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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地理課程指引（中一至中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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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訓練局的代表及教育
局有關部門的人員。

 
教育局建議中學採用本課程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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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樓1319室
 
或電郵至：	c cdop s h e@edb . g o v . h k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總課程發展主任（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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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論
 
 

1 . 1  地理作為學科在學校課程所扮演的角色

地理讓人們從空間和生態的角度了解自身所處的地球。地理是一門研習地方
和區域的學科，其中包括研究地方和區域的區位、它們的特徵、形成這些特徵的
作用及地方和區域如何和為何改變。地理讓學生對自然和人文現象的分布建立認
知及理解，並闡釋影響自然和人文環境的形態及作用；地理亦關注人與環境的互
動，研究自然系統如何影響人類活動和人類行為如何改變自然環境；地理分析人
與環境互動所帶來的影響，並解釋人們在不同時空對此作出的不同反應。再者，
地理透過研習自然、經濟、政治和社會環境的相互聯繫及相互依存來發展全球認
知，由此涉及當代不同規模的可持續發展議題的研究，特別是有關如何以可持續
發展的方式來處理和改善人與環境的互動。

 
作為一門學校科目，地理引發學生對人、地、環境的興趣及好奇心。地理

幫助學生了解我們複雜多變的世界，並對不同地方有更深入的了解，其中包括香
港、中國及其他學生未曾接觸的地方。地理亦幫助學生發展對世界的認知和理
解，提供可以用作了解多個全球性議題（例如：氣候變化、全球化、水資源供應
的變化、人口及城市問題等）的必需背景資料。此外，地理幫助學生整合自然和
人文世界的知識，令學生更清楚地了解人與自然環境的互動。學生亦可從學習地
理中掌握更多有關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從而明白如何以可持續發展的方式來解決
和處理本地、本國及全球性議題。

 
學校地理課程的另一個主要角色是讓學生掌握地理探究能力，令學生能從空

間和環境的角度來認識世界。地理探究鼓勵學生以批判性的態度來探索影響現今
及未來世界和人民生活的議題。透過地理研習，學生可以掌握如何以地理角度識
別和提出問題、從不同的來源找出和抽取與探究有關的適合資料、以適當的形式
展示和組織資料數據、闡釋資料數據以作出推論和結論等能力。學生亦可以學懂
如何透過實地考察來獲取第一手資料數據以進行探究。再者，學生會有充足的機
會來發展閱讀和分析文字、視像及電子媒介的能力，其中包括不同種類的地圖、
文字資料、圖表、圖片和電子數據（例如地理信息系統）。

地理亦有助學生成為具見識和有責任感的中國及世界公民。研習本地和本
國議題為學生提供了他們所居住和生活的地方的基本資料，以及幫助培育學生對
促進香港和中國的福祉的關注及承擔。另一方面，透過審視地區和全球性議題，
學生可以對與香港和中國有著不同連繫（例如：氣候、人口流動、貿易投資、旅
遊、文化和政治關係）的地方有更多的認識。學生掌握了這些知識後，便能更好
地作出具見識的決定、養成對其他人民和環境的價值觀和責任感、及了解他們自
身在世界中所擔當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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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課程宗旨

	 本課程的目的，旨在讓學生：
(a ) 	 建立對空間、地方和環境的知識及理解，特別是有關不同地方的空間分布	
	 和人與環境的互動作用；
(b ) 	 從地理的角度進行思考和探究；
(c ) 	 建立地理技能和基本能力供升學和生活之用；以及
(d ) 	 成為具見識和有責任感的公民，願意為社會、國家和全球的福祉及人類社	
	 會和自然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

 

1 . 3  目標

	 因應上述的宗旨，學生應能：

1 . 3 . 1    知識和理解方面

( a ) 	 建立對主要地理概念的透徹了解，其中包括空間、地方、區域、人與環境
的互動、全球相互依存和可持續發展等概念，以及把這些概念應用到新的
處景和情景；

(b ) 	 建立對地方認知的堅實架構，當中包括對本地區域（香港及珠江三角洲地
區）、中國其他地方、亞太地區和世界各地的認識及理解，以及這些地方
的相互連繫；

(c ) 	 描述和解釋人與自然環境在不同時空的互動，其中包括在這些互動中出現
的自然和人文作用，以及由這些互動所產生的形態和所引致的影響；

(d ) 	 明白自然環境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和人類活動如何改變自然環境；以及
(e ) 	 建立對受全球關注議題的認識和理解，並知道和明白如何以可持續發展的

方式來處理及/或解決這些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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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3 . 2    技能方面

( a ) 	 根據以下的問題來幫助自己以地理的角度來進行思考：
	 i ) 	 「它在哪裏？」和「它是怎樣的？」
	 i i ) 	 「它為甚麼在那裏？」和「它如何出現？」
	 i i i ) 	 「它如何及為何改變？」
	 i v ) 	 「它帶來甚麼影響？」
	 v ) 	 「應如何管理它？」
(b ) 	 掌握基本的地理探究能力，其中包括：
	 i ) 	 提出地理問題；
	 i i ) 	 從不同的來源找尋和蒐集與探究有關的資料數據；
	 i i i ) 	 以適當的形式來組織和展示資料數據；以及
	 i v ) 	 分析和闡釋資料數據以便作出結論。
(c ) 	 掌握基本的地理技能，其中包括：
	 i ) 	 閱讀和闡釋不同種類及不同比例的地圖冊、地圖和平面圖；
	 i i ) 	 	運用符號、註解、圖例和比例來繪製地圖和平面圖；
	 i i i ) 	 	選用各種實地考察技能（例如：觀察、量度、訪問、記錄、拍照和繪	
	 	 製草圖）和工具（例如：相機、數據記錄器、地理信息系統）；
	 i v ) 	 閱讀和闡釋不同種類的照片和衛星圖像；以及
	 v ) 	 選用適合的圖表及資訊科技技巧在地圖和圖解上展示數據（例如：圓	
	 	 瓣圖和地理信息系統）。
(d ) 	 	 透過議題探究掌握基本能力，例如溝通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和創意，其	
	 中包括：
	 i ) 	 以合適的形式來溝通和交換意念，當中特別強調運用資訊科技，例如	
	 	 電腦演示和透過電郵來交換考察數據。
	 i i ) 	 評估蒐集得來的資料，分辨資料是否可信；及
	 i i i ) 	 從不同的角度來審時度勢，例如除了從空間和生態的角度外，還從文	
	 	 化、經濟、政治及社會責任的角度來審視在不同地方的民眾對自然災	
	 	 害的不同反應。

1 . 3 . 3   價值觀和態度方面

( a ) 	 願意為更美好的環境和世界的可持續性採取行動；
(b ) 	 	 對社會及國家產生歸屬感，並願意為社會及國家的福祉作出貢獻；
(c ) 	 察覺到與日俱增的全球相互依存，並明白國際合作對處理全球性議題的重	
	 要性；
(d ) 	 關注弱勢社群及備受不同問題困擾的民眾；以及
(e ) 	 認識和尊重不同民族及他們的價值觀、文化及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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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課程架構
 
 

2 . 1  背景

初中地理教育應旨在幫助學生發展基本地理認知和能力。除了幫助學生掌握
升讀高中所需的地理概念、知識和技能外，地理亦應令學生擁有基本知識和技能
以應付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問題和挑戰。由於並非所有的初中學生升讀高中時皆會
選修地理，故此初中地理很有可能是部分學生唯一接受地理基本訓練的機會。有
鑒於此，在設計初中地理課程時必須小心處理學生興趣和學科學理的平衡。課程
一方面須令學生對學習感到興趣和引起他們對自然及人文世界的好奇心，另一方
面則須要照顧課程需要包含學科的基本元素這一個大前題。

 
另一個設計本課程須要考慮的因素是本地中學所採用的各種初中個人、社會

及人文教育的課程模式。為了照顧選取綜合和混合課程規劃模式的學校的需要，
本課程必須採用靈活和富彈性的架構，以便容許學校作最大程度的校本課程剪
裁。

 
再者，現行的初中地理課程已推行超過十年，一系列新的學科發展令部分原

有課程內容或探究的方向變得不合時宜。例如在研習工業區位時以日本八十年代
的工業發展作為研究個案，可讓學生明白影響工業區位的傳統因素；然而因應過
去數十年日本經濟活力日漸式微，以及出現一些新的區位因素，研習「日本工業
奇蹟」已不是一個合適的地理課題，而近年來製造業在區位及功能上出現的全球
性轉移亦令課程更需要儘快修訂。

 
在過去十年間，地理教育出現了一系列的演變。在技術方面，地理信息技能

（包括地理信息系統）已成為地理學者和學生常用的研究和學習工具，因此初中
地理學生有需要對地理信息系統有基本的認識，以便運用此工具來學習地理。

 
在課程架構和取向方面，地理課程愈來愈重視「內容」、「方法」與「使

命」三者間的平衡。近年來地理課程除了繼續採用議題探究的取向外，還引入了
第二個重點—「現代區域地理」。這並不代表地理研習回到牢記事實與資料的做
法，而是採用一個後現代的取向，目的是為學生提供一個「當代的世界觀」，讓
他們從改變和發展的角度來看「區域」。

