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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教師組  教案格式與學習單 

教案設計者：陳映汝（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等學校）、陳冠綸（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等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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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驗室 

二、授課時數 

8 節（4 週，每週 2 節） 

三、教案設計理念與動機 

⚫ 設計理念： 

每天在教室裡上課，講台上老師總是留意時間，怕講不完，學生也是盯著時鐘，看何

時下課，那麼時間是怎麼被定義的呢？這是很多人都沒有細想過「時間的歷史」。 

國小自然和國中地科，學生會學習到晝夜、四季與月相，瞭解年、月、日的由來，許

多古代文明的遺址，都脫離不了日月星辰的觀測，這些都是要用來觀測「時間」，但是觀

測之後又要怎麼去找出規律的週期與適合切割時間的單位呢？因此想到地球科學與數學科

結合，從時間的大單位（年月日）到小單位（時刻分秒）來發想，把天文的日地月運行、

曆法閏年的計算、到每天抬頭看的教室時鐘結合成課程（圖一），讓學生能好好認識「時

間的刻度」，希望學生能更注意時間的流動，珍惜與善用時間。 

 

圖一  課程發想規劃圖 

日曆魔方則是因為參加了一場數學科的研習，教老師們認識魔術方塊，藉由魔術方塊

的應用做出日曆魔方，覺得這一個學生會很喜愛的課程活動，因此在本課程將其做了一些

調整，也加入到本教案課程內容之中。 

 

⚫ 課程規劃方向與跨領域結合 

1.自古以來人類不停的想找出時間的規律，讓時間的流逝能夠被定出單位，從觀察日月

天體運行，人類訂出了年、月、日，訂出一天之後，又把一天的時間作更精細的切

割，定義出小時、分鐘、秒。讓學生一步步從古至今，認識不同階段的「時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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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從大刻度到小刻度，依序認識。瞭解古今的時鐘演變，日晷、水鐘、火鐘等等，如何

讓時間可以被測量？如何把時間切割得越來越精細？ 

3.讓學生認識現代科技對時間的精確要求，以及精確時間在現代生活的應用（例如手機

定位、GPS 定位如何與時間有關？）。 

4.結合數學科的尺規作圖，讓學生畫出指定的角度（90 度、60 度、30 度、6 度），最後

完成時鐘的 60 個刻度。 

5.應用顏等（2022）所設計的日曆魔方教案，在加上數學科立體轉平面的圖形概念，轉

換為實際可在 2 節課完成的日曆魔方。 

6.課程需符合學生應具備的國中七年級數學基礎，和國小自然四～六年級的天文基礎。 

 

四、教學目標 

1. 認識日月運行與曆法的關係，了解曆法的演變，知道年、月、日的定義，以及陽曆閏年

的計算規則，並熟悉數學的餘數關係。 

2. 認識日晷測量原理（三角形邊角關係），製作簡易型日晷，進行日晷的探究。 

3. 認識各種時鐘，知道時鐘的演變與科技的關係。 

4. 認識小時、分鐘、秒的由來，知道近代科學對時間單位的制訂與測量，瞭解科技時代之

下，精密的時間對生活的影響。 

5. 利用尺規作圖繪製時鐘的 60 個刻度（角度 90 度、60 度、30 度、6 度的繪製） 

6. 認識魔術方塊的 3×3 立方體，製作日曆魔方。 

五、教育對象 

國中七或八年級學生 

六、課程設計（方法與步驟） 

（一）課程設計流程圖： 

 

（二）課前準備材料： 

1. 製作猜生日活動所需使用的圖卡，引導學生進入到認識月曆。 

2. 訂購素胚魔術方塊（六面都是同一顏色的白胚或黑胚），製作日曆貼紙。 

3. 訂購傾斜式日晷材料包。 

4. 學生需準備的材料：彩色筆、剪刀、雙面膠、圓規、15 公分長的直尺。 

5. 製作四週課程講義、課程投影片、四週課程的學習單、3×3 立方體平面展開圖。 

（三）課程設計與進行（所有課程都要搭配各週的課程講義、投影片） 

認識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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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餘數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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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三視圖

