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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檔已使用 Microsoft Word 的自動翻譯功能進行翻譯。請注意，可能存在一些不準確之處。如有

任何其他問題，請聯繫標準審查團隊。 

華盛頓州 （WA） 州 K-12 數學學習標準 
 
對華盛頓州學習標準的修訂保留了《共同核心州數學標準》

的結構和完整性，同時提供了清晰度並支持學生不同的學習

方式。對共同核心的改變包括學生展示他們所知道的以及他

們為數學學習帶來的東西的多種方式。通過這種方式，學生

有機會更直接地參與數學實踐的共同核心標準，並評估他們

工作在他們尋求探索或回答的問題方面的合理性。  

在通過之後，將遵循擬議的數學澄清檔，該檔將提供更多細

節，以展示如何以數學上多樣化的方式展示或接近不同的標

準，以支援教育工作者和學生在數學標準的教學和學習中，

以數學實踐標準為中心。 

修訂的主要目標 
對WA K-12 數學學習標準的修訂遵循以下目標： 
 

• 結構和完整性——支援學生的學習進步和教育工作者獲得全國統一的資源，以支持高品質的

數學教學。  
• 數據科學 - 確保學生能夠在技術數據驅動的世界中收集、分析、理解和批評數據。 
• 提升——以數學實踐標準為中心，鼓勵多種數學思維和做數學的方式，讓學生看到數學在生

活中的價值。 
• 清晰度 - 轉向「靈活、高效和準確」 以明確數學流利的含義。 
• 確定——明確高中數學前兩個學分所包含的內容。 

 
  

修訂國家學習標準提供了檢查
標準的機會，以改善學生與數

學思維方式的聯繫，從而取得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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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的主要變化 
納入數據科學標準 
從幼稚園到高中的所有年級都增加了數據科學標準，以繼續

讓學生為不斷變化的世界做好準備，這個世界的技術和行業

越來越需要數據素養和專業知識。數據科學標準是使用美國

統計協會的統計教育評估和教學指南（GAISE II）創建的。

GAISE II 框架是全國公認的數據科學和數據素養來源，為將

數學標準與數據科學聯繫起來奠定了重要基礎。數據科學標

準提供了將數學內容（代數、測量和數據、統計和概率）與

他們尋求探索的社區中學生的興趣和問題/想法聯繫起來的機會。 

提升數學實踐標準  
對華盛頓州數學學習標準的修訂為提升數學實踐標準提供了

機會。鼓勵學生運用多種思維方式和數學運算方式，並反思

他們答案的合理性。專注於這些實踐可以提高學生對低年級

所提供概念的理解，從而在高年級取得更大的成功。  

這種轉變的一個例子可以從「標準演算法」轉向「策略或演

算法」，這一轉變將許多以數學方式有效解決問題的方法集

中在中心。這種轉變的一個例子是 6 年級的 6.NS.3 從：  

“流暢地使用每個操作的標準演算法添加、減去、乘以和除多個數位小數” 到 “使用每個操作的策略

或演演算法靈活、高效、準確地添加、減去、乘以和除多位小數”。 

提供清晰度 
在整個年級都可以找到在修訂后的華盛頓州數學學習標準中提供清晰度的機會。這種轉變的一個例

子可以在「流暢地」澄清為「靈活、高效和準確」的舉措中找到，這意味著學生可以使用各種方法

或研究策略，以有效的方式尋求解決方案，並致力於為不同的問題類型提供正確的解決方案。這種

方法為學生提供了可以在各個年級發展的策略，並支持針對各種背景和問題的靈活數學思維。另一

個例子是從「從記憶」 的轉變。 最初在共同核心中編寫的這一措辭並不打算基於速度地重複事實，

新語言支援向理解的轉變。 
這種轉變的一個例子是 三年級的 3.OA。C.7 從： 

“流利地在 100 以內乘法和除法，使用乘法和除法之間的關係（例如，知道 8 × 5 = 40，知道 40 ÷ 
5 = 8）或運算的性質。到三年級結束時，從記憶中知道兩位一位數的所有乘積“ ，以 ”靈活、高效

、準確地在 100 以內乘法和除法，使用乘法和除法之間的關係（例如，知道 8 × 5 = 40，知道 40 
÷ 5 = 8）或運算的性質。 

確定優先順序 
修訂后的華盛頓州數學學習標準根據學生成就合作夥伴撰寫的現有「成績重點」文件確定了優先事

項和支援標準，這些文件歷史上被稱為“實現核心”。這些優先標準代表了每個年級的偉大思想，並反

數據科學標準使華盛頓的學生

為一個與數據驅動的決策日益

緊密相連的世界做好準備。 

數學實踐支持華盛頓州的學生在

各個層面上對數學有深入的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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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了該年級的主要學習。未被確定為優先事項的標準提供了支援，並與這些重大想法有關。雖然並

非所有標準在修訂后的標準檔中都有優先次序，但這些標準代表了學生在學年結束時應該知道和能

夠做的事情。這些標準的相互關聯性為學生提供了多種機會，讓他們在一年中熟練掌握通過支援思

想聯繫在一起的優先概念。未來的指南將為教育工作者提供支援，以更深入地了解標準如何支援那

些被確定為優先事項的標準。 

確定高中階段的標準 
高中數學內容標準已經修訂，以更清楚地顯示所有學生在完成數學第二個學分時應該參與的數學學

習。這在代數和函數標準中得到了更具體的證明，這些標準以前處理的是與所有函數族相關的內容

。這些標準已經過修訂，以澄清高中數學的前兩年應包括線性、指數和二次函數族，而額外的函數

可以在學生的高中數學第三學分中接近，與他們的高中及以後計劃保持一致。 

此外，為了明確與州法律（RCW 28A.230.090 和 WAC 180-51-068）保持一致，高中標準已被分解

以反映當地確定的高中數學序列： 

 

需要注意的是，特定課程的標準檔是示範課程，包括代數 1、綜合數學 1 等的範例。公共教育總監

辦公室 （OSPI） 認識到學區可以選擇不同的課程，並且數學的前兩個學分中可能會出現一些額外的

內容（例如，絕對值函數或用二次函數完成平方）。雖然在高中數學的前兩個學分中如何以及何時

解決標準有當地確定的靈活性，但代數 1 和幾何、綜合數學 1 和綜合數學 2 以及高中數學的學分 1 
和 2 的標準部分代表了所有學生在高中數學的第三個學分之前應該參與的數學內容。 

高中的優先標準是從學生成就合作夥伴廣泛適用的一系列大學專業、高等教育課程和職業的先決條

件中確定的。高中標準中沒有確定支援標準，因為學生的高中數學學分應與他們的高中及以後計劃

保持一致。雖然優先標準為學生準備了各種高等教育選擇，但支持標準將是針對特定課程的，因為

學生選擇符合他們興趣和目標的數學課程。 

如何閱讀標準 
華盛頓州數學學習標準保留了共同核心州數學標準的結構。標準、集群和領域的順序並不表示應該

按照什麼順序教授它們。 

標準 定義了學生應該理解和能夠做什麼。  

集群 是相關標準的組。 

域 是相關標準的較大組。 

https://apps.leg.wa.gov/rcw/default.aspx?cite=28A.230.090
https://app.leg.wa.gov/WAC/default.aspx?cite=180-51-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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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州數學學習標準進行了編號，包括年級、領域、集群和標準編號。 

標準編號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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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 
數學實踐標準 

一. 理清問題，堅持不懈地解決問題。  
二. 抽象地和定量地進行推理。  
三. 構建可行的論點並批評他人的推理。  
四. 用數學建模。  
五. 戰略性地使用適當的工具。  
六. 注意精度。  
七. 尋找並利用結構。  
八. 在重複推理中尋找並表達規律性。 

計數和基數 
知道數字名稱和計數順序。 
優先順序：K.CC.A.1 
用 1 和 10 數到 100。 
  
優先順序：K.CC.A.2 
從已知序列中的給定數字開始向前計數（而不必從 1 開始）。 
  
優先順序：K.CC.A.3 
寫下 0 到 20 之間的數位。用書面數位 0–20 表示對象的數量（其中 0 表示沒有物件的計數）。 
  

Count 表示對象的數量。 
優先順序：K.CC.B.4 
理解數位與數量之間的關係;將計數與基數連接起來。 
  
優先順序：K.CC.B.5 
數數以回答「有多少」問題，涉及多達 20 個排列成線、矩形陣組或圓形的事物，或多達 10 個以分

散配置排列的事物;給定一個 1-20 之間的數位，數出那麼多物件。 
  
比較數位。 
優先順序：K.CC.C.6 
確定一個組中的物件數是否大於、小於或等於另一個組中的物件數。 
  
優先順序：K.CC.C.7 
比較 1 到 10 之間的兩個數位，以書面數位表示。 

運算和代數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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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並解決涉及加法和減法的問題。 
優先順序：K.OA。答.1 
用物體、手指、心理圖像、圖畫、聲音（例如拍手）、表演情況、口頭解釋、表達或方程式來表示

加法和減法。 
  
優先順序：K.OA。答.2 
靈活、高效、準確地解決加減詞問題，加減法在10分以內。 
  
優先順序：K.OA。答.3 
以多種方式將小於或等於 10 的數位分解成對，例如，通過使用物件或繪圖，並通過繪圖或方程式記

錄每次分解（例如，5 = 2 + 3 和 5 = 4 + 1）。 
  
優先順序：K.OA。答.4 
對於 1 到 9 之間的任何數位，找到與給定數位相加時構成 10 的數位，例如，通過使用物體或繪圖，

並用繪圖或方程式記錄答案。 
  
優先順序：K.OA。答.5 
靈活、高效、準確地在5以內加減。 

以 10 為基數的數字和運算 
使用數位 11-19 來獲得位值的基礎。 
優先順序：K.NBT。答.1 
將 11 到 19 之間的數位分解為 10 個 1 和一些進一步的 1，例如，通過使用物件或繪圖，並通過繪圖

或方程式記錄每個組合或分解（例如，18 = 10 + 8）;了解這些數位由十個一和一、二、三、四、五

、六、七、八或九一組成。 

測量和數據 
描述和比較可衡量的屬性。 
K.MD.A.1 描述物體的可測量屬性，如長度或重量。描述單個物件的多個可測量屬性。 
  
K.MD.A.2 直接比較兩個具有共同可測量屬性的物件，以查看哪個物件具有“更多”/“更少”的屬性，並

描述差異。 
  
對物件進行分類，並計算每個類別中的對象數量。 
支援K.MD.B.3 將物件分類為給定的類別;計算每個類別中的對象數量，並按計數對類別進行排序。 

幾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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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和描述形狀（正方形、圓形、三角形、矩形、六邊形、立方體、圓錐體、
圓柱體和球體）。 
K.G.A.1 使用形狀名稱描述環境中的物體，並使用諸如上方、下方、旁邊、前面、後面和旁邊等術語

描述這些物體的相對位置。 
  
K.G.A.2 正確命名形狀，無論其方向或整體大小如何。 
  
K.G.A.3 將形狀識別為二維（位於平面中，“平面”）或三維（“固體”）。 
  
分析、比較、創建和組合形狀。 
支援：K.G.B.4 分析和比較不同大小和方向的二維和三維形狀，使用非正式語言描述它們的相似性、

差異性、部分（例如，邊數和頂點/“角”）和其他屬性（例如，具有相等長度的邊）。 
  
支援：K.G.B.5 通過從元件（例如，棍子和粘土球）構建形狀並繪製形狀來類比世界中的形狀。 
  
支援：K.G.B.6 使用簡單的形狀來組成各種較大的形狀。 

數據科學 
制定統計調查問題。 
K.DS.1 生成問題以調查課堂內的情況。 
  

收集數據/考慮數據。 
K.DS.2 通過組織物體或繪製圖片來收集或考慮數據，以表示和傳達觀察結果。 
  
分析數據。 
K.DS.3 通過在數據豐富的情況下注意到和描述模式來分析數據集。 
  
解釋結果。 
K.DS.4 在教師的指導下，通過結構化的答案來解釋和交流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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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級 
數學實踐標準 

一. 理清問題，堅持不懈地解決問題。 
二. 抽象地和定量地進行推理。 
三. 構建可行的論點並批評他人的推理。 
四. 用數學建模。 
五. 戰略性地使用適當的工具。 
六. 注意精度。 
七. 尋找並利用結構。 
八. 在重複推理中尋找並表達規律性。 

 

運算和代數思維 
表示並解決涉及加法和減法的問題。 
優先順序：1.OA。答.1 
使用20以內的加法和減法，可以靈活、高效、準確地解決涉及加法、取自、拼湊、拆解、比較等各

種位置的未知數的詞問題，例如，使用物體、圖畫和/或帶有未知數符號的方程式來表示問題。 
  
優先順序：1.OA。答.2 
靈活、高效、準確地解決需要將三個整數之和小於或等於 20 相加的單詞問題，例如，通過使用物件

、繪圖和/或帶有未知數符號的方程式來表示問題。 
  
理解並應用運算的屬性以及加法和減法之間的關係。 
優先順序：1.OA。乙.3 
通過選擇和演示加法和減法策略來應用和擴展運算的屬性。 
  
優先順序：1.OA。乙.4 
展示對減法的理解，將其視為未知加法問題。 
  

20 以內的加法和減法。 
優先順序：1.OA。C.5 
擴展並應用計數策略到加法和減法（例如，通過數 2 來加 2）。 
  
優先順序：1.OA。C.6 
靈活、高效、準確地進行20以內的加減法，實現10以內的加法和減法。使用諸如指望之類的策略;使
10（例如，8 + 6 = 8 + 2 + 4 = 10 + 4 = 14，分解導致10的數位（例如，13 – 4 = 13 – 3 – 1 = 10 – 
1 = 9）;利用加法和減法之間的 關係（例如，知道8 + 4 = 12，就知道12 – 8 = 4）;以及創建等價但

更容易或已知的和（例如，通過創建已知的等價物 6 + 6 + 1 = 12 + 1 = 13 來加 6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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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加法和減法方程。 
優先順序：1.OA。D.7 
展示對等號含義的理解，並確定涉及加法和減法的方程式是真是假。 
  
優先順序：1.OA。D.8 
確定與三個整數相關的加法或減法方程中的未知整數。 

以 10 為基數的數字和運算 
擴展計數序列。 
優先順序：1.NBT。答.1 
數到 120，從小於 120 的任何數字開始。在此範圍內，讀取和寫入數位，並用書面數位表示許多物

件。 
  

瞭解位值。 
優先順序：1.NBT。乙.2 
瞭解兩位數的兩位數代表 10 和 1 的數量。 
  
優先順序：1.NBT。乙.3 
根據1位和1位的含義比較兩位數，記錄與符號 >、= 和 <的比較結果。 
  

使用位值理解和運算的屬性來加法和減法。 
優先順序：1.NBT。C.4 
靈活、高效、準確地進行100以內的加法，包括兩位數和1位數相加，以及2位數和10的倍數相加，採

用基於位值、運算性質和/或加減關係的具體模型或圖紙和策略;將策略與書面方法聯繫起來，並解釋

所使用的推理。要明白，在兩位數相加時，是十和十、一和一相加;有時有必要組成一個十。 
  
優先順序：1.NBT。C.5 
給定一個兩位數的數位，在心裡找到比這個數位多 10 個或少 10 個，而不必數數;解釋所使用的理由

。 
  
優先順序：1.NBT。C.6 
從 10-90 範圍內的 10 的倍數（正差或零差）中減去 10-90 範圍內的 10 的倍數，使用基於位值、運

算屬性和/或加法和減法關係的具體模型或繪圖和策略;將策略與書面方法聯繫起來，並解釋所使用的

推理。 

測量和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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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反覆運算長度單位間接測量長度。 
優先順序：1.MD.A.1 
按長度對三個物件進行排序;通過使用第三個物件間接比較兩個對象的長度。 
  
優先順序：1.MD.A.2 
通過將較短的物體的多個副本（長度單位）首尾相連，將物體的長度表示為長度單位的整數;瞭解物

體的長度測量值是跨越物體而沒有間隙或重疊的相同大小的長度單位的數量。限制為被測物件由整

數長度單位跨越且沒有間隙或重疊的上下文。 
  
告訴並寫下時間。 
1.MD.B.3 使用類比和數位時鐘以小時和半小時為單位告訴和寫下時間。 
  
表示和解釋數據。 
支援： 1.MD.C.4 組織、表示和解釋最多三個類別的數據;提出和回答有關數據點總數的問題，每個

類別中有多少個，以及一個類別中的數據點比另一個類別中的數據點多多少或少。 

幾何學 
對形狀及其屬性進行推理。 
1.G.A.1 區分定義屬性（例如，三角形是封閉的和三邊的）和非定義屬性（例如，顏色、方向、整體

大小）構建和繪製形狀以具有定義屬性。 
  
1.G.A.2 組成二維形狀（矩形、正方形、梯形、三角形、半圓和四分之一圓）或三維形狀（立方體、

右矩形棱柱、右圓錐體和右圓柱體）以創建複合形狀並從複合形狀創建新形狀。 
  
1.G.A.3 將圓和矩形劃分為兩個和四個相等的份額，使用“一半”、“四分之一”和“四分之一”等詞描述

份額，並使用短語“一半”、“四分之一”和“四分之一”。將整體描述為兩股或四股。對於這些示例，請

理解分解為更相等的份額會產生更小的份額。 

數據科學 
制定統計調查問題。 
1.DS.1 生成問題以調查課堂上的情況。 
  

收集數據/考慮數據。 
1.DS.2 收集和使用數據來考慮和決定哪些數據將回答調查問題。使用繪圖、理貨標記或其他視覺表

示形式組織數據。 
  
分析數據。 
1.DS.3 通過進行比較和/或尋找模式來分析最多三個類別的數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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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結果。 
1.DS.4 在教師的指導下，通過結構化的答案來解釋和交流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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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級 
數學實踐標準 

一. 理清問題，堅持不懈地解決問題。 
二. 抽象地和定量地進行推理。 
三. 構建可行的論點並批評他人的推理。 
四. 用數學建模。 
五. 戰略性地使用適當的工具。 
六. 注意精度。 
七. 尋找並利用結構。 
八. 在重複推理中尋找並表達規律性。 

運算和代數思維 
表示並解決涉及加法和減法的問題。 
優先順序：2.OA。答.1 
使用100以內的加法和減法，可以靈活、高效、準確地解決涉及加法、取自、拼湊、拆解、比較等情

況的一步和兩步詞問題，例如，使用帶有未知數符號的繪圖和方程式來表示問題。 
  

20 以內的加法和減法。 
優先順序：2.OA。乙.2 
使用心理策略靈活、高效、準確地在 20 以內進行加減法。 
  
使用相等的物件組以獲得乘法的基礎。 
支援：2.OA。C.3 確定一組物件（最多 20 個）的成員數是奇數還是偶數，例如，通過配對物件或按 
2 計數它們;寫一個方程，將偶數表示為兩個相等的加法之和。 
  
支援：2.OA。C.4 使用加法來求出排列在矩形陣列中的物件總數，最多 5 行和最多 5 列;寫一個方程

來將總數表示為相等的加法之和。 

以 10 為基數的數字和運算 
瞭解位值。 
優先順序：2.NBT。答.1 
理解三位數的三位數位代表百、十和一的數量;例如，706 等於7百、0、10和6 1。 
  
優先順序：2.NBT。答.2 
計數在1000以內;按 5 秒、10 秒和 100 秒跳過計數。 
  
優先順序：2.NBT。答.3 



 
 

頁面 | 23 
 

使用十進位數位、數位名稱和擴展形式讀取和寫入 1000 的數位。 
  
優先順序：2.NBT。答.4 
根據百位、十位和1位的含義比較兩個三位數，使用 >、= 和 <符號來記錄比較結果。 
  

使用位值理解和運算的屬性來加法和減法。 
優先順序：2.NBT。乙.5 
使用基於位值、運算屬性和/或加減關係的策略，靈活、高效、準確地進行100個以內的加減法。 
  
優先順序：2.NBT。乙.6 
使用基於位值和運算屬性的策略將最多四個兩位數相加。 
  
優先順序：2.NBT。乙.7 
在1000以內靈活、高效、準確地進行加減法運算，運用基於位值、運算性質和/或加減法關係的具體

模型或圖紙和策略;將策略與書面方法聯繫起來。證明理解在加減三位數時，會加或減百、十和十、

一和一;有時需要分解或分解數十或數百個。 
 
優先順序：2.NBT。乙.8 
在給定的數位 100-900 中將 10 或 100 相加，在給定的數位 100-900 中減去 10 或 100。 
  
優先順序：2.NBT。乙.9 
使用位值和運算的屬性來解釋為什麼加法和減法策略有效。 

測量和數據 
以標準單位測量和估計長度。 
優先順序：2.MD.A.1 
通過選擇和使用適當的工具來測量物體的長度。 
  
優先順序：2.MD.A.2 
測量物體的長度兩次，使用不同長度的長度單位進行兩次測量;描述這兩個測量值與所選單位的大小

之間的關係。 
  
優先順序：2.MD.A.3 
使用英寸、英尺、釐米和米的單位估計長度。 
  
優先順序：2.MD.A.4 
測量以確定一個物件比另一個物件長多少，以標準長度單位表示長度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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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加法和減法與長度聯繫起來。 
優先順序：2.MD.B.5 
靈活、高效、準確地使用100以內的加法和減法來解決涉及相同單位給出的長度的單詞問題，例如，

通過使用繪圖（例如尺規的繪圖）和帶有未知數符號的方程式來表示問題。 
  
優先順序：2.MD.B.6 
在數線圖上將整數表示為 0 開始的長度，其等距點對應於數位 0、1、2、..,並在數線圖上表示 100 以
內的整數和差。 
  
用時間和金錢工作。 
支援： 2.MD.C.7 使用上午和下午從類比和數位時鐘告訴和寫入最接近的五分鐘的時間。 
  
支援： 2.MD.C.8 靈活、高效、準確地解決涉及美元鈔票、四分之一硬幣、一角硬幣、鎳幣和便士

的單詞問題，適當使用美元和美分符號。 
  
表示和解釋數據。 
支援： 2.MD.D.9 通過測量幾個物體到最接近的整體單位的長度，或對同一物體進行重複測量來生

成測量數據。通過製作折線圖來顯示測量值，其中水平刻度以整數單位標記。 
  
支援： 2.MD.D.10 繪製圖片圖和條形圖（具有單單位刻度）以表示最多包含四個類別的數據集。使

用條形圖中顯示的信息解決簡單的組合、拆解和比較問題。 

幾何學 
對形狀及其屬性進行推理。 
2.G.A.1 根據指定的屬性識別和繪製形狀，例如給定的角度數或給定數量的相等面。識別三角形、四

邊形、五邊形、六邊形和立方體。 
  
2.G.A.2 將矩形劃分為相同大小的正方形的行和列，並計數以求出它們的總數。 
  
2.G.A.3 將圓和矩形分割成兩個、三個或四個相等的份額，使用“一半”、“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等
詞語描述份額，用“三分之二”、“三分之三”、“四分之四”等詞語描述整體。證明相同整體的相等份額

不需要具有相同的形狀。 

數據科學 
制定統計調查問題。 
2.DS.1 生成問題以調查課堂、學校或社區中學生感興趣的情況。 
 

收集數據/考慮數據。 
2.DS.2 收集和使用數據來考慮和決定哪些數據將回答調查問題。使用象形圖、折線圖和具有單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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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度的條形圖來組織數據。認識到數據可能因各種原因而變化。 
  
分析數據。 
2.DS.3 通過進行比較、尋找模式和/或進行預測，分析最多四個類別的數據集。 
  
解釋結果。 
2.DS.4 在教師的指導下，通過結構化的答案來解釋和交流結果。就收集的數據發表聲明，以支援調

查問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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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 
數學實踐標準 

一. 理清問題，堅持不懈地解決問題。 
二. 抽象地和定量地進行推理。 
三. 構建可行的論點並批評他人的推理。 
四. 用數學建模。 
五. 戰略性地使用適當的工具。 
六. 注意精度。 
七. 尋找並利用結構。 
八. 在重複推理中尋找並表達規律性。 

運算和代數思維 
表示並解決涉及乘法和除法的問題。 
優先順序：3.OA。答.1 
解釋整數的乘積，例如，將 5 × 7 解釋為 5 組中的物件總數，每組 7 個物件。 
  
