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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在地理科的課程中，地圖閱讀技巧佔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國際地理奧 

林匹克競賽（iGeo）測試中，就要求學生具備判讀地圖的及從景觀提取地理資 

訊的能力。在地圖上量度方位，是地圖閱讀技能的一環，而且有助於學生在日 

常生活中解決有關方向位置的精確問題。 

近年來，傳統的教學模式受到教育界的質疑，認為知識與能力脫節、層次低、 

有特定性、偏重知識、忽視情商等。因此，本年度本校就地理科進行了課程改 

革，由傳統的教學模式改為經驗學習。經驗學習是指學習者的學習是來自於實 

際經驗，學習者在學習環境中透過親身體驗的過程中獲取經驗。 

因此，在設計此教案時，考量到經驗獲取的重要，因此將部分的教學過程從 

紙筆上的學習轉移到校舍的小型實地定向，然後更進一步的到黑沙水庫進行野 

外定向練習，在學生進行定向的過程中協助學生進行操作與知識之間的轉化， 

引導學生進行自主反思學習及讓學生有解難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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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學內容說明 
 

單元名稱： 野外定向_方向的應用(羅盤方位、方位 

角、象限角) 

參選編號： G054 

學科名稱： 地理 學生人數： 約 15 人 

教學對象： 初二 學科名稱： 地理科 

教材來源 二級 ft 藝訓練手冊 課時： 12 課節 

 初中地理技能手冊  (40 分鐘/課節) 

教 

學 

目 

標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1. 能運用不同的方位標示方式(羅盤 1.1 能判別 4 位、8 位、16 位羅盤方位。 

方位、方位角、象限角)標示方位。 1.2 自製指南針判別方向，並用羅盤方位標示。 

 1.3 能以方位角標示坐標，並能轉化為羅盤方位及 

 象限角。 

 1.4 能以象限角標示坐標，並能轉化為羅盤方位及 

 方位角。 

2. 能在地圖上運用不同的工具(量角 2.1 學生能運用量角器找出地圖上兩點之間的所在 

器及西維氏定向指南針)量度方 方向，並能以三種方式標示方向。 

位。 2.2 初步認識西維式指南針的結構。 

 2.3 西維式三部曲指出地圖上的實際方向。 

3. 能運用西維氏定向指南針將地圖 3.1 學生能運用量角器、直尺及西維氏指南針在現 

上的指示方向轉化為現實中的方 實世界中量度兩點的所在方向。 

向。 3.2 在定向練習中，能以三種方式標示方向。 

4. 能運用西維氏定向指南針結合後 4.1 透過野外定向，使學生能利用西維氏三部曲， 

視方位的操作在野外中找出自己 找出地圖上兩之間在真實世界的前進方向。 

的所在位置。 4.2 透過實地環境操作，使學生能利用象限角和 

 後視方位，找出自己在地圖上的所在位置 

5. 能在戶外學習中學懂對於自然環  

境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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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培養學生協作及解難能力。 

 

設 

計 

創 

意 

和 

特 

色 

1. 以學生為本，著重經驗學習，讓學生有在現實生活中實際操作的經驗，通過小組合作， 

培養學生各種技能及正確態度，包括：解難、協作、溝通、自主學習、責任感、尊重、 

守規等。 

2. 本單元着重方向的知識與現實中的應用，結合野外定向知識及態度(西維氏三步曲、後 

視方位、保護環境)，將在課堂上所學的實際的知識理論，於野外中實踐出來，增進學 

生的在地理科的學習動機及培養學生對人、事、物應有的態度(溝通與尊重)。 

3. 本單元更運用不同的教具與學習地點，如：電子白板、西維氏定向指南針、實物投影機、 

學校的不同場所與野外自然環境；從而使學生更易學習、理解，將原本較難理解、缺乏 

互動、操作及單向式的教學變得多向、有趣、容易學習。 

4. 評估包括：持續性評估(前測、後測、學習過程中的觀察)、多元的評估方式(任務、紙 

筆、操作、口述等)。 

教學重點 1. 明白辨別方向的重要性。 

2. 懂得羅盤方位、方位角、象限角的標示方式。 

3. 能運用不同的工具量度方向。 

4. 能運用所學知識完成野外定向。 

教學難點 (詳見各教節的教學難點。) 

