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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我們只有一個月球！」我們有必要對地球周遭的星體具備最起碼的常

識。這種對環境的好奇應該從幼小階段兒童開始培養。小學生們的可塑性最

高，老師應該運用不同的資源，以及資訊啓發他們對科普領域的探究。本課介

紹月球的運動，從日常生活中的觀察到月相變化由三球位置產生。老師讓學生

認知人類從地球觀望到我國探測車登上月球，帶領學生不斷研究，以達到教學

相長的效果。 

 

從學與教角度分析，學生在一年級初步學習月球會繞着地球運行。在日常

生活中，學生一般能察覺在不同日子看到的月相會有所不同。小五年級階段將

會進一步探討月球在三球運動上，所形成的天文現象以及背後的科學原理。在

教學的觀察歷程中，大部分學生都能容易理解我們看起來月球很明亮的原因。

但較難觀察月球逆時針方向圍繞着地球公轉，針對這方面加入動手做實驗，培

養學生學習求證科學現象，鞏固知識點。老師希望能融入 STEM 教育，在最後

課節中更加入創作編程動畫，培養學生運用所學的科學知識應用到各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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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總施教節數 5 節 科目每週節數 5 節 

施教日期 

（年/月/日） 

課節 課題名稱 課時(分鐘) 

2021/05/20 第一課節 月球的外貌 40 

2021/05/24 第二課節 月光的原因 40 

2021/05/25 第三課節 月球的運行 40 

2021/05/26 第四、五課節 月相的形成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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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教學目標 

1. 學生能說出月球的外貌。 

2. 學生能說明月球反射太陽的光。 

3. 學生能複述月球自轉和公轉的現象。 

4. 學生能描述不同的月相是由太陽、月球和地球三者的相對位置產生。 

二、主要內容 

1. 月球表面的特徵。 

2. 星體發光的原因。 

3. 月球自轉和公轉的現象。 

三、設計創意和特色 

1. 在特色上，從常識科原有的探究精神中加入合作學習的教學模式，目的

是除了激發學生內部學習動機外，透過良好的合作、分工和討論，構成

積極互賴的學習情境。促進學生科普領域的能力和知識，更要培養良好

的人際關係。 

2. 在創意上，為了建立多樣化的學習活動。每課節為學生設計各種把新知

識連結到已有知識上的活動，包括視覺、動手和編碼等部分，展現常識

與生活的靈活運用。第一課節，透過一張張人類歷史照片，讓學生後遠

到近觀察我們的月球，最後分享“Google 月球”，進一步擴大學生的好

奇心。第二課節，運用模式的小月球(發泡膠球)，小組形式觀察，從中

總結出月光的原理。第三課節，學生小組合作製作三球儀，利用成品推

斷出太陽、月球和地球三者的運行情況和運動方向。在最後的兩個課

節，完成所有課文的教學活動後，結合學生電腦科已達到的能力

(Scratch)，鼓勵學生利用 iPad按特定條件，創設出月相變化的動畫。 

四、教學重點 

1. 月球自轉和公轉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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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學難點 

1. 月球的自轉與公轉。 

2. 月球運動與其他星體的關係。 

 

六、教學用具 

課節 課題名稱 教學用具 

第一課節 
月球的外貌 電子簡報、工作紙、

iPad 

第二課節 月光的原因 

電子簡報、工作紙、發

泡膠球、長竹籤、手電

筒 

第三課節 月球的運行 
電子簡報、工作紙、三

球儀模型 

第四、五課節 月相的形成 電子簡報、i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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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作品名

稱 

月球的運動 人數 27 人 

科目 常識/通識 總施教節

數 

5 節 

施教年

級 

小五 每節課時 40 分鐘 

課節 
課題名

稱 
節數 教材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基力要求編號 

第一課

節 

月球的

外貌 

1 澳門常

識與生

活(五

下) 

 

1.學生能說出

月球的外貌。 

2.學生能複述

人類探月歷

史。 

3.培育學生與

人合作的良好

態度。 

C-2-13 說出不同的月相是由

太陽、月球和地球三者的相

對位置產生。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資源 

課前導入:3 分鐘 

 

