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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地圖是將地球表面的各種地理事物和現象加以綜合，按照一定的數學法則建

立地球和平面間的相互聯繫，用符號、文字和顏色把地球空間現象表現在平面上

的圖形。可能很多人認為地圖並不需要特別去學習就可使用，但事實上地圖比實

地要小許多倍。繁多的地面事物不可能全部反映在地圖上，只有進行一定的取舍

(選擇)和概括(綜合)，地圖才有可能清晰、易讀。所以很多人可以使用地圖，但

並不代表他們真的能讀懂地圖、快速並準確地運用地圖。本課件目的是為了讓學

生了解地圖是包含眾多學問所繪畫而成的。 
 
本課件特點是使用電腦多媒體、電子地圖、動畫及模型等多媒體手段結合教

學。如 Microsoft PowerPoint 的講義及圖片展示。有效減少傳統教師教學時地圖

轉換及抄寫筆記時所花的時間。還有通過結合傳統地圖與“澳門地圖通”電子地圖

輔助教學，特別是比例尺部分，把練習題目的設計交給學生，將知識應用在實踐

上，增加他們的動手能力。做法是讓學生在傳統地圖中隨便找出喜歡的地點，通

過比例尺求出它們之間的實地距離，再通過電子地圖印證他們的結果是否正確，

由於題目是由學生自行設計，讓他們明白這些知識是他們日常生活中能經常用，

亦起着提高學習興趣的作用。 
 
由於不同比例尺的地圖，圖幅大小不同；傳統地圖教學，教師要經常轉換不

同比例大小的地圖，本課件利用電子地圖，可根據需求隨意放大縮小，方便學生

作直觀的比較。而地圖的圖例部分，傳統地圖往往因為圖例過多會造成地圖閱讀

上的不便，但使用電子地圖則可以根據需要選擇不同的圖例，以減少地圖上圖例

過多而造成的閱讀困難。另外等高線過去一直都是地圖教學中的難點，這裏使用

動畫與模型結合的方式教學，使這部分變得簡單易懂。最後借助互聯網方便而廣

大的功能，說明現在互聯網上有眾多的電子地圖，多數圖文並茂，方便人們查找

資料，鼓勵學生多利用，提高學生對使用地圖的興趣。 

 

我校推行“生本教育＂理念，今年已邁入第三年。在“生本＂理念的帶領

下，除了上面介紹過，讓學生親手設計比例尺題目外，還在學會了地圖三要素後

設計了另一個“高度尊重學生＂和“全面依靠學生＂的課堂練習－繪畫我校三

樓平面圖。“生本＂認為兒童是天生的學習者，兒童人人可以創新。該練習在學

生分組後，根據教師提供的工作紙內容，由小組們自行討論設計工作分工、使用

工具、測量過程及方法、地圖繪畫方法及圖例註記等設計。盡量由各小組們自行

完成，教師退在一旁，只作為輔助及提醒的角色，當學生遇到真正不能解決的問

題時才給予適當的指引。讓學生們在先理解，再從做中學習。達到“把課堂還給

學生＂的生本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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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計劃內容說明 

 
教學課題： 

地圖的認識及

應用 

教科(參考)書： 
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

驗教科書  地理  七

年級上冊 

教具： 
電腦 PowerPoint 課件、

投影機、地球儀、澳門

地圖、電子地圖、指南

針、軟尺、直尺、等高

線模型等 

授課課時：11 課時 

教學評量：通過課堂觀察、提問、課堂練習、習題作為及小組畫圖評量標準。 

教室／板書設計： 

地圖的認識及應用 

一. 地圖 
    地圖三要素－比例尺、方向、圖例 
    1.比例尺＝圖上距離比實地距離縮小的程度 
    公式為：比例尺＝圖上距離 ÷ 實地距離 

    2.表示形式有：直線式、數字式和文字式 
二. 地圖上的方向 
    方向：東、南、西、北、東北、東南、西北、西南 
三. 地形圖的判讀 
    1.地面高度的計算方法－海拔(絕對)高度和相對高度 
    2.等高線－相同海拔的點連接成線 

3.等高線地形圖 
    山地常見地形－山頂、山脊、山谷、鞍部、陡崖 
    4.分層設色地形圖 
教學目標： 

知：1.在地形圖上認別高原、山地、盆地、丘陵、平原這五種地形。 
情：1.能夠根據使用目的(例如旅遊)確定所選擇的地圖類型及其比例尺。 
    2.舉例說明一至兩種現代高科技地圖(例如遙感圖像和電子地圖等)及

其在日常生活中的用途。 
技：1.能夠在地圖上依據經緯網或者指向標等確定方向。 
    2.在地圖上測量兩點間直線距離，並根據比例尺換算成實地距離。 
    3.能夠在等高線地形圖上估算某個地點的高程。 

教學重點： 
    1.了解地圖是將地球表面的各種地理事物和現象加以綜合，用符號、文字和

顏色把地球空間現象表現在平面上的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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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明白地圖比實地要小許多倍。這樣，繁多的地面事物不可能全部反映在地

圖上，只有進行一定的取捨(選擇)和(綜合)，地圖才有可能清晰易讀。 
    3.學會閱讀地形圖及一些規定的圖式符號所表示的地形。 
教學難點： 
    1.地圖的比例尺又叫縮尺，是圖上的距離比實地距離縮小的程度。學會計算

圖上距離相對於實地距離縮小的倍數。 
    2.學會等高線的原理，掌握並能運用等高線地形圖所反映的地面高低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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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 

第一課時 

教學活動 教學程式 
(教學目標) 

時

間 老師教學活動 學生活動 
備註／目

標評核 

(一). 導入 10’ 

提問、讓學生討論，導入地圖這一章： 
1. 同學們，大家好！今天我們將學習一課新書－

－地圖。 
2. 大家可能在學本章節以前已經使用過地圖。而

且在其他的科目：如歷史、數學科上也會用到

地圖。但，大家真的對地圖完全了解嗎？ 
3. 提醒學生，地圖包括很多知識。要完全掌握地

圖的知識及使用，需要努力學習。 
4. (PPT p.1~2)大家知道甚麼叫地圖嗎？它有甚麼

用途？請舉例說明。 

1. 略。 
 
 

2. 聆聽及回

應。 
 

3. 聆聽。 
 

4. 討論及回

答。 

提 問 學 生

對 地 圖 的

瞭解，以提

高 學 習 本

章的興趣。

(二) 內容 
甲. 認識地

圖 的 用

途 及 種

類 

15’ 

