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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介 

 

數學實踐活動有利於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提高學生學習的主動性，發掘學

生的潛能。因此數學實踐活動是提高學生學習數學和獲取數學知識的有效途徑之

一，可作為數學學習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小學數學課堂教學中，老師可以結

合學生的生活經驗和已有的數學知識，創設出各種具有問題和生活情景的實踐活

動環節，通過實物觀察、分組討論、總結匯報等步驟，引導學生運用已掌握的數

學知識來解決實際問題，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並從周圍熟悉的事物中學習和理

解數學，感受數學與現實生活的密切聯繫，從而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 
本單元所學習的「立體圖形」，在日常生活中到處皆是，設計師經常運用各

種「立體圖形」設計出各款適合潮流而實用的用品，或是一項項頂尖兒的偉大建

築物，使我們的生活多采多姿。所以老師要讓學生能把課堂所習得的知識融入到

現實社會，欣賞這些美輪美奐的設計，並認識現實生活中所隱藏著的豐富數學問

題，那麼這幾節課的數學實踐活動是一個不可缺少的環節。從這次實踐活動中亦

可以讓學生在關注周圍事物的同時，發現身邊的事物也包含着無數的「立體圖

形」，引導學生養成有意識地用數學的觀點去認識周圍事物的習慣，發展他們的

數學思維，創新能力， 從而產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並自覺地把所學習的

知識與現實中的事物聯繫起來，解決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數學問題。 
因此老師配合課程所需，安排了一系列的活動，讓學生真正體會到數學學習

的趣味性和實用性，使學生發現生活中的數學，喜歡數學，對數學產生親切感，

並將所學、所掌握的立體圖形概念學以致用，於生活中實踐出來，從而培養出一

批真正適應未來社會需要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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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總目標 
 

一.  通過實地觀察，讓學生對柱體、錐體及球體有進一步的認識。 
二.  培養學生關心身邊的事物及增強觀察的能力。 
三.  透過活動，讓學生感受到數學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找到，體驗學習數學的

樂趣。 
四.  認識數學是一種有助於解決實際問題的重要工具，並與日常生活有着密切

的關係。 
五.  學會運用數學思維方式去發現生活中的問題。 
六.  能使用照相機作為記錄工具。 
七.  增強小組合作的創作、想像及動手操作的能力。 

 
 

創意與特色 
 

一.  讓學生透過親身觀察、分組討論、總結、匯報等環節，運用已掌握的數學

知識來解決實際問題，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發掘學生的潛能。 
二.  從觀察周圍熟悉的事物中學習和理解數學，並結合學生的生活經驗和已有

的數學知識，創設出各種具有問題和生活情景的實踐活動環節，從而去探

究真理，尋覓所學，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 
三.  讓學生明白到日常所接觸的事物中，也包含着無數的數學知識，引導學生

養成有意識地用數學的觀點去認識周圍事物的習慣，發展他們的數學思維

和創新能力，從而產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並自覺地把所學習的知識

與現實中的事物聯繫起來，解決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數學問題。 
四.  以一、二年級混齡的組合參與活動，鼓勵二年級同學以小老師的角色帶領

一年級同學觀察、討論、總結、匯報，大大提高二年級同學的自信及領導

能力；而一年級同學在活動中向大哥哥、姐姐學習，亦能提高他們的學習

興趣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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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2012-11 月份 知識準備 (小一) 認識各種立體圖形 
(小二) 直觀地辨認各種立體圖形 

第一部分

9 ： 3 0 
a.m. 

~ 
11 ： 3 0 
a.m. 

上午到澳門科學館、氹仔龍環葡

韻等景點搜集資料，拍攝照片。

2012-11-28 展開 

第二部分

2 ： 0 0 
p.m. 

~ 
3 ： 3 0 

p.m. 

下午回校分組討論及與同學分

享心得，最後老師總結。 

第三部分

9 ： 0 0 
a.m. 

~ 
12 ： 0 0 
a.m. 

上午列印照片，製作海報。 

2012-11-29 展開 

第四部分

2 ： 0 0 
p.m. 

~ 
3 ： 3 0 

p.m. 

