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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體積，或稱容量、容積，是物件佔有多少空間的量。學生在四

年級已經認識到容量的概念，但當計算長方體或正方體容器的容量

時，他們很容易把容量和體積混淆。體積和容量在有些時候是不同

的，因容量是指某容器的承載量（以升或毫升來量度），而體積則

是指某物件排出的空間量（以立方厘米或立方米來量度），所以老

師教授本課時，會讓用實物（升盒、量杯、阿基米德原理溢水杯）

操作實踐活動，弄清體積和容量的聯繫與區別，以便以後單位化

聚。 

  老師也會讓學生動手操作計算不規物件的體積，而且還用用

IPAD去錄影動手操作的整個過程，以加深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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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課節 課題 課題內容 授課時間 課時 

第一課

節 

體積、容

量、和不規

則物件的體

積 

計算體積，認識容量單

位 2018-05-

14 
1 

第二課

節 

體積、容

量、和不規

則物件的體

積 

體積和容量單位化聚 
2018-05-

15 
1 

第三課

節 

體積、容

量、和不規

則物件的體

積 

學習用量杯和水找出物

件的體積 

2018-05-

16 
1 

第四課

節 

體積、容

量、和不規

則物件的體

積 

學習從容器的水位變

化，找出不規則物件的

體積 

2018-05-

17 
1 

第五課

節 

體積、容

量、和不規

則物件的體

積 

總結：複習體積、容量

和不規則物件的體積 

2018-05-

1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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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教學目標 

1.知識性目標：1-1學生懂得單位化聚。  

1-2學生能理解體積和容量的分別。  

1-3 學生能判斷哪一件物件能否利用排水的方法計算

出該物件的體積。 

2.過程性目標：2-1學生能計算長方體和正方體容器的容量。  

2-2學生能計算出不規則物件體積的方法。 

3.情感性目標：3-1 能生利用排水法和或其他容器來求出物件的體

積後從而對數學產生興趣。。 

 

 

二、主要內容 

1. 計算體積，認識容量單位。  

2. 體積和容量單位化聚。  

3. 學習用量杯和水找出物件的體積。  

4. 學習從容器的水位變化，找出不規則物件的體積。  

5. 總結：複習體積、容量和不規則物件的體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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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計創意和特色 

1.利用容器具體展示給學生怎樣觀察、量度不規則物件的體積。 

2. 讓學生動手操作計算不規則物件的體積。  

3. 讓學生利用 IPAD去錄影動手操作的整個過程，以加深印象。

四、教學重點 

 1. 透過動手操作嘗試，讓學生認識可以利用容器及水來找出不規

則物件體積。 

2. 弄清體積和容量的聯繫與區別，以便以後單位化聚 

五、教學難點 

1. 學生在觀察量杯的刻度的讀數時，未能水平的觀察以致出現誤

差。  

2. 在利用水量度時，學生要知道選擇甚麼的物件來進行測量，會

浮、會溶於水的物件並不適用於用水來測量。 

六、教學用具 

升盒、量杯、波子、數粒、阿基米德原理溢水杯、PPT、ipad、數學

書本、習作、工作紙、小故事 

七、教學課時 

澳門新思維數學第二版 5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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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參考資料 

1.澳門新思維數學第二版 5下 

2. 澳門教育局網上教學設計獎勵計劃得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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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第一課時     計算體積，認識容量單位 

 

一、教學內容：書 P.71 

二、教學目標： 

1、學生透過動手操作讓學生初步認識體積和容量的聯繫與區

別。 

三、教學重點： 

1、在生活中找出體積和容量的聯繫與區別。 

四、教學難點： 

 1、發現並讓學生找出體積和容量的聯繫與區別。 

五、教學準備： 

     數粒、升盒、量杯、工作紙一、工作紙二、PPT、 

水樽(其他飲品) 

 

教學過程： 

一、引入 

 活動一 

師：老師拿出一樽 1升的飲品，問同學這樽飲品是多少升？ 

(老師把標註 1升的標籤拍照放大放於 PPT內給同學看) 