學生分析 此課程是由中二兩班的學生合班上課，兩班學生的程度及學習能力較為懸殊，同樣 

地在課堂上的學習動機較低，對於需要實際操作的技能會較有學習興趣，因此需在 

課程的不同環節中加入需要動手的操作，幫助學生掌握學習內容。 

 

 

二、 教學進度 
 

日期 節數 上課內容 課堂時數 

2014.12.9 第一至四課節 1. 製作指南針 160min 

  2. 方向-羅盤方位(4 位，8 位，16 位)  

  3. 西維氏定向指南針結構  

  4. 西維氏三部曲的操作示範  

2014.12.16 第五至八課節 1. 前置測驗(羅盤方位) 160min 

  2. 方向(方位角和象限角)  

  3. 量度方向(在校內不同場所)  

  4. 重温西維氏三部曲  

2014.12.23 第九至十二課節 1. 

2. 

實際應用西維氏三部曲(戶外進行) 

後視方位的應用 

16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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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學內容  

第一至第四課節 

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及流程 所需資 
( 引起動機 /  學習   源 

活動 / 總結( 學習    

反思)/家課……)   

引起動機 指示: 教師播放 
15’ 請注意影片當中，主角有何特別技能?，稍後會抽問同學。 短片 

 
播放影片 

提問: 

1.在影片中，主角使用何種技能抵抗敵人? (磁力) 

 

 2.除了影片中，利用磁力吸引部份金屬以外，日常中還有哪  

 些事物與磁力作用有關?(預估答案，發電、磁浮列車、指南  

 針)  

 
講述: 

 

 (稱讚學生能說出磁力的應用)本節課要講解磁力在地理科的  

 應用，判別方向。  

發展一 提問： 
 

指南針製作 

35’ 

判別方向要利用什麼物品?(指南針) ( 指南針   

製作 PPT) 

 我們現在就來創作一個屬於你們的指南針。 
( 大 頭 

針 、 樽 

  蓋、2 舊 
 指示： 磁石、萬 

 學生以五人一組，製作指南針。 字 夾 、 

  碗 、 

 講述： 水)*15 份 

 製作指南針的材料可以有很多種，例如：刀片、針等等，請  

 你們運用老師給予你們的工具來製作屬於你們的指南針。你 ch05.ppt 

 們有 5 分鐘的時間作討論，然後 20 分鐘的時間製作。現在老  

 師會向每組派發材料，但請不要開始討論，老師會給予提示，  

 然後等老師指示才開始討論。  

 
講述： 

 

 製作指南針，最重要的是要將其中一項材料進行磁化，你們  

 要先找出這物件，然後想想如何將此物磁化。現在開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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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及流程 所需資 
( 引起動機 /  學習   源 

活動 / 總結( 學習    
反思)/家課……)   

 (在討論的過程中，教師巡視，適時給予回饋，如無法得出方  

 法，老師便開啟簡報，協助學生思考)  

 

測 試 及 修 正 

(15’) 

講述： 現在討論時間已到，請將你們剛才討論出的製作方

法實踐出 

 

 來，時間為 20 分鐘，完成指南針後，我們會為你們的作品進  

 行準確度測試。  

 

羅盤方位教學 

(15’) 

提問: 

1. 剛才你們製作的指南針，指針所指示的方向是?(南北) 

2. 除南北方向外，我們日常中還有些方向的表示?(東西) 

 
 

 
ch05.ppt 

 直接講述:  

  
 
 

 
東南西北的表示方法，我們稱為羅盤方位，而羅盤方位可 

 

