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天中太陽位置變化 
領域/科目 自然科學 設計者 雲美雪 

實施年級 四 教學時間 2節 

活動名稱 一天中太陽位置變化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
習
表
現 

ti-Ⅱ-1能在指導下觀察日常生活現象的規律性，並

運用想像力與好奇心，了解及描述自然環境的現象。 

tr-Ⅱ-1能知道觀察、記錄所得自然現象的結果是有

其原因的，並依據習得的知識說明自己的想法。 

tm-Ⅱ-1能經由觀察自然界現象之間的關係，理解簡

單的概念模型，進而與其生活經驗連結。 

po-Ⅱ-1能從日常經驗、學習活動、自然環境，進行

觀察，進而能察覺問題。 

pe-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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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能觀察和記錄。 

pc-Ⅱ-2能利用簡單形式的口語、文字或圖畫等，表

達探究之過程、發現。 

ai-Ⅱ-1保持對自然現象的好奇心，透過不斷的探尋

和提問，常會有新發現。 

ai-Ⅱ-2透過探討自然與物質世界的規律性，感受發

現的樂趣。 

an-Ⅱ-1體會科學的探索都是由問題開始。 

總
綱
與
領
綱
之
核
心
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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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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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習
內
容 

INc-Ⅱ-1使用工具或自訂參考標準可量度與比較。 

INc-Ⅱ-4方向、距離可用以表示物體位置。 

INc-Ⅱ-10天空中天體有東升西落的現象，月亮有盈

虧的變化，星星則是有些亮有些暗。 

INd-Ⅱ-2物質或自然現象的改變情形，可以運用測

量的工具和方法得知。 

INe-Ⅱ-6光線以直線前進，反射時有一定的方向。 

 

融入議
題與其
實質內
涵 

●環境教育 

環 E14覺知人類生存與發展需要利用能源及資源，學習在生活中直接利用自然能源或自然

形式的物質。 

●戶外教育 

戶 E3善用五官的感知，培養眼、耳、鼻、舌、觸覺及心靈對環境感受的能力。 

教學設備

/資源 
實驗器材：手電筒、指北針。 

教學目標 

1.能藉由資料與實驗，知道光和影子的關係。 

2.能透過觀察與實驗，知道太陽在一天中會有東升西落的現象。 

3.能透過實驗與資料整理，建立太陽升落的模型概念。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教學檢核 
教學

成果 

引起動機 

提問 

  一、生活中哪些情況可以看到影子？光

和影 子有什麼關係？ 

引導學生從實際觀察、透過課本情境

圖對話發現，提出生活中可以看見影

子的情況，和同學說明、分享。 

   

二、透過日常生活中的觀察，探究影子產

生的原因 

 

1.影片：陽光下物體的影子產生 

2.引導學生根據實際觀察或利用課本

情境圖提出疑問：光遇到不透明的物體

阻擋時，會發生什麼情形？ 

  3. 實驗：進行實驗，觀察物體阻擋光 

的行進路徑。 

4.  

三、實驗結果與討論：針對實驗內容與結

果進行討論。 

1.討論 

⑴光沒有被物體阻擋時，會不會形成影

子？→不會。 

⑵光、物體、影子的關係是什麼？ 

→當光從物體的一側照射，會在物體

的另一側形成影子。 

2.實驗結果 

⑴光遇到不透明的物體時，會被阻擋

而形成影子。 

⑵光從物體的一側照射，影子會在物

體的另一側。 

⑶物體位置不改變，當改變光源的位

置時，物體的影子位置也會改變。 

 

              第一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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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藉由視覺及生活經驗發表他

觀察影子的經驗，例如上午的自己影

子和皮影戲表演，並把觀察記錄在習

作上和全班討論。 

 

 

●學生能藉由影片知悉影子的基本知

識。 

 

 

 

 

 

 

 

●學生能藉由影片和實驗操作認識光

的直線前進的現象與影子的形成並與

全班討論。 

 

 

●進行「物體阻擋光的行進路徑」實

驗，觀察並將結果記錄在習作中。 

 

 

 

●學生能將課文重點畫記，並將討論

內容整理：1.光是直線前進 2.光被不

透明物體阻擋時，會在物體後方形成

影子。 

 

●將結果整理記錄於習作並和全班分

享 

 

 

 

 

 

 

 

 

 

 

 

 

 

 

 

 

 

 

 

 



