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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教育基金  

公帑資助學校專項撥款計劃  

乙部：計劃書  

 

計劃名稱:  

星空奇遇在銅鑼灣  

計劃編號:  2018/0142  

(修訂版) 

 

學校名稱:   

 

直接受惠對象  

(a) 界別 :         幼稚園      小學     中學     特殊學校  (請在適當的空格加上號 )  

 

(b) 受惠對象 :  (1) 學生 :233人，小一至小六  ;  (2) 教師 :    33  ;  (3) 家長 :    460  ;   

                    (4) 其他 :    1000社區人士           

 

計劃時期:    09/2019   至    01/2021  

 

1.  計劃需要  

1.1 計劃目標 通過建立一系列天文設施，提供不一樣的科學、STEM、人文、環保等教育環境。 

1.2 創新元素 

 

 立體教育空間及浸淫式的學習環境(Immersive Environment)：「浸淫式的學習

環境」即Immersive Environment，是指讓學生從外界干擾隔離，代入要學習

主題的模擬環境中，星象館的球幕環境正提供了這樣的先天條件。實際上「浸

淫式的學習環境」是 的重要教育研究課題(www.ips-

planetarium.org)。當學生進入星象館，由於影像及音效是從四方八面而來，

同時在特殊的投影環境下，很多立體空間相關的課題，例如天文學上的行星

運動、月亮盈虧、天球座標、地球科學以至其非天文課題如建築解構等，在

課本上不容易解釋的觀念，都很容易在星象館的環境下學習。而球幕投影亦

可大大提升個別研習課題的效果至天文學習以外的用途，例如本計劃中建議

購置的全天魚眼鏡及處理軟件，老師可組織校園電視台到大澳，乘坐船隻穿

梭水道拍攝介紹棚屋的短片，回來於星象館講解播放，便可以讓觀眾有如置

身其中，於學校實際環境隔離。 

 讓學生觀察鬧市中不受影響的天文現象 

 豐富常識教學配套並以STEM及生活化角度學習天文 

 廣泛提升學生對星空、人文的興趣與認知 

1.3 計劃如何配合校本 / 

學生的需要 

 

 相應學校學生人數，有關設施投入及活動設計能全面惠及全校學生。 

 設施能善用學校客觀環境而發揮，包括利用十分開揚的天台作天文觀察、暗

淡的通道改建星空隊道、騰出一個儲物空間成為天文教室及存放數碼立體星

象館等。 

 切合師生情況，提供已驗證可行的天文教學環境，同時推動STEM教育。 

 部份元素有家長參與，提供另一理想渠道促進家校共融。 

 相關資源亦會開放給社區人士使用，達至資源共享。 

1.4 計劃如何配合校本常

識科的課程 

 數碼立體星象館項目提供立體拍攝和投影設備，讓校園電視台製作和播放除

天文外其他不同主題的全天域影片，例如生態、文化和建築等。影片製作過

程，學生會學習到從不同角度探究事物，並充分發揮學生的創意。透過在立

體星象館播放影片的形式，讓學生增強對立體空間的認識，也讓學生更加投

入學習。 

 大型望遠鏡讓學生可以親身進行天文觀測，特別是善用校舍天台的開闊環

境，觀察鬧市中不受影響的明亮目標，如太陽黑子、月球表面、大行星和雙

星等。通過天文望遠鏡對星空進行科學觀察，可以訓練學生解決科學問題的

能力和建立學生面對的科學難題的正面態度。例如，學生可利用天文望遠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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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並記錄月食現象，再將觀察數據與科學家的數據進行對比：首先，學生

