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3學年度第 一 學期  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一 年級   地球科學 科課程計畫表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地球科學(全) 

英文名稱 Earth Science 

授課年段   高一 學分數    2  學分 

課程屬性 

必修課程 跨領域/科目專題跨領域/科目統整(不同科) 實作(實驗) 

探索體驗 第二外語      本土語文(閩、客、原住民)全民國防教育 

職涯試探(高職) 通識性課程  大學預修課程  特殊需求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協同  跨校協同  外聘(大學)  外聘(其他) 

課綱 

核心素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習目標 

一、 培養學生具備地球科學基本素養(包括知識、思維和技能、態度)的現代公

民。 

二、培養科學探究的能力，對生活週遭的地科事物產生新的體驗及興趣。 

三、認識地球與太空的各種自然現象，並學習解讀科學數據加以分析歸納。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重要議題融入 

1 
1-1 太陽系的起源 

1-2 地球演化 

(1)說明太陽系的形

成來自從分子雲塌

縮而成的太陽星雲。 

(2)說明地球誕生初

期到現今的大氣演

化。 

(3)說明因為海洋的

形 成 與 生物 的 誕

生，而改變大氣的組

成。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2 
1-3 孕育生命的地球 

1-4 研究地球歷史的方法 

(1)說明地球與太陽

的距離適中，具備有

合適發展生命的環

境與地表溫度。說明

地球在太陽系中能

有別於其他類地行

星，利於生命存在的

原因包括適合的氣

溫、液態水的存在、

大氣層及地球磁層

的保護等。                                                                

(2)說明利用放射性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元素衰變具週期性

的特性，可作為推估

地層絕對年代的方

法之一。 

(3)說明某些生物在

地球歷史上具有特

定的生存年代，因此

地層中的化石可幫

助科學家推測地層

形成的相對年代。 

(4)說明某些生物在

地球歷史上具有特

定的生存年代，因此

地層中的化石可幫

助科學家推測地層

形成的相對年代。 

 

3 
5-1 不同尺度的天體 

5-2 膨脹中的宇宙 

(1)說明宇宙由各種

不同尺度的天體所

組成，介紹恆星以下

與  以上尺度的天

體。以太陽系的組成

為例補充說明。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4 
5-3 恆星的亮度與顏色 

5-4 不同波段的天文觀測 

(1)以原理說明星等

與光度、亮度之間的

關係。 

(2)以原理說明恆星

的顏色可用來了解

恆星的表面溫度。 

(3)說明不同電磁波

段可觀測到天體不

同的面貌，主要是強

調 除 了 可見 光 之

外，還需要其他波段

的天文觀測。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5 5-5 天體運動 

(1) 以原理說明為

主，可包含天球的概

念，但不涉及天球坐

標。 

(2)周日運動可說明

不同緯度地區觀察

的差別。 

(3)周年運動以定性

的概念說明為主。 

(4)以本地春分、夏

至、秋分、冬至四大

節氣的太陽位置為

例說明。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6 期中考 第一次期中考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7 
2-1 地球內部的結構與組

