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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年級教學教案-自然與生活科技 

課程名

稱 
璀璨的星空-四季星空(冬季) 

適用年

級 
高年級 

教學時

間 
 80 分鐘，共 2 節。 

教材來

源 

翰林版五下 

第一單元璀璨的星空-四季星空(冬季) 
設計者 洪靜雯 

教材內

容 

 

教學準

備 

1.教學 ppt。 

2.平板每組/生1部。 

3.星座小書每生1份。 

4.任務學習單。 

核心素養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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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適合

科學探究的問題或解釋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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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理解科學

事實會有不同的論點、證據或解釋方式。 

 

自-E-C2  

透過探索科學的合作學習，培養與同儕溝

通表達、 團隊合作及和諧相處。 

 

ai-Ⅲ-3參與合作學習並與同儕有良好的

互動經驗，享受學習科學的樂趣。 

 

tm-Ⅲ-1能經由提問、觀察及實驗等歷

程，探索自然界現象之間的關係，建立簡

單的概念模型，並理解到有不同模型的存

在。 

 

pa-Ⅲ-2 

能從（所得的）資訊或數據，形成解釋、

發現新知、獲知因果關係、解決問題或是

發現新的問題。並能將自己的探究結果和

他人的結果（例如：來自同學）比較對

照，檢查相近探究是否有相近的結果。 

 

pe-Ⅲ-2 

能正確安全操 作適合學習階 段的物品、

器 材儀器、科技 設備及資源。能進行客

觀的質性觀察或數值量測並詳實 記錄。 

INc-Ⅲ-1生活及探究中常

用的測量工具和方法。 

 

 

INc-Ⅲ-14四季星空會有所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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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備經驗分析 

四年級 五年級 

1.知道一天中月亮會從東方升起、西方落下。 

2.知道描述月亮的位置要包含方位和高度角。 

3.知道月球只有一面對著地球沒有自轉。 

4.知道每個月月亮的變化跟公轉有關。 

5.能理解並記錄月亮變化的週期。 

1.知道一天中太陽會從東方升起、西方落下。 

2.知道描述太陽的位置要包含方位和高度角。 

3.知道地球自轉會造成東升西落一天的變化。 

4.知道地球公轉會造成四季變化。 

5.會利用太陽觀測器紀錄一天太陽運行規律性。 

• 翰林版課程地圖(●六年級課程經驗、●五年級課程經驗) 

 
 

學生能力分析 

1.學校實施混齡教學，此兩班學生皆有跨年級學習自然課程的經驗，六年級的學生2位，五年級的學生5位，相

較於五年級的學生，六年級學生有多一學年跨年級合班的經驗。 

2.六年級2位學生的學習能力較平均，對於發表討論實作的經驗也較豐富。五年級學生的學習能力差異大，學習

成就落差也大。 

3.以圖文表達、實驗操作、小組討論、口語發表、紙筆測驗5項能力，由高至低以「3、2、1」表示。 

學生

代號 

年

級 

性

別 

圖文

表達 

實驗

操作 

小組

討論 

口語

發表 

紙筆

測驗 

行動

載具

操作 

綜合

評分 

6-1星 六 男 2 3 2 3 2 2 14 

6-2安 六 女 3 3 3 3 2 3 17 

5-1俊 五 男 1 1 1 1 1 2 7 

5-2宥 五 男 1 2 2 2 1 1 9 

5-3彥 五 男 2 2 2 2 3 2 13 

5-4均 五 男 2 1 1 1 1 1 7 

5-5明 五 女 3 3 3 3 3 3 18 

   

2.依上表能力進行綜合評估後，此節課採同質分組，分為基礎組(第一、第二組)與進階組(第三組)。 

組別 學生 

基礎組1 5-4均、5-2宥 

基礎組2 6-1星、5-3彥、5-1俊 

進階組 6-2安、5-5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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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基礎組 進階組 