 

生：飲品是１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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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１升有多少？ 

生：學生自由作答。 

【設計意圖】：讓學生初步認識容量１升是多少。 

 

 

二、新知探究，引導建構積體與容量的異同。 

老師拿出一個升盒，做完活動二後告知老師這是甚麼？ 

 活動二 

1.將學生分成 4個人一組，每組一個升盒及 1000粒數粒。 

2.讓學生分別將 1升的水及 1000粒數粒分別放入升盒內。 

3.學生要討論的事項:(並完成工作紙一) 

  A. 1升水與 1000粒數粒的關係？ 

  B. 升是甚麼單位? 

  C. 數粒(cm3)是甚麼單位﹖ 

師：提問學生剛才的盒子是甚麼？ 

生：能夠裝１升液體的盒子。 

師：對，這是一個升盒。 

工作紙一 

每 4人一組（1人負責記錄，1人負責計時，2人負責動手操作） 

工具:升盒、水、1000粒數粒。 

通過動手後，讓學生討論的內容: 

A. 1升水與 1000粒數粒的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升是甚麼單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數粒(cm3)是甚麼單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體積和容量的聯繫與區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設計意圖】：讓學生初步認識體積和容量的聯繫與區別。 



 

 6 

小結:區別:容量是指某容器的承載量，而體積則是指某物件排出的

空間量 

     聯繫:  

 1升橙汁 

 

 

三、鞏固練習。 

活動三。 

老師上堂前預先叫學生（每一組）準備不同容量的水(即不同容量的

水樽)，讓他們動手再加深體積和容量的認識。 

1. 將學生分成 4個人一組，每組把他們水樽內的水倒入升盒內，量  

一量他們準備的水是多少。 

2. 然後他們記錄一下量了多少升或毫升記錄在工作紙二內。 

3. 然後着他們把容量變做體積。 

 
工作紙二 

每 4人一組 

工具:升盒、水、水樽。 

提示： 

  

 

通過動手後，讓學生記錄: 

Ａ同學寫：水樽 1的容量: ______________ 升/ 毫升， 

即體積:______________立方厘米 

B同學核對:( o / × )        更正:_______________ 

 

C同學寫：水樽 2的容量: ______________ 升/ 毫升， 

即體積:______________立方厘米 

D同學核對:( o / × )        更正: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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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練習鞏固: 

 

 

 

 

   

 

【設計意圖】：希望透過此活動讓學生更深對體積和容量的聯繫與

區別。 

  四、回顧整理，反思提升。 

師：通過這節課的學習，你們學習了甚麼？ 

生：認識體積和容量的聯繫與區別。 

容量是指某容器的承載量，而體積則是指某物件排出的空間

量。 

  生: 

 

 

【板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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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安排作業 

工作紙 

1. 2. 

 

 

 

 

 水箱 A的容量是           L，     水箱 B的容量是      L， 

 箱內水的體積是           cm3。    箱內水的體積是      cm3。 

 

【教學反思】 

 

從整個教學過程來看，教師在開始教授時其實學生對於體積和

容量之間的關係是沒有概念的，他們只學了物體的體積這個單元。

當學生與同儕共同動手操作去量液體時，才讓他們對容量產生一些

初步的認識。同學在進行操作把水放入升盒，然後放入數粒，加深

了體積和容量之間的關聯和區別。 

 

 

 

 

 

 

 

 

 

 

 

         

 

12 cm 

12 cm 

5 cm 

A 

10 cm 

11 cm 

10 cm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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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時     體積和容量單位化聚 

 

一、教學內容：書 P.72、73 

二、教學目標： 

1、認識體積和容量單位化聚。 

三、教學重點： 

  1、發現並讓學生推出體積和容量單位化聚的方法。 

四、教學難點： 

 1、體積和容量單位之間的化聚要把小數點移對位。 

五、教學準備： 

     書本、PPT  

 

 

教學過程： 

一、 引入 

活動一 

教師拿了一個水泡入教室。 

師：同學們，夏天到了，你們會去游泳嗎？ 

生：會，夏天很熱，去游泳很舒服。 

師：你們會去哪裏游泳?  

