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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目的及內容：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強調「能力」的培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則是以「素

養」取代「能力」，強調學習應是結合生活與文化的全人發展，而教師也應培養學生成

為跨領域與解決問題能力之未來人。國際學生評量計畫（PISA）更對數學素養作出明確

的定義：數學素養是個人在各種脈絡中形成（formulate）、使用（employ）和詮釋

（interpret）數學的能力。其中包括數學推理，以及使用數學概念、程序、事實和工

具來描述、解釋和預測現象。兩相對照，不論是 PISA 提出的數學素養或是108課程綱要

均強調運用知識、能力與態度，解決生活上的問題，都是關注學生的學習與生活的結合。

所以教師宜以任務與情境引導學生思考，鋪陳數學學習脈絡，並培養學生運用觀察、分

類、論證等有效策略在各種生活與數學實踐中所需要的能力。 

數學素養關注學生數學學習的過程，而要成為具備數學素養的人，必須學會如何利

用探究方式，提出數學問題、解決問題、提出假設、傾聽數學的論證、和挑戰含有數學

內容的科普文章（Richards, 1991）。從數學素養的觀點來看，數學探究是將真實世界

的問題轉化成數學問題，並用數學的方法進行解題後得出答案，再回到真實世界解決問

題（林勇吉等人，2014），因此探究是形成數學知識與解決問題的重要歷程。探究在於

尋求知識，而不是被傳授知識或灌輸知識，是學生主動參與獲得知識的過程，而不是把

現成的答案知識直接告訴給學生。 

十二年國民教育的目標就是培養發展學生的數學素養，這種素養可說是數學探究學

習，亦即使用探究方式去形成數學主題和應用多樣的策略去解決問題，過程中學生將統

整所學數學知識、概念和技能，進而獲得新知識和自信心。數學探究是一種數學知識發

展的歷程與方法，老師的任務是創造探究的環境，引起學生觀察、討論與論證，進而提

出自己的想法，並接受其他同學的挑戰，再者108課綱的目的主要是關注學生的學習與

生活上的結合，老師可以學校教材或學生生活環境中的實際問題作為探究學習的內容，

學生在老師的引導啟發下，學生可以獨立自主學習或和同儕合作討論，運用數學探究的

方法，提升學生的數學素養。 

探究教學有許多不同的方式，如問題導向教學、專題導向教學、5E 教學法和設計思

考教學法等。其中的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後簡稱 DT），是一種可以解決問題的

創意方法（Brown & Katz, 2011），也被視為是一種具延展性的心向（mindset）。設計思

考思維常以先發散、後收斂的過程加以表現，透過各階段操作演練，聚焦於投入與產出

之間的鏈結。 

設計思考一詞原起源於 IDEO 設計公司總裁 Tim Brown (2009)的定義「設計思考是

以人為本的設計精神與方法，考慮人的需求、行為，也考量科技或商業的可行性」。從



 
 

