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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簡介 

 地形圖是表示地形的普通地圖，在地形圖上，地形一般用等高線表示，其他

要素用規定的圖式符號表示。等高線能夠反映一個地區地面的實際高度和起伏特

徵。 

 等高線地形圖中，等高線必須有高程注記，地形起伏的特點，就是通過這些

有高程注記的一系列等高線的排列形式來表現的。等高線密集的地方，說明地面

坡度陡峭；等高線稀疏，坡度和緩。如果等高線間隔非常均勻，說明坡度均一。 

 在學會閱讀地圖的基礎上，本教案需要落實的內容是： 

1.海拔高度和相對高度。 

2.等高線原理。 

3.在地形圖上識別山地、盆地、平原、高原、丘陵這五種陸地主要地形。 

4.在等高線地形圖上，識別山峰、山脊、山谷、鞍部、陡崖(峭壁)，判讀坡的陡

緩。 

5.學會閱讀分層設色地形圖和繪畫地形剖面圖。 

 對於初一學生，要學會以上內容是有相當的難度，尤其是等高線、山脊與山

谷等地形的判讀。通過教師自製等高線模型，讓學生觀察，再對教材內容的理解，

嘗試自行畫出等高線圖，幫助學生理解等高線是怎樣繪製出來的。而於山脊與山

谷的等高線地形判讀，學生通過製作模型，分層觀察模型外部輪廓形狀，並把觀

察到的各層外部輪廓線描繪在紙上，讓他們更易掌握山脊與山谷的等高線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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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日期 總課時 上課內容 
課堂 

時數 

2015.12.16 

(星期三) 
第一課時 

1. 海拔高度與相對高度。 

2. 等高線、等深線、等高距。 
40min 

2015.12.18 

(星期五) 
第二課時 1. 等高線模型的製作與判讀。 40min 

2015.12.28 

(星期一) 
第三課時 

1. 在等高線地形圖上判讀陡坡、緩坡、山峰、 

   山脊、山谷、鞍部和陡崖。 
40min 

2012.12.30 

(星期三) 
第四課時 

1. 山地、丘陵、平原、高原、盆地 

2. 地形剖面圖 

3. 分層設色地形圖 

4. 等高線地形圖練習。 

40min 

 



G038 等高線模型製作與地形圖的判讀 

 5 

壹、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教學課題 

 等高線模型製作與地形圖的判讀 

二、教學目標 

(一)知識： 

 1. 掌握海拔高度、相對高度、等高線、等深線的基本概念。 

 2. 學會計算海拔高度和相對高度。 

 3. 能在等高線地形圖上識別山峰、山脊、山谷、鞍部、峭壁，判讀山 

 坡的陡緩。 

 4. 學會在地形圖上識別平原、高原、山地、丘陵、盆地這五種主要地 

 形類型。 

 5. 分層設色地形圖的判讀。 

(二)技能： 

 1. 初步了解並嘗試地形剖面圖的繪製，並學會閱讀地形剖面圖。 

    2. 親手製作自己專屬的等高線模型。 

三、主要內容 

 1. 地形圖是表示地形的地圖，主要是按國家制定的統一規範細則編制，經

過實地測繪或者根據實測圖並參考有關資料編制而成。 

 2. 在等高線地形圖上，地形一般用等高線表示，其他要素用規定的圖式符

號表示。等高線能夠反映一個地區地面的實際高度和起伏特徵。 

 3. 估算海拔高度和計算相對高度。 

 4. 等高線的繪畫原理及判讀。能根據等高線的形狀及疏密情況，判讀地形

的變化與地面坡度的陡緩。 

 5. 學會閱讀和繪製地形剖面圖。 

 6. 培養學生的觀察和動手實踐能力，讓學生製作等高線模型的基礎上，觀

察模型與等高線圖之間的關係，進一步使學生體會等高線圖的判讀方法。 

四、設計創意和特色 

1. 教師自製一些不同類型能夠繪製等高線的模型，讓學生觀察這些模型，

根據對教材內容的理解，嘗試自行畫出等高線圖。幫助學生理解等高線是怎

樣繪製出來的。 

2. 山脊與山谷的等高線地形判讀一向都是本課的難點。通過製作模型，要

求學生分層觀察模型外部輪廓形狀，並把觀察到的各層外部輪廓線描繪在紙

上，讓他們更易掌握山脊與山谷的等高線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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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過製作模型，使學生對等高線圖有更深的認識。教師在布置等高線模

