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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河流與生命息息相關，萬物依賴當中的水而生，並因地制宜從而調整及改變生

活方式。從獸獵採集時期，動物因河流及水源群聚從而吸引先民捕獵，並提供

飲用水資源；荒漠地區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濕潤地區農業社會，人民在河流

的兩岸開墾農田，種植五穀雜糧以為食，糧食遞增令社會專業分工從而出現

「文明」，而現存的四大古文明都孕育自大河流域。農耕文化中，先民通過祭

天祁求風調雨順，同時亦因河水的泛濫而令到個別文明的消亡，這些都說明水

的豐缺對文明興衰與萬物榮枯的密切關連。 

 

長久而來，澳門這一小城一直因水而生，在過去數十年來澳門經濟欣欣向榮，

蓬勃發展的同時，漸漸淡忘了與水並存的優良傳統，在 2017年的 823天鴿風災

當中，小城遭受嚴重破壞，其過度發展的後果在大自然蹂躪之下表露無遺，身

為澳門地理教育者的我們更應該反思發展與保護之下並存的可能，並整合水文

地理教學課程令學生能先要理解澳門自身環境脆弱性，從而令學生以及未來棟

樑，在將來更能著重以因地制宜的方法去規劃澳門未來發展。 

 

本課程設計的重點在於實踐美國教育大師杜威的重要思想「連續性和實踐中學

習」，先整合國文、音樂、歷史學科中的認知從而實現教學上的連續性，並通

過時事及親身經歷以地理角度及地理技術去培養學生地理認知、技能以及啟發

關懷社會、國家的愛鄉情及愛國心，吸引學生繼續學習，另以現場實察以及地

圖運用，手作繪圖的方式令學從實踐中獲得知識點的原理，使學科知識成為學

生的基本技能，為適應科技教學的潮流，吸引學生學習的興趣，透過旅行地

圖，及景觀圖片中的河流地形令學生了解地形與景點之間的關係，再以地形圖

及等高線圖判讀，來強化讀圖的技能，再通過立體沙盒的互動方式去說明河流

地形的動態演變，以吸引同學學習河流地形課題的興趣，以及讓同學合理規劃

河流兩側的土地利用方式，從而理解人類與自然的環境調適，讓同學同步及有

空間想像發生泛濫相關災害的成因及應對操措施 

 

接合國文課中所學唐代詩人李白在「將進酒」當中「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

奔流到海不復回」。以地理學度上觀察黃河以中上游以山地為主，中下游以平

原、丘陵為主。因此在中間形成了峽谷、瀑布等。在詩句解讀上就是黃河上游

海拔高，為中國第一、二級階梯，水好像是從天上來的一樣。而黃河的下游流

經平原地帶，位處中國第三級階梯，水流舒緩，河水中夾帶的泥沙淤積下來，

使河床高於河岸平地。以及在音樂愛國音樂家洗星海先生所著的曲譜「黃河大

合唱」中驚濤駭浪與的音樂情緒的不斷高漲，以侵蝕、搬運、堆積的作用下形

成黃河兩岸的壯麗景觀，以及孕育中華文明的母親河及肥沃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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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課節 課題 課題內容 授課時間 課時 

1 孕育中華文化的河

流地形 

中國文化與河流的關

係 

集水區與河流的作用 

河流作用 

 

11月 6日 40分鐘 

2 
河流作地形的種類

及成因 

侵蝕輪回理論 

河蝕地形 

河積地形 

11月 8日 40分鐘 

3 
河流地形的土地

利用方式  

曲流地形與土地利用

方式 

泛濫平原與土地利用

方式 

11月 9日 40分鐘 

4 
氣候與河流水文

的關係 

澳門氣候 

水文歷線分析 

都市前後的洪峰比較 

11月 13日 40分鐘 

5 大自然反撲：洪災 
以澳門 823天鴿風災

作例子 
11月 15日 40分鐘 

6 洪災的應對方式 
澳門對洪災的反應 

各國居民的調適方式 
11月 16日 4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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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一、認知目標 

1. 瞭解河流對文明的影響 

 

 

2. 集水區與河流構成 

 

 

3. 侵蝕輪迴理論與回春作用 

 

 

 

 

 

 

4. 河流作用 

 

 

 

 

 

 

 

 

 

5瞭解水文歷線的概念 

 

 

 

 

 

 

 

6 澳門形成洪災的原因 

 

 

 

 

 

 

 

 

1-1 能說出聚落的形成條件 

1-2 能說出黃河對中華文明的作用。 

 

2-1 能說出集水區的定義 

2-2 能說出集水區對河流的影響 

 

3-1 能說出侵蝕輪迴理論的過程 

3-2 能說出侵蝕輪迴理論下不同時期

的河流特徵 

3-3 能說出侵蝕輪迴理論不同時間的

河流地形種類 

3-4 能說出回春作用的過程 

 

4-1能說出河流形成的原因 

4-2能說出河流作用的基本因子 

4-3 能說出河流搬運的方式 

4-4能說出河積地形形成的原因 

4-5能說出河積地形的種類 

4-6能說出河蝕地形形成的原因 

4-7能說出河蝕地形的種類 

4-8 能判讀出不同河段的地形及其特

徵 

 

5-1 能說出洪峰的意義 

5-2 能判讀洪峰流量 

5-3能說出滿岸流量的意義 

5-4能說出洪峰滯延期的定義 

5-5能判讀滯延期的時間間距 

5-6 能說出城市化前後洪峰的不同之

處 

 

6-1 能從氣候角度說出澳門形成洪災

的原因 

6-2 能從地形角度說出澳門形成洪災

的原因 

6-3 能從颱風的風速、風向、氣壓去

說出澳門形成洪災的原因 

6-4 能說出洪災的危害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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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解決洪災的方式 

 

 

 

8.合理利用土地資源 

 

 

 

 

二、技能目標 

9. 利用 AR沙盒作地形學習 

 

 

 

 

 

10. 分析珠江流域圖 

 

 

 

11. 分析氣候圖 

 

 

 

 

12.分析水文歷線圖 

 

 

 

 

 

13. 判讀自然景觀圖片 

 

 

 

 

 

 

 

 

 

14. 制作水浸分佈地圖 

 

 

7-1 能提供解決洪災的短、中、長期

措施 

 

8-1 能認識人類在同地形上利用環境

的方式 

8-2 能認識不當利用地形可能會引發

的災害 

8-3 能討論地形資源永續利用的方法 

 

 

9-1能使用 AR沙盒去呈現地形變化 

9-2 能使用 AR 沙盒去輔助講解地形變

化 

9-3 能使用 AR 沙盒判讀分析土地利用

形態 

 

10-1 能從地圖判讀澳門與珠江流域的

關係 

10-2能從地圖判讀澳門的所在位置 

 

11-1能根據降水量、氣溫了解一地區

的氣候特徵 

11-2 能從氣候圖表判讀一地的全年的

豐缺水狀況 

 

12-1能判讀洪峰的流量 

12-2 能判讀洪峰滯延期的時間間距 

12-3 能判讀滿岸流量的意義 

12-3能分析河流流域的土地利用變化

對水文歷線造成的影響 

 

13-1 能辦識各種不同的河流地形 

13-2能運用自然地理的原理判讀自然

景觀分析其成因 

13-3 能以不同的主題地圖配合自然景

觀進行疊圖分析，判斷其自然成因。 

13-4 能以表格方式，比較不同地理景

觀的差異 

14-5 能判讀衛星影像的能力，並在衛

星影響中分析地形的能力 

 

14-1 能判讀等高線地形圖 

14-2 能計算潮汐水位高度與海拔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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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強化發表溝通技能 

 

 

三、情意目標 

15.愛國愛鄉情懷 

 

 

 

 

 

 

16增進學生同理心 

 

 

 

 

 

的差異 

14-3 能使用分層設色方法去繪畫地圖 

14-4 能用資料繪出水浸範圍分佈空間 

 

 

15-1 能向大家說明自己的意見與觀點 

15-2 能為自己觀點提供支持的理據 

 

 

15-1 透過對我國壯麗山河的圖片及現

象，增加對我國情懷，必須愛惜自然

環境以及遵行可持續發展。 

15-2 體現中華文明與黃河之間的關

係，感受身為中國人的自豪 

15-3 能了解保護特殊地景的意義 

 