 
最後，因應中國在全球政治、社會經濟及環境議題上的影響力與日俱增，我

們有需要讓初中學生更全面地認識祖國，為學生提供一個更有系統和更深入地研
究中國的機會。初中地理課程在這方面責無旁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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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設計原則

	 本課程應：
(a ) 	 建基於學生從小學常識科課程所掌握的知識、技能、價值觀、態度及學習	
	 經歷；
(b ) 	 維持地理研習的闊度和深度的平衡，以便照顧學生在完成初中課程後選擇	
	 不同出路的需要；
(c ) 	 同樣重視發展學生的地理概念知識和讓學生更清楚了解影響他們現在和未	
	 來生活的地理議題，以維持理論知識與生活應用的平衡；
(d ) 	 提供一個靈活和多元化的架構，以便：
	 i ) 	 不同學校因應他們所採用的校本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課程，對本課	
	 	 程作出剪裁調適；及
	 i i ) 	 照顧學生在能力、需要和興趣上的多樣性；
(e ) 	 讓學生明白地理對他們的個人生活有何意義及關係，並幫助他們作出抉擇	
	 和付諸行動；
( f ) 	 避免局限於研習本地和鄰近地區，而應建基於學生的好奇心，鼓勵他們探	
	 索世界；
(g ) 	 提供足夠的機會，讓學生發展多種技能，其中包括：
	 i ) 	 運用和闡釋地圖、照片、衛星圖像和資訊科技（包括地理信息系統）；
	 i i ) 	 在不同的場合進行以探究為本的實地考察；
	 i i i ) 	處理議題、解決問題和作出抉擇；
(h ) 	 方便教師運用以探究和解難為本的教學方法；
( i ) 	 透過不同種類、在課室以外推行的學習活動來加強學生的學習（例如：實	
	 地考察）；
( j ) 	 把學習使用資訊科技整合於地理教學之內；以及
(k ) 	 鼓勵學生發展探索和批判性的學習取向，並提供發展學生創意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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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課程組織

本課程包括三部分—「甲部：從香港到世界—空間、人、地的變化」、「乙
部：從中國到世界—探究由人與環境互動所產生的區域問題」和「丙部：現今世
界面對的挑戰—以可持續方式處理全球性議題」。這三部分的設計是為了幫助學
生了解和應用主要的地理概念，其中包括甲部的「空間」和「地方」、乙部的
「區域」和「人與環境互動」及丙部的「全球相互依存」和「可持續發展」。每
一部分都包含四個單元，因而全個課程合共有十二個單元。每一個單元包含一個
主要的地理主題，並透過研習與該主題相關的議題來學習核心地理概念和知識。

 
甲部四個單元的設計在於讓學生從探究本地（香港）議題開始，逐漸把研習

伸展向本國（中國）、本區（亞洲及太平洋）以至全世界。這種設計幫助學生掌
握「空間」和「地方」等主要地理概念，並讓他們了解自然與人文作用的互動如
何在不同地方產生不同的形態和現象。甲部的其中兩個單元「城市」和「自然災
害」為核心單元，而餘下的兩個「旅遊」和「氣候變化」則為選修單元，學生須
選擇其中一個來進行研習。

乙部所包括的四個單元，其中有關中國糧食和水問題的單元為核心單元，餘
下的兩個為選修單元，學生須從中選取一個來學習。此部分的設計與甲部相似，
學生從探究本國議題開始，逐漸把研習伸展至區域和全球的規模。本部分的單元
全都是有關自然環境如何影響人類活動及人類活動如何改變自然環境。設計本部
分的目的旨在讓學生掌握「區域」和「人與環境互動」等地理概念，並特別強調
人與環境互動所產生的影響及民眾對這些影響的不同反應。

丙部亦包括四個單元，其中有關製造業和能源的兩個單元為核心單元。同樣
地學生亦須從餘下的兩個單元中選取一個來學習。本部分單元的設計旨在幫助學
生了解「全球相互依存」和「可持續發展」等概念，並讓學生體會到現今世界日
漸增加的相互連繫和相互依存，以及明白到如何以可持續的方式來處理全球性議
題。

 
整體而言，所有學生須於三年內學習九個單元。該九個單元包括六個核心單

元（甲部、乙部和丙部各兩個）和三個選修單元（甲部、乙部和丙部各一個）。
若是時間和學生能力許可，教師可完成餘下的部分或全部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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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4  時間分配

本課程的組構是建基於學校將會在初中全部課時中分配不少於10 0 1小時作
中一至中三地理課程教學之用。本課程建議每一個單元，不論是核心單元還是選
修單元，都應獲得不少於11小時2的課堂教學時間，故整體而言，教授6個核心
單元與3個選修單元的總課時應為10 0小時。教師亦須留意每個單元的建議課時
已包括進行實地考察和空間數據探究活動的時間。

 

2 . 5  必須學習元素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的開放式架構，容許學校靈活地處理內容的範圍和
深度，以切合學生需要；學生卻不應因此而被剝削了學習「必須學習元素」的機
會。為了確保學校在規劃本學習領域時把這些核心內容包括在內，在往後數頁的
圖2.2詳列了初中地理的必須學習元素。

 
這些必須學習元素是幫助學校計劃和檢討課程的基本清單，讓學校能提供相

關的學習經歷以確保學生能獲取基本的知識、概念、技能、價值觀和態度。學校
和相關的學習領域統籌及科目主任應確保在適當的學校課程裏包含這些元素，特
別是當學校並不提供獨立的地理課程，而是把有關學習元素包含在綜合科目課程
內，這點尤其重要。

 
這些必須學習元素是根據多個海外地理課程的核心內容、「初中學生在個

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的學習成果：教師的視角」終期報告內所包含的教
師意見和一群專上教育學者、經驗教師及課程發展人員的建議而訂定的。隨著社
會新知識及新事物的出現，這些元素將會作出修訂和補充。

1 3 年100 小時的教學時數大約等同採用6 天循環週的150 堂40 分鐘課節。
2 11 小時教學時數大約等同採用6 天循環週的16.5 堂40 分鐘課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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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和理解方面

1 . 	 不同地方和景觀的區位，其中包括它們為甚麼在那裏、它們造成的形
態和分布、它們如何和為何轉變，以及它們對人們的影響。

2. 	 主要自然和人文形態在不同規模（從本地到全球）下的分布。
3. 	 造成主要自然和人文形態分布的地理作用，以及它們在空間內的互動

情況。
4. 	 不同地方的自然和人文特徵。
5 . 	 形成不同地方的自然和人文作用。
6 . 	「區域」概念的定義是地球表面一個擁有劃一地理特徵的地方。
7. 	 不同區域之間的異同。
8 . 	 區域轉變的形式及引致這些轉變的因素。
9 . 	 自然環境和自然作用的特徵對人類活動的影響。
10 . 	人對不同自然環境的差異和變化的反應。
11 . 	人如何改變自然環境及這些改變對不同地方和環境的影響。
12 . 	可持續發展的定義及如何在不同的地方和情況下推行。
13 . 	本地、本國及全球的主要議題，其中包括它們的成因、當中的衝突和

如何以可持續的方式來處理。
14 . 	不同地方和區域之間的經濟、環境、政治和社會的互動。
15 . 	人類活動在某一地方所引起的變化如何令其他地方都出現變化。

技能方面

1 . 	 識別地理議題和提出地理問題。
2 . 	 從不同的來源 3挑選和選取地理數據。
3. 	 運用恰當的總結技巧 4及模式 5，組織和展示地理數據。
4. 	 觀察和闡釋經整理的地理數據以識別當中的形態、趨勢及關係。
5. 	 從經過分析的地理資訊和數據作出推論/概論及得出結論。
6 . 	 閱讀不同類型 6和比例的地圖。
7. 	 運用索引和目錄從地圖集中尋找特定的資料。
8. 	 運用不同的坐標和格網坐標 7尋找特定形貌和地方的區位。
9. 	 運用線性比例尺和分數比例尺量度地圖上的距離和面積。

3 包括一手及二手資料來源，例如：實地考察數據、文件、地圖、圖表、照片、地理信息系統數據和網址。
4 包括描述性統計數字，例如平均數、中位數、眾數、值域等。
5 包括文字（例如報告、表格、摘錄）及插圖（例如地圖、圖解、模型、草圖、圖表）等。
6 包括樓面圖則、街道指南、地圖集內的地圖、地勢圖、HM20C 地圖等。
7 包括字母/數字坐標、四位數格網坐標、六位數格網坐標、經緯度等。

圖2.2       中一至中三地理課程必須學習元素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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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包括不同的形貌，例如：山脊、高原、山坡（凸坡、凹坡、陡坡、緩坡）、山谷、山咀、鞍形山口、圓丘、單斜山、
山崖等。

9 包括觀察、素描及加入註解、訪談、實地調查、繪製土地利用圖、交通/行人流量統計、拍攝照片/錄像、電子數據記
錄（地理信息系統/全球定位系統）等。

10 包括16 方位羅盤、測斜儀、度尺、電子天氣量錶、電子記錄儀等。
11 須包括地圖常規元素，例如：標題、比例尺、北點、圖例等。
12 例如：隨機抽樣、系統抽樣和分層抽樣的技巧
13 包括平均值、眾數、中位數
14 包括最高及最低值域
15 包括溫度、降水、風速和風向、高低氣壓及特殊的天氣系統，例如：颱風。

