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 

領域/科目 數學 設計者 陳映菁 

實施年級 新北市碧華國小 609 學生 教學節次 共 1 節  

單元名稱 速率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n-III-2 在具體情境中，解決三步驟

以上之常見應用問題。 

n-III-9 比例關係的意義，並能據以

觀察、表述、計算與解題，如比

率、比例尺、速度、基準量等。 

n-III-10 嘗試將較複雜的情境或模

式中的數量關係以算式正確表

述，並據以推理或解題。 

n-III-11 認識量的常用單位及其換

算，並處理相關的應用問題。 

核心 

素養 

數-E-A2 

具備基本的算術操作能

力、並能指認基本的形

體與對關係，在日常生

活情境中，用數學表述

與解決問題。 

數-E-B1 

具備日常語言與數字及

算術符號之 間 的 轉 換 

能力，並能熟練操作日

常使用之度量衡及時

間，認識日常經驗中的

幾何形體，並能以 符 號 

表 示 公式。 

學習內容 

N-6-7 解題：速度。比和比值的應

用。速度的意義。能做單位換算

（大單位到小單位）。含不同時

間區段的平均速度。含「距離＝

速度×時間」公式。用比例思考協

助解題。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無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無 

與其他領域 /科目

的連結 
無 

教材來源 南一六上數學第十一冊第八單元速率 

教學設備/資源 

電子白板、簡報、附件 1 學習單、平板、塑膠扣條×20、圖片(「小

恩」和「小伶」×3、「1 分鐘」×10、「110 公尺」×10、「100 公

尺」×10) 

學習目標 

1. 能理解題目敘述內容並將文字轉換畫出圖像。 

2. 能將速率公式：「速率× 時間＝距離」應用於解題。 

3.能整理應用問題背後的解題策略與解題過程。 

4.能掌握速率應用問題概念後，創作速率應用問題題目。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12年國教素養導向教學方案格

式 



附件一 

第八節 

一、引起動機 

(一) 生活中的速率 

    教師藉由生活經驗及校園後門的限速標

字引起學生對速率的學習動機。 

1. 教師提問：「你們有沒有在學校的前

門或後門看過地板這個標字？」 

   學生可能回答：有、沒有 

2. 教師提問：「請問這個標字代表什麼

意思？」 

      學生可能回答：限速 30km/h 

3. 教師說明：「限速每小時 30 公里，

代表車子行駛時速不能超過 30 公

里，設置這個標字是為了避免車子超

速，讓我們有安全的上學環境。」 

4. 教師提問：「大家很快的回答出限速

30 公里，是時速 30 公里，那請問時

速的定義是什麼呢？」 

學生可能回答：平均 1小時走的距離 

5. 教師提問：「除了交通號誌以外，請

問你們在生活中哪裡會看到或用到速

率呢？」 

學生可能回答：跑步、開車、走路 

6. 教師準備圖片，請學生猜速率。 

 

 

二、發展活動 

        教師使用附件 1 的學習單，引導學生練

 

3’ 

 

 

 

 

 

 

 

 

 

 

 

 

 

 

 

 

 

 

 

 

 

 

 

 

 

 

 

 

 

 

 

 

 

 

 

 

 

 

 

 

 

 

 

 

觀察評量：學生能專注於課堂。 

口語評量：學生能依據教師提問回

答問題。1.  

       

 

 

 

 

 

 

 

 

 

 

 

 

 

 

 

 

 

 

 

 

 

 

 

 

 

 

 

 

 

 

 

 

 

 

 

 

 

 

觀察評量：學生能專注於課堂。 

口語評量：學生能依據教師提問回



附件一 

習三種速率的應用情境，透過教具操作，讓

學生更了解人物的移動方式，協助解題。 

        教師說明「速率的應用情境有三種，分

別是相向而行、背向而行和同向而行，請問

這三種分別是怎麼移動前進的？」 

學生可能回答： 

1.相向而行：面對面前進 

2.背向而行：背對背前進 

3.同向而行：一起前進 

        教師請學生將三種不同的前進方式寫在

學習單的空格內。判斷完三種情境後，教師

再引導學生練習學習單內「相向而行」的第

一題。 

  

（一）速率應用題－相向而行 

題目 1：碧華國中和碧華國小兩地的距離是

1 公里，小恩快走的分速是 110 公尺，小伶

快走的分速是 100 公尺，兩人同時由兩地相

向而行，則 3分鐘後，兩人相距幾公尺？ 

1. 解題策略 

教師以提問的方式，引導學生找

到題目的解題重點。 

(1)教師提問：「根據題目敘述這一  

   題要問的是什麼？」 

      學生可能回答：兩人相距幾公尺 

      教師請學生將「相距」圈起來。  

(2)教師提問：「什麼是相距？」 

   學生可能回答：相互間的距離 

(3)教師提問：「確定題目要的答案 

  後，我們可以從題目中找到什麼  

     線索來解題？」 

   學生可能回答：距離、兩人的速  

   率、經過的時間 

2. 教師詢問學生分速的意義，並使用教

具引導學生理解題意。 

教師說明：「兩端的位置是碧華國中

和碧華國小，兩人各在一邊面對面往

前進。小恩走路的分速是 110 公尺，

分速是平均每 1 分鐘走的距離，代表

小恩 1 分鐘向前進 110 公尺。小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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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問題。 

實作評量：學生能完成課本的練

習。 

 

 

 

 

 

 

 

 

 

 

 

 

 

 

 

 

 

 

 

 

 

 

 

 

 

 

 

 

 

 

 

 

 

 

 

 

 

 

 

 

 

 

 

 

 

 

 

 



