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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課程指引是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為中學所編訂的一系列課程指引之一。 

 

 課程發展議會乃一諮詢組織，就幼稚園至中六學制之課程發展事宜，向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意見；成員包括校長、在職教師、家長、僱主、

專上學院學者、有關領域或團體的專業人士、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和香港職

業訓練局的代表及教育統籌局有關部門的人員。 

 

 教育統籌局建議中學採用本課程指引。為高中編訂之課程，皆與香港考

試及評核局開設有關考試相配合。 

 

 課程發展議會亦會就實施情況，對本課程作出定期檢視。有關本課程指

引的任何意見和建議，請致函：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13號 

   胡忠大廈十三樓 

教育統籌局課程發展處 

   總課程發展主任（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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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地理是一門不可或缺的學問，它幫助人們從空間及生態的角度來了解我們所身處的

地球，並提供一個有系統的架構，讓人們對四週事物所引發的問題進行探究，以便找到

答案。 

 

 對中學教育而言，地理的貢獻亦十分重要。透過對人、地、環境的研習，地理把世

界上的自然及人文範疇串連起來，為學生提供了一個穩固的基礎，以組構及整合他們在

其他自然學科和人文學科所獲取的知識及概念。再者，面對廿一世紀的新形勢，地理教

育可以幫助我們的中學畢業生作好準備，以面對人口膨脹、環境污染、經濟轉型、全球

一體化等挑戰。地理教育一方面讓學生對新世界、新環境、新經濟有更深入的了解，另

一方面亦讓學生有充足的機會發展如批判性思考、創造力、溝通能力、資訊處理、人際

關係等共通能力。此外，透過地理探究，學生可培養價值澄清及價值判斷等重要素質，

為達致全人發展建立良好的基礎。整體而言，藉著對議題進行探究，地理教育為學生提

供了與個人、社會和環境相關的重要學習經歷。 

 

 中學地理教育應旨在培養學生的基本地理能力，除了幫助學生建立基本的地理概

念，作為繼續在預科及專上教育進修外，同時也令他們掌握主要的地理知識及技能，以

應付日常生活上的問題和挑戰。我們期望每一名中五畢業生，都能成為一個具有地理認

知能力的人 — 一個了解事物在空間分佈的意義，明白人、地和環境三者關係，能運用

地理技能，及把空間和生態觀點應用於日常生活中的人。1 

                                                 
1 National Geography Standards, U.S.A.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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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與目標 

 
宗旨 

本課程的目的，旨在幫助學生： 

1. 從空間及生態的角度認識和了解地球上各種現象和形貌的分佈，與及人、地、環境

的相互關係和互動作用； 
2. 發展地理技能和基本能力以供升學及生活之用； 及 
3. 運用所掌握的地理知識及技能以謀求個人、社會、國家和全球的福祉。 
 
目標 

因應上述的宗旨，學生在完成本課程後應能： 
 

 知識和理解方面 

1. 認識及了解有關「空間」的概念，例如區位、分佈、形態等，以便在地理的架構下

分析自然及人文現象和形貌在空間上的分佈組織； 
2. 識別及解釋地球上主要自然系統的特徵，並分析各系統內及彼此間的相互作用； 
3. 識別及解釋地球上主要人文系統的特徵，以建立對「地方」及「區域」的理解； 
4. 解釋人類活動如何改變自然環境及自然系統如何影響人文系統；及 
5. 應用地理知識以理解過去和現在及計劃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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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能方面 
1. 掌握基本地理技能，例如： 

1.1 閱讀及闡釋不同類型和不同比例的地圖； 
1.2 闡釋地面及空中照片以抽取和分析其中的地理資料； 
1.3 有系統及準確地觀察、量度和記錄數據（包括進行訪問）； 
1.4 提出及驗證假設以解決地理問題； 
1.5 運用適當的地理詞彙以表達資料及論據； 

2. 掌握基本探究技能，例如： 
2.1 從地理的角度提出及識別問題； 
2.2 從不同渠道（包括互聯網）尋找及蒐集合適的資料及數據； 
2.3 選擇及使用適合的方式，例如文字（包括報告、列表、摘錄等）和圖示（包括

圖表、模型、地圖、草圖、統計圖表、氣候圖表等），以組織及表達資料和數據； 
2.4 使用合適的方法（例如分析、整合、對比、評估）闡釋資料及數據，並以此作

出推斷和結論； 
2.5 評估透過探究所獲得的答案、結論或解決方案； 

3. 掌握基本能力，例如溝通、思考、社交、運算等，以進行地理探究及應付生活上的

需要； 
 

 態度及價值觀方面： 

1. 對地球上各種自然及人文特徵產生興趣； 
2. 欣賞大自然的美及體會人類各種不同的生活情況； 
3. 認識環境的局限性及問題，並採取合適的行動以推動可持續發展； 
4. 培養對社會及國家的歸屬感； 
5. 尊重所有民族和他們的文化、價值觀及生活方式； 及 
6. 認識到人與人及國與國之間日益增強的全球性相互依賴關係，並明白到國際團結及