技能方面

10 . 	從地圖中識別及描述空間形態。
11 . 	從等高線圖繪製附有註釋的橫切面。
12 . 	計算山坡的坡度。
13 . 	闡釋等高線圖來描述某地的地勢 8，並識別圖中的地貌。
14 . 	運用地理信息系統組織地理數據並繪製簡單的地圖。
15 . 	實地沿著地圖上的路線而行，並識別地圖資料所顯示的明顯形貌。
16 . 	運用不同的技能9來量度和記錄考察地點的地理數據，並在地圖上標示

出來。
17 . 	運用不同的工具10來量度、蒐集和記錄從實地考察得來的地理數據。
18 . 	繪製附有註釋的實地草圖11以記錄地理資訊。
19 . 	實地進行抽樣調查12。
20 . 	認識及計算總數、平均數13、頻率、值域14、密度、比率和百分比。
21 . 	繪製及闡釋各種圓瓣圖、棒形圖、柱形圖、線形圖、氣候圖、比例圖

表。
22 . 	繪製流程圖以顯示地理系統的投入、產出、元素、回饋和其他部分。
23 . 	閱讀及闡釋傾斜空中照片、空中照片、地面照片和衛星圖像。
24 . 	識別空中照片所展示的形貌和形態，並能於顯示同一地區的地圖中識別

這些形貌和形態。
25 . 	閱讀簡單的天氣圖。15

價值觀和態度方面

1 . 	 欣賞大自然的美態。
2 . 	 體會人與自然環境的相互依存。
3 . 	 留意四周環境的發展。

圖2.2       中一至中三地理課程必須學習元素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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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和態度方面

4 . 	 願意多了解中國。
5 . 	 關注影響中國的問題。
6 . 	 對社會及國家產生歸屬感，並願意成為一位積極和有責任感的公民。
7. 	 察覺到世界愈來愈相互依存，並明白全球團結和合作的重要性。
8. 	 對不同的民族、地方和環境產生興趣及感到好奇。
9. 	 願意為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負上責任。
10 . 	同情在世界不同地方受到各種問題和困難困擾的民眾。
11 . 	了解和尊重不同的民族、他們的文化、價值觀和生活方式。
12 . 	了解不同民族、地方、環境和文化的異同。
13 . 	明白不同民眾的價值觀和態度有何不同，以及這些差異如何影響他們對

地理議題的理解和反應。

2 . 6  內容大綱

本課程所包括的十二個單元的詳細內容臚列於往後數十頁的表格內。每一個
表格所包含的問題指引為研習有關議題的其中一個可行方向。教師應了解探究議
題是可以透過不同的方向來進行，故此他們應該因應學生的興趣、能力和需要，
從專業的角度來決定課堂教學的流程。同一個原則亦應用於選取每個單元所建議
的知識、技能、價值觀和態度上。教師只須保證學生在完成本課程時已掌握了臚
列於第2 . 5章節內的所有必須學習元素，至於教師應在哪一個單元教授哪些知識
或技能，則可以由教師自行決定。

 
本課程為每一個單元建議了不同的特定例子。設定這些例子的目的旨在加

強各單元的覆蓋範圍，以增強學生的全球視野，讓他們能更了解在世界其他地方
所發生的事情。對能力一般的學生來說，教師只須扼要地介紹有關特定例子便足
夠，不須深究詳情；但如果時間和學生的能力允許，教師可考慮把例子轉為個案
研究，讓學生進行更深入的探究。

 
教師亦應留意每一個單元都附有引言。引言的第一段是有關該單元的重點，

說明選擇有關課題的理念及必需教授的學習元素。引言的第二段主要是有關如何
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特別是學習能力方面的差異。該段文字包括建議如何剪裁
課程內容以照顧學生的不同學習能力，例如可考慮刪除某些特定例子，又或是加
入額外的學習活動。

圖2.2       中一至中三地理課程必須學習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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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部

：
從

香
港

到
世

界
—

空
間

、
人

、
地

的
變

化
 

明
智

地
運

用
城

市
空

間
—

我
們

能
否

維
持

一
個

可
持

續
的

城
市

環
境

？
 城
市
土
地
利
用
和
城
市
問
題
是
地
理
學
中
兩
大
核
心
主
題
。
城
市
土
地
利
用
形
態
與
城
市
問
題
反
映
了
在
城
市
中
人
與
自
然
環

境
的
空
間
互
動
過
程
。
透
過
研
習
本
議
題
，
學
生
把
香
港
與
一
個
西
方
城
市
、
一
個
東
南
亞
城
市
和
一
個
南
美
洲
城
市
作
出
概
括
的
比

較
，
以
便
能
夠
理
解
多
元
的
地
理
因
素
如
何
塑
造
城
市
的
內
部
結
構
。
學
生
也
能
深
入
地
探
討
我
們
的
城
市
正
面
對
甚
麼
問
題
及
如
何

解
決
這
些
城
市
問
題
。
在
研
習
城
市
土
地
利
用
和
城
市
問
題
時
，
學
生
不
但
能
明
白
主
要
的
地
理
概
念
，
例
如
：
區
位
需
求
、
空
間
競

爭
、
土
地
利
用
衝
突
、
城
市
成
長
及
重
建
、
可
持
續
發
展
等
，
而
且
同
樣
重
要
的
是
他
們
也
能
發
展
一
些
必
須
掌
握
的
地
理
技
能
，
包

括
地
圖
閱
讀
、
照
片
闡
釋
、
土
地
利
用
繪
圖
及
解
難
。
本
單
元
也
提
供
充
足
的
機
會
讓
學
生
進
行
考
察
探
究
及
掌
握
相
關
的
探
究
與
考

察
技
巧
，
其
中
包
括
實
地
依
照
計
劃
路
線
行
走
、
觀
察
及
識
別
顯
著
的
特
徵
、
從
實
地
調
查
中
蒐
集
數
據
、
實
地
採
集
樣
本
等
。
此

外
，
透
過
探
究
城
市
議
題
，
我
們
期
望
學
生
能
培
養
出
對
身
邊
事
物
有
更
強
的
覺
悟
力
，
並
在
改
善
他
們
身
處
的
城
市
環
境
中
扮
演
更

主
動
的
角
色
。

 本
單
元
建
議
了
一
些
特
定
例
子
，
供
教
師
們
向
學
生
作
出
簡
要
的
介
紹
，
說
明
如
何
在
城
市
規
劃
及
管
理
中
引
入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概
念
，
以
解
決
城
市
問
題
。
這
些
例
子
能
夠
擴
闊
學
生
的
全
球
視
野
及
使
他
們
更
認
識
世
界
各
地
所
發
生
的
事
物
。
對
於
學
習
能
力
一

般
的
學
生
，
我
們
建
議
教
師
只
需
簡
單
介
紹
其
他
城
市
的
概
況
及
他
們
如
何
嘗
試
運
用
可
持
續
的
方
法
去
解
決
當
地
的
城
市
問
題
。
對

於
一
些
學
習
能
力
較
高
及
對
城
市
地
理
特
別
感
興
趣
的
學
生
，
教
師
可
考
慮
將
香
港
與
廣
州
/
天
津
作
個
案
比
較
，
甚
至
加
入
首
爾
及
赫

爾
辛
基
作
更
多
元
的
個
案
比
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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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教
學
時
間
：
1
0
-1
2
小
時

問
題

指
引
	

•
	我
們
的
城
市
面
貌
是
怎
樣
？

	
	
-	
	香
港
城
市
土
地
利
用
有
哪
些
主
要
的
類
型
？
它
們
的
分
布
是
怎
樣
？

	
	
-	
	甚
麼
是
商
業
中
心
區
？
香
港
的
商
業
中
心
區
在
哪
裏
？
為
甚
麼
會
在
那
裏
？

	
	
-	
	香
港
的
工
業
區
及
住
宅
區
在
哪
裏
？
為
甚
麼
有
些
住
宅
區
鄰
近
工
業
區
，
有
些
則
遠
離
工
業
區
？

	
	
-	
	所
有
城
市
的
面
貌
是
否
都
是
一
樣
？
香
港
與
西
方
城
市
(例

如
：
倫
敦
)、

東
南
亞
城
市
(例

如
：
吉
隆
坡
)

	
	
	
及
南
美
城
市
(例

如
：
里
約
熱
內
盧
)有

何
分
別
？

	
•
	我
們
的
城
市
正
面
對
甚
麼
問
題
？

		
	
-	
為
甚
麼
香
港
的
商
業
中
心
區
經
常
擠
塞
？
為
甚
麼
我
們
的
道
路
和
隧
道
經
常
擠
滿
車
輛
？

		
	
-	
香
港
的
舊
區
/
內
城
區
在
哪
裏
？
在
這
裏
可
以
找
到
甚
麼
類
型
的
城
市
問
題
？

		
	
-	
其
他
城
市
會
否
面
對
相
同
的
問
題
？

	
•
	我
們
可
如
何
解
決
問
題
？

	
	
-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採
取
了
哪
些
措
施
來
解
決
城
市
問
題
？

	
	
