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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統計課程之內函與教學理念 
陳幸玫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摘   要  

統計的主體為資料，統計的目的則在解決生活上的問題，因此統計的教學應強調資

料與問題之間的聯繫以及對統計結果的影響。統計內涵除了包括以數學為基礎之統計基

本概念和方法外，更重要的是必須包含統計思維  (statistical thinking)－統計過程的建

構。本文將提出統計過程教學概念圖， 作為國小教師統計教學的參考。除了從統計過程

的思維來闡述統計教學的理念外，本文並針對九年一貫統計能力指標中，教師有疑意的

統計專有名詞和概念，如報讀、解讀、有序資料等，做詮釋說明。  

教師對統計教學的認知影響統計課程的有效運用，本文中將以美國數學科學委員會

(Conference Board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CBMS)(2001)所提出的教師統計知識作為依

據，說明統計過程在統計教學知識中所扮演的角色。最後提出國內目前統計課程和統計

教學的盲點與困境，期待教育研究者、課程編輯者與教學者共同重視此相關議題。  

 

一、前言  

 由於網路傳媒的發達，使我們有更多

的機會接觸到各式各樣的訊息，而這些訊

息經常以統計數字或統計圖表之形式出

現。因此有能力解讀報章、雜誌、電視、

廣告和與工作相關的任何統計論點 (Lajoie, 

Jacobs & Lavigne, 1995)，已成為現代國民

應具備的基本統計素養。九年一貫數學學

習領域亦強調，培養國民具備基本的統計

素養是國民教育階段的重點之一  (教育

部，2003)。近年來國外統計和統計教育學

者呼籲重視國民統計素養的養成，並有許

多相關的研究 (Gal, 2002；Wallman, 1993；

Watson, 1997)。  

如何培養國民之基本統計素養？從

教育層面來看，學校教師對統計內涵之了

解是重要的因素之ㄧ。傳統的統計教學強

調的是統計內涵中的數學思維和邏輯思維

(蘇國樑，1999)，例如如何製作正確的圖

表和如何正確地報讀圖表中的數字，而造

成長期以來教師對統計教學的迷思。由於

統計與一般數學教學的性質並不相同，除

了知識方法的介紹與數字的計算外，還要

注重資料本身的意義以及性質 (陳順宇，

1994)。換句話說，問題的目的、資料的特

性以及其他相關領域的知識會交互影響統

計圖表呈現的方式和結果的解釋。因此統

計內涵除了包括以數學為基礎之統計基本

概念和方法外，更重要的是必須包含並強

調統計思維  (statistical thinking)－統計過

程的建構。目前國內對國小學統計教學的

研究仍在起步的階段，對於如何將統計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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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融入統計教學中，仍缺乏有效和有系統

的實驗論證。  

在本文中，我們將配合九年一貫國小

統計能力指標中與統計圖表相關的內容，

從統計過程的思維來論述統計課程的內

涵，並詮釋相關的統計專有名詞和概念，

且從統計教育研究者的角度提出對統計教

學實務的建議。  

 

二、統計課程的架構及內涵  

統計教育在近十幾年來逐漸受到重

視，將統計編入中小學數學課程已成為各

國數學課程發展的趨勢；如美國數學教師

學 會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 of 

Mathematics , NCTM) 於 1989年的課程改

革中將資料分析與機率  (data analysis and 

probability) 列為數學課程的一部分，並以

四個學習目標，作為統計課程  (K-12)的基

本架構  (1)形成可用資料敘述的問題，並

蒐集、整理、和展示相關資料以回答問題；

(2)選擇和使用適當的統計方法來分析資

料； (3)根據資料，發展並評估推論和預

測；(4)理解和應用基本的機率概念；英國

在 1999 年 修 訂 國 家 數 學 領 域 課 程

(National Curriculum)時，  將資料處理  

(handling data) 之下的一個細目：研究企

劃  (Program of Study) 修改為包含 4 個子

細目的架構：  (1)確定問題並計畫； (2)收

集資料；(3)處理並表現資料；(4)解釋並討

論結果  (Browne, 2002)。由此可見，英美

兩國在發展統計課程時均將統計過程視為

基本的架構，期望學生能在此課程架構之

下，學習統計過程的操作並理解其意義和

目的。  

Friel & Joyner (Friel & Bright, 1998)

