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教師組 教案表單與學習單

教案設計者：侯欣妤(國立中央大學師培生)、黃千藝(國立中央大學師培生)

課程領域：

■物理 ☐化學 ☐生物 ■地球科學 ☐科技領域 ■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

☐數學 ☐其他 (可複選)

一、教案題目

用Algodoo模擬科學家是如何發現海王星

二、授課時數

3節課(150min)

三、教案設計理念與動機

在上中央大學師培課程中讀到一篇文本，關於海王星的發現過程。起初科學家發現天王星

軌道計算位置與觀測結果並不相同，當時的科學家做了大膽的假設：有其他大型天體在影

響天王星軌道，在經過一系列的計算與觀測後，果真發現周圍確實有一顆星體在影響天王

星的軌道，也就是八大行星之一的海王星，因此我們想要依循著科學史的脈絡，帶領學生

去探討行星間彼此影響軌道，在教學上我們想要利用Algodoo去簡易模擬此發現的過程。

而且我們相信，以科學史的發展方向出發更容易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生能夠確實跟上

課程的科學探究情境脈絡，在學習之後能夠運用探究科學形成知識的過程中習得的科學的

過程性技能，更加瞭解科學的本質與科學態度。

四、教學目標

以往講述牛頓力學即克卜勒行星運動時總是告訴學生每個物質皆有引力，會互相吸引，之

後再將這套理論套用到行星軌道上，但我們認為這樣子的教學太過於紙上談兵，沒辦法真

正讓學生體會到，而透過Algodoo這套軟體，可以帶領學生即時地去透過建模，模擬上課所

介紹到一些無法直接實作測量的自然現象。

根據上述說明，我們想培養學生以下四大能力：

推理論證：察覺彼此間的關係提出自己的論點

建立模型：形成概念性理解的模型觀察不同模型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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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與發現：從資訊或數據中解決問題與他人結果比較對照

培養科學探究的興趣：滿足好奇心成功的科學活動經驗參與合作學習並有良好互動

五、教育對象

上自然探究課程的高中二年級生

六、課程設計（方法與步驟）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課

前

準

備

確認電腦教室的設備有Algodoo套件能提供學生

使用

第

一

節

課

【引起動機】

科學史事實：

先講述當初海王星的發現跟其他八大行星不同，

是源自於發現天王星觀測到的軌道與計算理論值

相差甚遠，此差異無法以隨機誤差或不確定性來

說明，故科學家推論有其他巨大的天體影響其軌

道。後來其他的天文學家的確觀察到了海王星的

存在。

【發現問題】

給予學生天王星實際軌道與理論軌道的資訊，引

導學生發現問題、為探究題目與方向定題

【形成假說】

學生提出問題後，提供圖片六年的雙星繞太陽軌

道位置，以及更多軌道偏差的數據，幫助學生形成

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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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如何基本操作Algodoo軟體，以及示範如

何做出軌道運動模型

請學生先放置一顆行星進行觀察並截圖，再放置

第二顆行星觀察並截圖有何改變

提醒學生待會建模過程需配合附錄表格，將自己

模擬的數值填入

介紹內容：

第

二

節

課

【論證與建模】

請同學們用教師剛剛教學的Algodoo，依據理論結

果及觀測結果進行比較，設計可能的模型來進行

論證

第

三

節

【表達與分享】

請同學們紀錄所觀察到的現象及所設定之數值，

並記錄且推論事什麼原因造成此軌道偏離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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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是甚麼原因讓你做此推論?

【結論】

老師把同學們的分享做統整，並總結這與萬有引

力之間的關係。

附錄、學習評量內容

1.你們觀察或發現到什麼事情？

2.你們有什麼樣的假說？

3.各天體設定數值：

恆星 行星1 行星2 … 行星n

質量(kg)

引力(Nm/s^2)

速度(m/s)

…（學生自行增加）

4.可否使用曾經學過的物理公式去做推導?若可以請寫下公式及計算過程。

參考資料

探究式教學法理論與實踐_蔡雅薰主編_高等教育出版

Ch05科學本質導向的物理學探究式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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