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中的「度量衡」 

 你知道什麼是度量衡嗎？它對我們又有

什麼用處呢？ 

 世界各國使用的度量衡大不同，你知道的

有哪些呢？你能舉出一些例子嗎？  

   

 

上
集 1 主題 

 課程對應：國中自然/基本測量與科學概念 



 
 

 

課程引導 
說明 

 

 

一 主題說明 

主題 1「生活中的度量衡」分為上、下兩集，上集為簡單介紹什麼是

度量衡，以及各國有趣的度量衡演變史，為一般普通小常識。下集則

介紹國際之間通用的度量衡制度—「國際單位制」，以及國際單位制

與台制的比較，為國中理化課程的內容介紹。 

二 課程流程 

本集教材的基本課程進行時間為 40 分鐘，主要以「知識補充」、「閱

讀理解」兩個面向來實施本堂課，若有多餘時間，還可以配合本集教

材來提升學生的創意思考或國語文能力，其課程流程建議如下： 

 

三 注意事項 

本教材的重點在於強調何謂度量衡與其重要性，以及度量衡發展的

演變，內容提及的測量單位不需要讓學生熟記，只要大略知道即可。

大家一起比比看，到底誰長的比較高。 

 

請學生閱讀文章，並找出重點畫線標記。

老師可透過提問來強調重點，再解釋內容或用影片引導。 

請同學完成本教材最後的閱讀理解測驗，再核對答案。

請大家一起來集思廣益，制

定一套屬於自己的度量衡

吧！

生活中有哪些成語和度量

衡有關呢？手機拿出來，看

誰查到的最多。

基本課程 
（40 分鐘） 

延伸課程 
（40 分鐘） 



   

 1普通常識文章 — 科學篇 

 

什麼是度量衡？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你是否也曾遇過像小博和小幼一樣的問題，因為對

事物無法切確的描述多寡，而引發類似的爭議呢？為了誰吃得多？又誰喝

得少？吵得臉紅脖子粗，最後誰都不服誰。 

像這種情況在沒有統一的度量衡出現之前，可說是屢見不鮮，要蓋一間

房子，但我製造的磚塊長度與你製造的不一樣，那要怎麼蓋啊？要買賣交易，

但我估計的重量與你估計的不同，又要怎樣算錢呢？若沒有一個判定的標

準，還真是諸多不便，輕者導致溝通不良，引發許多誤會與紛爭，重者甚至

會影響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聰明的古代人就將生活中最常需要判定的標準統一

下來，稱為法定度量衡，簡單來說，就是國家規定使用的度量衡，而其中的

「度、量、衡」，分別對應的就是現今所說的「長度、容量、質量」。 

隨著時代的變遷，人類的科學發展日新月異，傳統的測量項目根本不敷

使用，因此現代的度量衡不再侷限於長度、容量、質量，而是變成「任何能

代表物理量的度量，像時間、溫度、電流等，都屬於度量衡的範疇」。 

小博和小幼這對兄弟正在客廳吵得不可開交，原來啊！兩人為了

誰長得比較高正爭得面紅耳赤，誰也不肯讓誰。 

小博說：「我長得比較高喔！」 

小幼說：「才怪！我長得比你高多了！」 

小博說：「我的身高看起來比你至少高了 1 個拳頭。」 

小幼說：「我看你應該需要去看眼科了。」 

到底小博和小幼誰長得比較高呢？聰明的你能不能幫他們想想

辦法，確認兩人誰長得比較高。 

是誰比較高？

本文重點  

眾所皆知的法國大革命，其造成原因之一，就是沒有統一度量衡。這是因為在當時的法國，光是

用來計量長度與重量的度量就高達 25 種，不但造成市場交易混亂，甚至導致稅收不公，讓人民

苦不堪言。當時的法國國王路易十六，為改善這種現象，開始著手計畫建立一套統一的度量衡制

度，不過可惜的是，這項計畫還沒完成，路易十六就被現況不滿的人民送上斷頭台了。  

舉例 

說明   ○註 敷：足夠。 

○註 範疇：領域。 

○註 屢：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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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世聞名的胡夫金字塔，就是以胡夫法老王手肘所打造的