型製作時，只要求一定有山頂、山脊、山谷、鞍部和峭壁。模型的大小、各

種地形的數量、等高距這些要素則由學生自由發揮。讓學生獨立製作、自行

參考教材或課外資料，有困難時可找教師進行提示和指導。 

五、教學重點 

 1. 學會閱讀等高線地形圖，判讀地形的起伏。 

 2. 計算海拔高度與相對高度。 

 3. 等高線密集，地面坡度陡峭；等高線稀疏，地面坡度和緩；等高線隔間 

 均勻，坡度均一。 

 4. 親手製作等高線模型。 

 5. 地形剖面圖能更直觀地顯示地勢的起伏變化。 

 6. 分層設色地形圖上的顏色是按海拔高低加以區分的。 

六、教學難點 

 1. 估算等高線圖內某點的海拔高度。 

 2. 等高線圖內“山脊”與“山谷”的判讀。 

 3. 等高線圖的比例尺越大，等高距越小，對地形的反映詳細。 

 4. 根據等高線轉繪地形剖面圖。 

七、教學用具 

 1. 電腦 PowerPoint 課件 

 2. 投影機 

 3. 等高線地圖 

 4. 地形剖面圖 

 5. 等高線模型 

 6. 相關地圖練習 

 7. 人民教育出版社義務教育教科書 地理 七年級上冊 

 8. 中國地圖出版社地圖冊 地理 七年級上冊 

八、教學課時 

 每星期三課時，共四課時 

九、授課年級 

 初一 

十、教學評量 

 通過課堂觀察、提問、課堂練習、書面測驗評量及製作等高線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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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第一課時 

教學程式 

(教學目

標) 

時

間 

教學活動 
備註／目標

評核 老師教學活動 學生活動 

(一) 導入 5' 

結合唐詩“將進酒”提問、讓學生討

論，導入本課： 

1. (PPT p.1～3)提問： 

大家有讀過唐代大詩人李白的“將進

酒”嗎？第一句是甚麼？ 

2. 但住在黃河源頭旁邊的居民卻說河水

在腳邊，為甚麼？ 

3. (PPT p.4)讀圖思考： 

簡述黃河發源青海省，李白創作“將

進酒”在河南的葉縣。讓學生在地圖

找出這兩個省份。 

 

1. 思考回答：

略。(很多學

生未必讀過

“將進酒”

但不必細

述，把重點

放在第一句

“黃河之水

天上來”即

可。)  

2. 思考。 

3. 聆聽並查看

地圖。 

1. 通過提問

及查找地

圖，對高

度的標記

與計算方

法有初步

概念。 

(二) 內容 

甲. 海拔

高度與

相對高

度 

15' 

1. 板書： 

一.高度的計算方法—海拔高度與相

對高度 

2. (PPT p.5)導入： 

剛才說李白及青海省居民對黃河高

度有兩個看法，是因為說的分別是

“海拔高度”和“相對高度”。 

3. (PPT p.6) 板書： 

1.海拔高度—簡稱海拔，又稱絕對高

度 

說明：海拔是表示地面某個地點高出

海平面的垂直距離。(提醒學生留

意，量度高度時，一定要是垂直的。) 

1. 略。 

 

 

2. 看圖思考。 

 

 

 

3. 聆聽、記

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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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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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PT p.7)練習 1，抽問： 

