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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之研究目的為建立小學階段幾何課

程之學習結構。在本文中，依序整理出小學一

至六年級幾何課程的學習概念，以南一版一至

六年級數學教科書為例，透過對應 van Hiele

幾何思考模式與數學 2008 九年一貫課程綱

要，分析幾何課程的學習順序，並運用詮釋結

構模式（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 ISM）分

別建立一至六年級的 ISM 幾何課程學習結

構，以形成當前課程之學習結構。從各年級的

結構圖中，不但可具體呈現各年級之教學路

徑，更可進一步找出小學階段學習幾何課程的

重要概念，提供教師進行教學之參考。 

關鍵詞：幾何課程，學習結構，van Hiele 幾何

思考模式，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詮釋結構模

式，教學路徑。 

 

Abstract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stablish the 

structure of the primary stage of learning 

geometry course. In this article, learn the concept 

of sorting out the order to sixth grade elementary 

school geometry course to Nani first to sixth 

grade math textbooks, for example, geometrical 

thinking and mathematics syllabus 2008 through 

the corresponding nine-van Hiele, analysis 

geometry courses learning sequence, and the use 

of 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 ISM) ISM were established 

geometric structure of one to six year course of 

study, in order to study the formation of the 

current structure of the course. From the structure 

of each grade, not only can show the specific 

path all grades of teaching, but also to further 

identify the important concepts of the primary 

stage of learning geometry curriculum, providing 

teachers with reference to teaching. 

Keywords:Geometry Course, learning structure , 

van Hiele geometric thinking , Grade 1-9 

Curriculum Guidelines. 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Teaching Path. 

 

1. 前言 

不論何階段的學生於學校學習數學時，數

學教科書永遠都是數學學習基礎概念的重要

來源，也更影響了第一線數學教學教師的教學

方式中最重要的因素[5]。近年來開放性的教

育，使得教材的編撰者，由教師組成小組或各

家出版社進行系統性的編撰，而為免於各編撰

者對教材的編撰莫衷是一，教育部頒發訂定國

內教材的課程綱要，提供學生學習能力指標，

使各教科書的編撰有所依據。國民中小學九年

一貫課程綱要數學學習領域能力指標除訂定

出大方向的學生頇達成能力外，更細分各年級

的分項細目能力指標，本文也針對小學各年級

能力指標整理出分年細目總表，以對應本文所

進行分析的幾何教材。 

近年來，許多學者對教材進行了一些國際

性的研究[4-7] ，藉由分析同樣階段的教材，

以了解各國家之間的教材內容編撰重點及編

寫教科書方式的差異，除可了解各國家之間對

於教育所著重的要點，以及該國家對於學生學

習階段的規畫外，更應以此當作本國學生學習

階段能力養成的參考，與作為本國各階段教材

編撰檢討的重要依據。 

而目前所見國內對於教材與學生學習的相

關研究，多以單一年級，進行教材分析

[25-26]。今為考量許多教師的困擾在於無法掌

握各階段教學與學習關鍵點，使得學生程度的

差異隨著年級的增長而差異有擴大之情形，本

文不同於以往的教科書內容分析，以數學幾何

課程主題，做貫徹性的分析。結構分析的使用

和部分課程的初級階段學習的結構是基於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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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矩陣而建立的。特選取國小階段南一版本1-6

年級數學課本，使用可達矩陣 (Reachable 

Matrix)，分別建立各年級的關聯性矩陣與各年

級之間的關聯性矩陣，並使用詮釋結構模式

（ISM）進行學習路徑說明與結構分析。根據

這種結構，教師不僅清楚的知道教學路徑，更

可依此進行系統化的教學，並掌控住關鍵命題

的教學步驟，為學生建構有效的學習歷程，提

供給學生們良好的學習成效。 

2. 文獻探討 

2.1 van Hiele 幾何思考模式 

    荷蘭數學教育家P.M. van Hiele及Dina 

Hiele-Geldof夫婦，根據完形心理學的結構論，

以及皮亞傑(J.Piaget)的認知理論(Moline,1990; 

