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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103學年度國民小學及學前特殊教育教學演示競賽 

教學活動設計格式範例 

 

壹、設計理念 

在日常生活中，「時間」無所不在，對於國小數學科的課程來說也是重要的部分，然

而「時間」的概念相對於角度、面積、長度等其他可以從視覺觀察到的概念而言，其

為比較抽象且學生不易掌握，尤其對於特教班的小朋友來說更加困難，因此本課程的

設計理念著重於從做中學透過實際操作時鐘讓學生加深印象，以及融合生活情境來學

習時鐘的概念將抽象的時間更為具體化。 

 在課程設計中，依據學生的個別差異設計課程，採用直接教學法，給予學生大量

的練習，學習單的設計著重生活化；而在活動設計的部分，我們將時間概念融入故事，

透過說故事的情境引領學生對於時間的好奇心加深學習的動機。而在練習的過程中給

予口頭及視覺提示，在學生熟練之後，教師將逐步退除提示，藉此除了能讓學生學習

到時鐘的概念及生活應用的情境，還能進而配合到班上的作息規範，希望學生可以有

時間的概念，知道自己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做好時間的主人。 

 

貳、教學分析 

一、學生能力分析 

 

姓名 性別 障礙 基本能力 起點行為 

舒舒 女 

重度

智能

障礙 

1.口語表達有些緩慢，但都能主動分享

生活經驗和看法。 

2.已學會注音拼讀，但有時需經教師提

醒。 

3.對於沒興趣的科目，較無學習動機 

4.理解能力較差，無法完成連續指令必

頇分解成明確的小步驟。 

5.記憶力不佳，需反覆練習，增加記憶。 

1.已具備數與量的

概念。 

2.已具備長針、短

針的概念。 

3.已認識鐘面。 

雪雪 女 

中度

自閉

症 

1.口語表達能力不佳，只會短句的回答。 

2.注音拼讀和識字能力不佳。 

3.能遵守教師簡短的指令。 

4.反應時間較慢，教師頇給予較多時間

等待回應。 

5.無法理解數學用語，如：比。 

6.長度概念易混淆。 

7.時間概念不清楚。 

8.注意力不佳，僅能持續 10分鐘，頇時

常有教師提醒。 

1.已具備 1~15的數

字概念。但 10以後

的數字能需加強複

習。 

2.已學會長針、短

針，但有時會混淆

其意義。例:會誤解

長針走得慢，短針

走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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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概念架構圖與教材分析 

 

1.課程概念架構圖，本節演示第四節課: 

 

 

第一節課 

辨別事情的先

後順序，指出

時鐘在生活中

的運用。 

 
認識時鐘在生活中的應用並利用校園

常規或是家庭的作息的例子來區辨事

情發生的先後順序。 

 

 

 

 

  

第二節 

觀察時鐘的鐘

面，認識長針 

教師運用實際時鐘介紹鐘面上的長針

及時刻位置，並以視覺化的提示加深

學生印象。介紹長針的特性，運用差

異大到差異小的變化建立概念。 
 

 

  

時在生活 

(認識時間) 

 

 第三節 

觀察時間的鐘

面，認識短針 

 教師複習上節所教，並認識短針建立

其概念。再運用視覺化的提示來辨別

長短針的差別。 
 

 

  

 1.引起動機：複習數字 1~12，並運用

直接教學法複習長短針的概念。 

2.發展活動：運用直接教學法建立學

生整點概念，再利用口訣，步驟化教

導學生辨識幾點鐘。最後透過社會故

事教學，為學生建立時間及生活的連

結。 

3.綜合活動：利用遊戲及學習單複習

本節所教。 

第四節 

認識整點時刻 

 

 
 

 

第五節 

認識半點時刻 

教師複習上節所教，透過反覆練習口

訣，建立學生半點概念，並利用情境

圖，使學生更融入情境，與生活做連

結。請學生報讀、寫出正確半點時刻，

再透過時鐘教具教導如何撥出整點及

半點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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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材分析: 

 

(1)課程地位 

 

 

 

 

 

(2)大時鐘組合教具(圖片)：包含 1~12的數字卡、紅色長針、藍色短針及黑色長短針

各一組。透過視覺化提示，逐步褪除指針的顏色，教導學生看長短針的先後順序。 

(3)情境圖片：透過真實情境的圖片，使學生更融入情境，與生活做連結。 

(4)實際時鐘(大、小)：將學生的時鐘概念類化至真實的時鐘。 

(5)口訣：將字條「第一步驟-看長針，第二步驟-看短針」貼至白板上，透過結構化的

問答，建立學生看時鐘的步驟順序。 

(6)時鐘圖片：利用簡易的時鐘圖片，在課堂上輔助辨識整點、幾點鐘等活動。 

(7)學習單：依學生能力程度編製個別化的學習單，複習上課所學。 

 

