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 2019 學年教學設計獎勵計劃 

 

 

 

 

 

 

 

 

 

 

 

 

生活數學──容量 
 

 

參選類型：教案 

參選編號：S006 



科目：數學 

組別：特殊教育 

實施年級：小學四年級 



i  

 

簡介 
 

本課程的設計理念除了數學領域基本概念之外，包含了社會領域(購物訓

練)和特殊需求領域(生活管理)。透過統整課程的設計，更能讓學生學習到完整

的概念，而非零散的知識。課程中也強調容量概念在生活中的應用。就我們所

見，容量的概念普及地應用在日常生活之中，如：洗衣、煮飯、飲食等。 

 

而在本單元的設計活動是以具體化的操作活動為主，在每一節課程活動

中，學生皆透過實物操作的活動方式來學習容量的概念，包含倒入指定的溶液

(如： 50毫升、100毫升)。學生將學會生活自理等，亦透過兩個容器互相倒來

倒去作比較容量的多寡，從而認識正確容量的概念，從學生的日常生活技能出

發，提升學生的生活自理能力。 

 

本課程著重學生的個別差異，學習動機落差很大，要將普通班的數學概

念調整成融合班的教學課程，需要的是具體且可操作的課程，才能讓學生學習

得有意義。在本單元活動中，透過多元化教學活動設計，因應融合班的學生能

力的情況，讓每一位學生皆可參與，也能從操作的活動中感受到學習的樂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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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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

日 
1 

第一

課節 
認識容量 1.認識容量的意義。 

2.能比較容器的容量。 

3.能在生活中運用容器裝盛液體。 

40 

2019年4月24

日 
1 

第二

課節 

認識容量 

—延伸 

活動 

1.能認識包裝上標示容量的地方。 

2.透過生活體驗，能說出較大容器

的容量單位—升(L)。 

3.透過生活體驗，能說出較小容器

的容量單位—毫升(mL)。 

4.能將容量概念運用於日常生活

中，並能購買指定容量的飲料。 

40 

2019年4月25

日 
1 

第三

課節 
升和毫升 1.能自製毫升的量杯及寫出刻度。 

2.能與同學合作進行容量的測量，

並正確地報讀量杯的容量。 

3.能說出1升=1000毫升。 

40 

2019年4月26

日 
1 

第四

課節 

升和毫升

的化聚 

1.能運用閱讀量杯的方法，讀出不

同量杯的刻度。 

2.能進行「升」和「毫升」的化

聚。 

40 



1 
 

壹、教學計劃內容及簡介 

 

一、教學目標 

1. 學生能說出容量的意義。  

2. 學生能比較容器的容量。 

3. 認識1升(L)，以升為單位進行估測和實測活動。  

4. 認識1毫升(mL)，以毫升為單位進行估測和實測活動。 

5. 學生能說出閱讀量杯的基本方法。  

6. 學生能進行升和毫升記錄容器的容量。  

7. 學生能進行升和毫升的化聚。 

 

二、教學內容 

1. 學生通過用實物進行觀察活動，說出容器的容量的概念。  

2. 學生通過操作，直接比較容器的容量。  

3. 學生透過生活體驗，說出較大容器的容量單位—升(L)。  

4. 學生透過生活體驗，說出較小容器的容量單位—毫升(mL)。  

5. 學生能選擇合適的量度工具和標準單位進行量度活動。  

6. 學生能以升(L)和毫升(mL)記錄容量。  

7. 學生能動手計算升和毫升的化聚。 

 

三、設計創意及特色 

1. 活動實踐：通過小組活動，鼓勵學生自我探求容量的意義。  

2. 資訊融入教學：教師播放動畫，向學生介紹自製量杯的方法。  

3. 多元學習：學生體驗學習、電子工具量杯教學、互動遊戲和內容調適。  

4. 透過製作和分享，學生能選出適當的容器作出記錄。  

5. 學生透過到超市觀察，分析並匯報容量較大的貨品會以「升」，容量較小

的貨品會以「毫升」作單位。  

6. 動手製作：學生自製量杯及介紹閱讀量杯的基本方法，提升學生的量感。  

7. 利用磁石貼教具進行升與毫升的化聚遊戲。 

 

