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3 年 5 月篩選測驗 3 年級   題號：24 

科別 試題年級 受測年級 試題編號 

數學 3 3 202405M3N024 
11305M3N24 

題目 

 

答案 3 認知歷程向度 程序執行 題型 選擇題 

學習內容 
N-3-16 重量：「公斤」、「公克」。實測、量感、估測與計算。單位換算。 
備註：基於 N-3-1 的限制，單位換算公升數限個位數。可使用複名數協

助加減計算（複名數不做乘除） 
基本學習 

內容 
NC-3-16-2 公斤、公克複名數的加、減計算(不進

退位)。 內容領域 數與量 

施測後回饋

訊息 

評量重點： 

本題是公斤、公克單位的複名數加減計算題，要求學生算出答案， 
評量學生重量複名數加減法的計算能力。 

教學建議： 

(一)長度、面積、角度等可以透過視覺看到單位量的累積，利如透過直

尺的刻度，觀察 5 個 1 公分接起來和 5 公分一樣長的關係，也可

以透過點數知道 5 個 
1 平方公分合起來是 5 平方公分的意義。但重量無法透過視覺看到

單位量的累積，例如無法理解為什麼 5 個 1 公克合起來和 5 公克

一樣重的意義，教師可以透過天平或秤，建立普遍單位的意義。例

如先利用天平，幫助學童發現 5 個 1 公克的砝碼合起來和 1 個 5
公克的砝碼一樣重，所以 5 個 1 公克合起來的重量就是 5 公克；

或利用秤，幫助學童發現 5 公克的砝碼重 5 公克， 
5 個 1 公克砝碼的重量也是 5 公克，所以 5 個 1 公克合起來的重量

是 5 公克。 
(二)教師應幫助學生進行複名數的命名活動，當學生認識公斤及公克

單位後，例如認識 3 公斤和 50 公克的意義後，就可以透過下列問

話「我們已經認識 3 公斤，也認識 50 公克，我們如何稱呼 3 公斤

和 50 公克合起來的重量？」名稱中要看到 3 公斤和 50 公克，還

要看到 3 公斤和 50 公克合起來」，幫助學生將 3 公斤和 50 公克合

起來的重量稱為 3 公斤 50 公克。 
再透過下列問話「3 公斤和 50 公克中，是否看到 3 公斤和 50 公



克，是否看到 3 公斤和 50 公克合起來」，幫助學生理解 3 公斤 50
公克指的是 3 公斤和 50 公克合起來的重量。 

(三)以長度的單位為例，我國每十倍就會有一個單位的名稱，例如公

里、公引、公丈、公尺、公寸、公分、公厘都是長度的單位；公制

單位每十倍也會有一個單位的名稱，例如 km(千米)、hm(百米)、
dam(十米)、m(米)、dm(分米)、cm(厘米)、mm(毫米)等都是長度的

單位，但是日常生活中，並不需要用到這麼多的單位。 
以公制長度的基本單位「米」為例，西方人認為 1000 以內的數量

都是可以掌握的，因此 13 個「1 米」稱為 13 米即可，並不需要引

入新的單位「十米」，將 13 米稱為 1「十米」3「米」；278 個「1
米」稱為 278 米即可，並不需要引入新的單位「百米」和「十米」，

將 278 米稱為 2「百米」7「十米」8「米」。當「1 米」的個數超過

1000 個時，才需要引入新的單位「千米」，並將 2465 個「1 米」稱

為 2「千米」465「米」。 
公制單位是西方人發明的，延伸西方人三位一撇的概念，在長度單

位中，經常使用的單位是「千米」、「米」、「毫米」、「微米」、「奈米」，

其中「千米」是「米」的 1000 倍，「米」是「毫米」的 1000 倍、

「毫米」是「微米」的 1000 倍、「微米」是「奈米」的 1000 倍，

也就是說，經常使用的單位間都滿足 1000 倍的關係。轉換成我們

熟悉的單位，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的長度單位是「公里」、「公尺」、

「公分」、「公釐」，重量單位是「公噸」、「公斤」、「公克」，容量單

位是「公秉」、「公升」、「公撮」，如果將公分拿走，相鄰兩個單位

間都是 1000 倍的關係。換句話說，只要能掌握三位一撇的概念，

