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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臺南市臺南市臺南市大橋大橋大橋大橋國中國中國中國中特殊教育學生教學方案特殊教育學生教學方案特殊教育學生教學方案特殊教育學生教學方案/活動示例活動示例活動示例活動示例 

班型班型班型班型 

■分散式資源班 

□集中式特殊教育班 

□巡迴輔導班 

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 
■課程調整(■輕微缺損、□嚴重缺損) 

□特需領域課程 

領域領域領域領域/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數學 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單元名稱 第四冊 4-1 平行線 

學習階段學習階段學習階段學習階段/年級年級年級年級 國二 設計者設計者設計者設計者 韓青珊 

教學時間教學時間教學時間教學時間 2 節 教學地點教學地點教學地點教學地點 學習教室 

教材來源教材來源教材來源教材來源 南一版教科書課本、自編學習單 

個案能力個案能力個案能力個案能力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A 生：該生為國二學生，學障。會正數加減運算，小數、分數與負數計算須提醒，九九乘法自動化提

取速度慢，影響乘除法計算正確性。對於題意的理解能力較弱，需教師引導標記關鍵字或提醒該生解

題的步驟，較複雜運算處理則給予計算機協助完成計算步驟。 

B 生：該生為國二學生，學障。會整數四則運算，小數、分數的概念容易遺忘或混淆，經提醒後能處

理簡單的四則計算題。應用題須提醒、標記關鍵字或以顏色協助區別後，才能在教師指導下進行運算

及解題。理解速度較慢，需教師放慢解題步驟並反覆說明同一觀念直到該生理解為止。 

C 生：該生為國二學生，學障(數學)。會正整數四則運算，分數通分與擴分、負數加減概念容易混淆

遺忘，能解決簡單的機械式計算題。應用題須提醒及協助標記關鍵字後，才能在教師指導下進行運算

及解題。 

設計依據設計依據設計依據設計依據    

核心核心核心核心 

素養素養素養素養 

總綱核總綱核總綱核總綱核

心素養心素養心素養心素養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具備問題理解、思辨分析、推理批判的系統思考與後設思考素養，並能行動與反 

思，以有效處理及解決生活、生命問題。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具備善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之能力，培養相關倫理及媒體識讀的素養，俾能 

分析、思辨、批判人與科技、資訊及媒體之關係。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具備友善的人際情懷及與他人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並發展與人溝通協調、包容 

異己、社會參與及服務等團隊合作的素養。 

臺南市教案參考格式(身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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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核領域核領域核領域核

心素養心素養心素養心素養

具體內具體內具體內具體內

涵涵涵涵 

數-J-A2 具備有理數、根式、座標系之運作能力，並能以符號代表數或幾何物件， 

    執行運算與推論，在生活情境或可理解的想像情境中，分析本質以解決問 

    題。 

數-J-B2 具備正確使用計算機以增進學習素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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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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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參考 12 年國教各領域課程手冊 http://12cur.naer.edu.tw/category/post/349  及 

各領域課程綱要草案 http://www.naer.edu.tw/files/15-1000-10635,c1174-1.php?Lang=zh-tw ) 

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 因應因應因應因應學生需求學生需求學生需求學生需求調整調整調整調整之之之之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學習表現學習表現學習表現學習表現之調整之調整之調整之調整 

A 生 
S-IV-3 理解兩條直線平行的意義，以及

判別平行線的截角性質。 

B 生 
S-IV-3 理解兩條直線平行的意義，以及

判別平行線的截角性質。 

學習學習學習學習 

表現表現表現表現 

S-IV-3 理解兩條直線的垂直和平行的意 

義，以及各種性質，並能應用於解決幾何

與日常生活的問題。 

C 生 
S-IV-3 理解兩條直線平行的意義，以及

判別平行線的截角性質。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學習學習學習學習內容之調整內容之調整內容之調整內容之調整 

A 生 

S-8-3 平行：平行的意義與符號；平行

線截角性質；兩平行線間的距離處處相

等。 

B 生 

S-8-3 平行：平行的意義與符號；平行

線截角性質；兩平行線間的距離處處相

等。 

學習學習學習學習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S-8-3 平行：平行的意義與符號；平行線

截角性質；兩平行線間的距離處處相等。 

C 生 

S-8-3 平行：平行的意義與符號；平行

線截角性質；兩平行線間的距離處處相

等。 

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 個別學生之個別學生之個別學生之個別學生之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 

1.認識平行線的數學符號，及理解平行線間的距離處 

 處相等。 

2.能判斷同位角、內錯角與同側內角。 

3.能理解平行線截角性質：兩平行線同位角相等；同 

 側內角互補；內錯角相等，並加以應用於解題。 

A 生：能熟練與判斷平行線截角性質，並應用於解 

題。  

B 生：能依圖形正確判斷平行線截角性質。 

C 生：能依圖形正確判斷平行線截角性質。 

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    教學教學教學教學    評量方式評量方式評量方式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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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 

L2 

    L1平行於L2，記作 L1  //  L2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紙筆、問答 

觀察、操作    

一一一一、、、、引起動機引起動機引起動機引起動機    

【複習舊概念】 

（一）複習國小概念：平行線為兩不相交的直線平行線為兩不相交的直線平行線為兩不相交的直線平行線為兩不相交的直線。  

（二）活動：呈現相交與不相交圖形於黑板上，請學生分組上台圈選出黑板 

      上的兩平行直線，藉由此活動帶領學生複習如何判別平行線。  

（三）小結：帶領學生複習並說出概念：平行線為兩不相交的直線平行線為兩不相交的直線平行線為兩不相交的直線平行線為兩不相交的直線。 

 

