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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學者發現兒童在學前，即接受正規教育前，已對周遭世界如何運作有自己固有

的觀念。另外，有研究發現社會文化觀會令學生產生不同的科學觀念。西方國

家已有很多研究探討有關學生的科學觀念及理解，但以本地學生為對象的研究

則很少。本研究嘗試探討本地小學生對「日蝕」這自然現象的的理解。亦檢視

運用有效的科學教學策略之建構教學理論架構來設計「日蝕」課題教學的成

效，以及探討教學研究應用在課堂的可行性。研究對象是本地一小學全體六年

級學生。研究方法採用訪問、問卷及觀課分析。結果發現學生在課後對日蝕的

理解有明顯的增加，同時學生亦有選出他們認為令學習更有效的課堂學習活

動。此外，參與研究的教師亦表示他們在概念理解及教學方法有相當的改變，

顯示教學研究能有效提升教師的專業發展。 

鳴謝： 

本研究是與香港教育學院院校協作與教學實踐發展中心和鳳溪小學合作，在

此，對參與研究的各位老師致以衷心的感謝。 

1. 引言 

對大多數的人，無論是學生或教師，觀看日全蝕的發生似是一生人最多只有一

次的經驗(Sang, 1999)。本研究會以香港教師一般不太認識的天文現象的一個科

學課題－日蝕(So, Tang & Ng, 2000)，運用建構理論架構來設計教學，來了解香

港學生對日蝕的理解及教師對日蝕課題的普遍教學方法、檢視建基於建構理論

架構的教學設計的成效，及探討教學研究應用在課堂的可行性。 

兒童在接受正規教育前已對世界如何運作有自己固有的見解，這已是廣被接受

的事情(Osborne & Wittrock, 1983; Gunstone, 1991; Henriques, 2002)。此外，有研

究指出對某些科學概念的社會文化觀念會引致兒童建立另類的概念(Mohapatra, 
1991)。西方國家已有很多研究探討有關學生的科學理解。Harlen (2001)也提供

過一個概括的評論檢視有關學生科學學習的多項研究。然而，以本地或中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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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為對象的相關研究則很少。 

2. 教學研究 

Keogh 和 Naylor (2002) 在進行教學研究時 ， 從諮詢教師中得知他們所認同

的有效教學策略都有注重學生的原有觀念。而教師們所草擬的教學取向通常都

有以下程序：先找出學生原有觀念，繼而準備適當活動，嘗試透過活動建立學

生的概念。這與建構主義類同。建構主義理論把學習視為一主動及持續的過

程，當中學習者從環境獲取資訊，依自己的原有觀念與經驗作出個人的演譯及

意義 (Driver 和 Bell, 1986 ； Roth, 1990) 。學習關係到個人與社會溝通的意

義建立過程 (Cobb, 1990) ；而這過程又受學習者的目的、動機、對環境的注意

度影響  (Driver 和  Bell, 1986) 。兒童對科學現象建立多項性概念或理解 
(Clough 和 Driver, 1986) ，他們的理解不一定會因教學而改變 (Gunstone, 1991) 
或在非預期的方式中改變 (Osborne 和 Freyberg, 1985; Osborne 和 Wittrock, 
1983) 。 Osborne 和 Simon (1996) 細心的課堂觀察及對師生們的訪問，顯示

出兒童的學習是如何受教師的提問及回應學生問題的技巧和能力所影響。這些

結果有助建立一研究架構來探討學生對科學現象的理解，明瞭學生在課堂學習

中的理解是如何改變及發展的。  

Harlen (2001) 對兒童科學學習的評論亦探討兒童科學學習如何在教學策略中

反映出來。關於兒童天真科學觀念的研究能為教師在計劃或實踐教學時提供見

解及指引，以挑戰學生的既有觀念 (Shymansky, Woodworth, Norman, Dunkhase, 
Matthews 和 Liu, 1993) 。學者們非常致力於不同的學習範疇內容中選用教學

策略及課程內容來試圖加強學生科學概念的學習 (Fetherstonhaugh 和 Treagust, 
1992 ， Diakidoy 和 Kendeou, 2002) 。 Poser 、 Strike 、 Hewson 、 Gertzog 
(1982) 指出學生在四種教學策略情況下會經歷概念轉變：不滿於現有概念、新

概念的被理解、可信性與滿意性。以上所述為改善科學教學的策略設計提供理

論基礎，即是最初要考慮學生們的原有觀念，繼而讓學生參與實踐性教學活動

來建構概念。  

事實上，由於既困難又費時，對學生科學觀念的判斷並不是正規教學的一環 
(Fetherstonhaugh 和 Treagust, 1992 ； Keogh 和 Naylor, 2002) 。因此，本研

究期望能引起教師及教育工作者的關注，對學生的既有觀念與一般看法的瞭解

是有效教學的先決條件。另外，本研究所設計的問卷題目 ( 附錄一 ) 可讓其

他學校作參考及在一般課堂使用，作判斷學生原有觀念及一般觀念之用。再

者，本研究所採用的建構理論，及學生認為有效的教學策略及活動，可廣傳以

供其他教師採用，以加強教學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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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兒童的科學觀念 

Harlen (2001) 指出學界對兒童科學觀念的研究興趣始於八十年代初。已有很多

西方研究探討過兒童對物理現象 (Driver, Guesne 和 Tiberghien, 1985; Stepans, 
1994) 與自然現象 (Finegold 和 Pundak, 1991; Vosniadou, 1991; Rankin, 1995) 
的觀念。 Sherpardson 與 Moje (1994) 探討過小學學生對電路的瞭解，亦有學

者探討過學生對天文學觀念的轉變  (Finegold 和 Pundak, 1991; Vosniadou, 
1991) 。 Fetherstonhaugh 和 Treagust (1992) 曾研究兒童對光及其特性的理解。 
Henriques (2002) 作過兒童對天氣理解研究的評論及回顧。  

科學教育界普遍都接受學生在受教育前已對世界有自己的觀念，但這些觀念通

常都與廣被接受的科學性解釋有異 (Henrique, 2002) 。 Pine, Messer 和 John 
(2001) 認為學生這些意念是非常重要，是不容忽視，因為在學習過程中這些觀

念是建立新知識的基礎。此外， Mohapatra (1991) 以一群印度學生對日蝕的見

解而作的研究得出社會文化經驗是有可能引發起學生的另類概念。以上所討論

的研究結果對是次以香港學生為對象的同類研究很有參考價值。 

4. 建構教學理論 

有 研 究 證 明 人 們 的 先 備 知 識 與 信 念 大 大 影 響 他 們 接 受 新 知 識 的 方 式 
(Fetherstonhaugh 和  Treagust, 1992; Sherpardson 和  Moje, 1994; Vosniadou, 
1991) 。 認知性學習視學習者為主動參與者，在過程中主動建構自己對現實世