合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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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取向及組織 

 

 本課程採用主題學習 (thematic studies) 作為建構課程的取向，並由主題 (themes)  

及議題 (issues) 兩部份組成。「主題」部份包括六個課題，主要是幫助學生有系統地獲

取和建構基本的地理知識和概念，從而為學生在繼續進修提供穩固的基礎，並使學生掌

握主要的地理知識及技能，以應付日常生活上的問題和挑戰。選取主題的準則如下： 

1. 各主題應包含主要的地理概念及知識，並能均衡地覆蓋自然地理及人文地理的範

圍； 

2. 在完成學習所有主題後，學生可獲得基本的地理知識、概念和技能，以應付日常生

活的需要，同時亦為他們日後修讀較學術性的預科地理課程奠立良好的基礎； 及 

3. 每個主題應與課程中最少一個議題有關。 

 

 「議題」部份則包括六個議題，用以培養學生的探究及思考技能，並提供機會使學

生能把所學的知識及技能，應用於日常的生活環境。選取議題的準則如下： 

1. 議題中研究的個案應包括本地、全國及世界性的個案； 

2. 每個議題所涵蓋的內容深度及廣度應盡量一致； 

3. 這些現代議題應在一定時限內仍然有效，並能不斷引起大眾的關注； 

4. 所選取的議題應盡量避免與初中課程的內容重複； 及 

5. 每個議題應與課程內最少一個主題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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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至中五地理課程組織

議題

人與環境互動作用引起的問題

能源的抉擇

自然災害

糧食與飢荒

水的煩惱

可持續城市

氣候異常

主題

地貌與
內營力作用

地貌與
外營力作用

氣候

大自然如何塑造我們的世界

我們如何改變我們的世界

農業

城市 工業

 
 
 教師應採用連貫和統合的方式來處理本課程內的主題和議題。每一個主題或議題不

應被視作個別獨立的單元，與其他主題和議題互不連接。事實上，本課程的設計容許不

同主題和議題以不同方式來組合成一個完整的學習單元。故此，教師應儘量把議題和主

題綜合處理，從而使學生能有系統地學習地理概念和知識，同時亦能把所學應用於日常

生活中。教師可考慮先引導學生對議題作出探究，然後從探究中幫助學生學習相關的主

題。另一方面，教師亦可先從主題入手，然後逐步引導學生作相關的議題探究。由於兩

種方法各有優劣，教師宜因應學生的興趣、能力和需要作出選擇，而無須固定地採取單

一的模式。 

 

 為方便教師設計課本課程，以下兩頁提供綜合議題與主題的兩個示例，以供教師參

考。教師應注意該兩個示例顯示的「一個主題配一個議題」的方式並非唯一可行的方法，

教師亦可考慮把數個「議題」及「主題」綜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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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議題探究引伸至主題學習 

