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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 化 縣 1 1 2 學 年 東 芳 國 小 資 源 班 

共  同  備  課  觀  課  議  課  教  學  活  動  設  計 

單元名稱 重量-重量的比較 適用年級 二  年  級 

教學時間 40 分鐘 教學節數 共 3 節(120 分鐘)，教學第 3 節 

教材版本 南 一 版 設 計 者 莊 宏 偉 

教 學 者           莊 宏 偉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n-I-8認識容量、重量、面積。 

r-I-1 學習數學語言中的運算符

號、關係符號、算式約定。 

核心 

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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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E-B1具備日常語言與數

字及算術符號之間的轉換能

力，並能熟練操作日常使用

之度量衡及時間，認識日常

經驗中的幾何形體，並能以

符號表示公式。 

 

學習內容 

N-2-12容量、重量、面積：以操

作活動為主。此階段量的教學應

包含初步認識、直接比較、間接

比較（含個別單位）。不同的量

應分不同的單元學習。 

R-2-1大小關係與遞移律：

「＞」與「＜」符號在算式中的

意義，大小的遞移關係。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閱讀素養教育】閱 E11低年級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能在一般生活情境中，懂得運用文本習得的知識解決問題。 

學生能力 

現況分析 

姓   名 性別 障礙類別 領 域 相 關 能 力 

張○宸 男 
中度聽覺

障礙 

1. 透過配戴助聽器及調頻助聽器可與一
般同學無異。 

2. 基本的計算及邏輯推理能力還不錯，
但挫折容忍度差。 

 粘○晟 男 
學習障礙 

(閱讀型) 

基本的加減法能力尚可，但乘法計算能

力稍弱，整體動作也較慢，閱讀理解能

力偏弱，較不易理解題目意思。 

座位安排 

 

張生 

教師 

白   板 

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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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準備 小積木、壘球、皮球、各式物品、數字平衡天平組 

IEP 相關學期目標 能透過天平進行重量的個別單位比較 

學習目標 

單元目標 

1、能進行重量的間接比較 

1-1能透過掂掂看的方式來進行重量的比較 

1-2能透過天平來進行重量的直接比較 

1-3能透過天平的間接比較，理解重量的遞移律 

2、能用個別單位來比較重量 

2-1能操作天平用個別單位表示物件的重量 

2-2能利用天平進行重量的個別單位比較 

具體目

標編號 
教學內容 時間 

評量 

方式 
教材教具/輔具 

 

 

1-1 

 

 

 

1-2 

 

 

 

 

1-2 

1-3 

 

 

 

 

2-1 

2-2 

一、準備活動 

誰是重量王 

（一）透過「掂掂看」的方式比較 20 個積木和

40 個積木，那個比較重？理解同樣的物

品，個數多的比較重。 
（二）同樣透過「掂掂看」的方式比較壘球和

皮球，那個比較重？理解壘球雖然比較

小，但因裡面是實心的，所以比較重。 

（三）請同學在教室裡尋找自己認為最重的物

品來比重量，若無法明顯比較出來，則

引申出利用「天平」來進行重量的比

較，理解重的一邊會比較低，輕的一邊

會比較高。 

二、發展活動 

（一）透過實際操作進行重量的間接比較 

1.先在天平的兩邊放置「甲」物及「乙」

物，甲這邊比較低，因此得知甲比乙還

重。 

2.接著在天平的兩邊放置「乙」物及

「丙」物，乙這邊比較低，因此得知乙

比丙還重。 

3.引導學生進行重量的間接比較，理解甲

物最重、丙物最輕。 

（二）透過單位物的多寡來比較物品的輕重 

    1.學生用小熊的個數分別來量 A物和 B物，

理解個數愈多、重量愈重。 

 

10 分鐘 

 

 

 

 

 

20 分鐘 

 

 

 

 

 

 

觀察評
量 
 
 
實作評
量 
 
 
 
 
 
 
 
 
 
 
 
 
實作評
量 
 
課堂問
答 
 
觀察評
量 

 

 

 

小積木(1 立方公

方)60 個 

壘球、皮球 

 

天平 

 

 

各式物品 

小熊、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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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1 

2-2 

    2.學生透過實際操作，理解當 A物和 3隻小

熊一樣重時，3 個 A 物會和 9 隻小熊一樣

重。 

    3.學生透過實際操作，理解當 A物和 3隻小

熊一樣重，B 物和 6 隻小熊一樣重時，則

1個 B物和 2個 A物一樣重。 

三、綜合活動 

數字平衡-天平遊戲 

（一）學生透過動手操作天平教具的遊戲，理

解放置 1 個掛勾在數學 8 位置會等於放

置 2 個掛勾在數學 4 位置。 

（二）由老師進行出題，讓學生實際操作並熟

練天平兩臂的位置關係。 

 

 

 

10 分鐘 

 

 

 

 

實作評
量 
 
觀察評
量 
 

 

 

 

 

數字平衡天平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