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109 學年度 9 年級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地球科學科課程計畫 

教科書版本: 康軒版 

一、本學年學習目標 
1. 介紹水圈及水循環，了解冰川、河流、湖泊、地下

水等水源。 

2. 認識常見的礦物、岩石及其主要用途。 

3. 認識岩石圈、地球內部構造及板塊構造學說，進而

認識火山與地震。 

4. 了解地質年代及地質事件。 

5. 介紹宇宙組織、太陽系。 

6. 介紹晝夜與四季，太陽與地球的相對位置。 

7. 介紹月相的變化與日月食。 

8. 介紹日地月系統，進而了解潮汐。 

9. 認識天氣與氣候對生活的影響，了解天氣系統與天

氣的變化成因等概念並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10. 了解颱風、山崩、土石流、洪水、乾旱的原因與防

治。 

11. 認識洋流與氣候的關係，並瞭解聖嬰現象及其影響

力。 

12. 瞭解全球暖化的原因、影響、與防治。 

二、第1學期各單元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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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1 地球上的水 

 說明水體的種類與分布，並進一步說明

可利用的淡水資源所占比例。 

 用衛星照片介紹南、北極的冰，並欣賞

高山和高原上的冰川照片。 

 說明海水鹽度可舉乾燥地區如沙漠中

的湖泊大多為鹹水湖作例子，而死海則

是其中著名者。 

 說明河川與湖泊的形成原因，與湖泊有

調節水量和防洪的功能。 

 介紹富含孔隙的岩石層，如礫岩層、砂

岩層等，並說明常見的不透水層，例如

頁岩層、火成岩層等。 

 超抽地下水造成中南部地層下陷的災

害，可以高鐵的安全性為例。 

1-4-1-1 

1-4-3-1 

1-4-4-2 

1-4-5-3 

2-4-3-2 

2-4-4-2 

2-4-8-3 

5-4-1-1 

6-4-2-2 

6-4-4-1 

環境教育 

資訊教育 
1 

口頭詢問 

作業 

小組討論 

8/31開學 

2 5-1 地球上的水 
環境教育 

資訊教育 
1 

口頭詢問 

作業 

小組討論 

9 年級第 1 次複習

考 

3 
5-2 地貌的改變

與平衡 

 解釋風化作用與侵蝕作用的不同，強

調風吹過岩石表面而帶走砂礫的過程

是一種侵蝕作用，而非風化。 

 說明「河流是侵蝕地表最主要的力

量」，河流上、下游侵蝕方式的不同。

說明上、下游岩石因水流速度不同，

而造成沉積物顆粒大小的差異。 

 流水、冰川、風及海浪都屬於地表破

壞性力量，能使地表趨於平坦。 

  臺灣中部高山地區也曾經擁有冰川。

區別 V型峽谷與 U型谷地的不同，再

導入冰川的作用。 

 說明流水、冰川、風及波浪所沉積的

沉積物顆粒大小為何？並引入淘選度

的概念。 

 描述海蝕地形的多樣性時，特別說明

海蝕地形並無一定的形成順序。 

 海平面以上以侵蝕作用為主；海平面

以下以沉積作用為主。說明地形是建

設性及破壞性兩種地質力量動態平衡

下的結果，且這個平衡仍然不斷的進

行中。強調地形的形成必須經過相當

漫長的時間。 

環境教育 

資訊教育 
1 

口頭詢問 

作業 

小組討論 

 

4 
5-2 地貌的改變

與平衡 

環境教育 

資訊教育 
1 

口頭詢問 

作業 

小組討論 

 

5 5-3 岩石與礦物 

 以示意圖說明沉積岩、火成岩及變質

岩的成因，並簡要解釋分類的依據 

 說明沉積岩的形成過程與分類。 

 講解「再結晶」現象，強調是在固體

狀態下。如果熔化為液態時，即稱為

火成岩。 

 講解石英與方解石有無不同、不同處

在哪裡、如何加以區別。 

 進行活動「觀察岩石」。 

環境教育 

資訊教育 
1 

口頭詢問 

作業 

小組討論 

10/1中秋節 

6 5-3 岩石與礦物 
環境教育 

資訊教育 
1 

口頭詢問 

作業 

小組討論 

紙筆測驗 

10/10 國慶日 

7 定評複習 1  第一次定期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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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6-1 地球的構造 

 說明地球內部構造。目前以地震波的

方法最常用。 

 介紹岩石圈與軟流圈。 

 說明地球越深處，除了壓力越大之

外，溫度也越高。 

2-4-3-2 

3-4-0-1 

3-4-0-4 

3-4-0-5 

3-4-0-7 

5-4-1-1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1 

口頭詢問 

作業 

小組討論 

 

9 
6-2 板塊構造運

動 

 以非洲和南美洲為例子，解釋大陸漂

移的觀念，再支援證據的舉例。 5. 