四、教學重點 

1. 學生能認識容量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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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能直接比較容器的容量； 

3. 學生能以自訂單位量度及比較容器的容量； 

4. 學生能使用容量的標準單位「升」(L)和「毫升」(mL)量度。 

5. 能將容量概念運用於日常生活中，並能購買指定容量的飲料。 

6. 學生能認識1升=1000毫升。 

7. 能運用閱讀量杯的方法，讀出不同量杯的刻度。 

8. 能進行「升」和「毫升」的化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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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學難點 

1. 學生未能準確地掌握倒水的技巧，以致有誤差的情況。 

2. 比較三種容器的容量時感到困難。 

3. 學生較難分辨營養標籤與容量標示的位置。 

4. 學生自製量杯時，較難準確地畫上刻度，並會有跳格寫上刻度的狀況。 

5. 空間感較弱的學生未能準確地數出量杯杯身的格數。 

6. 學生未能掌握補「0」的概念。 

 

六、教學用具 

教學簡報、不同大小的量杯、不同大小的透明杯、牛奶、益力多瓶、毛巾、

清潔用品、膠樽、貼紙、寫字板及筆、磁石貼字卡、電子工具「量杯app」、

工作紙。 

 

七、對應基本學力要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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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C-2-7 能對生活中的量進行實測和估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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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第一課節教案 

單元：認識容器和容量 人數：14人 

實施年級：小四級 總實施節數：4節 

實施日期：2019年4月23日-4月26日 每節課時：40分鐘 

科目：數學 科目每周節數：6節 

日期/時間/地點：2019年4月23日(星期二) 

                下午1:00-1:40/資源教室 
課題：認識容量 

本節 

教學 

目標 

1. 學生能認識容量的意義。 

2. 學生能比較容器的容量大小。 

3. 學生能在生活中運用容器裝盛液體。 

學生 

已有 

知識 

1. 學生已有長度的單位。 

2. 學生已認識重量的標準單位。 

3. 學生能分辨固體和液體。 

4. 學生能分辨容器大小。 

 

時間 教學流程 教學資源 評量 

 

5分

鐘 

(一)   引起動機 

1. 教師出示教學簡報，並詢問學生剛剛喝

水時，使用哪一種容器裝水 ? 中午在學

校午膳時，使用哪一種容器裝湯 ? 

  

       
 

2. 教師邀請兩位同學到教壇前進行分牛奶

活動。 

出示兩個大小不同的杯子，請學生

猜猜哪一個學生分得牛奶較多 ﹖ 

 

教學簡報 

 

 

 

 

 

 

 

 

 

杯、牛奶 

 

 

 

 

 

學生能留心聽課。 

 

學生能說出用水樽

裝水，用飯碗裝

湯。 

 

 

 

 

 

學生能留心聽課。 

學生能說出大杯裝

牛奶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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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師出示教學簡報總結：「可以裝

水、茶、果汁、牛奶、湯等液體的

東西，都稱為容器。」 

 

 

 

 

 

 

 

教學簡報 

 

 

 

 

 

 

 

學生能留心聽課。 

 

 

30 

分鐘 

 

 

 

 

 

 

 

 

 

 

 

 

 

 

 

 

 

 

 

 

 

(二)   發展 

➢ 活動一：用估測直觀比較 

教師出示教學簡報四，請學生找出四

個大小明顯不同的容器中，哪一個容器盛

載液體最多? 