16-1 透過角色扮演，令學生感受災民

或政府官員的需求。 

16-2 透過角色扮演，令學生能對災民

的角色產生同理心。 

 

 

二、高中基本學力要求 

A—2 認識到可持續發展之路是人類的必然選擇，逐步樹立起環境意識、

全球意識和參與意識； 

A—4 明白自然資源的有限性，探討資源的過度利用如何影響經濟、社會

和環境的持續發展，並理解合理利用和保護資源的重要性； 

A—5 能以某一地區為例，根據其發展歷程，說出經濟、社會和環境發展

之間所存在矛盾關係，瞭解各種應對措施；  

A—6 探討人類對抗自然災害的相關方法，並結合澳門災害的特點，提出

有效的預防和減災措施； 

C—4 能反思人類在面臨適應環境或是社會變遷的情境之下，所進行的保

存、傳遞和革新文化的行為 

D—2 蒐集關於澳門地貌變遷等資料，以適當方式處理後將資訊有條理的

呈現出來； 

D—3  

 

體會澳門自然和人文環境的多樣性，以全球角度關心澳門發展的問

題，擁有欣賞、包容、保育和服務澳門社會的態度，並就澳門發展

的問題提出規劃或建議。 

 

三、主要內容 

1. 聚落形成的條件 

2. 河流與中華文明的關係 

3. 河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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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集水區構成 

5. 侵蝕基準面與侵蝕輪迴理論 

6. 河流地形的種類 

7. 等高線與河流地形判讀 

8. 河流地形的土地利用方式 

9. 水文歷線 

10. 自然植被與都市變化前後對洪災的影響 

11. 澳門洪災潛勢分析 

12. 澳門形成洪災的原因 

13. 各國洪災預防與居民調適的方法 

 

四、設計創意和特色 

本課程設計的特色在於實踐美國教育大師杜威的重要思想「連續性和實踐中

學習」，整合南一高中地理第一冊中第六章河流地形、南一高中地理第二冊

中第十二章水文概說中水文歷線，以及龍騰高中應用地理上第五章環境災害

(一)洪患以及對中國黃河、澳門 823風災中的資料整合而成，以跨越學科界

線以及多元智力評量方式整合國文、音樂、歷史學科中的認知從而實現教學

上的連續性，並通過時事及親身經歷以地理角度及地理技術去培養學生地理

認知、技能以及啟發學生情意上的愛鄉情及愛國心，從而吸引學生繼續學

習，另以現場實察以及地圖運用，手作繪圖的方式令學從實踐中獲得知識點

的原理，使學科知識成為學生的基本技能。另外為適應科技教學的潮流，吸

引學生學習的興趣，透過旅行地圖，及景觀圖片中的河流地形令學生了解地

形與景點之間的關係，再以地形圖及等高線圖判讀，來強化讀圖的技能，再

通過立體沙盒的互動方式去說明河流地形的動態演變，以吸引同學學習河流

地形課題的興趣，以及讓同學合理規劃河流兩側的土地利用方式，從而理解

人類與自然的環境調適，讓同學明白發生泛濫相關災害的成因及所能應對措

施。 

 

五、學生已有知識和能力分析 

學生通過自身在季風氣候區域的生活經驗，每年經歷數次颱風、暴雨、水

災，以及通過初中的中國地理與世界地理的初部學習，已了解中國及世界地

形、氣候環境，並在南一高中地理中認識地理學，了解地理學的任務與角

色，更能了解人與地理，地理與生活之間的關係，及後學習第一章地圖概說

中著重介紹地圖的性質，及系統性學習電子地圖，等高線地形圖的各種計量

方法，對學習地形已具備先決條件，使學生有能力讀圖、歸納、分析現實環

境的能力，並能因地制宜提供澳門合適解決洪患災害的方向。 

 

六、教學重點 

14. 河流與文明、AR 沙盒地形教學、河流成因、侵蝕輪迴理論、水文歷線、

等高線與河流地形判讀、都市化前後及洪災產生、洪災的預防方法 

七、教學難點 

1. 侵蝕、搬運、堆積與河流的關係 

2. 水文歷線分析 

3. 學生對河流景觀照片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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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等高線地形圖的判讀與水浸關係 

5. 澳門天鴿風災的成因討論 

6. 討論提出有效防治洪災的方法 

八、教學用具 

PPT、板書、學習單、圖片、影片、AR立體沙盒 

九、教學課時 

5課節 X40分鐘，共 20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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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第一課節 

課題：孕育中華文化的河流地形 課時： 1課節，40分鐘 

授課時間：40分鐘 學生人數：30 

本課節具體教學目標： 

1. 聚落形成的條件 

2. 河流與中華文明的關係 

3. 河流作用 

4. 流域與集水區構成 

配應基力要求編號： 

A-2 

A-4 

教學用具： 

教學過程 

教學活動 
教學資

源 
時間 教學評量 

一、 引起動機 

1. 播放音樂「黃河鋼琴協奏曲 - 第一樂章

（黃河船伕曲）」，請學生分享對該樂曲的感

受。提示學生樂曲中鋼琴急驟的琶音黃河河水壯

麗奔騰的景象，掀起巨浪，引出了堅定有力的船

工號子，表現了船工們萬眾一心同狂風巨浪頑強

拼搏，象徵著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並

簡要說明黃河對中華民族的情意觀念。 

 

二、 發展 

2. 形成中華文明搖籃的成因 

詢問學生，要成為聚落，人民聚居的地方到底必

須符合哪幾種因素？而當中那種因素擔當不可劃

缺的角色？說明河流在當中的作用，提供水源在

農業上灌溉農作物以及生產糧食的作用；人民賴

以為生的淡水資源；塑造地貌，有利人民選擇合

適的居住生活和發展空間。作為天然的界線阻擋

其他部落的威脅，提供安全的生活屏障。 

小結：河流提供糧食、水源、形成地形、天然界

線的作用。 

 

投影

片、板

書 

 

5分 

 

 

 

 

 

 

 

 

 

8分 

 

 

 

 

 

 

 

 

 

 

 

 

 

 

 

 

讓學生感

受黃河壯

麗奔騰，

以及不屈

不撓的鬥

爭精神。 

 

 

 

能說出聚

落的形成

條件 

 

能說出河

流與聚落

形成的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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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播放影片「黃河—中國的母親河」 

當中 0:05-1:10，3:00-5:00的片段，詢問學生黃

河發源地在中國那裡？該地的自然景觀有什麼？

請學生說黃河發源地的特徵。當黃河途經那裡後

河水開始轉變成黃色？其原因是什麼？請學生說

出該地自然景觀的特徵。及後黃河在那裡進入渤

海，其區域的特徵又是什麼？ 

 

小結：黃河起源於青海省青藏高原的巴顏喀拉山

脈，全程大約呈「幾」字型，自西向東分別流經

青海、四川、甘肅、寧夏、內蒙古、陝西、山

西、河南及山東 9個省（自治區），最後匯入渤

海，黃河是中國第二河，為含沙量最大的河流。

黃土高原因為缺乏植被保護，加以夏季雨水集

中，黃土高原的土地在流水的侵蝕下被分割得支

離破碎，形成溝壑交錯的地貌。黃土高原位于黃

河中遊，在穿越黃土高原時，黃河把大量疏松的

泥沙帶了下來，自己也被泥沙染成了黃色，成為

名副其實黃色的河。尤其是暴雨過後，河水中泥

沙的含量很高，于是自古就有黃河“一碗水半碗

沙”的説法。 

黃河上游中游下游三大區域的自然景觀特色。 

 

4. 黃河流域 

在歷史堂上經常會說一個名詞「黃河流域」，我

國的先民就是飲黃河的水長大，源到底養育我們

祖先的黃河流域範圍有多大，而又如何去畫分出

黃河水的所包含的空間，請學生發表意見？ 

 
小結：通過圖片說明河流的源頭通常在山裡，匯

集了小的泉源，漸漸的有了流水加入了這行列或

從地表滲透進河道。河流有其河道，河道底部稱

 

 

 

5分

鐘 

 

 

 

