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局長序 

    

「精進教學」是教育部近幾年推動教育改革的重點，本市國民教育輔

導團數學領域能夠進行整體性的規劃，強調「資源整合、專業實踐、重質

不重量」，並將輔導工作聚焦在精進教師課堂教學能力、傳遞教育政策與

新知，及推展創新教學之發展目標上，相信在政策的配合、行政的支援以

及教師本身的努力之下，教師之專業發展是可以預見的。 

    本市國民教育輔導團數學領域在精進教師課堂教學能力方面之具體

作法是成立領航教師工作坊，培訓本市優秀教師，研發「教學理論、學習

理論、繪本、資訊科技、教具或創意點子和教學活動做強力的結合」之教

學示例，並出版「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數學領域教學示例系

列叢書」，提供各校數學教師教學之參考。 

    感謝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劉教授曼麗、林教授燈茂在教學設計上的指

導；感謝九年一貫課程與教學輔導群召集人鍾教授靜提供跨縣市輔導員互

動機會與教學設計指導；更感謝國教輔導團伙伴們多年來的努力。期望本

教學示例系列叢書的推出，能帶動教師實際體驗將教學理論落實到教學實

務的歷程，也期望教師能以較為宏觀的角度關心課程的發展和教育思潮的

演變，為教學生涯注入無限活水。 

                                  

                            局長  

     97.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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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樂翻天 

《遊戲融入國小四年級重量教學》 

王全興  台南市東光國小教師 

吳震星  台南市東光國小教師 

 

壹、動機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可以發現小朋友最感興趣的是什麼？簡單來說，就是一個「玩」

字。事實上，學生「玩」的內容包含哪些呢？有時可能僅僅是簡單的猜謎、新奇的道具

或者是有趣的小遊戲..等，都有可能讓學生沈迷其中而興致盎然、樂此不疲。尤其以研

究者過往教學現場的觀察與經驗而言，無論是在哪一領域的教學過程中，只要教學者在

台上說到「現在我們來玩個遊戲時」，台下的學生莫不眼睛一亮、精神為之一振，甚至

歡聲雷動，彷彿各個靈魂剛從桎梏裡釋放出來，一切序幕才剛要開始，由此可見教學過

程中的遊戲設計，對於學生的吸引力有多大了！ 

然而，在數學領域教學方法與流程方面，最常見的往往是教師佈題，然後學生解題，

再經由不斷的講解、練習及考試複習，以期達到理想的成績，比起其他領域的教學而言，

大多數的老師的確很少將遊戲設計適時地融入數學教學過程中。當然，這也許是因為受

限於教學時數的不足，或者是對於遊戲設計感到困難，或是來自家長對於成績要求的壓

力……等因素所造成，也使得學生對於數學學習的普遍印象多半是枯燥而乏味，甚至是

恐懼而焦慮的。 

因此，為了突破學生對於以往數學學習的刻板印象，身為一位國小教師，除了配合

課程的改革外，更嘗試在教材及教學過程中融入遊戲化的數學教學活動，希望使學生能

在愉快的學習氛圍中學習，並藉以引發學生主動學習數學的意願，且進一步提升數學學

習的成效，以期能夠真正達到所謂「寓教於樂」的目的。 

貳、目的 

基於上述的動機，本項課程設計擬以國小四年級學童為設計對象，選取九十五學年

度四年級上學期數學領域課程內容為主，選用的版本為「康軒版」第七冊，根據此版本

選取其中重量單元，並設計相關的遊戲以融入教學過程中。為了便於反省、批判與自我

成長，於是藉由觀察、訪談、學習單、問卷量表、教師反省札記等，來探討學生的學習

態度及學習成效為何，並分析遊戲在實施教學過程中的利弊得失。 

參、文獻探討 

一、遊戲的理論基礎 

遊戲的理論分古典理論及現代理論。古典理論主要可分成四大派別的學說。第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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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力過剩論（The Surplus Energy Theory），Schiller主張遊戲是在基本需要滿足之後，發