 
   

   教師出示教學簡報介紹容量的意義，並

引導學生直觀比較容器的大小。 

教師出示教學簡報總結：「容器所能

盛載東西的多少稱為容量。」 

 

➢ 活動二：不能用直觀比較 

教師出示兩個大小不同的透明容器(差

異不明顯的容器)，分別盛載液體，讓學生

用眼睛觀察哪個容  器盛載的液體較多。 

 

 

 

教學簡報 

工作紙一 

 

 

 

杯、牛奶 

 

 

 

 

 

 

 

 

 

 

 

杯、牛奶 

 

 

 

 

 

 

學生能留心聆聽及

用眼睛觀察比較容

器盛載東西多少。 

學生能說出大杯裝

牛奶較多。 

 

 

 

 

 

 

 

 

 

 

 

 

學生用眼睛觀察比

較容器盛載東西多

少。 

學生能說出較難比

較兩杯裝牛奶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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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三：教師用示範法直接比較 

教師出示兩個大小不同的透明容器(差

異不明顯的容器)，然後把杯子A的溶液倒

入杯子B中，讓學生觀察並說出活動結

果。 

  
 

➢ 活動四：學生分組實驗--直接比較   

容器盛載東西多少---工作紙一 

教師出示教學簡報講述在日常生活

中，我們都會運用實測和估測進行量度，

但這三個容器的大小差不多，不能用直觀

的方法來比較。我們可以嘗試用下列的方

法作比較它們的容量。 

   教師分3組，每組會有高能力學生帶領低

能力學生，每組派三個容器(容器A、容器

B 及容器C)，組員先估測哪一個容器容量

最大，並填在工作紙上，然後合作拿實驗

用具進行實驗，在實驗過程中分工合作，

有些組員負責用筆記錄、有些組員觀察水

位位置、有些組員負責倒牛奶等，大家共

同合作找出實驗結果。 

 

 

 

 

 

 

 

 

杯、牛奶 

 

 

 

 

 

 

 

 

 

 

 

 

 

教學簡報 

 

 

 

 

杯、牛奶 

 

 

 

 

 

個較多。 

 

 

 

 

 

 

 

學生能留心觀看及

聆聽。 

學生用眼睛觀察教

師把杯子A倒入B的

過程，然後說出活

動結果。 

 

 

 

 

 

 

 

 

學生能留心聽課。 

 

 

 

 

學 生 分 組 完 成 實

驗，並把活動結果

記 錄 在 工 作 紙 一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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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圖，把容器A裝滿牛奶，並把容

器A中的牛奶注入容器B中，發現A比B

大；再把容器A中的牛奶注入容器C中，發

現C比A大。接著再把容器B裝滿牛奶，把

容器B中的牛奶注入容器C中，發現C比B

大；實  驗結果是C容量最大、其次是A、

最小是B。 

 

➢ 活動五：運用自訂單位比較容器的容量 

教師出示教學簡報：把瓶子A和B分別

注滿不同的飲料，然後把瓶子內的飲料分

別全部倒進相同的杯子，看看杯子的數

量，從而比較容器的大小。 

 

教師出示教學簡報總結：「若兩個或

以上容器大小較接近時，可用同一種容器

來比較兩個或以上容器的大小。比較容量

時，必須運用統一的容量單位。」 

 

 

 

 

 

 

 

 

 

 

 

 

 

 

 

 

 

 

教學簡報 

 

 

 

 

 

 

 

 

 

 

 

 

 

 

 

 

 

 

 

 

學生能留心聽課。 

 

5分

鐘 

(三)  總結 

教師利用教學簡報總結： 

1. 我們可以裝水、茶、果汁、牛奶、湯等

 

教學簡報 

 

學生能留心聽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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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體的東西，都稱為容器。」 

2. 容器所能盛載東西的多少稱為容量。 

3. 若兩個或以上容器大小較接近時，可用

同一種容器來比較兩個或以上容器的大

小。要比較量不同的容量，必須運用統

一的容量單位。」 

 
(四)  應用 

課後作業：學生完成工作紙二、三。 
工作紙 

學生能完成工作

紙。 

 
 
 
 
 
 
 
 
 
 
 
 
 
 
 
 
 
 
 
 
 
 
 
 
 
 
 
 
 
 
 
 
 

第二課節教案 

單元：容量的概念 人數：14人 

實施年級：小四級 總實施節數：4節 

實施日期：2019年4月23日-4月26日 每節課時：4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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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數學 科目每周節數：6節 

