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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了解地震的成因及描述方法。 

2. .認識基本地震防災常識。 

3. 建立學生完整災害防範與應變的知識與概念 

4. 加強學生災害警覺意識 

5. 培養學生正面積極的防災態度與價值觀 

6. 訓練學生具備初步救災救護的能力 

教學準備 

 

1. 地震、火山相關的資料。 

2. 電腦、單槍投影機 

3. 地震波類型影片 

十大基本能力與重大議題 分段能力指標 

◎十大基本能力 

四、表達、溝通與分享 

五、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七、規劃、組織與實踐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重大議題 

環境教育 

2-4-2 了解多媒體電腦相關設

備，以及圖形、影像、文字、動畫、

語音的整合應用 

4-4-1 能利用網際網路、多媒體光

碟、影碟等進行資料收集，並結合

已學過的軟體進行資料整理與分

析 

人權教育 

1-4-2 了解關懷弱勢者行動之規

劃、組織與執行，表現關懷、寬容、

和平與博愛的情懷，並尊重與關懷

生命 

1-4-1-1 能由不同的角度或方法做觀察 

1-4-5-2 由圖表、報告中解讀資料，了解資料具有的內涵性質 

2-4-3-2 知道地球的地貌改變與板塊構造學說；岩石圈、水圈、

大氣圈、生物圈的變動及彼此如何交互影響 

3-4-0-1 體會「科學」是經由探究、驗證獲得的知識 

3-4-0-4 察覺科學的產生過程雖然嚴謹，但是卻可能因為新的現

象被發現或新的觀察角度改變而有不同的詮釋 

3-4-0-7 察覺科學探究的活動並不一定要遵循固定的程序，但其

中通常包括收集相關證據、邏輯推論、及運用想像來構思假說

和解釋數據 

5-4-1-2 養成求真求實的處事態度，不偏頗採證，持平審視爭議 

6-4-2-1 依現有的理論，運用類比、轉換等推廣方式，推測可能

發生的事 

6-4-2-2 依現有理論，運用演繹推理，推斷應發生的事 

7-4-0-2 在處理個人生活問題(如健康、食、衣、住、行)時，依

科學知識來做決定 

8-4-0-4 設計解決問題的步驟 



防災教育 

4-4-1 分析人與自然的關係，並能

對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做有系統的

觀察與探究，發現及解決問題。  

4-4-2 分析各種人為和自然環境可

能發生的危險與危機，擬定並執行

保護改善環境之策略與行動。  

教   學   目   標 

1. 藉由討論地震發生時的應變和避難措施，培養學生表達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2. 經由欣賞照片的方式，明瞭地球上各種地形主要形成原因，培養學生探究和運用的能力。 

3. 讓學生經由實地生活經驗的驗證，培養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教學指導要點（活動流程） 
教學

時間 
教學資源 評量方式 

第 6章  變動的地球 

6-1地球的活動與構造 

1. 引起動機教師在一開始上課時，問問學生發生 921 大地震

當時幾歲，有沒有聽家長提過 921時的狀況?對於當天的地

震有什麼感受？發生當時採取了什麼行動來躲避？ 

2. 透過教師準備的教學媒體或圖片等方式，讓學生感受地震

與火山發生時大自然的威力，並與其實際的經驗進行聯結。 

3. 教師解釋地震成因 

4. 教師解釋地震相關名詞：震源、震央、地震規模、地震強

度、震源深度……等 

5. 以中央氣象局網站上最近的地震報告為例子，讓學生實地

找出相關名詞的描述與該地震可能造成的影響 

6. 可以透過某次的地震報導，講述地震的描述方法，包括地

震的位置及強弱 

-------第一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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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震相關的

照片、影

片。 

2. 中央氣象局

網站連結。 

 

 

1. 觀察 

2. 口頭詢

問 

3. 紙筆測

驗 

 

