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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課堂設計意念： 

在空間與圖形的教學中，應充分利用生活中的事物，引導學生探索圖形的特徵，豐富空

間與圖形的經驗。長方體和正方體這一單元中，可以從現實生活情境引入，通過一些建築物

或生活的物品觀察，抽象出長方體和正方體的形狀，使學生了解生活中物體的形狀。學習用

數學的眼光來觀察生活中物體形狀。表面積和體積的內容在日常生活中也會經常碰到，教學

中會設置相關問題情景，讓學生解決這些實際問題過程中加深對知識的理解，同時培養解決

問題的意識。 

 

初步試行「翻轉教學」。「翻轉教學」是由美國科羅拉多州洛磯山林地公園高中

（Woodland Park High School）兩位化學老師貝格曼（Jonathan Bergmann）與山森（Aaron 

Sams）於 2007年提出的，貝格曼認為這種教學模式可以解決學生缺課問題並進行補救教學，

於是先錄製影片上傳至 YouTube，讓學生自己上網自學；課堂上則增加與學生的互動，或解

惑、或實驗，啟動了翻轉教室。山森與貝格曼又認為，「翻轉教室」的重點不在於老師自製

課堂影片來教學，而是能真正思考如何更有效益的運用課堂互動時間。因此，在教授新課前，

老師會利用網上的資源及本校的電子教學平台，借用網上一些微課讓學生在家中自行預習。

通過短片的視訊學習，並自行完成預習中設置的小問題，使學生對所學的知識有一個初步的

認知和印象。 

 

回到課堂教學後，重視學生的“動手操作、自主探索”，培養學生空間觀念和建構新知

識等。布魯姆說過：對教學影響最大的是學生的已有知識。在設計教案時，會先考慮學生的

已有經驗。老師透過實物或模型讓學生進行 “看一看、摸一摸、比一比、做一做”等活動，

引導學生認識長方體的面、棱、頂點和空間位置關係，從實物的外觀入手，抽象出物件的形

狀，了解生活中的長方體或正方體；長方體和正方體的表面積可以通過包裝盒的觀察及剪一

剪等活動來認識長方體和正方體展開圖的關係；再借用小立方體堆砌模型的方式，探究出立

體圖形的體積推導等，從而對長方體和正方體有一個比較全面的認知。 

 

完成相關教學活動後，老師利用網上軟件 “Plickers Apps”進行即時的課堂評核，讓

老師即時了解學生對本節課學習情況，加以解惑和深究，進而調整之後的教學活動。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7%91%E7%BE%85%E6%8B%89%E5%A4%9A%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7%91%E7%BE%85%E6%8B%89%E5%A4%9A%E5%B7%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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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授課時間 

（年-月-日） 

節

數 

課節 課題名稱 課題內容 課時 

(分鐘) 

2019年 3月 11日 1 第一節 長方體和正方體 長方體的認識 40 分鐘 

2019年 3月 12日 1 第二節 長方體和正方體 正方體的認識 40 分鐘 

2019年 3月 13日 1 第三節 長方體和正方體 
長方體和正方體

的表面積(1) 
40 分鐘 

2019年 3月 14日 1 第四節 長方體和正方體 
長方體和正方體

的表面積(2) 
40 分鐘 

2019年 3月 15日 1 第五節 長方體和正方體 

長方體和正方體

的表面積(練習

課) 

40 分鐘 

2019年 3月 18日 1 第六節 長方體和正方體 體積和體積單位 40 分鐘 

2019年 3月 19日 1 第七節 長方體和正方體 
長方體和正方體

的體積 
40 分鐘 

2019年 3月 20日 1 第八節 長方體和正方體 
體積單位間的進

率 
40 分鐘 

2019年 3月 21日 1 第九節 長方體和正方體 容積和容積單位 40 分鐘 

2019年 3月 22日 1 第十節 長方體和正方體 
不規則物體的體

積 
40 分鐘 

2019年 3月 25日 1 
第十一

節 
長方體和正方體 整理和複習 4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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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教學目標 

1.通過觀察和操作，認識長方體和正方體的特徵以及它們的展開圖。 

2.通過實例，了解體積(包括容積)的意義和度量單位，會進行單位之間的換算，感受體積單 

  位的實際意義。 

3.結合具體情境，探索長方體和正方體的表面積、體積的計算方法，並能夠運用所學知識解 

  決實際問題。 

4.經歷長方體、正方體的知識的探究過程，體驗直觀操作、觀察思考、分析理解、遷移類推 

  等學習方法。 

5.感受數學知識之間的內在聯繫，體會數學知識的內在美。 

6.感受數學學習活動的樂趣，激發學習的積極性，培養學習的興趣。 

 

二、主要內容 

1. 長方體和正方體的認識 

2. 長方體和正方體的表面積 

3. 體積和體積單位 

4. 長方體和正方體的體積 

5. 體積間的進率 

6. 容積和容積單位 

7. 整理和複習 

 

三、設計創意和特色 

1. 利用資訊設備的協助，初探翻轉課堂的操作模式。 

本人利用校內的電子教學平台 Power Lesson 2內的翻轉教學功能，從網絡資源內下載相

關的教學視訊，進行適當的編輯後，讓學生進行課前的微課學習，對所學知識作一個初步

的了解，進行預習及自學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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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視親身經歷的經驗，讓學生從做中學，從學中做。 

透過“看一看、摸一摸、比一比、做一做”等活動，讓學生經歷知識的建構過程。掌握一

定的知識後，安排了一個專題研習的報告。讓學生自行找一個日常生活中長方體的盒子，

量度出盒子的長、寬、高後，再根據盒子的長、寬、高分別探究出長方體的相關知識等。 

 

3. 配合 "學思達"的小組教學模式進行相關授課。 

課堂上會以小組形式「師徒制」進行分組學習，每組四人，包括：「高手」(組內數學成

績最好的同學)，「大師父」(組內數學成績第二好的同學)，「小師父」(組內數學成績第

三的同學)和「徒弟」(組內數學成績較差的同學)。透過學生同儕的合作，讓知識答案的

同學去教不會的同學，再利用各組間的刺激與競爭，學會「自學」、「思考」和「表達」

的能力。 

 

4. 將資訊科技加插在課堂即時評核及課後延伸中，使用軟件及系統包括：Power Lesson 2  

   及 Plickers Apps等。 

   在課堂教學設計中，利用 Plickers apps的功能進行即時的課堂評核。Plickers apps是 

   一個免費的網上軟件。功能主要利用電腦進入相關介面進行問題設置，然後用軟件內提供 

   的 QR code圖卡讓學生進行即時回饋。每個學生擁有屬於自己的一個 QR code圖片，圖片 

   內四個方向各有 A、B、C、D，學生按照問題選出正確答案。例如選 B，就將 QR code字母 

   B的一邊方向向上放，然後老師利用平板電腦或者已下載程式的智能手機進行對 QR code 

   進行素描，再在電腦內匯總整個班的答題情況，然後利用電腦進行即時的統計及總結，以 

   便調整課堂的教學情況，確實是一個實效即時性的課堂評核。另外，在本校的電子教學平 

   台 Power Lesson2中，利用課後的多媒體設計功能，讓學生對所學知識進行教學的延伸和 

   探究等。 

 

四、教學重點 

1. 認識長方體和正方體的特徵，理解表面積、體積、容積概念。 

2. 掌握長方體和正方體的體積和表面積的計算方法。 

3. 掌握體積、容積單位間的換算。 

4. 靈活運用所學知識解決實際問題。 

五、教學難點 

1. 探究長方體面和棱的特點。 

2. 靈活運用表面積的計算方法解決實際問題。 

3. 理解體積公式的推導過程。 

4. 理解體積和容積單位間進率的推導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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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學用具 

Power Lesson 2 、Plickers apps、QR code、PPT、數粒、紙巾盒、長方體及正方體模型、

量杯、一升杯、水桶、不同形狀的容器、盒子、小膠棒、磁力片、線性模型組合、工作紙、

圖卡。 

 

七、基力要求 

B-2-9  結合生活情境理解體積的概念； 

B-2-10認識長方體、正方體、圓柱體、圓錐體的特性； 

B-2-11會計算長方體、正方體、圓柱體的表面積和體積； 

C-1-1 能用合適的計量單位表示生活中的不同事物； 

C-2-2 體驗和認識體積單位「立方厘米」、「立方分米」、「立方米」及進行單位間簡單的 

      互相轉化； 

C-2-3 體驗和認識容量單位「毫升」、「升」及進行單位間簡單的互相轉化； 

C-2-4 理解容量和體積之間的關係，會進行單位間簡單的換算； 

C-2-7 能對生活中的量進行實測和估測； 

F-2-1 樂於參與數學問題的探究，體會其探索性和創造性； 

F-2-2 通過觀察、操作、概括、推理等學習過程，瞭解數學與日常生活的密切關係； 

F-2-3 在交流中能尊重和接納他人解決數學問題的方法，並能嘗試不同的解題方法； 

F-2-4 面對及解決數學實踐活動中所遇到的困難； 

F-2-5 能用數學語言表達自己的思維過程，體會數學的嚴謹性和形式美； 

F-2-6 在交流中能評價和質疑各種觀點，敢於表達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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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第一節︰長方體的認識 

 

作品名稱 長方體和正方體 人數 32 

實施年級 五年級 總實施節數 11 

實施日期 2019 年 3 月 11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數學 科目每周節數 5 

教材 義務教育教科書數學五年級下冊(人民教育出版社) 