界與物質世界的理論 (Piaget, 1970) 。依此，學習所得的新知識是「已知」與

「所學」的結合產物 (Stoddart, Connell, Stofflet 和 Peck, 1993) 。這樣，學習

不只是內容加添的活動，教師單靠「顯示」與「講授」是不足以轉化學習者的

原有觀念及建構概念的。  

一份政府文件形容香港小學教師在課堂教學中普遍採用教師示範取向和太倚

賴 課 本 ， 以 及 不 能 就 不 同 能 力 的 學 生 調 整 個 別 課 題 的 教 學  (Education 
Commission, 1994) 。這些問題同樣出現在小學科學教學中。有一個本地研究指

出，小學常識教師認為他們在「自然世界」或「科學與科技」等課題的教學能

力是比較其他課題為低 (So, Cheung, Leung 和 Wong, 1999) 。  

許多調查都顯示教師的教學法往往都缺乏建構性  (Thomas 和  Campbell, 
2002) 。 Shymanshy 等人 (1993) 指出，假如教師知道學生所想，他便能運用

指導式活動挑戰學生的既有觀念。依此，教師是可以針對學生錯誤理解的觀念

設計活動與問題 (Henriques, 2002) 。另外， Mohapatra (1991) 建議把自然現

象教學與日常生活相結合，以引導學生學習正確的科學概念。此外，一個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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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調查研究顯示在職教師的專業師訓能幫助教師從專業、社會、個人等方面發

展以致改變現況 (So 和 Cheng, 2000) 。 Bowker 和 Gompertz (2002) 認為學

校內的教師如能一起工作，分享意見，分擔困難，建立信心，教學就能發揮最

大效能。 Crebbin (2001) 也指出教師協作教學能助專業發展。相信，在建基於

建構教學理論能使教師深思教學活動及提問的設計，幫助學生建構知識。另

外，在過程中又要根據教師對科學課題及建構教學的理解 ，分 辨出課堂教學

研究是有助教師改善教學。 

5. 研究計劃與方法 

5.1 研究對象 

研究計劃的目標課題是「日蝕」，研究對象為本地一小學的六年級學生。大約

一百二十名學生與四名教師參與研究。其中十六位學生接受了課前的訪問 。 

5.2 研究設計  

a. 瞭解學生對「日蝕」原有觀念  

i. 課前學生訪問  

這部分從全體小六學生隨機選出每班各四位學生，共十六位學生參與訪問。參

考 Diakidoy & Kendeou (2001) 和 Stover & Saunders (2000) 的研究，加上多位

教師過往不同的課堂教學的經驗，經過仔細的討論達致共識 ， 擬定了十三條

開放性的題目作訪問，首七題是學習日蝕的先備知識，後六題是與日蝕有直接

關係的，來了解十六位學生原有觀念 。  

ii. 前測問卷調查  

從訪問十六名學生所得回應，得知學生對每一題目普遍的認識，及就學生的回

應分類，用作設計課前評估全體小六學生對日蝕認識的問卷。此外教師建議加

進一些資料性的問題如喜愛的教學及學習方法等 (前測的問卷可參閱附錄

一 ) 。前測邀請全體共一百二十名小六學生填寫。  

iii. 後測問卷調查  

用前測同樣的題目，在課後派發給原先的一百二十名小六學生作課後學習評估

的比較及分析。又就全體學生在課堂所繪畫的日蝕成因圖作分析以進一步瞭解

他們對「日蝕」現象的認識 ( 繪圖數據 ) 。  

iv. 課後學生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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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訪問先前的十六名學生以深入探討他們對概念的理解及辨清有效提高學

生理解之教學策略。  

b. 研究有效「日蝕」課題的教學策略  

參考科學教育的期刊中與「日蝕」課題教學有關的學術文章及相關的「日蝕」

資料，教師與教師教育工作者 ( 研究者 ) 經過多番的討論及分析，釐定教學

目標及重點，然後設計問卷，調查學生在課前對「日蝕」的理解。利用前測所

得數據，修訂較早前釐定的教學目標及重點，共同計劃課堂教學。運用「計劃

－教學－評估」模式，四名教師互相觀摩及改善教學。四個教節均有進行課堂

觀察及錄影供分析用，資料分析包括教學實況及教師與學生間的互動情況，以

檢視教學效能，及確認學生之學習效能。  

• 三名教師觀察首名教師的課堂；  

• 首課後進行課後會議作檢討；  

• 就教師們的意見作第二課堂教學的修正；  

• 重複同一循環。  

c. 探討教師的專業發展  

教師在教學前描述他們對「日蝕」課題的理解及常用的教學方法。然後參考科

學教育的期刊中與「日蝕」課題教學有關的學術和教育的文章，選取能幫助學

生建立科學概念的建構性理論框架來支持教學設計。課後教師們就教學策略及

學生學習情況作反思及檢討。最後分析教師的反思來總結課堂教學研究對教師

專業發展的幫助。 

5.3 建立科學概念的建構性理論框架  

在這個「日蝕」課題的教學設計中，除根據前測所了解到的學生原有觀念，亦

參考了多份科學教育的期刊中的文章及與「日蝕」現象相關的資料，來釐定教

學活動。包括有：  

a. Keogh 與 Naylor (2002) 認為學生的原有觀念，對計劃教學非常重要，更顯

示教學研究在小學科學教育的影響。教師們通常會採用以下步驟的教學策略： 
首先找出學生原有觀念，然後計劃適當教學活動，繼而透過活動發展學生對概

念的理解。  

b. Mohapatra(1991) 在討論社會文化與科學概念的關係時指出，在課堂的教與

學過程中，課本及教師沒有討論自然現象的普遍錯誤社會文化觀。如在教學過

程並無討論及強調日蝕現象與魔鬼勢力及不祥預兆毫不相干。他建議教師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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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把科學連繫到社會的原則協助學生學習自然現象，並引導學生接受科學家的

意見。透過這種方法，學生才能在腦中把專門知識及從日常生活建立出來的一

般常識互相聯繫起來。  

c. Davis(2002) 揭示部分與地球和太空有關的混淆概念，並列出活動及資源以助

建立概念。他建議了多個有助概念建立的活動：包括角色扮演及模擬、太空觀

察、繪畫、利用模型、小組討論、參考別人的意見。  

d. Kibble(2002) 介紹了地球與太空的概念卡通：能顯示對季節、月相（月亮盈

虧）、日與夜的理解及誤解。他建議邀請學生一同討論另類解釋，協助他們對

自己的意念有所認知，並認識別人的意念，從而利用證據及辯論的方法澄清這

些意念。  

e. Wilson(2002) 提出在課堂應設置「齊來動腦筋」時段，不要求學生即時回應，

反讓學生有足夠時間思考及討論。此外，他認為在作深入的思考及討論時，兒

童可能會提出一些特別的見解。他還認為高階思維的產生是當我們記下新資

訊，找出資訊之間的關係，將之重組或加以發展，達致特定目的或找出可行答

案。  

f. 小學天文教材套中有關日蝕的參考資料 (香港太空館及教育署課程發展處，

1999)： 到底是「食」還是「蝕」？甚麼是日蝕？日蝕分多少種？日蝕出現的

次數？日蝕是否必定在農曆初一出現？日全蝕持續時間最長是多少？為甚麼

很多人認為日全食是最震撼、美妙的天象？有哪些方法可安全地觀察太陽及日

蝕？為甚麼很多傳統方法不適宜用來觀看日蝕？  

g. 石萍之 (2001) 小學自然教學設計及案例解釋有關日蝕的教學流程 ( 圖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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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日蝕的教學流程 ( 石萍之， 2001 ，頁 146) 

h. 網頁資源：有助建立概念的各種實證及學習材料  

• http://www.brainpop.com/science/space/eclipse/index.weml?&tried_cookie=true 
有趣的日蝕卡通短片，之後有小測；  

