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花壇鄉白沙國民小學公開授課教案 

教學領

域 
社會領域 教學單元 家鄉的氣候 

授課年

級 
四年級 教學日期 113年 10月 8日 

授課者 李明諴 

實施節

數 
共 3節，授課為本課第 2節 

教材來

源 
翰林版四上社會第 2-2單元千變萬化的氣候 

核心素

養(領

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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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E-B3  體驗生活中自然、族群與文化之美，欣賞多元豐富的環境與文化內涵。 

學習表

現 

1a-II-3   舉例說明社會事物與環境的互動、差異或變遷現象。 

2a-II-2   表達對居住地方社會事物與環境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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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II-2   自然環境會影響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展也會改變自然環境。 

節次 學習過程及實施方式 時間 學習評量 備註 

一 

活動：數據會說話 

一、引起動機 

1. 你家鄉的氣候在冬季和夏季有很明顯的不一樣嗎？ 

2. 你曾經在夏天時去過山上嗎？天氣感覺如何？ 

二、判讀圖表 

教師說明第 36～37 頁雨量氣溫圖的讀圖技巧。 

1. 雨量直方圖（左圖）： 

(1) 橫軸代表月分，從左到右依序是 1 月到 12 月。 

(2) 縱軸代表月平均雨量（mm），每 1格增加 100mm，

從 0mm 到 900mm。 

(3) 不同的顏色分別代表不同地區。 

2. 溫度折線圖（右圖） 

(1) 橫軸代表月分，從左到右依序是 1 月到 12 月。 

(2) 縱軸代表月平均氣溫（℃），每 1 格增加 5℃，

從 0℃到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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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同的顏色分別代表不同地區。 

3. 以第 36 頁的雨量氣溫圖為例： 

(1) 基隆在 1 月時的雨量約多少？ 

（約 330mm。） 

(2) 2 基隆在 1 月時的氣溫約幾度？ 

（16 度。） 

三、閱讀問答 

教師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36～37 頁的課文與圖片後，依

圖文提問： 

1. 根據第 36 頁，夏季時，全臺的氣溫狀況如何？ 

（夏季時，全臺氣溫普遍炎熱，氣溫都超過 15 度。） 

2. 根據第 36 頁，冬季時，臺灣的北部和南部在雨量和

氣溫上有什麼差異？ 

（冬季時，臺灣北部比南部多雨且氣溫較低） 

3. 根據第 37 頁，從地形上來說，山地和平地的雨量和

氣溫有什麼差異？ 

（山地雨量較多，氣溫比平地低。） 

四、分組活動 

1. 請學生分組，利用課本第 36 頁的雨量氣溫圖，分別

計算： 

(1) 南部恆春夏季（5、6、7 月）平均雨量和氣溫？ 

（恆春夏季平均雨量約 295mm、氣溫約 27 度。）  

(2) 南部恆春冬季（11、12、1 月）平均雨量和氣溫？ 

（恆春冬季平均雨量約 36mm、氣溫約 22 度。） 

(3) 北部基隆夏季（5、6、7 月）平均雨量和氣溫？ 

（基隆夏季平均雨量約 231mm、氣溫約 26 度。）  

(4) 北部基隆冬季（11、12、1 月）平均雨量和氣溫？ 

（基隆冬季平均雨量約 359mm、氣溫約 18 度。）  

(5) 夏季時，南部和北部平均雨量的差異是多少？平

均氣溫的差異大約是多少？ 

（平均雨量相差約 64mm、氣溫相差約 1 度。）  

(6) 冬季時，北部和南部平均雨量的差異是多少？平

均氣溫的差異大約是多少？ 

（平均雨量相差約 323mm、氣溫相差約 4 度。） 

2. 歸納各組計算結果。 

3. 利用課本第 37 頁雨量氣溫圖，分別計算： 

(1) 阿里山夏季（5、6、7 月）平均雨量和氣溫？ 

（阿里山夏季平均雨量約 626mm、氣溫約 13

度。）  

(2) 嘉義夏季（5、6、7 月）平均雨量和氣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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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夏季平均雨量約 291mm、氣溫約 27 度。）  

(3) 夏季時，山地和平地平均雨量的差異是多少？平

均氣溫的差異大約是多少？ 

（平均雨量相差 335mm、平均氣溫相差 14 度。） 

五、統整活動 

教師透過以下問題讓學生自己建構本節課的學習重點： 

1. 家鄉的氣候特色與所在的地理位置有什麼關聯？ 

（地形、氣候。） 

2. 家鄉的氣候特色與所處的地形有什麼關聯？ 

（高度愈高、氣溫愈低。） 

 

課程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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