二二二二、、、、主要主要主要主要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教師講解】1.教師講解平行的數學符號為平行的數學符號為平行的數學符號為平行的數學符號為『『『『//』』』』。 

      2.說明兩平行線間距離相等兩平行線間距離相等兩平行線間距離相等兩平行線間距離相等之概念。 

【題型練習】 

(一)教師佈題 

1.教師請學生根據例題，回想『兩平行線間距離相等兩平行線間距離相等兩平行線間距離相等兩平行線間距離相等』概念，如何應用於解

題。 

2.教師先示範解題的步驟。 

「因 AD // BC，AB // CD，所以△ABC面積=△BCD面積=△ACD面積=36， 

四邊形 ABCD面積則 36 722 =× 」 

3.提示學生利用所學到的概念，引導學生逐步列出式子。 

例題         如圖，已知 AD // BC ， AB // CD ， AC 與 BD 交 

於 O點，且△ABC的面積為 36 平方單位，試問： 

           △BCD的面積為   36 平方單位 

           △ACD的面積為   36 平方單位。  

           四邊形 ABCD的面積為   72 平方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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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練習相似題型 

練習題 

 

           如圖， AB // CD ， AB ＝6， CD ＝10。 

           若△ABC的面積為 24，則△BCD的面積為   40  

 

(三) 教師巡視每位學生的練習題並個別指導其錯誤的部分，並視情況補充練

習題讓學生熟悉學習概念及計算步驟。 

  

三三三三、、、、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    

總結複習此節課程所教重點，並配合課本與習作習題進行練習: 

(1)認識平行線的數學符號//。 

(2)了解兩平行線間的距離相等。 

––––第一節結束第一節結束第一節結束第一節結束––––    

    

––––第二節開始第二節開始第二節開始第二節開始––––    

一一一一、、、、引起動機引起動機引起動機引起動機    

【複習概念】 

（一）複習上一節課學過的觀念：「平行的數學符號平行的數學符號平行的數學符號平行的數學符號//」及及及及「「「「兩平行線間的距兩平行線間的距兩平行線間的距兩平行線間的距

離相等離相等離相等離相等」」」」。。。。 

（二）利用圖形輔助記憶，再複習上一堂重點，抽點學生請學生回答概念。 

【提問討論】 

1.圖形中哪兩條線為互相平行？ 

2.圖形內的三角形面積如何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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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主要主要主要主要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教師講解】1.說明平行線的截角分別為：同位角、同側內角及內錯角。 

            2.輔以口訣說明協助學生記憶； 

 

    『『『『同位角同位角同位角同位角：：：：相同位置相同位置相同位置相同位置的角的角的角的角；；；；角度相同角度相同角度相同角度相同  

∠1=∠5、∠2=∠6、∠3=∠7、∠4=∠8 

   同側內角同側內角同側內角同側內角：：：：平平平平行行行行線內同邊線內同邊線內同邊線內同邊的角的角的角的角；；；；相加相加相加相加 180180180180 度度度度 

∠4與∠5、∠3與∠6  

  內錯角內錯角內錯角內錯角：：：：平行平行平行平行線內兩線內兩線內兩線內兩交交交交錯的角錯的角錯的角錯的角；；；；角度相同角度相同角度相同角度相同 

∠3與∠5；∠4與∠6。』』』』    

    

【活動】在黑板上呈現多組「兩直線被一直線所截」的圖，引導學生配合口 

    訣指認同位角、內錯角、同側內角。 

【題型練習】 

(一)教師佈題 

1.教師請學生根據題目，回顧截角的口訣及角度概念，如何應用於解題。 

2.教師示範解題的步驟，以不同顏色筆區辨三種截角，並計算對應角度。 

3.提示學生利用不同顏色做記號，引導學生以口訣逐步找出對應角。 

例題   

          若 L1 // L2，且M是 L1、L2的一條截線，則： 

          ∠1＝    135 度，∠2＝    135 度。 

          ∠2＝∠   4  ( 內錯角相等 )， 

          ∠3＝∠   5  ( 內錯角相等 )。 

          ∠2＋∠5＝    180 度，∠3＋∠4＝    180 度。 

(二) 學生練習相似練習題型 

練習題 

直線 N是直線 L、M的截線，請依序回答下列問題： 

(1) ∠3 的同側內角是   ，度數是   度。 

(2) ∠4 的內錯角是   ，度數是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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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的同位角是   度。 

(4) ∠1 的同位角是   ，度數是   度。 

(5) ∠4 的同側內角是   ，度數是   度。 

(三) 教師巡視每位學生的練習題並個別指導其錯誤的部分，並視情況補充練

習題讓學生熟悉學習概念及計算步驟。 

三三三三、、、、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    

總結複習此節課程所教重點，並配合課本與習作習題進行練習: 

(1)判斷圖形中的同位角為相同位置的角，角度相同。 

(2)判斷圖形中的內錯角為平行線內兩交錯的角，角度相同。 

(3)判斷圖形中的同側內角為平行線內同邊的角，兩角度相加 180 度。 

––––第二節結束第二節結束第二節結束第二節結束––––    

 

 

 

 

 

 

 

5 分 

 

 

 

 

 

 

 

 

 

問答、觀察 

教學設備教學設備教學設備教學設備/資源資源資源資源: 南一版數學課本及自編學習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