生：海灘或游泳池。 

師：游泳池和我們前課有甚麼關係？ 

生：游泳池是容量，我們前一節學了容量。 

教師再出示 PPT加深他們的記憶。 

【設計意圖】：讓學生回憶一下 

前一節所學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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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知探究，再引導體積和容量單位化聚 

  活動二（體積和容量的分類） 

教師出示一些圖片，著學生把圖片分類，分體積和容量。 

如：  

 

 

 

 

 

 

       體積             容量 

 

【設計意圖】：讓學生分辨體積和容量的區別。 

 

活動三 

師：如果要求一個游泳池的容量應該怎樣做？ 

生：容量我們不懂怎樣計算？ 

師：我們可以不用求容量，但也可以道答案，因為我們懂得求……

甚麼?(此時老師出示一張些圖片作提

示:                               ) 

    

生：先求游泳池的體積，再把它化成容量。 

【設計意圖】：引導學生先求物體的體積，然後再單位化聚，最後   

       便能得出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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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四（單位化聚） 

 讓學生發現體積和容量之間的單位如何化聚 

 

 

師：你們有甚麼發現？（提示：大、小單位） 

生：升比毫升大，即升比立方厘米也大， 

即大單位化單位小數點向右移， 

相反，小單位化大單位則向左移 

師：移多少位？ 

生：升與毫升（立方厘米）相差 1000，移三個位 

師：立方米與立方厘米（毫升）相差 1000000，移六個位 

  因為 1m=100cm，1m2=100x100(cm2)，1m3=100x100x100(cm3) 

  又因為 1m3=1000000cm3，所以 1m3=1000L 

    即立方米與升相差 1000，移三個位 

 

【設計意圖】：讓學生透過前一節所學的內容，先推出一個方法解

決升與毫升的關係化聚，然後老師再幫他們歸納其

他的單位化聚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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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鞏固練習。 

出示題目。 

 

 

 

 

 

 

 

 

 

 

 

教師巡查，學生獨自在書上完成，並協助有困難學生。 

 

 

【設計意圖】：希望透過此活動讓學生更深對體積和容量單位化

聚。 

 

四、回顧整理，反思提升。 

師：通過這節課的學習，你們學習了甚麼？ 

生：若要單位化聚，要先它們之間哪個單位是大，哪個單位是小，  

  然後才決定向左移或是向右移，當然還要把小數點移對位。 

    

 

【板書設計】：1升(L)=1000毫升(mL) 

              1立方米(m3)=1000升(L) 

              1 立方米(m3)=1000000立方厘米(cm3) 

              1 立方厘米(cm3)=1毫升(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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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高思考 

 

 

 

 

 

 

六、安排作業 

 

1) 7 L =          cm3                     2) 750 mL =          cm3 

3) 100立方厘米 =          毫升 4) 2500 cm3 =          L 

5) 445立方厘米 =          升   6) 1.82升 =          cm3 

7) 0.013 L =          立方厘米  8) 9 cm3 =          升 

9) 正方體水箱的棱長 30 cm。洛希把水箱注水至 10 cm。水箱裏有

水多少 L？ 

 

 

 

 

10) (a) 右圖中，長方體水箱的容量是多少 L？ 

 

 

 

 

 

 

 (b) 把 2.4 L水注入水箱裏，水深是多少 cm？ 

 

 

30 cm 

10 cm 

20 cm 
16 cm 

22 cm 



 

 14 

【教學反思】 

 

從整個教學過程來看，教師先複習體積和容量的關聯和區別

後，再讓學生把生活中的例子分為體積和容量兩類，值此加深他們

的印象，然後再讓學生發現單位之間的大小關係，從而令他們知道

單位之間怎樣化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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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時     學習用量杯和水找出物件的體積 

 