課題名稱 長方體的認識 

教學目標 1. 理解和掌握長方體的特徵，形成長方體的概念。 

2. 認識長方體各個部分的名稱。 

3. 發展學生的空間觀念。 

4. 經歷對長方體的認識過程，讓學生初步學會用數學的眼光觀察現實事

物。 

5. 在學習活動中，體驗數學知識與實際生活的密切聯系，培養學生的空間

觀念。 

基力要求編

號 

B-2-10 認識長方體、正方體、圓柱體、圓錐體的特性。 

F-2-2 通過觀察、操作、概括、推理等學習過程，瞭解數學與日常生活的 

      密切關係。 

F-2-3 在交流中能尊重和接納他人解決數學問題的方法，並能嘗試不同的 

      解題方法。 

F-2-6 在交流中能評價和質疑各種觀點，敢於表達自己的看法。 

教學重點 掌握長方體的特徵，認識長方體的長、寬、高。 

教學難點 形成長方體的概念，建立空間觀念。 

教學資源 PPT 、 Power Lesson 2、Plickers apps、立體模型、小棒 

教學環節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評量 

翻轉課堂 

 

 

 

 

 

 

 

 

 

 

 

 

 

 

一、課前微課，學習反饋。 

 
自學完畢後，學生自行完成書本上 P.19表格內的問題。 

 

實作評量:

利用書上

的問題，

了解學生

的預習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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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 

 

 

 

 

 

 

 

 

 

 

 

 

 

 

 

 

 

 

 

 

 

發展 

 

 

 

 

 

 

 

 

 

 

 

 

 

 

 

 

 

 

 

 

 

 

 

 

 

 

 

二、創設情境，導入新課。 

1. 教師用課件出示萬里長城及澳門水立方的建築物以及課本

內的主題圖，讓學生從生活中的物件中抽象出長方體。 

  
 教師：同學們，在日常生活中有各種各樣的形狀，你知道以

上的是甚麼形狀嗎? 

 學生：長方體。 

 教師：生活中，你還見過哪些形狀是長方體嗎? 

 學生：(紙巾盒、筆盒……) 

 教師：這些長方體的大小不同，樣子也不完全一樣，我們都

可以叫它們做長方體，它們有甚麼共同的特徵呢?今天我們就

來進一步認識長方體。[板書課題] 

 

 

三、探究新知。 

活動一：認識長方體的面、棱和頂點。 

 教師：拿出你事前準備好的長方體物件。 

①請用手摸一摸長方體是由什麼圍成的？ 

②請用手摸一摸兩個面相交處有什麼？ 

③請摸一模三條棱相交處有什麼？ 

 組織學生分組進行討論，並由每組的組員(小徒弟)進行匯

報，其他組員在旁協助及補充。 

 
 學生小結：長方體是由長方形圍成的，兩個面相交處叫做

棱，三條棱相交處叫做頂點。 
 

 

四、探究新知。 

活動二：加深認識長方體的特徵。 

 教師組織學生進行深入的觀察，透過小組討論，完成小組工

作紙。 

 ①長方體有幾個面？面的位置和大小有什麼關係？ 

口頭評量: 

能說出圖

中物件或

建築物的

形狀。 

 

 

 

 

 

 

口頭評量: 

能列舉出

生活中的

長方體。 

 

 

 

 

 

 

口頭評量: 

由學生匯

報出長方

體的各部

分及其名

稱。 

 

 

 

 

 

 

 

 

 

 

 

 

 

 

 

口頭及實

作評量: 

由學生匯

報出長方

體的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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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練習 

 ②長方體有多少條棱？棱的位置、長短有什麼關係？ 

 ③長方體有多少個頂點？ 

 

 學生進行小組討論、交流，一同完成小組工作紙，然後進行

匯報。 

 
 

五、動手操作。 

活動三：製作長方體。 

 教師要求學生從學具盒中找出相關的小棒和連接器，自行製

作一個長方體。可以小組間進行互助，獨立完成一個長方

體。 

 完成長方體後，在組內分別說出長方體的各部分的名稱及數

量，再向全班匯報。 

      
 學生小結：每個長方體有 6 個面、12 條棱和 8 個頂點，相對

的面相同，相對的棱也相等。 

 

 

六、鞏固練習。 

 教師利用 Plickers apps 進行即時查核，了解學生的學習情

況，並利用 Plickers的 report功能進行即時回饋。 

 出示問題，學生利用手上個人的 QR code 回答以下問題。

  

特徵，並

填寫小組

工作紙。 

 

 

 

 

 

 

 

 

 

 

 

實作評量: 

學生利用

學具小棒

及連接器

拼成一個

長方體，

然後進行

觀察及討

論交流大

家的發

現。 

 

 

 

 

 

 

 

 

電子化評

量：學生

觀看
Plickers 

apps 出示

的題目，

利用每人

手上的

QR code

圖片，進

行即時評

核，並由

該軟件同

步顯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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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回顧整理。 

 教師：通過今天的學習，你學到了甚麼?  

 教師：我們用了甚麼方法研究？ 

 教師：通過製作長方體模型，你有甚麼收獲？ 

 

八、佈置作業 

做書 P.21(1,2,3) 

 

學生的答

題情況。 

 

 

 

 

 

 

 

 

 

 

 

 

口頭評核: 

回顧本節

課的教學

內容。 

板書設計             <<長方體的認識>> 

 

面 6 個 

棱 12 條 

頂點 8 個 

 長方體有三組相對的面， 

 長方體中相對的棱長度相等， 

 相對的面完全相同。 

 

教學反思 

第一節 

1. 課前安排微課，培養學生自學預習的習慣。 

2. 學生積極投入課堂活動， 探究氣氛濃厚。 

3. 教學內容能與生活進行聯繫，讓學生感受生活中的數學。 

4. 學思達的小組合作學習，能協助後進生積極參與討論。 

5. 小組互動氣氛良好，學生亦能主動發表個人意見。 

6. 透過摸一摸、拼一拼等動手操作的活動，加深學生對知識的理 

   解。 

7. 課堂即時評核活動效果佳，能即時反饋每個學生的學習情況， 

   讓學生鞏固所學。 

8. 本節課設計的活動較多，時間掌控方面有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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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正方體的認識 

 

作品名稱 長方體和正方體 人數 32 

實施年級 五年級 總實施節數 11 

實施日期 2019 年 3 月 12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數學 科目每周節數 5 

教材 義務教育教科書數學五年級下冊(人民教育出版社) 

課題名稱 正方體的認識 

教學目標 1. 理解和掌握正方體的特徵，理解正方體與長方體的關係。 

2. 發展學生的空間觀念。 

3. 經歷觀察實物和動手操作等教學活動，讓學生掌握正方體的特徵。 

4. 讓學生體驗合作探究的樂趣，培養學生的合作意識，感受數學與生活的

聯繫，發展學生思維。 

基力要求編

號 

B-2-10認識長方體、正方體、圓柱體、圓錐體的特性。 

F-2-1 樂於參與數學問題的探究，體會其探索性和創造性。 

F-2-2 通過觀察、操作、概括、推理等學習過程，瞭解數學與日常生活的 

      密切關係。 

F-2-3 在交流中能尊重和接納他人解決數學問題的方法，並能嘗試不同的 

      解題方法。 

教學重點 理解和掌握正方體的特徵。 

教學難點 理解正方體和長方體的關係。 

教學資源 PPT 、 Power Lesson 2、Plickers apps、立體模型、小棒 

教學環節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評量 

翻轉課堂 

 

 

 

 

 

 

 

 

 

 

 

 

 

 

 

 

 

 

 課前微課，學習反饋。 

 
自學完畢後，學生自行完成 Power Lesson 2內設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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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 

 

 

 

 

 

 

 

 

 

 

 

 

 

 

 

 

 

發展 

 

 

 

 

 

 

 

 

 

 

 
 

 
 

 

 遷移知識，導入新課。 

 教師用課件出示一個長方體，問學生長、寬、高各是多少？  

  
 教師：想象當這個長方體的長、寬、高都相等的時候，這個

長方體變成了甚麼？ 

 學生：正方體。 

 教師：今天我們就來進一步認識正方體。[板書課題] 

 

 

三、探究新知。 

 教師用課件出示課本內的主題圖，讓學生從生活中的物件中

抽象出正方體。 

 

實作評量:

利用校內

電子教育

平台設置

的問題，

了解學生

的預習情

況。 

 

 

 

 

 

 

 

 

 

 

 

口頭評量: 

能說出圖

中長方體

的長、

寬、高各

是多少，

並進行猜

想。 

 

 

 

 

 

 

 

 

 

 

 

 

 

 

 

 

 

 

 

 

口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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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生活中，你還見過哪些形狀是正方體嗎? 

