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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在地理科的課程規劃上，一般很注重培養學生的讀圖能力 ，來到高二的

尾聲，我們會透過這四節課，幫助學生掌握等高線及地形判讀的主題。 

 

在學會閱讀地圖的基礎上，本教案需要落實的內容是： 

 

1.  地形圖的種類及意義 (等高線圖、地形剖面圖、分層設色地形圖、影像

地圖) 

2.  高地、河流、海岸地形的等高線 

3.  了解地形圖在生活中的應用  

 

這四節課，我們首要目的是提升學生對地理的興趣及自主學習能力，透

過觀察、思考、分析及實踐，讓學生從簡單的「平面圖」中得出「立體空間」

的訊息，並思考地形圖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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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作品名稱 探地尋源— 

地形辨識與地形資源 

人數 32 人 

實施年級 高二 總實施節數註 4 節 

實施日期 2020 年 5 月 27 日- 6 月 5 日 每節課時 40 分鐘 

科目 地理 科目每周節數 2 節 

預計授課日期 

（年-月-日） 

節

數 
課節 課題名稱 課題內容 

課時

(分鐘) 

2020 年 5 月 27 日 1 

第一

課節 
地形圖的種類及

意義 

1. 地形的表示方法 

2. 地形圖的種類及

特徵 

40 

2020 年 5 月 29 日 1 
第二

課節 

等高線的特點與 

高地地形 

1. 高地地形等高線 

2. 等高線模型製作 
40 

2020 年 6 月 3 日 1 
第三

課節 

河流與海岸地形

的等高線 

1. 山坡的類型 

2. 河流地形等高線 

3. 海岸地形等高線 

40 

2020 年 6 月 5 日 1 
第四

課節 

地形圖在生活中

的應用 

1. 視域分析 

2. 使用 GOOGLE 

EARTH 製作地

形剖面圖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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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教學目標 

A.認知目標 

1. 等高線地形圖、地形剖面圖、分層設色地形圖、影像地圖的特點及用

途。 

2. 高地、河流、海岸地形在等高線地形圖及地形剖面圖下的特徵。 

3. 分層設色地形圖、影像地圖判讀方法及原理。 

 

B.技能目標 

1. 掌握等高線的特點及原理後，繪畫地形剖面圖。 

2. 以分組合作的方式，動手製作等高線模型。 

3. 透過等高線地形圖，推斷地形的種類及特點。 

4. 掌握使用 GOOGLE EARTH 來製作地形剖面圖。 

 

C.情意目標 

1. 思考地形圖在生活中的應用方式 

2. 感受世界地形起伏之美 

 

二、主要內容 

1. 地形圖的種類及意義 

(等高線圖、地形剖面圖、分層設色地形圖、影像地圖) 

2. 高地地形的等高線 

3. 河流地形的等高線 

4. 海岸地形的等高線 

5. 地形圖在生活中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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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計創意和特色 

1. 在課堂設計上，首要目的是提升學生對地理的興趣及自主學習能力，透

過觀察、思考、分析及實踐，讓學生從簡單的「平面圖」中得出「立體

空間」的訊息，並思考地形圖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2. 在教學方法上，透過理論講解、圖表分析、問題探究、多媒體演示法等

方式，引導學生掌握地形圖的基礎知識；然後運用分組討論及合作探究

的模式，讓學生共同探索繪圖及讀圖的技巧，並歸納出各種地形圖的特

點。最後，會讓學生動手製作模型，驗證已學會的知識，並培養與人合

作的能力。 

四、教學重點 

1. 判讀等高線、地形剖面圖、分層設色地形圖、影像地圖的地理事物 

2. 掌握繪畫地形剖面圖之技巧 

3. 判別各種高地、河流及海岸地形的等高線圖 

 

五、教學難點 

1. 在地圖上辨認不同類型的山坡 

2. 掌握視域分析的四大通則 

3. 分析各種高地、河流及海岸地形的等高線特點 

 

六、教學用具：1. 教學簡報   2.校本自編教材    3.學習單    4.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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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探地尋源— 地形辨識與地形資源 