甲地海拔 1500 米，那麼乙地呢？ 

5. (PPT p.8)板書： 

2.相對高度－表示地面某個地點高

另一地點的垂直距離 

接着說明：簡單來說，相對高度就是

地面 2 個地點的海拔差。 

例如圖內甲地與乙地相對高度計算

方式為 1500 米-500 米=1000 米。 

6. (PPT p.9)解釋： 

李白在海拔 500 米以下的河南省想

像黃河從 4800 多米高發源地流過

來，相對高度超過 4000 米，當然是

“天上來”，但住在海拔 4000 多米

的青海省居民，黃河在腳邊流過，當

然是“腳邊流”。 

讓學生思考，看看有否疑問或其他想

法。 

7. (PPT p.10)練習 2，說明： 

在地圖上，我們可以把任何地點的海

拔用數值表示。 

請大家試讀出小潭山頂的海拔。(順

便復習地圖內山頂的圖例是甚麼符

號) 

提醒學生留意，在地圖上標註的高度

均為海拔。 

 

 

 

 

 

 

 

 

 

 

4. 回答：500

米。 

5. 聆聽、記

錄、理解。 

 

 

 

 

 

6. 思考，理

解。 

 

 

 

 

 

7. 看圖讀出小

潭山頂的海

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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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 等高

線與等

深線 

15' 

1. (PPT p.11)轉折導入： 

圖中除了小潭山頂外，我們還能讀出

其他地理事物的海拔嗎？為甚麼？ 

2. (PPT p.12～13)講述： 

1. 思考、回

答：不能，

因為沒有標

註出來。 

 

1. 學會等

高線的

概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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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是平面的，就算是高空照片(衛

星圖片)，雖然能看出高低起伏，但

也很難判斷海拔高度。 

但我們還是有方法讓平面的地圖表

示立體的高低起伏。想知道是甚麼

嗎？ 

3. 板書： 

二.等高線與等高線地形圖 

4. (PPT p.14)指圖並利用等高線模型解

釋、說明： 

海拔相同的點連接成線，就是等高

線。 

 
利用模型舉例： 

手中有個山體，我們把山體表面所有

海拔為 100 米的點都找出來，用線把

它們都連接起來，那麼這條線就是海

拔為 100 米的等高線。 

其他的 200 米、300 米、400 米等高

線都是用這個方法畫出來。 

5. 接續講述： 

同理，把水中或海洋中深度相同的點

連接成線，叫等深線。 

而每兩條等高線或等深線的高差，稱

等高距。(強調同一張地圖內只有一

個等高距) 

6. 思考提問： 

如果把一個地理事物的所有等高線

都按比例繪畫在地圖內，會變成怎

樣？ 

7. (PPT p.15～16)利用動畫說明等高線

地圖的原理，讓學生觀察、思考、提

問。 

2. 聆聽。 

 

 

 

 

 

3. 略。 

 

4. 觀察理解

(有需要的

話可以讓學

生細看模

型)。 

 

 

 

 

 

 

 

 

 

 

 

 

5. 記錄。 

 

 

 

 

 

6. 思考回答：

得到等高線

地圖。 

 

7. 觀察、思

考、提問。 

 

閱讀。 

2. 學會等

高距的

概念及

閱讀。 

3. 學 會 等

高 線 地

型 圖 的

成 圖 原

理 及 閱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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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PPT p.17)小結： 

在地圖內，我們利用等高線標示出各

地的海拔，只要通過判讀等高線的數

值，就能輕鬆了解各地的高低起伏。 

9. (PPT p.18)練習 3： 

試讀出圖中等高距，點 1～點 3 的海

拔，並計算出點 1與點 2的相對高度。 

答案： 

等高距 10 米。 

點 1=50 米，點 2=70 米，點 3 海拔 80

～90 米之間(提示學生留意，由於等

高距為 10 米，而點 3 位於 80 米與 90

米的等高線之間，所以只能判斷點 3

海拔大於 80 米，小於 90 米)。 

8. 聆聽。 

 

 

 

 

 

9. 讀圖、計

算。 

(三) 總結 
5

’ 

1. 海拔高度與相對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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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與判讀。 