7. 介紹地震波 

8. 可以透過課堂討論，讓學生了解面對地震時的正確應對措

施。 

9. 介紹簡易避難包的裝備 

10.相關影片讓學生了解地震發生時的應變方式 

 

 

-------第二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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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地震波

的教學媒

體，P 波、S

波的解釋圖

片與表面波

影片。 

2. 地震應變措

施相關的資

料。 

1. 觀察 

2. 口頭詢

問 

3. 分組討

論報告 

4. 紙筆測

驗 

 

 



一、地震： 

A. 地下岩層出現          ，釋放能量並產生          ，地震波將能量

傳到地表，產生震動 

B. 地震帶：多出現在板塊交界地區，岩層易受板塊間的作用力而斷裂、錯

動，引發地震 

C.           ：地下岩層錯動處 

D.           ：震源垂直向上投影至地面的位置 

E. 震源深度：震源與震央的             ， 

依震源深度將地震分為 

   (1)極淺地震：0~30 公里內 

   (2)淺層地震：30~70 公里 

   (3)中層地震：70~300 公里 

   (4)深層地震：300~700 公里 

 

二、           ： 

A. 觀念是由 C. F. Richter教授在 1935年所提出的 

B. 台灣目前使用       地震規模 

C. 以地震釋放        多寡計算而得 

D. 同一地震，地震規模       ，因為釋放能量固定 

E. 數字越大，釋放能量越         

F. 有小數點、       單位 

G.           為小地震； 

          為中地震； 

          為大地震 

三、 地震強度： 

A. 為人感受到的震動激烈程度或物體破壞程度 

B. 中央氣象局將地震強度分 0~7級，共      級 

C. 同一地震，各地感受不同，離震央越近、震度越       

D. 利用          圖可看出地震強度分布 

E.       小數點，後面加      描述 

F.  

國三地科講義  

“地震”            三年        班        號    姓名                    



四、 地震發生 

A. 台灣的測報單位為                 

B. 大地震的震央若出現在人口密集區，常形成傷亡慘重的災害性地震 

C. 目前仍無法準確預測地震發生的時間 

D. 斷層錯動是地震的主要原因，通常斷層帶附近的震度也較大 

E. 應事先做好地質調查，加強耐震設計，以降低地震帶來的損害 

F. 海嘯：淺層地震或海底火山活動造成海底地形變動，使水面擾動形成長

周期的波浪，此浪在深海不高，但至岸邊波高增高而形成巨浪，即為海

嘯 

五、 山崩 

A. 大片岩石、土體受重力作用下滑 

B. 水的潤滑、土體重量增加、岩層破碎、地震……等原因可能加速山崩發

生 

C. 順向坡易山崩，若再在坡腳開挖減少支撐，更易山崩 

 

 

 

 

 

六、 土石流 

A. 大片土石與水混合成泥漿，受重力作用下滑 

B. 在         度的山坡最容易發生 

 

 

 

 

 

 

 

 

 

 

 



學習單 

一、 描述自己經歷過印象最深刻的地震： 

時間： 

地點： 

 

和你一起經歷的人： 

 

地震的搖晃程度： 

 

你所採取的措施： 

 

二、 觀看”尼泊爾地震”、”日本 311大地震”影片之後，比較影片中的震動

程度和你所遭遇的地震差異 

 

 

 

三、 按照老師上課說明的地震相關名詞，再根據下圖中央氣象局的地震報告資

料，分組討論找出此次地震的相關敘述(如震央、震源……等) 

 

 

 

 

  

  

  

  

  

 

 

 

 

 

 

 

 

 

 

 



四、 小組討論後，在下面框框中畫出你覺得應該放在緊急避難包中的物品 

 

 

 

 

 

 

 

 

 

 

 

 

 

 

五、 和老師投影片上的緊急避難包對照，你們缺少了那些物品： 

 

 

 

 

 

 

 

六、 分組討論當地震發生的時候，應該採取的應變措施與千萬不能有的行為有

哪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