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學習扶助評量系統 5 月篩選測驗 
一年級 數學科試題—通過率最低前 5 題 

 
能力指標 題號 測驗題型 

N-1-1 一百以內的數：含操作活動。用數表示多

少與順序。結合數數、位值表徵、位值表。位

值單位「個」和「十」位值單位換算。認識 0
的位值意義。 

23 填充題 

S-1-1（同 N-1-5） 長度：以操作活動為主。初

步認識、直接比較、間接比較（含個別單位） 22 填充題 

N-1-2 加法和減法：加法和減法的意義與應用。

含「添加型」、「併加型」、「拿走型」、「比較型」

等應用問題。加法和減法算式。 
07 選擇題 

N-1-1 一百以內的數：含操作活動。用數表示多

少與順序。結合數數、位值表徵、位值表。位

值單位「個」和「十」。位值單位換算。認識 0
的位值意義。 

20 填充題 

N-1-2 加法和減法：加法和減法的意義與應用。

含「添加型」、「併加型」、「拿走型」、「比較型」

等應用問題。加法和減法算式。 
25 應用題 

 

 

  



110 年 5 月篩選測驗 1 年級   題號：23 

科別 試題年級 受測年級 試題編號 

數學 1 1 202105M1N023 
11005M1N23 

題目 

 
答案 21 認知歷程向度 解題與思考 題型 填充題 

學習內容 

N-1-1 一百以內的數：含操作活動。用數表示多少與順序。結合數數、

位值表徵、位值表。位值單位「個」和「十」位值單位換算。認識 0 的

位值意義。 
備註：教學可數到最後的「一百」，但不進行超過一百的教學。可點數

代表一和十的積木進行位值教學。學習 0 的位值意義以便順利連結日後

直式計算之學習。 
基本學習 

內容 
NC-1-1-4 進行 100 以內序數的命名，並用序數

描述位置及先後關係。 內容領域 數與量 

施測後回饋

訊息 

評量重點：  

本題給定線性排列的第幾個和最後一個物件，要求學生回答共有多少

個物件，評量學生利用基數與序數關係解題的能力。 

教學建議： 

(一)基數(cardinal number)與序數(ordinal number)是兩種不同概念的

數。 
基數：1、2、3(one、two、three)等，描述某一個集合元素的個數。 

例如：全班有 25 個人，跑了 50 公尺等。 
序數：第 1、第 2、第 3(first、second、third)等，是坐標概念的前

置經驗，標示某一物件在群體中的位置，群體必須按照某

種特性加以線形排列，以顯示其先後的次序，才能夠討論

順序數的意義。 



例如：小明的成績是全班第 5 名，翻開課本第 13 頁等。 
(二)如下圖，教師可以排列超過 5 個的物件，透過問題「請圈出 5 個

圓圈」和「由左至右，將第 5 個圓圈塗色」，幫助學生區分「第 5
個」和「合起來有 5 個」的意義。 

 
(三)教師應說明小明排在第 n 位時，由第一位至第 n 位共有 n 個人，

小明前面共有 n－1 個人，幫助學生連結基數和序數的關係。 
以下圖為例，說明「戊排在第 5 位，由第 1 位到戊共有 5 個人」，

「戊排在第 5 位，表示戊前面有 5－1 個人」。 

 
上圖中，甲排第 1 位、乙排第 2 位、丙排第 3 位、丁排第 4 位、

戊排第 5 位。 
由甲開始點數，1 對應甲、2 對應乙、3 對應丙、4 對應丁、5 對應

戊。 
第一位對應 1，第二位對應 2，第三位對應 3，第四位對應 4，第

五位對應 5，可以得到戊排第 5 位，由 1 開始數到 5，共有 5 人。 
戊前面的人數比 5 人少 1 人(戊)，所以戊前面有 4 個人。 

(四)進行順序數的教學活動時，常出現「自左邊往右邊數」等用語，

國小一年級學生常混淆左、右方向的意義，教師在課堂活動中，

必須用手勢比畫出由左至右的方向，紙筆評量時，必須畫出箭頭

「 」，溝通由左至右的方向。 

對應教材：NC-1-1-4 

  