1. 聆聽、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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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時 

教學程式 

(教學目

標) 

時

間 

教學活動 
備註／目標

評核 老師教學活動 學生活動 

(一) 導入 5' 

1. 提問，導入本課： 

還記得上堂所學嗎？(抽問海拔高

度、相對高度、等高線、等深線、等

高距的概念) 

2. 展示模型講述： 

 
為了讓大家更能理解地形的高低起

伏，以及不同地形部位的等高線特

徵，今天布置“等高線模型”作業。 

1. 回答教師提

問。 

 

 

2. 觀察。 
1. 通 過 回

答 教 師

提 問 回

憶 上 堂

所學。 

(二) 等高

線模型

製作 

35

’ 

1. (PPT p.19～32)指導學生使用發泡

膠、紙巾、白膠漿、繩、顏料及草粉

製作等高線模型(草粉由教師提供)。 

2. 製作步驟： 

a.提示學生可參考課本地圖或現實

山地為參考，再畫草圖，不用太過複

雜以致難以製作或過程繁複。 

b.留意模型的大小，面積不要大於

50CM*30CM(學生桌面大小)。模型大

小，高度(層數)，山頂、山脊、山谷、

鞍部、峭壁(陡崖)必須要有，但數量

及大小由學生自由發揮。 

c.發泡膠自身厚度可作等高距，切割

後的邊緣部分可作等高線。 

d.用白膠漿把發泡粘合，放置 2～3

天等待漿水變乾。 

e.用白膠漿開水，把紙巾沾濕摟乾製

作紙粘土(也可以用市面上買到的紙

粘土，但會很重及價格較貴)。 

1. 留心聆聽、

觀察、記錄

等高線模型

所需的材料

及製作技

巧。 
1. 學 習 製

作 等 線

模 型 的

理論。 

2. 觀 自 動

手 製 作

等 高 線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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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隨意把紙粘土貼到發泡膠的邊緣並

用白膠漿粘合，能把底下的發泡膠覆

蓋即可。 

g.等待紙粘土乾涸後，就可以塗上底

色。 

h.待底色乾燥後，就可以用毛筆掃上

白膠漿，再在上面灑上草粉。 

i.最後把繩子用膠水固定(小心繩子

應成水平狀態)，貼上海拔數值，作

品完成。 

3. Q & A 時間。 

4. (PPT p.64)補充說明： 

當然老師明白未必每位同學都願意

花太多時間製作前面介紹的等高線

模型，所以大家可以參考 PPT 內的

“蝴蝶島”模型及課本“活動”部

分，製作一個簡易的等高線模型。使

用若干層發泡膠疊加而成。 

在每層最外邊畫上等高線並標示高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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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時 

教學程式 

(教學目

標) 

時

間 

教學活動 
備註／目標

評核 老師教學活動 學生活動 

(一) 導入 5' 

1. 詢問製作等高線模型進度。 

2. (PPT p.33)導入提問： 

大家有否留意在製作等高線模型

時，有些地方等高線較密集，有些地

方則等高線稀疏。為甚麼？ 

1. 回答：略。 

2. 回答：略。

(留意未能

回答的學

生，很可能

還未開始製

作模型) 

1. 通 過 詢

問 模 型

製 作 進

度 及 等

高 線 的

疏密，大

致 了 解

學 生 的

學 習 進

度。 

(二) 等高

線地形

圖的判

讀 

10' 

1. 繼續思考提問： 

從例圖可見，圖中中央部分等高線稀

疏，而右側有 4 條等高線重疊，這分

別說明它們的坡度有何區別？ 

2. 板書： 

三.等高線地形圖的判讀 

3. (PPT p.34)利用地形剖面圖說明： 

(有關地形剖面圖的繪畫方法會在下

一節教授，所以本節只要求學生留心

等高線疏密與坡度大小的關係即可) 

等高線的疏密能反映地形的傾斜狀

況。等高線密集，表示坡陡；等高線

稀疏，表示坡緩。 

 