1.老師提問：如果晚上你要跟家人到路環龍爪角

觀望夜空，你會希望帶上甚麼工具?為甚麼?(鼓

勵同學舉手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老師小結：天文望遠鏡，因為可以把星星看得

更清晰。 

 

2.老師提問：所以我們從地球觀察夜空上的星星

會用天文望遠鏡。同學們，你知道第一台天文

望遠鏡是由誰發明的嗎，猜一猜?(鼓勵同學舉

手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老師小結：第一台天文望遠鏡是由義大利天文

學家伽利略於 1609 年發明。伽利略也是第一

個利用天文望遠鏡，看到月球表面環形山和山

谷的人。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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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過程：37 分鐘 

 

3.老師在電子簡報及貼出今節的課題：月球的外

貌 

 

4.老師提問：你曾經在晚上抬頭望向月球嗎? (鼓

勵同學分享經驗。) 

學生：(自由分享。) 

 

5.老師展示及提問：一張由澳門天文愛好者利用

相機拍攝到的「超級月亮」照片，這是 1948

年至 2034 年 85 年間，地球與月球最接近的一

次。同學們，從地球上看月球的外貌是怎樣

的?(請 2 人小組討論，其中 1 組為 3 人，完成

後互相交流答案，並達成共識。1 分鐘後老師

用「數字頭」抽出組員分享。) 

學生：(自由分享。) 

老師小結：我們用肉眼觀察月球表面顏色為灰

色和白色，還有像地球一樣有高有低的地形。 

 

6.老師説出：月球的直徑略大於地球的四分之

一，大家都知道太陽體積巨大，但為甚麼我們

在地球上看太陽和月球的大小相同？原因是雖

然太陽體積大月球 400 倍，但是地球與太陽的

距離比地球與月球的距離為 400 倍之遠。所以

我們在地球上看太陽和月球的大小，才會相

同。 

 

7. 老師展示及提問：科技讓人類不斷打破界限，

這張照片是人類文明史上最重要的照片之一，

由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提供。 

提問 1：透過這張照片，我們可以得知甚麼信

息？(鼓勵同學舉手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老師小結：人類成功登月。補充：美國阿波羅

11 號於 1969 年 7 月成功登陸月球，成為歷史

上最早載人登月的國家。 

提問 2：從照片中，我們可以發現太空人在月

球穿着太空衣，為甚麼？(鼓勵同學舉手作

答。) 

學生：(自由作答。) 

老師小結：因為月球沒有空氣。補充：太空衣

的氧氣瓶能提供氧氣，太空衣可以保護身體免

受温度變化和輻射的傷害。 

 

 

 

3.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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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老師説出：玉兔號是我國自行設計和製造的首

輛月球車，搭載於嫦娥三號月球探測器。於

2013 年從西昌衞星發射中心由長征三號運載火

箭發射。於 12 月 15 日，玉兔號月球車從嫦娥

三號中走出，成為自 1973 年蘇聯的月球車 2 號

以來再次踏上月球表面的無人駕駛月球車。 

 

 

9. 老師講解：社交技能積點： 

1)能輪流完成工作紙---2 分 

2)能達成共識---2 分 

學習積點: 

1)小組工作紙問題 1、2 正確---2 分 

2)個人小測正確---2 分 

 

10. 老師派發 iPad：每 2 人小組 1 台，請小組利

用瀏覽器尋找“Google Moon”，2分鐘細心

觀察月球平面地圖。提示同學地圖裡包含了

很多實況的高清圖片，這些圖片可以幫助完

成工作紙。還有，細心的同學更能觀察到

NASA 的探月路線。 

 

11.老師派發工作紙：請小組成員先各自完成自己

部分，完成後互相交流答案，並達成共識。3

分鐘後老師用「數字頭」抽問，然後全班評價

對錯。計算積點。 

問題 1)透過觀察分析圖中月球的環境。(由組員

A完成，組員 B回答。) 

老師顯示出答案：凹凸不平和滿佈坑洞。 

問題 2)人類可以在月球上生活嗎?為甚麼? (由

組員 B完成，組員 A 回答。) 

老師顯示出答案：不可以，因為沒有水和空

氣。 

問題 3) 為甚麼人類要探索月球? (小組成員分

享。) 

**工作紙完成後，小組自行訂正，計算積點。 

 

12. 老師總結：月球的表面凹凸不平，滿是岩石和 

坑洞，沒有水和空氣。(並貼到黑板) 

學生：(閱讀一次總結。) 

 

 

 

 

 

8. 