 

 

 

 

 

 

 

 

 

 

 

 

 

 

 

 

 

 

 

5分

鐘 

 

 

 

 

 

 

 

 

 

 

 

 

 

 

 

 

 

 

 

 

 

 

 

 

 

 

 

 

 

 

 

 

 

 

 

 

 

 

2-1 能說

出集水區

的定義 

2-2 能說

出集水區

對河流的

影響 

 

 

 

 

13-1 能

辦識各種

不同的河

流地形 

13-2能運

用自然地

理的原理

判讀自然

景觀分析

其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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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河床，兩側稱為岸。，當我們向下游看時河道

的左邊稱為左岸，右邊稱為右岸。一條河流和其

支流合而為一個河系，整個河系包括的區域稱做

一個流域。河川的大小和流量，與整積水區的大

小和雨量有關。分隔兩個河系的山嶺稱為分水

嶺。 

 
5. 河流作用的成因 

請學生想一想，有什麼力量可以改變河流的形

狀？可以用美術堂的紙黏土來比喻作用力量對地

形的影響，並鼓勵學生發表針對其來源，如降

水、地形高度、侵蝕物質、侵蝕時間等加以引

導。 

 

小結中帶出河流承受的力量來源的三種途徑 

(1) 河流侵蝕作用： 

侵蝕作用是河流本身的動能對其邊界產生的沖

刷和破壞作用，其因侵蝕作用而形成的地形為

河蝕地形。詢問學生侵蝕的方向會可能出現何

者？老師總結學生答案歸納依方向分為下蝕、

側蝕及頭蝕。 

下蝕作用：河床及河床的深度增加，其力量的

大小主要由河床水流的強度及組成河床的物質

抗蝕力而定。河流流速愈大對河床的衝擊力愈

大，則愈能將石塊和泥沙帶走 

側蝕作用：河流及河床寬度增加，河水的流速

減慢令下蝕力量減弱，其力量大小與離心力與

組成河床的物質抗蝕力而定。 

頭蝕：又稱向源侵蝕，其過程是由於坡度加大

令流速變大使水流下蝕更為劇烈，令河道上

移。 

帶出河流為流體動能下，時時刻刻都能對地表

 

 

 

 

 

 

 

 

 

 

 

 

 

5分

鐘 

 

 

 

 

 

 

 

 

 

 

 

 

10分

鐘 

 

 

 

 

 

 

 

 

 

 

 

 

 

 

 

 

 

 

 

 

 

 

 

 

 

 

 

 

 

 

 

 

 

 

4-1 能說

出河流形

成的原因 

4-2 能說

出河流作

用的基本

因子 

4-3 能說

出河流搬

運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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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侵蝕作用，其好發於河流上游地區。 

 

  
河流搬運作用： 

 
從侵蝕後的物質帶出物質的去向？而物質在河水

到以那幾種方式移動？由學生自行作答再由老師

作歸納，可以用小石頭、沖劑飲料等協助學生作

答。 

搬運作用是河流把侵蝕河床基岩式河谷邊坡岩層

的產物移動到他處的作用。通過 

再詢問學生，當河流不斷搬運當中的負荷物時，

產生懸浮、掃動的作用，會令當中的負荷物造成

什麼的形狀？ 

橢圓狀，當掃動時會不斷磨擦當中的稜角令其變

得趨於圓形，以岩石標本作呈現及比較，另外河

床的負荷物大亦可以表現出其位處河流的上游，

流水動能較大，負荷物較小位處河流下游，其水

流動能較弱之關係。以此來強化學生的物量現象

意思。 

 

(2) 河流堆積作用： 

詢問學生因河流中的負荷物為何會停止搬運，與

什麼因素最具關連？ 

當被河水攜帶的物質停止搬運而發生沉積作用，

其因沉積而形成的地形為河積地形。河流發生堆

積的成因為流速減低、流量減少及負荷物增多。 

 

 

 

 

 

 

 

 

 

 

 

 

 

 

 

 

 

 

 

 

 

 

 

 

 

 

 

 

 

 

 

 

 

 

 

 

 

 

 

 

 

 

 

 

 

 

 

 

 

 

 

 

 

 

 

 

 

 

 

 

 

 

 

 

 

 

 

 

 

 

 

 

 

 

 

 

 

 

 

 

 

 

 

 

 

 

 

 

 



2017/2018 

C202 

10 
 

小結： 

重力作用關係水從源頭從高往低流動的過程中不

斷對地表產生侵蝕作用，侵蝕的過程中能讓河床

加深、加寬或加長(向源侵蝕)，造成獨特的河蝕

地形，侵蝕地表後岩石及母質細碎經水流沖入河

流當中，小的部份會溶於水中，而大的部份不溶

於水中只能通過河流帶動搬運走，而在搬運過程

當中的負荷物會經流水作用造成懸浮、掃動的作

用，而流水亦會順帶改變當地自然地貌。故水的

流動會受制度地形高度起伏影響，只有河流上游

產生侵蝕、搬運，並在河流下游進行堆積，並部

份帶入大海當中。 

 

三、 本節總結 

黃河為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之一，黃河的源頭在青

海省青藏高原的巴顏喀拉山脈上，其黃河上游區

域，高低落差起伏大，終年冰雪融水令水流穩

定，水質清澈，且水力資源豐富，進入中游內蒙

河套，形成大片沖積平原，水流平緩，又因流經

黃土高原上帶動大量泥沙，使黃河成為世界上含

沙量最多的河流，下游河段黃河入海口因泥沙淤

積，不斷延伸擺。每年平均淨造陸地 25至 30平

方公里。由於下游河段長期淤積形成舉世聞名的

“地上懸河” 

中華先民使用因地制宜的方法，通過依靠黃河提

供糧食、水源以及穩定的生存空間，才有今天中

國輝煌的成就。 

 
 

 

 

 

 

 

 

 

 

 

 

 

 

 

 

 

 

 

 

 

 

 

2分

鐘 

 

 

 

 

 

 

 

 

 

 

 

 

 

 

 

1-2能說

出黃河對

中華文明

的作用 

 

 

 

 

第一課節 試教評估與反思建議 

1. 利用中華民族發源的黃河作為引起動機能大大吸引學生興趣，以及對中華文

化形成的自豪感，增加認國家的認同。 

2. 直接帶出河流對人類文明的影響，並反思自己的生活與河流的關係。 

3. 本課節的重點在於對河流的需求及培養學生對河流的情意，並非每個學生都

能直接感受，故每個學生對課堂的投入情度都各不一樣。 

4. 通過實驗學校可以知道溶解、掃動、懸浮的差異，而能判讀坡度、水流速

度、負荷物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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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節 

課題：河流地形的種類及成因 課時：第二課節，40分鐘 

授課時間：11月 8日 學生人數：30人 

本課節具體教學目標： 

1.侵蝕輪回理論 

2.河蝕地形的成因 

3.河積地形的成因 

4.黃河的上中下游河段的成因 

配應基力要求編號： 

A-2 

A-4 

教學用具： 

教學過程 

教學活動 
教學資

源 
時間 教學評量 

一、引起動機： 

想一想，地球表面無時無刻不風吹雨打侵蝕，到

底會否一直蝕下去？會的原因是什麼？不會的原

因是什麼？直接請同學作思考。 

 

二、 發展： 

1. 侵蝕基準面 

黃河的水流經斷沖刷之下河流會不斷往下侵蝕，

那會不會有極限？請學生討論。 

河水在反覆的侵蝕作用下會將地表逐漸夷平，一

旦夷平至海平面高度時，河流便停止侵蝕，因此

海平面為河川侵蝕的最低極限。這個河川侵蝕的

極限平面稱為侵蝕基準面。 

 
展示圖片，要求學生指出接近侵蝕基準與遠離侵

蝕基準的地形差異。 

2. 侵蝕輪迴理論與回春作用 

投影

片、板

書 

 

2分

鐘 

 

 

 

 

5分

鐘 

 

 

 

 

 

 

 

 

 

 

 

 

 

 

 

 

 

 

 

 

 

 

 

 

3-1 能說出

侵蝕輪迴理

論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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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讀圖去理解河流侵蝕輪迴理論的過程，詢問