洩剩餘精力的工具（簡楚瑛，1993）。第二是放鬆和休閒理論（The Relaxation and 

Recreation Theory），Lazarus認為人類藉由遊戲可擺脫工作上的壓力，才能恢復健康的

功能(Rubin, Fein, & Vandenberg, 1983)。第三是練習論（The Practice Theory），Groos認

為遊戲是一種成人活動的練習，以獲得將來成人實際生活時所需的技能(Ellis, 1973)。第

四是重演論（The Recapitulation Theory of Play），Hall及Gulick主張遊戲是將早期人類

祖先的歷史活動，在幼兒時期重演了一遍，由遊戲的各階段表現出人類進化的過程（張

嘉玲，2007；蔡淑苓，1993）。 

至於現代理論，陸續發展於1920年代之後，主要亦有下列四派學說。第一派是心理

分析論（Mental analysis Theory），Freud主張遊戲具有宣洩的效果，兒童在遊戲中

可以暫時拋開現實，以使自己受創的情緒得到舒解（潘慧玲，1992）。第二派是認知論

（Cognitive Theory），Piaget（1962）認為遊戲是個體對環境刺激的同化，使現實符

合自己原有的認知基模之方式；而Vygotsky則認為遊戲可以直接促進兒童的認知發展

（郭靜晃，1997）。第三派是覺醒調節論（Arousal Modulation Theory），Berlyne (1960)

及Ellis（1973）認為遊戲是由於中樞神經系統經常需要適當的刺激，為了維持適當覺

醒水準之驅力下，所產生的物質。第四派是貝蒂生之理論（Bateson’s Theory），Bateson

強調遊戲的溝通系統，兒童藉由遊戲的互動過程中，來交替協調其角色、物體和活動在

遊戲中及在真實生活中的意義（張嘉玲，2007；郭靜晃，1997）。 

二、學習理論 

在合作學習理論方面，Slavin認為合作學習是一種有結構、有系統的教學策略，在

學習中教師將不同能力、性別、種族背景的學生，分配到四至六人異質性分組中一起學

習，同組的學生共同分享經驗，接受肯定與獎賞（張新仁，2003）。 

在遊戲融入數學教學之實施理念方面，饒見維（1986）主張，數學遊戲教學法必須

具有下列四個主要特性：（一）適度的挑戰性；（二）競賽性與合作性；（三）機遇性

與趣味性；及（四）教育性。 

從以上相關的理論中不難發現，如果教師能夠配合現有數學課程設計適當的遊戲來

引發學生自發性的學習，並在分組遊戲競賽的過程中，讓小組成員學習互相溝通討論，

並促進思考能力與認知發展，相信學生會學得更有興趣、也會更有意義（張嘉玲，2007）。 

 

肆、教學理念與內涵 

一、採行合作學習：在遊戲的學習環境裡，係以學生內發的動機及同儕的激勵來增進自

己行為，在遊戲中努力進行學習。 

二、民主教育理念：強調學習者在團體中一同遊戲，透過社會性的發展，習得民主歷程

的溝通技巧以及參與民主歷程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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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激發學習動機：根據遊戲中團體表現的團體獎勵，塑造一種人際的獎勵結構，使團

體成員得以對同伴在作業的努力，給予社會性的增強。 

四、進行自由探索：本教學不但設計有趣且與生活相結合的遊戲情境，讓學生在學習過

程產生意義化與成就感，藉以引發學生自由探索的意願，和主動學習的能力。 

五、統整概念融入教學：本教學可以進行延伸活動，例如結合健康與體育領域，進行跑

跳遊戲，且同時達成數學運算練習的目的；或者融入藝術與人文，進行繪畫或創造，

並且完成問題解決的目標。 

伍、教案與活動設計 

教學科目：數學 教學年級：四年級 

教學單元：重量  教材版本：康軒第七冊第八單元 

教學時數：5節課 教學設計：王全興、吳震星 

總時間 節次 各節預計重點 教 

學 

時 

間 

 

200分鐘 

 

 

 

共 5節 

 

 

 

第一節： 

(1) 複習比較重量的概念。 

(2) 磅秤結構的認識。(一公斤、三公斤) 

