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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長　度
共6節(240分鐘)

■單元目標

1.認識毫米，並以毫米為單位進行
實測。

2.知道公尺、公分、毫米間的關係
並做化聚。

3.長度的測量與計算。
4.認識整數和小數數線，並在數線
上做加、減的操作。

■對應能力指標

1.數與量
3-n-07 能由長度測量的經驗，透過
刻度尺的方式來認識數線，標記

整數值，並在數線上作比較、

加、減的操作。

3-n-12 能認識長度單位「毫米」，
及「公尺」、「公分」、「毫

米」間的關係，並作實測與相關

計算。

2.連結
C-R-1,C-R-4,C-T-4,C-S-1,C-S-3,
C-S-4,C-C-1,C-C-2,C-C-3

活動一：認識毫米 1節
目標：1-1認識毫米並培養量感。

2-1知道10毫米等於1公分。
1-2以毫米為單位實測並描述長度。

配合教具：師：課本情境掛圖。

生：小白板、白板筆。

活動二：幾公分幾毫米 1節
目標：3-1以公分、毫米兩階單位進行實測並描述長度。

2-2利用公分、毫米間的關係做整數化聚。
配合教具：師：課本情境掛圖。

生：小白板、白板筆。

活動三：長度的計算 1.5節
目標：3-2公分和毫米兩階單位的計算。

3-3公尺和公分兩階單位的計算。
3-4經驗1公尺＝1000毫米。

配合教具：師；課本情境掛圖。

生：白板、白板筆。

活動四：1毫米＝0.1公分 1節
目標：2-3知道1毫米＝0.1公分。

2-4透過刻度尺做公分和毫米的小數化聚。
配合教具：師；課本情境掛圖。

生：小白板、白板筆。

活動五：數線 1.5節
目標：4-1透過刻度尺，認識整數和小數數線。

4-2在數線上做加、減的操作並和算式連結。
配合教具：師；課本情境掛圖。

生：小白板、白板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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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過去

第五冊第三單元

認識公分，並使用公分刻度

尺量長度

長度的估測

•

•

第四冊第三單元

認識長度單位公尺，並做公

分和公尺的化聚

透過實測培養量感，並做估

測

公分和公尺的加、減計算

•

•

•

未來

第七冊第六單元

認識公里

公里、公尺、公分間的化聚

公里的估測

公里和公尺二階單位的計算

•

•

•

•

第十一冊第七單元

圓周長與直徑的關係

認識圓周率(3.14)
圓周長公式

•

•

•本單元

認識毫米，並做實側

公尺、公分、毫米間的化聚

長度的測量與計算

認識整數和小數樹線，並在

數線上做加、減的操作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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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研究

■測量概念及教材的發展步驟與內容

　　測量是國小課程中的重要內容，教材的發展包含下列步驟及內容：

1.測量什麼屬性(attribute)─透過比畫、動作、或說明，協助學生理解所欲測量的屬性及意義，如長度、
重量、容積、角度、面積、⋯或體積，這是測量的初步。

2.感官估量─透過視覺或其他感官，估計兩量的多寡(4至5歲)，並未想到將兩量並列在一起，對於差異
較大的兩量，利用感官即可比較。

3.直接比較─將兩量移動並列，作較準確的直接比對(manualtransfer)，而知何者較多或較少(5至7歲)，
在此階段，兒童漸漸自然地運用身體部位，將物長轉移至另一物來比較兩量(bodytransfer)，例如張開
手掌或運用手臂比出物長，但這仍在直觀之階段。

4.間接比較─兩量無法直接比較時，則需透過媒介物，利用遞移或替換推理來比較兩量的多少。透過提
示，兒童(6至7歲)能用比兩量為大或介於兩量間之第三量作為中介，利用「作記」遞移或替換地比較
兩量，但仍無法運用比兩量都小的量，因這需要「單位」概念。間接比較的先決條件是學生具有量的

保留概念─量的多少不因物體放置之位置或非本質因素之影響而改變。

(1)替換法則—若a＝b且b＞c，則a＞c(要比較a,c時，複製b)
(2)遞移法則—若a＞b且b＞c，則a＞c(或若a＝b且b＝c，則a＝c)

