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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 
EXPERIMENT

COMET 
MOON CRATER

ASTRONOMICAL 
PHENOMENA

STARRY NIGHT 
METEOR SHOWER

ASTROPHYSICS

在實驗室裏製作�

彗星、模擬⽉球�

隕⽯坑的形成

模擬各種天⽂現�

象：⽉亮盈虧、�

⽇／⽉全蝕

星空模擬、流星�

⾬ZHR

協助同學去理解�

較抽象的物理理�

論：超新星爆�

炸、重⼒⋯⋯



COM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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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實驗中會使⽤到乾冰，因此必須有⽼師在場。WARNING



DRY 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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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凍親WARNING



MOON CR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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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NING



ASTRONOMICAL
PHENOM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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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NING

⽉亮盈虧

⽉／⽇全⾷ credit: science in school



ASTRONOMICAL 
PHENOM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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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NING

⽉全⾷

credit: universe today

DANJON SCALE



STARRY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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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提⽰

星象館可向可觀⾃然教育中⼼�天⽂館借⽤。記得留意 
星象館⼤⼩是否能於校內場地安置。

數碼⽴體星象館

REMIND



STARRY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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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件介紹

電腦版是免費的。可模擬當晚及不同⽇⼦的星空，包括特別的天⽂現象，例

如凌⽇，⽇⾷等等（彗星除外）。此外，可以放⼤觀察不同⾏星，深空天

體。

stellarium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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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NING

ZHR (ZENITHAL HOURLY RATE) 
每⼩時天頂流星數

：在⾼峰時期，假設流星輻射點在天頂位 

置，全天100%無遮擋視野，⾁眼可⾒ 

6.5等星的情況下，觀察者可看到的流星 

之每⼩時出現頻率。

METEOR SH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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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NING

英仙座流星⾬
Given: 
1) ZHR 100 
2) 20% of the observer 's field of view was covered 
by clouds 
3) r=2 
4) lm = 4 
5) hR = 27 deg 
 

METEOR SHOWER

k = fraction of the sky which you 
cannot see

lm = the observer's limiting 
magnitude 



ASTRO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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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超新星

REMIND

溫馨提⽰

有些同學⽐較不擅⾧理解較抽象的物理概念，利⽤實驗／⽰範 
去協助同學理解相關理論是較好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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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FUNNEL MODEL REFRACTING 
TELESCOPE 

SPECTROSCOPE

⾃製太陽濾光⽚�

及投影儀�

⽤紙製作跟天⽂�

相關的模型，例�

如太空望遠鏡、�

⾏星等等。甚⾄�

⽤3D打印技術製�

作模型�

製作伽利略望遠�

鏡，從中明⽩折�

射式望遠鏡的原�

理�

光譜儀是宇宙探�

索中不可缺少的�

儀器。學習制作�

簡易的光譜儀。

WORKSHOP



SUN FU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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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濾光⽚／巴德膜

REMIND

溫馨提⽰

訂購巴德膜時要注意密度，5.0才是適合⽤作⾁眼觀測。

使⽤前檢�有沒有漏光情況。



SUN FU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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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儀 針孔投影儀

credit: timeanddate.com



PAPER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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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模型製作

溫馨提⽰

利⽤像卡紙這種較厚的紙來製作紙模型效果更佳。每個模型製 
作時間和難度均不同，最好活動前先⾃⾏製作⼀次。

⾹港太空館：天⽂資訊：教育資源：下載製作紙 NASA paper models

REMIND



3D PRINT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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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A 3D Resources

REMIND
INTRODUCTION

網⾴介紹

網⾴中有許多模型可作打印，包括隕⽯坑、太空探測器等等



REFRACTING
TELE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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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折射式望遠鏡

⼯作坊介紹

折射式望遠鏡結構較簡易，適合協助中學⽣去理解望遠鏡原理。製作後可

讓同學利⽤望遠鏡眺望遠的景物，明⽩折射式望遠鏡的優缺點（如⾊

差）。

INTRODUCTION



REFRACTING 
TELE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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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折射式望遠鏡

⼯作坊介紹

購買凹凸透鏡⾃⾏組裝。INTRODUCTION



SPECTRO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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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光譜儀

⼯作坊介紹

Google 「⼤凡化宇宙：簡易摺紙光譜儀」/ 
⾹港太空館：天⽂資訊：教育資源：下載製作紙：簡易CD光譜儀可找到模

型平⾯圖及教學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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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KED-EYE 
OBSERVATION

THROUGH 
TELESCOPE

普通單憑⾁眼觀�
察

透過雙筒／各式�
天⽂望遠鏡去觀�

察

STARGAZING



NAKED-EYE
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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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

太陽觀測提醒

設置望遠鏡時⼩⼼同學仔⾛近，提醒同學不要直望太陽。REMIND

credit：space.comcredit：The Straits Times



NAKED-EYE 
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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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座

觀星介紹（1)
活動前準備當晚星空會出現甚麼較顯眼的星座。除了指出星座的形狀之 
外可準備⼀些相關的神話故事，令同學留下較深刻印象。講星的同時⽤ 
指星筆會更好。

INTRODUCTION

credit：staples



NAKED-EYE
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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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星軟件

觀星介紹（2)
推介同學下載觀星軟件，⽅便同學辨認星座。INTRODUCTION

Sky Chart Star walk



NAKED-EYE 
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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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衛星

INTRODUCTION
Calsky



NAKED-EYE
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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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太空站（ISS）

INTRODUCTION



NAKED-EYE 
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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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Iridium satellites)

INTRODUCTION



THROUGH 
TELE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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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筒望遠鏡

觀星介紹（3)
雙筒望遠鏡很適合觀星初學者去使⽤。可先跟同學教學使⽤雙筒望遠鏡 
的技巧。購買時要留意是否有濾鏡。可⽤指星筆輔助同學找到觀察⽬ 
標。

INTRODUCTION

credit: leisurelyscientist.com



THROUGH
TELE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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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望遠鏡

觀星介紹（4)
⾏星⽐較容易透過望遠鏡觀察，可留意最近有沒有⾏星出現。不建議在 
滿⽉時觀察⽉球，因為不容易看到⽉球上的坑紋。觀察⽉球時最好先安 
置濾鏡，以免眼睛受到傷害。

INTRODUCTION

深空天體 ⾏星 ⽉球



TALK/BO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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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提⽰  

論座的內容⾃⾏決定，可多留意同學有興趣的課題。 
內容不要過多，同學未必能消化。

REMIND



TALK/BO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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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提⽰  

不要直接抄襲。REMIND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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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