Tim Brown 的定義可以看出設計思考原是應用商業領域，近年來則逐漸擴大應用範疇，

而伴隨著「設計思考」越來越具有知名度，許多教育工作者開始關注其應用於教育場域

的核心原理以及如何應用在教育領域中課程設計和教學策略。「設計思考」包含了三個

核心元素：(1)有創意的問題解決過程、有創意的工作環境、有多元觀點的團隊合作，

因此可以作為一種能夠提升問題解決能力的教育方法(Von Thienen, Royalty & Meinel, 

2017)。 

史丹佛大學設立哈索．普拉特納設計學院(Hasso Plattner Institute of Design 

at Stanford, Stanford d. School)，Stanford d. School 將 DT 的概念融入教學上，

重新思考學生學習上的真實需求，在整個 DT 中，從人的需求出發，「以人為本」

(humancentered)，以同理心的概念了解人的需求與問題，尋求問題創新的解決方案。

常見的設計思考模式，有2005年英國設計協會（Design Council）的雙菱形模式（The 

Double Diamond Model）、以及史丹佛大學 D-School的五步驟。英國設計協會的雙鑽石

模式（Design Council, 2007）包含發現（discover）、定義（define）、開發（de-

velop）、交付（deliver）等四個階段，在這四個階段的歷程中會經過兩次的發散性思

考及兩次的收斂性思考，第一個鑽石模型是問題診斷，此模型包含注意各種不同的事物

並蒐集其見解的發現階段以及將在發現階段中確定的所有可能性，收斂到一個明確的設

計問題及設計挑戰的定義階段; 第二個鑽石模型是問題對策，此模型包含創造、測試和

迭代解決方案或概念等發展解法的發散思考和最終確認、生產和發布最終成果（楊朝陽

等人，2018）。史丹佛大學 D-School 將設計思考過程歸納成五大步驟，步驟一：「同理

心」（empathize），是指透過參與或訪談去了解他人需要，步驟二：「定義」（define），

是指透過討論，從中找到問題並定義問題，步驟三：「發想」（ideate），是指透過腦力

激盪活動以尋求更多的可能性，步驟四：「原型」（prototype），是指利用手邊的材料進

行製作，並從過程中發現問題，想到解決的創意方法，步驟五：「測試」（test），是指

進行真實測試，驗證並修正自己原來的構想。兩種模型也可以疊合一起呈現來描繪設計

在認知作用與階段步驟的時序關聯(如下頁圖1)。 

Lewrick 等學者（2018）則努力將設計思考融入教學過程的設計中。在設計的一開

始，先以參與和觀察的「同理心」歷程，才能了解學習者的需求，設計出不符使用者需

求的活動方案，設身處地的為學習者解決問題，接著透過不斷的討論釐清所蒐集到的資

料，「定義」出正確的問題，讓目標更加明確清楚，方能「發想」出創意的解決方案。

然而這樣的設計思考過程中可能會產生許多不同的解決方案，因為透過不斷地發散思考，

讓學習者發想並設計出多樣的可能性，再將多樣的可能性收斂成解決方案，接著依據收

斂得到的解決方案進行「原型」製作。原型的目的並不是要完整的呈現，而是經由部分

方案的實作，達到「測試」的驗證，才能夠從中得到適當的反饋。 

 

圖1  設計思考課程流程圖(研究者自行整理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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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理念與方式是否可以在數學領域實現呢?研究者發現，2023台灣創意力100以

「Human Identity」為題，探討當世界逼近「科技奇點」（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

意指人類正在接近一個文明全面被顛覆的事件點，在此之後科技發展將完全無法預測），

人類創意的特質與價值何在。以平面設計師身分被大眾認識的盧翊軒嘗試設計獎盃作品，

他首先定義心中的獎盃想像，「獎盃的功能就是要放在架上的時候很突出，好像在彰顯

殊榮。我希望它很有存在感，擺在家裡的時候，我不覺得要融入環境。」他想從設計出

和許多常見獎盃有所區隔的作品，一種很「數位感」的獎盃。這種獎盃有著全然幾何、

筆直線條、螢光顏色的獎座角錐，這些形體都不是自然界會出現的，像是在現實世界中

突然出現一個很數位化的物件。於是他想「如何在只有一座獎盃的情況下，還能讓得獎

者將得之不易的獎盃在家擺放時『有選擇』？就想到還有擺放角度可以選擇。」他在底

座加了像是「不倒翁」的4個擺放角度。面對這樣一開始開放性的設計作品想法到最後

收斂到能有所選擇擺放角度的作品，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如何引導學生進行腦力激盪，

透過設計思考實踐數學探究方法，讓學生能夠在有趣的數學探究過程中，具創意且在不

同情境中運用所學具實用價值的能力與知識，來完成既美觀又符合目標的作品，並在生

活中實踐數學素養。 

 

圖2  盧翊軒的作品(取自2023台灣創意力100作品之一) 

綜上所述，由於教室中每一位學生都是獨立的個體，而設計思考教學則是要讓每一

位學生都能發揮團隊合作之精神，讓每位學生都能發揮各自的優勢智能，並能尊重他人、

包容個別差異。且設計思考可以是一個按著既定步驟循序漸進完成創意思考的一種教學

策略與方式，同時也有助於幫學生釐清關鍵脈絡（蕭瑞麟，2011）。因此，運用「設計

思考」的步驟，融入教學歷程中，探究「以人為本」、「擁有問題解決能力」為核心的教

學脈絡，應該是可行的創新教學機制。 

據此，本研究嘗試一個新穎的方式，透過設計思考實踐數學探究課程的開發，希望

讓學生能夠在有趣的數學探究過程中，具創意且在不同情境中運用所學具實用價值的能

力與知識，並在生活中實踐數學素養。第一年是開發、體驗階段，整年計畫嘗試針對特

定的實際生活現象或是議題，安排設計思考一系列課程模組及評量方式；接續進行設計



 
 

