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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泰和國民小學113學年度一年丙班教學觀摩 
一、課程設計原則與教學理念說明 

透過實際動手操作撥鐘的活動，探索解決數學問題的方法；並藉由與同學一起討論互動，培

養與人合作解決問題的方法。 

二、教學活動設計 

 （一）單元 

領域科目 數學 設計者 徐碧璣 

單元名稱 認識時鐘和數字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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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學習 

經驗分析 

透過實際動手操作撥鐘的活動，探索解決數學問題的方法。 

設計依據 

學科價值定位 
科技教育：具備科技哲學觀與科技文化的素養；激發持續學習科技及科技

設計的興趣；培養科技知識與產品使用的技能。 

領域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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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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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 

課程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n-I-9 認識時刻與時間常用單位。 

學習內容 

N-1-6 日常時間用語：以操作活動為主。簡單日期報讀「幾月幾日」；「明

天」、「今天」、「昨天」；「上午」、「中午」、「下午」、「晚上」。簡單時刻報

讀「整點」與「半點」。 

單元課程目標 

1.能認識時鐘及數字鐘的鐘面結構。 

2.能正確報讀鐘面上「幾點鐘」的時刻。 

3.能對照時鐘和數字鐘的時刻，並理解生活中常見時間工具呈現方式。 

4.能根據情境正確報讀生活事件發生的時刻。 

5.能認識與應用上午、中午及下午等日常時間用語報讀「幾點鐘」。 

核心素養呼應說明 
透過實際動手操作撥鐘的活動，探索解決數學問題的方法；並藉由與同學

一起討論互動，培養與人合作解決問題的方法。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非必要項目） 

融入單元 （非必要項目） 

與他領域／科目連結 （非必要項目） 

教學設備／資源 各式時鐘、手錶 

參考資料 南一版數學課本第 9單元 

  



2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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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授課時間 40 

學習表現 n-I-9 認識時刻與時間常用單位。 

學習內容 

N-1-6 日常時間用語：以操作活動為主。簡單日期報讀「幾月幾日」；「明天」、

「今天」、「昨天」；「上午」、「中午」、「下午」、「晚上」。簡單時刻報讀「整

點」與「半點」。 

學習目標 

1.觀察事件的發生，區分其先後順序。 

2.觀察事件發生的長短，建立時間的初步概念。 

3.能認識鐘面上的長針和短針，並報讀鐘面上的整點、半點時刻。 

4.能使用日常時間用語(如：上午、中午、下午和晚上)。 

情境脈絡 
透過扉頁故事，經由討論遲到會產生的影響，讓學生發覺養成良好生活習慣

的益處。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檢核／備註 

【活動 2】幾點鐘 

●布題一：怎麼知道要上學了？ 

․兒童分組討論、發表： 

①可以看時鐘。 

②可以看自己戴的手錶。 

●布題二：說說看，鐘面上有什麼？ 

․教師讓兒童觀察圖片中的時鐘和教室裡的時鐘，引導兒童發現鐘

面上有長針、短針和刻度，有 1、2、3……12的數字。 

․鐘面上是幾點鐘？ 

․兒童觀察圖片，說出長針指在 12，短針指在 7，讀作七點鐘或七

點。 

․看看教師手上的時鐘，長針指在哪裡？短針指在哪裡？這是幾點

鐘？ 

․教師將時鐘撥到 7點鐘，請兒童觀察教師手上的時鐘，說出長針

指在 12，短針指在 7。 

․這是幾點鐘？ 

․請兒童說出，時鐘的時間是七點鐘。 

●布題三：你看過數字鐘嗎？七點鐘在數字鐘上怎麼表示？ 

․兒童分組討論、發表。如：用數字鐘的形式記錄成 。 

●布題四：填填看，說說看。 

․麥斯上午幾點鐘在搭捷運？ 

․兒童觀察圖片，說出麥斯上午 8點鐘在搭捷運。 

․麥斯什麼時候在逛動物園？ 

․兒童觀察圖片，麥斯中午 12點鐘在逛動物園。 

․麥斯什麼時候在搭纜車？ 

․兒童觀察圖片，說出麥斯在下午 5點鐘搭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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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問答 

 

 

 

●課堂問答 

 

 

 

 

 

 

 

 

 

 

 

●參與討論 

●課堂問答 

●課堂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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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提問：你是在什麼時間做這些事的？記得告訴我們是上午、

中午還是下午。 

․兒童根據經驗，說出起床、刷牙、吃飯、睡覺……的時刻，並能

使用「上午幾點鐘」、「中午幾點鐘」和「下午幾點鐘」的詞語來

描述事件發生的時刻。 

●布題五：拿出時鐘，撥出 11點鐘。 

․引導兒童將時鐘撥到 11點鐘。 

․教師在布題。 

․轉到 12點鐘，說說看，長針指在哪裡？短針指在哪裡？ 

․兒童將時鐘撥到 12點鐘，引導兒童說出長針、短針都指在 12。 

․教師手上的時鐘是幾點鐘呢？用你手上的時鐘撥出來 

․兒童先說出幾點鐘，再仿照時鐘撥出特定的時刻，反覆練習。 

․寫出教師的時鐘是幾點鐘。 

․兒童寫出鐘面上的時刻。 

～第二節結束/共 5節～ 

 

 

 

 

10 

 

 

 

 

 

 

 

●實作表現 

 

 

學習任務說明 
透過實際動手操作撥鐘的活動，探索解決數學問題的方法。 

 

 

 

三、教學回饋（待教學實踐後完成） 
教學照片（至少四張） 

（教學照片） 

 
認識鐘面，真正的鐘面有 12個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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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操作鐘面會更熟悉時間的概念。 發表一下自己對時間的理解。 

教學心得與省思 

    時間的觀念對孩子來說是抽象且打破十進位的概念，須時時提醒，時時複習，時鐘的

操作是一個必要的過程，讓孩子在操作的過程中除了用腦記住 12 進位制，也要用手去記

住，在教學者的立場當然是再熟悉不過，但對學習者的立場而言，這是一個早就知道卻實

際上不太有機會操作的概念，要真正學會需要較多反覆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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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彰化市泰和國民小學觀察後會談紀錄表 
 

教 學 者：徐碧璣               任教年級：   一丙           任教科目：     數學          

課程主題：     認識時鐘和數字鐘                   會談時間：12/12 第二節              

觀 察 者：鄧時萱                                                                
 
一、 教學者教學優點與特色： 
 

(一)   利用生活經驗、各式各色時鐘引起動機，別出心裁。 

(二)   能適時鼓勵學生。 

(三)   能依學生反應的情況，適時調整教學內容以及所使用的教具及教法。 

(四)   能依學生學習個殊性，輔以動作提示教學。 

二、 教學者教學待調整或改變之處： 
(一)   教學流程順暢，但有時壓縮學生活動時間 

(二)   學生秩序因活動關係較無法管控 

(三)   長針、短針教學花太多時間建立概念 

三、 對教學者之具體成長建議： 

    建立秩序在課堂經營中相當重要，建議時萱可以花多一些時間建立固定流程，後

來又在認識長針、短針的部分特別強調，整體時間控制可在這裡調節一下，相信教學內

容會更流暢，令人驚喜的是將最近的時事生活納入引起動機的活動中，大大提升了學生

的參與度，著實讓人驚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