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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科目 自然 設計者 林瑞堂 

實施年級 五 總節數 8節，320分鐘 

單元名稱 
1.璀璨的星空 

1-2 一起觀星星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Tr-Ⅱ-1 能知道觀察、記錄所得

自然現象的的結果是有其原因

的，並依據習得的知識，說明自

己的想法。 

tc-Ⅱ-1 能簡單分辨或分類所觀

察到的自然科學現象。 

ah-Ⅱ-2 透過有系統的分類與表

達方式，與他人溝通自己的想法

與發現。 

核心 

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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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能運用好奇心及 想像能力，從

觀 察、閱讀、思考所 得的資

訊或數據 中，提出適合科學 

探究的問題或解 釋資料，並能

依據 已知的科學知識、 科學

概念及探索科學的方法去想 

像可能發生的事 情，以及理解

科學 事實會有不同的 論點、

證據或解釋方式。 

學習內容 

INc-Ⅲ-14 四季星空會有所不同。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能將課程中學習到的知識，應用在觀星活動中。 

所融入之

學習重點 

生涯發展教育 

資訊教育 

與其他領域/科目

的連結 

數學科的角度測量 

 

教材來源 翰林五下自然課本 

教學設備/資源 教用版電子教科書 

學習目標 

1. 認識星座盤，以及星星的方位和高度角。 

2. 透過實際操作，學會使用星座盤。 

3. 操作星座盤，了解星星在一天中的運行規則。 

4. 操作星座盤，了解星星在一年中的運行規則。 

5. 認識四季星空及主要亮星。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活動一︰星座盤的基本操作 

1. 引起動機 

1-1 展示星座盤，詢問星座盤有什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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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問答 

 



溪湖國小教師公開授課教學活動設計表 

 

 

2 

˙ 準備星座盤，也可於課前通知學生在家先行準備星座盤，並帶至

課堂上。 

˙ 學生自由發表，例如：看星星、尋找星座和辨識星星等。 

2. 說明 

2-1 星座盤是觀察星星的簡便工具。 

3. 提問 

3-1 現在讓我們來觀察手上的星座盤，看看星座盤上有什麼標示？ 

˙ 務必讓每位學生都能操作到星座盤。 

˙ 先讓學生做靜態的星座盤面觀察，不必旋轉星座盤。引導學生觀

察星座盤盤面的圖示及文字，例如：日期、時間、北極星、星等

和星團等，教師可以不必說明，先讓學生自行發現，並且表達出

來。 

4. 說明 

4-1 星座盤上的時間、中空的橢圓形、地平線、方位、星等、星點 大小

等標示及文字。 

˙ 將學生發表的項目板書在黑板上，再指導全班共同觀看，並進行

解說。 

˙ 時間：只有標示傍晚以後至清晨的時間。 

˙ 中空的橢圓形：為可以看見的星空範圍，但會因所處地方而有不

同。 

˙ 星點大小：愈亮的星星，星點會較大。 

˙ 地平線：愈是空曠的地方，所看見的星空範圍愈是接近地平線，

也就是能看見的範圍愈大；如果是在四周很多阻擋物的地方觀

星，地平線附近的建築物會擋住許多星空，所能見到的星空範圍

也就愈小。 

˙ 方位：教師可以引導學生觀察星座盤面上的方位有哪裡不一樣？

詢問如何才能使盤面上的方位變成熟悉的方位排列方式。由此讓

學生知道星座盤上的方位是為了高舉觀測而設計的。 

˙ 高度角透明片：與星座盤結合，可以得知星星的高度角。 

4-2 請學生旋轉星座盤，發現了什麼呢？ 

˙ 自由發表。例如：中間的星星和星座會轉動、星星有時會被星座

盤下方擋住。 

˙ 學生若能發現「星座盤旋轉的中心點標示著北極星，所有的星星

都是繞著它旋轉」此現象，教師可以粗略引導觀察，但不必強調

及介紹。 

4-3 認識了星座盤，現在讓我們來試試今晚可以看見什麼星座？ 

˙ 教師可以利用十二星座中，有哪幾個會出現在今晚的夜空，來引

起學生學習的興致。 

5. 操作 

 