van Hiele,1986) ,於1957年發展出幾何思考模式 

[11] 。van Hiele幾何思考之發展模式有五層

次：視覺（Visualization）、分析（Analysis），

非形式歸納（Informal Deduction）、形式歸納

（Formal Deduction）以及嚴密性（Rigor）。 

van Hiele 幾何思考層次之特性有次序性

（Sequential）、進階性(advancement) 、內因性

和外因性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語言性

(linguistics) 、不相配性(mismatch)等五個特性

[9]。國小數學教科書依據 van Hiele 理論進行

編輯，其中 1-2 年級屬於視覺期，課程進行宜

多安排感官操作活動，2-3 年級屬分析期，可

了解圖形的構成要素，4-5 年級屬非形式歸納

期，已可學習使用定義和公式，5-6 年級進入

形式歸納期，學生可經由邏輯歸納建立相關定

理的關係。 

2.2 小學階段現行幾何課程 

教育部所頒布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

程綱要 [12] 中，明訂數學學習領域的內容為

「數與量」、「幾何」、「統計與機率」、「代數」

和「連結」五大主題。而前四項主題的能力指

標以三碼編排，其中第一碼表示主題，分別以

字母 N、S、A、D 表示「數與量」、「幾何」、「代

數」和「統計與機率」四個主題；第二碼表示

階段，分別以 1、2、3、4 表示第一、二、三、

四階段：第一階段為國小一至二年級，第二階

段為國小三至四年級，第三階段為國小五至六

年級，；第三碼則是能力指標的流水號，表示

該細項下指標的序號。而「幾何」主題的分年

細目表也以三碼表示，第一碼數字代表年級，

第二碼 S 代表幾何主題，第三碼為能力指標流

水號。以下分別列出各階段「幾何」的能力指

標，表 1 與分年細目表，表 2。 

 

表 1 國小階段「幾何」能力指標 

第一階段-國小一至二年級「幾何」 

S-1-01 能由物體的外觀，辨認、描述與分類簡單幾何

形體。 

S-1-02 能描繪或仿製簡單幾何形體。 

S-1-03 能認識周遭物體中的角、直線和平面。 

S-1-04 能認識生活周遭中平行與垂直的現象。 

第二階段-國小三至四年「幾何」 

S-2-01 能認識平面圖形的內部、外部及其周界與周長。 

S-2-02 能透過操作，將簡單圖形切割重組成另一已知

簡單圖形。 

S-2-03 能理解垂直與平行的意義。 

S-2-04 能透過平面圖形的組成要素，認識基本平面圖

形。 

S-2-05 能透過操作，認識簡單平面圖形的性質。 

S-2-06 能認識平面圖形全等的意義。 

S-2-07 能理解旋轉角的意義。 

S-2-08 能理解正方形和長方形的面積與周長公式。 

第三階段為國小五至六 年級「幾何」 

S-3-01 能利用幾何形體的性質解決簡單的幾何問題。 

S-3-02 能透過操作，認識「三角形三內角和為 180度」

與「兩邊和大於第三邊」的性質。 

S-3-03 能理解平面圖形的線對稱關係。 

S-3-04 能認識平面圖形放大、縮小對長度、角度與面

積的影響，並認識比例尺。 

S-3-05 能理解正方體和長方體的體積公式。(N-3-20) 