 以分為 4 位，8 位，16 位。 4 位是指東南西北，英文標示  

 為北 N，東 E，南 S，西 W，8 位是再加上，東北 NE，東南 SE，  

 西南 SW，西北 NW，16 位是在 8 位上再加上，東北偏北(北北  

 東)NNE，東北偏東(東北東)ENE，東南偏東(東南東)ESE，東  

 南偏南(南南東)SSE，西南偏南(南南西)SSW，西南偏西(西南  

 西)WSW，西北偏西(西北西)WNW，西北偏北(北北西)NNW。  

  派發西維 

  氏 指 南 

 

發展二 西維

氏指南針 

講述： 

一般指南針與我們之後課程，出外行的指南針是不一樣 

針。 

操作教學 的。我們在進行野外定向時，我們會用西維氏指南針，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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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西維氏指南針可以更容易找出自己所在位置和前進方向。  

 



8 
 

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及流程 所需資 
( 引起動機 /  學習   源 

活動 / 總結( 學習    
反思)/家課……)   

 指示：  

現會每位同學派發一個西維氏指南針，請細心觀察這個指  

南針與普通的指南針有甚麼分別。  

提問： 
 

你們發現普通指南針，與西維氏指南針有甚麼分別呢？  

(學生自由回答)  

講述： 
 

西維氏指南針主要在瑞士生產，輕便實用。附於度數轉盤下  

的透明膠底板，令使用者更容易將指南針放在地圖上量度方 ch05.ppt 
位、距離和劃線。  

開啟簡報： 
 

講解西維氏指南針結構，並開啟格網投影片，在白板示範西  

維氏三部曲。  

西維氏指南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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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網座標 

 

 
 

 

 



1
0 

 

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及流程 所需資 
( 引起動機 /  學習   源 

活動 / 總結( 學習    

反思)/家課……)   

發展三 指示  

方位量度活動  派發地圖 

(25’)   

  
 
 
 
 

現會向每位同學派發一份路環地圖，老師請同學在路環地 

 

 圖上的指定位置標示兩點，利用西維氏指南針運用西維氏三  

 部曲找出地圖上所示方向在真實世界中的方向。(老師和導師  

 會入組作指導，最後老師訂正答案。)  

 
鞏固 

 
指示 

 
派發西維 

(25’) 現派發西維氏指南針工作紙，請你們個別完成相關練習， 氏指南針 

 再共同進行訂正。 工作紙 

 
學生完成後，老師即場回饋。 

 

 



1
1 

 

第五至第八教節 
 
 

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及流程 所需資源 
( 引起動機  / 學   

習活動  / 總結     

(學習反思)/家   

課……)   

複習 複習一 派發小測卷 
(15’) 1. 回顧小測:複習羅盤方位，16 位表示方式及中英羅盤方位  

 標示方法。  

 2. 即時進行小測回饋: 訂正學生錯處，重點在羅盤方位的  

 英文表示方式，並要求學生在電子白板上標示正答案。  

 
複習二 

 

 指示  

 1. 要求學生翻開筆記回顧西維氏三部曲的操作方法。  

 2. 進行小組討論，每組請一位同學利用實物投影機在電子  

 白板上展示運用西維氏指南針找工作紙上的兩點方向。  

 3. 老師要求在座的同學仔細觀察同學的操作過程，同組的  

 同學可向操作中的同學作出提示，其他組的同學則負責  

 找出錯處，老師在旁觀察，適當時給予指正。  

發展一 學

習方位角 

(20’) 

 
講述： 

試想想利用羅盤方位可唔可以好精確地尋找出你想找的 

位置呢？羅盤方位只能指出大概的位置。那我們要想找出精 

 
電子白板 

 確的位置便需要另外的方位標示方法。那便是你們曾在小六  

 數學科時學習過的方位角及現在要學習的象限角，現在我們  

 先來重溫方位角。  

 
在電子白板上顯示下圖，利用此圖一邊講解，一邊作板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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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及流程 所需資源 
( 引起動機  / 學   
習活動  / 總結     
(學習反思)/家   
課……)   

