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彰化縣國民中小學「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設計案例表件 

一、課程設計原則與教學理念說明（請簡要敘明） 

    運用生活中常見的物品、標誌、設備……等，讓學生透過「觀察」的方式，認識

平面圖形。再利用空盒、空罐、球……等物品，讓學生透過「觸摸」、「滾動」、「堆疊」

的方式，分辨平面和曲面及其表面特徵。並能進一步認識並說出圓柱、球、長方體、

正方體等名稱。 

透過課堂的學習，學生能主動觀察生活周遭的情境，發現形狀在生活中的運用及

其所呈現的美感。 

二、教學活動設計 

 （一）單元 

領域科目 數學 設計者 顏淑君 

單元名稱 認識形狀 總節數 共 5  節， 200 分鐘 

教材來源 

□教科書（□康軒□翰林□南一□其他      ） 

■改編教科書（□康軒□翰林■南一□其他      ） 

□自編（說明：） 

學習階段 

■第一學習階段 （國小一、二年級） 

□第二學習階段 （國小三、四年級） 

□第三學習階段 （國小五、六年級） 

□第四學習階段 （國中七、八、九年級） 

實施年級 

 

 

一年級 

學生學習 

經驗分析 

1.在日常生活中看過、摸過長方體、正方體、圓柱、球、長方形、正方形、三角形

和圓形等物品。 

2.對形狀有初步的認識及分辨能力。 

設計依據 

學科價值定位 

1.認識常見的幾何圖形。 

2.能分辨平面和曲面之特徵。 

3.能感受幾何圖形在生活情境中所呈現的美感。 

領域核心素養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數-E-A1具備喜歡數學、對數學世界好奇、有積極主動的學習態度，並

能將數學語言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數-E-A3能觀察出日常生活問題和數學的關聯，並能嘗試與擬訂解決問

題的計畫。在解決問題之後，能轉化數學解答於日常生活的應用。 

課程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s-I-1從操作活動，初步認識物體與常見幾何形體的幾何特徵。 

學習內容 S-1-2形體的操作：以操作活動為主。描繪、複製、拼貼、堆疊。 

課程目標 

1.能從具體情境中找出特定圖形。  

2.認識長方形、正方形、三角形、圓形等物件，並依其形狀加以分類。 

3.能從具體操作活動中，認識平面和曲面，並做分類。 

4.能從具體操作活動中察覺圖形的規律。 

核心素養呼應說明 
透過課堂的學習，學生能主動觀察生活周遭的情境，發現形狀在生

活中的運用及其所呈現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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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科技教育：科 E2了解動手實作的重要性。科 E9具備與他人團隊合作的  

  能力。 

●生涯規劃教育：涯 E8對工作／教育環境的好奇心。涯 E12學習解決問 

  題與做決定的能力。 

融入單元 （非必要項目） 

與他領域／科目連結 國語、生活 

教學設備／資源 PPT、圖卡、空盒、空罐、球、計時器。 

參考資料 課本、教師手冊。 

 （二）規劃節次（請自行設定節次，可自行調整格式） 

節次規劃說明 

選定節次 

（請打勾） 
單元節次 教學活動安排簡要說明 

v 1 第 1 節課 

1.認識平面和曲面。 

2.能夠透過觸摸、滾動和堆疊區分有平面和曲面的物體。 

3.能以物體的外觀(平面和曲面)做分類。 

4.能區分長方體、正方體、圓柱、球等物件，並以外觀形狀分

做分類 

 （三）各節教案（授課節次請撰寫詳案，其餘各節可簡案呈現） 

教學活動規劃說明 

選定節次 第 1 節 授課時間 109/11/25  10：30-11：10 

學習表現 s-I-1從操作活動，初步認識物體與常見幾何形體的幾何特徵。 

學習內容 S-1-2形體的操作：以操作活動為主。描繪、複製、拼貼、堆疊。 

學習目標 

1.學生能從具體情境中找出特定圖形。  

2.學生能從具體操作活動中，認識平面和曲面，並做分類。 

3..能夠透過觸摸、滾動和堆疊區分有平面和曲面的物體。 

4.能區分長方體、正方體、圓柱、球等物件，並以外觀形狀分做分類 

 

情境脈絡 
讓學生從生活情境中察覺圖形的運用與美感呈現，進而從中認識常見的幾何

圖形，再透過操作生活中常見的物品，了解平面與曲面之特徵。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檢核／備註 