一天之內

•時辰刻分

•日晷古時鐘

•三角形邊角

現代計時工具

•時鐘演變

•鐘面製作

•數學尺規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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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週：認識曆法（結合數學的餘數概念） 

第一節課： 

1. 從猜生日的活動(圖二)，引入月、日，讓學生思考年、月、日是怎麼定出來的，介紹各種

時間單位，完成學習單第 1-1 部份。 

2. 介紹陽曆中各月份天數的演變與「大月」和「小月」的由來，2 月為何會是 28 天？下半

年為何偶數月是大月？介紹歷史源由，完成學習單第 1-2 部份。 

3. 介紹 1 年天數的演變，從 365 天，變成 365.25 天（儒略曆），再變成 365.2422 天（格里

曆）的過程，引入陽曆置閏的規則（四年一閏、逢百不閏、四百又閏、四千不閏），進

行計算與閏年推導，結合數學的餘數概念，完成學習單第 2 部分。（第一節課結束） 

 

圖二 猜生日活動所需圖卡，上方四個是猜月份，下方五個是猜日期。 

第二節課 

4. 介紹民國與西元的換算，再次對照出哪些年是閏年？完成學習單第 3 部分。 

5. 介紹天干地支紀年，學習如何從西元年份換算成天干地支紀年（圖三），推算生肖。結

合中國歷史，推算歷史事件（如甲午戰爭）的西元年份，以及反過來由西元年推算學生

自己的出生年的天干地支紀年，可再次結合數學的餘數概念。（第二節課結束） 

    

圖三 第一週課程講義與學習單部份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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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週 日曆魔方（結合數學三視圖概念） 

1. 認識魔術方塊，播放魔方競賽影片引起動機。 

2. 介紹三階魔術方塊，3×3 的面上，9 小方塊的各個位置名稱，認識中心塊（1 個面）、邊

塊（2 個面）、角塊（3 個面）。 

3. 發下空白魔方的平面圖紙卡，讓學生先用剪刀、雙面膠製作成立體空白紙魔方（圖四）。  

 

圖四 空白魔方平面圖卡與折好的紙魔方 

4. 讓學生跟著老師的步驟，學習要如何將月份、日期、星期幾的畫面安排方式，從中心塊

開始寫，注意文字上下左右的方向，接著完成邊塊、最後進行角塊，依照規則與順序，

正確的將文字填入正確的方塊面。 

5. 教師檢查各學生每個面書寫是否正確，確認正確無誤才發給實體魔方和日曆貼紙，讓學

生自行黏貼。 

6. 學生自行完成日曆魔方，練習轉出正確的月、日、星期。（老師不教轉魔方的技巧，而

是提供資料讓學生自行閱讀學習，或是同學之間互相指導） 

   

圖五（左）日期填寫規則講解；（中）素胚魔方和日曆貼紙；（右）完成的日曆魔方 

 

⚫ 第三週 一天之內：日晷和古代的時鐘（結合數學三角形邊角關係） 

1. 介紹最早的計時工具：日晷，從太陽位置和影子的變化可以從訂出時間，「立竿見影」，

比較竿子長度和竿影長度，要如何反推太陽在天空中的角度？結合數學的三角形邊角關

係，瞭解太陽位置的觀測方法。 

2. 介紹水平式日晷和傾斜式日晷。 

3. 天氣不好沒有太陽的時候，要如何測量時間？由此介紹各種不同的時鐘：水鐘、火鐘、

等各種不同的古代時鐘。（完成第三週學習單） 

4. 介紹集天文觀測、水鐘、工藝、測量等技術之中國古科技重大成就：水運儀像臺。 

5. 發下材料包讓學生製作傾斜式日晷，完成後可以讓學生發揮創意進行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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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製作完成後，若天氣許可（有太陽和影子），就帶到戶外進行實際測試（臺北市緯度：