日期/時間/地點：2019年04月24日(星期三)  

                下午1:00-1:40/資源教室 
課題：認識容量—延伸活動 

本節 

教學 

目標 

1. 學生能認識包裝上標示容量的地方。 

2. 學生透過生活體驗，能說出較大容器的容量單位—升(L)。 

3. 學生透過生活體驗，能說出較小容器的容量單位—毫升(mL)。 

4. 學生能將容量概念運用於日常生活中，並能購買指定容量的飲料。 

學生 

已有 

知識 

1. 學生能認識容量的意義。 

2. 學生能比較容器的容量大小。 

3. 學生能在生活中運用容器裝盛液體。 

 

時間 教學流程 教學資源 評量 

5分

鐘 

(一) 引起動機 

1. 為了學生能將容量概念運用於生活中，故教師與

學生一起出發到學校附近的超級市場，進行認識

容量大小的生活體驗。 

2. 出發前，教師先講解今天的活動目的，同時展示

工作紙，向學生講解作答方式。 

3. 提示學生，我們有中英文名字，其實「升」和

「毫升」也有英文名字。 

 
 由教師分組：學生一共14位，3-4人一組，分

為4組，每組會有高能力學生帶領低能力學

生，並向每組派發寫字板、工作紙(四)、筆。 

 教師向學生講解注意事項，然後準備出發。 

 

教學簡報 

 

 

 

 

 

 

 

 

 

 

 

寫字板、 

工作紙

(四)、筆 

 

學 生 能

留 心 聽

課。 

30 

分鐘 

(二) 發展 

➢ 活動一：認識包裝上容量的標示處 

1. 到達超級市場門口時，再次提醒學生要注意講話

的聲量，要守秩序。 

2. 教師帶領學生到達飲料區後，請學生按照工作紙

第一頁的飲品圖案找出相同的商品，並把商品的

容量記錄下來。 

3. 學生能寫出商品上所標示的是多少「升」或「毫

升」。 

4. 老師需要說明商品上的數字，代表的是該飲品內

 

 

 

 

工作紙、 

筆 

 

 

 

 

學生能

積極投

入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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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料的容量，並不是該飲品盒或瓶子的容量。 飲品盒

或瓶子 

 ➢ 活動二：認識容量單位不同之處 

1. 教師提問學生，為什麼有些飲料以「升」作單

位，有些則使用「毫升」? 

2. 學生透過觀察，能說出容量較大的會用「升」，

容量較小的會用「毫升」作單位。 

3. 教師總結：我們在學校每天飲用的牛奶或豆奶，

一般以「毫升」作單位；而家庭裝飲料，例如：

果汁、汽水等，則多數以「升」作單位。 

 

➢ 活動三：「眼大心細行動」升級版 

1. 教師帶領學生到生活用品區，繼續完成工作紙第

二頁，這區平日學生較少接觸，所以難度會增

加。 

2. 教師提醒學生這部分需要自行填寫商品的容量單

位，可以寫中文，也可以寫英文。 

3. 學生細心觀察及記錄不同商品的容量，以增強及

鞏固學生對「升」和「毫升」的概念。 

 

➢ 活動四：學生能購買指定容量的飲料： 

1. 先請每組派1位學生來抽籤，例如：可樂330mL。 

2. 然後到飲品區，尋找指定容量的飲料。 

3. 最後到收銀處，由老師合併付款。 

 

 

 

 

 

 

 

 

 

 

工作紙、 

筆 

 

 

 

 

 

 

 

抽籤袋、 

抽籤紙條 

 

學生能

積極地

回答問

題。 

 

 

 

 

 

學生能

積極投

入活

動。 

 

 

 

 

學生能

積極投

入活

動。 

5分

鐘 

(三) 總結： 

1. 我們可透過剛才多種貨品的展示，知道貨品包裝

上的容量是代表該貨品內液體的容量，並不是該

盒子或瓶子的容量。 

2. 我們也可知道一般容量較大的貨品會用「升」，

容量較小的貨品會用「毫升」作單位。 

  

