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年度推展校園在地化防災教學模組」(教學設計及執行成果)

壹、課程設計理念

    從太空看地球，工業革命之後的二百七十年，地表的景觀已經迥然不同，尤其是最近五十

年，看起來一片熱烘烘的。這給地球帶來意想不到的衝擊，其中一項就是水的變化。極端氣候

已經嚴重威脅到人類的生活，甚至生命。希望透過此課程，讓學生了解水循環失控的來龍去脈

共同探討守護的方法，並且實踐於生活當中。

貳、課程內容

領域/科目 綜合活動 設計者 邵瓊慧

實施年級 中年級 總節數 共4節，120分鐘

單元名稱 水循環失控，讓我們一起「減碳」守護地球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2c-II-1蒐集與整理各類

資源，處理個人日常生活

問題。

3d-II-1覺察生活中環境

的問題，探討並執行對環

境友善的行動。
核

心

素

養

A 自主行動

 □ A1身心素質與自我精進

 ▓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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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

Bc-II-1各類資源的認識

與彙整。

Bc-II-3運用資源處理日

常生活問題的行動。

Cd-II-1生活中環境問題

的覺察。

Cd-II-2環境友善的行動

與分享。

議題融入

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

環 E8認識天氣的溫度、雨量要素與覺察氣候的趨勢及極端氣候的現象

環 E9覺知氣候變遷會對生活、社會及環境造成衝擊

環 E10覺知人類的行為是導致氣候變遷的原因

(災害防救)



環 E13覺知天然災害的頻率增加且衝擊擴大

教材來源 自編

教學設備/資源 新聞報導水災、旱災相關照片及影片連結，雨量分級表，極端氣候繪本動畫

課程目標

1.能了解造成地球暖化的原因

2.培養關心、守護地球環境的責任感

3.能透過具體行動養成節能減碳的好習慣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分配 評量

壹：準備活動

1.收集淹水、水災、旱災之照片及影片，製作成上課用簡報

2.雨量分級圖

3.海報紙、粗黑筆

4.關卡提示卡

課前準備

第一節課~開始~

引起動機：發生什麼事了?

請學生觀看老師展示的照片，說說看到了什麼？(淹水、水

  災、乾旱)

教師提問，學生發表

1.是什麼原因造成這樣的景象？(雨下太多、都沒下雨)

2..對我們造成了什麼影響？(停水不方便、水災)

貳：發展活動

活動一：地球怎麼了

1. 觀賞地球上其他國家遭逢強降雨、乾旱的影片

(202107暴雨洪災襲西歐、202107中國河南暴雨侵襲、202102

馬達加斯加乾旱、201911辛巴威乾旱、希臘森林大火)

2.請學生發表，雨太多、雨太少，會對我們造成什麼影響？

(雨太多造成水災、土石流，嚴重的話會威脅到生命，房屋有

可能會毀損；雨太少造成乾旱，農作物無法生長、民生用水受

影響，嚴重的話飲用水無法提供也會危及生命。)

教師統整：

8分

5分

20分

5分

2分

認真觀看

口語問答

認真觀看

口語問答

聆聽



水災或旱災不僅僅造成停水、淹水的不便而已，可能使財物

損壞、水電瓦斯供應中斷、商業活動停頓、學校停課、缺糧、建

築物倒塌、污染食物和水造成傳播疾病、牲畜及人類性命受

到威脅等。

                      第一節課~結束~

第二節課~開始~

活動二：地球的厚外套

1. 水的問題，從一件「厚外套」說起-大氣層

(地球原本穿了一件厚薄適中的「大氣層」外套。大氣層中

有水汽、二氧化碳、甲烷、臭氧等氣體，可以把太陽照射到

地表的熱留下來。大氣層就像溫度調節機一樣，保持地表

不會太熱，也不會太冷。)

2. 觀賞動畫「一分鐘了解大氣層」

為什麼在茫茫的太陽系中只有地球存在生命呢?其中一個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地球的周圍包圍著一層厚厚的”被