需要校正自己手錶或手機的時間，確保時間的精準度。科學家通過觀測和記

錄月食，能夠準確到以秒計來預測未來月亮、地球和太陽之間會發生的天文

現象，因此時間的精準度對科學家來說十分重要。同樣地，學生可以通過收

音機和電腦來校正自己手錶或手機的時間。校正好時間後，學生可翻閱當時

的天文年曆，了解月食現象出現的天坐標和時間。然後，按照年曆的坐標設

置望遠鏡，讓望遠鏡指向月球並開始觀察。學生記錄開始月食、月全食和結

束時的準確時間。最後，學生可將自己記錄的月食經過與科學家通過計算得

出的數據進行對比，從中學習如何進行科學觀察和記錄，也能夠驗證科學家

的計算是否準確。 

 天文教室建立一個以天文為主軸的教學配套，向學生提供手腦並用的活動方

案-例如日晷和紙筒望遠鏡製作工作坊。通過此類實物體驗式活動去豐富學

生的天文常識之餘，也能夠提升學生在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等的動手動

腦解難能力。近年國家在太空探索取得長足進步，

。只要人類飛出地球大氣層，就需要有維生系

統才能夠生存。通過試穿著太空衣活動，不但能夠讓學生了解人類在太空中

的保護裝備-太空衣，也能夠啟發學生思考人類在太空探索時其他必須的維

生系統，例如氧氣、水氣和溫度等。 

1.5 計劃如何配合STEM

相關課題的學與教 

 數碼立體星象館是一個立體教育學習空間，教師在教授關於立體知識時可以

更容易讓學生明白學習內容。通過浸淫式教育，更容易理解所學習的知識，

也強化學生的立體空間感。學生是社會未來的棟樑，科學則是社會進步的動

力，而立體空間是各科學領域的基礎，例如建築的設計和製造。 

 天文望遠鏡運用了光學、機械和電子等領域的知識。教師在教授常識課天文

知識時，配合使用天文望遠鏡，讓學生真實體驗科學觀測，了解我們的宇宙

之餘，也能讓學習到光學、機械和電子知識在天文觀測上的應用。而如何讓

望遠鏡所在的經緯度坐標系統與天體坐標系統完美結合，以達至追蹤天體的

效果，更考驗學生克服機械和天氣等問題。 

 紙筒望遠鏡製作班能讓學生了解到望遠鏡的基本製作原理，學生用自己親手

製作望遠鏡，會獲得很大的滿足感，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對科學的興趣。教

師利用紙筒望遠鏡兩塊鏡片，較用白板和白板筆更為容易傳達焦點和焦距等

光學概念和應用。 

 太空衣試穿活動，讓學生有機會體驗太空人在太空中的衣著，從而了解太空

衣如何提供給人類適合的維生系統。教師在教授太空探索的條件時，能夠拿

著太空衣，吸引學生專注學習，讓學生人類生存的一些必要條件，例如氧氣、

溫度和濕度等。 

 日晷製作活動，以實物教授學生中國古代優秀的天文知識和應用。日晷的製

作和擺放應用，強化學生動手和思考能力。 

2.  計劃可行性  

2.1 計劃的主要理念/依據 

 

希望在現有校舍的空間及市區燈光限制下，推行一系列以天文為主題的校本課

程及課外活動。有關投入可長期運作10年以上而僅須極低維護成本，同時能惠

及全校每一位學生以至家長及社區人士，相信能善用發揮投入資金的極佳效益。 

2.2 申請學校對推行計劃

的準備程度/能力/經

驗/條件/設施 

本校校長就職前

 

 

2.3 校長和教師的參與程

度及其角色 

校長作為計劃督導人，並成立不少於3人專責教師團隊作工作骨幹。 

2.4 家長的參與程度 部份活動例如親子觀星晚會會邀請有興趣家長參與作為義工。 

2.5 計劃協作者的角色 由香港領導性的天文機構提供協作支援，包括活動及部份教學內容。現時初步

物色的合作天文機構及負責人，為香港小學教科書主流供應商，即

的常識科天文顧問，對有關課題有充足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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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推行時間表  

推行時期 計劃活動 

09/2019 – 11/2019 成立及培訓教師及學生團隊 

09/2019 – 01/2020 採購設備、進行工程 

02/2020 – 01/2021 校本課程(常識科天文部份) 

02/2020 – 01/2021 開放日及天文嘉年華 

02/2020 – 01/2021 親子觀星晚會 

02/2020 – 01/2021 對外支援活動 

02/2020 – 01/2021 學習活動 

 

2.7 計劃活動的詳情  

a.  學生活動  

活動名稱 內容 

(包括：主題、推行策略 / 模式、目標受
惠對象及其挑選準則等) 

 

節數及每

節所需時

間 

參與教師及/或受聘

人員(包括：角色、講

者 / 導師的資歷及經
驗要求等) 

預期學習成果 

 