學生能

留心聽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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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應用 

1. 回到學校後，讓學生體驗 1升、5升的感覺，並

輪流試著拿不同貨品，體驗不同重量的差別。 

 

購買回來

的飲料 

 

 

 

第三課節教案        

單元：認識升和毫升 人數：14人 

實施年級：小四級 總實施節數：4節 

實施日期：2019年4月23日-4月26日 每節課時：40分鐘 

科目：數學 科目每周節數：6節 

日期/時間/地點：2019年4月25日(星期四)  

                下午1：00-1：40/資源教室 
課題：升和毫升 

本節 

教學 

目標 

1. 鞏固容量標準單位-----升和毫升。 

2. 能自製毫升的量杯及寫出刻度。 

3. 能與同學合作進行容量的測量，並正確地報讀量杯的容量。 

4. 能說出 1 升=1000 毫升。 

學生 

已有 

知識 

1. 學生能認識包裝上標示容量的地方。 

2. 學生透過生活體驗，能說出較大容器的容量單位—升(L)。 

3. 學生透過生活體驗，能說出較小容器的容量單位—毫升(mL)。 

4. 學生能將容量概念運用於日常生活中，並能購買指定容量的飲料。 

 

時間 教學流程 教學資源 評量 

5分

鐘 

(一) 引起動機 

教師邀請學生把上一節課在超市買回

來的商品拿出來，進行「大風吹」活動。 

➢ 「大風吹」活動： 

活動開始，教師邀請學生站在課室的

中間，學生的左邊代表容量的標準單位

「升」，右邊代表容量的標準單位「毫

升」。教師向學生逐一展示商品，學生認

為該商品是用「升」作單位的，就站左

邊；認為該商品是用「毫升」作單位的，

就站右邊。學生能正確選擇容量的標準單

位的可以獲得一張貼紙，最後總結所得的

貼紙數量較多者得勝。 

 

 

 

學生在超

市買回來

的商品、

貼紙 

 

 

 

 

學生能選出該容

器的標準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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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分鐘 

(二) 發展 

➢ 活動一：自製量杯 

 教師播放動畫，向學生介紹自製量杯的

步驟。 

 教師再動手做示範製作以「毫升」為單

位的量杯。 

1. 在一個空的膠樽上，貼一張紙條。 

2. 把益力多瓶盛滿水，倒入膠樽，然後在

對應的水位畫上横線，標示為

100mL。 

3. 重複步驟 2，並標示各橫線的容量，寫

上 200mL、300mL、400mL，如此類

推，製作一個 1000mL 的量杯。 

 請學生兩人一組，在教師的指導下，按

着上述步驟，自製量杯。 

➢ 活動二：量度容量 

教師準備A、B、C三瓶不同容量的溶

液，學生使用自製的量杯進行溶液的量

度。 

 教師可讓學生嘗試把1毫升溶液倒進

量杯中，看看與估測是否相同。 

 若果學生不小心倒瀉了少許溶液，就

會出現誤測。 

 讀出量杯溶液有多少？ 

(1) 教師給予學生觀看不同大小的量

杯，並取1000毫升的量杯作為教

具，讓學生讀出量杯可量度的最大

容量。 

(2) 然後請學生細心數出量杯刻度的格

數。 

(3) 再把最大容量除以格數。 

(4) 就能計算出每一小格所表示容量的

 

 

 

膠樽、 

紙條、 

益力多

瓶、 

水 

 

 

 

 

 

 

量杯 

牛奶 

 

 

 

學生能製作量

杯。 

 

 

 

 

 

 

 

 

 

學生能投入活動

及積極地回答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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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 

(5) 最後把每一小格所代表的容量乘以

標示的格數，就能讀出量杯內液體

有多少。如果學生的運算能力高，

可使用除法，把標示的最大容量除

以刻度的格數。也可以讓學生用誤

試的方法，向上數確認是否正確。 

 教師講述量度時要注意把量杯平放，

待溶液靜止時才觀察溶液的位置，並

觀察時要以水平的角度觀察。 

 學生輪流把A、B、C三瓶溶液倒入自

製量杯，觀察並記錄量度結果。 

 把1L的水倒入1000mL的自製量杯，

讓學生認識1L=1000mL。 

 