1. 思考回答。 

 

 

 

2. 記錄。 

 

3. 觀察、理

解。 

 

 

 

 

 

 

 

 

 

 

 

 

 

 

 

1. 理 解 等

高 線 的

疏 密 與

坡 度 陡

緩 的 關

係。 

2. 知 道 山

坡 可 按

坡 度 分

為 “ 陡

坡 ” 、

“ 緩

坡 ” 和

“ 均 勻

坡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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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PT p.35)利用實況圖進一步說明： 

如果山坡坡度越大，在等高線圖上等

高線的距離越近；相反，等高線之間

的距離越遠，表示坡度越小。 

在同一地圖內，相對地陡斜的山坡稱

“陡坡”，較平緩的山坡稱“緩

坡”。 

5. (PPT p.36)思考、復習： 

(可復習第一章第三節地圖中圖例及

方向部分；教師也可以在黑板上再畫

一些簡單的等高線圖讓學生判斷陡

坡與緩坡。) 

圖中“七星山”山頂海拔多少？北

坡較陡還是南坡較陡？ 

4. 思考、記

錄。 

 

 

 

 

 

 

5. 思考、回

答。 

(山頂海拔

1120 米；北

坡較緩，南

坡較陡。) 

(三) 山地

常見的

地形 

20

’ 

1. (PPT p.37)指圖講述： 

地表形態各異，山地常見的地形有

“山頂”、“山脊”、“山谷”、 

“鞍部”和“峭壁 (陡崖) ”。 

 

2. (PPT p.38)板書： 

1.山頂(同時畫出簡單的山頂等高線

圖) 

3. 思考提問：留意山頂的特點。 

講述：等高線數值從外邊向內裡變

大。(一般山頂還用三角形的圖例表

示，旁邊還有會標出海拔高度) 

4. (PPT p.39)解釋： 

不同形狀的山頂，等高線的表現也不

1. 觀察。 

 

 

 

 

 

 

 

 

 

 

 

 

 

 

2. 記錄。 

 

 

3. 思考、回

答。 

 

 

4. 記憶，了

解。 

1. 了 解 山

地 常 見

的 五 種

地形。 

2. 學 習 並

認 識 山

地 五 種

地 形 的

等 高 線

圖 特

徵。 

3. 學 會 在

等 高 線

圖 判 斷

山頂、山

脊 、 山

谷、 鞍

部 和 峭

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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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有關“尖頂”、“圓頂”、

“平頂”不必勉強學生全認識，只要

求記得山頂的特徵就可) 

另外我們也可以用一小段的線段垂

直於等高線，表示山坡的傾斜方向，

它叫“示坡線”。 

5. 板書： 

示坡線 

6. (PPT p.39～44)板書： 

2.山脊 

3.山谷(同時畫出簡單的山脊與山谷

等高線圖) 

7. 利用地圖與模型來講述： 

○1 山脊，指山高處像獸脊凸起的部

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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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地貌形態。 

在等高線圖中，由高處向低處凸出的

部分。 

○2 山谷，又叫谷地，指山兩邊正地形

之間嘅負地形，簡單來說即係兩邊山

中間地勢比較低的地方。 

在等高線圖中，由低處向高處凸出的

部分。 

山谷因向下凹陷，容易發育河流。 

8. (PPT p.45)練習： 

○1 讀出“小潭山”頂的海拔。 

○2 找出圖中屬於“山脊”與“山

谷”的部分。 

9. (PPT p.46～48)板書： 

4.鞍部(同時畫出簡單的鞍部等高線

圖) 

10. 利用地圖與模型來講述： 

鞍部是指兩個山頂之間凹下的部

分，形狀似馬鞍而得名。 

11. (PPT p.49)練習： 

試在圖中找出兩個山頂之間的“鞍

部”。 

 

 

 

 

 

 

5. 記錄。 

 

6. 記錄。 

 

 

 

7. 觀察，了

解。 

 

 

 

 

 

 

 

 

 