簡介海洋探測的技術。 

 說明一個板塊上可同時具有陸地和海

洋（地殼），所以板塊移動時，陸地和

海洋也因此漂移和擴張或隱沒。 

 強調板塊構造學說的重要性。 

 強調板塊是浮在軟流圈上，且陸地地

殼的密度比海洋地殼的密度小。 

 說明板塊之間也可能沒有明顯的相對

運動，而地質活動相對的就較不活

躍。 

 解釋張裂性和聚合性板塊交界的火山

活動有所不同，作為區分二者的主要

特徵。 

 說明各類型的板塊交界動態過程。 

 進行活動「認識岩石圈板塊的分布」。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1 

口頭詢問 

作業 

小組討論 

 

10 
6-2 板塊構造運

動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1 

口頭詢問 

作業 

小組討論 

 

11 
6-3 岩層記錄的

地球歷史 

 說明火山其實是岩漿活動的結果，還伴

隨許多其他現象，像岩脈、溫泉等。 

 當將褶皺、逆斷層劃歸為聚合板塊交界

的地質現象時，要注意常有少數的逆斷

層或平移斷層在特定地點出現。這和板

塊聚合交界並無衝突。 

 說明地層的層狀大多是沉積岩的層理，

而且沉積岩是地表最常見的岩層。 

 介紹地震相關名詞的意義。 

 以化石紀錄切入，再談化石的功用及地

質年代。 

1-4-1-1 

1-4-3-2 

1-4-4-2 

3-4-0-7 

6-4-2-2 

6-4-3-1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1 

口頭詢問 

作業 

小組討論 

 

12 
6-3 岩層記錄的

地球歷史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1 

口頭詢問 

作業 

小組討論 

 

13 
6-4 臺灣地區的

板塊與地貌 

 討論臺灣地區重要的地形及其分布位

置。 

 解釋臺灣各種地形的形成原因。 

 教導學生臺灣地質圖的意義。 

 說明臺灣地區西部與東部地形及地質

上的差異。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1 

口頭詢問 

作業 

小組討論 

紙筆測驗 

 

14 定評複習 1  第二次定期評量 

15 7-1 我們的宇宙 

 說明宇宙的組織層級。 

 說明光年是相當遠的「距離」。 

 說明恆星彼此間的異同。  

 說明北極星屬於二等星；天空中最亮的

恆星是太陽；夜空最亮的恆星是天狼

星。 

 太陽系的九大行星、小行星、彗星等資

料。 

 說明由金屬或岩石構成、體積小、密度

大、質量小，歸納為類地行星，同樣的

方式歸納出類木行星。 

 描述金星與火星的特徵，並說明這兩顆

行星都不合適生命生存。 

 述說人類探索宇宙生命的實例。 

1-4-1-2 

1-4-3-1 

1-4-4-3 

1-4-5-4 

2-4-3-1 

2-4-3-4 

3-4-0-1 

3-4-0-6 

3-4-0-8 

5-4-1-1 

環境教育 1 
口頭詢問 

作業 

小組討論 

 

16 7-1 我們的宇宙 環境教育 1 
口頭詢問 

作業 

小組討論 

 

17 7-2 轉動的地球 

 演示地球公轉與自轉的運動。 

 由討論「冬季與夏季」有哪些不同，逐

步進入晝夜長短的主題。 

 可以竿影紀錄模型或日晷儀，來描述太

陽位置、地球時序與竿影長短的變化關

係。 

 討論「同一天不同時刻所見到星空有何

變化？」 

 解說何謂長時間曝光與短時間曝光。 

環境教育 1 
口頭詢問 

作業 

小組討論 

 

18 7-2 轉動的地球 環境教育 1 
口頭詢問 

作業 

小組討論 

1/1 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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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7-3 日地月相對

運動 

 說明月相變化。 

 描繪月球繞地公轉，當角度恰巧在同

一平面時，即發生日食或月食的現

象。 

 判斷日食與月食發生的日期。 

 提問哪些現象與日、地和月的相對運

動有關，藉此連結潮汐的概念。 

 潮汐的變化。 

 講述臺灣地區的潮汐變化，並歸納臺

灣的潮汐概況。 

 以潮汐發電做為結語，鼓勵學生多利

用再生能源。 

環境教育 1 
口頭詢問 

作業 

小組討論 

 

