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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皮亞傑在容量保留概念的實驗中，發現「運思前期」兒童的思考有單一性和

不可逆性的限制，會因為容器的外觀而誤判容器的容量。以澳門基本學力要求來

說，容量第一次在課本裡出現是在小學四年級下學期，雖然四年級的學生已經進

入所謂的「具體運思期」，也就是說，這時期的兒童已經漸漸脫離上述的思想限

制，但是他們仍然需要靠著操作具體物或回憶過去具體經驗來克服單一性或不可

逆性的思考方式。透過具體的活動認識與實際操作，讓學生克服單一性思考的難

題，建立容量的概念。 

 

容量是抽象的概念，因此，我們透過日常生活例子引入，再讓學生進行觀察、

動手探究等活動，繼而在活動的基礎上，再進行比較、分析，以獲取有關的概念。

認識公認的容量單「L」和「mL」，以應用於日常生活。為此，我們配合教材內容，

運用出版社的 app——容量，讓學生能善用資源，擴闊視野，增加學習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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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本單元分四教節完成，教學安排如下： 

課節 課題 課題內容 授課日期 課時 

第 1 節 
認識容量

(1) 

認識容量的意義。 

學習直接比較容器的容量。 

2016/04/12 1 

第 2 節 
認識容量

(2) 

學生能夠選擇適當的量度工具 

學習用間接的方法比較容器的容量大

小。 
2016/04/14 1 

第 3 節 
升和毫升

(1) 

學習以自訂單位比較容器的容量。 

認識容量單位——升，並學習以升看

記錄容器的容量。 

認識容量單位——毫升，並學習以毫

升看記錄容器的容量。 

2016/04/15 1 

第 4 節 
升和毫升

(2) 

學習閱讀量杯的基本方法。 

學習升和毫升的化聚，並學習以單位

數來記錄容器的容量。 
2016/04/1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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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計劃內容及簡介 

一、教學目標 

1. 學生能認識容量的意義； 

2. 學生能比較容器的容量； 

3. 學生能認識容量單位——升和毫升； 

4. 學生能以升和毫升記錄容器的容量； 

5. 學生能進行升和毫升的化聚； 

6. 學生能學會感恩。 

二、教學內容 

1. 透過教學活動，讓學生認識容量的意義； 

2. 透過實際操作，讓學生學會比較容器的容量大小； 

3. 透過「先估計，後量度」的小組活動，加強學生估量能力； 

4. 透過教學活動，讓學生觀察容器所記錄的容量，加強認識升和毫升的關

係及換算； 

5. 透過自製量杯及量度活動，讓學生親身體會到 1 升等於 1000 毫升，加強

認識升和毫升的概念。 

6. 透過家校合作，促進了和諧的親子關係，讓學生學會感恩。 

三、設計創意及特色 

本單元設計致力提升學生的動手探究能力，同時重視培養學生能對生活中的

量度進行實測和估測。單元以日常生活例子教學進行，活動形式多樣化，有效提

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能增強學生的學習信心；動手探究活動更能提升解難能力及

學以致用的能力。課堂設計安排合理，體現對數學基礎知識的重視，課堂以小組

合作形式進行，有效地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自我表達、善於與人溝通、學會互相

包容及團隊合作精神。此外，透過家校合作，促進了和諧的親子關係，讓學生學

會感恩。 

四、對應基本學力要求 

1. C-2-8 認識容量單位及進行化聚。 

2. C-2-5 能對生活中的量進行實測和估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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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學重點 

1. 學生能認識容量的概念； 

2. 學生能直接比較容器的容量； 

3. 學生能以自訂單位量度及比較容器的容量； 

4. 學生能使用公認單位「升 / L」和「毫升 / mL」量度及比較容器的容量。 

5. 學生能運用合適的工具進行量度。 

六、教學難點 

1. 學生能掌握容量的概念； 

2. 學生能製作量杯去量度容器的容量。 

3. 學生能運用自製量杯比較容器的容量。 

4. 學生能判斷容器的容量大於或小於 1 升，理解容量的概念。 

5. 學生能選擇合適的工具進行量度。 

七、教學用具 

教學簡報、1「公升」容器、益力多瓶、ipad、app(容量) 、實物投影機。 

八、教學課時 

整單元用四節課完成，每教節 4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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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第一課節教案 