5.個別單位比較—這是透過物件的度量(measure)，來作物的屬性比較，也是間接比較。因兒童分割
(subdivideorpartition)量為部份量的能力逐漸發展，測量單位漸漸進入兒童的遞移推理過程之中，透過
同物累積或單位迭代，學生可利用個別物件來描述另一物件量的多寡，獲得描述的數值，以便比較兩

量。

(1)同物累積─將相同物件，逐步累積與另一物比較，獲得倍的結果。
(2)單位迭代(unititeration)—測量時，重複地將單位量放在被測量的物件上「移動作記」，將物件分

割的過程。有時，為簡化分割的步驟，事先在單位量上作刻度(需要較小單位時)，或累積若干單位
量形成刻度(如尺)，可使測量更有效率，這就是測量工具。

6.普遍單位比較─由於使用不同的個別單位測量，所得到的度量(單位數)，無法作為比較的根基，因此
會有通用單位的建立、單位系統之認識、複合單位之化聚(如公制單位)等活動。

7.量的公式概念─對面積、體積等非基本單位，除直接測量外，常需透過計算才能獲得度量，面積體積
的計算公式的學習，也是重要的內容，量的公式之獲得有下列歷程：

(1)覆蓋或分割點算—利用同物累積或單位迭代，或測量工具，透過點數或估計獲得度量。

(2)簡化點算—利用乘法或其它方式，簡化前述點算之過程，獲得基本計算公式。

(3)切割、複製、拼補、及逼近─利用切割拼補之法，獲得基本形體(如正方形或長方形面積公式)相關
的計算公式，並用基本形體推導及逼近以得計算公式(如梯形、圓形面積公式)。

(4)連結整合—比較各形態計算公式間的關係，並予以連結暨整合。例如以梯形公式整合三角形、平

行四邊形公式，以底面積乘以高整合柱形體及矩形體。

　　Wilson&Osborne(1988)認為測量活動包含以下五種基本性質：
1.標記：所有測量活動都包含「用數字標記物件特徵」的動作。例如，測量桌子的長度後，我們說「這
張桌子的長為60公分」，在此我們就用「60」來標記這桌子的長度特徵。

2.比較：在許多測量活動後都包含「比較」的動作，經過比較後我們可做出「A比B長」或「B比A長」
的結論。

3.相等：當測量結果發現兩物等長時，標記這兩個物件的長度也應相等。
4.單位複製：各種測量都有一個測量的「基本單位」，測量的過程中通常是用複製的方式來看目標物件
是由幾個單位所構成，為了讓測量有意義，也為了便於溝通，學生有必要熟悉測量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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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可加性：兩個物件的測量結果通常是可相加的。例如，兩張椅子接起來的長度，等於兩張椅子個別長
度的組合。

　　事實上，可加性是指透過情境，可建立度量相加的意義，長度的可加性指：只要知道兩個直物件的

長度，不必透過測量就可以知道，這兩個物件首尾相接，排成直線時全長是多少，因為只要將度量相加

即可，「首尾相接，排成直線」就是長度可加性的意義及條件。但有些度量不具可加性，例如台北昨日

溫度30度，高雄昨日溫度32度，30＋32＝62就沒有溫度的意義，因此溫度的刻度沒有可加性，但溫度的
變化卻具有可加性，例如台北昨天比前天溫度上升3度，今天比昨天上升2度，兩天共上升3＋2＝5度。

■長度概念的發展

　　學生在長度概念的發展包含下列幾點(Dickson,Brown&Gibson，1984)：
1.長度保留概念：具長度守恆概念的學童不會因一條線放的位置改變就認為它的長度改變。一般而言，

6∼8歲的學童已有初步的長度守恆概念。
2.測量長度的刻度：在長度測量裏往往包括使用一些標準刻度(例如尺或水銀高度可被測量的溫度計)做
長度的比較。在下圖，在一條有畫有9格相同刻度的線段中，約79%的12歲的學童知道是9個刻度長。

3.長度的實際測量與估計：假如某個班級學生被問及誰是全班最高的人時，他們可能採用實際測量或目
視估計去選定全班最高的人。根據研究，75%的11歲學生能估測一條長13公分的線在3公分的誤差以
下，但仍然有些學生無法做出有意義的估計，例如，對一條13公分的線，有的可能估成60公分或只回
答17，卻不給任何單位。在實際測量方面，一些11歲學生似乎還未能掌握彎曲物測量的原理。

