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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指數記號〔教學說明〕 

教學目標 

注意標題特別聲明要教「記號」，本篇實際的重點是次方運算，但既然課綱要學生知道指數，我

們便藉此機會讓學生初步接觸數學的抽象思維：以算式代表數。 

知 

類比於「乘」是同數自加，「次方」是同數自乘。「次方」是數學課程的第五種運算，但是

它沒有運算符號，而是以排版形式表達。知道「二次方」、「三次方」有同義詞「平方」和

「立方」。 

行 

能讀次方運算，能將一數連乘寫成指數記號，也能依照次方算式執行計算。能用「指數」、

「底數」來溝通。 

識 

理解次方算式可以當作計算的指令，也可以當作一個數。 

主要設計理念 

1. 在國中階段，其實只要知道「次方」即可，不需要正式介紹「指數」。過去的課綱（民國 91

至 107 年間）內容其實僅要求知道「指數」符號，但是教科書都自行發展了「指數律」教材，

那是個「很不幸」的意外；請參閱後面的「教學素養」。從 108 課綱起，要將 7 年級關於指

數的教學逐步拉回正軌。本篇文本依照 108 課綱的理念而設計。 

2. 為避免過於劇烈的變動（教育總是崇尚穩健），108 課綱並沒有完全刪除指數。既然課綱要

學生知道指數，我們便藉此機會讓「指數」單元發揮它在 7 年級應有的價值：讓學生初步接

觸數學的抽象思維：以算式代表數，亦即本篇的標題「指數記號」。小學生認知的「算式」

是一個操作程序的指令，例如 32  就是要做 2 2 2  算出 8，並沒有將 32  當作一個數來理解

的經驗，所以也沒有這樣的想法。請教師不要輕視這種心理上的認知狀態，有些學生在操作

數學的過程中領悟了這一點，但是有些學生卻來不及領悟就已經迷失了。本篇真正的價值，

在於明確告訴學生 32  就是一個數，這種寫法，稱為數的「指數記號」。同樣的思維，還要用

來解釋分數；到了 8 年級則有平方根數。它們都是同一類的記號：用「未完成的算式表示一

個數」。 

3. 通篇的脈絡設計，在於「合理化」為什麼需要學習「指數」這個名詞？因為我們要知道「指

數記號」。那麼又為什麼需要指數記號？本篇只是簡單地說是為了方便，並舉科學記號為類

比。其實「正課」裡的「正整數標準分解式」才是 7 年級需要指數記號的真正原因。 

4. 「以算式代表數」顯然是「代數」觀念的啟蒙。本篇另一個代數啟蒙的設計在於提出「第幾

層有幾名選手」的公式需求。從大處著眼，7 年級的最大教學目標是將學生從算術思維帶進

代數思維。這個目標不宜集中教學，因為它不是一蹴可幾的（它在西亞和歐洲花了五百年演

化出來）。《別冊》採用漸進的手段，在情境脈絡中緩緩引進代數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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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備忘 

