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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目的  

 
神秘的宇宙、迷人的天際，激發文學與藝術的創作泉源，也提供人們想像與

探索的空間。劃過天際的流星、彗星給人神秘又動人的感覺，電影故事「彗星撞

地球」、「恐龍」等相關情節的描述，深深打動孩童的心。民國六十九年的人類

首度登陸月球、民國九十年十一月十八日的獅子座流星雨、民國九十一年十二月

六日「國際小行星中心」正式確認國立中央大學鹿林山天文台所發現的小行星，

命名為「鹿林一號」(編號 2002WT18)、民國九十二年八月的火星大接近、民國

九十三年一月美國太空總署的精神號、機會號火星探測器相繼成功登陸火星進行

探勘等天文盛事，都促進國人天文觀測與學習的風潮。 
孩童對天文充滿好奇與想像，許多學者對孩童學習興趣的調查研究發現，孩

童對天文、星象觀察均有極高的學習意願與興趣(連啟瑞、盧玉玲，民 85；黃萬

居，民 85；劉德勝、黃釗俊、王明仁、李念魯、陳輝樺，民 85)。由此可知，天

文對國小學童而言，是一門很感興趣的科目。 
太陽、月亮、星象觀察與時空概念為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所探討的重要

概念之一(教育部，民 92)。天文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但是天文內容較為複雜，

卻也常讓學童感到困難。姜滿(民 86)指出地球的運動與星球的運行，是國小教師

及學童最感困難的單元之一。其次，由於天文教學涉及時間、空間及運動概念，

學校在這方面的教學有相當的限制(黃達三，民 84；熊召弟，民 84)。在這種情

況下，學童對天文的熱忱，沒有辦法被啟發，無法與其他科學學習一樣，持續保

持學習內容，以致於天文的知識、技能，無法有效運用於日後的生活中。 
綜合上述，天文是學童最感興趣的項目之一，國內外天文觀測與太空探測的

發達，更形成一股天文觀測與學習風潮；但礙於天文內容所涉及的複雜概念，加

上國小天文教學設備普遍不足等因素，國小教師對天文教學內容感到困難，以致

無法有效推展天文教學活動。所以，如何協助國小教師有效進行天文內容的教

學，是推展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所應重視的重要課題，針對國小階段的天文

教學活動，如何藉更適切的教學方式、教學器材及教學地點等，讓學童發展正確

完整的天文概念，並讓學童在學習情境中培養天文興趣，是值得進行探索研究的。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係針對國立台北教育大學輔導區的國小教師辦理一系列

的天文創意實作教學研習，透過天文實作教學研討，促進國小教師天文教學知能。 
 
二、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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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理念及架構，係根據「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的科學與科技素養的

理念(教育部，民 92)，來研擬與辦理國小教師天文創意實作教學研習活動。研究

重點包括：(1)運用檔案分析方法，分析文獻，以建構出富有創造力的國小教師

天文教學內容。(2)進行「國小教師天文創意實作教學」研習方案規劃，透過種

子教師先期研討，以國小天文創意實作教學活動為核心，研擬天文創意實作教學

策略。(3)辦理「國小教師天文創意實作教學研習活動」，協助國小教師增進天

文實作教學知能，並培養天文創意教學能力。(4)透過研習活動歷程的實務體驗，

進行國小教師的教學反思檢討，分享心得與創意，並藉以改進教學實務困難，充

實教師天文實作教學技能。 
有關天文的教學活動，大約包含：觀察活動、模型輔助解說、圖片說明、

電腦輔助教學、建構式教學、概念教學、STS 教學等。不論哪一種教學方法，

皆強調空間概念的重要，利用直接觀察、模型、動畫、結合舊經驗等方法，提

升學童空間感，與了解星體間的關係，來幫助學童學習天文課程。 
本計畫之研究步驟與進度，包含下列項目： 
1.運用檔案分析方法，分析文獻，以建構出富有創造力的國小教師天文教學

內容。 
2.進行「國小教師天文創意實作教學」研習方案規劃，透過種子教師先期研

討，以國小天文創意實作教學活動為核心，研擬天文創意實作教學策略。 
3.辦理「國小教師天文創意實作教學研習活動」，協助國小教師增進天文實

作教學知能，並培養天文創意教學能力。 
4.透過研習活動歷程的實務體驗，進行國小教師的教學反思檢討，分享心得

與創意，並藉以改進教學實務困難，充實教師天文實作教學技能。 
5.推廣更多國小教師參與天文創意實作教學活動。 

 
三、 研究成果  
 

本計畫之執行，包括種子教師研討與國小教師天文創意實作教學研習等二部

份，其執行成果如下。 
種子教師研討部份，本計畫邀請五位國小優秀資深的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