優先順序：3.OA。答.2 
解釋整數的整數商，例如，當 56 個物件被平均劃分為 8 個份額時，將 56 ÷ 8 解釋為每個共用中的

物件數，或者當 56 個對象被劃分為每個份額的 8 個物件的相等份額時，將 56 8 解釋為份額數。 
  
優先順序：3.OA。答.3 
在涉及相等的群、數位和測量量的情況下，使用100以內的乘法和除法，靈活、高效、準確地解決單

詞問題，例如，使用帶有未知數符號的繪圖和方程式來表示問題。 
  
優先順序：3.OA。答.4 
確定與三個整數相關的乘法或除法方程中的未知整數。 
  
探索並使用乘法的屬性來理解乘法和除法之間的關係。 
優先順序：3.OA。乙.5 
通過應用和擴展對操作屬性的理解，使用策略進行乘法和除法。 
 
優先順序：3.OA。乙.6 
展示對除法的理解，這是一個未知因素問題。 
 

在100內乘以和除以。 
優先順序：3.OA。C.7 
靈活、高效、準確地在 100 以內進行乘法和除法運算（例如，知道 8 × 5 = 40，知道 40 ÷ 5 = 8）
或運算屬性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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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涉及這四個運算的問題，並識別和解釋算術模式。 
優先順序：3.OA。D.8 
使用四種運算靈活、高效、準確地解決兩步詞問題。使用視覺模型和方程式來表示這些問題，並用

一個字母代表未知量。使用心理和估計策略評估答案的合理性。 
  
優先順序：3.OA。D.9 
識別算術模式（包括加法表或乘法表中的模式），並使用運算屬性來解釋它們。 

以 10 為基數的數字和運算 
使用位值理解和運算屬性來執行多位數算術運算。 
3.NBT。A.1 使用位值理解將整數四捨五入到最接近的 10 或 100。 
  
3.NBT。A.2 使用基於位值、運算屬性和/或加減關係的策略，靈活、準確、高效地進行 1000 以內的

加減法。 
  
3.NBT。A.3 使用基於位值和運算屬性的策略，將一位整數乘以 10-90 範圍內的 10 的倍數（例如，

9 × 80、5 × 60）。 

數字和運算 - 分數 
培養對分數作為數位的理解。 
優先順序：3.NF。答.1 
將單位分數理解為當一個整體被分割成相等的部分時形成的量，並解釋單位分數是這些部分之一（

例如，1414）;理解分數由單位分數組成。 
 
優先順序：3.NF。答.2 
將分數理解為一個數字，並且可以在數字線上表示;在數位折線圖上表示分數。 
 
優先順序：3.NF。答.3 
解釋分數的等價性，並通過推理分數的大小來比較分數。 

測量和數據 
解決涉及測量和估計的問題。 
優先順序：3.MD.A.1 
將時間告訴並寫入最接近的分鐘，並以分鐘為單位測量時間間隔。靈活、高效、準確地解決涉及以

分鐘為單位的時間間隔加法和減法的單詞問題，例如，通過在數位線圖上表示問題。 
 
優先順序：3.MD.A.2 
使用克 （gg）、千克 （kgkg） 和升 （ll） 的標準單位測量和估計物體的液體體積和品質。加、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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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除，以靈活、高效、準確地求解涉及以相同單位給出的質量和體積的一步詞問題，例如，通

過使用繪圖（例如帶有測量刻度的燒杯）來表示問題。 
 
表示和解釋數據。 
支援： 3.MD.B.3 繪製縮放的圖片圖和縮放的條形圖，以表示具有多個類別的數據集。使用縮放條

形圖中顯示的信息解決一步和兩步“多多少”和“少多少”問題。 
 
支援： 3.MD.B.4 通過使用標有二分之二和四分之二英寸的尺子測量長度來生成測量數據。通過製

作折線圖來顯示數據，其中水準刻度以適當的單位（整數、減半或四分之一）標記出來。 
 
幾何測量：理解面積的概念，並將面積與乘法和加法聯繫起來。 
優先順序：3.MD.C.5 
將面積識別為平面圖形的屬性，並理解面積測量的概念。 
 
優先順序：3.MD.C.6 
通過計算單位平方（平方釐米、平方米、平方英寸、平方英尺和臨時單位）來測量面積。 
 
優先順序：3.MD.C.7 
將面積與乘法和加法運算相關聯。 
 
幾何測量：識別周長。 
3.MD.D.8 靈活、高效、準確地解決涉及多邊形周長的現實世界和數學問題，包括找到給定邊長的周

長、找到未知邊長、展示具有相同周長和不同面積或具有相同面積和不同周長的矩形。 

幾何學 
對形狀及其屬性進行推理。 
支援： 3.G.A.1 證明理解不同類別的形狀（例如，菱形、矩形等）可能共用屬性（例如，具有四個

邊），並且共用屬性可以定義更大的類別（例如，四邊形）。將菱形、矩形和正方形識別為四邊形

的示例，並繪製不屬於這些子類別中的任何一個的四邊形示例。 
 
支援： 3.G.A.2 將形狀分割成面積相等的部分。將每個部分的面積表示為整體的單位分數。 

數據科學 
制定統計調查問題。 
3.DS.1 生成問題以調查學生感興趣的情況，這些情況可以用各種數據或數據集來回答。 
 

收集數據/考慮數據。 
3.DS.2 以各種方式收集和考慮數據，包括調查、分組、測量等，並詢問可以通過哪些方式收集數據

以捕獲盡可能多的資訊，以便為調查問題提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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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數據。 
3.DS.3 以包括技術在內的多種方式表示數據。批判性地分析數據可視化，包括條形圖、折線圖和具

有各種比例的縮放圖片圖。通過進行比較、尋找模式和/或進行預測來分析具有多個類別的數據集，

並認識到收集的數據的來源和數量可能會影響準確性。 
 
解釋結果。 
3.DS.4 在教師的指導下解釋和交流結果，描述小組之間的差異。就收集的數據發表聲明，以支援調

查問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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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 
數學實踐標準 

一. 理清問題，堅持不懈地解決問題。 
二. 抽象地和定量地進行推理。 
三. 構建可行的論點並批評他人的推理。 
四. 用數學建模。 
五. 戰略性地使用適當的工具。 
六. 注意精度。 
七. 尋找並利用結構。 
八. 在重複推理中尋找並表達規律性。 

 

運算和代數思維 
使用帶整數的四個運算來解決問題。 
優先順序：4.OA。答.1 
將乘法方程解釋為比較，例如，將 35 = 5 × 7 解釋為 35 是 7 的 5 倍和 5 的 7 倍的陳述。將這些口

頭比較語句表示為乘法方程。 
  
優先順序：4.OA。答.2 
乘法或除法以靈活、高效、準確地解決涉及乘法比較的單詞問題，例如，通過使用帶有未知數符號

的繪圖和方程式來表示問題，將乘法比較與加法比較區分開來。 
  
優先順序：4.OA。答.3 
靈活、高效、準確地解決由整數提出並具有整數答案的多步詞問題，使用四種運算，包括必須解釋

餘數的問題。使用視覺模型和方程式來表示這些問題，並用一個字母代表未知量。使用心理和估計

策略評估答案的合理性。 
  
熟悉因數和倍數。 
支援：4.OA。B.4 查找 1-100 範圍內整數的所有因數對。認識到整數是其每個因數的倍數。確定 1-
100 範圍內的給定整數是否是給定一位數的倍數。確定 1–100 範圍內的給定整數是素數還是複合數

。 
  
生成和分析模式。 
4.OA開放獲取。C.5 生成遵循給定規則的數位或形狀模式。識別並解釋規則本身中未明確的模式的

明顯特徵。非正式地解釋為什麼這些數位將繼續以這種方式交替出現。 

以 10 為基數的數字和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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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多位整數進行泛化位值理解。 
優先順序：4.NBT。答.1 
要知道，在一個多位整數中，一個地方的數位代表它在其右邊的地方所代表的十倍。 
  
優先順序：4.NBT。答.2 
使用十進位數位、數字名稱和使用每個位置的數位含義的擴展形式，使用>、= 和 < 符號來讀取和

比較多位數整數，以記錄比較結果。 
  
優先順序：4.NBT。答.3 
使用對多位數整數的位值理解，使用各種估計策略生成對小於或等於1,000,000的任何地方的估計值
。 
  

使用位值理解和運算屬性來執行多位數算術運算。 
優先順序：4.NBT。乙.4 
使用策略或演算法靈活、高效、準確地對多位數整數進行加減。 
  
優先順序：4.NBT。乙.5 
使用基於位值和運算屬性的策略，靈活、高效、準確地將最多四位的整數乘以一位整數，然後將兩

位兩位數相乘。使用方程式、矩形陣列和/或面積模型來說明和解釋計算。 
  
優先順序：4.NBT。乙.6 
使用基於位值、運算屬性和/或乘法和除法之間關係的多種策略，找到具有最多四位被除數和一位除

數的整數商和餘數。使用方程式、矩形陣列和/或面積模型來說明和解釋計算。 

數字和運算 - 分數 
擴展對分數等價和排序的理解。 
優先順序：4.NF。答.1 
通過使用視覺分數模型（例如，磁帶圖和數位線）來解釋為什麼一個分數等同於另一個分數，並注

意即使兩個分數本身的大小相同，零件的數量和大小也會有何不同。理解並使用一般原則來識別和

生成等效分數。 
  
優先順序：4.NF。答.2 
比較具有不同分子和不同分母的兩個分數，例如，通過創建公分母或分子，或與基準分數（如 ）進

行比較。要明白，只有當兩個分數指的是同一個整體時，比較才有效。記錄與符號進行比較的結果

，或證明結論的合理性，例如，通過使用視覺分數模型。 
  
通過應用和擴展以前對整數運算的理解，從單位分數構建分數。 
優先順序：4.NF。乙.3 
靈活、高效、準確地將分子大於 1 的分數組合和分解為單位分數，包括大於 1 的分數或混合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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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具有相似分母的分數加法和減法的情況。 
  
優先順序：4.NF。乙.4 
靈活地應用和擴展以前對乘法的理解，在單詞問題的背景下使用視覺模型將分數乘以整數。 
  
瞭解分數的十進位表示法，並比較小數分數。 
優先順序：4.NF。C.5 
使用模型、單詞和數位探索和解釋分母為 10 的分數是分母為 100 的等效分數，並使用此技術將兩個

分母分別為 10 和 100 的分數相加。 
  
優先順序：4.NF。C.6 
使用模型、單詞和數位探索和解釋分母為 10 和 100 的分數的十進位表示法。 
  
優先順序：4.NF。C.7 
通過計算小數點后兩位的大小來比較兩位小數與百分之一。要知道，只有當兩個小數點后兩個指代

同一個整體時，比較才有效。記錄與符號的比較結果，或者使用多種策略或視覺模型來證明結論的

合理性。 

測量和數據 
解決涉及測量和將測量值從較大單位轉換為較小單位的問題。 
支援： 4.MD.A.1 瞭解一個單位制中測量單位的相對大小，包括。 並用較小的單位表示較大單位的

測量值。在兩清單中記錄測量等效值。 
  
支援： 4.MD.A.2 利用這四種運算靈活、高效、準確地解決涉及距離、時間間隔、液體體積、物體

品質和貨幣的詞問題，包括涉及簡單分數或小數的問題，以及需要用較小單位表示以較大單位給出

的測量值的問題。使用多個視覺模型表示測量量。 
  
支援： 4.MD.A.3 在現實世界和數學問題中應用矩形的面積和周長公式。 
  
表示和解釋數據。 
支援： 4.MD.B.4 製作折線圖以單位的分數顯示測量數據集。通過使用線圖中呈現的信息，靈活、

高效、準確地解決涉及分數加法和減法的問題。 
  
幾何測量：理解角度的概念並測量角度。 
4.MD.C.5 展示對角度的理解，即在兩條光線共用一個共同端點時形成的幾何形狀，並理解角度測量

的概念。 
  
4.MD.C.6 使用量角器以整數度測量角度。指定度量的草圖角度。 
  
4.MD.C.7 證明理解當一個角度被分解成不重疊的部分時，整體的角度測量值是各部分的角度測量值
之和。靈活、高效、準確地求解加法和減法問題，以在現實世界和數學問題中找到圖表上的未知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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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幾何學 
繪製和識別線條和角度，並按線條和角度的屬性對形狀進行分類。 
4.G.A.1 繪製點、線、線段、射線、角度（右角、銳角、鈍角）、垂直線和平行線。在二維圖形中識

別這些內容。 
  
4.G.A.2 根據平行線或垂直線的存在與否，或存在與否規定大小的角度對二維圖形進行分類。將直角

三角形識別為一個類別並識別直角三角形。 
  
4.G.A.3 將二維圖形的對稱線識別為一條橫跨圖形的線，以便圖形可以沿著線摺疊成匹配的部分。識

別線對稱圖形並繪製對稱線。 

數據科學 
制定統計調查問題。 
4.DS.1 生成學生感興趣的基於數據的問題，根據問題產生想法，並在必要時完善問題。 
  

收集數據/考慮數據。 
4.DS.2 確定以各種方式收集和考慮數據的策略，包括使用技術，評估是否應收集其他數據以完全解

決調查問題。 
  
分析數據。 
4.DS.3 批判性地分析數據可視化，包括表格、條形圖、折線圖或電子表格，以支援與調查問題相關

的索賠。詢問收集的數據是否足以解決調查問題。 
  
解釋結果。 
4.DS.4 在教師的指導下解釋和交流結果，描述小組之間的差異。就收集的數據發表聲明，以支援調

查問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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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 
數學實踐標準 

一. 理清問題，堅持不懈地解決問題。 
二. 抽象地和定量地進行推理。 
三. 構建可行的論點並批評他人的推理。 
四. 用數學建模。 
五. 戰略性地使用適當的工具。 
六. 注意精度。 
七. 尋找並利用結構。 
八. 在重複推理中尋找並表達規律性。 

運算和代數思維 
編寫和解釋數值表達式。 
5.OA開放獲取。A.1 在數值表達式中使用圓括弧、方括弧或大括弧，並使用這些符號計算表達式。 
  
5.OA開放獲取。A.2 編寫簡單的運算式，用數位記錄計算，並解釋數值表示式而不計算它們。例如

，將計算“將 8 和 7 相加，然後乘以 2”表示為 2 x （8+7）。認識到 3 x （18932 + 921） 是 18932 
+ 921 的三倍，而無需計算指示的總和或乘積。 
  
分析模式和關係。 
5.OA開放獲取。B.3 使用兩個給定的規則生成兩個數值模式。確定相應術語之間的明顯關係。形成

由兩種模式中的相應項組成的有序對，並將有序對繪製在座標平面上。 

以 10 為基數的數字和運算 
瞭解位值系統。 
優先順序：5.NBT。答.1 
要明白，在一個多位數的數位中，一個地方的數位所代表的量是它在右邊的地方所代表的10倍，是

它在左邊的地方所代表的10倍。 
  
優先順序：5.NBT。答.2 
解釋當數位乘以 10 的冪時乘積的零個數的模式，並解釋當小數點乘以或除以 10 的冪時小數點的位

置模式。使用整數指數表示 10 的冪。 
  
優先順序：5.NBT。答.3 
讀取、寫入小數並將小數與千分之一進行比較。 
  
優先順序：5.NBT。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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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小數的位值理解，使用各種估計策略生成對任何地方的估計值。 
  
使用多位數整數和小數點到百分之一點執行運算。 
優先順序：5.NBT。乙.5 
使用策略或演算法靈活、高效、準確地將多位數整數相乘。 
  
優先順序：5.NBT。乙.6 
使用基於位值的策略找到具有最多四位除數和兩位除數的整數商，並與乘法和除法之間的關係相關

聯，包括矩形數位、偏商和/或面積模型。 
  
優先順序：5.NBT。乙.7 
靈活、高效、準確地將小數加、減、乘、除到百分之一，使用基於位值、運算性質和/或加減關係的

具體模型或繪圖和策略;將策略與書面方法聯繫起來，並解釋所使用的推理。 

數字和運算 - 分數 
使用等效分數作為加法和減分數的策略。 
優先順序：5.NF。答.1 
使用靈活有效的策略對具有不同分母（包括混合數）的分數進行加減，包括用具有相似分母的等效

分數替換給定的分數。證明使用視覺模型（例如，磁帶圖或數字線）和方程式的合理性。 
  
優先順序：5.NF。答.2 
解決涉及引用同一整體的分數加法和減法的單詞問題，包括分母不同的情況，例如，通過使用視覺

分數模型或方程式來表示問題。使用基準分數和分數的數感來心理估計並評估答案的合理性。 
  
應用並擴展以前對乘法和除法的理解，以乘法和除法分數。 
優先順序：5.NF。乙.3 
將分數解釋為除法，其中數量（分子）被分成相等的部分（分母）。靈活有效地解決涉及整數除法

的單詞問題，從而以分數或混合數的形式給出答案，例如，通過使用視覺分數模型或方程式來表示

問題。使用心理和估計策略評估答案的合理性。 
  
優先順序：5.NF。乙.4 
應用並擴展以前對乘法的理解，以靈活、高效、準確地將分數或整數乘以分數。 
  
優先順序：5.NF。乙.5 
將乘法解釋為縮放（調整大小），方法是根據另一個因數的大小估計產品是大於還是小於給定因數

，而不執行指示的乘法。 
  
優先順序：5.NF。乙.6 
靈活有效地解決涉及分數和混合數乘法的現實世界問題，例如，通過使用視覺分數模型或方程來表

示問題。使用心理和估計策略評估答案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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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順序：5.NF。乙.7 
應用並擴展以前對除法的理解，使用視覺分數模型和方程式將單位分數除以整數，將整數除以單位

分數來表示問題。 

測量和數據 
在給定的測量系統中轉換相似的測量單位。 
支援： 5.MD.A.1 在給定測量系統內的不同大小的標準測量單位之間進行轉換（例如，轉換為 ），

並使用這些轉換來解決多步驟的現實世界問題。使用心理和估計策略評估答案的合理性。 
  
表示和解釋數據。 
支援： 5.MD.B.2 製作折線圖以單位的分數顯示測量數據集。使用此等級的分數運算來解決涉及線

圖中顯示的信息的問題。 
  
幾何測量：理解體積的概念，並將體積與乘法和加法聯繫起來。 
優先順序：5.MD.C.3 
將體積識別為實體圖形的一個屬性，並理解體積測量的概念。 
  
優先順序：5.MD.C.4 
通過計算單位立方體、使用立方釐米、立方英寸、立方英尺和臨時單位來測量體積。 
  
優先順序：5.MD.C.5 
將體積與乘法和加法運算聯繫起來，並解決涉及體積的現實世界和數學問題。 

幾何學 
在座標平面上繪製點，以解決現實世界和數學問題。 
5.G.A.1 使用一對稱為軸的垂直數線來定義座標系，其中線的交點（原點）排列為與每條線上的0重
合，並使用一對有序數字確定平面上的給定點，稱為其座標。理解第一個數位表示從原點沿一個軸

方向行進的距離，第二個數位表示沿第二個軸方向行進的距離，約定兩個軸的名稱和座標對應（例

如，-軸和 -coordinate、-axis 和 -coordinate）。 
  
5.G.A.2 通過在座標平面的第一象限繪製點來表示現實世界和數學問題，並在情境中解釋點的座標值
。 
  
根據二維圖形的屬性將二維圖形分類為類別。 
5.G.B.3 表明理解屬於二維圖形類別的屬性也屬於該類別的所有子類別。 
  
5.G.B.4 根據屬性對二維圖形進行層次結構分類。 

數據科學 



 
 

頁面 | 37 
 

制定統計調查問題。 
5.DS.1 生成學生感興趣的基於數據的問題，根據問題產生想法，並在必要時完善問題。提出統計問

題，可以比較一個組、環境或情境中的兩個變數。 
  

收集數據/考慮數據。 
5.DS.2 確定以各種方式收集和考慮數據的策略，包括使用技術。了解數據可能包含錯誤（缺失值等

），並且必須決定如何解釋或解決這些問題。 
  
分析數據。 
5.DS.3 批判性地分析數據可視化，包括表格、條形圖、折線圖或電子表格，以支援與調查問題相關

的索賠。比較和對比不同的數據可視化效果，以確定哪些數據可以透明地傳達結果和解釋。 
  
解釋結果。 
5.DS.4 在教師的指導下解釋和交流結果，描述小組之間的差異。就收集的數據發表聲明，以支援調

查問題的答案。描述具有不同條件的兩組之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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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 
數學實踐標準 

一. 理清問題，堅持不懈地解決問題。 
二. 抽象地和定量地進行推理。 
三. 構建可行的論點並批評他人的推理。 
四. 用數學建模。 
五. 戰略性地使用適當的工具。 
六. 注意精度。 
七. 尋找並利用結構。 
八. 在重複推理中尋找並表達規律性。 

比率和比例關係 
理解比率概念並使用比率推理來解決問題 
優先順序：6.RP。答.1 
解釋比率的概念，靈活、高效、準確地使用比率語言來描述兩個量之間的比率關係。 
 
優先順序：6.RP。答.2 
理解與比率 a：b 和 b ≠ 0 相關的單位費率 ab 的概念，並在比率關係的上下文中使用比率語言。 
 
優先順序：6.RP。答.3 
靈活、高效、準確地展示比率和比率推理，以解決現實世界和數學問題，例如，通過對等效比率表

、磁帶圖、雙數線圖或方程式進行推理，以找到表達相同比率的不同方法。這包括使用單價（如每

件商品的價格）和百分比（100 分中的特殊比率），並使用比率在不同的測量單位（如英寸到英尺

）之間進行轉換。 

數字系統 
應用並擴展以前對乘法和除法的理解，以除以分數。 
優先順序：6.NS。答.1 
解釋並靈活、高效、準確地確定分數的商，並解決涉及分數除以分數的單詞問題，例如，通過使用

視覺分數模型和方程來表示問題。 
 
靈活、準確、高效地計算多位數位，並找到共同的因數和倍數。 
6.NS.B.2 使用策略或演算法靈活、高效、準確地劃分多位數位。 
 
6.NS.B.3 使用策略或演算法對每項操作靈活、高效、準確地對多位小數進行加、減、乘、除。 
 
6.NS.B.4 求小於或等於100的兩個整數的最大公因數和小於或等於12的兩個整數的最小公因數。使

用分配律將兩個整數 1-100 的總和（具有公因數）表示為兩個沒有公因數的整數之和的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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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先前對數的理解應用並擴展到有理數系統。 
優先順序：6.NS。C.5 
解釋如何一起使用正數和負數來描述具有相反方向或值的量（例如，溫度高於/低於零、高於/低於海

平面、貸方/借方、正/負電荷）;使用正數和負數來表示現實世界中的量，並解釋0在每種情況下的含

義。 
 
優先順序：6.NS。C.6 
將有理數理解為數線上的一個點。擴展前幾年熟悉的數位線圖和座標軸，將任何數位（整數或有理

數、正數或負數）放在線上（水準或垂直），並理解數位的反面是該數位與零之間的距離 [-（-3）= 
3]。瞭解網格使用兩個數位來查找任何位置，就像地圖一樣！ 
 
優先順序：6.NS。C.7 
理解正負有理數和整數的排序和絕對值，使用不等式來編寫、解釋和解釋數字線上哪個數位更大或

更小。使用絕對值來演示數位與零的距離。在現實世界中進行比較，例如地圖上的絕對距離、比較

溫度或瞭解債務的大小。 
 
優先順序：6.NS。C.8 
通過在座標平面的所有四個象限中繪製點來解決現實世界和數學問題。包括使用座標和絕對值來查
找具有相同第一座標或相同第二座標的點之間的距離。 

表達式和方程式 
將以前對算術的理解應用並擴展到代數表達式。 
優先順序：6.EE。答.1 
靈活、高效、準確地編寫和計算涉及整數指數的數值表達式。 
 
優先順序：6.EE。答.2 
靈活、高效、準確地閱讀和評估表達式，其中字母代表數位，用於編寫諸如“從 5 中減去 y”之類的通

用指令作為數學表達式 （5 - y）。他們還將能夠將更複雜的表達式分解為各個部分（術語、因數）

並理解運算順序。最後，他們將練習為變數插入特定值（計算運算式）以解決問題。這可能涉及使

用真實世界的公式，例如使用邊長變數來查找盒子的體積。 
 
優先順序：6.EE。答.3 
靈活、高效、準確地應用運算的屬性，生成等效表達式，包括分配律。 
 
優先順序：6.EE。答.4 
確定兩個表達式何時相等，因為對於變數的任何值，兩個運算式將始終產生相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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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並求解單變數方程和不等式。 
優先順序：6.EE。乙.5 
將求解方程或不等式理解為回答問題的過程：指定集合中的哪些值（如果有）使方程或不等式為真