三、教學方法分析 

 

1.直接教學法：透過同聲反應，讓學生共同參與課程。透過已建立的默契，用手勢讓

學生在適當時機回答問題。在建立概念時 

2.社會故事：用課程內容為教材，以圖片和注音為主編製一篇社會故事教導學生時間

與生活的觀念。 

3.多層次教學：依學生程度，編製不同難度的學習單。老師給予不同的學習任務，建

立學生對數學的信心。 

4.結構化：(1)物理環境的結構化:座位上的安排，自閉症學生遠離窗戶，減少不當的

刺激。 

5.視覺化的提示:長針用紅色提示、短針用藍色提示，再慢慢褪除。 

 

 

 

 

 

 

參、教學活動設計 

【國小階段格式】 

認識 

鐘面 

認識 

長針 

 

認識整點時刻 
認識 

短針 

 

認識半點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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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時在生活 適用年級 二年級 

教學時間 40分鐘。 教材版本 康軒一上第九單元 

設 計 者  

教學準備 大時鐘組合包(圖片)、情境圖片、實際時鐘(大、小)、時鐘圖片、學習單 1～5。。 

IEP 相關

學期目標 
1-n-08-4 能報讀鐘面上整點與半點時刻 

對應課程

綱要之能

力指標 

各領域之能力指標 融入議題及其能力指標 

【數學領域能力指標】 

N-1-11 能報讀時刻，並認識時間常用

單位。 

【生活管理教育】 

3-2-3 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十大基本能力】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學習目標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標示粗體為本節課所教導之單元目標 

 

1.辨別事情的先後順序，指出時鐘在生

活中的運用。 

 

 

 

2.觀察時鐘的鐘面，認識長針。 

 

 

 

 

3.觀察時間的鐘面，認識短針。 

 

 

 

 

 

4.認識整點時刻 

 

 

5.認識半點時刻 

 

 

 

標示粗體為本節課所使用到的具體目標 

 

1-1 能數數 1～12。(類化) 

1-2能區辨事情發生的先後順序。 

1-3能認識各種時鐘。 

1-4能了解時鐘在生活上的需求。 

 

2-1 能認識時鐘鐘面上的時刻位置。(維

持) 

2-2能認識時鐘鐘面上的長針。 

2-3能說出長針的特性。 

2-4能辨識長針。 

 

3-1能認識時鐘的鐘面上的短針。 

3-2能說出短針的特性。 

3-3能辨識短針。 

3-4 能辨識長針與短針的差別。(精熟) 

 

4-1 能辨別整點時刻。(獲得) 

4-2 能報讀正確的整點時刻。(獲得) 

4-3 能寫出正確的整點時刻。(獲得) 

5-1能辨別半點時刻。 

5-2能報讀正確的半點時刻。 

5-3能寫出正確的半點時刻。 

5-4能操作教具撥出正確的半點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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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目

標編號 
教學內容 時間 

評量 

方式 
教材教具 

 

 

 

 

 

 

 

1-1 

2-1 

 

 

 

 

 

 

 

 

 

 

 

 

 

 

 

 

 

 

3-4 

 

 

 

 

 

 

 

 

 

 

 

 

 

 

 

 

【第三節課】 

一、引起動機 

教師復習上週教學內容-時間位置、長針、

短針。利用教具大時鐘(圖)，來進行複習。 

 

（一）我的家在哪裡? 

1.教師一開始請學生同聲數數 1~12過一次

後，將分散的 1到 12數字圈配合學生能力發給

學生。第二次數數時，學生就要檢視自己手上的

數字和數到的數字是否相同，相同者則要拿著數

字貼到大時鐘上的相對位置。 

 

 

2.給學生一個實際的小時鐘，對照黑板上的

大時鐘數字，觀察是否相同。 

 

 

3.教師發給學生各一張時鐘學習單，上面有

一個時鐘，鐘面上的數字挖空，僅留下 1，學生

需將數字依序填上。 

 

 

 

(二)長針長，短針短 

教師運用直接教學法復習長針、短針。先

請學生指出自己小時鐘內的長針/短針。再 

向同學展示大時鐘(實)，上面有長針和短

針，教師指著其中一個，學生必頇正確說其為

長針或短針並且用短句說出其特性。 

 

指導語 

教師:這是長針還是短針? 