1.能在星空圖上觀察到星星有不同的亮度與顏

色並指出來。 

2.能在老師的指導下完成星座小書上的連線。 

3.能藉由星座小書的輔助辨認出冬季星座。 

4.能使用星座盤找出冬季的主要星座。 

5.能透過閱讀文本及討論找出冬季大三角代表

星座與星星。 

6.能在老師及同學的引導下完成學習單。 

1.能在星空圖上觀察到星星有不同的亮度與顏

色並指出來。 

2.能根據老師提供的資料自行完成星座小書上

的連線。 

3.能辨認出冬季星座。 

4.能使用星座盤找出冬季的主要星座。 

5.能透過閱讀文本及討論找出冬季大三角代表

星座與星星。 

6.能自行或與同學討論後完成學習單。 

學習評量 

評量向

度 

主題 次主題 A B C D E 

科學認知 自然界的組成與

特性 

系統與尺度

（INc） 

能辨認冬季主要

星座，並使用星

座盤找出冬季星

座及冬季大三角

的方位/時間。 

能辨認冬季主要

星座及冬季大三

角。 

能部分辨認

冬季主要星

座及冬季大

三角。 

在同學及教師

的引導下能部

分辨認出冬季

主要星座及冬

季大三角。 

未達 D

級 

科學認知 自然界的組成與

特性 

系統與尺度

（INc） 

能完成學習單的

內容並發表自己

觀察後的結果 

能自行或與同學

討論後完成學習

單的內容發表自

己觀察後的結果 

能大致完成

學習單的內

容及大致發

表自己觀察

後的結果。 

在同學及教師

的引導下完成

學習單 

未達 D

級 

科學的態

度與本質 

科學探究的興趣 科學探究的興

趣 

能透過科學探

索、參與合作學

習的互動經 驗，

主動地分享自然

科學學習的樂

趣。 

能透過科學探

索、參與合作學

習的互動經驗，

適時地分享自然

科學學習的樂

趣。 

在引導下，

能透過科學

探索、參與

合作學習經

驗，維持自

然科學學習

的樂趣。 

在引導下，能

嘗試透過科學

探索、參與合

作學習經驗，

引起自然科學

學習的樂趣。 

未達 D

級 

參考資料 

1.臺南市南瀛科學教育館【天文博客來】影片。 

2.臺北天文館 youtube 影片。 

3.高雄市華山國小簡維瑩老師教學活動設計(星座小書)。 

4.新北市國教輔導團教學設計。 

5.冬季大橢圓文章 https://www.bud.org.tw/Winnie/Winnie03.htm 

第一節 

分組方

式 
教學活動 時間 評量方式 學習目標 

合班 ●引起動機 

【活動一：複習舊經驗與引起動機】 

1.不同的季節、時間觀測到的星星都不一樣。 

2.星座是一個範圍。 

3.提問:今日的天氣適合觀星嗎?請學生回答並說明理由。 

10 觀察評量 

影片紀錄 

口頭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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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圈亮星】 

1. 提問:在黑暗的夜晚，什麼樣的星星會讓你特別注意呢? 

學生可能答案:比較亮的、比較大的、顏色不一樣的... 

追問(鞏固前節課所學的知識內容): 

(1)若學生回答比較亮的，則追問愈亮的星星，星等愈高或低? 

(2) 若學生回答顏色的，則追問星星的顏色不同是什麼原因造

成的? 

 

2. (1)這是一張冬季的星空圖。想像你是古代牧羊人，在一片漆

黑的夜晚，那些星星會引起你的注意呢?請在圖檔中圈出來。

(請學生到 jamboard上畫記) 

 
(2)請學生分享圈選的原因。 

(3)今天我們就要認識這些冬季的主要星座。 

 

 

 

 

 

 

能在星空圖

上觀察到星

星有不同的

亮度與顏色

並指出來。 

同質分

組 

 

 

 

 

 

 

 

 

 

 

 

 

 

 

 

 

 

 

 

 

●發展活動 

 

【活動一：冬季星座連連看】 

1. 冬季主要的星座有那些呢?發下星座小書，教師指導畫出星座

連線圖後，再以星座想像圖輔助辨認。(獵戶/金牛/御夫/雙子

/小犬/大犬) 