活動1 核心學生團隊培訓 : 以計劃設施進行

教導及實習，培訓核心學生團隊。 

8 節 x 1.5 小時師生培訓是針對以下 6

個年級教學課題以及 3 項增添設備，

對老師及學生進行培訓。 

教學課題包括月亮盈虧、廿四節氣、太

空探索、太陽系、天文曆法、天文望遠

鏡。提供教師培訓以協助其推動相關

教學。 

設備包括星空隧道、立體星象館、天文

望遠鏡，提供教師培訓以協助其推行

活動，提供學生培訓，讓其組成服務團

隊參與推行活動。 

8節 x 1.5小

時 

香港領導性的天文

機構提供 

建立有承傳能力的學

生天文小組，讓計劃

得以長期推行。 

六個課題即月亮盈

虧、廿四節氣、太空探

索、太陽系、天文曆

法、天文望遠鏡，均與

現時常識科內容相近

及緊扣，配合針對性

設備及教具，有進一

步強化及深化作用。 

 

活動2 校本課程 : 針對常識科天文部份，配合

計劃設施進行推行活動教學。 

1 年校本課程支援 (每級學生 x 2 節 x 1

小時)，在首年推行期間，提供到校支

援，協助教師團隊推行相關的 6 個課

程。 

每級學生 x 

2節 x 1小

時 

教師團隊負責，並

由

 

豐富常識科教學 

惠及全校學生 

活動3 開放日 : 向公眾開放，利用計劃設施，

推廣天文教育訊息。 

2次 x 4小時開放日，協助學校策劃、組

織及培訓學生團隊，支援當日活動，事

後與學校優化日後營運模式以長期推

動活動。 

開放日當日，數碼立體星象館可接待

多達 600 人次家長和學生。星空隧道

可供所有到校的家長和學生參觀。天

文望遠鏡可以接待多達 300 人次。 

2次 x 4小

時 

教師團隊及核心學

生團隊，

 

服務校內外持份者 

提供學生團隊實踐機

會 

活動4 天文嘉年華 : 包括觀星、遊戲、工作坊

等環節。 

1次x 4小時大型星空嘉年華，協助學校

策劃、組織及培訓學生團隊，支援當日

活動，事後與學校優化日後營運模式

以長期推動活動。 

1次 x 4小

時 

活動5 親子觀星晚會活動 : 配合天文現象，提

供家長參與機會，傳達學校教育理念。 

4次 x 2.5小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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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次 x 2.5小時親子觀星晚會，協助學校

策劃、組織及培訓學生團隊，支援當日

活動，事後與學校優化日後營運模式

以長期推動活動。 

活動6 天文學習活動：為此優質教

育基金計劃設計幼稚園版學習課程，

邀請 幼稚園學生及

教師到校參加。 

10次 x 1.5

小時 / 達至

目標參觀

人次1000

人 

本校教師團隊 加深區內人士對天文

學習的認識 

除此之外，本校按需要情況,樂於協助不同機構/團體舉辦公開之天文活動。機構/團體包括但不限於： 

1. 社區/區議員 

2. 友校 

3. 幼稚園 

可協助以上機構舉辦天文嘉年華和觀星夜等活動 

 

b.  教師培訓  

活動名

稱 

內容 

(包括：主題、推行策略 / 模式、目標受
惠對象及其挑選準則等) 

 

節數及每

節所需時

間 

受聘人員 

(包括：角色、講者 / 

導師的資歷及經驗要
求等) 

預期學習成果 

 

活動1 教師培訓(操作器材培訓)：教學課題包

括有關天文望遠鏡及數碼立體星象館

的操作。培訓內容包括望遠鏡的架設、

尋找目標和調焦、望遠鏡極軸校正、自

動追蹤目標、望遠鏡防潮措施、望遠鏡

日常維護、投影幕的設置和收納、投影

幕充氣風扇設置和收納、投影機的設

置和收納、軟件應用 - 多類型的天文教

學案例、軟件應用 - 星空模擬、軟件應

用 – 播放全天域電影、投影幕日常維

護、投影機日常維護。 

2節 x 2.5

小時 

香港領導性的天文機

構提供 

強化相關教師團隊推

行天文教學及活動水

平，讓計劃得以長期

推行。 

活動2 教師培訓(教案培訓)：教學課題包括月

亮盈虧、廿四節氣、太空探索、太陽系、

天文曆法、天文望遠鏡。提供教師培訓

以協助其推動相關教學。培訓內容包

括廿四節氣、黃道十二星座、月亮盈虧

位相、廿四節氣、天文曆法、太空探索、

太陽系、天文望遠鏡 

2節 x 2.5

小時  

強化相關教師團隊推

行天文教學及活動水

平，讓計劃得以長期

推行。 

 

c.  設備  (包括建議添置的裝置及設施)  

