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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推動中心學校 

113學年度議題融入教學設計徵選活動實施計畫 

壹、辦理依據 

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推動中心學校113學年度工作計畫。 

貳、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推動工作圈(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機電工程學系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推動工作圈)。 

二、主辦單位：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推動中心學校（臺北市立松山高級

商業家事職業學校，以下簡稱本中心）。 

參、活動目的 

一、 增進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之專業成長，以因應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課程實施。 

二、 引導教師設計適切融入議題課程，與生活情境及社會脈動緊密連結，以充實學習內

涵。 

三、 透過徵選活動，發掘優秀作品，激發教師教學創新動機。 

四、 建立教師分享教學資源與心得的平臺，以提昇教育效能。 

五、 透過彼此觀摩，增進教學成效，提升教師專業發展。 

肆、活動內容 

一、 參加人員：全國公私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職業類科之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或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之老師 (其中一位需為「數學領域」教師，且不含實習老師)，

同一作品之作者可為1～6人。 

二、 教學設計主題：參賽作品請自行選擇教學單元，完整呈現課程與教學之設計及實施

歷程，主題內容為教育部公告的十九項議題。（如附件1） 

三、 徵選格式及規範： 

（一） 請檢附報名表（如附件2）、切結書（如附件3）及授權書（如附件4），其中 

報名表以 word 檔格式，切結書及授權書掃描成 pdf 檔 E-mail 至數學推動中 

心信箱(shuhui94811@cloud.ssvs.tp.edu.tw) 

mailto:shuhui94811@cloud.ssvs.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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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案內容請依格式繕寫（如附件5），編撰時所有參考資料均需註明出處，

並且隨文標明清楚，以維護智慧財產權，相關內文撰寫格式如下： 

1. 排版：請使用 Microsoft Word，格式為 A4，上下左右邊界各2公分。 

2. 字體：中文字體標楷體，內文12號(標準)；英文字體 Times New Roman，內

文12號(標準)。 

（三） 作品內容以 A4大小，教案正文以6頁為限。 

（五） 請將作品電子檔（需同時具備 Word 及 Pdf 兩種格式）E-mail 至數學推動 

中心信箱(shuhui94811@cloud.ssvs.tp.edu.tw)，並請來電告知。 

（六） 作品未符合本計畫格式及規範者，不列入評選。 

伍、辦理期程與作品寄送 

一、 辦理期程 ： 

項目 時間 

E-mail 截止 113年10月31日（星期四）（逾時不受理） 

 

二、 E-mail 信箱：shuhui94811@cloud.ssvs.tp.edu.tw，並請來電告知 

 (02)2726-1118分機201、202。 

陸、評選方式： 

一、 評選方式：聘請相關領域之專家及教師將其作品進行審查。                                                                               

二、 評選標準：評分項目分為設計理念、學習目標、教學單元、多元評量， 

其評分標準如下： 

評分項目 審查內容 比例 

設計理念 

1.說明設計本教學單元之動機 

2.預期達成之教學目標適切性 

3.符合素養導向之課程設計 

10% 

學習目標 議題融入適切性 10% 

教學單元 

1.教學活動安排之適切性 

2.教學活動設計之創新性 

3.教學活動設計之完整性 

50% 

多元評量 1.評量工具設計之效度 30% 

mailto:shuhui94811@cloud.ssvs.tp.edu.tw
mailto:shuhui94811@cloud.ssvs.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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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項目 審查內容 比例 

2.評量方法之多元性 

3.評量施行的可行性 

柒、獎勵及成果觀摩 

一、 獎勵：擇優錄取，致贈獎狀乙紙及稿酬

。

 

二、 權利與義務： 

（一） 入選作品逕存本中心，以供推廣及公開展示之用。 

（二） 得獎者應配合本中心參加觀摩展示。 

（三） 得獎者應配合本中心擔任講座教師分享教案內容。 

（四） 得獎者需保證所提供之作品，並無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若有任何第

三者主張受侵害之事，得獎者需自行出面處理，與主辦單位無涉。 

（五） 請詳閱上述評選辦法，一旦報名，則視為同意本徵選辦法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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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議題學習目標 