示例:獵戶座   

 
2. 教師用圖卡提問學生增強印象與記憶。 

基礎組 進階組 

教師抽圖卡提問，並提示學

生忘記的可參考剛剛做的星

座小書。 

2 位學生互相使用圖卡提問

練習 

     

【活動二：冬季星座我會認】 

1. 任務一：(三組任務相同) 

(1)教師引導語:剛剛我們已經認識了冬季的主要星座，現在換

個方式來看看你們能不能辨認出來，這是模擬冬季夜晚的

星空。 

   請學生討論在 jamboard 上的星空圖是哪一個星座及畫出連

線，提醒學生可以參考手邊的星座小書。 

25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小組互動 

口頭發表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小組互動 

口頭發表 

 

 

 

 

 

 

 

 

 

 

 

 

 

 

基-能在老師

的指導下完

成星座小書

上的連線。 
進-能根據老

師提供的資

料自行完成

星座小書上

的連線。 

 

 

 

 

 
基-能藉由星

座小書的輔

助辨認出冬

季星座。 

 

進-能辨認出

冬季星座。 

 

 

 

 

 
基-能藉由星

座小書的輔

助辨認出冬

季星座。 

 

進-能辨認出

冬季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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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班 

 
 (2)請學生發表他們是依據什麼特點來辨認出那個星座？ 

    

2. 任務二：(三組任務相同) 

(1)將 6 個冬季主要星座一次呈現在 jamboard上，請學生辨認

出來。並說明他們認出的順序為何?是使用什麼樣的策略? 

 
(2)教師示意星座想像圖，以故事輔助引導學生記憶各星座位

置。 

 
(3)使用星座圖卡在桌面上排出各星座的相對位置。 

 

3. 任務三：操作星座盤 

   (1)請學生操作星座盤，在星座盤上找出冬季星座。 

   (2)搭配指北針指出當日晚上7時，這些星座會出現在上林國小

的哪個方位。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小組互動 

口頭發表 

 

 

 

 

 

 

 
基-能藉由星

座小書的輔

助辨認出冬

季星座。 

 

進-能辨認出

冬季星座。 

 

 

 

 

 

 

 

 

 

 

 

 

 

 

 

 
 

能使用星座

盤找出冬季

的主要星

座。 

合班 ●綜合活動：統整 

1. 今天認識了那些冬季星座? 

2. 請說說這些冬季星座的辨認特徵。 

~本節課結束~ 

5 

 

口頭發表 

 
 

第二節 

分組方

式 
教學活動 時間 評量方式 學習目標 

合班 ●引起動機 

提問：昨天晚上夜光課程結束時，有沒有看到獵戶座、金牛這些

星座呢?請學生分享昨晚觀星的經驗。 

3 

口頭發表 
 

同質分

組 

●發展活動 

【活動一:星座偵探找線索】 

1.提供文本，請學生根據文本的訊息在 jamboard的照片上找出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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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發表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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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質分

組 

 

 

 

 

 

同質分

組 

 

 

 

 

 

 

 

 

 

 

 

 

 

 

 

 

季大三角。(完成學習單) 

基礎組文本 進階組文本 

順著獵戶座的腰帶三星往下看

去，可看到全天第一亮星：大犬

座的天狼星。將天狼星、獵戶座

左肩的參宿四與小犬座主星南河

三連線，就構成了著名的『冬季

大三角』。 

獵戶座主要由四顆亮星排列成一長方

形，而在其間可以看見三顆亮度相等，

間距相同的亮星排成一列，這就是所謂

『獵戶座的腰帶』。順著腰帶三星往下

看去，會發現一顆亮得出奇的光點，這

就是亮度達-1.6等，距離我們只有8.7光

年的全天第一亮星：大犬座的天狼星。

如果我們將天狼星與獵戶座左肩的參宿

四，作為一正三角形的兩個頂點，那麼

另外一個頂點，就是亮度零點四等，距

離我們十二光年的小犬座主星南河三。

而這三顆亮星：南河三、參宿四、天狼

星，就構成了著名的『冬季大三角』，

成了冬夜星空的最主要標記。 

2.請學生發表他們是如何透過文本找到冬季大三角。 

 