4.圓周長的測量：根據研究，大約1/3的13到17歲的學生還不能測出一個三角形的周長。
5.虛擬圓周問題的解決：很多出現在教科書上的圓周長問題是毋需透過實際的測量來得知結果，學生往
往由某個給定邊長的圖形直接推導出它的周長。根據研究，大約64%的10歲學生能解決這類問題。
　　兒童在長度概念的發展似乎不如我們想像的快速，即使他們到了小學中、高年級，在一些偏感官層

次的長度保留概念仍不是發展得很成熟，因此在低年級階段，引導學生透過直觀、直接、間接的長度比

較去培養量感是相當重要的。

■參考資料

1.Dickson,L.,&Brown,M.,&Gibson,O.(1984).ChildrenLearningMathematics:ATeacher’sGuidetoRecentResear
ch,pp.77-166.London:SchoolsCouncil.

2.Wilson,P.S.&Osborne,A.(1988).Foundationalideasinteachingaboutmeasure.InT.R.Post(Ed.),
TeachingMathematicsinGradesK-8,pp.38-110.Boston,MA:AllynandBacon.

能運用公分和毫米二階單位進行實測。

公分和毫米、公分和公尺的二階單位化聚。

公分和毫米的二階單位計算。

公分和毫米的小數(分數)化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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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話 舉 例 與 互 動 歷 程 學 習 指 導 說 明 評 量 參 考

�

【活動一】認識毫米 配合課本第 110 頁

配合課本第 111 頁【活動二】幾公分幾毫米

問 話 舉 例 與 互  歷 程 學 習 指 導 說 明 評 量 參 考問 話 舉 例 與 互 動 歷 程 學 習 指 導 說 明 評 量 參 考

1.	毫芒雕刻。

•右圖是藝術家陳逢顯先生在一粒米上雕刻

的作品。用尺量量看，一粒米有多長？

•教師揭示課本情境掛圖，介紹毫芒雕刻傳

統藝術。

•教師宣告：尺上一小格長是1毫米，國際

上用mm表示。

2.	量量看，各是多少毫米？

•教師揭示課本情境掛圖布題。

•學生拿出尺和課本等物品進行測量活動，

並發表結果。

3.	尺上9小格的長是多少毫米？再加1小格是

多長？

•教師口述布題，學生回答。

•教師宣告：10毫米＝1公分

•說說看，20毫米是幾公分？

•30毫米呢？⋯⋯

•教師口述布題，學生經由10毫米是1公分

的結果進行解題。

•學生在進行長度測量時，

教師應接受些微的誤差。

•能操作後回答。

•能操作後回答。

• 能 回 答 9 毫 米 ，

再加一格是10毫

米。

•能回答20毫米是2

公分，30毫米是3

公分。

1.	說說看，下圖的成蛙有多長？

•教師揭示課本情境掛圖口述布題。

•學生進行測量活動並記錄。

•學生可能的答案：

　(1)3公分又5毫米。

　(2)3公分5毫米。

　(3)35毫米。

　(4)其他

•他們的說法都可以嗎？為什麼？

•學生一同討論了解公分和毫米之間的化

•能操作後回答。

•能合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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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課本第 112～115 頁【活動三】長度的計算

問 話 舉 例 與 互  歷 程 學 習 指 導 說 明 評 量 參 考問 話 舉 例 與 互 動 歷 程 學 習 指 導 說 明 評 量 參 考

聚，並發表。

2.	拿出尺量量看，下圖鍬形蟲的長是幾公分

幾毫米？

•也可以說是幾毫米？

•教師揭示課本情境掛圖布題，學生進行測

量後回答。

3.	用尺畫出一條長56毫米的直線。

•這條直線也可以說是幾公分幾毫米？

•教師口述布題，學生回答並進行畫長度的

活動。

•能回答3公分9毫

米。

•能回答39毫米。

•能回答5公分6毫

米。

1.	山山養了一隻獨角仙，身長是3公分6毫

米，經過4個月後獨角仙長大了38毫米，

現在獨角仙有多長？

•教師揭示課本情境掛圖布題。

•學生解題。

2.	一枝原子筆長15公分6毫米，一枝鉛筆長

20公分5毫米。兩枝筆相差多少毫米？

•教師揭示課本情境掛圖布題。

•學生解題。

•學生可能的答案：

　(1) 3公分6毫米＝36毫米 

36＋38＝74(毫米)