承接前面導入有關地圖的問題講述： 
1. 講述： 

剛才我們提到。例如當我們要知道某個城市或

地方時，我們可以通過地圖來找出它的位置。

2. 講述： 
另外地圖還會提供很多其他有用的地理信

息，例如去旅行時會經常使用地圖，但大家不

一定能使用好地圖。 
3. 介紹： 

不同的地圖，它所要表示的訊息並不一樣。因

此，我們要學會使用不同的地圖。例如，○1 用

來表示國家和地區的地圖叫甚麼？○2 還有，如

果大家去到“海洋公園”，你要知道過山車在

哪？你會怎麼辦？○3 還有，你要去 香港“迪士

尼”，當坐船到了香港港澳碼頭後，如何坐車

才能到達？ 
4. (PPT p.3)板書： 

地圖種類很多，如政區圖、交通圖等。 
5. (PPT p.4~6)轉折深入： 

除了上面所介紹的地圖外，我們在第三章會學

習天氣，我們要應用到天氣圖。還有，地球表

面凹凸不平，在地圖上如何表示？ 

 
1. 聆聽。 
 
 
2. 聆聽。 
 
 
 
3. 聆聽、討

論及回

答：○1 政

區圖。○2

找 “海洋

公園”遊

樂地圖。

○3 找香港

交通圖。 
4. 記錄。 
5. 思考回

答：用顏

色表示。 
 

1. 樹立地

圖的基

本概

念。 
2. 通過簡

單的例

子讓學

生認知

地圖在

日常生

活中經

常被應

用。 
3. 提高學

生學習

的興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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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講述： 
對！用顏色來表示地表高低起伏的叫地型

圖。以上所講到的地圖，以後在我們的課堂都

會經常用到。 
7. 板書： 

天氣圖、地型圖。 

 
 

8. 展示 “中國地型圖”： 
在我手上有一張中國地型圖，大家能從圖中顏

色區分－紅色越深，代表海拔越高。相反，綠

色越深，代表海拔越低。 

6. 聆聽、記

錄。 
 
 

7. 同 6.。 
 
 
 
 
 
 
 
 
 
 
 
 
 
 
 
 
 
 
 
 

8. 觀察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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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進一步提高： 
事實上還有多種多樣的地圖，如衛星雲圖、氣

候圖、日照圖等。可能大家會擔心這麼多地

圖，就需要花很長時間才能學會使用。但其實

我們只要掌握地圖的基本要素，就可以使用任

何類型的地圖。 

 
 
 
 
 
 
 

9. 聆聽思

考。 

乙. 瞭解地

圖的成

圖原理

及意義 

12’ 

1. 介紹： 
任何的地圖都會有一些共同的要素！我來介

紹一下。 
2. (PPT p.7)講述： 

地圖中有三個很重要的要素，我們稱 “地圖三

要素”。即比例尺、方向和圖例。 
3. 強調： 

任何地圖都必須有 “地圖三要素”！如果缺少

任何一樣，這張地圖都不能說是完整！一張不

完整的地圖，我們使用時就須要多加小心。 
4. 思考提問： 

有誰知道甚麼是 “比例尺”？強調地圖中比例

尺是非常重要的！ 
5. 舉例說明： 

利用玩具模型作例子。提示大家平常所玩的模

型或玩具中，有哪些是仿照實物縮小造成的？

玩具廠是按甚麼原則縮小呢？ 

1. 聆聽。 
 
 

2. 記錄。 
 
 

3. 思考。 
 
 
 

4. 討論、回

答。 
 

5. 回答：按

比例縮

小。 
 
 
 
 
 

1. 瞭解地

圖比例

尺的意

義及原

理。並

解釋任

何地圖

都要按

比例尺

來計算

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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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講述： 
例如我手上的玩具車，它的比例是 1 比 87。

即是說，把真車縮小 87 倍後，就造了如我手

上大小的玩具車。所以同理，地圖中 “比例尺”
的意思就是， “圖上距離” 與 “實際距離” 縮

小的程度。 
7. 深入加強： 

例如在我手上有 1 張中國地圖，比例尺為 1
比 12,000,000。即這張地圖比原來縮小了多少

倍？ 
8. 能力提高： 

大家再來想一想，比例尺是用來表示地圖與實

際縮小的程度。那麼，會否有人按比例，把地

圖放大得比實際還要大的呢？這樣有意義

嗎？ 
9. 講述： 

如果我們把地圖放大得比實際還要大是沒意

義的。如果地圖比實際還要大，那麼我們為甚

麼不直接去看實際的環境呢？所以，所有地圖

的比例尺，都是表示地圖比實際縮小的程度，

而不會有放大的程度。 
10. 講述解釋： 

由於比例尺是表示地圖縮小的程度，所以比例

尺又叫 “縮尺”。 
11. 板書： 

比例尺－縮尺。 

 
 
 
 
 
 
 
 
 
 
 

6. 聆聽、記

錄。 
 
 
 
 

7. 思考回

答：縮小

了

12,000,00
0 倍。 

8. 思考回

答：不

會，沒意

義。 
9. 聆聽思

考。 
 
 
 
 

10. 聆聽。 
 
 

11. 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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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總結 3’ 

回顧和總結講述： 
1. 地圖是將地球表面的各種地理事物和現象加

以綜合，按一定數學法則建立，用符號、文字

和顏色把地球空間現象表現在平面上的圖形。

2. 表示圖上距離與實際距離縮小的程度，就是比

例尺。比例尺又叫縮尺。 

聆聽與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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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時 

教學活動 教學程式 
(教學目標) 

時

間 老師教學活動 學生活動 
備註／目

標評核 

(一). 導入 4’ 

1. 提問回顧上堂所學： 
我們上一堂介紹過地圖在日常生活中經常應

用。地圖種類很多，我們要根據需要選擇合適

的地圖。但是為甚麼會有各種各樣的地圖？試

想想，如果我們把所有地理事物都畫在地圖

中，會有甚麼後果？ 
2. 展示上一堂課的例圖。讓學生回憶之前所學。

1. 思考回

答：地圖

會變得很

混亂。 
 
 

2. 觀察聆

聽。 

1. 提 問 學

生 對 地

圖 的 認

識 及 比

例 問

題，回憶

上 堂 所

學。 

(二) 內容 
甲. 認識地

圖 比 例

尺 的 三

種 形 式

及 互 換

和 計 算

方法 

20’ 

1. 很好！各位同學對上一課所學的內容還記得

很清楚。今天我們會進一步學習地地圖比例尺

的形式、互換和計算。 
2. 思考提問： 

要用好地圖，必須學好 “地圖三要素”，即比

例尺、方向、圖例。大家還記得甚麼是比例尺。

3. (PPT p.7)板書： 
比例尺＝圖上距離÷實際距離 

4. 講述： 
另外，比例尺也可以用分數形式表示。 

板書：圖上距離÷實際距離 → 
實際距離

圖上距離  

5. 轉折深入： 
比例尺常有三種形式，分別是 “數字式”、“直

線(線段)式” 和 “文字式”三種。 

1. 聆聽。 
 
 

2. 思考回

答：圖上

比實際縮

小的程

度。 
3. 聆聽、記

錄。 
4. 同 3.。 

 
5. 記錄。 

 
 
 
 
 
 
 
 
 
 
 
 
 

1. 加 強 對

比 例 尺

的 認

識。 
2. 學 會 比

例 尺 的

三 種 不

同 表 示

方 法 及

相 互 轉

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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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線式：直線式：

