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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國民中小學「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設計案例表件 

一、課程設計原則與教學理念說明（請簡要敘明） 
    在上一個小節裡，學生學習到觀測月亮的方法（方位與高度角），也了解到一個月的月

相會有盈虧循環變化。古人依月相的變化有規律的循環而制定了農曆。因此可以從農曆的日

期推論出當天的月相。本導學案依此設計讓學生分組學習推論得知在某個農曆月份裡之每一

天的月相。經由組間互學了解農曆每個月固定的某日會出現相同的月相，如每月的十五都會

出現月圓的月相。 

二、教學活動設計 

 （一）單元 

領域科目 自然科學 設計者 曾家鈺 

單元名稱 
1 閃亮的天空 
1-3 月相的變化 

總節數 
共 3 節，120 分鐘 

教材來源 
□教科書（□康軒■翰林□南一□其他      ） 

□改編教科書（□康軒□翰林□南一□其他      ） 

□自編（說明：） 

學習階段 

□第一學習階段 （國小一、二年級） 

■第二學習階段 （國小三、四年級） 

□第三學習階段 （國小五、六年級） 

□第四學習階段 （國中七、八、九年級） 

實施年級 四年級 

學生學習 
經驗分析 

1. 在陽光下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早上和傍晚的影子方向不一樣 

2. 日出後天色會變亮，日落後會變暗，夜晚和白天的景色不同 

設計依據 

學科價值定位 知道月相有盈虧的變化 

領域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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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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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II-2 能從得到的資訊或數據，形成解釋、得到解答、解決問題。

並能將自己的探究結果和他人的結果（例如：來自老師）相比較，檢

查是否相近。 

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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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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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標 
推論不同日期的月相盈虧變化情形，了解農曆每個月固定的某日會出

現相同的月相。 

核心素養呼應說明 
B 溝通互動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無 

融入單元 無 

與他領域／科目連結 無 
教學設備／資源 電子教科書、因材網、平板電腦、教學影片 

參考資料 中央氣象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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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規劃節次（請自行設定節次，可自行調整格式） 

節次規劃說明 
選定節次 

（請打勾） 
單元節次 

教學活動安排簡要說明 

 1 第 一 節課 認識月相 

 2 第 二 節課 月相變化的規則-觀察 

V 3 第 三 節課 月相變化的規則-統整 

 （三）各節教案（授課節次請撰寫詳案，其餘各節可簡案呈現） 

教學活動規劃說明 
選定節次 第三節 授課時間 40 分鐘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檢核／備

註 
課前自學 20 分鐘 

學生觀看因材網教學影片(2 支影片，共約 15 分鐘。)，記錄單元

學習重點。完成影片觀看後自行進行因材網練習題。 

（1）INc-Ⅱ-10-04 月亮變變變 

（2）INc-Ⅱ-10-05 月相變化 

20 分鐘 

教師從因材網

掌握學生的影

片觀看進度及

練習題作答成

效。 

三、引起動機: 

各組看完教師指定影片與練習題。教師展示因材網學生練習

題結果讓學生看看大家答對的狀況，說明學生錯誤的原因，

並說明本節課學習重點。 

二、發展活動 

(一)觀察 

1.月亮在天空中的形狀會有所不同，想一想，如何知道不同天的

月相變化呢？ 

•引導學生說出元宵節、中元節、中秋節都是滿月（月亮圓的）。 

•引導學生說出這些節日都是農曆 15 日。 

•引導學生說出滿月前後，月亮的形狀不太圓。 

•月相的變化應該有規律性。 

•介紹「農曆與月相」，引導學生發現月相與農曆間的關係。 

•鼓勵同學長時間觀察月相，尋找月相的週期性變化。 

(二)實作活動 

1.想一想，有什麼方法可以知道月相改變的規律性呢？ 

•引導學生說出可以查詢資料或實際觀察。 

• 引導學生說出實際觀測時，需考慮是否能看到月亮。（如：月

亮和太陽同時出現、月亮在天空的時間是晚上睡覺的時間、天氣

狀況不佳等） 

2.小組完成習作 9~11 頁並發表 

四、總結活動 

•教師請學生再次學生比較不同日期的月相。並說明判斷方式。 

•安排 KAHOOT:月相活動，讓學生再次思考月相與農曆日期的對

應。 

•安排課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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