• http://www.kidseclipse.com/pages/a1b3c1d0.htm 有動畫模擬日蝕成因，及 介

紹用提子、橙、牙齒等自製日蝕的效果；  

• http://www.exploratorium.edu/eclipse/how.html 怎樣觀看日蝕及怎做針孔相

機；  

• http://www.dxes.tcc.edu.tw/namaster/nawtchan/na51.htm 台灣小學生建議觀看

日蝕的不同方法；  

• http://www.lcsd.gov.hk/CE/Museum/Space/index.htm 按「星星問」再按「問日

食與月食」；  

• http://www.ied.edu.hk/invent/invention/invention.html 按「哥白尼」，到「第二

頁」按「圖解」觀看日蝕形成的動畫或太陽中心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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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bbc.co.uk/science/space/myspace/yourgallery/solareclipses.shtml 觀

看世界各地拍攝到的日蝕照片。 

5.4 日蝕課題的基本概念  

是次教學設計中，就「日蝕」中三個重要項目，以一小時的教節作安排：  

a. 日蝕成因的兩大關鍵要素－「太陽、月球及地球三者成一直線」和「月球在

太陽和地球中間」；  

b. 日蝕的種類－日全蝕、日偏蝕及日環蝕；  

c. 安全地觀看日蝕－不要用肉眼直接觀看。 

5.5 教學設計  

除參考多份討論天文現象教學的科學教育文章外，學生在前測的回應也是教師

們設計教學時關注及作考慮的因素 (附錄二)。  

a. 引發學生聯繫與日蝕相關的原有認識  

在前測中不是所有學生都知道「日蝕」的中國神話，且參考了 Mohapatra (1991) 
的意見，在引起學習動機這部分中，先展示一些日蝕的網上照片，然後與學生

討論「日蝕」的中國神話。  

b. 模擬與日蝕有關的星體運動  

在前測中只有六成多的學生能夠說出太陽、地球與月球三者之間的運動，參考 
Davis (2002) 的提議，設計活動讓學生 模擬與日 蝕有關的星體運動。此外，

亦 參考 Kangassalo (1994) 對運用電腦模擬的研究及多個網頁的動畫，設計及

播放電腦模擬宇宙 俯瞰 動畫，讓學生看到太陽、地球和月球在宇宙間運行的

情形。  

c. 用多種方法讓學生體驗日蝕的成因：  

在前測中只有六成多學生能夠指出日蝕的成因，就 ASE and PPARC (1999) 所

建議，設計活動讓學生個別模擬體驗日蝕的成因。然後利用電腦模擬日全蝕及

日偏蝕的形成。此外，學生運用「自製日蝕箱」模擬日環蝕的成因。  

d. 找出發生日蝕的時間：  

在前測中，有七成的學生選擇一年內地球上會出現一至三次的日蝕。活動設計

是引導學生到香港太空館網站找出 2001 年至 2003 年的日蝕時間。  

e. 辨別觀察日蝕的正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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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測中只有六成多的學生能夠選擇正確觀看日蝕的方法。活動的設計是由學生

在播放的電視新聞片段中找出人們觀察日蝕的方法，就他們對觀察太陽的已有

觀念討論正確的觀看日蝕方法，繼而播放短片鞏固學生的理解 。  

  

f. 鞏固概念學習及延展活動：  

活動讓學生扮演天文小記者訪問其他同學在本堂所學習到的問題。學生分組討

論及找出在本課還是不明白的地方和想知道多些的地方。此外，學生要在課後

繪畫卡通描繪日蝕的成因及過程。 

5.6 研究問題  

a. 建構性理論如何加強教與學的效能？  

b. 教學研究如何提升教師專業發展？ 

6. 結果 

6.1 學生對日蝕理解的改變  

在前測及後測的十三題內容問題中，首七條題目是學習天文現象相關的先備知

識，而後六條題目與「日蝕」內容相關。經過分析，發現在與「日蝕」沒有直

接關連的首七條先備題目中，學生的回應沒有明顯改變。反之，在課堂有學習

到與日蝕相關的七條題目全部都有明顯的改變 ( 表一 ) 。  

表一：與日蝕相關的問題在前測及後測的改變 

 問題 前測 後測 差別 
1. 為什麼地球會出現日蝕的現象？ 66.4% 91.5% +25.1%***
2. 日蝕的出現是下列那項各星體在不同位置上

所形成的？ 
69.3% 90.8% +21.5%***

3. 你估計地球上一年內平均出現日蝕多少次？ 71.4% 88% +16.6%***
4. 在地球上出現日蝕現象，在香港是否一定會看

得見？ 
78.6% 90.8% +12.2%***

5. 下列哪個中國神話與日蝕現象有關？ 85.7% 98.6% +12.9%***
6. 我們應該怎樣安全地觀察日蝕？ 69.3% 96.5% +27.2%***

***<0.005 

a. 出現日蝕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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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關日蝕的題目中，改變得較明顯的是「為什麼地球會出現日蝕的現象？」

(表二)這是前測時答對率最低的一條；只有 66.4%學生選出正確答案「太陽光

被月球遮著」，其餘是 「地球、月球和太陽三者轉動的速度不同」(16.4%)、「太

陽光被地球遮著」(14.3%)和「太陽突然不發光」(1.4%)。後測的答對率驟升至

超過九成(91.5%)，甚至再沒有學生回答「太陽突然不發光」，答其餘兩個不正

確答案的總百分比亦下降到 7%。 

表二：「為什麼地球會出現日蝕的現象？」在前測及後測的改變 

為什麼地球會出現日蝕的現象？ 前測 後測 
A. 太陽光被地球遮著。 4.9% 4.9% 
B.太陽突然不發光。 1.4% 0.0% 
C. 太陽光被月球遮著。 66.4% 91.5% 
D.地球、月球和太陽三者轉動速度不同。 16.4% 2.1% 
E. (無作答) 1.4% 1.4% 

b.日蝕是星體在哪個位置形成的 

有接近七成的學生選對了「月球在地球和太陽之間」(表三)，分別有近兩成及

一成學生選錯了「地球在月球和太陽之間」及「太陽在月球和地球之間」為答

案。答對率由前測的 69.3%升至後測的九成(90.8%)。 

表三：「日蝕的出現是下列那項各星體在不同位置上所形成的？」在測前及後

測的改變 
日蝕的出現是下列那項各星體在不同位置上所形成的？ 前測 後測 
A. 月球在地球和太陽之間 69.3% 90.8% 
B. 太陽在月球和地球之間 10.7% 3.5% 
C. 地球在月球和太陽之間 17.9% 4.2% 
D. (無作答) 2.1% 1.4% 

c. 與日蝕現象有關的中國神話 

問卷中三個選擇都是與太陽有關的中國傳統神話。有八成多的學生選「天狗食

日」為與日蝕現象有關的中國神話。也有小部分選「后羿射日」和「夸父追日」。

這一題目的答對率由前測的 85.7%升至後測的 98.6%(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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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下列哪個中國神話與日蝕現象有關？」在測前及後測的改變 

