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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 109 學年度下學期特殊教育共同備課觀課議課 

教學活動設計 

壹、設計理念 

很多孩子一聽到數學，便會產生莫名的恐懼，對他們來說，數學似乎與他們的生

活沒有什麼重要的直接關係，但倘若我們能用心觀察，事實上，數學卻每天都發生在

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為了讓課本中、教室內的數學，不僅僅是乏味無趣的作業與學習

單，本教學活動設計試圖讓數學真正落實在孩子們的生活中，選擇三年級下學期的「公

斤和公克」單元，建立孩子們生活化的概念，不將教學重心放在單位換算、認讀刻度

的紙筆練習，而從對重量具體單位量感的建立作為起始，透過以下五個重點，讓孩子

的學習與生活情境連結，建構並培養孩子解決日常生活問題的能力。 

1. 運用天平進行兩兩重量的比較，引入遞移概念，以進行物品間的重量排序。 

2. 利用砝碼、白色積木作為個別單位的媒介引入公克的學習。 

3. 利用遊戲及搶答方式進行量感的估測。 

4. 結合實際生活物品、體重的測量，強化重量的基本概念。 

5. 運用生活實材解決重量的計算問題。 

貳、教學分析 

一、學生能力現況分析 

姓名 性別 障礙 組別 領域相關能力 

陳 O 偉 男 LD 

A 

能讀、寫、做 10000 以內的數，但位值換算概念不甚

清楚；能進行三位數以內的加、減法計算，但彭生、

傅生退位減法容易出錯；能依天平兩側高低判斷、比

較物體輕重。 

彭 O 塾 女 LD 

傅 O 勝 男 LD 

廖 O 晨 男 LD 

 

二、課程概念架構圖與教材分析 

 

 

 

 

 

 

 

 

 

 

 

 

 

 

 

二上第 9單元 

透過掂物，比較兩物體的

輕重。 

利用天秤進行重量的直接

比較。 

 

本單元 

認識重量單位「公斤」和

「公克」。 

以公斤和公克為單位，進

行重量實測和估測活動。 

了解公斤公克間的關係。 

進行公斤和公克的換算。 

重量的加減計算。 

 

四上第 7單元 

能解決公斤和公克兩階單

位的加、減、乘、除計算

問題。 

 
五下第 6單元 

認識 1公噸。 

認識公噸、公斤之間的關

係。 

進行公噸、公斤的換算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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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方法分析 

1. 直接教學法：教師配合結構化的教學流程，透過直接講述及教材教具搭配使用，

讓學生進行充分的練習與複習，習得課程內容。 

2. 多感官學習：教學過程中，除了準備充分教具、生活中常見物品，提供學生估測、

實際測量；亦運用多媒體科技輔具，搭配觸控螢幕呈現實測過的人、物，以舉牌

方式判別「公斤」和「公克」的正確使用時機，加深學生的學習印象及記憶，並

提高學習興趣與動機。同時，備有學習單及隨堂測驗，檢視學習成效。 

3. 記憶策略：教師以1公克砝碼和1公斤的鹽，讓學生實際觸摸、測量，建立量感；

同時，請學生判別「公斤」和「公克」的使用時機時，可與自己的體重進行比較，

來幫助學生記憶。 

4. 精熟練習：在教學活動中，設計多元活動，讓學生藉由完成各種不同的活動，達

到反覆練習的目的。 

5. 增強系統：在學生遵守上課規範、認真參與課堂活動或有好表現時，給予立即回

饋，培養學生良好行為與學習動機。 

參、教學活動設計(格式可自行調整) 

單元名稱 公斤和公克 適用年級 三年級 

教學時間 40 分鐘 教學節數 第二節/共六節 

教材版本 南一版 設 計 者 許惠菁 

教 學 者 許惠菁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n-II-9-1 理解長度、角度、面

積、容量、重量的常用單位

與換算。 

 n-Ⅱ-9-2 具備長度、角度、

面積、容量、 重量之量感與

估測能力。 

核心 

素養 

 E-A2 具備探索  問題

的思考能 力，並透過體

驗 與實踐處理日常生

活問題。 

學習內容 

 N-3-16 重量：「公斤」、「公

克」。 實測、量感、估測與

計算。單位換算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人權教育：人 E5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生涯規劃教育：涯 E12 學習解決問題與做決定的能力。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實測、估測個人體重時，能尊重彼此之間個別差異；操作教材教具

時能輪流，尊重人我的權利（人 E5）。 

 能將習得的實測、估測等能力運用於日常生活問題解決（涯 E12）。 

座位安排 

             

  

 

 