-	
何
謂
可
持
續
發
展
城
市
？
可
持
續
的
城
市
發
展
如
何
有
助
解
決
城
市
問
題
？

	
	
-	
	我
們
可
以
從
其
他
城
市
(廣

州
/
天
津
、
首
爾
和
赫
爾
辛
基
)學

到
甚
麼
？

	
•
	就
你
的
個
人
意
見
而
言
，
何
謂
理
想
城
市
？

特
定

例
子
	

•
	中
國
：
	

廣
州
/
天
津

	
•
	亞
洲
及
太
平
洋
：
	首
爾

	
•
	世
界
：
	

赫
爾
辛
基

知
識
	

•
	主
要
城
市
土
地
利
用
的
類
型
(包

括
商
業
中
心
區
及
其
他
商
業
用
地
、
高
收
入
及
低
收
入
住
宅
用
地
、

	
	
工
業
用
地
、
混
合
模
式
用
地
、
運
輸
及
康
樂
用
地
、
社
團
用
地
)

	
•
	影
響
城
市
土
地
利
用
形
態
的
因
素

	
•
	香
港
的
城
市
土
地
利
用
形
態
和
另
外
三
個
世
界
城
市
的
概
覽
(著

重
一
些
在
香
港
不
常
見
的
土
地
利
用
類
型
/

	
	
形
態
，
例
如
：
海
港
區
、
土
著
的
商
業
中
心
與
寮
屋
區
)	

	
•
	香
港
的
城
市
問
題
(包

括
交
通
擠
塞
、
污
染
、
房
屋
及
城
市
衰
落
)：

成
因
、
特
徵
及
解
決
方
法

	
•
	比
較
廣
州
/
天
津
與
香
港
的
城
市
問
題

	
•
	可
持
續
的
城
市
發
展
及
可
持
續
發
展
城
市
的
特
徵

	
•
	廣
州
(綠

色
社
區
)/
天
津
(環

保
城
)、

首
爾
(清

溪
川
)及

赫
爾
辛
基
(地

方
宣
言
2
1
)邁

向
可
持
續
城
市
發
展
的

	
	
進
程
的
簡
要
研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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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能
	

•
	從
地
圖
及
空
中
照
片
識
別
香
港
及
/
或
其
他
城
市
的
城
市
土
地
利
用
形
態

	
•
	運
用
地
圖
集
尋
找
不
同
城
市
的
區
位

	
•
	從
照
片
及
地
圖
識
別
不
同
的
城
市
土
地
利
用
類
型

	
•
	實
地
依
照
計
劃
的
路
線
行
走
，
並
沿
途
識
別
不
同
的
土
地
利
用
類
型
及
城
市
問
題

	
•
	實
地
把
城
市
土
地
利
用
標
示
在
地
圖
上
，
並
運
用
地
理
信
息
系
統
軟
件
繪
製
土
地
利
用
圖

	
•
	繪
製
一
幅
實
地
草
圖
以
顯
示
相
關
的
地
理
特
徵
，
例
如
土
地
利
用
、
居
住
環
境
、
環
境
質
素
等

	
•
	在
考
察
地
點
中
抽
樣
挑
選
受
訪
者
進
行
實
地
調
查

	
•
	進
行
問
卷
調
查
以
蒐
集
市
民
對
市
區
環
境
的
意
見

	
•
	製
作
統
計
圖
表
以
表
達
及
總
結
調
查
結
果

	
•
	從
統
計
數
據
、
地
圖
及
照
片
比
較
兩
個
城
市
的
特
徵

	
•
	繪
製
地
圖
或
平
面
圖
	(
附
正
確
比
例
、
方
向
、
慣
用
符
號
及
圖
例
)	
以
顯
示
一
個
理
想
的
居
住
城
市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有
興
趣
加
深
對
中
國
其
他
城
市
的
認
識

	
•
	關
注
由
城
市
發
展
引
致
的
問
題

	
•
	察
覺
到
不
同
土
地
利
用
者
之
間
的
利
益
衝
突

	
•
	體
會
需
以
容
忍
及
願
意
妥
協
的
態
度
來
解
決
城
市
問
題

	
•
	培
養
責
任
感
以
作
出
改
善
城
市
環
境
的
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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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自

然
災

害
共

處
－

我
們

是
否

比
其

他
地

方
裝

備
得

更
好

？
 自
然
災
害
是
我
們
生
活
的
一
部
分
。
雖
然
香
港
不
是
位
於
世
界
主
要
的
自
然
災
害
地
區
，
我
們
仍
然
要
面
對
颱
風
和
山
泥
傾
瀉
的

威
脅
。
要
成
為
具
見
識
及
有
責
任
感
的
市
民
，
我
們
的
學
生
必
須
了
解
這
兩
種
自
然
災
害
，
以
預
防
它
們
帶
來
的
負
面
影
響
。
再
者
我

們
的
學
生
亦
需
要
簡
單
地
了
解
影
響
中
國
其
他
地
方
及
全
球
的
主
要
自
然
災
害
。
故
此
本
單
元
的
重
點
是
讓
學
生
對
三
種
主
要
的
自
然

災
害
—
山
泥
傾
瀉
、
熱
帶
氣
旋
和
地
震
有
概
括
的
認
識
，
並
對
它
們
的
成
因
和
影
響
，
以
及
用
以
減
少
其
破
壞
的
一
些
預
防
及
補
救
措

施
有
基
本
的
了
解
。
此
外
，
透
過
研
習
颱
風
和
山
泥
傾
瀉
，
學
生
能
夠
獲
取
有
關
香
港
及
南
中
國
的
氣
候
及
地
勢
的
基
本
知
識
，
並
有

充
裕
的
機
會
發
展
相
關
的
地
理
技
能
，
如
閱
讀
及
闡
釋
等
高
線
圖
、
天
氣
圖
、
照
片
及
衛
星
圖
像
，
以
及
繪
製
橫
切
面
、
計
算
坡
度
與

識
別
地
形
圖
中
的
地
勢
特
徵
。
我
們
期
望
學
生
在
研
習
世
界
上
不
同
地
方
所
發
生
的
主
要
自
然
災
害
時
，
能
夠
培
養
出
全
球
視
野
，
以

及
關
注
居
住
在
香
港
以
外
災
區
的
居
民
所
面
對
的
困
難
。

 完
成
本
單
元
的
學
習
，
每
個
學
生
都
應
該
能
夠
講
述
發
生
在
世
界
上
主
要
的
自
然
災
害
及
識
別
這
些
災
害
經
常
在
哪
裏
發
生
。
透

過
研
習
在
香
港
發
生
的
山
泥
傾
瀉
、
影
響
中
國
及
亞
洲
的
颱
風
和
在
亞
洲
以
外
地
區
發
生
的
地
震
，
學
生
可
以
對
地
貌
、
氣
象
和
地
質

災
害
有
概
括
的
認
識
。
對
學
習
能
力
較
佳
的
學
生
，
教
師
可
引
導
他
們
對
在
經
濟
較
發
達
地
區
和
經
濟
欠
發
達
地
區
發
生
的
某
種
自
然

災
害
進
行
比
較
研
習
，
藉
此
讓
學
生
知
道
某
些
地
區
的
居
民
會
較
其
他
地
區
的
居
民
更
易
受
到
自
然
災
害
的
影
響
。
教
師
亦
可
著
學
生

比
較
不
同
的
預
防
與
補
救
措
施
，
並
嘗
試
解
釋
經
濟
發
展
水
平
如
何
令
各
地
政
府
採
取
不
同
的
措
施
。
此
外
，
教
師
可
引
導
學
習
能
力

較
佳
的
學
生
探
討
為
何
居
住
在
不
同
地
方
的
民
眾
會
對
自
然
災
害
有
不
同
的
反
應
，
特
別
是
為
甚
麼
人
們
仍
會
選
擇
居
住
在
受
自
然
災

害
影
響
的
地
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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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教
學
時
間
：
1
0
-1
2
小
時

問
題

指
引
	

•
	我
們
是
否
居
住
在
一
個
敵
對
的
世
界
？

	
	
-	
世
界
上
主
要
的
自
然
災
害
是
甚
麼
？

	
	
-	
它
們
經
常
在
哪
裏
發
生
？

	
•
	為
甚
麼
我
們
的
山
坡
會
倒
塌
？

	
	
-	
山
泥
傾
瀉
的
成
因
是
甚
麼
？
對
香
港
造
成
甚
麼
影
響
？

	
	
-	
我
們
如
何
預
防
山
泥
傾
瀉
？

	
•
	為
甚
麼
亞
洲
大
部
分
地
區
在
夏
天
會
受
到
強
風
暴
雨
的
侵
襲
？

	
	
-	
熱
帶
風
暴
的
成
因
及
影
響
是
甚
麼
？

	
	
-	
亞
洲
人
民
如
何
預
防
熱
帶
風
暴
？

	
•
	為
甚
麼
我
們
的
土
地
會
劇
烈
搖
晃
？

	
	
-	
	地
震
的
成
因
及
影
響
是
甚
麼
？

	
	
-	
	全
球
人
民
如
何
預
防
地
震
？

	
•
	為
何
有
些
人
會
較
我
們
脆
弱
？

	
	