一、教學內容：教材第 74頁 75頁 

二、教學目標： 

1、認識能夠明白物體佔了水的空間； 

2、能掌握用量杯和水找出物件的體積。 

3、明白從容器的水位變化，找出不規則物件的體積。 

 4、知識求不規則物件的體積的技巧 長 × 闊 × 高 (水位的變

化)。 

三、教學重點： 

發現並讓學生推出長 × 闊 × 高 (水位的變化)；學生會錯誤

地讀取量杯上每一小格所代表的數據。 

四、教學難點： 

 1、學生會錯誤地讀取量杯上每一小格所代表的數據。 

 2、學生計算不規則物件的體積時，要注意由液體單位化聚為體

積單位。 

五、教學準備： 

     書本、小故事、互動教學區、PPT 

 

教學過程： 

一、生活情景引入 

 活動一 

 教師分享一個小故事--烏鴉喝水。 

1. 老師讓學生觀察烏鴉喝水的小故事，讓學生判斷 

師：烏鴉想了甚麼辦法來喝水呢？ 

生：烏鴉將小石子兒放進水裡，石子佔據了水的空間，被擠走

的水只能跑到上面了，水面上升，烏鴉就喝到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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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追問：這是甚麼原理？(讓學生自由回答) 

生：我們可以看到，上升的這部分水的體積就是小石子的體

積。 

二、新知探究，引導建構求出物件的體積 

1. 老師再讓學生看有 10 粒波子的圖片。 

師：波子不是長方體，可以怎樣找出 

   它們的體積？ 

生：不可以。 

師：我們剛剛看了烏鴉喝水這個故事，試想想利用烏鴉的方法，看

看怎樣能夠找到 10粒波子的總體積吧! 

師：我們先觀察一下，波子放進一杯水，水位有沒有變化呢? 

生：有。水位上升了。 

師：現在老師又跟大家分享一個有關物件的體積的短片， 

請留心看吧! 

師：水位上升的幅度，與波子的體積有甚麼關係？ 

生：(根據書 P.44) 波子的體積越大，水位上升越多； 

                 波子的體積越小，水位上升越少。 

師:現在跟大家一起玩互動遊戲區。 

師和學生作小結:利用物件佔了水的空間，水被排擠，因此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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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升了這個原理來找出片中玻璃球的體積吧!  

        這個方法叫做排水法。 

2. 教師讓學生觀察分組討論並且完成書 P.74 1(b)， 

要求學生討論子安用量杯取代杯子，看看水位上升了多少？ 

然後計算 10 粒波子的總體積。 

 學生討論後回答:80-60=20(mL) 

 把溶液的單位化聚為體積的單位。  =20(cm 3)                   

師：為甚麼你這樣認為呢？  

生：看看原先有水為 60 mL，放了十粒波子後水位上升至 80 

mL，被排擠的水的體積即 10 粒波子的總體積。        

3. 教師讓學生動動手，看一看 

讓學生 5 人至 6 人一組；每組有 10 粒波子和一個有刻度的量

杯。 

 

 

 

 

 

 

 

 

師：現實生活中還有許多形狀不規則的物體，你們試一試回答。 

生：讓學生自行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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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現實生活中有沒有東西不能夠利用這個方法來求它們的體積

呢？ 

生：會浮在水面的東西、冰、棉花、紙巾等…… 

 

【設計意圖】：讓學生了解他們在生活上，學生一定要親手實作

排水法，透過觀察、思考等過程才能把這個方法較深刻，從書本的

抽象部分延伸至實作具體出來。讓較弱的學生更容易明白，並會不

斷刺激頭腦，除了放 10粒波子外還可放甚麼物件在水裏，從而求出

物件的體積呢。 

 還有一些地方我們要注意，如果先將物體完全放進水裡，測得

水面高度，再將物體取出，水面下降，再測得水面高度，下降的這

部分水的體積也是物體的體積。 這種排水法求不規則物體的體積的

方法你學會了嗎？注意一個關鍵，必須將物體完全浸沒在水中才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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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鞏固練習。 