引起動機 

提問 

一、如何觀察太陽的位置變化？ 

1.教師提問學生思考該如何觀察太陽

在一天中的位置變化，並引導學生思

考太陽的陽光過強，不能直視太陽觀

察，因此需要找出能反推太陽位置的

方式。 

引導 

影片：在課中觀看101科學教室-太陽

小影片，使學生認知太陽屬於恆星(會

發光發熱)，並將重點劃記在課本中。 

 

二、透過日常生活中的觀察，探究不同時

間太陽和物體影子有哪些變化？ 

  1.引導學生從實際觀察、課本情境圖

對話發現，太陽每天出現的時間、位

置都有所不同，教師教學提問建議如

下： 

⑴面向太陽時，影子在哪個位置？ 

⑵一天中影子長度會有變化嗎？ 

⑶影子比身高長時，太陽在哪個位

置？ 

 

三、實驗結果與討論：針對實驗內容與結

果進行討論。 

⑴觀察不同時間太陽與物體影子位置

的變化，所以在戶外進行「太陽與物

體影子位置」實驗，並請學生課後於

上午、下午時間各觀測一次。 

  ⑵指導學生操作指北針 

(3)根據實驗結果發現一天中太陽的位

置會隨著時間而改變。 

1.討論 

⑴為什麼同一天的上午和下午都要觀

測呢？ 

→因為要觀察不同時間太陽的位置

變化，所以上午與下午至少要各觀

測一次。 

⑵太陽移動和影子的方位改變有什麼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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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藉由視覺及生活經驗發表他

觀察太陽位置變化的經驗，例如上午

的太陽和下午的太陽位置不相同，並

把觀察記錄在習作上和全班討論。 

 

 

 

 

●學生能藉由影片知悉太陽的基本知

識。 

 

 

 

 

 

 

●學生能藉由課本、影片和實驗操作

觀察影子位置變化與太陽位置變化有

密切關係，進而說出太陽與影子的位

置相反。 

 

 

●學生能藉由指北針盤面上的方位，

找出物體影子和太陽的方位。 

 

 

 

●進行「一天中太陽的位置變化」實

驗，觀察並將結果記錄在習作中。將

結果整理記錄於習作並和全班分享 

 

●學生能將課文重點畫記，並將討論

內容整理：1.太陽在一天中會有位置

變化，影子在一天中也會有位置變

化。2.影子與太陽位置相反，上午太

陽在東南方，影子在西北方 3.影子在

一天中會有長短不同變化，中午時影

子最短。 

 

 

 



→根據課本中圖表所示，太陽上午會

在東南方，下午會在西南方，影子

與太陽方位相反，因此上午在西北

方，下午在東北方。 

2.實驗結果 

  根據實驗結果發現一天中太陽與影

子的位置會隨著時間而改變，上午太

陽從東方升起，影子較長；中午影子

最短；下午太陽從西方落下，影子比

中午時長。 

 

第二節結束 

＊評量基準 

以光是直線前進的概念解釋影子形成的原因。  

1. 光是直線行進的，若遇阻礙形成影子，影子和陽光分別在物體直線方向的兩側。 

用影子觀測太陽的位置  

1.從手電筒模擬太陽的實驗中，可以發現影子的方位和光源的位置方向相反。  

2.光源和地面的高度角愈大時，影子長度愈短；光源和地面的高度角愈小時，影子長度愈長。 

觀測太陽的位置  

1.的長短可以知道太陽的高度角高低，從影子的方位推知太陽的方位。 

 

＊自我尚待精進的部分  

1.時間上若許可，加以整理學生不懂的概念，使自己教學上聚焦，也可以精進課程品質） 

2.可以針對學習較弱的孩子，挑選適合的評分方式  



3.簿本檢討方式及完成率的提升，指導容易錯誤的區塊，引導學生思考，並更正錯誤。 

 

＊教學心得 

透過生活實例引導學生觀測影子的產生，及影子位置變化與太陽位置變化的關係，透過實驗，讓學

生了解光源照到物體後，光線會被遮擋住而在物體的另一側形成影子。以及發現一天中太陽會從東

方升起，中午在南方，下午由西方落下。學生在方位觀念並不熟悉，透過指北針操作引導學生找到

正確方位，並觀察影子與太陽的方位變化。利用教具教學強化太陽與影子位置變化概念，讓學生可

以透過實務操作，引發學習興趣與建立正確觀念。 

 

＊教學省思及目標:  

1.透過實驗提升學習的專注力與學習興趣  

2.提升學習的學習理解與練題速度 

3.透過個別課後互動，縮小學生的學習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