 建議購買的設備詳情 

 

該項設備如何有助達成計劃的目標 

及如適用，預期的使用率 

1 數碼立體星象館 

包括數碼立體星象館, 額外全天域電影(2套),

教學活動方案。 

校園電視台全天魚眼鏡及軟件以攝製全天域

電影。 

通過一個立體教育空間及浸淫式的學習環境(Immersive 

Environment)，讓學生掌握課本上難以理解的天文及相

關課題，提供一個額外實驗及實踐環境，讓校園電視

台製作全天域影片，可以包括天文以外的如生態、文

化、建築等，適合作全天域播放的主題。 

2 天文望遠鏡 

包括  折射鏡、  

赤道儀及立柱三腳架、目視配件(目鏡3

個、天頂、攝影用平場鏡、相機接環)、專用

戶外保護套 

裝設一台中口徑天文望遠鏡，以及可讓望遠鏡長期置

於戶外的專用保護套，讓學生可以親身進行天觀測，

特別是善用校舍天台的開闊環境，觀察鬧市中不受影

響的明亮目標如太陽黑子、月球表面、大行星、雙星

等。 

3 天文教室 建立一個以天文為主軸的教學配套，提供相關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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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小型天文望遠鏡10台、太空衣10套、廿

四節氣卡4套、太陽系模型1套、教學日晷1套

及實習套件100套、紙筒望遠鏡實習套件100

套，天文圖片以及全部6個主題的教學活動方

案。 

方案，豐富常識科天文課題部份，同時讓學生以STEM

角度實踐天文，例如應用科學如天文望遠鏡及觀測，

及生活化的課題如廿四節氣、曆法等。 

 

d.   工程  

 建議的工程項目詳情 

 

該項工程如何有助達成計劃的目標 

及如適用，預期的使用率 

1 星空隧道 

於校內有蓋操場後通道，建造一條9.4米長、

2.3米闊的夜光星空隧道，以中國星空廿八宿

及西方黃道十二宮為主題，配合教學活動方

案。 

於學生通道建造當眼設施，廣泛提升學生對星空、人

文的興趣與認知，對天文學有更生活化的體驗。有關

設施亦為學校別具特色的教學設施。 

 

e.  校本課程的特色  

 以天文為主軸 

 學生高度參與並協助製作教材 

 接觸大自然，並融入生活及人文元素 

 善用校舍環境 

 惠及全校學生 

 

f .  其他活動  (如適用，並闡述這些活動如何有助達成計劃的目標)  

 生活化天文知識研習(廿四節氣)，進行社區專題研習  

 應其他學校申請，接待不少於 10 間學校師生，提供天文體驗活動。 

 

2.8 財政預算   

      申請撥款總額:  HK$600,000  

開支類別* 

開支細項的詳情 理據 

(請提供每項開支細項的
理據，包括所聘請人員的

資歷及經驗要求) 

開支細項 數量 單價 HKD 總額 HKD 

服務 
培訓及支援 

- 8節 x 1.5小時師生培訓 

(總時數：12小時；培訓或支援人

員：2位) 

- 1年校本課程支援 (每級學生 x 2

節 x 1小時)  

(總時數：12小時；培訓或支援人

員：2位) 

- 2次 x 4小時開放日 

(總時數：8小時；培訓或支援人員：

4位) 

- 1次x 4小時大型星空嘉年華 

(總時數：4小時；培訓或支援人員：

4位) 

- 4 次 x 2.5 小時親子觀星晚會 

(總時數：10 小時；培訓或支援人

員：2 位) 

 

12 小

時 

 

 

12 小

時 

 

 

8 小

時 

 

 

4 小

時 

 

10 小

時 

 

 

1000/小時 

 

 

 

1000/小時 

 

 

 

2000/小時 

 

 

 

2500/小時 

 

 

1000/小時 

 

 

 

12000 

 

 

 

12000 

 

 

 

16000 

 

 

 

10000 

 

 

10000 

 

