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善用有效教學策略優化小班學與教」15 小時工作坊 2022-2023 

「小班教學」教學計劃 

 

科目：常識 年級：P2 

單元：二冊單元一 日與夜 
課題：2.太陽、月亮和星星 

(3)月亮的形狀有甚麼變化 

  

教節：第___3-4__節 課時：___35+35__分鐘   

    

與課題有關的前置知識 / 學習難點 

前置知識 

1. 學生知道中秋節的月亮又大又圓。 

2. 學生知道月亮的形狀有時象香蕉，有時象西瓜，有時象圓鏡。 

 

學習難點 

1. 月亮形狀及方向.。 

2. 一半的一半的比例概念。 

 

預期學習成果 / 教學目標  

完成本教節後，學生能夠學會 

學科知識 

1. 農曆十五，月亮是又大又圓。 

2. 十五天的一半是七至八天，月亮是半圓

的。 

3. 八天的一半是四天，月亮形狀是半圓一

半。 

4. 利用標點符號的括號，先關後開，來判斷

月亮的方向 

學習能力 

1. 能畫出圓形的月亮 (十五) 

2. 能畫出圓形的月亮的一半(隔七八天) 

3. 能畫出圓形的月亮一半的一半(再隔四天) 

4. 利用括號，先關後開，表示初三是關括號

的形狀和方向，二十八是開括號的狀和方

向。 

5. 能各同學講解畫月亮形狀的推論 

6. 延伸: 晚上觀察天上的月亮，每天拍下， 

紀錄一個月的月相圖。 

價值觀和態度 

1. 討論時專心、耐心聆聽 

2. 尊重同學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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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程序 所需時間 教學活動和教學策略 目的 「小班教學」原則 所需資源 /備註 

第一堂 

引起動機 

 

 

2 提問:中秋節晚上的月亮是甚麼形狀的? 

展示:邀請學生畫在黑板上 

提問:你同意所畫月亮的形狀嗎? 

(月亮是又大又圓) 

聯繫已有知識 善用延展性的提問技

巧，讓學生有更多時

間思考 

黑板 

發展階段 1. 

 

 

 

5 提問: 農曆十五天，-月亮是又大又圓。 

十五天的一半是七天，月亮變成甚麼形狀

呢?兩人一組討論，說出猜想和理由。 

讓學生思考 

和發言 

增加學生參與課堂的

機會，如課堂討論 

黑板 

發展階段 2 

 

5  提問: 假如今天是農曆十一月二十一， 

即是十五後的六七天，月亮變成甚麼形狀

呢? 

先兩人小組交換意見，然後畫在工作紙上。 

讓學生思考 

和發言 

透過兩人／小組活動

培養學生的合作精神 

工作紙一 

發展階段 3 

 

10 小組報告(逐組抽一個代表展示所畫) 

說出小組的猜想。 

學生發言 小組匯報 工作紙展示 

發展階段 4 

 

5 回饋: 十五後的六七天，月亮形狀是半圓。

高能力的同學: 比半圓大。 

將同方向的半圓放在一起， 

左一半方向 VS 右一半方向 

提問: 哪一種才是真正的形狀? 

老師回饋 提供適切的回饋，協

助學生自己找出及糾

正錯處 

黑板 

發展階段 5 

 

5 自我來核對: 打開課本 P12，轉動月相轉

盤，仔細觀察應是朝哪個方向的半圓? 

學生自評 協助學生自己找出及

糾正錯處 

課本 

小總結 3 農曆十五，當晚的月亮是甚麼形狀的? 

十五後七天，農曆二十當晚的月亮是甚麼形

狀的? 

是左半圓還是右半圓? (左半圓) 

學生總結反思  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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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程序 所需時間 教學活動和教學策略 目的 「小班教學」原則 所需資源 /備註 

第二堂 

引起動機 

 

2 老師希望同學能推想出農曆一個月中月亮

的變化。 

提問:農曆二十一月亮是左半圓， 

    再過四天，月亮的形狀是怎樣的? 

能不能猜出初七的月亮形狀是怎樣的? 

聯繫已有知識 

讓學生思考 

 

訂定清晰的學習目標 黑板 

發展階段 1. 

 

4 打開課本 P12，轉動月相轉盤， 

仔細觀察農曆二十五月亮的形狀。 

學生自評 讓學生有更多時間思

考； 

課本 

發展階段 2 

 

6  兩人小組，交換意見。討論工作紙二的時間

線，各說一次對十五、十八、二十六、二十

九的猜想。說服對方，達成共識，畫在工作

紙上。 

讓學生思考 

和發言 

透過兩人／小組活動

培養學生的合作精

神； 

工作紙二 

發展階段 3 

 

4 提問: 能不能利用一種圖象符號來聯繫月

亮的變化，方便記下月亮的形狀和方向? 