 1. 齊來挑戰題 

把 5 個大小相同的水晶球放進量杯裏， 

每個水晶球的體積是多少 cm3？ 

學生兩人一組討論後並發表：(900  500)  5 

                     = 400  5  

                     = 80 (cm 3) 

小結：先找出量杯內水位的變化，然後要細心留意每一小格代

表多少毫升。再把總毫升-原先的毫升，剩下來就是 5 個水晶

球的總體積，最後÷水晶球的數量，這樣就求到每個水晶球的

體積了。 

3. 齊來做書 P.77 (2)  

 

 

 

 

 

教師巡查，學生獨自做在書上，並協助有困難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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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看一看動畫----看看怎樣利用排擠的水的體積來求出小屋的體

積。 

 

 

 

 

 

 

 

 

 

4.  做一做練習—你懂得根據被排擠的水的體積，找出珊瑚的體

積嗎? 

 

 

 

 

 

 

師：水位上升了多少？ 

生：2cm 

師：我們能利用長方體的體積公式求出珊瑚的體積嗎？ 

生：試試先求水族箱的底面積 × 水位上升的高度 

   40×25×(17-15) 

= 1000 × 2  

= 2000 (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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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回顧整理，反思提升。 

師：通過這節課的學習，你們學習了甚麼？ 

生：1) 利用排擠的方法，找出不規則物件的體積。 

    2)物件的體積越大，水位上升越多； 

      物件的體積越小，水位上升越少。 

    3) 從容器(長方體的水族箱)的水位變化，找出不規則物件的 

    體積。 

   

【板書設計】：       排水法 

                      

                     水位的變化 

 

五、安排作業---做習作 P.4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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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反思】 

 

從整個教學過程來看，教師一開始分享烏鴉喝水的故事，非常

吸引學生，接著很快地過度了計算 10粒波子的體積，由於教師覺得

學生只看書，又想讓學生具體地明白怎樣利用排水法來求不規則物

件的體積，因此決定準備了實物讓學生們親身去體驗一下，學生們

的表現非常雀躍，但會不小心弄濕枱。今次的實驗放十粒波子個水

位升高了不多，因此不太明顥，於是老師馬上改了放 20粒波子，再

讓學生觀察水位的變化。再讓學生明白波子的體積越大，水位上升

越多；波子的體積越小，水位上升越少這個概念。 

還有教師使用了一些教學配套，包括互動學習區、動畫等，讓

學生不會只看著書上的習題，他們感覺非常新鮮，當看完動畫後學

生就很快便完成書上的練習。 

在師生們一起探討的過程中，達到了多培養學生優化思維和求

異思維的能力，促進課堂效益的提高，也使學生在愉快的氣氛中，

在師生共同參與和評價中，達到優化思維，推出新的效果，並從中

感受到學習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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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時     學習從容器的水位變化，找出不規則物件的體積 

—排水法 

 

一、教學內容：教材第 75頁 77頁 

二、教學目標： 

1、認識能夠明白物體佔了水的空間； 

2、能掌握用量杯和水找出物件的體積。 

3、明白從容器的水位變化，找出不規則物件的體積。 

 4、知識求不規則物件的體積的技巧 長 × 闊 × 高 (水位的變

化)。 

三、教學重點： 

發現並讓學生推出長 × 闊 × 高 (水位的變化)；學生會錯誤

地讀取量杯上每一小格所代表的數據。 

四、教學難點： 

 1、學生會錯誤地讀取量杯上每一小格所代表的數據。 

 2、學生計算不規則物件的體積時，要注意由液體單位化聚為體

積單位。 

五、教學準備： 

     書本、小故事、互動教學區、PPT、iPad 

 

教學過程： 

一、利用故事情景引入 

 活動一 

 教師播放阿基米德真假皇冠的故事。 

 老師讓學生加入多一個利用排水法也能鑑別一些物品的方法。 

師：阿基米德怎樣在不破壞皇冠的情況下鑑別真假？ 

生：水的浮力、溢水法……(自由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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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意圖】：讓學生認識書上的排水法的原理背後之歷史，由