 學生：(骰子、魔方等……) 

 

        活動一：探究正方體的特徵。 

 教師：每組拿出一個正方體物件。 

 請用手摸一摸正方體是由什麼圍成的？ 

 請用手摸一摸正方體有多少個面組成？ 

 請摸一模正方體有多少條棱？ 

 組織學生分組進行討論，並由每組的組員(小師父)進行匯

報，其他組員在旁協助及補充。 

 
 學生：正方體是由正方形圍成的，有 6個面。 

 學生：正方體有 12條棱。 

 學生：正方體也有 8個頂點，與長方體有點相似。 

 

 

        活動二：探究正方體與長方體的關係。 

 教師組織學生進行合作探究，透過小組討論，完成小組工作

紙。 

 
 學生：正方體和長方體也有 6 個面，但正方體 6 個面都是正

方形，長方體 6 個面是長方形。 

 學生：正方體和長方體都有 12 條棱，相對的棱長度相等。 

 學生：正方體和長方體都有 8 個頂點。 

 學生小結：正方體也是長方體，只不過它是特殊的長方體，

因為每個面都是正方形罷了。 

 

能列舉出

生活中的

正方體。 

 

 

口頭評量: 

由學生正

方體的特

徵。 

 

 

 

 

 

 

 

 

 

 

 

 

 

口頭評量: 

學生比較

正方體與

長方體的

各項特

徵，並填

寫小組工

作紙。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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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練習 

活動三：製作正方體。 

 教師要求學生從學具盒中找出相關的小棒和連接器，自行製

作一個正方體。 

 完成長方體後，在組內分別說出正方體的特徵。 

 學生小結：每個正方體有 6 個面，每個面都是大小相等的正

方形。每個正方體都有 12 條棱，每條棱的長度相等。每個正

方體都有 8 個頂點。 

 

 

四、鞏固練習。 

 教師利用 Plickers apps 進行即時查核，了解學生的學習情

況，並利用 Plickers的 report功能進行即時回饋。 

 出示問題，學生利用手上個人的 QR code回答以下問題。 

       
     

 

五、回顧整理。 

 教師：通過今天的學習，你學到了甚麼? 

 教師：我們用了甚麼方法研究？ 

 教師：通過製作正方體模型，你有甚麼收獲？ 

 

六、佈置作業 

做書 P.21-22(4,5,6) 

 

學生利用

學具小棒

及連接器

拼成一個

正方體，

然後進行

討論。 

 

電子化評

量:學生觀

看 Plickers 

apps 的題

目，利用

每人手上

的 QR 

code 圖

片，進行

即時評

核，並由

該軟件同

步顯示出

學生的答

題情況。 

 

口頭評核: 

回顧本節

課的教學

內容。 

板書設計                                       <<正方體的認識>> 

 

面：6 個完全相同的正方形 

棱：12 條相等的棱 

頂點：8 個 

 

教學反思 

第二節 

1. 課前微課，大部分學生能按時完成，做到自學預習的準備。 

2. 正方體的學習是以長方體的知識為基礎，由長方體過導到正方體，便於學 

   生學習。 

3. 學生積極投入課堂活動， 探究氣氛濃厚。 

4. 透過動手製作正方體的活動，加深學生對知識的理解。 

5. 學思達的小組合作學習模式，能協助後進生積極參與討論。 

6. 課堂即時評核活動能吸引學生，激發學習興趣，而且即時反饋每個學生的 

   學習情況，讓學生鞏固所學。 
 

正方體 

長方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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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長方體和正方體的表面積 1 

 

作品名稱 長方體和正方體 人數 32 

實施年級 五年級 總實施節數 11 

實施日期 2019 年 3 月 13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數學 科目每周節數 5 

教材 義務教育教科書數學五年級下冊(人民教育出版社) 

課題名稱 長方體和正方體的表面積 1 

教學目標 1.  理解長方體表面積的含意。 

2. 理解並掌握長方體表面積的計算方法。 

3. 經歷長方體表面積簡單計算的探究過程，培養學生的分析能力和空間想 

像能力。 

4. 體驗學習數學的樂趣，體會數學知識之間內在聯繫的邏輯關係。 

基力要求編

號 

B-2-10認識長方體、正方體、圓柱體、圓錐體的特性。 

B-2-11會計算長方體、正方體、圓柱體的表面積和體積。 

C-1-1 能用合適的計量單位表示生活中的不同事物。 

F-2-1 樂於參與數學問題的探究，體會其探索性和創造性。 

F-2-2 通過觀察、操作、概括、推理等學習過程，瞭解數學與日常生活的 

      密切關係。 

F-2-3 在交流中能尊重和接納他人解決數學問題的方法，並能嘗試不同的 

      解題方法。 

F-2-5 能用數學語言表達自己的思維過程，體會數學的嚴謹性和形式美。 

教學重點 掌握長方體表面積的意義。 

教學難點 學會簡單計算長方體的表面積。 

教學資源 PPT 、立體模型、紙巾盒 

教學環節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評量 

課前準備 

 

 

引入 

 

 

 

 

 

 

 

 

 

 

 

 

課前教師要求學生回家利用課本上 P.123的附頁剪下，自行製作

成一個長方體，然後上課時利用這個長方體進行討論及學習。 

 

一、復習導入。 

 教師請學生拿出自己製作的長方體，然後進行觀察。利用手

上的長方體復習長方體的各部份的名稱和特徵。 

 學生 1：長方體有六個面、12 條棱、八個頂點。在長方體中

相對的面完全相同，相對的棱長度相等。 

 學生 2：長方體有六個長方形的面組成，也有由兩個是正方

形面和四個長方形面組成的長方體。 

 教師：即長方體主要由 6 個矩形面所組成，這 6 個面的總面

積，叫做它的表面積。我們今天一起來研究這 6個面吧！ 

[板書課題:長方體的表面積] 

 

 

 

 

 

口頭評核: 

觀察自己

製作的長

方體模

型，復習

舊有知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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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二、自主探究，合作學習。 

1.學習長方體表面積的概念。 

 教師：請同學觀察自己製作的長方體紙盒，並分別在各個面

上利用水筆寫上 “上面”、 “下面”、 “左面”、 “右

面”、 “前面”和 “後面”。 

 教師要求學生用剪刀將這個長方體紙盒源著這個立體的棱剪

開，然後進行觀察，這個被剪開的圖紙，我們稱為 “展開

圖”。 

 教師：觀察手中的展開圖，你們有甚麼發現？ 

 學生：雖然每個同學手上的長方體一樣，但同組內剪下的展

開圖形狀卻不一樣。 

 學生：這個長方體展開圖形，相對的面面積一樣。如上面和

下面、左面和右面、前面和後面的面積完全相等。 

    
 教師：你知道長方體六個面的總面積叫它的甚麼？ 

 學生：這六個面的面積就是長方體的表面積。 

 教師：展開後每個面的長和寬與長方體的長、寬、高有甚麼

關係？ 

 學生試著說一說。 

 

 

三、動手操作，探究新知--計算物體的表面積。 

 教師：請同學分別量度手上長方體的長、寬、高，然後進行

小組討論。分別計算上、下兩個面，左、右兩個面和前、後

兩個面的面積，然後再計算該立體模型的表面積。 

 學生討論後歸納，教師板書： 

上、下面：長×寬×2 

前、後面：長×高×2 

左、右面：高×寬×2 

長方體的表面積=長×寬×2+長×高×2+高×寬×2 

 教師：可以運用簡便運算定律整理一下嗎？ 

 學生：長方體的表面積=(長×寬+長×高+高×寬)×2 

 教師：用字母表示可以嗎？ 

 學生：S表=(ab+bc+ac) ×2 

 

 

 

 

 

口頭評量:

透過剪開

立體後，

形成的展

開圖進行

觀眾和討

論。 

 

 

 

 

 

 

 

 

 

 

 

 

口頭評量: 

能說出展

開圖中每

個面的長

和寬與長

方體的

長、寬、

高的關

係。 

 

口頭評量: 

透過小組

互動，探

究出計算

長方體表

面積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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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練習 

 

 

 

 

 

 

 

 

 

 

 

 

 

 

 

 

 

 

 

 

 

 

 

 

 

 

 

總結 

四、鞏固練習。 

 教師出示課本上 P.24的例題讓學生進行練習。 

  
 

 教師出示書上練習 P.24(做一做) 

亮亮家要給一個長 0.75 m，寬 0.5 m，高 1.6 m 的簡易衣櫃

換布罩（如下圖，沒有底面）。至少需要用布多少平方米?   

 組織學生討論完成。 

 
 

 

五、課後小結。 

 教師：通過這節課的學習，大家學會了甚麼？ 

 學生總結本節內容。 

 

實作評量: 

利用計算

的方法計

出表面

積。 

 

 

 

 

 

 

 

 

 

 

 

 

 

 

 

 

 

 

 

 

 

 

口頭評核: 

回顧本節

課的教學

內容。 

板書設計                                          長方體和正方體的表面積 1 

長方體 6 個面的總面積叫做它的表面積。 

上、下面：長×寬×2 

前、後面：長×高×2 

左、右面：高×寬×2 

長方體的表面積=(長×寬+長×高+高×寬)×2 

           S表=(ab+bc+ac) ×2 

教學反思 1. 從學生已有的知識基礎上，通過實物教具引導學生理解長方體表面積知識。 

2.將抽象的知識轉化成見得到、摸好得到的現實東西，使學生在觀察和操作中 

   對知識進行思考和整合，重視學生建構數學知識的過程。 

3.引導學生在探究中總結出計算長方體表面積的方法，培養學生探究能力和創 

   新思維。 

4. 透過合作交流培養學生與人溝通的能力。 

5. 教師重視學生數學語言表達的完整性，提升學生個人表達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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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長方體和正方體的表面積 2 

 

作品名稱 長方體和正方體 人數 32 

實施年級 五年級 總實施節數 11 

實施日期 2019 年 3 月 14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數學 科目每周節數 5 

教材 義務教育教科書數學五年級下冊(人民教育出版社) 