？使用替換來確定指定集合中的給定數位是否使方程或不等式為真。 
 
優先順序：6.EE。乙.6 
在解決現實世界或數學問題時，使用變數來表示數位並編寫表達式;理解變數可以表示未知數，或者

根據手頭的目的，表示指定集合中的任何數位。 
 
優先順序：6.EE。乙.7 
對於 p、q 和 x 都是非負有理數的情況，通過編寫和求解 x + p = q 和 px = q 形式的方程來解決現實

世界和數學問題。 
 
優先順序：6.EE。乙.8 
寫出 x > c 或 x < c 形式的不等式，以表示現實世界或數學問題中的約束或條件。認識到 x > c 或 x < 
c 形式的不等式有無限多的解;在數線圖上表示這種不等式的解。 
 
表示和分析因變數和自變數之間的定量關係。 
優先順序：6.EE。C.9 
使用變數來表示現實世界問題中的兩個量，它們之間的關係會發生變化;寫一個方程來表達一個量，

被認為是因變數，根據另一個量，被認為是自變數。使用圖形和表格分析因變數和自變數之間的關

係，並將其與方程相關聯。 

幾何學 
解決涉及面積、表面積和體積的實際和數學問題。 
優先順序：6.G.A.1 
通過靈活、高效、準確地組合成矩形或分解成三角形和其他形狀，求出直角三角形、其他三角形、

特殊四邊形和多邊形的面積;在解決現實世界和數學問題的背景下應用這些技術。 
 
優先順序：6.G.A.2 
通過將具有分數邊長的單位立方體與適當的單位分數邊長的單位立方體堆積在一起，找到具有分數

邊長度的直角柱體的體積，並表明該體積與通過乘以稜柱的邊緣長度所得到的體積相同。在求解現

實世界和數學問題的上下文中，應用公式 V = l w h 和 V = b h 來查找具有分數邊長度的直角柱體的

體積。 
 
優先順序：6.G.A.3 
在給定頂點座標的座標平面中繪製多邊形;使用座標可查找具有相同第一個座標或相同第二個座標的

側連接點的長度。在解決現實世界和數學問題的背景下應用這些技術。 
 
優先順序：6.G.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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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由矩形和三角形組成的網表示三維圖形，並使用網來找到這些圖形的表面積。在解決現實世界

和數學問題的背景下應用這些技術。 

統計與概率 
培養對統計變異性的理解 
6.SP。A.1 將統計問題視為預期與問題相關的數據的可變性並在答案中加以說明的問題。 
 
6.SP。A.2 瞭解為回答統計問題而收集的一組數據的分佈可以通過其中心、分佈和整體形狀來描述

。 
 
6.SP。A.3 認識到，數值數據集的中心度量用一個數字總結其所有值，而變異度量則描述其值如何

用一個數字變化。 
 
總結和描述分佈 
6.SP。B.4  在數線上以圖的形式顯示數值數據，包括點圖、直方圖和箱形圖。 
 
6.SP.B.5 總結與其上下文相關的數值數據集，包括報告數據點，描述正在測量的內容，並找到數據

的“中心”（平均值和/或中位數）和“分佈”（四分位距和/或平均絕對偏差）。了解數據的形狀並識別

任何明顯的偏差（異常值），並將這些特徵與數據來源的上下文相關聯。 

數據科學 
制定統計調查問題。 
6.DS.1 制定並識別學生感興趣的統計調查問題，以從在線資源和網站、智慧手機、感測器、公共政

府機構（NOAA、國家機構等）和其他現代設備收集數據。 
 
收集和考慮數據。 
6.DS.2 利用技術收集和記錄數據，識別和描述數據集的特徵。瞭解可以收集數據（主要數據）或從

其他來源獲取現有數據（次要數據）。 
 
分析數據。 
6.DS.3 使用適當的顯示（點圖、箱線圖）分析數據可視化並描述定量數據的中心和變異性的度量。

描述變數分佈的主要特徵，包括中心、變異性和形狀。 
 
解釋結果。 
6.DS.4 使用分析的統計證據來回答統計調查問題，並在一些教師指導下用全面的答案交流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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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級 
數學實踐標準 

一. 理清問題，堅持不懈地解決問題。 
二. 抽象地和定量地進行推理。 
三. 構建可行的論點並批評他人的推理。 
四. 用數學建模。 
五. 戰略性地使用適當的工具。 
六. 注意精度。 
七. 尋找並利用結構。 
八. 在重複推理中尋找並表達規律性。 

比率和比例關係 
分析比例關係，並使用它們來解決現實世界和數學問題。 
優先順序：7.RP。答.1 
靈活、高效、準確地計算與分數比率相關的單位比率，包括以相似或不同單位測量的長度、面積和

其他量的比率。 
 
優先順序：7.RP。答.2 
識別和表示數量之間的比例關係，包括在表格中使用等效比率，在座標平面上繪圖以查看圖形是一

條穿過原點的直線，識別表格、圖形、方程式、圖表和口頭描述中的比例常數（單位率），編寫比

例關係的方程式，並分析圖表以了解數據點告訴他們關於現實世界情況的資訊， 關注像 （0， 0） 
這樣的點，代表沒有變化，而 （1， r） 其中 是單位比率。 
 
優先順序：7.RP。答.3 
靈活、高效、準確地使用比例關係來解決多步比率和百分比問題。 

數字系統 
應用並擴展以前對分數運算的理解。 
優先順序：7.NS。答.1 
靈活、高效、準確地應用和擴展先前對加法和減法的理解，以加減有理數;在水準或垂直數位線圖上

表示加法和減法，顯示兩個數位之間的距離是它們之差的絕對值，理解相反量合併為零（加法逆）

的概念，表示對數位線的運算，並在上下文中解釋現實世界的場景。 
 
優先順序：7.NS。答.2 
靈活、高效、準確地應用和擴展以前對乘法和除法以及分數的理解，以乘法和除法有理數，包括分

配性質和運算性質。理解只要除數不為零，整數就可以被除以產生有理數，並使用長除法將有理數

轉換為小數，認識到小數形式要麼以0結尾，要麼最終重複，並解釋現實世界的上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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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式和方程式 
使用運算的屬性生成等效表達式。 
優先順序：7.EE。答.1 
靈活、高效、準確地利用運算屬性作為策略，對具有合理係數的線性表達式進行加、減、因式分解

和擴展。 
 
優先順序：7.EE。答.2 
了解在問題上下文中以不同形式重寫表達式可以揭示問題以及其中的數量是如何相關的。 
 

使用數值和代數表達式和方程靈活、高效、準確地解決現實生活和數學問題。 
優先順序：7.EE。乙.3 
靈活、高效、準確地使用工具，戰略性地解決由任何形式的正有理數和負有理數（整數、分數和小

數）提出的多步驟現實生活和數學問題。應用運算的屬性來計算任何形式的數位;酌情在表格之間轉

換;並使用心理計算和估計策略評估答案的合理性。 
 
優先順序：7.EE。乙.4 
使用變數來表示現實世界或數學問題中的量，並編寫簡單的方程和不等式，通過對量的推理來靈活

、高效、準確地解決問題。比較用代數方法和算術方法解決同一問題，並解釋每種方法所涉及的步

驟。繪製出這些不平等的解決方案，並根據問題的背景來解釋它們。 

幾何學 
繪製、構造和描述幾何圖形，並描述它們之間的關係。 
7.G.A.1 靈活、高效、準確地解決幾何圖形比例圖繪製過程中的問題，包括從比例圖中計算實際長度

和面積，以及在不同比例尺下複製比例圖。 
 
7.G.A.2 在給定條件下繪製幾何形狀。專注於從三個角度或邊的度量構造三角形，注意當條件確定一

個唯一的三角形、多個三角形或沒有三角形時。 
 
7.G.A.3 描述通過切片三維圖形而產生的二維圖形，如右矩形棱柱和右矩形金字塔的平面截面。 
 
解決涉及面積、表面積和體積的實際和數學問題。 
7.G.B.4 了解圓的面積和周長的公式，並用它來解決問題;非正式地推導圓的周長和面積之間的關係。 
 
優先順序：7.G.B.5 
在多步問題中使用有關補充角、互補角、垂直角和相鄰角的事實來編寫和求解圖形中未知角的簡單

方程。 
 
優先順序：7.G.B.6 
解決涉及由三角形、四邊形、多邊形、立方體和直棱柱組成的二維和三維物體的面積、體積和表面

積的實際和數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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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與概率 
使用隨機抽樣來得出有關總體的推斷。 
支援 7.SP.A.1 理解統計學可用於通過檢查總體樣本獲取有關總體的資訊;僅當樣本代表該總體時，從

樣本中概括總體才有效。了解隨機抽樣往往會產生具有代表性的樣本並支援有效的推斷。 
 
支援 7.SP.A.2 使用來自隨機樣本的數據來推斷具有未知感興趣特徵的總體。生成相同大小的多個樣

本（或類比樣本），以衡量估計值或預測值的變化。 
 
對兩個群體進行非正式的比較推論。 
7.SP.B.3 非正式地評估具有相似變異性的兩個數值數據分佈的視覺重疊程度，通過將其表示為變異

性度量的倍數來衡量中心之間的差異。 
 
7.SP.B.4 對隨機樣本的數值數據使用中心度量和變異性度量，對兩個總體進行非正式的比較推斷。 
 

調查機會過程並開發、使用和評估概率模型。 
支援： 7.SP.C.5 理解機會事件的概率是 0 到 1 之間的數位，表示事件發生的可能性。數位越大表示

可能性越大。接近 0 的概率表示不太可能的事件，1/2 左右的概率表示既不可能也不太可能的事件

，接近 1 的概率表示可能的事件。 
 
支援： 7.SP.C.6 通過收集產生偶然事件的機會過程的數據並觀察其長期相對頻率，近似估計偶然事

件的概率，並根據概率預測近似的相對頻率。 
 
支援： 7.SP.C.7 開發概率模型並使用它來查找事件的概率。將模型的概率與觀測到的頻率進行比較;
如果協定不盡如人意，請解釋差異的可能來源。 
 
支援： 7.SP.C.8 使用有組織的清單、表格、樹形圖和模擬來查找複合事件的概率，理解複合事件的

概率只是樣本空間結果的一小部分。設計並使用模擬來生成複合事件的頻率。 

數據科學 
制定統計調查問題。 
7.DS.1 使用從人口中抽取的樣本，就更廣泛的人口提出統計調查問題。 
 
收集和考慮數據。 
7.DS.2 只有當樣本代表該群體時，理解樣本中的資訊才有效。了解數據可用於在某個時間點的不同

組之間進行比較，以及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同一個組之間進行比較。 
 
分析數據。 
7.DS.3 識別、確定和解釋中心度量（平均值和中位數）和變異性度量（範圍、四分位距）以回答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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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調查問題，使用中心和變異性度量總結數據的分佈。使用關於分佈的推理來比較基於變數的兩個

組。 
 
解釋結果。 
7.DS.4 承認超越數據進行觀察是可行的，並認識到在進行比較和/或從數據中得出結論以回答調查問

題時，樣本間的差異造成的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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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級 
數學實踐標準 

一. 理清問題，堅持不懈地解決問題。 
二. 抽象地和定量地進行推理。 
三. 構建可行的論點並批評他人的推理。 
四. 用數學建模。 
五. 戰略性地使用適當的工具。 
六. 注意精度。 
七. 尋找並利用結構。 
八. 在重複推理中尋找並表達規律性。 

數字系統 
知道有些數位是無理數，並用有理數來近似它們。 
支援：8.NS。A.1 要知道，無理數被稱為無理數。非正式地理解每個數位都有一個小數擴展;對於有

理數，靈活、高效、準確地顯示小數擴展最終重複，並將最終重複的小數擴展轉換為有理數。 
 
支援：8.NS。A.2 使用無理數的有理近似來比較無理數的大小，在數線圖上近似地定位它們，並估

計表達式的值（例如π2）。 

表達式和方程式 
使用根式和整數指數。 
優先順序：8.EE。答.1 
瞭解並應用整數指數的屬性來生成等效的數值表達式。 
 
優先順序：8.EE。答.2 
使用平方根和立方根，其中 p 是正有理數。使用平方根符號表示 x2 = p 形式的方程的解。計算小完

美正方形的平方根。使用立方根符號表示 x3 = p 形式的方程的解，並計算小完美立方體的立方根。

知道√2是非理性的。 
 
技術支援：8.EE。A.3 使用以個位數乘以 10 的整數冪表示的數位來估計非常大或非常小的數量，並

表示一個數量是另一個數量的多少倍。 
 
技術支援：8.EE。A.4 使用科學記數法表示的數字進行運算，包括同時使用十進位和科學記數法的問

題。使用科學記數法並選擇適當大小的單位進行非常大或非常小量的測量（例如，每年使用毫米進

行海底擴展）。解釋由技術生成的科學記數法。 
 
瞭解比例關係、線和線性方程之間的聯繫。 
優先順序：8.EE。乙.5 
繪製比例關係圖，將單位匯率解釋為圖的斜率。比較以不同方式表示的兩種不同的比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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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順序：8.EE。乙.6 
使用相似的三角形來解釋為什麼座標平面中非垂直線上的任意兩個不同點之間的斜率 m 相同;對於穿

過原點的線，推導方程 Y = Mx + B，對於在 B 處截取垂直軸的線，推導方程 Y = MX + B。 
 
分析和求解線性方程和聯立線性方程組。 
優先順序：8.EE。C.7 
靈活、高效、準確地求解一個變數的線性方程組，求解一個解、無限多解或無解，並求解具有有理

數係數的線性方程，其中解路徑可能需要使用分配律並組合相似項。 
 
優先順序：8.EE。C.8 
分析和靈活、高效、準確地求解聯立線性方程組，理解線性方程組的解是交點，使用各種策略（代

數、圖形、表格中的數值、口頭等）求解線性方程組在數學問題和現實世界中。 

功能 
將以前對算術的理解應用並擴展到代數表達式。 
優先順序：8.F.A.1 
理解函數是一種規則，它為每個輸入分配一個輸出。函數的圖形是由輸入和相應的輸出組成的有序

對的集合。 
 
優先順序：8.F.A.2 
比較兩個函數的屬性，每個函數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示（代數、圖形、表格中的數位或口頭描述）。 
 
優先順序：8.F.A.3 
將方程 y = mx + b 解釋為定義了一個線性函數，其圖形是一條直線;舉例說明非線性函數。 
 
使用函數對數量之間的關係進行建模。 
優先順序：8.F.B.4 
構造一個函數來對兩個量之間的線性關係進行建模。根據關係的描述或兩個 （x，y） 值確定函數的

變化率和初始值，包括從表格或圖形中讀取這些值。根據線性函數建模的情況以及其圖形或值表來

解釋線性函數的變化率和初始值。 
 
優先順序：8.F.B.5 
通過分析圖形定性地描述兩個量之間的函數關係（例如，函數增加或減少，線性或非線性）。勾勒

出一個圖表，該圖表展示了口頭描述的函數的定性特徵。 

幾何學 
使用物理模型、透明度或幾何軟體瞭解一致性和相似性。 
優先順序：8.G.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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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實驗驗證旋轉、反射和平移的屬性。 
 
優先順序：8.G.A.2 
理解一個二維圖形與另一個圖形是全等的，如果第二個圖形可以通過一系列旋轉、反射和平移從第

一個圖形中獲得;給定兩個全等圖形，描述顯示它們之間全等的序列。 
 
優先順序：8.G.A.3 
使用座標描述膨脹、平移、旋轉和反射對二維圖形的影響。 
 
優先順序：8.G.A.4 
如果可以通過一系列旋轉、反射、平移和擴張從第一個圖形中獲得第二個圖形，那麼理解二維圖形

與另一個圖形相似;給定兩個相似的二維圖形，描述一個序列，該序列表現出它們之間的相似性。 
 
優先順序：8.G.A.5 
使用非正式論證來建立關於三角形的角度和外角的事實，關於平行線被橫線切割時產生的角度，以

及三角形相似性的角度-角度標準的事實。 
 
理解並應用勾股定理。 
支援： 8.G.B.6 靈活、高效、準確地解釋勾股定理的證明及其反面。 
 
優先順序：8.G.B.7 
應用勾股定理來確定現實世界中直角三角形中的未知邊長以及二維和三維的數學問題。 
 
支援： 8.G.B.8 應用勾股定理求座標系中兩點之間的距離。 
 
解決涉及面積、表面積和體積的實際和數學問題。 
8.G.C.9 了解圓錐體、圓柱體和球體體積的公式，並使用它們來解決現實世界和數學問題。 

統計與概率 
調查雙變數數據中的關聯模式。 
支援：8.SP。A.1 構建和解釋雙變數測量數據的散點圖，以調查兩個量之間的關聯模式。描述聚類

、異常值、正關聯或負關聯、線性關聯和非線性關聯等模式。 
 
支援：8.SP。A.2 知道直線被廣泛用於對兩個定量變數之間的關係進行建模。對於暗示線性關聯的

散點圖，非正式地擬合一條直線，並通過判斷數據點與線的接近程度來非正式地評估模型擬合。 
 
支援：8.SP。A.3 使用線性模型的方程來解決雙變數測量數據中的問題，解釋斜率和截距。 
 
支援：8.SP。A.4 通過在雙向表中顯示頻率和相對頻率，也可以在雙變數分類數據中看到關聯模式

。構建和解釋一個雙向表，該表匯總了從相同主題收集的兩個分類變數的數據。使用為行或列計算

的相對頻率來描述兩個變數之間可能存在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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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科學 
制定統計調查問題。 
8.DS.1 制定統計調查問題，以闡明研究主題並揭示在雙變數分類數據中看到的關聯模式，即一個研

究主題可能存在多個調查問題，並且必須考慮背景。 
 
收集和考慮數據。 
8.DS.2 瞭解如何查詢數據以確定數據是如何收集的，從誰那裡收集的，數據中有哪些類型的變數，

如何測量變數，以及變數的可能結果。 
 
分析數據。 
8.DS.3 創建有關數據集的數據可視化。以適當的方式組織和呈現數據，包括表格和散點圖，並結合

其他有助於講述故事和支持數據聲明的相關信息。 
 
解釋結果。 
8.DS.4 在樣本之外進行推廣，為結論提供統計證據，確保解決樣本的局限性，在數據中得到證明。

考慮結果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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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 （HS） 學分 1 和 2 
學生的學分 1 和 2 數學選擇應與他們的高中及以後計劃保持一致，並與與代數 1 或幾何或綜合數學 
1 或 2 的課程等效性保持一致。 
OSPI 承認，學分 1 和 2 等效項可以設計用於解決本檔中的任何標準組合，或此處未說明的其他共同

核心數學標準，這些標準在每一年的複雜性和深度都會增加。 

數學實踐標準 
一. 理清問題，堅持不懈地解決問題。 
二. 抽象地和定量地進行推理。 
三. 構建可行的論點並批評他人的推理。 
四. 用數學建模。 
五. 戰略性地使用適當的工具。 
六. 注意精度。 
七. 尋找並利用結構。 
八. 在重複推理中尋找並表達規律性。 

數量 ─ 數量 

實數系統 
將指數的性質擴展到有理指數。 
優先順序：N.RN。答.1 
靈活、高效、準確地解釋有理指數的含義定義是如何通過使用各種策略將整數指數的性質擴展到這

些值來實現的，從而允許根據有理指數對根式進行表示法。 
 
優先順序：N.RN。答.2 
使用指數的屬性重寫涉及根式和有理指數的表達式。使用有理數和無理數的屬性。 
 
使用有理數和無理數的屬性。 
N.RN.B.3 解釋為什麼兩個有理數的和或乘積是有理數;一個有理數和一個無理數之和是無理數;非零

有理數和一個無理數的乘積是無理數。 

數量 
定量推理，用單位解決問題。 
優先順序：N.Q.A.1 
使用單元作為理解問題和指導多步驟問題解決的一種方式;在公式中一致地選擇和解釋單位;在圖形和

數據顯示中選擇和解釋比例和原點。 
 
優先順序：N.Q.A.2 
為描述性建模定義適當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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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順序：N.Q.A.3 
在報告數量時，選擇適合測量限制的精度級別。 

代數 

在表達式中查看結構  
解釋表達式的結構。 
優先順序：A.SSE。答.1a 
根據線性函數、指數函數和二次函數中的上下文來解釋表示量的表達式。 
 
優先順序：A.SSE。答.2 
使用表達式的結構來確定在指數函數和二次函數中重寫表達式的方法。 
 
以等效形式編寫表達式以解決問題。 
優先順序：A.SSE。B.3a、c型 
靈活、高效、準確地創建表達式的等效形式，以揭示和解釋表達式所表示的數量的性質，包括因式

分解二次表達式，並使用指數的性質創建指數表達式的等效形式，以揭示函數中感興趣的屬性。 

多項式和有理表達式的算術  
對多項式執行算術運算。 
A.4月A.1 靈活、高效、準確地證明多項式構成一個類似於整數的系統，即在加、減、乘運算下，多

項式是閉合的;多項式的加、減、乘。 

創建方程式 
創建描述數位或關係的方程式。 
優先次序：A.CED。答.1 
靈活、高效、準確地在一個變數中創建方程和不等式，並使用它們來解決問題。包括由線性函數、

二次函數和指數函數產生的方程。 
 
優先次序：A.CED。答.2 
靈活、高效、準確地創建線性、二次、指數方程來表示數量之間的關係;在座標軸上用標籤和刻度繪

製方程式。 
 
優先次序：A.CED。答.3 
通過方程或不等式以及方程組和/或不等式表示約束，並在線性、二次和指數方程的建模上下文中將

解解釋為可行或不可行選項。 
 
優先次序：A.CED。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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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高效、準確地重新排列公式以突出感興趣的數量，使用與求解線性、二次和指數方程中的方

程相同的推理。 

用方程和不等式進行推理 
將求解方程理解為一個推理過程，並解釋推理過程。 
優先順序：A.REI。答.1 
從假設原始方程有解開始，根據上一步所斷言的數位相等性，靈活、高效、準確地選擇和演示求解

方程的策略的使用，解釋求解方程的每一步。構建一個可行的論據來證明解決方案的合理性。 
 
在一個變數中求解方程和不等式。 
優先順序：A.REI。乙.3 
求解一個變數中的線性方程和不等式，包括係數用字母表示的方程。 
 
A.REI.B.4b 通過檢查、取平方根和根據方程的初始形式進行適當的分解來求解一個變數的二次方程

。 
 
求解方程組。 
A.REI.C.5 演示使用各種策略，給定一個由兩個變數中的兩個方程組成的系統，用該方程之和以及另

一個方程的倍數替換一個方程，產生一個具有相同解的系統。 
 
A.REI.C.6 靈活、高效、準確地求解線性方程組的精確和近似（例如，使用圖形），重點關注兩個變

數中的線性方程對。 
 
A.REI.C.7 靈活、高效、準確地以代數和圖形方式求解由線性方程組和兩個變數的二次方程組成的簡

單系統。 
 
以圖形方式表示和求解方程和不等式。 
優先順序：A.REI。D.10 
理解兩個變數的方程圖是在座標平面上繪製的所有解的集合，通常形成一條曲線（可以是一條線）

。 
 
優先順序：A.REI。D.11 
使用各種策略解釋方程的圖形和相交點的點的 x 座標，其中方程的圖形和相交是方程的解;近似地找

到解決方案，例如，使用技術來繪製函數、製作值表或找到連續的近似值。包括 and/or 為線性、指

數和二次的情況。𝑦𝑦 =  𝑓𝑓(𝑥𝑥)𝑦𝑦 =  𝑔𝑔(𝑥𝑥)𝑓𝑓(𝑥𝑥)  =  𝑔𝑔(𝑥𝑥)𝑓𝑓(𝑥𝑥)𝑔𝑔(𝑥𝑥) 
 
優先順序：A.REI。D.12 
將兩個變數中的線性不等式的解繪製為半平面（在嚴格不等式的情況下不包括邊界），並將兩個變

數中的線性不等式系統的解集繪製為相應半平面的交點。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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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函數 
理解函數的概念並使用函數表示法。 
優先順序：F.IF。答.1 
理解從一個集合（稱為域）到另一個集合（稱為範圍）的函數將恰好分配給域的每個元素。If 是一