學生圖上三者的關係，由學生先嘗試解說，由老

師整理。河流作用的輪迴理論，以及觀察圖中所

出現地形。再由老師整理三個階段的不同特徵。 

小結：河流向下侵蝕的最低界線，即均夷剖面的

下限。侵蝕基準以終極基準面：外流河即海平

面，而內流河則在湖泊上。而其他水體例如湖

面、支流入主流的水面、谷底、瀑潭則成為臨時

基準面。 

      

 
 

複習學過河流對中華文明的影響、影響河流形成

的因素，以及流域的組成，和上、中、下游河流

的景觀，針對在河流地形發育的過程分為：幼

年、壯年與老年三個時期，幼年期的河流地形侵

蝕基準面較低，有較深的侵蝕空間，加強河流下

蝕力量，令地形出現較大的高低起伏差異，令水

流速加快，造成的侵蝕力量較強，故以下蝕力量

為主，造成山高谷深，瀑布、急流到處可見；壯

年期的河流地形以側蝕為主，河谷開展，坡度降

低，瀑布、急流消失，此時侵蝕與堆積漸趨平

衡，老年期地形以準平原為主，河谷平淺廣寬，

水流無力，河流作用近乎停頓。 

 

 

 

 

 

 

 

 

 

 

 

3分

鐘 

 

 

 

 

 

 

 

 

 

 

 

 

 

 

 

 

 

 

 

5分

鐘 

 

 

 

 

 

 

 

 

 

 

 

 

3-2 能說出

侵蝕輪迴理

論下不同時

期的河流特

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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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黃河中的河流地形 

接合國文課中所學唐代詩人李白在「將進酒」當

中「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

回」。以地理學度上觀察黃河以中上游以山地為

主，中下游以平原、丘陵為主。因此在中間形成

了峽谷、瀑布等。在詩句解讀上就是黃河上游海

拔高，起伏落差較大為中國第一、二級階梯，水

好像是從天上來的一樣。而黃河的下游流經平原

地帶，位處中國第三級階梯， 

 
 

 
 

 

 

 

 

 

 

 

 

 

15分

鐘 

 

 

 

 

 

 

 

 

 

 

 

 

 

 

 

 

 

 

 

 

 

 

 

 

 

 

 

 

 

 

 

 

 

 

 

 

3-3 能說出

侵蝕輪迴理

論不同時間

的河流地形

種類 

 

 

 

 

 

 

 

 

4-3 能說出

河流搬運的

方式 

 

 

 

 

 

 

 

 

 

 

13-1 能辦

識各種不同

的河流地形 

 

13-2能運

用自然地理

的原理判讀

自然景觀分

析其成因 

 

 

 

 

 

15-1 透 過

對我國壯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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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黃河不同河段的圖片，並邀請學生對圖片中

黃河的樣貌進行簡單解說，針對其侵蝕深度、河

流深度、水流速度、河流的顏色、週圍地形的起

伏 

 

整理版書及圖表，將四個河段位置呈現地圖當

中，帶領學生活動完成下列表格，並分組詢問學

生四個河段形成的原因？以及四個河段位處黃河

所在的可能區域(指出在地圖之內) 

 

 

 

 

 

 

 

 

 

 

 

 

 

 

 

 

 

 

 

 

 

 

 

 

 

 

 

 

 

 

 

 

 

 

 

 

 

 

 

 

 

 

 

 

山河的圖片

及現象，增

加對我國情

懷，必須愛

惜自然環境

以及遵行可

持續發展。 

 

 

15-2 體現

中華文明與

黃河之間的

關係，感受

身為中國人

的自豪 

 

 

15-3 能 了

解保護特殊

地景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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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河流地形的分類 

歸納各種常見的河流地形，展示其他常見的河流

地形圖片。 

(1)河蝕地形：通常出現在河流上游或河流的幼年

期。 

請學生講出這圖片的地形名稱為何？老師再加以

解釋說明。 

 
A.瀑布：水流流經軟硬相間的岩層，因軟硬岩抗

蝕性差別而產生河床落差，小落差為急流，大落

差構成懸崖，水流而下，落差擴大亦容易形成瀑

布，如我國黃河中位處第二、第三地形階梯的交

界的壺口瀑布，黃河水至此，500餘米寬的洪流

驟然被兩岸所束縛，上寬下窄，在 50米的落差中

翻騰傾涌，聲勢如同在巨大無比的壺中傾出，故

名「壺口瀑布」。其冬季因高緯氣溫嚴寒，傾瀉

而下的河水會在瀑布兩岸凍結成冰，形成「冰瀑

玉壺」的奇觀。

 

 

 

 

 

 

 

 

 

 

 

 

 

 

8分

鐘 

 

 

 

 

 

 

 

 

 

 

 

 

 

 

 

 

 

 

 

 

 

 

 

 

 

 

 

 

 

 

 

 

 

4-4 能說出

河積地形形

成的原因 

 

4-5 能說出

河積地形的

種類 

 

4-6 能說出

河蝕地形形

成的原因 

 

 

 

 

 

 

 

 

 

 

 

 

 

 

 

 

 

 

 

 

 

 

 

 

4-7 能說出

河蝕地形的

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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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峽谷： 

請學生講出這圖片的地形名稱為何？描述其地形

特徵？老師再加以解釋說明。 

 
峽谷：在河流上游河流集中全力強烈下蝕，不斷

進行加深作用，終於形成谷壁陡峭狹長深谷。 

 

(2)河積地形： 

A.三角洲 

請學生講出這圖片的地形名稱為何？描述其地形

特徵？老師再加以解釋說明。 

 
三角洲是指在河口區域流速因應坡度平緩而減

慢，當中所攜帶的泥沙堆積而成的沖積平原。 

 

總結： 

三、 總結： 

 

 

 

 

 

 

 

 

 

 

 

 

 

 

 

 

 

 

 

 

 

 

 

 

 

 

 

 

 

 

 

 

 

 

 

 

 

 

 

 

 

 

 

 

 

 

 

 

 

 

 

 

 

 

 

 

 

 

 

 

 

 

 

 

 

 

 

 

 

 

 

 

 

 

 

 

 

 

13-3 能以

不同的主題

地圖配合自

然景觀進行

疊圖分析，

判斷其自然

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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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示意圖帶出河流上中下游所產生不同地

形的原因，與其河流的坡度、河流的流速、

所攜帶的負荷物有絕對的關係， 

再利用表格整理形式複習本課節內容令學生

加深對不同河段產生不同地形的印象。 

  

 

 
 

 

 

 

 

2分

鐘 

 

 

 

 

 

 

 

 

 

 

 

 

 

 

 

 

 

 

 

 

 

 

 

 

 

 

 

 

 

 

 

 

 

13-4 能以

表格方式，

比較不同地

理景觀的差

異 

 

第二課節 試教評估與反思建議 

本課節的主要目的是通過示意圖，地形圖片令學生掌握地形形成成因與過程，重

點，學生通過多發表對圖片形成的過程的想法，學生在推論過程中會存在不少不

切實際的情況，需要教師多作引導。 

在整理表格時，單以課堂講解，而沒有作工作紙記錄，或者繪圖記錄，學生作不

能完整了解其河流形成的主要機制，故下年度需要花更多時間，多作例子及工作

紙去解說地形成因。 

本課節以系統及敘述或去作講解，令學生加深印象，難免會有部份沉悶情況出

現。 



2017/2018 

C202 

18 
 

第三課節 

課題：河流地形的土地利用方式  課時：第三課節，40分鐘 

授課時間：11月 9日 學生人數：30人 

本課節具體教學目標：  

曲流地形的形成與土地利用 

泛濫平原的形成與土地利用 

AR沙盒的應用 

配應基力要求編號： 

A-2 

A-4 

教學用具：投影片、板書、AR沙盒 

教學過程 

教學活動 
教學資

源 
時間 教學評量 

一、引起動機 

接合歷史課上，黃河流域曾經長時期作為中國政

治、經濟和文化中心，被譽為中華文化的搖籃。

因黃河流從上游搬運的肥沃泥土，令黃河流經中

下游地區亦同時發展出中國早期的農業文化。 

 
 