問題指引 
 

學習內容說明 

薩赫勒發生了甚麼事？還有哪些地區經常出

現這個情況？ 

 ♦ 經常發生飢荒的地區 

♦ 經常發生飢荒地區的特徵 

Ø   

甚麼是飢荒？經常發生飢荒的地區有何共通

之處？ 

 ♦ 飢荒的定義 

♦ 引致飢荒發生的自然及人文因素 

Ø   

薩赫勒在哪裏？它的自然環境有何特徵？自

然環境如何影響薩赫勒的農業？ 

 ♦ 薩赫勒的區位 

♦ 薩赫勒自然環境的特徵 

♦ 農業系統的主要組成部份（簡單的投入-

產出模型） 

♦ 自然因素與農業的關係 

♦ 薩赫勒遊牧農業的特徵 

♦ 影響薩赫勒遊牧農業的自然因素 

Ø  

南加州在哪裏？它的自然環境有何特徵？ 

 ♦ 南加州的區位 

♦ 南加州的自然環境特徵 

♦ 南加州灌溉農業的特徵 

♦ 影響南加州農業的自然因素 

Ø   

為甚麼薩赫勒和南加州的自然環境大致相

同，但它們的農業特徵卻差異甚大？ 

 ♦ 人文因素與農業的關係 

♦ 遊牧農業與灌溉農業的農業系統 

♦ 薩赫勒及南加州農業的異同 

♦ 造成兩地農業擁有不同特徵的原因 

Ø   

科技怎樣影響兩地的農業？它是否改善農業

生產的靈丹妙藥？ 

 ♦ 科技對薩赫勒及南加州農業的影響 

♦ 科技對農業所造成的正面及負面影響 

Ø   

整體而言，為甚麼一些地區糧食生產過剩，但

其他地區卻出現飢荒？飢荒是天災還是人

禍？ 

 
♦ 決定農業生產力的因素 

♦ 引致飢荒發生的自然及人文因素 

Ø   

國際援助是否有效地幫助受糧食不足或飢荒

影響的國家，還是好心做壞事？ 

 ♦ 解決飢荒問題的可行方法 

♦ 國際援助的類別 

♦ 國際援助所引起的問題 

Ø   

其他國家或地區發生飢荒，與我何干？ 

 ♦ 飢荒對受災地區的影響 

♦ 飢荒對全球的影響 

♦ 對幫助受飢荒影響的人民所能採取的個

人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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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主題學習引伸至議題探究 

問題指引 
 

學習內容說明 

薩赫勒地區的遊牧農業與南加州的灌溉農業

有何不同？ 

 ♦ 農業系統的主要組成部份（簡單的投入-

產出模型） 

♦ 遊牧農業與灌溉農業的農業系統 

Ø   

薩赫勒在哪裏？南加州在哪裏？兩地的自然

環境有何特徵？ 

 ♦ 薩赫勒和南加州的區位 

♦ 薩赫勒和南加州的自然環境特徵 

Ø   

自然環境如何影響兩地的農業？ 
 ♦ 自然因素與農業的關係 

♦ 影響薩赫勒農業的自然因素 

♦ 影響南加州農業的自然因素 

Ø  

為甚麼兩地的自然環境大致相同，但它們的農

業特徵卻差異甚大？ 

 ♦ 薩赫勒及南加州農業的異同 

♦ 人文因素與農業的關係 

♦ 造成薩赫勒及南加州擁有不同農業特徵

的原因 

Ø   

科技是否改善農業生產的靈丹妙藥？它對兩

地的農業造成了哪些負面的影響？ 

 ♦ 科技對農業所造成的正面及負面影響 

♦ 科技對薩赫勒及南加州農業的影響 

Ø   

薩赫勒地區經常出現飢荒，這與當地的科技水

平有何關係？ 

 ♦ 飢荒的定義 

♦ 引致飢荒發生的自然及人文因素 

♦ 決定農業生產力的因素 

Ø   

除薩赫勒外，還有哪些地區經常出現飢荒？這

些地區與薩赫勒有何共通之處？ 

 ♦ 經常發生飢荒的地區 

♦ 經常發生飢荒地區的特徵 

Ø   

飢荒是天災還是人禍？  ♦ 引致飢荒經常發生的原因 

Ø   

國際援助是否有效地幫助受糧食不足或飢荒

影響的國家，還是好心做壞事？ 

 ♦ 解決飢荒問題的可行方法 

♦ 國際援助的類別 

♦ 國際援助所引起的問題 

Ø   

其他國家或地區發生飢荒，與我何干？ 

 ♦ 飢荒對受災地區的影響 

♦ 飢荒對全球的影響 

♦ 對幫助受飢荒影響的人民所能採取的個

人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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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分配 

 
 本課程是基於學校能在中四及中五兩個學年中提供不少於一百五十個地理教節（即

每星期平均有四個教節）而編寫，並建議學校每週應盡可能編配一連續教節讓學生學習

地理。每一主題所須的學習時數建議為十四節，而每一議題則建議為九節。一般程度的

學生應可在一百三十八個課節內完成整個課程內容，教師可自行決定將剩餘的時間作不

同的用途，例如照顧學生更廣泛的需要、輔導能力稍遜的學生、對個別議題作更深入的

探究、採用不同的學習策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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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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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 

地球上各種農業景觀的特徵，一直以來都是由自然因素及人文因素的互動

作用所形成。在過去十數年間，由於科技突飛猛進，人類對自然環境的操

控大增，自然因素對農業的重要性大為下降，而科技的角色則愈來愈重要。

本主題以農業科技作為組構概念，探討在兩個自然環境類近的地區，如何

因不同的科技投入，形成不同的農業特色。本主題的重點是人類如何利用

科技來克服自然及人文因素對農業的限制，和科技水平的高低如何決定農

業的特徵，並從中探討科技對農業活動的正負面影響。 

 



 