課題名稱 長方體和正方體的表面積 2 

教學目標 1.  理解正方體表面積的含意。 

2. 理解並掌握正方體表面積的計算方法。 

3. 經歷正方體表面積簡單計算的探究過程，培養學生的分析能力和空間想 

像能力。 

4. 體驗學習數學的樂趣，體會數學知識之間內在聯繫的邏輯關係。 

基力要求編

號 

B-2-10認識長方體、正方體、圓柱體、圓錐體的特性。 

B-2-11會計算長方體、正方體、圓柱體的表面積和體積。 

C-1-1 能用合適的計量單位表示生活中的不同事物。 

F-2-1 樂於參與數學問題的探究，體會其探索性和創造性。 

F-2-2 通過觀察、操作、概括、推理等學習過程，瞭解數學與日常生活的 

      密切關係。 

F-2-3 在交流中能尊重和接納他人解決數學問題的方法，並能嘗試不同的 

      解題方法。 

F-2-5 能用數學語言表達自己的思維過程，體會數學的嚴謹性和形式美。 

教學重點 掌握正方體表面積的意義和計算方法。 

教學難點 學會解決生活中有關正方體表面積的計算。 

教學資源 PPT 、立體模型、磁性拼片 

教學環節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評量 

課前準備 

 

 

引入 

 

 

 

 

 

發展 

 

 

 

 

 

 

課前教師要求學生回家利用課本上 P.123的附頁剪下，自行製作

成一個正方體，然後上課時利用這個正方體進行討論及學習。 

 

一、問題導入。 

 教師：甚麼是長方體的表面積？ 

 教師：怎樣計算這個長方體的表面積？ 

 學生回答問題。 

 

二、知識遷移。 

 教師請學生拿出自己製作的正方體，然後進行觀察。你能說

出甚麼是正方體的表面積嗎？ 

 學生：正方體 6 個正方形的面積總和，便是正方體的表面

積。 

 教師：今天一同來研究這個正方體的表面積吧！[板書課題] 

 

 

 

 

口頭評核: 

復習長方

體表面積

知識。 

 

口頭評核: 

透過對舊

有知識的

理解，學

生自行整

理正方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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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主探究，合作學習。 

1.學習正方體表面積的展開圖。 

 教師要求學生用剪刀將這個正方體紙盒源著這個立體的棱剪

開，然後進行觀察，這個被剪開的圖紙，我們稱為“展開

圖”。 

 教師：觀察手中的展開圖，你們有甚麼發現？ 

 學生：雖然每個同學手上的正方體完作一樣，但同組內剪下

的展開圖形狀卻不一樣。 

 學生：這個正方體展開圖形，是由 6 個完全相同的正方形組

成，也就是正方體的表面積了。 

 教師：是不是任何由六個正方形面組成的展開圖，都必能拼

成正方體呢？為甚麼？ 

 學生：是/不是。… 

 教師利用課件出示書本 P.23(做一做)，先讓學生進行猜測。 

 教師：以下哪些展開圖可以拼成正方體呢？ 

 
 教師派發磁力片，要求學生模仿以上圖形拼一拼，然後進行

解說。 

     
 學生試著一邊拼、一邊解說。 

 教師展示能拼成正方體的相關展開圖，並與學生一同找出規

律。 

 

表面積的

含義。 

實作評量: 

動手剪出

正方體展

開圖。 

 

 

 

 

口頭評量:

透過剪開

立體後，

形成的展

開圖進行

觀眾和討

論。 

 

 

 

 

 

 

 

 

實作評量: 

利用磁力

片邊拼邊

解說。 

 

 

 

 

 

 

 

口頭評量: 

根據展開

圖的形

狀，說出

相關的規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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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練習 

 

 

 

 

 

 

 

 

 

 

 

總結 

四、合作學習探究新知—正方體表面積的計算。 

 教師組織學生進行小組討論。 

 學生討論後歸納，教師板書： 

正方體的表面積=棱長×棱長×6 

 教師：用字母表示可以嗎？ 

 學生：S表=6a2
 

 

五、鞏固練習。 

 教師出示課本上 P.24的例題讓學生進行練習。 

   
 

六、課後小結。 

 教師：通過這節課的學習，大家學會了甚麼？ 

 學生總結本節內容。 

 

 

 

 

 

 

 

 

 

 

 

 

 

 

 

 

 

 

 

 

口頭評核: 

回顧本節

課的教學

內容。 

板書設計                                          長方體和正方體的表面積 2 

正方體 6 個面的總面積叫做它的表面積。 

 

正方體的表面積=棱長×棱長×6 

           S表=6a2 

 

 

 

教學反思 1. 透過知識遷移，學生能夠很快地建構正方體表面積的計算方法。 

2. 學生利用磁力片進行動手操作，讓學生直觀地理解正方體展開圖的排列。 

3. 從正方體的展開圖中，學生能找出規律，理解正方體展開圖排列的特性。 

4. 在小組討論活動中學生能互助合作，學習氣氛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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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長方體和正方體的表面積(練習課) 

 

作品名稱 長方體和正方體 人數 32 

實施年級 五年級 總實施節數 11 

實施日期 2019 年 3 月 15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數學 科目每周節數 5 

教材 義務教育教科書數學五年級下冊(人民教育出版社) 

課題名稱 長方體和正方體的表面積(練習課) 

教學目標 1.  進一步鞏固對正方體與長方體展開圖的認識。 

2. 熟練掌握解決生活中有關長方體與正方體表面積的計算方法。 

3. 經歷練習的過程，體驗數學與生活的密切聯繫，增強學生學習的信心。 

4. 通過各種變式習題，培養學生的分析和解題能力。 

基力要求編

號 

B-2-10認識長方體、正方體、圓柱體、圓錐體的特性。 

B-2-11會計算長方體、正方體、圓柱體的表面積和體積。 

C-1-1 能用合適的計量單位表示生活中的不同事物。 

F-2-1 樂於參與數學問題的探究，體會其探索性和創造性。 

F-2-3 在交流中能尊重和接納他人解決數學問題的方法，並能嘗試不同的 

      解題方法。 

F-2-4 面對及解決數學實踐活動中所遇到的困難。 

F-2-5 能用數學語言表達自己的思維過程，體會數學的嚴謹性和形式美。 

教學重點 掌握正方體表面積的意義和計算方法。 

教學難點 學會解決生活中有關正方體表面積的計算。 

教學資源 Plickers apps 

教學環節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評量 

 

 

復習導入 

 

 

 

 

 

 

 

 

基礎練習 

 

 

 

 

 

 

 教師提問：長方體與正方體的表面積的計算方法是甚麼？ 

 學生獨立思考，再互相交流。 

 教師小結：長方體的表面積=(長×寬+長×高+高×寬)×2 

          正方體的表面積=棱長×棱長×6 

 教師這節是練習課，我們一起來鞏固長方體與正方體表面積

的計算方法。 

 

一、電子化評核練習。 

 教師利用電子化即時評核軟件 Plickers app 與學生進行練

習。 

 學生利用個人 QR code 即時回饋所學知識。 

 

 

 

口頭評核: 

回答教師

提問。 

 

 

 

 

 

電子化評

量:學生利

用 個 人
QR code

解答相關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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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學習 

 

 

 

 

 

 

 

 

 

 

 

 

 

 

 

 

 

 

 

 

 

 

 
 

 教師透過該軟件，知道該班學生的學習情況，進行相關的分

析和解說。 

 

 

二、指導練習。 

 教師出示課本 P.25練習六第 4題。 

 組織學生閱讀題目，理解題意。 

 教師：我們需要計算哪幾個面的面積？為甚麼？ 

 學生：計算 6個面的長方體表面積。 

 學生自行列式計算，集體訂正。 

 

 教師出示課本 P.25練習六第 5題。 

 學生自主讀題，理解題意。 

 教師：我們需要計算哪幾個面的面積？為甚麼？ 

 學生：計算 4 個面的長方體表面積，包括前、後面和左、右

面共 4 個。 

 學生自行列式計算，集體訂正。 

 

 教師出示課本 P.25練習六第 6題。 

 學生自主讀題，理解題意。 

 教師：正方體的表面積應該怎樣計算？ 

 學生：先計一個正方形面的面積，再乘以相關的面數。 

 教師：正方體有幾條棱長？棱長總和是多少？ 

 

 

 

 

 

 

 

 

 

 

 

 

 

 

 

 

 

 

 

 

 

 

 

 

 

 

 

 

 

口頭評核: 

回答教師

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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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學習 

 

 

 

 

 

總結 

 學生自行列式計算，集體訂正。 

 教師：4.5m的膠紙帶夠用嗎？ 

 學生小組討論回答。 

 

 教師出示課本 P.26練習六第 7題。 

 學生自主讀題，理解題意。 

 教師：長方體和正方體棱長有甚麼不同？ 

 學生：長方體棱長有長、寬、高；正方體棱長全部相等。 

 學 生 自 行 列 式 計 算 ， 填 寫 下 表 ， 集 體 訂 正 。

 
 

 

三、小組討論，合作學習。 

 教師出示課本 P.26練習六第 10題。 

 學生自主讀題，理解題意，透過小組討論，歸納計算方法。 

 教師組織小組成員進行分析，其他小組進行學習和驗正。 

 

 

四、課後小結。 

 教師：通過本節課，你們掌握了甚麼計算方法？可否一同分

享。 

 學生進行總結。 

 

 

 

 

 

 

 

 

 

 

 

 

 

 

 

 

 

 

 

口頭評核: 

回答教師

提問。 

 

板書設計 長方體和正方體的表面積(練習課) 

 

            長方體的表面積=(長×寬+長×高+高×寬)×2 

           

                正方體的表面積=棱長×棱長×6 
 

 

教學反思 

 

1. 利用電子化的即時評核軟件，教師能準確地掌握每個學生現時的學習水平。 

2. 教師善用追問技巧，由淺入深，層層推進，有效協助學生進行思考。 

3. 透過個人自學模式及小組合作的學習模式，培養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 

    能力。 

4. 電子化評核活動有助學生提升學習興趣，尤其對後進行的幫助更為明顯。 

5. 教師能多鼓勵學生，有助提高學生的學習積極性。 

6. 教師在評講即時評核時所花時間太多，以致最後小組學習部分的討論時間不 

    足，時間管理有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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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體積和體積單位 