數字式：數字式：

圖上1厘米代表實地距離
40 000 000厘米

文字式：
圖上1厘米代表實地距離
40 000 000厘米
圖上1厘米代表實地距離
40 000 000厘米

文字式：

以上三個比例尺在數值上是一樣的，而表示方

法則是可以相互轉換。 
6. 解釋講述： 

從上式可見，“數字式”比例尺為 
1：40000000，意思為圖上距離 1cm，代表實

地距離 40000000cm。轉換為“文字式”，只須

用文字說明，圖上 1 厘米代表實地距離

40000000 厘米。而要轉為“直線式＂，則需要

在地圖上畫出長 1 厘米的直線，再寫出代表的

實際距離。 
7. 深入提高： 

但大家要留意，在“直線式＂比例尺中，一般

習慣使用千米(公里)作為長度單位。如上面例

子，40000000 厘米＝400 公里。 
8. 課堂練習： 

請一位同學上來嘗試把三種比例尺的形式相

互轉換。 

9. (PPT p.8)舉例說明： 
看台灣地圖，圖中比例尺就是以直線(線段)式

 
 
 
 
 
 
 
 
 
 

6. 聆聽及記

錄。 
 
 
 
 
 
 

7. 注意。 
 
 
 

8. 學生練

習。 
 
 
 
 
 
 
 
 
 
 
 
 

9.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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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意思為圖上 1 厘米代表實際 40 千米。

乙. 了解不

同地圖

比例尺

的差異

和計算

方法 

12’ 

1. (PPT p.9)轉折深入： 
為甚麼我們一定要學會使用比例尺呢？舉個例

子，假設我們手上有 2 張不同比例尺的地圖，

圖上距離都是 8cm，它們代表的實際距離相同

嗎？ 
2. (PPT p10~11)思考提問： 

PPT p.10，在 1：40000000 的中國地圖中，烏

魯木齊至廣州的圖上距離為 8cm。另外 PPT 
p.11，在 1：200000000 的世界地圖中，香港至

巴西的圖上距離又是 8cm。那麼，烏魯木齊至

廣州，香港至巴西的實際距離是一樣嗎？ 

 
3. (PPT p12~14)解釋： 

在 1：40000000 的中國地圖中，烏魯木齊至廣

州的實際距離為 3200km。 
 

1. 思考回

答：不相

同。 
 
 

2. 思考回

答：不一

樣。 
 
 
 
 
 
 
 
 
 
 
 
 
 
 

3. 思考聆

聽。 
 
 

1. 了 解 不

同 比 例

尺 地 圖

代 表 的

實 際 距

離 是 並

不 一 樣

的。 
2. 明 白 一

張 地 圖

只 有 唯

一 的 一

個 比 例

尺 。 不

同 地 圖

的 比 例

尺 是 可

以 通 過

計 算 轉

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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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PT p15)隨堂練習： 
大家試計算出在 1：200000000 的世界地圖中，

圖上 8cm 代表實際距離為多少？ 
5. 讓大家計算後講述： 

很明顯，雖然同樣是 8cm。但在 1：40000000
和 1：200000000 的地圖中，它們的實際距離是

不一樣的。由此說明，在同一張地圖中，只有

且僅有一個比例尺。不同的地圖，可以有不同

的比例尺。但不同比例尺的地圖不能直接拿來

對比，須要計算。我會在下一堂跟大家介紹如

何比對不同比例尺的大小。 

4. 計算結

果。 
 

5. 記錄。 

(三). 總結 4’ 

1. 比例尺＝圖上距離÷實際距離 
2. 比例尺常有三種形式，分別是 “數字式”、“直

線(線段)式” 和 “文字式”三種。 
3. 使用不同比例尺的地圖，要留意它們之間的比

例是否相同。只有相同比例的地圖，才能相互

直接比較大小和距離。 

聆聽與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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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時 

教學活動 教學程式 
(教學目標) 

時

間 老師教學活動 學生活動 
備註／目

標評核 

(一). 回顧  
複習 

7’ 

提問回顧上堂所學： 
提醒學生比例尺是本課文的重點及難點。所以會花

較多時間在複習上一堂所學。 
1. 甚麼是比例尺？ 
2. 比例尺有那三種形式？ 
3. 同 1 張地圖上有多少個比例尺？ 
4. 不同地圖的比例尺可以不同嗎？ 

學生回答： 
1. 略 

1. 回 憶 上

兩 堂 所

學 

(二). 內容 
甲. 複習及

進 一 步

學 習 地

圖 比 例

尺 的 計

算 

10’ 

1. 強調比例尺的重要性舉例說明： 
假如從我們學校到觀光塔，在澳門地圖的圖上

距離為 11cm，而在世界地圖中澳門到阿根廷

又是 11cm。大家想想，從我們學校坐巴士到

觀光塔只要大半個小時。但我們是否又能坐巴

士到阿根廷呢？ 
2. 解釋： 

很明顯，如果地圖沒有了比例尺。我們根本不

可能知道它所代表的實際距離。只有通過比例

尺，我們才能根據實際情況選擇合適的交通工

具或到達方法。 
3. 課堂練習： 

回顧上一堂所學有關比例尺的計算，要求學生

再次計算比例尺，鞏固之前所學。 

 
 

1. 思考討

論。 
 
 
 
 
 

2. 理解。 
 
 
 
 

3. 計算練

習。 

1. 複習鞏

固比例

尺的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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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實際應

用地圖

來查找

地理事

物及量

算距離 

20’ 

1. 進一步深入練習： 
利用澳門政府製的旅遊地圖，要求學生嘗試在

旅遊地圖上找出學校和自己的家，並用顏色筆

圈起來。 

 
2. 在地圖中試量度計算各人自己的家至學校的

圖上距離和計算實際距離。 

 
3. 講述： 

利用實物投影儀，隨機選一位同學作為代表，

用他自己的家及學校位置展示出來並與同學

們分享數據。接着讀出它們之間的圖上距離，

通過比例尺要求大家一起試計算出實際距離。

 
 
 
 
 

1. 小組討

論、動手畫

圖。 
 
 
 
 
 
 
 
 
 
 
 
 

2. 分組活

動，計算自

己的家至

學校的圖

上及實際

距離。 
 
 
 
 
 
 
 

3. 討論、計

算。 

1. 嘗試親

身使用

地圖。

找出自

己的家

及學校

所在，

並通過

已學知

識計算

出兩者

之間距

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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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總結 3’ 

回顧總結講述： 
1. 比例尺公式。 
2. 比例尺的計算。 

聆聽、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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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時 

教學活動 教學程式 
(教學目標) 

時

間 老師教學活動 學生活動 
備註／目

標評核 

(一). 回顧  
複習 

10’ 

提問回顧上堂所學： 
1. 比例尺公式。 
2. 全班複習。小測比例尺的計算。 
3. 請一位同學上來向大家講述並寫出答案，讓全

班一起評審答案是否正確。 

 

學生回答： 
1. 回答。 
2. 計算複

習。 
3. 一起討論

評議。 

1. 回 憶 上

兩 堂 所

學 

(二). 內容 
甲. 比例尺

的大與

小。 

12’ 