腕尺，作為建造金字塔的測量工具。該座金字塔的塔高高達

300 腕尺，大約 147 公尺左右，相當於一座 40 層高的摩天

大樓，這在當時的建築技術下，無疑是一個建築奇蹟。  

各國的度量衡大不同！ 

由於法定度量衡實在太重要了，生活中的食、衣、住、行、育、樂可說

是樣樣都離不開它，因此隨著人類社會發展下來，世界各國在測量長度、質

量、容量時，自有一定的施行標準，用現代觀點來說，就是在測量長度、質

量、容量上，建立一套法定的單位制度，我們常用的公尺、公斤、毫升等，

就是屬於這種單位制度。  

 古代埃及的度量衡 

猜猜看！史上最早有記載的法定度量衡是來自哪裡呢？你絕對想不到，

竟然是來自四千九百年前的古埃及（西元前 3200 年～西元前 343 年）。只

要提到埃及，大家最先想到的，必是那赫赫有名的金字塔，只要你曾親眼所

見，必會被它那宏偉壯觀的面貌所震撼，難怪會被譽為世界七大奇蹟之冠。  

眾人皆知，金字塔是由一塊塊龐大的石頭堆砌而成，要將金字塔建造成如

此之高，並且屹立個幾千年不倒，想必那每一塊石頭的邊長，都是經過精心測

算而來，想當然耳，若沒有一個計算長度的標準，怎麼可能辦得到嘛！  

原來啊！古代埃及的法老王還真的挺聰明的，為了能

確保金字塔準確施工，竟然想到將自己手肘到指尖的距離

定為「1 腕尺」，還用黑色堅硬的花崗石製作了一個「1 腕

尺」的標準長度，成為載入史冊的第一把「尺」，而埃及所

制定的長度標準，則成為人類第一個長度的單位制度！ 

 
 埃及皇家腕尺（meh niswt）  

古埃及的長度單位發展到後來，除了腕尺之外，還會將 1 腕尺再分成 7

個更小的單位，稱為掌尺，大約是一個人手掌的寬度，而 1 掌尺也還可

以再分成 4 個指尺，即為四個手指頭（不含大拇指）的寬度。  

 

 

 本段 

重點  

 基本課程影片：  

埃及木乃伊的製作 /

學習吧的「普通常識

文章—科學篇」課程

/1.主題 1 

○註 赫赫有名：形容聲名顯揚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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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代骨尺  

 古埃及銅幣  

除了長度之外，古埃及對容量、質量也有一些簡單的測量標準，舉例來

說，在當時會用的容量單位之一的「哈爾（khar，大約 76.8 公升）」，就是相

當一個直徑 9 掌尺、深 1 腕尺的容器作為標準。只不過在古埃及人的日常

生活裡最常使用的，其實還是以隨手可得的生活器具當作是計量單位，如

罐（埃及文 ，大約 480 毫升）、桶（埃及文 ，大約 4.8 公升）等。  

此外，古埃及對於質量測定，那就更為簡

單了，聰明的埃及人製作出很多一樣的銅幣，

稱為「德本（deben，大約 91 公克）」，有趣的

是，這些銅幣並非是當成錢幣來使用，而是作

為一種質量的標準，再搭配天平使用，就能測

得物質的質量了，像 1 顆蘋果的質量大約就

等於 2 德本。  

 

在古代，如同古埃及這樣來訂定法定度

量衡的還不算少，奇妙的是，不管是在東方還

是西方，大家制定度量衡的方式雖然殊途但

總會同歸。猜猜看！在東方哪個國家最早發

展出法定度量衡呢？沒錯！答案就是中國囉！  

 古代中國的度量衡 

中國人常稱自己為炎黃子孫，而其中的「黃」就是指黃

帝（軒轅氏，西元前 2717∽西元前 2599 年，傳說的中國始

祖之一）。根據《大戴禮記》記載，中國在黃帝時期就已經

制定出 5 種度量衡，倘若一定要眼見為憑才算數的話，則

最早可追溯至商代（西元前 1600 年∽西元前 1046 年），考

古出土的骨尺、牙尺，是目前中國所見最早的測量工具。

根據考據，在古埃及，「德本」

可不僅只是一種質量標準，

它還是當時埃及買賣交易裡

最重要依據喔！這是因為當

時的埃及還沒有形成貨幣制

度，買賣交易大多是用「以物

易物」的方式來進行。然而，

不同物品所具有的價值不會

一樣，當然不可能直接用一

個來換一個，所以聰明的埃

及人就先將物品的價值訂出

等於幾個德本，再依此憑據

來交易。例如：1 袋大麥具有

10 德本的價值，1 塊麵包具有

1 德本的價值，也就是說，1

袋大麥可以換 10 塊麵包呢！

 本段 

重點  

○註 倘：如果。 

○註 追溯：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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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演義》開篇的第一句，就寫到「話