 

作品名稱 長方體和正方體 人數 32 

實施年級 五年級 總實施節數 11 

實施日期 2019 年 3 月 18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數學 科目每周節數 5 

教材 義務教育教科書數學五年級下冊(人民教育出版社) 

課題名稱 體積和體積單位 

教學目標 1.  使學生理解並掌握體積的含義。 

2. 認識常用的體積單位：立方厘米、立方分米、立方米。 

3. 通過動手、動眼、動腦，培養學生分析、觀察、比較、歸納、概括等能

力。 

4. 培養學生體積單位的空間想象能力。 

基力要求編

號 

B-2-9 結合生活情境理解體積的概念。 

C-1-1 能用合適的計量單位表示生活中的不同事物。 

C-2-2 體驗和認識體積單位「立方厘米」、「立方分米」、「立方米」及 

      進行單位間簡單的互相轉化。 

C-2-7 能對生活中的量進行實測和估測。 

F-2-1 樂於參與數學問題的探究，體會其探索性和創造性。 

F-2-2 通過觀察、操作、概括、推理等學習過程，瞭解數學與日常生活的 

      密切關係。 

F-2-3 在交流中能尊重和接納他人解決數學問題的方法，並能嘗試不同的 

      解題方法。 

教學重點 使學生感知物體的體積，初步建立 1 立方米、1 立方分米和 1 立方厘米的體

積概念。 

教學難點 能正確應用體積單位估算常見物體的體積。 

教學資源 PPT、Plickers apps、1 立方厘米積木、1 立方分米模型。 

教學環節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評量 

引入 

 

 

 

 

 

 

 

 

 

發展 

 

 

 

一、創設情景，導入新課。 

 教師：大家聽過烏鴉喝水的故事嗎？有誰可以說一說。 

 教師抽學生講述這個故事。 

 教師：烏鴉是怎樣喝到水的？為什麼？ 

 學生：石頭佔有一定空間，石頭有體積。 

 學生：不停放石頭，水位會不斷上升。 

 教師：以往我們學了長度單位、面積單位，今天就來研究一

個新的概念：體積和體積單位。[板書課題] 

 

二、引導自學。 

 教師引導學生自學新知識。 

組織學生自學課本 P.27-28 的內容，然後自行完成書上 P.28

口頭評核: 

回答教師

提問。 

 

 

 

 

 

 

 

 

 

 



2018/2019 

P121 

 22 

 

 

 

 

 

 

 

 

 

 

 

 

 

 

 

 

 

 

 

 

 

 

 

 

 

 

 

 

 

 

 

 

 

 

 

 

 

 

 

 

 

 

 

 

 

 

 

 

 

 

的做一做部分。 

 教師出示課本上的圖片，著由學生自行解釋實驗的情況，建

立體積觀念。 

 
 學生：有兩個大小相同的杯子，其中一隻杯子先放滿水，另

一隻杯子先放一粒鵝卵石，再把第一隻杯子的水倒進第二隻

杯子裏，直至滿水為止，這時第一個杯子還有剩水。 

 教師：兩個杯子大小相同，為什麼會有剩水？ 

 學生：因為鵝卵石佔有體積，佔了杯中空間的位置，所以水

不能全部倒入。 

 教師小結：物體佔有空間的大小，叫做物體的體積。 

 教師：日常生活中，哪些物件佔有體積？ 

 學生自行回答。(書桌、椅子、電視……) 

 

 

三、比較物件體積的大小。 

 教師出示不同的物件讓學生進行比較大小。 

 學生：洗衣機的體積比錄影機大。 

 學生：錄影機的體積比手機大。 

 學生：洗衣機的體積最大，手機的體積最小。 

 

四、認識體積單位。 

 教師：日常生活中，只憑感覺是無法判斷所有物件的大小，

所以就要有一種較精確的東西來計量體積的大小。 

 出示課件，常用的體積計量單位有：立方厘米 cm3、立方分米

dm3和立方米 m3。 

(1)認識 1立方厘米。 

 教師出示 1 立方厘米小積木，這就是 1 立方厘米的小正

方體。 

 教師要求學生分組觀察，量一量 1 立方厘米小積木的棱

長也就是 1厘米。 

 教師：哪些物體計量體積單位時使用 1 立方厘米較恰

當？ 

(2)認識 1立方分米。 

 教師出示 1 立方分米的模型，這就是 1 立方分米的正方

體。 

 教師要求學生分組觀察，量一量 1 立方分米的正方體的

 

 

 

 

 

 

 

 

 

 

 

 

口頭評核: 

學生利用

實 驗 圖

片，自行

解釋實驗

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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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即時評核 

 

棱長也就是 1分米。 

 教師：哪些物體計量體積單位時使用 1 立方分米較恰

當？ 

(3)認識 1立方米。 

 教師：你們能想象 1立方米的正方體的棱長是多少嗎？ 

 學生：棱長是 1米的大正方體便是 1立方米。 

 教師：哪些物體計量體積單位時使用 1立方米較恰當？ 

 學生：書櫃… 

(4)比較這三個單位的相同點和不同點。 

 

 

五、比較長度單位、面積單位和體積單位的不同點。 

 教師引導學生說出結論，並訂正書上練習。 

  

 
六、總結。 

 教師：這節課你學了甚麼？ 

 

 

七、電子化評核練習。 

 教師利用電子化即時評核軟件 Plickers app與學生進行練

習。 

 學生利用個人 QR code 即時回饋所學知識。 

  

  
 

 

 

 

 

 

 

 

 

 

 

 

 

 

 

 

 

 

 

 

 

 

 

 

 

 

 

 

 

 

 

 

 

 

 

電子化評

量:學生利

用 個 人
QR code

解答相關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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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書設計                           << 體積和體積單位>> 

 

物體所佔空間的大小叫做物體的體積。 

                           

                          1 立方厘米：棱長是 1 厘米的正方體。 

體積單位：      1 立方分米：棱長是 1 分米的正方體。 

                          1 立方米：棱長是 1 米的正方體。 

     

物體含有多少個體積單位，體積就是多少。 

 

 

教學反思 

1.利用故事引入，吸引學生學習興趣。 

2.鼓勵學生自學知識，藉著解釋實驗情況，培養學生觀察、分析、歸納、概括

等能力。 

3.利用實用和生活中的例子讓學生感受不同體積單位的空間觀念。 

4.教學中，不時提出很多生活的例子，讓學生感受生活中處處都有數學，培養

學生欣賞數學之美。 

5.課堂即時評核，有效了解每位學生的學習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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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長方體和正方體的體積 

作品名稱 長方體和正方體 人數 32 

實施年級 五年級 總實施節數 11 

實施日期 2019 年 3 月 19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數學 科目每周節數 5 

教材 義務教育教科書數學五年級下冊(人民教育出版社) 

課題名稱 長方體和正方體的體積 

教學目標 1. 理解長方體、正方體體積公式的推到過程。 

2. 學會解決實際生活中有關長方體和正方體體積的計算問題。 

3. 經歷長方體和正方體體積計算公式的探究過程，發展學生的空間觀念。 

4. 佢會合作探究的樂趣，體驗成功的喜悅，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培養學生 

    熱愛數學的情感。 

基力要求編

號 

B-2-9 結合生活情境理解體積的概念。 

B-2-11會計算長方體、正方體、圓柱體的表面積和體積。 

C-1-1 能用合適的計量單位表示生活中的不同事物。 

C-2-7 能對生活中的量進行實測和估測。 

F-2-1 樂於參與數學問題的探究，體會其探索性和創造性。 

F-2-2 通過觀察、操作、概括、推理等學習過程，瞭解數學與日常生活的 

      密切關係。 

F-2-3 在交流中能尊重和接納他人解決數學問題的方法，並能嘗試不同的 

      解題方法。 

教學重點 掌握長方體與正方體體積的計算方法。 

教學難點 理解長方體、正方體體積公式的推導過程。 

教學資源 PPT、多塊 1 立方厘米積木 

教學環節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評量 

引入 

 

 

 

 

 

 

發展 

 

 

 

 

 

 

 

 

 

一、復習舊知。 

 教師：同學們，甚麼叫體積？ 

 學生：物體佔有空間的大小叫做物體的體積。 

 教師：常用的體積單位有哪些？ 

 學生：立方厘米、立方分米、立方米。 

 

二、探究新知。 

 教師出示一個用小正體拼成的長方體，請說一說它的長、

寬、高分別是多少？ 

 學生觀看立體回答。 

 教師：你知道它的體積嗎?我們一同折開數一折吧！ 

 學生：它由 24 個 1 立方厘米的小正方體組成，它的體積是

24立方厘米。 

 教師：但是，日常生活中有很多東西都不能折開，比如門、

工具箱等…，那麼怎樣才能簡單又準確地計算出長方體的體

口頭評

核：回答

教師問

題。 

 

 

 

口頭評

核：根據

教師提供

的長方體

進行觀

察，回答

教師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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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呢？ 

 

三、小組實驗、探究新知。 

 教師要求學生取出學具盒內的小正方體，每粒小正方體的體

積是 1 立方厘米。分四人一組，每人各自利用自己的小正方

體拼成一個長方體，拼好四個不同的長方體後，將每個長方

體的長、寬、高分別記錄在書本 P.29 的表格內，再小組合作

數出小正方體的數量和記錄長方體的體積。 

 

 
 完成表格內容後，對表格的數據進行討論，根據規律歸納長

方體體積的公式。 

 

 
 

 學生匯報：長方體的體積=長×寬×高   

 教師介紹用字母表示數可以這樣寫：V=abh 

 

