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和仁國民小學 113 學年度公開授課 教學教案 

領域/科目 數學 設計者 賴君瑋 

實施年級 一年級 總節數    共 1 節， 40分鐘 

單元名稱 時間~9-3幾點半 教學日期 114年 12月 25日(星期三)第 1節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n-I-9認識時刻與時間常用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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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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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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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戶外教育】尊重與關懷他人 
戶 E5 理解他人對環境的不同感受，並且樂於分享自身經驗。 

【家庭教育】家人關係與互動 

家 E7 表達對家庭成員的關心與情感。 

教材來源 翰林版數學第一冊第 9單元 

教學設備/資源 1.數學課本。 

2.數學習作。 

3.數學附件 24。 

4.投影設備、電子書。 

5.連動的時鐘。 

學習目標 

1. 區分事件發生的先後和時間長短。 

2. 認識時鐘，並報讀鐘面上整點時刻。 

3. 報讀鐘面上半點時刻。 

4. 透過撥鐘與觀察鐘面，報讀一小時前或一小時後的時刻。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流程及內容設計 時間 教學資源 評量方式 



  

第三節 

一、準備活動 

  看誰撥得快：請各組學生派一位上臺，撥出指定的整點

鐘面，最快者優勝。 

 

二、發展活動 

（一）認讀半點時刻 

1. 配合課本情境，教師拿出時鐘示範說明：「長針指

到 12，短針指到 8，是 8點。從 8點開始，長針走

半圈」後，並提問:「短針從哪個數字開始走？後

來指到哪裡？」「長針從哪個數字開始走？後來指

到哪裡？是幾點鐘呢？」 

2. 教師撥出半點的鐘面，讓學生報讀長、短針指向的

數字，指導學生報讀半點鐘面。 

3. 教師配合鐘面介紹電子鐘的呈現半點時刻的方式。 

4. 教師撥出半點的鐘面，讓學生報讀長、短針指向的

數字後，再報讀半點鐘面。 

（二）認讀半點時刻並結合生活時間用語報讀 

1. 教師以例題二布題：「先說一說，再填填看。」 

2. 配合例題二①，教師請學生觀察情境，學生能說出

上午在戶外放風箏，再引導認讀短針指到 10和 11

的中間，長針指到 6，是上午 10點半。 

3. 配合例題二②，教師請學生觀察情境，學生能說出

晚上在床上睡覺後，接著請學生分享晚上可能進行

的活動，再引導認讀短針指到 9 和 10 的中間，長

針指到 6，是晚上 9點半。 

（三）熟悉認讀半點時刻並結合生活時間用語報讀 

1. 練習：「鐘面上是幾點半？圈圈看。」 

2. 教師澄清題意，說明作答方式後，請學生個別作答

再檢討。 

3. 教師引導學生說出圖片情境，再引導短針指向的位

置後，再公布答案。 

 

三、綜合活動 

（一）我會讀，也會撥 

1. 教師拿出時鐘，撥出半點鐘面請學生報讀。 

2. 教師請學生拿出時鐘，撥出指定的半點鐘面。 

（二）我學會了  

1. 教師提問：「哪一位小朋友可以說一說，這一堂數

學課，我們認識了什麼？」 

2. 說明作業內容：數學習作第 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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