 

 

10 

 

20 

 

 

 

 

 

 

40 

 

 

 

 

 

 

 

 

 

 

 

 

 

 

 

 

 

 

 

 

 

 

 

 

 

30 

 

 

 

課堂問答 

 

課堂問答 

 

 

 

 

 

 

課堂問答 

 

 

 

 

 

 

 

 

 

 

 

 

 

 

 

 

 

 

 

 

 

 

 

 

 

實驗操作 



溪湖國小教師公開授課教學活動設計表 

 

 

3 

5-1 進行「使用星座盤尋找星星」的活動。 

˙ 依照課本所列的步驟，一項一項確實操作。 

˙ 高舉星座盤後，提醒學生此時星座盤上的方位，就是實際的方

位；星座盤上所呈現的星空，就是當時的星空。 

5-2 操作星座盤，找一找今天晚上 8 時的東北方天空可以看見什麼星座

呢？ 

˙ 以實際觀察為主。教師可以依序調整時間，詢問在不同方位可以

看見的星星，以便確實掌握每一位學生都會操作且懂得觀察星座

盤面上的訊息。 

 

 

 

 

 

 

 

觀察記錄 

 

 

 

 

 

 

活動二︰星星的運行（一天） 

1. 提問 

1-1 一天中，星星在天空中的位置會隨著時間而改變嗎？ 

˙ 讓學生自由發表後，再利用星座盤來進行求證，加深學生概念的

建立。 

2. 操作 

2-1 進行「觀察星星一天中的位置變化」活動。 

˙ 教師先讓學生依序步驟操作與觀察，熟悉之後，再使用透明片或

描圖紙畫記以完成習作。 

˙ 若使用透明片畫記，需於課前先請學生攜帶細字油性筆，筆頭愈

細愈好。另外要準備酒精和棉花（衛生紙），可以將油性筆畫錯

的部分擦拭掉。 

˙ 提醒學生以星點較單純的星座為觀察對象，避免不同時間的星點

重疊，不易觀察。 

˙ 提醒學生應注意時刻及方位。 

˙ 引導學生觀察星座的位置及形狀是否改變。 

˙ 提醒學生注意方位，並指導學生能看出星座是由東向西移動。  

3. 討論 

3-1 同一個夜晚，隨著觀察時間的不同，星星的位置改變了嗎？它是怎樣

移動的？ 

˙ 同一夜晚，星星的位置會改變。星星會由東方升起，隨著時間的

改變，慢慢往西方移動，然後落至地平線下。 

3-2 在不同的時間觀察星座，星座的形狀會改變嗎？ 

˙ 隨著時間經過，星星和星座從東方向西方移動，且星座的形狀並

沒有改變。 

˙ 引導學生進一步觀察東方有些星星升起，有些星星從西方落至地

平線下方而看不見。建立一天中不同時間所能看見的星星不太相

同的概念。 

˙ 同一地區，隨著觀察時間可以發現星星的位置會改變，但星座的

形狀是不會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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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想一想，星星移動位置的情形和太陽、月亮一樣嗎？ 

˙ 一樣，都具有東升西落的規律現象。 

4. 說明 

4-1 星軌是星星移動的軌跡。 

˙ 連續拍攝星星在一段時間內的移動情形，就會形成一道道的軌

跡。如果以北極星為中心點拍攝，則會形成無數個同心圓。 

5. 歸納 

5-1 教師總結歸納。 

˙ 在一天中隨著觀察時間的不同，星星的位置會由東向西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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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問答 

 

 

 