 

四、利用公式計算長方體的體積。 

 教師要求學生利用新學的公式自行完成課本 P.30的練習題。 

 學生完成後，匯報計算方法，全班訂正。 

 

 

 

實作評核: 

動手操作,

利用小正

方體先拼

成長方體

然後進行

觀察和探

究，然後

推導出長

方體的體

積公式。 

 

 

 

 

 

 

 

 

 

 

 

 

 

 

 

 

 

 

 

 

 

 

 

 

 

 

 

 

 

 

 

實作評核: 

利用已學

知識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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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五、遷移類推，歸納正方體的體積公式。 

 教師出示一個由小正方體拼成的大正方體，大家想一想正方

體的體積該怎樣計算？ 

 學生：正方體的棱長相當於長方體的長、寬、高, 

                    所以正方體的體積=棱長×棱長×棱長 

                         V=a×a×a=a3 

 

六、應用公式、解決問題。 

 教師讓學生自學書本上 P.31 的內容(統一體積公式)，然後讓

學生進行解說。 

 學生：長方體的每一個面都可以作為底面積，也可以理解為

長方體的橫截面，所以： 

體積=底面積×高          V=Sh 

 

 教師要求學生完成書上 P.31(做一做) 

 學生獨立讀題，理解題意。 

 學生思考，解釋做題方法。 

 

 

七、小結 

 教師：你能說一說今天的收獲嗎？ 

 

 

問題。 

 

口頭評核: 

學生透過

知識遷

移，推導

出正方體

的體積公

式。 

實作評核: 

利用知識

解決問

題。 

 

板書設計                             <<長方體和正方體的體積>> 

            長方體的體積=長×寬×高           V=abh 

           正方體的體積=棱長×棱長×棱長      V=a×a×a=a3 

         體積=底面積×高                 V=Sh 

 

 

 

教學反思 1. 加強實際操作，發展空間觀念。 

2. 透過動手操作，感受體積與長、寬、高的關係，加深對公式的

理解。 

3. 學習知識的建構過程，進而學習知識的遷移。 

4. 小組合作交流，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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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體積單位間的進率 

作品名稱 長方體和正方體 人數 32 

實施年級 五年級 總實施節數 11 

實施日期 2019 年 3 月 20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數學 科目每周節數 5 

教材 義務教育教科書數學五年級下冊(人民教育出版社) 

課題名稱 體積單位間的進率 

教學目標 1. 理解並掌握常用的體積單位之間的進率。 

2. 理解並掌握常用的體積單位之間的互化。 

3. 利用模型教具通過小合作學習理解體積單位之間的進率，並在教師指導

下通過獨立思考學會常用體積單位之間的換算。 

4. 在小組學習中，培養合作意識。 

 

基力要求編

號 

B-2-11會計算長方體、正方體、圓柱體的表面積和體積。 

C-1-1  能用合適的計量單位表示生活中的不同事物。 

C-2-2  體驗和認識體積單位「立方厘米」、「立方分米」、「立方米」 

       及進行單位間簡單的互相轉化。 

F-2-1  樂於參與數學問題的探究，體會其探索性和創造性。 

F-2-2  通過觀察、操作、概括、推理等學習過程，瞭解數學與日常生活 

       的密切關係。 

F-2-3  在交流中能尊重和接納他人解決數學問題的方法，並能嘗試不同 

       的解題方法。 

教學重點 理解體積單位之間的進率。 

教學難點 掌握體積單位之間的互化。 

教學資源 PPT、Power  Lesson2 、1 立方厘米積木、1 立方分米模型。 

教學環節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評量 

翻轉課堂 

 

 

 

 

 

 

 

 

 

 

 

 

 

 

 教師在教授這堂課前，安排學生於課前利用 Power Lesson 2

的電子教學平台，自行觀看微課，並完成書本上 P.34 的課前

預習。 

         

實作評量:

利用書上

的問題，

了解學生

的預習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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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入 

 

 

 

 

 

 

 

 

 

 

 

 

 

 

 

發展 

 

 

 

 

 

 

 

 

 

 

 

 

 

 

 

 

 

 

 

 

 

 

 

 

 

 

 

 

 

 

 

 

 

一、復習舊知，導入新課。 

 教師：常用的體積單位有哪些？ 

 學生：立方厘米、立方分米、立方米。 

 教師：長方體的體積公式是甚麼？ 

 學生：長方體的體積=長×寬×高 

 教師：正方體的體積公式是甚麼？ 

 學生：正方體的體積=棱長×棱長×棱長 

 教師：常用的長度單位進率是多少？ 

 學生：相鄰的進率是 10。 

 教師：常用的面積單位進率是多少？ 

 學生：相鄰的進率是 100。 

 教師：那麼相鄰的體積進率單位又是甚麼？今天我們一起來

學習這個體積單位進率吧。[板書課題] 

 

二、合作學習，小組探究。 

 教師：我家中有兩個魔方，一個是 216 立方厘米，另一個是

0.3立方分米，你們認為哪一個大些?為什麼？ 

 學生：216 立方厘米。 

 學生：0.3 立方分米。 

 學生：不能比較，因為兩個魔方的體積單位不相同。 

 教師：那麼 1 立方分米會是多少立方厘米呢？現在每組派一

個 1 立方米的正方體，請同學利用一些工具，如直尺來解釋

這個問題吧！ 

 學生拿著 1 立方分米的正方體進行仔細的觀察，量度棱長，

再討論如何解釋？ 

 教師讓學生自行解說 1 立方分米轉化為立方厘木的過程。 

 學生：1 立方分米的正方體棱長是 1 分米，又即 10 厘米，底

面積就是 10×10=100 平方厘米，共有 10 層(高 10 厘米)，即體

積為 10×10×10=1000 立方厘米，所以 1 立方分米=1000 立方

厘米。 

 教師引導學生進行知識遷移，解釋 1 立方米=1000 立方分

米。 

 教師小結，從以上的解釋可以得知相鄰的體積單位進率是

1000。 

 

三、學習體積單位間的轉化。 

 教師引導學生思考： 

1. 怎樣把高一級的體積單位轉化成低一級的體積單位？ 

2. 怎樣把低一級的體積單位轉化成高一級的體積單位？ 

 教師引導學生回答： 

        把高一級的體積單位轉化成低一級的體積單位要乘進率， 

把低一級的體積單位轉化成高一級的體積單位要除進率。 

 教師出示課件的例 3，引導學生進行思考，自行完成。 

口頭評核: 

學生續一

回答問

題。 

 

 

 

 

 

 

 

 

 

 

 

口頭評核: 

學生回答

教師問

題。 

 

 

 

 

 

 

實作評

核：學生

利用直尺

進行量

度，推導

出相鄰體

積間的單

位進率。 

 

 

 

 

 

口頭評核: 

學生回答

教師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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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四、生活應用，解決問題。 

 教師出示課件例 4 讓學生獨立思考，自行完成相關練習。 

     
 

五、課後總結。 

教師：你們今天學了甚麼？ 

學生：1 立方分米=1000 立方厘米 

            1 立方米=1000 立方分米 

            相鄰的體積單位進率是 1000 

 

 

 

 

 

 

 

 

 

 

 

 

 

 

板書設計 體積單位間的進率 

1 立方分米=1000 立方厘米 

1 立方米=1000 立方分米 

*相鄰的體積單位進率是 1000 

 

教學反思 1. 教授這節課前，讓學生觀看微課，初步建立體積單位間的進率    

    知識和印象。 

2. 學生透過摸一摸、量一量、算一算等方法，自行找出相鄰體單 

    位間的關係，循序漸進地為學生建構新知識。 

3. 安排了實踐應用，加深對知識的理解。 

4.在小組討論中，教師能鼓勵學生利用完整的數學語言來解說整 

    個發現，有利培養學生語言表達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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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容積和容積單位 

作品名稱 長方體和正方體 人數 32 

實施年級 五年級 總實施節數 11 

實施日期 2019 年 3 月 21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數學 科目每周節數 5 

教材 義務教育教科書數學五年級下冊(人民教育出版社) 

課題名稱 容積和容積單位 

教學目標 1. 使學生理解容積的意義，掌握容積的計算方法。 

2. 使學生認識常用的容積位升和毫升，掌握單位間的進率，明確容積和體 

    積的聯繫與區別。 

3. 經歷動手操作、觀察分析的過程，認識容積和容積單位。 

4. 培養學生的遷移類推能力、實際應用能力和良好的學習習慣。 

 

基力要求編

號 

C-1-1 能用合適的計量單位表示生活中的不同事物； 

C-2-3 體驗和認識容量單位「毫升」、「升」及進行單位間簡單的互相轉 

      化； 

C-2-4 理解容量和體積之間的關係，會進行單位間簡單的換算； 

C-2-7 能對生活中的量進行實測和估測； 

F-2-1 樂於參與數學問題的探究，體會其探索性和創造性； 

F-2-2 通過觀察、操作、概括、推理等學習過程，瞭解數學與日常生活的 

      密切關係； 

F-2-3 在交流中能尊重和接納他人解決數學問題的方法，並能嘗試不同的 

      解題方法； 

教學重點 認識容積和容積單位，掌握容積的計算方法。 

教學難點 明確容積和體積之間的聯繫和區別。 

教學資源 PPT、多款量杯、水桶、水。 

教學環節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評量 

引入 

 

 

 

 

 

 

 

 

 

 

發展 

 

 

 