-	
	自
然
災
害
造
成
的
影
響
如
何
及
為
何
隨
各
國
不
同
的
經
濟
發
展
水
平
而
有
所
變
化
？

	
	
-	
為
甚
麼
有
些
人
仍
然
居
住
在
受
自
然
災
害
影
響
的
地
區
？

特
定

例
子
	

在
下
列
地
方
發
生
的
氣
象
、
地
質
和
地
貌
災
害
：

	
•
	中
國
：
	

台
灣
、
四
川
、
甘
肅

	
•
	亞
洲
及
太
平
洋
：
	菲
律
賓
、
印
尼
、
印
度

	
•
	世
界
：
	

美
國
、
新
西
蘭
、
中
美
洲

知
識
	

•
	世
界
上
主
要
的
自
然
災
害
：
地
震
和
火
山
爆
發
、
氾
濫
和
乾
旱
、
強
烈
風
暴
及
山
火

	
•
	全
球
主
要
自
然
災
害
的
分
布

	
•
	香
港
地
勢
簡
介

	
•
	香
港
山
泥
傾
瀉
的
成
因
及
對
香
港
市
民
的
影
響

	
•
	南
中
國
氣
候
簡
介
(包

括
季
節
性
形
態
、
季
風
系
統
、
在
夏
天
的
極
端
天
氣
狀
況
：
暴
雨
和
颱
風
)

	
•
	颱
風
所
帶
來
的
天
氣
狀
況
及
負
面
影
響

	
•
	地
震
的
全
球
分
布
及
與
板
塊
邊
界
的
關
係

	
•
	地
震
引
致
的
初
級
及
次
級
破
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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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紓
緩
山
泥
傾
瀉
、
颱
風
和
地
震
的
負
面
影
響
的
預
防
(例

如
：
預
警
、
教
育
、
避
災
處
)和

補
救
措
施

	
	
(例

如
：
緊
急
救
援
、
改
善
預
測
)

	
•
	比
較
在
較
發
達
地
區
和
欠
發
達
地
區
受
到
自
然
災
害
的
影
響
及
相
關
的
預
防
和
補
救
措
施

	
•
	欠
發
達
地
區
的
居
民
較
居
住
在
較
發
達
地
區
的
民
眾
容
易
受
到
自
然
災
害
影
響
的
原
因

	
•
	仍
然
選
擇
居
住
或
未
能
遷
出
受
自
然
災
害
影
響
地
區
的
原
因

技
能
	

•
	識
別
香
港
發
生
自
然
災
害
時
所
發
出
的
危
險
警
告
訊
號

	
•
	識
別
香
港
地
形
圖
中
的
主
要
地
勢
特
徵

	
•
	在
地
形
圖
中
尋
找
某
地
的
高
度
和
計
算
坡
度

	
•
	繪
製
附
註
釋
的
橫
切
面
和
計
算
其
垂
直
誇
大
率

	
•
	運
用
地
理
信
息
系
統
軟
件
來
繪
製
一
幅
顯
示
近
期
在
世
界
各
地
發
生
的
自
然
災
害
的
分
布
圖

	
•
	沿
山
坡
實
地
觀
察
並
識
別
預
防
山
泥
傾
瀉
的
措
施

	
•
	閱
讀
一
系
列
的
香
港
天
氣
圖
，
並
描
述
圖
中
顯
示
香
港
在
該
段
時
間
內
的
天
氣
狀
況

	
•
	繪
製
氣
候
圖
和
描
述
當
中
顯
示
的
溫
度
及
雨
量
分
布
形
態

	
•
	從
衛
星
圖
像
、
錄
像
、
照
片
和
新
聞
中
識
別
近
期
所
發
生
的
自
然
災
害
的
影
響

	
•
	運
用
由
香
港
天
文
台
提
供
的
即
時
資
訊
來
描
述
颱
風
的
預
測
路
徑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察
覺
自
然
威
力
對
人
類
生
活
的
影
響

	
•
	了
解
不
同
地
區
的
居
民
在
面
對
自
然
災
害
時
不
同
的
反
應

	
•
	願
意
採
取
預
防
措
施
以
減
低
自
然
災
害
的
負
面
影
響

	
•
	關
注
受
自
然
災
害
影
響
的
民
眾
和
地
方

	
•
	體
會
人
類
如
何
適
應
自
然
災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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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
客

—
敵

友
難

分
?

 往
外
地
旅
遊
已
普
遍
成
為
香
港
人
的
康
樂
活
動
。
旅
遊
業
已
是
全
球
快
速
增
長
的
工
業
。
這
個
單
元
旨
在
研
習
香
港
人
往
外
地
旅

遊
的
原
因
和
形
態
，
以
及
更
重
要
是
研
習
發
展
旅
遊
業
帶
來
的
機
遇
和
挑
戰
。
學
生
應
集
中
研
究
旅
遊
業
的
增
長
會
為
我
們
的
經
濟
和

自
然
環
境
帶
來
的
益
處
；
另
方
面
，
旅
遊
業
對
東
道
地
區
帶
來
的
文
化
和
環
境
的
負
面
影
響
。
此
外
，
他
們
應
簡
略
地
認
識
甚
麼
是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旅
遊
業
及
它
如
何
在
世
界
上
不
同
的
地
方
實
行
。
在
技
能
培
訓
方
面
，
這
個
單
元
能
夠
使
學
生
發
展
不
同
的
基
本
地
理
技

能
，
其
中
包
括
尋
找
不
同
地
方
的
區
位
、
量
度
距
離
及
方
位
、
尋
找
不
同
地
方
的
當
地
時
間
、
配
對
在
照
片
和
地
圖
上
顯
示
的
實
物
地

標
。
最
後
，
在
完
成
學
習
本
單
元
時
，
學
生
應
學
會
成
為
有
責
任
感
的
旅
客
，
對
東
道
地
區
中
有
別
於
香
港
的
人
與
事
表
示
尊
重
和
關

注
，
包
括
當
地
人
的
生
活
方
式
和
習
慣
、
當
地
的
文
化
、
傳
統
及
環
境
。

 我
們
為
教
師
建
議
了
一
些
相
關
的
特
定
例
子
，
以
加
強
學
生
的
全
球
視
野
及
讓
他
們
了
解
世
界
上
不
同
地
方
如
何
實
施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旅
遊
業
的
相
關
概
要
。
教
師
應
確
保
每
個
學
生
能
對
旅
遊
業
的
發
展
如
何
影
響
世
界
上
不
同
地
區
及
人
士
有
概
括
但
全
面
的
了

解
。
另
一
方
面
，
對
於
一
些
學
習
能
力
較
佳
和
對
此
課
題
具
濃
厚
興
趣
的
學
生
，
他
們
可
考
慮
選
取
一
個
或
以
上
與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旅

遊
業
相
關
的
實
例
，
作
出
更
深
入
的
研
習
。
教
師
也
應
注
意
每
一
個
特
定
例
子
都
代
表
著
該
類
獨
特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旅
遊
方
式
能
成
功

地
在
該
地
實
施
。
為
使
這
些
學
習
能
力
較
好
的
學
生
能
學
以
致
用
，
教
師
可
引
入
一
些
延
伸
活
動
，
要
求
他
們
修
改
一
個
旅
行
團
的
行

程
，
使
其
更
富
文
化
色
彩
及
/
或
對
環
境
友
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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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教
學
時
間
：
8
-1
0
小
時

問
題

指
引
	

•
	為
甚
麼
機
場
在
主
要
的
假
期
常
擠
滿
旅
客
？

	
	
-	
甚
麼
是
康
樂
？
為
甚
麼
它
如
此
重
要
？

	
	
-	
何
時
是
香
港
人
外
遊
的
高
峰
期
？

	
	
-	
為
甚
麼
這
麼
多
香
港
人
往
外
國
旅
遊
？

	
•
	旅
客
是
當
地
人
士
的
朋
友
抑
或
是
敵
人
？

	
	
-	
旅
客
為
東
道
地
區
帶
來
哪
些
利
益
？

	
	
-	
旅
客
為
東
道
地
區
帶
來
哪
些
負
面
影
響
？

	
•
	香
港
會
否
享
有
同
樣
的
得
益
及
面
對
同
樣
的
挑
戰
？

	
	
-	
為
甚
麼
香
港
地
質
公
園
及
文
物
徑
能
吸
引
旅
客
？

	
	
-	
旅
客
為
地
質
公
園
及
文
物
徑
帶
來
哪
些
正
面
及
負
面
影
響
？

	
•
	我
們
能
否
以
更
可
持
續
的
方
法
去
發
展
旅
遊
業
？

	
	
-	
甚
麼
是
可
持
續
的
旅
遊
業
？

	
	
-	
我
們
如
何
能
在
不
造
成
傷
害
的
情
況
下
發
展
地
質
公
園
及
文
物
徑
的
旅
遊
業
？

	
	
-	
其
他
地
方
(例

如
：
澳
門
、
泰
國
及
巴
西
)實

施
了
甚
麼
措
施
令
旅
遊
業
有
更
可
持
續
的
發
展
？

	
	
-	
個
別
市
民
可
如
何
幫
助
？

特
定

例
子
	

•
	中
國
：
	

澳
門
歷
史
城
區

	
•
	亞
洲
及
太
平
洋
：
	泰
國
(島

嶼
與
海
灘
)