教學準備 

 增強系統：塑膠花片、加分盒。 

 測量重量的物品，如：小包裝米、鹽、海苔、罐頭、牙膏…等等。 

 １公斤秤、３公斤秤、體重計、天平、砝碼、電子秤、時鐘。 

廖生 

彭生 傅生 

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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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P 相關學期目標 1. 能連結生活經驗，建立度量衡基礎概念如長度、容量、重量。 

學習目標 

 

單元目標 

1. 能進行重量的直接比較與間接比較。 

2. 能認識重量的單位「公斤」、「公克」及其相互關係。 

3. 能認識秤面刻度間的結構。 

4. 能進行重量的實測與估測。 

5. 能進行公斤和公克的單位換算與比較。 

6. 能解決重量的計算問題。 

具體目

標編號 

教學內容 

（請依學生組別需求適時在教學過程說明教學的調整） 

時間 

（分鐘） 

評量 

方式 
教材教具/輔具 

 一、準備活動 

（一）引起動機 

1. 在桌上擺上外包裝有標示重量的物品，詢問

「猜猜看，老師帶這些東西來要做什麼？」 

2. 記不記得，哪些工具可以用來稱物品的重

量？ 

3. 量長度、身高時，我們使用什麼工具？我們

使用什麼單位來表示？ 

4. 那麼，量重量時，我們要用什麼單位來表示

呢？ 

 

5 分 

 

口頭 

發表 

 

塑膠花片、加分盒 

用來測量重量的

物品，如：小包  

裝米、鹽、海苔、

罐頭、牙膏…等等 

 

 二、發展活動 

1. 活動一：認識重量單位有公斤和公克。 

說明：請學生尋找外包裝上標示重量單位之

處，並以公斤(kg)、公克(g)加以分類。

請學生將上述物品逐一掂掂看，感受一

下重量。並依輕重排序。 

2. 活動二：認識１公斤秤，觀察秤面上的文

字，並指導使用秤的方法，如「歸零」及指

針在０所代表的意義。 

說明：讓學童說說看，指針在０時表示什麼？

可能包含兩種意思，一為秤上沒有放東

西，二為物體的重量到達１公斤，也可

以稱 1000公克。引導學童認識公克的

符號 g、公斤的符號 kg及報讀秤面上有

標示數字的刻度。 

 

3. 活動三：選擇一個 1 公克的砝碼和 1 公

斤的小包裝米進行實測，建立學童對 1

公克和 1 公斤的量感並感受其差異。  

說明：因 1公克極輕，在秤面上較難讀取刻

度，此處搭配電子秤進行實測。 

 

 

  5 分 

 

 

 

 

5 分 

 

 

 

 

 

 

 

 

 

5 分 

 

 

 

 

 

 

觀察 

指認 

實作 

 

 

觀察 

口頭

發表 

 

 

 

 

 

 

 

觀察 

指認 

口頭

發表 

實作 

 

 

１公斤秤 

３公斤秤 

體重計、天平、  

時鐘、電子秤 

 

１公斤秤 

 

 

 

 

 

 

 

 

 

１公斤秤和 

電子秤 

砝碼 

小包裝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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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活動四：利用磅秤，選擇物品(包含活動

一所使用的物品)進行實測，事先讓學童

猜測，該物品的重量單位是公克還是公

斤？  

說明：實測後得知重量，並與外包裝標示進行

核對。(現場沒有的東西，則顯示商品

DM或網路上的介紹)教導學生判斷「公

克」、「公斤」使用時機時，以 1 公

克砝碼、1 公斤小包裝米或自己的

體重進行比對，以判斷所選單位的

合理性。 

 

10 分 

 

口頭

發表 

實作 

 

 

 

鹽、海苔、罐頭、 

小包裝米、牙膏…

等等 

 

 

 

 

 

 

 三、綜合活動 

1. 利用 ppt測試本單元基本概念：秤重量的工

具為何？辨識代表重量的度量衡單位。 

2. 進行公克和公斤單位分辨之舉牌回答活動。 

3. 發給每人一張學習單，請學生自行完成剛才

ppt中的問題及舉牌活動中所回答的問題之

答案。 

 

下課前，計數得分花片總數，以抽籤決定幾個花

片可以蓋幾個章，利用除法計算出可以蓋的章

數，作為前一單元「除法」的複習。 

 

10 分 

 

口頭

發表 

實作 

觀察 

紙筆 

 

 

ppt 

公斤和公克舉牌 

學習單 

 

 

 

 

塑膠花片 

加分盒 

 