一、復習舊知，導入新課。 

 教師：我們常用的體積單位有哪些？長方體的體積公式是甚

麼？正方體的體積公式又是甚麼？ 

 學生：立方厘米、立方分米、立方米。 

 學生：長方體的體積=長×寬×高 

 學生：正方體的體積=棱長×棱長×棱長 

 教師：同學們，我們已經學習到長方體和正方體的體積，今

天將在基礎形式上學習與他們關係密切的兩位 “新朋友”，他

們就是容積和容積單位。[板書課題] 

 

二、探究新知。 

1. 認識並理解容積的概念。 

 教師出示課件箱子、郵筒、倉庫、茶葉筒、水杯等圖片。提 

 教師：猜一猜，這些物品有什麼共同之處？ 

口頭評核: 

直接回答

教師提

問。 

 

 

 

 

 

 

 

 

口頭評核: 

透過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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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這些物品都是用來裝東西。 

 老師：同學答對了，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都是用這些物件

來裝東西。 “裝東西”在數學上，我們可以稱為 “容納物體”、

又稱 “容器”。 

 老師：像這些箱子、郵筒、倉庫、茶葉筒、水杯等物品，所

能容納物體的體積，通常叫做他們的容積。[板書：容積] 

 老師：我們已經知道什麼是容積，那麼在容積這個概念中， 

“所能容納”又是什麼意思呢，同學你們能說一說嗎？ 

 學生：所能容納是指能放多少東西的意思。 

 老師：你們能舉出日常生活中有什麼東西是容積呢？ 

 學生：例如金魚缸裏所放的水就是魚缸的容積。 

 學生：筆袋裏放的東西的多少也是一個容積。 

 老師：那麼一個實心的長方體木塊他們會有容積嗎？ 

 學生：沒有，因為它不能裝東西，所以能裝東西的才能計算

它的容積。 

 

二、認識容積單位。 

 教師出示一些量筒和量杯，組織學生找出量杯上的不同點。 

 學生：量杯上有升和毫升。 

 教師：計量容積，一般就用體積單位。計量液體的體積，如

水和油等，常用容積單位升和毫升。升和毫升分別用字母是

L 和 m L表示。 

 

三、動手操作，感知容積單位的大小。 

 教師：升和毫升的容積單位進率是 1000，即 1 升=1000 毫升 

 教師出示書本上 P.38 頁的小組活動題。 

1. 將一瓶礦泉水倒在紙杯中看看可以到倒滿幾杯？ 

2. 估計一下一個紙杯大約有裝多少毫升水？ 

3. 幾杯水大約才是一升？ 

 學生動手操作探究問題並，進行估計。 

 教師：你知道容積單位和體積單位有甚麼關係嗎？ 

 教師透過倒水活動和 1 升箱的模型，引導學生觀察學習，讓

學生理解 1 升=1 立方分米，1 毫升=1 立方厘米。 

 

四、容器容積的計算方法。 

 教師出示書本上 P.38 的練習題，讓學生思考計算。 

 
 教師指出：長方體或正方體容器容積的計算方法，跟體積的

的提問，

學生說出

容積的概

念，亦能

舉出日常

生活中容

積的一些

例子。 

 

 

 

 

 

 

 

 

 

 

 

口頭評核: 

學生從觀

察量杯上

的刻度，

說出容積

的單位。 

 

實作評

核：透過

倒水的活

動，讓學

生估量和

感知容積

單位的大

小。 

 

 

 

實作評核: 

利用已有

知識進行

相關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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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電子化即

時評量 

 

計算方法是相同的，但要從容器的裏面量度長、寬、高。 

五、鞏固練習。 

 教師指導學生完成書本上 P.40練習九(1,2,3題)的內容。 

 學生獨立完成，同組互相訂正。 

 

六、總結。 

 教師：回顧這節課的內容，你學習了甚麼？ 

 學生回饋今節課所學內容。 

 

七、電子化評核練習。 

 教師利用電子化即時評核軟件 Plickers app 與學生進行練習。 

 學生利用個人 QR code 即時回饋所學知識。 

  

  
 

 

 

 

 

實作評核: 

完成書上

練習。 

 

 

 

 

 

實作評核:

利用學生

手上的

QR 

code，直

接展示所

選答案，

利用電腦

平台即時

回饋。 

 

 

板書設計 容積和容積單位 

升 L       毫升 m L   1 升=1000 毫升 

1 升=1 立方分米，1 毫升=1 立方厘米 

 

 

教學反思 1. 教師提供實物讓學生進行直觀操作及演示，讓學生充分感知容積的意義。 

2. 利用量杯的刻度，讓學生理解 1 升與 1000 毫升之間容積單位的進率關係。 

3. 透過實物演示讓學生理解體積和容積之間的聯繫。 

4. 課件中選取大量日常生活中的素材，讓學生理解生活中處處存在數學。 

5. 電子化即時平核讓老師能即時獲得學生對本節課的學習情況，進而調整教學 

    內容或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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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不規律物體的體積 

作品名稱 長方體和正方體 人數 32 

實施年級 五年級 總實施節數 11 

實施日期 2019 年 3 月 22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數學 科目每周節數 5 

教材 義務教育教科書數學五年級下冊(人民教育出版社) 

課題名稱 不規律物體的體積 

教學目標 1. 進一步熟練掌握求長方體和正方體體積的方法，通過排水法得出不規則 

物體的體積。 

2. 能根據實際情況，應用排水法求不規律物體的體積。 

3. 培養學生在實踐中的應變能力，感受數學在生活中的應用。 

基力要求編

號 

C-2-3 體驗和認識容量單位「毫升」、「升」及進行單位間簡單的互相轉

化。 

C-2-4 理解容量和體積之間的關係，會進行單位間簡單的換算。 

C-2-7 能對生活中的量進行實測和估測。 

F-2-1 樂於參與數學問題的探究，體會其探索性和創造性。 

F-2-2 通過觀察、操作、概括、推理等學習過程，瞭解數學與日常生活的 

      密切關係。 

F-2-3 在交流中能尊重和接納他人解決數學問題的方法，並能嘗試不同的 

      解題方法。 

F-2-4 面對及解決數學實踐活動中所遇到的困難。 

F-2-5 能用數學語言表達自己的思維過程，體會數學的嚴謹性和形式美。 

教學重點 運用具體方法求不規則立體的體積。 

教學難點 選用合適的方法求出不規則立體的體積。 

教學資源 PPT、多款量杯、水桶、水、不規則物體、Plickers apps。 

教學環節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評量 

翻轉課堂 

 

 

 

 

 

 

 

 

 

 

引入 

 

 

 

 

一、課前微課，自學反饋。 

               
 

二、復習導入。 

 教師：什麼是物體的體積？ 

 教師：什麼是容積？ 

 教師：體積與容積之間有什麼關聯和區別？ 

自學預

習：學生

觀看微課

後，自行

回答教師

預設的問

題，讓教

師能掌握

學生的預

習情況。 

 

口頭評核: 

學生回答

教師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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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學生回答問題。 

 教師：某郵政運貨車，車廂是長方體。從裏面量長 3 m，寬

2.5 m，高 2 m。它的容積是多少立方米? 

 學生回答問題。 

 教師：但實際生活中，不是每件物品都可以量度長、寬、

高，例如橡皮泥和水果等不規則物體的體積，又該如何計算

呢？我們一起來想想辦法吧！[板書課題：不規則物體的體

積] 

 

三、小組討論，探究新知。 

1. 求軟的不規則物體的體積。 

 教師：有什麼辦法可以求出橡皮泥的體積呢？ 

 學生同組之間進行討論及交流，老師指名回報。 

 學生：可以將橡皮泥壓成長方體或正方體，再通過測量長、

寬、高，就可以交出它的體積。 

 老師請同學將老師手中的橡皮泥壓一長方體後，再讓學生量

度出這個長方體橡皮泥的長、寬、高，計算出它的體積。 

 老師小結：對於軟的不規則物體，我們可以壓成規則的形

狀，如長方體或正方體，然後求出它的體積。 

 
 

 

2. 求強的不規則物體的體積。(實驗操作，探究方法) 

 老師：如果是測量硬的不規則物體體積又有什麼辦法呢？ 

 老師組織學生小組討論交流，指名回報。 

 學生：可以把它放進量杯裏，然後觀看量杯內的刻度，猜測

它的體積。 

 教師讓學生動手操作，要求同學與同學之間利用梨、量杯和

水，探究硬物件的體積。 

 老師將水倒入量杯中，記錄一下水的體積。再將梨放進水，

保證全部放進水裏去，使它完全浸沒在水中，水位會上升，

記錄上升後的容積。 

 老師，上升部份水的體積與梨的體積有什麼關係？ 

 學生進行小組討論，上升部份的水體積就是梨的體積，我們

可以用梨加水的體積，減去水的體積，便可以求出梨的體

積。 

 老師小結：這種利用水、容器等，求出不規則立體體積的方

法，我們叫做 “排水法”。[板書] 

題。 

 

 

 

 

 

 

 

 

 

 

實作評核: 

學生把軟

的不規則

物體壓成

規則物體

後，進行

計算。 

 

 

 

 

 

 

 

 

 

 

 

 

 

實作評量: 

學生利用

梨、容杯

和水，測

量梨的實

際體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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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老師：是不是所有的物品都能用排水法呢？為什麼呢？ 

 學生小結：不是所有物品都能用 “排水法”。例如乒乓球會浮

在水面，發泡膠也會浮在水面；冰塊因為會溶於水中，所以

也不能。 

 

四、鞏固練習。 

 教師出示書本上 P.41 練習九的第 7 題。組織學生進行討論，

自行完成後，再向全班匯報。 

 
 

五、總結。 

 教師：通過今天的學習，你們有甚麼收獲？ 

 學生進行本節課的小結。 

 