(3) 能以公斤、公克為單位進行重量的實測與磅秤刻度的

報讀。 

第二節： 

(1) 磅秤的應用實際操作活動。 

(2) 知道一公斤等於 1000公克。 

(3) 建立公克與公斤的量感。 

(4) 學會重量的公斤、公克化聚。 

 

 

第三節：  

(1) 加強重量的公斤、公克化聚。 

(2) 學會公斤、公克的加減運算。 

(3) 時間量感的複習活動。 

 

第四節： 

利用兩個活動，做觀念的複習與加強。 

複習重點： 

(1) 量感的加強活動。 

(2) 磅秤的應用與報讀。 

(3) 公斤、公克的換算。 

(4) 公斤、公克的加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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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1) 能利用量感來判斷兩個物品的重量比較。 

(2) 利用重量的比較理解「>、<、=」。 

教

學

目

標 

一、認識磅秤上刻度間的結構，進行重量的實測和估測活動。 

二、透過遊戲培養公斤、公克的量感。 

三、透過遊戲認識公斤、公克的單位關係及化聚。 

四、在生活情境中，透過遊戲進行重量的加減計算。 

五、在生活情境中，透過遊戲操作理解「=」的對稱性。 

能力指標 

N-2-9  能在保留概念形成後，進行兩個同類量的間接比較(利用完整複製)  

及個別單位的比較(利用等量合成的複製)(量：長度、容量、重量、角度、 

面積、體積)。 

N-2-10  能認識各種量的普遍單位，應用在生活中的實測和估測活動，並培 

養出量感(普遍單位：公克、公斤)。 

N-2-11  能理解生活中，各種量的測量工具上刻度間的結構，進而對以同單 

位表達的量作形式計算。 

    N-2-12  能知道同類量中二階單位之間的關係及使用二階單位作描述，並利 

    用此關係作整數化聚。 

    N-2-14  能在情境中，理解乘法交換律、等號的對稱性、「<、=、>」的遞移性、加

法和乘法的結合律與分配律，以及乘法和除法的相互關係。 

教學內容 

目標 

號碼 

教學活動 

 

時間 

（分

） 

教學 

資源 

評量

方式 

 

 第一節開始 

一、準備活動 

T：(1)一公斤的磅秤*7。 

   (2)一公斤與三公斤磅秤的掛圖。 

    

 

二、發展活動 

1. 引起動機 

   (準備幾張菜市場的掛圖) 

   T：你們曾和爸爸或媽媽去買菜嗎？ 

   S：由學生自行回答。 

   T：那常買的哪幾樣東西您覺得比較重呢？您們又

是怎麼付錢的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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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你怎麼瞭解的？又怎麼知道他們重了多少呢？ 

(引導出用秤子秤) 

 

 

2. 教看秤子刻度的結構 

   (1)認識磅秤的結構 

T：有誰要說說看秤子的刻度怎麼 

       分的呢？ 

       S：有大格有小格。 

       S：一大格是一公斤，一小格是 100公克 

   (拿不同的掛圖讓她們可以更了解不   

    是所有的磅秤刻度都一模一樣) 

 

  (2)認識磅秤的使用方法 

    EX：(1)要輕輕的放 

         (2)要把秤重物放在磅秤托盤  

           的中間…。 

      (3)透過遊戲著手量感的預備活動與進行重量的實

測與磅秤刻度的報讀 

       a.讓各組先猜猜一支筆、一快橡皮 

       擦…大概有多重。 

       b.讓她們秤秤她們鉛筆盒中各種物 

       品的重量。 

       c.各組找出自己鉛筆盒裡最重的東西 

        出來競賽看誰的比較重。 

 

3. 综合活動 

    應用提問方式讓同學自己做統整回答， 

    最後再由老師做最後總結。 

    T：最後，讓我們大家來想想，這堂課大 

       家回憶了哪些概念，又新學了哪些新  

       知識呢？ 

    S：(1)如何比較重量。 

       (2)如何使用磅秤。 

       (3)如何報讀磅秤刻度。 

 

第一節結束 

 

 

 

 

 

 

 

 

10 

 

 

 

 

 

5 

 

 

 

15 

 

 

 

 

 

 

 

 

5 

 

 

 

 

 

 

 

 

 

 

 

 

 

 

 