再記憶公分和公尺、公分和公釐的倍數關係，就可以掌握國小階段

長度、重量、容量相鄰單位間的倍數關係。 
(四)下面以「3 公斤 20 公克和 2010 公克合起來重幾公斤幾公克？」為

例，提出兩種解題的方法，說明如何幫助學生解題。 
方法一：將 3 公斤 20 公克轉換成公克後解題 

1 公斤＝1000 公克 
3 公斤 20 公克＝3 公斤＋20 公克 

＝3000 公克＋20 公克 
＝3020 公克 

3020 公克＋2010 公克＝5030 公克 
5030 公克＝5000 公克＋30 公克 

＝5 公斤＋30 公克 
＝5 公斤 30 公克 

得到 5 公斤 30 公克的答案。 
方法二：將 2010 公克轉換成公斤公克後解題 

2010 公克＝2000 公克＋10 公克 
＝2 公斤＋10 公克 
＝2 公斤 10 公克 



 
得到 5 公斤 30 公克的答案。 

對應教材：NC-3-16-2 
 
  

 公斤 公克 
 3 20 
＋ 2 10 
 5 30 

 



113 年 5 月篩選測驗 3 年級   題號：25 

科別 試題年級 受測年級 試題編號 

數學 3 3 202405M3S025 
11305M3S25 

題目 

 

答案 2 認知歷程向度 概念理解 題型 選擇題 

學習內容 
S-3-3 圓：「圓心」、「圓周」、「半徑」與「直徑」。能使用圓規畫指定半徑

的圓。 
備註：知道圓心是認識圓的重要定義元素，但是圓心並不屬於圓。 

基本學習 
內容 

SC-3-3-1 認識圓的「圓心」、「圓周」、「半徑」與

「直徑」並使用圓規畫圓。 內容領域 空間與形狀 

施測後回饋

訊息 

評量重點： 

本題給定圓規兩腳打開的距離，要求學生選出此圓的半徑，評量學生

使用圓規畫圓的能力。 

教學建議： 

(一)圓規只能畫出與圓心 O 的距離是半徑長的點 P，無法畫出長度是

半徑的線段 OP，因此國小學生利用圓規畫線段時，常無法掌握筆

尖及針尖的距離與半徑長度的意義。 
下面提出兩種澄清筆尖及針尖的距離與半徑長度意義的方法： 
方法一：在圓規筆尖及針尖之間綁上繩子或橡皮筋，幫助學生在畫

圓時，同時看到筆尖及針尖的距離，以及連接筆尖及針尖

兩點長度的線段。 
方法二：先畫出一條直線段，與學生溝通如何在直線段上畫出長 

a 公分的線段，學生先張開圓規的筆尖及針尖，在直尺上

量出筆尖及針尖的距離是 a 公分，再以直線段的端點 A 為

圓心，畫弧和直線段交於 B 點，最後要求學生測量 AB 的

長度，幫助學生察覺筆尖及針尖的距離為 a 公分時，連接

筆尖及針尖的線段長也是 a 公分。 
(二)以下圖為例，有下列幾種描述半徑的方法： 

1.稱 OA 線段為半徑，此時的半徑是一條線段。 
2.稱 OP 兩點的距離為半徑，此時的半徑是兩點的距離。 
3.稱半徑＝5 公分，此時的 5 公分可能是 OA 線段的長度，也可能是

OP 兩點的距離。 
4.半徑是集合，學生必須發現圓心 O 和圓上任意點連成的線段都一

樣長，或發現圓心 O 和圓上任意點的距離都相等，才能掌握所有



半徑都等長的意義。 
這四種描述的方法中，第一種是學生最容易接受的方法，但是用圓

規畫圓時，學生看不到線段 OA，只能看到針尖和筆尖兩點的距離，

建議在圓規兩腳之間綁上繩子或橡皮筋，讓學生在畫圓時，能看到

針尖和筆尖的距離，也能看到連接針尖和筆尖的線段。 

 
(三)有兩種溝通半徑與直徑關係的方法： 

方法一：分別量出半徑與直徑的長度，例如半徑長 5 公分，直徑長

10 公分，再利用除法算式 10÷5＝2，說明直徑長是半徑長

的 2 倍。 
方法二：在圓上畫出直徑，幫助學生發現直徑是由兩條半徑組成

的，所以 2 條半徑接起來的長度和直徑一樣長。 
10 是 5 的 2 倍是基準量和比較量關係的描述，指的是以 5 為基準

量時，比較量 10 會是 2，三年級學生較無法掌握 10 是 5 的 2 倍的

意義。建議教師利用(2)的方法說明半徑與直徑的關係。  

對應教材：SC-3-3-1 

 
  