 

 

8. 觀察思考，

回答。 

 

 

9. 記錄。 

 

 

10. 觀察，了

解。 

 

11. 觀察思考，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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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思考提問： 

前面我們說到山坡越陡，等高線越密

集。那麼如果幾條，甚至多條等高線

密集到粘在一起，這是甚麼情況？ 

13. (PPT p.50～54)板書： 

5.峭壁(陡崖) (同時畫出簡單的鞍部

等高線圖) 

14. 利用地圖與模型來講述： 

峭壁(陡崖)是指坡度很陡、甚至垂直

的山坡。在等高線圖上，如果我們發

現有兩條或以上的等高線重疊在一

起，這地方就是峭壁(陡坡)。 

15. 通過黑板板書的簡易圖，復習“山

頂”、“山脊”、“山谷”、 “鞍

部”和“峭壁 (陡崖) ”的特徵。 

提醒學生製作模型時一定要有以上

元素，但多少、大小不限。 

12. 思考回答。 

 

 

 

13. 記錄。 

 

 

14. 理解。 

 

 

 

 

15. 知識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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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時 

教學程式 

(教學目

標) 

時

間 

教學活動 
備註／目標

評核 老師教學活動 學生活動 

(一) 復習

導入 
5' 

1. 通過繪畫簡圖、提問： 

復習“山頂”、“山脊”、“山

谷”、 “鞍部”和“峭壁 (陡

崖) ”的等高線特徵。 

1. 思考、回

答，復習上

堂所學。 

1. 回 憶 上

堂 所 學

並 加 深

印象。 

(二) 陸地

常見的

五種地

形 

10' 

1. 板書： 

四.陸地常見的五種地形 

2. (PPT p.55～59)指圖分析： 

○1 山地，地勢高，起伏大，一般海拔

1000 米以上。 

○2 丘陵，地勢較低，起伏小，一般海

拔 500 米以下。 

○3 平原，地勢低平，起伏最小。 

○4 高原，高度大但表面平坦。 

○5 盆地，四周高中間低。 

1. 記錄。 

 

2. 記錄與理

解。 1. 學 習 陸

上 常 見

的 五 種

地形。 

(三) 學習

繪畫地

形剖面

圖 

10

’ 

1. 板書： 

五.地形剖面圖(把 PPT p.60 的例圖畫

一次作示範) 

2. (PPT p.60～61)示範地形剖面圖的作

圖原理： 

在地形圖上畫出直線，然後將該直線

與等高線的交點一一投射到間隔高

度相同的平行線上，得到不同的交

點，把這些交點用於平滑的曲線連接

起來，就得到地形剖面圖。 

 

3. 補充說明： 

地形剖面圖可以更直觀地表示地面

上沿某一方向地勢起伏和坡度的陡

1. 記錄。 

 

 

2. 觀察思考。 

 

 

 

 

 

 

 

 

 

 

 

 

3. 聆聽。 

 

 

1. 學 會 繪

畫 地 形

剖 面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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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 

4. (PPT p.62)讓學生完成課本 p.28“活

動”部分。 

 

4. 完成練習。 

(四) 分層

設色地

形圖 

5

’ 

1. 板書： 

六.分層設色地形圖 

2. (PPT p.63～67)講述： 

在繪有等高線和等深線的地形圖

上，把不同高度和深度的範圍，塗上

不同的顏色(海洋則塗上深淺不同的

藍色)，可以一目了然看到地表的高

低形態和海底的起伏狀況，這種地圖

叫分層設色地形圖。 

分層設色地形圖上各種顏色表示的

高度(深度)範圍，需要查看圖上所附

的高度表。 

3. 提醒學生，如果製作的等高線模型像

PPT p.64 的簡易等高線模型，應塗上

不同顏色及製作高度表。 

1. 記錄。 

 

2. 看圖理解。 

 

 

 

 

 

 

 

 

 