科目：數學              年級：小四                  課題：認識容量(1) 

授課日期：2016 年 4 月 12 日 

教學目標：1. 認識容量的意義。 

          2. 學生能用直接的方法比較容器的容量大小。 

教具配置：ipad、教學簡報、實物投影機 

時

間 
課堂教學過程 備註 

5

分

鐘 

引起動機 

一、分果汁 

教師出示教學簡報，並邀請兩位同學到教壇前分享果汁。 

 
教師將果汁分別倒進兩個不同的容器裡，並請全班同學猜猜哪位同

學分得較多果汁？ 

學生回答：A 同學 / B 同學 

教師提問：哪位同學的杯子能盛載果汁最多？ 

學生回答：A 同學 / B 同學 

透過學生的回答，教師即時帶出「容器所盛載東西的多少稱為容量」。 

 

 

 

 

10

分

鐘 

 

 

 

發展階段 

活動一 

比較容器的大小 

教師運用 Powerlesson 的投票功能，讓學生進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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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

鐘 

 

 

 

 

 

 

 

 

 

 

 

 

 

 

 

 

 

 

 

 

 

 

 

 

 

 

 

1.能用直觀的方法比較三種容器的大小。 

2.不能用直觀的方法來比較容器的大小。 

教師講述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都會運用實測和估測進行量度。           

但這三個容器的大小差不多，不能用直觀的方法來比較。我們可以

嘗試用下列的方法來比較。 

 

活動二 

齊來比較容量 

教師出示教學圖片，讓學生進行比較、分析，以獲取有關概念。 

  

  

  

 

教師請同學總結： 

水瓶 A 滿瀉，所以水瓶 B 的容量比水瓶 A 的大。 

水瓶 A 未滿，所以水瓶 C 的容量比水瓶 A 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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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

鐘 

 

 

 

 

 

 

 

 

 

 

 

 

 

 

 

 

 

 

 

 

 

 

 

 

 

 

水瓶 C 滿瀉，所以水瓶 B 的容量比水瓶 C 的大。 

教師提問：如果只做題 1 和題 3 的步驟，你能知道哪個水瓶的容量

最大，哪個水瓶的容量最小嗎？為甚麼？ 

學生回答：水瓶 B 最大。 

          最小的可能是水瓶 A。 

          最小的可能是水瓶 C。 

          水瓶 A 和水瓶 C 的容量可能是一樣。 

教師提醒學生不能用直觀的方法來比較容器的大小。 

學生回答：只能知道水瓶 B 容量最大，但不知道水瓶 A 和水瓶 C 的

容量哪個較大，必須再比較水瓶 A 和水瓶 C 的容量大小。 

教師引導學生根據比較、分析說出結果： 

水瓶 B 容量最大、其次是水瓶 A、最小的是水瓶 C。 

 

活動三 

課堂練習---完成課本內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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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

鐘 

總結 

教師總結今天所學： 

1. 兩位同學杯內盛載汽水的多少稱為容量； 

2. 在比較容量的大小時，可先由直觀的方法比較，例如可先觀察容

器的大小；倘若不能用直觀的方法比較，可用注水的方法直接比

較各容器的容量大小。 

 

 

2

分

鐘 

作業佈置 

1. 在家中找出三個不同的容器，比較它們的容量大小，由小至大排

列出來。學生邊比較、分析，邊請家人為你拍下過程。並將影片

電郵或儲存 USB 交給老師。 

2. 請每組同學搜集兩個容量不同的瓶子或杯子及五個益力多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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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帶回學校動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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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節教案 

