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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福興鄉大興國民小學教案設計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 五年級 科目：自然與生活科技  

 

 

領域科目 自然與生活科技（六） 設計者 吳御邦 

單元名稱 第一單元 星星的世界 共備教師 林仁才 老師 

教學年級 五年甲班 授課日期 111.03.16（三） 

教學節數 1節（共 3節） 授課地點 五甲教室 

設計理念 讓學生瞭解星空以及如何在星空中找尋星座的知識學習。 

學生先備知識 

1.了解方位和高度角組合成座標，以確定星星在星空中的位置。 

2.經由操作星座盤，藉助想像力和方向感，學會如何辨識星星和星座。 

3.經由操作星座盤，察覺星星和星座會做規律性的運動。 

核心素養 

總綱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自-E-A1 能運用五官，敏銳的觀察周遭環境，保持好奇心、想像力持

續探索自然。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自-E-C2 透過探索科學的合作學習，培養與同儕溝通表達、團隊合作

及和諧相處的能力。 

領綱 

自-E-A1 能運用五官，敏銳的觀察周遭環境，保持好奇心、想像力持

續探索自然。 

自-E-B1 能分析比較、製作圖表、運用簡單數學等方法，整理已有的

自然科學資訊或數據，並利用較簡單形式的口語、文字、影像、繪圖

或實物、科學名詞、數學公式、模型等，表達探究之過程、發現或成

果。 

自-E-B3 透過五官知覺觀察周遭環境的動植物與自然現象，知道如何

欣賞美的事物。 

自-E-C1培養愛護自然、珍愛生命、惜取資源的關懷心與行動力。 

自-E-C2 透過探索科學的合作學習，培養與同儕溝通表達、團隊合作

及和諧相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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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習 

重 

點 

學習表現 

ti-Ⅲ-1能運用好奇心察覺日常生活現象的規律性會因為某些改變而

產生差異，並能依據已知的科學識科學方法想像可能發生的事情，以

察覺不同的方法，也常能做出不同的成品。 

tr-Ⅲ-1 能將自己及他人所觀察、記錄與習自然現象與習得的知識互

相連結，察覺彼此間的關係，並提出自己的想法及知道與他人的差異。 

tm-Ⅲ-1能經由提問、觀察及實驗等歷程，探索自然界現象之間的關

係，建立簡單的概念模型，並理解到有不同模型的存在。 

pe-Ⅲ-2 能正確安全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物品、器材儀器、科技設備

及資源。能進行客觀的質性觀察或數值量測並詳實記錄。 

學習內容 

INc-Ⅲ-1生活及探究中常用的測量工具和方法。 

INc-Ⅲ-14四季星空會有所不同。 

INf-Ⅲ-3自然界生物的特徵與原理在人類生活上的應用。 

表現任務 

(學習評量) 
專心聆聽、口語發表、態度檢核、實驗結果發表、學習單的填寫 

結合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 

性 E6了解圖像、語言與文字的性別意涵，使用平等的語言與文字進行溝通。 

教學資源 ●星座盤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學資源 

【1-3】利用星座盤看星座 

◆利用星座盤，學習星座盤上標示的意義。（一節課） 

1. 因為星星、星座的相對位置看起來是固定的，所以人們將看到的星星

和星座繪製成星圖，並配合星座出現的時間製作成星座盤，大多數人

使用星座盤來認識天空的星星、星座。 

2. 仔細觀察星座盤，你在盤面上發現了什麼？ 

→(1)可以在透明窗中看到代表星星的星點。 

(2)在透明窗外圍看到一圈代表地平線的圓弧，上面還有標示方位。 

(3)在星座盤外圍有一圈時間的標示。 

(4)有一個可以轉動的轉盤，轉盤上有標示月分和日期。 

3. 星座盤上畫著我們仰頭所看到的星空，它將立體的天空轉為平面，方

便使用者進行觀察辨認星星及星座。 

4. 星座盤上的星星標示有什麼不同？ 

→標示的顏色和大小有不同。 

5. 這些標示的大小和顏色不同的圓點代表什麼？ 

→表示星等的不同。 

6. 什麼是星等呢？ 

→天空中的星星看起來也和星座盤上一樣有的亮、有的暗，因此古代

天文學家將肉眼可以看見最亮的星星列為一等星，再依序分為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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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可以看到最暗的是六等星，這種不考慮星星大小、遠近和

距離的因素，只用肉眼所見的亮度分級的稱為「目視星等」。 

7. 因此星座盤上的星等表示什麼？ 

→只是用來表示星星亮度，並不是代表星星實際的體積大小。 

8. 星座盤要怎麼使用呢？以三月八日晚上七時為例，依課本第14頁之圖

說教導學生學習如何找出某月、某日、某時之星空。 

→（實際操作星座盤） 

(1)先在蓋盤上找到晚上七時。 

(2)慢慢轉動底盤，直到使三月八日的位置與蓋盤上晚上七時的位置

對準，再用手壓住。 

(3)完成上述步驟後，此時星座盤上橢圓形透明視窗所顯示的星空，

就是三月八日晚上七時可以在空中觀察到的星空。 

9. 使用時星座盤要蓋上蓋盤，核對月分、日期、時刻。星座盤會告訴我

們哪些資訊？ 

→(1)每天晚上每個時間，天空中有哪些星星。 

(2)每顆星星每天在天空的位置。 

10. 看看星座盤蓋盤上的透明視窗，透明視窗上有許多標示，這些標示代

表什麼意義呢？ 

→(1)星座盤的透明視窗上，有一圈一圈的封閉橢圓曲線，最外圈是高

度角0度，橢圓曲線中央的點是高度角90度。 

(2)星座盤的透明視窗上，由高度角90度的位置向四周延伸出來的虛

線是方位，有東、南、西、北等。 

11. (1)看看星座盤的透明視窗比對課本第15頁的立體天空模型圖，地平

線代表的是什麼意思？ 

(2)星座盤上的哪個位置代表地平線？ 

(3)天頂代表什麼意思？星座盤上的天頂在哪裡？ 

→(1)地平線是立體天空模型中央的觀測者向四周水平觀測到的視

線，在水平線上有東、南、西、北等方位。 

(2)全天星座盤的透明視窗上，最外圈高度角0度的橢圓曲線就是地

平線。 

(3)天頂是指觀測者頭頂正上方，高度角90度的位置全天星象盤透明

視窗中央，高度角90度中心點就是天頂。 

12. 仰望星空時，我們能夠看出星星的方位和高度角，但是看不出星星和

我們的距離。星星雖然有的近、有的遠，卻好像都在一個球面上。因

此，天空看起來像一個大圓頂，罩在我們的頭頂上。 

→（學生仔細聆聽。） 

13. 對初學者來說，要觀測星空前，可以由預習星座盤的使用方法做起。 

◆課本第15頁討論問題： 

․先將星座盤轉到三月八日晚上七時，觀察星座盤的透明視窗： 

1. 北極星大約在北方高度角幾度的位置？ 

→北極星的位置大約在北方23.5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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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南方偏西南，高度角約60度的位置，看到什麼星座？ 

→（依三月八日晚上七時回答。）獵戶座。 

 

3. 找一找，仙后座大約在什麼方位？高度角大約多少？ 

→（依三月八日晚上七時回答。）仙后座的方位約在西北方，高度角

大約25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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