以 中 小 學 課 程 為 基 礎 ， 將 統 計 調 查  

(statistical investigation)的過程簡化為  (1)

提出疑問； (2)蒐集資料；  (3)分析資料；

(4)形成並溝通結果。此四個步驟是交互影

響，單方向但非直線進行 (Konold, 2003)，

也 並 不 是 有 了 結 果 後 此 過 程 就 結 束  

(Browne, 2002)。要收集什麼資料、要根據

什麼分類屬性整理資料、要如何適當地呈

現資料，都與問題的目的有關；而資料的

型態也關係到統計圖表的呈現方式；解釋

結果時，可能發現又有新的問題產生，或

者是資料不齊全或者是統計方法不適當等

等。 因此將統計過程片段化，可能會造成

統計結果和解釋的偏差。九年一貫統計能

力指標的架構並沒有明顯地反映統計過

程，尤其忽視問題與資料在統計過程中所

扮演的角色。因此當教師在檢視這些能力

指標時，很有可能會陷入將統計過程片段

化教學的陷阱和迷思。例如教師在教資料

爲分類整理時，最常用的教具是花片，而

爲什麼要將花片分類？教師是 了教分類而

分類嗎？兒童對於實物體的分類操作在幼

稚園時期就有經驗  (Hilton, Grimshaw & 

Anderson, 2001) ，因此教師此時應當引導

學生使其有能力將此一技能與解決生活問

題的事實連結，能根據問題建立分類準

模，才是統計教學的目的。又如教師將資

料給學生畫統計圖 , 但是卻不提及這些資

料的來源，也不說明要解決什麼問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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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會畫統計圖是不是就表示已經有了統計

概念? 許多統計教育學者 (Konold, 2003；

Schaughnessy, 1992)鄭重地提出呼籲，統

計圖的教學並不是統計教學的終點，除了

製作統計圖和報讀統計圖之外，更重要的

是引導學生思考此統計圖是否適當地表現

資料的分布和解決問題的目的？  

Edirisooriya (2003) 用一個淺顯且有

趣的比喻來說明統計過程：統計學家如同

廚師，其工作包括收集資料 (採買食材 )、

整理資料 (準備食材 )、分析資料 (烹煮食

材 )、解釋並呈現結果 (端上餐桌 )。因此統

計過程如同是藝術和科學的結合，同樣的

問題和資料，同樣的數學公式和計算，但

是由於過程中常常需要從個人的專業和經

驗的角度作判斷，例如要收集什麼資料、

資料要如何分類、用什麼方法分析資料、

如何呈現資料等，而使得結果的解釋和呈

現受到了個人特質和知識的影響。如何讓

別人欣賞並認同你的作品，除了在統計過

程中合理地運用統計概念和方法之外，藉

由溝通來說明個人的理念也是非常重要的

能力。這正說明了在九年一貫數學領域課

程中所提及的「統計圖表的解讀」只有描

述的好壞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重要的是

能從統計圖表中抽取有意義的資訊，並能

與人溝通  (教育部，2003)。Garfield (蘇國

樑， 1999) 也認為統計教師的教學目標應

當是：「學生應學到或具備有基本的統計概

念，可以利用統計概念評估數量化資訊解

決統計問題，並使用統計語言解釋與溝

通」。  

三、九年一貫國小統計能力指標下

之統計教學  

目前九年一貫國小統計課程主要包

含資料 (分類與整理 )和統計圖表 (認識、報

讀、製作與解讀 )兩個部份。因此依據九年

一貫國小統計課程和國內統計教學現況，

本文作者將 Friel & Joyner 為統計教師專

業發展計畫 (Teach-Sta for Teachers)所建

構的統計過程概念圖 (Friel & Bright, 1998)