科目：數學              年級：小四                  課題：認識容量(2) 

授課日期：2016 年 4 月 14 日 

教學目標：學生能用間接的方法(自定單位)比較容器的容量大小。          

教具配置：杯子、益力多瓶、大水瓶和水、ipad、教學簡報、實物投影機 

時

間 
課堂教學過程 備註 

5

分

鐘 

引起動機 

一、 播放 2-3 位學生交來的影片，以鞏固上節課所學。 

 

 
 

作業內容： 

在家中找出三個不同的容器，比較它們的容量大小，由小至大排列

出來。學生邊比較、分析，邊請家人為你拍下過程。 

 

二、邀請 2-3 位同學分享想法。 

教師表揚同學們非常認真，更教育學生應該感謝家長對他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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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

鐘 

 

 

 

 

 

 

 

 

 

 

 

 

 

 

 

15

分

鐘 

 

 

 

 

 

 

 

 

 

 

 

 

 

 

 

發展階段請 

活動一 

播放教材提供的短片，向學生展示以自訂單位表示容器的容量方法。 

1. 向學生說明每個杯子的容量為一個單位，量度時，每個益力多瓶

都裝滿而沒有溢出。 

2. 引導學生在比較兩個瓶子的容量分別是多少個益力多瓶，找出兩

個瓶子的容量相差多少。 

 
 

活動二 

容量大比拼 

四人一組，每組分別用自己帶回校的容器作為自訂單位來量度兩個

水瓶的容量。 (請拍下過程並上載提交) 

老師提醒學生到洗手間盛水時要注意，地面濕滑要馬上用地拖弄

乾。建議男同學去盛水，因為課室較近男洗手間。 

 

透過動手操作，讓學生進行觀察、量度，培養探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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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

鐘 

 

 

 

 

5

分

鐘 

 

邊實驗、邊觀察、邊進行比較，以獲取數學概念。 

 

活動三 

播放兩組學生的活動過程，然後請同學發表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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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四 

課堂練習---完成課本內練習，以鞏固所學。 

  

 

 

2

分

鐘 

總結 

教師總結今天所學： 

大家能透過「容量大比拼」的活動，親自動手操作，學會利用

相同的益力多瓶作工具，量度不同容器的容量； 

 

 

3

分

鐘 

作業佈置 

1. 習作 35 

2. 在家裡找一些飲品的標韱，看看有甚麼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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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節教案 

科目：數學              年級：小四                  課題：升和毫升(1) 

授課日期：2016 年 4 月 14 日 

教學目標：1. 認識容量單位「升」和「毫升」。 

          2. 學生能以升和毫升記錄容器的容量。 

          3. 認識閱讀量杯的基本方法。 

教具配置：杯子、益力多瓶、大水瓶和水、ipad、教學簡報、實物投影機 

時

間 
課堂教學過程 

備

註 

 

4

分

鐘 

引起動機 

一、 出示教學簡報 

 

教師提問：你們能夠判斷哪個水瓶的容量較大嗎？為甚麼？ 

學生回答：不能夠。 

教師再問：為甚麼？ 

學生回答：因為兩款杯子的容量不相同。 

教師著學生討論： 

你們會用甚麼方法判斷哪個水瓶的容量較大？ 

教師邀請 2-3 位同學分享想法。 

學生回答：用相同的杯子去量度。         

教師再問：為甚麼？ 

學生回答：因為相同的容器盛載的容量相同。 

 

教

學

簡

報 

 

 

8

分

鐘 

 

 

發展階段請 

活動一 

標韱大檢閱 

教師出示教學簡報，向學生展示包裝上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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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內有橙汁 1LITRE 及小瓶子內有益力多 100 毫升。 

 

教師講述飲品盒 / 瓶子上標示的容量，並不是該飲品盒 / 瓶子的容量，而是

該飲品盒 / 瓶子的內的飲料的多少。 

 