紙筆評量 

習作評量 

活動三︰星星的運行（一年） 

1. 提問 

1-1 在同一天中隨著觀察時間的不同，星星的位置會移動，且觀察 到的

星空也會不同，在不同季節的夜晚，天空中出現的星星也會不同嗎？ 

˙ 不用操作星座盤，直接觀察課本的圖片，引導學生觀察亮星位置

及分布情形。體會不同日期、相同時間在同一方向所觀察到的星

空並不相同。 

2. 操作 

2-1 進行「星星在不同日期的位置變化」活動。 

˙ 請學生依照步驟操作觀察。教師可以依照課本從 2 月分開始，也

可以依照上課時的日期開始進行觀察，讓學習和生活更貼近。 

˙ 比較星空差異時，提醒學生著重在某一星座的位置改變情形，及

東方地平線是否出現新的星座，西方地平線是否有星座已落下消

失等，進行聚焦觀察討論。 

3. 討論 

3-1 在一年中，每天晚上在相同的時間、相同方向，可以觀察到的星星一

樣嗎？ 

˙ 不一樣，觀察星空時，除了受到觀察時刻和位置的影響之外，不

同日期所能觀察到的星空也不太一樣。因為地球在公轉軌道上不

斷的變換位置，所以並不是每一天都可以看見一樣的星座。 

3-2 隨著觀測月分的改變，星星的位置是如何移動的呢？ 

˙ 由東方往西方移動。 

4. 歸納 

4-1 教師總結歸納。 

˙ 星星的位置會隨著觀測時間及日期而改變。 

˙ 星星的移動有一定的規律性。 

 

5. 提問 

5-1 到戶外觀星時，要挑選適合的地點、天氣及時間，更需要星座盤的輔

助。還有其他要準備的物品嗎？要注意些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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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引導學生思考夜晚觀星的環境因素，例如：氣溫、光線等，

再歸納出要準備的物品及注意事項。 

˙ 手電筒、指北針、手錶、望遠鏡、筆記本、禦寒衣物等，而且一

定要有大人陪同。 

˙ 手電筒需罩上紅色玻璃紙，以減少光害。 

活動四︰四季星空 

1. 引起動機 

1-1 在不同的季節裡，有哪些星星是比較容易看見的？ 

˙ 引導學生觀察四季星空圖，進而發覺有些星星比較亮，可以作為

辨識標的。 

˙ 指導學生利用星座盤進行觀察。 

2. 提問 

2-1 說說看，春季大三角是哪三個亮星？又是由哪些星座組成？ 

˙ 「春季大三角」由五帝座一、角宿一及大角星所形成。另外，也

容易觀察到北斗七星。 

2-2 說說看，夏季大三角是哪三個亮星？又是由哪些星座組成？ 

˙ 夏季是整年度裡銀河最燦爛的時候，「夏季大三角」則是尋找夏

季星座的主要關鍵。天琴座的織女星、天鷹座的牛郎星與天鵝座

的天津四共同組成了夏季大三角。另外，也容易觀察到北斗七星。 

2-3 說說看，秋季四邊形是哪四個亮星？又是由哪些星座組成？ 

˙ 秋季是亮星最少的季節。由仙女座的壁宿二，飛馬座的壁宿一、

室宿一及室宿二所組成的「秋季四邊形」，雖然亮度只有 2～3 等，

但是在亮星不多的秋夜中，仍然是相當醒目的。另外，也容易觀

察到仙后座。 

2-4 說說看，冬季大三角是哪三個亮星？又是由哪些星座組成？ 

˙ 冬季是亮星最多的季節。大犬座的天狼星是全天空最亮的一顆

星，它和獵戶座的參宿四、小犬座的南河三組成「冬季大三角」。

另外，也容易觀察到仙后座。 

3. 歸納 

3-1 教師總結歸納。 

˙ 不同季節有不同的亮星，看到的星星也不太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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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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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筆評量 

口頭評量 

試教成果：（非必要項目） 

學生經由講解和動手操作，已可藉由星座盤找出星座，對觀察天文有很大幫助。 

參考資料：（若有請列出） 

無 

附錄：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