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說課： 

 (一)課程內容： 

本次教學以第七單元公斤與公克之第一節「認識公斤」為主軸，引導學生觀察在生

活中物質的重量，進而認識重量的單位「公斤」、「公克」，知道重量在秤面上的

刻度現象；認識一公斤與三公斤秤，並能以一公斤與三公斤秤進行實測變化與報

讀；建立一公斤內的重量量感與估測，引導學生覺察公斤與數學的關聯性。 

 

 (二)課程進行方式： 

首先邀請學生於因材網平台影片自學後完成預習(課前預習單)，在課程進行中透過

組內共學的討論，請學生使用小白板記錄後，用 ipad 拍照上傳學習吧(課中學習

單)，接著透過組間互學的互動，讓學生有共識及結論，學到該單元的重點核心，

而學生發表的各階段由教師依學生的學習狀態隨時引導、排除難點，最後歸納總結

並交代課後學習單作業因材網複習。 

 
 

 

(三)課程架構（心智圖）： 

 

 



新北市112年度數位學習創新教案設計 

服務學校 瑞芳國小 設計者 吳珮嫺、時唯馨 

領域/科目 數學 實施年級 三年級 

單元名稱 
第七單元公斤與公克  

第一節認識公斤 
總節數 

 

共_1_節  本次為第__40__節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n-II-9 理解長度、角度、面積、容

量、重量的常用單位與換算，培養量

感與估測能力，並能做計算和應用解

題。認識體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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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具備報讀、製作

基本統計圖表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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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重量：「公斤」、「公克」。實

測、量感、估測與計算。單位換算。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資訊科技與溝通表達 

資 E6認識與使用資訊科技以表達想法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利用資訊科技應用軟體進行該領域資料之搜尋、處理與分析，以培養學

生善用資訊科技探求知識與解決問題之能力。 

與其他領域/科目的連結 翰林第五冊數學教師手冊、課本。 

 

教材來源 教師準備之教材教具 

(比方：標示有500公克的糖1包、1公斤的糖3包、秤、電子秤)。 

教學設備/資源 數學課本、電子書、大屏、ipad 

使用軟體、數位資源或 APP 內

容 

□VIVO CLASS   □TBL   □CLASSROOM GO   □其他：___________  

因材網、學習吧 

學習目標 

 

1. 認識重量單位「公斤」、「公克」及知道重量在秤面上的刻度現象。 

2. 認識1公斤秤，並能以1公斤秤進行實測與報讀。 

3. 認識3公斤秤，並能以3公斤秤進行實測與報讀。 

4. 建立1公斤內的重量量感與估測。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分） 

使用 VR/AR、軟體、

數位資源或 APP內

容(含名稱) 

[引 起 動 機] 



曹沖秤象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rNJSxbNKQE 

請同學回顧預習單，簡單分享從影片學習到什麼？ 

引導至我們將要進行的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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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吧 

[發 展 活 動] 

學生自學 

活動一:日常生活中的重量 

透過課前預習單(學習吧) 

依平時購物經驗說明生活中常見的公斤和公克的單位之物品。 

可提供照片並圈選註明該物之重量。 

 

 

3 學習吧 

組內共學 

活動二: 認識磅秤  

(一) 以學習吧呈現以下各「秤」的類型，並簡單提問並說明。 

 

(1) 這個物品的名稱是什麼？  

(2) 當時它的用途是什麼？  

(3) 我們在哪些地方曾看過這個東西？ 

教師宣告測量物體重量的工具叫做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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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吧討論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rNJSxbNKQE


 
(二) 教師拿出1公斤磅秤：  

(1)教師預告將請學生觀察磅秤的秤面，思考能從秤面上觀察到什麼？ 

並提醒可以將觀察到的資訊項目記錄下來。 

 

活動三:認識公斤 

配合課本 p102、p103 

教師提供實體物件(餅乾、糖果…有包裝的生活物件)給學生觀察。 

佈題  

1.判讀重量(課本 p102) 

 

請各組學生組內自行分享。 

2.比較重量(課本 p103) 

 

(三)教師佈題: (小組 Q & A) 

1.請各組組長領取秤，再依觀察秤面的資訊(比方：指針、刻度及數字…

等；秤面上有哪些數字？0開始，按照50、100、150……1000g=1kg）由

記錄長於小白板寫下觀察記錄，再請資訊長拍照上傳至學習吧討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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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組簡易實作後，將觀察與記錄上傳學習吧討論區。 

 當秤上沒有放東西時，指針會指在哪裡？為什麼？  

 把一本數學課本放在秤上，後指針會有什麼變化？ 

 再多放一本課本時，指針會有什麼變化？ 

 秤上東西都拿完時，指針又有什麼變化？ 

 

3.請各組副組長領取實物，觀察外包裝圖示，組內探究實物有多重，

進而認識公斤、公克是重量單位。 

 