肆、教學反思與自我教學建議 

教學反思 自我教學建議 

針對學習能力相對較弱的學障生，教學重

點與方式應與普通班有所不同，因此，備課時

即討論到在公斤、公克量感的建立時，可使用

電子秤，方便讓孩子們一目了然；同時應提供

重量差距懸殊的實物以利區辨；找完實物包裝

上的重量後可以便利貼標示出來，諸如此類的

「教學小撇步」，都是具體可行並有助於教學

成效的策略，也將會運用於日後教學課堂中。

透過共備、觀課、議課，能廣納意見、相互激

盪、開拓教學準備的思路，更深層的看到教學

流程中的不足之處，有助於日後教學的修正與

精進。 

數學課當中，最常遇到當教材教具多元豐

富時，學生會過於興奮，將焦點集中於教具操

作上，而較無法專注於聽講，因此，要適度掌

控其拿取物品掂重量、找尋外包裝標示的時

間，適時收回，以便在提問、說明時，學生可

專注聆聽並回答。此外，罐頭的重量標示包含

固形物、內容物，但總重量與實測結果有較大

差距，日後在教學前，應能先秤過、確認，以

防發生教學現場這類窘境。 

教學時間的掌控上仍不是很好，找尋重量

標示與實測佔了過多時間，以致綜合活動中的

舉牌活動與學習單的書寫時間稍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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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學專業活動紀錄 

教學專業活動紀錄 

  

教師介紹並區辨測量重量的工具。 學生觀察物品外包裝重量標示，           

並以便利貼 記錄、貼上。 

  

彭生找不到牙膏的重量標示，           

教師提供個別指導。 

運用板書介紹重量單位、淨重概念。        

運用多媒體設備檢視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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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教具照片 

教具照片 

  

桌面上擺放磅秤、電子秤、天平、測量物、

加分杯、花片等教具。 

以 ppt 評量對公斤、公克使用時機，       

運用「公斤」、「公克」舉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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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 109 學年度下學期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 

【身心障礙類】共備會議紀錄 

學    校 萬來國小 

會議日期 110 年 4 月 22 日 

共備人員 陳瑟雯 

教學時間 110 年 5 月 6 日 教學年級 三年級 

教學單元 公斤和公克 教材來源 南一版第六冊 

教 學 者 許惠菁 記 錄 者 許惠菁 

討論內容 

(可包含：教材內容、教學目標、學生經驗、教學活動、教學評量方式及其他) 

本組學障生具備 10000 以內數的概念，也能進行三位數以內的加、減

法計算；能依天平兩側高低判斷、比較物體輕重。但整體而言，其在普通

班的數學科學習經驗，其實是充滿挫折與失敗經驗的，對他們來說，數學

既深奧難懂，又似乎與日常生活沒有什麼重要關聯。為了建立他們的學習

信心與提升其學習興趣，本教學活動設計試圖讓數學真正落實在孩子們的

日常生活中，選擇「公斤和公克」單元，建立孩子們生活化的概念，首先

從對重量具體單位量感的建立作為起始，接著再將教學重心放在公斤、公

克單位換算、認讀刻度的紙筆練習，讓孩子的學習與生活情境進密連結，

建構並培養孩子解決日常生活問題的能力。 

 

 
註：每次共備會議需填寫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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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 109 學年度下學期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 

【身心障礙類】公開授課觀課紀錄表 

教學日期    110 年 5  月 6 日 教 學 者 許惠菁 

教學時間 
早自修(7：55~8：35)40 分

鐘 
教學對象 廖生、彭生、傅生、陳生 

教學領域 數學 教學地點 潛能開發班教室一 

教學單元 公斤和公克 教材來源 南一版第六冊 

觀 課 者 陳瑟雯 

觀課模式 □影片觀課  ■現場觀課  □直播觀課  其他        

觀課內容 

層

面 
觀察指標 

教師表現 及 學生反應 

摘要敘述 
建議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A-1 運用有效教學方法與學習策略，協助學習。 

