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2 探索時序



2-1 曆法與日地月相對運動





天地明察



一、了解人類如何利用天體運行劃分年、月、日

1. 日：太陽周日運動角度的變化

(1) 太陽日：太陽連續2次通過中天(_________)
所間隔的時間。每天的太陽日不等長(why?)，
故取平均太陽日=_____________

日

地day2 (太陽日)

地day1

Day1中午12:00

Day2(太陽日)中午12:00

子午線

24小時

公轉速率不同
+

軌道形狀不同



1. 日：太陽周日運動角度的變化

(2) 恆星日：地球連續兩次指向遠方__________
的時間間隔(同一顆恆星連續2次通過中天所間
隔的時間)，地球真正自轉一圈(360ﾟ)。1恆星
日=__________ X恆星

X恆星

地day2

地day1

同一顆恆星

23小時56分

恆星每天提早_____分鐘
出現在相同位置

4

地(恆星日)day2

地(太陽日)day2



地球自轉一周時，也繞著太陽公
轉了一點距離，因此必須再多轉
約 0.986 度，太陽才會再度到達
子午線。



複習一下…



為何恆星要從平行方向看去?

V_20140725_123429.mp4
V_20140725_123429.mp4


在美國登月計畫中，阿波羅

太空船上的太空人有許多機

會從月球看地球，並且拍下

畫面。右圖即為美國登月太

空船中的太空人，在月球上

空往地球方向所拍攝的影像，其前景（圖右下角部

分）即為月球表面。在拍攝此圖的同一時刻，我們

在地球上看月亮，看到的是哪一種月相？【97學測】
(A)          (B)    (C) (D)   (E)

牛刀小試



2. 月
(1) 朔望月-

(2) 恆星月-

此次滿月(朔月)到下次滿月(朔月)所間隔的時間

月MON(恆星月)1

日

地
月MON(恆星月)2

月MON(朔望月)2

月MON(朔望月)1

月亮真正公轉一圈



月的定義

初一日月合朔

月球公轉地球一
周，為恆星月。

月球多轉了30度，
為朔望月。

請看課本p.40





朔

恆星月

朔望月

∠a = ∠b = 360° × ≈ 29°
29.53天

365.2422天
27.32天 × ≈ 2.2天

29 °

360 °
恆星月較朔望月少約2.2天





(3) 月球公轉造成月相變化

1-3：

1-2：

朔望月

恆星月



月相



• 農曆初一，月球是以暗面對著地球。

• 從地球上無法看見亮面的月球，稱為朔或
新月。

宇宙中狀況

新
月

地球觀察者面南所見



• 農曆初七、初八，當月球與地球和
太陽三者球心成直角三角形時。

• 可看見半圓形的月亮，稱為上弦。

上弦

地球觀察者面南所見宇宙中狀況



• 農曆十五、十六，月球以整個亮面對著地球。

• 地球所見是又圓又亮的月球，稱為望或滿月。

宇宙中狀況 地球觀察者面南所見



• 約農曆二十二，月球公轉至與地球和太陽三
者球心成直角三角形時。

• 地球可以看見半圓月亮，這一天稱為下弦。

地球觀察者面南所見

下弦

宇宙中狀況



3. 年
(1) 回歸年-因「_______(又稱______)」(見米
蘭科維奇)關係會比恆星年短20 分鐘

(2) 恆星年-地球真正公轉一圈

歲差 進動

此次春分至下次春分所間隔時間



年的定義

恆星年：地球真正公
轉 360° 的時間間隔。

請看課本p.41



季節：__________________ 季節：__________________冬至 春分



冬至
2017.12.22



季節



牛刀小試

(   ) 右圖為從太空看地球自轉與公轉的示意圖，地球繞著太陽以逆時
鐘方向公轉，地球本身也以逆時鐘方向自轉，由地球上的A點來看，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104學測)

(A)一天24小時是連續兩次面對太陽所經過的時間，稱為恆星日
(B)一天24小時是連續兩次面對遙遠恆星所經過的時間，稱為太陽日
(C)恆星日比太陽日大約短了四分鐘
(D)太陽日比恆星日大約短了四分鐘
(E)太陽是一顆恆星，所以太陽日就是恆星日。



2. 下圖是實際月亮繞地球的軌跡圖，當地球
位於1的位置，同樣月球亦位於1的位置，圖
中何位置的月相為下弦月？ (A)3 (B)5
(C)7 (D)1



二、知道主要的曆法和陽曆與季節
的關聯

1. 陽曆：回歸年-置閏年

(1) 儒略曆：

a. 平年：前半年單月為大月，後半年雙
月為大月，大月為31天，小月為
30天，2月最小為28天，共365天。

b. 閏年：由於一個回歸年約為365.2422天，
四年會多一天，故置閏年於二
月的最後一天。(四年一潤)

(2) 格勒哥里曆：除儒略曆規定外，另100
年不置潤，400年置潤



2. 農曆(陰陽曆)：回歸年(含24節氣)+朔望月- 閏月

(1)24節氣
按照______________來制定。

(2) 農曆以朔望月為主，但為了
配合季節(節氣)，19年中加
入7個閏月。大小月不相間

太陽仰角



農曆置閏規則

• 農曆以朔望月為「月」的長度。

• 為使農曆「月」（月球運動週期）與季節
（太陽運動週期）一致，每 19 年須加入 7 
個閏月。

–閏年一年有 13 個月

365.2422 × 19 ≒ 29.5306 × （12 × 19 ＋ 7）

19 個回歸年 235 個朔望月







曆法

3. 陰曆：僅以 ________

大月30日，小月29日，12個月，故
一年僅354日，大小月相間。回教國家採用，
又稱回曆。

朔望月



1. 我國民間仍沿用的農曆，又常被稱為陰曆，
其實是陰陽曆才對，其中「陽」曆的概念最
能表現在哪一方面？
(A)一年分為二十四節氣
(B)一個月分為上、中、下三旬
(C)一個月分為4個星期
(D)一日分為12個時辰。



附圖是太陽日與恆星日示意圖，依此圖選出
不正確的選項應為何？
(A)∠1＝∠2≒0.9856°
(B)每日恆星提早4分鐘升起
(C)1太陽日＝1恆星日＋4分鐘
(D)太陽日短於恆星日。



3. 民國99年春分在3月21日，秋分在9月23日，春分與秋分
之間相隔幾天有兩種計算法。第一種是由3月21日往後推
算，經4月、5月……到9月23日，有186天；第二種計算法
則是由3月21日往前推算，經過2月、1月，再到前一年的
12月、11月……到9月23日，共計179天。地球穩定繞太陽
公轉，每年幾乎相同，誤差遠小於1天；兩種計算法得到
的天數相差7天，其主要理由為何？(100學測)
(A)在7月時，地球公轉速率比較慢
(B)在7月時，地球自轉速率比較慢
(C)在7月時，地球公轉速率比較快
(D)在7月時，地球自轉速率比較快
(E)在7月時，地球自轉速率、公轉速率都比較快
(F)在7月時，地球自轉速率、公轉速率都比較慢。



4. 有關季節的發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太陽入射角度θ的tanθ值，可用來估算陽光的入射量
(B)冬季時太陽直射南半球，故赤道地區的冬季會比夏季時冷
(C)冬至時地球在公轉軌道的遠日點上，離太陽較遠，故較冷
(D)若將元月1日訂在夏至那天，南半球的澳洲，在12月就可
能會下雪了。



END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