                         第一節 

【準備活動】 

●引起動機 

(引起動機) 

教師：有沒有小朋友以後想當建築師呀？ 

教師：你們知不知道蓋房子有什麼是很重要的？ 

學生可能回答： 

→漂不漂亮很重要。 

→穩不穩很重要。 

→高不高很重要。 
教師：對呀！老師也覺得房子穩不穩才是最重要的，像我們前一陣

子不是有地震嗎？房子如果很穩的話，我們就不會怕地震把我們壓

 

 

5 分鐘 

 

 

 

 

 

 

 

 

●口頭發表 

 

 

 

●實作表現 

●口頭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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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等一下我們假裝自己是很棒的建築師喔！要蓋一座很穩的房子

喔！大野狼等一下可能會來吹房子，所以我們要用我們帶來的那些

或空瓶蓋一個讓大野狼來也吹不倒的房子，那你們等一下要先仔細

觀察那些盒子適合堆高高，拿來蓋一座最穩固的房子！ 

 

活動一：認識平面和曲面 

1.老師將 A4紙張捲起，說明像這樣有彎曲的平面叫做曲面 

表面平平的平面叫做平面。 

接著請小朋友將帶來的空盒、空罐、球，小組一起觀察，並分成有

平面一堆，有曲面一堆 

2.請小朋友觀察一下剛剛分類的物品，找找看，有沒有同時具有平

面和曲面的盒子? 

(透過觀察、觸摸實體讓小朋友能發現圓柱體同時具有平面和曲面) 

 

活動二:滾動和堆疊 

1. 教師請學生拿出家裡帶來的空盒、空罐、球，小組一起觀察，

再請學生說一說物品的表面特徵。 

 ․學生實際操作(把物體滾滾看、堆堆看、摸摸看) 

討論以下問題： 

  (1)那些物體可以堆高、也可以滾動? 

  學生能找出:形狀像 的東西可以堆高，也容易滾動。 

 (2)那些物體可以堆高，不容易滾動 

學生能找出:形狀像 、 、 的東西可以堆高，不容易滾動。 

(3)那些物體容易滾動，不能堆高 

學生能找出: 形狀像 的東西容易滾動，不能堆高。 

 

2.請學生將帶來的物品做分類，並說明分類的依據為何。 

 ․學生分組操作、討論、發表後，能做出以下分類：可以堆高的

放一堆，容易滾動的放一堆，容易滾動也可以堆高的放一堆。 

①像 、 、 的放一堆。 

②像 的放一堆。 

③像 的放一堆。【總結活動】 

一、教師統整今日教學重點歸納平面和曲面之特徵。 

1. 那些物體只有平平的面:像 、 、  

有平平的面就容易堆疊 

2. 那些物體只有彎彎的面:  像  

有彎彎的面就容易滾動 

3. 那些物體有彎彎的面，也有平平的面? 像  

有平平也有彎彎的面的圖形—可以堆高也可以滾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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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任務說明 

（依所選定節次教學活動規劃設定該節課之學習任務） 

1.能從具體情境中找出特定型體。  

2.能從具體操作活動中，認識平面和曲面，並做分類。 

3.能透過具體操作了解到物體有平平的面就容易堆疊、有彎彎的面就容易滾動。 

 

 

 

三、教學回饋（待教學實踐後完成） 

教學照片 

  
堆堆看，那些物體容易堆疊 滾滾看，那些物體容易滾動 

  
請小朋友展示具有「曲面」的體。 引導學生依照空盒、空罐、球體的外型特徵，進行分類。 

教學心得與省思 

（實際依教案內容進行教學實踐後所為之省思紀錄，可含成效分析、教學省思與修正建議等） 

一、成效分析： 

1.上課氣氛熱烈，學生樂於學習。師生互動良好，學生能專注上課，正確回答教師提問。 

2.學生能參與分組討論，進行有效學習。 

二、教學省思： 

1、學生學習困難之處： 

（1）請學生說明物品的表面特徵，因為較為抽象，不易描述清楚。 

（2）物品分類時，針對可不可以堆高，容不容易滾動等特徵進行分類，學生還無法明確表達。 

2.教師教學優缺點： 

（1）提問有層次，引導學生學習，進行深化程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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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運用 A4 紙張，將平面捲成曲面，讓小朋友認識平面和曲面，是很好的創意。 

（3）請學生攜帶空盒、空罐、球，作為教具的一部分，因物品很多，學生過於興奮，上課秩序較 

     難掌控。 

三、 修正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