哪種標點符號的形狀跟半圓，半圓的一半的

月亮相似呢? 

括號( ) 

按農曆初一至三十計，月亮變化相當於括號

的哪一半，即次序是怎樣? 

括號方向應是「先關後開」 

聯繫已有知識 

讓學生思考 

善用延展性的提問技

巧，讓學生有更多時

間思考 

字卡: 

  )  

( 

發展階段 4 

 

6 兩人小組，交換意見。討論工作紙二的時間

線，畫出初一、初三、初九、十二月亮的形

狀。 

二互相核對，向對方說出畫那天的推論理

由。 

設計促進學習的

評估架構。 

透過兩人／小組活動

培養學生的合作精

神； 

工作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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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階段 5 

 

5 抽小組出來匯報 

如有不同方向的，請全班同學來判斷。說明

理由 

讓學生思考 

和發言 

提供適切的回饋，協

助學生自己找出及糾

正錯處； 

工作紙二 

總結 3 1. 月亮的形狀每天都在改變。 

2. 月初，右方亮，初七是右半圓， 

十五是圓形。 

3. 十五後是左方亮，二十二是左半圓， 

 協助學生自己找出及

糾正錯處； 

 

 

應用階段 

 

 

 

 
利用「先關後開」括號的聯想，如見到左方

形狀的月亮，推斷是農曆前半個月，還是後

半月。 

   

延伸活動 

 

 

 

 晚上觀察天上的月亮，每天拍下， 

紀錄一個月的月相圖。 

   

學習評估 

（自評／反思

／互評等) 

 

 

 自評 核對工作紙一 

農曆二十一應是左邊的半圓 ( 

自評 核對工作紙二 (月相) 

十八、二十六、二十九 

初一、初三、初九、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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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訂定清晰的學習目標，著重學生的學習過程； 

2. 善用延展性的提問技巧，讓學生有更多時間思考； 

3. 增加學生參與課堂的機會，如課堂討論； 

4. 透過兩人／小組活動培養學生的合作精神； 

5. 提供適切的回饋，協助學生自己找出及糾正錯處； 

6. 設計促進學習的評估架構。 

 

學習過程目標: 

（楊健，2015） 

是教學設計的起點，是評估教與學成效的依據。 

每個環節的明確目標和任務指向 

（獨立思考需要完成甚麼？ 

合作交流需要達到甚麼成果？ 

建基於學生的已有知識 ❖ 需要配合學科課程 ❖ 過程目標與成果目標同樣重要 ❖ 課堂開始時，讓學生知道該課的學習目標 ❖ 課堂完結

後，引導學生總結學習經驗 ❖ 用詞清晰及可作為評估學習成果的依據（鄧艷文，2008） 

提問的功能： 1. 引起學習動機 2. 幫助學生學習 3. 診斷及評鑑 4. 提供學生參與討論、發表意見機會 5. 因應學生的回答給予適切回饋 6. 

啟發學生思考 (張玉成，1988) 

設計問題的技巧： 1. 問題種類： 多用開放式問題、較少封閉式問題 2. 循序漸進問問題： 由淺入深、內容的連續 3. 用語清晰明確 (梁玉

華，2013) 

 

3 月亮的形狀有甚 麼變化？(頁 12)  1 教節  預習：記錄自己見過的月亮，完成預習工作紙 7。 

 統計：統計及討論在不同的日子看到的月亮形狀。 

 觀察：利用「月相轉盤」介紹在農曆日子會看到的月亮形狀。 

 排序：總結出月亮形狀的變化和時序。 

 

描述月相在不同日子的變化。 

察覺月相改變的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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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習： 派發預習工作紙 7「月亮的形狀」，請學生記錄自己見過的月亮是怎樣的，以及它看起來像甚麼，當天是農曆的哪一天，完成工作紙。 