A-1-1 

能透過教學活動觸發

並維持學習動機。 

1-1 提供實物(食物)給予學生進行實

測、估測，並使用電腦、觸控螢幕，

利用 ppt 播放量感試題，讓學生以舉牌

方式回答，多元教學活動能引發並維

持學生學習動機。 

1-2 以貼近生活經驗的磅秤、電子秤、 

罐頭、食鹽、海苔、牙膏等，建立對

公斤和公克的量感。 

1-3 透過直接教學、講述，觸摸、觀察、

實測等多感官學習，讓學生從中思考

教師的提問、討論物品的重量，建立

度量衡單位的概念。 

1-4 以電子秤測量 1 公克砝碼、1 公斤

食鹽，從掂掂看到實測，確實建立量

感。此外，教導以自己的體重做比較，

學生能更清楚判斷公斤或公克的使用

時機。 

1-5 老師以板書寫出單元名稱、公斤與

公克的中、英文，走到每位學生旁邊

觀察、指導並詢問其找尋物品外包裝

的重量標示的狀況。 

一開始在桌面上擺

放出全部教具，雖可

以引發學生高度學

習動機，但似乎使學

生過於興奮、眼花撩

亂而無法專注聆聽

老師開場的說明。建

議可將尚未需要使

用到的，放在桌底

下，再依教學活動的

安排，依序拿到桌面

上。 

A-1-2 

能透過適性的教材教

具習得重要概念、原則

或技能。 

A-1-3  

透過適切的教學策

略，進行思考、討論或

實作練習。 

A-1-4 

在教學活動中能習得

學習策略。 

A-1-5 

能運用板書、口語、非

口語、注視及走動等技

巧，幫助學生學習。 

A-2 運用學習評量評估學習成效。 

A-2-1 

學習情形能適時獲得

檢視與回饋。 

2-1 當學生在觀察、找尋物品外包裝重

量標示時，彭生找不到時，老師給予

提示予糾正；其他學生找到並回答正

確時，老師給予口頭讚美。 

2-2課堂中除了以口頭問答，也透過 ppt

呈現量感試題，以舉牌方式評量，最

後亦透過學習單進行紙筆測驗。 

罐頭的重量標示有

兩項，包含固形

物、內容物，但總

重量與實測結果有

較大差距。建議教

學前，能先秤過、

確認。 

A-2-2 

學習成效能以多元評

量方式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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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 

能依學習情形適時進

行教學調整。 

2-3 陳生、彭生忘記「天平」的名稱，

老師協助複習並說明。老師在個別指

導陳生時，彭生無法找到外包裝重量

標示，老師請廖生協助彭生。 

層

面 
觀察指標 

教師表現 及 學生反應 

摘要敘述 
建議 

B 

班

級

經

營

與

輔

導 

B-1 建立學生自我管理與監控系統，並增強正向行為表現。 

B-1-1 

能透過增強系統進行

有效學習。 

1-1 教師以加分杯和花片進行加分，學

生準時出席、回答正確皆會給予加分

獎勵，此外，課堂中也頻繁的給予每

位學生口頭讚美。 

1-2 當學生過度將焦點放在操作教具

時，如未經指示，即自行拿食品放到

磅秤上測量，老師給予口頭勸阻，學

生皆能聽從。 

1-3 前述未經指示即自行拿取物品測

量者，老師給予小老師任務，請其協

助找不到重量標示的同學。 

 

B-1-2 

問題行為能獲得有效

處理並減少發生。 

B-1-3 

能有效建立正向行為。 

B-2 能安排促進社會性互動的教學環境。 

B-2-1 

透過教學環境與設施

的安排，有助於師生及

同儕間互動。 

2-1 座位的安排讓每位學生有足夠的

桌面空間，能保持適當的距離，以防

互相干擾，但又不影響師生或同儕之

間應有的互動。 

 

2-2 依臨時狀況，老師給予廖生小老師

任務，學生從中學習到助人的正向社

交技巧。 

 

B-2-2 

能習得正向的社交技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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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 109 學年度下學期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 

【身心障礙類】教學精緻化工作計畫-議課會議紀錄 

學    校 萬來國小 

會議日期 110 年 5 月 7 日 

議課人員 陳瑟雯 

教學時間 110 年 5 月 6 日 教學年級 三年級 

教學單元 公斤和公克 教材來源 南一版第六冊 

教 學 者 許惠菁 記 錄 者 許惠菁 

討論內容(可包括：優點、建議及其他) 

一、優點 

1. 教學活動設計詳細完整，活動流程清楚明確。教學內容能與日常生活經驗連

結，也補充了「淨重」概念，亦有助於解決日常生活問題，能有效引發學生

學習動機並維持其學習興致，學生的課堂參與相當熱烈。 

2. 教師教學流程順暢，並能採直接教學、多元感官…等不同的教學策略與方

法，除了講述，也提供豐富的媒材、教具讓學生透過觸摸、有助於提升學生

的學習成效。 

3. 教師能使用板書、口語講述、走動觀察等技巧，並充分運用教具、多媒體設

備等方式進行教學；亦搭配運用多元評量方式檢視學生學習成效。 

4. 增強制度明確，學生能在正向支持的學習環境之下學習，課堂中獲得許多正

向回饋，能建立學生的學習自信心。 

二、建議與待改進之處 

1. 一開始在桌面上擺放出全部教具，雖可以引發學生高度學習動機，但似乎使

學生過於興奮、眼花撩亂而無法專注聆聽老師開場的說明。建議可將尚未需

要使用到的，放在桌底下，再依教學活動的安排，依序拿到桌面上。 

2. 罐頭的重量標示有兩項，包含固形物、內容物，但總重量與實測結果有較大

差距。建議教學前，教學者應能先將預備的測量物秤過、確認重量，避免教

學時讓學生產生疑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