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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智健老師、袁龍江老師、許崇仁老師（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長度在小學課程中的重要性 

長度在小學數學課程中是十分重要的。長度是學生最早接觸的度量課題，主要在初小
的三年裡教授，而長度課題亦涉及不同年級和數學範疇的課題。學生在初小學習「長
度」課題，需要掌握長度的基本概念、量度方法(直接比較、間接比較、自訂單位)及
公認單位(毫米、厘米、米和公里)；在高小，學生需要學習長度的延伸課題，包括周
界、面積、體積等。另外，長度和其他範疇的課題有緊密的聯繫，例如在「圖形與空
間」範疇，學生在判別四邊形的特性時，是需要證明圖形的邊長是否相等。因此，學
生能夠清晰掌握長度，能為小學數學奠下重要的學習基礎。 

 

長度的學習難點 

在教授長度課題時，五旬節于良發小學的教師過往較著重課程的橫向發展，對縱向課
程的發展較為忽略，以致學生缺乏統一的學習策略，影響他們的學習表現。另外，教
師教授長度課題時，發現當中的學習難點，包括： 

 

一、學生的「量感」薄弱 

學生學習長度的基本概念時，主要以「先估計、後量度」的學習策略，培養他們的「量
感」。然而，學生在回答長度的估量問題時，大多是憑「靠感覺」作答，而不是運用
一些已有知識和經驗作出合理的判斷。例如：教學中要求學生在以下各題填上適當的
量度單位── 

 

(a)  「黑板的長度約 500____。」      (答案：厘米) 

(b)  「獅子山隧道約長 1400____。」    (答案：米) 

 

在題目(a)，學生認為黑板比一把尺子長，而尺子是以厘米作刻度，所以便填上「米」
作單位，卻忽略了題目中 500 這數量的意思。而在題目(b)，學生未能將生活經驗與數
學聯繫。雖然他們曾經乘車經過獅子山隧道，但只感覺到隧道是很長的，而很長的距
離應該用「公里」作單位，所以便填上「公里」作單位。 

二、學生對「公里」的掌握 

在長度課題，學生需要認識「毫米」、「厘米」、「米」和「公里」這四個公認單位。學
生較易掌握「毫米」、「厘米」、「米」單位，因為他們在不同的量度活動，具體感受這
些單位的意義，然而，學生對「公里」單位較難掌握，他們較少量度「公里」的學習
活動，在生活中亦缺乏以「公里」表達不同地點的距離，即使教師告訴學生一公里的



距離是等於運動場的兩圈半長度，惟這些抽象描述未能幫助學生掌握「公里」單位的
具體感覺。 

 

發展長度縱向課程的策略 

一、校本課程幫助學生建立「心中的一把尺」，提升學生的「量感」 

為學生建立長度的「量感」是相當重要的。因此，課程上加入多元化的實作活動，加
強學生的學習參與，聯繫學習活動和他們的生活經驗。在小一教授學生認識長度的概
念時，教師透過不同的量度活動及遊戲，讓學生用「永備尺」和厘米尺量度物件的長
度，加深對長度的觸覺；在小二級學習「米」單位時，學生使用厘米尺量度大門、黑
板等較長的物件時，發現以「厘米」作為量度單位便會出現困難，從而引入「米」單
位。為了加強學生對「米」單位的認識，學生會先估量一些物件的長度，然後以米尺
量度，建立對「米」的量感。另外，教師強化「先估計、後量度」的教學策略，幫助
學生建立「心中的一把尺」，從而加強估量的合理性，提升學生對長度的量感。   

 

二、設置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加強數學和生活的聯繫 

校本課程設置多元化的學習活動，提升學生對「公里」的掌握。首先，教師深化學生
的生活體驗，例如:與學生回憶參加學校陸運會跑「一公里」路程的體驗，邀請學生分
享參與這活動的感受，加強學生對「一公里」距離的理解。然後，教師利用「Google 

Map」，找出與學校相距一公里的社區建築物，配合學生對這些社區環境已有的具體經
驗，加深他們對一公里距離的感覺；教師進而運用「Google  Map」，幫助學生找出香
港不同地點的距離。另外，教師設計「親子一公里健步行體驗」的學習活動，提供社
區內一公里的步行路線，鼓勵家長和學生參與，並與同學分享箇中感受，從而加強同
儕的共同體驗。因此，學生能從不同的學習活動，體驗「一公里」的長度，使他們對
「公里」有清晰的掌握。 

 

三、運用數學語言，準確表達概念 

準確的數學語言有助教師了解學生的學習表現，也可以幫助學生表達所學。因此，在
初小各級，教師有系統地引入不同的數學語言，幫助學生準確表達數學概念。例如：
在小一長度課題中，教師引入「高矮」、「長短」、「厚薄」和「闊窄」等詞彙，幫助學
生形容不同物件的長度；當比較物件的長度時，教師引入「橡皮比鉛筆短，即鉛筆比
橡皮長」、「那一物件最長或最短、最闊或最窄」、「xx比 1 厘米長、yy比 1 米短」等比
較語句。在初小各級，由於教師均使用統一的數學語言，使學生學有所依，能運用準
確的數學語言表達不同物件的屬性，有助建構長度的概念。 

 

我們的反思   

學生方面  :  從學生的表現可見，校本課程提升了學生的「量感」，因為學生心中已建
立自己的「一把尺」。因此，學生作答估量的問題時，信心加強了，所估量的答案亦
較為合理和準確。有系統的縱向課程能提升學習效能，因為教師都是採用具聯繫性的



教學策略，不會因應教師的不同教學方法而需要重新適應。 

 

教師方面：以往未有校本支援計劃時，教師備課時只考慮所任教的級別的教學需要，
忽略課題的縱向發展。經過數年的校本支援服務，教師在備課中會考慮其他級別的課
程需要，並加強教學策略的聯繫，既拓寬教師視野，亦為校本課程的持續發展。校本
支援計劃有系統地整理縱向課程，加強課題的聯繫性，促進教師的專業溝通，並提升
學生的學習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