介紹： 請學生利用已完成的工作紙，向鄰座同學介紹自己見過的月亮的形狀，並描述它像甚麼東西。 

統計及提

問： 

教師分別請幾位學生向全班分享自己見過的月亮，並可利用投票工具統計學生見過的月亮形狀，然後提問： 

① 同學們見到的月亮只有一種形狀嗎？（不是，有不同的形狀。） 

② 他們看到的是同一個月亮嗎？（是。） 

③ 為甚麼同一個月亮有不同的形狀？試猜一猜。（自由作答。） 

延伸說明： 教師指出我們每天看到的都是同一個月亮，由於月亮繞着地球轉動，所以我們在不同的日子看到的月亮，會有不同的形狀。 

觀察： 請學生轉動課本的「月相轉盤」，觀察月亮形狀，向同學介紹在農曆哪些日子會看到這些形狀。 

檢視： 鼓勵學生把工作紙的記錄或按自己的經驗，與「月相轉盤」上相應農曆日子的月亮形狀比較，看看是否相同。 

排序： 完成思維工作紙 8「月亮形狀的變化」（時間線），總結出月亮形狀的變化和時序。 

總結： 在不同的日子，我們看到的月亮形狀都不一樣。 

為甚麼會有不同的月相？ 

 新月（農曆初一）：當月球轉到太陽和地球中間，太陽照亮月球背向地球的一面，我們在夜間也看不見月亮，這種月相稱為「新月」。 

 上娥眉月（約農曆初三）：「新月」以後的兩三天，月球朝向地球的一面的邊緣，能夠被太陽照亮，我們可以看見彎彎的，形狀像鐮刀
的月亮，這種月相叫「上娥眉月」。 

 上弦月（約農曆初七）：月球逐漸轉到與太陽和地球連線成直角的位置，我們可看到半個月亮，這種月相叫做「上弦月」。 
 上凸月（農曆十二 / 十三）：「上弦月」以後，月亮一天比一天圓起來，就到了「上凸月」的階段。 
 滿月（農曆十五 / 十六）：月球轉到與太陽完全相對的一面，也就是地球剛好在太陽和月球中間，太陽把月球對着地球的一面完全照亮，
這時候我們可以看到圓圓的月亮，這種月相稱為「滿月」。 

 下凸月（農曆十七 / 十八）：滿月以後，月亮被我們看得見的明亮部分稍為變小，就到了「下凸月」的階段。 
 「下弦月」（約農曆廿一），經過「滿月」和「下凸月」後，月球再次轉到與太陽和地球連線成直角的位置，我們可看到半個月亮，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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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月相叫做「下弦月」。 
 下娥眉月（約農曆廿六 / 廿七）：再過幾天，月球被太陽照到的部分越來越少，我們看到的月亮像一把彎彎的鐮刀，這種月相稱為「下
娥眉月」，也叫作「殘月」。 

 月相這樣一個周期變化，約需 29 天。這樣的時間間隔叫做「朔望月」，農曆的一個月就是根據它來確定的。因為「朔望月」的天數不是
整數，所以分為月大和月小，月大有 30 天，月小有 29 天。 

 

月亮會發光嗎？ 

 月亮是不會發光的。我們看到夜空中的月亮發出光芒，是因為月球反射太陽射向它的光。 

 

月形亮邊的口訣：上右西（上半個月的月形）、下左東（下半個月的月形） 月亮形狀的規則性變化： 15 望月→虧凸月→22 下弦月→殘眉

月→1 朔月→新眉月→7 上弦月→盈凸月→15 滿月。 

 

初一初二不可見，初三初四眉形月， 

初七黃昏上弦月，慢慢變胖盈凸月， 

十五十六是滿月，慢慢瘦身虧凸月， 

廿二夜半下弦月，廿九三十月難見。 

白獅子自創更簡短的月相口訣  

初一全黑，初七右亮上弦月； 

十五滿月，二二左亮下弦月。 

先前有好友傳授一招給白獅子：「缺口在上是上弦月、缺口在下是下弦月」， 

上上上西西、下下下东东。它的意思是说上弦月出现在农历月的上半月的上半夜，月面朝西，位于西半天空；下弦月出现在农历月的下半月

的下半夜，月面朝东，位于东半天空。 

一個口訣（方便記憶）：上上上西西、下下下東東——意思是：上弦月出現在農曆月的上半月的上半夜，月面朝西，位於西

半天空（凹的一面朝東）；下弦月出現在農曆月的下半月的下半夜，月面朝東（凹的一面朝西），位於東半天空。 

附月球真正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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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相變化歌 

初一新月不可見，只緣身陷日地中， 

初七初八上弦月，半輪圓月面朝西。 

滿月出在十五六，地球一肩挑日月， 

二十二三下弦月，月面朝東下半夜 

一個口訣（方便記憶）：上上上西西、下下下東東——意思是：上弦月出現在農曆月的上半月的上半夜，月面朝西，位於西

半天空（凹的一面朝東）；下弦月出現在農曆月的下半月的下半夜，月面朝東（凹的一面朝西），位於東半天空。 

附：月相變化圖（註：星空圖上方位為上北下南左東右西。） 

https://youtu.be/Oq18X0wSpRg?t=9 

 

學習內容： 20%的知識→自學能會 70%的知識→合作（小組）學會 10%的知識→老師教會 

課堂模式： 20% (10 分鐘)→老師講解學習目標、引導學習、 激勵、點撥 70% (30 分鐘)→學生分組合作、展示、點評、 質疑、探究 10% (5

分鐘)→學生總結反思、當堂檢測 

https://youtu.be/Oq18X0wSpRg?t=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