3. 聆聽。 

1. 理 解 分

層 設 色

地 形 圖

是 在 等

高 線 地

形 圖 的

基 礎

上，按高

度 塗 上

不 同 顏

色 以 便

閱讀。 

(五) 等高

線地形

圖判讀 

10

’ 

1. (PPT p.68)派發並借助“路環地圖”

練習： 

○1 判讀圖中點 1～4 的地形及海拔。

答案：點 1，山頂，海拔 170.8 米(可

補充說明這是全澳最高點)。 

點 2，山頂，海拔 170.3 米。 

點 3，山頂，海拔 160～170 米。 

點 4，鞍部，海拔 110～110 米。 

○2 判讀圖中線段 a～d 的地形。 

線段 a，山脊。 

線段 b，山脊。 

線段 c，山谷。 

線段 d，山谷。 

1. 每 2 位同學

使用一張

“路環地

圖”，並找

出 PPT 內的

位置，回

答。 

 

1. 使 用 實

際 地

圖，在圖

中 查 找

課 堂 所

學 過 的

各 種 地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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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試教評估 

 海拔高度與相對高度的概念學生們很快就能掌握，甚至在提問有關黃河之水

“天上來”時，已有同學能解釋為甚麼對於青藏高原居民來說黃河是“腳邊

流”。還有計算相對高度時也幾乎沒有學生出錯，這部分對學生來說還算簡單。 

 等高(深)線、等高距在概念上學生也很易掌握，但是對到了在地圖上判讀等

高線時，很多學生可能因為等高線數量較多，很容易把高值看錯，或者把距離較

近的等高線搞亂。 

 對於等高線模型的製作，學生們一般都不太願意花太多心機與時間製作，他

們都想草草了事，所以大多選擇製作簡易的等高線模型，而模型也較粗糙。結果

山頂、山脊、山谷多不明顯。 

 在等高線地形圖的判讀上，山頂、鞍部、峭壁的判讀同學們都能很快判讀出

來，但山脊與山谷很多同學容易錯判，甚至有些同學認為與 PPT 內的例圖方向

相同，就是山脊或山谷，而不是通過等高線數值的變化來判斷。 

 等高線圖向地形剖面圖的轉換，要留意一些粗心大意的同學在繪畫縱座標時

把各點的高程對錯，要多加提點。至於分層設色地形圖的閱讀，學生都能很快上

手，問題不大。 

 最後，派發路環地圖時，學生很容易分心，查找一些自己熟悉的地方，如黑

沙海灘等。另外地圖內文字較小，學生很易忽略，要多加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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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反思與建議 

 澳門地方細小，地形海拔變化不大，加上街道多、建築物多，這些都是人們

日常生活的地標，我們都習慣說出某些地標作為參照物，如大三巴牌坊、筷子基

等，因此學生們日常生活很少、甚至從來沒有使用地圖與方向的習慣，即使是陌

生的地方，坐車或街上問人也很易找到。正因使用地圖的機會少，那等高線的判

讀就更加少之又少了。為了鼓勵多使用地圖及判讀等高線，如果學校有條件，可

多帶同學們到郊外導行，特別是路環地區，通過身體力行，把地圖、等高線與現

實結合，相信學生會更易掌握等高線這內容。雖然教青局有“陽光新一代”計

劃，資助車資，但因班內學生人數太多，教師無法帶上太多學生，如果“陽光新

一代”計劃能資助教師費用，或者由教青局統籌，於假日組織各校多位地理教師

及學生於路環地區導行，相信學生親身體驗，會比紙上談兵更易掌握本章內容。 

 現今智能電話普及，很多學生熟悉電子地圖多於紙本地圖，課堂上也有學生

問為何還要學習使用紙本地圖。我們應告訴學生，地圖種類繁多，電子地圖雖然

方便，但同時需要依賴電信網絡供應數據，大多荒郊野外沒有電話信號，學好本

章是學習地圖的基本，以後不管甚麼情況，只要有合適的地圖在手，就能讀取身

處地或目的地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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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教學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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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和教具圖片 

 
路環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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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部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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