思考課程教學，再完成設計思考體驗課程。期間搭配體驗課程及數學探究可能會用到的

能力，加入數學探究過程可能需要的相關課程，此處除第一年因應體驗課程相關能力之

需求，亦奠基第二年學生數學探究可能需要用的能力，透過課程來刺激學生思考並能自

主學習，培養學生具創意且實用價值之能力與知識。第二年為實踐、反思階段，根據第

一年的成果，修正調整設計思考實踐數學探究課程，根據修正調整後的課程模組，期間

搭配彈性需求課程，在實際生活現象或是議題下，完成設計思考實踐數學探究初中後等

三期，最後透過評量了解課程真實需求。第三年是推廣、檢討階段，根據前兩年成果，

修正與調整設計思考課程模組後，辦理課程學生研習，嘗試將設計思考課程模組推廣，

期更多學生能在相關設計思考實踐數學探究之實作課程學習後，具創意且在不同情境中

運用所學具實用價值的能力與知識，並在生活中實踐。本研究第一年計畫目的如下：  

(一)研發設計思考之體驗課程。 

(二)研發設計思考實踐數學探究過程初期、中期、後期相關課程之評量方式。 

(三)研發奠基學生設計思考實踐數學探究時可能需要用到能力的系列相關課程，並

根據學生需要彈性調整與規劃。 

(四)探討學生在體驗設計思考課程模組後之學習狀況。  

(五)針對設計思考體驗課程及數學探究相關課程後學生之學習狀況，修正與調整先

前研發之設計思考實踐數學探究相關課程。 

 

貳、研究方法及步驟： 

根據計劃之目的，利用設計思考實踐數學探究的能力並非唾手可得，因此本計畫

擬透過長時間系列課程之奠基，培養基礎能力，整個計畫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年為開發、體驗階段。在第一年時，前期先由教師團隊組成課程開發工作坊，

分析適合國中設計思考實踐數學探究的課程及評量方式，首先收集設計思考實踐數學

探究教學之素材，如書籍、雜誌、…等文本相關資料及參與相關研習，作為該課程教

學之準備。計畫嘗試針對特定的實際生活現象或是議題，安排及規劃設計思考初期、

中期、後期等一系列課程模組及評量方式；接續根據一系列設計思考課程模組(認識與

學習設計思考含體驗課程)，先進行設計思考課程教學，再完成設計思考體驗課程。期

間搭配體驗課程及數學探究可能會用到的能力，加入探究實踐相關課程(文本資料閱讀、

解釋、知識的理解課程、批判與思考課程、資訊軟體使用課程、口說寫作圖表分析繪

圖等溝通表達課程)，此處亦會因應不同議題或課程進行實際狀況加入彈性課程。第一

年之後期，執行認識與學習設計思考含體驗課程及探究實踐相關課程，透過問卷量表、

訪談與學習單、課室錄影之方式蒐集相關資料，以高雄市某國中七年級30-40人為研究

對象，探討學生於設計思考體驗課程及數學探究相關課程後之轉變，做為第二年修正

與調整課程之準備，此時期的課程內容以能執行「設計思考」及「探究能力的培養」

為主，透過課程來刺激學生思考並能自主學習，培養學生具創意且實用價值之能力與

知識。 

第二年為實踐、反思階段。預計根據第一年的成果，修正調整設計思考實踐數學

探究課程，根據修正調整後的設計思考實踐數學探究課程模組，在數學探究過程中完

成「團隊建立、同理心、發掘問題」設計思考初期階段、「需求定義、腦力激盪、軟體

學習」設計思考中期階段，以及「原型製作、測試、成果展現」設計思考後期階段。



 
 

