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4-5 

南投縣共和國民小學 112學年度公開授課實施成果摘要 

南投縣共和國小 112學年度數學教學簡案 

教學對象 國小三年級 單元名稱 第七單元  

教材來源 翰林第五冊 學科領域 數學領域 

設計者 劉芝榕  相關領域 語文   社會    綜合      

教學構思 教師利用秤的實際操作，幫助學生理解公克和公斤。 

 

教學目標 

1能理解重量單位。 

1-1透過秤的具體操作，認識公克和公斤。 

2認識公克和公斤，並做化聚和比較。 

3認識秤面結構，並進行實測與報讀。 

能力指標 N-3-16 重量:「公斤」、「公克」。實測、量感、估測與計算。單位換算。 

教學時間 40分鐘 

活 動 流 程 時間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引起動機】 

1. 課本 P100小籠包動畫，引起學生對重量

的興趣。 

 

◆發展活動 

一、認識公斤、公克是重量的單位 

1.例題 1 

（1）媽媽買了 1包冰糖和 1包砂糖，它們分

別有多重? 你是怎麼知道的? 

（2）學生發表 

（3）討論 

2.例題 2 

（1）說說看，生活中什麼時候會需要量重

量？會使用那些工具呢？ 

（2）引導出秤是用來量重量的工具。 

3.例題 3 

（1）秤秤看，冰糖和砂糖那一包比較重 

（2）放在秤上比較變化 

（3）觀察到比較重的指針轉的比較多 

 

二、教師引導學生觀察秤。 

1.例題 1 

(1)說一說秤上面有什麼 

(2)秤盤上面沒放東西時會指向那裏? 

(3)秤面上的 kg和 g表示什麼? 

2.例題 2 

 

3分鐘 

 

 

 

 

 

5分鐘 

 

 

 

 

 

 

 

 

 

 

  

 

 

 

15分鐘 

 

 

 

課本 

電子書 

 

 

 

  

課本 

電子書 

 

 

 

 

 

 

 

 

 

 

 

 

 

 

課本 

電子書 

 

 

學生可以認真聽

影片中重量的觀

念。 

 

 

 

認識公斤、公克

是重量的單位 

 

 

 

 

 

 

 

 

 

 

 

 

 

 

學生可以專注在

題意上思考，並

回答問題，再做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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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學生使用電子書的互動評量 

(2)秤上面放三包砂糖，它的秤面刻度是多

少？ 

(3)秤上面放二包，它的秤面刻度是多少？ 

(4)秤上面放一包，它的秤面刻度是多少？ 

(5)說說看，把砂糖一包一包拿起來指針會有

什麼變化？ 

3.例題 3 

(1)若瑄的體重是 22公斤，小貓的體重是 3

公斤，一共是幾公斤? 

(2)引導學生 22個 1公斤和 3個 1公斤合起

來是? 

(3)解題  

 

三、隨堂測驗： 

1.利用電腦評量，快速測出學生對重點的掌

握程度。 

2.課本例題跟隨堂考測試學生是否理解。 

3.利用數學習作 P80~81，測驗學生這節的學

習掌握程度。 

……第一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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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 

數學習作 

 

 

 

 

 

 

 

 

 

 

 

 

 

 

 

 

 

可專注於題目並

正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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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公開授課∕教學觀察－觀察前會談紀錄表 

（觀察前會談由授課教師主導並填寫紀錄表，或邀請觀課人員記錄。） 

授課教師 

（主導的教師） 
劉芝榕 

任教

年級 
三 

任教領域

∕科目 
數學 

觀課人員 黃久珍/吳麗紅/吳欣烜 

備課社群（選填） 無 教學單元 第七單元:公斤與公克 

觀察前會談日期 _112_年 12 月 1 日 地點 三甲教室 

一、 課程脈絡（可包含：（一）學習目

標：含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

內容；（二）學生經驗：含學生先

備知識、起點行為、學生特性等；

（三）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

（四）學生學習策略或方法；

（五）教學評量方式。）： 

1.學生經驗：已經有重量的概念。  

 

2.學生特性：容易分心。 

 

3.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用實際操

作引起學生興趣，是否能因此更融入課

堂的教學，轉換到課本題目後依舊專

心。 

 

 