下午分組匯報及老師總結。 

 課後伸延活動   展示製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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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實踐活動計劃內容簡介 
一.   學科名稱： 數學科  
二.   單元名稱： 立體圖形 
三.   課    題： 奇妙的設計 
四.   教學對象： 小學一、二年級 
五.   學生人數：  48 人 
六.   知識基礎： (小一)認識各種立體圖形；(小二)直觀地辨認各種立體圖形。 
七.   所需課時： 2 天 ( 8 小時 ) 
八.   設計意圖： 小一同學在十月份已從課本學習並能初步認識立體圖形中的

柱體、錐體和球體，而小二同學除了能直觀地辨認角柱、圓

柱、角錐、圓錐和球體外，亦能製作簡單的各種立體圖形。

為了讓學生能更好地掌握這一單元的知識，並感受立體圖形

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因此老師安排

這次數學實踐活動，讓學生通過親身觀察、小組討論、動手

操作等環節，鞏固這一單元的數學知識。 
九.   活動目的： 透過數學實踐活動帶引學生接觸大自然，親身體會到我們的 

生活與數學有著密切的聯繫。啟發學生運用數學的思維方式

去觀察及理解事物，並學會運用已學的數學知識去解決日常

生活中的問題，從而培養學生樂於探究、勇於創新的精神。 
十.  教學目標： 1. 通過實地觀察，讓學生對柱體、錐體及球體有進一步的認

識。 
2. 培養學生關心身邊的事物及增強觀察的能力。 
3. 透過活動，讓學生感受到數學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找到，

體驗學習數學的樂趣。 
4. 認識數學是一種有助於解決實際問題的重要工具，並與日

常生活有着密切的關係。 
5. 學會運用數學思維方式去發現生活中的問題。 
6. 能使用照相機作為記錄工具。 
7. 增強小組合作的創作、想像及動手操作的能力。 

十一. 創意與特色：1. 讓學生透過親身觀察、分組討論、總結、匯報等環節，運

用已掌握的數學知識來解決實際問題，激發學生的學習興

趣，發掘學生的潛能。 
2. 從觀察周圍熟悉的事物中學習和理解數學，並結合學生的

生活經驗和已有的數學知識，創設出各種具有問題和生活

情景的實踐活動環節，從而探究出真理，尋覓出所學，提

高學生的綜合素質。 
3. 讓學生明白到日常所接觸的事物中，也包含着無數的數學

知識，引導學生養成有意識地用數學的觀點去認識周圍事

物的習慣，發展他們的數學思維和創新能力，從而產生學

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並自覺把所學習的知識與現實中的

事物建立聯繫，解決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數學問題。 
4. 以一、二年級混齡的組合參與活動，鼓勵二年級同學以小老

師的角色帶領一年級同學觀察、討論、總結、匯報，大大

提高二年級同學的自信及領導能力；而一年級同學在活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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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哥哥、姐姐學習，亦能提高他們的學習興趣及能力。 
十二. 活動準備： 1. 將學生按要求分組，選出二年級能力較強的學生作組長，

在組長的組織帶領下，進行戶外實踐活動。 
2. 給學生進行活動指導，使學生明確該次實踐活動的任務要

求，並調動其活動積極性。 
3. 每組組員帶備攝影機 (或由學校借用)，拍攝景點各種有關

立體圖形的事物。 
十三. 活動教具： 攝影機、記事簿、筆、硬咭紙、彩色手工紙、顏色水筆、剪

刀、漿糊筆、電腦。 
十四. 教學評量： 主要評量方法包括發表意見、分組討論、總結、匯報、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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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一.  教    節： 第一部分                    
二.  日    期： 11 月 28 日 ( 9：30 a.m. ~ 11：30 a.m. )                   
三.  教學時數： 1 2 0 分鐘 
四.  教學活動：  

(一) 知識基礎 
小一學生在活動前已認識各種立體圖形及能說出其名稱； 
小二學生在活動前已能直觀地辨認各種立體圖形。 

 
(二) 活動前準備 

1. 兩班分組 
a. 將 29 位小一同學和 19 位小二同學按要求及能力分為十個小組，

每組約有 4 至 5 人。 
( 第 1 至 8 組，每組由 2 位二年級同學及 3 位一年級同學組成； 

第 9 組由 2 位二年級同學及 1 位一年級同學組成； 
第 10 組則由 1 位二年級同學及 2 位一年級同學組成 )。 

b. 每組內有創作、想像能力較強的學生，也包含一些動手操作能力

較弱的學生。從每組中選出有領導能力的學生作組長，各組員在

小組長的協調下，合理分工，進行實踐活動。並藉着討論，互相

商議、總結，交流心得，提升彼此間的學習興趣及操作能力。 
 

2. 活動前任務要求 
a. 活動用具 

每組必須帶備一部攝影機 ( 或向學校借用 )。 
 b. 活動流程 

首先乘坐由校方租用的旅遊公共汽車，前往澳門科學館和氹仔

龍環葡韻等景點進行探究，各組員在指定範圍內細心觀察，以

所見提出問題商議及討論，摘要記錄，並拍攝各景點有關立體

圖形的事物。最後分析這些立體建築物在設計上的特點及在日

常生活的作用。 
 

(四) 展開 
1. 活動流程 

    11 月 28 日上午 9 時 30 分，老師把兩級同學分為十個小組，每兩

個小組安排一位老師帶領、協助，分 5 大隊在校園集隊。5 位老師

在行程中為各組員指導拍攝的技能，及解決一些在活動過程中遇到

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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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乘車到澳門科學博物館門前，5 大隊在館前空地搜集有關立體