甲       乙       丙       丁      戊 

5個圓圈 

第 5個圓圈 



110 年 5 月篩選測驗 1 年級   題號：22 

科別 試題年級 受測年級 試題編號 

數學 1 1 202105M1S022 
11005M1S22 

題目 

 
答案 6 認知歷程向度 解題與思考 題型 填充題 

學習內容 
S-1-1（同 N-1-5） 長度：以操作活動為主。初步認識、直接比較、間接

比較（含個別單位） 
補充說明：含直線與曲線。無常用單位。 

基本學習 
內容 

SC-1-1-2(同 NC-1-5-2) 利用間接比較（含個別

單位的方法）比較兩物體的長短，並利用個別

單位實測的結果進行比較與加減計算。 
內容領域 空間與形狀 

施測後回饋

訊息 

評量重點： 

本題給定兩個以相同個別單位測量的物件圖像，要求學生算出兩個物

件相差多少個個別單位，評量學生利用個別單位進行減法計算的能力。 

教學建議： 

(一)學習長度個別單位比較的程序如下： 
1.先學習利用個別單位，描述某物的長：例如繩子和 5 個積木接起

來一樣長，桌子和 20 個積木接起來一樣高。 
2.再學習利用個別單位，比較兩物的長：例如甲繩和 12 個積木接起

來一樣長，乙繩和 13 個積木接起來一樣長，13 個比 12 個多，或

13 比 12 大，所以乙繩比甲繩長。 
3.最後學習利用個別單位實測的結果，進行加減計算：例如丙繩和 

9 個積木接起來一樣長，丁繩和 5 個積木接起來一樣長，可以用 
9＋5＝14，算出丙繩和丁繩接起來和 14 個積木一樣長；也可以用

9－5＝4，算出丁繩比丙繩長了 4 個積木。 



(二)下面以「鉛筆和蠟筆接起來和多少個�一樣長 ?」為例，說明如何

幫助學生進行運算層次的解題。 
建議教師透過下列步驟幫助學生解題： 
步驟一：幫助學生知道鉛筆、蠟筆的長度是從哪裡到哪裡。 
步驟二：幫助學生察覺鉛筆、蠟筆的長度和幾個個別單位(�)合起

來一樣長。 
步驟三：學生點數個別單位的個數，察覺鉛筆的長和 9 個合起來

一樣長。蠟筆的長和 6 個�合起來一樣長。 
步驟四：透過加法算式 9+6＝15，得到鉛筆和蠟筆接起來和 15

個一樣長的答案。 

對應教材：SC-1-1-2(同 NC-1-5-2) 

 
  



110 年 5 月篩選測驗 1 年級   題號：07 

科別 試題年級 受測年級 試題編號 

數學 1 1 202105M1N007 
11005M1N07 

題目 

 
答案 2 認知歷程向度 解題與思考 題型 選擇題 

學習內容 

N-1-2 加法和減法：加法和減法的意義與應用。含「添加型」、「併加型」、

「拿走型」、「比較型」等應用問題。加法和減法算式。 
備註：強調「併加型」（合成型）的學習以理解加法交換律。處理「0」
的加減。應含加、減法並陳之單元，使學生主動察覺加法和減法問題的

差異。一年級不做加數、被加數、減數、被減數未知題型（N-2-3）。 

基本學習 
內容 

NC-1-2-1 從合成、分解的活動中，理解加法與

減法的意義，並用加法或減法算式記錄合成或

分解活動的結果。 
內容領域 數與量 

施測後回饋

訊息 

評量重點： 

本題是比較型文字題，要求學生選出正確的算式及答案，評量學生利

用減法解題及記錄的能力。 



教學建議： 

(一)拿走型問題和比較型問題是兩種不同的解題活動，建議教師先引

入較簡單的拿走型問題，幫助學生使用減法算式來記錄後，再引

入較困難的比較型問題，幫助學生也用相同的減法算式來記錄。 
(二)下面以「8 個人，5 頂帽子，一人戴 1 頂帽子，人多還是帽子多?

多多少？」為例，因為 8 個人和 5 頂帽子的單位不一樣，不可以

類比拿走型問題引入的減法算式「8－5＝3」來記錄，因為由 8 個

人中拿走 5 頂帽子是沒有意義的。 
建議教師透過下列步驟，幫助學生利用減法算式來記錄。 
步驟一：先畫出 8 個人的圖像，再畫出 5 頂帽子的圖像。 

 
步驟二：1 個人對應 1 頂帽子，也就是 1 個人戴 1 頂帽子，得到 

5 個人有戴帽子，3 個人沒有戴到帽子。 

 
沒有戴帽子的人，就是多出來的人，所以人比較多， 
多 3 個人。 

步驟三：將問題重新解讀為:由 8 個人中，拿走 5 個戴帽子的人， 
剩下 3 個沒有戴帽子的人，也就是多出來的人。 

步驟四：幫助學生用減法算式 8－5＝3 來記錄，算式中的 8、5 和           
3 的單位都是人。 

對應教材：NC-1-2-1 

  