S-3-06 能運用切割重組，理解三角形、平行四邊形與

梯形的面積公式。 

S-3-07 能理解圓面積與圓周長的公式，並計算簡單扇

形面積。 

S-3-08 能認識面的平行與垂直，線與面的垂直。 

S-3-09 能認識球、直圓柱、直圓錐、直角柱與正角錐。 

S-3-10 能理解簡單直立柱體的體積為底面積與高的乘

積。 

S-3-11 能計算正方體或長方體的表面積。 

2.3 詮釋結構模式 

Warfield 在 1976 年提出詮釋結構模式

(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 ISM)，這種數理

分析方法是將複雜系統中不同類型元素之間

的關係，透過 ISM 運算後，轉變為關聯構造階

層圖[1-2]。計算步驟如下： 

(1)因果關係分析表用二元矩陣 A表示。 

(2) IAB  ， B為含有自己的因果關係矩陣。 

(3)透過
nn BBBBB  132  (

nB 代表B連乘  

n次)，得到可達矩陣
nBT  。 

(4)將事件中的所有構造要素，轉變成關聯構造 

階層圖，而得到各構造素的分佈位置。 

近年來，ISM 應用在教育方面的研究非常

多，包含教學內容的結構化分析[3]、製作數學

科學習興趣因素結構圖[5]、利用 ISM 概念結構

圖提出概念學習路徑[6]。本研究整理出小學一

至六年級幾何課程的學習概念，透過 ISM 的運

算得到各年級的 ISM 幾何課程學習結構。 



表 2 國小階段「幾何」分年細目表 
年級 分年細目 

1 1-s-01 能認識直線與曲線。  

1-s-02 能辨認、描述與分類簡單平面圖形與立體形體。  

1-s-03 能描繪或仿製簡單平面圖形。  

1-s-04 能依給定圖示，將簡單形體做平面舖設與立體堆

疊。 

2 2-s-01 能認識周遭物體上的角、直線與平面(含簡單立體

形體)。 

2-s-02 能認識生活周遭中平行與垂直的現象。  

2-s-03 能使用直尺處理與線段有關的問題。  

2-s-04 能認識面積。 

2-s-05 認識簡單平面圖形的邊長關係。 

3 3-s-01 能認識平面圖形的內部、外部與其周界。  

3-s-02 能認識周長，並實測周長。  

3-s-03 能使用圓規畫圓，認識圓的「圓心」、「圓周」、「半

徑」與「直徑」。 

3-s-04 能認識角，並比較角的大小。 

3-s-05 能認識面積單位「平方公分」，並做相關的實測與

計算。 

3-s-06 能透過操作，將簡單圖形切割重組成另一已知簡

單圖形。  

3-s-07 能由邊長和角的特性來認識正方形和長方形。  

4 4-s-01 能運用「角」與「邊」等構成要素，辨認簡單平

面圖形。  

4-s-02 能透過操作，認識基本三角形與四邊形的簡單性

質。 

4-s-03 能認識平面圖形全等的意義。  

4-s-04 能認識「度」的角度單位，使用量角器實測角度

或畫出指定的角。 

4-s-05 能理解旋轉角(包括平角和周角)的意義。  

4-s-06 能理解平面上直角、垂直與平行的意義。  

4-s-07 能認識平行四邊形和梯形。 

4-s-08 能利用三角板畫出直角與兩平行線段，並用來描

繪平面圖形。 

4-s-09 能理解長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積公式與周長公式。 

5 5-s-01 能透過操作，理解三角形三內角和為 180 度。  

5-s-02 能透過操作，理解三角形任意兩邊和大於第三邊。  

5-s-03 能認識圓心角，並認識扇形。  

5-s-04 能認識線對稱與簡單平面圖形的線對稱性質。 

5-s-05 能運用切割重組，理解三角形、平行四邊形與梯

形的面積公式。 

5-s-06 能認識球、直圓柱、直圓錐、直角柱與正角錐。 

5-s-07 能理解長方體和正方體體積的計算公式，並能求

出長方體和正方體的表面積。 

6 6-s-01 能利用幾何形體的性質解決簡單的幾何問題。  

6-s-02 能認識平面圖形放大、縮小對長度、角度的影響，

並認識比例尺。  

6-s-03 能理解圓面積與圓周長的公式，並計算簡單扇形

的面積。 

6-s-04 能認識面與面的平行與垂直，線與面的垂直，並

描述正方體與長方體中面與面、線與面的關係。  

6-s-05 能理解簡單直柱體的體積為底面積與高的乘積。 

3.研究方法    

本文選定南一版本 1-6 年級數學科教學內

容[13-24]，選取具備 97 新課綱-數學能力指標

中具備「幾何」(以字母 S 表示)的所有單元， 

建立各年級命題的關連矩陣與 ISM 幾何課程 

，進行小學階段幾何課程的學習結構，透過各

年級關連矩陣(如圖 1-6)，進行 ISM 運算，建

構出各年級的 ISM 課程，如圖 7-12。 

 