 
 

 

9. 

 
 

10. 

 
 

11. 

 
 

 

 

 

 

 

 

 

 

 

12. 

 
 

 



2020/2021 

P069 

 6 

13.個人小測：完成書 P.77 小筆記部分。 

每個小組會以個人形式完成小測。(個人小測

只計算學習積點，每一組只取成績最低分的同

學為該組別的學習積點。) 

    老師：顯示出答案，組員互相核對，計算學習

積點。 

 

14.老師提問：這次課程活動你最喜歡的部分是 

甚麼？為甚麼？ (鼓勵同學分享。) 

學生：(自由分享。) 

 

15. 老師提問：這次課程活動你收穫了甚麼? (鼓

勵同學分享。) 

學生：(自由分享。) 

 

16. 老師鼓勵：積分計算及小組表揚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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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

稱 

月球的運動 人數 27 人 

科目 常識/通識 總施教

節數 

5 節 

施教年

級 

小五 每節課

時 

40 分鐘 

課節 
課題名

稱 
節數 教材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基力要求編號 

第二課

節 

月光的

原因 

1 澳門常

識與生

活(五

下) 

 

1.學生能

說明月球

反射太陽

的光。 

2.學生能描

述白天較

難看見月

球原因。 

3. 學生透

過實驗來

證明不同

的科學現

象。 

C-2-13 說出不同的月相是由

太陽、月球和地球三者的相

對位置產生。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資源 

課前導入：1 分鐘 

1.老師提問：在望遠鏡發明之前，許多人認為月

球的表面是非常平滑的。但是，事實並非如

此。月球表面是怎樣的? 

請全班回答：月球的表面凹凸不平，滿是岩石

和坑洞,沒有水和空氣。 

 

教學過程：39 分鐘 

2.老師在電子簡報及貼出今節的課題：月光的原

因 

3.老師提問：「月光光，照地堂，蝦仔你乖乖瞓

落床。」不知道同學有沒有聽過這段歌詞。月

光是從月球照射到地球的光線，月球真的會自

己發光嗎？如果不會，為甚麼？(請 2 人小組

討論，其中 1 組為 3 人，完成後互相交流答

案，並達成共識。1 分鐘後老師用「數字頭」

抽出組員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老師在電子簡報及貼出小結：月球本身不會發

光，我們看到月光，是月球反射太陽光的結

果。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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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老師說出：不單月球反射太陽的光，太陽系裡

面的其他星體都會反射太陽的光，包括地球。

這是一張人造衞星從太空俯視拍攝地球的照

片，透過太陽光能看到地球的外貌。 

 

5.老師提問：在地球上，我們看到月球的光會稱

月光；如果我們在月球上看到地球的光，你會

稱為甚麼？(鼓勵同學表達自己的想法。) 

學生：(自由作答。) 

 

6.老師講解：社交技能積點： 

1)能輪流完成工作紙---2 分 

2)能達成共識---2 分 

學習積點: 

1)小組工作紙正確---2 分 

2)個人小測正確---2 分 

 

7. 老師說出：我們在晚上可清楚看見月球，但為

何白天我們就較難看見它？ 它沒有躲起來。我

們作以下實驗求證。（鼓勵學生發表意見，老

師不需要評論，請學生在接著的實驗中找尋答

案，證明自己的想法!） 

 

8.老師派發工作紙：請 2 人小組成員在實驗後，

完成工作紙，互相交流答案，並達成共識。 

 

9.老師講解實驗流程： 

1)小組拿出巳準備的發泡膠球、長竹籤和手電

筒，請每組的組員 A負責把發泡膠球固定在長

竹籤上。 

2)老師先關上課室裏的燈，令環境變為黑暗，

模擬在晚上的時候。組員 A手持的發泡膠球為

月球，組員 B手持的手電筒為太陽。 

3)組員 A的頭部模擬在地球上觀看月球，組員

B把手電筒重複開關照向發泡膠球。 

4)老師再開上課室裏的燈，令環境變成光亮，

模擬在白天的時候。組員 B把手電筒照向發泡

膠球。 

 

10. 老師說出：經觀察後，小組 2 分鐘完成工作

紙內容。老師用「數字頭」抽問，然後全班

評價對錯。計算積點。 

問題 1) 關上課室裏的燈： 

1.1)開啟手電筒時，我們 能夠 / 不能夠 看見

發泡膠球; (由組員 A回答。) 

4. 

