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素養導向教學教案 

單元名稱 小心有霾伏 

設計者 洪志銘 共備者 江敏芳、余妍儒 

教學對象 七年級 教學時間 2 節課 

教材來源 引用九下自然課本 

教學資源 閱讀學習單、 

學生條件分

析 

INf-II-7 

水與空氣汙染會對生物產生影響。 

教學準備 投影機、投影片 

領綱 

核心素養 

自-J-A2 

能將所習得的科學知識，連結到自己觀察到的自然現象及實驗數據，學習自我

或團體探索證據、回應多元觀點，並能對問題、方法、資訊或數據的可信性抱

持合理的懷疑態度或進行檢核，提出問題可能的解決方案。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tr-Ⅳ-1 

能將所習得的知識正確的連結到所觀察到的自然現象及實驗數

據，並推論出其中的關聯，進而運用習得的知識來解釋自己論點

的正確性 

學習內容 
Me-IV-3 

空氣品質與空氣汙染的種類、來源及一般防治方法 

學習目標 

學生經由觀察、閱讀察覺空氣污染和霾害有關。空氣污染的來源包

括有交通排放、工業排放、施工揚塵、垃圾燃燒、甚至森林火災

等。能運用空氣污染的相關知識解釋霾害的形成原因。 

教師活動(含時間分配) 學生活動 評量 

第 1 節課 

一、起  (15min) 

給五個未知地點的照片進行觀

察，並提出問題。 

老師： 

需要準備五張的空污城市照片 

（北京市、台北市、台中市…） 

 

 

 

分組透過投影機觀察

後，完成每組口頭報告

來描述這五張未知照片 

(包含可能地點、判斷天

氣、整組討論這五張照片

可能有的污染源) 

 

 

每組學生透過

討論，最後整

組組員完成了

一張學習單，

可以結論一個

城市的空氣品

質跟排放污染

物有很大的關

係。 

 

 



二、承  (10min) 

計時 10 分鐘，完成空污及霾害影

片欣賞。 

老師： 

空污及霾害影片欣賞與引導學生

完成閱讀學習單 
 

三、轉  (10 min) 

給學生一段有關彰化空氣污染的

的新聞影片 

老師： 

請解釋這段空污新聞的真實性跟正

確性，推測彰化空污的來源。 

四、合  (10min) 

搶答題：能運用霾害閱讀學習單

的相關知識解釋霾害的形成原因

和對生活造成的影響。 

老師： 

與學生互動並討論搶答題的各種

可能結果。 

1台中市的豪宒大樓突然消失的

原因？ 

2冬天時，東北季風侵襲台灣

時，對台灣的空氣品質和人民

生活造成那些影響？ 

 

用他們話語來形容空污

及霾害影片所看到的資

訊。 

 

 

 

 

學生需討論有關彰化空

氣污染的的新聞影片的

真實性與解釋自己論點

的正確性。 

 

 

 

從搶答題的口頭報告 

，推論跟連結霾害現象

和空氣污染物有很大的

相關性。 

 

學生經由觀察、

閱讀能察覺空氣

污染和霾害有

關。空氣污染來

源及紫爆和霾害

的知識（獲得新

知） 

 

學生能連結霾害

現象和空污知

識，推出結論。 

 

 

 

學生能解釋搶答

題的新現象、新

情境。 

參考資料 

1. 霾-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 Wikipedia 

2. 空氣污染-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 Wikipedia 

3. 「中彰投」空污嚴重 線西鄉居民無奈(TVBS 新聞 2018/3/17) 

4. PM2.5是啥，能吃嗎？(youtube) 

5. 霾哥來了》Smog Mike 空污偶動畫－完整版(youtube) 

 