學生:長針 

教師:為甚麼是長針呢? 

學生:長針長長的 

 

教師:這是長針還是短針? 

學生:短針 

教師:為甚麼是短針呢? 

學生:短針短短的 

 

 

 

 

 

5分鐘 

 

 

 

 

 

 

 

 

 

 

 

 

 

 

 

 

 

 

4分鐘 

 

 

 

 

 

(一) 

1.能正確將

數字貼到鐘

面上的對應

位置 

。 

 

2.能觀察鐘面

上數字的位

置。 

 

3.能正確填寫

學習單上的數

字。 

 

 

 

(二) 

能正確分辨

長針及短

針，並說出

兩者的特

徵，舒舒正確

率達 90%，雪

雪正確率達

80%。 

 

 

 

 

 

 

 

 

 

 

 

(一) 

大時鐘組合

包 

 

實際時鐘

(小) 

 

學習單 1 

 

 

 

 

 

 

 

 

 

 

 

 

 

 

 

(二) 

實際時鐘

(大、小)、 

時鐘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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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4-1 

 

 

 

 

 

 

 

 

 

 

 

 

 

 

 

 

 

 

 

 

 

 

 

 

4-2 

 

 

 

 

 

 

 

 

 

 

 

 

 

 

 

 

 

 

二、發展活動 

 (一)整點是你 

1.教師先教怎麼看整點：看長針指向 12，所以這

就是整點。之後運用直接教學法教導學生辨識整

點。 

 

指導語 

教師:這是整點嗎? 

教師:是，這是整點，因為長針指向 12。 

 

教師:這是整點嗎？ 

學生:是 

教師:為什麼是整點? 

學生:因為長針指向 12。 

 

教師:這是整點嗎？ 

學生: 不是 

教師:為什麼不是整點? 

學生:因為長針沒有指向 12。 

 

2.教師發下學習單，讓學生練習圈出整點時刻。 

 

(二)這是幾點鐘？ 

1.複習辨識整點及學習看幾點鐘 

 

 教師以生活化的圖片讓學生融入情境。一開

始展示圖片及大時鐘(圖)複習辨識整點。再來利

用結構化的句子和口訣策略引導學生說出看幾

點鐘的步驟。第一步驟，先看看長針在哪裡，在

這裡，長針指著 12。第二步驟，再看看短針在哪

裡，在這裡，短針指著（數字）。 

 

(1)圖片一:搭交通車的時間是早上七點鐘。 

(2)圖片二：放學的時間是下午四點鐘。 

(3)圖片三：吃晚餐的時間是晚上六點鐘。 

(4)圖片四：睡覺的時間是晚上九點鐘。 

(由此階段開始褪除長針顏色) 

(5)圖片五：上課的時間是早上十點鐘。 

(6)圖片六:吃中餐的時間是中午十二點鐘。 

(最後階段褪除短針顏色) 

 

4分鐘 

 

 

 

 

 

 

 

 

 

 

 

 

 

 

 

 

 

 

 

 

 

13分鐘 

 

 

 

 

 

 

 

 

 

 

 

 

 

 

 

 

 

(一)能正確辨

別是否為整點

時刻。舒舒正

確率達 80%，

雪雪正確率達

70%。 

 

 

 

 

 

 

 

 

 

 

 

 

 

 

 

(二) 

1.能在口語提

示配合逐步褪

除下，正確報

讀整點時刻，

舒舒正確率達

80%，雪雪正確

率達 70%。 

 

 

 

 

 

 

 

 

 

 

 

（一） 

大時鐘組合

包、 

時鐘圖片、

學習單 2。 

 

 

 

 

 

 

 

 

 

 

 

 

 

 

 

 

 

(二) 

大時鐘組合

包、 

情境圖片、

時鐘圖片、

學習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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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4-2 

 

 

 

 

(7)圖片七:睡午覺的時間是下午一點鐘。 

 教導完幾點鐘後，用運直接教學法進行幾點

鐘的複習活動。 

 

2.與社會故事結合時間 

 最後三張情境圖片(圖五、圖六、圖七)為學

生在校的生活作息，最後將這些圖片加入到社會

故事做為時間與生活的連結。 

例如：社會故事－我會好好運用時間。 

 

3.教師發下學習單 3-牛刀小試，請同學按照學習

單上的時鐘報讀出來給另外一位同學聽並擔任

小老師糾正同學的錯誤，如果回答正確，即可獲

得一個好寶寶章。 

 

 

 

 

 

5分鐘 

 

 

 

 

 

3分鐘 

 