【活動二:冬季認星歌】(三組任務相同) 

1.請學生使用 ipad 播放台北市立天文館製作的冬季認星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E50fCYR-ZU 

2.請學生討論歌曲中的歌詞指的是那些星座？ 

 

【活動三:科技觀星】 

1.操作 stellarium app,觀察冬季星座的運行，請學生依據學習單的提

問來操作與回答。(將時間設定為晚上8:00) 

基礎組 進階組 

1.選擇一個你想要觀察的冬季星

座。我選擇的是         座。 

2.晚上8時，此星座在什麼方位 

○1 東 ○2 西 ○3 南 ○4 北 ○5 東北 

○6 東南 ○7 西北 ○8 西南 

3.高度角      度。 

4.請面向南方，以每1分鐘為單

位，調整 app 的時間，你發現星

座移動的方向是 

○1 由東向西 ○2 由西向東 

5.將時間調整回3/9晚上8時，以

日為單位，調整 app 的時間，

3/10和3/9晚上8時，星座的位置

是否一樣？有什麼改變? 

6.星座的形狀有改變嗎? 

7.大約幾點的時候天空就看不到

這個星座了？ 

1.選擇一個你想要觀察的冬季星

座。我選擇的是         座。 

2.晚上8時，此星座在什麼方位 

                  

3.高度角      度。 

4.請面向南方，以每1分鐘為單

位，調整 app 的時間，你發現星

座移動的方向是              

5.將時間調整回3/9晚上8時，以

日為單位，調整 app 的時間，

3/10和3/9晚上8時，星座的位置

是否一樣？有什麼改變? 

6.星座的形狀有改變嗎? 

7.大約幾點的時候天空就看不到

這個星座了？ 

                    

 

2.發表分享各組學習單討論的內容。 

 

 

 

 

 

 

 

 

 

 

 

 

 

 

 

7 

 

 

 

 

 

15 

小組互動 

 

 

能透過閱讀

文本及討論

找出冬季大

三角代表星

座與星星。 

 

 

 

 

 

 

 

 

 

 

 

 

 

能辨認出冬

季星座。 

 

 

 

 

 

 

基-能在老師

及同學的引

導下完成學

習單。 

 

進-能自行或

與同學討論

後完成學習

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E50fCYR-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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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質分

組 

●綜合活動：統整 

請學生在小白板上寫上這節課學到那些星座的知識並發表。 

~本節課結束~ 

5 

 
 

教學實

施 

日期：112.03.08 實際教學者：洪靜雯 

課堂照片與說明 

  

【活動一：複習舊經驗】 

1.不同的季節、時間觀測到的星星都不一樣。 

2.星座是一個範圍。 

【活動二：圈亮星】 

  

【活動二：圈亮星】第一組的圈選 【活動二：圈亮星】第二組的圈選 

 

 

【活動二：圈亮星】第三組的圈選 發展活動 

【活動一：冬季星座連連看】繪製星座小書，教師引導畫出星座

連線圖後，再以星座想像圖輔助辨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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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活動 

【活動一：冬季星座連連看】繪製星座小書，教師引導畫出星

座連線圖後，再以星座想像圖輔助辨認。 

【活動一：冬季星座連連看】冬季小書 

  

【活動二：冬季星座我會認】請學生討論在 jamboard 上的星空

圖是哪一個星座及畫出連線。 

【活動二：冬季星座我會認】請學生討論在 jamboard 上的星空圖

是哪一個星座及畫出連線。 

 

 

【活動二：冬季星座我會認】學生在 jamboard 上的作答 【活動二：冬季星座我會認】學生在 jamboard 上的作答 

 
 

【活動二：冬季星座我會認】學生在 jamboard 上的作答 【活動二：冬季星座我會認】請學生發表他們是怎麼認出來的。 



9  

  