 為使各領域/科目課程能適切進行議題融入，並落實教育相關法律及國家政

策綱領，以下臚列十九項議題之學習目標，提供學校及教師於相關課程或議題

教學時進行適切融入，以與領域/科目課程做結合。本年度以發展「性別平等教

育、人權教育、能源教育」三項議題融入教案為優先，其餘議題可自行規劃。 

議題 學習目標 

性別平等教育１ 

理解性別的多樣性，覺察性別不平等的存在事實與社會文化中的性別權 力

關係；建立性別平等的價值信念，落實尊重與包容多元性別差異；付 諸行

動消除性別偏見與歧視，維護性別人格尊嚴與性別地位實質平等。 

人權教育２ 
了解人權存在的事實、基本概念與價值；發展對人權的價值信念；增強 對

人權的感受與評價；養成尊重人權的行為及參與實踐人權的行動。 

環境教育３ 

認識與理解人類生存與發展所面對的環境危機與挑戰；探究氣候變遷、資

源耗竭與生物多樣性消失，以及社會不正義和環境不正義；思考個人發

展、國家發展與人類發展的意義；執行綠色、簡樸與永續的生活行動。 

海洋教育４ 
體驗海洋休閒與重視戲水安全的親海行為；了解海洋社會與感受海洋文 化

的愛海情懷；探究海洋科學與永續海洋資源的知海素養。 

科技教育５ 
具備科技哲學觀與科技文化的素養；激發持續學習科技及科技設計的興 

趣；培養科技知識與產品使用的技能。 

能源教育６ 
增進能源基本概念；發展正確能源價值觀；養成節約能源的思維、習慣和

態度。 

家庭教育７ 

具備探究家庭發展、家庭與社會互動關係及家庭資源管理的知能；提升積

極參與家庭活動的責任感與態度；激發創造家人互動共好的意識與責任，

提升家庭生活品質。 

原住民族教育８ 
認識原住民族歷史文化與價值觀；增進跨族群的相互了解與尊重；涵養族

群共榮與平等信念。 

品德教育 
增進道德發展知能；了解品德核心價值與道德議題；養成知善、樂善與行

善的品德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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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學習目標 

生命教育 
培養探索生命根本課題的知能；提升價值思辨的能力與情意；增進知行合

一的修養。 

法治教育 
理解法律與法治的意義；習得法律實體與程序的基本知能；追求人權保障

與公平正義的價值。 

資訊教育 
增進善用資訊解決問題與運算思維能力；預備生活與職涯知能；養成資訊

社會應有的態度與責任。 

安全教育 
建立安全意識；提升對環境的敏感度、警覺性與判斷力；防範事故傷害發

生以確保生命安全。 

防災教育 
認識天然災害成因；養成災害風險管理與災害防救能力；強化防救行動之

責任、態度與實踐力。 

生涯規劃教育 
了解個人特質、興趣與工作環境；養成生涯規劃知能；發展洞察趨勢的敏

感度與應變的行動力。 

多元文化教育 
認識文化的豐富與多樣性；養成尊重差異與追求實質平等的跨文化素養；

維護多元文化價值。 

閱讀素養教育 
養成運用文本思考、解決問題與建構知識的能力；涵育樂於閱讀態度；開

展多元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 
強化與環境的連接感，養成友善環境的態度；發展社會覺知與互動的技

能，培養尊重與關懷他人的情操；開啟學生的視野，涵養健康的身心。 

國際教育 
養成參與國際活動的知能；激發跨文化的觀察力與反思力；發展國家主體

的國際意識與責任感。 

8 項議題所涉之教育相關法律及國家政策綱領如下：  

註1： 性別平等教育之教育相關法律或國家政策綱領有：《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平等政

策綱領》、《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等。  

註2： 人權教育之教育相關法律或國家政策綱領有：《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

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

等。  

註3： 環境教育之教育相關法律或國家政策綱領有：《環境教育法》、《國家環境教育綱領》

等。  

註4： 海洋教育之教育相關法律或政策綱領有：《國家海洋政策綱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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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5： 科技教育之教育相關法律或政策綱領有：《科學技術基本法》等。  

註6： 能源教育之教育相關法律或政策綱領有：《能源發展綱領》等。  

註7： 家庭教育之教育相關法律或政策綱領有：《家庭教育法》等。  

註8： 原住民族教育之教育相關法律或政策綱領有：《原住民族基本法》、《原住民族教育

法》、《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等。 



 
 