 講解：  

 方位角以圓形度數來表示方向的方式，從正北開始順時 

 針量度的角度，正北方為 000 ，順時針轉一圈後的角度為 

 360 ，因此正北方是 000 或 360 (在電子白板上標示)。 

 
提問： 

 1. 你們有沒有發現方位角的標示方法與圓形的角度有甚麼 

 分別 

 呢？(方位角由三個數字表示，故 90 度，需標示為 090°。 

 2. 正北為 000 ，那麼正東、正南、正北分別為多少度呢？ 

 (090°是東方；180°是南方；270°是西方。) 

 
指示： 

 在電子白板上開啟下圖。 

  
 
 

 
1. 請 6 位學生分別在電子白板進行方位角及羅盤方位標示 

 方法的互換。 

 
講述： 

發展二 剛才學習了方位角的標示方法後，現在我們來學習最後一種 

學習象限角 的標示方式—象限角。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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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電子白板上開啟下圖，利用此圖一邊講解，一邊板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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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及流程 所需資源 
( 引起動機  / 學   
習活動  / 總結     
(學習反思)/家   
課……)   

 講解：  

 象限角是結合羅盤方位及角度來描述方位，以正北和正 

 南作首要方位，正東和正西為次要方位，在兩者之間加上角 

 度，因此角度只會由 0 至 90 ，即是量度象限角時以北或 

 南開始，然後量度偏東或西的度數。如：正北是北 0 西或 

 北 0 東；東北方是北 45°東(在電子白板上標示)。 

 
提問： 

 1. 剛才已在電子白板上標示了東北方為北 45°東，那麼正 

 東、正南、正西，它們的象限角應如何標示呢？ 

 (正東方是北 90 東或南 90 東；正南方是南 0 西或南 

 0 東；正西方是北 90 西或南 90 西，學生回答老師 

 板書) 

 
指示： 

 請學生出來白板將餘下的方位利用象限角標示出來。(老 

 師訂正答案。) 

 
講述： 

 剛才我們已學了三種不同的方位標示方式，現在我們便 

 要開始學習如何在地圖上量度兩地的方位。 

 
示範： 

發展三  

中國地圖上兩   
點的方位量度  
(20’)  

 在電子白板上開啟中國地圖，並利用電子白板內的功 

能，電子量角器，電子直尺教導學生量度兩點之間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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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及流程 所需資源 
( 引起動機  / 學   

習活動  / 總結     

(學習反思)/家   

課……)   

 及以不同方式標式，並特別提醒學生量角器的擺放位置。  

 
指示： 

 

 現邀請 2 位同學在電子白板上進行操作，量度地圖上 2 點  

 之間的方位，並用不同的方式標示出來。老師會邀請其他學  

 生為示範同學作出回饋或指出錯誤之處。老師再提出比較容  

 易犯錯的地方，例如:北方的所在位置，量角器的擺放。  

 
發展四 方位

量度活動 

(80’) 

講述活動內容： 剛才我們已學了如何量度方位及不同的標

示方式，現在 

我們會轉換學習場地到地下操場。我們會分 5 人為一組，進 

 
在操場上教  

師己事先標  

示  5 個座   
 行實地方位量度。 標。預備物件 

 分為 3 個場地，每個場地均有一名老師負責，每組輪流 魚絲、寶貼、 

 到三個場地量度方位，並用指定的方式標示(每個場地只用 量角器、直  

 一種標示方式)。每個場地均有 5 個點，每位同學量度其中 

一個點與點的方位。 

尺、粉筆、膠 

紙、西維氏指 

南針。 

 老師會派發魚絲、直尺、西維氏指南針、量角器、寶貼、  

 粉筆、膠紙給每小組，你們要運用這些物品來量度地上點與  

 點的方位。(學生運用魚絲將兩個點連結，運用西維氏指南  

 針找出北的方向，再運用量角器量度方位，找出正確方位  

 後，向老師講述答案，並在地上寫上測試過程，再到下一位  

 同學進行量度。小組五位同學完成後，便再到下一個場地量  

 度。  

 (每組同學均有指導老師觀察其量度過程，在過程中給予指  

 正。)  