1. 導入新課： 
不同的地圖，它們的比例尺很多時也不同。展

示 2 張不同比例尺的中國地圖。讓學生判斷誰

大誰小。 
2. 舉例說明： 

利用模型車作例子，說明。比例尺是 1 個分數；

分母越大，數值越小。反之，分母越小，數值

越大。同理，地圖比例尺也是用相同道理來判

斷大小的差別。 

 
3. 隨堂練習： 

找同學即場舉例說明並考考大家。 

1. 思考判

斷。 
 
 

2. 聆聽理

解。 
 
 
 
 
 
 
 
 
 
 

3. 練習。 
 

1. 學 會 不

同 的 地

圖 ， 它

們 使 用

的 比 例

尺 不 一

定 相

同。 
2. 學 會 比

較 比 例

尺 的 大

與小。 
3. 明 白 比

例 尺 對

表 示 範

圍 和 內

容 詳 細

程 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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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展示不同比例尺的中國地圖解釋說明： 
為甚麼要學會判斷不同比例尺的大小。原因是

在使用地圖時，比例尺會影響地圖的解析度。

比例尺太大，地圖內容詳細，但表示的範圍會

減少；比例尺太小，雖然能表示較大範圍，但

內容會變得簡略。所以在使用地圖前應考慮目

的地的範圍及對內容詳細程度的需求，選用合

適的比例尺地圖。 

4. 聆聽理

解。 
影響。 

乙. 比例尺

的放

大、縮

小 

10’ 

1. (PPT p.16)轉折深入： 
有時，當地圖的比例尺不適合使用時，我們可

以把地圖放大或縮小。那麼，當地圖被放大或

縮小時，比例尺會如何？ 
2. (PPT p.17)利用電子地圖解釋： 

當放大或縮小地圖時，比例尺會跟着被放大和

縮小。 
3. 深入解釋： 

雖然比例尺在放大或縮小時，數值或長度會改

變。但它代表的實際距離，始終不變。 
4. (PPT p.18)比例尺放大與縮小的計算： 

1. 思考回

答：略。 
 
 

2. 聆聽思

考。 
 

3. 思考理

解。 
 

4. 同步計

算。 
 

1. 理 解 地

圖 被 放

大 縮 小

時 ， 比

例 尺 也

會 跟 着

變化。 
2. 學 會 比

例 尺 放

大 與 縮

小 的 計

算。 

丙. 比例尺

放大與

縮小練

習 

5’ 
1. (PPT p.19~20)課堂練習： 
2. 請一位同學上來向大家講述並寫出答案，讓全

班一起評審答案是否正確。 

1. 練習。 
2. 討論與評

議。 

1. 回憶比

例尺放

大與縮

小的計

算。 

(三). 總結

練習 
3’ 

1. 數字式、直線(線段)式和文字式的互換。 
2. 通過比例尺計算實際距離。 
3. 比例尺的放大與縮小。 

聆聽、回憶  



地圖的認識及應用 
地理 

2008/2009 學年教學設計獎勵計劃獲獎作品 19

第五課時 

教學活動 教學程式 
(教學目標) 

時

間 老師教學活動 學生活動 
備註／目

標評核 

(一). 回顧  
複習 

5’ 

提問回顧上堂所學： 
1. 可能部分學生計算比例尺時，會因為圖上距離

是用厘米，而實際距離為公里，在單位換算上

出現問題。提醒同學們厘米與公里在數值上的

差異。 
2. 板書： 

1 公里＝100000 厘米。 
3. 比例尺公式。 

學生回答： 
1. 聆聽。 

 
 
 

2. 記錄。 
 

3. 回憶。 

1. 回憶上

一堂所

學。 

(二). 內容 
甲. 比例尺

計算練

習 

10’ 

1. 佈置比例尺練習： 
為了加深有關比例尺的計算及應用。讓學生以

分組形式，先把澳門地圖發給各組。要求各組

在地圖中隨意找幾個他們喜歡的地點。再把這

些地點用直線或按街道走向連接起來，量度出

各線段的長度，再計算出它們的實際距離。 
2. 檢查並督促各組量度地圖及計算實際距離。 

1. 分 組 量

度 ， 計

算。 

1. 把比例

尺計算

的練習

題目由

學生來

自行設

計。 

乙. 各組公

佈自行

設計的

題目 

10’ 

1. 讓各組把他們自己設計的題目公報出來。 
2. 在各組中選擇大約 5~10 題由學生設計的題目

並寫在黑板上。 
3. 分發小測紙，向學生說明本堂練習的習題會作

為測驗的參考，及有可能應用在大測之中。要

求學生把教師寫在黑板上的題目作為本堂所

有人的練習題目。 

1. 記錄與計

算。 

1. 以即堂

由各組

設計出

來的比

例尺題

目作為

本堂練

習。 

丙. 各組公

佈答案

及檢驗

結果 

10’ 

1. 回收小測紙。 
2. 找回由教師選出題目的小組，要求他們把自己

的答案向全班公報和解答。 
3. 利用“澳門地圖通”，即時與公報答案的小組一

起檢驗他們的答案是否正確。 

1. 一起監察

檢驗其他

小組的答

案是否正

確，並即

時指正。

1. 檢驗其

他小組

及自己

計算的

答案是

否 正

確。 

(三). 總結 5’ 
1. 重溫比例尺公式。 
2. 總結學生在計算比例尺時容易犯錯的地方。 

聆聽，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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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課時 

教學活動 教學程式 
(教學目標) 

時

間 老師教學活動 學生活動 
備註／目

標評核 

(一). 回顧  
複習 

4’ 
提問回顧上堂所學： 
1. 比例尺公式。 
2. 比例尺互換時要注意長度單位的轉化。 

學生回答： 
1. 回憶。 

1. 回憶上

一堂所

學。 

(二). 內容 
甲. 地圖上

的方向 
7’ 

1. 導入新課提問： 
甚麼是地圖三要素？ 

2. 引導講述： 
我們花了很長時間學習比例尺部分，今天我們

開始學習新內容－地圖的方向。 
板書：地圖的方向 

3. (PPT p.21)解釋： 
當我們要到達目的地時，一定須要知道方向，

只有方向正確，我們才能順利到達目的地。 
4. 講述： 

我們人類發明了方向，其中最常聽到的有 4
大方向－東、南、西、北。在 4 個大方向的基

礎上再發展出東北、東南、西北、西南。以上

8 個是我們生活常見的方向。 

 
5. 思考提高、提問： 

如果某地方向位於北與東北之間，我們又如何

形容呢？ 
6. 解答： 

位於北與東北之間的方向，我們會稱為東北偏

北或東北偏東，視符該方向偏北或偏東北多

些。另外，還會有另一種叫法－東北北、東北

東。 

1. 思考回

答。比例

尺、方向

和圖例。

2. 聆聽。 
 

3. 聆聽。 
 
 

4. 記錄。 
 
 
 
 
 
 
 
 
 
 
 

5. 思考回

答：略。

 
6. 聆聽理

解。 
 
 
 
