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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高度和太阳升落方 向
”

教具制作

王 康／上海市古美学校

摘 要 太 阳 高度和 太 阳升 落方 向是非 常抽象 的概念 ，
文章介绍 了借助 身边常 用 物 品设计制作 的

一套用 以模拟 太 阳直射点 的移动对 太 阳 高度 、 太阳升 落方 向 、 白昼时 间 长短影响 的 简 易教具 ，
以及该教

具的 应 用和展望 。

关键词 地理教具 太 阳 高度 太 阳 升落方向

一

、设计意 图

太 阳高度 和太阳升落方 向 的变化是高 中 地理教学

中的难点 ， 知识本身较为抽象 。 在地理课堂教学 中
，
该

内容无论是利 用传统的板画还是现代高科技 的增强现

实技术呈现 ，还都停留在视觉感知的层次 。 如果 可以设

计
一

套能够直观 、动态展现太阳一天内在空 中 的运行轨

迹的教具
，
学生可 以通过手 、眼 、脑并用去体验 、感知 ，这

对他们理解太 阳高 度 和太 阳升落方向 之间 的关系将很

有帮助 。

二 、材料准备

木板 、木条 、铁丝 、橘色乒乓球 、强力 胶 、 量角 器
、
记

号笔
、
中性笔的空笔芯 、 白纸 、打火机 、

鲁班机床 （ 手锯可

作为替代品 ） 。

三 、制作步骤

本模型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 地平面 、太阳升落轨迹 、

支撑底座 。

１
．

“

地平面
”

的 制作

（
１

）将三块木板用强力胶黏合在
一起 （ 见图 １ ） ， 背

面用两 片较小木板残片涂上强力胶加 固 （ 见图 ２ ） 。

图 １图 ２

（
２

）背面滑槽的制作 。 取两根长木条
， 如 图 ３ 所示 ，

黏合在木板的背面 ，并将 四段短木条与木条垂直黏合 。

用鲁班机床制作两块木板 ， 大小刚好覆 盖三段木条边缘

（ 如图 ４ 所示 ） 。 制作好的滑槽如图 ５ 所示 ，
以满足滑槽

组件在其中的横 向滑动 。

（ ３ ）滑槽组件的制作 。 滑槽组件 （ 见 图 ６ ） 的制作 主

要使用 四小段木条 ， 组件的作用是使其能在滑槽内水平

横 向滑动 ， 同时要满足 中性笔芯做成的轴 能够在其中 自

由转动 （见 图 ７ ） ，组件中两段木条间 的空 隙要刚好够放

人一个中性笔芯 ， 制作两个相 同的 滑梢组件 ，分别放在

两侧 的滑槽中 ，
见 图 ８ 。

图 ７

（
４

）
正面滑梢和Ｍ角器组件的制作 。 把量 角器夹在



两段木条之间 ， 并用强力 胶粘合牢 固 ， 其中两段木条的

作用是稳定量 角 器 ，使其保持直立状态 （见图 ９ ）
；
正面

滑槽用两根木条制 作 ，
间 距要恰好 能够容纳 量角 器组

件 ，使其 自 由滑动 （ 见图 １ 〇
） 。

图 ９图 １ ０

２
．

“

太阳升 落轨迹
”

制作

（ １ ）将铁丝对称弯曲 ，用打火机把铁丝烧热 ，
迅速穿

过人乒乓球和两段中性笔芯 （见 图 １ １ ） 。

（ ２ ）将中性笔芯插人到 滑槽组件中 ，使其能 够在槽

内 自 由转动 （ 见图 １ ２
） 。

图 １ １图 １ ２

３
． 刻 度

、
方 向标 以及底座的 制作

在地平面木板的正面用黑色记号笔标记上 刻度 ，分

别代表赤道 、南北回 归线的纬度数 ；
取一张白纸 ， 在纸上

画上表示东 、南 、西 、北方向 的箭头 （ 见图 １ ３
） 。 用八段木

条粘合成如 图 １
４ 所示 的形状 ， 并与 地平 面背面粘在

＿起 。

２３ ．５
°
０

°
 ２３ ． ５

°
Ｎ

图 １３图 １ ４

４ ？ 组合成型 （见图 １ ５ ）

图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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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制作说明

１
． 木板底座代表任意地点的 地平面 ， 向标表示正

东 、正西 、
正南 、

正北 四个方 向 ，
同时也划分 出 了 四个象

限——东北 、
西北 、东南 、

西南 ，
可以清楚地观察并判 断

除春 、秋分 日 之外的其他 日期太阳 的升落方向 。

２
． 制作量角器组件的 目 的在于通过计算公式算出 任

意讳度的太阳 高度角 ，
再对 比量角器 ， 相对精确地展示 出

太阳髙度角 ；制作滑槽的 目 的也是为 了方便量取角度 。

３ ． 乒乓球用来模拟太阳 。

４ ． 铁丝模拟太阳在空中运行的轨迹 ，
铁丝在地平面

上的长度变化用来模拟 白昼长短的变化 。

５ ． 中性笔芯的作用有两个 ，

一是作为滚轴在滑槽组件

内 自 由水平滑动 ，结合刻度 ，
模拟太阳直射点在南北回归线

之间的变化 ；

二是能够旋转和伸缩 ， 旋转可以满足太阳髙度

角的变化 ，铁丝的伸缩可以模拟 白昼时间长短变化。

滑槽的设计充分体现出 本模型 的设计理念
——

动

态模拟演示 ， 中性笔芯的使用可 以说是偶然尝试 中 的意

外之喜 ，不仅废物利用 ， 更是解决 了

“

如何实现铁丝在水

平运动的同时 自 由 旋转
”