 

 

 

 

 

 

口頭評核: 

學生利用

已學知識

解決新問

題。並能

計算出珊

瑚石的體

積。 

 

 

板書設計 不規律物體的體積 

1. 軟的物體(改變形狀) 

2. 硬的物體(排水法) 

 

 

教學反思 1.課前安排學生進行翻轉教學，讓學生對知識有初步的認知，亦能有效地增 

   加課堂的容量。 

2. 透過讓學生動手操作實驗，經歷知識建構的過程，有助加深了解排水法的 

   作。 

3.學生透過小組合作，能培養團隊精神。 

4.重視動手操作，在操作過程中，讓學生直觀水位上升變化情況，加深對知識 

   的理解和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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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節︰整理和復習 

作品名稱 長方體和正方體 人數 32 

實施年級 五年級 總實施節數 11 

實施日期 2019 年 3 月 25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數學 科目每周節數 5 

教材 義務教育教科書數學五年級下冊(人民教育出版社) 

課題名稱 整理和復習 

教學目標 1. 使學生對本單元所學習的主要概念和計算方法、計量單位以及單位間的  

    進率有較為系統的認識。 

2. 提高學生的綜合應用能力。 

3. 經歷對本單元知識的整理和復習過程，體驗歸納整理的學習方法。 

4. 使學生在學習活動中取得成功經驗，建立學習的自信。 

5. 培養良好的學習習慣。 

基力要求編

號 

B-2-9 結合生活情境理解體積的概念； 

B-2-10認識長方體、正方體、圓柱體、圓錐體的特性； 

B-2-11會計算長方體、正方體、圓柱體的表面積和體積； 

C-2-4 理解容量和體積之間的關係，會進行單位間簡單的換算； 

C-2-7 能對生活中的量進行實測和估測； 

F-2-1 樂於參與數學問題的探究，體會其探索性和創造性； 

F-2-2 通過觀察、操作、概括、推理等學習過程，瞭解數學與日常生活的 

      密切關係； 

F-2-3 在交流中能尊重和接納他人解決數學問題的方法，並能嘗試不同的  

      解題方法； 

F-2-4 面對及解決數學實踐活動中所遇到的困難； 

F-2-5 能用數學語言表達自己的思維過程，體會數學的嚴謹性和形式美； 

F-2-6 在交流中能評價和質疑各種觀點，敢於表達自己的看法。 

教學重點 理解和掌握本單元所學的主要概念和計算方法。 

教學難點 形成知識體系，發展學生的空間觀念。 

教學資源 PPT、正方體模型、長方體模型 

教學環節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評量 

引入 

 

 

 

 

 

 

 

 

 

 

 

一、復習回顧。 

 教師取出長方體和正方體模型讓學生觀察。 

 教師：看到這兩個模型，你能想到哪些知識？ 

 學生在小組內進行討論，回顧相關知識。 

 

二、師生互同，共同整理知識。 

 教師出示書本上 P.42 的情境圖，結合手中的模型，著學生回

答問題。 

 學生拿着手上的長方體和正方體模型，分別指出該立體的

面、頂點和棱的位置和數量，然後再說出兩者之間的分別，

口頭評

核：完成

相關單元

知識整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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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鞏固練習 

並有其他組的同學作相關知識的補充及解說。 

 老師協助學生在黑板上板書總結。 

[長方體和正方體]  

相同點：有 8 個頂點，6 個面， 12 條棱。 

不同點：長方體相對的面的面積相等，相對的棱長度相等。

正方體每個面面積都相等，每條棱的長度都相等。 

因此正方體是 "特殊的長方體"。 

 

 教師：長方體和正方體的表面積和體積，你們也學到了什

麼？ 

 學生回饋：長方體和正方體都是由有六個面組成，六個面的

總面積就是表面積。 

長方體和正方體的表面積和體積公式如下： 

長方體的表面積=(長×寬+長×高+高×寬)×2    S 表=(ab+bc+ac) ×2 

正方體的表面積=棱長×棱長×6                       S 表=6a
2 

長方體的體積=長×寬×高                                V=abh 

正方體的體積=棱長×棱長×棱長                    V=a×a×a=a
3 

體積=底面積×高                                              V=Sh 

 

 教師：體積和容積單位有哪些？體積和容積又有何關係？ 

 學生回饋： 

體積單位：立方厘米    立方分米    立方米 

容積單位：毫升    升 

相鄰兩個體積間的單位進率是 1000。 

1 升=1 立方分米      1 毫升=1 立方厘米 

 

 教師：如果要計算波子和綠豆的體積，我們又可以有什麼方

法呢？ 

 學生：可以利用排水法，觀察水位的變化幅度，計算出不規

則立體的體積。 

 

三、練習提高。 

 教師指導學生完成書上 P.43 練習十(第 1,2,3,4 題)的練習。 

 學生可進行小組討論，共同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學生討論後，再獨立完成。 

 教師指名學生分析及解答，同組同學可以協助補充。 

 全班集體訂正答案。 

 

 

 

 

 

 

 

 

 

 

 

 

 

 

 

 

 

 

 

 

 

 

 

 

 

 

 

 

 

 

 

 

 

 

 

實作評核:

加強知識

的實際應

用。 

教學反思 1. 透過觀察長方體和正方體兩個模型，有效地喚醒了長方體和正方體相關的

知識。 

2. 老師透過提問，有系統地協助學生進行知識的整理。 

3. 透過小組合作討論，學生可以互補不足。 

4. 以學生為主導的復習課，能有效地吸引其他同學專注聆聽，提升學習的興

趣和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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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試教評估與反思建議 

 

一、試教評估： 

 

        本單元的教學設計以學生為本，利用新的教學理念讓學生進行學習，教學中亦加插了很

多新的嘗試。學生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模式進行學習，整體學習氣氛明顯提升，學生的學習自

信也得到提高。 

 

        本單元共有 11 節課，其中有四節課採用了「翻轉課堂」的教學形式。教師利用學校提升

的電子化教學平台以及一些網絡的教學資源製作微課，讓學生提前進行預習，有效地提升整

堂課的課堂容量，解決了課時不足的壓力問題，以及對後進生作了一個提前教學的準備，有

利整班學生的課堂學習。另外，在其中的 5 節課中，教師嘗試採用現代化的科技手段進行即

時的課堂評量(Plickers apps)，學生對這種新的評核方式非常感興趣，亦有效提升了學習數學

的興趣和自信。教師也容易掌握每個學生的學習情況，即時作出回饋及協助。 

 

        學生學習「長方體和正方體」這個單元，除了有新的電子化教學協助外，教師也必須創

設一個讓學生親身經歷的經驗。透過 "看一看、摸一摸、量一量、拼一拼、做一做"等多個動

手操作的活動，讓學生經歷知識建構的過程，從而協助學生建立幾何和空間感的觀念。 

 

        學生在探究新知時，教師會將學生按 "學思達"的形式進行分組討論和學習。組內師、徒

關係良好，學生互動效果佳，討論和探究的氣氛濃厚。尤其 「小徒弟」後進生的學習態度有

較明顯的改善。雖然成績分數不是提高很多，但對於學習數學的自信，明顯得到提升，而且

每節課都願意投入學習，整體表現得到提升。 

 

二、反思建議： 

 

        「翻轉課堂」這個教學模式在本澳來說仍是一種較新的教學模式，教師在小學數學的課

堂內實施這種教學模式，仍有很多不成熟或疑惑的地方。在這四次課前預習中，教師會鼓勵

學生在下課時借用課室內的學生電腦或放學後到圖書館的公用電腦完成，起初完成率不足

40%。學生反映功課量繁重，日常家長不允許使用電腦等問題。教師為了提升完成率，在其

後三次的翻轉課堂設計中，借用學生中午仍未上課的小休時段 3 至 4 分鐘，統一在班上播放

微課，然後鼓勵學生課後直接登入，回答預習問題，完成率才得到提升。 

 

        另外，本次四堂課的教學短片，主要是引用台灣或國內的一些微課。在設計翻轉課堂時，

由於教師技術有限，暫時只能借用網絡上公開的教學短片進行編輯及製作，有時會擔心版權

等問題。如果本澳教青局能多提供這類相關的教學培訓，並鼓勵本澳學校資源共享，便可大

大減省教師事前的準備工作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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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相關教材 

 

輔助教學資料 

一、 教學圖片或微課 

1. 第一節微課來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5jzAucILdU (2019/3/1 瀏覽) 

2. 第二節微課來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5jzAucILdU (2019/3/3 瀏覽) 

3. 第八節微課來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Cx1-Ip1Gqs&t=345s (2019/3/8 瀏覽) 

4. 第十節微課來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SoPbq7jA4M (2019/3/12 瀏覽) 

http://www.dsej.gov.mo/crdc/edu/requirements.html#senior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F%BB%E8%BD%AC%E8%AF%BE%E5%A0%8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5jzAucILd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5jzAucILd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Cx1-Ip1Gqs&t=345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SoPbq7jA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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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材課件 

1. 課本照片：義務教育教科書數學五年級下冊(人民教育出版社) P.18-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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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件 PPT 

第一節長方體的認識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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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正方體的認識 PPT 

 

 

 

第三節長方體和正方體的表面積(1)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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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長方體和正方體的表面積(2)PPT 

 

 

 

第六節體積和體積單位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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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長方體和正方體的體積 PPT 

  

 

第八節體積單位間的進率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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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容積和容積單位 PPT 

  

 

第十節不規則物體的體積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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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訊科技軟件： i Pad apps：Plickers apps 及  QR code  

                                                             

 

 



2018/2019 

P121 

 53 

附錄 

 

課堂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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