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興雅國民中學資賦優異班特殊需求領域課程計畫 

領域/科目 ■特殊需求（□創造力 □領導才能 □情意發展 □獨立研究 ■專長領域）□其他： 

課程名稱 藝數啟迪 課程類別 ■必修□選修 每週節數 2 

課程/教學設計者 資優課程團隊 教學對象 七年級 

領域核心素養 

特情-J-B2  思辨人與科技、資訊、媒體的互動關係，善用科技與媒體資訊有效

處理生活問題。 

特創-J-A3  具備規劃及執行創意產品的能力，從不同角度與新穎獨特方式解決

問題，發揮主動學習與創新求變的素養。 

數-J-C1  具備從證據討論與反思事情的態度，提出合理的論述，並能和他人

進 

         行理性溝通與合作。 

數-J-A1  對於學習數學有信心和正向態度，能使用適當的數學語言進行溝通， 

         並能將所學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數-J-B2  具備正確使用計算機以增進學習的素養，包含知道其適用性與限制、 

        認識其與數學知識的輔成價值，並能用以執行數學程序。能認識統計 

        資料的基本特徵。 

數-J-B3 具備辨認藝術作品中的幾何形體或數量關係的素養。並能在數 

       學的推導中，享受數學之美。 

數-J-C2  樂於與他人良好互動與溝通以解決問題，並欣賞問題的多元解法。 

學習重點 

學習

表現 

特情2c-Ⅳ-5  展現不需他人督促的自制力與自我驅策能力。 

特情3c-Ⅳ-3  以創意的方式解決問題。 

特創1b-Ⅳ-3  將抽象概念之實施步驟予以具體化。 

特創1c-Ⅳ-1  展示推論的理由並接受他人質疑。 

特創2a-Ⅳ-2  歸納不同解決問題的方式可能會產生的結果。 

特創3b-Ⅳ-2  檢核達到問題解決相同目的之多元方式。 

特獨1a-Ⅳ-3  透過動手解決問題或驗證自己想法，而獲得成就感。 

特獨2c-Ⅳ-4  重組原有問題解決構想產出新穎的構想。 

學習

內容 

特情C-Ⅳ-6  發揮創造力面對與解決生活問題。 

特創A-Ⅳ-2  找出解答問題的關鍵處與重點。 

特創C-IV-2  成果展現的多樣方法。 

特獨B-Ⅳ-3  科技設備操作技能。 

特獨C-Ⅳ-1  研究主題的選擇：問題評定標準訂定、訂定問題。 

課程目標 

學生能在課程中找到自己感興趣的問題，並對其進行探究與進一步的自主學習。

在本課程中，學生能因為多元的學習素材使好奇心的開展有足夠的廣度，又能因

不同活動背後共同的學習內涵讓實際的探索與思考有累加的深度。以下列出六

點主要學習目標： 

1. 讓學生體驗從觀察者→思考者→探索者→設計者的系列歷程，並能將所學形

成自己的知識作品(解出來、摺出來、畫出來、組合出來、表演出來、展示出

來)。 

2. 能在任務導向的學習情境中，得到數學、藝術、科技等跨領域學習體驗。 

3. 在得到知識結論之前學生能自己進行猜測、實驗、測試，經歷不完整知識到

完整知識的漸進歷程。 

4. 能從自身的實作經驗出發，在每一次與問題的互動中，檢視自己的學習，建

立正向反饋的學習迴路，並進而養成終身學習的態度與自主學習能力。 

5. 學生能在課程中探索自己的興趣，在直覺與知識的互動、想法與知識的互動

的發展歷程中，拓展學習的深度與廣度。 

6. 學生能在開放的學習任務中，了解自己的學習狀態從而養成好的思考習慣，



逐步修正出個人化的學習策略。 

議題融入 

□家庭教育 □生命教育 □品德教育 □人權教育 □性平教育 □法治教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資訊教育 ■科技教育 □能源教育 □安全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防災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其他              

學生能力分析 

（區分性教學設計） 

基礎層次：聆聽同學的分享與觀摩老師的策略進行學習。 

中等層次：與同學討論分享想法，除模仿老師的策略，還能發想出不同的策

略。 

高層次：能延伸老師的想法帶領同學或獨立思考，善用工具，將所學連結，並

能用自己的創造力來呈現知識作品。 

週次 單元名稱 課程內容說明 備註 

1~2 思維的陷阱 

1. 思維的陷阱學習單小組討論 

2. 如何清晰理解問題 

3. 直覺背後的習慣 

 

3~4 思維的盲點 

1. 思維的盲點學習單小組討論 

2. 數學閱讀理解策略中的劃線策略、

摘要策略與預測策略 

3. 表格的建立與數學筆記 

 

5~6 直覺的參與 

1. 按鍵密碼鎖的組合 

2. 先用直覺參與知識活動 

3. 在探索歷程中不斷修正猜測的想法 

 

7~8 啟動思考的第一步 

1. 系列撲克牌數學魔術活動 

2. 觀察數學現象啟動的條件 

3. 著重討論第一步可以怎麼做實驗或

怎麼分析問題 

4. 一般化→特殊化 

 

9~10 重新再觀察一次問題 
1. 在操作題中如何重新確認目標 

2. 如何找到大目標底下的小目標 
 

11~12 變化中看見不變 
1. 系列計算機數學魔術活動 

2. 探索變化的表象中中不變的本質 
 

13~14 從 1 到 N 的變化 
延續之前所學，將特殊狀況進行拓展。

學習：特殊化→一般化。 
 

15~16 修正錯誤的價值 
1. 幾何圖形相關難題的操作與討論 

2. 「無用的錯誤」與「有用的錯誤」 
 

17 如何面對不會的難題 

1. 如何在難題中成為觀察者 

2. 如何在難題中成為探索者 

3. 如何透過化簡讓不能操作變得可以

操作 

 

18~20 創意知識作品的形成 

1. 整理所學做出學習檔案 

2. 將跨域知識學習成果用自己的創造

力來呈現。 

 

教學資源 資優課程團隊自編教材 

教學方法 
教師：講授、帶領討論、示範操作 

學生：討論、分享、作品製作與分享 

教學評量 實作評量、檔案評量、小組評量、作品評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