二、 觀察焦點（由授課教師決定，不

同觀課人員可安排不同觀察焦點

或觀察任務）及觀察工具（請依

觀察焦點選擇適切的觀察工具，

可參考附件「觀察焦點與觀察工

具的選擇」）： 

 

1.教學的流程規劃是否順暢及適合孩子

的程度？ 

 

2.教師的引導與提問是否切合重點，表

達清楚能引發孩子思考？ 

 

3.孩子回答問題是否能扣緊主題及深入

思考？ 

 

4.課程進展是否容易容易有學生分心？ 

 

5.學生對於課程的內容是否能大致掌

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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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觀課相關配合事宜： 

（一）觀課人員觀課位置及角色（經授課教師同意）： 

1. 觀課人員位在教室□前、□中、後（請打勾）。 

2. 觀課人員是 完全觀課人員、□有部分的參與，參與事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拍照或錄影：□皆無、□皆有、□只錄影、只拍照（請打勾）。 

備註：拍照或錄影，如涉及揭露學生身分，請先徵求學生及其家長同意，

同意書請參考附件「觀察焦點與觀察工具的選擇」。 

（二）預定公開授課∕教學觀察日期與地點： 

1. 日期：112 年 12 月 7 日 9 時 40 分 

2. 地點：__三甲教室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回饋會談預定日期與地點： 

（建議於公開授課∕教學觀察後三天內完成會談為佳） 

1. 日期：112 年 12 月 8 日 13 時 30 分 

2. 地點：__三甲教室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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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課前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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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公開授課∕教學觀察－觀察紀錄表 

（本表由觀課人員填寫，並須檢附觀察工具。） 

授課教師 

（主導的教師） 
劉芝榕 

任教

年級 
三年級 

任教領域∕

科目 
數學 

觀課人員 黃久珍/吳麗紅/吳欣烜 

教學單元 第七單元:公斤與公克 

公開授課∕教學

觀察日期 
112 年 12 月 7 日 地點 三年級教室 

觀察工具名稱 

工具 13、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觀議課實務手冊》紀錄表 

紀錄表範例一 

（校名：共和國小） 觀課紀錄表 （結構式） 

 

注意事項： 

1. 請檢附入班觀課所使用的觀察工具（如使用量化工具須附原始資料）。 

2. 請自行設計或參用附件「觀察焦點與觀察工具的選擇」所列之觀察工具，可依觀察焦點使用部

分欄位或某規準，不必完整使用該紀錄表，亦可兩種以上工具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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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公開授課∕教學觀察－觀察後回饋會談紀錄表 

（觀察後回饋會談由授課教師主導並填寫紀錄表，或邀請觀課人員記錄。） 

授課教師 

（主導的教師） 
劉芝榕 

任教

年級 
3 甲 

任教領域∕

科目 
數學 

觀課人員 黃久珍、吳麗紅、吳欣烜 

教學單元 
翰林第五冊第七單元                  

公斤與公克 

回饋會談日期 112 年 12 月 08 日 地點 三甲教室 

一、 觀課人員說明觀察到的教與學具體

事實 

1.祐誼在看影片和用積木秤重量時都

很專心，但是老師上台說話時就會

分心找筆或是玩桌上的積木，過個

兩三分鐘才會回神。雖然對公斤、

公克有概念，在老師問問題時不能

立刻回應，需要思考才能回答。 

2.逸杰很認真投入學習，對於老師的

引導問題都會回應，中途曾經分心

裝筆心，但是報讀秤重金桔時能馬

上回應是 1 公斤 10 公克，表示上課

內容皆有吸收。 

3.宇晴上課十分專心，回答很踴躍，

老師最後將果汁倒到碗裡報讀多少

公克後，從老師手中接過果汁時主

動道謝，十分有禮貌。 

 

二、 前述觀察資料與觀察焦點的關聯

（即觀察資料能否回應觀察焦點的

問題） 

能從觀察中看到課程的流程規劃是適合學

生的，老師的引導與提問也能引發學生思

考，學生也能扣緊主題思考與回應。過程

中雖然有短暫分心亦能回到主題，對課程

的內容都能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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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授課教師與觀課人員分享公開授課