110 年 5 月篩選測驗 1 年級   題號：20 

科別 試題年級 受測年級 試題編號 

數學 1 1 202105M1N020 
11005M1N20 

題目 
 

答案 50 認知歷程向度 概念理解 題型 填充題 

學習內容 

N-1-1 一百以內的數：含操作活動。用數表示多少與順序。結合數數、

位值表徵、位值表。位值單位「個」和「十」。位值單位換算。認識 0
的位值意義。 
備註：教學可數到最後的「一百」，但不進行超過一百的教學。可點數

代表一和十的積木進行位值教學。學習 0 的位值意義以便順利連結日後

直式計算之學習。 
基本學習 

內容 
NC-1-1-2 認識「個位」及「十位」的位名，並

進行 100 以內位值單位的換算。 內容領域 數與量 

施測後回饋

訊息 

評量重點： 

本題給定描述物件個數的數字，要求學生選出正確的圖像，評量學生

做數的能力。 

教學建議： 

(一)國小一年級常透過下面四組教具，幫助學生進行位值單位的換算。 
吸管：1 根、1 捆 

10 根吸管可以綁成 1 捆，1 捆吸管可以拆成 10 根。 
積木：白色積木、橘色積木 

10 個白色積木接起來和 1 條橘色積木一樣長，10 個白色積

木可以換成 1 條橘色積木，1 條橘色積木可以換成 10 個白

色積木。 
錢幣：一元、十元硬幣 

10 個一元硬幣換 1 個十元硬幣，1 個十元硬幣換 10 個一元

硬幣。 
圖像：、 

透過約定，10 個可以換 1 個，1 個可以換 10 個。 
其中吸管及積木是成比例的教具；錢幣、圖像是不成比例的教具。 

(二)以「3 捆又 5 根，和多少根吸管一樣多？」為例，說明如何幫助學

生解題。 
步驟一：先溝通 1 捆有 10 根吸管。 



步驟二：1 捆有 10 根吸管，2 捆合起來有 20 根吸管，3 捆合起來

有 30 根吸管，再加 5 根吸管，合起來有 35 根吸管。 
步驟三：「3 捆又 5 根吸管」和「35 根吸管」一樣多。 

(三)以「4 個十和 5 個一，合起來是多少?」為例，說明如何幫助學生

解題。 
下面提供三種幫助學生解題的方法，第一種及第二種方法是透過

成比例的具體物來解題，第三種方法是透過不成比例的具體物來

解題，教師也可以用和的圖像來替代 1 元和 10 元硬幣。 
第一種：利用吸管幫助解題。 

步驟一：先溝通 1 捆有 10 根吸管。 
步驟二：1 捆有 10 根吸管，2 捆合起來有 20 根吸管，3 捆合起

來有 30 根吸管，4 捆合起來有 40 根吸管，再加上 5 根

吸管，合起來有 45 根吸管。 
步驟三：幫助學生察覺 4 捆又 5 根吸管合起來和 45 根吸管一樣

多，可以說成 4 個十和 5 個一合起來和 45 個一，也就

是和 45 一樣多。得到 4 個十和 5 個一合起來是 45 的

答案。 
第二種：利用白色及橘色積木幫助解題。 

建議教師透過下列步驟幫助學生解題： 
步驟一：10 個白色積木接起來和 1 條橘色積木一樣長，可以拿

10 個白色積木換 1 條橘色積木。 
步驟二：教師拿出 4 條橘色積木和 5 個白色積木，要求學生將 1

條橘色積木換成 10 個白色積木，4 條橘色積木可以換

成 40 個白色積木，加上原有的 5 個白色積木，合起來

是 45 個白色積木。 
步驟三：幫助學生察覺 4 條橘色積木和 5 個白色積木合起來和

45 個白色積木合起來一樣多，可以說成 4 個十和 5 個

一合起來和 45 個一，也就是和 45 一樣多。得到 4 個

十和 5 個一合起來是 45 的答案。 
第三種：利用 1 元、10 元硬幣幫助解題。 

建議教師透過下列步驟幫助學生解題： 
步驟一：教師先與學生溝通 10 個 1 元可以換成 1 個 10 元。 
步驟二：教師拿出 4 個 10 元和 5 個 1 元，要求學生將 1 個 10