 18

組構概念 

主題：農業

低科技地區
1. 農業系統的特徵
2. 影響農業特徵的因素
3. 農業科技的角色和影響
4. 保持農業科技與環境兩
    者平衡的措施
5. 個案：薩赫勒地區的遊
    牧農業

高科技地區
1. 農業系統的特徵
2. 影響農業特徵的因素
3. 農業科技的角色和影響
4. 保持農業科技與環境兩
    者平衡的措施
5. 個案：南加州的灌溉農
    業

農業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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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影響農業特徵的其他因素

欠發達地區―低科
技水平

較發達地區―高科
技水平

南加州的
灌溉農業

農業科技的正面及負面影響

保持科技的應用與環境兩者平衡
的措施

薩赫勒地區
的

遊牧農業

為何薩赫勒地
區和南加州農
業在自然環境
類近的情況下
農業特徵差異

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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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學習元素 

知識/概念 z 農業系統 

− 農業系統主要的投入、過程和產出 

z 影響農業的自然及人文因素 

− 薩赫勒地區和南加州農業系統自然及人文投入

的特徵 

− 薩赫勒地區和南加州農業在自然環境類近的情

況下農業特徵卻差異甚大的原因 

z 在薩赫勒地區和南加州農業科技的應用如何幫助克

服農業所受到的限制（如缺水、土壤貧瘠） 

z 農業科技對薩赫勒地區和南加州的負面影響 

− 過度和錯誤使用農業科技的問題 

− 保持科技的應用與環境兩者平衡的措施 

技能 z 對比航空照片及地圖，並利用所得證據以識別不同

農業活動的主要特徵及形態 

z 設計問卷，以便訪問本地農民有關自然環境及科技

對農業活動的影響 

z 選擇合適的方法以蒐集有關遊牧農業和灌溉農業的

資料 

z 選取合適的材料（如圖表、照片、統計數據、錄像

片段），然後加以整理組織，以說明遊牧農業和灌溉

農業的異同 

z 從不同途徑蒐集得來的資料中歸納科技對農業的正

負面影響 

價值觀/ 

取向 

z 了解農業科技的局限 

z 認識科技的優點與缺點 

z 對生活在其他地方的人民所面對的困難表示關注，

並採取行動來協助他們 

個案 ： 薩赫勒地區的遊牧農業及南加州的灌溉農業 

建議節數 ： 1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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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香港為全球城市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高人口密度除了帶來環境問題

外，香港亦面對因城市人口增長所帶來對額外房屋及相關基礎建設的迫切

需求。急速的城市增長逐漸引起公眾的關注，並強烈要求政府進行謹慎的

城市規畫及設計，和採取可持續發展策略。本主題旨在讓學生研習城市發

展的過程及對香港的影響，其中的重點為在內城區出現的市區更新和在市

郊出現的城市蠶食。教師亦須幫助學生認識香港政府的規畫政策在紓緩上

述問題的有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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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構概念 

主題：城市

市區更新
1. 過程
2. 對社會經濟和自
　然環境的影響
3. 紓緩問題的可行
　策略

城市蠶食
1. 過程
2. 對社會經濟和自
   然環境的影響
3. 紓緩問題的可行
   策略

改變中的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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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中的城市

市區更新 城市蠶食

政府的規畫
及發展策略

紓緩問題的
可行措施

對社會經濟和自然環境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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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學習元素 

知識/概念 z 香港的城市化過程 

− 人們遷往城市的原因 

− 城市化過程對土地利用形態的影響 

z 隨著時間改變的城市形態 

− 過往數十年香港土地利用形態的改變 

z 香港的市區更新和城市蠶食 

− 過程和特徵 

− 由此而生的社會經濟和環境問題 

− 解決上述問題的可行方法 

z 香港的環境保育和城市發展的衝突 

− 香港的城市規畫策略：基本原則 

− 近年來香港政府所採取的措施 

技能 z 在照片及地圖的幫助下識別和闡釋不同類型的城市

問題 

z 推行問卷調查（包括問卷設計和訪問）以找出人們

給予環境保育和城市發展的優先次序，及他們作出

這樣選擇的原因 

z 從不同資料來源蒐集香港的城市規畫及發展策略 

z 繪畫土地利用圖，指出香港某市區的土地利用形態

的轉變 

z 分析支持及反對某一發展計劃的理據 

價值觀/ 

取向 

z 培養對鄰近環境發展的靈敏度 

z 關注因城市發展所引起的問題 

z 培養對保護和改善城市環境的責任感，並願意付諸

行動 

個案 ： 香港 

建議節數 ： 1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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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 

 