課題 地形圖的種類及意義 教節 第 1 節 

日期 2020 年 5 月 27 日 課時 40 分鐘 

年級 高二 人數 32 人 

單元目標 

1. 能比較四種地形圖的種類及特徵 

2. 能判讀等高線、地形剖面圖、分層設色地形圖、影像地圖的地理事物 

3. 能掌握繪畫地形剖面圖之技巧 

教學內容及活動 進行細節及教學資源 時間 

引入： 

1. 提問：大家去登山時，通常會用到以下哪幾種地

圖？ 

2. 老師指出：例如我們會用等高線地形圖來推斷山的

海拔及起伏程度，如果要看到完整的地貌，可能就

用到衛星影像地圖… 

3. 介紹今日課題：地形圖的種類及意義 

 

(學生討論並自由回答…) 

 

3’ 

發展： 

第一部分：地形的表示方法 

1. 提問： 

⚫ 圖中顯示的是什麼地形？ (梯田) 

⚫ 當中的數字代表什麼？ (海拔高度) 

2. 老師說明： 

⚫ 地形是地表高低起伏的形態，可用高度、坡度

的指標來描述。 

⚫ 判斷地形工具主要有等高線地形圖、地形剖面

圖、分層設色地形圖、航空照片、影像地圖。 

3. 學生活動： 

⚫ 各小組展開討論及分析，把四種工具的名稱填

在所屬的地圖上，並說明理由。 

(學生自由回答…) 

 
 

(每組要完成配對及嘗試找出各種地

圖的特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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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地形圖的種類及特徵 

A. 等高線地形圖 

1. 老師說明：等高線是把地表上高度相同的各點連

接成封閉曲線。 

 

2. 提問： 

⚫ 看等高線的數字可得出什麼資訊？ 

⚫ 看間距可得出什麼資訊？ 

⚫ 全球最長的等高線在哪裡？ 

 

3. 展示教具：等高線模型 (引導學生找出等高線的

特點及掌握觀察方法) 

 

B. 地形剖面圖 

1. 老師說明：地形剖面圖的繪製方法 

2. 學生活動：各小組展開練習，合作完成三幅地形

剖面圖(鞍部、山脊、分水嶺) 。(活動結果可參

閱附件) 

 

(學生細心聆聽及整理筆記) 

 
 

(學生可傳閱教具及認識等高線原理) 

 
 

 
(學生動手操作) 

20’ 

C. 分層設色地形圖 

1. 提問： 

⚫ 在地圖上，綠色表示什麼地形？ 

⚫ 咖啡色表示什麼地形？ 

⚫ 深紅色表示什麼地形？ 

 

2. 老師說明： 

⚫ 分層設色地形圖是以不同顏色來表示不同高

度所繪製的地形圖。 

⚫ 我們可根據不顏色直接判斷地形高低起伏。 

 

 

(學生細心聆聽及整理筆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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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衛星影像地圖 

1. 提問： 

⚫ 在地圖上，可看到什麼地理事物？ 

⚫ 衛星影像地圖比起其他地圖有什麼優點？ 

 

2. 老師說明： 

⚫ 衛星影像是由衛星利用光學感應接收器接收

地表資訊後轉繪成的影像地圖。 

⚫ 能看到地表的真實樣貌，像植被、聚落、農

田，訊息較多且複雜。 

 

課堂總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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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地尋源— 地形辨識與地形資源 

課題 等高線的特點及高地地形 教節 第 2 節 

日期 2020 年 5 月 29 日 課時 40 分鐘 

年級 高二 人數 32 人 

單元目標 

1. 能判別各種高地地形的等高線圖 

2. 能掌握製作等高線模型的技巧 

3. 能提高與人溝通及合作的能力 

教學內容及活動 進行細節及教學資源 時間 

引入： 

1. 考考你： 讓學生在限時內完成右圖的題目，以複習

上一節課的重點  

(全部完成且答對者可加上課表現分 1 分) 

 

2. 介紹今日課題：等高線的特點 

 學生積極回答… 

 

3’ 

發展： 

第一部分：高地地形的等高線 

1. 老師說明並舉例： 

在等高線圖上，我們可辨認到不同地貌，例如： 

(提問：山地與丘陵的海拔高度大約是多少？) 