子”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大氣層”,正因為這看不見摸不

著的大氣層,為人類的生存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厚度適宜

的大氣層，能使地球表面保持適合生物生存的溫度。但是

大氣層的厚度再增加或者減少一點,地球上就可能會呈現

完全不同的景象。

3.老師說明大氣層變厚的因素及其所造成的影響

(但是，近兩、三百年來，各國的工業發展製造了許多的二氧

化碳，這些二氧化碳飄升到大氣層，讓大氣層變得愈來愈厚。

二氧化碳累積的量相當驚人，地球就像穿了一件厚厚的外

套，地表的熱散不出去，溫度一直飆升，更讓人擔心的是，大

氣層外套仍持續增厚中。從太空看地球，自1750年工業革命

到現在，地表的景觀已經大不相同，尤其近五十年來，看起來

是一片熱烘烘。這給地球帶來了意想不到的衝擊，其中一項

5分

1分

6分

聆聽

認真觀看

聆聽



就是水的變化，地球發燒後，水循環也失控。)

4.海洋的水跑到天上了!

（地表累積的這些熱能，要如何退燒呢？「海洋」竟然是最大

的苦主。海洋佔地球面積70%，是我們最大的溫度調節器，地

球因暖化而多出來的熱能，90%以上被海洋吸收，剩下的零星

分散在大氣層、地殼和冰雪圈。而海洋吸收了這麼多的熱能，

導致升溫太劇烈，便蒸發了大量的水汽，它們竄升進入到大

氣層。是的！海洋的水跑到天上了。）

5.天上多了一條河！天河傾瀉，嘩啦嘩啦

（過去一百年，大氣增加了 7%的水汽，這 7%的水汽相當於兩萬

多個三峽水壩滿庫的水量。天上暴增了這麼多的水汽，好比

天上冒出了一條河。這條天河四處亂竄，行蹤捉摸不定，打亂

了原有的水循環。使得本來會下雨的地方不下雨了，原本乾

旱的地方卻豪雨成災。而現在最頻繁出現的是短時間內下了

非常大量的雨。）

活動三：大雨大雨一直下！

透過圖表介紹雨量分級

大雨、豪雨、大豪雨、超大豪雨

近幾年，我們常會在新聞上聽到「豪大雨」、「強降雨」等，那麼

究竟它們代表的是下了多少雨呢？根據中央氣象局的雨量分

級—

大雨：24小時累積雨量超過 80毫米，或 1小時雨量達40毫

      米以上。

豪雨：24小時累積雨量超過200毫米，或 3小時累積雨量超

      過 100毫米。

大豪雨：24小時累積雨量超過350毫米，或 3小時累積雨量

        超過200毫米。

超大豪雨：24小時累積雨量超過 500毫米，屬於罕見極端事

          件。

3分

3分

7分

聆聽

聆聽

聆聽



3小時累積雨量 100毫米的意思，是在下雨的時候，如果拿一

個高高的桶子去接雨水，3小時候水桶裡的雨水會達到 100

毫米的高度。這種強降雨，在開車時就算將雨刷開到最強，仍

然看不清楚前方。

教師統整：

原來，極端氣候是因為人類製造了許多二氧化碳導致大氣層

變厚，地表的熱散不出去，海洋處理過多熱能的外在表現。

活動四：我家不見了

欣賞動畫短片-我家不見了

教師提問，請學生回答：

1.在動畫裡，豆豆遇到了三種動物，牠們的生活環境遭遇到

　威脅，共同的原因是什麼？（天氣愈來愈熱）

2.豆豆本來邀三種動物到他的家，但是，當船駛近家時，發　

　現自己的家怎麼了？為什麼會這樣？（豆豆的家也不見

  了，因為天氣愈來愈熱，冰雪融化成水之後流進大海，不

  斷上升的海面讓小島被淹沒了）

3.動畫中提到建議大家多吃蔬果、購買當季食物，為什麼？

(我們知道新鮮、乾淨的食物多在天時、地利之下生產出來，

當季蔬果顧名思義是最適合這個季節的盛產作物；換言之，

在這個季節下，當季菜不會有過於嚴重的病蟲害，甚至連慣

行農法耕作的農地都不需要噴灑很多的農藥，菜就可以長的

很好、有很豐富的收成。

另外，介紹「低碳食物」，以加工食品為例，食物的生產過程

中，在種植或牧養、運輸、製造、加工、販售、使用及廢棄階段，

都會直接或間接消耗能源及排放二氧化碳，而二氧化碳就是

造成地球暖化的主要元凶；「低碳飲食」即是選擇在地、當季

及對於環境友善的食材，以降低對環境的衝擊，減少二氧化

碳的排放量。因此，「多吃蔬食少吃肉」，不單是為

了個人健康，也已成為最簡單的減碳救地球的方法。)