大氣可比擬為一部巨大的熱能引擎，它操作時所需的能量是來自太陽。由

於入射角的差異，故此在地球表面的日射分佈並不平均。參照此不平均分

佈，本主題先把地球分為低緯度地區和中、高緯度地區的兩個主要氣候區

域。教師須先要求學生利用本主題所選取的四個個案來研習這兩個區域的

氣候特徵，然後引導他們找出除日射外影響這兩個區域氣候的其他主要因

素。跟著要求學生從低緯度地區和中、高緯度地區的個案中，探索為何緯

度相同的地區其氣候竟會差異甚大。本主題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透過探究式

學習，來幫助學生掌握影響氣候的各主要因素及它們複雜的相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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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構概念 

主題：氣候

低緯度地區
1. 氣候特徵及成因
2. 影響氣候的要素
3. 個案：
    熱帶濕潤氣候
    熱帶乾旱氣候

日射

中、高緯度地區
1. 氣候特徵及成因
2. 影響氣候的要素
3. 個案：
    溫帶海洋性氣候
    溫帶大陸性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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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射

中、高緯度地區低緯度地區

氣候特徵
除日射外其他主要氣候

因素

個案研究：
熱帶濕潤氣候
熱帶乾旱氣候

個案研究：
溫帶海洋性氣候
溫帶大陸性氣候

為什麼緯度相近但氣候各異？

日射的不平均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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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學習元素 

知識/概念 z 地球表面日射的分佈形態 

− 地球表面的日射全球分佈形態 

− 日射分佈形態出現緯度差異的原因 

z 日射與全球氣溫、降水、風及氣壓分佈形態的關係 

− 全球氣溫、降水、風及氣壓分佈形態 

− 日射與全球氣溫分佈形態的關係 

− 全球氣溫、降水、風及氣壓分佈形態的相互關係 

z 低緯度地區及中、高緯度地區的氣候（就本主題的四個個

案而言） 

− 影響低緯度地區及中、高緯度地區氣候的主要因素 

− 造成兩個緯度相同地區氣候不同的原因 

z 氣候對人類的影響（在生活上和生產上） 

− 例如：日常生活、人口分佈、農業 

技能 z 從氣候地圖及氣候圖表中識別氣候特徵和分佈形態 

z 探訪天文台資源中心，蒐集香港的氣候數據，及根據所得

數據闡釋在一段較長的時間內香港的氣候變化趨勢 

z 找尋及篩選不同的資料來源，以蒐集合適的氣候資料及數

據 

z 根據氣候數據繪畫氣候圖表 

z 利用氣候圖表/氣候地圖及其他合適的表達模式（如文

字、圖表）以突顯兩個不同地區氣候的特徵和異同 

z 從氣候圖中比較日射、氣溫、降水及氣壓的全球分佈形

態，並指出其中的關係 

價值觀/ 

取向 

z 關注氣候變化對全球環境及我們下一代的影響 

個案 ：  

低緯度氣候區：熱帶濕潤氣候和熱帶乾旱氣候﹝馬來西亞、索馬里﹞ 

中、高緯度地區：溫帶海洋性氣候和溫帶大陸性氣候﹝山東、新彊﹞ 

建議節數 ： 1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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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 

 

研習影響工業區位的各種因素是地理科的一個重要課題。本主題旨在以鋼

鐵業和資訊科技工業作為例子，讓學生研習影響工業區位的各種因素。選

擇鋼鐵業的原因，是因為該工業為研習工業區位因素隨時間而改變的最佳

例子。鋼鐵業的區位因工業科技出現突破而經歷數次的主要變化，雖然生

產仍舊是集中在某一點（單一區位生產），但其區位的轉變主要是由於其中

最重要的區位因素被另一因素取代。另一方面，研習資訊科技工業的區位

則讓教師向學生介紹另一組區位因素，如人力資源、研究與開發等，這些

全是有別於傳統的區位因素，如能源、原料、市場等。總體來說，資訊科

技工業明顯地不受某一區位因素所支配，生產地點亦不局限於單一城市或

地區（多邊區位生產）。該類工業現正趨向發展為跨地區或跨國界生產的跨

國企業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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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構概念 

主題：工業

鋼鐵業
1. 重工業
2. 原料、能源到市場
    導向
3. 單一區位生產
4. 工業慣性

資訊科技工業
1. 輕工業
2. 無導向工業
3. 跨國及多邊區位
    生產
4. 人力資源、研究
    與開發

改變中的
區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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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中的區位因素

傳統因素
(原料、能源)

新興因素
(人力資源、研

究與開發)

科技因素

鋼鐵業的區位
資訊科技工業

的區位

工業區位轉變及新的生產模式
所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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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學習元素 

 