做部份的修改與簡化 (圖 1& 2)，目的是希

望能提供國內國小教師統計教學之參考。  

以下將依此四個步驟  (一 )提出疑問  

(二 )蒐集資料  (三 )分析資料  (四 )形成並

溝通結果， 逐一論述九年一貫國小統計教

學之意義和目的，詮釋相關的統計名詞，

並澄清統計教學的迷思，強調統計概念的

重要性，而對於製作統計圖表等教學上的

細節問題，則不在此探討。  

（一）提出疑問：  

為了解決問題，所以提出相關的疑

問。而這些問題可能是單方面或多方面的

探究，例如：描述資料集 (本班學生的體

重 )、簡述已知的資料集 (本班學生的平均

體重 )、比較或對照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資料

集 (本班男女學生體重的比較 )、歸納已知

資料集之資訊以預測未發生的事件或推論

母體 (由本班四、五年級時學生的平均體

重，預測本班六年級時學生的平均體重；

由本班五年級學生的平均體重，推測本校

五年級學生的平均體重 )。而學生可藉由提

出與問題相關的疑問，澄清資料收集的對

象和方法以及資料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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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統計過程概念圖  

 

（二）收集資料：  

雖然國小統計教學不涉及母體與樣

本的概念，但是在收集資料時，教師仍應

引導學生確認資料收集的對象與範圍，以

有效地解決問題。在小學階段，原始資料

收集的方法，概念上，仍以小規模的普查

或觀察為主，因此資料收集之後的分析不

討論隨機或偏差，而是著重在該資料分布

的探討。另外，教師應引導學生思考，如

何依據問題，對所要普查或觀察的對象，

定義所要測量的變數，但是不提及變數此

專有名詞。例如問題：「本校五年級各班秩

序比賽成績的統計」，資料收集的範圍為本

校五年級，資料收集的對象為班級，而班

級有許多可以測量的變數，如人數、級任

老師的性別等等，但是對於此問題，我們

所要測量的變數是秩序比賽成績，測量的

方法可以採取分數， 也可以採取名次，此

時應清楚且一致性地定義測量的方法，以

配合後續資料的分析和研究的目的。  

統計教學時，為了教學的時效性與統

計的實用性，教師可以採用現成的資料，

如報章雜誌或網路公告的資料，教師除了

說明資料的來源外，仍要引導學生討論此

現成資料收集的對象與範圍以及測量的方

法是否適用於目前研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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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資料的屬性，如

類別或數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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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資料：  

九年一貫統計能力指標以分析資料

為主，包括整理資料和呈現資料。  

(1) 整理資料：  

針對原始資料和未經整理的現成資

料而言，整理資料包括篩檢和建立分類準

模。篩檢就是將不合理或異常的資料做追

蹤或刪除。有一些異常的資料是非常有趣

的，例如：學校的營養午餐，每月雞肉、

牛肉和豬肉的比例分配並不會相差太多，

但在 93 年 3 月份雞肉的比例突然減少，為

什麼？在資料整理的過程中，常常可以發

現一些異常但合理的資訊，教師教學時應

引導學生注意這類的資訊，因為統計中的

數據不只是數字，數字背後的故事才是統

計的重點。  

呈現 表格 統計圖 

建立分類準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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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統計過程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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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這個動作，兒童在幼稚園時期就

