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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 第二單元 

奔跑吧！月亮－了解月相種類及成因 
 

適用年級 四年級 主要學習領域 自然科學 

教學時間 80分鐘 教學活動項目 體驗學習、發表討論 

設計理念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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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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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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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目標 透過本課程讓學生認識月亮盈虧變化，並瞭解月相的成因。 

議題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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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量方式 課堂參與、師生問答、上臺發表 

教學準備 
1.奔跑吧!月亮教學簡報   2.保麗龍球   3.高亮度的手電筒(教師自備) 
4.月亮儀 DIY（超輕土、底座、竹筷、細鐵條、月相盤面卡、月相貼紙） 

學生準備 - 

教學程序 學生學習活動 教師注意事項 

引起動機 

（ 10'） 

Ⅰ.月亮同不同？ 

Q1.每天看到的月亮都一樣嗎？ 

Q2.白天能不能看到月亮呢？ 

Q3.月亮是從哪邊升起、哪邊落下？ 

1.學生在四年級上學期自然科之
課程中，第一個單元就是學習
月亮的觀察及月相，因此本單
元的學習在正規月相課程之前
進行時，重點則在引出學生的
想法即可，讓學生主動、積極發
表；而若是在正規課程學習後
進行本課程之教學，問答討論
便是以複習為主，可鼓勵學生
說得更清楚、更深入些。 

2.若授課時，外面的天空恰巧有
月亮，強烈建議一定要帶學生
出去觀察，並討論觀察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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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活動 

（ 50'） 

Ⅰ.月相種類及成因 

(1)月相種類及其發生時間： 

項
次 

月相名稱 
發生日期 
(陰曆) 

觀察現象 

1 
新 月 
(朔) 

初一 

 

2 眉 月 初三、初四 

 

3 上弦月 初七、初八 

 

4 盈凸月 十一、十二 

 

5 
滿 月 
(望) 

十五、十六 

 

6 虧凸月 十九、二十 

 

7 下弦月 廿二、廿三 

 

8 殘 月 廿六、廿七 

 

(2)月相成因： 

說明陰地月系統相對於太陽的位置
變化，才造成月亮的陰晴圓缺現象。 

月球繞著地球轉，同時也隨地球一
起繞太陽轉，因此三者的相對位置
會不斷變化。 

月球本身不發光，地球上看到月球
被太陽照亮的部分，也會隨日月地
三者相對位置的改變而不斷變化，
因此產生不同月相。 

1.承上，學生是否於正規課程中
已有學習月相概念的經驗，本
單元學習的重點將不盡相同，
教師可視班級的程度、好奇心
及參與來調整內容及深度；或
直接運用本單元教材融入自然
科教學。 

2.搭配奔跑吧!月亮教學簡報檔
進行教學。 

3.左表所列出的時間，除了「朔」
一定發生在初一外，其他月相
在每個月出現的時間略有前後
差異。 

4.學生僅能從生活中觀察到月相
的變化，卻無法觀察到月相之
成因，因此建議教師按本教案
之建議，依序先進行月相種類
的認識、再進行月相成因的教
學，學生較易建立完整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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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活動 

月相定義： 

 
．新月(朔)： 
地日連線與地月連線夾角為 0° 

．上弦月： 
地日連線與地月連線夾角為 90° 

．滿月(望)： 
地日連線與地月連線夾角為 180° 

．下弦月： 
地日連線與地月連線夾角為 270°。 

．其餘的四種月相，則介於以上兩兩
之間的 45°處。 

模擬月相變化模型： 

教師利用教室單面環境光源或高
亮度的手電筒來充作太陽光，再請
一位學生上臺，單手伸直拿著代表
月球的保麗龍球，原地自轉。 

引導臺下學生仔細觀察球體，發現
其實永遠都是有一半的面積受光、
另一半未受光。  

另外引導持球同學（地球的視角）
仔細觀察，當月球位置逐漸改變，
在地面上觀察到月球受光部分的
面積也在逐漸改變；由全部看不到
受光部分(朔)、慢慢看到受光面積
愈來愈大、直至看到整個受光面
(望)；接著又看到受光面積漸漸減
少、直至完全看不到受光面(朔)。 