O 

P 

A 



113 年 5 月篩選測驗 3 年級   題號：13 

科別 試題年級 受測年級 試題編號 

數學 3 3 202405M3S013 
11305M3S13 

題目 

 

答案 4 認知歷程向度 概念理解 題型 選擇題 

學習內容 

S-3-1 角與角度（同 N-3-13）：以具體操作為主。初步認識角和角度。角

度的直接比較與間接比較。認識直角。 
備註：用直尺或三角板的直角來認識與複製直角。教學應處理角大小與

邊長長短或面積大小混淆之常見錯誤。 
基本學習 

內容 
SC-3-1-1 認識角，並進行角的直接及間接比較，

同 NC-3-13-1。 內容領域 空間與形狀 

施測後回饋

訊息 

評量重點： 

本題給定 3 個角的圖像，要求學生選出最大的角，評量學生角的直接

比較能力。 

教學建議： 

(一)三年級討論的對象是「張開角」，張開角指的是共端點兩重合線段

張開的結果，共同的端點稱為頂點，張開後的兩線段稱為邊，因為

張開後的形狀像圖形的角，故稱之為張開角。 
張開角的角度指的是張開的程度，選定單位量後，可以把角張開的

程度數量化，討論張開角的角度不宜超過 180 度(不含平角)。 
(二)部份教師習慣透過一把扇子的開與合來跟學生溝通張開角張開程

度的意義，認為這種教法很有效率，因為教完之後，學生很快就能

解決張開角角度大小的比較問題。當學生說甲角比乙角大，可能是

透過甲角的面積比乙角大，或甲角的弧比乙角的弧長的現象，陰錯

陽差的認為甲角張開的程度比乙角大。 
(三)建議教師透過下面的操作，幫助學生理解角的大小指的是張開程

度的大小。 
先拿出兩把扇子，其中一把扇子的邊比較長，稱為甲扇，另一把扇

子的邊比較短，稱為乙扇，先張開甲扇，問學生扇子張開了多大，

學生可能描述扇子的面積、弧長等與張開程度無關的答案；此時可



將乙扇張開到和甲扇一樣大，再問學生這兩把扇子張開的程度是

否一樣， 
此時兩把扇子的面積、邊長及弧長都不相同，只有張開的程度相

同，強迫學生排除邊的長短、扇形面積的大小、弧的長短等因素，

將注意力放在張開程度上。 

 
接下來，再將乙扇張開一些，問哪一把扇子張開的程度比較大，此

時甲扇的邊長、弧長都比乙扇長，甲扇的面積也比乙扇大，只有張

開的程度比較小，可以檢查學生是否掌握張開程度的意義。 

 
對應教材：SC-3-1-1 

 
  

甲扇張開程度比乙扇小 

甲扇 乙扇 甲扇、乙扇張開程度一樣大 



113 年 5 月篩選測驗 3 年級   題號：20 

科別 試題年級 受測年級 試題編號 

數學 3 3 202405M3S020 
11305M3S20 

題目 

 