 
總結 

 

鞏固 

(4’) 

三組完成所有的量度後，回教室進行檢討，老師在電子 

白板上講出剛才同學所犯的錯處，要學生留意，作為總結。 

 

 派發單元五方位表示練習紙  

延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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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至十二節 
 

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及流程 所需資源 
( 引起動機 /  學   

習活動  / 總結     

(學習反思)/家   

課……)   

複習 1. 複習--檢討上週作業  

(30’) 指示 
 現邀請同學在白板上做一次上週的作業 (  是全部作業   

 嗎？)， 
 同學完成後，老師會詢問其他同學，剛才同學所做的方法及 
 答案是否有錯誤？ 

 
指正 

 老師即時進行回饋，指導學生常犯之錯誤(十字坐標不精 
 準，A 點到 B 點量角器所放位置錯誤)。 

 

野外定向活動 
 

講述： 

110’ 剛才我們複習了方位角和象限角。現在我們會準備到黑沙 

( 車程來回共   水庫利用之前所學的地理技能來進行野外定向。老師會在到 

20’) 達黑沙水庫後，才會集合講解要求及派發物資，請你們到達 
 目的地後先集合。現請守秩序排隊登車。 

  

學習活動內容： 

 1. 分三組組進行實地操作。 
 2. 到達黑沙水庫，下車時派發工具(西維氏指南針、地圖、 
 地圖筆) 

 3. 到達黑沙水庫，並進行行前說明。 
 4. 說明路線：起點:黑沙水庫 至 終點:岡頂燒烤場，每 
 組有不同的路線，共三條。 

 5. 每條分成 11 個地點，第一個地點由導師示範，使用西維 
 氏三部曲找出前進方向，再由學生操作，每位學生完成 2 
 個地點，直至到達終點。 
 6. 老師示範後視方位，利用象限角，和 2 個實際地標，找出 
 自己在地圖中所在位置，並要求每位學生進行一次實際操 
 作。 

 
回饋方法: 

 1. 即時回饋:學生找出前進方向後，導師會即場檢視，如有 
 錯誤，會即場進行指導。 
 2. 待 3 個組別到達終點後，導師稱讚學生優點，並檢討行程 
 中之不足，回到學校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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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及流程 所需資源 
( 引起動機 /  學   

習活動  / 總結     

(學習反思)/家   

課……)   

 

 

路環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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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試教評估  
 
 

