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與生活科技六上第一單元活動 2教案 

單元名稱 

第一單元天氣的變化 

活動 2：天氣圖和天氣變化 

教學流程 

2-1 討論氣象報導中的衛星雲圖→衛星雲圖代表什麼意義。 

2-2 認識地面天氣圖中的符號嗎？→知道地面天氣圖上符號意義。認識冷鋒、暖鋒、滯留鋒的符號及

形成原因。 

2-3 由氣象報告中察覺鋒面和天氣的變化→認識地面天氣圖與衛星雲圖是相關的→知道形成梅雨季

節的原因。 

活動目標 

 觀察氣象資料中的地面天氣圖與衛星雲圖，認識高氣壓、低氣壓和各種鋒面的符號，再由相關

的地面天氣圖與衛星雲圖解釋鋒面過境時對天氣的影響。 

教學時間 

5 節課（共 200 分鐘） 

教學重點 

(1) 認識衛星雲圖是由氣象衛星朝著地球拍攝大氣雲層分布和雲量的照片。 

(2) 認識天氣圖上的氣象符號：高氣壓、低氣壓、等壓線、鋒面等。 

(3) 觀察當天的「地面天氣圖」和「衛星雲圖」，解釋天氣變化的成因。 

(4) 藉由天氣圖了解鋒面帶來的天氣影響。 

彈性學習活動 

1. 查詢氣象觀測科技。 

(1) 各地觀測站：有氣溫、氣壓、溼度、風力、風向、雨量之觀測站。 

(2) 各區氣象收播中心：收集各觀測站的資料，有收訊、發訊設備、衛星通訊設備。 

2. 參觀氣象觀測站。 

本單元和其他單元的關係 

1. 三年級學過水會蒸發為水蒸氣再凝結為小水滴（雲、霧）的實驗；也學過氣溫、雨量的測量和測

風力、風向的實驗。 

2. 本單元先討論颱風對生活的影響，進而學習天氣圖上的氣象符號。 

3. 加一些水與空氣變化的實驗，解釋天氣變化。 

 

教材內容要項 

211 天氣與氣候變化 

3a 藉由氣溫、風向、風速、降雨等量化的方式，來描述天氣的變化。 



3c 認識天氣圖上高、低氣壓、鋒面、颱風等符號及其表現的天氣現象。 

能力指標 

1-3-1-2 察覺一個問題或事件，常可由不同的角度來觀察而看出不同的特徵。 

2-3-4-2 認識天氣圖上的高、低氣壓線、鋒面。觀察（資料搜集）一個颱風的興衰。 

2-3-6-3 認識資訊科技設備。 

4-3-1-1 認識科技的分類。 

4-3-2-3 認識資訊時代的科技 

6-3-1-1 對他人的資訊或報告提出合理的求證和質疑。 

7-3-0-1 察覺運用實驗或科學的知識，可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7-3-0-2把學習到的科學知識和技能應用於生活中。 

活動流程與內容 

【2-1】認識衛星雲圖 

◆認識氣象報告中衛星雲圖。 

1. 怎麼知道空中雲的分布情形呢？播報氣象時，會顯示某地某時刻的衛星雲

圖。請看課本第15頁的衛星雲圖，說說看，你發現什麼？ 

→(1)在衛星雲圖上，白色的部分就是雲。各地的雲量會不太一樣。 

(2)藉由不同時刻的衛星雲圖可以發現，圖中颱風的位置有移動。 

2. 請看課本衛星雲圖。誰知道它表示什麼？ 

→在衛星雲圖上，可以看到不同顏色，綠色代表陸地，藍色代表海洋，白色

代表雲層。透過衛星雲圖可以知道當地的雲層的厚度及位置，方便判斷可

能的天氣狀況。 

3. 衛星雲圖是怎麼繪製而成的呢？ 

→氣象衛星從外太空拍攝地球雲層，由接收衛星的資料，透過電腦系統分析

資料，就轉換成我們在電視或電腦上看到的衛星雲圖。 

(1)接收氣象衛星的資料。 

(2)氣象衛星從太空拍攝地球雲層。 

(3)利用電腦分析資料，經由氣象專家綜合處理。 

(4)呈現在螢幕上的衛星雲圖。 

◆課本第15頁討論問題 

1. 從衛星雲圖上可以看出雲在哪裡？各地的雲量都相同嗎？ 

→衛星雲圖的白色部分就是雲的地方，各地雲量不同。 

2. 不同時間，臺灣上空的雲量分布相同嗎？ 

→不同時間，雲分布的地方不同。 

～第五節結束/共 12 節～ 

 