1.磅秤的

掛圖 

2.一公斤

的磅秤 

 

 

 

 

 

1.一公斤

的磅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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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開始 

   一、準備活動 

1. 一公斤與三公斤的磅秤*6 

2. 秤重物品 

 

二、 發展活動 

1. 概念複習 

T：有誰可以跟老師說說看，上一堂課你   

   學到了什麼東西？ 

   S：認識磅秤、學會磅秤的結構、知道一 

      大格是一公斤、知道一小格是 100公  

      克…。 

   T：針對同學講的加以修飾的更完整，並 

      且提醒同學沒講到的部份。 

 

2. 透過遊戲熟悉磅秤應用的實際操作活動，並對一公

斤的概念引入。 

T：大家還記得昨天的一支筆多重嗎？ 

S：10公克、20公克…。 

T：那現在老師給大家 5分鐘，大家玩看看，需要多少

種東西才可以湊到一公斤呢？ 

(给各組 5分鐘，讓她們嘗試要多少東西才能湊到一公

斤=1000公克。再讓各組依序發表她們的成果) 

 

3. 引進一公斤=1000公克與公斤公克的量感建立。 

T：大家都很厲害，用很多小東西湊到了一公斤，那老

師問大家一個問題，大家有沒有辦法利用剛剛的經

驗，告訴老師公斤跟公克的關係？ 

S：10格小格的等於一大格、一公斤等於  

   一千克…。 

T：很好，所以我們可以推說，一公斤是一公克的一千

倍。那大家也都知道大家的筆大概是 10克，那現再老

師會發給各組三樣物品，讓大家來當估重王。 

 

4.透過遊戲進行公斤公克的化聚練習 

   (1)老師利用生活情境問題，提問讓各小組 

     討論化聚的問題。 

 

 

 

 

 

 

 

 

5 

 

 

 

 

 

 

 

10 

 

 

 

 

 

 

 

 

10 

 

 

 

 

 

 

 

 

 

10 

 

 

 

 

 

 

 

 

 

 

 

1.一公斤

的磅秤 

2.學生筆

袋 

 

 

 

 

 

 

 

1.磅秤 

2.估重物 

 

 

 

 

 

 

 

 

 

 

 

 

 

 

1.情境問

題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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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一籃蘋果重 5公斤 300公克，那等     

        於多少公克？ 

   (2)利用競賽加強公克公斤化聚的概念 

     競賽方式：各組 2-3位同學上台，每次 

     一組一位同學，看誰換算的快，最快的 

     得三分，依序取前三名記分，之後再統  

     計分數取前三名獲得獎勵。 

 

三、 综合活動 

    應用提問方式讓同學自己做統整回答， 

    最後再由老師做最後總結。 

    T：最後，讓我們大家來想想，這堂課大 

       家回憶了哪些概念，又新學了哪些新  

       知識呢？ 

    S：(1)一公斤有…。 

       (2)一公斤等於一千克。 

       …。 

      

第二節結束 

 

 

第三節開始 

一、準備活動 

T：(1)賓果遊戲問題掛圖。 

   (2)磅秤 

   (3)秤重物 

 

二、發展活動 

1. 舊概念複習 

T：大家記得昨天敎了什麼重要的概念嗎？ 

S：一公斤大概有多少東西。 

S：一公斤等於一千克…。 

 

2. 公克、公斤的化聚加強活動 

(1)先再用幾個問題示範化聚給小朋友看 

EX：1公斤 200公克等於公克？ 

     3公斤 20公克＋2公斤 500公克等於多少公斤多

少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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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斤公克化聚活動、進行我是賓果王 

玩九宮格的遊戲，讓一組為一單位，讓各組搶答(情境

問題)，最快連成一直線的那一組獲勝。 

 

3. 重量的加減運算 

(1) 利用情境問題做公斤公克的加減運算記錄方式遊

戲。 

EX： 

T：媽媽去菜市場買了一顆蘋果(100g)、一包豆漿

(300g)…,那我們怎麼知道總共多重呢？ 

S：全部都放到磅秤上去秤…。 

T：那如果太多東西沒辦法一次放上去呢？ 

       (引導讓學生說出一樣一樣秤，最後  

        加起來，在讓同學他們小組發小他  

        們的計錄方式，最後做統整，引導  

        出多數人的紀錄方式) 

