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ouring’ our Understanding into  

the Learning of P3 Capacity 

「倒出個明白」－－透過倒水活動   

  學習容量計算 (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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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學生在容量課題中常出現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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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缺乏容量感 (未能估計容量) 

2.看錯容量刻度 

3.未能選取合適的容量單位量度容量 

4.未能準確計算單位的化聚 

     5L 500mL = ______mL 

     8L 500mL = _______mL 



至於非華語學生，再多一些： 
不喜歡計數，不想死記， 

較難投入於運算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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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老師上年度的容量教學(P3) 
 

  1.主要利用書本圖例進行容量的直觀比較、 

       直接比較、以及間接比較，學生感到學習 

       較沉悶，亦不容易掌握容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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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分組活動：學生利用益力多樽把100毫升    

       (×10)的顏色水倒進1個1公升的量杯裏， 

      以了解升和毫升的關係－－1升=1000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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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升和毫升的化聚(特別是把雙名數的容量以  

       單名數表示) ，主要以算式作教學，部份 

       學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非華語學生較難  

       掌握。 



今年林老師做了些什麼?  

    Pouring water!  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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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倒水？ 

• 倒水是否為做而做？ 

• 倒水有什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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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林老師做了些什麼?  

    Pouring water!  倒水! 

 

 學生透過倒水活動 

經歷 

容量單位的產生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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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老師本年度的容量教學(P3) 
 

• 依循「實作學習」精神，在教學設計上，
讓學生動手做，從視覺到觸覺，把抽象的
容量概念具體化！學生最後能正確量度、
記錄、計算容量。 
 

• 課堂以四個雙節課(每雙節課50分鐘)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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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老師本年度的容量教學(P3) 

第一堂 

• 學生直接比較容器的容量，建構容量感(film_1) 

• 因直接比較三個或以上容器的容量時，十分繁

複，學生於是利用「中間人」間接比較容器的

容量，初步認識「容量單位」。 

film_1.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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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老師本年度的容量教學(P3) 

第二堂 

• 學生發現自訂的「容量單位」未及客觀，往

往造成錯量、錯判，於是引出公認的容量單

位－－升和毫升。(film_2) 

 

 

film_2.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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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老師本年度的容量教學(P3) 

第三堂 

• 學生利用「升盒」來量度多於1升/少於1升
的容量。 

• 學生製造「1000毫升量樽」(film_3)，利用
「量樽」量度少於1升的容量，並先作估量，
再作記錄(film_4)。活動加强學生對升和毫升
的認識。 

 

film_3.mp4
film_4.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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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Sir本年度的容量教學(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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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老師本年度的容量教學(P3) 

第四堂 

• 學生利用不同量杯量度容器的容量，認識

量杯刻度的意義。 

• 老師出示1升容器和若干個益力多樽，著學

生先以升和毫升表示容量(即 ?升?毫升 )，

最後只以毫升 (即 ?毫升 )表示，我們通常

以單名數表示容量。 

# 由於教育局於10/7/2020宣佈提早放暑假，故第四次課堂 

   未能進行。 

 

 



1.理解到容量的定義。 

2.認識了容量的公認單位－－升和毫升。 

3.知道「升」是描述較大容量的單位， 

  「毫升」是描述較小容量的單位。 

4.能夠進行估量和量度。 

 

學生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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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閱讀量杯刻度以找出液體的容量。 

6.進行「升」和「毫升」的化聚。 

(以上兩項因疫情而未能檢視，但相信再

做2堂，學生比上年更清楚容量化聚是什

麼，而不只是算式上的操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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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 100mL 30mL 2130mL ＋ ＋ ＝ 

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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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林老師做了些什麼?  

    Pouring water!  倒水! 

 

 學生透過倒水活動 

經歷 

容量單位的產生過程！ 



容量單位的產生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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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數學產物 
的階段 

改良數學產物 
的階段 

運用數學產物 
的階段 

間接比較 自訂單位 公認單位 製作量杯 量感培養 

抽象的化聚運算 

Algorithm 

容量知識演進的軌道 
      Beyond 

直接比較 

直接比較
A,B容器的
容量。 
 

利用自訂單
位間接比較
A,B容器的
容量。 
 

利用升和 

毫升計算容
器的容量。 
 



1.  明白容量的定義。 

2.  透過刻意安排的倒水活動讓學生經歷容量

單位的產生過程，建立容量感。 

    (直觀比較  直接比較  間接比較公認單位) 

3. 更細碎的單位，更準確的量度。 

容量單位化聚(算式操練)的背後 

19 



林老師容量教學的背後 

1. 找到容量教學的關鍵之處: 

    讓學生真正明白容量的 

    概念和量度的意義  

2. 尊重學生的探究體驗  

     (將課堂交給學生)。 

3. 用每堂真實的資料作為下 

    一堂的參考和起點，教學 

   活動緊貼學生的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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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s focus more on 

 Beyond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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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知識演進的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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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數學產物 
的階段 

改良數學產物 
的階段 

運用數學產物 
的階段 

間接比較 自訂單位 公認單位 製作量杯 量感培養 

抽象的運算 
Algorithm Beyond 

直接比較 

度量範疇 

Measurement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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