	
•
	世
界
：
	

巴
西
(亞

馬
遜
)

知
識
	

•
	康
樂
的
重
要

	
•
	香
港
人
往
外
地
旅
遊
的
季
節
性
形
態

	
•
	往
外
地
旅
遊
的
香
港
人
數
目
增
長
的
因
素
(例

如
：
閒
暇
時
間
的
增
加
、
收
入
的
增
加
、
獲
取
資
訊
能
力
的

	
	
改
善
、
對
其
他
地
區
的
認
識
增
加
)

	
•
	旅

遊
業
為
當
地
帶
來
的
經
濟
(例

如
：
收
入
及
就
業
的
改
善
、
經
濟
增
長
)及

環
境
(例

如
：
自
然
環
境
的
保

	
	
存
與
保
育
)收

益
	

•
	旅

遊
業
為
當
地
帶
來
負
面
的
環
境
(例

如
：
污
染
、
自
然
環
境
的
惡
化
)及

社
會
文
化
(例

如
：
對
本
土
文
化

	
	
習
俗
與
生
活
方
式
的
干
擾
、
社
區
問
題
如
罪
惡
及
酗
酒
)影

響
	

•
	香
港
地
質
公
園
的
主
要
地
質
及
海
岸
特
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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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
述
香
港
其
中
一
條
文
物
徑
的
價
值

	
•
	旅
遊
業
對
香
港
地
質
公
園
與
文
物
徑
的
正
面
及
負
面
影
響

	
•
	減
少
旅
遊
業
對
香
港
地
質
公
園
與
文
物
徑
所
帶
來
的
負
面
影
響
的
措
施

	
•
	可
持
續
發
展
旅
遊
業
的
概
念

	
•
	澳
門
、
泰
國
或
巴
西
的
成
功
例
子

	
•
	綠
色
遊
客
的
行
為
守
則

技
能
	

•
	從
報
告
書
、
報
章
、
雜
誌
及
其
他
出
版
刊
物
摘
錄
有
關
香
港
人
往
外
地
旅
遊
的
資
料

	
•
	運
用
地
理
信
息
系
統
軟
件
量
度
香
港
其
中
一
條
文
物
徑
的
長
度
或
計
算
香
港
地
質
公
園
的
總
面
積

	
•
	尋
找
最
受
香
港
人
歡
迎
的
旅
遊
目
的
地
的
當
地
時
間

	
•
	從
地
圖
集
中
運
用
經
緯
度
尋
找
最
受
香
港
人
歡
迎
的
旅
遊
目
的
地
的
區
位

	
•
	運
用
四
位
數
及
六
位
數
的
格
網
座
標
尋
找
文
物
徑
或
地
質
公
園
的
地
貌
特
徵
的
區
位

	
•
	量
度
最
受
香
港
人
歡
迎
的
旅
遊
目
的
地
與
香
港
的
距
離

	
•
	在
地
圖
上
量
度
最
受
香
港
人
歡
迎
的
旅
遊
目
的
地
的
方
位

	
•
	繪
製
線
形
圖
以
顯
示
每
年
香
港
人
往
外
地
旅
遊
的
趨
勢

	
•
	在
班
內
/
學
校
進
行
一
個
簡
單
的
調
查
，
以
探
討
同
學
及
其
家
人
於
假
期
時
往
外
地
旅
遊
的
原
因

	
•
	在
地
質
公
園
/
文
物
徑
進
行
訪
問
以
了
解
外
地
遊
客
選
擇
到
訪
這
些
地
點
的
原
因

	
•
	從
空
中
照
片
確
認
並
在
地
圖
上
識
別
香
港
地
質
公
園
的
地
理
特
徵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察
覺
到
康
樂
的
需
求
及
重
要
性

	
•
	體
會
香
港
與
其
他
地
方
大
自
然
的
美
麗
及
文
化
景
點
的
價
值

	
•
	對
東
道
國
家
受
旅
遊
業
的
影
響
表
示
關
注

	
•
	培
養
對
不
同
的
人
、
地
與
環
境
的
好
奇
心

	
•
	對
其
他
地
方
的
民
眾
、
文
化
及
環
境
作
出
了
解
及
表
示
關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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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化

中
的

氣
候

、
變

化
中

的
環

境
　
　 氣

候
變
化
已
成
為
身
處
於
二
十
一
世
紀
的
人
類
的
熱
門
議
題
，
並
將
會
在
未
來
數
十
年
繼
續
縈
繞
著
我
們
。
由
京
都
至
哥
本
哈

根
，
這
個
議
題
一
直
是
全
球
各
國
的
工
作
重
點
，
以
謀
求
達
致
國
際
間
共
同
合
作
來
解
決
這
個
問
題
。
在
地
理
學
上
，
這
個
議
題
是
一

個
具
代
表
性
的
例
子
，
它
反
映
人
類
活
動
與
自
然
環
境
的
互
動
，
並
展
示
人
類
如
何
改
變
自
然
環
境
及
自
然
環
境
如
何
影
響
人
類
。
再

者
，
透
過
研
習
不
同
規
模
及
地
區
的
氣
候
變
化
所
帶
來
的
影
響
，
我
們
的
學
生
能
夠
更
清
楚
明
白
空
間
聯
繫
及
變
化
的
概
念
。
研
習
這

個
議
題
能
夠
促
使
學
生
發
展
閱
讀
及
闡
釋
地
圖
、
氣
象
圖
和
各
類
形
式
的
統
計
數
據
的
技
能
。
教
師
應
該
確
保
每
個
學
生
能
掌
握
從
不

同
類
型
的
地
圖
、
圖
表
、
圖
形
與
統
計
數
據
識
別
出
主
要
的
形
態
及
趨
勢
。
話
雖
如
此
，
本
單
元
的
主
要
目
標
應
為
培
養
學
生
具
有
環

境
保
育
和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並
讓
他
們
成
為
具
見
識
和
有
責
任
感
的
國
際
公
民
，
願
意
以
行
動
去
改
善
我
們
的
環
境
。

教
師
務
須
令
學
生
明
白
雖
然
要
獲
取
全
球
合
作
並
不
容
易
，
但
每
個
人
付
出
的
努
力
仍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
以
及
即
使
現
在
開
始
採
取
行

動
也
不
會
太
遲
。

 我
們
為
教
師
建
議
了
一
些
相
關
的
特
定
例
子
，
以
加
強
學
生
的
全
球
視
野
及
他
們
的
空
間
感
。
教
師
可
運
用
這
些
例
子
，
對
不
同

地
方
受
到
氣
候
變
化
的
影
響
及
人
類
對
這
議
題
的
回
應
，
作
出
簡
單
的
介
紹
。
教
師
更
要
確
保
每
個
學
生
能
知
悉
有
關
全
球
氣
候
變
化

帶
來
的
影
響
及
不
同
地
區
的
民
眾
如
何
應
變
。
假
若
學
生
的
能
力
和
興
趣
許
可
，
教
師
可
簡
單
介
紹
氣
候
變
化
如
何
影
響
整
個
中
國
，

並
特
別
指
出
氣
候
變
化
令
極
端
氣
候
（
例
如
在
2
0
0
8
年
突
然
吹
襲
南
中
國
的
暴
風
雪
）
出
現
的
頻
率
及
強
度
增
加
。
對
於
學
習
能
力
較

佳
的
學
生
，
教
師
可
進
一
步
延
伸
此
課
題
的
教
學
，
更
仔
細
地
研
習
氣
候
變
化
對
圖
瓦
盧
及
極
地
的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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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教
學
時
間
：
8
-1
0
小
時

問
題

指
引
	

•
	我
們
的
氣
候
怎
麼
樣
？

	
	
-	
香
港
是
否
愈
來
愈
熱
？
我
們
會
否
失
去
冬
天
？

	
	
-	
我
們
的
能
見
度
是
否
愈
來
愈
差
？

	
•
	甚
麼
導
致
我
們
的
氣
候
出
現
轉
變
？

	
	
-	
香
港
和
南
中
國
的
氣
候
形
態
是
怎
樣
？

	
	
-	
	近
數
十
年
來
香
港
的
氣
候
如
何
轉
變
？

	
	
-	
氣
候
變
化
的
成
因
是
甚
麼
？
我
們
的
城
市
發
展
會
否
令
這
個
情
況
惡
化
？

	
•
	現
在
發
生
了
及
將
會
發
生
甚
麼
事
情
？

	
	
-	
世
界
的
氣
候
形
態
是
怎
樣
？

	
	
-	
近
年
來
全
球
的
氣
候
形
態
有
何
轉
變
？

	
	
-	
氣
候
變
化
對
世
界
各
地
有
甚
麼
影
響
？

	
	
-	
誰
人
將
要
承
受
？
誰
人
會
暫
時
獲
益
？

	
	
-	
香
港
將
會
怎
麼
樣
？

	
•
	我
們
如
何
是
好
？

	
	
-	
我
們
已
做
了
些
甚
麼
來
應
付
氣
候
變
化
？

	
	
-	
為
甚
麼
要
世
界
各
國
協
作
這
麼
困
難
？

	
	