 
 

1. 了解學

習方向

的 意

義。 
2. 明確地

圖中常

用的 8
個方向

名稱。

3. 明白根

據對方

向精度

的 要

求，有

不同表

示 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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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深入提高： 
假設我們要求的方向比東北偏北還要更準

確，可以怎樣表達？ 
8. 深入解釋： 

例如飛機、輪船航行時，要求方向的精度很

高。這時，就會使用數學中的角度來表示。把

東、南、西、北轉化為 360°。例如前進方向為

正東，就是 90°，正南就是 180°，正西是 270°。

9. 思考提問： 

那麼正北為多少度？ 

 
 
 
 
 
 
 
 
 
 
 

7. 思考回

答：略。

 
8. 記錄。 

 
 
 
 

9. 思考回

答：0°或

360°。 

乙. 地圖中

三 大 類

表 示 方

向 的 方

法 及 認

識 

15’ 

1. (PPT p.22)介紹說明： 
按表示方向的方法，可把地圖分為 “一般地

圖”、 “指向標圖” 和 “經緯網圖” 。 
2. (PPT p.23~24)指圖說明： 

一般地圖的方向習慣是上北下南，左西右東。

3. (PPT p.25) 指圖說明： 
有指向標地圖則根據指向標來確定方向。 

4. (PPT p.25~26) 指圖說明： 
有經緯網的地圖，可根據經緯網特有的方向性

來判斷方向。 
5. (PPT p.27~31)課堂練習： 

指導學生指出 PPT p.27~31 圖中各點之間的方

向關係。 

1. 聆聽。 
 
 

2. 思考理

解。 
3. 同上。 

 
4. 同上。 

 
 

5. 思考回

答：略。

1. 了解不

同地圖

表示方

向的方

法。 
2. 學會在

不同地

圖中如

何確定

方向。

丙. 認識指

南 針 的

原 理 及

12’ 
1. 引導提問： 

有誰能即時指出課室的東、南、西、北四個大

方向在那裡？在陌生的環境如何定方向？有

1. 思考回

答：略。

 

1. 認識指

南針的

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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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方

法 
那個工具能幫我們確定方向？ 

2. (PPT p.32)講述指南針的組成部分。把指南針

發給學生觀察及使用。 
3. 利用實物投影儀講述： 

把指南針平放桌面，待指針停止轉動，這時指

針紅色部分指着的方向為北方。 
4. 解釋指南針原理： 

地球的地核部分為鐵質物質，本身帶有磁性，

在地球形成磁場；而指南針內的指針為磁鐵，

所以指針與地球的磁場從合，因此不管如何轉

動指南針，只要水平放好，指針最後都會與地

球磁場的方向保持一致。所以能指示方向。 

 
5. 深入提問： 

指南針一定準確嗎？在甚麼情況下會不準

確？ 
6. 解釋說明： 

當指南針沒法保持水平，或受到其他磁場影

響，或者磁針受磁等，都會令指南針變得不準

確。所以使用指南針時，一定要小心在沒有以

上影響的情況下使用，指南針才會準確。 

 
2. 觀察研

究。 
3. 觀察聆

聽。 
 

4. 聆聽理

解。 
 
 
 
 
 
 
 
 
 
 
 
 
 
 

5. 思考回

答：不一

定。略。

6. 聆聽理

解。 

2. 了解指

南針的

工作原

理。 
3. 學會指

南針的

使用。

4. 明白影

響指南

針工作

的 情

況。 

(三). 總結 2’ 
1. 地圖上的 8 大方向。 
2. 地圖上常用的 3 種表示方向的方法。 
3. 指南針的原理及使用方法。 

聆聽、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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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課時 

教學活動 教學程式 
(教學目標) 

時

間 老師教學活動 學生活動 
備註／目

標評核 

(一). 回顧  
複習 

2’ 

提問回顧上堂所學： 
1. 地圖上的 8 大方向。 
2. 地圖上常用的 3 種表示方向的方法。 
3. 指南針的原理及使用方法。 

聆聽、回憶。
回 憶 上 一

堂所學。 

(二). 內容 
甲. 指南針

與 地 圖

結 合 使

用 

30’ 

1. 轉折導入： 
把地圖和指南針結合使用，我們除了能確定方

向外，還能知道和比較各地理事物之間的位置

及方向。 
2. 興趣提問： 

有誰能在課室中指出“觀光塔” 的方向？ 
3. 分析講述： 

剛才的問題各人有眾多的答案，有人指東，有

人指西。又有人指南、指北。到底誰是正確的

呢？ 
4. 每小組分發地圖和指南針。 
5. (PPT p.33~37)正置地圖： 

先複習指南針的使用方法，再把指南針的北方

與地圖的北方保持一致，就是正置地圖。 

 
6. 讓學生自行正置地圖。教師巡視和及時輔導。

7. 回顧剛才練習講述： 

1. 聆聽。 
 
 
 

2. 思 考 回

答：略。

3. 聆聽。 
 
 
 

4. 拿 取 地

圖，指南

針。 
5. 觀 察 思

考。 
 
 
 
 
 
 
 
 
 
 
 
 
 

6. 略。 
7. 聆聽，回

1. 回憶指

南針的

使用方

法。 
2. 學會正

置 地

圖。 
3. 學會結

合指南

針和地

圖，能

在現實

找出目

的地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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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指導講述指南針和地圖的正置方法。強調

磁針北和地圖北一定要一致！ 
8. 思考提問： 

如果磁針和地圖存在角度偏差，在長距離航行

時，會發生甚麼問題？ 
9. 隨堂練習： 

○1 在澳門地圖中找出我校和 “觀光塔”。並利

用正置好的地圖，試在課室中指出 “觀光塔” 
在我們課室的實際方向。 
○2 再嘗試指出 “拱北關閘” 的位置。 

10. 利用實物投影儀結合地圖、指南說明答案。 

憶。 
 

8. 會 偏 離

目的地。

 
9. 看 圖 指

出 “ 觀 光

塔 ” 和

“ 關 閘 ”
的位置。

 
 
 
 
 
 
 
 
 
 
 

10. 聆聽。 

乙. 認識在

地 圖 上

用 經 緯

網 來 確

定方向 

6’ 

1. 轉折深入： 
大家可有留意，地圖多是平面矩形。但地球卻

是橢球體。所以地圖在繪圖時會存在變形的問

題。 
一般在較小範圍內，這種變形很小，甚至可以

忽略不計。但在表示範圍較大的地圖中，如世

界地圖或半球圖中，這種變形就會十分明顯。

2. (PPT p.38)指圖講述： 

 

1. 聆 聽 思

考。 
 
 
 
 
 

2. 看 圖 判

斷。 
 
 
 
 
 
 
 

1. 了解地

圖在繪

圖時會

出現變

形的情

況。 
2. 知道不

是所有

地圖都

能用上

北 下

南，左

西 右

東。以

及指向

標來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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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A、B、C，3 點的位置各異!從經緯網一