下列哪個中國神話與日蝕現象有關？ 前測 後測 
A. 后羿射日 10.7% 0% 
B. 天狗食日 85.7% 98.6% 
C. 夸父追日 2.9% 0% 
D. (無作答) 0.7% 1.4% 

d.地球上一年內平均出現日蝕的次數 

有七成多學生認為「地球上一年內平均出現日蝕 1 至 3 次」，約兩成估計有「4
至 6 次」，其他學生估計有「7-10 次」，甚至是「10 次以上」(表五)。正確答案

的「1 至 3 次」在前測的 71.4%升至後測的接近九成(88%)。 

表五：「你估計地球上一年內平均出現日蝕多少次？」在測前及後測的改變 

你估計地球上一年內平均出現日蝕多少次？ 前測 後測 
A. 約 1-3 次 71.4% 88% 
B. 約 4-6 次 18.6% 4.9% 
C. 約 7-10 次 5% 1.4% 
D. 10 次以上 3.6% 2.8% 
E. (無作答) 1.4% 2.8% 

有九成的學生認為在香港不一定看到日蝕的(表六)。大部份學生有作解釋。當

中有 5%學生認為因為有雲層遮蓋著，所以在香港看不見日蝕，這個人數改變

不大。至於另外 5%的學生認為「不同地方有不同角度，要到某地方才看到日

蝕」到後測時增加到 24%。在後測才出現的回應「香港不在半影/本影區」是

22%及「成一直線的地方不在香港」是 4%。資料顯示只有部份學生在課後能就

「在地球上出現日蝕現象，在香港是否一定會看得見？」這個問題作較合理的

解釋，還有不少的學生雖能選擇正確的回應，但就不能解釋他們的選擇。 

表六：「在香港未必一定看得見地球上出現的日蝕現象」在測前及後測的改變 

在地球上出現日蝕現象，在香港是否一定會看得見？ 前測 後測 
A. 看到 7.7% 2.8% 
B. 看不到 90.8% 97.8%

學生對「在地球上出現日蝕現象，在香港是否一定會看得見？」的解釋在前測

及後測差別頗大(表七)。在前測時，有 32%的同學只能說出日蝕現象而未有作

出解釋。這比率在後測已減少到 5%。另外，在前測有 23%學生說是與香港是

黑夜/白天有關，作這個解釋的同學在後測已減少到 8%。19%的同學認為這現

 
Copyright (C) 2003 HKIEd APFSLT. Volume 4, Issue 2, Article 1 (Dec., 2003). All Rights Reserved. 



 

亞太科學教育論壇, 第四期, 第二冊, 文章一，第十三頁(二零零三年十二月)
蘇詠梅、鄺潤歡

在小學課堂進行「日蝕」的教與學研究

 
象是與地球自轉有關，到後測時已減至 7%。 

表七：「在香港未必一定看得見地球上出現的日蝕現象」的解釋在前測及後測

的改變 

百分比 學生回應「在地球上出現日蝕現象，在香港是否一

定會看得見？」的解釋 前測 後測 
只說出日蝕現象，未有作出解釋 32% 5% 
香港是黑夜 \ 白天 23% 8% 
地球自轉 19% 7% 
雲層遮蓋著 5% 6% 
不同地方有不同角度，要到某地方才看到 5% 24% 
香港不在半影 \ 本影區 / 22% 
成一直線的地方不在香港 / 4% 

e.我們應該怎樣安全地觀察日蝕？ 

在七條與日蝕有直接關係的題目中，學生在前測及後測改變最大的是「我們應

怎樣安全觀察日蝕？」(表八)。上課前有超過三成學生未能提供正確答案，即

有不足七成學生能選出「利用天文望遠鏡把太陽投影在紙上觀看」為答案。另

外更有 2.9%學生選了有損健康的「用肉眼直接觀看」為答案，顯示學生對課題

的內容理解不足。在課後，卻有九成半(96.5%)學生答對，增幅約達 25%，也再

沒有學生回答「用肉眼直接觀看」。 

表八：「我們應怎樣安全地觀察日蝕？」在前測及後測的改變 

我們應怎樣安全地觀察日蝕？ 前測 後測 
A. 用肉眼直接觀看。 2.9% 0% 
B. 用望遠鏡觀看。 2.9% 0.7% 
C. 利用天文望遠鏡把太陽投昨影在紙上觀看。 69.3% 96.5% 
D. 帶太陽眼鏡觀看。 15.7% 1.4% 

6.2 學生最深刻印象的學習內容  

除透過全體學生的前測及後測了解學生對日蝕的理解外，在課後訪問十六名學

生問及他們最深印象的課堂學習內容。其中十二名學生對「日全蝕及日偏食的

形成及過程」最深印象，有兩名學生對「日蝕出現的次數」最深印象，另兩名

學生對「觀看日蝕的方法及注意事項」最深印象，此外，有兩名學生對「月球

及太陽的遠近及位置令地球上的人看到不同的日蝕」印象最深刻，另有兩名學

生對「地球、月球和太陽間的運動」印象最深刻。總括來說，似乎多些學生對

日蝕的形成及過程的印象最深刻，但並不表示他們在其他方面沒有所得，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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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回應其他訪問問題時，亦有提到在課堂中學習到其他日蝕的關鍵概念。  