 
 

 

 

 

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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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顯示出答案：能夠。 

1.2)關掉手電筒時，我們 能夠 / 不能夠 看見

發泡膠球; (由組員 B回答。) 

老師顯示出答案：不能夠。 

問題 2) 把課室裏的燈打開： 

2.1) 開啟手電筒時，射向發泡膠球表面的光 

容易 / 較難 觀察;請寫出原因？ (小組成員分

享。) 

老師顯示出答案：較難觀察，由課室的燈光

比手電筒的光強，所以手電筒射向發泡膠球

表面的光較難看見。 

 

11.老師重問：我們在晚上可清楚看見月球，但為

何白天我們就較難看見它？經實驗後能證明你

的想法嗎？(請 2 人小組討論，完成後互相交

流答案，並達成共識。1 分鐘後老師用「數字

頭」抽出組員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老師小結：在晚上，由於沒有太陽光照射，所

以非常容易看見月球。在白天時，太陽光遠比

月光強烈，所以我們較難看見月球。 

 

 

12.老師展示：一張白天看到月球的照片 

 

13.老師補充：在特別的情況下，我們在白天也能

看見月球。比如在太陽光不太猛烈，而又沒

有雲遮蓋的情況下，我們便可看到月球。 

 

14.課外小知識:雖然我們看到的月球很明亮，但

是月球的反射能力小地球三倍。所以從月球看

地球會更明亮。 

 

15.老師總結：月球本身不會發光，我們看到月

光，是月球反射太陽光的結果。在晚上，由

於沒有太陽光照射，所以非常容易看見月

球。在白天時，太陽光遠比月光強烈，所以

我們較難看見月球。但在太陽光不太猛烈，

而又沒有雲遮蓋的情況下，我們便可看到月

球。(並貼到黑板) 

學生：(閱讀一次總結。) 

 

 

 

 

 

 

 

 

 

 

 

 

 

 

 

 

 

 

 

 

 

 

 

 

 

 

 

 

 

1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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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個人小測：完成書 P.78 小筆記部分。 

每個小組會以個人形式完成小測。(個人小測

只計算學習積點，每一組只取成績最低分的同

學為該組別的學習積點。) 

    老師：顯示出答案，組員互相核對，計算學習

積點。 

 

17.老師提問：這次課程活動你最喜歡的部分是 

甚麼？為甚麼？ (鼓勵同學分享。) 

學生：(自由分享。) 

 

18.老師提問：這次課程活動你收穫了甚麼? (鼓勵

同學分享。) 

學生：(自由分享。) 

 

19. 老師佈置作業：習作 P.32 

 

20.老師鼓勵：積分計算及小組表揚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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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月球的運動 人數 27 人 

科目 常識/通識 總施教節數 5 節 

施教年級 小五 每節課時 40 分鐘 

課節 
課題名

稱 
節數 教材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基力要求編號 

第三課

節 

月球的

運行 

1 澳門常

識與生

活(五

下) 

 

1.學生能

複述月球

自轉和公

轉的現

象。 

2. 培育學

生利用科

學方法幫

助他們解

決問題。 

3. 學生透

過實驗來

證明不同

的科學現

象。 

C-2-13 說出不同的月相是由太

陽、月球和地球三者的相對位

置產生。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資源 

課前導入：1 分鐘 

 

1.老師提問：中秋節是我國最古老最著名的節

日一，賞月是節日的重要習俗。“月是中秋

明”，中秋的月亮最明亮。那為什麼月球會

發光？ 

請全班回答：月球本身不會發光，我們看到

月光，是月球反射太陽光的結果。 

 