故事入手，學生也能留下深刻的印象，並簡單明白當中的技巧，從

而順利過度到書的七十五頁第三題之部份。 

 

 

二、新知探究，引導學生一起完成互動學習區 

  活動一 

1. 教師讓學生已知知識(排水法)來求出各物件的體積。 

  師：我們一起完互動學習區!你們試試說出整過程呢？ 

  生： 先開水把器皿填滿，再把有刻度的量杯靠近出水口，再   

    放小飾物在阿基米德溢水杯裏，水便會溢出， 

       再觀察溢出來的水有多少毫升。 

 

師：非常好，同學們描述得十分詳細。 

師：接著我們把書 P.75(3)和書 P.77(1) a 完成。 

下面的裝置可以幫助我們找出不規則物件的體積。試根據被排

出的水的體積，寫出各物件的體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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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意圖】：讓學生能夠打好基礎，熟練排水法的技巧，加強對

看刻度的掌握力，更讓學生感覺到學這個課題輕鬆和順暢的，不會

感到錯敗感。 

 

  活動二----小組活動把小任務完成 

老師再讓學生掌試實體操作 

 四至五人一組 

 iPad一部 

 阿基米德原理溢水杯 

 自行選用測量不規則的物件 

 

 利用 iPad拍攝跟組員利用已學的溢水法來求不規則物件的體

積 

 先把溢水杯裝滿水 

 然後放不規則物件 

 注意水位的變化—上升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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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鐘討論時間 

 

老師的深究問題如下： 

日常生活中，哪些物件可以利用排水的方法找出它們的體積？哪些

物件不可以？請大家說一說。 

 

                         

【設計意圖】：先讓學生們動手實作，利用阿基米德的溢水杯來求

自己喜歡的不規則物件的體積，再由學生用 iPad來錄影，老師可在

他們的影片裏確定他們能否掌握這個方法，學生也感到滿足感。 

。 

 

三、鞏固練習----老師引導學生完成深究題目。 

 

出示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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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方體的體積公式=長×闊×高 
(水位上升或下降了多少) 

 

 

 

 

 

 

 

 

 

 

 

 

 

 

 

 

 

 

 

 

 

 

 

教師巡查，學生獨自在紙上完成，並協助有困難學生。 

 

四、回顧整理，反思提升。 

師：通過這節課的學習，你們學習了甚麼？ 

生：利用排水法求出不規則物件的體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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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同學們，謹記不可以利用排水的方法找出體積的物件包括會浮

的物件，例如發泡膠、木塊；具吸水性的物件，例如：棉花、海

棉。會溶於水的物件，例如：方糖。    

【板書設計】：       長×闊×高(水位上升或下降了多少) 

 

五、安排作業---做習作 P.44-P.45 (7-9) 

 

 

 

 

  

 

 

 

 

 

 

【教學反思】 

 

從整個教學過程來看，教師先用阿基米德的故事讓學生多認識

溢水杯的由來，學生也很喜歡看，接著教師和學生一起完成互動學

習區，教師讓學生說出整個過程，學生們也很有自信地說每個步驟

出來。接著讓學生自行完成書相關的習題。 

然後到了學生小組活動，學生要自行分工，把使用溢水杯的過

程拍攝下來，教師也能確保學生們能否懂得如何操作和掌握其方

法。整個活動過程中，學生們都很主動參與。 

最後教師安排學生獨自完成書本上的題目，利用長方體水族箱

怎樣算物件的體積，整個過程學生也算順利完成，也有差生要多鼓

勵最後也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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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時     總結：複習體積、容量、和不規則物件的體積 

 

一、 教學內容：補充資料 

二、教學目標： 

1、計算體積，認識容量單位。 

2、鞏固體積和容量單位化聚。 

三、教學重點： 

1、學習用量杯、水和排水法，從容器的水位變化，找出不規則物件

的體     

積。  

四、教學難點： 

 1、利用正確的方法求出分不規則物件的體積。 

五、教學準備： 

     PPT  

 

教學過程： 

一、引入 

 活動一 

師：看來大家在這幾堂課都認識了體積和容量、不規則物件的體

積。現在我們這節課來重溫複習一下吧 !敢於受挑戰嗎？ 

生：敢。 

師：讓我們來看 PPT 吧! ! ! 

