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舊館國小教師共同備課紀錄表 

授課教師 侯任哲 老師  共備人員 凃佑城 老師 

任教科目 數學領域 教學單元 
第十單元—長度 

(公里與公尺的換算) 

共備時間     111 年 12  月 22  日 13：30 至  14：10     

共備地點 潛能開發班教室 

預定公開課

班級 
資源班 

預定公開課

時間 
    111 年 12  月 29  日 第 三 節課 

預定公開課

地點 
潛能開發班教室 

照片張貼處 照片張貼處 

說明：授課教師與共備教師共同討論

本單元教材分析與學生的先備經驗。 

說明：針對本單元教學容易遇到的問

題與狀況，思考與設計佈題情境。 

 

請另附共備教案，須包含教學目標、教材內容、學生經驗、教學活動以及

評量方式。 



 

彰化縣舊館國小教學設計單 

一、課程設計原則與教學理念說明 

在學童具備對於公尺的量感後，接著再進行本教學。先透過公尺的實測活動，讓學生了解長度量的

較高階單位(公里)與較低階單位(公尺)間的關係，再進行較高階單位與較低階單位間的換算。 

二、教學活動設計 

領域科目 數學 設計者 侯任哲 
單元名稱 長度—公里與公尺的換算 總節數 共 1 節， 40  分鐘 
教材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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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級 

學生學習 
經驗分析 

1. 知道長度量的較高階單位與較低階單位的名稱 
2. 大略知道公尺的量感 
3. 大略知道公里較公尺為長度量的更高階單位 

設計依據 

領域核心素養 

總 

綱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領 

綱 
數-E-C2 樂於與他人合作解決問題並尊重 不同的問題解決 想法 

課程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n-II-9 理解長度的常用單位與換算，培養量感與估測能力， 並能做計算

和應用解題。 

學習內容 
N-4-9 長度：「公里」與「公尺」的生活實例應用、換算與計算。 

課程目標 

1. 能知道1公里=1000公尺 

2. 能進行公里與公尺的簡單換算 

 

教學設備／資源 白板、小白板、電子投影設備、電腦 

參考資料 南一版數學教師手冊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檢核／備註 
 
【準備活動】引起動機 

 

(一) 教師請學生分享 1 公尺的距離大概多長。 

 

(二) 學生能大略指出 1公尺的距離後，再詢問那 100 公尺、

1000 公尺又會多長的情境問題讓學生思考 

 

【發展活動】 

 

(一) 先利用教室或校園中常見的空間或物品，與學生討論 1 

公尺與 100 公尺的距離，例如桌子的長、操場的跑道等 

 

(二) 透過上述物品或空間的距離，引導學生建立 1 公尺與

 

 

5 分 

 

 

 

 

25 分 

 

 

 

問答評量 

(正確度能達 70%

以上) 

 

 

 

 



 

100 公尺的長度量感 

 

(三) 打開電子書搜尋生活上與公里相關的標誌，例如高速公  

    路、道路上的路線標誌等，詢問學生公里是什麼意思 

 

(四) 揭示公里也是長度單位，1 公里是 1km，也就是 1000   

    公尺 

 

(五) 再引導學生與校園環境做連結，強化學生對 1公里長 

    度量的距離量感，例如 1 公里大概等於學校操場要跑 5 

    圈的長度 

【總結活動】 

(一) 整理今日課堂的學習內容，1 公里可用 1km 表示，1 公里

=1000 公尺。 

(二) 進行數學習作的作業內容指導 

 

--本節課完-- 

 

      

 

 

 

 

 

 

 

 

 

 

 

 

 

 

10 分 

實作評量 

(正確度能達 70%

以上) 

 

 

 

 

 

 

紙筆評量 

(正確度能達 70%

以上) 

 

三、教學活動照片 

教學照片 

  



 

 



 

彰化縣舊館國小教師共同議課紀錄表 

授課教師 侯任哲 老師 議課人員 凃佑城 老師 

任教科目 數學領域 教學單元 長度-公里與公尺的換算 

公開課班級 資源班(四年級黃生 智能障礙輕度) 

公開課時間 111 年 12  月  29  日 第三節 

議課主持人 侯任哲 紀錄 凃佑城 

議課時間 111 年 12 月 29 日  13：30 至 14：10    

議課地點  潛能班教室 

議課分享 

1.透過實物實境的量測與觀測，學生能夠強化對公尺的距離量感。 

2.黃生對於課程內容與觀念有許多待釐清之處，在公里與公尺的 

  換算過程會顯得比較困難。 

授課教師回饋 
教師能透過多媒體的教學設備，與實際的觀測操作，提升學生的

學習動機與專注力，對學生的反應即時掌握與回饋，秩序與教學

時間上掌握良好。 

  

說明：觀課教師針對教學過程中所注意到 

      的狀況提出討論。 

說明：教師針對授課狀況進行共同分析， 

      討論如何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