-	
個
人
可
以
做
些
甚
麼
？
現
在
才
行
動
是
否
太
遲
？

特
定

例
子
	

•
	中
國
：
	

中
國
的
暴
風
雪

	
•
	亞
洲
及
太
平
洋
：
	圖

瓦
魯
的
海
平
面
上
升

	
•
	世
界
：
	

極
地
冰
層
融
化

知
識
	

•
	香
港
、
中
國
、
東
亞
及
世
界
的
普
遍
氣
候
形
態
及
特
徵

	
•
	香
港
的
氣
候
變
化
，
例
如
：
平
均
溫
度
的
上
升
、
熱
夜
及
酷
熱
日
子
的
數
目
增
加
、
降
雨
量
的
增
加
及
出

	
	
現
極
端
變
化
的
機
會
大
增
、
能
見
度
下
降
與
弱
風
、
極
端
天
氣
現
象
增
加

	
•
	香
港
氣
候
變
化
的
成
因
：
碳
排
放
量
的
上
升
、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發
展
帶
來
的
影
響
、
本
地
污
染
、
本
地

	
	
的
城
市
發
展

	
•
	全
球
氣
候
形
態
與
趨
勢
的
轉
變

	
•
	世
界
各
地
氣
候
變
化
帶
來
的
影
響
，
例
如
：
熱
浪
、
極
端
降
雨
形
態
、
自
然
山
火
的
頻
率
與
嚴
重
程
度
的

	
	
轉
變
、
旱
災
與
氾
濫
、
海
平
面
上
升
、
生
態
系
統
的
轉
變
、
農
產
量
及
糧
食
供
應
受
干
擾
、
疾
病
的
蔓
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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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
候
變
化
對
香
港
與
中
國
的
整
體
影
響

	
•
	中
國
(包

括
香
港
)及

其
他
國
家
已
採
取
對
抗
氣
候
變
化
的
措
施

	
•
	尋
求
國
際
合
作
以
對
抗
氣
候
變
化
所
遇
到
的
困
難

	
•
	個
人
行
動
如
何
幫
助
減
輕
問
題

技
能
	

•
	閱
讀
來
自
不
同
來
源
的
文
章
(例

如
：
報
章
、
雜
誌
、
網
頁
、
光
碟
等
)以

識
別
有
關
氣
候
變
化
的
議
題
與

	
	
問
題

	
•
	運
用
由
學
校
提
供
的
儀
器
量
度
與
記
錄
本
地
某
個
時
段
的
天
氣
數
據
，
並
運
用
資
訊
與
通
訊
科
技
及
/
或

	
	
地
理
信
息
系
統
軟
件
(例

如
：
試
算
表
)有

系
統
地
表
達
有
關
數
據

	
•
	運
用
地
圖
集
尋
找
某
個
地
方
及
世
界
上
主
要
氣
候
區
域
的
氣
候

	
•
	閱
讀
顯
示
長
期
氣
候
趨
勢
(例

如
：
某
段
長
時
間
的
全
球
年
均
溫
)的

簡
單
統
計
圖
(例

如
：
折
線
圖
)

	
•
	閱
讀
有
關
某
地
區
在
不
同
時
期
的
一
系
列
衛
星
圖
像
，
並
描
述
當
中
天
氣
狀
況
的
變
化

	
•
	運
用
地
理
信
息
系
統
繪
製
地
圖
以
顯
示
世
界
上
一
些
因
氣
候
變
化
的
負
面
影
響
而
嚴
重
受
災
的
地
區

	
•
	運
用
互
聯
網
搜
尋
世
界
各
個
非
政
府
機
構
及
團
體
在
對
抗
氣
候
變
化
上
的
工
作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意
識
到
氣
候
的
微
少
轉
變
可
對
環
境
及
人
類
的
生
活
造
成
巨
大
的
影
響

	
•
	關
注
正
承
受
及
將
會
承
受
氣
候
變
化
影
響
的
民
眾

	
•
	認
識
要
求
國
際
合
作
以
對
抗
氣
候
變
化
所
遇
到
的
困
難

	
•
	願
意
為
對
抗
氣
候
變
化
採
取
行
動

	
•
	有
信
心
個
人
行
動
的
累
積
果
效
足
以
幫
助
對
抗
氣
候
變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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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部

：
從

中
國

到
世

界
—

探
究

由
人

與
環

境
互

動
所

產
生

的
區

域
問

題
 

糧
食

問
題

—
我

們
能

養
活

自
己

嗎
？

 長
久
以
來
，
農
業
都
是
中
國
的
經
濟
基
石
。
一
直
以
來
，
令
中
國
龐
大
的
人
口
得
到
足
夠
的
糧
食
都
是
我
國
重
要
的
議
題
。
本

單
元
會
探
討
中
國
主
要
農
業
地
區
的
區
位
和
農
業
種
類
，
以
及
審
視
影
響
這
些
農
業
地
區
分
布
的
自
然
因
素
，
例
如
：
溫
度
、
雨
量
和

地
勢
。
除
了
中
國
主
要
的
農
業
種
類
外
，
學
生
亦
應
認
識
世
界
的
主
要
農
業
類
型
。
本
單
元
的
另
一
個
重
點
是
讓
學
生
探
討
中
國
的
農

業
問
題
及
了
解
這
些
問
題
如
何
影
響
中
國
的
糧
食
供
應
（
主
要
是
小
麥
和
稻
米
）
。
有
關
研
習
會
聚
焦
於
自
然
限
制
和
環
境
問
題
如
何

影
響
一
個
國
家
的
糧
食
供
應
，
以
及
利
用
科
學
化
耕
作
方
法
作
為
其
中
一
個
解
決
方
案
的
好
處
、
限
制
和
負
面
影
響
。
本
單
元
也
容
讓

學
生
發
展
他
們
的
實
地
考
察
技
能
，
雖
然
學
習
重
點
是
中
國
和
其
他
欠
發
達
國
家
的
農
業
和
糧
食
問
題
，
但
如
能
安
排
一
個
本
地
或
珠

江
三
角
洲
的
農
場
考
察
，
學
生
會
更
能
掌
握
農
業
地
理
的
一
些
基
本
概
念
。
學
生
也
有
很
多
機
會
學
會
如
何
閱
讀
和
闡
釋
氣
候
數
據
、

地
形
圖
、
人
口
統
計
數
字
及
農
業
生
產
力
和
作
物
產
量
的
數
據
。
此
外
，
學
生
更
可
對
現
時
中
國
的
人
口
及
農
業
情
況
有
更
深
入
的
認

識
，
也
會
更
有
興
趣
認
識
祖
國
。
與
此
同
時
，
學
生
也
應
關
注
及
同
情
一
些
飽
受
營
養
不
良
、
糧
食
短
缺
及
甚
至
饑
荒
的
民
眾
，
從
而

意
識
到
他
們
無
須
面
對
糧
食
問
題
是
何
等
幸
福
。

 為
加
強
學
生
的
全
球
視
野
，
教
師
可
利
用
一
些
特
定
的
例
子
，
讓
學
生
把
對
中
國
的
糧
食
問
題
的
探
討
延
伸
至
一
些
欠
發
達
國

家
。
教
師
應
確
保
所
有
學
生
能
概
括
地
認
識
中
國
及
世
界
的
農
業
種
類
、
中
國
和
欠
發
達
國
家
的
糧
食
問
題
及
解
決
這
些
問
題
的
方

法
。
對
於
一
些
能
力
較
高
的
學
生
，
教
師
可
著
學
生
對
一
個
或
多
個
的
特
定
例
子
進
行
深
入
研
究
，
並
且
可
與
中
國
的
情
況
作
出
比

較
，
研
究
更
可
包
括
評
鑑
這
些
解
決
方
法
，
例
如
：
科
學
化
耕
作
方
法
的
可
行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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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教
學
時
間
：
1
0
-1
2
小
時

問
題

指
引
	

•
	中
國
的
農
地
在
哪
裏
？

	
	
-	
	我
們
的
糧
食
從
哪
裏
來
？
有
多
少
是
從
中
國
來
的
？

	
	
-	
	甚
麼
是
一
個
農
業
地
區
？
中
國
主
要
的
農
業
地
區
在
哪
裏
？
為
何
它
們
在
那
裏
？

	
	
-	
	這
些
地
區
有
哪
些
農
業
類
型
？
它
們
有
甚
麼
主
要
特
徵
？

	
	
-	
	這
些
農
業
類
型
可
以
在
世
界
其
他
地
方
找
到
嗎
？

	
•
	我
們
能
出
產
足
夠
的
糧
食
來
滿
足
我
們
不
斷
增
長
的
人
口
嗎
？

	
	
-	
	中
國
有
多
少
人
口
？
近
年
來
這
個
數
字
是
否
仍
在
上
升
？

	
	
-	
	以
影
響
中
國
的
糧
食
供
應
為
前
題
，
中
國
有
哪
些
主
要
的
糧
食
問
題
？

	
	
-	
	有
沒
有
足
夠
的
糧
食
來
滿
足
我
們
的
人
口
？

	
•
	如
何
解
決
這
些
問
題
？

	
	
-	
	科
學
化
耕
作
方
法
可
以
解
決
這
些
問
題
嗎
？

	
	
-	
	科
學
化
耕
作
方
法
有
哪
些
限
制
和
負
面
影
響
？

	
	