　(2)3公分8毫米＝38毫米

　

　(3)其他

【動動腦】

•一根竹竿長36公分4毫米，另一根長45

公分3毫米，把兩根竹竿像下面這樣接起

來，共有多長？

• 此活動為公分、毫米的二

階單位加減計算問題，教

師應慢慢引導學生解題，

二階單位直式計算不需強

求 學 生 一 定 要 使 用 此 格

式。

• 若學生在二階直式計算上不

能理解或適應，教師可先化

聚為一階單位再作計算。

•能算出74毫米或7

公分4毫米。

•能算出49毫米。

•能算出81公分。

 

   3  8

 ＋ 3  6

   6  14  

 7  4

 公分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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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揭示課本情境掛圖布題。

•學生看圖計算解題。

3.	一本書厚6公分5毫米，6本相同的書疊起

來，共厚幾公分幾毫米？

•教師揭示課本情境掛圖布題。

•學生解題。

4.	4個一樣的橡皮擦疊起來厚5公分2毫米，

一個橡皮擦厚幾公分幾毫米？

•教師揭示課本情境掛圖布題。

•學生解題。

5.	長15公分的直尺，可以說是幾毫米？

•長30公分的直尺呢？

•下圖這把尺長1公尺，1公尺是幾毫米？

•教師揭示課本情境掛圖布題。

•學生回答。

•教師宣告：1公尺＝1000毫米

6.		哥哥和弟弟兩手張開的長分別是1公尺16

公分和95公分。他們可以合抱圍住一棵樹

圍2公尺的大樹嗎？

•教師揭示課本情境掛圖布題。

•學生解題。

•學生可能的答案：

　(1) 1公尺16公分＝116公分 

116＋95＝211(公分) 

2公尺＝200公分 

211＞200

　(2)

  2公尺11公分＞2公尺

　(3) 其它

7.爸爸走一步長1公尺2公分，小銘走一步長

85公分。爸爸的步長和小銘的步長相差多

少公分？

•教師揭示課本情境掛圖布題。

•學生解題。

• 教師可先複習1公尺＝100

公分，一公分＝10毫米

•能算出39公分0毫

米。

•能算出1公分3毫

米。

•能算出150毫米。

•能算出300毫米。

•能算出100毫米。

• 能知道毫米和公

尺的關係

•能算出211公分，

並回答可以。

•能算出17公分。

 

   １  65

 ＋   95

   1  111 

 2  11

 公尺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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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動腦】

•下面有四種不同顏色的彩帶，黃色彩帶是

藍色彩帶的2倍長，紅色彩帶長幾公尺又

幾公分？

•教師揭示 境掛圖布題。

•學生看圖計算解題。

8.	快樂國小全校8個班級的學生合力畫壁

畫，每班畫的牆面長2公尺5公分，完成之

後的壁畫共長多少公分？也可以說是幾公

尺幾公分？

•教師揭示課本情境掛圖布題。

•學生看圖計算解題。

9.	下正方形花圃的周長是26公尺80公分，

那麼花圃的邊長是幾公尺幾公分？

•教師揭示課本情境掛圖布題。

•學生解題。

【做做看】

•用長5公尺48公分的繩子量走廊的長，共

量了3次，走廊的長是幾公尺幾公分？

•教師揭示課本情境掛圖布題。

•學生解題。

• 教師可先引導黃色彩帶＋

紅色彩帶＝紫色彩帶＋藍

色彩帶，再提示黃色彩帶

為藍色彩帶的2倍來求解。

•能算出3公尺30公

分。

•能算出16公尺40

公分。

•能算出6公尺70公

分。

•能算出16公尺44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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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課本第 116 頁【活動四】1毫米＝0.1公分