要造成擴大中下游形成肥沃土壤，單是河不成不

變的流動方向是不能的，河流必須是多次轉變流

動方向，請學生講出可能令改變流動方向的原

因？如離心力、地轉偏向力、河流兩岸岩石的組

成等等。 

 

二、發展 

河積與河蝕 

投影

片、板

書、AR

沙盒 

2分

鐘 

 

 

 

 

 

 

 

 

 

 

 

 

 

 

 

 

 

 

 

 

 

 

 

 

 

 

 

 

 

 

 

 

 

15-2 體現

中華文明

與黃河之

間的關

係，感受

身為中國

人的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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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圖片，詢問學生描述其地形特徵？屬性河積

地形還是河蝕地形？那裡是河積？那裡是河蝕？

為何這樣判斷？ 

可以從凹凸之地方，及其有無堆積物加以判斷，

其堆積物的大小判斷其所屬位置在於河流上、

中、下游何者，再判斷其聚落所在位置。及可能

從事的土地利用形式。 

 
分組教學活動：派發工作紙給學生作曲流地形形

成的過程，及每組上台使用 AR沙盒能演示曲流

的形成過程。 

 

(老師先不要直接將形成過程告訴學生，先通過

連環圖來令學生恩考，其形成過程，再透過提示

字眼讓學生了解其形成機制，並可以透過 AR沙

盒作呈現以及表述，令學生加深其原理和記

憶。) 

 

最後老師再加以解釋說明。 

曲流指河道彎曲，多見於中、下游，當河床坡度

減小，河流下蝕 

 

 

 

 

5分

鐘 

 

 

 

 

 

 

 

 

 

 

 

 

 

 

 

 

 

 

 

 

 

 

 

 

 

 

 

 

 

 

 

20分

鐘 

 

 

 

 

 

 

 

 

 

 

 

 

 

 

 

 

 

 

 

 

 

 

 

 

 

 

 

 

 

 

 

 

 

 

 

能說出曲

流形成的

過程 

 

 

9-1 能 使

用 AR 沙盒

去呈現地

形變化 

9-2 能 使

用 AR 沙盒

去輔助講

解地形變

化 

9-3 能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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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曲流比較 

 
 

泛濫平原與地上河

 

 
 

1. 我國黃河與水並存的獨特地景： 

展示黃河下游區域圖片及四個河段的剖面圖，詢

問學生黃河在下游區域以堆積或侵蝕何者為主，

而黃河的主河段的海拔與其兩岸區域相比何者為

主，主因是什麼？請同學發表。老師再加以引

導。 

 

 

 

 

 

 

 

 

 

 

 

 

 

 

 

 

 

 

 

 

 

 

 

 

 

 

 

 

 

 

 

 

 

 

 

 

 

 

 

10分

鐘 

 

 

 

用 AR 沙盒

判讀分析

土地利用

形態 

 

 

 

 

 

 

13-4 能以

表格方

式，比較

不同地理

景觀的差

異 

 

 

 

能說出曲

流兩側地

上有什麼

土地利用

方法 

 

 

 

 

 

 

 

 

 

 

能比較曲

流中基蝕

坡與滑走

坡之差別 

 

 

 

13-4 能以

表格方

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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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連續示意圖再講解黃河懸河的成因，加深學

生對特殊地景了解。 

懸河成因：含沙量很大的河流，在兩岸河谷開

闊、比較平緩的河段，泥沙大量堆積，河床不斷

抬高，水位也相應上升。為防止水害的發生，兩

岸大堤隨之不斷加高，時間長了，河床便高出兩

岸地面。在黃河下游的河南、 山東段有 800多

公里的懸河，部分河段甚至為二級懸河，為世界

罕見。 

 
 

從圖片的地形當中，讓學生指出村落的主要分佈

位置在河流那方向上。推測村落附近從事何種產

業活動？河道的兩側有否留意到有小土堆(堤)的

出現，請學生講出其原因是什麼?  

 

 

 

 

 

 

 

 

 

 

 

 

 

 

 

 

 

 

 

 

 

 

 

 

 

 

 

 

 

 

 

 

 

 

 

 

 

 

 

 

 

 

 

 

 

不同地理

景觀的差

異 

 

 

 

 

 

 

 

能說出泛

濫平原的

形成的原

因 

 

 

 

 

 

 

 

 

 

 

 

15-3 能了

解保護特

殊地景的

意義 

 

 

 

 

 

 

能說出黃

河在中下

游泛濫後

形成的特

殊景觀現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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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流中下游區域，因河谷寬而平淺，一旦洪水

來臨，氾濫時泥沙隨河水溢出河岸堆積，沙石沿

河道兩側形成高於河床的天然堤，較細沙石則隨

水漫流堆積成氾濫平原。 

 

進階思想：黃河經常溢出河段才造成泛濫，觀察

圖片，當地人民通過什麼方法減低黃河泛濫造成

的危害。 

 

總結： 

位處河流中下游區域的河積地形較容易發展出農

業文化，而且集中在河流中的凸岸(基蝕坡)當

中，亦因較不受侵蝕威脅，故容易發展成聚落或

都市，但河流兩岸由於較易受河水泛濫影響，故

需要適當利用土地，例如建設畜洪湖，疏洪道

等。 

位處黃河流域的中華文化的搖籃，在 1946年以

前幾千年，黃河下游曾泛濫 1593次並經數次改

道，洪水影響範圍十分之大，北至海河，南達淮

河，縱橫 25萬平方公里，因此也成為「中國的

憂患」，這種災害甚至能動搖政權管治。 

 

同時也是黃河易泛濫成災的這種特點，造就了中

華民族「不畏艱險、不怕苦難、自強不息、居安

思危」的民族風氣。但亦由於多次的泛濫帶來的

肥沃泥土令黃河下游土壤肥沃，農糧豐足，自大

禹治水以來，各個治水機構逐漸出現，時至今天

仍設有「黃河水利委員會」這樣的機構，來保護

我們的母親河，保護我們的人民。 

 

 

 

 

 

 

 

 

 

 

 

 

 

 

 

 

3分

鐘 

 

 

 

 

 

 

 

 

能說出黃

河兩岸土

地利用方

式如何能

避免水災 

 

 

 

 

 

 

 

 

 

 

 

 

能體現黃

河特性與

中華文化

的關係。 

第三課節 試教評估與反思建議 

1. 由於 AR 沙盒的體積以全班同學利用上相應較小，無法做到一次性全班的呈

現，所以分了六組，每組 5 人以抽籤解說曲流地形形成，由於時間關係，只

可以抽當中 4 組，而每組所只可以在 3 分鐘內講解完成，但通過實際講解，

學生更容易掌握曲流地形的形成與土地利用方法。 

2. 學生對操作 AR沙盒感到極大興趣，要適當控制場面避免失控造成混亂。 

3. 利用中下游的黃河剖面去講解地上河的形成，令學生更易掌握地上河的原

理，及景觀特徵，以及對當地人民生活的作用。 

4. 多次強調黃河與中華文明的關係，加強學生對國家的歸屬感。 

5. 將本課節所學習的地形與上一課目作對比，需要表格形式做整理，以加強學

生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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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節 

課題：氣候及河流水文的關係 課時：第四課節，40分鐘 

授課時間：11月 13日 學生人數：30人 

本課節具體教學目標： 

澳門位置、氣候與河流 

河流的種類 

水文歷線分析 

澳門河流與土地利用形式 

配應基力要求編號： 

A-4 

A-6 

D-3 

教學用具： 

教學過程 

教學活動 
教學資

源 
時間 教學評量 

一、引起動機： 

    站在澳門內港為第一身觀點，詢問學生自身經

驗說出澳門的位置與上圖中黃河流域下游的關係，

其附近的河水深淺情況？澳門附近海域水域的水體

顏色為何？推測其堆積物主要以什麼為主， 

 
 

二、發展： 

1. 澳門與珠江位置之關係 

展示珠江流域地圖，詢問學生珠江的水源主要為何

者？學生描述的條件歸納澳門與河流位置的關係，

推測其鄰近區域有利何種行業發展？ 

歸納澳門位處珠江下游出海口地段，其水域較淺，

容易引發洪災。 

投影

片、板

書、地

圖、 

樽裝

水、毛

巾、樽

裝土

壤、壓

克力膠

板 

 

