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頂番國小四年級社會領域教案(翰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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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上社會科學習內容，認識地圖、地形、氣候圖表等，在認知層面上，學生都

能有效學習，但較無法和實際生活經驗做連結。 

2.透過學習圖表識讀、討論、觀察等活動，培養學生將認知層面擴及至情意、技能

層面，從圖表識讀可以運用到生活中。 

3.回家任務的完成，給孩子們一點蒐集家鄉資料或思考的作業，再回到課堂透過分

享、小組討論等方式，養成孩子對家鄉特色的關注。 

教學節數 4 學生人數 28-29人 

適用年級 四年級 
教案設計 

教師 
黃秀蘭、陳佳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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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觀察家 

(地形圖判讀) 

  

氣象主播 

(中央氣象局) 

家鄉特色發展 

(地形、氣候、生

活面面觀) 

氣候探索-大不同 

覺察氣候差異(地

形、地理位置) 

家
鄉(

鹿
港)

特
色
報
告
： 

家
鄉
故
事
導
覽
員 



 

核心

素養 

社-E-A2  

敏覺居住地方的社會、自然與人文環境變遷，關注生活問題及其影

響，並思考解決方法 

學習

表現 

2a-Ⅱ-1 關注居住地方社會事 物與環境的互動、差 異與變遷等問題 

3b-Ⅱ-1透過適當的管道蒐集 與學習主題相關的資 料，並判讀其正確

性 

3b-Ⅱ-2摘取相關資料中的重點 

學習

內容 

Ab-Ⅱ-1 居民的生活方式 與空間利用，和其 居住地方的自然、 人文環

境相互影 響 

Bb-Ⅱ-1 居民的生活空間 與生活方式具有地區性的差異 

 

議題融入 科技議題 

實質內涵 
家 E1 了解家庭的意義與功能 

家 E3 察覺家庭中不同角色，並反思個人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 

學習目標 

1.能從資料中，分辨五大地形。 

2.透過氣象資料進行氣象描述。 

3.能夠判讀氣象資料。 

4.能夠察覺氣候與地理位置的關係。 

5.能夠察覺氣候與地形的關係。 

6.能夠整合家鄉資料，進行介紹。 



評量策略 

（含評量基準與規

準說明） 

1.透過多元評量：口語評量、紙筆(書寫)評量、實作評量、觀察評量

等，隨時檢視學生的學習狀況，進行課程檢核與調整。 

2.設定評量準則，進行客觀而全面的總體評量，內容如下： 

等級向度 優 良 尚可 

分辨五大地形 能完整說出五大地

形，進行分辨。 

說出五大地形其

中 2-3項，進行

分辨。 

只能說出五大地

形其中 1 樣以

下。 

進行氣象描述 能夠讀懂氣象資

料，進行描述。 

讀懂部分氣象資

料，進行部分搭

述。 

無法讀懂氣象資

料，進行描述。 

判讀氣象資料 能夠讀懂氣象資

料，進行判斷。 

能夠讀懂氣象資

料，無法進行判

斷。 

無法讀懂氣象資

料，無法進行判

斷。 

氣候與地理位

置的關係 

完整說出不同地理

位置，氣候的不

同。 

部分說出不同地

理位置，氣候的

不同。 

無法說出不同地

理位置，氣候的

不同。 

氣候與地形的

關係 

完整說出不同地

形，氣候的不同。 

部分說出不同地

形，氣候的不

同。 

無法說出不同地

形，氣候的不

同。 

家鄉資料的整

合 

能夠描述家鄉地

形、氣象、景觀。 

能夠描述家鄉地

形、氣象、景

觀，其中 1-2

項。 

無法描述家鄉地

形、氣象、景觀 

 

教學資源 翰林社會課本、學習單、行動載具 

教學流程及內容設計 時間 評量方式 



壹、準備活動 

課堂問卷調查---【自我了解問卷】 

貳、發展活動 

一、活動一：地形探索 

(一)認識 google earth使用 

1.配合課本 p37-38台灣地形圖及學習過的台灣

五大地形:山地、丘陵、平原、盆地、台地等，

指導學生使用載具做觀察。 

2.使用"google earth"查詢彰化縣位置。 

3.請學生口頭報告在"google earth"看到的家鄉

特色。 

(二)認識家鄉主要地形 

1.配合課本 p37-38，認識彰化縣地形。 

2.觀察發現: 

(1)看到許多稻田、有深一點顏色的樹林、許多

街道和房子等。 

(2)對照課本地形圖，發現彰化縣大多平原地

形，靠近南投縣有一部份丘陵。 

(三)討論與分享 

(九宮格學習單) 

1.住家附近有許多稻田，也有住家。 

2.曾經去過八卦山爬山，山的坡度不高，八卦山

附近還有體育場，有點平坦。 

 

~~第一節完~~ 

壹、準備活動 

回家觀看氣象播報。 

 