在日常生活中，例如：牛奶、果汁、汽水等飲料，家庭裝多以 1 公升包裝；而

我們在學校每天飲用的牛奶或荳奶飲品，一般以 250 毫升包裝。 

教師隨即帶出容量單位「升」和「毫升」，並教導學生 1 升等於 100 毫米，「升」

可寫作「L」，毫升可寫作「mL」。 

 

教師出示教學簡報「蘋果汁」、「橙汁」及「盒裝牛奶」，這些飲料的容量是 1

升，並著學生細心觀察，以增強學生對 1 升的概念。 

 

 
 

教師再出示教學簡報「眼藥水」及「醬油」，眼藥水的容量是 8 毫升、醬油是

207mL，並著學生細心觀察，以增強學生對毫升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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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分

鐘 

 

 

 

 

 

 

 

 

 

 

 

 

 

 

 

 

 

 

 

4

分

鐘 

 

 

 

 

 

 

 

 

 

 

 

 

活動二 

齊來動手 

教師著學生用 10 個益力多瓶子注滿水，然後將益力多瓶內的水逐瓶倒進「升

盒」，每倒進一瓶，便做一個記號，直至把十瓶水全部注入「1 升容器」。並引

導學生觀察結果，發現問題。 

教師提問：1 個益力多瓶有多少毫升？ 

學生回答：100 毫升 

教師提問：「1 升容器」能注入多少瓶的水？ 

學生回答：10 個 

教師提問：那麼，1 升等於多少毫升？ 

學生回答：1000 毫升(100X10=1000 毫升)  

 

活動三 

閱讀量杯基本法 

教師向學生介紹閱讀量杯的基本方法。與其他度量工具份類似，閱讀量杯時先

要找出每格代表多少，再用每幾個格一數的方法來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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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

鐘 

 

 

活動四 

課堂練習---完成課本內練習，以鞏固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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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

鐘 

總結 

教師總結今天所學： 

大家都認識容量單位「升」和「毫升」及能以升和毫升記錄容器的容量，

還認識了閱讀量杯的基本方法。 

 

1

分

鐘 

作業佈置 

在家中找一個透明水瓶自製量杯，明天帶回學校，與同學分享自製量杯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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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節教案 

科目：數學              年級：小四                  課題：升和毫升(1) 

授課日期：2016 年 4 月 15 日 

教學目標：1. 鞏固閱讀量杯的方法。 

          2. 學習升和毫升的化聚，並學習以單位數來記錄容器的容量。 

教具配置：杯子、益力多瓶、大水瓶和水、ipad、教學簡報、實物投影機 

時間 課堂教學過程 備註 

 

5 分鐘 

引起動機 

學生出示自製量杯，並與同學分享自製量杯的過程。 

  
 

 

教學簡報 

 

 

3 分鐘 

 

 

 

20 分

鐘 

 

 

 

 

 

 

 

 

 

 

 

發展階段請 

活動一 

量度有辦法 

教師提問：閱讀量杯的基本方法應怎樣做？ 

學生回答：閱讀量杯時先要找出每格代表多少，再用每幾個 

          格一數的方法來找答案。 

 

活動二 

Apps 功能齊分享 

教師著學生打開 ipad，然後登入教科書配套「量杯 app」。 

學生可自選兩件容器，然後按「開始活動」，當量杯顯示容量後，閱

讀量杯時，學生可按照量杯的顯示，先找出每格代表多少，再用每

幾個格一數的方法來找答案，然後按數字顯示答案，最後核對答案

便可。學生可自選不同容器進行活動，以鞏固所學。 

同學們載入「量杯 App」，進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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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鐘 

 

 

 

 

 

 

 

 

 

4 分鐘 

 

  

  

 

活動三 

適當的容量單位 

 

教師出示教學簡報，讓學生加強理解「升」和「毫升」的概念，著

學生在課本內選擇並圈出適當的容量單位。 

 

