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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例分享：月亮盈虧知多少
配合單元：自然與生活科技四上月亮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自然科學領域輔導小組專任輔導員　陳振威

過去這幾年來，新北市國小自然科學領域輔

導團在召集人許以平校長帶領下，以及團員每次

分區輔導公開課前的共同備課，我們一起學習如

何成為「學習的專家」。我們之所以可以慢慢成

為學習的專家，在於團務運作不再是由上而下的

帶領，而是團員不斷的進行學習者中心的教學嘗

試，更在溫暖且安全的氛圍下，持續與同儕討論

高品質學習的細節，如此才有可能讓學習更加深

化。

過程當中領導者重要的是營造與支持學習社

群，使其能夠自發、互動與共好，成為永續的學

習共同體。十二年國教三面九項中的三項，就是

自主行動、溝通互動與社會參與，我們透過這樣

的學習與互動，更能落實這些理想；老師能夠自

動好，學生才有自動會的可能性。

月亮單元教學亦是秉持這樣的理念，除了著

重觀察與記錄外，重要的是讓學生從中歸納出月

亮出現的方位與高度變化，以及月形變化的規律

性。但往往因為天候關係或非長期觀察，導致學

生無法達到該有的學習目標。

有鑑於此，教學者認為抽象的天文概念，應

透過一些生活化且具體的操作，加上老師適時的

引導，讓學生產生興趣並參與其中，進而提出

問題並加以探究。因此除了長期觀測記錄與歸納

外，希望能在基礎的學習外，藉由一些挑戰問題

讓學生得以伸展與跳耀，並讓月亮單元得到完整

性的學習。

因此，教學者藉由自編的兩個文本學習單，

讓學生參與其中思考並慢慢聚斂出自己的問題，

再從這些問題中找到共通的問題，最後教師提供

一個可能解決這問題的關鍵教具，透過小組討論

與發表，一步一步逼近問題的解答。

本活動設計希望讓學生在互搭鷹架的互動

中，小組成員得以找到自己的定位，讓學習回歸

到以學生為中心，並在探究與實作的氛圍下，希

望學生的學習熱情得以延續。經過月亮教學的教

學後，教學者認為天文相關單元教學必須不斷省

思與確認是否回歸能力指標2-3-4-1長期觀測，

發現太陽升落方位（或最大高度角）在改變，在

夜晚同一時間，四季的星象也不同，但它們有

年度的規律變化。以及2-2-4-2觀察月亮東昇西

落的情形，以及長期觀察月相，發現月相盈虧，

而它的改變是週期性的。也就是長期觀測的重要

性，但是往往因為時間因素，學生無法完成完整

週期的觀測，例如太陽或四季星空部分，可以在

每個季節再次提醒或帶領學生再次觀測，如此才

能讓學生有深刻的理解，並能應用在實際生活情

境當中。以下是本教學活動設計：

一、課程綱要能力指標（略）

二、單元學習目標

大概念

1.月亮東升西落

2.月相變化週期性

（歸納、解釋）

3.月亮觀測與紀錄

（時間、方位、

高度）

4.月亮的盈虧

關鍵問題（加上引導性的問

題）

1.月亮運動的方式為何？

2.觀測月亮後你有什麼發

現？有什麼規律性嗎？

3.月亮為何會亮？亮的地方

朝哪邊？

4.你觀察到月亮有盈虧現象

嗎？盈虧現象的原因是什

麼？

學生能知道的知識

1.月亮會有東升西

落的現象。

2.月相變化有其規

律性

3.月亮有盈虧現象

學生能做到的技能

1.工具的使用

2.討論、假設、觀察、解釋

與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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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材組織分析

(一)單元結構分析圖（略）

(二)脈絡分析（節數分配）

(三)學生經驗：本單元教學結束後，學生認

識了月形變化的循環週期，更進一步藉

由月亮觀測了解月亮高度角變化與東昇

西落情形，惟月形變化的成因留待第四

學習階段進行教學。因此本教學活動進

行前，必須確認學生以下幾個概念是否

理解：

1.月球是地球的衛星，會繞著地球公

轉。

2.太陽光照射月球，光線視為來自同一

方向，且照射到的部分是亮面，照射

不到的地方是暗面。

(四)可能的教學亮點：學生經過探究與討論

後自行找到問題的解答並加以詮釋。教

學者認為部分學生對月形的成因存疑，

並於分組討論時常見學生提問並有一些

迷思，因此希望藉由一個JUMP任務，讓

學生以實作模擬方式，探究月亮盈虧的

成因。

四、本單元各節次學習活動安排與學習重點

五、本單元第16節學習活動設計（下表）

生活
1下

日與夜

生活
2上
影子
變變變

→
自然
4上
月亮

→
自然
5上
太陽

自然
5下
星星

週次(節次) 學習重點

第一週
(第1～3節)