第一至四節 

針對教學的六個目標，能按教案所預計的時間內完成，有足夠時間讓學生討論

及實踐所學內容，並且有足夠時與學生進行整節課的總結。 就教學內容而言，

引入部份貼近學生興趣，學生能積極發言，但引入未能串聯整個課節，應尋找

更為合適的影片，例如人在野等，讓學生討論在 ft 中迷失時，應如何尋找出

路。 製作指南針時學生是非常投入，但在測試過程中才發現，測試道具的水碗

碗口不夠大，導致 部份同學測試不準確，應在準備素材時做更全面的思量。 

這節課所學的內容，4 至 8 位羅盤方位在小學的課程中已有學習，所以對學生來

說較為淺易，應可減少在此部份的教學時間。可投放更多時間在學生弱項，以

英文方式標示羅盤方位。 

學生對於第一次接觸西維式指南針顯出十分有興趣，但在示範過程中由於西維

式指南針 體積太小，學生無法仔細觀察操作方法和運用，導致部份學生無法具

體掌握西維氏三部曲， 需要老師在每個小組內進行示範。 

在評量方面，最後派發總結工作紙，以評量學生在本節的課堂內容掌握程度，

另外每個 小組導師亦會對學生的投入度進行評分。 

就整體而言，此次試教學生對於課堂內容，參與程度較一般課節更為積極投

入，証明活 動式教學更能提昇學習動機。 
第五至八節 

針對教學的五個目標，未能按教案所預計的時間內完成，由於在課堂上花費了

較多時間測試和訂正學生在上一節課所學習之內容，所以刪減了部份教學內容

(象限角)。需要在其他 的教學時間內才能補回此內容。 

學習成效方面，課堂開始的小測，有助老師瞭解學生對上節課的內容記憶，發

現學生以英 文方式標示羅盤方位，並未能充份掌握，所以運用了部份時間與學

生進行複習。 

為了解決上節課堂中，學生無法仔細觀察西維氏三部曲的操作方法，所以本節

利用了實物 投影機來放大操作示範過程於投影幕上，讓學生可以出來示範，讓

其更能印象深刻，也讓其 他同學可以互相指導和學習。 

透過電子白板示範如何量度方位角和找出地圖上兩點之間的所在方向，這比較

傳統的黑板 上利用大型量角器教學，更易操作、精確和清晰地展示，也可以回

放操作過程，減少老師身 體阻礙觀察之問題。 

離開課室在操場上實際操作，量度兩點之間方向，不但能鞏固方向的知識(羅

盤方位和方位角)，而且能培養出學生的解難能力。但在操場上上課的紀律控

制有相當困難，這方面需 要長時間培養學生的自律能力。在此活動中應加入小

組競賽以提昇學生的投入度。 

在評估方面：實際的量度方向比在紙筆上的測試更能反映出學生的理解程度與

應用能力。 整體而言，整節課最為美中不足是未能有足夠時間教授象限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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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反思與建議  
 

第九至十二節 

針對本節的三個教學目標，未能按教案所預計的時間內完成，因為上節課堂

中尚未教授 象限角，導致無法教授後視方位的應用，所以改為簡單地提及後視

方位，並告知學生會在日 後其他教學時間中教授。 

在學習成效方面，與學生複習上週作業之內容，並與學生的交流過程中，發

現學生在量 角器放置、不懂觀察十字坐標與平移十字坐標，所以運用了部份時

間邀請學生進行示範，老 師亦與學生共同指導示範的同學。 

前往黑沙水庫進行整個單元的總體評估，要求每位學生運用上 2 節課所學之

知識，完成 老師所要求之任務。在過程中，每位學生在老師的協助下，均能完

成任務，更有部份學生無 需老師協助，就能獨自完成任務。 

就整體而言，所有學生的表現非常出色，同學之間互相協助，學生也會表

現出主動詢問 同學，在其他同學進行測試時，自己也會嘗試其他同學之任務。 

在整個教學設計當中，本次教學設計共有十二課節，分為 3 個單元，每個單

元為 4 課節，並且每單元為連續 4 節的方式上課，以理論及實踐兼備，第一，第

二單元以理論和學 習活動的方式，第三單元則以評估活動方式檢測和鞏固學生的

學習知識點為主。本課程中 最大特色是以體驗式教學法讓學生透過親身體驗和實

踐，從而增強學生的興趣和學習動 機。學生在整個教學設計當中以小組方式學

習，讓學生自行分工學習，從中提昇學生的社 交和協作能力，而老師則以旁觀者

和協助者，適時介入協助學生。試教結果証明地理課是 一門與生活適息相關，且

較為容易設計成體驗方式的課程，透過這樣的課堂設計，可以讓 學生從傳統老師

主導課堂的教學方式，慢慢轉化和適應由學生主導，老師則以輔助的學習 方式。

這對於現今知識暴增，日新月異的社會來說，培養學生的適應性、自主學習和解

決 不同問題的能力，讓學生能俱備 21 世紀所需的生活技能。在單元初期，小組學

習當中較為 被動，則由老師以抽韱方式，分配工作給予學生，讓學生慢慢適應，

到達後期，學生已能 主動分工，調配工作。透過教學活動和理論課程的結合，明

顯得出學生能將抽象化的知識 (例:象限角)容易理解和吸收，亦相對傳統教學更易

轉化為長期記憶，留在腦海之中。期望 日後在不同科目的教學當中，可以參考本

課節的設計，將理論與日常生活進行結合，提昇 學習內容之實際應用，讓學生明

白知識的實用性，從而提昇學生的學習興趣、態度和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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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相關圖片及文件附錄  

(一)  相關教具照片 
 

製作指南針的工具 路環地圖 
 

 

 

西維氏指南針 中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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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堂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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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空白工作紙及小測 

(1.)  羅盤方位小測 

一、請為以下各題的方位用羅盤方位標示出來，將答案填寫在表格內。 
 

 

 

題號 中文寫法 英文縮寫 

1.   