可更換不同的學生上台操作、體驗
月相變化模型。 

月相變化在生活觀察中的延伸運用： 

可判斷方位。如：傍晚時看到月亮
之亮面指向太陽落下的西邊；滿月
在傍晚時分從東方升起。 

可判斷當下的時間。如：滿月升起
時，大約是傍晚 6點。 

可初步判斷當天的陰曆日期。如：
在傍晚時看到月亮，即可知是陰曆
上旬的時間，再配合月亮光亮面的
面積，來推測當天的陰曆日期。 

5.在進行月相成因教學前，教師
可先將教室燈光關閉，檢視教
室是否有足夠之單側環境進光
可模擬月相變化之太陽光源。 

如果足夠，則不需準備手電筒，
直接以該環境光源來作為太陽
即可；若效果不夠明顯、或活動
當天天候不佳時，則需先準備
亮度高的手電筒來充當太陽，
以利教學活動之進行。 

6.進行月相成因教學時，可同時
利用教學簡報、模型交錯進行，
以協助學生理解。 

 

 

 

 

 
 

7.學生手持保麗龍球時，除手臂
盡量伸直外、還需要稍微舉高
過頭，主要是避免原地自轉時
自己身體的陰影遮蔽了光源的
方向（這樣就會變成月食了）。 

 

 

 

 

 

 

 

8.多讓幾位學生體驗操作模型，
除了可協助操作者及其他從旁
觀察的同學理解月相成因外，
教師亦可在其操作月球轉動的
過程中複習月相名稱。 

 

9.配合教學簡報及模型協助學生
理解，在同一天當中因地球也
會傾斜自轉，上弦月及下弦月
之亮面看起來會轉向，因此需
藉由觀察到的時間、及亮面的
方向來辨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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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活動 

（ 20'） 

Ⅰ.月亮儀 DIY 

(1)每 10位學生分成一組，每組共用藍色、
綠色、黑色、白色超輕土各一包。 

(2)發下其他用具，每位學生各 1份月亮儀
DIY材料（包含底座、竹筷、細鐵條、
月相盤面卡、月相貼紙）。 

(3)依據簡報步驟一一完成月亮儀： 

仔細摺好底座並穩固造型後，將上下
二個底端圓形孔戳開。 

依月相變化順序將月相貼紙的「每一
個月亮」貼於月相盤面相對應位置。 

黏貼貼紙時須看清楚、想清楚、確認
清楚再貼，以免貼錯後再撕下可能會
破損。 

利用藍色超輕土製作一顆直徑約 1.8
公分的圓球，再利用少許綠色的塊狀
蓋壓於藍色圓球上，藍色與綠色的表
面比例約為 7：3，以製作出地球。 

利用些許黑色、白色的超輕土等比例
充分混合後，搓揉成直徑約 0.5公分
的圓球，以製作出月球。 

將竹筷尖端依序穿過底座下端中央
圓孔、上端中央圓孔，再串聯穿過月
相盤面卡(正面朝上)中央圓孔。 

將細鐵條圓環端套圈於竹筷上，再將
地球穿套在竹筷末端、月球則穿套於
細鐵條末端。此即完成月亮儀組奘。 
（注意：地球和月球都不要穿透喔!） 

學生操作月亮儀複習月相變化，完成
月相學習單。 

Ⅱ.總結本課程所學內容 

1.因為所需超輕土的用量不多，
因此每 10位左右的學生共用一
包同色的超輕土即足夠。 

2.教師搭配教學簡報來指導學生
逐步進行月亮儀 DIY。 

 

 

 

 

3.如下圖，從地球角度看上去，月
球上的月相文字都是平正的即
正確。 

 

4.教師提醒學生稍微注意地球、
月球的大小及比例；地球大小
約直徑 1.8 公分，月球大小約
0.5公分左右即可。 

 

 

 

參考資源 

1.月球繞地球、地球繞日動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25WMED9SQ&t=6s 

2.「為什麼月亮看起來一直變變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U5Tb5OAYyE 

3.月相變化原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no_b3yXjC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25WMED9SQ&t=6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U5Tb5OAYy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no_b3yXj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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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單元參考教學流程與教材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