⚫ 丘陵→等高線中間高、四周低，通常海拔 500m

以下，相對高度 200m 以下。 

⚫ 山地→等高線中間高、四周低，通常海拔 500m

以上，相對高度 200m 以上。 

⚫ 山頂→山的頂端，地圖上通常用三角網測站或

高程點的符號來表示已準確知道高度。 

 

(引導學生觀察山脊與山谷在等高線上的差異) 

⚫ 山脊→V 字形的尖端指向較低處 

⚫ 山谷→V 字形的尖端指向較高處 

 

 學生聆聽及整理筆記…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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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原→等高線中間高、四周低，等高線內裡稀

疏，周圍非常密集，高度在 1000 公尺以上。 

⚫ 鞍部→等高線呈兩個前後排開的環形線。 

第二部分：等高線模型製作 

1. 展示圖片：  

 展示網上已完成等高線模型，以欣賞的態度評

賞網上的作品、互相學習。 

 讓學生嘗試說出模型樣板所表示的地形。 

 

2. 說明製作流程： 

 事先準備製作模型的材料，如發泡膠、紙粘

土、彩麗皮、珍珠板、雙面膠紙、卡紙、剪

刀、美工刀、顏料等 

 畫出草圖(例如可選取其中一種山地地形)，並規

劃模型的尺寸 

 把山地地形按照等高距及比例作出分層 

 切割出不同高度(如 100m、1000m、2000m、

3000m)的粘土或彩麗皮 

 由下至上把紙粘土或彩麗皮按相對位置及高度

堆疊 

 將圖例及海拔高度標示於模型上 

 

3. 分組製作等高線模型 

 一共分成 5 組，各小組展開討論並開始規劃草

圖 

 分工合作完成上述的步驟 (製成品請參閱附錄) 

 

4. 分享作品及設計特色 (每組大概有 1-2 分鐘) 

 請同學利用小息時間，把已完成的模型放在貯

物櫃上方，供大家欣賞。 

 學生用心欣賞及給予評價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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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地尋源— 地形辨識與地形資源 

課題 河流與海岸地形的等高線 教節 第 3 節 

日期 2020 年 6 月 3 日 課時 40 分鐘 

年級 高二 人數 32 人 

單元目標 

1. 能掌握河流與海岸地形的種類(舊有知識) 

2. 能根據等高線圖判斷山坡的種類 

3. 能分析河流與海岸地形在等高線圖的分佈特點 

教學內容及活動 進行細節及教學資源 時間 

引入： 

1. 老師：在上一節課的等高線模型，相信大家已掌握

用等高線圖去了解地形的起伏，另外也講完高地地

形的等高線，大家一起來做小練習當作熱身吧！ 

 

2. 學生：填上 5 個高地地形 

 

3. 介紹今日課題：河流與海岸地形的等高線 

 

(學生討論並動手做…) 

 

2’ 

發展： 

第一部分： 如何從地圖上辨認不同類型的山坡 

1. 學生活動： 

⚫ 根據等高線地形圖畫出地形剖面圖 

⚫ 延長等高線地形圖上四條虛線 

 

2. 老師說明： 山坡的種類 

⚫ 緩坡：等高線相距較闊 

⚫ 陡坡：等高線相距較密 

⚫ 凸坡：由山頂至山麓的等高線是「先疏後密」 

⚫ 凹坡：由山頂至山麓的等高線是「先密後疏」 

⚫ 均勻坡：等高線疏密均稱相等 

⚫ 複合坡：凸坡與凹坡同時存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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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問：在剛剛完成的地形剖面圖，虛線之間的坡段

分別是哪種山坡類型呢？ 

 

4. 學生活動：各小組在限時內展開討論及完成練習

(內容請參閱附件) 

⚫ 填上山坡的名稱 

⚫ 填上地貌的名稱 

⚫ 比較 P1 至 P2 和 Q1 至 Q2 兩條小徑之路段 

第二部分：判斷河流地形的等高線 

1. 提問： 

⚫ 大家還記得河流地形有什麼種類嗎？ 

⚫ 位於上游、中游、下游的地形分別有哪些？ 

 

