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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數位星座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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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均翰(高雄市立福山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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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下的璀璨星空──星空模擬軟體的虛實整合 

二、授課時數 

2 節課，共 80 分鐘 

三、教案設計理念與動機 

      在國小，日月星辰的教學不僅提供了學習者在天文內容的基礎知識，也加強了在空

間指出物體位置的能力。從中年級開始學習辨認不同時間的天體差異、觀察天空的形狀、

了解自己在空間中的相對位置、推理天體的運行的基本規律，直到高年級收集長時間的數

據加上利用中年級的概念建立更完整的概念模型。其中，關於「星空」扮演著在國小階段

中天文教學的最後一塊拼圖，不僅讓國小階段的學習者產生許多的學習困難，更是使許多

師培生無法理解而只能進行較為片段化的教

學，而無法協助學習者統整概念。 

    雖然，對於真正天文學而言，國小階段的

天文概念，只是相當古代的觀念。不過對於初

教學的師培生以及剛認識天體的國小學生而

言，都是必須奠基的知識模型。目前對於教學

與學習而言，星空的教學與學習困難有以下三

點：(1)課程安排較無邏輯(2)無法觀察當下星空

(3)與日月學習內容較難呼應(4)工具使用具相當

困難性。當然，因應現今科技發達，許多便利

的觀星軟體也應運而生打破時間、空間的限制，如教科書出版社就將紙本星座盤數位化，

以利學習者或教學者使用；也有一些 APP 能夠打破白天無法觀星的限制，讓學習者直接觀

察白天的星空模擬；不過以上的方法也都有其限制，如數位星座盤並無法改變其使用困難

性，APP 的操作者介面可能會淪為為單一化的觀察。 

    根據以上教與學的困難，本教案選擇 Stellarium 數位星空模擬軟體，雖然其可控制的參

數有太多是學習者無法理解的，不過從教學引導以及根據 108 課綱須達成的學習目標，相

信此堂課程不僅能讓學習者達成基本的學習目標更能夠產生真實情境的學習遷移；而對於

師培生而言也能夠有一份做為教學參考之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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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目標 

1.會正確使用星座軟體以觀測當日星空。 

2.會根據指示使用數位星空軟體中不同的投影方式以轉換為數位星座盤。 

3.能區辨數位軟體與實際星座盤的特性與限制 

4.能結合實際課堂中的提問操作數位星座盤。 

5.能透過數位星座盤建立星體運行的概念 

五、教育對象 

國小高年級學習者、有意擔任自然科學教師之師培生 

六、課程設計（方法與步驟） 

     本課程承先前數位星空軟體之學習課程，故預設學習者

皆會使用數位星空軟體(Stellarium)且對於星體的分類、星座

與傳說有基本認識。 

 學習者應具基本概念如下：會打開星空軟體 

                         調整觀測時間與地點 

                         設定星體顯示資訊 

                         關閉大氣層以觀察當下星空 

                         找到天體運行的圓心(北極星) 

第一節課 

引起動機 (約 5-10 分鐘) 

        教師請學生回想前幾節課的學習並提問以了解學生

的學習狀況，包含天空的形狀、星體繞行的中心、星座

與太陽的關係。接著發下平板，請學生打開軟體練習前

一節課所學習的版面按鈕並找到當下的星空以及說明太

陽此時大約在哪個星座附近。 

探究活動(約 15-20 分鐘) 

        教師在學生觀察與說明太陽的位置後，提問：「現

在有方便的數位軟體，我們可以更容易得知星體的資

訊。但古代人得怎麼做才能知道類似的資訊。」接著提

示學生可以從課本找尋資料，從討論可以得知星座盤是

古代人觀察星空的工具。 

        此時，教師可以發下已完成的紙本星座盤，請學生觀察紙本的星座盤的特性，從

觀察後學生可以得知紙本星座盤無法觀察到白天的星空但能夠知道在不同日期能看到

相同星空的特質。教師此時可以引導學生做出比較性的簡易表格。 

圖 軟體基本設定 

圖 設定投影方式 

圖 找到正確觀測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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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約 10-20 分鐘) 