閱讀學習單                         霾ㄇㄞˊ 

霾（英語：Smog，又稱灰霾、霧霾，香港稱為毒霧）是一種由固體顆粒形成的空氣污染，其核心

物質是空氣中懸浮的灰塵顆粒，氣象學上稱為氣膠顆粒。霾中含有數百種大氣化學顆粒物質，它

們在人們毫無防範的時候侵入人體呼吸道和肺葉中，從而引起呼吸系統疾病、心血管系統疾病、

血液系統、生殖系統等疾病，諸如咽喉炎、肺氣腫、哮喘、鼻炎、支氣管炎等，長期處於這種環

境還會誘發肺癌、心肌缺血及損傷；霧霾的危害如同吸菸。而霾也常常引發交通事故。 

煙霞的成因與逆溫層的出現有關。在一般情況，地面氣溫較半空為暖，因此空氣會上升並在半空

散開。但若上升的暖空氣遇到逆溫層的出現時，空氣不能上升而造成累積，形成煙霞。霾不是一

種自然現象，當水帄風減弱時，不利於大氣污染物向城區外圍擴展稀釋，容易累積高濃度污染，

再加上發生逆溫現象，汙染物無法對流至高空，就形成霾。 

而大氣污染物的來源多樣，例如汽車排放的廢氣、工業排放、道路揚塵、建築施工揚塵、工業粉

塵、垃圾焚燒，甚至火山噴發等。燃煤可以用於個人居家取暖，或是電廠產電，會導致煙霧瀰

漫，製造霧霾。英國中世紀就有以此為來源的空氣污染。特別是倫敦在十九世紀中都因燃煤霧霾

而臭名昭著，得名豆子湯（pea-soupers）、倫敦煙霧（London smog、London fog）。 

交通排放——例如卡車、巴士、汽車、摩托車——都會造成污染。機動車排氣系統副產品也會導

致空氣污染，是造成許多大城市霧霾的主要因素。交通污染主要因素有一氧化碳（CO）、氮氧化

合物（NO和 NO2）、揮發性有機物、二氧化硫、和烴類。這些分子與陽光、熱氣、氨水、霧水和

其他物質混合，形成毒霧、地面臭氧等顆粒物，組成霧霾。 

光化學霧霾是一種淡紅紫色的霧霾，汽車尾氣和工廠廢氣里含大量氮氧化物和碳氫化合物，這些

氣體在陽光和紫外線作用下，會發生光化學反應，產生光化學煙霧。它的主要成分是一系列氧化

劑，如臭氧、醛類、酮等，毒性很大，對人體有強烈的刺激作用，嚴重時會使人出現呼吸困難、

視力衰退、手足抽搐等現象。 

霾的組成成分複雜，包括數百種大氣顆粒物。其中，空氣動力學直徑（以下簡稱直徑）小於或等

於 10微米 (µm)的懸浮微粒稱為懸浮微粒（PM10）；直徑小於或等於 2.5微米的懸浮微粒稱為細懸

浮微粒（PM2.5），例如室內的二手菸霧。懸浮微粒能夠在大氣中停留很長時間，並可隨呼吸進入

體內，積聚在氣管或肺中，影響身體健康。PM2.5細小顆粒 ，比病毒大，比細菌小，容易帶有毒

物質進入人體，它能直接進入並粘附在人體上下呼吸道、肺葉、肺泡中，乃至進入血管隨血液循

環至全身。引起鼻炎、支氣管炎，或是提高心血管系統發生的機率，長期處於這種環境甚至會誘

發肺癌。 

紫外線是自然界殺滅大氣微生物如細菌、病毒等的主要武器，灰霾天氣導致近地層紫外線的減

弱，易使空氣中的傳染性病菌的活性增強，傳染病增多。除了影響生理，長期的灰霾天氣容易讓

人產生悲觀情緒，如不及時調節，很容易失控。當懸浮微粒濃度大於 71，就達到紫色等級，環保

署建議，如果覺得不舒服應減少戶外活動。若要戴口罩以避免長時間接觸汙染空氣，根據研究要

阻擋 PM2.5，常見的醫用口罩最多也只能阻擋 30~40%，而布面口罩阻擋率甚至不到 10%。若再扣

除境外移入的汙染，台灣本地的汙染源超過一半來自工業。雲林麥寮六輕是最多 PM2.5的排放來

源，其次是高雄中鋼與台中電廠。 

想一想，以下兩個問題，可能是歸咎哪些原因造成的結果？ 

1. 紫爆是甚麼？說說看台灣霧霾怎麼來？ 

2. 大陸霾害，為何會空襲全球，日本美國全遭殃？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9%BA%E6%B0%A3%E6%B1%A1%E6%9F%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7%B8%E6%B5%AE%E7%B2%92%E5%AD%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94%E8%B1%A1%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A3%E8%86%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1%BC%E5%90%B8%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1%BC%E5%90%B8%E7%B3%BB%E7%BB%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1%BC%E5%90%B8%E7%B3%BB%E7%BB%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F%83%E8%A1%80%E7%AE%A1%E7%B3%BB%E7%BB%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9F%E6%AE%96%E7%B3%BB%E7%BB%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2%BD%E5%96%89%E7%97%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2%BA%E6%B0%94%E8%82%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3%AE%E5%96%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C%BB%E7%82%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4%AF%E6%B0%94%E7%AE%A1%E7%82%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2%BA%E7%99%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B8%E8%8F%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0%86%E6%B8%A9%E5%B1%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A1%E6%9F%93%E7%89%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0%86%E6%B8%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A1%E6%9F%93%E7%89%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8D%E6%B5%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A1%E6%9F%93%E7%89%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BD%E8%B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E%83%E5%9C%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1%AB%E5%B1%B1%E5%99%B4%E7%99%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8C%E6%B0%A7%E5%8C%96%E6%B0%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A5%E5%BB%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AE%E6%B0%A7%E5%8C%96%E7%89%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2%B3%E6%B0%A2%E5%8C%96%E5%90%88%E7%89%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3%E5%85%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4%AB%E5%A4%96%E7%BA%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A7%E5%8C%96%E5%89%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A7%E5%8C%96%E5%89%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AD%E6%B0%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6%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5%AE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9%BA%E6%B0%94%E5%8A%A8%E5%8A%9B%E5%AD%A6%E7%9B%B4%E5%BE%84&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AE%E7%B1%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94%E7%AE%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2%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1%BC%E5%90%B8%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2%BA%E5%8F%B6&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2%BA%E6%B3%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80%E7%AE%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80%E6%B6%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C%BB%E7%82%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4%AF%E6%B0%94%E7%AE%A1%E7%82%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2%BA%E7%99%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AE%E7%94%9F%E7%89%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B%86%E8%8F%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7%85%E6%AF%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4%AB%E5%A4%96%E7%BA%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7%85%E8%8F%8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