这一设计难题 。

五 、模型在教学实践 中 的应用

思考 ：
以北纬 ３０

°

某地为例 ，

二分二至 日 时太阳 高度

的变化 ，
太阳升落方向 的变化 〇

１ ． 当太阳直射点为赤道时 ， 经计算此时正 午太 阳高

度角为 ６０
°

，将滑槽组件移动到赤道 （ ０
°

）
，
调整铁丝与地

平面 的角度 到 ６０
°

， 滑动乒乓球 ， 发现太 阳从正东方升

起
，
正西方落下

；
昼夜等长 （ 见图 １ ６

、图 １ ７
） 。

２
． 当太阳直射点照射到北 回 归线时 ， 经计算此时正

午太阳高度角 为 ８３ ．５

°

，将 滑槽组件移 动到北 回 归 线

（
２３ ． ５

°
Ｎ

） ， 调整铁丝角 度到 ８３
．
５

°

，滑动乒乓球 ，
发现太

阳从东北方向升起 ，
西北方向落下 ；昼长大于夜长 ，铁 丝

在地平面 以上部分变长 （见图 １ ８ 、图 １ ９ ） 。

３
． 当太阳直射点照射到南 回 归线时 ，

经计箅此时正

图 １ ８ 图 １
９

图 １ ６ 图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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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太阳高度角 为 ３６ ．５
°

， 将滑槽组件移动 到 南 回 归 线

２３ ． ５
°

，调整铁丝角度到 ３６ ． ５
°

，
滑动乒乓球

，
发现太阳从

东南方向升起 ，西南方 向落下
；

夜长大于昼长 ，
铁丝在地

平面 以上部分缩短 （ 图 ２０
、图 ２ １ ） 。

图 ２０图 ２ １

六 、反思和展望

本模型只能作为定性的过程演示 ，
怎样更接近真实

情境并加以量化是接下来要改进的方 向 。

一

方面 ，
就某

一具体问题让学生演示太阳高度角 和太 阳升落情况 ，更

有利于其对知识本身 的理解 ；
另一方面 ， 可以 考虑学科

之间 的融合 ， 以地理教具设计为 出发点 ，从教具模型的

材质选取 、尺寸测量 、美学设计等方面 ， 引 导学生 自 己 制

作教具 ，将更有实践意义 ，也是地理新课标中
“

地理实践

力
”

这
一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地行动 。 咚

制作教具模拟湖泊对河流径流的调节作用

唐明贵／贵州省普安县第
一

中学

摘 要 地理教具的 使用 能形 象直观地展现抽象 的地理现象
，

激发学生 学 习 的 积极性和主 动性 ，

有效提 高课堂教学效率 。 湖 泊 对河流的 调节 作用 较为抽象 ，
制 作并应 用 简 易教具能 非 常直观展现这一

作用
，
文章对此进行 了 描述 。

关键词 教具制作 湖 泊 河流径流 调节作用

一

、教具展示 （见图 １ ）

图 １ 教具全 图

二 、材料准 备

长度适宜的 ４ 分 （直径为 １ ２ ． ７ 毫米 ）软水管和硬水

管各 １ 根
；

４ 分的三通管 １ 个
；
透 明胶带 １ 卷

；
小 剪刀 １

把
；
泡沫块适量

；废塑料瓶 ２ 个大号等大 、
２ 个小号等大

（ 最好为带刻度 的量杯 ） ； 漏斗 １ 个 （ 因教室 内无水龙头 ，

利用漏斗方便注水 ） ；
强力 ＡＢ 胶 １ 盒

；
彩条标签 ６ 条

（ 若用Ｍ杯则不需要用彩条标签 ） 。

三
、制作方法及步骤

（
１

）将硬水管分成两段 ， 用于接在三边管对称 的接

口处 ， 用热熔机或胶粘剂将三通管与硬水管连接 ， 并保

证三通 管两侧管 道绝对水平
，
利 于 注水后 水 流分 流

均匀 。

（
２

）三通连接好后 ， 将软管分成长度适宜的 ２ 长 １

短的 ３ 根 ，其中长的 ２ 根长度
一样 ，将长的 ２ 根软管分别

连接在三通管的两侧管道上 ，
短 的 １ 根接 在三通人水

口处 。

（
３

）在稍大的 １ 个塑料瓶 （代表湖泊 ） 上 ，均对称地

开 ２ 个与软管直径大小
一致的 圆孔

，

２ 个圆孔高度基本

一致或 １ 个略髙 。

（
４

）将其中 １ 根长软管再剪成适宜的 ２ 段 ，
来水方

向 的软管与稍髙的圆孔连接 ， 另一根软管与稍低 的圆孔

连接 。

（ ５ ）在 ２ 个较小的 塑料瓶上 ，分别开一个与软管直

径大小一致的 圆孔 ，并与 ２ 根软管末端连好 。 注意与软

管接 口 的高度必须一致 。

（
６

）用强力 ＡＢ 胶将所有连接 口 粘好 固 定 ，
以防漏

水或脱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