在訪問時，學生被要求把地球、月球及太陽放在適當的位置，展示日蝕的發生。

當中有七名學生適當地把月球放在地球及太陽中間三者成一直線。四名學生只

把月球在地球及太陽中間並沒有說出三者成一直線，而有兩名學生只把地球、

月球及太陽三者成一直線並沒有說出三者的位置，有兩名學生只說出月球遮著

太陽的光並沒有說出位置及成一直線。雖然學生未能完整正確地說出日蝕發生

時的位置，他們均能說出屬於基本概念的「成一直線」及「月球在地球及太陽

中間」。只有一名學生說出「近太陽看到日全蝕，近地球就會有日偏食」，顯示

學生對日蝕發生的位置有適當的了解。  

在訪問中，學生重新觀看在課堂內所用過的電腦動畫，且被要求指出在動畫中

三個不同位置 ( 本影區－深色地區、半影區－灰色地區、及其他地區 ) 的人

會看見什麼現象，並作解釋。學生在觀看動畫後有不同的回應：  

有三名學生能講出三個地方的人見到的日蝕情況，如：在本影區的人會見到日

全蝕，在灰色區域的，只看到日偏食，不在區內的會見不到日蝕。  

有五名學生只能說出本影區及半影區的情況，如：較深色地區會見得日全蝕，

灰色地區的人會見到日偏食。  

有兩名學生能講出三個地方的人見到日蝕的情形，但不能說出正確名稱，如：

較深色地區會見到整個日蝕，至於灰色地區的人就看到一半，其他地區的人看

不到日蝕。  

有四名學生只能說出本影區及半影區的情況，但不能說出兩者的正確名稱，

如：深色地區的人會見到日全蝕，淺色地區會見到整個月亮或看到一半。  

有兩名學生只能說出深色地區的日蝕情況，如：較深色地區的人會見到日全

蝕，淺色地區的就不知道。  

資料顯示學生基本上明瞭本影區及半影區是看見不同的日蝕情況，只是學生的

科學詞彙貧乏，只用深色地區，淺色地區或灰色地區，不能完整地表達其理解。 

6.3 學生在課後延展活動的表現  

課堂過後，全體共一百二十名學生用卡通繪圖表達所學到的概念知識。結果顯

示，近八成學生獲得了不同程度上有關日蝕的正確理解(表九)。 

有 17 名學生(約總人數 13.5%))能繪出月球圍著地球公轉到某一位置產生日蝕。

有 39 名學生(30.9%)能繪出在日蝕發生時月球在太陽和地球中間，當中更有 9
人(7.1%) 繪出了正確光線圖。另外，有 14 學生(11.1%)繪出在日蝕發生時月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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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陽和地球中間，並嘗試繪出日蝕情況。由此可見，在課堂後，有超過半數 
(55.5%)，70 名學生能掌握(瞭解並用繪圖表達)正確日蝕概念。 

此外，有 30 名學生(約總人數 23.8%)繪出了日蝕的情況，但未有表達出日蝕的

成因。他們雖未被計算在「懂得正確日蝕知識」的一群內，但他們對日蝕發生

的情形亦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假如把研究中「概念知識」的定義放寬，則初步

知道日蝕現象的這 30 名學生連同以上 70 人可把學懂了正確日蝕概念的總人數

增至 100，即約總人數的八成(79.4%)。 

課堂後未能用繪畫方式介紹所理解的概念或對日蝕仍有錯誤理解的學生有 26
名。他們當中有 7 名不能辨別 / 沒有繪出日蝕情況，有 8 名只繪出月球及太陽，

有 7 名繪出錯誤的日蝕過程。另外有 3 人把地球畫在太陽和月球中間，有一人

只繪出觀看日蝕的過程。 

表九：學生用圖畫表達所學到的概念知識 

繪圖 人數 
1. 繪出月球圍著地球公轉到某一位置產生日蝕

(圖二) 
 17 

正確光線圖 9 
不正確光線圖 8 

2. 繪出在日蝕發生時月球在太陽和地球中間(圖
三) 

沒有光線圖 22 
日蝕情況正確 4 3. 繪出在日蝕發生時月球在太陽和地球中間，  

並有繪出日蝕情況(圖四) 日蝕情況不正確 10 
日全蝕過程 16 
個別日蝕的現象 14 

4. 只繪出日蝕的情況(圖五) 

錯誤的日蝕過程 7 
5. 地球在中間  3 
6. 不能辨別 / 沒有繪出觀看日蝕的過程  1 
7. 有繪出日蝕情況  7 
8. 只繪出月球及太陽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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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繪出月球圍著地球公轉到某一位置產生日蝕

 
圖三 

繪出在日蝕發生時月球在太陽和地球中

間，且正確光線圖 

 
圖四 

繪出在日蝕發生時月球在太陽和地球中間，並

有繪出日蝕情況 

 

 
 
 
 
 

圖五 
只繪出日蝕的情況 

6.4 學生認為令學習更有效的課堂學習活動  

在前測及後測時，學生被問及什麼方法會使到他們學習得更好。隨喜愛性排

列，首選最喜愛，餘此類推，以下是平均得分(表十) (最高分是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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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5 1 1.5 2 2.5 3 3.5 4

老師講解

利用簡報

利用動畫

利用卡通漫畫咭

利用實物教具

進行模擬實驗

討論

網上學習

平均值

後測

前測

 

表十：學生喜歡的教學方法 

無論前測及後測的結果，學生最喜歡的三個方法依次是「進行模擬實驗」、「利

用實物教具」及「電腦動畫」。這三個方法都有共同之處，就是學生能模擬親

身目睹日蝕情況，使他們從活動中經驗掌握日蝕現象的知識。 

此外，「簡報」及「網上學習」這兩種利用資訊科技的學習，在前測及後測的

結果上，有著明顯的差別，表示學生經過這兩類方法學習後，對它們產生改觀，

認為既能加強知識外，也提高學習興趣。網頁及簡報充分利用不同的感觀方

法，如：聲音、圖片，給學生帶來多種的感官刺激，既激發他們的學習動機外，

也讓他們主動地建構該課題的知識。其他的教學方法，普遍來說，後測分數都

較前測為高，顯示教師悉心的教學設計令學生更加喜歡不同的教學方法。 

在十六名學生的訪問中，學生選出三個令學習更有效的課堂學習活動。十六名

學生中有十名選取「日蝕盒的不同軌跡模擬日環食」為三大最有效的學習活

動，七名學生選取「用高映機及小球模擬日蝕的產生過程」，另外亦有六名學

生選取「同學模擬地球、月球、太陽的運動」，此外，分別有五名學生選取「電

腦動畫模擬地球、月球、太陽的運動」、「電腦動畫模擬本影及半影和日蝕的產

生」及「網上搜尋日蝕的日期」，似乎學生對「從電視新聞報導中找出不合適

的觀看日蝕方法」和「短片介紹觀看日蝕的方法」不太感興趣(表十一)，顯示

學生較喜愛親身參與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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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十六名被訪問的學生認為令學習更有效的課堂學習活動 

人數 學習活動 
第一選

擇 
第二選

擇 
第三選

擇 
a. 三名同學模擬地球、月球、太陽的運動 5 0 1 
b. 電腦動畫模擬地球、月球、太陽的運動 1 1 3 
c. 電腦動畫模擬本影及半影和日蝕的產生 2 1 2 
d. 用高映機及小球模擬日蝕的產生過程 2 4 1 
e. 日蝕盒的不同軌跡模擬日環食 3 5 2 
f. 網上搜尋日蝕的日期 1 2 2 
g. 從電視新聞報導中找出不合適的觀看日蝕方法 1 2 0 
h. 短片介紹觀看日蝕的方法 1 0 1 

6.5 「計劃 - 教學 - 評估」模式的改善教學  

四名教師考慮在前測所得到的數據作共同計劃教學設計，且採用「計劃-教學-
評估」模式互相支持教學。即是三名教師一同觀看首名教師的課堂教學，課後

作回饋及檢討，然後修定及計劃第二名教師的教學，如此類推。(表十二)至(表
十四)是每一課後四名教師共同檢討後所擬定改善建議及實際情況分析，反映到

「計劃-教學-評估」模式能促進改善實際教學。 

表十二：在第一課後檢討擬定改善建議及在第二課的實際教學情況分析 

 在第一課後檢討擬定改善建議 在第二課的實際教學情況 
1. 移走投影機，讓學生有更多空間進行

模擬活動； 
- 學生活動空間增加，活動較自如。 

2. 讓學生講出日蝕傳說； - 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3. 逐張展示網上圖片； - 讓學生細心觀看圖片，效果良好，學