(2) 重量加總的遊戲競賽 

讓他們重覆之前上課秤鉛筆盒內物品的方式，但這次

是一樣一樣慢慢秤，在加總起來，最後在整個筆袋放

上去秤驗證是否符合，看哪一組可以最快拿出物品可

以加總到一公斤半。 

 

 

三、综合活動 

    應用提問方式讓同學自己做統整回答， 

    最後再由老師做最後總結。 

    T：最後，讓我們大家來想想，這堂課大 

       家回憶了哪些概念，又新學了哪些新  

       知識呢？ 

    S：(1)公斤、公克的換算。 

       (2)公斤、公克的加減。 

       …。 

第三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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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開始 

    一、準備活動 

    1、教師準備： 

    (1)磅秤*7。 

    (2) 10公克*7 和 100公克*7的水。 

    (3)時鐘*1。 

    (4)購物籃*6。 

    (5)賣場商品 

    (6)各類關於重量主題之掛圖 

    (7)學習單*15 

    2、學生準備： 

    (1)想要拍賣的商品。 

 

    二、發展活動 

    1、引起動機： 

    T：同學記得我們這單元是在學什麼主題  

      嗎？ 

    S：重量 

    T：那到目前為止，各位同學學到了哪些  

      關於重量這個主題的概念呢？ 

    S：(1)秤重的工具。 

       (2)磅秤的使用注意事項。 

    EX：(1)要把磅秤放平。 

             (2)把磅秤歸零。 

             (3)實測物件時，要小心輕放， 

               避免強烈震動。 

       (3)重量的紀錄單位。 

        EX：公克、公斤。 

       (4)重量紀錄單位的關係。 

        EX：1公斤=1000公克 

       (5)如何做重量的加減。 

       T：做統整，並提示學生哪些已學過 

          但學生沒提到的部份。 

 

    2、遊戲一 

       量感的類比活動─我是估重王(利用 

       類比的方式加強同學對重量的量感   

       有更加深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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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發給各組一樣商品，讓各組先進行估 

      重，並讓她們寫下第一次估重的答案。 

    (2)第一次估重完之後，各組發兩瓶事先  

      秤好的水，各為 10克、100克。讓她 

      們進行類比的估重活動。 

    (3)兩次估重完，再讓各組拿到講台進行 

      實測，看哪一組猜的重量跟實際重量 

      比較接近。 

(4)延伸問題：(針對活動中小朋友出現的   

  問題檢討) 

 

    3、遊戲二 

      我們都是超級歐巴桑 

      (做所有觀念教學的综合操作) 

(1)先讓各組討論，選出兩位同學出來進  

  行競賽。 

(2)抽籤決定各組搶購的先後順序。 

(3)一次兩組一起進行搶購，各組有 15  

  秒的時間，目標是一公斤，搶購中的  

  兩組以外小組幫她們進行計時。 

(4)搶購完了之後，兩組所搶購的物品拿 

  到交換測量的組別(1和 2，3和 4，5    

  和 6)，以待所有組別都搶購完畢  

   後，互相驗證其他組別的搶購物品實 

   際重量。 

(5)各組測量完之後，紀錄在學習單，連 

  同物品一併還給搶購這些物品的組別    

  讓她們自行進行驗證的工作。 

    (6)待大家都驗證完之後，選出前兩名予 

      以加分 

    ( 7)延伸問題：(針對活動中小朋友出現 

       的 

      問題檢討) 

 

 

    三、综合活動 

    1、問題討論： 

T：好，做那這幾個活動之後，老師要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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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們這堂課學到了什麼？ 

S：(1)對公斤、公克更加有量感。 

   (2)學會磅秤的使用。 

   (3)能更加實際的操作公斤、公克的加   

     減。 

   (4)學會合作的重要。(合作才能在競   

     賽中獲得勝利) 

2、統整歸納 

T：很好，大家都講的很好。 

       (針對同學講的，跟自己覺得該有的 

       結論統整一次) 

 