  學生們看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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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意圖】 ：學生透過觀察 PPT 來重溫怎樣求體積和容

量。 

二、新知探究，引導建構 

 (一)鞏固體積和容量單位化聚: 

  1、體積和容量單位互相化聚。 

 

  

2、小組探究活動—讓學生分組討論有關這單元之題型 

我給你們十分鐘把這任務完成，就是用不同的方法求出題目所   

要求的東西，你們可請教同組的組員。 

 十分鐘後……讓學生分組上來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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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琪的方法: 

 

 

 

 

 

 

 

日暉的方法: 

 

 

 

 



 

 32 

 

三、單元總結 

 

 

 

 

 

 

四、鞏固練習 

  單元結束，會安排有關之題目讓學生回家做作業。 

【教學反思】 

 

  大部分學生已經完全掌握單位化聚及不規則物件的體積。 

在這複習總結課，都算順利，學生很快便回答到老師之題目，未出

現有任何困難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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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試教評估 

評估目的： 

在課堂完結後，教師填寫評估表，有助教師改進日後的教學內容， 

教學活動及作整體檢討。 

評估內容：評量學生參與性、積極性、互相討論（合作精神）、發   

表個人見解等。 

評估表：評估學生的學習能力。 

評估項目 評估結果 

優 良 不錯 有待

改善 

計算體積，認識容量單位 ★    

體積和容量單位化聚  ★   

學習用量杯和水找出物件的體積 ★    

學習從容器的水位變化，找出不規

則物件的體積 

 ★   

用心上課 ★    

積極問答問題 ★    

尊重別人意見  ★   

小組合作能力 ★    

能總結整節所學的內容 ★    

運用所學知識解決實際問題  ★   

 

 

 

 



 

 34 

肆、反思與建議 

1.學生對於體積和容量的聯繫與區別已很明確地了解了，而對於單  

 位化聚也能夠掌握，但個別仍有一些學生未記好小數點向左或向  

 右移及移多少位的準則，利用量杯、水和和排水法找出不規則物  

 件的體積時會著學生讀數時，觀察會出現誤差，幫助計算正確的 

 答案，但有些同學生逆向思維較弱，利用體積來求高時，不懂得 

 利用除法。 

2. 多元有趣的課堂活動讓學生學得快樂，更積極投入學習，從而 

   提升了學生的學習動機。 

3.老師採用「合作學習」方式，設計以小組為主，學生在學習中各 

   展所長，為小組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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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教材運用： 

建議老師除了運用本身之教材，也要加入一些PPT，而且也要多利用

一些教具讓他們動手操手來加深對本單元的認識，老師也要再加入

一些多元化的題型，靈活運用，引導學生主動思考、探索及討論。 

2. 用IPAD來吸引學生： 

學生的學習興趣是由我們啓發出來的，我們應多用IPAD鼓勵學生多

參與，讓學生多思考、多討論、多接納別人的意見。 

3. 教學方法： 

老師要運用多樣化的教學方式，例如：動手操作、實踐活動、PPT、

合作學生、小組探究等，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興趣。因此建議

老師多鼓勵學生用不同解題方法表達數學的概念，以使學生的數學

概念更穩固。此外，在課堂中多一些時間讓學生交流和討論，讓同

學多思考、多交流討論、多發表自己的意見、多尊重別，聆聽別人

的意見，多練習的課堂環境，多鼓勵學生嘗試，從而提升學生的推

理能力和自信心，把所學的鞏固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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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教學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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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和教具圖片 

第一課節的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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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節的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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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節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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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節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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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節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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