生投入學習。 
4. 網上搜尋活動 – 由於時間有限，預

先進入網頁； 
- 省卻了輸入網址的時間，提高了教學

效率。 
5. 課後延續課業 – 著學生繪出成因及

過程。 
- 還未有清楚指示，到底是要繪出成因

還是過程、還是要在同一張紙畫下兩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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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在第二課後檢討擬定改善建議及在第三課的實際教學情況分析 
 在第二課後檢討擬定改善建議 在第三課的實際教學情況 
1. 更多討論來引起學生學習興趣； - 仍需提供更多時間讓學生多討論。 
2. 刪去搜尋日蝕的種類 (網上活動工

作紙的目的是讓學生搜尋日蝕出現

的時間)。 

- 讓學生更集中注意力搜尋一個重點。

3. 電腦模擬的 “地球”及”月球” 要加

大，令所有同學都看到模擬現象； 
- 加大了“地球”及”月球”的影像，學生

看得更清楚。 
4. 把第一個電腦模擬移前到同學模擬

天體的運動來鞏固學生的想法； 
- 效果理想，電腦模擬能幫助學生把先

前的模擬形象化。 
5. 用一個大型的發泡膠球解說日環食

的過程； 
- 比純粹講述好，學生似更了解。 

6. 對學生的回應提出更多具挑戰性的

問題，並使用實在的例子； 
- 教師不斷發問並挑戰學生的答案。學

生有更多思考機會。 
7. 加強學生間的交流學習； - 仍需加強學生的討論。 
8. 讓全組一起完成網上搜尋的工作

紙，更具效率； 
- 學生投入感加強，且提高了效率。 

9. 預備間尺用以顯示地球、月球及太陽

在同一直線的位置。 
- 學生看得更清楚。教導學生以工具作

科學探索。 

表十四：在第三課後檢討擬定改善建議及在第四課的實際教學情況分析 

 在第三課後檢討擬定改善建議 在第四課的實際教學情況 
1. 更多學生的參與； v 有更多學生的參與。 
2. 利用發泡膠球及投影機，學生展示及

繪畫各種日蝕的過程； 
v 效果理想，增加了學習趣味。 

3. 利用近日關於日蝕的新聞及學生原

有的知識來開始課堂教學； 
v 效果理想，聯繫起日常生活與課堂知

識。 
4. 學生小組討論來測試月球在不同位

置(接近或遠離地球)所產生的不同日

蝕現象； 

v 學生討論氣氛良好。 

5. 總結時，學生討論個人的理解及想知

多些問題。 
v 時間倉卒，學生未及表達自己意見。

在第四堂教學後的檢討，眾教師都認為還要在以下各方面作改善：如果教學時

間容許的話，應儘量減少教師主導的教學時間，多些學生小組的交流和討論，

及由學生共同探討活動的步驟和原因，再向全班作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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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教師在概念理解及教學方法的改變 

參與研究的教師在教學準備前分別寫下他們對「日蝕」的個人理解及常用的教

學方法。教師選擇日蝕作研究的原因是：自己對此課題認識不足 (2 名教

師 ) ；教這課題時感到憂慮及欠信心 (3 名教師 ) ；及根據過往經驗，學生

較難掌握此課題 (2 名教師 ) 。 

教師在課前對科學概念的理解主要有兩方面：  

a. 日蝕的發生是與地球、月球與太陽相關的  

* 自然現象 (3 名教師 )  

* 日蝕與地球、月球、太陽的運動有關 (2 名教師 )  

* 月球將光線遮擋，有黑影 (1 名教師 )  

* 太陽、地球、月球三者成一直線，月球在中間，由於月球為不透明體，

將太陽的光線反射出去，地球上的人便不能看見太陽 (1 名教師 )  

b. 日蝕有不同的種類：  

* 月球與地球間的距離不同，而出現日環蝕或日全蝕 (2 名教師 )  

* 月球運轉至地球與太陽間，視線與光線的遮擋產生日全蝕或日偏蝕 (2 
名教師 )  

* 日蝕有不同的種類 (1 名教師 )  

教師在課前建議採用的教學方法包括：著學生在報紙及互聯網收集資料 (3 名

教師 ) 及作分享 (1 名教師 ) ；模擬實驗－於黑板上繪畫太陽，用人手持一

元硬幣為月球，以自己為地球望著黑板上的太陽，了解各種日蝕現象，另提示

手持硬幣近和遠產生的變化 (3 名教師 ) ；運用「三球儀」了解地球、月球、

太陽運轉原理 (2 名教師 ) ；教育電視輔助 (2 名教師 ) ；觀看圖片 (1 名教

師 ) ；出版社教學光碟 (1 名教師 ) ；教師講課 (1 名教師 ) ；及工作紙 (2 
名教師 ) 。  

經過建構性理論框架支援下共同設計教學後，教師的體會有：教師教得有信心

及愉快 (2 名教師 ) ；學習成效比往前提高了 (2 名教師 ) ；學生學習時更有

興趣 (2 名教師 ) ；促進教師間的交流及合作，改善教學方法 (3 名教師 ) ；

課前準備及設計的重要性 (1 名教師 ) 。  

在了解教師對課題的理解時，四名教師都不約而同覺得對「日蝕」這課題有更

深入的了解及對以下有所改變：加深對日蝕的成因及種類的理解 (4 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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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 ；清楚在觀察中可能會有混亂的地方 (1 名教師 ) ；及增加施教的信心 (1 
名教師 ) 。  

教師們認為有改變的原因是教學設計內容不再由一個人決定，改以集體協作及

集思廣益，大家不斷修正教案；此外，在討論準備教學過程中得到有經驗的教

師教育工作者的提點和指教；再者，教師彼此間會進行觀課，可從互相檢討和

改善教學中互相支持。  

在探討教師對教學策略的認同時，四名教師都認為在學生的學習成效上的表現

比以前的好，例如：學生會更專注上課，並且踴躍參與。而下課後，當被提問

有關「日蝕」的問題時，學生都能用正確地回應，可見學生從活動中學習得益

很多。在分辨各個不同的教學策略的成效時，教師的排序是如下：三名教師一

致認為最好的是「讓學生模擬太陽、地球、月球的運動」，第二是「用發泡膠

球模擬日蝕」，第三則是「日蝕模擬箱」，最後是「動畫」。  

就會否採用類同的教學策略在其他課題上時，四名教師都表示會。兩名表示在

教其他天文現象時會採用，有一名教師打算用類似方法來教「月蝕」，因為她

發現這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然而，另一名教師提出除教學策略外，「教師

的教學風格」及「學生的獨特性」對學習效果也會有影響的。  

在學生學習策略的選取方面，有一名教師說最重要是從活動中學習，第二是學

生主動提問問題，最後是給學生反思。亦有教師說出讓學生分組討論問題的時

間及空間也不容忽視。四名教師都覺得自己在課堂研究時做到強調要學生多主

動參與學習如由學生自己去模擬，總結時也能讓學生設計題目及空間思考及有

使用分組活動。唯課堂時間所限，讓學生未有更多時間作更全面和深入探究，

以及學生參與設計活動較少。教師都確定將來會多讓學生主動參與學習 ( 學生

分組討論或設計探究 ) ，原因是對學生的益處會更大及增 強 學生的學習動

機。  

整體來說，教師覺得在是項研究中對教師的專業發展有幫助：  

* 教師之間的合作性加強，因為整個計劃不再是個人策劃，而需要教師

們一起商議教學方法，從中，彼此間多了溝通及聯繫，讓教師感受到

支持的教學氣氛，而這更成為一份推進力，更用心及落力去進行教學；  

* 學生從活動中學習比教師直接講解學得更多，且印象加深了，所以他

們日後會在課堂中多安排學生為中心的活動，既可幫助學生主動學習

外，也增強學習動機；  

* 教師對課題本科知識有顯著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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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意見，教師們還有其他意見。他們認為雖然在是項研究計劃中有不錯的

