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小學生的數學成就與課程結構的關聯

洪中鈞、蕭鴻貴

E-mail: 359554@mail.dyu.edu.tw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低年級學生的數學成就與數學課程結構的關聯性。本研究分別以523位國小畢業生的數學成就和17位教師

的教學節數誤差平均數作為研究的樣本數據。根據教育部的部編審定版數學教科書和教師手冊之單元名稱，繪製出一、二

年級共計四個學期的課程結構圖，藉此以熵來定義課程結構的不確定性，並分別計算出四個學期的熵值。 主要的研究結果

如下：(1) 四個學期的平均熵值相較之下，以第二學期課程結構的不確定性增量最大。(2) 在四個學期配對比較之下，除第

三學期與第四學期之外，任兩相異學期的數學學期成績皆達顯著差異。(3) 低成就組學生的數學學期成績與相對應課程結構

的不確定性達顯著相關。(4) 課程結構的不確定性與教師的現場與預定教學節數誤差值未達顯著相關。 最後，研究者根據

上述之研究結果對教育行政單位、教師、低成就學生和未來研究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詞 : 課程結構、數學成就、不確定性、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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