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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自然科 4 上第一單元活動 3 教案 

單元名稱 

第一單元 月亮 

活動 3 月相的變化 

資料來源 

版別 領域冊別 

康軒 自然第三冊 

教學時間 場地 

6～7 節(240～280 分鐘) 教室 

活動目標 

3-1 月相怎樣變化 

1.透過生活經驗，能說出不同日期看到的月相都不同。 

2.經由學習，會長期觀測記錄月相的變化。 

3-2 月相觀測日記 

1.透過長期觀測月亮的活動，察覺月相的圓缺變化具有規律性，以及月相的變化和農曆日期

的關係。 

2.會由農曆日期預測月相。 

3-3 月相變化的規律性 

1.歸納一個月的月相變化。 

2.認識中國傳統曆法（農曆日期）和月相變化的關係。 

教學重點 

3-1 月相怎樣變化 

1.知道月相每天都有變化。 

3-2 月相觀測日記 

1.會長期觀測、記錄月相的變化。 

2.知道月相變化具有規律性，大約以 29～30 天為週期。 

3-3 月相變化的規律性 

1.知道一個月中月相變化的規律性。 

2.知道月相變化與農曆日期有關，並能用農曆日期推測當天的月相。 

本單元和其他單元的關係 

天文主題 

2 上 光影好好玩 

‧太陽東升西落。 

 

4 上 月亮 

‧月相圓缺變化具有規律性，月亮會東升西落。 

 

4 下 時間的測量 

‧月相、晝夜與四季等自然現象，可以記錄時間。 

 

5 上 觀測太陽 

‧太陽一年四季升落位置不同；知道太陽的光和熱可以轉換成能源。 



2 

 

5 下 美麗的星空 

‧練習使用星座盤觀測星星。 

教材內容要項 

111-2a 察覺月亮東升西落。 

111-2b 察覺並知道月亮有盈虧的現象（月相變化）。 

215-2c 知道要表達物體的位置，應該包括「座標」距離方向等資料。 

215-2d 察覺規則性的運動可用來測量時間與方向（如日影的改變）。 

能力指標 

1-2-2-1 運用感官或現成工具去度量，做量化的比較。 

1-2-2-2 能權宜的運用自訂的標準或自設的工具去度量。 

1-2-5-1 能運用表格、圖表（如解讀資料及登錄資料）。 

1-2-5-2 能傾聽別人的報告，並能清楚的表達自己的意思。 

2-2-1-1 對自然現象作有目的的偵測。運用現成的工具如溫度計、放大鏡、鏡子來幫助觀察，

進行引發變因改變的探究活動，並學習安排觀測的工作流程。 

2-2-4-2 觀察月亮東昇西落的情形，以及長期持續觀察月相，發現月相盈虧，具有週期性。 

3-2-0-3 相信現象的變化，都是由某些變因的改變所促成的。 

5-2-1-1 相信細心的觀察和多一層的詢問，常會有許多的新發現。 

5-2-1-2 能由探討活動獲得發現和新的認知，培養出信心及樂趣。 

5-2-1-3 對科學及科學學習的價值，持正向態度。 

6-2-2-2 養成運用相關器材、設備來完成自己構想作品的習慣。 

教學流程與教學說明 

3-1 月相怎樣變化 

1.引起動機 

想一想：在地面上觀測月亮，月亮看起來的形狀都一樣嗎？ 

→在天空中，月亮看起來的形狀會有不同的圓缺變化。（即使是同一天，月相仍是有變化的，

但因月相的變化是連續性，而同一天裡的變化不大，所以不易觀察出來。） 

2.發展活動 

說一說：你看過哪些不同的月相？ 

→引導學生思考是否看到的月相都是圓形的？月相會不會出現圓形以外的形狀？進而推

論：「不同日期看到的月相都不相同」。 

3.說明：我們看到天空有不同圓缺變化的月亮形狀，稱為月相。 

4.操作：月相變化順序。 

(1)畫一畫：你看過的月相。 

→可讓學生將看過的月相畫在紙上、黑板上或投影片上，來檢視學生對月相的認識有多

少，教師不必刻意要求學生的月相畫得準確，但必須提醒學生月相光亮部分的大小和

方向，簡單的以左、右區分光亮部分，辨別亮與暗哪一部分較大即可。此一經驗有助

於學生歸納月相變化的規律性。 

 
▲農曆初五：塗黑的部分在左邊，塗黃的部分在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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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十五：整個圓圈都是塗黃的部分。 

 

▲農曆二十六：塗黑的部分在右邊，塗黃的部分在左邊。

 

