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領域/科目 自然科學 設計者 顏士喬 

實施年級 五上 教學時間 40分鐘 

單元名稱 太陽與光 

活動名稱 太陽在天空中的位置變化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
習
表
現 

pa-Ⅲ-2能從（所得的）資訊或數據，形成解釋、發

現新知、獲知因果關係、解決問題或是發現新的問

題。並能將自己的探究結果和他人的結果（例如：來

自同學）比較對照，檢查相近探究是否有相近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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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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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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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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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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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出日落時間與位置在不同季節會不同。 

融入議
題與其
實質內
涵 

●環境教育 

環 E1參與戶外學習與自然體驗，覺知自然環境的美、平衡、與完整性。 

●戶外教育 

戶 E1善用教室外、戶外及校外教學，認識生活環境（自然或人為）。 

戶 E2豐富自身與環境的互動經驗，培養對生活環境的覺知與敏感，體驗與珍惜環境的

好。 

●品德教育 

品 E3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與其他領

域/科目
社會 



的連結 

教材 

來源 
●南一版自然五上單元1活動1 

教學設備

/資源 

●南一電子書、播放設備。 

●課本封底（量角器）、習作封底（方位底板）、氣球底座、手電筒、氣球桿、棉線。 

學習目標 

1.能模擬陽光照射物體，覺察不同的光照角度會影響影子的長度。 

2.運用太陽方位和影子方位剛好相反的特性尋找太陽方位。 

3.利用自製的太陽觀測器測量太陽一天在天空中的位置變化。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評量方式 

壹、引起動機 

一、教師進行舊經驗的複習 

(一)太陽是恆星，會發光發熱 

(二)太陽是人類能量的來源。 

二、引導學生回答太陽一天當中升落的情形。 

三、教師詢問學生:你曾經觀察過影子嗎？說說看一天中，從早到晚相同物體

的影子有什麼變化？ 

1.引導學生自由回答，學生可能回答不同的時間，影子的位置會不大相同、

中午的影子長度最短等。 

2.影子從上午到下午的變化： 

  (1)影子的方向由西向東。 

(2)影子的長度由長變短，再變長。 

(3)上午時，影子在西，長度較長。 

(4)中午時，影子偏北，長度較短。 

(5)下午時，影子在東，長度較長。 

貳、發展活動 

一、進行模擬「太陽照射的角度對地面物體影子的影響」，並觀察結果。 

1.提醒進行實驗時的注意事項: 

(1)進行手電筒照光的實驗時，必須注意手電筒擺放的位置，需要固定相同位 

   置。 

   a.利用量角器確認手電筒光源照射角度。 

   b.手電筒光源和量角器的距離要相同。 

(2)要保持量角器底部和吸管頂端一樣高，而且水平可利用課本疊高，然後再 

   將吸管剪成等高後，把量角器放上去即可。 

a. 這樣能確保手電筒光源照射的是吸管頂端，所形成影子末端與吸管頂 

端連線和地平面的夾角才會與手電筒光源照射的角度相同。 

   b.經過這樣的模擬才能確認可以由測竿影角度推斷太陽的照射角度(高度 

     角)。 

2.操作手電筒，讓光源從不同角度照射，如30度、60度、90度，從哪個角度

照射時，吸管影子較長？從哪個角度照射時，吸管影子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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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心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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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表現 

 



二、將實驗結果記錄在習作中。 

三、根據實驗結果進行討論。 

⑴光源從不同角度照射，如30度、60度、90度，從哪個角度照射時，吸管

影子較長？從哪個角度照射時，吸管影子較短？ 

→從30度照射吸管影子較長；從90度照射，吸管影子較短。 

⑵光源照射的角度，對影子的長度變化有什麼影響？ 

→光源從角度較小的地方照射吸管，吸管的影子會較長，從角度較大的

地方照射吸管，吸管的影子會較短。 

參、統整活動 

一、結論 

當光源照射的角度愈大時，影子愈短；當光源照射的角度愈小時，影子愈

長。 

二、歸納 

當太陽照射的角度愈大時，物體的影子愈短；當太陽照射的角度愈小時，

物體的影子愈長。 

三、延伸 

陽光下，觀察其他物體不同時間的影子長短，是不是也會有相同變化？ 

～本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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