課的知識所得，沿着經線，向着北極的方向為

北方。所以在 A 點的右面為北；B 點向上為

北；C 點則是左面為北。 
又如圖所見，不是所有地圖都可以用上北下

南，左西右東，或用指向標就能說明方向。相

對來說，用經緯網來表示方向就更準確。 
3. 思考提問： 

那麼，大家能說出 A、B、C 點的其他方向嗎？

4. (PPT p.39~40)回顧複習經緯網的概念。 

 
 
 
 
 
 
 

3. 回 答 ：

略。 
4. 複 習 已

學知識。

定 方

向。 
3. 明白並

掌握利

用經緯

網來確

定 方

向。 

(三). 總結 2’ 
1. 正置地圖。 
2. 利用經緯網來確定方向。 

聆聽、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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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課時 

教學活動 教學程式 
(教學目標) 

時

間 老師教學活動 學生活動 
備註／目

標評核 

(一). 回顧  
複習 

5’ 
提問回顧上堂所學： 
1. 正置地圖。 
2. 利用經緯網來確定方向。 

聆聽、回憶。
回 憶 上 一

堂所學。 

(二). 內容 
甲. 地圖常

見 的 圖

例 和 注

記 

10’ 

1. 導入新課講述： 
地圖三要素中，我們已學會了比例尺，方向。

還有最後一個－圖例。 
2. (PPT p.41)指圖介紹： 

當地圖中某些地理事物會經常重複出現，如果

全用文字來表示，會使地圖變得非常複雜。所

以我們可以設計一些圖案來代表某類地理事

物。這就是圖例。 
3. 轉折： 

但是，如果地圖中只有圖例，是否人人都會明

白各圖例代表甚麼事物？所以我們還設計了

注記。它的作用就是用來說明圖例代表的意

思。 
4. 報置學生自學： 

請同學們自學課本 p.14 及 p.96 中一些常見的

圖例及注記。 

1. 回 憶 地

圖 三 要

素。 
2. 思考。 

 
 
 
 
 
 
 
 
 
 
 
 

3. 聆聽。 
 
 
 
 

4. 自學。 

1. 了解圖

例及注

記的作

用。 
2. 自學地

圖中常

見的圖

例。 

乙. 繪畫學

校 平 面

圖 
20’ 

1. 佈置“地圖”這課相關練習： 
展示學校平面例圖，佈置學生以生本小組繪畫

學校平面圖。(畫圖要求見附件) 

聆聽要求，記

錄 和 提 問 有

關 畫 圖 的 問

題。 

報 置 學 生

們 有 關 畫

地 圖 的 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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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讓學生們自行設計比例尺、指向標和圖例。 
3. 提示學生畫圖應注意的要求。如如何求得比例

尺，方向，地圖所表示的範圍，地圖紙張大小，

顏色，分工，交件日期等。 
4. 讓學生們提問有關畫圖的問題。 

(三). 各小

組 自 行

討 論 分

工內容 

5’ 

1. 讓學生們自行討論各自的分工及應用的工

具。進行事前工作分配。 
2. 討論繪圖時，須要測量或記錄的資料。 
3. 如有問題可向老師提問。 

分組討論、提

問。 

討 論 提 問

有 關 畫 圖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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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課時 

教學活動 教學程式 
(教學目標) 

時

間 老師教學活動 學生活動 
備註／目

標評核 

(一). 回顧  
複習 

5’ 

回顧上堂所學： 
1. 提醒學生本堂目的，是在學校平台實際測量繪

圖所須的資料。要求他們在出發前明確要測量

或記錄的資料。 

聆聽、回憶。
回 憶 上 一

堂所學。 

(二). 內容 
甲. 提醒學

生 測 量

平 台 時

要 注 意

的事情 

10’ 

提醒學生須要注意的事情 
1. 測量時要注意安全。如小心摔倒，撞傷及割

傷。 

2. 要把握好時間及各人的工作分配。 
3. 由於在上課時間進行，注意聲量，不要吵到其

他班級。 
4. 發放指南針和預先準備好的工作紙，以防學生

在實地測量時忘了某些數據。 
5. 提醒學生量度單位為米(M)。 

聆聽、記錄。

明 確 實 地

測 量 的 內

容 及 注 意

安全。 

乙. 學生實

地 測 量

須 要 繪

畫 的 地

方 

20’ 1. 指導及督促學生測量。 
實地測量、活

動。 
量 度 須 要

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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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回課

室總結 
5’ 

1. 回收借給學生的指南針。 
2. 總結學生實地測量時所遇到的問題。 
3. 提醒學生可以利用課餘時間繼續實地測量。 
4. 提醒小組長督促組員要按時完成進度及分工

工作。 
5. 如有問題可向老師提問。 

聆聽、提問。
完 善 收 集

的數據。 

 



地圖的認識及應用 
地理 

2008/2009 學年教學設計獎勵計劃獲獎作品 30

第十課時 

教學活動 教學程式 
(教學目標) 

時

間 老師教學活動 學生活動 
備註／目

標評核 

(一). 回顧  
上堂工作 

3’ 

回顧上堂佈置工作： 
1. 提醒學生在上一堂已量度學校平台資料，小組

成員互相督促完成學校平面圖。並要求小組   

自我檢查地圖三要素是否準確。 

聆聽、回憶。
回 憶 上 一

堂所做。 

(二). 內容 
甲. 地圖的

高底起

伏 

8’ 

導入新課： 
1. 導入提問： 

現實世界各地都會有高低起伏，但地圖多為平

面。那麼，在地圖上如何表示現實世界中的高

低起伏？ 
2. 舉例說明： 

各位打開課本最後一頁的世界地圖，留意圖例

說明不同顏色表示的高度為多少？ 

3. 講述： 
在地圖中，我們會用米(M)作為高度單位。大

家還記得，現實中長度距離單位習慣是甚麼？

4. 轉折深入： 
大家應該都能理解，在地圖中可以利用不同顏

色表示不同的高度。但在繪畫地圖時，不同顏

色代表的高度，把它們區分的界線是如何確

定？ 
5. 解釋說明： 

當然，繪畫地圖時，不一定要親身實地量度高

度。可以由別人測量或利用現代科技，如飛機

拍照或衛星成象等。但一定要有足夠的數據才

能進行。當知道地面各點的高度後，我們就能

1. 思 考 回

答：利用

不同顏色

表示不同

高度。 
2. 讀 圖 回

答：略。

 
 
 
 
 
 
 
 
 
 

3. 聆聽，回

答：公里

(KM)。 
4. 思考、假

設回答。

 
 
 

5. 聆聽。 
 
 
 
 

1. 了解地

圖是可

以表示

現實地

形的高

低 起

伏。 
2. 知道地

圖表示

地形高

低起伏

的其中

一種方

法是利

用顏色

來 區

別。 
3. 明確在

地圖中

高度單

位為米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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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相同高度的點連起來畫成線。再利用這些線

作為分界線，填上不同的顏色來表示高度。 
6. 轉折： 

但大家要注意，在高度中我們又有絕對(海拔)
高度和相對高度兩種。下面我們深入介紹。 

 
 