在實際生活現象或是議題下，提出或發現全新的問題並嘗試解決，課程期間，彈性加

入相關文本資料閱讀、解釋、知識的理解、表達、批判等系列課程，再配合數學探究

過程可能需要的科技相關課程之教學，此處彈性加入的課程，主要是因應學生設計思

考實踐數學探究過程中解決問題時，實際可能需要用到的能力；整個時期的課程內容

以能應用「設計思考實踐數學探究」及「數學探究能力的培養」為主，透過探索尋求

解決方法來刺激學生思考並能自主學習，培養學生具創意且實用價值之能力與知識。

透過問卷量表、訪談與學習單、課室錄影之方式蒐集相關資料，延續第一年研究對象

(此時為高雄市八年級30-40人)，探討學生於設計思考實踐數學探究課程後之轉變，並

做反思，將成果做為第三年修正與調整課程之準備。 

第三年是推廣、檢討階段。根據前兩年成果，修正與調整設計思考實踐數學探究

課程模組後，辦理課程學生研習，嘗試將設計思考課程模組推廣，期更多學生能在相

關設計思考實踐數學探究之實作課程學習後，讓學生培養對數學探究的興趣，透過發

現問題與探索尋求解決方法來刺激學生思考並能自主學習，讓學生具創意且在不同情

境中運用所學具實用價值的能力與知識，並在生活中實踐。此時，整體課程與評量方

式在兩年執行後日趨完整與成熟，第三年透過問卷量表、訪談與學習單、課室錄影之

方式蒐集相關資料，以高雄市國中50-200人為研究對象，探討一般對數學探究有興趣的

學生於設計思考實踐數學探究課程後之轉變，並做全面檢討，將三年所有成果分析、

分享，並作為數學探究實踐教學改進之依據與建議。 

三年的整體課程示意圖如第10頁圖3(設計思考實踐數學探究課程模組建立示意圖)，

圖中分成三個階段，分成三年執行，每個階段又分成課程架構與評量建立、課程規劃

與執行、實施評量等三個面向完成，其中第一階段為「認識與學習設計思考概念與方

法」、「數學探究相關能力建立」；第二階段為「設計思考實踐數學探究課程修正與調

整」、「設計思考實踐數學探究實作」；第三階段為「設計思考實踐數學探究實作與推

廣」、「設計思考實踐數學探究課程檢討」。茲將計畫的工作流程規劃及預計進度如第11-

12頁表5表示。 

其中設計思考課程以研究者自行整理設計的設計思考課程流程圖(圖1)為中心，以

設計思考作為數學探究過程引導實踐，其中在探究過程前或過程中輔以數學探究能力

培養相關課程(對應如下圖4)： 

 

圖4  設計思考作為數學探究過程引導實踐及數學探究能力培養相關課程圖 



 
 

 

第一年設計思考體驗課程的初步構想以盧翊軒嘗試設計獎盃為例，以設計思考作

為數學探究過程引導實踐的策略說明如下表4，計畫正式成立教學工作坊研發設計思考

體驗課程。 

表4  設計思考體驗課程流程表(初步構想，後依教學工作坊實際研發體驗課程) 

時期 流程 引導 實例 

初期 

同理心 人類創意的特質與價值何在? 

2023台灣創意力100以「Human Iden-

tity」為題，探討當世界逼近「科技

奇點」 

定義 定義心中的獎盃想像為何? 

獎盃的功能就是要放在架上的時候很

突出，好像在彰顯殊榮。我希望它很

有存在感，擺在家裡的時候，我不覺

得要融入環境。」 

中期 發想 
想從設計出和許多常見獎盃有所

區隔的作品 

1.一種很「數位感」的獎盃 

2.這種獎盃有全然幾何、筆直線條、

螢光顏色的獎座角錐，這些形體都不

是自然界會出現的，像是在現實世界

中突然出現一個很數位化的物件 

後期 

原型 

在只有一座獎盃的情況下，還能

讓得獎者將得之不易的獎盃在家

擺放時『有選擇』？ 

想到還有擺放角度可以選擇 

 

測試 

希望最後是有所選擇擺放角度的

作品，來完成既美觀又符合目標

的作品 

在底座加了像是「不倒翁」的4個擺

放角度 

 (一)研究對象  

第一年，本研究以高雄市某國中一~二個班級之七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採立意取樣

之方式，人數約30~40人。 

第二年，以同所國中八年級學生(乃延續第一年之研究對象)為研究對象，約一~二個

班級，人數約30~40人。 

第三年，以高雄市國中學生為研究對象，採立意取樣之方式，對象為對數學探究感興

趣的學生，人數約50~200人。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分為量化與質性資料兩個部分，分別說明如下，量化部分為「學生設

計思考思維自評量測問卷」及「學生成效自評量表(取自研究者110~113年科教專案計

畫)」，作為了解課程前、後學生對於在設計思考實踐數學探究課程後之轉變情形及學

習成效。質性資料部分主要由教學團隊設計課程模組的教材、學習單、報告或是作品

等，配合本課程架構之教案設計流程，藉由實際課程時錄影及課後晤談，以瞭解學生

在問題解決表現的結果呈現。 

1. 量化資料之研究工具 

本計畫使用「學生設計思考思維自評量測問卷」及「學生成效自評量表」，作為

了解課程前、後學生對於在設計思考實踐數學探究課程後之轉變情形及學習成效，並



 
 