∕教學觀察彼此的收穫或對未來教

與學的啟發 

1.學生在用積木秤秤看時，原先老師

是希望學生感覺手中有些重量時即

可拿到秤上面秤重量，可是學生整

手都放滿了積木還是覺得輕，所以

老師改變了問題，希望他們一手拿

著 15 公克的王子麵，一手拿積木疊

疊看多少積木感覺重量會相當。換

著問題後課程就能順利進行。 

2.學生回答時用 1 斤回答，老師可以

馬上告知 1斤只有 600公克，和 1

公斤是不一樣的，不能簡稱。 

四、 授課教師∕觀課人員下次擬採取之

教與學行動或策略（含下次的觀察

焦點） 

1.積木放在桌上容易使學生分心，下

次應該不再使用即可收回避免學生

分心。 

課後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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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共和國小 112 學年度 ） 觀課紀錄表 （半結構式） 

觀課科目 數學 授課教師 劉芝榕 觀課班級 三甲 

授課單元名稱 公斤與公克 觀課日期 2023/12/06（三） 

主要觀察學生: 

林祐誼 

教師（劉芝榕） 

教學行為 

學生（林祐誼） 

學習行為 

觀課者（吳欣烜） 

想法 

1.學生學習的發生

點 

1.一開始看影片。 

2.老師發小包科學麵

和拿出大罐的飲料讓

學生看出重量的差

別。 

3.老師發 1 克小方塊,

一直增加粒數，放在

學生手心讓大家感受

重量。 

4.一個手掌放小方塊

一個手掌放小科學

麵，秤秤看要幾個小

方塊跟小科學麵差不

多重。 

5.老師請同學拿碗放

在秤上教學生如何歸

零後，再裝飲料看看

秤的指針。 

1.很專心 

2.仔細留意重量這件事。 

3.喜歡操作的感覺。操作

同時了解公斤和公克的

差異。 

4.一公克很少，幾乎沒有

感覺，但一直增加小方

塊就會對重量有感覺。 

5.碗也有重量，所以要歸

零再裝飲料，學生對「淨

重」也會有一點概念。 

老師用很多教具吸引

孩子的注意，讓上課

的節奏很緊湊，祐誼

一直在進行學習活

動，大部份時候都挺

注意老師的，分心的

時候不多。 

2.學生學習的困難

點 

發下 1 克小方塊後，

如果跟著老師的指令

做沒有什麼問題，但

只要老師開始上課本

內容，祐誼就開始玩

積本，無法專心。 

有點小分心，但情況很

快恢復。 

對於老師發的東西很

有興趣，繼續摸東摸

西，老師在上課本

時，學生會繼續把玩

教具，對容易分心的

祐誼可能有影響。 

3.其他 

因為祐誼的座位雜

亂，鉛筆盒裡都沒有

筆，在要寫課本的時

候，找不到筆，在書

包挖了很久，無法跟

上老師講課進度。 

小分心，找了 2 分鐘左

右。 

祐誼的混亂其來有

自，上課前可以先請

他把鉛筆準備好，比

較不會浪費時間。 

我最欣賞這堂課的

三項優點 

1. 老師拿出大小不同的秤，吸引學生的注意，。 

2. 學生親自感覺熟悉的小零食的重量，或親眼看到秤的指針轉動，對

建立重量概念很有效果。 

3. 老師用食物吸引學生的注意，讓學生吃東西的時候也開始留意重量

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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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13、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觀議課實務手冊》紀錄表 

  （校名：南投縣魚池鄉共和國民小學） 觀課紀錄表 （結構式） 

觀課科目 

 

數學 

 

授課教師 劉芝榕 觀課班級 三年甲班 

授課單元名稱 
翰林第五冊第七單元                 

公斤與公克 
觀課日期 112.12.07 

1. 學生上課狀

況 

（1）學生投入課堂學習的程度如何？ 

多數學生在課堂上都十分專注，

對老師的提問都會很快回答，認

真學習，積極參與。 

祐誼有一段時間沒在聽課自顧自

在做其他事。 

（2）學生有干擾課堂的行為嗎？情況 

如何？ 
無 

2. 知識學習的

情形 

（1）學生在課堂中對哪一個部分感到

興趣？ 

1.用實際的磅秤讓孩子看到東西

重量的變化建立公克概念 

2.掂掂看的活動配合小方格，去感

覺量感，用王子麵和小方格兩手

掂掂看，再得出 1 個小方格等於 1

公克。 

3.電子書內讓孩子挑選要秤的物

品秤出重量並隨機指導很有參與

感，對生活物品的重量較有感覺。 

 