6. 記錄。 

乙. 絕對

(海拔)
高度與

相對高

度 

8’ 

1. (PPT p.42)舉例說明： 
世界最高峰珠穆朗瑪峰高度為 8844.43 米，而

住在青藏高原上的居民卻說珠峰高 4000 多

米，同一珠峰為什麼會出現兩個高度值？而這

兩個高度值又是怎樣測出來的呢？ 
2. 舉例解釋： 

看來大家對絕對(海拔)高度和相對高度有一

定的認識。下面我們舉例詳細說明。計算高

度，需要考慮起點高度作為參考。我們用這張

圖解釋。 

(PPT p.43)甲地與海平面之間有一數值為 1500
米。乙地與海平面之間有一數值為 500 米。而

甲地與乙地之間有一數值為 1000 米。大家能

否說出這三個數值分別代表甚麼？ 
3. 引導思考提問： 

如圖，請問甲地的高度為多少？ 
4. 解釋： 

有些同學說甲地高 1500 米，也有人說 1000
米。其實剛才的提問是一個陷阱問題，因為兩

個答案可以說對，也可以說不對。為甚麼呢？

因為我的問題中我沒有說明到底是問絕對(海
拔)高度還是相對高度。 

5. 講述： 

1. 思 考 回

答：起算

點不同。

 
 

2. 看 圖 思

考 、 回

答、聆聽

及記錄。

 
 
 
 
 
 
 
 
 
 
 
 
 
 
 

3. 思 考 回

答：略。

4. 聆 聽 思

考。 
 
 
 
 

5. 聆聽、回

1. 認識絕

對 ( 海

拔 ) 高

度是指

某地的

水平高

度與海

平面之

間的垂

直 距

離。 
2. 認識相

對高度

是指某

兩地之

間絕對

( 海 拔 )

高度的

差。 
3. 學會判

斷絕對

( 海 拔 )

高度與

相對高

度的差

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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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甚麼叫絕對(海拔)高度？以甲地為例子，如

果由海平面作起點，到甲地的水平高度之間的

垂直距離，就叫絕對(海拔)高度。 
○2 而相對高度，就是指某兩個地方(除海平面

外)，它們之間絕對(海拔)高度的差，就是相對

高度。 
○3 例如誰能說出甲地與乙地之間的相對高度

為多少？乙地 500 米又是什麼高度？ 
6. (PPT p.45)回應之前提問、小結： 

剛才說珠穆朗瑪峰高度為 8844.43 米，這是說

明它的絕對(海拔)高度；而青藏高原的居民說

它只有 4000 多米，這是在說青藏高原與珠峰

的相對高度。 

答○3 、：

1000
米、乙地

的 絕 對

(海拔)高

度。 

丙. 等高

線、等

高距和

等高線

地形圖

的原理 

18’ 

1. 轉折講述等高線地形圖： 
剛才我們提到，在現實世界中地形高低不平，

盡管在地圖中已經用不同顏色表示不同的海

拔高低。但代表不同高度的顏色，它們的分界

線叫甚麼？是如何訂和定畫出來的？ 
2. (PPT p.46)導入等高線概念： 

板書並講述：等高線－相同海拔的點連接成

線。 
圖中，每一條曲線都是等高線，它們各自代表

一個高度。我們能從圖例和註記的數值中得知

各等高線代表的海拔高度。例如 “竹孖嶺”附

近的一條等高線數值 100，即表示它的海拔為

100 米。而且，在同一條等高線中，任何一點

的海拔高度都是相同的－即每點都是 100 米。

3. (PPT p.47)等高距： 

1. 思 考 回

答：略。

 
 
 

2. 聆聽、思

考。 
 
 
 
 
 
 
 
 
 
 
 
 
 
 
 
 
 

3. 看圖思考

1. 學會閱

讀等高

線及概

念。 
2. 學會等

高距的

判讀及

概念。

3. 學會判

讀等高

線地型

圖及成

圖 原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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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圖講述：繪畫等高線時，首先要確定等高線

的數量。但是等高線的數量，則由等高距來決

定。等高距是指每條等高線之間的海拔差距。

即等高線之間的相對高度。而且每張地圖，只

有一個等高距。等高距越大，等高線數量就越

少。相反，等高距越小，等高線的數量則越多。

4. (PPT p.48~50)講述等高線地圖成圖原理： 
利用動畫及模型解釋：把高出海平面的物件按

等高距畫成若干條等高線，再把多條等高線繪

畫在同一張地圖上，就會成為我們常見的等高

線地形圖。 

 

 

理解。 
 
 
 
 
 
 
 
 
 
 
 

4. 看 圖 理

解。 

(三). 總結 3’ 
1. 絕對高度與相對高度。 
2. 地圖中高度單位為米(M)。 
3. 等高線、等高距和等高線地形圖的原理。 

聆聽、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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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課時 

教學活動 教學程式 
(教學目標) 

時

間 老師教學活動 學生活動 
備註／目

標評核 

(一). 回顧  
上堂所學 

5’ 

回顧上堂所學： 
1. 絕對高度與相對高度。 
2. 地圖中高度單位為米(M)。 
3. 等高線、等高距和等高線地型圖的原理。 
4. 分發 “等高線地形圖” 練習紙(見附件 1)。提

醒學生自己先做，以後再對答案。 

聆聽、回憶。
回 憶 上 一

堂所做。 

(二). 內容 
甲. 山區常

見的五

種地形

和它們

在等高

線圖上

的表示

特徵 

18’ 

介紹新課： 
1. (PPT p.51)介紹山區常見的五種地形： 

利用等高線，我們能表示地形高低起伏。從等

高線的疏密狀況，我們能看出坡度的大小及變

化；一般來說，山區常見的地形有－山頂、山

脊、山谷、鞍部、陡崖等。這些地形在等高線

圖中的特徵也不一樣。 
2. (PPT p.52)指圖講述，山和山頂： 

等高線呈閉合曲線，數值中間高，四周低，為

山體；在等高線地圖中，三角形代表山頂，旁

邊的數值代表該山頂的海拔高度。 
3. 思考提問： 

中間高，四周低叫做山；那麼四周高，中間低

又叫甚麼？ 
4. (PPT p.53)指圖講述：山脊和山谷 

在山坡中，有兩種常見的地形山脊和山谷。 

山脊－等高線向低處凸出山脊－等高線向低處凸出山脊－等高線向低處凸出 山谷－等高線向高處凹入山谷－等高線向高處凹入山谷－等高線向高處凹入

○1 山脊是指由兩個坡向相反坡度不一的斜

坡相遇組合而成條形脊狀延伸的凸形地貌

 
1. 聆聽。 

 
 
 
 
 

2. 記錄。 
 
 
 

3. 思 考 回

答 ： 盆

地。 
4. 理 解 記

憶。 

 

 

 

 

 

 

 

 

 

 

 

 

1. 了解山

區常見

的五種

地形名

稱。 
2. 學會在

等高線

圖中分

辨出山

頂、山

脊、山

谷、鞍

部和陡

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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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在等高線地圖中，等高線由高處向