 

 

 

 

3.能依照老師

的引導念出社

會故事。 

 

 

 

3.能判斷並報

讀正確的整點

時刻，舒舒正

確率達 70%，

雪雪正確率達

60%。 

 

 

4-1 

4-2 

 

 

 

 

 

 

 

 

 

 

 

 

 

4-1 

4-2 

4-3 

 

 

 

 

三、綜合活動 

(一)時間敲敲來 

步驟一：在黑板上分為兩邊，隨機選取一到十

二點的時鐘圖片兩張，貼至兩邊，每位學生各

得一顆玩具球。 

步驟二：學生輪流依照老師指示，將玩具球丟

至指定時間的區域內。在活動進行中，學生可

依照老師給的兩張時鐘圖選出一張做為題目，

並說出時鐘時間，另外一名學生要將球丟到學

生指定的區域內。 

步驟三：最後可依學生表現進行增強鼓勵。 

 

例如：問題一，十二點在哪裡? 

 

（二）學習單 4、5 

與學生一同完成部分學習單，剩下的為學生回

家作業。 

 

3分鐘 

 

 

 

 

 

 

 

 

 

 

 

 

 

 

 

 

3分鐘 

 

 

(一) 

能正確將球

丟至指定的

時間，舒舒正

確率達 80%，

雪雪正確率達

70%。 

 

 

 

 

 

 

(二) 

學生能正確

的完成學習

單，舒舒正確

率達 80%，雪

雪正確率達

70%。 

 

 

(一) 

時鐘圖片 

玩具球 

 

 

 

 

 

 

 

 

 

 

 

 

(二) 

學習單 4、

5。 

 【第三節課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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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學評量 

具體目標 評量方式與標準 

1-1能數數 1～12 1.能正確將數字貼到鐘面上的對應位置。 

2.能正確填寫學習單上的數字。 

2-1能認識時鐘鐘面上的時刻位置。 1.能正確將數字貼到鐘面上的對應位置。 

2.能觀察鐘面上數字的位置。 

3.能正確填寫學習單上的數字。 

 

3-4能辨識長針與短針的差別。 1.能正確分辨長針及短針，並說出兩者的

特徵，舒舒正確率達 90%，雪雪正確率達

80%。 

4-1能辨別整點時刻。(獲得) 

 

1.能正確將球丟至指定的時間，舒舒正確率

達 80%，雪雪正確率達 70%。 

2.學生能正確的完成學習單，舒舒正確率達

80%，雪雪正確率達 70%。 

 

4-2能報讀正確的整點時刻。(獲得) 

 

1.能判斷並報讀正確的整點時刻，舒舒正確

率達 70%，雪雪正確率達 60%。 

2.學生能正確的完成學習單，舒舒正確率達

80%，雪雪正確率達 70%。 

3.能在口語提示配合逐步褪除下，正確報讀

整點時刻，舒舒正確率達 80%，雪雪正確率達

70%。 

 

4-3能寫出正確的整點時刻。(獲得) 

 

1.能正確的完成學習單，舒舒正確率達

80%，雪雪正確率達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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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學說明（含特色）與注意事項 

附件、相關學習表單 

1 

 

 

 
 

 

 

 



 1

0 

 

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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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        _______ 

 

1  

 

2  

 

3  

 

4  

 

5  

 

 

 

裁剪線✄ 

___________  _______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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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__________  ______  _____ _____ 

 ( ) 

1. () 

 

2. () 3. (        ) 

( ) 

1. (    )  

  (    )  

(    )  

2. (    )  

  (    )  

(    )  

3. (    )  

  (    )  

(    )  

 

 

 

 

4.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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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 ) 

 

 

 

 

 

 

 

 

 

 

 

 

 

 

 

 

 

 

 

 

 

 

 

 

 

 

 

 

 

 

 

 

9  

3  

●                        ● 

●                        ● 

●                        ● 

●                        ● 

●                        ● 

5  

12  

2  



 1

4 

__________  ______  _____舒舒_____ 

 

( ) 

 

 

1. (    )  

  (    )  

(    )  

2. (    )  

  (    )  

(    )  

3. (    )  

  (    )  

(    )  

 

 

 

 

4. (    )  

  (    )  

(    )  

5. 

(    )  

  (    )  

(    )

 

6.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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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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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12  

2  



 1

6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 

 

 

 

 

 

 

 

 

 

 

   

1   08:00   

2   04:00   

3   07:00   

4   02:00   

5   10:00   

6   05:00   

7   01:00   

8   09:00   

9   03:00   

10  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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