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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重點課程內容重點


 

認識重量的概念。認識重量的概念。


 

透過「直接比較」兩種或以上物件的重透過「直接比較」兩種或以上物件的重
 量，進而帶出利用「自訂單位」及介紹量，進而帶出利用「自訂單位」及介紹
 「標準單位」的量度活動。「標準單位」的量度活動。


 

認識量度重量的方法及單位。認識量度重量的方法及單位。


 

具體感受具體感受11克及克及11公斤約有多重，建立估量公斤約有多重，建立估量
 的基礎。的基礎。


 

認識常用的稱物工具。認識常用的稱物工具。


 

建立及使用估量技巧。建立及使用估量技巧。



基本概念基本概念


 

重重


 
重的特性是屬於非視覺型的量感。重的特性是屬於非視覺型的量感。


 

量量


 
沒有工具就沒有量。沒有工具就沒有量。



 
要有比較才有量，且有不變性。要有比較才有量，且有不變性。


 

重量重量


 
是感官量，要由工具測量而獲得。是感官量，要由工具測量而獲得。



 
重量有可比較、可保存、可分割、可合併等性重量有可比較、可保存、可分割、可合併等性

 質。質。



重量的比較重量的比較


 

感覺比較感覺比較



 
用手提舉實物來掌握量感。用手提舉實物來掌握量感。


 

直接比較直接比較



 
運用天平比較兩種物件的重量。運用天平比較兩種物件的重量。


 

間接比較間接比較



 
利用與中間人比較，分出物件的輕重。利用與中間人比較，分出物件的輕重。



重量的測量重量的測量


 

自訂單位的測量自訂單位的測量



 
以中間人為單位，使用天平測量實物的重量。以中間人為單位，使用天平測量實物的重量。


 

標準單位的測量標準單位的測量



 
以克或公斤為重量之基本單位，測量實物的重以克或公斤為重量之基本單位，測量實物的重

 量。量。



系統評估數據所反映的問題系統評估數據所反映的問題


 

選擇合適的單位記錄物件的重量，或選擇合適的單位記錄物件的重量，或
 合適的工具量度物件的重量，表現略合適的工具量度物件的重量，表現略
 為遜色。為遜色。


 

當題目要求寫出物件的重量和單位，當題目要求寫出物件的重量和單位，
 或把兩件物件分別放在刻度不同量度或把兩件物件分別放在刻度不同量度
 單位的磅秤上，要求計算它們的重量單位的磅秤上，要求計算它們的重量
 相差多少時，學生的能力較薄弱。相差多少時，學生的能力較薄弱。



選擇合適的重量單位選擇合適的重量單位

2004 – 3MC2

(a) 52.5%

(b) 53.4%

(c) 65.0%



選擇合適的量度工具選擇合適的量度工具

2006 – 3MC1

A. 7.9%

B. 18.9%

C. 58.6%

D. 12%



選擇合適的量度工具選擇合適的量度工具

2008 – 3MC1

A. 1.5%

B. 1.1%

C. 45.7%

D. 49.7%



閱讀磅面閱讀磅面

2005 – 3MC1

40.4%



閱讀磅面閱讀磅面

2006 – 3MC4

26.1%



閱讀磅面閱讀磅面

2008 – 3MC3

37.1%



閱讀磅面閱讀磅面  –– 計算重量相差計算重量相差

2004 – 3MC1

56.4 %



閱讀磅面閱讀磅面  –– 計算重量相差計算重量相差

2006 – 3MC2

18.5%



閱讀磅面閱讀磅面  –– 計算重量相差計算重量相差

2007

3MC2 – 47.7%

6MC2 – 67.4%



跟進策略跟進策略  –– 鞏固基本概念鞏固基本概念


 

生活化生活化



 
具有實用性、自然性。具有實用性、自然性。



 
可以增進學生學習理解。可以增進學生學習理解。


 

遊戲化遊戲化



 
引起學生學習的興趣。引起學生學習的興趣。


 

具體化具體化



 
善用教具、實物。善用教具、實物。



 
具體的經驗可幫助學生聯結概念。具體的經驗可幫助學生聯結概念。



具體感受具體感受11克和克和11公斤有多重公斤有多重



展示生活中不同物件的重量展示生活中不同物件的重量



提供參考指標，提升估量能力提供參考指標，提升估量能力



透過遊戲鞏固化聚技巧透過遊戲鞏固化聚技巧



跟進策略跟進策略  –– 利用數線利用數線


 

從已有知識引入從已有知識引入



 
將磅面的刻度拉直，當成直尺閱讀。將磅面的刻度拉直，當成直尺閱讀。



 
學生未學學生未學

 
4 4 位數除以位數除以

 
1 1 位數，此階段讓學生以位數，此階段讓學生以

 試誤或利用每幾個一數的方法找答案。試誤或利用每幾個一數的方法找答案。



 
數線上不顯示單位。數線上不顯示單位。



引入階段引入階段



閱讀數線閱讀數線


 

當學生熟習閱讀刻度後，在數線上加入重當學生熟習閱讀刻度後，在數線上加入重
 量單位，並進行簡單的化聚。量單位，並進行簡單的化聚。



從閱讀數線從閱讀數線

到閱讀磅面到閱讀磅面



閱讀磅面閱讀磅面


 

學生對重量單位化聚的意識薄弱。學生對重量單位化聚的意識薄弱。



加插閱讀磅面的步驟加插閱讀磅面的步驟


 

引導學生逐步處理化聚問題，提高解題意引導學生逐步處理化聚問題，提高解題意
 識。識。



小組活動小組活動









化聚練習化聚練習





反思反思


 

提升估量能力提升估量能力


 
學生從前缺乏自信，量度前不願先作估計，或學生從前缺乏自信，量度前不願先作估計，或

 胡亂猜測。胡亂猜測。



 
掌握量感後，態度較前認真，每當估量前必先掌握量感後，態度較前認真，每當估量前必先

 用手提舉實物，估計結果也較為準確。用手提舉實物，估計結果也較為準確。


 

實作活動的重要性實作活動的重要性


 

有助學生學習容量有助學生學習容量


 
掌握數線的結構，幫助閱讀量杯的刻度。掌握數線的結構，幫助閱讀量杯的刻度。



 
提升單位化聚的意識。提升單位化聚的意識。


 

加強數線的分析加強數線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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