低處凸出。 
○2 山谷則是山脊之間低窪的部分。在等高

線地圖中，等高線由低處向高處凹入。 
5. (PPT p.54)明確山脊與山谷的地理意義： 

在現實中，山脊一般為分水嶺；山谷則為

集水處，因此，世界絕大多數河流都發育

於山谷。 
舉例說明分水嶺與集水處的分別：大家把

手掌拿出來，試想像把一杯水假設為雨

水，想像我們的手背為山脈，手指為山脊，

手指隙為山谷。我們把水倒在手背上，水

會流向那裡？水會怎樣流走？ 

6. (PPT p.55)隨堂練習： 
大家能在這張黃土高原的照片中找出哪些地

方是山脊？哪些地方是山谷？ 
7. (PPT p.56)鞍部與陡崖： 

○1 鞍部是指兩座山體之間凹陷的地方，由於形

狀似馬鞍，故名鞍部。 
○2 坡度陡峭的山坡叫陡崖。在等高線地形圖中

為多條等高線重合表示。 

 

 

 

 
5. 看 圖 思

考 、 理

解 。 回

答：略 
 
 
 
 
 
 
 
 
 
 
 
 
 
 
 
 

6. 看 圖 回

答：略。

 
7. 看 圖 理

解。 

乙. 分層設

色地形

圖 
5’ 

1. 轉折分析： 
還記得甚麼叫等高線？ 
如果我們把等高線地圖按一定高度填上顏

色，會變成怎樣？這種地圖叫甚麼？ 
2. (PPT p.57)指圖講述： 

把等高線地圖按一定高度填上不同顏色後，就

1. 回憶，思

考回答：

略。 
 

2. 聆 聽 思

考。 

1. 學會閱

讀分層

設色地

形圖。

2. 知道分

層設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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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分層設色地形圖”。從圖中我們能看見，

分層設色地形圖其實是等高線地圖的彩色

版。只不過利用顏色來區分高度，使人們能更

容易和更直觀來理解各地不同的高度。 

地形圖

是由等

高線圖

建位起

來的。

丙. 等高線

地圖隨

堂練習 
5’ 

1. (PPT p.58~59)隨堂練習： 
根據 PPT p.58 內容，每位學生都分發 “路環

地區地圖”。讓學生熟習等高線地圖的計算及

地形的判讀。 

練習，回答。
等 高 線 地

圖練習。 

丁. 地圖種

類眾

多，應

了解使

用目的

選擇合

適的地

圖 

5’ 

1. (PPT p.60~63)介紹講述： 
人們因應使用目的，製作了眾多不同種類的地

圖。只有選用合適的地圖，我們才能有效及時

地找到目標。 
例如旅遊時可利用旅遊地圖；找街道可借助交

通圖；隨着科技進步，還可利用飛機或人造衛

星作大範圍成圖，如用來監察森林變化或天然

災害的分佈。下圖為森林大火的太空衛星圖

像。 

(展示 “澳門地圖通”為例子) 還有電子地圖，

大家可嘗試在電子地圖中輸入自己家住大廈

名稱或街道名稱，找找自己的家。 

聆聽。 

1. 了解地

圖種類

眾多，

應根據

使用目

的，選

擇合適

地圖。

2. 知道除

了傳統

地 圖

外，除

着現代

科技進

步，電

子地圖

也是人

們常用

的 地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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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現在很多的汽車、飛機和船隻也安裝了

衛星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這也是電子地圖的一種。展示網上地圖 
http://www.gis.gov.mo/geoguide/pc/google/inde
x.html?&lat=22.2052728790157&Lon=113.543
958761744&zoom=18 

(三). 總結 3’ 

1. 山區常見的地形有山頂、山脊、山谷、鞍部和

陡崖。 
2. 山區常見的五種地形在等高線地圖的特徵。 
3. 分層設色地形圖。 
4. 種類眾多的地圖。 
5. 佈置練習(見附件)。 

聆聽、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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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教評估 

  
 本課件利用電腦多媒體的手段來進行教學，特別是在不同的地圖轉換較傳統

地圖教學來得更快更有效率。另外利用電子地圖能隨意放大與縮小，令地圖展示

更清晰、更易觀賞。在等高線地圖教學上，過去是一大教學難點。現在借助動畫

作動態教學，讓學生更能直觀明白立體高度是如何轉化成平面圖的過程。最後，

在講述不同種類的地圖時，展示網絡上各種的電子地圖，如衛星圖、街道圖等，

建議學生平時也可以自己試用。提高學生的學習和使用地圖的興趣。 

 

 練習方面，在學習比例尺時，過去課本及配套的練習都是以數學習題的模式

作為練習，但基本不能顧及學生在實際使用上的需要。現在改用澳門地圖，由學

生自行找出感興趣的地點，甚至自己的家作為練習題目。讓他們在既結合實際，

又能提升學習動機下自發學生和練習。這正是“生本＂所說的：把課堂還給學

生。從他們的練習成績來看，絕大部分學生都能按教學目標完成有關比例尺的計

算要求。 

 

學會地圖三要素後，以“生本＂理念為指導思想，讓學生們以分組形式繪畫

我校三樓平面圖。盡管不可能每一組都把地圖畫得像正規地圖般。但從學生交來

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學生們從分工、量度、計算及繪畫上花了不少時間和心思，

雖然沒有一張地圖是相同的，但每張地圖卻各有特色，體現尊重學生、以學生為

本的特點。甚至在課餘期間見到有不明白的學生向其他的同學請教，而教人的學

生又會把所學的內容分析後再教給別人。發揮 

 

從課間小測，課後練習和期中測驗的成績來看，除了個別的後進生外，其餘

學生都基本能掌握本章教學內容，以及提升了對地圖的了解及使用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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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與建議 

 

從練習、繪畫學校平面圖、提問及課堂練習反映的情況，本教學設計能較好

地完成預定的教學工作。但課時的安排會較其他章節多，可能會影響教學的進

度，在課時安排必須考慮。另外，由於我校地理教師人手不足及學生過多，因此

如果學校有條件能安排同學們到課室以外(如到氹仔和路環地區)作實地地圖、指

南針、等高線圖等練習，讓同學們嘗試在郊區健康徑中，利用地圖訂定一條行進

路線，讓學生們運用本章所學的知識，完成有如 “野外定向” 的活動。相信學生

們對本章所學內容理解和記憶會有更深的體會！ 
 
還有，教師可以多鼓勵同學們在日常生活中常用地圖、指南針，除了可以不

斷重溫本章的知識外，也會對自己居住的地區和城市有更深入的了解，達到學以

致用的目的。另外，如果遇到不清楚或不懂的地方，除了請教老師和同學外，可

以嘗試利用圖書館或互聯網來查找資料。甚至學生去查找資料時，如果發現有用

的資料，可以反過來由學生提供予老師，老師還可以給予適當的表揚或稱讚，以

示鼓勵。使同學們知道知識不一定完全由教師傳授，激發同學的學習動機和積極

性。所以學校圖書館、電腦及互聯網配套也是個重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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