月亮的傳說(2節)、觀察月亮
(1節)。

第二週
(第4～6節)

月亮出來了(2節)、月亮的位
置(1節)。

第三週
(第7～9節)

月亮與物體的高度角(3節)。

第四週
(第10～12節)

月亮位置的移動(2節)、月亮
觀測記錄表(1節)。

第五週
(第13～15節)

月形變化的規則(2節)、月形
與農曆(1節)。

挑戰週
(第16節，本節課)

月亮盈虧的探究(1節，伸展
跳躍)，非原單元教學目標

流程 教師教學引導 學生學習活動 時間 學習指導注意事項

導入（引

起動機或

複習舊經

驗）

～前一節課利用20分鐘完成附件一

暖身學習單～

1.教師發下一張閱讀文本請學生閱

讀

2.請學生從文本中提出一個問題問

自己？

開展活動：

1.學生閱讀文本

2.學生提出問題

5分 1.請學生安靜閱讀文本

2.不要害怕問問題，有

問題就寫下來。

開展（開

始新概念

的學習）

1.教師請5位同學發表自己的問題

，並寫在黑板上。

2.從學生的問題中，聚斂出一個問

題，並成為下個階段探究的主題

。

1.學生聆聽他人的問題

2.觀看教師聚斂出來的

問題。

5分 1.請學生仔細聆聽同學

提出的問題

2.找出關鍵學生，發表

關鍵問題。

挑戰（實

現伸展跳

躍的課題

）

1.教師提問：大家是不是很想知道

月亮的亮面如何形成的？請各組

討論如何利用手上的資料，加上

老師給的道具（一個塗半面黑色

的保麗龍球），模擬出各種月亮

的亮面。

(1)請2組模擬農曆初八的上弦

月，並請其中一組發表與解

釋。

1.學生進入小組討論與

實作，並將結果記錄

在小組學習單(附件

三)，其中三組上台

演示與說明。

2.學生依照老師指示發

表他們模擬的結果。

3.學生觀看老師正確的

模擬方式。

15分 鼓勵各組學生多思考，

激發彼此的想法。

1.小組學習單依時序(

初八、十五、二十二

)貼在黑板上

2.提示學生注意太陽光

照射方向與月亮亮面

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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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習單

學習單一：暖身活動

(2)請2組模擬農曆十五的月

亮，並請其中一組發表與解

釋。

(3)請2組模擬農曆二十二的月

亮，並請其中一組發表與解

釋。

2.教師提問：請各組針對以上各組

的模擬與解釋內容，完成一整個

月的月亮亮面模擬。請2組學生

演示與解釋

3.老師正確模擬一次，並確認學生

都看到月相的變化。

4.請各組在小組內再模擬一次。

4.各組在小組內再模擬

一次。

10分

3.請所有學生集中到教

室中間，比較容易觀

察到月相變化。

4.各組學生輪流在組內

模擬。

總結（統

整本節學

習重點）

1.教師針對整個活動進行統整與歸

納，確認學生經過這樣的討論、

探究與實作，能觀察到月相的變

化並理解其原因。

2.收回個人與各組學習單，再次確

認學習狀況。

學生再次確認今天所學

的重點

5分 讓學生自己說出今天學

習的重點，老師做最後

的歸納。

說明：學習指導注意事項可包含以下之說明：1.評量方式。2.教師要準備的媒材、資料

等。3.預測學生可能的答案或反應。4.就學生可能的迷思或困惑所做的引導。5.提問層

次。6.其他注意事項。

學習單二：關於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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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公開觀課聆聽

公開觀課學生進行小組探究

公開觀課學生在進行組間串聯

公開觀課中組內互搭鷹架進行學習

公開觀課學生分享共享成功的經驗

參考文獻（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