20 
7-3 日地月相對

運動 
環境教育 1 

口頭詢問 

作業 

小組討論 

紙筆測驗 

期末定期評量 

休業式 

寒假  

 

 

三、第2學期各單元內涵 

週 

次 

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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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學習目標 

能力 

指標 

重大 

議題 

節

數 

評量 

方法 

備 

註 

1 
3-1 大氣的組成

和結構 

 介紹大氣的主要成分及功能。 

 講解大氣垂直分層結構。 

 講解對流層的天氣變化。 
1-4-5-4 

2-4-3-3 

3-4-0-2 

7-4-0-1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1 

口頭詢問 

小組討論 
開學、註冊 

2 3-2 天氣變化 
 說明天氣與氣候的意義。 

 進行示範實驗「造雲 DIY」。 

 說明高、低氣壓伴隨的天氣狀況。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1 

口頭詢問 

作業 

小組討論 

9 年級第 3 次複

習考 

3 3-3 氣團和鋒面 

 說明什麼是氣團，並說明臺灣附近可

否形成氣團及原因。 

 強調氣團會離開源地，性質也會隨之

改變。 

 說明強烈冷氣團可能帶來許多嚴重的

災情，尤其是農、漁業方面，可以請

學生舉例或調查民生方面可能有哪些

影響。 

 說明夏、冬季的盛行風向的不同，並

思考風向改變對天氣和生活可能有何

影響。 

 強調午後雷陣雨並非僅出現在臺灣西

南部，課文是以西南季風的觀點舉例

臺灣西南部夏季常見午後雷陣雨。 

2-4-3-3 

3-4-0-2 

環境教育 

資訊教育  
1 

口頭詢問 

小組討論 

紙筆測驗 

2/28 和平紀念日 

4 
3-4 臺灣的氣象

災害 

 強調臺灣地區附近冷鋒和滯留鋒活動

較為頻繁，以及兩者所帶來的天氣變

化。 

 說明颱風是臺灣地區不可或缺的水資

源來源之一。 

 說明每年七～九月是颱風較常侵襲臺

灣的季節，並講解颱風的基本構造。 

 說明颱風的生成地與其生成原因。水

氣與熱量是促進颱風生成的重要條

件。 

 說明颱風警報單發布的時間及各項內

容，讓學生了解這也是防颱的輔助工

具之一，隨時注意警報單的內容，可

以知道颱風最新動態，並做好相關應

變措施。 

 說明臺灣是世界缺水國家之一，使學

生了解乾旱的成因。 

1-4-5-2 

1-4-5-4 

2-4-1-1 

2-4-1-2 

2-4-3-3 

2-4-8-1 
3-4-0-1 

3-4-0-2 

3-4-0-5 
3-4-0-7 

5-4-1-1 

6-4-2-1 
6-4-2-2 

7-4-0-1 

7-4-0-2 
7-4-0-3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1 

口頭詢問 

小組討論 
 

5 
3-4 臺灣的氣象

災害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1 

口頭詢問 

小組討論 
 

6 3-5 天氣預報 

 說明觀測資料對天氣預報的重要性。 

 說明地面觀測應提供的氣象資料。 

 介紹及展示地面觀測的儀器與設施。 

 說明氣象雷達和氣象衛星對天氣預報

的幫助。 

 說明該如何進行天氣預報。 

 說明天氣預報在資料搜集方面的困難

度，以及大氣運動狀況的複雜多變。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1 

口頭詢問 

作業 

小組討論 

紙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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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閱或展示最新地面天氣圖和衛星雲

圖。 

 介紹天氣圖中鋒面符號、位置，高、

低氣壓符號、位置。 

7 定評複習 1  第一次定期評量 

8 4-1 天然災害 

 以著名的大地震為例，引起學習動

機。 

 說明臺灣為何地震頻繁，引出臺灣在

板塊地圖的位置特殊。 

 介紹全球地震依規模大小的頻率分

布，讓學生知道大地震罕有，而小地

震則幾乎經常發生。 

 請學生討論地震災害的預防以及地震

發生時的應變措施。 

 說明火山噴發的型態，並連結板塊運

動與火山的概念。 

 舉洪水成因和災害的例子，讓學生理

解洪水造成的災害。 

 臺灣常因大雨成災，而國外或大陸也

有相關融冰或其他原因造成的災害，

可簡單介紹，拓展學生見聞。 

 介紹滯洪設施的概念。 

 大雨是山崩的主因，可強調說明為何

雨後山區容易土石鬆動。 

 請學生討論山崩、土石流會造成什麼

樣的災害；學校或住家是否為山崩、

土石流的危險地點；解決之道為何。 

1-4-4-3 

1-4-5-2 

1-4-5-4 
2-4-1-1 

2-4-1-2 

3-4-0-7 
6-4-2-1 

7-4-0-1 

7-4-0-2 
7-4-0-3 

人權教育  

生涯發展教育 
1 

口頭詢問 

小組討論 

兒童節 

清明節 

9 4-1 天然災害 
人權教育  

生涯發展教育 
1 

口頭詢問 

作業 

小組討論 

 