表 3 國小階段-南一版本 1-6 年級數學與幾何

相關的單元暨能力指標對應表 
年

級 
冊數 單元 

分年細目 

能力指標 

一 
第一冊 

單元二、比長短 1-S-01 

單元七、認識形狀 1-S-02, 1-S-03 

第二冊 單元六、圖形與形體 1-S-03, 1-S-04 

二 

第三冊 單元三、幾公分 2-S-03 

第四冊 

單元七、平面圖形 
2-S-01, 2-S-02 

2-S-05 

單元九、面的大小與立

體 
2-S-01 

三 

第五冊 

單元四、角、正方形和

長方形 

3-S-04, 3-S-06 

3-S-07 

單元九、周界和周長 3-S-01, 3-S-02 

單元十、圓 3-S-03 

第六冊 單元四、角和面積 
3-S-04, 3-S-05 

3-S-06 

四 

第七冊 

單元三、角度 
4-S-04, 4-S-05 

4-S-06 

單元八、三角形 
4-S-01, 4-S-02 

4-S-03, 4-S-08 

第八冊 

單元五、周長和面積 4-S-09 

單元八、四邊形 
4-S-01, 4-S-02 
4-S-03, 4-S-06 

4-S-07, 4-S-08 

五 

第九冊 

單元三、多邊形 
5-S-01, 5-S-02 

5-S-04 

單元五、長方體和正方

體 
5-S-06, 5-S-08 

單元七、平行四邊形和

三角形的面積 
5-S-05 

單元九、梯形的面積和

應用 
5-S-05 

第十冊 
單元三、線對稱圖形 5-S-04 

單元六、扇形 5-S-03 

六 

第十一

冊 

單元五、圓周率和圓面

積 
6-S-03, 6-S-04 

單元六、扇型面積 6-S-01, 6-S-04 

單元九、柱體和椎體 6-S-01, 6-S-05 

第十二

冊 

單元一、柱體的體積 6-S-01, 6-S-06 

單元四、縮圖和比例尺 6-S-02 

4.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詳列各年級關鍵命題，建立關連矩

陣，並依此以系統性呈現方式建構出各年級的

ISM 幾何課程結構，以形成當前國小數學課程

-南一版本之學習結構。除從系統圖上，可找出

重要關鍵命題外，各年級進路圖可具體呈現教

學路徑，進一步找出小學階段學習幾何課程的

重要概念，提供教師進行教學之參考。 

本研究並未針對各年級的學習結構結果

進行詳細說明，在往後的後續研究中，將另闢

文為此研究結果做詳盡的說明與分析。而為使

學習結構更系統性、完整性的呈現，未來也將

建立各年級間命題的關連矩陣，並進行年級間

銜接問題的探討，以提供教師進行幾何課程教

學之參考，使教學成果顯著，達成學生有效的

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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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一年級命題的關連矩陣 
年級-年級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01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02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103 0 0 0 1 0 1 0 1 0 0 0 0 0 0 0 0 

10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05 0 0 0 0 0 0 1 0 1 1 1 0 0 1 0 1 

106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10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0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09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1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11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11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1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1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11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1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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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二年級命題的關連矩陣 
年級-年級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01 0 1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20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03 0 0 0 0 0 1 1 0 0 0 1 1 0 0 0 

204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205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206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1 0 0 

207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1 0 0 

20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09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2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21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1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1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1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1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圖 3 三年級命題的關連矩陣 
年級-年級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01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02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03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0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05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06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0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0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09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1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1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1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1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1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1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1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1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1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19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2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32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32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2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32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2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32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2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32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329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33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3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33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圖 4 四年級命題的關連矩陣 
年

級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01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02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03 0 0 0 1 0 0 1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0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05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0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07 0 0 0 0 0 0 0 1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08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409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11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1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1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1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1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1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1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1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19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2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2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2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2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2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2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2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2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2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29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3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3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3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3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3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1 0 1 1 0 0 0 
43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1 0 0 0 0 0 0 
43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3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3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1 1 0 1 0 
439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44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44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44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44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44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4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44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圖 5 五年級命題的關連矩陣 
年級-年級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01 0 1 1 1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02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03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04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05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06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07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0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09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1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1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1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1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1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1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1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1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519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2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52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2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52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2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52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52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52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2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29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3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3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53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53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53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圖 6 六年級命題的關連矩陣 
年級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01 0 1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0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0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04 0 0 0 0 1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05 0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0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0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0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09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1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11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1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1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1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1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1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1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1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619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62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2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62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62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2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2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62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2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628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29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63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63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3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63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63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63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3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63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圖 7 一年級命題的關連矩陣與 ISM 幾何課程 