北緯 25 度）。若天氣不佳則用手電筒在教室進行示範。 

 
圖六 （左）學生以材料包製作日晷；（右）剛製作好的 

7. 日晷探究活動（依照課堂時間選擇是否進行）（圖七）：  

研究動機：為什麼日晷要調整成觀測者所在的緯度？ 

研究目的：瞭解日晷傾斜角度與影子指示時間的關係 

研究方法：用固定光源、從固定方向照射日晷，調整日晷傾斜角度，記錄各角度日晷影

子所指示的時間。 

實驗結果：（表格紀錄） 

實驗結果討論：各緯度日晷影子所指示的時間，討論緯度越高，測到的時間會越早還是

越晚？各緯度的時間大約會相差多少？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什麼？ 

 
圖七 日晷探究活動學習單部份頁面 

 

⚫ 第四週：現代計時工具（結合數學尺規作圖） 

1. 從測量脈搏活動引入，讓學生瞭解為什麼需要更加穩定且精確的計時工具。 

2. 介紹古人為何將一天分成 24 小時、1 小時 60 分鐘、1 分鐘 60 秒（圖八）。 

3. 介紹近代各種不同的時鐘，從單擺鐘、石英鐘、到原子鐘，瞭解人類不斷追求更精細的

時間。介紹不僅有閏年，還有閏秒。 

4. 解釋精確時間在生活中的應用--衛星定位的原理與時間的關係。（完成學習單第一部份） 

5. 進入鐘面製作學習單，講解與進行尺規作圖。鐘面會有 12 個小時，每個間隔 30 度，60

分鐘，每分鐘間隔 6 度，學習中垂線、角平分線、角度複製、角度相減等作圖法（圖八）。 

6. 最後要完成一張正確的鐘面刻度圖。（完成學習單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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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第四週課程講義與鐘面製作部份頁面 

 

七、學習評量內容 

⚫ 學習單與學生學習成果： 

各週紙本學習單依照題目配分進行批改。內容如下： 

第一週 認識曆法(1) 第一週 認識曆法(2) 第二週 日曆魔方貼紙判讀 

  

 

第二週  紙魔方 第三週 一天之內 第四週-1 現代計時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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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2(鐘面製作) 

 
 

實體作品 

第二週：日曆魔方 

     

第三週：傾斜式日晷  

   
 

日晷探究（不同角度的日晷在同光線下的竿影指示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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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施行與省思 

學生對時間的歷史瞭解很少，課程在介紹時間的刻度、曆法這些內容的時候，整個過

程學生終於瞭解這些時間的單位得來有多麼的不容易！ 

日曆魔方讓學生看到不一樣的魔術方塊，原來魔術方塊的貼紙規則是這樣子，原來有

這種同色的魔術方塊，因此學生在課程投入度會很高！ 

數學的部份，每週都對應到不同的數學觀念，用四則運算、餘數的概念，計算閏年、

天數、天干地支的換算；用三視圖認識編寫日曆魔方；用三角形認識太陽角度、竿長與影

長的邊角關係；最後用尺規作圖，畫出每天所見的時鐘刻度。原來各種科學的背後，都隱

藏著簡單的數學知識！學生的數學能力，也可以在此檢視與加強。 

第四週尺規作圖對七年級的學生是比較陌生的，學生在使用圓規、直尺的能力需要再

多加練習，課程進行速度就會比較慢，不過如果是國八的學生，108 課綱數學課程就會有

相關內容，學生應該會更容易上手。 

另外的日晷探究，在實際進行實驗時，容易受到天候的影響，所以老師要準備手電筒

進行模擬實驗。若在教室內進行，手電筒要注意放在固定的位置照射，可以只使用一台日

晷，依序改變角度來做實驗。如果在晴朗陽光下，就同時擺出多台日晷，讓學生同時進行

觀察記錄，比較不會有觀測太久影響到時間數據的問題。日晷的實驗結果進階討論，可以

未來作為探究的研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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