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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 第一單元 

星之航道－認識類地及類木行星 
 

適用年級 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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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遊戲 

設計理念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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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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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表現 
tc -Ⅲ-1. 
能就所蒐集的數據或資料，進行簡單的記錄與分類，並依據習得知識思考資料的
正確性及辨別他人資訊與事實的差異。 

學習內容 
INc-Ⅲ-15. 
除了地球外，還有其他行星環繞著太陽運行。 

單元目標 透過本課程讓學生探究太陽系行星彼此間的差異，並瞭解類地行星與類木行星。 

議題融入 人 E5.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評量方式 課堂參與、問答 

教學準備 
1.類地及類木行星教學簡報 
2.星之航道教具組（地墊、掛牌、題目卡、任務卡、舉牌、小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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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系的位置 

Q1.如果要從國外寄明信片回家，住址會如
何寫？ 

Q2.如果結交了外星人朋友，要從外星球寄
信過來，住址又該如何寫呢？ 

Q3.外星人朋友要來探訪，如何才能找到我
們呢？ 

1.以本單元簡報進行介紹及討論 

2.利用寄信寫住址來引導學生認
識宇宙結構也是一層層的劃分
（建立概念即可，不用強記）。 

3.現在的學生鮮少有收信、寫信
的經驗，但可藉此認識住址、行
政區的劃分，以類推至宇宙，並
習得生活常識。 

4.國內住址是由大地區寫到最小
的門牌號，國外則是由門牌號
逐次寫到大地區。 

5.以國外地址書寫架構為參考，
由地球開始往外介紹。 

6.藉由外星人要來探訪，由最大
的地區範圍開始往漸小的地區
範圍來統整、複習太陽系在宇
宙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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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活動 

（ 40'） 

Ⅰ.介紹八大行星 

(1)介紹行星定義： 

環繞恆星公轉 
質量夠大足以使其自成為圓球狀 
質量夠大足以清除軌道上其他天體 

(2)由距離太陽最近之順序開始介紹八大
行星及其特色： 

星球大小（與地球比較） 
自轉、公轉週期 
表面溫度 
衛星數量 
八大行星之最 
其他特色 

(3)類地行星及類木行星： 

類地－水星、金星、地球、火星 
類木－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 
相關屬性： 

 類地行星 類木行星 

組成 岩石和金屬 氣體和冰 
密度 較大 較小 
體積 較小 較大 
質量 較小 較大 

衛星數量 較少 較多 
距離太陽 較近 較遠 
公轉週期 較短 較長 
表面溫度 較高 較低 

Ⅱ.繞行太陽的其他小天體類型 

(1)矮行星-鬩神星(Eris)、冥王星…等。 

繞恆星公轉、型態也接近圓球狀。 
但質量尚未足以清除軌道上的其它
小天體和物質。 

(2)小行星(主小行星帶)及彗星。 

1.教師運用本單元簡報之圖文、
影片進行教學，藉以協助學生
理解。 

2.學生未正式學過行星，因此藉
此機會介紹行星之定義，以利
與之後的矮行星、小行星區分。  

3.學生對於各行星之大小、自轉、
公轉、溫度等數字及星球特色
可能不會有太大的感覺，教師
可藉由與地球比較來讓學生理
解而體會之間的巨大差異，進
而讚嘆之。 

4.先介紹八大行星之後，再介紹
類地行星、類木行星之分類，並
一一比較，亦為八大行星特色
之統整、複習。 

 

 

 

 

 

 

 

 

 

5.可說明冥王星因鬩神星的發現
而被”降級”的經過，以協助
學生理解科學本質。 

6.小行星及彗星簡要說明即可，
第四單元有較詳盡的介紹。 

綜合活動 

（ 30'） 

Ⅰ.星之航道遊戲 

(1)將學生分組(4~6隊)，每隊 4-6人。 

(2)向學生說明遊戲當中使用之配件： 

星球帆布 2張（類地行星、類木行星） 
主小行星帶航道位置標示帆布 3張 
隊別起點標示帆布 6 張(Ａ～Ｆ，視
實際分組隊數設置) 

隊伍掛牌 6色(每隊一色，No.1~10) 
目標任務卡 6張(每隊各抽一張) 
作答舉牌 6個(答案 1、答案 2) 
題目卡 30張(或以題目簡報檔呈現) 
資源掛牌 96個(包括礦產、天然氣、
岩石、水冰等四種開採資源各 24個) 

穿越蟲洞掛牌 12個 
小白板 1個(計分用，含筆及板擦) 

1.因遊戲使用之配件繁多，建議
教師可一邊進行展示布置、同
時說明介紹每個配件的含意及
其相關使用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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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活動 

(3)教師進行地面佈置及解說： 

 
(4)說明遊戲規則： 

每隊先抽取任務卡，每張任務不同，
但各隊須開採之資源總數是一樣的；
各隊均從起點開始待命出發。 

各隊推派 1員擔任艦長(走棋)，負責
開採資源，其他隊員輪流擔任答題員。 

教師以題目卡統一發問，各隊答題員
在讀秒後(3秒)統一舉出答案，答對
之隊別艦長可選擇移動 1 格(方向可
任意)或開採 1 項資源，但答錯隊別
只能停在原格不動作。 

小行星帶：航道狹窄僅允許 3隊同時
停留其上，競爭位置時以猜拳決定，
勝隊可前進或停留在此處，輸隊只能
留在原處或倒退讓出位置。 

開採區有類地與類木行星兩處，類地
處擺放礦產 3個、岩石 3個；類木處
擺放水冰 3個、天然氣 3個；二處均
可同時有 6隊開採。每次資源被開採
取走後，教師再補上原來數量。 

艦長出航到達小行星帶，接續只能就
類地(可以採礦、岩)或類木(可以採
冰、氣)擇一開採區，開採完須再折
返小行星帶後才能再前往另一區。 

到達開採區後，須再答題正確始可作
資源開採，一題 1個；艦長將資源掛
牌掛在脖子上，最多掛滿 2個資源就
必須返航。若某項資源供應數量有
限，則以猜拳決定，勝者先選。 

若搶到蟲洞卡，則可直達目的地。 

完成該隊任務卡設定之開採資源，並
且最快回到原點就是優勝組。 

(5)可先進行遊戲試玩再正式競賽。 

Ⅱ.總結、複習本單元教學重點 

 

 

 

 

 

 

 

 

 

2.可透過遊戲試玩作示範說明，
以利學生理解，約進行過兩輪、
學生熟悉玩法後，即可正式進
行競賽。 

3.「蟲洞卡」的使用時機、規則、
可直達何處等，老師可視班級
實施狀況設定。 

4.可視各班實際狀況調整規則。 

5.遊戲結束後教師可視狀況予以
鼓勵或獎勵。 

 

參考資源 
藤井旭 2018《星星宇宙小圖鑑：跟著可愛角色學習，展開神秘的太空旅程！》 
出版地：台灣；出版社：瑞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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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單元參考教學流程與教材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