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與生活科技六上第三單元活動 3 教案設計 
領域/科目 自然與生活科技 設計者 黃啟政 

實施年級 六上 教學時間 40分鐘 

單元名稱 變動的大地 

活動名稱 地震來了-淺說 

 

 

學
習
表
現 

tr-Ⅲ-1能將自己及他人所觀察、記錄的自然現象與

習得的知識互相連結，察覺彼此間的關係，並提出自

己的想法及知道與他人的差異。 

po-Ⅲ-1能從學習活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用、自然

環境、書刊及網路媒體等察覺問題。 

po-Ⅲ-2能初步辨別適合科學探究的問題，並能依據

觀察、蒐集資料、閱讀、思考、討論等，提出適宜探

究之問題。 

pc-Ⅲ-1能理解同學報告，提出合理的疑問或意見。

並能對「所訂定的問題」、「探究方法」、「獲得之證據」

及「探究之發現」等之間的符應情形，進行檢核並提

出優點和弱點。 

pc-Ⅲ-2能利用簡單形式的口語、文字、影像（例如：

攝影、錄影）、繪圖或實物、科學名詞、數學公式、

模型等，表達探究之過程、發現或成果。 

ai-Ⅲ-1透過科學探索了解現象發生的原因或機制，

滿足好奇心。 

ai-Ⅲ-2透過成功的科學探索經驗，感受自然科學學

習的樂趣。 

ai-Ⅲ-3參與合作學習並與同儕有良好的互動經驗，

享受學習科學的樂趣。 

ah-Ⅲ-1利用科學知識理解日常生活觀察到的現象。 

an-Ⅲ-1透過科學探究活動，了解科學知識的基礎是

來自於真實的經驗和證據。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自-E-A1能運用五官，敏銳的

觀察周遭環境，保持好奇

心、想像力持續探索自然。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自-E-B2能了解科技及媒體

的運用方式，並從學習活

動、日常經驗及科技運用、

自然環境、書刊及網路媒體

等，察覺問題或獲得有助於

探究的資訊。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自-E-C1培養愛護自然、珍愛

生命、惜取資源的關懷心與

行動力。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自-E-C2透過探索科學的合

作學習，培養與同儕溝通表

達、團隊合作及和諧相處的

能力。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自-E-C3透過環境相關議題

的學習，能了解全球自然環

境的現況與特性及其背後之

文化差異。 學
習
內
容 

INf-Ⅲ-5臺灣的主要天然災害之認識及防災避難。 

INg-Ⅲ-1自然景觀和環境一旦改變或破壞，極難恢

復。 

融入議
題與其
實質內
涵 

●環境教育 

環 E11認識臺灣曾經發生的重大災害。 

環 E12養成對災害的警覺心及敏感度，對災害有基本的了解，並能避免災害的發生。 

環 E13覺知天然災害的頻率增加且衝擊擴大。 

●戶外教育 

戶 E1善用教室外、戶外及校外教學，認識生活環境（自然或人為）。 

戶 E4覺知自身的生活方式會對自然環境產生影響與衝擊。 



●防災教育 

防 E3臺灣曾經發生的重大災害及影響。 

防 E5不同災害發生時的適當避難行為。 

防 E6藉由媒體災難即時訊息，判斷嚴重性，及通報請求救。 

防 E7認識校園的防災地圖。 

防 E8參散演練。 

與其他領

域/科目

的連結 

無 

教材 

來源 
●南一版自然六上第三單元活動3 

教學設備

/資源 

●地震資訊。 

學習目標 

1.透過地震災害照片，了解地震造成的災害及影響。 

2.學習如何從中央氣象局的地震報告判讀資料，認識地震相關的知識，例如：震源、震央、地震規

模、震度等。 

3.學習平時的防震準備工作及地震發生時如何應變的逃生方法。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評量方式 

◆認識地震對地表的影響與造成的災害，並了解如何做好防災。 

1. 臺灣位於地震帶上，經常會發生不同程度的地震。找一找，地震報告資料

常會包含哪些項目呢？ 

→（學生自由發表） 

(1)地震發生的時間和日期。 

(2)地震發生的位置、規模、震度。 

(3)地震發生的震央、深度……。 

2. 地震發生時，可能會帶來什麼災害？ 

→（學生自由發表） 

(1)地表隆起或陷落。 

(2)建築物倒塌。 

(3)山上的土石滑落。 

3. 地震發生時，要怎麼保護自己呢？ 

→（學生自由發表） 

(1)躲在梁柱邊、堅固的桌子下方或高度低重心穩的家具旁。 

(2)趕快把門打開。 

(3)關閉正在使用中的瓦斯、電器、自來水。 

(4)用頭盔、安全帽、軟墊、書包等保護頭部。 

(5)遠離窗邊、燈具、電扇。 

(6)等地震停止時，趕快逃到空曠的地方。 

(7)一定要保護好自己的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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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震發生後，應該怎麼做？ 

→（學生自由發表） 

(1)檢查傷亡及損毀的情況，如有需要，應尋求協助。 

(2)如果懷疑氣體燃料洩漏，應開窗及關掉總開關，不要點火。離開建築

物並向救災單位報告。 

(3)如果水電設施損毀，應該關掉總開關。 

(4)除報告緊急事故或尋求協助外，不要使用電話。 

(5)若建築物嚴重損毀，餘震可能使它倒塌，應盡快離開。 

5. 地震造成的災害很可怕，怎樣才能減少生命財產的損失？平時可以做好哪

些準備呢？ 

→（學生自由發表） 

(1)室內的家具固定好，桌上不要放重的或易碎的物品。 

(2)準備緊急背包，內有乾糧、飲用水、照明器具、乾電池、醫療用品等。 

(3)東西隨時歸位，避免地震發生時阻礙逃生動線。 

(4)平時做好防震演練。 

◆課本第79頁討論問題： 

․地震可能使地表的形貌產生什麼改變？ 

→地表隆起或陷落，道路會斷裂、山上的土石滑落、出現堰塞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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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檢核 

●參與討論 

●口頭發表 

習作指導 

配合習作第 39頁 

〈參考答案〉 

一、1.宜蘭縣大同鄉 

2.5.1公里 

3.5.3 

〈評量基準〉 

3-1-1蒐集地震的資料。 

〈指導要點〉 

活動3地震來了 

一、認識地震報告 

藉由地震資料的蒐集，了解地震的震央、深度、規模等資訊，進而理解這些資訊代表什麼意思

與影響。 

 

配合習作第40頁 

〈參考答案〉 

二、1.(1)ㄆ、ㄉ、ㄍ 

(2)ㄅ、ㄈ、ㄌ 

(3)ㄇ、ㄊ、ㄋ 

〈評量基準〉 

3-1-2知道地震造成的災害。 

3-1-3發生地震時，知道如何躲避災害和保護自己。 

3-1-4地震發生後，知道要做哪些檢查。 

3-1-5平時做好防震準備。 



〈指導要點〉 

二、防震準備 

臺灣位於地震帶，每位學生都曾經歷過大小不同的地震，因此我們應該了解平時要做好哪些防

震準備，地震時要怎麼保護自己，地震後要怎麼救災等。 

配合習作第41、42、4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