 
101 認識線 

102 認識直線 

103 認識曲線 

104 直線、曲線長短比較 

105 認識平面 

106 認識曲面 

107 辨識立體物的不同 

108 辨識圓形 

109 辨識三角形 

110 辨識長方形 

111 辨識正方形 

112 仿製三角形 

113 仿製四邊形 

114 圖形保留概念 

115 以三角圖形板，進行平面鋪設 

116 以正方體積木，進行立體堆疊 

一年級的 ISM 幾何課程結構一共有 5 層，路徑共有 10 條，如下

所示: 

路徑 1：命題 101→103→108 

路徑 2：命題 101→103→106→107 

路徑 3：命題 101→102→105→107 

路徑 4：命題 101→103→104 

路徑 5：命題 101→102→104 

路徑 6：命題 101→102→105→109→112 

路徑 7：命題 101→102→105→116 

路徑 8：命題 101→102→105→110→113 

路徑 9：命題 101→102→105→111→113 

路徑 10：命題 101→102→105→114→115 

 

 圖 8 二年級命題的關連矩陣與 ISM 幾何課程 

 
201 認識公分刻度尺 

202 繪製指定長度的線段 

203 認識邊 

204 認識角 

205 認識頂點 

206 了解三角形的構成要素 

207 了解四邊形的構成要素 

208 認識正三角形 

209 測量正方形的邊長 

210 測量長方形的邊長 

211 認識平行現象 

212 認識垂直現象 

213 比較面積的大小 

214 認識正方體的構成要素 

215 認識長方體的構成要素 

 

二年級的 ISM 幾何課程結構一共有 4 層，主要路徑有 8 條，如

下所示: 

路徑 1：命題 201→202 

路徑 2：命題 203→211 

路徑 3：命題 203→212 

路徑 4：命題 203/204/205→206→208 

路徑 5：命題 203/204/205→207→209→214 

路徑 6：命題 203/204/205→206→213 

路徑 7：命題 203/204/205→207→213 

路徑 8：命題 203/204/205→207→210→215 

 



圖 9 三年級命題的關連矩陣與 ISM 幾何課程 

 
301 辨識角 

302 認識三角板 

303 比較角的大小 

304 角的大小與邊長無關 

305 認識三角板-最大角是直角 

306 使用直角記號 

307 了解正方形 4 個角均為直角 

308 了解長方形 4 個角均為直角 

309 摺出直角 

310 認識周界：具備封閉性質 

311 區辨內部與外部 

312 認識周長的意義 

313 計算正方形的周長 

314 計算長方形的周長 

315 測量三角形的周長 

316 測量四邊形的周長 

317 畫出滿足條件-指定邊長的正方形 

318 畫出滿足條件-指定邊長的長方形 

319 畫出滿足條件-指定周長的四邊形 

320 描出圓形 

321 認識圓的圓心 

322 認識圓的圓周 

323 認識圓的半徑與性質 

324 認識圓的直徑與性質 

325 使用圓規畫圓 

326 使用圓規比較折線、直線的長短 

327 認識面積的概念 

328 以正方體積木，進行面積比較 

329 認識面積單位-平方公分 

330 以平方公分板，測量圖形面積 

331 了解等積異形的概念 

332 了解面積保留概念，並求出面積 

三年級的 ISM 幾何課程結構一共有 6 層，主要路徑 14 條，如下

所示: 

路徑 1：命題 301→302→303→305→306→307 

路徑 2：命題 301→302→303→305→306→308 

路徑 3：命題 301→302→303→305→306→309 

路徑 4：命題 301→302→303→304 

路徑 5：命題 310→311 

路徑 6：命題 310→312→315 

路徑 7：命題 310→312→313→317 

路徑 8：命題 310→312→314→318 

路徑 9：命題 310→312→316→319 

路徑 10：命題 320→322 

路徑 11：命題 320→321→325→326 

路徑 12：命題 320→323→324 

路徑 13：命題 327→331→332 

路徑 14：命題 327→328→329→330 

 



