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110至111年度新北市數位學習推動計畫 

110年度數位學習創新教案設計(範例) 

服務學校 新北市板橋區文德國小 設計者 李宗翰 

領域/科目 自然與生活科技 實施年級 五年級 

單元名稱 美麗的星空 總節數 共  兩  節，  80  分鐘 

行動載具 

作業系統 

□Android 系統  □Chrome 系統 iOS 系統 □Windows 系統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pa-Ⅲ-2 

能從資訊或數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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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

對照，檢查相近探究是否有相近

的結果。 

pc-Ⅲ-2 

能利用簡單形式的口語、文字、

影像、繪圖或實物、科學名詞、 

數學公式、模型等，表達探究之

過程、發現或成果。 

核心 

素養 

自-E-A3 

具備透過實地操作探究活動

探索科學問題的能力，並能

初步根據問題特性、資源的

有無等因素，規劃簡單步

驟，操作適合學習階段的器

材儀器、科技設備及資源，

進行自然科學實驗。 

學習內容 

INc-Ⅲ-14-1 

傍晚的星星，會隨著季節時序之

改變而更替。 

教材來源 康軒版第六冊第一單元 

教學設備/資源 Ipad 、投影機、電腦、Apple TV 

使用軟體、數位

資源或 APP內容 

Star Walk 2 

Teams 

積點趣教室 

學習目標 

能運用平板電腦之 app模擬星座在天空運行的軌跡，並瞭解星座除了東升西落之外，還會繞

著北極星旋轉，且星座大小並不會改變。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使用軟體、數位

資源或 APP內容 

第一節 

教師：各位同學國語課有聽過「星移斗轉」這個成語嗎？是什麼

意思呢？ 

學生：表示時間的流逝。 

教師：古人會用這個成語來表示時間，其實字面上是有關聯的，

「星移」是指什麼意思呢？ 

學生：星星在天空會移動。 

教師：那「斗轉」的「斗」是指什麼呢？ 

學生：北斗七星。 

教師：古人說斗「轉」的轉是北斗七星它會轉嗎？這就是我們今

天的問題挑戰。 

問題挑戰：北斗七星在同一天不同時間在天空運行的軌跡應該是

如何呢？ 

教師：請同學們想一想，北斗七星在3月20日19:00、22:00、3月21

日1:00、4:00在天空是如何移動的？小組討論並將預測的結果畫在

iPad 上。 

預測結果： 

學生將討論過後的 iPad 畫面分享給全班，共同討論北斗七星可能

的移動情形： 

1.北斗七星會東升西落，並且在最高點時星星間距會拉大。 

2.北斗七星會東升西落，但是七顆星的相對位置不會改變。 

3.北斗七星會東升西落，還會旋轉。 

教師：我們沒有辦法在學校觀測星星到深夜，而且每三個小時觀

測一次，相當花時間，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呢？ 

學生：可以用電腦推算。 

教師：為什麼可以推算出來呢？ 

學生：因為星星的移動有規律性。 

教師：因為有規律性，我們可以用平板電腦操作 Star Walk 2這個

app，模擬出問題挑戰要觀測的這四個時間。 

（教師說明操作方式，設定日期時間、加速觀測、搜尋星座、等

方式） 

 

第二節 

觀察實驗： 

小組操作 Star Walk 2觀察北斗七星四個時間移動情形，討論後再

將北斗七星的移動情形畫在 iPad 上。 

解釋原因： 

學生將從 Star Walk 2 中觀察到的現象，iPad 討論畫面分享給全班

知道，老師串連學生的發現並讓學生一起統整出本次課程的結論

－「北斗七星除了東升西落之外，還會繞著北極星旋轉，且星座

大小並不會改變。」 

不只是北斗七星，其實任何星座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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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點趣教室 

倒數計時10分鐘 

 

積點趣教室 

隨機抽人 

分享小組討論 

 

 

 

 

 

 

 

 

 

Star Walk 2 

 

 

 

 

 

Star Walk 2 

積點趣教室 

倒數計時14分鐘 

 

 

 

 

 

 

 

 

 



（視學生發現可引導地球自轉軸指向北極星的概念） 

老師：這就是「星移斗轉」成語的由來。 

學生互評 

請學生互評小組今日的合作狀況，以及寫出一位你認為今天精彩

分享者所分享的內容。 

討論作業 

教師：課後老師會把下次要討論的問題放上 Teams，請同學要上

去分享自己的看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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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點趣教室 

學生互評 

 

Teams 

教學成果 

 

 

 

 

 

 

 

 

 

 

 

 

 

 

 

 

 

 

 

 

 

 

 

 

 

 

 

 

 

 

 

 

 

 

 

 

 

 

 

 

 

 

 

 

 

 

 

 

 

說明:學生在操作 Star Walk 2 說明: 學生模擬四個時間北斗七星軌

跡 

 

 

 

 

 

 

 

 

 

 

 

 

 

 

 

 

 

 

 

 

 

 

 

 

 

 

 

 

 



說明: 學生操作 Star Walk 2對對看

實際星座的位置。 

說明:教師在 Teams上提出問題 

 

 

 

 

 

 

 

 

 

 

 

 

 

 

 

 

 

 

 

 

 

 

 

說明: 學生在 Teams上回答問題 說明: 學生在 Teams上回答問題並給予

回饋 

教學心得與

省思 

教學調整的脈絡： 

課本原先是利用星座盤轉出不同時間觀察星座移動的情形，學生操作過程較

枯燥乏味。且現在鮮少人外出會攜帶星座盤，學生在課程後應用在生活上的

機會極低，改為 Star Walk 2的 app 後，只要有一支手機或平板便能夠享受觀星

的樂趣。 

成效分析： 

學生對於這樣的學習過程感到非常有趣，而且可以加速觀察北斗七星移動狀

況便可清楚發現北斗七星會繞著北極星轉，除此之外所有的星星都是如此。 

 



教學省思： 

學生會很好奇 Star Walk 2的功能，中間下課時可以讓學生熟悉此 app 的操作。

此外也可以思考挑戰的題目給先完成的同學思考。 

修正建議： 

此教案運用ＰＯＥ教學法進行教學，即為預測（Prediction）—觀察

（Observation）—解釋（Explanation）三步驟。適合較容易產生迷思概念的單

元或學生。 

參考資料 

Teams 上討論的題目參考來源： 

獵戶座圖片(National Geographic, December 1995)。 

天空的行政區─星座，成大物理系蘇漢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