        接著教師可以讓學生繼續討論──「紙本星座盤與星空模擬軟體所看到的星空有什

麼差異？」學生討論後能夠發現紙本星座盤只需對齊北方就能判斷出目前天空的星座

的分布，但缺點可能是因為縮小呈現範圍，所以實際位置需要重新判斷；星空模擬軟

體能夠看到實際位置的星空，但缺點是須利用滑鼠旋轉到不同方位才能看到目標的星

體。 

        此時教師可以帶領學生做出總結──「有沒有辦法整合兩者的優點呢？」由教師帶

領學生依據步驟跟著操作(投影方式設為魚眼，調整方位)，教師在學生做完後引出下一

節課的初始想法──「我們怎麼知道模擬星空軟體設定出的星座盤是可用的？」最後撰

寫學習單。 

第二節課  

引起動機 (約 5-10 分鐘) 

        教師請學生回想上一節課結束前所提出的問題，並

請學生討論後發表，學生從觀察設定後的軟體方位與紙

本星座盤的對照會發現模擬軟體中的方位與紙本星座

盤相同，故可以推論模擬軟體之星空與紙本星座盤是相

同的。 

探究活動(約 20 分鐘) 

        教師此時可更深入提問──「還有什麼證據能夠證

明模擬軟體與紙本星座盤是相同的星空？」學生從討論

可以得知，使用課本中的方法調整紙本星座盤以及調整

模擬軟體之時間，會發現兩者所呈現的星空是相同的，

增加學生使用證據的能力。 

        接著請學生翻開課本找到課本中討論之問題，嘗試

利用模擬軟體所呈現的星座盤找到下列問題的答案。 

 

 

        透過使用軟體，學生能夠自行發現當天晚上八點東北方星空的星座。以及在相同

時間的不同日期、月份下星體的方位的移動，以了解星體的規律性。從軟體中也能同

圖 模仿調整成星座盤 

圖 打開地平座標格線 

圖 改變觀測位置 



4 
 

時使月亮、太陽與其他恆星同步運行，發現規律性的相似處。當學生從自行操作發現

這些問題的答案後，教師便能帶領學生進行討論。 

討論(約 5-10 分鐘) 

    由先前的發現，教師提問──「學生討論的位置皆為方位，但在先前的學習中位置也包

含了高度角，但模擬軟體中目前並無高度角的設定，你們認為可以怎麼做？」此時學生能

夠自行改變模擬軟體中的按鈕或參數找到「地平格線座標」，再由教師引導出「位置與座

標」的概念。 

    最後，再由教師提問──「跟紙本星座盤比起來，你認為使用星空模擬軟體的優點是什

麼？它有缺點嗎？該怎麼反應給開發單位呢？」讓學生討論後返家寫完學習單，收回 

<結束課程> 

 

七、學習評量內容 

太陽下的璀璨星空  學習單 

1.請寫下你認為在星空這個單元的學習中會遇到什麼困難？ 

 

 

 

2.請寫下你如何調整星空模擬軟體為數位星座盤的流程以及寫下你與同學討論後數位星座盤與紙本星座盤的

差異？ 

 

 

3.觀察數位星座盤的恆星運行後，選擇一個星體描述它的運行狀況。 

 

 

4.請寫下軟體中若要「描述某顆星位置」的設定流程。選擇一顆星體描述它的位置並在改變不同緯度地點後寫

下它的位置變化。 

 

 

4.今天的學習你利用了哪些方法解決第一題所遇到的困難？請詳細說明。 

 

 

參考資料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eacherB/permalink/1374729846209958/ 

https://stellarium.org/zh_TW/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eacherB/permalink/1374729846209958/
https://stellarium.org/zh_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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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教學教案總頁數以 8 頁為上限。 

2. 除摘要外，其餘各項皆可以用文字、手繪圖形或心智圖呈現。 

3. 未使用本競賽官網提供「教案表單與學習單」格式投稿，將不予審查。 

⚫ 表標題的排列方式為向表上方置中、對齊該表。圖標題的排列方式為向圖下方置中、

對齊該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