活動四 

齊來認識化聚 

教師出示教學簡報，引導學生進行升和毫升的化聚，以鞏固升和毫

升的化聚的能力。 

 

3 分鐘 

小結 

1. 閱讀量杯的方法：閱讀量杯時先要找出每格代表多少，再用每幾

個格一數的方法來找答案； 

2. 教科書配套「量杯 app」能自選不同容器進行活動，以鞏固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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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杯的能力； 

3. 能辨別適當的容量單位及進行升和毫升的化聚。 

1 分鐘 

作業佈置 

1. 完成練習 36 

2. 交習作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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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試教評估 

我們利用間接比較或個別單位實測方法比較不同容器的容量。讓學生認識容

量單位「公升」、「毫升」及其關係，並作相關的實測、估測與計算。透過動手操

作，讓學生感悟容量的概念。 

 

由於「容量」這概念不易形成，因此，在這課堂設計中，我們配合教材及配 

套，嘗試多讓學生透過細心觀察、動手操作和小組活動等，讓學生從做中學、

從錯誤中領悟知識。我們引領學生在比較容量的大小時，要注意不能以容器的外

形的來判斷容量的大小，教學效果還算不錯。 

 

我們除了運用教材配套，運用「容量 app」進行活動，讓學生從遊戲中學習，

不單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還能借助家校合作、親子活動的力量，運用資訊科

技產品做作業：在家中找出三個不同的容器，比較它們的容量大小，由小至大排

列出來。學生邊比較、分析，邊請家人為你拍下過程，並電郵給老師。從學生交

來的作品，看得出學生經過多次練習，才能順利拍攝活動；家長十分支持，整理

短片後電郵給老師，已經夜深了……真的十分感恩！ 

 

 

 

 

 

 

 

 

 

 

 

 

 

 

 

 

 

 

 

 



21 
 

肆、教學反思及建議 

透過動手探究的課堂設計，學生肯定會情緒高漲，課堂氣氛熱鬧，當學生看

到自己不斷前進的步伐，不單能增強學生的自信心，還能激活學生主動探索的情

感，更能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學生在展示以自訂單位表示容器的容量的方法，連續盛水倒進益力多瓶，來

描述一個容器的容量有幾個小杯及裝滿容器的過程，最後學生能知道由幾杯來判

定容器的容量。倘若教師能提前向學生講解，在描述容器的容量時，用「大約幾

杯」即可，提醒學生在盛載清水時，千萬不要盛水太多，以免導致在返回課室途

中，一地都是水。教師應準備地拖，遇到地濕路滑，馬上著學生用地拖拖乾地面，

以免發生意外。 

 

透過家校合作完成作業，不單能提升學生動手操作及自主學習的能力，還能

培養學生主動探究的精神，更能藉此機會加強良好的親子關係，教師同時教育學

生懂得感恩。 

 

師生在活動過程中，經常出現不同的錯誤。教師除了反思教學設計外，還應

好好運用來自學生的錯誤作為教學資源，引導學生反思錯誤、探究改錯的方法，

還應重視培養學生的觀察能力及質疑能力，從而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 

 
電子學習只是輔助學習的工具，雖然有助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但亦應配 

合教材內容適當運用。教師在設計課堂教學時，應注重以知識為起點，引領學

生主動探索，自主學習及解難方法。這樣，不單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還能提

升教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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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澳門新思維數學——教育出版社。 

參考資料 

廿一世紀澳門現代數學——現代教育研究社 

 

 

 

 

 

 

 

 

 

 

 

 

 

 

 

 

 

 

 

 

 

 

 

 

 

 

 

 

 

 

 



23 
 

附件 

一、教學相片 

「先估計，後量度」，透過動手操作，讓學生感悟概念。 

  

  

  

                      我們趕緊收拾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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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相片 

運用容量 App，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教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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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作品 

在家中找出三個不同的容器，比較它們的容量大小，由小至大排列出來。學生邊比較、

分析，邊請家人為你拍下過程，並電郵給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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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製量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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