答案 2 認知歷程向度 概念理解 題型 選擇題 

學習內容 S-3-2 正方形和長方形：以邊與角的特徵來定義正方形和長方形。 
備註：知道如何判斷斜擺的長方形或正方形依舊是長方形或正方形。 

基本學習 
內容 

SC-3-2-2 以「角」與「邊」等構成要素，辨認長

方形。 內容領域 空間與形狀 

施測後回饋

訊息 

評量重點： 

本題給定數個四邊形，要求學生選出正確的選項，評量學生運用角與

邊等構成要素辨認四邊形的能力。 

教學建議：  

(一)教師常混淆「長方形的定義(如何辨識圖形為長方形)」與「長方形

的性質(長方形有哪些特徵)」，誤認為一個四邊形要同時滿足「四

個角都是直角，對邊等長、對邊互相平行，對角線互相平分且等長」

這些條件，才能辨識這個四邊形是長方形。 
數學上利用最少的條件來辨識長方形，一個四邊形，只要四個角都

是直角，就能確認該四邊形為長方形。 
本基本學習內容定義四個角都是直角的四邊形為長方形，因此只

要一個四邊形的四個角都是直角，該四邊形就是長方形。 
定義長方形之後，可以探討長方形還有哪些共同特徵，例如長方形

對邊等長、長方形對邊互相平行等，都屬於長方形的性質。 
(二)本基本學習內容以邊和角的特徵來定義正方形與長方形。 

長方形：四個角都是直角的四邊形稱為長方形。 
正方形：四個角都是直角且四邊等長的四邊形稱為正方形。 



在還沒有定義正方形與長方形之前，教學時討論的都是給定的正

方形與長方形，定義正方形與長方形之後，教學時討論的是所有正

方形與長方形共同的特徵。 
(三)學生可能會認為斜擺的長方形或正方形不是長方形或正方形，教

師可協助學生利用直尺和三角板檢查斜擺的長方形或正方形依舊

是長方形或正方形。 
(四)長方形哪一邊稱為長邊、哪一邊稱為寬邊常引起爭議。數學上並沒

有給長邊或寬邊下定義，日常生活中，常見下面這三種定義長邊和

寬邊的方式。 
第一種：因為受到「長」這個關鍵字的影響，稱比較長的那一邊為

長邊，比較短的那一邊稱為寬邊。 
第二種：由長方形擺放的位置決定長邊和寬邊，將長方形擺正後，

稱水平方向的那一邊為長邊，鉛直方向的那一邊為寬邊。

這種定義的方式有一個缺點，如果兩個人擺放的方式不相

同，他們所稱的長邊和寬邊就不相同。 
第三種：因為只要確定長邊和寬邊就能決定一個長方形，因此長邊

和寬邊是同等的重要，只要約定其中的一邊為長邊，那麼

剩下的另一邊就是寬邊。 
對應教材：SC-3-2-2 

 
  



113 年 5 月篩選測驗 3 年級   題號：18 

科別 試題年級 受測年級 試題編號 

數學 3 3 202405M3N018 
11305M3N18 

題目 

 

答案 4 認知歷程向度 解題與思考 題型 選擇題 

學習內容 
N-3-7 解題：兩步驟應用問題（加減與除、連乘）。連乘、加與除、減與

除之應用解題。不含併式。 
備註：乘除混合、連除在四年級（N-4-3）。 

基本學習 
內容 NC-3-7-3 連乘兩步驟問題(不含併式)。 內容領域 數與量 

施測後回饋

訊息 

評量重點： 

本題是連乘兩步驟的文字題，要求學生選出記錄解題活動的算式和答

案，評量學生兩步驟問題解題和記錄的能力。 

教學建議： 

(一)單步驟問題是包含一個運算的文字題，兩步驟問題是包含兩個運

算的文字題，三步驟問題是包含三個運算的文字題。 
二年級引入「加、減」及「加(減)、乘」兩步驟問題； 
三年級引入「加(減)、除」及「連乘」兩步驟問題； 
四年級引入「乘、除」及「連除」兩步驟問題； 
五年級引入三步驟問題。 
二年級至四年級的兩步驟問題，以及五年級的三步驟問題，都限制

在整數情境，六年級才引入分數及小數的多步驟問題。 
(二)以「甲有 15 元，乙有 25 元，1 枝鉛筆賣 5 元，兩人合起來可以買

幾枝？」為例，說明兩步驟問題的教學流程。 
1.用兩個算式記錄解題活動 

15＋25＝40，40÷5＝8，答：可以買 8 枝 
2.將兩個算式改記成併式的記法 
將「15＋25＝40，40÷5＝8」改記成「(15＋25)÷5＝8」 

3.用併式記錄解題活動 
(15＋25)÷5＝8，答：可以買 8 枝 



4.用算式填充題來列式 
(15＋25)÷5＝(  ) 

5.先列式，再用逐次減項記錄解題活動 
(15＋25)÷5＝(  ) 
(15＋25)÷5 
＝40÷5 
＝8         答：可以買 8 枝 
三年級處理的是第(1)部份，其它部份是四年級的教學重點。 

(三)以「一箱餅乾有 8 盒，一盒餅乾有 10 片。林阿姨訂了 5 箱，一共

有多少片餅乾」為例，說明如何幫助學生解題。 
步驟一：先布問題「一箱餅乾有 8 盒，一盒餅乾有 10 片，一箱餅

乾有幾片？用算式把做法記下來」。 
幫助學生用算式「10×8＝80」把做法記下來。 

步驟二：再布問題「林阿姨訂了 5 箱，一共有多少片餅乾？用算式

把做法記下來」。 
幫助學生用算式「80×5＝400」把做法記下來。 

步驟三：最後再回到原問題，用兩個算式把先算什麼，再算什麼的

算法記下來。 
幫助學生用兩個算式「10×8＝80、80×5＝400」把做法記

下來。 

對應教材：NC-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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