問 話 舉 例 與 互  歷 程 學 習 指 導 說 明 評 量 參 考問 話 舉 例 與 互 動 歷 程 學 習 指 導 說 明

1.	說說看，1毫米是幾公分？

•2毫米是幾公分？3毫米呢？⋯⋯

•教師口述布題。

•學生回答。

•教師宣告：1毫米＝0.1公分

2.	下圖的紅色繩子長幾公分幾毫米？

•也可以說是幾公分？用小數說說看。

•教師揭示課本情境掛圖布題。

•學生解題。

3.	畫出一條長12.4公分的直線，說說看，是

幾公分幾毫米？

•教師口述布題。

•學生進行畫圖解題。

【做做看】

量量看，有多長？

•教師揭示課本情境掛圖布題。

•學生解題。

• 教師可先引導學生1毫米與

1公分平分成幾份後的1份

一樣長。

•能回答0.2公分，

0.3公分。

•能回答4公分7毫

米。

•能回答4.7公分。

 

•能回答12公分4毫

米。

•能測量後回答：

 (1) 3公分4毫米＝

3.4公分

 (2) 2.6公分＝2公

分6毫米。

評 量 參 考

配合課本第 117～119 頁【活動五】數線

問 話 舉 例 與 互  歷 程 學 習 指 導 說 明 評 量 參 考問 話 舉 例 與 互 動 歷 程 學 習 指 導 說 明 評 量 參 考

1.	下面這些物品上都有刻度，這些刻度各代

表什麼意思？

•教師揭示課本情境掛圖布題。

••學生回答。

2.	沿著尺的邊緣畫一條直線，把公分的刻度

畫下來，並標上數字。

•說說看，連續兩個刻度的間隔都一樣長

嗎？

•能回答物品上面

刻 度 代 表 的 意

義。

•能操作並回答兩

個相鄰刻度的間

隔都一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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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揭示課本情境掛圖布題。

•學生操作並回答。

•教師宣告：像上面在一條直線上，標上刻

度和數字，且連續兩個刻度的間隔等長，

我們就把它叫作數線。

3.	(1)紅色點的位置，用什麼數表示？

•教師揭示課本情境掛圖布題。

•學生回答。

(2)指出數線上表示「7」的位置在哪裡？

•教師揭示課本情境掛圖布題。

•學生回答。

(3)如果這條數線每一格是1公分。

　①從刻度0到7的長是幾公分？
　②從刻度4到7的長是幾公分？
•教師揭示課本情境掛圖布題。

•學生作答。

4.	在畫好的整數數線上，刻度0和1之間再平

分成10等分，1和2之間也平分成10等分

⋯⋯

(1)指出數線上0.1的位置在哪裡？

•0.2的位置呢？⋯⋯

•教師揭示課本情境掛圖布題。

•學生作答。

(2)0.9的位置在哪裡？1.2的位置呢？

•教師揭示課本情境掛圖布題。

•學生作答。

【做做看】

(1)	數線上紅色點的位置，用什麼數表示？

綠色點呢？

(2)指出數線上2.5的位置在哪裡？

•教師揭示課本情境掛圖布題。

•學生作答。

5.小青蛙從4的位置，往右移動3大格，會到

哪一個數字？

•用算式記記看。

•教師揭示課本情境掛圖布題。

•學生用算式記錄，並回答。

•能回答用5表示。

•能指出7的位置。

•能回答7公分。

•能回答3公分。

• 能 指 出 0 . 1 的 位

置、0.2的位置。

• 能 指 出 0 . 9 的 位

置、1.2的位置。

•能回答紅色點用6

表示，綠色點用8

表示。

•能指出數線上2.5

的位置。

•能算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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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小螞蟻從2.6的位置，往右移動2大格，會

到哪一個數字？

•再往右移動0.7大格，會到哪一個數字？

•教師揭示課本情境掛圖布題。

•學生用算式記錄，並回答。

7.從7的位置往左移動1.7大格，會到哪一個

數字？

•教師揭示課本情境掛圖布題。

•學生用算式記錄，並回答。

•再從5.3的位置，往左移動2.4大格，會到

哪一個數字？

•教師揭示課本情境掛圖布題。

•學生用算式記錄，並回答。

•能算出4.6。

•能算出5.3。

•能算出5.3。

•能算出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