 

 

 

2分

鐘 

 

 

 

 

 

 

 

 

 

 

 

 

5分

鐘 

 

 

 

 

 

 

 

 

 

 

 

 

 

 

 

 

 

 

 

10-1 能從地

圖判讀澳門

與珠江流域

的關係 

 

 

 

10-2 能從地

圖判讀澳門

的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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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澳門氣候與河流的關係與河流總類 

展示澳門降雨及氣溫圖表，學生分組從圖表中歸納

澳門的氣候特徵。以及什麼季節水量豐富、以及什

麼季節容易出現乾旱，想一想降水對澳門及珠江流

域河水的關係。 

 

 
教師歸納河流的三種類型 

 
同時以珠江做例子，雖然位處常流河，終年河流不

會乾涸，但仍有部份支流，在乾季時出現間歇河現

象，令珠江在乾季時淡水量不足，匯入出口海時，

如在澳門區域，就會由於海水滲入，令咸淡水同時

出現，令澳門附近的珠江江水出現咸化現象，以解

釋咸潮主要出現在乾季(冬季)的主因。 

 

 

 

 

 

 

 

 

 

 

 

 

 

5分

鐘 

 

 

 

 

 

 

 

 

 

 

 

 

 

 

 

 

5分

鐘 

 

 

 

 

 

 

 

 

 

 

 

 

 

 

 

 

 

 

 

 

11-1能根據

降水量、氣

溫了解一地

區的氣候特

徵 

 

 

11-2 能從氣

候圖表判讀

一地的全年

的豐缺水狀

況 

 

 

 

能分別河流

的三種類型 

 

 

13-4 能以表

格方式，比

較不同地理

景觀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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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利用水文歷線不同植被條件下的水量預測 

向學生展示水文歷線圖表 

 

 
細心教授學生水文歷線圖的分析方法。 

(1)先觀察圖上縱坐標的標尺單位分別為兩種，流

量與降水量，會對應不同圖示作數據呈現。 

(2)橫坐標為洪水經歷時間，必須留意每格所代表

的時間差，如現在第一日 12:00開始到第一日 0:00

為裡有 6格，故每格時間為 2小時 

(3)圖上淺紅色棒形圖為降水量，由於共有 4支淺

紅色棒形，可以看出圖上降雨總時間為 8小時。 

(4)河水隨降雨增加而水位高度及流量亦因而增

加，水位在是次漲水的最大流量，稱為洪峰。 

(5)降水最大值與洪峰之間的時間差稱為洪峰延滯

期，這時間亦有助人民判斷災害撤離的黃金時間。 

(6)如假設現某河流段及兩岸防堤僅能防護 30m³/s

的流量，則超過這一流量的漲水部份為洪水，亦是

最能威脅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部份。(通過版書呈

現) 

(7)而退水時間往往會比漲水來得慢，與其滲透速

度及流量有關。 

 

詢問學生不同季節下河流水位高度不一，而不同植

被下，是否也會影響河流水位高度？ 

展示都市變化前後都水文歷線變化圖，詢問學生兩

都市變化前後水文曲線的差別？ 

 

 

 

13

分鐘 

 

 

 

 

 

 

 

 

 

 

 

 

 

 

 

 

 

 

 

 

 

 

 

 

 

 

 

 

 

 

 

 

 

 

 

 

 

 

 

 

 

 

 

 

 

 

 

 

 

 

 

12-1 能判讀

洪峰的流量 

 

12-2 能判讀

洪峰滯延期

的時間間距 

 

12-3 能判讀

滿岸流量的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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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實驗：吸水與疏水 

材料：樽裝水、毛巾、樽裝土壤、壓克力膠板 

實驗內容：利用水倒入不土壤來模擬自然環境有土

壤及植被之下水的滲透性、再利用水直接倒向壓克

力膠板，模擬瀝青混凝土的高疏水性。 

 

學生通過實驗內容結果，即場向同學分享都市化前

與都市化後城市主要景觀與物料上的差別，對洪災

的影響。 

 

4. 利用案例作小結：澳門鄰近地形與洪害： 

 
展示澳門鄰區域衛星影像，叫學生在圖中畫出河流

的流向，接合曲流地形，指出在前山河中基蝕坡與

滑走坡的位置。，圖中拱北及前山等為澳門之上

游，其發展階段為城市變化前及後的情況。 

由老師指出澳門及鄰近地區的填海面積，協助學生

判斷有否與水爭地現象及城市化過度造成洪災情況 

 

接合集水區課節內容，協助學生畫出降雨時山體水

流的流向，以及匯聚在那裡？詢問同學及判讀對河

流高度呈現何種影響？ 

 

 

 

 

 

 

 

 

 

 

 

 

 

3分

鐘 

 

 

 

 

 

 

 

 

5分

鐘 

 

 

 

 

 

 

 

 

 

 

 

 

 

 

 

 

 

 

 

 

 

12-3能分析

河流流域的

土地利用變

化對水文歷

線造成的影

響 

 

 

 

14-5 能判讀

衛星影像的

能力，並在

衛星影響中

分析地形的

能力 

 

 

 

 

 

 

 

 

 

 

 

 

 

 

 

 

 

 

 

 

 

 

 

 

 

 

6-4 能說出

洪災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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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老師點出，若集水區的森林密集，入滲率較

高，地表逕流量少、雨水直接流入河流機會亦因而

減少，延緩了雨水集流至河川的時間，則洪峰流量

較小、洪峰延滯期較長，反之，若集水區內高度開

發，森林覆蓋不坐，不透水的地表覆蓋面積大，入

滲率低，導致地表逕流多，雨水較快集流至河川，

則洪峰流量較大，洪峰延期縮短，易發生洪水。 

 

三、總結： 

配合黃河中下游地區常受到洪災困擾，以及澳門位

處珠江三角洲的出口游位置，河床淺，泥沙多，淤

積大，配合其氣候環境以及水文歷線圖的對比，令

學生知道位處河流中下游區域較容易出現季節性泛

濫。 

再教師通過表格及版書整理以城市化前的集水區環

境，以植被覆蓋，城市化後以瀝青混凝土同樣道理

亦可以應用在河流上中遊區域城市化前現象與學生

作討論及總結 

 
 

 

 

 

 

 

 

 

 

 

 

 

2分

鐘 

原因 

 

第三課節 試教評估與反思建議 

1. 以澳門內港區域作本課例子，能有效吸引學生興趣，尤其有個別學生為當區居

民，對內港區域有更深的情意 

2. 以氣候圖表去呈現澳門氣候類型個別學生未能即時掌握，需要老師多加提點，

及以澳門自身環境去加強記憶。 

3. 現場實驗時，因位處視藝室的大型面盤上，能一次參與的學生只限 10 人，而水

流體空間沾濕學生要注意 

4. 澳門及珠海地面徑流圖中，個別學生地圖感較差，並不能即時畫出河流走向，

以及地面徑流流動方向，故老師要加以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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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節 

課題：大自然反撲：洪災 課時： 

授課時間：11月 15日 學生人數：30人 

本課節具體教學目標： 

澳門位置與洪災關係 

從資料及地圖中找尋澳門天鴿洪災的成因 

繪制澳門淹浸地圖 

配應基力要求編號： 

A-5 

A-6 

D-2 

教學用具：投影片、板書、氣候局資料、地籍圖、顏色筆、間尺 

教學過程 

教學活動 
教學資

源 

時

間 

教學評

量 

一、引起動機： 

以站在澳門內港為第一身觀點，詢問學生自身經驗說

出澳門的位置與河流的關係，其附近的河水深淺情

況？澳門附近海域水域的水體顏色為何？推測其堆積

物主要以什麼為主， 

 

展示珠江流域地圖，以學生描述的條件歸納澳門與河

流位置的關係，推測其鄰近區域有利何種行業發展？ 

歸納澳門位處珠江下游出海口地段，其水域較淺，容

易引發洪災。 

 
 

二、發展： 

1. 展示 823風災的照片，以幫助學生回憶當時澳門的

情景，並詢問學生 823風災時，學生所住區域的災害

情況，以加深學生的記憶與印象，先評估有沒有學生

為 823死傷者家屬，以點到即止的方式發問，留意學

生的情緒。 

 