1分

5分

7分

聆聽

認真觀看

口語問答



教師統整：

動畫中我們看到了地球暖化的嚴重後果，而水資源的問題，

根源在於全球暖化。目前全球最艱鉅的環境挑戰，都來自地

球的大氣層「外套」太厚，累積了過多熱能。唯有「減碳」，才有

可能把熱能降低。

                    第二節課~結束~

第三節課~開始~

參：綜合活動

活動五：「珍惜水資源」繪圖

※導引活動一：認識水足跡

1.水在生活中無所不在，飲用、烹調、洗滌、沖馬桶無不使用

水資源，但更多的水被消耗在原物料的生產過程當中。

2.直接用水(生活用水)-- 2009年台灣每人每天平均生活用

水271公升。

3.經濟部水利署用水統計資料，家庭各項日常用水比重依序

為馬桶沖廁（28％）、洗衣用水（22％）、洗澡用水（21％）、一

般水龍頭用水（15％）、清潔與其他用途（14％）。

4.間接用水(虛擬水、看不見的水)-- 以水為例，每製造一個

漢堡，就消耗了共2400公升虛擬水。

5.水足跡的定義：人們在生產與消費過程中直接或間接用到

的水。水足跡的大小，反映出個人對水資源的消耗與依賴。

※導引活動二、從日常生活珍惜水資源--4R

1.Reduce節約：從食衣住行育樂上節水

2.Reuse重複使用：提高水的再利用

3.Recycle回收：提高雨水與再生水的回收與利用

4.Respect 尊重：保護水資源

5.使用節水標章的產品

2分

5分

5分

聆聽

討論

討論



6.其他節水妙方

※三、實作活動：請孩子將與「水資源」聯想到的概念，透過繪

畫表達出來。

※四、分享活動：請小組分享「水資源」繪圖的構想、希望提醒

自己、同學、家人該「水資源」相關注意的事項。張貼並展示

「水資源」繪圖的成果於教室後展示區。

                     第三節結束

第四節開始

※導引活動：

提問：為什麼台灣是全世界缺水國家之一

1.台灣年平均降雨量達2510公厘，是世界平均值的2.6倍。

2.每人平均可用水量僅為世界平均值的 1/6，是全球第 19

名，水資源貧乏的地區。

3.台灣地區由於山坡陡峻，以及颱風豪雨雨勢急促，大部分

的降雨量皆迅速流入海洋，此外，由於降雨量在地域、季節分

佈極不平均，所以也容易造成乾旱的現象。

4.台灣水危機依然存在，所以節約用水很重要。

活動六：現在就採取行動

關卡 1.請找出校園一樓，有一防止大雨時水淹進學校的設

備。

       (該設備處有關卡 2題目)

關卡 2.回到班上，請與組員討論，以你現在的年紀，可以實

       踐的節能減碳行為有哪些？寫在海報紙上寫下想法

3.小組分享討論結果

4.教師綜合各組想法

20分

5分

5分

15分

10分

實作

認真參與

小組報告

聆聽

校園巡查

分享討論



(隨手關燈、盡量搭乘大眾運輸系統、外出購物自備購物袋、

用水時水龍頭開小一點、不使用一次性餐具、冷氣設定在

26~28度、食用低碳食物、減少冰箱開關次數能避免耗電、購

買在地當季食材)

5.比一比碳足跡？讓孩子了解哪些事能減少碳足跡，哪件事

會製造出較多的二氧化碳。

（1） 吹風機吹頭髮-毛巾擦乾頭髮

（2） 吃花蓮的蔬菜-吃英國的蔬菜

（3） 走樓梯上樓-坐電梯上樓

（4） 多開窗吹自然風-吹冷氣

（5） 騎腳踏車上學-坐機車上學

教師總結：

透過這次的課程，我們知道了水的重要性，以及了解了因為

人類的一些活動，造成全球暖化，進而影響了地球環境，擾亂

了地球原本的水循環，淹水、缺水問題常常上演。

平安的生活是需要守護的，像今天大家提出了很多具體的好

方法，就差我們把它實踐在生活當中，希望大家從食、衣、住、

行、育、樂各方面，能確實落實於每個小動作，一起守護我們

美麗的家-地球。

第四節結束

5分

5分

分享討論

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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