教學過程：39 分鐘 

2.老師在電子簡報及貼出今節的課題：月球的

運行 

 

3.老師說出：在我們的太陽系裡，有超過 150

顆衛星，繞著太陽系的行星運行。其中一顆

衞星稱地球為「家」，就是我們的月球。它

大約形成於 45億年前，是太陽系中第五大

的天然衞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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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老師講解：社交技能積點： 

1)能合作完成三球儀---2 分 

2)能達成共識---2 分 

學習積點: 

1)小組工作紙正確---2 分 

2)個人小測正確---2 分 

 

 

5. 老師說出：你們可以描述我們的月球是怎樣

運行的？我們作以下實驗求證。（鼓勵學生

發表意見，老師不需要評論，請學生在接著

的實驗中找尋答案，證明自己的想法!） 

 

6. 老師派發工作紙：請 2 人小組成員，其中 1

組為 3 人。在實驗後，完成工作紙，互相交

流答案，並達成共識。 

 

7. 老師講解實驗流程： 

1)老師先播放完成好的三球儀示範影片; 

2) 2 人小組 10 分鐘按照說明書的步驟對部

件進行組裝。(由於課堂時間有限，前期部

件組裝需提前在課節前完成。) 

3) 完成後，觀察三球運動方向及運行情況結

果，探究出月球是怎樣運行的。 

 

8. 老師說出：經觀察後，小組 2 分鐘完成工作

紙內容。老師用「數字頭」抽問，然後全班

評價對錯。計算積點。 

問題 1)月球會自轉，地球圍繞太陽(自轉/公

轉)。同時，月球也會圍繞地球(自轉/公

轉)。(由組員 A完成，組員 B回答。) 

老師顯示出答案：公轉；公轉。 

問題 2)地球沿西向東的方向自轉，月球由

(西向東/東向西)自轉。(由組員 B完成，組

員 A回答。) 

老師顯示出答案：西向東。 

問題 3) 地球由西向東公轉，月球沿(順時針/

逆時針)方向圍繞着地球公轉。(小組成員作

答。) 

老師顯示出答案：逆時針。 

 

9. 老師重問：你們可以描述我們的月球是怎樣

運行的？經實驗後能證明你的想法嗎？(請 2

人小組討論，完成後互相交流答案，並達成

共識。1 分鐘後老師用「數字頭」抽出組員

4. 

 
 

 

 

 

 

 

 

 

 

7.1 

 
 

7.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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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老師小結：月球會自轉，也會圍繞地球公

轉。 

 

10.老師展示：不同日期地球上拍攝月球的照 

片。 

 

11.老師提問：透過這些照片，我們可以得知

甚麼信息? (鼓勵同學舉手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老師小結：都是月球的同一面。 

 

12.老師說出：月球自轉一周和圍繞地球公轉

一周所需的時間分别都是約 27 天。(並貼到

黑板) 

學生：(閱讀一次。) 

 

13. 老師提問：在不同的日子，我們在地球上

可以看到月球不同的部分嗎？為甚麼？(請 2

人小組討論，完成後互相交流答案，並達成

共識。1 分鐘後老師用「數字頭」抽出組員

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老師小結：不可以，因為月球自轉一周和公

轉一周所需的時間相同，所以它會以同一面

對着地球，我們只會看見月球的同一面。 

 

14. 老師總結：月球會自轉，也會圍繞地球公

轉。因為月球自轉一周和公轉一周所需的

時間相同，所以在不同日子觀看月亮，都

只能看到它的同一面。(並貼到黑板) 

學生：(閱讀一次總結。) 

 

15.個人小測：完成書 P.79 活動三第一題。 

每個小組會以個人形式完成小測。(個人小

測只計算學習積點，每一組只取成績最低分

的同學為該組別的學習積點。) 

    老師：顯示出答案，組員互相核對，計算學

習積點。 

 

16. 老師提問：月亮從哪個方向「升起」？向

哪個方向「落下」？(鼓勵同學舉手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10.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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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小結：月亮從「東方」升起，向「西

方」落下。 

 

17.老師提問：這次課程活動你最喜歡的部分 

是甚麼？為甚麼？ (鼓勵同學分享。) 

學生：(自由分享。) 

 

18.老師提問：這次課程活動你收穫了甚麼? 