擬與

機構合作，提供師生培

訓、學生培訓、1 年校本

課程支援、4 次親子觀

星晚會、2 次開放日、1

次大型星空嘉年華。左

列以培訓或支援服務，

包括活動策劃、供應耗

材、借用輔助器材、物

資運輸等。預算與過往

優質教育基金資助的同

類服務相若。 

培訓及支援人員須具備

與天文學相關的科研及

教育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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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 數碼立體星象館 

全天域投影機 

專業操作電腦 

專業操作軟件 

星象館內擴音器 

防震收納箱(也作懸掛投影機

用) 

立體投影幕 

投影幕充氣機 

 

1 

1 

1 

1 

1 

1 

1 

200000 200000 

立體星象館有 40 年歷

史，為星象館系統主流

品牌，於香港多間中小

學均有購置作長期教學

活動用途，預算在相若

水平。有關係統可長期

運作 10 年以上，每年服

務以千計學生及家長。 

全天域電影 

認識星空主題電影 

觀察星空主題電影 

 

1 

1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豐富星象館節目內容，

50 年版權，每年可惠

及數以千人觀賞者。 

影片製作工具 

全天域魚眼鏡及全天域電影軟

件 

1 20000 20000 

明顯擴大校園電視台及

星象館功能及效益 

影片製作工具 

折射鏡 

赤道儀 

專用戶外保護套 

不同放大倍數目鏡 

天頂 

攝影用平場鏡 

相機接環 

 

1 

1 

1 

3 

1 

1 

1 

 

45000 

35000 

2000 

1000 

2000 

2500 

500 

 

45000 

35000 

2000 

3000 

2000 

2500 

500 

可長期放置戶外高質

量、結構穏固的中口徑

天文望遠鏡，無每年必

須的維護成本，操作技

術門檻低，可長期運作

十年以上。 

 

天文教室內的教材 

小型天文望遠鏡 

太空衣 

太陽系模型 

廿四節氣卡 

教學日晷 

日晷實習套件 

紙筒望遠鏡實習套件 

天文壁畫 

主題活動教學案例 

 

10 

10 

1 

4 

1 

100 

100 

10 

6 

 

2000 

1600 

6000 

625 

2500 

60 

60 

300 

3000 

 

20000 

16000 

6000 

2500 

2500 

6000 

6000 

3000 

18000 

購置多項可長年使用的

教學物資，預算與過往

優質教育基金資助的同

類服務相若。 

工程 星空隧道 

  

100000 包括設計、物料、安裝

9.4 米長、2.3 米闊的夜

光星空隧道工程，預算

已參考近年類近的設施

造價，以及工資、物料

及設計成本而制定。 

一般開支 

 

印製刊物 

審計費用 
  

5000 

5000 
為有關課題及活動設計

及印刷刊物 

申請撥款總額  (HK$) :  600000  

 

確保所有貨品（包括設備）及服務的採購是以公開、公平及具競爭性的方式進行，並須採取措施以避免採購

過程出現任何實際或被視為有利用衝突的情況。 

1） 本計劃內的所有貨物和服務均以公開招標的形式進行； 

2） 經調研，確保本港有不同機構可提供本校方案； 

方案調研、價格搜集和招標，皆由學校獨立進行，並確保參與教職員無利益衝突，並不受外界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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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支付維修費用或經常性開支； 

本計劃內項目均為低損耗率設施和物資，可在低維護成本下運作 10 年或以上。在無可見大的開支下，學校

可自行承擔。針對每個項目，現列出以下維修費用和經常性開支： 

項目 開支描述 費用 HKD/yr 備註 

數碼立體星象館 
電費 300 風扇、投影及電腦用電 

更換電腦/硬碟 1500 費用 15K,十年更換一次 

 

星空隧道 
更換光管 333 每 3 年更新紫外光管 

電費 2000 光管用電 

 

大型望遠鏡 

機械潤滑及調

節 
0 成本低，可忽略不計 

光學部件防潮

及清潔 
0 成本低，可忽略不計 

 

天文教室 教材損耗 2000 在其他學校的使用經驗 

以上涉及本計劃的維修保養和經常性開支，均以本港天文上領導性機構在其他學校推廣使用經驗來預算，實

質開支與預算不會存在太大差距。 

 

3.  計劃的預期成果  

3.1 成品 / 成果   學與教資源 : 按上述設施相應的常識科教案及活動，包括數碼立體星象

館、天文教室、星空隧道8個教學活動方案。 

 其他 : 出版活動畫冊，推廣天文 / STEM教育訊息。 

3.2 計劃對優質教育 / 學校發

展的正面影響 

天文為備受認可的教育課題，惟缺乏足夠師資及配套，有關經驗為教育界各

持份者提供多一個踐實案例。 

 