【2-2】認識地面天氣圖 

◆認識地面天氣圖。 

1. 電視上每天都有氣象報告，你會看嗎？發現了什麼？ 

→（學生自由發表。）可以看到明天的天氣狀況、降雨機率、氣溫等，不過

一些圖示符號不清楚它的意思。 

2. 除了衛星雲圖，氣象人員預報天氣時，會使用地面天氣圖當作重要依據，地

面天氣圖上有哪些符號？它們各自代表什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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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由發表。）有許多的圖示和符號，其意思就不清楚了。 

3. 一片大範圍的空氣體在廣大平坦的地區停留相當長的時間後，使得空氣的溫

度、溼度等性質變得很相近時，我們就把這一片的空氣體稱為「氣團」。氣

團會具有形成地區的環境特性，例如：熱帶海洋形成的氣團比較潮溼、溫暖，

則稱為「暖氣團」。寒冷內陸形成的氣團比較乾燥、寒冷，則稱為「冷氣團」 

→（學生仔細聆聽。） 

4. 當冷氣團和暖氣團相遇，在交界面形成一條溫度、溼度、風向顯著變化的狹

長雲帶，稱為「鋒面」。 

→（學生仔細聆聽。） 

5. 好，老師告訴你們，它們各自代表什麼意義： 

→（學生仔細聆聽。） 

(1) 一圈一圈是氣壓的等壓線 �，也就是在同一條線上氣壓大小相同。等

壓線多而密，表示氣壓差距大，風很強。等壓線也是「氣壓值相等的地

方連成一條封閉的曲線」。同條曲線上的每一點氣壓值都相等。 

(2)L是表示低氣壓中心。一團空氣比四周的空氣來的輕，那一團空氣的壓

力就比四周小，低壓空氣比較輕，就容易上升，若空氣溼度夠的話，不

斷上升的空氣就容易凝結成雲而下雨。 

(3)H是表示高氣壓中心。為下沉氣流，水氣不易形成雲，故天氣較為晴朗。 

(4) 是冷鋒，當冷空氣（團）前進，迫使暖空氣（團）後退而逐漸

取代暖空氣（團），則此時的鋒面稱為「冷鋒」。冷鋒在天氣圖上的符

號是藍色 � ，三角形尖端的部分為冷鋒移動的方向。�冷鋒是冷氣

團勢力較強推動暖氣團前進，氣溫通常會下降變冷，是影響臺灣天氣最

多的鋒面。 

(5) 是暖鋒，當冷空氣（ �團）的壓力減弱而後退，它空出的位置就

被暖空氣（團）所占用�則此時的鋒面稱為「暖鋒」。暖鋒在天氣圖上的

符號是紅色 ，半圓形的凸起為暖鋒移動的方向。暖鋒是冷氣團

減弱後退，空出位置被暖氣團所占用，氣溫通常會升高。 

(6) 是滯留鋒，當冷、暖兩種不同性質的氣團互相推擠的勢力差

不多時，鋒面無法迅速移動，會在原地滯留徘徊，就稱為 �「滯留鋒」。

滯留鋒在天氣圖上的符號是紅色和藍色線段相間排列而成。滯留鋒是冷

氣團和暖氣團之兩股勢力相當，互不相讓，以致兩氣團間的鋒面南北徘

徊或近乎停滯不動，稱為滯留鋒。當滯留鋒出現，常造成陰雨連綿。 

～第六、七節結束/共 12 節～ 

 

【2-3】鋒面與天氣變化 

◆了解鋒面對臺灣天氣的影響。 

1. 當我們聽到氣象報告說：「由於強烈大陸冷氣團南下……」、「冷鋒過

境……」，這時候的天氣有什麼變化？ 

→(1)因為有冷氣團南下，所以氣溫會下降。 

(2)因為有冷鋒過境，所以可能會下雨。 

2. 比較同一天不同時間的地面天氣圖（右圖①、②），有什麼發現？ 

→不同時間的鋒面（冷鋒）位置會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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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氣象報告時，常呈現同一地區、相同時刻的地面天氣圖和衛星雲圖，它們之

