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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認識地球上陸地與海洋的分布情形 

2.認識地球上的水圈，包括海洋、河流、湖泊及地下水等 

3.了解海水和淡水不同，且海水不能直接飲用 

4.了解超抽和汙染地下水的後果，並培養環境保護的意識。 

5.認識水循環的過程，明白地球的水資源得來不易，應節約使用 

6.認識水汙染 

教學準備 

 

1. 水圈地相關的資料。 

2. 電腦、單槍投影機 

3. 水汙染相關圖片 

4. 節約用水影片 

十大基本能力與重大議題 分段能力指標 

◎十大基本能力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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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藉由觀察與體驗自然，並能以創作文

章、美勞、音樂、戲劇表演等形式表現自然

環境之美與對環境的關懷 

2-3-1 能瞭解本土性和國際性的環境議題及

其對人類社會的影響 

2-2-3能比較國內不同區域性環境議題的特

徵 

3-3-1 瞭解人與環境互動互依關係，建立積極

的環境態度與環境倫理 

3-3-2 學習關懷弱勢團體及其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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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5 察覺依據科學理論做推測，常可獲得證實 

3-4-0-6 相信宇宙的演變，有一共同的運作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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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5 認識產業發展與科技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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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1 檢核論據的可信度、因果的關連性、理論間

的邏輯一致性或推論過程的嚴密性，並提出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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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0-3 運用科學方法去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7-4-0-4 接受一個理論或說法時，用科學知識和方法



4-3-2 能客觀中立的提供各種辯證，並虛心的

接受別人的指正 

4-3-3 能藉各種媒體主動積極收集國內外環

保議題與策略 

 

資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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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分析判斷 

8-4-0-4 設計解決問題的步驟 

教   學   目   標 

1.了解水對地球環境的影響，以及對生物生存的重要性。 

2.認識臺灣之美。 

教學指導要點（活動流程） 
教學

時間 
教學資源 評量方式 

第 5章  我們身邊的大地 

5-1地球上的水 

1. 引起動機：藉由投影片播放水滴圖片讓學生思考生活周遭

水的分類及回憶地理、生物科所學比例多寡 

2. 統整：利用圖片讓學生了解各種水源的分布，並歸納出人

類可使用的淡水比例非常少 

3. 介紹水的特性與三態循環，了解水可重複再利用 

4. 配合學習單利用圖表與照片，令學生回憶 2014年全台缺水

甚至某些縣市第三階段限水的困擾，思考台灣水資源的供

應是否足夠 

5. 利用數據引導了解台灣水資源因為地形、氣候的關係並不

足夠 

6. 利用圖片與影片讓學生觀察台灣水資源汙染問題的嚴重性 

7. 請學生回家利用網路，查詢台灣地區水源污染的報導並思

考如何避免再次發生 

-------第一節結束---------- 

50 

 

1. 水文分布的

圖片、影

片。 

2. 學習單。 

3. “台灣水庫

即時水情”

網站連結 

4. 珍惜水資源

宣導短片播

放 

 

 

1. 觀察 

2. 口頭詢

問 

3. 學習單 

4. 紙筆測

驗 

 

8. 請學生分組報告上一節要求上網查詢的水汙染問題 

9. 透過課堂討論，讓學生思考各組所提出解決方法的可行性 

10.介紹水圈的分類：淡水湖、鹹水湖、地下水、冰川 

11.透過照片讓學生比較淡水湖、鹹水湖、冰川、冰山的差別 

50 

1. 水汙染網站

連結 

2. 各類水的投

影片。 

1. 觀察 

2. 口頭報

告 

3. 分組討



12.透過影片讓學生了解鹹海縮小的現況 

13.地下水定義、名詞介紹 

14.地下水汙染及超抽地下水問題說明 

-------第二節結束---------- 

3. “縮水的鹹

海”影片連

結 

4. 地下水相關

名詞圖片 

5. 地層下陷、

地下水鹹化

相關圖片 

論報告 

4. 紙筆測

驗 

 

 

  



一、 各類水占全球總水量比例： 

A.             ＞            ＞           ＞           ＞           

B. 最容易取得的淡水資源為                    

C. 海洋覆蓋約 71%的地表(比較：海水佔水體總量 97%) 

二、 水循環： 

A. 地球上的水因為的            加熱而

產生三態變化循環 

B.             ：液體→氣體 

            ：液體→氣體(植物) 

             (成雲)：氣體→液體 

             (成雲)：液體→固體 

            ：液體→液體，固體→固體(不牽涉三態變化) 

 

三、 台灣地區地勢陡峭、河川短促造成雨量分布不均，容易缺水，南部地區因雨

量集中在         月，因此更常缺水。 

四、 鹽分：在河道中的岩石或礦石，其組成物質有些會溶於水，成為河水中鹽類

的主要來源 

A. 淡水湖：雨量豐沛地區、常與海洋相連、鹽分         

B. 鹹水湖：內陸、乾燥、蒸發作用強烈地區，湖泊是河流的終點，鹽分       

C. 海水：鹽度--約含             的鹽類 

                    最多，其次是            (吃起來苦苦的) 