2. 老師說明： 

(先讓學生觀察河流上/中/下游等高線的疏導程度) 

⚫ 上游→等高線呈 V 形排列，尖端向高處凸出 

⚫ 中、下游→等高線和河道幾近平行排列 

 

(提問：河流地形的分佈位置排序) 

⚫ 沖積平原→等高線非常稀疏，許多地點須用數

值表示高度 

⚫ 沖積扇→河川出山口附近，常有等高線呈圓弧

狀排列，且圓弧伸向低處 

⚫ 若河道兩側的等高線疏密不均，則稀疏處表示

河階面，密集處表示河階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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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判斷海岸地形的等高線 

1. 提問：大家還記得海岸地形有什麼種類嗎？ 

2. 老師說明： 

A. 沙岸 

⚫ 引導學生觀察海岸線及數值 

→推斷出圖上的海岸線較平直，海岸上等高

綠稀疏且數值小(如例看到 10,8,6,4,2) 

⚫ 舉例：台灣西部海岸 

 

B. 岩岸 

⚫ 引導學生觀察地形起伏及數值 

→可推斷出岩岸地形是相對陡峭，而且數值

較大(如例看到 180,140,100…) 

⚫ 引導學生數出等高綠圖上有多少個密集處 

→可推斷出一共有三個崖 

⚫ 海崖→有數條等高線在海岸線附近接近重疊 

⚫ 海階→海崖後方等高線稀疏處 

 

C. 峽灣海岸 

⚫ 若海灣深長，內部灣頭較狹 

⚫ 岸上等高線密集且數值較大 

 

D. 沉水海灣或谷灣海岸 

⚫ 若海灣深度較淺，內部灣頭較寬廣 

⚫ 岸上等高線較疏且數值較小 

 

 

 

 
 

 

 

 
 

 

 

 
 

 
 

9’ 

總結部分： 

安排 kahoot 搶答小遊戲，幫助學生鞏固本節知識要點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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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地尋源— 地形辨識與地形資源 

課題 地形圖在生活中的應用 教節 第 4 節 

日期 2020 年 6 月 5 日 課時 40 分鐘 

年級 高二 人數 32 人 

單元目標 
1. 掌握視域分析的技巧 

2. 掌握使用 GOOGLE EARTH 製作地形剖面圖之方法 

教學內容及活動 進行細節及教學資源 時間 

引入： 

1. 老師：在上一節課，我們學到河流及海岸地形的等

高線特點，大家一起來做小練習當作複習吧！ 

 

2. 學生：填上 5 個等高線圖所代表的地形。 

 

3. 介紹今日課題：在前三節課，我們基本上掌握了等

高線的部分，今日要把地形圖應用到生活上。 

 

(學生討論並動手做…) 

 

3’ 

發展： 

第一部分：視域分析  

1. 提問：在軍事上，通常會佔據哪一個點？為什麼？ 

2. 老師指出： 

⚫ 高處的山頭可向四周地點環視，因此會選取山

頭作為設置觀景台、控制塔、燈塔等。 

⚫ 引出東望洋燈塔在地理位置上的特點，並展開

討論分析。 

3. 老師說明： 

⚫ 要知道等高線圖上的兩地能否互見，要看其地

勢間的起伏，有沒有阻礙視線，所以要參看

「互見度」。 

⚫ 解釋互見度的四大通則。 

⚫ 如果四大通則不適用，須作橫切面去判斷。 

⚫ 重溫繪畫橫橫切面的方法。 

4. 學生活動： 

⚫ 各小組展開討論，並嘗試完練習。(內容請參閱

 

(學生思考及自由回答…)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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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題目： 

I. 繪畫 F1 至 F2 的橫切面 

II. F1 能否看到 F2 

第二部分：使用 GOOGLE EARTH 製作地形剖面圖  

A. 老師說明製作流程並示範： 

Step1 ：開啟 google earth 

Step2 ：選擇”新增路徑” 

Step3 ：更改路徑名稱 

Step4 ：點選路徑的起始點 

Step5 ：點選”確定” 