附件2 

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推動中心 

113學年度議題融入教學設計徵選活動【報名表】 

議題  

團隊名稱 
 

教案名稱 
 

編號 作者姓名 服務學校 任教科別 

1    

2    

3    

4    

5    

6    

主要聯絡人 

公務電話 
 

主要聯絡人 

手機號碼 
 

主要聯絡人 

E-mail信箱 
 

本教案呈現之 

融入議題 
 



 
 

附件3 

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推動中心 

113學年度議題融入教學設計徵選活動【切結書】 

 

團隊名稱 
 

教案名稱 
 

        立切結書人為參加「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推動中心113學年

度議題融入教學設計徵選活動」，茲切結如有下列各項情事之一，於評選前發現

者，取消參選資格；於獲獎後發現者，追回獎狀及稿酬： 

一、 報名時確定已獲得其他同質競賽獎項。 

二、 參選作品如經人檢舉或告發為他人代勞，且查證屬實者。 

三、 參選作品如有侵犯他人之著作權及違反學術倫理，且查證屬實者。 

四、 違反本計畫相關規定，有具體事實者。 

 

此致 

 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推動中心 

立切結書人簽名： 

(全部作者均須親筆簽名) 

 

 

 

 

 



 
 

附件4 

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推動中心 

113學年度議題融入教學設計徵選活動作品使用授權同意書 

本授權同意書為每一教案一份 

一、契約雙方：  

甲 方：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推動中心 

乙 方(全部作者)： 

 

二、著作授權之範圍及限制： 

本人（作者）（以下簡稱乙方），茲同意無償授權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推動中心

（以下簡稱甲方），使用乙方報名參加「113學年度議題融入教學設計徵選活動」徵選之作品。 

 

甲方同意並擔保以下條款： 

1. 乙方擁有權限簽署並履行本同意書，且已取得簽署本同意書必要之第三者同意與授權。 

2. 乙方作品無償授權甲方於非營利目的下，得典藏、推廣、借閱、公布、發行、重製、複製、

公開展示及上網與宣傳之使用。 

3. 授權之作品無侵害任何第三者之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商業機密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之情

形。 

4. 乙方不得運用同一作品參加其他比賽，亦不得運用前已獲獎之作品參加本競賽。 

5. 如違反本同意書各項規定，乙方須自負法律責任，甲方並得要求乙方返還全數得獎獎勵，於

本同意書內容範圍內，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甲方受有損害，乙方應負賠償甲方之責。 

此致 

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推動中心 

 

團 隊 名 稱  

教 案 名 稱  

作者簽名（乙方）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5 

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推動中心 

113學年度議題融入教學設計徵選活動教學設計參考格式 

領域/科目 數學領域 設計者 學校名稱+姓名 

實施年級 舉例:10年級(B 及 C 版) 總節數 共_______節，_____分鐘 

單元名稱  

課程設計原則與教學理念說明 

教學單元主題設

計原則與教學理

念說明 

 

學生學習 

經驗分析 

 

教材設計 
 

教學活動 
 

學習評量  

設計依據 

核心

素養 

領綱 

(詳見表末

備註) 

□數V-U-A1    □數V-U-A2    □數V-U-A3 

□數V-U-B1    □數V-U-B2    □數V-U-B3 

□數V-U-C1    □數V-U-C2    □數V-U-C3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1-V-1概念的了解   □1-V-2程序的執行    □1-V-3問題的解決         

□1-V-4連結與應用   □2-V-1工具的應用    □3-V-1信念的養成 

學習內容 

編碼(請參

閱領綱

例:N-10-1) 

□數學(A)： 

□數學(B)： 

□數學(C)： 

議題 

融入 

融入主題 

(可複選)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詳見表末

備註) 

 列出示例中融入之學習重點(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以及融入說明，建

議同時於教學活動設計之備註欄說明。 

 若有議題融入再列出此欄。 

實質內涵 
(詳見表末

備註) 

 例如性別平等教育 

 性 U1 肯定自我與尊重他人的性傾向、性別與性別認同，突破個人發展

的性別限制。 

 性 U5 探究性騷擾、性侵害與性霸凌相關議題，並熟知權利救濟的管道

與程序。 



 
 