圖 10 四年級命題的關連矩陣與 ISM 幾何課程 

 
401 認識順時針方向旋轉 

402 認識逆時針方向旋轉 

403 認識旋轉角-始邊、終邊、旋轉中心 

404 使用角記號 

405 認識量角器 

406 以量角器測量三角板各角 

407 使用量角器 

408 認識直角-90 度 

409 認識銳角-小於直角 

410 認識鈍角-大於直角 

411 認識平角-180 度 

412 認識角的合成與分解，並計算角度 

413 測量三角形的邊長 

414 以邊長區辨正三角形 

415 以邊長區辨等腰三角形 

416 以邊長區辨不等邊三角形 

417 測量三角形的角度 

418 以角度區辨直角三角形 

419 以角度區辨鈍角三角形 

420 以角度區辨銳角三角形 

421 了解等腰三角形底角、頂角、邊長 

422 了解等腰直角三角形的邊角關係 

423 認識三角板(一組)的邊角性質 

424 畫出直角三角形 

425 畫出等腰三角形 

426 畫出等腰直角三角形 

427 全等三角形-頂點、邊、角的對應 

428 認識長方形周長公式 

429 認識正方形周長公式 

430 認識長方形面積公式 

431 認識正方形面積公式 

432 複合圖形的面積計算 

433 相同周長，越接近正方形面積越大 

434 區辨平行線條，並了解定義與性質 

435 區辨垂直線條，並了解定義與性質 

436 畫出互相平行的線條 

437 畫出互相垂直的線條 

438 四邊形-對邊、鄰邊、對角、對角線 

439 正方形性質-四邊等長、四角直角、對邊平行、鄰邊垂直 

440 長方形性質-對邊平行且等長、四角直角、鄰邊垂直 

441 認識菱形性質-四邊等長、對角相等 

442 認識平行四邊形性質-2 雙對邊互相平行且等長 

   、對角相等 

443 認識梯形性質-只 1 雙對邊平行 

444 使用三角板畫出各種四邊形 

445 認識四邊形對角線性質  

446 認識對稱軸、對稱邊、對稱角 

 

四年級的 ISM 幾何課程結構有 6 層，以下列出主要路徑 26 條: 

路徑 1：命題 401→403→404 

路徑 2：命題 438→445→446 

路徑 3：命題 434→436 

路徑 4：命題 438→441→444 

路徑 5：命題 438→443→444 

路徑 6：命題 438→442→444 

路徑 7：命題 434→439→444 

路徑 8：命題 435→440→444 

路徑 9：命題 435→437 

路徑 10：命題 405→406 

路徑 11：命題 401/402→403→407→411→412 

路徑 12：命題 401/402→403→407→408→412 

路徑 13：命題 401/402→403→407→409→412 

路徑 14：命題 401/402→403→407→410→412 

路徑 15：命題 413→414 

路徑 16：命題 413→416 

路徑 17：命題 417→419 

路徑 18：命題 417→420 

路徑 19：命題 401/402→403→407→409→427 

路徑 20：命題 401/402→403→407→410→427 

路徑 21：命題 401/402→403→407→408→427 

路徑 22：命題 417→418→424→427 

路徑 23：命題 413→415→421→425→427 

路徑 24：命題 413→415→421→422→426→427 

路徑 25：命題 430→431→432→433 

路徑 26：命題 428→429→433 

 