3.3  評鑑   

目標 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豐富常識科教學 

 

針對常識科天文部份，配合

計劃設施進行推行活動教

學。 

 

 全校每位學生均會通過星空

隧道，配合立體星象館，作

基礎天文體驗。 

 全校每位學生均有最少 1 次

通過天文望遠鏡目視星空。 

  全校每位學生均有最少 1 次

通過天文教室，進行常識科

天文主題學習。 

會議紀錄、活動

相片 

加深學生對天文學

習的認識 

通過數碼立體星象館 

，讓學生掌握課本上難以理

解的天文及相關課題。 

 75%學生能強化立體空間感 學生問卷、老師

問卷 

透過星空隧道，廣泛提升學

生對星空、人文的興趣與認

知，對天文學有更生活化的

體驗。 

 75%學生能激發創意思維和

認識古今中外人們對天文現

象的研究和應用 

學生問卷、老師

問卷 

透過天文望遠鏡，進行天觀

測。 

 75%學生能強化對坐標系統

的概念 

學生問卷、老師

問卷 

服務校內外持份者 

 

親子觀星晚會活動 : 配合天

文現象，提供家長參與機

會，傳達學校教育理念。 

 舉辦 4 次親子觀星晚會  會議紀錄、活動

相片 

加深區內人士對天

文學習的認識 

天文學習活動。  邀請 幼稚

園學生及教師到校參加。 

會議紀錄、活動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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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計劃的可持續發展   

協作機構將會為本校建立一個不少於 3 人的負責教師團隊，提供相關培訓以及不少於 10 人的核心學生團隊以

長期推行活動，並每年注入新血。 

我們通過以下兩準則挑選學生： 

(a)學生自選 : 獲家長支持，對天文感興趣，有志學習相關知識及技能，並承諾付出課餘時間參與。 

(b)學校挑選 : 數理表現較優、動力能力較強、善於表達，或樂於接受培訓而提升這三項能力的學生。 

 

3.5 推廣  

 出版活動畫冊，推廣天文 / STEM教育訊息。 

 學校網頁  

 

遞交報告時間表 

本校承諾準時按以下日期遞交合規格的報告︰ 

計劃管理 財政管理 

報告類別及涵蓋時間 報告到期日 報告類別及涵蓋時間 報告到期日 

計劃進度報告 

01/09/2019 – 29/02/2020 

31/03/2020 中期財政報告 

01/09/2019 – 29/02/2020 

31/03/2020 

計劃進度報告 

01/03/2020 – 31/08/2020 

30/09/2020 中期財政報告 

01/03/2020 – 31/08/2020 

30/09/2020 

計劃總結報告 

01/09/2020– 31/01/2021 

30/04/2021 財政總結報告 

01/09/2020 – 31/01/2021 

30/04/2021 

 

資產運用計劃  

類別 項目／說明 數量 總值($) 建議的調配計劃 

其他  數碼立體星象館 1 200,000 有關係統可長期運作 10 年以上，每

年服務以千計學生及家長。 

全天域電影 2 40,000 50 年版權，每年可惠及數以千人觀賞

者。 

影片製作工具 

全天域魚眼鏡及全天域電影軟件 

1 20,000 可長年使用的教學物資 

影片製作工具 

折射鏡 

赤道儀 

專用戶外保護套 

不同放大倍數目鏡 

天頂 

攝影用平場鏡 

相機接環 

 

1 

1 

1 

3 

1 

1 

1 

 

45000 

35000 

2000 

3000 

2000 

2500 

500 

可長期放置戶外高質量、結構穏固

的中口徑天文望遠鏡，無每年必須

的維護成本，操作技術門檻低，可

長期運作十年以上。 

 

天文教室內的教材 

小型天文望遠鏡 

太空衣 

太陽系模型 

廿四節氣卡 

教學日晷 

日晷實習套件 

紙筒望遠鏡實習套件 

天文壁畫 

主題活動教學案例 

 

10 

10 

1 

4 

1 

100 

100 

10 

6 

 

20000 

16000 

6000 

2500 

2500 

6000 

6000 

3000 

18000 

可長年使用的教學物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