【活動二：冬季星座我會認】請學生發表他們是怎麼認出來的。 【活動二：冬季星座我會認】請學生發表他們是怎麼認出來的。 

 

 

【星座偵探找線索】閱讀學習單後在星空圖上找出冬季大三

角。 

【星座偵探找線索】學生在 jamboard 上的作答(找冬季大三角) 

 

 

【星座偵探找線索】學生在 jamboard 上的作答(找冬季大三角) 【星座偵探找線索】請學生發表他們是如何透過文本找到冬季大

三角。 

檢討與反思 

    跨年級教學實施的困難 

    學生雖然都有跨年級合班教學的經驗，表達及書寫能力仍有差異。而課程使用混材的方

式，所以對於五年級的學生來說部分課程尚未學習，在操作 stellarium app 時，基礎組1對於

方位的辨認有困難，或許是因為尚未學習過觀測太陽以及社會課的經緯度課程，以致其對方

位、英文縮寫 N.S.W.E 所代表的觀念不清楚造成，需特別由老師說明。而基礎組2裡有一位6

年級的學生，他在回答方位的問題時，有向另位2位5年級的同學說 N 就是北邊……。進階

組裡有一位6年級和5年級的學優生。後兩組的學生皆能在經過與同儕討論後回答出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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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年級教學實施的優點 

    雖然學生有年段的差異，但實際教學時也會出現由五年級生主導的情形，透過對學生的

能力分析進行分組活動，增加同儕互動的機會，提供不同程度的學習任務，讓能力較好的學

生能進一步提升，能力較低的學生也能在同儕及老師的協助下穩健的學習，如學生5-1在學

習上是屬於比較被動的，這次搭配了6年級的學生一組，也能精準地完成任務。 

   課程設計 

    本次的課堂進行採兩兩一組，期待同組之間在進行任務時會互相討論、互補。一開始的

星座小書是由老師帶領完成星座連線，這個部分來年實施時或許可結合藝文領域，讓學生畫

出自己的星座想像圖。這個單元在課程地圖上是屬於五下的單元，對於五年級學生來說是符

合他們該學習階段的內容，對於六年級來說應該是容易的。這個單元在自然課裡算是偏科學

知識的一個單元，如何讓學生有興趣、學的有素養?是在做教學設計時的主要思考的方向。

在課前閱讀了很多關於星座的教材，如何把內容那麼豐富星空轉化為教材，那些該教、那些

太難該省略，在設計的過程不斷的琢磨。還好有跨年級的專家一起討論共備，在共備的過程

中，一次一次釐清教學目標，讓教學的主軸浮現，也很感謝專家教師提供很多的想法及教學

活動，自己再根據學生的程度來設計教學活動，並試著用數位融入來促進學生學習興趣。 

    科學閱讀 

    以不同的文本給予各組任務，讓學生透過文本找出冬季大三角，雖然基礎組已將文本精

簡只留關鍵訊息，但在閱讀文本時，對於文字的理解以及星座星名等名詞有點混淆。「順著

獵戶座的腰帶三星往下看去」，這一句話讓第一組的學生覺得是在腰帶三星的正下方，所以

找不到天狼星，經由教師的引導才正確找到。顯現閱讀理解能力影響學生在各科的學習表

現。 

    學習遷移 

   使用 ipad 搭配 jamboard 的教學活動，基礎組1的學生在小書轉化成星空圖時有些地方認

不出來，經由提醒可以參考小書，與提示他們各星座的主要特色後就能認出。全天6星座的

部分，在辨認上有些許困難，提醒他們先把比較明確的找出來。顯示能力較低的學生在學習

遷移上需要教師提供更多的指導與鷹架。 

   小組討論發表 

   每個活動皆有讓學生討論發表的機會，透過討論發表可澄清自己的觀念鞏固學習，如：        

進階組的學生在全天6星座時把小犬、雙子、御夫的位置搞錯了，他們當時覺得很有自信所

以沒有仔細觀察檢查，等到全班一起討論，看到別組的答案，馬上就發現自己畫錯了。 

    行動載具操作 

    此兩班在平日授課皆已習慣使用載具學習，議課時有老師建議是否改為一生一部載具，

設計之初是希望學生能透過彼此對話討論來共學，所以安排一組一部載具。在基礎組的部

分，比較能看見學生彼此進行任務時的討論，進階組的學生似乎心中皆有定見，所以討論的

情形較少。因此在下次的課程設計，可安排進階組使用載具進行較多的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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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意目標 