第五節開始 

一、 準備活動 

老師：(1)天秤 

      (2)比重物品 

二、 發展活動 

1. 複習舊概念 

T：大家記得三年級是怎麼來比較重量的   

  嗎？ 

S：天秤。 

T：那同學記得如何使用天秤嗎？ 

T：天秤成水平時代表什麼？ 

 

2. 複習大於、等於、小於概念。 

(1) 利用加法先複習等號的意義。 

(2) 利用實物讓天秤水平，引入等號與天秤成水平的關

係。(EX：左邊 10公克+20公克=右邊 30公克) 

(3) 進一步提出將左右兩盤之各物互換位置，天秤還會

產生水平的現象嗎？經學童操作與實證之後，列出

左邊 30公克=右邊 10公克+20公克，進而引導學

童統整出「已知 10+20=30，則 30=10+20」之對稱

性質。 

(4) 利用實物秤重讓他們複習磅秤會右偏、左偏並讓他

們以剛剛等號為基礎自己引導出大於、小於跟右

偏、左偏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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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遊戲一：人體天秤 

每小組派多一人，每組出一題目(EX：我左手拿著一

袋 1公斤 300克的柳丁，右手拿著 1200克的柳丁)每

組就要做出左偏或右偏。由大家當評審，找出動作最

快的，並且最快的答出左手大於、小於或等於右手。 

 

三、 综合活動 

    T：1、問題討論： 

T：好，做那這幾個遊戲之後，老師要問，   

  妳們這堂課學到了什麼？ 

S：(1)等號的意義。 

   (2)天秤與=的關係。 

    

第五節結束 

5 

  

 

 

陸、結語 

傳統研究者從事教學時，重量單元似乎是我的夢魘，不僅學生上課無精打采，同時

老師也意興闌珊，造成了學生只知背誦「重量單位與換算公式」，缺少了實際動手與遊

戲練習的機會。為了避免這樣的情景一再地出現，於是研究者絞盡腦汁，設計了一連串

有關重量單元的遊戲，並將之導入數學課程與教學之計畫、設計、實施與評量整個歷程

之內，同時將整個完整的教案格式與歷程，提供給有興趣教師參考，以達知識分享與創

新教學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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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出版「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數學領域教學示例系列叢

書」是高雄市國教輔導團數學領域的工作目標，為了達成此一目標，乃

結合「高雄市 96 學年度國教輔導團數學領域領航教師第三期第一階段

數學教學示例及教具研發工作坊」，及教育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推

動工作小組－課程與教學輔導組－數學學習領域南區跨縣市國小數學

輔導員數學教學示例及教具研發工作坊」，協助教師將教學理論落實到

教學實務中。 

大家一定會問，研發理論與實務結合的教學活動示例會不會很難，

撰寫時需注意哪些要點？以個人撰寫教學示例的經驗，在撰寫教學活動

設計之初，首先要先選定數學教學的題材，並從「教學理論、學習理論、

繪本、資訊科技、教具或創意點子」中，選擇一個或兩個項目做為搭配，

其次要從 why、what、how 三個向度一一檢視「為什麼選擇這個理論搭

配這份數學題材、理論的內涵是什麼、數學題材的內涵是什麼、理論要

如何融入教學等。」然後著手撰寫設計架構，當設計架構確定後，後續

教學活動設計內容的撰寫，就有如行雲流水一般順暢了。 

繼高雄市國教輔導團數學領域教學示例系列叢書（一）出版之後，

教學示例陸續產出中，本教學示例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

數學領域教學示例系列叢書（六），作者的教學設計特色為設計遊戲融

入重量單元教學，使學生能在愉快的學習氛圍中學習，並藉由觀察、訪

談、學習單、問卷量表、教師反省札記等，來探討學生的學習態度及學

習成效為何，最後還分析遊戲在實施教學過程中的利弊得失。內容豐

富，經過教授審查之後，評定為值得推薦出版之作品。 

恭喜王全興和吳震星老師經過這一趟洗禮，數學教學專業知能獲得

十足的成長，也欣見本示例之出版，歡迎有意增進數學教學專業知能的

教師，一起來品味這一份成長的喜悅。 

                                          洪雪芬 97.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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