 

 

 

 

 

 

 

學生能說出

1L=1000mL。 

5分鐘 (三) 總結 

1. 我們可以知道容量較大的容器使用

「升」作單位；而容量較小的容器使用

「毫升」作單位。 

2. 當我們量度溶液時要把量杯平放，並要

以水平角度觀察水位的位置。 

3. 容量的標準單位是「升」和「毫升」及

1 升= 1000 毫升。 

 

教學簡報 

 

學生能留心聽

課。 

 

 

 

(四) 應用 

課後作業：學生完成工作紙五。 

 

工作紙 

 

學生能完成工作

紙。 

第四課節教案 

單元：容量單位的化聚 人數：14人 

實施年級：小四級 總實施節數：4節 

實施日期：2019年4月23日-4月26日 每節課時：40分鐘 

科目：數學 科目每周節數：6節 

日期/時間/地點：2019年4月26日(星期五) 

                下午1:00-1:40/資源教室 
課題：升和毫升的化聚 



14 
 

本節 

教學 

目標 

1. 鞏固閱讀量杯的方法及容量的量度。 

2. 學生能運用閱讀量杯的方法，讀出不同量杯的刻度。 

3. 鞏固學習1升=1000毫升的概念。 

4. 學生能在書面上，完成「升」和「毫升」的化聚。 

學生 

已有 

知識 

1. 學生已認識容量的概念及直接比較容器的容量。 

2. 學生已認識「升」(L)和「毫升」(mL)為容量標準單位進行記錄容器的

容量。 

3. 學生能掌握運用量杯量度溶液及選擇合適的單位記錄容器的容量。 

4. 學生已認識1升=1000毫升。 

 

時間 教學流程 教學資源 評量 

5分

鐘 

(一) 引起動機 

➢ 活動一：鞏固閱讀量杯的方法及容量的量

度。 

教師取出1升量杯和100毫升益力多瓶，進行

鞏固閱讀量杯的概念，並給學生派發上一節課所

完成的功課工作紙。 

首先教師介紹功課中的益力多瓶是100毫升

的容器，把100毫升的益力多瓶倒進1升的量杯，

並觀察量杯的刻度是多少?答案：100毫升。把正

確答案填在空格中，然後把100毫升的益力多瓶

再倒入量杯中，再記錄答案，以上操作重覆做，

並把正確答案填在空格中。最後需要讀出1000毫

升的刻度，並鞏固認識1升=1000毫升的概念。 

 

 

 

 

 

 

 

 

(1) 這個1000mL量杯共分為10小格。 

 

 

工作紙、

量杯、益

力多瓶、

牛奶 

 

 

 

 

學生能積極

地回答問

題。 

1000mL 
900 mL 
800 mL 
700 mL 
600 mL 
500 mL 
400 mL 
300 mL 
200 mL 
100 mL 

100mL 



15 
 

(2) 1小格表示 100 mL。 

(3) 量杯內的液體增加 1 小格， 

即量杯內有液體 10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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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分鐘 

(二) 發展 

➢ 讀出量杯液體有多少？ 

(1) 教師給予學生觀看不同大小的量杯，並取

500毫升的量杯作為教具，讓學生讀出量杯

可量度的最大容量。 

(2) 然後請學生細心數出量杯杯身的格數。 

(3) 再把最大容量除以格數。 

(4) 就能計算出每一小格所表示容量的多少。 

(5) 最後把每一小格所代表的容量乘以標示的格

數，就能讀出量杯內液體有多少。如果學生

的運算能力高，可使用除法，把標示的最大

容量除以刻度的格數。也可以讓學生用誤試

的方法，向上數確認是否正確。 

➢ 容器的量度： 

 