4.請學生掂掂看1公斤的物品(紅豆、果凍粉)及500公克的物品(食

鹽、海鹽、鬆餅粉)；將物品逐一放到秤盤上，觀察秤面指針的變

化。教師引導學生發現比較重的，秤面指針轉的幅度比較大；反之，

則較小。 

 

5.請學生發表依逐一實秤物品的過程中，在秤面上發現了什麼。 

教師引導秤測量物品的重量時，要先確定指針指向0，再將物品放到

秤盤上測量。教師宣告：秤面上的 kg表示公斤；g表示公克。 

 

6.將1包重1公斤的物品(紅豆、果凍粉)放到3公斤秤的秤盤上，觀察

指針的變化，並報讀。逐次加上1包的物品(食鹽、海鹽、鬆餅粉)，

直至3包。再逐次拿走1公斤的物品，直至0包。每增加或減少1公斤皆

觀察指針的變化，並報讀。 

 

7.教師引導討論：500公克的食鹽要加上什麼物品合起來會是1公斤左

右。引導加強數學重量單位的「1公斤=1000公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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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間互學 

參、綜合活動：  

「我們測量趣~」活動  

(一) 請各組同學依序測量教師提供之物件，請記錄長負責記錄該物件

之估測的重量、實際量測的重量以及兩項相差的重量數據於小白

板。請資訊長拍照或截圖編輯記錄再上傳至學習吧討論區。 

(二) 請各組將我們測量趣學習記錄小白板貼至黑板上。 

(三) 教師請各組我們測量趣分享結果。 

(四) 師生共同討論我們測量趣及估重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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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ad 拍照上傳或

截圖編輯至學習

吧討論區 

 



 

 

教師導學 

1. 重點歸納： 

 認識生活中物品的重量單位為公克與公斤。 

 當秤上沒有東西的時候，指針指在 0的位置。 

 提醒量秤工具的最大秤重極限。 

 秤面上的 kg表示公斤，g 表示公克。 

 量秤比較重的物品，秤面指針轉的幅度比較大，指針會以順時針

方向轉動；反之，則較小，指針會以逆時針方向轉動。 

 加強數學重量單位的「1公斤=1000公克」的關係。 

2.教師說明作業內容：習作第80、81頁。 

3. 因材網複習任務： 

N-3-16-S01 : 能讀報一公斤的秤面，認識重量單位「公斤」、「公克」

及「1公斤=1000公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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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材網 



教學成果 

 

 

 

說明:學生自學，檢視學習吧已完成之7-1預習單，準備 Q & A答題。 

教學成果 

  

說明: 組內共學 

觀察、思考、討論並記錄。 



教學成果 

  

說明: 組內共學 

實作測量、觀察、思考、討論並善用數位工具記錄上傳至學習吧討論區。 



教學成果 

  

說明: 組間互學 

透過組間互動獲得共識及結論，學到該單元的重點核心。 



教學成果 

  

 
說明: 綜合活動 

實作估測、觀察、思考、討論並善用數位工具，截圖、編輯與記錄上傳至學習吧討論區。 

教學成果 

  

說明：教師導學 

依學生的學習狀態隨時引導、排除難點，最後歸納總結。 



教學心得

與省思 

1.三年級孩子們開使始用 ipad融入教學，需要非常多的時間引導孩子們正確使用軟體工具

及平台，建立班級使用數位工具學習規範之初期，期望孩子們對於自主學習能漸入佳境，但

目前仍需師長提醒才能完成任務；另因本班有幾位專注力微弱的學生，解任務部份有待加強

學習。 

2.本班級以孩子的異質特性分為五個小組，課程進行過程藉由小組夥伴模式及小組分工討

論、資訊記錄的方式共學，讓孩子進而取得該單元的重要學習目標，但過程中仍有小插曲，

對於專心度需提升的孩子，需教師引導及明確的指示叮嚀，故組內自主討論仍有較大的調整

空間。 

2.進入課程前除了利用學習吧影片自學，另派有課前預習單，讓孩子對第七單元有初步的認

識，讓孩子們能與生活中的物質重量單位做直接的連結並討論出正確的報讀。藉由組內分工

拍照、截圖、編輯後上傳的任務，在課程 Q&A時間，學生能就題目簡單回應，教師亦能有效

立即更正孩子原本對重量單位的錯誤認知。 

3.數位學習呈現四學於同一節課，原期望教學節奏能有一致性，但最後教師導學結語呈現較

為倉促，面對學生學習興趣仍意猶未盡，只好再用一節課的時間，帶孩子延續學習新的數位

hi teach互動軟體，進行 Q & A課程複習。 

 

參考資料 

曹沖秤象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rNJSxbNKQE 

古代人如何衡量物品的重量，桿秤的由來你知道嗎？ 

https://youtu.be/tMpyXe0_pq0 

古代秤的秤重探究與實作-專家講解 

https://youtu.be/VjPLBstYMU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rNJSxbNKQE
https://youtu.be/tMpyXe0_pq0
https://youtu.be/VjPLBstYMUY


附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