成效，教師們覺得在事前要準備很多工作，例如：找資料、設計教具，每課後

要開會檢討等，因此所需的時間是很多的，對於工作量已多的教師來說，若每

一課都要這樣做的話，會加重教學工作，甚至會吃不消，所以擬定課題時，必

須選擇較困難的內容作研究，才較有意義。另一方面，教師們建議既花了那麼

多心血及時間，應向教育界發報研究成果互相分享，讓其他教師作參考之餘，

也可一起給建議如何做得更好。 

7. 結論 

7.1 建構理論加強教與學的效能  

應用建構理論，在課前引發學生原有觀念，有助教師設計教學及為學生作好學

習準備。為發展有效教學， Keogh 和 Naylor (2002) 在與教師合作的研究中探

討過「引發學生原有觀念的研究」能否讓教師有效率地及有意義地使用。他們

發現要實踐建構理念教學研究以發展有效教學需要比現時有更多的空間。本研

究的香港小學教師雖然已體會到研究帶來的豐碩成果。  

Keogh 和 Naylor(2002) 建議要對引起學生原有觀念的目的持更概括的理解，

而 非 單 單 著 眼 於 設 計 活 動 來 應 對 學 生 不 同 的 見 解 。  Ollerenshaw 和 
Ritchie(1997) 支持引發學生觀念的寶貴過程，因為這有助學生知道自己的意念

及其他人的不同意見。這亦有助學生多參與策劃進一步的學習  (Harlen, 
2001) 。引發學生原有觀念有不同技巧。在是次研究中用到“是 / 非”題、排序、

分辨歸類、概念卡通等策略引發學生對日蝕的理解。除此以外， Keogh 和 
Naylor(2002) 有更多建議例如：概念圖，思考性實驗、“預測－觀察－解釋”模

式等都是一些策略，不單可引發學生觀念，也同時幫助學生建立自己的意見。  

然而，鑒於像 Diakidoy 和 Kendeou's (2002) 的研究的有利結果，發掘學生既

有  
觀念對教與學都有很大的正面作用：當中教師設計教學時以學生原有觀念為輔

助，又把焦點集中在解釋，以加強科學概念的可信性。在是次研究中的前測 / 後

測結果提供了證據，以證明依據學生原有觀念的研究對教學設計是相當有利的

影響。  

7.2 教學研究提升專業發展  

本研究運用教學研究的「計劃－教學－評估」模式互相支持教學。無論在課堂

前或課堂中了解學生的觀念都是很有用的。教師可就學生在課堂中的反應調整

教學，加以改善來切合教學目標，讓學生分享與討論新意見。所以教師可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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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就學生的原有理解在課前準備教學，又可在課中就學生的反應作適當的回

應 (Keogh 和 Naylor, 2002) ，這過程可擴展以切合準備將來的教學。本研究

運用「計劃－教學－評估」這過程去調適與改善同一課題在四班的教學，四名

任教的教師在引發學生觀念後互相支援教學設計，而每次課後會議的討論與檢

討也幫助到教師們調整及改善下一課的教學。  

Keogh 和 Naylor(2002) 指出參與教學研究的教師在知道無須遵照一既定的教

學程序以達到有效教學時都感到寬慰。在是次教學研究的「計劃－教學－評估」

的過程中，教師們還發現不存在單一套的有效教學策略。在數據中反映出參與

本研究的教師明白到「對教學的持續反省」與「不斷調整教學設計建議」能改

善教與學。尤其是第四名教師，觀察過前三名教師的課堂後，她得到啟發，決

定調整教學程序，務求使教學更有效。  

教師在本研究中的得著類同於 Crebbin(2001) 在小學科學協作教學的研究。其

中有意義而實質的結果包括：提高教學理解和信心的水平、增強同工間具科學

性的討論、清晰設立教學目標及確立教學重點、及認同協作教學為教師發展的

一重要過程。  

教師在是次研究中，雖然有反映到把研究應用在實際教學的困難，但亦瞭解教

學研究的價值，並提供有效教學與專業發展的例證。 Keogh 和 Naylor(2002) 
指出研究的目的是推動思維，本研究提供課堂教學研究的價值，而又不失對實

際的課堂教學的關注。希望研究成果能給教師提供更多關於小學科學有效教學

的意見與思考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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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問卷 

小學生對日蝕的認識 

選出適當的答案，利用英文字母填在□內。 

□ 1. 地球、太陽和月球，哪個星球體積最大？﹙請你由大至小的方法排列﹚  

 A. 地球最大，太陽次之，月球最小 

  B. 太陽最大，地球次之，月球最小 

  C. 太陽最大，月球次之，地球最小 

 

 2. 下列哪些對地球、太陽與月球三者運行的描述是正確的？ 

  ﹙在適當的□內加 ，不適當的□內加 ﹚ 

  □ 月球圍繞着地球運行  □ 地球圍繞着月球運行 

 

 

 

  

  □ 

 

 

 

 

  □ 太

 

 

 

Copyright (C)
地球圍繞着太陽運行      □ 太陽圍

 

陽圍繞着地球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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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着月球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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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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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香港可看見太陽從哪方升起？ 

  A. 東方  B. 南方    

  C. 西方   D. 北方 

 

□ 4. 為甚麼每天都會有日夜循環？ 

  A. 由於太陽的自轉形成。    B. 由於太陽圍繞着地球運行。 

 

 

 

 

  C. 由

 

 

 

 

□ 5. 你認

  A. 東

  C. 西

  

6. 下列哪些

  ﹙在

  A. 

   

  D.   

