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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節快到了，老師們，準備好帶學生賞月了嗎？ 

月亮東升西落、以及月相的變化都具有規律性，這些非常簡單易懂的自然現象；教學上，這也是十二年國

教自然領綱也明文列出的學習內容（參照自然領綱 INc-II-10 與其學習內容說明），但實際上月相變化要

怎麼教、怎麼學呢？ 

蓋編還是要強調戶外觀察的重要性，儘管我相信有許多老師對於戶外觀察感到害怕，理由可能圍繞在「我

本來就不是理科背景的」、「我以前地科沒學好」、或是「這會佔掉很多上課時間」等。或許蓋編可以在

此先帶大家解除一點心魔。 

解除心魔：月相觀察沒有那麼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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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沒有背景」這件事，在國小自然科教學很常出現，畢竟國小的教師比較偏向通才，不一定會是相關

科系的老師教相關的課。但國小科學的原則很簡單：「先觀察、描述事實、再提出觀點」。月相變化這件

事只要肯花時間紮實觀察、統整歸納，學生一定能夠找出「月亮越來越圓然後又漸漸消失」、以及「月亮

每天都比前一天晚幾分鐘出現」等事實，而這些其實也就是國小月亮單元教學最基本的重點。觀點的部分

其實已經是國高中才要學的了。 

當然，國小自然課本通常仍會放上整個日月地的相對位置與月相、介紹每種月相的名字…但記住名字真的

那麼重要嗎？（這沒有一定答案，但值得思考，反過來也可以問，國小不能教月相圖嗎？）若我們可以接

受一般科學的歷程會經過剛剛提到的「先講事實再講觀點」，並記住科學的學習是國小、國高中、至高等

教育串連的學習，那麼國小教不教解釋（觀點）就一點也不重要了。也就是說至少國小階段，不用急著跟

學生說明月相變化的原因，而只要確保學生能藉由觀察、歸納出月亮變化的規律即可。 

再來有關「占用上課時間」這件事，也會與教學上的取捨有關。若老師主要將上課時間用在傳授「科學知

識」，加上老師本身背景知識足夠，相信一定可以淘淘不絕說不完。但如果回歸課綱，僅專注在「規律性」

這件事，那老師就會多出更多時間在「觀察」了。甚至可以的話，利用下課時間讓學生短短觀察五分鐘也

是一種方法。（可以用派下課任務等方式，督促學生使用課餘時間做觀察。）總之，剛剛這幾個理由的解

方都是要老師反思「你在教學上所注重的是什麼」？ 

實作教學一：方位與仰角 

回歸正題，如果要帶學生觀察月亮在天空中的位置，以及觀察月相的變化，實際上要怎麼做呢？首先要記

得，天上星體的位置需包含「方位」與「仰角」這兩個要素，要得到這兩項資料就要學習羅盤與仰角觀測

器的使用。可以大膽花下兩節課的時間進行以下步驟： 

1. 先帶學生操作羅盤與仰角觀測器、並且立即出題檢測學生是否會用（記得是實作測驗，而非紙筆

測驗） 

2. 事前先挑選學校幾個標的物作為題目，並記錄這些標的物從某處觀測時的方位與仰角 

3. 出題給學生，讓學生在下課結束前完成上述標的物的觀測作業 

4. 最後花一節課時間讓學生報告結果，檢測學生是否真的能順順的使用工具，並再次收尾 

蓋編想再叮嚀一件事：千萬不要再教學生「東西南北」這個口訣！東與西、南與北是彼此相對的方向，可

是你無法知道它們實際上的相對方位在哪，因為這其中還差了一個準則。蓋編建議以某個方向為基準，接

著順時針或逆時針將方位記下來才是能真正建立方向感的作法，例如我都會說「東南西北」，這是以東為

基準、順時針方向排列的方位。若不考慮順時針或逆時針，很可能會出現東西、或南北兩方向錯誤導致的

狀況。（圖一） 



 

圖一、方位標示的可能錯誤。左圖是正確的方位配置，以順時針方向「東南西北」記憶四個方位。但若只

有記「東西南北」口訣，而沒有其他方位依準，很可能會出現右圖的錯誤。 

實作教學二：月亮觀測 

再來就是月亮的觀測啦。最理想的步驟還是跟前面類似，先是老師帶學生一起觀測，然後才是出作業讓學

生自己精熟。要能在白天帶學生一同觀察月亮，老師就必須對當天月亮出沒的時間要很清楚，這可以參考

另一篇文章<蓋瑞王的自然教室＿奇妙的月亮>，其中有詳盡的月相變化的解釋。除此之外，善用中央氣

象局的網站的資料也能讓你更清楚月亮升落的時間與方位。 

點開網站中「知識與天文」子項目（圖二），若是事前備課，想知道那一陣子月相變化的狀況，可以看「每

月星象」（圖三），當天再次確認月初月落時間，就可以看「每日天文」中的資料（圖四）。 

最理想的狀況，就是要求學生至少觀察完整一個月的月相，而且所謂「一個月」的天數應盡量扣除天氣不

佳的狀況（畢竟秋季教學時很常遇到颱風攪局，雲會干擾學生的歸納結果），也就是說如果原本要求學生

紀錄九月每天的月相，但其中可能有七天的時間因為都是陰天看不到月亮，那麼老師或許可以再將觀月任

務往後延一個禮拜。另外要記得將觀月時間（盡量固定每天同一時間觀察，減少變因）、月相、月亮的位

置等資料記下來，才能知道學生究竟是否有精熟觀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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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中央氣象局網頁。點入紅框處兩項，分別會出現圖三與圖四的頁面。 

  

 

圖三、「每月星象」子網頁可以看到當月月相圖。 

  



 

圖四、「每日天文」子網頁可以看到星體每日出沒時間。 

  

月相變化規律小檢核：善用氣象局資料 

最後可以幫學生做個小檢測，確認他們是否抓到「月相規律變化」的感覺了。你可以下載幾個月的月相圖

下來（位置在「資料」–> 「天文資料下載」 –> 「月相圖」，可下載整年份）（圖五、六），選幾個月

份的圖檔、把其中幾日挖空（圖七）讓學生畫上「理論上」的月相。國小生的話可以善用一般出版社會提

供的月相貼紙，讓學生直接貼上去。你可能發現學生會把月亮的亮暗面畫反或貼反！若真的發生了這件事，

老師你覺得這代表學生出現什麼迷思呢？ 

 



圖五、月相圖 PDF下載區為在「天文資料下載」子網頁。 

 

圖六、整年的月相圖壓縮檔下載區為紅框所示。 

  



 

圖七、月相圖某幾天挖空讓學生填空，可檢視學生是否抓出月相變化的規律。 

  

蓋編一直覺得，地球科學相關的課程，最好的教學就是到戶外觀察、體驗，學生對自然的敏銳度有培養起

來，那後續就會更好教學。當然相對的，老師們要辛苦點，事前多做一些功課囉。看完了這篇後，就換你

試做看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