(鼓勵同學分享。) 

學生：(自由分享。) 

 

19. 老師佈置作業：習作 P.33 

 

20.老師鼓勵：積分計算及小組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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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月球的運動 人數 27 人 

科目 常識/通識 總施教節

數 

5 節 

施教年級 小五 每節課時 40 分鐘 

課節 
課題名

稱 

節

數 
教材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基力要求編號 

第四、

五課節 

月相的

形成 

2 澳門常

識與生

活(五

下) 

 

1.學生能描

述不同的月

相是由太

陽、月球和

地球三者的

相對位置產

生。 

2. 培育學生

與人合作的

良好態度。 

3.學生能運

用資訊軟件

展示月相變

化的周期。 

C-2-13 說出不同的月相是由太

陽、月球和地球三者的相對位

置產生。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資源 

課前導入：5 分鐘 

 

1.老師提問：本單元第一課節我們的學習重點

是甚麼?  

請全班回答：月球的表面凹凸不平，滿是岩

石和坑洞，沒有水和空氣。 

 

2.老師提問：第二課節我們的學習重點是甚

麼? 

請全班回答：月球本身不會發光，我們看到

月光，是月球反射太陽光的結果。 

 

3.老師提問：第三課節我們的學習重點是甚

麼? 

請全班回答：月球會自轉，也會圍繞地球

公轉。因為月球自轉一周和公轉一周所需

的時間相同,所以在不同日子觀看月亮，都

只能看到它的同一面。 

 

4.老師提問:月球以同一面朝向地球。那麼我們

從地球上看到月亮的形狀是固定不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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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鼓勵同學舉手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老師小結:月亮會有不同形狀的變化。 

 

教學過程：35 分鐘 

 

5.老師提出:不同形狀的月亮，我們統稱為月

相。 

 

6.老師在電子簡報及貼出今節的課題:月相的形

成 

 

7.那明明是同一個月球，為甚麼會出現月相的

變化?同學們，嘗試運用月光的原因和月球

的運行，推出月相變化的原因。(請 2 人小

組討論，其中 1 組為 3 人，完成後互相交流

答案，並達成共識。2 分鐘後老師用「數字

頭」抽出組員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老師在電子簡報及貼出小結：月球公轉形成

月相變化。當月球公轉時，它與地球和太陽

的相對位置隨之改變，我們看到月球受光的

部分也會有變化，形成盈虧現象。 

 

8.老師提問:在日常生活中,我們觀察月亮時，

最常發現哪些形狀的月亮?(鼓勵同學舉手作

答。) 

學生：(自由作答。) 

老師小結:圓形，半圓形和圓弧形的月亮。 

 

9.老師說出:我們中國農曆裡，不同的月相也有

特別的稱呼。請同學觀察書 P.80 活動四第 3

題月相變化的圖片，老師按照順序作以下介

紹: 

1)農曆初一>新月>看不見月亮 

2)約農曆初三>上娥眉月>圓弧形 

3)約農曆初七>上弦月>半圓形 

4)約農曆初十>盈凸月>橢圓形 

5)約農曆十四>滿月>圓形 

6)約農曆十八>虧凸月>橢圓形 

7)約農曆廿二>下弦月>半圓形 

8)約農曆廿九>下娥眉月>圓弧形 

學生:(把答案填在相對應圖片的下方空白位

置。) 

 

 

 

 

 

 

 

 

 

 

6. 

 
 

 

7. 

 
8. 

 
 

9. 

 
 

 

 

 

 

 

 

 



2020/2021 

P069 

 17 

10.老師提問:在觀察書上的圖片中,你們有沒有

發現月亮都是由那個方向開始變化的?(鼓勵

同學舉手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老師小結:由東向西開始變化。 

 

11.老師提出及貼出:月相變化的周期，會出現

兩次滿月，相隔約 30

天。 

 

12.老師提問:你們有沒有發現，月球的公轉約

27 天，那為甚麼月相變化的周期會是約 30

天，兩者的時間不是應該相同的嗎?為甚

麼?(鼓勵同學舉手作答。) 

學生：(自由作答。) 