    課堂上請學生於夜光課程7:00結束時，觀察夜空的星星，隔天詢問學生是否有看到白天

所認識的星座，大部分學生皆表示很清楚的看到獵戶座及天狼星。課後學生反應：以前晚上

看星星都不知道那個是什麼？現在都看懂了。 

    結語 

    這是一個沒有實驗部分的課程，透過不同的任務讓學生學習專注、投入在課堂，讓學生

對於冬季的星座有概念，進而產生觀星的興趣。大部分學生能完成學習任務，兩兩一組互補

合作討論，原本學習成就較低的學生，在此節課也能有不錯表現。在全天6星座的部分，學

生易產生混淆，宜再多給學生們一些時間去思考及辨認，讓學困生能有充裕的時間去討論及

觀察。有了這一次課程，相信日後學生在夜晚抬頭仰望星空時，應該會更有興趣與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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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學習單 

冬季大三角(基礎組) 

1.閱讀文章。 

順著獵戶座的腰帶三星往下看去，可看到全天第一亮星：大犬座的天狼

星。將天狼星、獵戶座左肩的參宿四與小犬座主星南河三連線，就構成了

著名的『冬季大三角』。 

2.回答問題：請問冬季大三角是由哪3顆亮星組成? 

                                                               

3.掃描 QRCODE。  

4.依據文章內容在圖檔上畫出冬季大三角。 

 

冬季大三角(進階組) 

1.閱讀文章。 

獵戶座主要由四顆亮星排列成一長方形，而在其間可以看見三顆亮度相

等，間距相同的亮星排成一列，這就是所謂『獵戶座的腰帶』。順著腰帶

三星往下看去，會發現一顆亮得出奇的光點，這就是亮度達-1.6等，距離我

們只有8.7光年的全天第一亮星：大犬座的天狼星。如果我們將天狼星與獵

戶座左肩的參宿四，作為一正三角形的兩個頂點，那麼另外一個頂點，就

是亮度零點四等，距離我們十二光年的小犬座主星南河三。而這三顆亮

星：南河三、參宿四、天狼星，就構成了著名的『冬季大三角』，成了冬

夜星空的最主要標記。 

2.回答問題：請問冬季大三角是由哪3顆亮星組成? 

                                                               

3.掃描 QRCODE。  

4.依據文章內容在圖檔上畫出冬季大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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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學習單 

基礎組 

1.選擇一個你想要觀察的冬季星座。我選擇的是         座。 

2.晚上8時，此星座在什麼方位 

○1 東 ○2 西 ○3 南 ○4 北 ○5 東北 ○6 東南 ○7 西北 ○8 西南 

3.高度角      度。 

4.請面向南方，以每1分鐘為單位，調整 app 的時間，你發現星座移動的方向是 

○1 由東向西 ○2 由西向東 

5.將時間調整回3/9晚上8時，以日為單位，調整 app 的時間，3/10和3/9晚上8時，星座的位置是否一樣？有什

麼改變? 

6.星座的形狀有改變嗎? 

7.大約幾點的時候天空就看不到這個星座了？ 

 

進階組 

1.選擇一個你想要觀察的冬季星座。我選擇的是         座。 

2.晚上8時，此星座在什麼方位 

                  

3.高度角      度。 

4.請面向南方，以每1分鐘為單位，調整 app 的時間，你發現星座移動的方向是              

5.將時間調整回3/9晚上8時，以日為單位，調整 app 的時間，3/10和3/9晚上8時，星座的位置是否一樣？有什

麼改變? 

6.星座的形狀有改變嗎? 

7.大約幾點的時候天空就看不到這個星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