(1) 這個500mL量杯共分為10小格。 

(2) 1小格表示 50 mL。 

(3) 量杯內的液體增加 7 小格， 

即量杯內有液體 350 mL。 

 

➢ 活動二：量度有辦法 

教師提問：閱讀量杯的基本方法應怎樣做？ 

學生回答：閱讀量杯時先要找出每格代表多少，

再用每幾個格一數的方法來找答案。 

登入教科書配套「量杯app」，邀請學生可

在「量杯app」中，自選兩件容器，然後按「開

始活動」，當量杯顯示容量後，閱讀量杯時，學

生可按照量杯的顯示，先找出每格代表多少，再

用每幾個格一數的方法來找答案，然後按數字顯

示答案，最後核對答案便可。學生可自選不同容

器進行活動，以鞏固所學。 

 

➢ 活動三：認識「升」和「毫升」的化聚 

 

 

量杯、益

力多瓶、

牛奶、 

 

工作紙 

 

 

 

 

 

 

 

 

 

 

 

 

 

 

 

 

 

教科書配

套軟件 

 

 

 

 

 

 

 

 

 

學生能投入

活動及積極

地回答問

題。 

 

 

 

 

 

 

 

 

 

 

 

 

 

 

 

 

 

 

學生能積極

地回答問

題。 

 

 

 

 

 

 

50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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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舉例日常生活的例子，說明一般只會用

一個單位來記錄容器的容量。利用1升=1000毫

升的概念，來學習升和毫升之間的化聚。 

 
因為1升=1000毫升，教師可教授把「升」

刪除，更改為「000」的概念進行加法計算，例

如下圖： 

1升 200毫升 = _____________毫升 

 

 

首先把  1升 200毫升  更改為 1升 + 200毫升 

然後把 1升 + 200毫升 更改為 1000 + 200 毫升 

所以答案為 1200 毫升 。 

 

➢ 活動四：齊來認識化聚 

教師利用磁石貼字卡進行「升」與「毫升」的

化聚展示： 

 把1升 200毫升做成字卡，並把字卡貼在黑

板上，然後邀請學生讀出字卡的內容，接

著讓學生在「升」後面加上「+」號，再讓

學生把「升」字卡取走，換上「000」字

卡。教師提示學生進行加法。最後，便能

得出由「升」化聚為「毫升」的答案。 

 同樣地，當面對四位數的毫升時，可把最

後的3個數字放在毫升位置，剩餘的數字放

教學簡報 

 

 

 

 

 

 

 

 

 

 

 

 

 

 

 

 

 

 

 

 

 

 

 

 

 

 

 

 

 

 

 

 

學生能投入

活動及積極

地回答問

題。 

 

 

 

 

 

學生能留心

聽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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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升的前面。 

 教師出示教科書配套(澳門新思維數學第二

版4下P.64)，引導學生進行「升」和「毫

升」的化聚，以鞏固升和毫升的化聚的能

力。 

 

 

 

磁石貼字

卡 

 

 

 

教科書配

套 

 

學生能留心

聽課及投入

參與化聚活

動。 

 

學生能盡力

完成題目及

積極地回答

問題。 

5分

鐘 

(三) 總結： 

1. 閱讀量杯標示刻度的方法：先讀量杯最大容

量，然後閱讀量杯杯身的格數，運用除法找出

每一格的所代表多少，再用乘法找出答案或向

上數格的方式找出答案。 

2. 把「升」刪除，改為「000」的概念，然後進

行加法的化聚。 

 

教學簡報 

 

學生能留心

聽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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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應用： 

課後作業：學生完成工作紙六。 

 

工作紙 

 

學生能完成

工作紙。 

叁、試教評估與反思建議 

 

容量是指「容器所能盛載東西的多少。」一般而言，容量較常以液體單位

（升或毫升）來描述，因此，通常容量是指「一個容器所能容納的最大容量」。

學生透過不同的估測和實測的活動，進行比較不同容器的容量。由容器內液體

的多少入手，再引出容量，能加強學生對容量概念的理解。讓學生認識容量單

位「升」和「毫升」及其關係，並進行自製量杯和實際操作的活動，讓學生利

用生活中常用的容器，進行容量的描述與比較，希望藉此讓學生建立容量的量

感。學生也學習容量單位的化聚，以便融入日常生活所需。 

 