老師小結:假設地球沒有公轉，月球公轉的

周期等於月相變化的周期。當地球公轉時，

地球與太陽的相對位置發生變化，因此月球

公轉的周期與月相變化的周期不等。 

 

13. 老師總結：月球公轉形成月相變化。當月

球公轉時，它與地球和太陽的相對位置隨

之改變，我們看到月球受光的部分也會有

變化，形成盈虧現象。兩次滿月相隔約三

十天。 

學生：(閱讀一次總結。) 

 

14. 老師講解：社交技能積點： 

1)能合作完成動畫---2 分 

2)能達成共識---2 分 

學習積點: 

1)小組動畫能播放---2 分 

2)個人小測正確---2 分 

 

15.個人小測：先觀看課文影片，完成書 P.80

活動四第二題。 

每個小組會以個人形式完成小測。(個人小

測只計算學習積點，每一組只取成績最低分

的同學為該組別的學習積點。) 

    老師：顯示出答案，組員互相核對，計算學

習積點。 

 

16.老師說出:下課節將進行 STEM 活動，運用

本課節所學的月相變化知識。在接下來的課

節中，透用電腦科常用的 Scratch 編程軟

 

 

 

 

 

 

11.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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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2 人小組創作月相變化動畫，最後進行

分享。 

 

**小息 5 分鐘後，第五課節開始** 

 

進行 STEM 活動:40 分鐘 

17. 老師講解創作流程： 

    1)老師派發 iPad，2 人小組 1 台； 

2)老師先播放完成好的月相變化示範動畫； 

3)老師講解創作要求:1.動畫內，必須有太陽

和地球;2.清晰展示出月相變化的周期。 

4)老師就示範動畫，講解部分圖形編程碼，

作參考用途； 

5) 2人小組 20 分鐘，利用 iPad 進入瀏覽

器，登入其中 1 名小組成員的 Scratch 編程

軟件帳號，最後新增項目，開始創作。 

6) 製作過程中，小組互相交流想法，並達成

共識，積極互頼。 

7) 完成後老師用「數字頭」抽出組員，並向

全班分享作品。 

 

18.老師提問：這次課程活動你最喜歡的部分 

是甚麼？為甚麼？ (鼓勵同學分享。) 

學生：(自由分享。) 

 

19.老師提問：這次課程活動你收穫了甚麼? 

(鼓勵同學分享。) 

學生：(自由分享。) 

 

20.老師鼓勵：積分計算及小組表揚 

 

 

 

 

 

 

17.2. 

 
 

17.3.1. 

 
 

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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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教學評估與反思建議 

 

本次教學單元裡，老師在每個課節的學習重點與難點都設計合作學習活動

部分，由於小組合作和討論，課堂有明顯的學習氣氛。課前學生座位安排，盡

量減少學習差異，提升每位學生對教學內容的投入，加強課堂學習積極性。不

是每位學生都能深切透過自主探究，理解當中的科學原理或現象，但希望每位

學生都能感覺常識課帶給他們的快樂。 

 

帶領學生從地球觀察夜空上的星星，到人類成功登月。給學生由遠到近，

由不同角度觀察月球的外貌。向學生分享月球的實景地圖，激發學生對科學研

究的好奇心。 

 

透過動手做實驗，在不同燈光強弱的環境中，細心觀察發泡膠球表面的

光。從實驗過程中，找出月光自然現象的成因。活動需小組完成，發展他們的

協作和解決問題能力，獲取學習經驗。 

 

用學生的雙手模擬太空星體的運行，自行組裝簡單機械，展示月球在太陽

和地球之間的運行。三球儀模型創作，讓學生能直觀的展示三者的位置、相對

的大小、移動的規律。 

 

學生對月球公轉的周期不等於月相變化的周期深感不解，經老師以往的經

驗所得，大部分學生會採用“死記”的方式或沒有發現這個問題。所以老師在

這個部分值得提出和分析，把有探究價值的問題給學生思考。最後讓學生創作

動畫，強化學生綜合學習和應用的能力，充分發揮創意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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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相關教材 

輔助教學資料 

一、 教學圖片 

  

  

  

 
 



2020/2021 

P069 

 22 

二、 教材課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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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課堂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