10 4-2 環境汙染 

 說明大氣的成分會因自然與人為因素

而不斷變化，人為製造的空氣汙染

物，如二氧化碳等，已超出地球的自

淨能力，因此出現空氣汙染的問題。 

 說明空氣品質指標的意義，引導學生

於日常生活中注意並應用此指標。 

 說明空氣汙染防治法是目前處理相關

空氣汙染問題的法源基礎。 

 介紹酸雨的觀念與影響。 

 探討水汙染對環境的影響。 

 介紹海洋汙染防治的措施與法規。 

1-4-3-1 

1-4-4-3 
1-4-5-2 

1-4-5-4 

2-4-1-1 
2-4-1-2 

2-4-3-2 

2-4-3-3 
3-4-0-7 

7-4-0-4 

生涯發展教育 

環境教育 
1 

口頭詢問 

小組討論 
 

11 4-2 環境汙染 
生涯發展教育 

環境教育 
1 

口頭詢問 

小組討論 
 

12 4-3 全球變遷 

 知道溫室效應是地球自然存在的現

象，也是地球孕育生命的條件之一，

但近年來人類的活動讓溫室氣體快速

增加。說出溫室氣體減量的做法，支

持參與溫室氣體減量活動。 

 說明如何應用紫外線指數預報。強調

當紫外線指數較高時，應進行相關的

防護措施。 

 海水的運動方式有 3種，即為波浪、

潮汐與洋流。 

 說明冷、暖海流的運動。討論全球三

大海域中，洋流運動方式的異同。 

 說明太平洋赤道海水的水平與垂直方

向運動是如何進行其環流系統。 

 說明臺灣附近洋流的流動方向。 

 說明洋流改變可能導致全球氣候的變

遷，如聖嬰現象。 

 說明生態系是很脆弱的，地球上每一

種生命都發展出適合當地生態的功能

或生長特性，所以當氣候改變時，絕

大多數的生命可能無法適應環境，而

遭受嚴重的災難，最後也可能導致人

類受到影響。 

生涯發展教育 

環境教育 
1 

口頭詢問 

作業 
 

13 4-3 全球變遷 
生涯發展教育 

環境教育 
1 

口頭詢問 

作業 

小組討論 

紙筆測驗 

 

14 會考複習週 1  教育會考 

15 
☆岩石與礦物大

搜密 

 校園中各項建材及造景，均有不同種

類的岩石藏於其中。透過活動，讓學

生根據所學，尋找校園內不同的岩

1-4-1-1 
2-4-4-1 

3-4-0-7 

環境教育 

海洋教育 
1 

口頭詢問 

作業 
 



週 

次 

單元 

活動主題 

單元 

學習目標 

能力 

指標 

重大 

議題 

節

數 

評量 

方法 

備 

註 

石，並予以分類。 

 不同的礦物具不同的性質，藉由礦物

標本的觀察，了解不同礦物的性質差

異。 

6-4-2-1 

7-4-0-5 
小組討論 

16 ☆天文奇觀 
 簡述星座的由來。 

 由星座間的故事，認識夏季星空的主

要的星座。 

1-4-1-1 

2-4-4-1 
3-4-0-7 

6-4-2-1 

7-4-0-5 

環境教育   
口頭詢問 

作業 

小組討論 

 

17 ☆臺北天氣一覽 

 截取臺北市校園氣象網中，各行政區

氣象觀測站的天氣資料 

 由天氣資料的呈現，判斷是何種天氣

系統所造成的天氣現象？ 

1-4-1-1 

2-4-4-1 
3-4-0-7 

6-4-2-1 

7-4-0-5 

環境教育 

家庭教育  

資訊教育 

海洋教育 

1 
口頭詢問 

作業 

小組討論 

端午節 

18 
☆地震災變及防

護 

 利用電影學習地震的相關名詞 

 辨識地震測站所提供的地震波圖樣，

並據以得知地震發生時，能量釋放的

大小及斷層面種類。 

1-4-1-1 

2-4-4-1 
3-4-0-7 

6-4-2-1 

7-4-0-5 

人權教育  

生涯發展教育  

環境教育 

1 
口頭詢問 

作業 

小組討論 

畢業典禮 

19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