   

Copyright (C) 
 

於地球的自轉形成。    D. 由於地

 

為在西方的國家，例如：在英國，太陽又從哪

方  B. 南方    

方   D. 北方 

是你見過月亮的形狀？ 

適當的□內加 ，不適當的□內加 ﹚ 

    B.    C.   

 □     □  □       

        E.    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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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繞着太陽運行。 
方

 

升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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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a. 你在香港看見的月亮和在其他地方看見的月亮是否由同一個月球產生的？ 

  A. 是   

  B. 否 

 7b. 承上題，解釋你選擇上述答案的理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8. 你估計地球上一年內平均出現日蝕有多少次？ 

  A. 約 1 ~ 3 次   B. 約 4 ~ 6 次    

  C. 約 7 ~ 10 次   D. 10 次以上 

 

□ 9a. 在地球上出現日蝕現象，在香港是否一定會看得見？ 

  A. 是  B. 否 

 9b. 承上題，解釋你選擇上述答案的理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10. 為甚麼地球會出現日蝕的現象？ 

  A. 太陽光被地球遮着   B. 太陽突然不發光 

 

 

 

 

 

   C. 太陽光被月球遮着   D.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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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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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日蝕的出現是下列那項各星體在不同位置上所形成的？   

□ 12.下列哪個中國神話與日蝕現象有關？ 

  A. 后羿射日    B. 天狗食日    C. 夸父追日 

 

 

 

 

 

□ 13.我們應該怎樣安全地觀察日蝕

   

用望遠

鏡觀看

用肉眼

直接觀

 

 

 

 

 

 

 

 

 

 

me 4, Issue 2, Article 1 (Dec., 20

？ 

帶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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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日蝕教學設計 

 

1. 重溫學生相關的已有天文知識： 

a. 教師展示一些日蝕的網上照片讓學生觀察。透過提問引起學生學習動機

http://www.bbc.co.uk/science/space/myspace/yourgallery/solareclipses.shtml (圖二) 

 

圖二 

提問：你們見過這個現象嗎？…在哪裏見過？…何時？….你們知道這是什麼天

文現象？….為什麼會發生？….原因？…. 

b. 參考了 Mohapatra (1991) 的意見，與學生討論「日蝕」的中國傳說(圖三)。 

 

圖三 

提問：古代的人類天文知識不多，出現了些神話傳說，你知否哪一個是與日蝕

有關？(天狗食日)….請試說出對「天狗食日」傳說的認識。 

 

2. 模擬與日蝕有關的星體運動(是關鍵基本知識)： 

a. 參考了 Davis (2002)的提議，著學生模擬與日蝕有關的星體運動(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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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提問：哪個天體有時會遮著太陽射來的光？(月球)… 會不會時常遮著？(不會，
月球、太陽和地球不是常常成一直線。) 

b. 參考了 Kangassalo (1994)對運用電腦模擬的研究及多個網頁的動畫，設計及播放

電腦模擬宇宙俯瞰動畫(圖五及圖六)，讓學生看到太陽、地球和月球在宇宙間運

行的情形。 

 

 
圖五 

 
圖六 

 

提問：讓我們飛出太空，觀看太陽、地球、月球的運行情況，在哪個位置太陽

的光有機會被擋著？(月球運行到太陽和地球之間，把太陽的光遮著的現象，叫
日蝕。) 

3. 用多種方法讓學生體驗日蝕的成因： 

a. 學生個別模擬體驗日蝕的成因：教師預先在咭紙剪一個圓形，貼上橙紅色透光

紙，放在高映機上，製造一個大光源來代表太陽(圖七)；每位學生各拿一個用簽

支撐著的小發泡膠球代表月球模擬月球的運行情形；學生先單起一隻眼，伸直

其中一隻手，把發泡膠波放在眼前，慢慢由一個方向移動(圖八)。 

圖七 
 

圖八 

提問：月球是向哪個方向轉？(提示月球圍著地球轉的方向是自西向東逆時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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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學生已有知識。)…大家在地球上，手拿著小發泡膠球模擬月球圍著地球轉，

看看何物及何時會遮擋了太陽的光？(當月球運行到地球和太陽之間，三個球體
成一直線時，月球會阻擋太陽射來的光，形成日蝕。) 

b. 就 ASE and PPARC (1999) 建議的活動，全體同學共同確定對日蝕形成的理解：

一個同學被邀運用一個大發泡膠波代表月球在高映機前逆時針方向掃過(圖

九)，在銀幕上的模擬太陽慢慢地吃去，模擬日蝕的發生。教師在整個過程中不

斷提問學生的理解。 

 

 

 

 

 

 

     

 

 

c. 電腦模擬日全蝕及日偏蝕

的不同的位置時，身處地

 

 
圖十 

提問：當月球圍著地球公

這時候的太陽、地球及月

的地方看到的日蝕是怎

的？…在陰影以外的地方

次的日蝕？… 

d. 學生分組模擬日環蝕的成

生探究代表月球的發泡膠

遮住代表太陽的紅圈。 

圖十三 

 

提問：在不同位置觀察到

完全遮住太陽的紅圈。)…

Copyright (C) 2003 HKIEd APFSLT. 
        圖九 

(圖十至圖十二)：學生觀察月球運行到地球與太陽之間

球不同地方的人所觀察到的日蝕現象有所不同。 

 
圖十一 

 
圖十二 

轉時，轉到哪裏會遮擋太陽的光？(在太陽與地球之間。)
球的位置是怎樣的？(同一直線) 完全在陰影下(本影)

樣的？….在陰影周圍的地方(半影)看到的日蝕是怎樣

又看到什麼？…所以，我們在香港是否可以見到每一

因：每組學生派發一個日蝕模擬箱(圖十三、十四)；學

球在什麼位置是完全遮住代表太陽的紅圈及不能完全

 
圖十四 

的現象是否一樣？…有什麼不同？(有時發泡膠球不能
在什麼位置發泡膠球不能完全遮住太陽的紅圈？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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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月球與地球距離遠一些。) 
－－當月球運行的軌道遠離地球，所觀察到的日蝕現象是「日環蝕」。 

 

4. 找出發生日蝕的時間： 

a. 學生到香港太空館網站找出 2001 年至 2003 年的日蝕時間

http://www.lcsd.gov.hk/CE/Museum/Space/index.htm。 

先到「星星問」，到「問日蝕及月蝕」，再看問題「日蝕和月蝕會否一起發生？」

(圖十五及圖十六) 

圖十五 圖十六 

提問：地球上一年內大約會有多少次日蝕？(兩次)…日蝕大都在農曆哪天發生？

(初一)…為什麼日蝕會在哪天發生？(月球在太陽和地球之間，擋著太陽的光。) 
b. 教師鼓勵學生沿著網址，課後繼續找尋相關資料。 

 

5. 辨別觀察日蝕的正確方法： 

a. 播放一段電視的新聞片段(有線電視新聞二台)，內容是有關人們觀察日蝕的一些

方法(圖十七)。著學生留意片段中的人們用什麼方法去觀察日蝕。 

 

圖十七 

提問：為什麼人們會蜂擁而至去看日蝕？…片段中的人們，用什麼方法去觀察

日蝕？…他們觀察日蝕的方法，哪些是對？…哪些是錯？…原因何在？… 

b. 鼓勵學生如果對觀看日蝕方法有興趣，可到剛才到過的網頁搜尋。 

c. 播放「小學天文教材套」(香港太空館及教育署課程發展處，1999)中的正確觀看

日蝕的方法的短片(圖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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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 

 

6. 鞏固概念學習及延展活動： 

a. 學生扮演天文小記者訪問其他同學在本堂所學習到的問題。學生分組討論與課

題相關的但在本課還是不明白的地方及還想知道多些的地方。 

b. 課後活動：繪畫概念卡通描繪日蝕的成因及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