可以操作，只要分類的類別屬性是明顯

的。 爲布魯斯認為分類是 了平衡兒童對事

物的複雜度，其背後不一定有統計的目的

或意義。所以「分類」這個教學單元在統

計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應該是在於如何根

據問題來建立分類的準模。比如：老師給

了一堆積木問那一種形狀的積木最多，此

時教學的重點應放在分類標準如何訂定，

使得分類的結果可以回答老師的問題。由

於國內的統計課程將資料整理的單元安排

在小學中低年級，因此統計教學偏重學生

分類能力的訓練。之後，中高年級的統計

課程則著重在「已分類資料」之統計圖表

的認識和呈現，統計教學內容則以統計圖

表的製作為主。此課程的編排，不但忽視

統計過程的整體架構，並且使教師認為資

料分類能力即為資料整理能力，此統計教

學的迷思非常令人憂心。建立分類準模是

統計分析的基礎，國內相關的研究並沒

有，亟需統計教學者和研究者投入。國外

的相關研究則可參考 Lehrer & Schauble 

(2000)，其研究為觀察兒童資料分類模型

的發展過程，研究中針對 18 個低年級生、

25 個中年級生和 22 個高年級生給予數張

兒童的圖畫 (自畫像和房子 )，要求由圖畫

中找出分類特徵進行分類活動，研究結果

發現分類模型的觀念對低年級的學生尤其

困難的，中年級學童的分類概念較具雛

形，學童直到高年級時對分類模型的建立

才漸趨成熟，但仍會因情境的改變而有所

動搖。  

(2) 呈現資料：  

國小統計圖表課程主要以表格、長條

圖、折線圖和圓形圖為主。其資料呈現的

目的和統計概念的應用不盡相同。  

 表格：  

從表格中資料的意義來看，可分為個

別數值 (case value)對應表以及統計次數分

配表。個別數值對應表，如火車時刻表、

課表、價目表等，表格裡的數字不是事件

發生的次數；統計次數分配表，如某國小

班級人數統計表等，表格裡的數字為事件

發生的次數。若以表格呈現的型態來說，

常用的則可簡單地分為一維表格和二維表

格。「維」在此可定義為觀察對象的特質，

例如這一碗麵 (觀察對象 )是大碗 (特質 )的

牛肉麵 (特質 )，從二維價目表中對應為 120

元。當然日常生活的表格常常因目的和趣

味化之因素，有許多的變化型態，因此教

師在此部分的教學不需特別強調這是「?」

維表格，重要的是能正確且清晰的表達數

字和內容的對應。  

在九年一貫統計能力指標中，只有認

識和報讀表格，並沒有製作表格。事實上

我們可從報章雜誌或網路中搜尋得知，表

格的呈現比統計圖的呈現還要普遍，因此

建議國小中高年級教師不要忽略製作表格

的統計教學。  

 長條圖：  

長條圖是兒童學習統計圖概念的墊

腳石。長條圖從認知層次的發展來看可分

為個別數值長條圖 (case value bar plot)和

次數分配長條圖 (frequency bar plot)。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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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值長條圖主要在呈現個別資料之間的數