      鹽度隨海域的蒸發量與降水量的變化而不同 

海水結冰時，冰為          、因此尚未結冰的部分鹽度會             

台灣產鹽多在：                         

五、 冰川：積雪長年累積，形成堅厚的冰層。 

A. 在        作用下，冰層緩慢往低處移動，形成冰川 

主要分布於南極地區，其次是北極圈的格陵蘭島 

冰川分布範圍與當地氣溫及降雪量有關 

B.          ：脫離了陸地上的冰川大塊浮冰，漂浮在海上 

六、 地下水：地面以下岩石、土壤的孔隙、裂縫或破碎帶中的水分，皆稱為地下

水，有些已存在數萬年之久。 

A. 地下水補注：絕大部分的地下水來自          

B. 透水層：岩層中有相連通的孔隙（如           、 

            、          ）可供地下水流通（右圖） 

國三地科講義  

“地球上的水”            三年        班        號    姓名                    



C.            ：岩層中的孔隙少或不相連，如         、          黏

土、火成岩等 

D.            ：當水分下滲達到某一深度，遇到不透水的地層時，就貯存

起來，逐漸往上充填於土壤或岩石的間隙中，形成          狀態，其

頂部即為地下水面。 

  

  

  

  

  

  

  

  

E.            ：地下水面之上稱不飽和帶，其中土壤或岩石孔隙中並未充

滿水分，還有空氣存在，這樣的水分又稱為懸浮水 

F.            ：地下水面之下的土壤或岩石孔隙是充滿水的，稱為飽和帶 

G. 河、湖、泉水：地下水面與地面直接相交之處，名稱的由來取決於相交

處的大小形式 

七、 河流、地下水交互作用： 

    季：          補注          ；     季：          補注            

 

 

 

 

 

 

 

 

八、 地下水的流出： 

A. 井水的開挖必須挖到               以下，才能抽得地下水 

B.                ：地下水可由上方地面滲入補充 

C.                ：地下水被包圍在上、下兩層不透水層之間，形成受壓

地下水，地下水僅能由上游補助區補充，水由高壓流向低壓 

D.                ：將受壓地下水層在不同地區的井水水面連線，所得水

壓面 



E.                ：井水可自動流出地面 

九、 畫出下圖的受壓地下水面及地下水面，填入空格中名稱： 

其中自流井為              

十、 地層下陷：超抽地下水時，因孔隙失去水分而壓縮所導致 

地下水鹹化：海水侵入地下水層，使得地下水體空間減少 

水污染：工廠、畜牧、家庭污水造成水源污染 

綠牡蠣事件：台南二仁溪海口處之牡蠣，大量吸收重金屬之     離子，而

經由生物累積作用，顏色慢慢轉變成綠色，而稱這種牡蠣為綠牡蠣 

 

 

1.(   ) 大氣中的的水氣主要來自： (A)由高空受重力下沉 (B)由地表水蒸發或

植物蒸散 (C)由高空的雲中蒸發 (D)由雨水降下的。 

2.(   ) 下列有關水的敘述，何者錯誤？ (A)大陸上的青海湖因為沒有出口，所

以形成了鹹水湖 (B)臺灣會有用水不足的問題，和降雨期集中、河流短急

等因素有關 (C)南、北極由於天氣寒冷，淡水主要是以固態存在的 (D)冰

山通常是海水因溫度降低而結冰形成的，所以冰山的冰是鹹的 

3.(   ) 在寒冷地帶的冬天，當溪水結冰時，水的體積變大，小明認為這是物質熱

脹冷縮的關係；小英卻認為是冰的密度比水大所導致的。而春天來臨時，溪

水的冰融化，變成水流進大海，小華認為水會永遠留在大海中；但小麗卻認

為水應該會隨著循環分配到世界各處。有關這四位同學的推論何者正確？ 

(A)小明 (B)小英 (C)小華 (D)小麗 

4.(   ) 臺灣常有用水不足的現象，與下列何者有關？(A)雨季太過分散 (B)降雨

量太少 (C)位處於亞熱帶，氣候炎熱(D)地形陡峭，河流短，水流急。 

5.(   ) 有關水的循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水循環一圈約一年 (B)小水滴

停留在河流中所占時間比例最久 (C)水循環一圈會以氣態、液態、固態，

分別出現 (D)地下岩層會阻擋水流，所以地下水是不流動的 



“地球上的水”學習單 

1. 請根據以往所學的記憶，寫出地球上的水的分類，並試著將其排列順序 

 

 

 

2. 聽完老師講解之後，請將正確的排列順序寫出來，並標示出人類最能利用的

水資源為何 

 

 

3. 請與組員討論下列項目在全世界的排名屬於前、中或後，並簡述你們這一組

如此下結論的原因： 

a.台灣年雨量 

b.台灣的水資源 

 

 

 

4. 請在家中上網搜尋台灣的水源汙染事件，簡單紀錄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

原因和解決方法，並與組員討論準備下一節課報告。 

 

 

 

 

 

5. 找出 a.淡水湖；b.鹹水湖；c.冰川；d.冰山的定義： 

a.淡水湖： 

b.鹹水湖： 

c.冰川： 

d.冰山： 

 

 

 

 

6. 請整理出台灣地區超抽地下水最嚴重的幾個縣市，並寫出超抽地下水已經造

成各地區哪些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