投影

片、板

書、氣

候局資

料、地

籍圖、

顏色

筆、間

尺 

 

 

 

3分

鐘 

 

 

 

 

 

 

 

 

 

 

 

 

 

 

 

 

 

5分

鐘 

 

 

 

 

 

 

10-1 能

從地圖

判讀澳

門與珠

江流域

的關係 

10-2 能

從地圖

判讀澳

門的所

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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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災的意義： 

水體流量過大，令河道及排水渠無法容銷，過多水體

便會淹至河道兩側，形成洪水。當威脅生命財產時就

即成洪災。 

 

 

以 823為例澳門洪災的成因： 

通過對氣象局的天鴿資料派發如學生分析其當中意

義。 

 

 

 

 

 

 

 

 

 

 

 

 

 

 

 

 

 

 

 

 

 

 

20

分

鐘 

 

 

 

 

 

 

 

 

 

 

 

 

 

 

 

 

 

 

 

 

 

 

 

 

 

 

 

 

 

 

 

 

 

 

6-1 能

從氣候

角度說

出澳門

形成洪

災的原

因 

 

6-2 能

從地形

角度說

出澳門

形成洪

災的原

因 

 

6-3 能

從颱風

的 風

速、風

向、氣

壓去說

出澳門

形成洪

災的原

因 

 

6-4 能

說出洪

災的危

害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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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討論澳門 823風災的季節、天文大潮時間點、地

形對海水的形成、颱風路經、登陸地點、氣壓對海水

的形成等等。 

 

分組給學生從資料中尋找天鴿風災的蛛絲馬跡並通過

發表其意思令學生們得出風災水災的原因並不是單有

單向因素。這部份要加強引導，如在資料上圈定必須

留意的資料，接受以往地理學課上學過知道加以說

明，並著重學生針對題目作答，老師必須適時引導學

生。 

 

2. 佈置課後作業：以分層設色法去繪畫澳門內港區域

水浸深度分佈圖 

先講解澳門的海圖基準面又叫澳門水文測量零點，

定在大潮平均最低潮面之下 0．13 米，亦即是在

澳門的平均海面之下 1．80米 

 

潮汐水位高度+海圖基準面-陸地高程 

Eg: 

A地水浸深度：潮汐高度為 5.04米、海圖基準面為-

1.8米、A地陸地高程:1.6米 

5.04-1.8-1.6=1.64米 

B地水浸深度：潮汐高度為 5.04米、海圖基準面為-

1.8米、A地陸地高程:2.4米 

5.04-1.8-2.4=0.84米 

 

在課節完結前需要完成水浸深度換算表格 

 

 

 

 

 

 

 

 

 

10

分

鐘 

 

 

 

 

 

 

 

 

 

 

 

 

 

 

 

 

 

 

 

 

 

 

 

 

 

 

 

 

 

 

 

 

 

 

 

 

 

 

 

 

 

 

 

 

 

 

 

 

 

 

 

 

 

 

14-1 

能判讀

等高線

地形圖 

 

14-2 

能計算

潮汐水

位高度

與海拔

高程的

差異 

 

 

14-3 

能使用

分層設

色方法

去繪畫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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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課後作業令學生能感知內港區水災的嚴重性。 

 

 
四、 總結： 

天鴒形成正值當年初二，為天文大潮的時間，吹

襲至澳門為當天潮漲時間，加上颱風氣壓值低有

助推高海平面高度，造成風力威力強，登陸路徑

位處澳門以西，受颱風的強東風或東南風將海水

推進澳門，加上澳門水浸嚴重的內港地形低平，

水道狹窄令風暴潮進入海灣不法即時排出，而內

港兩側為山體，水體從山上排下匯入內港，種種

原因之令內港在風暴潮期間的水位曾達 5米之

深。造成澳門內港區域廣泛受災。 

 

 

 

 

 

 

 

 

 

 

 

 

 

 

 

 

 

 

 

 

 

 

 

 

 

 

 

 

 

 

 

 

 

 

 

2分

鐘 

 

14-4 

能用資

料繪出

水浸範

圍分佈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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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節 試教評估與反思建議 

1. 普遍學生對洪水有錯誤認識，以為洪水只會出現在河流的兩側，反而會將澳

門定義為近海城市而非近河城市，令學生對應災害的警覺性下降，從而令災

害更容易威脅生命財產。 

2. 本課節操作難度頗大，其原因主要在於學生雖然多次經歷颱風在澳門的災

害，但是對颱風的認識及其形成的機制不是太大了解，在初一及初三的課程

皆有學過，要令學生先回憶颱風的機制再來解說澳門的情況。 

3. 學生難以直接由政府資料當中得出當時災害對實際環境的影響情況，需要老

師在工作紙上多加說明，引導他們在閱讀原始資料的方向。 

4. 部份學生對發表答案沒有信心，聲線太小，需要老師加強引導。 

5. 由於不是全部學生都能完全掌握等高線圖繪制方法，及需要計算其水位落差

高度，以及配色，故以功課發佈給學生回家制作，學生完全繪制成功的個案

只佔全班一半，仍算有不錯成果。 

6. 通過課後作業使學生能知道內港區域水災的嚴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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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課節 

課題：與水並存 課時：40分鐘 

授課時間：11月 16日 學生人數：30人 

本課節具體教學目標： 

構建澳門水災防治上的短中長期方案 

其他國家防治水災的方法 

我國黃河居民如何因地調適 

 

配應基力要求編號： 

A-5 

A-6 

C-4  

D-3 

教學用具：投影片、板書 

教學過程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時間 教學評量 

引起動機： 

各位同學都經歷或在各種媒體上觀看過洪災

帶來生命財產上的威脅。而特區政府亦吸收

了天鴿風災為澳門帶來的慘痛教訓，故亦準

備制定一系列的洪災預防手段。 

 

發展 

3. 教學活動： 

分為四組別，兩組別代表災區人民，兩組別

代表政府，在已知澳門的地形、降水季節、

位置等現實關係下。如何能應對未來洪災的

威脅。討論應對洪水的方法 

 

已知條件： 

澳門地少人多，受災區域地勢低平、澳門地

價過高 

 

政府坐擁龐大儲備、洪災防治並非澳門單一

問題 

 

方式：短期、中期、長期。 

 

在老師引導下人民組別有以下討論結果。 

(1) 短期措施：對災民實施現今補貼，以

解決洪災造成的短期損失。 

(2) 中期措施：希望政府補貼商戶加裝擋

潮門閘，令潮水不會太快湧進屋內店

內， 

(3) 政府補貼加裝升降式貨架，減輕洪水

投影片、

板書。 

2分鐘 

 

 

 

 

 

 

 

25分

鐘 

 

 

 

 

 

 

 

 

 

 

 

 

 

 

 

 

 

 

 

 

 

 

 

 

 

15-1 能 向

大家說明自

己的意見與

觀點 

15-2 能為

自己觀點提

供支持的理

據 

 

 

16-1 透 過

角色扮演，

令學生感受

災民或政府

官 員 的 需

求。 

16-2 透過角

色扮演，令

學生能對災

民的角色產

生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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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商戶的損失。 

(4) 長期措施：加強與水共存的教育，當

發生洪災時，先顧及生命及時撤離到安

全地方。 

(5) 由社區組織帶動下，能動員社區居民

及物資幫助日後受災住戶。 

 

在老師引導下政府組別有以下討論結果。 

(1) 短期：由政府提供稅務寬減措施，改

善該區營商環境。 

(2) 短期：制定及完善災害預報及撤離機

制，令災害還沒發生就可以轉移大量災

區人口令受災人數及損失降低。 

(3) 中期：加高內港區域大型防坡堤，令

內港區域更能抵禦洪災。 

(4) 中期：建設大型抽水站、並改善內港

區域渠網工程，令雨水更能快速排走。 

(5) 中期：建設地下滯洪池在洪水到來時

發揮畜洪的功能，減低洪患的機會。 

(6) 長期：通過粵港澳大灣區的相關合作

在內港內建設大型擋潮閘，令潮水不易

直接湧入內港加劇災害。 

(7) 長期：籌備災害物資調動中心，假若

受災時能即時發放受災用品。 

(8) 長期：減少內港區洪災區域人口密

度，將受災區人口移至海拔高程更高的

新填海區及離島區域。 

(9) 長期可通過粵港澳大灣區的相關合作

機制，增加上中游區域的自然植被，以

增加下滲率，並預留用河岸兩側用地作

堤防用地、泄洪道用地及泄洪區等，並

嚴格限制河道兩側用地建築。 

 

