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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1. 區別天氣與氣候的差異。 

2. 透過觀察氣溫、氣壓、風、降水等天氣要素，瞭解氣象變化。 

3. 認識氣象資料的蒐集與整理。 

4. 應用氣象資料，判讀氣候特徵。 

5. 瞭解影響氣象的各種自然要素，包含緯度、季風、地形等。 

學生先備經驗

或教材分析 

1本單元「天氣與氣候」強調課程與學生生活經驗的結合，首先從天氣的觀察為出發，

講述天氣與氣候的差異；接著說明影響天氣變化的要素、觀測天氣要素的儀器及

天氣圖判讀，讓學生對天氣資料有初步的認識，並能自行判斷天氣狀態。其次，

講述臺灣地區的氣候特色與臺灣氣候的空間差異，分別從夏、冬季的氣溫及降水

的情形探討，最後則是學會繪製及判讀不同地方的氣候圖。 

2. 本單元以教師的講述法為主，並透過相關活動加強練習，但教師仍可採較活潑

化、生活化的教學，例如資訊化融入、新聞事件、生活照片等方式引導學生思考，

以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單元主題 教  學  流  程 時間 評量 

5-1  

天氣與氣候

一樣嗎？ 

 1. 教師講解天氣及氣候的定義。 

 2. 利用雨瀑及武陵農場四季變化的照片舉例。 

 

約
5
分
鐘 

說出天氣和氣候的差別。 

5-2 

分析天氣變

化需要哪些

資料？ 

1. 老師介紹四項重要的天氣要素（氣溫、氣壓、風、

降水）的定義、單位和特性。 

2. 利用圖1-5-3「高低氣壓示意圖」講解氣壓高低會

隨著溫度和高度而變化，溫度愈高，氣壓愈低；

高度愈高，氣壓愈低。 

3. 利用圖1-5-3說明風由高壓吹向低壓；利用圖1-5-5

「風向示意圖」來教導學生如何辨識風向及風

速。 

4. 利用表1-5-1「降水類型」說明降雨的類別與成因

（對流雨、地形雨及鋒面雨），並透過氣候諺語

加強練習。 

5. 利用「玉山氣象站」認識各類觀測氣象的儀器 

～第一節課結束～ 

約
35
分
鐘 

1. 明白四項天象要素的定義。 

2. 明瞭氣壓高低與溫度和高度

的關係。 

3. 瞭解的風的概念。 

4. 明白降雨的成因有哪些。 

5. 認識各類觀測氣象的儀器。 

 



5-3 

如何利用天

氣圖了解天

氣變化？ 

1. 利用圖1-5-6「地面天氣圖」、1-5-7「衛星雲

圖」說明兩者的來源與如何判讀。 

2. 利用圖1-5-8~10「鋒面系統」介紹鋒面的差別與

對天氣的影響。 

3. 利用快測驗熟悉天氣圖的判讀，並加強對各種

天氣要素的認識。 

約
20
分
鐘 

1. 認識地面天氣圖。 

2. 能運用天氣資料判斷當地天

氣情形。 

 

5-4 

如何說明臺灣

的氣候特色？ 

1. 利用想一想請學生思考臺灣各地有哪些氣候特

色。 

2.介紹何謂季風氣候。 

3.利用圖1-5-11「季風風向示意圖」說明臺灣夏、

冬兩季季風變化與影響。 

4.說明緯度與氣溫的關係。 

5.利用圖1-5-12「臺灣七月月均溫等溫線圖」說明

臺灣夏季普遍高溫、平地高於山區、南部溫度

較北部高的現象。 

6.利用圖1-5-13「臺灣一月月均溫等溫線圖」說明

臺灣冬季溫度的地區差異。 

7.利用圖1-5-14~15「迎風坡降水量多於背風坡」說

明地形對氣候的影響。 

8.教師講解臺灣的氣候具有夏熱冬暖、降水量豐富

的特徵。 

～第二節課結束～ 

約
25
分
鐘 

1. 瞭解臺灣季風風向變化。 

2. 認識地形對氣候的影響。 

3. 明白臺灣一月及七月各地

區的氣溫差異。 

4. 明白臺灣年降水量分布的

情形。 

5. 瞭解臺灣的氣候特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