‧揭示：各種不同的月相圖片。 

→教師於課前準備數種月相圖片或利用課本第20、21頁上方月相照片，進行本活動。 

‧說一說：這些都是月相的圖片，與你畫的月相有什麼不同？ 

→透過讓學生比較月相，引起探索月相變化的學習興趣。同時也可以藉由本活動破除學

生對月相的迷思概念，例如有學生可能會以為有橄欖形或橢圓形的月相。 

(2)利用你畫的月相圖片，排列出月相可能的變化順序。 

→在做長期的月相觀測前，可讓學生先自由發表或利用月相圖片，按照自己所想的可能

變化順序排排看，教師不必強調正確性，但可鼓勵學生實地觀測來印證。 

5.說一說：怎麼知道自己排的順序對不對？ 

→教師可請學生將其預測的月相變化記錄下來，等實際觀測後再驗證自己的想法對不對。 

6.討論：用什麼方法可以知道一個月中，月相是怎樣變化的？ 

→教師應使學生了解長期觀測的重要性，知道藉由長期且連續的觀測，才能發現月相變化

的規律性，進而能盡力完成長期觀測月相的任務。 

7.教師說明「利用紀錄表長期觀測記錄月相的方法」。 

(1)先將預定要觀測月相的日期（包括國曆和農曆）填入紀錄表中。 

→教師可提醒學生，月亮每天出來的時間不太一樣，有時在大白天便能看到月亮，有時

卻得等到三更半夜才會出現。因此長期觀測月亮時，必須掌握月亮的出沒時刻，而每

天月出的時間約比前一天晚50分鐘左右。建議進行長期觀測時，應選擇在上弦月前後

～滿月時（農曆初七～農曆十五左右）觀測較佳，農曆十五之後月出時間越來越晚而

不易觀察。教師可指導學生自行上網查詢中央氣象局所提供的「月出月沒時刻表」得

知。 

(2)到陽臺、屋頂等空曠的地方觀察月亮。 

→指導學生選擇合適的觀測地點，並提醒其注意安全。 

→進行長期觀測時，若遇到天候不佳的狀況，教師可指導學生利用網際網路查詢月相變

化。 

(3)在紀錄表中，畫出當天的月相。 

→教師應提醒學生畫出月相時，要注意月相光亮的部分要朝正確方向，即農曆上半月，

光亮部分應朝右（西方），下半月時光亮部分則朝左（東方）。 

→教師指導學生月相畫法的技巧。 

8.操作：長期觀測並記錄月相。（指導觀測月相時參閱農曆日期） 

→長期觀測月相時，教師要隨時詢問學生的觀察記錄情形，適時給予指導或鼓勵，建議每

隔兩週略做討論再繼續進行觀測。教師可以鼓勵大家把每天觀察到的月相，用手繪或影



4 

印本書P.303附件一「一個月月相圖」讓學生黏貼在習作紀錄表中，如此有利於活動3-2整

理觀察結果的教學，或分組進行競賽活動，鼓勵學生踴躍參與。 

→每位學生記錄的月相可能會有前後一、兩天的差異，只要是合理的範圍，皆可接受。 

→完成1～2個月的月相觀察紀錄後，再進行活動3-2的教學。 

9.歸納： 

(1)不同日期，月亮看起來的形狀也不同。 

(2)藉由長期的觀測才能了解月相變化的規律性。 

(3)長期觀測月相變化要掌握觀察的時間和記錄的方法。 

 

3-2 月相觀測日記 

1.引起動機 

引言：哇！這是我們這兩個（或一個）月來辛苦的結晶，現在讓我們好好的來欣賞！ 

→完成長期觀測月相變化的紀錄，確實是件令人驕傲的事，教師可善加利用學生記錄的成

果來輔助教學並予以鼓勵。 

2.發展活動 

揭示：課本第22、23頁觀測兩個月的月相變化紀錄表。 

→若有學生的月相紀錄很完整，教師也可運用學生完成的紀錄表進行教學，讓學生更有成

就感。 

3.說一說： 

(1)從紀錄表中發現，月相會怎麼變化？ 

→引導學生觀察從農曆的月初到月末，月相從缺變成圓，再從圓變成缺的情形，以及滿

月的前後，月相有什麼不一樣。 

→從農曆每月月初開始，先出現彎彎細細、亮面在右邊（西方）的眉形月。隨著日期的

改變，月相光亮的部分會越來越大，最大會變成圓形，就是滿月。滿月之後，光亮的

部分又會逐漸縮小，慢慢的從滿月變成半圓月，再變成眉形月，這就是農曆每月的月

末了。所以，月相的圓缺變化有規律性。 

(2)和你之前排列的變化順序相同嗎？ 

→引導學生比較觀測結果與自己之前的預測是不是相同，讓學習充滿驚奇，以加深其印

象。 

(3)月相的變化具有什麼樣的規律性？ 

→較細心的學生也許在記錄的過程中就發現月相的變化是有規律的，教師可給予鼓勵，

並請其發表記錄的心得及觀察的發現，讓學生有機會表現自我特質。 

→教師也可利用課本第20、21頁上方的月相圖做歸納說明。 

4.說一說： 

(1)從這次滿月到下次滿月，大約相隔幾天？ 

→引導學生發現農曆的一個月和月相又出現相同形狀的時間是一樣的，也就是大約29～

30天，月相又會出現相同的形狀。 

(2)月相變化和紀錄表中的哪一項有關？ 

→教師指導學生觀察習作紀錄表，引導比較國曆日期、農曆日期與月相變化的關係。再

進一步察覺月相變化和農曆日期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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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向學生補充介紹月食的成因，引導學生認識月食與月相的成因不同。 