知識/概念 z 影響工業區位的因素 

− 傳統主要因素如能源、原料 

− 科技的角色 

− 其他近年來日益重要的區位因素如人力資源、研究與開發

z 鋼鐵業的區位 

− 影響鋼鐵業區位的因素 

− 鋼鐵業區位的轉變與科技的角色 

− 鋼鐵業的工業慣性現象 

z 資訊科技工業的區位 

− 影響資訊科技工業區位的因素 

− 多邊區位及跨國生產模式：特徵及出現原因 

z 工業區位轉移及新的生產模式所帶來的影響 

− 例子：城市衰落、失業、勞動人口流動 

技能 y 繪畫地圖以顯示鋼鐵業及資訊科技工業的區位轉變 

y 就工業遷移對工人及工業區內其他行業的影響作出假設，並

透過實地問卷調查加以驗證 

y 從不同途徑（如互聯網）蒐集有關鋼鐵業及資訊科技工業的

資料 

y 運用各種合適的表達模式（如表格、圖表、電腦演說），對

比鋼鐵業及資訊科技工業的主要區位因素 

y 整合蒐集得來的第一手及二手資料，用以分析工業遷移對工

人及社會的影響 

價值觀/ 

取向 

y 確認人類發展現代工業所作出的努力 

y 重視科技發展的深遠影響 

y 確認世界一體化的趨勢 

y 認識及關注工業區位轉變所引起的問題 

個案 ：  

中國的鋼鐵工業和美國的資訊科技工業 

建議節數 ： 1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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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貌與內營力作用 

 

內營力作用是指地球內部所引發的作用，它能使地殼產生強烈的擠壓、拉

伸或扭動，從而產生褶曲作用、斷裂作用及火山作用，其間或會引致火山

爆發和地震。地表上大部份的地貌主要是由內營力作用及外營力作用所形

成的。本主題以板塊活動作為組構概念，說明內營力作用所引致的地殼運

動，如何建造了亞洲及太平洋地區的山脈系統及其他大型地貌。教師應注

意本課的重點是從宏觀角度來讓學生了解板塊活動與內營力作用（主要為

褶曲作用、斷層作用及火山作用）的關係，並對由內營力作用所形成的主

要大型地貌，如褶曲山脈、島弧、海溝、火山、大洋中脊、裂谷的成因及

特徵，有基本的認識。教師須幫助學生把本主題和另一主題「地貌與外營

力作用」所獲取的知識加以整合，從而組成一個完整的知識架構，用以理

解地球上主要地貌是怎樣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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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構概念 

主題：地貌與內營力作用

建設性板塊邊界
1. 主要內營力作用：
    斷層作用、火山
    作用
2. 相關地貌：
    大洋中脊、火山
    、裂谷

破壞性板塊邊界
1. 主要內營力作用：
    褶曲作用、斷層
    作用、火山 作用
2. 相關地貌：
    褶曲山脈、島弧
    、火山、海溝

板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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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塊活動

板塊碰撞 海底擴張

聚合 背離

相關現象：火山爆發、地震、海嘯

大陸板塊
﹝歐亞板塊﹞

+
大陸板塊

﹝印澳板塊﹞

海洋板塊
﹝納斯卡板塊﹞

+
海洋板塊

﹝太平洋板塊﹞

大陸板塊
﹝歐亞板塊﹞

+
海洋板塊

﹝太平洋板塊﹞

褶曲山脈

﹝喜馬拉雅山脈﹞

大洋中脊

﹝東太平洋海嶺﹞

島弧

﹝日本/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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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學習元素 

知識/概念 
z 主要內營力作用 

− 褶曲作用、斷層作用、侵入及噴出火山作用 

z 亞洲及太平洋地區的板塊構造 

− 大陸板塊及海洋板塊的分佈 

− 板塊邊界的種類：建設性、破壞性和穩定性 

z 在亞洲及太平洋地區板塊聚合和背離所造成的相關

地貌 

− 在建設性和破壞性板塊邊界出現的主要地貌的

形成過程及特徵：例如褶曲山脈、島弧、海溝、

火山、大洋中脊及裂谷 

− 板塊活動、內營力作用和相關地貌的關係 

z 內營力作用對人類活動的影響 

− 例子：礦物資源和能源的分佈、自然災害如火山

爆發、地震和海嘯等的影響 

技能 z 從等高線圖、地勢圖及照片中識別地貌 

z 在實地考察中利用地圖及照片找到需要進行觀察的

地貌 

z 選取合適的地圖及資料以進行實地考察 

z 以繪圖、照片及其他資料數據作輔助，描述某選定

地貌的形成及特徵 

z 選取在實地考察中所見的某一地貌，就其成因及特

徵進行專題研究 

價值觀/ 

取向 

z 重視人與自然環境互相依賴的關係 

個案 ：  

亞洲及太平洋地區﹝從喜馬拉雅山到復活島﹞ 

建議節數 ： 1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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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貌與外營力作用 