Step6 ：點滑鼠右方，選”顯示高度設定檔” 

Step7 ：完成”地形剖面圖” 

 

B. 提問： 

⚫ 透過上述的地形剖面圖能觀察到什麼？ 

⚫ 中國的地形起伏是怎樣的？ 

 

C. 學生活動： 

⚫ 把全班學生分成 6 組，嘗試操作 google earth 的

地形剖面圖，來觀察澳洲、台灣、俄羅斯、非

洲等地的地形起伏。 

⚫ 分享作品成果 

 

 

 

 

 

 
 

 

 

 

 

19’ 

總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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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教學評估與反思建議 

課程內容與時間安排： 

⚫ 高中的等高線與地形判讀課程，可以把初中所學的內容(如海拔、絕對高

度、等高線) 作出延伸，並且可運用前幾節課所學的河流及海岸地形，深入

探討不同地形的等高線特點。 

⚫ 在課節的安排上，時間規劃能符合進度的要求，而且可讓學生有足夠時間

去掌握主題。第一節課主要是等高線及其他地形圖的概念部分，第二節課

是等高線模型製作，第三節課主要是高地、河流及海岸地形之等高線判

讀，而第四節是希望培養學生把地理應用的技巧。 

 

 

教學方法與成效： 

⚫ 在等高線的概念部分，學生會認真聆聽及參與討論，基本上能在限時內掌

握知識要點。在知識點上，部分學生在凹凸坡畫分、視域分析上感到困

難，需要老師多作補充及舉例。 

⚫ 在等高線模型製作的部分，學生的反應及投入程序比預期中理想，雖然只

有短短一節課的時間，但各個小組基本上已提早畫好草圖，在課堂上能井

然有序地分工，把刻劃、裁剪、上色的步驟切割，顯然很有效率，而且品

質不錯。 

⚫ 使用 google earth 製作地形剖面圖的項目，學生會感到新奇有趣，而且會留

心聆聽老師講解，但部分組別會為了避免出錯，而選擇製作跟示範題一樣

的地形剖面，因此要多鼓勵培養學生勇於嘗試、敢於創新的精神。 

 

班級經營： 

⚫ 經歷三個多月的網上教學，學生與老師也十分期待平日上課互動的時刻，

因此復課後的課堂反應較好，學生樂於參與課堂活動，師生之間有很多的

互動，整體學習氣氛良好。 

⚫ 在這四節課的時間，每節課也安排分組活動的時間，並以小組的形式完成

學習任務。在過程中，程度較好的學生很樂意幫助未能跟上的同學，所以

有利於提升整體的學習能力，同時可培養學生與人溝通及合作的能力。學

生們很享受課堂上的討論及遊戲環節，例如在 kahoot 搶答的部分，除了可

以炒熱課堂氣氛，更可促進大家學習地理的動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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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考資料 

⚫ 高中活學地理(第二版)，基本地理技能，牛津大學出版社。 

 

⚫ 高中地理資訊教學範例。地形圖判

讀 https://www.slideshare.net/DeborahWang/ss-17148859。台大地理系。 

 

⚫ 龍騰高中地理第一冊(第十三章) 

 

⚫ 高中地理（一） 第一章 地圖和地理網 https://slidesplayer.com/slide/11194224/ 

 

⚫ 從做中學─以 Google Earth 軟體融入高中地理科地形概念與應用之學習成效

研究 https://www-

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2L3JlbGZpbGUvND

I1NTEvNzU4MjU0MS9lNzYxN2JhNi0xMzYyLTQ2MzgtOTEzNi05ZDE0N2Y1OT

k2ZGEucGRm&n=5b6e5YGa5Lit5a244pSA5LulR29vZ2xlIEVhcnRo6Luf6auU6J6N

5YWl6auY5Lit5Zyw55CG56eR5Zyw5b2i5qaC5b%2B16IiH5oeJ55So5LmL5a2457

%2BS5oiQ5pWI56CU56m2LnBkZg%3D%3D&icon=..pdf 

 