(皆為國立台北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教學碩士班研究生)，參與研究和研

討，以國小天文創意實作教學活動為核心，研擬天文創意實作教學策略。所研擬

天文創意實作教學策略，包括：如何指導學童進行星象觀測、如何指導學童進行

月亮觀測、如何指導學童使用星象盤、如何指導學童進行夜間天文觀測、如何提

升學童天文學習的興趣、如何運用天文館增進學童的天文學習。 

國小教師天文創意實作教學研習部份，本計畫邀請陳輝樺博士(國立自然科

學博物館副研究員、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兼任副教授)擔任研習活動主講人。研習

主題、研習內容、和天文創意實作活動，包括如下面表 1，共計 6 個場次，每次

研習 3 小時。全程計畫，計有 310 位中小學教師參與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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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國小教師天文創意實作教學研習活動表 
研習主題 主講人 天文研習內容 天文創意實作 

天文史 陳輝樺博士 

1.『天』的概念 
2.球形星體概念 
3.『地動』的概念 
4.赤道與地平 

1.圭表 
2.赤道式日晷 

天球上的星座 陳輝樺博士 

1.『天球』的概念 
2.星宿與星座概念 
3.『黃道』十二宮 
4.立體星座 
5.四季星空 

1.星座盤 
2.『黃道』十二宮

之一立體星座 

太陽 陳輝樺博士 

1.太陽內部 
2.太陽磁場 
3.太陽黑子 
4.太陽閃燄 
5.太陽風 
6.極光 

太陽觀測儀器 

恆星的一生 陳輝樺博士 

1.恆星的誕生 
2.恆星的演化 
3.中子星、波霎 
4.黑洞 
5.超新星爆發 
6.行星系統 

1.地平式日晷 
2.各式的日晷 

火星、土星 陳輝樺博士 

1.火星、土星基本資料 
2.火星、土星的運行軌跡與人

類的文明 
3.探測火星、土星史 
4.火星上有生物嗎？ 
5.土星環與衛星奇觀 
6.泰坦奇觀 

1.土星系統模型 
2.火星模型 

月相變化、 
彗星、衛星 
與天文新知 

陳輝樺博士 

1.月相變化 
2.認識彗星 
3.認識衛星 
4.彗星、衛星的觀測 
5.彗星、衛星與文明 
6.星系新知、銀河系新知、宇

宙新知 

1.月相變化模型 
2.彗星、衛星運行

模型 

    其次，從參與研習的中小學教師的回饋顯示，大多數參與研習的教師對研習

 3



教育部九十四年度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期末報告摘要                                      國小教師天文創意實作教學研習 

活動感到滿意，並表示獲得豐碩的天文創意實作體驗，將有助於未來的天文教

學。本系列研習，計有 310 人次中小學教師參與研習，每位中小學教師返回任教

班級教室後，預計可以影響 30 位學生，將可促進大約 9300 學生的天文學習成效。 
參與研習的中小學教師的研習回饋內容，摘錄如下： 
1.「聽演講除了對古代天文學發展有近一步的認識外，最感興趣的其實是陳

博士所製作的投影片，除了照片精美還有動畫特效，非常吸引聽眾注

意，尤其是小學生在上課時，只秀掛圖或投影片已經達不到關注的目

光，因為課本上都有，有動畫又可依使用者的控制操作，達到學習者

與教材的深入互動，是我今後學習的目標，flash 軟體將是教材融入資

訊媒體的利器，也期待未來在大學部學生都有學習的機會，在教學設

計時學以致用。(研習教師文華)」。 
2.「聽了陳博士的講課之後，學到了很多自己尚未知的知識，也更正了一些

概念，不但增加了學識，將來應用在學校教學上，尤其是實作上，會

使學童對大自然的好奇與興趣增加，在教與學上實是受益良多。(研習

教師文隆)」。 
3.「相當開心的是，今天的動手做做看主題為：『日晷』，這是我們學校所

缺少的設施，如果真的能學起來，能將這套簡易的教具推廣到校園，

也許以後學生在學習這一部分的課程時，就能有更多具體的東西可以

操作與觀測。這次的研習，令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學會製作日晷的方

式，真的沒想到簡簡單單的一把尺和一個圓規就能做出看似複雜的日

晷，真是太神奇了！(研習教師麗燕)」。 
4.「平時對於天文知識感到興趣，並在從事教學的過程，也不斷的吸收新的

天文知識，陳輝樺老師所傳達的知識中，仍有意想不到的新觀念、新

發現。天文知識日新月異，隨著科技的發展，常常有新的發現，隨時

發現新的星體（衛星），隨時有新的知識，保持虛心學習、充實自我

的心態，才不會被時代的洪流所淘汰。在從事星象觀測，就像在廣大

的宇宙中尋寶，欣賞天文景觀，猶如欣賞一副由大自然所創作的畫，

天文果然是迷人的的課題。(研習教師盈妮)」。 
5.「陳老師藉由精采的動畫清楚的呈現天文的現象，並且使用人和手的動作

協助學生瞭解地球公轉及自轉的現象，再使用與生活切合的問題讓學

生瞭解天文學在生活中的應用，這些教學上的良好示範，都可以作為

往後我們進行天文教學的參考。最後，老師教我們如何用簡單的方法

製作赤道式日晷，讓我們能實際運用於教學中。(研習教師秀玟)」。 
6.「今天的研習製作了簡單的日晷，是中國古代測量時間的工具，是以太陽

光線造成桿影的方位預測時間的方式，粗略估計時辰，較精緻的作法

是要將太陽歲差計入，要在旁設計計算出每個月的誤差值做加減勘

誤，適合五年級學生在太陽高度角觀測時的延伸補充教材，配合美勞

科、數學科做統整課程更適合，一方面時間充裕，數學科的幾何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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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圖，圓規直尺的正確使用都能達到教學的目標，也是學校在安排暑