附件一 

路的分速是 100 公尺，代表 1 分鐘向

前進 100 公尺。」 

(1) 方法 1：先算出兩人 3分鐘分別走

幾公尺，兩者相加，得到已走的

距離，再將總距離－已走的距

離，得出答案。 

110×3=330(m)…小恩走的距離 

100×3=300(m)…小伶走的距離 

330+300=630(m)…兩人共走的距

離 

1km=1000m 

1000−630=370(m)…總距離-已走

的距離  

(2) 方法 2：算出兩人 1分鐘共走的距

離，再乘以 3 分鐘，得出兩人已

走的距離，再將總距離－已走的

距離，即是答案。 

(110+100) ×3=630(m)…兩人三分

鐘共走的距離 

1km=1000m 

1000−630=370(m)…總距離-已走

的距離 

 

（二）速率應用題－背向而行 

題目 3：今天小恩和小伶發生爭執，一言不

合下兩人同時同地反方向出發，已知小恩快

走的分速是 110 公尺，小伶快走的分速是 

100 公尺，則 3 分鐘後，兩人相距幾公尺？ 

1. 解題策略 

    教師以提問的方式，引導學生找

到題目的解題重點。 

(1)教師提問：「根據題目敘述這一  

   題要問的是什麼？」 

      學生可能回答：兩人相距幾公尺 

      教師請學生將「相距」圈起來， 

        並將關鍵字「同時同地反方向」 

        圈起來。 

(2)教師提問：「背向而行代表是背 

 對背前進，請問前進的方向相同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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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學生可能回答：不同 

(3)教師提問：「請問兩人會再相遇

嗎？」 

   學生可能回答：不會 

(4)教師提問：「根據題意小恩和小 

伶應該在哪個位置？請一個人來

貼小恩和小伶的位置。 

2. 教師使用教具引導學生理解題意。 

教師說明：「現在兩人在吵架，一言

不合決定背向而行，反方向出發，小

恩快走的分速是 110 公尺，代表小恩

1 分鐘向前進 110 公尺。小伶快走的

分速是 100 公尺，代表 1 分鐘向前進

100 公尺。」 

(1)方法 1：先算出兩人 3分鐘分別走

幾公尺，兩者相加，即可得到兩

人相距幾公尺。 

110×3=330(m)…小恩走的距離 

100×3=300(m)…小伶走的距離 

330+300=630(m) …兩人三分鐘共

走的距離 

(2)方法 2：算出兩人 1分鐘共走的距

離，再乘以 3 分鐘，得出兩人已

走的距離，即是兩人相互間的距

離。 

          (110+100) ×3=630(m)…兩人三分  

鐘共走的距離 

 

（三）速率應用題－同向而行 

題目 5：小恩和小伶兩人從家門同時同地同

方向趕到學校，小恩每分鐘走 110 公尺，小

伶每分鐘走 100 公尺，3 分鐘後，小恩和小

伶兩人相距多少公尺？ 

1. 解題策略 

    教師以提問的方式，引導學生找

到題目的解題重點。 

(1)教師提問：「根據題目敘述這一  

題要問的是什麼？」 

學生可能回答：兩人相距幾公尺 

  教師請學生將「相距」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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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並將關鍵字「同時同地同方向」 

        圈起來。 

(2)教師提問：「根據題意小恩和小 

伶應該在哪個位置？請一個人來

貼小恩和小伶的位置。」 

2. 教師使用教具引導學生理解題意。 

教師說明：「現在兩人同時從家門出

發，小恩快走的分速是 110 公尺，代

表小恩 1 分鐘向前進 110 公尺。小伶

快走的分速是 100 公尺，代表 1 分鐘

向前進 100 公尺。」 

(1)方法 1：先算出兩人 3分鐘分別走

幾公尺，再將兩者相減，即可得

到兩人相距幾公尺。 

110×3=330(m)…小恩走的距離 

100×3=300(m)…小伶走的距離 

330－300=30(m)…兩人的相距 

(2)方法 2：算出 1分鐘小恩比小伶多

走的距離，再乘以 3分鐘，得出 3

分鐘小恩超越小伶的總距離，即

是兩人相互間的距離。 

       (75－65) ×5=50(m)  

 

（四）練習速率應用題－同向而行 

題目六：碧小畢業旅行，609車以時速 70公

里行駛，608車以時速 60公里行駛，兩車同

時同地從科博館行駛到 70 公里外的妖怪

村，當 609 車抵達時，608 車離妖怪村還有

多少公里？ 

1. 個人練習 

教師請學生自行練習，將解題過程記

錄在學習單上。 

2. 小組討論 

學生完成後請到小組中相互分享自己

如何解題。 

(1)教師說明：「完成的人請到你的   

         夥伴旁邊分享自己對題意的理解  

         及計算的過程，分享的時候，請 

         1 號先分享，再換 2 號分享。」 

3. 上台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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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教師抽點學生上台分享。 

三、總結活動 

（一）教師總結：「在我們生活中，有許多

事情都與速率有關。雖然速率感覺很抽象，

因為摸不到也看不到，但像這堂課練習的題

目情境，都是會真實發生在生活中的，所以

我們可以利用速率去解決問題。例如要走路

去一個地方，知道距離是多少，也知道走路

平均分速大約是 75 公尺，那麼我們就可以

運用距離除以速率，預估出你需要花的時

間，也能更好的安排自己的行程。」 

（二）回家功課：設計創意題目－學生發揮

個人創意或結合生活經驗，任意挑選一種速

率應用題的情境出題並完成計算。 

 

2’ 

 

 

 

 

作業評量：學生能完成回家作業。 

 

 

試教成果：（非必要項目）：無 

參考資料：（若有請列出）：無 



附件一 

附件 1 速率的應用題 

(第一面) 

 

(第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