貳、發展活動 

一、活動二：氣象播報 

(一)「家鄉天氣觀察家」活動 

1.討論：天氣好壞和生活的關聯 

2.從氣象圖表，記錄家鄉天氣溫度，並做基隆

市、屏東縣和彰化縣的比較。 

 

 

 

 

 

 

 

 

 

 

 

 

 

 

 

 

 

 

 

 

 

 

 

 

 

 

 

 

 

 

 

 

 

 

 

 

 

 

 

 

 

 

 

 

 

 

 



(二)「我是氣象主播」活動 

1.觀看氣象播報影片。 

透過天氣預報，觀察平時天氣預報時，氣象主播

會播報的訊息。 

2.查詢中央氣象局網站。 

從中央氣象局網站，查詢各地天氣，找出中央氣

象局提供的天氣預報資訊有哪些。 

 

 

 

 
3.整理氣象播報時，需要提供觀眾的訊息。 

 

 

 

 

 

 

 

 

 

 

 

 

 

 

 

 

 

 

 

 

 

 

 

 
 

 

 
 

 

 

 

 

 

 



(二)實作-我是氣象小主播 

   整理老師提供的氣象資訊，完成氣象主播學

習單，並上台報告。 

~~~第二節完~~~ 

一、活動三：氣候探索 

(一)配合台灣地形圖與台灣行政區域圖觀察氣候 

1.地理位置不同-->氣候如何?(氣溫、雨量) 

(1)標示位置，基隆、恆春在地圖上分別在北

部、南部。 

(2)讀：判讀氣溫、雨量資料。 

a.七、八月份溫度，三個地點都高溫。 

b.十二、一月份溫度，基隆和恆春差異大。 

c.基隆的雨量全年都很多，恆春雨量在冬天時較

少。 

 
 

 
 

(3)發現： 

基隆地理位置較北，全年有雨，冬天受到東北季

風的影響，氣候濕冷。 

恆春地理位置較南，冬天少雨，夏天氣候炎熱。 

 

2.地形不同-->氣候如何?(氣溫、雨量) 

比較嘉義、阿里山 

(1)判讀與發現：判讀氣溫、雨量資料 

阿里山地形屬山地，常年雨量多於嘉義市(平地) 

阿里山地形屬山地，常年氣量低於嘉義市(平地) 

 
 

 

 

 

 

 

 

 

 

 

 

 

 

 

 

 

 

 

 

 

 

 

 

 

 



 

(二)小結 

家鄉氣候會受地理位置影響，夏季時，全臺普遍

溼熱；冬季時，臺灣北部比南部多雨且氣溫較

低。家鄉氣候也受地形影響山地雨量較多，氣溫

也較低。 

~~~第三節完~~~ 

一、活動四：家鄉特色 

(一)家鄉面面觀 

1.自然： 

小組討論與彙整家鄉地形與氣候。 

從第一、二節課，地形、氣候的學習，針對我們

居住的家鄉，在台灣中部，小組進行彙整，完成

學習單(九宮格學習單)。 

 

2.家鄉特產：覺察>>討論>>分享。 

柿子、米粉、稻米、金棗 

(1)各在哪個區域? 

(2)如何受到地形或氣候的影響? 

從課本內容、網路找答案。 

 

 產地 環境需求 

柿子 新竹 日曬風吹 

金棗 宜蘭 雨量充沛 

氣候陰溼 

山坡地、排水

良好 

米粉 新竹 風 

曬太陽 

稻米 濁水溪下游 平原 

氣候宜人 

稻米 

 

彰化  

 

結論 

家鄉會受到地形、氣候因素影響，發展出不同的

特色產物。 

~~~第四節完~~~ 

 

一、 延伸活動-導覽鹿港 

(一)製作簡易家鄉觀光導覽圖 

利用課堂所學，進行資料查詢、分析，製作簡易

的家鄉觀光導覽圖。 

 

 

 

 

 

 

 

 

 

 

 

 

 

 

 

 

 

 

 

 

 

 

 

 

 

 

 

 

 



指導要

點及注

意事項 

1. 使用數位載具，為方便學生操作與課程進度，請資訊組於後台進行設定，

學生只要打開 chromebook，就能直接連結到需要的網站，如：google 

earth、中央氣象局。 

活動照片（輔以文字說明，張數不限） 

 

 
 

家鄉地形分享 載具使用 

  

學習擔任氣象小主播 完成學習單 

 

 

 

 



教學心得與省思（含設計歷程與教學實踐反思、學生學習成效分析、未來教學的修正建

議等） 

1. 借用載具，認識加深：老師先示範 google earth的使用，再由學生操作平板，觀查臺

灣五大地形，也使學生對地形有更深刻的認識。 

2. 畫出圖畫，更有感覺：學生認識五大地形活動中，由學生在學習單上實際畫出五大地

形的示意圖，並說明特徵，學生更感興趣。 

3. 資料查詢，學習更有趣：活動二「氣象小主播」，學生必須從中央氣象局查詢到的資

料，提取看過的氣象播報經驗，再由自己擔任氣象小主播，練習如何播報訊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