以相依樣本 t檢定來檢測學生的前後測成績是否有顯著的差異。 

其中「學生成效自評量表」取自研究者110~113年科教專案計畫，而「學生設計

思考思維自評量測問卷」改編自陳璽任(2012)的「設計思考思維能力自評問卷」，整

個量表共分成「創意自信、團隊合作、接受錯誤與失敗、掌握設計流程、廣納意見重

新建構、同理心、偏好新事物、對不確定容忍、廣泛接受想法、偏好動手做、偏好實

驗與嘗試、積極了解使用者」等12個向度，後續會依實際課程作調整，上述量表分別

建立成 google表單，於教學前、後進行填寫。 

2. 質性資料之研究工具 

應用設計思考實踐數學探究課程模組之教案、教材、學習單等等，其中，進行內

容分析，具專家效度及內容效度。另外，配合本教學架構之教案設計流程，藉由實際

教學時錄影及課後晤談資料，搭配學生報告或作品，以瞭解學生在設計思考實踐數學

探究課程的結果。 

 

圖3  設計思考實踐數學探究課程模組建立示意圖 



 
 

表5:工作流程規劃及預計進度表 

工作期程 
工作型

式 
工作內容 

  

第一

年：

開發

'體

驗 

113年8月 
— 

114年1月 

教學團

隊工作

坊 

課程發展準備： 
• 蒐集設計思考實踐數學探究相關課程之素材 

• 開發設計思考課程模組撰寫教案，聘請專家指導斧正 

• 開發探究實踐相關課程模組撰寫教案，聘請專家指導斧

正(見註*) 

• 研發設計學生設計思考思維自評量測問卷及相關評量方

式 

 

114年2月 
— 

114年5月 

教學活

動實踐 

前測： 
學生進行學生設計思考思維自評量測問卷施測 

教學活動: 
30-40個學生進行設計思考體驗課程 
預計8-10周每周約進行1~3節課之進行探究實踐相關課程 

後測： 
學生進行學生設計思考思維自評量測問卷施測 
學生成效自評量表 
針對研究對象進行課後教學滿意度訪談 
進行探究實踐相關課程階段聘請專家指導斧正(見註**) 

  

114年6月 

— 
114/7月 

教學團

隊工作

坊 

檢討與修正： 
對於教學實施成果進行分析及撰寫 
調整與修正教學內容與課程，做為下一年執行之借鏡 
探究實踐相關課程檢討階段聘請專家指導斧正(見註***) 

• 註*、註**及註***：專家諮詢討論會議預計在不同階段—課程內容建立階段(約9月~1月)、課程

進行階段(約2月~6月)、課程檢討階段(約6月~7月)各安排一場，每場擬聘約3位專家學者共同諮

詢討論。 

表5:工作流程規劃及預計進度表(續第一年) 

第二

年：

實

踐、

反思 

114年8月 
— 

114年10月 

教學團

隊工作

坊 

課程發展準備： 
• 借鏡第一年之執行成果，繼續蒐集數學探究能力相關課

程之素材，以此素材作為探究主題進行篩選 

• 修正調整設計思考探究實踐相關課程模組並撰寫教案，

聘請專家指導斧正 

 

114年11月 
— 

115年4月 

教學活

動實踐 

前測： 
學生進行學生設計思考思維自評量測問卷施測 

教學活動: 
30-40個學生進行設計思考實踐數學探究課程 
預計8-10周，每周約進行1~3節課之進行探究實踐能力相

關課程 
預計半年，每周約進行2~3節課之進行設計思考實踐數學



 
 

探究課程 

後測： 
學生進行學生設計思考思維自評量測問卷施測 
學生成效自評量表 
針對研究對象進行課後教學滿意度訪談 

115年5月 

— 
115/7月 

教學團

隊工作

坊 

檢討與修正： 
對於教學實施成果進行分析 
調整與修正教學內容與課程 

 