值關係，例如班上男生寫作業所需時間的

個別數值長條圖，橫軸為每個小朋友的座

號，縱軸為每個男生寫作業所需要的時

間，縱軸對應的數字不是事件發生的次

數；而次數分配長條圖主要在呈現資料各

類組之間的次數關係，例如班上男生寫作

業所需時間的次數分配長條圖，橫軸為時

間，縱軸是每個時間對應的小朋友人數，

縱軸對應的數字為事件發生的次數。個別

數值長條圖呈現每筆資料的數值，因此對

兒童的學習來說較為直觀，而次數分配長

條圖則因經由「統計」導致某些資訊的流

失，例如從次數分配長條圖中看不到 1 號

的男生花多少時間寫作業，對兒童的學習

來說較為抽象，例如甲班和乙班體重分佈

的長條圖一模一樣，是不是表示甲班和乙

班為同一個班級呢？  

國內統計課程的設計、統計教學的方

法和數學教育的研究對長條圖的部份並沒

有關注到兒童如何從直觀概念的個別數值

長條圖發展到抽象概念的次數分配長條

圖，使得兒童對統計圖的概念停留在「個

別數值」的認知階段，而不了解「統計」

圖呈現的意義 (顏嘉吟，2005)。關於如何

從個別數值長條圖之概念轉換到次數分配

長條圖之概念以及兩者的相關性可參考

Konold(2003)。  

 有序資料：  

在論述折線圖教學之前，我們先釐清

並定義「有序資料」。將各種文獻或專書中

關於有序資料的定義分述如下：  

 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2002)：資料

的類別是有順序性的，須依續呈現。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2003)：因為數

量、時間、位置等的有序變化而產

生的對應資料。  

 吳炳焜 (2003)：資料經過整理分類

後，各類的先後順序不可以任意調

換的稱為有序資料。  

 Conover(1980)或各統計學專書：可以

比較大小、強弱、好壞等順序程度之

資料(ordinal scale of measurement)。 

簡言之，不管此資料是文字型態的資

料或數字型態的資料，只要可以合理且有

意義地比較或排列順序就稱為有序資料，

例如：學生的名單，其中名字和性別為文

字型態資料，不能比較大小、強弱、好壞

等，所以不是有序資料；每個人的教育程

度為文字型態資料，但是有序資料，因為

可以比較教育程度的高低；每個人的體重

為數字型態資料，也是有序資料，因為可

以比較胖瘦；每個月的平均氣溫也可視為

有序資料，因為可以按照時間的有序變化

排列溫度。有序資料應該用什麼樣的方式

整理呈現呢？是不是所有的有序資料都必

須用折線圖呈現？這是國小統計課程和老

師教學的迷思，也是值得再探討的疑問。

作者認為有序資料的引入，其教學重點應

在於呈現資料時應該按其順序排列，而不

是在強調由有序資料呈現折線圖，此兩者

並非必然的關係，例如：九年一貫數學課

程暫行綱要 D-3-3 和九年一貫數學課程綱

要 D-2-04。從實務上來看，有序資料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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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成長條圖，而在報章雜誌中常常可以

看到折線圖表現非有序資料。  

 折線圖：  

從數學意義的角度來論述折線圖，顧

名思義其圖形為一條「連續」的折線，因

此各分組或類別之間的連接應當具有「連

續」的意義。很多教師在教授折線圖的單

元時，常常會藉由兒童較為熟悉的長條

圖，連結各類別的中點形成折線圖，此教

學方法容易混淆兒童對長條圖和折線圖的

統計概念，無法了解兩者之間資料型態的

差異與呈現資料的目的；然而由直方圖連

結各組別的中點形成折線圖是正確的，因

直方圖呈現連續資料的分布，在數學意義

上，此與折線圖的資料表現型態是相同

的。因此不同的資料型態有其不同的統計

圖呈現方式。折線圖主要是在表現資料因

時間、空間或事物的「連續」變化而產生

的「趨勢」，最常看到的折線圖為時間序列

折線圖 (橫軸為時間，縱軸為對應時間所產

生的數值，如每月平均溫度的趨勢 )，國小

自然和社會課程中出現的折線圖，大多也

是時間序列折線圖。日常生活或政府統計

公告中則常有非有序或有序不連續資料但

以折線圖呈現，此主要是為了凸顯視覺上

的效果，在某些情況下，用折線的高低比

用長條的高低更容易比較對應數值的差

異，但並沒有數學連續的義涵，因此無法

做過多的推論，如趨勢、變化等。  

 圓形圖  

圓形圖主要在表現全體資料與部分

資料的比例關係。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

(2002)以百分圓形圖為主，提供一百等份

的圓形圖作為報讀和製作圓形圖的教學依

據，其先備知識是比值、相對次數與百分

比率的對應關係。而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2003)則以圓形之幾何概念為先備知識，

引入比值與扇型面積之關係作為報讀和製

作圓形圖的基礎。陳幸玫 (2004)研究發現

國小高年級兒童對於圓形圖的報讀有很高

的通過率，對比值與百分率或扇形面積的

換算關係也能掌握，但是對於不同全體其

資料個數之比較與比例之多寡則產生混

淆，例如：以兩個圓形圖呈現，新竹縣客

家人的比例比台北縣客家人的比例多，所

以新竹縣客家人的人數比台北縣客家人的

人數多？因此建議教師應加強學生在資料

比例與資料個數方面的概念。  
 
（四）形成並溝通結果：  

九年一貫國小統計能力指標所強調

的溝通能力包括報讀和解讀兩方面。以下

列出文獻和專書中對於報讀和解讀的定

義，作為教師訂定教學目標和評量的參考。 

 報讀：  

 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 (2002)：看

到資料直接讀出來。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2003)：將統計

圖表上所看到資料直接讀出來。  

 吳炳焜 (2003)：看到什麼就說什

麼，直接讀出資料。  

 Gal (1998)：從統計圖表中某個特定

的位置將數據“提”出來或比較兩個

這樣的數據，Gal 稱此類問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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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l reading questions。  