個函數，x 是其域的一個元素，則表示 f 對應於輸入的輸出。f 的圖形是方程的圖形。𝑓𝑓𝑓𝑓(𝑥𝑥)𝑥𝑥𝑦𝑦 =
 𝑓𝑓(𝑥𝑥) 
 
優先順序：F.IF。答.2 
使用函數表示法，評估函數在其域中的輸入，並根據上下文解釋使用函數表示法的語句。 
 
優先順序：F.IF。答.3 
認識到序列是函數，有時是遞歸定義的，其域是整數的子集。 
 
根據上下文解釋應用程式中出現的函數。 
優先順序：F.IF。乙.4 
對於在上下文中對兩個量之間的關係進行建模的函數，請根據數量解釋圖形和表格的關鍵特徵，並

草繪顯示關鍵特徵的圖形，並給出關係的口頭描述。主要功能包括攔截;功能增加、減少、正向或負

向的間隔;相對最大值和最小值;函數的對稱性，包括線性、指數和二次。 
 
優先順序：F.IF。乙.5 
將函數的域與其圖形相關聯，並在適用的情況下，將其與它在線性、指數或二次上下文中描述的定

量關係相關聯。 
 
優先順序：F.IF。乙.6 
計算和解釋函數（以符號形式表示或以表格形式表示）在指定時間間隔內的平均變化率。從圖表中

估計變化率。 
 
使用不同的表示形式分析函數。 
優先順序：F.IF。C.7a、e 
圖形線性、指數和二次函數以符號形式表示，並顯示圖形的關鍵特徵，包括截距、最大值、最小值
，以及在簡單情況下手動解釋指數函數的結束行為，在更複雜的情況下使用技術。 
 
優先順序：F.IF。C.8 
靈活、高效、準確地編寫由表達式定義的函數，以不同但等效的形式，以揭示和解釋函數的不同屬

性，包括零和對稱性，使用因式分解來表示二次函數和整數常數，用於具有指數增長和衰減的時間

。 
 
優先順序：F.IF。C.9 
比較兩個函數的屬性，每個函數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示（代數、圖形、表格中的數位或口頭描述）。

函數可以是線性函數、指數函數或二次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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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一個函數，用於對兩個量之間的關係進行建模。 
優先順序：F.BF。A.1a、b 
靈活、高效、準確地編寫一個函數，描述兩個量之間的關係，包括上下文中的線性和指數算術和幾

何序列。 
 
F.BF.A.2 遞歸和使用顯式公式編寫算術和幾何序列，使用它們來模擬線性和指數情況，並在兩種形

式之間進行轉換。 
 
從現有函數構建新函數。 
F.BF.B.3 確定用f（x）+k、k替換f（x）、f（x）、f（kx）和f（x+k）對k的特定值（包括正值和負值

）對圖形的影響;找出給定圖中的k值。使用各種策略，對案例進行實驗，並使用技術說明對圖形的影

響。 

線性、二次和指數模型 
構建和比較線性、二次和指數模型並解決問題。 
優先順序：F.LE。A.1a、b、c 
區分可以使用線性函數（相等間隔內的相等差異）和指數函數（相等間隔內的相等因數）建模的情

況，識別每個單位間隔的恆定速率，以及通過每個單位間隔的恆定百分比速率來增長或衰減的情況

。 
 
F.LE.A.2 靈活、高效、準確地構造線性函數和指數函數，給定一個圖形、一個關係的描述或兩個輸

入輸出對（包括從表格中讀取這些）。 
 
F.LE.A.3 使用圖表觀察，指數增長的數量最終會超過線性、二次次增長的數量。 
 
根據函數建模的情況來解釋函數的表達式。 
F.LE.B.5 根據上下文解釋線性或指數函數中的參數。 

幾何學 

一致 
試驗平面中的變換。 
優先順序：G.CO。答.1 
根據點、線、沿線的距離和圍繞圓弧的距離的未定義概念，瞭解角度、圓、垂直線、平行線和線段

的精確定義。 
 
優先順序：G.CO。答.2 
靈活、高效、準確地表示平面中的變換，例如透明度和幾何軟體;將轉換描述為將平面中的點作為輸

入並給出其他點作為輸出的函數。將保留距離和角度的變換與不保留距離和角度的變換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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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平移與水準拉伸）。 
 
優先順序：G.CO。答.3 
給定一個矩形、平行四邊形、梯形或正多邊形，描述將其傳遞到自身上的旋轉和反射。 
 
優先順序：G.CO。答.4 
根據角度、圓、垂直線、平行線和線段來定義旋轉、反射和平移。 
 
優先順序：G.CO。乙.5 
給定一個幾何圖形和旋轉、反射或平移，使用方格紙、描圖紙或幾何軟體等繪製變換后的圖形。靈

活、高效、準確地指定一系列轉換，這些轉換將把一個給定的數位帶到另一個數位上。 
 
從剛性運動的角度理解同餘。 
優先順序：G.CO。乙.6 
使用剛性運動的幾何描述來變換圖形並預測給定剛性運動對給定圖形的影響;給定兩個圖形，使用剛

性運動的全等定義來確定它們是否全等。 
 
優先順序：G.CO。乙.7 
使用剛運動的同余定義來表明兩個三角形是全等的，當且僅當對應的邊對和相應的角對全等。 
 
優先順序：G.CO。乙.8 
解釋三角形同餘的標準（ASA、SAS 和 SSS）如何從剛性運動的同等定義中得出。 
 
解決涉及面積、表面積和體積的實際和數學問題。 
優先順序：G.CO。C.9 
靈活、高效、準確地證明關於直線和角度的定理：垂直、橫向、交替內外、垂直平分線等。 
 
優先順序：G.CO。C.10 
靈活、高效、準確地證明關於三角形的定理：內角、底角、連接兩條邊的中點的線段和三角形的中

點。 
 
G.CO.C.11 靈活、高效、準確地證明平行四邊形定理：對邊和對角的全等、對角線的性質。 
 
進行幾何構造。 
G.CO.D.12 使用各種工具和方法製作正式的幾何結構。 
 
G.CO.D.13 構造一個等邊三角形、一個正方形和一個內切在圓中的正六邊形。 

相似性、直角三角形和三角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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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相似性轉換的角度理解相似性。 
G.SRT.A.1a， b 通過實驗驗證中心和比例因數給出的擴張屬性，方法是觀察受擴張中心影響的線會

發生什麼以及比例因數如何影響線段。 
 
G.SRT.A.2 給定兩個圖形，使用相似性變換的相似性定義來判斷它們是否相似;使用相似性變換解釋

三角形的相似性的含義，即所有對應角對的相等性和所有對應邊對的比例性。 
 
G.SRT.A.3 使用相似性變換的屬性來建立兩個三角形相似的 AA 標準。 
 
證明涉及相似性的定理 
優先順序:G.SRT。乙.4 
靈活、高效、準確地證明關於三角形的定理：比例性、三角形相似性和勾股定理。 
 
優先順序:G.SRT。乙.5 
靈活、高效、準確地使用三角形的同餘和相似性準則來解決問題並證明幾何圖形中的關係。 
 
定義三角比並解決涉及直角三角形的問題。 
優先順序:G.SRT。C.6 
理解通過相似性，直角三角形中的邊比是三角形中角的屬性，從而定義了銳角的三角比。 
 
優先順序:G.SRT。C.7 
解釋並使用互補角的正弦和餘弦之間的關係。 
 
優先順序:G.SRT。C.8 
使用三角比和勾股定理求解應用問題中的直角三角形。 

圈 
理解並應用有關圓的定理。 
G.C.A.1 靈活、高效、準確地證明所有圓都是相似的。 
 
G.C.A.2 識別和描述內切角、半徑和弦之間的關係，包括圓內形成的角度、圓的半徑和圓內的線段是

如何相關的。瞭解特殊情況，包括由直徑形成的角度以及圓的邊緣如何與其半徑相互作用。 
 
G.C.A.3 構造三角形的內切圓和外切圓，並靈活、高效、準確地證明圓內切的四邊形的角度性質。 
 
求圓的弧長度和扇區面積。 
G.C.B.5 利用相似性推匯出被角度截取的弧的長度與半徑成正比的事實，並將角度的弧度量定義為比

例常數;推導出扇形面積的公式。 

用方程式表示幾何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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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幾何描述和圓錐截面的方程之間進行轉換。 
G.GPE的。A.1 使用勾股定理推導給定中心和半徑的圓的方程。 
 
使用座標以代數方式證明簡單的幾何定理。 
G.GPE的。B.4 使用座標用代數方式證明簡單的幾何定理。 
 
G.GPE的。B.5 證明平行線和垂直線的斜率準則，並利用它們來解決幾何問題（例如，找到平行或垂

直於通過給定點的給定線的方程）。 
 
G.GPE的。B.6 在兩個給定點之間的有向線段上找到以給定比率劃分該線段的點。 
 
G.GPE的。B.7 使用座標計算多邊形的周長以及三角形和矩形的面積，例如，使用距離公式。 

幾何測量和尺寸 
解釋體積公式並使用它來解決問題。 
G.GMD的。A.1 對圓的周長、圓的面積、圓柱體的體積、金字塔和圓錐體的公式進行非正式的論證

。 
 
G.GMD的。A.3 使用圓柱體、金字塔、圓錐體和球體的體積公式來解決問題。 
 
可視化二維和三維對象之間的關係。 
G.GMD.B.4 識別三維物體的二維截面形狀，識別二維物體旋轉產生的三維物體。 

使用幾何圖形建模 
在建模情況下應用幾何概念。 
G.MG.A.1 使用幾何形狀、它們的度量和它們的屬性來描述物件（例如，將樹幹或人體軀幹建模為圓

柱體）。 
 
G.MG.A.2 在建模情況中應用基於面積和體積的密度概念（例如，每平方英里的人數，每立方英尺的 
BTU）。 
 
G.MG.A.3 應用幾何方法解決設計問題（例如，設計對象或結構以滿足物理約束或最小化成本;使用

基於比率的印刷網格系統）。 

統計與概率 

解釋分類和定量數據 
匯總、表示和解釋單個計數或測量變數的數據。 
S.ID.A.1 用實數線上的繪圖（點圖、直方圖和箱形圖）表示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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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順序：S.ID.A.2 
使用適合數據分佈形狀的統計量來比較兩個或多個不同數據集的中心（中位數、平均值）和分佈（

四分位距、標準差）。 
 
S.ID.A.3 在數據集的背景下解釋形狀、中心和分佈的差異，考慮極端數據點（異常值）的可能影響

。 
 
總結、表示和解釋兩個分類變數和定量變數的數據。 
S.ID.B.5 在雙向頻率表中匯總兩個類別的分類數據。在數據上下文中解釋相對頻率（包括聯合、邊

際和條件相對頻率）。識別數據中可能的關聯和趨勢。 
 
S.ID.B.6a， b， c 在散點圖上表示兩個定量變數的數據，並通過將函數擬合到數據並解釋數據中的

趨勢和關係，描述這些變數如何與在上下文中解決問題相關聯。 
 
解釋線性模型。 
優先順序：S.ID.C.7 
在數據上下文中解釋線性模型的斜率（變化率）和截距（常數項）。 
 
S.ID.C.8 計算（使用技術）並解釋線性擬合的相關係數。 
 
S.ID.C.9 區分相關性和因果關係。 

條件概率和概率規則 
了解獨立性和條件概率，並使用它來解釋數據。 
S.CP公司A.1 使用結果的特徵（或類別）將事件描述為樣本空間（結果集）的子集，或作為其他事

件的結合、交叉或補充（“或”、“和”、“非”）。 
 
S.CP公司A.2 如果 A 和 B 一起發生的概率是它們的概率乘積，則理解兩個事件 A 和 B 是獨立的，並

使用此表徵來確定它們是否獨立。 
 
S.CP公司A.3 理解給定的條件概率，並將 和 的獨立性解釋為，即給定的條件概率與 的概率相同，給

定的條件概率與 的概率相同。𝐴𝐴𝐴𝐴 𝑃𝑃(𝐴𝐴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𝐵𝐵),
𝑃𝑃(𝐵𝐵)

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 
 
S.CP公司A.4 當兩個類別與每個被分類對象相關聯時，構造和解釋雙向頻率數據表。使用雙向表作

為樣本空間來確定事件是否獨立，並近似條件概率。 
 
S.CP公司A.5 在日常語言和日常情境中認識並解釋條件概率和獨立性的概念。 
 
使用概率規則來計算複合事件的概率。 
S.CP.B.6 找出給定 B 的 A 的條件概率，作為 B 的結果的一部分，這些結果也屬於 A，並根據模型解

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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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P.B.7 應用加法規則，並根據模型解釋答案。𝑃𝑃(𝐴𝐴 𝑜𝑜𝑜𝑜 𝐴𝐴)  =  𝑃𝑃(𝐴𝐴)  +  𝑃𝑃(𝐴𝐴)  −  𝑃𝑃(𝐴𝐴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𝐴𝐴), 

數據科學 
制定統計調查問題。 
HS.DS.1 制定多變數統計調查問題，確定如何收集數據並提供答案，在提出問題時考慮因果關係和

預測。 
 
收集和考慮數據。 
HS.DS.2 瞭解收集數據時的偏倚和混雜變數問題及其對解釋的影響。瞭解收集和處理數據的做法，

包括敏感資訊和對隱私的擔憂，以及這可能如何影響數據收集。 
 
分析數據。 
HS.DS.3 使用技術創建和分析數據集和數據顯示，包括但不限於散點圖、回歸、直方圖和箱線圖，

以排序或過濾數據、總結和描述定量變數之間的關係。 
 
解釋結果。 
HS.DS.4 承認缺失數據值的存在，並理解缺失值如何可能增加分析和解釋的偏差。檢查並討論對觀

察到的數據趨勢的相互競爭的解釋，例如混淆變數。對不同社區群體的數據的相互競爭的論點或解

釋做出回應，密切關注數據支援的結論，同時考慮到相關性與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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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數 1 
數學實踐標準 

一. 理清問題，堅持不懈地解決問題。 
二. 抽象地和定量地進行推理。 
三. 構建可行的論點並批評他人的推理。 
四. 用數學建模。 
五. 戰略性地使用適當的工具。 
六. 注意精度。 
七. 尋找並利用結構。 
八. 在重複推理中尋找並表達規律性。 

數量 ─ 數量 

實數系統 
將指數的性質擴展到有理指數。 
優先順序：N.RN。答.1 
靈活、高效、準確地解釋有理指數的含義定義是如何通過使用各種策略將整數指數的性質擴展到這

些值來實現的，從而允許根據有理指數對根式進行表示法。 
 
優先順序：N.RN。答.2 
使用指數的屬性重寫涉及根式和有理指數的表達式。使用有理數和無理數的屬性。 
 
使用有理數和無理數的屬性。 
N.RN.B.3 解釋為什麼兩個有理數的和或乘積是有理數;一個有理數和一個無理數之和是無理數;非零

有理數和一個無理數的乘積是無理數。 

數量 
定量推理，用單位解決問題。 
優先順序：N.Q.A.1 
使用單元作為理解問題和指導多步驟問題解決的一種方式;在公式中一致地選擇和解釋單位;在圖形和

數據顯示中選擇和解釋比例和原點。 
 
優先順序：N.Q.A.2 
為描述性建模定義適當的數量。 
 
優先順序：N.Q.A.3 
在報告數量時，選擇適合測量限制的精度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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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數 

在表達式中查看結構  
解釋表達式的結構。 
優先順序：A.SSE。答.1a 
根據線性函數、指數函數和二次函數中的上下文來解釋表示量的表達式。 
 
優先順序：A.SSE。答.2 
使用表達式的結構來確定在指數函數和二次函數中重寫表達式的方法。 
 
以等效形式編寫表達式以解決問題。 
優先順序：A.SSE。B.3a、c型 
靈活、高效、準確地創建表達式的等效形式，以揭示和解釋表達式所表示的數量的性質，包括因式

分解二次表達式，並使用指數的性質創建指數表達式的等效形式，以揭示函數中感興趣的屬性。 

多項式和有理表達式的算術  
對多項式執行算術運算。 
A.4月A.1 靈活、高效、準確地證明多項式構成一個類似於整數的系統，即在加、減、乘運算下，多

項式是閉合的;多項式的加、減、乘。 

創建方程式 
創建描述數位或關係的方程式。 
優先次序：A.CED。答.1 
靈活、高效、準確地在一個變數中創建方程和不等式，並使用它們來解決問題。包括由線性函數、

二次函數和指數函數產生的方程。 
 
優先次序：A.CED。答.2 
靈活、高效、準確地創建線性、二次、指數方程來表示數量之間的關係;在座標軸上用標籤和刻度繪

製方程式。 
 
優先次序：A.CED。答.3 
通過方程或不等式以及方程組和/或不等式表示約束，並在線性、二次和指數方程的建模上下文中將

解解釋為可行或不可行選項。 
 
優先次序：A.CED。答.4 
靈活、高效、準確地重新排列公式以突出感興趣的數量，使用與求解線性、二次和指數方程中的方

程相同的推理。 

用方程和不等式進行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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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求解方程理解為一個推理過程，並解釋推理過程。 
優先順序：A.REI。答.1 
從假設原始方程有解開始，根據上一步所斷言的數位相等性，靈活、高效、準確地選擇和演示求解

方程的策略的使用，解釋求解方程的每一步。構建一個可行的論據來證明解決方案的合理性。 
 
在一個變數中求解方程和不等式。 
優先順序：A.REI。乙.3 
靈活、高效、準確地求解一個變數中的線性方程和不等式，包括係數用字母表示的方程。 
 
A.REI.B.4b 通過檢查、取平方根和根據方程的初始形式進行適當的分解來求解一個變數的二次方程

。 
 
求解方程組。 
A.REI.C.5 演示使用各種策略，給定一個由兩個變數中的兩個方程組成的系統，用該方程之和以及另

一個方程的倍數替換一個方程，產生一個具有相同解的系統。 
 
A.REI.C.6 靈活、高效、準確地求解線性方程組的精確和近似（例如，使用圖形），重點關注兩個變

數中的線性方程對。 
 
A.REI.C.7 靈活、高效、準確地以代數和圖形方式求解由線性方程組和兩個變數的二次方程組成的簡

單系統。 
 
以圖形方式表示和求解方程和不等式。 
優先順序：A.REI。D.10 
理解兩個變數的方程圖是在座標平面上繪製的所有解的集合，通常形成一條曲線（可以是一條線）

。 
 
優先順序：A.REI。D.11 
使用各種策略解釋方程的圖形和相交點的點的 x 座標，其中方程的圖形和相交是方程的解;近似地找

到解決方案，例如，使用技術來繪製函數、製作值表或找到連續的近似值。包括 and/or 為線性、指

數和二次的情況。𝑦𝑦 =  𝑓𝑓(𝑥𝑥)𝑦𝑦 =  𝑔𝑔(𝑥𝑥)𝑓𝑓(𝑥𝑥)  =  𝑔𝑔(𝑥𝑥)𝑓𝑓(𝑥𝑥)𝑔𝑔(𝑥𝑥) 
 
優先順序：A.REI。D.12 
將兩個變數中的線性不等式的解繪製為半平面（在嚴格不等式的情況下不包括邊界），並將兩個變

數中的線性不等式系統的解集繪製為相應半平面的交點。 

功能 

解釋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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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函數的概念並使用函數表示法。 
優先順序：F.IF。答.1 
理解從一個集合（稱為域）到另一個集合（稱為範圍）的函數將恰好分配給域的每個元素。If 是一

個函數，x 是其域的一個元素，則表示 f 對應於輸入的輸出。f 的圖形是方程的圖形。𝑓𝑓𝑓𝑓(𝑥𝑥)𝑥𝑥𝑦𝑦 =
 𝑓𝑓(𝑥𝑥) 
 
優先順序：F.IF。答.2 
使用函數表示法，評估函數在其域中的輸入，並根據上下文解釋使用函數表示法的語句。 
 
優先順序：F.IF。答.3 
認識到序列是函數，有時是遞歸定義的，其域是整數的子集。 
 
根據上下文解釋應用程式中出現的函數。 
優先順序：F.IF。乙.4 
對於在上下文中對兩個量之間的關係進行建模的函數，請根據數量解釋圖形和表格的關鍵特徵，並

草繪顯示關鍵特徵的圖形，並給出關係的口頭描述。主要功能包括攔截;功能增加、減少、正向或負

向的間隔;相對最大值和最小值;函數的對稱性，包括線性、指數和二次。 
 
優先順序：F.IF。乙.5 
將函數的域與其圖形相關聯，並在適用的情況下將其與它在上下文中描述的定量關係相關聯。 
 
優先順序：F.IF。乙.6 
計算和解釋函數（以符號形式表示或以表格形式表示）在指定時間間隔內的平均變化率。從圖表中

估計變化率。 
 
使用不同的表示形式分析函數。 
優先順序：F.IF。C.7a、e 
圖形線性、指數和二次函數以符號形式表示，並顯示圖形的關鍵特徵，包括截距、最大值、最小值
，以及在簡單情況下手動解釋指數函數的結束行為，在更複雜的情況下使用技術。 
 
優先順序：F.IF。C.8 
靈活、高效、準確地編寫由表達式定義的函數，以不同但等效的形式，以揭示和解釋函數的不同屬

性，包括零和對稱性，使用因式分解來表示二次函數和整數常數，用於具有指數增長和衰減的時間

。 
 
優先順序：F.IF。C.9 
比較兩個函數的屬性，每個函數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示（代數、圖形、表格中的數位或口頭描述）。

函數可以是線性函數、指數函數或二次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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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一個函數，用於對兩個量之間的關係進行建模。 
優先順序：F.BF。A.1a、b 
靈活、高效、準確地編寫一個函數，描述兩個量之間的關係，包括上下文中的線性和指數算術和幾

何序列。 
 
F.BF.A.2 遞歸和使用顯式公式編寫算術和幾何序列，使用它們來模擬線性和指數情況，並在兩種形

式之間進行轉換。 
 
從現有函數構建新函數。 
F.BF.B.3 確定用f（x）+k、k替換f（x）、f（x）、f（kx）和f（x+k）對k的特定值（包括正值和負值

）對圖形的影響;找出給定圖中的k值。使用各種策略，對案例進行實驗，並使用技術說明對圖形的影

響。 

線性、二次和指數模型 
構建和比較線性、二次和指數模型並解決問題。 
優先順序：F.LE。A.1a、b、c 
區分可以使用線性函數（相等間隔內的相等差異）和指數函數（相等間隔內的相等因數）建模的情

況，識別每個單位間隔的恆定速率，以及通過每個單位間隔的恆定百分比速率來增長或衰減的情況

。 
 
F.LE.A.2 靈活、高效、準確地構造線性函數和指數函數，給定一個圖形、一個關係的描述或兩個輸

入輸出對（包括從表格中讀取這些）。 
 
F.LE.A.3 使用圖表觀察，指數增長的數量最終會超過線性、二次次增長的數量。 
 
根據函數建模的情況來解釋函數的表達式。 
F.LE.A.5 根據上下文解釋線性或指數函數中的參數。 

統計與概率 

解釋分類和定量數據 
匯總、表示和解釋單個計數或測量變數的數據。 
S.ID.A.1 用實數線上的繪圖（點圖、直方圖和箱形圖）表示數據。 
 
優先順序：S.ID.A.2 
使用適合數據分佈形狀的統計量來比較兩個或多個不同數據集的中心（中位數、平均值）和分佈（

四分位距、標準差）。 
 
S.ID.A.3 在數據集的背景下解釋形狀、中心和分佈的差異，考慮極端數據點（異常值）的可能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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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表示和解釋兩個分類變數和定量變數的數據。 
S.ID.B.5 在雙向頻率表中匯總兩個類別的分類數據。在數據上下文中解釋相對頻率（包括聯合、邊