具備跨科整合 □是□否 跨科課程  科目：:         ，課程名稱:              

適用群別 

□均可 

□家政群 □藝術群 □商業與管理群 □外語群 □設計群 □農業群  

□食品群 □餐旅群 □海事群 □水產群 □機械群 □動力機械群  

□電機與電子群 □化工群 □土木與建築群 

教材來源 
 

教學設備/資源 
 

學習目標 

 以淺顯易懂文字說明各單元學習目標。 

 建議配合「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雙向細目表」之內容，提供更完整的素養導向編寫原則與

示例的連結。 

 可參考「素養導向教材編寫原則之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雙向細目表」之編寫方法。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摘要學習活動內容即可，呈現合乎素養導向教學的

內涵。 

 學習活動略案可包括引起動機、發展活動、總結活

動、評量活動等內容，或以簡單的教學流程呈現。 

 教學流程需落實素養導向教學之教材教法，掌握生

活情境與實踐等意涵。 

 前述之各個次單元不必全部列出，可挑選部份合適

的次單元進行說明，重點在於完整說明各活動的組

織架構，不必窮盡敘述。 

 可適時列出學習評量的方式，

以及其他學習輔助事項，原則

如下： 

 簡要說明各項教學活動評

量內容，提出可採行方

法、重要過程、規準等。 

 發展核心素養、學習重點

與學習目標三者結合的評

量內容。 

 檢視學習目標、學習重點/

活動與評量三者之一致關

係。 

 羅列評量工具，如學習

單、檢核表或同儕互評表

等。 

試教成果：（非必要項目） 

 試教成果不是必要的項目，可視需要再列出。可包括學習歷程案例、教師教學心得、觀課

者心得、學習者心得等。 

參考資料：（若有請列出） 

 若有參考資料請列出。 

附錄： 

 列出與此示案有關之補充說明。 

備註： 

※核心素養 



 
 

數 V-U-A1具備學好數學的信心與態度，發展個人潛能，並能自主學習，自我超越與精進，努力

不懈地探究、分析與解決數學問題。 

數 V-U-A2藉由單元之間數學觀念的統整，強化生活情境與問題理解，學習由不同面向分析問題

與解決問題，並將生活問題經由觀察，找出相關性，做成數學推測，找到解決方

法。 

數 V-U-A3具備將現實情境的問題轉化為數學問題的能力，並能探索、擬定與執行解決問題的計

畫，並能從多元、彈性與創新的角度解決問題，並活用於現實生活。 

數 V-U-B1能辨識問題與數學的關聯，運用數學知識、技能、精確地使用適當的符號去描述、模

擬、解釋與預測各種現象，以數學思維做出理性反思與判斷，並在解決問題的歷程

中，有效地與他人溝通彼此的觀點，並能連結抽象符號與專業類科、真實世界的問

題，靈活運用數學知識、技能與符號，進行經驗、思考、價值與情意之表達，並能

理性地與他人溝通並解決問題。 

數 V-U-B2能夠運用科技工具有效解決日常實際問題，與專業領域內的實務問題。以數學理解為

基礎，能識讀、批判及反思媒體表達的資訊意涵與議題本質。 

數 V-U-B3藉由繪圖操作使學生涵養對藝術之欣賞、創作的能力，進而創作與發揮創意。利用幾

何圖形與曲線之變化，運用線條的韻律、造形的構成、對稱、平衡等，並能於生活

中對於美善的人事物進行鑑賞。藉由日常情境中自然界的圖像與媒體的視覺，從中

了解數學的關聯性。 

數 V-U-C1具備立基於證據的態度，建構可行的論述，並發展和他人理性溝通的素養，成為理性

反思與道德實踐的公民。 

數 V-U-C2具備和他人合作解決問題的素養，並能尊重多元的問題解法，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 

數 V-U-C3具備國際化視野，尊重與欣賞不同文化數學發展的歷史，了解與使用跨文化數學工

具。透過數學的理解，關心全球化議題。 

※議題融入 

請參閱國教院議題融入說明手冊，網址 https://reurl.cc/4aWAWK 

 

https://reurl.cc/4aWAW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