 

https://www.slideshare.net/DeborahWang/ss-17148859
https://slidesplayer.com/slide/11194224/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2L3JlbGZpbGUvNDI1NTEvNzU4MjU0MS9lNzYxN2JhNi0xMzYyLTQ2MzgtOTEzNi05ZDE0N2Y1OTk2ZGEucGRm&n=5b6e5YGa5Lit5a244pSA5LulR29vZ2xlIEVhcnRo6Luf6auU6J6N5YWl6auY5Lit5Zyw55CG56eR5Zyw5b2i5qaC5b%2B16IiH5oeJ55So5LmL5a2457%2BS5oiQ5pWI56CU56m2LnBkZg%3D%3D&icon=..pdf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2L3JlbGZpbGUvNDI1NTEvNzU4MjU0MS9lNzYxN2JhNi0xMzYyLTQ2MzgtOTEzNi05ZDE0N2Y1OTk2ZGEucGRm&n=5b6e5YGa5Lit5a244pSA5LulR29vZ2xlIEVhcnRo6Luf6auU6J6N5YWl6auY5Lit5Zyw55CG56eR5Zyw5b2i5qaC5b%2B16IiH5oeJ55So5LmL5a2457%2BS5oiQ5pWI56CU56m2LnBkZg%3D%3D&icon=..pdf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2L3JlbGZpbGUvNDI1NTEvNzU4MjU0MS9lNzYxN2JhNi0xMzYyLTQ2MzgtOTEzNi05ZDE0N2Y1OTk2ZGEucGRm&n=5b6e5YGa5Lit5a244pSA5LulR29vZ2xlIEVhcnRo6Luf6auU6J6N5YWl6auY5Lit5Zyw55CG56eR5Zyw5b2i5qaC5b%2B16IiH5oeJ55So5LmL5a2457%2BS5oiQ5pWI56CU56m2LnBkZg%3D%3D&icon=..pdf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2L3JlbGZpbGUvNDI1NTEvNzU4MjU0MS9lNzYxN2JhNi0xMzYyLTQ2MzgtOTEzNi05ZDE0N2Y1OTk2ZGEucGRm&n=5b6e5YGa5Lit5a244pSA5LulR29vZ2xlIEVhcnRo6Luf6auU6J6N5YWl6auY5Lit5Zyw55CG56eR5Zyw5b2i5qaC5b%2B16IiH5oeJ55So5LmL5a2457%2BS5oiQ5pWI56CU56m2LnBkZg%3D%3D&icon=..pdf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2L3JlbGZpbGUvNDI1NTEvNzU4MjU0MS9lNzYxN2JhNi0xMzYyLTQ2MzgtOTEzNi05ZDE0N2Y1OTk2ZGEucGRm&n=5b6e5YGa5Lit5a244pSA5LulR29vZ2xlIEVhcnRo6Luf6auU6J6N5YWl6auY5Lit5Zyw55CG56eR5Zyw5b2i5qaC5b%2B16IiH5oeJ55So5LmL5a2457%2BS5oiQ5pWI56CU56m2LnBkZg%3D%3D&icon=..pdf
https://www-ws.gov.taipei/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NDM2L3JlbGZpbGUvNDI1NTEvNzU4MjU0MS9lNzYxN2JhNi0xMzYyLTQ2MzgtOTEzNi05ZDE0N2Y1OTk2ZGEucGRm&n=5b6e5YGa5Lit5a244pSA5LulR29vZ2xlIEVhcnRo6Luf6auU6J6N5YWl6auY5Lit5Zyw55CG56eR5Zyw5b2i5qaC5b%2B16IiH5oeJ55So5LmL5a2457%2BS5oiQ5pWI56CU56m2LnBkZg%3D%3D&ic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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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相關教材 

一、 教材課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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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課堂照片 (第一節課：繪畫地形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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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照片 (第二節課：等高線模型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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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課：等高線模型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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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課：等高線模型製作) 

 

 

(第三節課：kahoot 搶答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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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課：使用 GOOGLE EARTH 製作地形剖面圖) 

組別 1：中國地勢 

 

組別 2：中國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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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課：使用 GOOGLE EARTH 製作地形剖面圖) 

組別 3：澳洲地勢 

 

組別 4：台灣地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