（2）學生在學習中有沒有困難之處？ 

整堂課透過老師詳細的引導、提

問和操作，孩子們都能學會沒有

困難。 

（3）真正有效的學習發生在什麼情

境？ 

1.掂掂看和秤一秤的操作讓孩子

建立重量公克的概念。 

2.1 公斤跟 1 斤的差別，透由孩子

隨機反應，老師及時隨機指導釐

清生活中易犯的錯誤，跟生活經

驗結合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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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綜合建議 

1.老師在課堂上流暢的引導孩子學習，透過實際操作讓孩子建立量感，教

具操作完後如果能先收好再進行下一個學習活動能避免孩子分心，不過本

班孩子專注力很好，只有祐誼受影響。 

2.課程結束前，讓孩子用自己的碗秤一秤有多重，讓孩子對重量更有感覺。 

3.老師在課堂中用故事串場，分享生意人善用磅秤引發購物者覺得多得或

減少（被拿走有剝奪感），跟生活經驗結合很實際。 

3.老師在引導時說得十分清楚，會適時反應及調整，隨機指導，孩子能聚

焦於課堂上，學生能適時回應跟上學習進度，整堂課課堂氣氛、師生互動

都很好，是一堂精采的課程。 

 

 

   觀課人員：吳麗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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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13、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觀議課實務手冊》紀錄表 

 

  （校名：南投縣魚池鄉共和國民小學） 觀課紀錄表 （結構式） 

觀課科目 

 

數學 

 

授課教師 劉芝榕 觀課班級 三年甲班 

授課單元名稱 
翰林第五冊第七單元                 

公斤與公克 
觀課日期 112.12.07 

1. 學生上課狀

況 

（1）學生投入課堂學習的程度如何？ 

多數學生在課堂上都非常專注，

對老師的提問都會很快回答，認

真學習，積極參與。 

逸杰有一段時間分心，從抽屜中

拿出文具(9:15-9:17)。 

（2）學生有干擾課堂的行為嗎？情況 

如何？ 
無 

2. 知識學習的

情形 

（1）學生在課堂中對哪一個部分感到

興趣？ 

1.用實際的磅秤讓孩子看到東西

重量的變化建立公克概念 

2.掂掂看的活動配合小方格，去感

覺量感，用王子麵和小方格分別

置於左右手掂掂看，再得出 1 個小

方格等於 1 公克，建立 1 公克的

量感。 

3.電子書內讓孩子挑選要秤的物

品秤出重量並隨機指導很有參與

感，對生活物品的重量較有感覺。 

（2）學生在學習中有沒有困難之處？ 

整堂課透過老師詳細的引導、提

問和操作，從孩子的口語回答和

實際操作中，了解孩子們都能學

會沒有困難。 

（3）真正有效的學習發生在什麼情

境？ 

1.透過實際操作:掂掂看和秤一秤

的操作讓孩子建立重量單位 (公

克)的概念，孩子專注投入學習。 

2.1 公斤跟 1 斤的差別，透由孩子

隨機反應，老師及時隨機指導釐

清生活中易犯的錯誤，跟生活經

驗結合很重要。 



附件 4-5 

4.綜合建議 

1.老師在課堂上流暢的引導孩子學習，透過實際操作讓孩子建立量感，教

具操作完後如果能先收好再進行下一個學習活動能避免孩子分心，不過本

班孩子專注力很好，只有祐誼受影響。 

2.課程結束前，讓孩子用自己的碗秤一秤有多重，讓孩子對重量更有感覺。 

3.老師在課堂中用故事串場，分享生意人善用磅秤引發購物者覺得多得或

減少（被拿走有剝奪感），跟生活經驗結合很實際。 

4.老師的指導語清晰，語速適當，會適時反應及調整，隨機指導，幫助孩

子能聚焦於課堂上，學生能適時回應跟上學習進度，整堂課課堂氣氛、師

生互動良好，是一堂暨流暢又有效能的課程。 

 

 

   觀課人員：黃久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