 

外營力作用是指在地球表面或接近地表的地區所發生的作用，它們一般包

括不同程度的岩石剝落及其後的碎屑沉積。在塑造地球表面形貌的各種外

營力作用中，侵蝕作用是最為重要的部份。幾乎在全球的每一個角落，都

可以找到由侵蝕作用所造成的大型地貌。侵蝕作用主要分為河流、冰川、

海浪及風力侵蝕四種，而其中以河流侵蝕最為常見。其實嚴格來說，無論

由那一種侵蝕營力所引致的侵蝕作用，都大致可以分為分拆、挾帶及搬運

三個過程。在任何一種侵蝕作用停止後，隨之而來的必然是沉積作用。正

因如此，本主題以流水作用作為組構概念，幫助學生掌握河流侵蝕及沉積

作用的基本知識，和了解這些作用如何隨著河流從高山流到海濱而出現變

化，並把它們組合成一個完整的概念架構，用以解釋在不同河段中相關地

貌的形成及特徵。當學生掌握了這概念架構，將來學習其他三種侵蝕作用

及相關地貌時，便可收舉一反三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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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構概念 

主題：地貌與外營力作用

侵蝕作用
1. 過程和特徵
2. 相關地形
3. 影響侵蝕作用的因素
4. 不同河段侵蝕作用的
    異同

搬運作用
1.過程和特徵
2.影響搬運作用的因素

沉積作用
1. 過程和特徵
2. 相關地形
3. 影響沉積作用的因
    素
4. 不同河段沉積作用
    的異同

流水作用
﹝從高山到海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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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作用

不同河段流
水作用的特
徵及異同

河流對人類
活動的影響

水從哪裏來？

河盤系統

不同河段的
相關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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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學習元素 

知識/概念 z 水循環的基本運作 

− 水循環的主要過程如蒸發和蒸散、凝結、降水、表面徑

流、滲透、表層流 

− 簡單介紹水循環的操作 

z 河盤系統 

− 河盤系統的主要投入、過程和產出 

z 河流的侵蝕、搬運及沉積作用 — 種類、特性及相關地貌

− 河流的主要侵蝕、搬運及沉積過程 

− 長江上、中、下游的主要地貌﹝例如河谷、瀑布、氾濫

平原、三角洲﹞ 

z 在不同河段河流的侵蝕及沉積作用 

− 在不同河段河流侵蝕及沉積作用的不同特徵 

− 造成上述不同特徵的原因 

z 河流對人類活動的影響 

− 例子：長江在灌溉及運輸上的重要性、長江氾濫的影響

技能 z 從照片及地圖中識別河流侵蝕及沉積作用所產生的地貌 

z 在實地考察中觀察由流水作用所形成的地貌 

z 以註釋圖、照片及其他資料數據作輔助，繪畫圖表以顯示

某個河流侵蝕地貌及某個河流沉積地貌的成因和特徵 

z 根據河流上、中、下游的流量、流速及搬運物形狀和大小

等數據，利用合適的表達方式（如列表、圖表、統計圖表）

解釋不同河段侵蝕形貌的異同 

z 繪畫不同河段的縱剖面 

價值觀/ 

取向 

z 欣賞大自然的美感 

個案 ：長江 

建議節數 ： 1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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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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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異常 
 

全球增溫一直是過往十年地球峰會的主要議題。如果目前的情況得不到改

善，科學家警告全球增溫將會帶來負面的影響。故此，找出引致全球增溫

的原因，及啟動國際合作以解決此問題是非常重要的。本議題除了讓學生

加深對全球增溫的認識外，更希望學生能明白國際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察

覺促成國際合作所面對的困難。 

 

本議題可與主題「氣候」綜合教授，亦可與議題「能源的抉擇」串連起來。 

 

重點問題：  全球增溫—責任誰屬？ 

♦ 什麼是全球增溫？全球增溫對香港和中國有何影響？ 

♦ 全球增溫的成因是什麼？工業國家是否須要負擔全部的責任？個人在

引致全球增溫方面扮演了什麼角色？ 

♦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來紓緩這個問題？為什麼某些國家不願意合作應付

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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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與飢荒 
 
 