第三

年：

推

廣、

檢討 

115年8月 
— 

115年12月 

教學團

隊工作

坊 

課程發展準備： 
• 借鏡第一、二年之執行成果，繼續蒐集設計思考實踐數

學探究相關課程之素材 

• 修正、調整及研發課程研習時，設計思考探究實踐相關

課程模組並撰寫教案，聘請專家指導斧正 

• 修正學生設計思考思維自評量測問卷及相關評量方式 

 

116年1月 
— 

116年5月 

教學研

習活動

實踐 

前測： 
學生進行學生設計思考思維自評量測問卷施測 

教學活動: 
50-200個學生設計思考實踐數學探究課程研習 
預計半年，安排學生研習課程，每周約進行4~8節進行設

計思考實踐數學探究課程，期間是整體規劃的研習課

程，同時有設計思考課程、亦有數學探究課程 

後測： 
學生進行學生設計思考思維自評量測問卷施測 
學生成效自評量表 
針對研究對象進行課後教學滿意度訪談 

116年6月 

— 
116年7月 

教學團

隊工作

坊 

檢討與修正、分析與回饋： 
對於教學實施成果進行分析 
調整與修正教學內容與課程 

辦理教師活動，推廣分享設計思考實踐數學探究課程 
撰寫成果報告 

 

 

參、目前研究結果： 

研究計畫預計於113年8月至12月間完成第一年課程安排編寫，而執行學校數學領

域專業教師提供許多相關支援與參與計畫人員說明如下: 

 (一)成立教師專業發展團隊，進行計畫各項相關活動或內容之討論 

1. 學生設計思考數學探究相關課程之編寫與討論。 

參與人員有: 余尚芸、郭文金、歐志昌、顏敏姿、黃一軒、鍾昌宏、施皓耀、

吳明倫。 

2. 學生設計思考思維自評量測問卷內容之討論與分析。 

參與人員有: 余尚芸、郭文金、歐志昌、吳明倫。 



 
 

3. 學生成效自評量表之討論與分析。 

參與人員有: 余尚芸、郭文金、梁淑嬪、歐志昌。 

 (二)確定學生設計思考數學探究相關課程，並請教專家學者指導。 

 

肆、目前完成進度： 

本計畫從執行至113年12月中旬，目前完成的百分比為30%，完成的內容有第一年

的設計思考數學探究相關課程規劃及部分正式課程實施如附件，還有量表實施。 

目前完成進度如下表2： 

表2 

年/月 113/8月~12月 114/1 114/2 114/3 114/4 113/4-7 完成度 

準備階段 ＊      100％ 

設計思考 

體驗課程 
＊      100％ 

設計思考數學

探究能力培養

相關課程規畫 

＊      100％ 

正式課程 

實施階段 
 ＊ ＊ ＊ ＊  待完成 

設計思考思維

自評量測問卷 
＊ ＊     40％ 

學生成效自評

量表 
＊ ＊     40％ 

研究分析與成

果撰寫 
    ＊ ＊ 待完成 

目前已執行的課程有設計思考體驗相關課程 (見附件一照片)、設計思考數學探究

能力培養相關課程規劃(見附件二) 。問卷初稿目前已編制，待進一步確認信效度。 

伍、預定完成進度： 

本計畫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所達到的預期成就如下： 

(一)組織校內外數學、科學教師及大學教授成立教師專業社群，收集並分析數學探究

能力相關課程之素材。 

(二)研發設計思考相關課程。 

(三)學生可透過在數學探究能力相關課程的學習，逐步建立數學探究能力。 

(四)透過設計思考體驗課程的教學及評量，了解教師教學時面臨之困難及學生進行課

程時可能會面臨的問題與挑戰，修正與調整先前研發之設計思考實踐數學探究相關課程，

做為第二年教學之準備。 



 
 

陸、建議與討論：(含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方法) 

目前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方法 

1.因非一般正式課程，學生外加課程安排時間不易，進一步不願意接受或配合計畫實

施內容。 

2.設計思考兼併數學探究教學課程設計要同時符應設計思考課程與學生數學探究能力

的程度需求，又要能滿足素養導向，開發內容不易。 

3.在課程施行過程亦要同時解決現實世界中數學探究的實踐，因問題可能是開放性未

解決問題，在現實中要能執行，確實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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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一設計思考體驗相關課程實施情況 

 

設計思考體驗課目前實施情況之一 

 

設計思考體驗課目前實施情況之二 



 
 

 

  

設計思考體驗課目前實施情況之三 



 
 

設計思考體驗課目前實施情況之四 

附件二一設計思考數學探究能力培養相關課程規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