間有什麼關係？ 

→在同一時間會出現可互相對應的地面天氣圖和衛星雲圖，例如：滯留鋒在

地面天氣圖上的分布位置和衛星雲圖的雲帶位置相同。 

4. 春、夏季節交替時，在臺灣附近，由於北方西伯利亞的大陸冷氣團和南方太

平洋的熱帶海洋氣團在臺灣附近交會，兩氣團的勢力相當，因此形成滯留

鋒，並在原地徘徊、滯留。當它滯留臺灣上空時，臺灣會進入陰雨綿綿的梅

雨季節。 

→（學生仔細聆聽。） 

5. 你知道為什麼會稱為梅雨嗎？ 

→（學生自由發表。）梅雨之名起源於六月、七月間中國江南一帶梅子成熟

季節陰雨綿綿而得，由於久雨不晴，物品容易發霉，故又稱「霉雨」。 

◆課本第20頁討論問題： 

․依據上方地面天氣圖與衛星雲圖的資料： 

1. 在臺灣附近的冷鋒位置有什麼變化？ 

→冷鋒的位置隨時間改變。 

2. 這道在臺灣附近的冷鋒向哪裡移動？ 

→圖示 三角形尖端為冷鋒移動的方向，圖中的冷鋒會往東南方移

動。 

◆課本第21頁討論問題： 

․依據上方衛星雲圖的資料： 

1. 鋒面的位置和雲量的分布有什麼關係？ 

→鋒面在地面天氣圖上的分布位置和衛星雲圖上的雲帶位置相同。 

2. 此時臺灣可能的天氣狀況是怎樣呢？ 

→臺灣上空有滯留鋒且雲層很厚，表示臺灣的天氣可能是陰雨綿綿。 

～第八、九節結束/共 1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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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作指導 

配合習作第 6 頁 

〈參考答案〉 

一、1.5 月 22 日 8 時 

2.(1)ˇ 

〈評量基準〉 

2-1-1 認識氣象衛星的功能。 

〈指導要點〉 

活動 2 天氣圖與天氣變化 

一、認識衛星雲圖 

利用中央氣象局的衛星雲圖，指導學生判讀衛星雲圖上的所有資訊。 

 

配合習作第 7 頁 

〈參考答案〉 

二、(1)①ˇ、高 

(2)②ˇ、低 



(3)①ˇ、冷、暖、暖 

(4)②ˇ、暖、冷、冷 

(5)③ˇ、①ˇ 

〈評量基準〉 

2-2-1 認識地面天氣圖上的符號。 

〈指導要點〉 

二、認識地面天氣圖 

指導學生認識地面天氣圖上的高氣壓、低氣壓、冷鋒、暖鋒、滯留鋒的符號，並且了解其形成

的原因或造成的天氣狀況。 

 

配合習作第 8 頁 

〈參考答案〉 

三、1.滯留鋒 

2.陰雨綿綿 

3.春末夏初或五月、六月時 

〈評量基準〉 

2-3-1 察覺鋒面對天氣變化的影響。 

2-3-2 能由地面天氣圖與衛星雲圖的對照，說明當時的天氣情況。 

〈指導要點〉 

三、認識天氣圖與天氣變化 

指導學生比對地面天氣圖及衛星雲圖的差異，並能夠透過圖上的圖示或雲狀判斷天氣的變化。 

教學原理 

1. 氣壓的單位：百帕（hPa）。 

2. 一大塊面積上的空氣顯示出同樣的性質時，稱為氣團。 

3. 空氣的流動： 

(1) 輕的空氣上升，造成空氣上下對流。 

(2) 空氣有壓力，空氣由氣壓高處推向氣壓低處，形成水平方向流動，這就是風。 

4. 空氣受熱膨脹、上升；空氣冷卻收縮、下降。 

5. 地面氣壓決定於當地的氣溫和溼度。原則是冷和乾會造成高氣壓，暖和溼會造成低氣壓。因冷空

氣下降，熱空氣上升，且水蒸氣比較輕，但兩個氣團的彼此推動，故比較二者氣壓來決定的。 

6. 鋒面是不同氣團之間的交界地區。分隔冷空氣、暖空氣的交界面，不是垂直於地面的，因為冷空

氣會向下鑽，而暖空氣會被抬升，搭在冷空氣之上。 

7. 暖空氣推向冷空氣的鋒面，在地面圖 以（紅色）表示。 

冷空氣推向暖空氣的鋒面，在地面圖 以（藍色）表示。 

冷空氣、暖空氣雙方勢均力敵時，以滯留鋒 表示。 

8. 高氣壓：空氣由高氣壓中心向外流出，以氣壓的等壓線中心圖示 H 表示。 

低氣壓：空氣由四周向低氣壓中心流入，以氣壓的等壓線中心圖示 L 表示。 

9. 風沿等壓線由壓力大處向壓力小處吹動。等壓線愈密，風力愈強。 

10. 天氣變化三要素是氣溫、溼度和氣壓。 

11. 大氣中的氣溫及氣壓，隨高度增加而減低。 

12. 空氣的急速壓縮，使氣壓上升，氣溫上升；空氣的急速膨脹，使氣壓下降，氣溫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