圖片的資料及拍攝。各組員細心觀察，用筆記錄，並拍攝照片。 
 
 
 
 
 
 
 
 
 
 
 
 
 
 
 
 
澳門科學博物館是一間新型的建築物，門前設計分別由各種不同的

立體圖形組成，包括館頂的半球體、門前入口頂部的三角錐體、館

旁大小不一的圓柱體 …… 門前空地四周的擺設亦有不少立體圖

形，包括四角柱體的石凳、圓錐體的聖誕樹 …… 再遙望對岸，排

列整齊的大廈，都是柱體設計，吸引同學們去探究、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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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乘車到氹仔龍環葡韻幾座建築物前，同學們也尋覓不少有關立

體圖形的設計，包括屋前的四角柱體、球體、屋頂的四角錐體，門

前的吊燈、燈柱 …… 一切都是同學們拍攝的對象。 
 
 
 
 
 
 
 
 
 
 
 
 
 
 
 
 
 
 
 
 
 
 
 
 
 
 
 
 
 
 
 
 
 
 
 
 
在活動過程中，各組組員紛紛討論各自所探索的立體圖形，爭議圖

形所屬何種類別。由於從觀察的實物中來看，部分圖形並不是從表

面已將整個形狀呈現出來，大家不能憑直觀便分辨其名稱，有些感

到迷罔。指導老師便在這時為學生解決疑惑，使學生明白那些不能

驟眼看見是甚麼立體的設計是屬於何種圖形。例如上下表面大小不

一，可能不是柱體，而是錐體的一部分。圖(一) 
有些從外面並未能確定是三角錐體或是四角錐體的圖形，便必須從

錐體的底部觀察來決定。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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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圖(二) 

 
老師亦引導學生細心觀察設計師設計這些建築物的用意，並分析設

計這些立體建築物的特色，對我們日常生活有甚麼作用。使同學們

在活動中不僅能觀賞到大自然中偉大的建築物，並明白設計這些建

築物的優異之處，以及與數學科所學的知識有着緊密的連繫。 
直到上午 11 時 30 分同學們才集隊乘車回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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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    節： 第二部分                    
二.  日    期： 11 月 28 日 ( 2：00 p.m. ~ 3：30 p.m. )                   
三.  教學時數： 9 0 分鐘 
四.  教學活動：  

(一) 展開 
1. 欣賞照片、分享心得 

       十小組集合於一室，按組別先後，每組上教壇講述，大家利用電腦

介紹所拍攝的圖形照片，說出建築物屬於何種立體圖形。並將活動

過程中所見、所聞、所感受的與同學一起分享。 
        
 
 
 
 
 
 
 
 
 
 
 
 

各組觀察所得大致如下： 
(1) 沿途所見的高樓大廈大多數是由角柱體組成，大廈與大廈之間  

比較緊密的排列。 
(2) 在建築物的設計中，球體或錐體一般是放在建築物的上方。 
(3) 為了設計的美觀及實用，設計者也會取用立體圖形的其中一部   

分。例如館頂不是整個球體，而是一個半球體。 
(4) 支持整座建築物的支柱，大多數是圓柱體或角柱體。 
(5) 讓遊人休息的石枱、石凳，一般都是柱體的設計。 
(6) …… 

 
2. 老師總結 
   據同學們觀察所得： 

(1) 街道上的高樓大廈大多數是由角柱體排列。是因為我們所居住

的樓宇 ( 特別是大廈的設計 )，如果由長方柱體組合，可以使

樓宇與樓宇之間有緊密的連繫，不致浪費空間，而且樓宇內部

若是長方體，分間也比較四平八穩，擺放傢具也較實用。 
(2) 由於球體或錐體的上方較難平穩地放置另一平面，故一般放在

建築物的上方。同時半球體或錐體安放在建築物的頂部，可令

樓宇的採光度較多，樓宇內部更光亮，因此大多數廟宇或舊式

樓宇多採用半球體或錐體作屋頂。 
(3) 休息的石枱、石凳用柱體的設計，讓人坐起來感到安全而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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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    節： 第三部分                    
二.  日    期： 11 月 29 日 ( 9：00 a.m. ~ 12：00 a.m. )                   
三.  教學時數： 180 分鐘 
四.  教學活動：  

(一) 展開 
1. 選圖、列印 

各組員將拍攝的景物，選出十餘幅符合要求的照片，使用電腦列印

出來。 
 
 
 