糧食短缺一直困擾全球約三分一的人口。對於引致飢荒出現的原因，眾說

紛紜，一些人指飢荒是自然災害的結果，亦有人強調是人禍。同時亦有人

對國際援助的成效存疑，認為援助只會令情況變得更差。學生透過研習本

議題，應能明白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會出現不同的意見，並嘗試根據蒐集所

得的資料作出判斷。 

 

本議題可與主題「農業」綜合教授，亦可與主題「氣候」和議題「自然災

害」串連起來。 

 

重點問題：  為什麼會出現飢荒及國際援助是否有效？ 

 

♦ 什麼是「飢荒」？飢荒多數發生在哪裏？經常發生飢荒的國家，有什麼

共通的地方？ 

♦ 為甚麼一些地區糧食生產過剩，但其他地區卻出現飢荒？飢荒是天災，

還是人禍？ 

♦ 國際援助是否能有效地幫助受糧食不足或飢荒影響的國家，還是好心做

壞事？我們為甚麼要關注在其他國家或地區發生的飢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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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災害 
 
 

自然災害對很多人來說已是生活的一部份。然而，它對人類的影響卻因地

而異。縱然自然災害帶來災難性的影響，很多人仍居住在災害頻生的地區。 

透過探討地震、火山爆發及海嘯，學生應可理解人們如何作出複雜的抉擇，

並體會和尊重不同的人在同一情況下作出不同決定的理念。再者，學生更

可把他們在主題「地貌與外營力作用」所學的應用於現實生活中。 

 

本議題可與主題「地貌與內營力作用」綜合教授。 

 

重點問題：  居住在災害頻生的地區是否明智之舉？ 

 

♦ 地震、火山爆發及海嘯是否根據某些空間形態而發生？為什麼會出現這

些形態？ 

♦ 上述自然災害有何災難性的影響？相對於較發達地區，為何欠發達地區

受到的影響較深？ 

♦ 為什麼人們仍居住在災害頻生的地區？他們的選擇是否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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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城市 
 

香港的環境質素近年來引起了公眾的關注。其中一個討論的焦點為如何一

方面維持香港的繁榮及活力，另一方面又能保持環境質素。學生透過本議

題應能對「可持續發展」這概念和各種把香港變成可持續城市的可行方法

有更佳認識。他們應察覺到這發展所須付出的代價，並有機會作出個人的

價值判斷。 

 

本議題可與主題「城市」綜合教授，亦包含了主題「氣候」和議題「能源

的抉擇」中的部份知識及概念。 

 

重點問題：  香港可否發展成可持續城市？ 

 

♦ 何謂可持續城市？它的特徵是什麼？ 

♦ 我們可以怎樣把香港變成可持續城市？個別市民及香港政府扮演什麼

角色？ 

♦ 把香港變成可持續城市須付出哪些代價？環境質素下降是否經濟繁榮

的必然之惡？我們應如何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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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的抉擇 
 
 

能源是影響中國工業區位的重要因素，然而一般來說，中國化石燃料的分

佈與主要工業區位並不配合。在研習本議題時，學生將面對把工業移往能

源供應地，或是發展另類能源供應的抉擇。當學生達致結論時，他們應可

了解更多有關中國的能源和工業問題，並明白發展另類能源供應的優劣。 

 

本議題可與主題「工業」綜合教授。 

 

重點問題：  中國如何在使用能源以發展工業及環境保育兩者間取得

    平衡？ 

 

♦ 中國的主要化石燃料供應地區在哪裏？中國的主要工業區在哪裏？兩

者的分佈形態有何問題？ 

♦ 中國的工業應否移往中西部的能源供應地，或是在中國東南部發展另類

能源供應？此兩個方案各有何優劣？  

♦ 使用煤、核能和水力發電會對環境造成哪些影響？火力發電、核能發電

與水力發電有哪些優點和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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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煩惱 
 
 

水的問題困擾了中國數千年。由於問題日趨嚴重，近年來氾濫和乾旱已成

為中國政府重點關注的事項。各方面提出了一連串的解決方案，其中包括

大型的計劃如「南水北調」和建造水壩及儲水庫，與及地區性的如植林和

「退耕還湖」等。在研習本議題時，學生應可對中國水的問題有更深入的

了解，並可透過選擇解決問題的方案時，發展他們個人的判斷能力。 

 

本議題可與主題「地貌與外營力作用」綜合教授。 

 
 

重點問題：我們如何解決中國水的問題？ 

 

♦ 華東為什麼近年來經常發生水災？黃河為什麼出現斷流？ 

♦ 這些問題的成因是什麼？它們帶來什麼後果？ 

♦ 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不同的解決方法有哪些優點和缺點？我們會否在

解決這些問題時製造了一些其他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