成物質 

(1)說明某些生物在

地球歷史上具有特

定的生存年代，因此

地層中的化石可幫

助科學家推測地層

形成的相對年代。 

(2)以地震波速隨深

度的變化圖，說明固

體地球的分層（地

殼、地函、地核、岩

石圈、軟流圈）。 

(3)藉由 S 波無法通

過 液 態 介質 的 特

性，推測波無法通過

液態介質的特性，推

測波無法通過液態

介質的特性，推測與

外 地 核 的存 在 性

質。（不涉及公式推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與外地核的存在性

質） 

(4)藉由地震波波速

的變化，推測軟流圈

與岩石圈的差異性。 

8 
2-2 板塊構造理論 

2-3 地震災害 

(1)以科學史的方式

說明三種學說的進

程，展現科學知識，

常需要許多證據與

學說的累積，才能逐

漸建立模型。 

(2)說明板塊構造學

說可幫助了解目前

已觀測的現象。  

(3)說明依板塊間的

相對運動方式將板

塊邊界分為三大類

型。 

(4)說明三種板塊邊

界在岩漿活動、變質

作用、地質構 造、

震源分布等的不同。 

(5)利用臺灣的地質

構造與震源分布等

證據，推論臺灣位於

聚合型板塊邊界。 

(6)說明地震規模與

震度有其代表的意

義與用途。 

(7)說明地震災害除

了震波直接造成的

災害外，亦可能引發

其他相關災害。    

(8)地震防救災與預

警，需要地震監測及

定位的配合。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9 3-1 大氣的特性 

(1)說明造成溫度與

壓力垂直分布的基

本原因。 

(2)以飽和水氣壓曲

線圖，說明飽和水氣

含量與氣溫之間的

關係，不涉及過飽和

狀態。 

(3)舉日常生活中的

例子來說明，當一定

量空氣中水氣達到

飽和時，多餘的水分

便會以液體或固體

的形式存在。 

(4) 說明露點的意

義。 

(5)介紹相對與絕對

濕度。 

(6)運用飽和水氣壓

曲線說明相對濕度

的意義。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10 
3-2 大氣的運動 

3-3 天氣圖與天氣系統 

(1) 說明當空氣上

升，溫度下降，可能

導致水氣達到飽和

而形成雲霧。空氣的

上升運動是大氣成

雲 致 雨 的重 要 機

制，不提大氣穩定

度。 

(2)說明空氣上升可

視為絕熱狀態。不涉

及乾絕熱率和濕絕

熱率的細節。 

(3)定性介紹氣壓梯

度力、科氏力及摩擦

力的意義，並簡單說

明各力的大小和方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向。不談公式及運

算。 

(4)以力圖說明地轉

風與近地面風的差

異。 

(5)說明地面高低氣

壓的輻合、輻散及天

氣狀態。 

(6)說明由天氣圖中

等壓線的分布可判

讀高低氣壓與主要

天氣系統。 

11 3-4 颱風與災害 

(1)說明颱風是一個

集結龐大能量的天

氣系統，生成與維持

都是眾多條件的配

合才能形成，主要包

含溫暖的洋面、足夠

的科氏力、大氣環境

的配合。 

(2)介紹颱風的主要

結構，並說明相關的

氣壓、風速風向、雨

勢的變化。 

(3)用授課近期、印

象深刻的颱風資料

當作上課的相關案

例。 

(4)說明侵臺颱風的

路徑受到太平洋高

壓導引，大多呈順時

針方向移動，而周邊

整體大氣環流的變

化，會讓颱風路徑改

變。 

(5)說明颱風對臺灣

各地的影響，除了颱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風本身的因素，也要

考慮路徑、地形及周

圍大氣環流的影響。 

12 期中考 第二次期中考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13 
4-1 波浪與海岸地形 

4-2 潮汐與潮流 

(1)簡單介紹造成海

浪的原因包含：風吹

海面、海底山崩、海

底地震等，其中最主

要為風吹海面。 

(2)簡單介紹風浪與

湧浪，並說明波長越

長的波浪能量衰減

越慢，傳播距離越

遠。 

(3)介紹瘋狗浪及颱

風來臨前海邊湧浪

的危險性。 

(4)舉例說明波浪對

海岸地形的影響。 

(5)由觀測資料說明

日地月系統對潮汐

的影響，月球是造成

潮汐變化的主要原

因。 

(6)由中央氣象局的

潮汐資料為例，說明

臺灣海峽的潮流運

動各地有所差異。 

(7)由觀測資料說明

日地月系統對潮汐

的影響，月球是造成

潮汐變化的主要原

因。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14 

4-3 洋流 

4-4 大氣與海洋的交互作

用 

(1)說明表面海流的

成因與盛行風有關。 

(2)說明大氣與海洋

的交互作用包含動

力、熱力等層面。 

(3) 以聖嬰現象為

例，說明大氣與海洋

的交互作用。 

(4)稍微提及南方震

盪等聖嬰指標。 

(5)提供聖嬰現象發

生時太平洋赤道區

東西兩側的觀測資

料，說明聖嬰現象發

生時大氣與海洋的

主要狀態。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15 
6-1 地球歷史上的氣候

變遷 

(1)說明多重時間尺

度的變動對氣候的

影響，例如：板塊運

動、造山運動、太陽

活動等。 

(2)說明地球經常有

長短期冷暖交替的

現象，並討論其可能

成因。 

(3)舉例說明冰期與

間冰期海平面升降

對全球生物與自然

環境造成的影響。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16 
6-2 全球暖化  

6-3 氣候調適      

(1)說明從地球環境

的了解，有助於氣候

變遷的調適面向，包

含災害、維生基礎設

施、水資源、海岸、

土地利用、農業生產

及生物多樣性、能源

及產業、健康等。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17 
第七章 資源利用與永續

發展 

(1)說明既能滿足當

代所需又不損害後

代的發展方式才能

維持永續發展。 

(2)以全球能源資源

消耗和蘊藏量統計

資料說明資源的有

限性。 

(3)討論資源消耗對

地球帶來的環境與

生態衝擊。 

(4)討論資源消耗對

地球帶來的環境與

生態衝擊。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18 期末考 期末考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學習評量 
一、平時成績占 30 ％，包含作業與小考 

二、定期考查占 70 ％，包含三次定期考查 

對應學群 
資訊 工程 數理化 醫藥衛生 生命科學 生物資源 

地球環境 建築設計 藝術 社會心理 大眾傳播 外語 
文史哲 教育 法政 管理 財經 遊憩運動 

輔助教材

或參考書

目 

地球科學（全）教科書 

備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