2.   

3.   

4.   

5.   

6.   

7.   

 

14 
15 1 

2 

13 3 

12 4 

11 5 

10 9 7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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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中文寫法 英文縮寫 

8.   

9.   

10.   

11.   

12.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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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維氏指南針工作紙 

 
指南針又稱  ,是量度方位的工具,其指針(磁針)之兩端分別指向  及 

  。而指向北方之指針多塗上顏色(紅色或螢光劑),以

便辨別及晚間使用。 指南針的方位表示法有 , ,  

  

羅盤法基本分為四方位,即  、  、  、  。較精

密可分為         方位 及         方位。 

 
 

 

西維氏三步曲  

西維氏三步曲的作用，是要找出從你“目前所在地Ａ點”至“目的地Ｂ

點”的方位角度，方 法是先在地圖上將Ａ點和Ｂ點  ，然後將指南針的邊沿與真線  ，而 

  則必須由Ａ點指向Ｂ點，這樣就完全西維氏三步曲的第一步。 
 

第二步是轉動   ，將轉盤內的  及  轉 至

與“東距線”平行。 此時，  上的度數，就是你所

前往的方位角度。 

 
第三步如果你站在Ａ點上，你只須要拿起  ，然後轉動身體，

直至“磁針”的紅色 部分進入  內（此動作又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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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針入屋仔）。此時，  所指的方向就是你 

前Ｂ點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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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單元五:方位表示練習紙 
 
 

方位角與羅盤方位的轉化: 

方位角 羅盤方位 

45°° 
 

135°° 
 

225。 
 

 
西 

 
南 

 
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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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圖顯示中國各個主要工業城市的區位。 
 

 

 

(a)  試找出從北京至以下兩個城市的羅

盤方位。 ( i ) 烏魯木齊    

( ii ) 重慶    

 

( ii ) 哈爾濱    

 

( b)  試找出從武漢至以下三個城市的方位

角方位。  ( i ) 上海    

( ii ) 廣州    

 

( ii ) 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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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角與羅盤方位的轉化: 

  

 

 

 

 

 

 

方位角 象限角 

45°° 
 

135°° 
 

225°° 
 

345°° 
 

275°° 
 

360°° 
 

 

方位角 象限角 

 
N45°°e 

 
S0°°E 

 
S0°°W 

 
N18°°E 

 
N3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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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試分別量度從廣州至蘭州的象限

角及方位角。 象限角：   方位角：   

 

( d) 試分別量度從哈爾濱至成都的象限角

及方位角。 象限角：   方位角：   

 

( e)   試量度從成都至

北京的象限角。 象限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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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三教節野向定向時的紀錄表 
 

地點 格網座標 姓名 角度 後視方位 

A GE 653 487    

B GE 649 488    

C GE 647 488    

D GE 646 489    

E GE 648 489    

F GE 649 490    

G GE 650 491    

H GE 651 492    

I GE 654 493    

J GE 655 493    

K GE 656 493    

備註：紅色路線 
 
 

地點 格網座標 姓名 角度 後視方位 

A GE 652 488    

B GE 650 488    

C GE 652 490    

D GE 653 491    

E GE 654 490    

F GE 657 492    

G GE 654 493    

H GE 652 493    

I GE 649 492    

J GE 651 492    

K GE 653 495    

備註：藍色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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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格網座標 姓名 角度 後視方位 

A GE 652 489    

B GE 650 494    

C GE 656 492    

D GE 654 493    

E GE 652 493    

F GE 650 493    

G GE 649 492    

H GE 651 492    

I GE 655 493    

J GE 656 493    

K GE 656 493    

 

備註：黑色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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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生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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