一般來說，報讀在教學上比較沒有爭

議，而學生的學習也較為容易 (陳幸玫，

2004)。  

 解讀： 

 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 (2002)：「觀

察資料」之後，依學生程度「用自

己的話說出其對資料的想法」。  

 吳炳焜 (2003)：學生經過思考，用

自己的話說出其對資料的看法。  

 Gal(1998)：引出學生對統計圖表中

資料整體模式的看法，Gal 稱此類

問題為 opinion questions。  

綜合以上解讀的定義，作者將解讀能

力分成兩個層次：  

 學生能參考統計圖表中部分資

料或整體資料，說明資料分布的

情形。  

 學生能配合相關領域的資訊或

知識來合理解釋資料的分布，或

由資料的分布觀察解釋相關領

域的資訊或知識。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2003)建議「統計

圖表的解讀」應在「社會」或「自然與生

活科技」等領域教學，因此將統計圖表解

讀之能力指標從統計課程中刪除。然而若

將解讀的能力分成兩個層次，第一層次仍

建議在統計課程中教學，以養成兒童能依

據資料說明的科學態度，而第二個層次則

可著重在統計應用的教學，配合其他課程

領域，不但可提昇跨領域連結的成效，也

可使兒童了解應用統計方法的目的。  

四、教師應具備的統計知識  

統計課程是幫助教師全面且有條理

地整合統計教學的重要因素。然而僅是課

程是不夠的，教師還需要具備適當的統計

知識才能有效地運用此課程，使其能適當

地提出任務目標，成功地提升並操控課室

中的論述  (Friel & Bright, 1998)。美國數

學 科 學 委 員 會 (Conference Board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CBMS) 於 2001 年

(Heaton & Mickelson, 2002) 建議國中小

學統計教師應具備的知識有  
● 設計資料調查 (data investigation)的

過程  

- 了解問題  

- 收集資料  

- 在問題 (研究的目的 )與設計 (資料 )

之間來回的檢視  

● 描述資料  

 - 用圖表  

 - 用統計量  

 - 了解資料的變異性 (variability) 

 - 比較不同的資料集  

● 描述結論  

 - 了解樣本與推論  

 - 針對研究的目的說明結果  

● 發展機率概念  

 - 熟悉隨機的意義  

 - 在不確定的情況下作判斷  

 - 指定數字來表示事件的可能性  

以上的建議與統計過程的概念是一

致的，除了資料收集、分析和解釋外，更

值得注意的是 CMBS有系統地連結研究目  

的 (形成問題 )和資料 (收集與分析 )之間的

關係，並將結果的解釋再次連結回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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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Heaton & Mickelson, 2002)。這種在

統計過程中，步驟與步驟之間連結與再連

結的能力訓練正是目前國內統計教學中最

缺乏的部份，因此如何將統計過程的知識

和訓練融入師資培育課程中是刻不容緩的

事實。  

 
五、統計教學的困境  

Garfield (1988)評論阻礙統計教學效

率的因素有 (1)統計在課程中的角色 (2)研

究者和教學者的連結 (3)數學教師的準備

(4)學習的評量方法。Shaughnessy(1992)認

為對統計教學的改善真正的障礙是 (1)未

能使統計成為學校數學課程的主流  (2)教

師統計背景和概念的不足 (3)學生和教師

對統計的信念。目前各國，包括台灣，在

數學課程的改革歷程中已逐漸重視統計，

但是由於學校長期對統計教學的忽視以及

教師本身對統計過程的教學缺乏經驗和知

識背景或者對統計教學的目的認知不夠明

確，而使得統計教學僵化 (Shaughnessy, 

1992)。因此關於國小統計教師的培育和與

研究者的合作，應是統計課程標準訂定之

後重要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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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ta is the main object in statistics. The purpose of using statistics is for solving 

problems happened in life. Therefore, statistical teaching should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ta and problems, and furthermore consider the effects on the results presented. 
The connotation of statistics includes statistical concepts and methods based on mathematics, 
and, the most important one, statistical thinking –statistical process constructing. In this 
paper we will propose a statistical process teaching concept map for reference as teachers 
teaching statistics in elementary school. Except explicating statistical teaching rationale 
through the thinking of statistical process, we also interpret some confused technical terms 
and concepts in the statistical competence indicators in the grade 1-9 curriculum, such as 
reading data, interpreting data, and ordinal data etc.. 

How the statistical curriculum can be used effectively i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eachers’ knowledge of teaching statistics. Here, we will explain the role of statistical 
process acting in the knowledge of teaching statistics according to the Conference Board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suggestions in 2001. Finally, we will state the difficulties and 
blind spots of implementing statistical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in Taiwan, and expect 
education researcher, curriculum editors and teachers make this as an important iss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