各組別發展制定方法，並由每組發表過後都

會由其他組別同學提供問答，並要合要解答

其他組別同學問題，以達回應的完滿 

 

 

通過討論令學生得知澳門內港區域由於建在

填海用地上，發生洪災除了是自然災害外，

更是人類與水爭地的結果，在現今澳門政府

的資金、技術及政策上與大灣區廣東省政府

協商下可以通過不同的方法去大幅減低日後

災害的情況，但由於澳門地小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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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各國對洪災的應對方法。 

 

 

 
展示荷蘭地形圖，詢問學生從圖中判讀荷蘭

面對什麼問題？ 

展示荷蘭房屋，問房屋中與海的距離？以及

與水的關係？如何能避免洪災。 

展示水上房屋的原理圖，叫學生按圖去能解

釋其原理，以及如放在澳門區域，那一區域

能應用，其原因又是什麼？ 

 

5. 我國黃河地區人與河流共存的形式 

應對黃河地上河多淤積的環境當地人民的生

活方式。 

請學生說出圖上的交通工具為何？ 

觀察其船底及行動的原理？為何能成為黃河

兩岸最為出色的接駁工具。 

由老師引導下帶出黃河河岸低平淺窄，泥沙

多，其他船隻容易擱淺。 

 

 

5分鐘 

 

 

 

 

 

 

 

 

 

 

 

 

 

 

 

 

 

 

 

 

 

 

 

 

 

 

 

 

 

5分鐘 

 

 

 

 

 

 

 

 

 

 

 

 

 

8-1 能認識

人類在同地

形上利用環

境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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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結： 

通過本章課節，各位同學對河流地形、河流

成因、河流作用、河流附近的土地利用形

式，以及都市化前後的洪災都加深了印象，

而各位同學以身處水災易發區域，更應該居

安思危，以災民及當權者角度去分析，亦認

識自身澳門環境的不足，並訂立以民為本的

災害政策，並培養與水共生，與水共存的永

續發展觀，為參考其他國家的方法，為澳門

未來而不斷進步。 

 

 

 

 

 

 

 

 

 

 

 

 

 

3分鐘 

 

 

 

 

 

 

 

 

 

 

 

 

 

 

 

15-2 體現

中華文明與

黃河之間的

關係，感受

身為中國人

的自豪 

15-3 能 了

解保護特殊

地景的意義 

 

第六課節 試教評估與反思建議 

1. 本課節最大目的是讓同學多表達意見，由於只分了四組，所以每組同學

都有代表可以上台為所屬觀點發表意見，亦因只分了四組，所以亦有個

別同學可能會不能完全投入分組討論環節當中。 

2. 學生的意見比較單一，會遇到思考瓶頸，需要老師多提示及完善其答

案。 

3. 通過圖片對不同景物作出自然地理的相關解讀，最學生最難以掌握的內

容，日後亦可以繼續以不同圖片形式去問地理相關問題加強學生地理方

向思考能力。 

4. 學生覺得其他國家與水同存方式感到有趣，並想為澳門防災減災多盡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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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試教評估與反思建議 

一、試教評估 

1. 本澳學生多對國家有歸屬感，惜課程安排大多缺少與國家之間的聯繫，

能加強以中華文化，中國自然環境為依歸，令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多以中

國本位，並擴展世界觀，相信學生更能得益。 

2. 通過不同國家與水並存的方法及建議，拓展學生的思維，令學生知道國

外有其他科技手段去解決洪災問題，正確實現與水共存觀 

3. 學生都能多用言語表達來說明地形的演育過程，有助於學生言語表達能

力，並阻合乎教青局加強多元評核的方法。 

4. AR 沙盒在本課節地形建構中極有價值及成效，其操作方法以動手作順

帶講解為主，令學生可以動作記憶與語言記憶並相配合，加強其對地形

發育的理解，更能在沙盒當中標記目標物，加強互動情況，以及發問時

問題對照的佐證，加強學生思考。 

5. 通過表格的整理更能有助於學生整理知識及歸納重點，尤其對進階知識

的基礎建立特別有效 

6. 學生通過資料整理，得出形成澳門災害的多重原因，其過程當中善用課

堂知識，與資料地圖整合，以及老師的問題引導，能得出綜合結果並且

與同學一同分享，有助於同儕學習。 

7. 透過簡單的即時實驗可以考驗學生反應，以及令學生明白難以看到的實

際現象，在學生表達時可以強化對知識的整理， 

8. 在建立學生災害調適與與水共存的觀念，應用學生最為經歷深刻的例子

-天鴿風災，讓學生以身為災民和政府官員的角度，最迫切何種需要的

思維模式去考量問題，除了可以利用分組手段獲得解決問題的方法外，

更能可以培養學生切身處地的同理心，讓學生更能融入社會當中，及提

出可能適切方法去解決問題，以及在討論環節當中能感受提出方案時執

行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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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反思與建議 

1. 教學反思 

    水災這一直是澳門環境當中最重要面臨的災害，卻由於常伴隨著颱風而出

現，故不少教材及課節當中亦歸類為颱風災害中，正正是這個錯誤的觀念令不

少人都輕視洪災的危害，如不少教科書會將洪災與河流分開講解，令由一課內

容中學到單一知識點，但面對大自然環境多變學生就難以連結其可能成果及結

果，令當面對現實環境災害時無法作出多元分析及相關連結，最終造成不少誤

判的現象。故本章節的內容重點是了解地形與災害之間的關連，為了達成目的

運用了不少地理技術手段，除了有效令學生在學習過程當中連結日常相關知識

外，更能有效增加學生學習的興趣，而達到教學相長的目的。故日後教學當中

亦需要以地理技能、貼近現實環境以及多元成因探討作為建構課程的主軸。 

 

2. 建議： 

1. 整體每堂課節的內容都相當緊湊，實際情況亦未必可以將教案內容完全教

畢，故要合理排好每一個教學內容，並在學生發言討論的同時，還是控制

時間及點到即止。 

2. 課堂討論時，由於是分組執行，有個別學生無法融入該組別當中，而產生

分心的情況，故需要由老師即時提問，令學生專心投入在討論的環境當

中。 

3. 學生在使用 AR沙盒抱著極大的好奇心，不少學生會發生脫軌行為，要老師

加強對學生的控制及管理，要在開始之時就要講解使用的規則，以免浪費

時間 

4. 可以嘗試使用 AR沙盒配合土地利用形式作詳細講解，但由於受到沙盒的物

料沙質的物理性限制，不能作出多種不同的河流地形，故希望明學年更換

黏結度更高的沙質後能呈現更多的地形有助教學 

5. 不是每個學生都對相片有完整的解讀，有時需要多一兩個學生，以及老師

要從圖片中多給予提示才能把圖片的內容說清楚，而且學生在整理地形演

育過程當中，會出現多重答案，老師要再疏理學生答應，才把較完整的內

容重新描述，雖然花費的時間較多，但同時亦給予學生機會去表達，從做

中學。 

6. 在學生討論的同時，需要作填寫工作紙，並不是每組學生都做得相當好，

老師要從旁介入，指引學生填寫工作紙，及以討論結果為根本作講解。 

7. 在地形原理講解上，由於時間的關係能列舉的例子不多，只能抽取其經典

例子，作為詳細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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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學生對國家普遍印象不太深刻，需要多講解及圖片呈現令學生加深對國家

的印象，尤其是正確了解國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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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一、教材設計 

1718 學年 地理科 河流與生活 黃河各河段之景觀分析 

 
 

1718 學年 地理科 河流與人類生活 河流作用與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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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學年 地理科河流與人類生活 823天鴿風災 工作紙 

 

 

1718 學年 河流與生活 與水並存工作紙 1718 學年 河流與生活 823 風災淹浸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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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