 
 
 
 
 
 
 
 
 
 
 
 
 
 
2. 剪裁、設計 

各組組員將所列印出來的照片，通過商議，在小組內分工，張貼在

一張彩色咭紙上，設計製成海報，最後在咭紙上並標明組名、組員

姓名，建築物或設計所屬之立體圖形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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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製成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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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    節： 第四部分                    
二.  日    期： 11 月 29 日 ( 2：00 p.m. ~ 3：30 p.m. )                   
三.  教學時數： 9 0 分鐘 
四.  教學活動：  

(一) 展開 
1. 分組討論、總結 

各組員分享這次活動的心得，見聞及所學，並將意見總結，整理作

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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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匯報 
各組匯報內容大致如下﹕ 
(1) 在活動過程中，我們認識到實際的建築物都是包含着各式各樣

的立體圖形，而且不同大小的立體圖形也能組合出各種實用的

建築或設計。 
(2) 從拍攝的照片中觀察，柱體大多數作為樓宇的支柱，而錐體和

球體多安放於建築物或設計品的上方。由於柱體比較平穩，而

錐體和球體亦難以放在地面支持整幢建築物。 
(3) 今次的實踐活動，使我們明白到整組人員的參與，能啟發各人

的優點，只要我們能發表自己的意見，接納他人的建議，便能

收集多數人的心得，得到良好的成績。 
(4) 在活動初期，各組組員都不懂得如何去分工、合作，如何去進

行總結、匯報，經過老師的引導、協助，最後學習到如何才能

做好一份報告。 
 

3. 老師總結 
   據同學們匯報所得： 

(1) 從觀察社會上各種建築物，大家都能明白數學的知識與實際生

活息息相關，很多建築的意念都來自於數學的基本概念，所以

我們在學習數學時必須要耐心探究，完全理解，才能將所學得

的知識應用出來，解決日常生活上的問題。 
(2) 從這次實踐活動中，同學們都能了解各種立體圖形的特性，更

能明確地區分柱體與錐體。特別是三角柱體從外表觀察，同學

們很容易誤以為是錐體，此外錐體的一部分，從表面觀察仍難

以分辨，我們必須加以量度來確定。 
(3) 由於柱體的外形都是四平八穩，所以在建築上佔一個重要的地

位。而錐體和球體也有它們的特色，如果在設計上配合得宜，

不僅令整座設計美觀，也能發揮相得益彰的效果。 
(4) 在活動過程中，各組亦學習到很多道理，明白每個人的意見不

一，要能綜合總結，必須耐心聽取他人的意見，接納別人的建

議，如遇到有意見分歧時，便要少數服從多數，作為全組的意

見。 
(5) 由於每個人的長處各異，如果組長能因應各人的長處，分配工

作，大家在合作中將長處發揮，便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6) 總的來說，同學們除了清楚區分各種立體圖形外，亦學會團結

及分工合作的重要。更重要是學生能將所學、所掌握的學以致

用，將課堂所學的立體圖形概念於生活中實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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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後伸延活動 
1. 展示製成品 
 
 
 
 
 
 
 
 
 
 
 
 
 
 
 
 
 
 
 
 
 
 
2. 由同學選出最受歡迎設計獎 
 
 
 
 
 
 
 
 
 

3. 由老師選出最有創意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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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試教評估 
 

一.  學生藉着活動，透過親身觀察、操作、分組討論、總結、匯報等環節，激

發他們的學習興趣，發掘學生的潛能，培養他們的團體精神。 
二.  在實踐活動中，同學們自覺地把所學習的知識與現實中的事物聯繫起來，

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問題，從而去探究真理，尋覓所學，提高學生的綜合素

質。 
三.  從兩級同學的混齡組合，大家在自信、愉快的情緒中學習，並在遇到難題

時，二年級同學帶領一年級同學解決，一年級同學亦能在活動中勇於發問、

勇於嘗試不氣餒，培養他們的自信心。 
 
 

肆、反思及建議 
 

由於同學對柱體和錐體的區別十分混淆，特別是三角柱體和三角錐體，他們

經常把三角柱體誤作三角錐體，所以老師必須引導同學配合實物的觀察，共同討

論每種立體圖形的共通點 。( 例如：柱體是頂部和底部的形狀相同；錐體的頂

部是尖的；球體可以從那一面觀察都是圓圓的。 )  
當同學了解三種立體圖形的簡單特性後，再區別所拍攝的建築物是屬於何種

立體圖形，亦可劃分它是由那幾種立體圖形組合而成，最後討論建築設計師採用

此種組合的用意。這樣才能讓同學將所學的數學知識與生活實際聯繫，加強他們

對立體圖形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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