(3)紀錄表中「被雲遮住」和「下雨」的日期，可能是什麼月相？ 

→引導學生察覺月相變化與農曆日期有關，可以從農曆日期推測月相。 

①被雲遮住：農曆八月初四：眉月（與農曆九月初四相同）；農曆九月初八：上弦月（與

農曆八月初八相同）。 

②下雨：農曆八月初十：盈凸月（與農曆九月初十相同）；農曆九月二十六：殘月（與

農曆八月二十六相同）。 

→教師宜引導學生根據月相變化的規律性，畫出當天可能的月相。 

5.歸納： 

(1)月相的變化具有規律性。 

(2)大約每隔29～30天，就會出現相同的月相。 

(3)月相的變化和農曆日期有關。 

 

3-3 月相變化的規律性 

1.引起動機 

看一看：一個月的月相變化循環圖，你有什麼發現呢？ 

→引導學生整理月相變化的規律性。 

2.發展活動 

說一說： 

(1)一個月中，月相是怎樣變化的？ 

→從農曆月初到月底，月相由缺變圓，再由圓變缺；也就是由朔→眉月→上弦月→望→

下弦月→殘月→朔。 

(2)每個月的月相變化順序都一樣嗎？ 

→月相變化以農曆一個月為週期（大約29～30天），所以每個月的月相變化順序都一樣。 

(3)月相變化的週期有多長？ 

→大約每隔29～30天，會出現相同的月相。 

3.說明：月相變化具有規律性，大約每隔29至30天就會出現相同的月相，我們可以利用農曆日

期推測當天的月相。 

4.想一想：你可以根據看到的月相，判斷出當天的農曆日期嗎？ 

→教師引導學生歸納，月相變化與農曆日期的關係，並進一步察覺可由月相反推出農曆日

期。 

→從農曆月初開始，出現彎彎細細、亮面朝向右邊（西方）的眉月，接著亮面日漸變大，

到了農曆十五就是滿月（望）。之後，亮面從右邊日漸變小，變成亮面朝向左邊（東方）；

月相也慢慢變成殘月，直到農曆下個月初一看不見月亮（朔）。 

→只要預測的答案合理，教師都應給予鼓勵。 

5.閱讀「知識庫」：月相變化與農曆日期的關係。 

→教師引導學生分析中國民間歌謠中的月相變化。 

→歌謠中的「看不見」、「一根線」、「鐮刀月」、「月半邊」、「月團圓」、「見半圓」、「月難見」

等，都是形容月亮的光亮部分變化情形。 

→歌謠中的「一天更比一天胖」是說明農曆初二～十五期間，月相變化的規律性；「一天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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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一天瘦」則是說明農曆十五～二十八期間，月相變化的規律性。 

→農曆十七～十八之後，月亮在晚上7、8時左右才會升起，而且時間一天比一天晚。 

→教師可說明因為月相變化具有規律性，所以古代很多國家都依照月相變化的週期來制定

曆法，例如中國的「農曆」、印度的「印度曆」等，讓學生察覺不同的文化背景對曆法表

達方式的影響。 

6.歸納： 

(1)月相變化與農曆日期有關。 

(2)從農曆月初到月底，月相由缺變圓，再由圓變缺，大約以29～30天為週期，具有規律性。 

(3)每個月的月相變化順序都一樣。 

習作指導 

習作第8、9頁(配合活動3-2) 

〈指導說明〉 

教師指導學生記錄一個月的月相變化。 

〈參考答案〉 

五、 

依實際觀測情形記錄。 

 

習作第10、11頁(配合活動3-2) 

〈指導說明〉 

教師指導學生經由完整的觀測紀錄表，歸納月相變化的規律性，並發現月相變化與農曆日期

有關。 

〈參考答案〉 

六、 

1.○1  

2.○2  

 

習作第12、13頁(配合活動3-3) 

〈指導說明〉 

本題希望培養學生能根據月相反推農曆日期的能力，並用漫畫的呈現方式，提高學生學習的

興趣。 

〈參考答案〉 

七、 

智光在中秋節隔天出發，預定 20 天內回來，應為農曆九月初五。看月相就知道智光是在農曆

初五完成旅行，沒有遲到。（以上答案僅供參考） 

 

習作第14、15頁(配合活動3-3) 

〈指導說明〉 

教師指導學生歸納一個月月相變化的規律性。 

〈參考答案〉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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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1)○2  

(2)○1  

(3)由缺變圓，又由圓變缺。 

3.○2  

 

科學園地  月球的真實面貌 

〈指導說明〉 

藉由閱讀認識月球的表面有些地方暗、有些地方亮，且凹凸不平，並了解月球表面的亮、暗

與地形有關。 

〈動動腦〉 

1.○1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