際和條件相對頻率）。識別數據中可能的關聯和趨勢。 
 
S.ID.B.6a， b， c 在散點圖上表示兩個定量變數的數據，並通過將函數擬合到數據並解釋數據中的

趨勢和關係，描述這些變數如何與在上下文中解決問題相關聯。 
 
解釋線性模型。 
優先順序：S.ID.C.7 
在數據上下文中解釋線性模型的斜率（變化率）和截距（常數項）。 
 
S.ID.C.8 計算（使用技術）並解釋線性擬合的相關係數。 
 
S.ID.C.9 區分相關性和因果關係。 

數據科學 
制定統計調查問題。 
HS.DS.1 制定多變數統計調查問題，確定如何收集數據並提供答案，在提出問題時考慮因果關係和

預測。 
 
收集和考慮數據。 
HS.DS.2 瞭解收集數據時的偏倚和混雜變數問題及其對解釋的影響。瞭解收集和處理數據的做法，

包括敏感資訊和對隱私的擔憂，以及這可能如何影響數據收集。 
 
分析數據。 
HS.DS.3 使用技術創建和分析數據集和數據顯示，包括但不限於散點圖、回歸、直方圖和箱線圖，

以排序或過濾數據、總結和描述定量變數之間的關係。 
 
解釋結果。 
HS.DS.4 承認缺失數據值的存在，並理解缺失值如何可能增加分析和解釋的偏差。檢查並討論對觀

察到的數據趨勢的相互競爭的解釋，例如混淆變數。對不同社區群體的數據的相互競爭的論點或解

釋做出回應，密切關注數據支援的結論，同時考慮到相關性與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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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何學 
數學實踐標準 

一. 理清問題，堅持不懈地解決問題。 
二. 抽象地和定量地進行推理。 
三. 構建可行的論點並批評他人的推理。 
四. 用數學建模。 
五. 戰略性地使用適當的工具。 
六. 注意精度。 
七. 尋找並利用結構。 
八. 在重複推理中尋找並表達規律性。 

幾何學 

一致 
試驗平面中的變換。 
優先順序：G.CO。答.1 
根據點、線、沿線的距離和圍繞圓弧的距離的未定義概念，瞭解角度、圓、垂直線、平行線和線段

的精確定義。 
 
優先順序：G.CO。答.2 
靈活、高效、準確地表示平面中的變換，例如透明度和幾何軟體;將轉換描述為將平面中的點作為輸

入並給出其他點作為輸出的函數。將保留距離和角度的變換與不保留距離和角度的變換進行比較（

例如，平移與水準拉伸）。 
 
優先順序：G.CO。答.3 
給定一個矩形、平行四邊形、梯形或正多邊形，描述將其傳遞到自身上的旋轉和反射。 
 
優先順序：G.CO。答.4 
根據角度、圓、垂直線、平行線和線段來定義旋轉、反射和平移。 
 
優先順序：G.CO。乙.5 
給定一個幾何圖形和旋轉、反射或平移，使用方格紙、描圖紙或幾何軟體等繪製變換后的圖形。靈

活、高效、準確地指定一系列轉換，這些轉換將把一個給定的數位帶到另一個數位上。 
 
從剛性運動的角度理解同餘。 
優先順序：G.CO。乙.6 
使用剛性運動的幾何描述來變換圖形並預測給定剛性運動對給定圖形的影響;給定兩個圖形，使用剛

性運動的全等定義來確定它們是否全等。 
 
優先順序：G.CO。乙.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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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剛運動的同余定義來表明兩個三角形是全等的，當且僅當對應的邊對和相應的角對全等。 
 
優先順序：G.CO。乙.8 
解釋三角形同餘的標準（ASA、SAS 和 SSS）如何從剛性運動的同等定義中得出。 
 
解決涉及面積、表面積和體積的實際和數學問題。 
優先順序：G.CO。C.9 
靈活、高效、準確地證明關於直線和角度的定理：垂直、橫向、交替內外、垂直平分線等。 
 
優先順序：G.CO。C.10 
靈活、高效、準確地證明關於三角形的定理：內角、底角、連接兩條邊的中點的線段和三角形的中

點。 
 
G.CO.C.11 靈活、高效、準確地證明平行四邊形定理：對邊和對角的全等、對角線的性質。 
 
進行幾何構造。 
G.CO.D.12 使用各種工具和方法製作正式的幾何結構。 
 
G.CO.D.13 構造一個等邊三角形、一個正方形和一個內切在圓中的正六邊形。 

相似性、直角三角形和三角函數 
從相似性轉換的角度理解相似性。 
G.SRT.A.1a， b 通過實驗驗證中心和比例因數給出的擴張屬性，方法是觀察受擴張中心影響的線會

發生什麼以及比例因數如何影響線段。 
 
G.SRT.A.2 給定兩個圖形，使用相似性變換的相似性定義來判斷它們是否相似;使用相似性變換解釋

三角形的相似性的含義，即所有對應角對的相等性和所有對應邊對的比例性。 
 
G.SRT.A.3 使用相似性變換的屬性來建立兩個三角形相似的 AA 標準。 
 
證明涉及相似性的定理。 
優先順序:G.SRT。乙.4 
靈活、高效、準確地證明關於三角形的定理：比例性、三角形相似性和勾股定理。 
 
優先順序:G.SRT。乙.5 
靈活、高效、準確地使用三角形的同餘和相似性準則來解決問題並證明幾何圖形中的關係。 
 
定義三角比並解決涉及直角三角形的問題。 
優先順序:G.SRT。C.6 
理解通過相似性，直角三角形中的邊比是三角形中角的屬性，從而定義了銳角的三角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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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順序:G.SRT。C.7 
解釋並使用互補角的正弦和餘弦之間的關係。 
 
優先順序:G.SRT。C.8 
使用三角比和勾股定理求解應用問題中的直角三角形。 

圈 
理解並應用有關圓的定理。 
G.C.A.1 靈活、高效、準確地證明所有圓都是相似的。 
 
G.C.A.2 識別和描述內切角、半徑和弦之間的關係，包括圓內形成的角度、圓的半徑和圓內的線段是

如何相關的。瞭解特殊情況，包括由直徑形成的角度以及圓的邊緣如何與其半徑相互作用。 
 
G.C.A.3 構造三角形的內切圓和外切圓，並靈活、高效、準確地證明圓內切的四邊形的角度性質。 
 
求圓的弧長度和扇區面積。 
G.C.B.5 利用相似性推匯出被角度截取的弧的長度與半徑成正比的事實，並將角度的弧度量定義為比

例常數;推導出扇形面積的公式。 

用方程式表示幾何屬性 
在幾何描述和圓錐截面的方程之間進行轉換。 
G.GPE的。A.1 使用勾股定理推導給定中心和半徑的圓的方程。 
 
使用座標以代數方式證明簡單的幾何定理。 
G.GPE的。B.4 使用座標用代數方式證明簡單的幾何定理。 
 
G.GPE的。B.5 證明平行線和垂直線的斜率準則，並利用它們來解決幾何問題（例如，找到平行或垂

直於通過給定點的給定線的方程）。 
 
G.GPE的。B.6 在兩個給定點之間的有向線段上找到以給定比率劃分該線段的點。 
 
G.GPE的。B.7 使用座標計算多邊形的周長以及三角形和矩形的面積，例如，使用距離公式。 

幾何測量和尺寸 
解釋體積公式並使用它來解決問題。 
G.GMD的。A.1 對圓的周長、圓的面積、圓柱體的體積、金字塔和圓錐體的公式進行非正式的論證

。 
 
G.GMD的。A.3 使用圓柱體、金字塔、圓錐體和球體的體積公式來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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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視化二維和三維對象之間的關係。 
G.GMD.B.4 識別三維物體的二維截面形狀，識別二維物體旋轉產生的三維物體。 

使用幾何圖形建模 
在建模情況下應用幾何概念。 
G.MG.A.1 使用幾何形狀、它們的度量和它們的屬性來描述物件（例如，將樹幹或人體軀幹建模為圓

柱體）。 
 
G.MG.A.2 在建模情況中應用基於面積和體積的密度概念（例如，每平方英里的人數，每立方英尺的 
BTU）。 
 
G.MG.A.3 應用幾何方法解決設計問題（例如，設計對象或結構以滿足物理約束或最小化成本;使用

基於比率的印刷網格系統）。 

統計與概率 

條件概率和概率規則 
了解獨立性和條件概率，並使用它來解釋數據。 
S.CP公司A.1 使用結果的特徵（或類別）將事件描述為樣本空間（結果集）的子集，或作為其他事

件的結合、交叉或補充（“或”、“和”、“非”）。 
 
S.CP公司A.2 理解兩個事件 A 和 B 是獨立的，如果 和 一起發生的概率是它們的概率乘積，並使用這

種表徵來確定它們是否獨立。𝐴𝐴𝐴𝐴 
 
S.CP公司A.3 理解給定的條件概率，並將 和 的獨立性解釋為，即給定的條件概率與 的概率相同，給

定的條件概率與 的概率相同。𝐴𝐴𝐴𝐴 𝑃𝑃(𝐴𝐴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𝐵𝐵),
𝑃𝑃(𝐵𝐵)

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 
 
S.CP公司A.4 當兩個類別與每個被分類對象相關聯時，構造和解釋雙向頻率數據表。使用雙向表作

為樣本空間來確定事件是否獨立，並近似條件概率。 
 
S.CP公司A.5 在日常語言和日常情境中認識並解釋條件概率和獨立性的概念。 
 
使用概率規則計算複合事件的概率 
S.CP.B.6 找出給定 B 的條件概率作為 B 的結果的分數，這些結果也屬於 A，並根據模型解釋答案。 
 
S.CP.B.7 應用加法規則，並根據模型解釋答案。𝑃𝑃(𝐴𝐴 𝑜𝑜𝑜𝑜 𝐴𝐴)  =  𝑃𝑃(𝐴𝐴)  +  𝑃𝑃(𝐴𝐴)  −  𝑃𝑃(𝐴𝐴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𝐴𝐴), 

數據科學 
制定統計調查問題。 
HS.DS.1 制定多變數統計調查問題，確定如何收集數據並提供答案，在提出問題時考慮因果關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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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 
 
收集和考慮數據。 
HS.DS.2 瞭解收集數據時的偏倚和混雜變數問題及其對解釋的影響。瞭解收集和處理數據的做法，

包括敏感資訊和對隱私的擔憂，以及這可能如何影響數據收集。 
 
分析數據。 
HS.DS.3 使用技術創建和分析數據集和數據顯示，包括但不限於散點圖、回歸、直方圖和箱線圖，

以排序或過濾數據、總結和描述定量變數之間的關係。 
 
解釋結果。 
HS.DS.4 承認缺失數據值的存在，並理解缺失值如何可能增加分析和解釋的偏差。檢查並討論對觀

察到的數據趨勢的相互競爭的解釋，例如混淆變數。對不同社區群體的數據的相互競爭的論點或解

釋做出回應，密切關注數據支援的結論，同時考慮到相關性與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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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數學 1 
數學實踐標準 

一. 理清問題，堅持不懈地解決問題。 
二. 抽象地和定量地進行推理。 
三. 構建可行的論點並批評他人的推理。 
四. 用數學建模。 
五. 戰略性地使用適當的工具。 
六. 注意精度。 
七. 尋找並利用結構。 
八. 在重複推理中尋找並表達規律性。 

數量 ─ 數量 

數量 
定量推理，用單位解決問題。 
優先順序：N.Q.A.1 
使用單元作為理解問題和指導多步驟問題解決的一種方式;在公式中一致地選擇和解釋單位;在圖形和

數據顯示中選擇和解釋比例和原點。 
 
優先順序：N.Q.A.2 
為描述性建模定義適當的數量。 
 
優先順序：N.Q.A.3 
在報告數量時，選擇適合測量限制的精度級別。 

代數 

在表達式中查看結構  
解釋表達式的結構。 
優先順序：A.SSE。答.1a 
根據線性函數、指數函數和二次函數中的上下文來解釋表示量的表達式。 

創建方程式 
創建描述數位或關係的方程式。 
優先次序：A.CED。答.1 
靈活、高效、準確地在一個變數中創建方程和不等式，並使用它們來解決問題。包括由線性函數、

二次函數和指數函數產生的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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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次序：A.CED。答.2 
靈活、高效、準確地創建線性、二次、指數方程來表示數量之間的關係;在座標軸上用標籤和刻度繪

製方程式。 
 
優先次序：A.CED。答.3 
通過方程或不等式以及方程組和/或不等式表示約束，並在線性、二次和指數方程的建模上下文中將

解解釋為可行或不可行選項。 
 
優先次序：A.CED。答.4 
靈活、高效、準確地重新排列公式以突出感興趣的數量，使用與求解線性、二次和指數方程中的方

程相同的推理。 

用方程和不等式進行推理 
將求解方程理解為一個推理過程，並解釋推理過程。 
優先順序：A.REI。答.1 
從假設原始方程有解開始，根據上一步所斷言的數位相等性，靈活、高效、準確地選擇和演示求解

方程的策略的使用，解釋求解方程的每一步。構建一個可行的論據來證明解決方案的合理性。 
 
在一個變數中求解方程和不等式。 
優先順序：A.REI。乙.3 
求解一個變數中的線性方程和不等式，包括係數用字母表示的方程。 
 
求解方程組。 
A.REI.C.5 演示使用各種策略，給定一個由兩個變數中的兩個方程組成的系統，用該方程之和以及另

一個方程的倍數替換一個方程，產生一個具有相同解的系統。 
 
A.REI.C.6 靈活、高效、準確地求解線性方程組的精確和近似（例如，使用圖形），重點關注兩個變

數中的線性方程對。 
 
以圖形方式表示和求解方程和不等式。 
優先順序：A.REI。D.10 
理解兩個變數的方程圖是在座標平面上繪製的所有解的集合，通常形成一條曲線（可以是一條線）

。 
 
優先順序：A.REI。D.11 
使用各種策略解釋方程的圖形和相交點的點的 x 座標，其中方程的圖形和相交是方程的解;近似地找

到解決方案，例如，使用技術來繪製函數、製作值表或找到連續的近似值。包括 and/or 為線性、指

數和二次的情況。𝑦𝑦 =  𝑓𝑓(𝑥𝑥)𝑦𝑦 =  𝑔𝑔(𝑥𝑥)𝑓𝑓(𝑥𝑥)  =  𝑔𝑔(𝑥𝑥)𝑓𝑓(𝑥𝑥)𝑔𝑔(𝑥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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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順序：A.REI。D.12 
將兩個變數中的線性不等式的解繪製為半平面（在嚴格不等式的情況下不包括邊界），並將兩個變

數中的線性不等式系統的解集繪製為相應半平面的交點。 

功能 

解釋函數 
理解函數的概念並使用函數表示法。 
優先順序：F.IF。答.1 
理解從一個集合（稱為域）到另一個集合（稱為範圍）的函數將恰好分配給域的每個元素。If 是一

個函數，x 是其域的一個元素，則表示 f 對應於輸入的輸出。f 的圖形是方程的圖形。𝑓𝑓𝑓𝑓(𝑥𝑥)𝑥𝑥𝑦𝑦 =
 𝑓𝑓(𝑥𝑥) 
 
優先順序：F.IF。答.2 
使用函數表示法，評估函數在其域中的輸入，並根據上下文解釋使用函數表示法的語句。 
 
優先順序：F.IF。答.3 
認識到序列是函數，有時是遞歸定義的，其域是整數的子集。 
 
根據上下文解釋應用程式中出現的函數。 
優先順序：F.IF。乙.4 
對於在上下文中對兩個量之間的關係進行建模的函數，請根據數量解釋圖形和表格的關鍵特徵，並

草繪顯示關鍵特徵的圖形，並給出關係的口頭描述。主要功能包括攔截;功能增加、減少、正向或負

向的間隔;相對最大值和最小值;函數的對稱性，包括線性、指數和二次。 
 
優先順序：F.IF。乙.5 
將函數的域與其圖形相關聯，並在適用的情況下將其與它在上下文中描述的定量關係相關聯。 
 
優先順序：F.IF。乙.6 
計算和解釋函數（以符號形式表示或以表格形式表示）在指定時間間隔內的平均變化率。從圖表中

估計變化率。 
 
使用不同的表示形式分析函數。 
優先順序：F.IF。C.7a、e 
圖形線性、指數和二次函數以符號形式表示，並顯示圖形的關鍵特徵，包括截距、最大值、最小值
，以及在簡單情況下手動解釋指數函數的結束行為，在更複雜的情況下使用技術。 
 
優先順序：F.IF。C.9 
比較兩個函數的屬性，每個函數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示（代數、圖形、表格中的數位或口頭描述）。

函數可以是線性函數、指數函數或二次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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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一個函數，用於對兩個量之間的關係進行建模。 
優先順序：F.BF。A.1a、b 
靈活、高效、準確地編寫一個函數，描述兩個量之間的關係，包括上下文中的線性和指數算術和幾

何序列。 
 
F.BF.A.2 遞歸和使用顯式公式編寫算術和幾何序列，使用它們來模擬線性和指數情況，並在兩種形

式之間進行轉換。 
 
從現有函數構建新函數。 
F.BF.B.3 確定用f（x）+k、k替換f（x）、f（x）、f（kx）和f（x+k）對k的特定值（包括正值和負值

）對圖形的影響;找出給定圖中的k值。使用各種策略，對案例進行實驗，並使用技術說明對圖形的影

響。 

線性、二次和指數模型 
構建和比較線性、二次和指數模型並解決問題。 
優先順序：F.LE。A.1a、b、c 
區分可以使用線性函數（相等間隔內的相等差異）和指數函數（相等間隔內的相等因數）建模的情

況，識別每個單位間隔的恆定速率，以及通過每個單位間隔的恆定百分比速率來增長或衰減的情況

。 
 
F.LE.A.2 靈活、高效、準確地構造線性函數和指數函數，給定一個圖形、一個關係的描述或兩個輸

入輸出對（包括從表格中讀取這些）。 
 
F.LE.A.3 使用圖表觀察，指數增長的數量最終會超過線性、二次次增長的數量。 
 
根據函數建模的情況來解釋函數的表達式。 
F.LE.A.5 根據上下文解釋線性或指數函數中的參數。 

幾何學 

一致 
試驗平面中的變換。 
優先順序：G.CO。答.1 
根據點、線、沿線的距離和圍繞圓弧的距離的未定義概念，瞭解角度、圓、垂直線、平行線和線段

的精確定義。 
 
優先順序：G.CO。答.2 
靈活、高效、準確地表示平面中的變換，例如透明度和幾何軟體;將轉換描述為將平面中的點作為輸

入並給出其他點作為輸出的函數。將保留距離和角度的變換與不保留距離和角度的變換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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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平移與水準拉伸）。 
 
優先順序：G.CO。答.3 
給定一個矩形、平行四邊形、梯形或正多邊形，描述將其傳遞到自身上的旋轉和反射。 
 
優先順序：G.CO。答.4 
根據角度、圓、垂直線、平行線和線段來定義旋轉、反射和平移。 
 
優先順序：G.CO。乙.5 
給定一個幾何圖形和旋轉、反射或平移，使用方格紙、描圖紙或幾何軟體等繪製變換后的圖形。靈

活、高效、準確地指定一系列轉換，這些轉換將把一個給定的數位帶到另一個數位上。 
 
從剛性運動的角度理解同餘。 
優先順序：G.CO。乙.6 
使用剛性運動的幾何描述來變換圖形並預測給定剛性運動對給定圖形的影響;給定兩個圖形，使用剛

性運動的全等定義來確定它們是否全等。 
 
優先順序：G.CO。乙.7 
使用剛運動的同余定義來表明兩個三角形是全等的，當且僅當對應的邊對和相應的角對全等。 
 
優先順序：G.CO。乙.8 
解釋三角形同餘的標準（ASA、SAS 和 SSS）如何從剛性運動的同等定義中得出。 
 
進行幾何構造。 
G.CO.D.12 使用各種工具和方法製作正式的幾何結構。 
 
G.CO.D.13 構造一個等邊三角形、一個正方形和一個內切在圓中的正六邊形。 

用方程式表示幾何屬性 
使用座標以代數方式證明簡單的幾何定理。 
G.GPE的。B.4 使用座標用代數方式證明簡單的幾何定理。 
 
G.GPE的。B.5 證明平行線和垂直線的斜率準則，並利用它們來解決幾何問題（例如，找到平行或垂

直於通過給定點的給定線的方程）。 
 
G.GPE的。B.6 在兩個給定點之間的有向線段上找到以給定比率劃分該線段的點。 
 
G.GPE的。B.7 使用座標計算多邊形的周長以及三角形和矩形的面積，例如，使用距離公式。 

統計與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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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分類和定量數據 
匯總、表示和解釋單個計數或測量變數的數據。 
S.ID.A.1 用實數線上的繪圖（點圖、直方圖和箱形圖）表示數據。 
 
優先順序：S.ID.A.2 
使用適合數據分佈形狀的統計量來比較兩個或多個不同數據集的中心（中位數、平均值）和分佈（

四分位距、標準差）。 
 
S.ID.A.3 在數據集的背景下解釋形狀、中心和分佈的差異，考慮極端數據點（異常值）的可能影響

。 
 
總結、表示和解釋兩個分類變數和定量變數的數據。 
S.ID.B.5 在雙向頻率表中匯總兩個類別的分類數據。在數據上下文中解釋相對頻率（包括聯合、邊

際和條件相對頻率）。識別數據中可能的關聯和趨勢。 
 
S.ID.B.6a， b， c 在散點圖上表示兩個定量變數的數據，並通過將函數擬合到數據中並解釋數據中

的趨勢和關係，描述這些變數如何與在上下文中解決問題相關聯。 
 
解釋線性模型。 
優先順序：S.ID.C.7 
在數據上下文中解釋線性模型的斜率（變化率）和截距（常數項）。 
 
S.ID.C.8 計算（使用技術）並解釋線性擬合的相關係數。 
 
S.ID.C.9 區分相關性和因果關係。 

數據科學 
制定統計調查問題。 
HS.DS.1 制定多變數統計調查問題，確定如何收集數據並提供答案，在提出問題時考慮因果關係和

預測。 
 
收集和考慮數據。 
房 協。DS.2 瞭解收集數據時的偏見和混雜變數問題及其對解釋的影響。瞭解收集和處理數據的做法

，包括敏感資訊和對隱私的擔憂，以及這可能如何影響數據收集。 
 
分析數據。 
HS.DS.3 使用技術創建和分析數據集和數據顯示，包括但不限於散點圖、回歸、直方圖和箱線圖，

以排序或過濾數據、總結和描述定量變數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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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結果。 
HS.DS.4 承認缺失數據值的存在，並理解缺失值如何可能增加分析和解釋的偏差。檢查並討論對觀

察到的數據趨勢的相互競爭的解釋，例如混淆變數。對不同社區群體的數據的相互競爭的論點或解

釋做出回應，密切關注數據支援的結論，同時考慮到相關性與因果關係。 

集成 HS 數學 2 
數學實踐標準 

一. 理清問題，堅持不懈地解決問題。 
二. 抽象地和定量地進行推理。 
三. 構建可行的論點並批評他人的推理。 
四. 用數學建模。 
五. 戰略性地使用適當的工具。 
六. 注意精度。 
七. 尋找並利用結構。 
八. 在重複推理中尋找並表達規律性。 

數量 ─ 數量 

實數系統 
將指數的性質擴展到有理指數。 
優先順序：N.RN。答.1 
靈活、高效、準確地解釋有理指數的含義定義是如何通過使用各種策略將整數指數的性質擴展到這

些值來實現的，從而允許根據有理指數對根式進行表示法。 
 
優先順序：N.RN。答.2 
使用指數的屬性重寫涉及根式和有理指數的表達式。使用有理數和無理數的屬性。 
 
使用有理數和無理數的屬性。 
N.RN.B.3 解釋為什麼兩個有理數的和或乘積是有理數;一個有理數和一個無理數之和是無理數;非零

有理數和一個無理數的乘積是無理數。 

複數 
對複數執行算術運算。 
N.CN.A.1 知道有一個複數 i，使得 i2 = -1，每個複數的形式都是 a + bi，a 和 b 為實數。 
 
N.CN.A.2 使用關係 i2 = -1 和交換、關聯和分配屬性來加、減和乘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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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項式恆等式和方程中使用複數。 
N.CN.A.7 求解具有複雜解的實係數的二次方程。 

代數 

在表達式中查看結構  
解釋表達式的結構 
優先順序：A.SSE。答.1a 
根據線性函數、指數函數和二次函數中的上下文來解釋表示量的表達式。 
 
優先順序：A.SSE。答.2  
使用表達式的結構來確定在指數函數和二次函數中重寫表達式的方法。 
 
以等效形式編寫表達式以解決問題。 
優先順序：A.SSE。B.3a、c型 
靈活、高效、準確地創建表達式的等效形式，以揭示和解釋表達式所表示的數量的性質，包括因式

