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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学教育方法 
太空中的地球 

之 
日食——日食是如何发生的？                                            

这个现象证明了一个近的较小的物体能遮

住远的较大的物体，你认为太阳和月亮同样

大小吗？实际上太阳大得多，然而月亮却能

完全遮住太阳，这就是全日食。 

 
根据日食，计算出太阳的直径。用纸板模型

解释日食现象，也可根据同样的原理得出太

阳的真正尺寸。 
学生按以下步骤做： 
·就像照片中那样，用一圆盘代表太阳，在

其中间的圆孔穿一7米长的细绳定到墙上后

拉直 
·将圆盘贴在墙上 
·穿一个小圆盘到绳上代表月亮 
·握住细绳的一头靠近眼睛，看代表太阳的

圆盘，如下表 

 
·一人移动小圆盘知道它完全刚好完全遮住

大圆盘 

·测量小圆盘到眼睛的距离和圆盘的直径 
·利用下面的公式计算大圆盘的直径 
M：月亮的直径(cm) 
d:  月亮到眼睛的距离（cm） 
S:  太阳的直径（cm） 
太阳到眼睛的距离：700cm 

   
 
·利用卷尺或尺子测量太阳的直径检查你的

结果 
 
最后，通过用手指遮住目身前某人的头部来

说明日食是如何发生的。在这个模型中什么

代表太阳，什么代表月亮，什么代表眼睛？ 
答案：身体的头部；你的手指；你的眼睛。 
 

 
总结： 
标题：太阳为什么会消失？ 
副标题：月亮遮住太阳会发生什么 
主题：在调查太阳系的时候这个现象能被应

用，可以用来对比月亮和太阳的相对尺寸和

相对于地球的距离。 
学生年龄：12--18 

完成时间：20 分钟 
预期效果：学生可以 
·即使当他们同时出现再在空中时大小相差

不大，通过这个试验来体会太阳和月亮大小

的巨大差异， 
·解释地球附近的小物体如何遮住较远的大

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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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简单的计算得出太阳模型的直径 
 
思路： 
当他们调整月亮的位置，直到太阳被遮住，

太阳到眼睛的距离是 100cm。 
 
学生使用这样的一个事实，月亮与眼睛成的

角度大于或等于太阳与眼睛的角度，否则太

阳就不会完全消失，有个光环可以看见。这

个活动的目的是假设这两个角度相等。 
月亮角度的正切=半径/距离=2/100=1/50 
太阳角度的正切=半径/距离=17/700=1/50 
由此，可以得到： 

 

因此太阳的直径：  

 
同时物品的尺寸不要太大，否则不适合在教

室进行，这个论证显示的日食的原理，不是

实际的现象 
 
 
 

延续活动： 
使用这个计算方法计算建筑物的高度 
模拟月食现象 
 
理论基础： 
·因为距地球的不同距离，太阳和月亮的大

小却差不多 
·离观测点小的物体能遮住远处较大的物体 
 
技能扩展： 
逐步的完成试验论证其意义 
两个物体可能显示出相同的大小，但是却能

一个遮住另一个的事实引起的认识上的矛

盾 
这个活动涉及到的基础知识 
活动中计算太阳模型直径论证了太阳的真

实直径是计算的 
 
资源列表： 
细绳（长度 700cm） 
直径 28cm 的圆盘代表太阳，中间打小孔 
直径 4cm 的圆盘代表太阳，中间打小空 
卷尺或者格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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