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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論部分 

1.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通常簡稱（           ），是由（     ）國

國防部從 1973年開始發展的衛星定位計劃，最初目的是（          ）用途，但 1983年 8月韓

國航空在蘇聯上空意外不幸遭到擊落後，美國宣佈了部分 GPS的功能給民間使用，以避類似事件

再度發生，從那次以後，繼續開放相關功能，產業界開始大量投資 GPS接收機。 

2.現在 GPS衛星有（     ）顆，距地表約 2萬公里高的

6個軌道上運行，不管你在全球哪裡都有 4顆以上的

衛星在天空運轉。當地面衛星接收器同時可以接收

（     ）顆 GPS衛星所發射的電磁波，即可計利用幾

何原理算出平面座標(經緯度)值，衛星接收器會自動

不斷地接收衛星訊息，並即時地計算其所在位置的座

標資料這就是 GPS 的衛星定位原理。 

3.GPS的用途： 

a.導航 

I.車輛導航：設定目標點，配合（          ）地圖，引導車輛到達目的地，這是現在GPS最常

的用途；其次，它有用在車輛的調度上，如計程車的車隊，以往以無線電互通有

無，但現在使用GPS定位可以有效掌握車的位置，做最有效的調度。 

II.武器導航：戰爭時攻擊陸地建築物採用固定範圍大量投彈的轟炸方式，今日則採用GPS的技

術，將目標物的座標及參數輸入飛彈內，可引導飛彈擊中目標物，如巡弋飛彈。 

III.船隻導航：古代在海洋中最常使用的是觀察太陽與北極星的仰角，但如果遇到陰天則無法得

到正確的資訊。現代，使用GPS可以隨時得知船隻的位置。 

IV.飛機導航：飛機使用GPS進行航線導航，其次也可引導飛機進場降落。 

V.個人導航：旅遊外出，尤其是在野外，可以隨時知道自己所處在的地方，不致於迷路。 

b. 定位 

I.行動定位：可以防止兒童、老人或特殊人群走失。其次，可以防止車輛、重要物品失竊。 

II.農業機械：商業性穀物農業使用GPS自動駕駛農業機器，播種、灌溉及收割。 

c. 測量 

I.工程施工：工程施工採用GPS設備進行測量。 

II.速度：GPS可以測量移動的速度，機器計算移動的距離及時間，便可隨時計算速度。 



二、 實作部分：GARMIN GPSmap eTrex30的使用說明及應用 

1. 校正電子羅盤：請找到「電子羅盤」，後按「menu」，按「校正電子羅盤」，依面板的指示操作。 

2. 清除資料及更改座標顯示格式，流程如下： 

a. 請到主目錄頁 

b. 按設定→重新設定→清除航點→清除航跡 

c. 回到設定→往下找到座標系統 

d. 可以看到座標顯示格式及座標系統 

e. 座標顯示格式請使用臺灣地區二度分帶 

f. 座標系統：請設定為 WGS 84（TWD97） 

3. 標定：回到目錄頁→按標定航點，會標定你現

在位置點(注意點是否為 001，若無請重

回 2的步驟)。也可以更改或設定座標

值，到你選擇點的位置。 

4. 目錄頁的航點管理：是你標定過點的儲存區，所以若要找尋標定過的點請到航點管理。 

  →按航點管理就可以看到剛設定的點→點選導航 

5. 確認衛星：到空曠地(離建築物 5公尺遠)→目錄頁→往下找到衛星→確認是否有連到四顆衛星 

6. 準備開始調查行動囉！請在指定的課程時間，到老師指定的地方集合。 

7. 回到目錄頁→標定航點→輸入座標→ 

a. 輸入完畢後，記得按確定。 

b. 重覆第七步驟的動作，直到輸入完畢。可一個點輸入完出發或全部輸入完畢後再出發皆可！ 

c. 回到主目錄→點選「想去何處？」→航點→導航 

d. 之後，按照地圖頁或羅盤頁的指示，你就可以到達 001的點了。 

【快到達前，GPS會『滴』一聲，並顯示已到達 001，但此非真到達】 

e. 真到達 001，換至地圖頁，可以看到 001的旗幟與三角點重疊，即到達 001。 

f. 到 001 點，請觀察該點的特色，盡全力地觀察所處地的地形地貌，回答調查的問題。 

g. 完成所有調查任務或下課前五分鐘務必回至總部(指定地點)集合。 

【重要叮嚀】 

1.手機為調查任務拍照使用，切勿於課堂中濫用。若有違背，依據校規處理。 

2.行動間，務必輕聲細語，保持專業，切勿影響其餘課堂進行。 

3.每位同學皆有任務分工，請確實完成自己分配到的任務。 

4.此活動為本學期重要團體作業，務必謹慎完成以利拿到學分。 

5.調查任務學習單，請於活動結束當下直接繳交。 

6.照片請於課後整理好上傳至 Google Classro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