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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年國教數學課綱芻議 

單維彰‧103 年 8 月 11 日 

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而重新修訂的課程綱要，已經由國家教育研究院召集完

成了領域綱要的前導研究，其結案報告提出八項議題 [1]，並且在本刊的姊妹刊

物報導過 [2]。本欄作者想要追加一些個人意見，其中牽涉數學內容的技術性議

題，就不在這裡煩擾大家了，以下提出原則性與策略性的議題，就教於讀者群，

讓大家有參與討論的機會。（大家都能在網路上找到我。） 

(1) 小單位教材設計 

我國中學數學教材（課綱）的編排，自民國 60 年代首度規定課程標準以來，皆

屬「塊狀」安排：一章完整的多項式，一章完整的指對數，一章完整的古典機率，

諸如此類。其所以然必有歷史緣故，以前本欄有多篇觸及高中數學課程歷史的簡

報，不在此細表。但塊狀設計並非教科書或課程設計的唯一方式，也無堅持這種

安排的客觀必要性。但是，我們也知道教師的習慣不容易改變，除非萬不得已，

才嘗試作一點小改變。 

    除了關於 sin、cos、和 log 的教學需求及其限制以外，還有物理及高職部分

學群所需的正弦波（正弦與餘弦的函數圖形），也是一項我們必須考慮回應的課

題。我個人也很不情願這樣做，但是，思索學習的邏輯，若僅限正弦波的認識，

我們需要的前置知識有廣義角、弧度量、圓周上（圓心在原點）的點坐標（還不

需要正式處理圓方程式）、利用圓的對稱性決定廣義角的正弦值、函數圖形的漲

縮平移，如此而已。三角比之間的平方關係、餘角與補角關係、和角與差角公式，

以及各種三角測量的技能，都不需要。所以，如果僅限正弦波，而且在難度上限

制在「全體必修」的水準，在技術上是可能安排在高一的。 

    我個人不情願上述安排的原因是，第一，不符合數學史的認知歷程；第二，

背離教師習慣太遠。但是看來現在有其需要。 

    而如果採用前述安排，在高一先講正弦波，讓週期性現象的數學模型成為必

修數學的一部份，也算是有其價值。但是，我想大家都不願意為了這個目的而將

「整套」三角函數都搬進高一，變成全體必修。何況高一還有其他重要的課題，

不宜全盤捨棄。這樣，又出現了不宜「塊狀」設計課程的理由。 

    相對於「塊狀」設計（一冊課本只有三、四章）的小單元設計，意思是把課

本（課綱）切成 10—12 個單元，單元之間以學習的脈絡連結，而不限於相同或

相近的數學主題。課本的標題，或許可以從 Chapters 改成 Lessons。有一些英國、

德國、美國的數學教科書如此編排，可供參考。 



(2) 必修課程的分級、分版施作：支持差異化教學的差異化課綱 

雖然 11 年級以前的數學是「必修」課程，但我們或許還是可以經過與課發會、

社會、教師、心測中心與大考中心溝通，而嘗試在必修之中分級或分版。此作法

與「分流」不同，前者基本上維持在同樣的學習課題與進度上，只是深淺或補充

的題材有些差異，而後者可以容許完全不同的課題。 

    我們知道，國中畢業生將有 55% 左右升學進入職業進路（高職），其他人則

是學術進路（高中，包含在綜高二年級所做的選擇）。這些學生在國中所學的「國

民數學」，就課題而言應該一致，譬如比例式、直角三角形、平行線、直線、二

次方程式、根式、不確定性等，但是顯然其所需的深淺程度可以不同。 

    既然舉國上下已經花了許多力氣推行「差異化教學」，如果 7—9 年級的課程

就有「差異化課綱」，課本教材也有「差異化內容」，不是更能幫助教師執行差異

化教學，學生也更有機會「適性揚才」嗎？ 

    如果我們可以在課綱中針對每個國中階段的課題，訂出「基礎」與「精熟」

兩階段，而會考的題目必須使得只學習「基礎」段落的學生，一定能考到「基礎」

等級，而且要能達到 B++等級，讓部分的學生、教師和家長，放心地處理基礎課

程，更要讓教師知道，拉長教學時間，確實讓全體學生達到「基礎」目標，是他

（她）的職業責任和專業良心。我認為在同一堂課裡面，讓學生分群學習「基礎」

和「精熟」的差異化教學，是可行的理想。其執行面，另有大型計畫實施中，我

們能做的是課綱，最好能提供示範教材。 

    而進入高一（10 年級）之後，高職學生已經分流，依其職科專業採用 A, B, 

C 版本的數學教材。高中學生尚未分流，實務上也有分流的困難，但延續國中階

段「差異化」的想法，可以採取 99 課綱「A 版包含於 B 版」的權宜之計，讓高

一有基本上全體必修的課題，置於 A 版，但在部分課題上延伸至 B 版。 

    數學的共同必要性是個不容忽視的事實，但是學生的數學性向差異也是一個

不能假裝不存在的事實。要把全國學生綁在一起直到 10 年級，將造成許多教育

資源的浪費。我們只好在「必修」的制度帽子底下，以「必修」的精神，設計差

異化選修的可能性。 

(3) 高職數學須更貼近學生需求 

就現況而言，全國約有十分之一的學生進入綜合高中。為了這一群高中和高職的

「交集」學生，高中和高職的數學課程內容，在 10 年級階段必須密切協商。雖

然不必然要為十分之一的學生而「犧牲」主體學生，但應該努力兼顧那個學制。 

    為了兼顧綜高的學生，高職的三個版本和高中的一個版本必須有些協同性。

除此而外，高職數學已經從高一起分流，可以容納根本不同的課題，其深淺程度

與教學目標也可以完全獨立。三個版本的高職數學之適用群科是明確的，而且高



職數學教師對於教科書的倚賴程度是比較強的 [4]，課程綱要應該盡可能地貼近

職業群科的學習需求。具體的作法，是與職業科目的教師對話，瀏覽他們的專門

科目教材，參訪他們的教室與實習工坊，然後以小組合作的方式產生課題和教

案。職業教育攸關全民的生活福祉，甚至也可能是應用數學的問題來源，值得數

學家與教育學者更多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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