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句話

不僅一語道盡中國朝代的興亡更替，同時也說

明中國度量衡的制定演變。  

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當中，它的度量衡制

度隨著朝代更替，曾經過數次大規模的一統，

而最早的一次，也是影響最大的一次，就發生

於中國的秦朝（西元前 221 年∽西元前 207 年），

而進行這項大刀闊斧改革的皇帝，你也非常熟

悉，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秦始皇。 

秦始皇一統天下後，就聽了宰相李斯的建議，著手統一全國的度量衡，

不但頒布了相關制度的法令，還命人打造大量的標準測量器具，分發至全國

各地作為製作器具的標準，甚至每年都要派人鑑定這些器具，若發現有不符

合標準的情況，負責的官員可是會受到嚴厲的處罰呢！  

秦朝制定的長度、容量單位均採用「十進

位制」，長度以「6 尺為 1 步（雙腳相繼邁出為

1 步）」作為標準，換算下來 1 尺大約是現今

的 23 公分左右，10 尺即為 1 丈，10 丈便為 1

引。而容量則以一個「銅方升」作為 1 升，大

約是現今的 200 毫升，10 升乃為 1 斗，10 斗

即為 1 斛。  

 

 秦朝銅方升  

由銅製作而成的容器，代表秦朝

的容量標準，上面刻有「爰積十

六尊（寸）五分尊（寸）壹為升」。

在商代之前的夏代，

也有相關度量衡的紀

錄。傳說大禹治水時，

就有用到「繩尺」，根

據《史記》記載，「禹，

左準繩，右規矩」，「身

為度，稱以出。」就是

在說大禹以自己身體

的某些尺寸，來作為

制定長度的標準。  

在西方，也有很多國

家是用步伐來計量長

度，如古羅馬帝國就

是以士兵走路左腳落

地 1000 次的前進距

離，訂定為「 1 羅馬

里」，而且當時的道路

會 以 羅 馬 廣 場 為 起

點，每隔 1 羅馬里，就

在路旁設立石材打造

的里程碑，標示距羅

馬廣場的里程數，這

和現代高速公路上的

標誌牌是不是有著異

曲同工之處呢？  

 本段 

重點  

A：距離楊梅 5 公里，新竹 30 公里。

○註 大名鼎鼎：形容人的名氣聲望很大。

○註 斛：容量的單位。 



 

 5普通常識文章 — 科學篇  基本課程影片：  

甲午戰爭/學習吧的「普通常識文章

—科學篇」課程/1.主題 1 

秦朝的質量制度較為特別，以銖、兩、斤、

鈞、石為單位，但彼此換算較無規則，例如：1 石  

= 4 鈞，1 鈞 = 30 斤，1 斤 = 16 兩，1 兩  = 24 銖。

秦朝的質量標準乃以一個「鐵權」作為 1 斤，有

點類似現代的砝碼，大概是現今的 250 公克，再

依此標準來換算成其他的質量單位。  

 