期學藝活動時很好的教案。(研習教師文華)」。 
7.「水 平 式 日 晷 及 赤 道 式 日 晷 之 製 作 方 面 的 省 思：陳 輝 樺 博 士 在

研 習 中，教 導 我 們 如 何 利 用 卡 紙、竹 籤、圓 規、直 尺、剪 刀 、

膠 水 等 材 料 及 工 具，運 用 簡 單 的 幾 何 學 原 理，來 製 作 出 簡 易

的 水 平 式 日 晷 及 赤 道 式 日 晷，若 能 將 製 作 的 材 料 改 為 其 他 更

堅 固 的 材 質，便 能 將 此 日 晷 運 用 在 國 小 的 教 學 上，透 過 實 物

來 教 學，可 以 讓 學 生 在 腦 海 裡 留 下 更 深 刻 的 印 象。個 人 認 為

若 是 要 將 日 晷 的 實 作 與 運 用 推 廣 到 國 小 ， 由 學 童 自 行 製 作 ，

有 以 下 的 兩 點 問 題 需 要 克 服 ： A.學 生 尚 未 學 到 幾 何 學 的 概

念 ， 如 何 教 導 學 生 繪 出 中 垂 線 與 角 平 分 線 需 要 再 思 量 。 B.部
分 學 生 手 指 的 靈 巧 度 不 足 ， 可 能 製 作 出 的 日 晷 精 確 度 不 足 ，

誤 差 會 太 大。因 此 若 要 將 日 晷 的 製 作 運 用 在 國 小 學 童 的 實 作

上，建 議 應 省 略 整 個 繪 製 的 過 程，直 接 印 出 十 二 等 分 或 是 二

十 四 等 分 的 圓，學 生 僅 進 行 組 裝 及 後 續 實 測 的 部 分，可 能 在

教 學 上 會 更 具 實 用 性 與 便 利 。 (研習教師錦銘)」。 
8.「以前也曾參加過其它方面的研習，但都因時間很短，無法深入，而這次

的研習，以天文為大主題，由同樣的講師，每次只針對一、二個小主

題深入探討，這樣的規劃不僅在內容上會更有深度，且因每次的講師

都一樣，會比較有連貫性，如此會讓研習者更有收穫。另外，本研習

一個最大的特色是規劃了實作部份，參加了兩次研習，共實作了赤道

式日晷、地平式日晷及針孔觀測儀，這些在國小課程中都是蠻實用的，

而且製作方法不會太難，也很適合讓學生自己製作，如此在課堂中偶

爾安排學生製作相關的器材，會讓上課更有趣味。總之，關於這樣類

似的研習很值得繼續舉辦並推廣，雖然自己礙於時間及家庭因素無法

每次都參加，但我覺得對於一些可以參與的老師來說，對教學或專業

知識的提升一定很有幫助。(研習教師秀菊)」。 
    此外，在推廣更多國小教師參與天文創意實作教學活動方面，本計畫並促成

國立台北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進一步開辦相關天文研習活動，包括，鄭

宏文助理教授開辦「國小教師天文創意教學研習班」，共辦理 6 週，每週研習 2
小時，有 173 人次參與；范賢娟講師開辦「教師在職進修『基礎天文學與天文教

育資源之認識』專長增能學分班」，計 2 學分授課 36 小時，有 28 人全程參與。 
 
四、討論及建議（含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方法）  
 

綜合而言，本計畫之進行，增進參與研習教師的天文創意實作教學能力，並

深入體驗九年一貫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中的天文主題，將直接有助於九年一貫課

程之實施。就參與國小天文創意實作教學研習之教師的所屬學生而言，將能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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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教師天文創意實作教學知能的精進，將有更多的機會參與親身的天文實作學

習，以豐富其科學與科技素養。同時，藉由多元的國小天文創意實作教學活動的

教學活動設計，培養學生主動探究能力、規劃組織實踐能力、解決問題能力、團

隊合作能力、表達溝通能力、運用科技與資訊能力、和創造力。此外，對於參與

本研究計畫的工作人員而言，藉由「國小天文創意實作教學」研習活動的規劃與

辦理，對九年一貫「自然與生活科技」之天文教學活動，獲得更深入完整的瞭解。

並藉與國小教師互動的過程，發覺「自然與生活科技」之天文課程實施的實務問

題，進而探索解決之道，發展出更堅實的「自然與生活科技」理論與實務基礎。 

 
 
 
 
 
 
 
 
 
 
 
 
 
 
圖 1  天文研習上課情形之一     圖 2  天文研習上課情形之二  
 
 
 
 
 
 
 
 
 
 
 
 
 
 
圖 3  天文研習實作情形之一     圖 4 天文實作日晷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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