分解二次表達式，並使用指數的性質創建指數表達式的等效形式，以揭示函數中感興趣的屬性。 

多項式和有理表達式的算術  
對多項式執行算術運算。 
A.4月A.1 靈活、高效、準確地證明多項式構成一個類似於整數的系統，即在加、減、乘運算下，多

項式是閉合的;多項式的加、減、乘。 

創建方程式 
創建描述數位或關係的方程式。 
優先次序：A.CED。答.1 
靈活、高效、準確地在一個變數中創建方程和不等式，並使用它們來解決問題。包括由線性函數、

二次函數和指數函數產生的方程。 
 
優先次序：A.CED。答.2 
靈活、高效、準確地創建線性、二次、指數方程來表示數量之間的關係;在座標軸上用標籤和刻度繪

製方程式。 
 
優先次序：A.CED。答.4 
靈活、高效、準確地重新排列公式以突出感興趣的數量，使用與求解線性、二次和指數方程中的方

程相同的推理。 
 

用方程和不等式進行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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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變數中求解方程和不等式。 
A.REI.B.4b 通過檢查、取平方根和根據方程的初始形式進行適當的分解來求解一個變數的二次方程

。 
 
求解方程組。 
A.REI.C.7 靈活、高效、準確地以代數和圖形方式求解由線性方程組和兩個變數的二次方程組成的簡

單系統。 

功能 

解釋函數 
根據上下文解釋應用程式中出現的函數。 
優先順序：F.IF。乙.4 
對於在上下文中對兩個量之間的關係進行建模的函數，請根據數量解釋圖形和表格的關鍵特徵，並

草繪顯示關鍵特徵的圖形，並給出關係的口頭描述。主要功能包括攔截;功能增加、減少、正向或負

向的間隔;相對最大值和最小值;函數的對稱性，包括線性、指數和二次。 
 
優先順序：F.IF。乙.5 
將函數的域與其圖形相關聯，並在適用的情況下將其與它在上下文中描述的定量關係相關聯。 
 
優先順序：F.IF。乙.6 
計算和解釋函數（以符號形式表示或以表格形式表示）在指定時間間隔內的平均變化率。從圖表中

估計變化率。 
 
使用不同的表示形式分析函數。 
優先順序：F.IF。C.7a、e 
圖形線性、指數和二次函數以符號形式表示，並顯示圖形的關鍵特徵，包括截距、最大值、最小值
，以及在簡單情況下手動解釋指數函數的結束行為，在更複雜的情況下使用技術。 
 
優先順序：F.IF。C.8 
靈活、高效、準確地編寫由表達式定義的函數，以不同但等效的形式，以揭示和解釋函數的不同屬

性，包括零和對稱性，使用因式分解來表示二次函數和整數常數，用於具有指數增長和衰減的時間

。 
 
優先順序：F.IF。C.9 
比較兩個函數的屬性，每個函數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示（代數、圖形、表格中的數位或口頭描述）。

函數可以是線性函數、指數函數或二次函數。 
 
構建一個函數，用於對兩個量之間的關係進行建模。 
優先順序：F.BF。A.1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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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高效、準確地編寫一個函數，描述兩個量之間的關係，包括上下文中的線性和指數算術和幾

何序列。 
 
從現有函數構建新函數。 
F.BF.B.3 確定用f（x）+k、k替換f（x）、f（x）、f（kx）和f（x+k）對k的特定值（包括正值和負值

）對圖形的影響;找出給定圖中的k值。使用各種策略，對案例進行實驗，並使用技術說明對圖形的影

響。 

線性、二次和指數模型 
構建和比較線性、二次和指數模型並解決問題。 
F.LE.A.3 使用圖表觀察，指數增長的數量最終會超過線性、二次次增長的數量。 

幾何學 

一致 
解決涉及面積、表面積和體積的實際和數學問題。 
優先順序：G.CO。C.9 
靈活、高效、準確地證明關於直線和角度的定理：垂直、橫向、交替內外、垂直平分線等。 
 
優先順序：G.CO。C.10 
靈活、高效、準確地證明關於三角形的定理：內角、底角、連接兩條邊的中點的線段和三角形的中

點。 
 
G.CO.C.11 靈活、高效、準確地證明平行四邊形定理：對邊和對角的全等、對角線的性質。 

相似性、直角三角形和三角函數 
從相似性轉換的角度理解相似性。 
G.SRT.A.1a， b 通過實驗驗證中心和比例因數給出的擴張屬性，方法是觀察受擴張中心影響的線會

發生什麼以及比例因數如何影響線段。 
 
G.SRT.A.2 給定兩個圖形，使用相似性變換的相似性定義來判斷它們是否相似;使用相似性變換解釋

三角形的相似性的含義，即所有對應角對的相等性和所有對應邊對的比例性。 
 
G.SRT.A.3 使用相似性變換的屬性來建立兩個三角形相似的 AA 標準。 
 
證明涉及相似性的定理。 
優先順序:G.SRT。乙.4 
靈活、高效、準確地證明關於三角形的定理：比例性、三角形相似性和勾股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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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順序:G.SRT。乙.5 
靈活、高效、準確地使用三角形的同餘和相似性準則來解決問題並證明幾何圖形中的關係。 
 
定義三角比並解決涉及直角三角形的問題。 
優先順序:G.SRT。C.6 
理解通過相似性，直角三角形中的邊比是三角形中角的屬性，從而定義了銳角的三角比。 
 
優先順序:G.SRT。C.7 
解釋並使用互補角的正弦和餘弦之間的關係。 
 
優先順序:G.SRT。C.8 
使用三角比和勾股定理求解應用問題中的直角三角形。 

圈 
理解並應用有關圓的定理。 
G.C.A.1 靈活、高效、準確地證明所有圓都是相似的。 
 
G.C.A.2 識別和描述內切角、半徑和弦之間的關係，包括圓內形成的角度、圓的半徑和圓內的線段是

如何相關的。瞭解特殊情況，包括由直徑形成的角度以及圓的邊緣如何與其半徑相互作用。 
 
G.C.A.3 構造三角形的內切圓和外切圓，並靈活、高效、準確地證明圓內切的四邊形的角度性質。 
 
求圓的弧長度和扇區面積。 
G.C.B.5 利用相似性推匯出被角度截取的弧的長度與半徑成正比的事實，並將角度的弧度量定義為比

例常數;推導出扇形面積的公式。 

用方程式表示幾何屬性 
在幾何描述和圓錐截面的方程之間進行轉換。 
G.GPE的。A.1 使用勾股定理推導給定中心和半徑的圓的方程。 
 
使用座標以代數方式證明簡單的幾何定理。 
G.GPE的。B.4 使用座標用代數方式證明簡單的幾何定理。 

幾何測量和尺寸 
解釋體積公式並使用它來解決問題。 
G.GMD的。A.1 對圓的周長、圓的面積、圓柱體的體積、金字塔和圓錐體的公式進行非正式的論證

。 
 
G.GMD的。A.3 使用圓柱體、金字塔、圓錐體和球體的體積公式來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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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視化二維和三維對象之間的關係。 
G.GMD.B.4 識別三維物體的二維截面形狀，識別二維物體旋轉產生的三維物體。 

使用幾何圖形建模 
在建模情況下應用幾何概念。 
G.MG.A.1 使用幾何形狀、它們的度量和它們的屬性來描述物件（例如，將樹幹或人體軀幹建模為圓

柱體）。 
 
G.MG.A.2 在建模情況中應用基於面積和體積的密度概念（例如，每平方英里的人數，每立方英尺的 
BTU）。 
 
G.MG.A.3 應用幾何方法解決設計問題（例如，設計對象或結構以滿足物理約束或最小化成本;使用

基於比率的印刷網格系統）。 

統計與概率 

條件概率和概率規則 
了解獨立性和條件概率，並使用它來解釋數據。 
S.CP公司A.1 使用結果的特徵（或類別）將事件描述為樣本空間（結果集）的子集，或作為其他事

件的結合、交叉或補充（“或”、“和”、“非”）。 
 
S.CP公司A.2 如果 A 和 B 一起發生的概率是它們的概率乘積，則理解兩個事件 A 和 B 是獨立的，並

使用此表徵來確定它們是否獨立。 
 
S.CP公司A.3 理解給定的條件概率，並將 和 的獨立性解釋為，即給定的條件概率與 的概率相同，給

定的條件概率與 的概率相同。𝐴𝐴𝐴𝐴 𝑃𝑃(𝐴𝐴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𝐵𝐵),
𝑃𝑃(𝐵𝐵)

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 
 
S.CP公司A.4 當兩個類別與每個被分類對象相關聯時，構造和解釋雙向頻率數據表。使用雙向表作

為樣本空間來確定事件是否獨立，並近似條件概率。 
 
S.CP公司A.5 在日常語言和日常情境中認識並解釋條件概率和獨立性的概念。 
 
使用概率規則來計算複合事件的概率。 
S.CP公司B.6 找出給定 B 的 A 的條件概率，作為 B 的結果的一部分，這些結果也屬於 A，並根據模

型解釋答案。 
 
S.CP.B.7 應用加法規則，並根據模型解釋答案。𝑃𝑃(𝐴𝐴 𝑜𝑜𝑜𝑜 𝐴𝐴)  =  𝑃𝑃(𝐴𝐴)  +  𝑃𝑃(𝐴𝐴)  −  𝑃𝑃(𝐴𝐴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𝐴𝐴), 

數據科學 



 
 

頁面 | 84 
 

制定統計調查問題。 
HS.DS.1 制定多變數統計調查問題，確定如何收集數據並提供答案，在提出問題時考慮因果關係和

預測。 
 
收集和考慮數據。 
HS.DS.2 瞭解收集數據時的偏倚和混雜變數問題及其對解釋的影響。瞭解收集和處理數據的做法，

包括敏感資訊和對隱私的擔憂，以及這可能如何影響數據收集。 
 
分析數據。 
HS.DS.3 使用技術創建和分析數據集和數據顯示，包括但不限於散點圖、回歸、直方圖和箱線圖，

以排序或過濾數據、總結和描述定量變數之間的關係。 
 
解釋結果。 
HS.DS.4 承認缺失數據值的存在，並理解缺失值如何可能增加分析和解釋的偏差。檢查並討論對觀

察到的數據趨勢的相互競爭的解釋，例如混淆變數。對不同社區群體的數據的相互競爭的論點或解

釋做出回應，密切關注數據支援的結論，同時考慮到相關性與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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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 數學學分 3 
學生的學分 3 數學選擇應與他們的高中及以後計劃保持一致。 
OSPI 承認，3 學分數學課程可能旨在解決本文檔中的任何標準組合，或此處未說明的其他共同核心

數學標準，其複雜性和深度比高中數學的學分 1 和 2 中探討的要多。  

數學實踐標準 
一. 理清問題，堅持不懈地解決問題。 
二. 抽象地和定量地進行推理。 
三. 構建可行的論點並批評他人的推理。 
四. 用數學建模。 
五. 戰略性地使用適當的工具。 
六. 注意精度。 
七. 尋找並利用結構。 
八. 在重複推理中尋找並表達規律性。 

數量 ─ 數量 

實數系統 
將指數的性質擴展到有理指數。 
註冊護士A.1 靈活、高效、準確地解釋有理指數的含義定義是如何通過使用各種策略將整數指數的

性質擴展到這些值而得出的，並允許用有理指數表示部首。 
 
註冊護士A.2 使用指數的屬性重寫涉及根式和有理指數的表達式。使用有理數和無理數的屬性。 
 
使用有理數和無理數的屬性。 
N.RN.B.3 解釋為什麼兩個有理數的和或乘積是有理數;一個有理數和一個無理數之和是無理數;非零

有理數和一個無理數的乘積是無理數。 

數量 
定量推理，用單位解決問題。 
N.Q.A.1 使用單位作為理解問題和指導多步驟問題解決的一種方式;在公式中一致地選擇和解釋單位;
在圖表和數據顯示中選擇和解釋尺度和原點。 
 
N.Q.A.2 為描述性建模定義適當的數量。 
 
N.Q.A.3 在報告數量時，選擇與測量限制相適應的準確度水準。 

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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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複數執行算術運算。 
N.CN.A.1 知道有一個複數 i，使得 i2 = -1，每個複數的形式都是 a + bi，a 和 b 為實數。 
 
N.CN.A.2 使用關係 i2 = -1 和交換、關聯和分配屬性來加、減和乘複數。 
 
在多項式恆等式和方程中使用複數。 
N.CN.C.7 求解具有複數解的實係數的二次方程。 

代數 

在表達式中查看結構  
解釋表達式的結構。 
A.上交所。A.1 a， b 根據量的上下文解釋表示量的表達式。 
 
A.上交所。A.2 使用表達式的結構來確定重寫運算式的方法。 
 
以等效形式編寫表達式以解決問題。 
A.上交所。B.3 靈活、高效、準確地創建表達式的等效形式，以揭示和解釋表達式所表示的數量的性

質，包括因式分解二次表達式，在二次表達式中完成平方以揭示最大值或最小值，以及使用指數的

性質創建等效形式的指數表達式以揭示函數中感興趣的屬性。 
 
A.上交所。B.4 推導有限幾何級數之和的公式（當公比不為1時），並使用公式求解問題。 

多項式和有理表達式的算術  
對多項式執行算術運算。 
A.4月A.1 靈活、高效、準確地證明多項式構成一個類似於整數的系統，即在加、減、乘運算下，多

項式是閉合的;多項式的加、減、乘。 
 
A.4月B.2 瞭解並應用餘數定理：對於多項式 p（x） 和數 a，除以 x - a 的餘數為 p（a），因此 p（
a） = 0 當且僅當 （x - a） 是 p（x） 的一個因數。 
 
A.4月B.3 當有合適的因式分解時，確定多項式的零點，並使用零點來構建由多項式定義的函數的粗

略圖。 
 
A.4月C.4 證明多項式恆等式並使用它來描述數值關係。 
 
A.4月D.6 用不同形式改寫簡單的有理運算式;將a（x）/b（x）寫成q（x） + r（x）/b（x），其中a
（x）、b（x）、q（x）和r（x）是多項式，r（x）的階數小於b（x）的階數，使用檢驗、長除法，

或者，對於更複雜的例子， 計算機代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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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方程式 
創建描述數位或關係的方程式。 
A.CED.A.1 靈活、高效、準確地在一個變數中創建方程和不等式，並使用它們來解決問題。 
 
A.CED.A.2 靈活、高效、準確地創建兩個或多個變數的方程，以表示量之間的關係;在座標軸上繪製

帶有標籤和刻度的方程。 
 
A.CED.A.3 通過方程或不等式以及方程組和/或不等式表示約束，並將解決方案解釋為建模環境中的

可行或不可行選項。 
 
A.CED.A.4 靈活、高效、準確地重新排列公式以突出感興趣的數量，使用與求解方程相同的推理。 

用方程和不等式進行推理 
將求解方程理解為一個推理過程，並解釋推理過程。 
A.REI.A.1 從假設原始方程有解開始，根據上一步斷言的數位相等，解釋求解簡單方程的每一步。構

建一個可行的論據來證明解決方案的合理性。 
 
A.REI.A.2 求解一個變數的有理方程和根式方程，並舉例說明外來解是如何產生的。 
 
在一個變數中求解方程和不等式。 
A.REI.B.3 求解一個變數中的線性方程和不等式，包括係數用字母表示的方程。 
 
A.REI.B.4a， b 通過檢驗、因式分解、完成平方並從此形式推匯出一個變數的二次方程組。識別二

次公式何時給出複雜的解決方案，並將它們寫成實數 a 和 b 的± bi。 
 
求解方程組。 
A.REI.C.5 演示使用各種策略，給定一個由兩個變數中的兩個方程組成的系統，用該方程之和以及另

一個方程的倍數替換一個方程，產生一個具有相同解的系統。 
 
A.REI.C.6 靈活、高效、準確地求解線性方程組的精確和近似（例如，使用圖形），重點關注兩個變

數中的線性方程對。 
 
A.REI.C.7 靈活、高效、準確地以代數和圖形方式求解由線性方程組和兩個變數的二次方程組成的簡

單系統。 
 
以圖形方式表示和求解方程和不等式。 
A.REI.D.10 理解兩個變數的方程圖是在座標平面上繪製的所有解的集合，通常形成一條曲線（可以

是一條線）。 
 
A.REI.D.11 使用各種策略來解釋為什麼方程的圖形和方程的解相交的點的x座標可以近似地找到解，

例如，使用技術來繪製函數圖，製作值表，或找到連續的近似值。包括 and/or 是線性函數、多項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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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數、有理函數、絕對值函數、指數函數和對數函數的情況。𝑦𝑦 =  𝑓𝑓(𝑥𝑥)𝑦𝑦 =  𝑔𝑔(𝑥𝑥)𝑓𝑓(𝑥𝑥)  =
 𝑔𝑔(𝑥𝑥)𝑓𝑓(𝑥𝑥)𝑔𝑔(𝑥𝑥) 
 
A.REI.D.12 將兩個變數的線性不等式的解繪製為半平面（在嚴格不等式的情況下不包括邊界），並

將兩個變數的線性不等式系統的解集繪製為相應半平面的交點。 

功能 

解釋函數 
理解函數的概念並使用函數表示法。 
F.IF.A.1 理解從一個集合（稱為域）到另一個集合（稱為範圍）的函數將恰好分配給域的每個元素。

If 是一個函數，x 是其域的一個元素，則表示 f 對應於輸入的輸出。f 的圖形是方程的圖形。
𝑓𝑓𝑓𝑓(𝑥𝑥)𝑥𝑥𝑦𝑦 =  𝑓𝑓(𝑥𝑥) 
 
F.IF.A.2 使用函數表示法，評估函數在其域中的輸入，並根據上下文解釋使用函數表示法的語句。 
 
F.IF.A.3 認識到序列是函數，有時是遞歸定義的，其域是整數的子集。 
 
根據上下文解釋應用程式中出現的函數。 
F.IF.B.4 對於對兩個量之間的關係進行建模的函數，應根據數量解釋圖形和表格的關鍵特徵，並根據

對關係的口頭描述來繪製顯示關鍵特徵的草圖。主要功能包括攔截;功能增加、減少、正向或負向的

間隔;相對最大值和最小值;對稱。函數可以包括：多項式、根式、有理數、對數、絕對值、分段和三

角函數。複雜性增加的線性、指數和二次關係。 
 
F.IF.B.5 將函數的域與其圖形相關聯，並在適用的情況下將其與它在上下文中描述的數量關係相關聯

。函數可以包括：多項式、根式、有理數、對數、絕對值、分段和三角函數。複雜性增加的線性、

指數和二次關係。 
 
F.IF.B.6 計算和解釋函數（以符號形式或表格形式表示）在指定時間間隔內的平均變化率。從圖表中

估計變化率。 
 
使用不同的表示形式分析函數。 
F.IF.C.7 a、b、c、e 圖形函數以符號方式表示並顯示圖形的關鍵特徵，在簡單情況下手工處理，在

更複雜的情況下使用技術，包括線性、二次、指數、平方根、立方根和分段定義的函數，包括階躍

函數和絕對值函數、多項式函數，在適當的因式分解可用時識別零，並顯示結束行為， 指數函數和

對數函數，顯示截距和結束行為，以及三角函數，顯示週期、中線和振幅。 
 
F.IF.C.8 編寫一個由表達式定義的函數，以不同但等效的形式定義，以揭示和解釋函數的不同屬性，

包括因式分解和完成平方，以揭示二次函數的零值、對稱性和極值，以及在上下文中呈指數增長和

衰減的時間非整數常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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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F.C.9 比較兩個函數的屬性，每個函數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示（代數、圖形、表格中的數位或口頭描

述）。函數可以包括：多項式、根式、有理數、對數、絕對值、分段和三角函數。複雜性增加的線

性、指數和二次關係。 

構建功能 
構建一個函數，用於對兩個量之間的關係進行建模。 
F.BF.A.1a， b 編寫一個函數，描述兩個量之間的關係，包括確定顯式運算式、遞歸過程或從上下文

進行計算的步驟，以及使用算術運算組合標準函數類型。 
 
F.BF.A.2 遞歸和使用顯式公式編寫算術和幾何序列，使用它們來建模情況，並在兩種形式之間進行

轉換。 
 
從現有函數構建新函數。 
F.BF.B.3 確定替換特定值（正值和負值）對圖形的影響;找到給定圖形的值。對案例進行實驗，並使

用技術說明對圖形的影響。𝑓𝑓(𝑥𝑥) 𝑏𝑏𝑦𝑦 𝑓𝑓(𝑥𝑥)  +  𝑘𝑘,𝑘𝑘 𝑓𝑓(𝑥𝑥),𝑓𝑓(𝑘𝑘𝑥𝑥),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𝑓𝑓(𝑥𝑥 +  𝑘𝑘)𝑘𝑘 𝑘𝑘  
 
F.BF.B.4 通過關注輸入和輸出之間的關係來找到反函數。 

線性、二次和指數模型 
構建和比較線性、二次和指數模型並解決問題。 
F.LE.A.1a、b、c 區分可以用線性函數（相等間隔內的相等差值）和指數函數（相等間隔內的相等因

數）建模的情況，識別每單位間隔的恆定率，以及每單位間隔的恆定百分比率的增長或衰減。 
 
F.LE.A.2 靈活、高效、準確地構造線性函數和指數函數，給定一個圖形、一個關係的描述或兩個輸

入輸出對（包括從表格中讀取這些）。 
 
F.LE.A.3 使用圖形和表格觀察，指數增長的數量最終超過線性、二次或多項式函數增加的數量。 
 
F.LE.A.4 對於指數模型，將 abct = d 的解表示為對數，其中 a、c 和 d 是數位，底 b 是 2、10 或 e;
使用技術計算對數。 
 
根據函數建模的情況來解釋函數的表達式。 
F.LE.A.5 根據上下文解釋線性或指數函數中的參數。 

三角函數 
使用單位圓擴展三角函數的域。 
F.TF.A.2 解釋座標平面中的單位圓如何使三角函數能夠擴展到所有實數，這些實數被解釋為圍繞單

位圓逆時針穿越的角度的弧度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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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函數建模的情況來解釋函數的表達式。 
F.TF.B.5 選擇三角函數對具有指定幅度、頻率和中線的週期性現象進行建模。 
 
證明並應用三角恆等式。 
F.TF.C.8 證明勾股恆等式 sin2（θ） + cos2（θ） = 1，並用它來求給定 sin（θ）、cos（θ） 或 tan
（θ） 和角的象限。 

幾何學 

一致 
試驗平面中的變換。 
G.CO.A.1 根據點、線、沿直線的距離和圍繞圓弧的距離的未定義概念，瞭解角度、圓、垂直線、平

行線和線段的精確定義。 
 
G.CO.A.2 靈活、高效、準確地表示平面上的變換，例如，透明度和幾何軟體;將變換描述為將平面中

的點作為輸入並給出其他點作為輸出的函數。將保留距離和角度的變換與不保留距離和角度的變換

進行比較（例如，平移與水準拉伸）。 
 
G.CO.A.3 給定一個矩形、平行四邊形、梯形或正多邊形，描述將其帶到自身上的旋轉和反射。 
 
G.CO.A.4 根據角度、圓圈、垂直線、平行線和線段來定義旋轉、反射和平移。 
 
G.CO.A.5 給定一個幾何圖形和旋轉、反射或平移，使用方格紙、描圖紙或幾何軟體等繪製變換后的

圖形。指定一系列轉換，這些轉換將一個給定的圖形帶到另一個圖形上。 
 
從剛性運動的角度理解同餘。 
G.CO.B.6 使用剛性運動的幾何描述來變換圖形並預測給定的剛性運動對給定圖形的影響;給定兩個圖

形，使用剛性運動的同餘定義來判斷它們是否全等。 
 
G.CO.B.7 使用剛性運動的同余定義來表明，當且僅當相應的邊對和相應的角對全等時，兩個三角形

是全等的。 
 
G.CO.B.8 解釋三角形同餘的標準（ASA、SAS 和 SSS）如何從剛性運動的同等定義中得出。 
 
解決涉及面積、表面積和體積的實際和數學問題。 
G.CO.C.9 靈活、高效、準確地證明關於直線和角度的定理：垂直、橫向、內外交替、垂直平分線等

。 
 
G.CO.C.10 靈活、高效、準確地證明三角形定理：內角、底角、兩條邊中點的連接線段、三角形的

中位數。 
 
G.CO.C.11 靈活、高效、準確地證明平行四邊形定理：對邊和對角的全等、對角線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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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幾何構造。 
G.CO.D.12 使用各種工具和方法製作正式的幾何結構。 
 