秦朝建立的度量衡制度以及施行的相關措施，對日後中國的度量衡演變

具有非常深遠的影響，像漢朝幾乎是完全沿用秦朝的，到隋朝時才再度重新

一統，制定新的測量標準，但大多仍沿用了舊有的單位名稱與換算方式，此

後也差多如此，隨著每次的改朝換代，中國的度量衡制度也就多少跟著改變。 

 早期台灣的度量衡 

在台灣，我們也有自己慣用的度量衡制度，

特稱為台制，主要是受到日治時期（西元 1895 年

∽西元 1945 年）的影響，像現今我們仍會使用的

台斤、台尺，就是沿用當時日本的度量衡制度。

此外，台灣部分常用的單位也會來自其他時期，

如計算土地面積使用的「甲」，就是源於荷治時期。 

只不過隨著人類科技的進步，我們的生活不

再受限於台灣這片土地，就算想要跨足整個世界，

也不是問題。只不過，當我們的生活在與世界接

軌以後，很多問題也隨之而來，你可以想像一下， 

若沒有通用的語言，那會是什麼情況啊！同理，那沒有通用的度量衡制度，

那又會發生什麼事呢？想要知道嗎？靜待下回分曉囉！  

 秦朝鐵權  

俗稱秤砣，由鐵製作而

成，搭配秤杆使用，可

測出物品的質量。  

你知道什麼是「錙銖

必較」嗎？其實啊！

錙和銖都屬於古代的

質量單位，所謂的 1 銖

大約就是現今的 0.66

公克，而 6 銖即為 1

錙，所以 1 錙也不過將

近 4 克，所以若有一個

人連錙、銖這樣微小

的量都要計較的話，

那是有多麼小氣啊！  

在清朝末年（西元 1894

年），中國受到日本侵

略，爆發有名的甲午戰

爭，該戰爭最終以清朝

大敗收場，並在 1895

年被迫與日本簽訂喪

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而該條約的其中之一，

就是將台灣割讓予日

本，至此台灣進入日治

時期，一直到第二次世

界大戰日本戰敗後，台

灣才脫離日本的統治。 

 本段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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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

理解

大家一起來動腦囉！ 
 

 延伸課程活動：  

成語大考驗（PPT）/學習吧的「普通常識

文章—科學篇」課程/1.主題 1 

 

看完文章後，你對於文章介紹的內容都完全了解了嗎？還是不

確定呢？沒關係！現在就來測驗自己一下，到底學會了多少吧！ 

中心：           姓名：            

1. 史上最早有記載的法定度量衡，是來自下列哪一個國家？（閱讀題） 

(A) 古埃及 (B) 古羅馬 (C) 古中國 (D) 古日本    答：(A) 

2. 古埃及使用的「腕尺」，是以人的什麼尺寸作為標準？（閱讀題） 

(A) 雙臂張開的長度 (B) 手肘到指尖的距離  

(C) 右腳腳掌的長度 (D) 膝蓋到腳踝的距離       答：(B) 

3. 下列哪一個單位是古埃及使用的質量單位？（閱讀題）  

(A) 德本 (B) 哈爾 (C) 方升 (D) 盎司       答：(A) 

4. 下列哪一個成語與度量衡中的「量」有關？（理解題）  

(A) 半斤八兩 (B) 壁立千仞 (C) 咫尺天涯 (D) 斗斛之祿  答：(D) 

 

5. 我們常用「錙銖必較」來形容一個人十分小氣，請問其中的「銖」是指哪

一種計量單位？（理解題） 

(A) 長度 (B) 時間 (C) 質量 (D) 容量        答：(C) 

6. 我們常用「半斤八兩」來形容兩人不分上下，若用秦朝的角度來看，一斤

可換算成多少兩？（理解題） 

(A) 1 兩 (B) 10 兩 (C) 16 兩 (D) 24 兩      答：(C) 

7. 俗話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若用秦朝的角度來看，一丈可換算成多

少尺？（理解題） 

(A) 1 尺 (B) 10 尺 (C) 100 尺 (D) 1000 尺     答：(B) 

○解 (B) 壁立千仞：形容岩壁矗立之勢極高。 
(C) 咫尺天涯：形容相距雖近，卻無緣相見，如同相隔千里。

(D) 斗斛之祿：形容薪水很少（微薄的俸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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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您好： 

若需要更多關於本教材的教學資源，歡迎加入學習吧的「普通常

識文章—科學篇」課程： 

Step1：請上網搜尋「學習吧」 

（https://www.learnmode.net/home/student）  

Step2：進入「學習吧」網站並登入會員  

 

 

 

Step3：進入「我的課程」並搜尋「普通常識文章—科學篇」 

 

 

 

Step4：直接點選「普通常識文章—科學篇」課程 

 

 

 

 

Step5：點選所需觀看的課程章節 

 

登入會員 

重要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