元換成 10 個 1 元，4 個 10 元可以換成 40 個 1 元，加

上原有的 5 個 1 元，合起來是 45 個 1 元。 
步驟三：幫助學生察覺 4 個 10 元和 5 個 1 元合起來和 45 個 1

元合起來一樣多，可以說成 4 個十和 5 個一合起來和

45 個一，也就是和 45 一樣多。得到 4 個十和 5 個一合



起來是 45 的答案。 

對應教材：NC-1-1-2 

  



110 年 5 月篩選測驗 1 年級   題號：25 

科別 試題年級 受測年級 試題編號 

數學 1 1 202105M1N025 
11005M1N25 

題目 

 
答案 9+12=21、21 認知歷程向度 解題與思考 題型 應用題 

學習內容 

N-1-2 加法和減法：加法和減法的意義與應用。含「添加型」、「併加型」、

「拿走型」、「比較型」等應用問題。加法和減法算式。 
備註：強調「併加型」（合成型）的學習以理解加法交換律。處理「0」
的加減。應含加、減法並陳之單元，使學生主動察覺加法和減法問題的

差異。一年級不做加數、被加數、減數、被減數未知題型（N-2-3） 
基本學習 

內容 
NC-1-2-2 用加法與減法，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和數或被減數小於 100） 內容領域 數與量 

施測後回饋

訊息 

評量重點： 

本題是併加型文字題，要求學生用加法算式記錄解題活動，評量學生

利用加法解題及記錄的能力。 

教學建議： 

(一)學生利用點數策略解決加減法問題並熟練基本加(減)法事實，會依

序經歷三個概念發展階段。 
以「甲有 8 個蘋果，乙有 5 個蘋果，兩個人合起來共有多少個蘋果？」

為例，說明如下： 
1.第一階段：兩次做數、一次點數，也就是利用從頭數的方式來解

題。學生透過下列三個步驟解題(如下圖)： 
步驟一：先畫出 8 個圓圈代表甲的 8 個蘋果(第一次做數)。 
步驟二：再畫出 5 個圓圈代表乙的 5 個蘋果(第二次做數)。 
步驟三：從頭由 1 開始點數全部的圓圈(一次點數)，得到共有 13

個圓圈，也就是有 13 個蘋果的答案。 



 
2.第二階段：一次做數、一次點數，也就是利用往上數的方式來解

題。第二階段省略了第一次做數活動(被加數)，學生透

過下列三個步驟解題(如下圖)： 
步驟一：畫出 5 個圓圈代表乙的 5 個蘋果(一次做數)。 
步驟二：口中先唸出甲的蘋果個數「8」。 
步驟三：接著點數乙的蘋果，得到共有 13 個蘋果的答案。 

 
3.第三階段：把手指當成計數器、透過一次點數解題。 

當學生能夠使用手指頭當做加數的計數器，就可以再省

略第二階段的一次做數活動（加數），學生透過下列二

個步驟解題： 
步驟一：口中先唸出被加數甲的蘋果個數「8」。 
步驟二：接著伸出一根手指頭唸 9，再伸出一根手指頭唸 10，再

伸出一根手指頭唸 11，再伸出一根手指頭唸 12，再伸出

一根手指頭唸 13。當發現伸出手指頭的個數是 5 根，和

加數乙的蘋果個數 5 相同後，就停止點數，得到合起來共

有 13 個蘋果的答案。 
(三)算式是學生成功解題後對於解題活動的摘要記錄。 

以「5＋3＝8」為例，「5＋3」記錄了題目「5 個蘋果和 3 個蘋果

合起來」，「8」記錄了答案「共有 8 個蘋果」，「＋」記錄了利

用加法來解題，「5＋3＝8」記錄了「5 個蘋果和 3 個蘋果合起來

共有 8 個蘋果」。 
(四)教師應檢查學生加法與減法算式的角色是解題的記錄或是解題的

工具。當學生有足夠利用點數或合成與分解活動解決加法與減法

問題的經驗後，幫助學生用加法與減法算式記錄解題過程，此時

的加法與減法算式是解題的記錄；當學生熟練基本加法與基本減

法後，能直接利用記憶中的加法與減法算式解決問題，此時加法

與減法算式的角色由解題的記錄轉換成解題的工具。 



以「5 顆蘋果和 3 顆蘋果合起來是幾顆蘋果？」為例，當學生透過

點數的方式解題，得到「5 顆和 3 顆合起來是 8 顆」的答案後，用

加法算式「5＋3＝8」把題目、算法和答案記下來，此時加法算式

的角色是解題的記錄；如果學生直接利用加法算式「5＋3＝8」算

出答案是 8 顆蘋果，此時加法算式的角色是解題的工具。 

對應教材：NC-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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