1. 在國中階段，確實用不著指數律，除了在 7 年級某次段考可以故意命題讓學生做以外，在整

個國中階段，再也不會出現指數律。「正課」將依課綱淺介指數律，《別冊》不再加碼，請

教師也不必予以加深加廣。根據高中端的經驗，國中階段學習的指數律，多半並不能保留到

高一，高中教師並不期待國中畢業生能用指數律。 

2. 以算式代表的數稱為「數式」。國中教師熟悉的數式是平方根，例如 2。但其實即使如 
1

2
、

1

3
 之類的分數都是數式，繁分數當然更是數式。可是，建議此時不跟學生提這個名詞。 

3. 如教學理念所述，「第幾層有幾名選手」的公式教學目標只是讓學生遭遇「用符號代表數」

的需求，並舉一個例子作為示範。它是整個代數思維教學的一個初步，並非本篇要點。學生

可能還很不習慣「代入」的操作，請教師在此時暫時不要多做「代入」練習，將來還有很多

練習的機會。基於同樣的理由，這條公式也沒有刻意寫 n的範圍：非負整數。這一切都是因

為在教學的脈絡上，這條公式的目的是「用符號代表數」的早期經驗，不要增加沒必要的認

知負荷。 

4. 承上，作者刻意不提 00 ，也不說 0 1a  必須假設 0a 。這些數學上的細節，在初學階段，

教師最明智的教法就是「不提它」、「不考它」。只要教師不刻意去考學生 00 ，一般人本來

就不會遭遇這個疑問。如果有學生主動提問「 00 也是 1 嗎？」則建議的回答是： 

數學並沒有 00  是多少的規定，數學稱它為「不定形式」，意思是說它可能等

於任何數，也可能不存在；將來如果學到微積分，就會明白。可是某些科學、

工程和財務金融領域，卻規定它是 1。因此，要看是在哪個領域裡討論這個問

題？等到同學長大進入一種專業，就知道該怎麼做了。在國中，放心，不會考

這一題。 

5. 正課裡的「正整數標準分解式」才是 7 年級需要指數記號的真正原因，教師可以在那裡做適

當的連結。 

教學素養 

知道次方運算就好了，為什麼要特別說出「指數」呢？因為需要用它溝通，有時候我們必須明確

說出次方算式裡的「上面」那個數；就好像「乘數」和「被乘數」一樣，這些名詞的存在，是為

了溝通。但是，「指數」的特殊需求，在於有一種「函數關係」，變化的不是底數，而是指數。

例如冪函數 2x x  是比較早學到的函數關係，相對地， 2xx  這種對應關係，是比較晚學到的

（高二），它叫做指函數。到了學習「指數律」和「指函數」的時候（不管哪個先發生），才真

正需要用到「指數」這個名詞。在國中階段，因為並沒有那兩者的（真正）需求，其實學生只要

知道次方符號即可，不需要特別知道「指數」；即使知道，也僅用來溝通「上面的數」以便分辨

「底數」。 

國中階段唯一「接近」需要指數律的地方，在平方根的化簡。例如  5 1/232 (2 )
2 1/22 2 4 2。但是老師們應該都同意吧：為了這一點用途而使用指數律，實在太過「殺雞

用牛刀」了吧？而國中階段確實需要指數記號，最明顯的位置就在於「正整數的標準分解式」。

這一個課題的學習，需要指數記號，但是並不（真的）需要指數律。在民國 91 年以前的國中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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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基本上就是這樣設計的。多項式的乘法運算「疑似」出現指數律，但其實不必。諸如 2x x x 、
2 3x x x 、 3 4x x x 、 2 2 4x x x  等運算，用次方觀念即可，實在不必套用指數律。 

那麼，民國 91 年的「九年一貫」數學課程為什麼加入指數律呢？簡單地說，那時候的總體

課程開始關注「學科統整」，因此舉辦幾次全領域的大型籌備會議。在某次會議中，自然領域教

師希望數學領域支援「科學記號」教學，而數學領域答應了。因此，科學記號進入 7 年級課綱。

因為「標準分解式」本來就需要次方符號，也就是本篇所說的「指數記號」，所以將它應用在科

學記號的 10n，應該不會對學生造成過多的額外負擔。自然領域需要我們幫忙的，只是科學記號

數字的定義，以及它與普通記號數字的互化，他們並沒有要求數學課教導科學記號的計算；理化

老師自己會在合適的情境中處理科學記號的計算。課綱委員知道科學記號裡的 10n  並不是真的

計算，而是小數點位置的記號，就如《別冊》第 4 課講的那樣。因此，其實數學課綱並沒有科

學記號四則運算的需求，也沒有指數律的需求。「不幸」的是，課綱的書面文字寫得寬鬆，而且

「分年細目」裡又舉了稍微靈活一點的例子，導致各版教科書競相加碼，而教科書審查委員面對

各版教科書一致的設計時，容易傾向於接受他們的設計。因此，國中 7 年級上學期的數學課程，

就陸續新增了完整的（整數）指數律，以及一般性的科學記號四則運算。這些內容，如作者一再

解釋的，其實不適合作為國中階段的學習目標，尤其不適合放在第一冊。在第一冊，學生還在學

習正負混合的整數與分數運算，實在不宜外加指數律與科學記號運算，加重學習的負擔且擾亂

教學的脈絡。許多國中教師、校長察覺了這份沉重的負擔，因此在民國 105 年提出討論，促成

了 108 課綱對這些課題的調整。 

回顧民國 91 年以前的國中課程，檢視國際同儕國家的初中數學教材，都不會在國中階段

（更不會在 7 年級）出現指數律與科學記號的四則運算。這些事實再次表示，我們不必擔心刪

除這兩個主題會損失什麼。 

指數為什麼叫做「指數」？其實並沒有什麼大道理。指數與對數同時在明朝末年傳入中國

（不是利瑪竇，是他之後的耶穌會神父），當時主要以實用的表格呈現。在表格的使用說明裡，

教導了指數律與對數律。但是當時並沒有給它們正式名稱，而是依照實際需求，用「文言」敘述

操作程序，於是出現「所指之數」與「所對之數」這些說法。後來就衍生

了「指數」和「對數」這兩個習慣用語，經過晚清中國數學家與明治日本

數學家的書寫，變成了專有名詞。 

關於指數為什麼叫做「指數」，作者有一句話的教學。教師同仁可以

參考看看。教學影片的網址是 https://youtu.be/jykqqjsqykU，或掃描右側

二維條碼。只要看這支影片的前 30 秒即可。 

本篇採用的賽程表，從形式來說就是「樹狀圖」，或者更特定地說，是「二元樹」（binary 

tree），亦即每一個節點分出兩支。將來若有需要，教師可再使用。 

如文本後記所述，如果不使用計算機，則次方只是純數學的記號，幾乎沒有實用價值。到了

高中，次方運算的底數和指數都可能不是整數，那種情形，更加需要計算工具。因此，作者想要

再次呼籲教師趁此機會讓學生有機會接觸計算機。我國因為長年忽視工具，所以確實缺乏應用

次方運算的題目。這些題目有待教師們逐漸開發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