G.CO.D.13 構造一個等邊三角形、一個正方形和一個內切在圓中的正六邊形。 

相似性、直角三角形和三角函數 
從相似性轉換的角度理解相似性。 
G.SRT.A.1a， b 通過實驗驗證中心和比例因數給出的擴張屬性，方法是觀察受擴張中心影響的線會

發生什麼以及比例因數如何影響線段。 
 
G.SRT.A.2 給定兩個圖形，使用相似性變換的相似性定義來判斷它們是否相似;使用相似性變換解釋

三角形的相似性的含義，即所有對應角對的相等性和所有對應邊對的比例性。 
 
G.SRT.A.3 使用相似性變換的屬性來建立兩個三角形相似的 AA 標準。 
 
證明涉及相似性的定理。 
G.SRT.B.4 靈活、高效、準確地證明關於三角形的定理：比例性、三角形相似性和勾股定理。 
 
G.SRT.B.5 靈活、高效、準確地使用三角形的同餘和相似性準則來解決問題並證明幾何圖形中的關係

。 
 
定義三角比並解決涉及直角三角形的問題。 
G.SRT.C.6 理解通過相似性，直角三角形中的邊比是三角形中角的屬性，從而定義了銳角的三角比。 
 
G.SRT.C.7 解釋和使用互補角的正弦和餘弦之間的關係。 
 
G.SRT.C.8 使用三角比和勾股定理求解應用問題中的直角三角形。 

圈 
理解並應用有關圓的定理。 
G.C.A.1 靈活、高效、準確地證明所有圓都是相似的。 
 
G.C.A.2 識別和描述內切角、半徑和弦之間的關係，包括圓內形成的角度、圓的半徑和圓內的線段是

如何相關的。瞭解特殊情況，包括由直徑形成的角度以及圓的邊緣如何與其半徑相互作用。 
 
G.C.A.3 構造三角形的內切圓和外切圓，並靈活、高效、準確地證明圓內切的四邊形的角度性質。 
 
求圓的弧長度和扇區面積。 
G.C.B.5 利用相似性推匯出被角度截取的弧的長度與半徑成正比的事實，並將角度的弧度量定義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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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常數;推導出扇形面積的公式。 

用方程式表示幾何屬性 
在幾何描述和圓錐截面的方程之間進行轉換。 
G.GPE的。A.1 使用勾股定理推導給定中心和半徑的圓的方程;完成平方以求由方程給出的圓的中心

和半徑。 
 
使用座標以代數方式證明簡單的幾何定理。 
G.GPE的。B.4 使用座標用代數方式證明簡單的幾何定理。 
 
G.GPE的。B.5 證明平行線和垂直線的斜率準則，並利用它們來解決幾何問題（例如，找到平行或垂

直於通過給定點的給定線的方程）。 
 
G.GPE的。B.6 在兩個給定點之間的有向線段上找到以給定比率劃分該線段的點。 
 
G.GPE的。B.7 使用座標計算多邊形的周長以及三角形和矩形的面積，例如，使用距離公式。 

幾何測量和尺寸 
解釋體積公式並使用它來解決問題。 
G.GMD的。A.1 對圓的周長、圓的面積、圓柱體的體積、金字塔和圓錐體的公式進行非正式的論證

。 
 
G.GMD的。A.3 使用圓柱體、金字塔、圓錐體和球體的體積公式來解決問題。 
 
可視化二維和三維對象之間的關係。 
G.GMD.B.4 識別三維物體的二維截面形狀，識別二維物體旋轉產生的三維物體。 

使用幾何圖形建模 
在建模情況下應用幾何概念。 
G.MG.A.1 使用幾何形狀、它們的度量和它們的屬性來描述物件（例如，將樹幹或人體軀幹建模為圓

柱體）。 
 
G.MG.A.2 在建模情況中應用基於面積和體積的密度概念（例如，每平方英里的人數，每立方英尺的 
BTU）。 
 
G.MG.A.3 應用幾何方法解決設計問題（例如，設計對象或結構以滿足物理約束或最小化成本;使用

基於比率的印刷網格系統）。 

統計與概率 

解釋分類和定量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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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總、表示和解釋單個計數或測量變數的數據。 
S.ID.A.1 用實數線上的繪圖（點圖、直方圖和箱形圖）表示數據。 
 
S.ID.A.2 使用適合數據分佈形狀的統計量來比較兩個或多個不同數據集的中心（中位數、平均值）

和分佈（四分位距、標準差）。 
 
S.ID.A.3 在數據集的背景下解釋形狀、中心和分佈的差異，考慮極端數據點（異常值）的可能影響

。 
 
S.ID.A.4 使用數據集的均值和標準差將其擬合到正態分佈，並估計總體百分比。認識到有些數據集

不適合這樣的過程。使用計算機、電子表格和表格來估計法線下的面積。 
 
總結、表示和解釋兩個分類變數和定量變數的數據。 
S.ID.B.5 在雙向頻率表中匯總兩個類別的分類數據。在數據上下文中解釋相對頻率（包括聯合、邊

際和條件相對頻率）。識別數據中可能的關聯和趨勢。 
 
S.ID.B.6a， b， c 在散點圖上表示兩個定量變數的數據，並通過將函數擬合到數據並解釋數據中的

趨勢和關係，描述這些變數如何與在上下文中解決問題相關聯。 
 
解釋線性模型。 
S.ID.C.7 在數據上下文中解釋線性模型的斜率（變化率）和截距（常數項）。 
 
S.ID.C.8 計算（使用技術）並解釋線性擬合的相關係數。 
 
S.ID.C.9 區分相關性和因果關係。 

做出推論並證明結論的合理性。 
理解和評估統計實驗背後的隨機過程。 
S.IC.A.1 將統計理解為根據來自該總體的隨機樣本對總體參數進行推斷的過程。 
 
S.IC.A.2 確定指定的模型是否與給定數據生成過程的結果一致，例如，使用類比。 
 

從抽樣調查、實驗和觀察性研究中做出推斷並證明結論的合理性。 
S.IC.B.3 認識到抽樣調查、實驗和觀察性研究的目的和差異;解釋隨機化與每一項研究的關係。 
 
S.IC.B.4 使用抽樣調查的數據來估計總體平均值或比例;通過使用類比模型進行隨機抽樣，確定誤差

幅度。 
 
S.IC.B.5 使用隨機實驗的數據來比較兩種處理;使用模擬來確定參數之間的差異是否顯著。 
 
S.IC.B.6 根據數據評估報告。 



 
 

頁面 | 94 
 

條件概率和概率規則 
了解獨立性和條件概率，並使用它來解釋數據。 
S.CP公司A.1 使用結果的特徵（或類別）將事件描述為樣本空間（結果集）的子集，或作為其他事

件的結合、交叉或補充（“或”、“和”、“非”）。 
 
S.CP公司A.2 如果 A 和 B 一起發生的概率是它們的概率乘積，則理解兩個事件 A 和 B 是獨立的，並

使用此表徵來確定它們是否獨立。 
 
S.CP公司A.3 理解給定的條件概率，並將 和 的獨立性解釋為，即給定的條件概率與 的概率相同，給

定的條件概率與 的概率相同。𝐴𝐴𝐴𝐴 𝑃𝑃(𝐴𝐴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𝐵𝐵),
𝑃𝑃(𝐵𝐵)

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𝐴 
 
S.CP公司A.4 當兩個類別與每個被分類對象相關聯時，構造和解釋雙向頻率數據表。使用雙向表作

為樣本空間來確定事件是否獨立，並近似條件概率。 
 
S.CP公司A.5 在日常語言和日常情境中認識並解釋條件概率和獨立性的概念。 
 
使用概率規則來計算複合事件的概率。 
S.CP.B.6 找出給定 B 的 A 的條件概率，作為 B 的結果的一部分，這些結果也屬於 A，並根據模型解

釋答案。 
 
S.CP.B.7 應用加法規則，並根據模型解釋答案。𝑃𝑃(𝐴𝐴 𝑜𝑜𝑜𝑜 𝐴𝐴)  =  𝑃𝑃(𝐴𝐴)  +  𝑃𝑃(𝐴𝐴)  −  𝑃𝑃(𝐴𝐴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𝐴𝐴), 

數據科學 
制定統計調查問題。 
HS.DS.1 制定多變數統計調查問題，確定如何收集數據並提供答案，在提出問題時考慮因果關係和

預測。 
 
收集和考慮數據。 
HS.DS.2 瞭解收集數據時的偏倚和混雜變數問題及其對解釋的影響。瞭解收集和處理數據的做法，

包括敏感資訊和對隱私的擔憂，以及這可能如何影響數據收集。 
 
分析數據。 
HS.DS.3 使用技術創建和分析數據集和數據顯示，包括但不限於散點圖、回歸、直方圖和箱線圖，

以排序或過濾數據、總結和描述定量變數之間的關係。 
 
解釋結果。 
HS.DS.4 承認缺失數據值的存在，並理解缺失值如何可能增加分析和解釋的偏差。檢查並討論對觀

察到的數據趨勢的相互競爭的解釋，例如混淆變數。對不同社區群體的數據的相互競爭的論點或解

釋做出回應，密切關注數據支援的結論，同時考慮到相關性與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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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數 2 
數學實踐標準 

一. 理清問題，堅持不懈地解決問題。 
二. 抽象地和定量地進行推理。 
三. 構建可行的論點並批評他人的推理。 
四. 用數學建模。 
五. 戰略性地使用適當的工具。 
六. 注意精度。 
七. 尋找並利用結構。 
八. 在重複推理中尋找並表達規律性。 

數量 ─ 數量 

複數 
對複數執行算術運算。 
N.CN.A.1 知道有一個複數 i，使得 i2 = -1，每個複數的形式都是 a + bi，a 和 b 為實數。 
 
N.CN.A.2 使用關係 i2 = -1 和交換、關聯和分配屬性來加、減和乘複數。 
 
在多項式恆等式和方程中使用複數。 
N.CN.A.7 求解具有複雜解的實係數的二次方程。 

代數 

在表達式中查看結構  
解釋表達式的結構。 
優先順序：A.SSE。A.1a、b 
根據量的上下文解釋表示量的表達式。 
 
優先順序：A.SSE。答.2 
使用表達式的結構來確定重寫表達式的方法。 
 
以等效形式編寫表達式以解決問題。 
優先順序：A.SSE。B.3a、b、c 
靈活、高效、準確地創建表達式的等效形式，以揭示和解釋表達式所表示的數量的性質，包括因式

分解二次表達式，在二次表達式中完成平方以揭示最大值或最小值，以及使用指數的屬性創建等效

形式的指數表達式以揭示函數中感興趣的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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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上交所。B.4 推導有限幾何級數之和的公式（當公比不為1時），並使用公式求解問題。 

多項式和有理表達式的算術  
對多項式執行算術運算。 
A.4月A.1 靈活、高效、準確地證明多項式構成一個類似於整數的系統，即在加、減、乘運算下，多

項式是閉合的;多項式的加、減、乘。 
 
A.4月A.2 瞭解並應用餘數定理：對於多項式 p（x） 和數 a，除以 x - a 的餘數為 p（a），因此 p（
a） = 0 當且僅當 （x - a） 是 p（x） 的因數。 
 
A.4月A.3 當有合適的因式分解時，識別多項式的零點，並使用零點來構建由多項式定義的函數的粗

略圖。 
 
A.4月C.4 證明多項式恆等式並使用它來描述數值關係。 
 
A.4月D.6 用不同形式改寫簡單的有理運算式;將a（x）/b（x）寫成q（x） + r（x）/b（x），其中a
（x）、b（x）、q（x）和r（x）是多項式，r（x）的階數小於b（x）的階數，使用檢驗、長除法，

或者，對於更複雜的例子， 計算機代數系統。 

創建方程式 
創建描述數位或關係的方程式。 
優先次序：A.CED。答.1 
靈活、高效、準確地在一個變數中創建方程和不等式，並使用它們來解決問題。 
 
優先次序：A.CED。答.2 
靈活、高效、準確地在兩個或多個變數中創建方程，以表示數量之間的關係;在座標軸上用標籤和刻

度繪製方程式。 
 
優先次序：A.CED。答.3 
通過方程或不等式以及方程組和/或不等式表示約束，並將解決方案解釋為建模上下文中的可行或不

可行選項。 
 
優先次序：A.CED。答.4 
靈活、高效、準確地重新排列公式，以突出感興趣的數量，使用與求解方程相同的推理。 
 

用方程和不等式進行推理 
將求解方程理解為一個推理過程，並解釋推理過程。 
優先順序：A.REI。答.2 
求解一個變數的有理方程和根式方程，並舉例說明無關解是如何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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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變數中求解方程和不等式。 
A.REI.B.4a， b 通過檢驗、因式分解、完成平方並從此形式推匯出一個變數的二次方程組。識別二

次公式何時給出複雜的解決方案，並將它們寫成實數 a 和 b 的± bi。 
 
以圖形方式表示和求解方程和不等式。 
優先順序：A.REI。D.11 
解釋為什麼方程的圖形和相交點的 x 座標是方程的解，這些點的 x 座標可以近似地找到解，例如，

使用技術來繪製函數、製作值表或找到連續近似值。包括 and/or 是線性函數、多項式函數、有理函

數、絕對值函數、指數函數和對數函數的情況。𝑦𝑦 =  𝑓𝑓(𝑥𝑥)𝑦𝑦 =  𝑔𝑔(𝑥𝑥)𝑓𝑓(𝑥𝑥)  =  𝑔𝑔(𝑥𝑥)𝑓𝑓(𝑥𝑥)𝑔𝑔(𝑥𝑥) 

功能 

解釋函數 
根據上下文解釋應用程式中出現的函數。 
優先順序：F.IF。乙.4 
對於對兩個量之間的關係進行建模的函數，應根據數量解釋圖形和表格的關鍵特徵，並根據關係的

口頭描述來繪製顯示關鍵特徵的草圖。主要功能包括攔截;功能增加、減少、正向或負向的間隔;相對

最大值和最小值;對稱。函數可以包括：多項式、根式、有理數、對數、絕對值、分段和三角函數。

複雜性增加的線性、指數和二次關係。 
 
優先順序：F.IF。乙.5 
將函數的域與其圖形相關聯，並在適用的情況下將其與它在上下文中描述的定量關係相關聯。函數

可以包括：多項式、根式、有理數、對數、絕對值、分段和三角函數。複雜性增加的線性、指數和

二次關係。 
 
優先順序：F.IF。乙.6 
計算和解釋非線性函數（以符號形式或表格形式表示）在指定間隔內的平均變化率。從圖表中估計

變化率。 
 
使用不同的表示形式分析函數。 
優先順序：F.IF。C.7b、c、e 
圖形函數以符號方式表示並顯示圖形的關鍵特徵，在簡單情況下手動使用，並使用技術處理更複雜

的情況，包括平方根、立方根和分段定義的函數，包括階躍函數和絕對值函數、多項式函數、在合

適的因式分解可用時識別零，並顯示結束行為，以及指數和對數函數， 顯示截距和結束行為，以及

三角函數，顯示週期、中線和振幅。 
 
優先順序：F.IF。C.8 
編寫一個由表達式定義的函數，以不同但等效的形式，以揭示和解釋函數的不同屬性，包括因式分

解和平方，以揭示二次函數的零值、對稱性和極值，以及在上下文中呈指數增長和衰減的時間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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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數常數。 
 
優先順序：F.IF。C.9 
比較兩個函數的屬性，每個函數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示（代數、圖形、表格中的數位或口頭描述）。

函數可以包括：多項式、根式、有理數、對數、絕對值、分段和三角函數。複雜性增加的線性、指

數和二次關係。 

構建功能 
構建一個函數，用於對兩個量之間的關係進行建模。 
優先順序：F.BF。A.1a、b 
編寫一個函數，描述兩個量之間的關係，包括確定顯式運算式、遞歸過程或從上下文進行計算的步

驟，以及使用算術運算組合標準函數類型。 
 
F.BF.A.2 遞歸和使用顯式公式編寫算術和幾何序列，使用它們來建模情況，並在兩種形式之間進行

轉換。 
 
從現有函數構建新函數。 
F.BF.B.3 確定替換特定值（正值和負值）對圖形的影響;找到給定圖形的值。對案例進行實驗，並使

用技術說明對圖形的影響。𝑓𝑓(𝑥𝑥) 𝑏𝑏𝑦𝑦 𝑓𝑓(𝑥𝑥)  +  𝑘𝑘,𝑘𝑘 𝑓𝑓(𝑥𝑥),𝑓𝑓(𝑘𝑘𝑥𝑥),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𝑓𝑓(𝑥𝑥 +  𝑘𝑘)𝑘𝑘 𝑘𝑘  
 
F.BF.B.4a 通過關注輸入和輸出之間的關係來找到反函數。 
 

線性、二次和指數模型 
構建和比較線性、二次和指數模型並解決問題。 
F.LE.A.4 對於指數模型，將 abct = d 的解表示為對數，其中 a、c 和 d 是數位，底 b 是 2、10 或 e;
使用技術計算對數。 

三角函數 
使用單位圓擴展三角函數的域。 
F.TF.A.2 解釋座標平面中的單位圓如何使三角函數能夠擴展到所有實數，這些實數被解釋為圍繞單

位圓逆時針穿越的角度的弧度量值。 
 
根據函數建模的情況來解釋函數的表達式。 
F.TF.B.5 選擇三角函數對具有指定幅度、頻率和中線的週期性現象進行建模。 
 
證明並應用三角恆等式。 
F.TF.C.8 證明勾股恆等式 sin2（θ） + cos2（θ） = 1，並用它來求給定 sin（θ）、cos（θ） 或 tan
（θ） 和角的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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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與概率 

解釋分類和定量數據 
匯總、表示和解釋單個計數或測量變數的數據。 
S.ID.A.4 使用數據集的均值和標準差將其擬合到正態分佈，並估計總體百分比。認識到有些數據集

不適合這樣的過程。使用計算機、電子表格和表格來估計法線下的面積。 

做出推論並證明結論的合理性。 
理解和評估統計實驗背後的隨機過程。 
優先次序：S.IC.A.1 
將統計理解為一種過程，該過程基於來自該總體的隨機樣本對總體參數進行推斷。 
 
S.IC.A.2 確定指定的模型是否與給定數據生成過程的結果一致，例如，使用類比。 
 

從抽樣調查、實驗和觀察性研究中做出推斷並證明結論的合理性。 
S.IC.B.3 認識到抽樣調查、實驗和觀察性研究的目的和差異;解釋隨機化與每一項研究的關係。 
 
S.IC.B.4 使用抽樣調查的數據來估計總體平均值或比例;通過使用類比模型進行隨機抽樣，確定誤差

幅度。 
 
S.IC.B.5 使用隨機實驗的數據來比較兩種處理;使用模擬來確定參數之間的差異是否顯著。 
 
S.IC.B.6 根據數據評估報告。 

數據科學 
制定統計調查問題。 
HS.DS.1 制定多變數統計調查問題，確定如何收集數據並提供答案，在提出問題時考慮因果關係和

預測。  
 
收集和考慮數據。 
HS.DS.2 瞭解收集數據時的偏倚和混雜變數問題及其對解釋的影響。瞭解收集和處理數據的做法，

包括敏感資訊和對隱私的擔憂，以及這可能如何影響數據收集。 
 
分析數據。 
HS.DS.3 使用技術創建和分析數據集和數據顯示，包括但不限於散點圖、回歸、直方圖和箱線圖，

以排序或過濾數據、總結和描述定量變數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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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結果。 
HS.DS.4 承認缺失數據值的存在，並理解缺失值如何可能增加分析和解釋的偏差。檢查並討論對觀

察到的數據趨勢的相互競爭的解釋，例如混淆變數。對不同社區群體的數據的相互競爭的論點或解

釋做出回應，密切關注數據支援的結論，同時考慮到相關性與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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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數學 3 
數學實踐標準 

一. 理清問題，堅持不懈地解決問題。 
二. 抽象地和定量地進行推理。 
三. 構建可行的論點並批評他人的推理。 
四. 用數學建模。 
五. 戰略性地使用適當的工具。 
六. 注意精度。 
七. 尋找並利用結構。 
八. 在重複推理中尋找並表達規律性。 

代數 

在表達式中查看結構  
解釋表達式的結構。 
優先順序：A.SSE。A.1a、b 
根據量的上下文解釋表示量的表達式。 
 
優先順序：A.SSE。答.2 
使用表達式的結構來確定重寫表達式的方法。 
 
以等效形式編寫表達式以解決問題。 
優先順序：A.SSE。B.3a、b、c 
靈活、高效、準確地創建表達式的等效形式，以揭示和解釋表達式所表示的數量的性質，包括因式

分解二次表達式，在二次表達式中完成平方以揭示最大值或最小值，以及使用指數的屬性創建等效

形式的指數表達式以揭示函數中感興趣的屬性。 
 
A.上交所。B.4 推導有限幾何級數之和的公式（當公比不為1時），並使用公式求解問題。 

多項式和有理表達式的算術  
對多項式執行算術運算。 
A.4月A.1 靈活、高效、準確地證明多項式構成一個類似於整數的系統，即在加、減、乘運算下，多

項式是閉合的;多項式的加、減、乘。 
 
A.4月A.2 瞭解並應用餘數定理：對於多項式 p（x） 和數 a，除以 x - a 的餘數為 p（a），因此 p（
a） = 0 當且僅當 （x - a） 是 p（x） 的因數。 
 
A.4月A.3 當有合適的因式分解時，識別多項式的零點，並使用零點來構建由多項式定義的函數的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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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圖。 
 
A.4月C.4 證明多項式恆等式並使用它來描述數值關係。 
 
A.4月D.6 用不同形式改寫簡單的有理運算式;將a（x）/b（x）寫成q（x） + r（x）/b（x），其中a
（x）、b（x）、q（x）和r（x）是多項式，r（x）的階數小於b（x）的階數，使用檢驗、長除法，

或者，對於更複雜的例子， 計算機代數系統。 

創建方程式 
創建描述數位或關係的方程式。 
優先次序：A.CED。答.1 
靈活、高效、準確地在一個變數中創建方程和不等式，並使用它們來解決問題。 
 
優先次序：A.CED。答.2 
靈活、高效、準確地在兩個或多個變數中創建方程，以表示數量之間的關係;在座標軸上用標籤和刻

度繪製方程式。 
 
優先次序：A.CED。答.3 
通過方程或不等式以及方程組和/或不等式表示約束，並將解決方案解釋為建模上下文中的可行或不

可行選項。 
 
優先次序：A.CED。答.4 
靈活、高效、準確地重新排列公式，以突出感興趣的數量，使用與求解方程相同的推理。 

用方程和不等式進行推理 
將求解方程理解為一個推理過程，並解釋推理過程。 
優先順序：A.REI。答.2 
求解一個變數的有理方程和根式方程，並舉例說明無關解是如何產生的。 
 
在一個變數中求解方程和不等式。 
A.REI.B.4a， b 通過檢驗、因式分解、完成平方並從此形式推匯出一個變數的二次方程組。識別二

次公式何時給出複雜的解決方案，並將它們寫成實數 a 和 b 的± bi。 
 
以圖形方式表示和求解方程和不等式。 
優先順序：A.REI。D.11 
解釋為什麼方程的圖形和相交點的 x 座標是方程的解，這些點的 x 座標可以近似地找到解，例如，

使用技術來繪製函數、製作值表或找到連續近似值。包括 and/or 是線性函數、多項式函數、有理函

數、絕對值函數、指數函數和對數函數的情況。𝑦𝑦 =  𝑓𝑓(𝑥𝑥)𝑦𝑦 =  𝑔𝑔(𝑥𝑥)𝑓𝑓(𝑥𝑥)  =  𝑔𝑔(𝑥𝑥)𝑓𝑓(𝑥𝑥)𝑔𝑔(𝑥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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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解釋函數 
根據上下文解釋應用程式中出現的函數。 
優先順序：F.IF。乙.4 
對於對兩個量之間的關係進行建模的函數，應根據數量解釋圖形和表格的關鍵特徵，並根據關係的