圖 11 五年級命題的關連矩陣與 ISM 幾何課程 

 
501 多邊形的定義-3 個邊以上的圖形 

502 正多邊形-邊都等長、角都一樣大 

503 三角形-任二邊和大於第三邊，三    

      角和為 180 度 

504 四邊形內角合為 360 度，且可切割成 2 個三角形 

505 認識五邊形內角性質-內角合為 540 度，可切割成 3 個三角形 

506 認識六邊形內角性質-內角合為 720 度，可切割成 4 個三角形 

507 認識八邊形內角性質-內角合為 1080 度，可切割成 6 個三角

形 

508 計算正多邊形的每個內角角度 

509 利用已知，計算多邊形的未知內角 

510 認識長方體的頂點、邊的數量與面的形狀與位置 

511 認識正方體的頂點、邊的數量與面     

     的形狀與位置 

512 方體的透視 

513 方體的展開 

514 計算方體的表面積 

515 方體的邊-相鄰邊垂直、同一平面相對的邊平行 

516 方體的面-鄰近面互相垂直、相對面互相平行 

517 平行四邊形高的定義:與底垂直 

518 平行四邊形面積的公式-底*高 

519 了解三角形高的定義-與底垂直 

520 知道三角形面積公式-底*高/2 

521 梯形高的定義-垂直上底與下底 

522 梯形面積公式-(上底+下底)*高/2 

523 運用面積公式計算複合多邊形 

524 使用鏡子反射出左右對稱的圖形 

525 認識對稱軸與線對稱圖形 

526 了解各圖形對稱軸的數量 

527 認識對稱點、對稱邊、對稱角 

528 線對稱圖形對稱軸會垂直平分對稱點間的連線 

529 完成對稱圖形 

530 剪出對稱圖形 

531 認識扇形的定義-角頂點是圓心，角 2 邊為半徑， 

    與弧(圓周的一段)所圍成的圖形 

532 圓心角最大為 360 度，又稱為周角 

533 透過周角的切割，認識不同扇形，並了解面積 

534 指定不同等分的圓，畫出扇形 

 

五年級的 ISM 幾何課程結構有 4 層，主要路徑 22 條，如下所示: 

路徑 1：命題 501→502→508 

路徑 2：命題 501→502→509 

路徑 3：命題 501→503→509 

路徑 4：命題 501→504→509 

路徑 5：命題 501→505→509 

路徑 6：命題 501→506→509 

路徑 7：命題 501→507→509 

路徑 8：命題 511→516 

路徑 9：命題 510→516 

路徑 10：命題 512→513→516 

路徑 11：命題 511→515 

路徑 12：命題 510→515 

路徑 13：命題 512→513→515 

路徑 14：命題 512→513→514 

路徑 15：命題 517→518→523 

路徑 16：命題 519→520→523 

路徑 17：命題 521→522→523 

路徑 18：命題 532→533→534 

路徑 19：命題 524→525→528 

路徑 20：命題 524→525→527 

路徑 21：命題 524→525→526→530 

路徑 22：命題 524→525→526→529 

  



圖 12 六年級命題的關連矩陣與 ISM 幾何課程 

 
601 認識圓周率=圓周長/直徑 

602 指定半徑或直徑，計算圓周長 

603 指定周長，計算直徑、半徑 

604 圓面積的估算 

605 圓面積公式-半徑*半徑*圓周率 

606 指定半徑，計算圓面積 

607 指定圓周長，計算圓面積 

608 透過圓面積公式求複合圖面積 

609 認識扇形周長的定義-2 半徑與弧長相加的合 

610 透過圓周角，計算扇形周長 

611 指定圓周長及圓周角，計算扇形面積 

612 使用扇形面積求法，計算複合圖形面積  

613 區辨柱體 

614 區辨錐體 

615 區辨角柱 

616 區辨圓柱 

617 區辨角錐 

618 區辨圓錐 

619 角柱-側面都是長方形、底面和側面垂直、二底面平行且全等 

620 了解不同角柱的頂點、邊、底面、側面的數量 

621 依據角柱展開圖，計算表面積 

622 認識圓柱的性質-2 個底面均是圓形、底面相互平行並全等 

623 依據圓柱展開圖，計算表面積 

624 認識不同角椎的頂點、邊、底面、側面的數量 

625 角椎-側面都是三角形、底面和側面不相垂直、只有一個底面 

626 依據角椎展開圖，計算表面積 

627 圓椎-底面只 1 個且為圓形、頂點只 1 個、側面展開是扇形 

628 依據圓椎展開圖，計算表面積 

629 計算長方體體積公式-長*寬*高(底面積*高) 

630 了解柱體體積公式-底面積*高 

631 運用柱體體積公式計算空心形體體積 

632 了解縮圖與擴大圖的關係 

633 了解縮圖大小與邊長關係 

634 找出縮圖與原圖的對應點、對應角、對應邊 

635 畫出放大/縮小圖 

636 認識比例尺的標記方法 

637 使用比例尺進行地圖的閱讀 

 

六年級的 ISM 幾何課程結構有 7 層，主要路徑 13 條，如下所示: 

路徑 1：命題 601→602 

路徑 2：命題 601→603 

路徑 3：命題 601/604→605→606 

路徑 4：命題 601/604→605→607 

路徑 5：命題 601/604→605→608 

路徑 6：命題 604→609→610→611→612 

路徑 7：命題 614→618→627→628 

路徑 8：命題 614→617→624→625→626 

路徑 9：命題 613→616→622→623 

路徑 10：命題 613→616→622→630→631 

路徑 11：命題 632→633→634→635 

路徑 12：命題 632→636→637 

路徑 13：命題 613→615→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