學生對容量這抽象的概念較難掌握，故此，在這課堂設計中，我們加入了

不同的設計，如動手操作、利用生活中的物品作展示，以及配合教材配套等，

讓學生多嘗試透過細心觀察、動手操作和小組活動等，理解數學概念是怎樣產

生和形成，培養學生探究精神。學生能依指示完成該堂的探究活動，並能達到預

期的學習目標。在實驗倒牛奶過程中，有些學生會出現手震，把牛奶倒瀉在枱上，

教師需即時補充牛奶，然後協助手部肌力較弱學生一起倒牛奶。建議下次進行這實

驗時要預備托盤和清潔用具，能保持課室的清潔度。在自製量杯的課堂上發現，當

學生數線上只有大格時，學生多用每幾個一數的方法，找出每格的數值；當量杯上

的小格較多時，發現較多學生使用除法；而能力較弱的學生會先找出大格的數值，

再用除法找出小格的數值。 

 

我們除了運用教材配套，運用「容量app」進行活動，讓學生從遊戲中學習，

不單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還能運用資訊科技產品做作業。教師在設計課堂教學

時，應注重以知識為起點，引領學生主動探索，自主學習及解難方法。這樣，不單

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還能提升教學效果。 

 

讓學生參與事前的準備工作，令學生更期待、投入學習活動中。教師在

安排學生進行分組活動時，須給予清晰的指示，以及應給予學生充分的時間，

以熟習各項量度活動。在分組的時候，分組的人數不宜太多，也要在小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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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安排不同數學能力的學生，否則，部分學生會因未能理解課堂內容而較難投

入參與活動。 

 

在進行活動中，教師應多鼓勵學生先估量，再驗證估量結果。教師應提

醒學生注水時須注意的地方，如量度容器的容量時，可先把容器注滿水，再把

水倒入量杯中量度。若先注滿量杯，再倒入容器，可能會因為容器的瓶口太窄，

令水溢出，而影響量度結果的準確性。教師也 可考慮以列表的方式，把各組的

量度結果展示在黑板上，然後比較各組的量度結果，並分組討論出現不同結果

的原因及提出改善方法，最後以不同的方式驗證討論所得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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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新思維數學——教育出版社。 

 

廿一世紀澳門現代數學——現代教育研究社 

 

鈕文英(2003)。啟智教育課程與教學設計。台北：心理 

 

謝金龍(2008)。融合教育情境下的有效教學策略-合作學習作。特教園丁，

24(1)，3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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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相關教材 

輔助教學資料 

一、教學圖片 

  

學生積極參與課堂活動 分牛奶活動 

  

學生找出哪杯牛奶容量較多 教師示範比較兩個容器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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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把杯子A的牛奶倒入杯子B 學生說出杯子A容量較多 

  

學生比較三個透明容器大小 分組實驗活動過程一 

  

分組實驗活動過程二 分組實驗活動過程三 

  
分組實驗活動過程四 分組實驗活動過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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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們積極地尋找指定的飲料 

  

學生們仔細地研究容量標示的位置 組員間互相協助記錄容量 

  

生活用品區的商品很多都有大小之分，同學們用心地一一作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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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留心聆聽教師講解自製量杯的方法 學生細心地在膠樽上寫上刻度 

  

學生互相合作，把溶液倒進自製量杯 

  

學生們留心聽課，並利用磁石貼字卡學習把「升」刪除，轉化為「000」的概念， 

然後進行加法的化聚。 

二、教學課件 

第一課節的教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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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節的教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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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節的教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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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節的教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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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節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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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節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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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節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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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節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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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學生們投入聽課及積極地回答問題 

 
 

學生各自把溶液倒進自製量杯 學生認真地自製量杯 

  
教師準備自製量杯的用具 學生製作完成的量杯 

  

學生們完成自製量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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