口頭描述來繪製顯示關鍵特徵的草圖。主要功能包括攔截;功能增加、減少、正向或負向的間隔;相對

最大值和最小值;對稱。函數可以包括：多項式、根式、有理數、對數、絕對值、分段和三角函數。

複雜性增加的線性、指數和二次關係。 
 
優先順序：F.IF。乙.5 
將函數的域與其圖形相關聯，並在適用的情況下將其與它在上下文中描述的定量關係相關聯。函數

可以包括：多項式、根式、有理數、對數、絕對值、分段和三角函數。複雜性增加的線性、指數和

二次關係。 
 
優先順序：F.IF。乙.6 
計算和解釋非線性函數（以符號形式或表格形式表示）在指定間隔內的平均變化率。從圖表中估計

變化率。 
 
使用不同的表示形式分析函數。 
優先順序：F.IF。C.7b、c、e 
圖形函數以符號方式表示並顯示圖形的關鍵特徵，在簡單情況下手動使用，並使用技術處理更複雜

的情況，包括平方根、立方根和分段定義的函數，包括階躍函數和絕對值函數、多項式函數、在合

適的因式分解可用時識別零，並顯示結束行為，以及指數和對數函數， 顯示截距和結束行為，以及

三角函數，顯示週期、中線和振幅。 
 
優先順序：F.IF。C.8 
編寫一個由表達式定義的函數，以不同但等效的形式，以揭示和解釋函數的不同屬性，包括因式分

解和平方，以揭示二次函數的零值、對稱性和極值，以及在上下文中呈指數增長和衰減的時間的非

整數常數。 
 
優先順序：F.IF。C.9 
比較兩個函數的屬性，每個函數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示（代數、圖形、表格中的數位或口頭描述）。

函數可以包括：多項式、根式、有理數、對數、絕對值、分段和三角函數。複雜性增加的線性、指

數和二次關係。 

構建功能 
構建一個函數，用於對兩個量之間的關係進行建模。 
優先順序：F.BF。A.1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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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寫一個函數，描述兩個量之間的關係，包括確定顯式運算式、遞歸過程或從上下文進行計算的步

驟，以及使用算術運算組合標準函數類型。 
 
F.BF.A.2 遞歸和使用顯式公式編寫算術和幾何序列，使用它們來建模情況，並在兩種形式之間進行

轉換。 
 
從現有函數構建新函數。 
F.BF.B.3 確定替換特定值（正值和負值）對圖形的影響;找到給定圖形的值。對案例進行實驗，並使

用技術說明對圖形的影響。𝑓𝑓(𝑥𝑥) 𝑏𝑏𝑦𝑦 𝑓𝑓(𝑥𝑥)  +  𝑘𝑘,𝑘𝑘 𝑓𝑓(𝑥𝑥),𝑓𝑓(𝑘𝑘𝑥𝑥),𝑎𝑎𝑎𝑎𝑎𝑎 𝑓𝑓(𝑥𝑥 +  𝑘𝑘)𝑘𝑘 𝑘𝑘  
 
F.BF.B.4a 通過關注輸入和輸出之間的關係來找到反函數。 

線性、二次和指數模型 
構建和比較線性、二次和指數模型並解決問題。 
F.LE.A.4 對於指數模型，將 abct = d 的解表示為對數，其中 a、c 和 d 是數位，底 b 是 2、10 或 e;
使用技術計算對數。 

三角函數 
使用單位圓擴展三角函數的域。 
F.TF.A.1 將角度的弧度測量理解為單位圓上的弧的長度除以角度。 
 
F.TF.A.2 解釋座標平面中的單位圓如何使三角函數能夠擴展到所有實數，這些實數被解釋為圍繞單

位圓逆時針穿越的角度的弧度量值。 
 
根據函數建模的情況來解釋函數的表達式。 
F.TF.B.5 選擇三角函數對具有指定幅度、頻率和中線的週期性現象進行建模。 
 
證明並應用三角恆等式。 
F.TF.C.8 證明勾股恆等式 sin2（θ） + cos2（θ） = 1，並用它來求給定 sin（θ）、cos（θ） 或 tan
（θ） 和角的象限。 

幾何學 

幾何測量和尺寸 
可視化二維和三維對象之間的關係。 
G.GMD.B.4 識別三維物體的二維截面形狀，識別二維物體旋轉產生的三維物體。 

統計與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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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分類和定量數據 
匯總、表示和解釋單個計數或測量變數的數據。 
S.ID.A.4 使用數據集的均值和標準差將其擬合到正態分佈，並估計總體百分比。認識到有些數據集

不適合這樣的過程。使用計算機、電子表格和表格來估計法線下的面積。 

做出推論並證明結論的合理性。 
理解和評估統計實驗背後的隨機過程。 
優先次序：S.IC.A.1 
將統計理解為一種過程，該過程基於來自該總體的隨機樣本對總體參數進行推斷。 
 
S.IC.A.2 確定指定的模型是否與給定數據生成過程的結果一致，例如，使用類比。 
 

從抽樣調查、實驗和觀察性研究中做出推斷並證明結論的合理性。 
S.IC.B.3 認識到抽樣調查、實驗和觀察性研究的目的和差異;解釋隨機化與每一項研究的關係。 
 
S.IC.B.4 使用抽樣調查的數據來估計總體平均值或比例;通過使用類比模型進行隨機抽樣，確定誤差

幅度。 
 
S.IC.B.5 使用隨機實驗的數據來比較兩種處理;使用模擬來確定參數之間的差異是否顯著。 
 
S.IC.B.6 根據數據評估報告。 

數據科學 
制定統計調查問題。 
HS.DS.1 制定多變數統計調查問題，確定如何收集數據並提供答案，在提出問題時考慮因果關係和

預測。 
 
收集和考慮數據。 
HS.DS.2 瞭解收集數據時的偏倚和混雜變數問題及其對解釋的影響。瞭解收集和處理數據的做法，

包括敏感資訊和對隱私的擔憂，以及這可能如何影響數據收集。 
 
分析數據。 
HS.DS.3 使用技術創建和分析數據集和數據顯示，包括但不限於散點圖、回歸、直方圖和箱線圖，

以排序或過濾數據、總結和描述定量變數之間的關係。 
 
解釋結果。 
HS.DS.4 承認缺失數據值的存在，並理解缺失值如何可能增加分析和解釋的偏差。檢查並討論對觀

察到的數據趨勢的相互競爭的解釋，例如混淆變數。對不同社區群體的數據的相互競爭的論點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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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做出回應，密切關注數據支援的結論，同時考慮到相關性與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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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聲明 
 

具有不同使用者許可權級別的備用材料許可證在材料中的特定內容旁邊明確標明。  

此資源可能包含指向第三方運營的網站的連結。這些連結僅為方便您而提供，並不構成或暗示OSPI
的任何認可或監控。  

如果對這項工作進行改編，請注意實質性更改並重新命名，刪除任何華盛頓公共教育總監辦公室的
標誌。提供以下署名稱：  

“該資源改編自公共教育總監辦公室提供的原始材料。 原始材料可在OSPI網站上訪問。  

OSPI 提供平等的機會獲得所有計劃和服務，不因性別、種族、信仰、宗教、膚色、國籍、年齡、光
榮退伍的退伍軍人或軍人身份、性取向（包括性別表達或身份）、存在任何感官、精神或身體殘疾

，或殘障人士使用訓練有素的導犬器或服務性動物。有關涉嫌歧視的問題和投訴應致電 360-725-
6162 或郵寄至 47200 Olympia， WA 98504-7200 聯繫公平和民權總監。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本作品由華盛頓公共教育總監辦公室根據知識共用署名許可獲得許

可。 所有徽標和商標均為其各自所有者的財產。根據合理使用原則（17 U.S.C. § 107）
使用的部分都有標記。 

https://ospi.k12.wa.us/student-success/learning-standards-instructional-materials/washington-state-learning-standards-review
http://www.k12.wa.us/
https://nam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3A%2F%2Fcreativecommons.org%2Flicenses%2Fby%2F4.0%2F&data=04%7C01%7CBen.King%40k12.wa.us%7Cd86b5e4478f04df589cf08d972df7032%7Cb2fe5ccf10a546feae45a0267412af7a%7C0%7C0%7C637667126755993578%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jJ0JztcQCRqYn2DLlDkvEdB0VGQqL3oGbE68cBoZ8XI%3D&reserved=0
https://nam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3A%2F%2Fcreativecommons.org%2Flicenses%2Fby%2F4.0%2F&data=04%7C01%7CBen.King%40k12.wa.us%7Cd86b5e4478f04df589cf08d972df7032%7Cb2fe5ccf10a546feae45a0267412af7a%7C0%7C0%7C637667126755993578%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jJ0JztcQCRqYn2DLlDkvEdB0VGQqL3oGbE68cBoZ8XI%3D&reserv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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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裡斯·雷克達爾 |州長 
公共教育總監辦公室 
舊國會大廈 |郵政信箱47200 
華盛頓州奧林匹亞 98504-7200 

所有學生都為高等教育途徑、職業和公民參與做好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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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字系統
	知道有些數位是無理數，並用有理數來近似它們。

	表達式和方程式
	使用根式和整數指數。
	優先順序：8.EE。答.1
	優先順序：8.EE。答.2
	瞭解比例關係、線和線性方程之間的聯繫。

	優先順序：8.EE。乙.5
	優先順序：8.EE。乙.6
	分析和求解線性方程和聯立線性方程組。

	優先順序：8.EE。C.7
	優先順序：8.EE。C.8

	功能
	將以前對算術的理解應用並擴展到代數表達式。
	優先順序：8.F.A.1
	優先順序：8.F.A.2
	優先順序：8.F.A.3
	使用函數對數量之間的關係進行建模。

	優先順序：8.F.B.4
	優先順序：8.F.B.5

	幾何學
	使用物理模型、透明度或幾何軟體瞭解一致性和相似性。
	優先順序：8.G.A.1
	優先順序：8.G.A.2
	優先順序：8.G.A.3
	優先順序：8.G.A.4
	優先順序：8.G.A.5
	理解並應用勾股定理。

	優先順序：8.G.B.7
	解決涉及面積、表面積和體積的實際和數學問題。


	統計與概率
	調查雙變數數據中的關聯模式。

	數據科學
	制定統計調查問題。
	收集和考慮數據。
	分析數據。
	解釋結果。


	高中 （HS） 學分 1 和 2
	數學實踐標準
	數量 ─ 數量
	實數系統
	將指數的性質擴展到有理指數。
	優先順序：N.RN。答.1
	優先順序：N.RN。答.2
	使用有理數和無理數的屬性。


	數量
	定量推理，用單位解決問題。
	優先順序：N.Q.A.1
	優先順序：N.Q.A.2
	優先順序：N.Q.A.3

	代數
	在表達式中查看結構
	解釋表達式的結構。
	優先順序：A.SSE。答.1a
	優先順序：A.SSE。答.2
	以等效形式編寫表達式以解決問題。

	優先順序：A.SSE。B.3a、c型

	多項式和有理表達式的算術
	對多項式執行算術運算。

	創建方程式
	創建描述數位或關係的方程式。
	優先次序：A.CED。答.1
	優先次序：A.CED。答.2
	優先次序：A.CED。答.3
	優先次序：A.CED。答.4

	用方程和不等式進行推理
	將求解方程理解為一個推理過程，並解釋推理過程。
	優先順序：A.REI。答.1
	在一個變數中求解方程和不等式。

	優先順序：A.REI。乙.3
	求解方程組。
	以圖形方式表示和求解方程和不等式。

	優先順序：A.REI。D.10
	優先順序：A.REI。D.11
	優先順序：A.REI。D.12

	功能
	解釋函數
	理解函數的概念並使用函數表示法。
	優先順序：F.IF。答.1
	優先順序：F.IF。答.2
	優先順序：F.IF。答.3
	根據上下文解釋應用程式中出現的函數。

	優先順序：F.IF。乙.4
	優先順序：F.IF。乙.5
	優先順序：F.IF。乙.6
	使用不同的表示形式分析函數。

	優先順序：F.IF。C.7a、e
	優先順序：F.IF。C.8
	優先順序：F.IF。C.9
	構建一個函數，用於對兩個量之間的關係進行建模。

	優先順序：F.BF。A.1a、b
	從現有函數構建新函數。


	線性、二次和指數模型
	構建和比較線性、二次和指數模型並解決問題。
	優先順序：F.LE。A.1a、b、c
	根據函數建模的情況來解釋函數的表達式。


	幾何學
	一致
	試驗平面中的變換。
	優先順序：G.CO。答.1
	優先順序：G.CO。答.2
	優先順序：G.CO。答.3
	優先順序：G.CO。答.4
	優先順序：G.CO。乙.5
	從剛性運動的角度理解同餘。

	優先順序：G.CO。乙.6
	優先順序：G.CO。乙.7
	優先順序：G.CO。乙.8
	解決涉及面積、表面積和體積的實際和數學問題。

	優先順序：G.CO。C.9
	優先順序：G.CO。C.10
	進行幾何構造。


	相似性、直角三角形和三角函數
	從相似性轉換的角度理解相似性。
	證明涉及相似性的定理
	優先順序:G.SRT。乙.4
	優先順序:G.SRT。乙.5
	定義三角比並解決涉及直角三角形的問題。

	優先順序:G.SRT。C.6
	優先順序:G.SRT。C.7
	優先順序:G.SRT。C.8

	圈
	理解並應用有關圓的定理。
	求圓的弧長度和扇區面積。

	用方程式表示幾何屬性
	在幾何描述和圓錐截面的方程之間進行轉換。
	使用座標以代數方式證明簡單的幾何定理。

	幾何測量和尺寸
	解釋體積公式並使用它來解決問題。
	可視化二維和三維對象之間的關係。

	使用幾何圖形建模
	在建模情況下應用幾何概念。

	統計與概率
	解釋分類和定量數據
	匯總、表示和解釋單個計數或測量變數的數據。
	優先順序：S.ID.A.2
	總結、表示和解釋兩個分類變數和定量變數的數據。
	解釋線性模型。

	優先順序：S.ID.C.7

	條件概率和概率規則
	了解獨立性和條件概率，並使用它來解釋數據。
	使用概率規則來計算複合事件的概率。

	數據科學
	制定統計調查問題。
	收集和考慮數據。
	分析數據。
	解釋結果。


	代數 1
	數學實踐標準
	數量 ─ 數量
	實數系統
	將指數的性質擴展到有理指數。
	優先順序：N.RN。答.1
	優先順序：N.RN。答.2
	使用有理數和無理數的屬性。


	數量
	定量推理，用單位解決問題。
	優先順序：N.Q.A.1
	優先順序：N.Q.A.2
	優先順序：N.Q.A.3

	代數
	在表達式中查看結構
	解釋表達式的結構。
	優先順序：A.SSE。答.1a
	優先順序：A.SSE。答.2
	以等效形式編寫表達式以解決問題。

	優先順序：A.SSE。B.3a、c型

	多項式和有理表達式的算術
	對多項式執行算術運算。

	創建方程式
	創建描述數位或關係的方程式。
	優先次序：A.CED。答.1
	優先次序：A.CED。答.2
	優先次序：A.CED。答.3
	優先次序：A.CED。答.4

	用方程和不等式進行推理
	將求解方程理解為一個推理過程，並解釋推理過程。
	優先順序：A.REI。答.1
	在一個變數中求解方程和不等式。

	優先順序：A.REI。乙.3
	求解方程組。
	以圖形方式表示和求解方程和不等式。

	優先順序：A.REI。D.11
	優先順序：A.REI。D.12

	功能
	解釋函數
	理解函數的概念並使用函數表示法。
	優先順序：F.IF。答.1
	優先順序：F.IF。答.2
	優先順序：F.IF。答.3
	根據上下文解釋應用程式中出現的函數。

	優先順序：F.IF。乙.4
	優先順序：F.IF。乙.5
	優先順序：F.IF。乙.6
	使用不同的表示形式分析函數。

	優先順序：F.IF。C.7a、e
	優先順序：F.IF。C.8
	優先順序：F.IF。C.9
	構建一個函數，用於對兩個量之間的關係進行建模。

	優先順序：F.BF。A.1a、b
	從現有函數構建新函數。


	線性、二次和指數模型
	構建和比較線性、二次和指數模型並解決問題。
	優先順序：F.LE。A.1a、b、c
	根據函數建模的情況來解釋函數的表達式。


	統計與概率
	解釋分類和定量數據
	匯總、表示和解釋單個計數或測量變數的數據。
	優先順序：S.ID.A.2
	總結、表示和解釋兩個分類變數和定量變數的數據。
	解釋線性模型。

	優先順序：S.ID.C.7

	數據科學
	制定統計調查問題。
	收集和考慮數據。
	分析數據。
	解釋結果。


	幾何學
	數學實踐標準
	幾何學
	一致
	試驗平面中的變換。
	優先順序：G.CO。答.1
	優先順序：G.CO。答.2
	優先順序：G.CO。答.3
	優先順序：G.CO。答.4
	優先順序：G.CO。乙.5
	從剛性運動的角度理解同餘。

	優先順序：G.CO。乙.6
	優先順序：G.CO。乙.7
	優先順序：G.CO。乙.8
	解決涉及面積、表面積和體積的實際和數學問題。

	優先順序：G.CO。C.9
	優先順序：G.CO。C.10
	進行幾何構造。


	相似性、直角三角形和三角函數
	從相似性轉換的角度理解相似性。
	證明涉及相似性的定理。
	優先順序:G.SRT。乙.4
	優先順序:G.SRT。乙.5
	定義三角比並解決涉及直角三角形的問題。

	優先順序:G.SRT。C.6
	優先順序:G.SRT。C.7
	優先順序:G.SRT。C.8

	圈
	理解並應用有關圓的定理。
	求圓的弧長度和扇區面積。

	用方程式表示幾何屬性
	在幾何描述和圓錐截面的方程之間進行轉換。
	使用座標以代數方式證明簡單的幾何定理。

	幾何測量和尺寸
	解釋體積公式並使用它來解決問題。
	可視化二維和三維對象之間的關係。

	使用幾何圖形建模
	在建模情況下應用幾何概念。

	統計與概率
	條件概率和概率規則
	了解獨立性和條件概率，並使用它來解釋數據。
	使用概率規則計算複合事件的概率

	數據科學
	制定統計調查問題。
	收集和考慮數據。
	分析數據。
	解釋結果。


	綜合數學 1
	數學實踐標準
	數量 ─ 數量
	數量
	定量推理，用單位解決問題。
	優先順序：N.Q.A.1
	優先順序：N.Q.A.2
	優先順序：N.Q.A.3

	代數
	在表達式中查看結構
	解釋表達式的結構。
	優先順序：A.SSE。答.1a

	創建方程式
	創建描述數位或關係的方程式。
	優先次序：A.CED。答.1
	優先次序：A.CED。答.2
	優先次序：A.CED。答.3
	優先次序：A.CED。答.4

	用方程和不等式進行推理
	將求解方程理解為一個推理過程，並解釋推理過程。
	優先順序：A.REI。答.1
	在一個變數中求解方程和不等式。

	優先順序：A.REI。乙.3
	求解方程組。
	以圖形方式表示和求解方程和不等式。

	優先順序：A.REI。D.10
	優先順序：A.REI。D.11
	優先順序：A.REI。D.12

	功能
	解釋函數
	理解函數的概念並使用函數表示法。
	優先順序：F.IF。答.1
	優先順序：F.IF。答.2
	優先順序：F.IF。答.3
	根據上下文解釋應用程式中出現的函數。

	優先順序：F.IF。乙.4
	優先順序：F.IF。乙.5
	優先順序：F.IF。乙.6
	使用不同的表示形式分析函數。

	優先順序：F.IF。C.7a、e
	優先順序：F.IF。C.9
	構建一個函數，用於對兩個量之間的關係進行建模。

	優先順序：F.BF。A.1a、b
	從現有函數構建新函數。


	線性、二次和指數模型
	構建和比較線性、二次和指數模型並解決問題。
	優先順序：F.LE。A.1a、b、c
	根據函數建模的情況來解釋函數的表達式。


	幾何學
	一致
	試驗平面中的變換。
	優先順序：G.CO。答.1
	優先順序：G.CO。答.2
	優先順序：G.CO。答.3
	優先順序：G.CO。答.4
	優先順序：G.CO。乙.5
	從剛性運動的角度理解同餘。

	優先順序：G.CO。乙.6
	優先順序：G.CO。乙.7
	優先順序：G.CO。乙.8
	進行幾何構造。


	用方程式表示幾何屬性
	使用座標以代數方式證明簡單的幾何定理。

	統計與概率
	解釋分類和定量數據
	匯總、表示和解釋單個計數或測量變數的數據。
	優先順序：S.ID.A.2
	總結、表示和解釋兩個分類變數和定量變數的數據。
	解釋線性模型。

	優先順序：S.ID.C.7

	數據科學
	制定統計調查問題。
	收集和考慮數據。
	分析數據。
	解釋結果。


	集成 HS 數學 2
	數學實踐標準
	數量 ─ 數量
	實數系統
	將指數的性質擴展到有理指數。
	優先順序：N.RN。答.1
	優先順序：N.RN。答.2
	使用有理數和無理數的屬性。


	複數
	對複數執行算術運算。
	在多項式恆等式和方程中使用複數。

	代數
	在表達式中查看結構
	解釋表達式的結構
	優先順序：A.SSE。答.1a
	優先順序：A.SSE。答.2
	以等效形式編寫表達式以解決問題。

	優先順序：A.SSE。B.3a、c型

	多項式和有理表達式的算術
	對多項式執行算術運算。

	創建方程式
	創建描述數位或關係的方程式。
	優先次序：A.CED。答.1
	優先次序：A.CED。答.2
	優先次序：A.CED。答.4

	用方程和不等式進行推理
	在一個變數中求解方程和不等式。
	求解方程組。

	功能
	解釋函數
	根據上下文解釋應用程式中出現的函數。
	優先順序：F.IF。乙.4
	優先順序：F.IF。乙.5
	優先順序：F.IF。乙.6
	使用不同的表示形式分析函數。

	優先順序：F.IF。C.7a、e
	優先順序：F.IF。C.8
	優先順序：F.IF。C.9
	構建一個函數，用於對兩個量之間的關係進行建模。

	優先順序：F.BF。A.1a、b
	從現有函數構建新函數。


	線性、二次和指數模型
	構建和比較線性、二次和指數模型並解決問題。

	幾何學
	一致
	解決涉及面積、表面積和體積的實際和數學問題。
	優先順序：G.CO。C.9
	優先順序：G.CO。C.10

	相似性、直角三角形和三角函數
	從相似性轉換的角度理解相似性。
	證明涉及相似性的定理。
	優先順序:G.SRT。乙.4
	優先順序:G.SRT。乙.5
	定義三角比並解決涉及直角三角形的問題。

	優先順序:G.SRT。C.6
	優先順序:G.SRT。C.7
	優先順序:G.SRT。C.8

	圈
	理解並應用有關圓的定理。
	求圓的弧長度和扇區面積。

	用方程式表示幾何屬性
	在幾何描述和圓錐截面的方程之間進行轉換。
	使用座標以代數方式證明簡單的幾何定理。

	幾何測量和尺寸
	解釋體積公式並使用它來解決問題。
	可視化二維和三維對象之間的關係。

	使用幾何圖形建模
	在建模情況下應用幾何概念。

	統計與概率
	條件概率和概率規則
	了解獨立性和條件概率，並使用它來解釋數據。
	使用概率規則來計算複合事件的概率。

	數據科學
	制定統計調查問題。
	收集和考慮數據。
	分析數據。
	解釋結果。


	HS 數學學分 3
	數學實踐標準
	數量 ─ 數量
	實數系統
	將指數的性質擴展到有理指數。
	使用有理數和無理數的屬性。

	數量
	定量推理，用單位解決問題。

	複數
	對複數執行算術運算。
	在多項式恆等式和方程中使用複數。

	代數
	在表達式中查看結構
	解釋表達式的結構。
	以等效形式編寫表達式以解決問題。

	多項式和有理表達式的算術
	對多項式執行算術運算。

	創建方程式
	創建描述數位或關係的方程式。

	用方程和不等式進行推理
	將求解方程理解為一個推理過程，並解釋推理過程。
	在一個變數中求解方程和不等式。
	求解方程組。
	以圖形方式表示和求解方程和不等式。

	功能
	解釋函數
	理解函數的概念並使用函數表示法。
	根據上下文解釋應用程式中出現的函數。
	使用不同的表示形式分析函數。

	構建功能
	構建一個函數，用於對兩個量之間的關係進行建模。
	從現有函數構建新函數。

	線性、二次和指數模型
	構建和比較線性、二次和指數模型並解決問題。
	根據函數建模的情況來解釋函數的表達式。

	三角函數
	使用單位圓擴展三角函數的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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