-	
	有
沒
有
其
他
解
決
方
法
？

	
•
	同
樣
的
問
題
會
否
在
世
界
其
他
的
地
方
發
生
？

	
	
-	
	在
欠
發
達
國
家
/
地
區
，
例
如
：
北
韓
、
柬
埔
寨
或
薩
赫
勒
會
面
對
甚
麼
糧
食
問
題
？

	
	
-	
	這
些
問
題
的
成
因
與
中
國
的
相
同
嗎
？

	
	
-	
	有
哪
些
方
法
解
決
這
些
問
題
？

特
定

例
子
	

•
	亞
洲
及
太
平
洋
：
	北

韓
及
柬
埔
寨

	
•
	世
界
：
	

非
洲
薩
赫
勒

知
識
	

•
	中
國
主
要
的
農
業
地
區
（
中
國
西
北
	/
	中

國
北
部
及
東
北
部
	/
	南

中
國
）
及
影
響
它
們
分
布
的
因
素

	
•
	中
國
和
世
界
的
主
要
農
業
類
型
（
例
如
：
集
約
式
稻
米
種
植
、
粗
放
式
小
麥
種
植
、
畜
牧
業
、
園
藝
農
業
、
園

	
	
藝
業
、
乳
牛
畜
牧
業
、
混
合
農
業
）

	
•
	中
國
人
口
增
長
的
趨
勢

	
•
	中
國
主
要
的
農
業
問
題
，
例
如
：
耕
地
流
失
、
土
壤
侵
蝕
、
水
資
源
短
缺
、
環
境
污
染
、
自
然
災
害
、
科
技

	
	
及
機
械
化
水
平
低
，
以
及
這
些
問
題
對
糧
食
供
應
的
影
響

	
•
	科
學
化
耕
作
方
法
及
它
們
如
何
改
善
農
業
生
產

	
•
	科
學
化
耕
作
方
法
的
限
制
和
負
面
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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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他
解
決
中
國
農
業
問
題
的
方
法
，
例
如
：
土
壤
保
育
、
良
好
的
土
地
利
用
管
理
、
農
業
專
門
化

	
•
	欠
發
達
國
家
糧
食
問
題
的
成
因
–
包
括
極
端
氣
候
、
自
然
災
害
、
水
資
源
短
缺
、
不
良
的
政
府
管
治
、

	
	
社
會
情
況
不
穩
定
、
戰
爭
、
種
族
衝
突

	
•
	解
決
欠
發
達
國
家
糧
食
問
題
的
方
法
，
例
如
：
利
用
科
學
化
耕
作
方
法
、
為
農
民
提
供
教
育
、
節
育
、

	
	
國
際
援
助

技
能
	

•
	在
地
圖
中
量
度
農
地
或
農
場
的
面
積

	
•
	闡
釋
地
勢
及
氣
候
圖
來
認
識
中
國
的
自
然
形
貌

	
•
	運
用
地
理
信
息
系
統
找
出
影
響
中
國
農
業
的
自
然
因
素
與
中
國
主
要
的
農
業
地
區
區
位
的
關
係

	
•
	安
排
一
個
香
港
或
珠
江
三
角
洲
的
農
場
考
察
，
透
過
觀
察
和
訪
問
農
夫
，
識
別
不
同
的
農
業
種
類
及
其
特
徵

	
•
	從
農
場
的
平
面
圖
或
空
中
照
片
中
識
別
農
業
種
類

	
•
	繪
製
及
闡
釋
圓
瓣
圖
	/
	棒

形
圖
以
顯
示
中
國
不
同
糧
食
作
物
的
生
產
量
及
農
地
面
積

	
•
	繪
製
及
闡
釋
線
形
圖
以
顯
示
中
國
人
口
增
長
的
趨
勢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有
興
趣
認
識
中
國
及
世
界
其
他
地
方
的
農
業
種
類

	
•
	關
注
糧
食
問
題
及
培
養
不
浪
費
食
物
的
習
慣

	
•
	察
覺
到
科
技
在
解
決
糧
食
問
題
上
的
限
制

	
•
	對
其
他
地
方
的
民
眾
所
面
對
的
問
題
表
示
關
注
及
培
養
同
理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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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的

煩
惱

—
太

多
與

太
少

  擁
有
總
面
積
約
9
6
0
萬
平
方
公
里
的
中
國
，
是
世
界
上
面
積
最
大
的
國
家
之
一
。
因
此
，
中
國
各
地
的
地
勢
、
氣
候
及
水
文
情
況

的
差
異
甚
大
。
這
些
差
異
，
加
上
人
口
龐
大
、
分
布
不
均
及
高
速
經
濟
增
長
，
導
致
中
國
出
現
不
少
與
水
有
關
的
問
題
。
通
過
研
習
本

單
元
，
學
生
能
了
解
在
不
同
的
自
然
與
人
文
因
素
相
互
影
響
下
如
何
引
致
中
國
出
現
氾
濫
與
旱
災
。
他
們
亦
將
明
白
水
污
染
如
何
加
劇

中
國
的
缺
水
問
題
。
此
外
，
研
習
本
單
元
亦
有
助
學
生
發
展
閱
讀
和
闡
釋
氣
候
圖
、
等
高
線
圖
及
計
算
坡
度
等
地
理
技
能
。
本
單
元
更

為
學
生
提
供
尚
佳
機
會
從
準
備
不
同
的
中
國
地
理
信
息
圖
層
，
製
作
綜
合
地
理
信
息
系
統
地
圖
作
進
一
步
分
析
。
最
後
，
本
單
元
亦
為

學
生
提
供
一
個
學
習
中
國
自
然
環
境
及
水
問
題
的
平
台
，
藉
以
幫
助
他
們
培
養
對
國
家
的
歸
屬
感
，
並
願
意
認
識
更
多
有
關
中
國
的
事

物
，
以
及
關
注
中
國
正
在
面
對
的
問
題
。

 本
單
元
已
挑
選
了
一
些
特
定
的
例
子
，
以
擴
闊
學
生
的
全
球
視
野
，
並
讓
他
們
更
了
解
世
界
其
他
地
方
的
水
問
題
及
不
同
地
方
處

理
這
些
問
題
的
方
法
。
如
學
生
的
能
力
許
可
及
興
趣
所
及
，
教
師
可
為
學
生
加
入
一
個
有
關
新
加
坡
如
何
利
用
不
同
的
高
新
科
技
(例

如
：
使
用
循
環
再
用
水
「
新
生
水
」
及
海
水
化
淡
水
)來

解
決
他
們
缺
水
問
題
的
個
案
研
習
。
新
加
坡
處
理
各
項
水
挑
戰
的
專
門
知
識
，

是
一
個
可
供
我
們
參
考
的
好
例
子
。
至
於
能
力
較
佳
的
學
生
，
教
師
可
進
一
步
在
課
堂
中
，
為
他
們
引
入
孟
加
拉
和
英
國
水
問
題
的
個

案
研
習
，
以
便
他
們
可
明
白
欠
發
達
國
家
與
較
發
達
國
家
在
水
資
源
管
理
上
的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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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教
學
時
間
：
1
0
-1
2
小
時

問
題

指
引
	

•
	水
問
題
如
何
影
響
我
們
？

	
	
-	
世
界
水
供
應
的
主
要
威
脅
是
甚
麼
？

	
	
-	
中
國
的
主
要
水
問
題
是
甚
麼
？

	
	
-	
中
國
這
些
水
問
題
在
哪
裏
出
現
？
氾
濫
和
旱
災
在
中
國
有
分
布
形
態
嗎
？

	
	
-	
氾
濫
和
旱
災
對
中
國
有
何
影
響
？

	
	
-	
中
國
的
水
污
染
如
何
加
劇
缺
水
問
題
？

	
•
	水
從
哪
裏
來
？

	
	
-	
甚
麼
是
水
循
環
？
它
是
怎
樣
運
作
的
？

	
	
-	
中
國
的
主
要
河
流
在
哪
裏
？

	
	
-	
中
國
的
水
循
環
在
過
去
數
十
年
間
出
現
了
甚
麼
問
題
？

	
•
	這
是
否
全
是
大
自
然
的
錯
？

	
	
-	
中
國
的
濕
潤
地
區
及
乾
旱
地
區
在
哪
裏
？
為
何
它
們
有
這
樣
的
分
布
形
態
？

	
	
-	
中
國
的
氾
濫
和
旱
災
與
其
自
然
環
境
有
何
關
係
？

	
	
-	
人
口
增
長
與
經
濟
高
速
發
展
如
何
影
響
中
國
氾
濫
、
旱
災
和
水
污
染
的
空
間
分
布
？

	
•
	我
們
可
如
何
解
決
各
種
水
問
題
？

	
	
-	
中
國
採
用
了
甚
麼
方
法
來
紓
緩
其
水
問
題
？

	
	
-	
三
峽
工
程
和
南
水
北
調
有
助
解
決
這
些
問
題
嗎
？
我
們
做
得
對
嗎
？

	
	
-	
我
們
在
其
他
國
家
(例

如
：
新
加
坡
、
孟
加
拉
和
英
國
)管

理
水
資
源
的
經
驗
上
學
到
甚
麼
？

特
定

例
子
	

•
	亞
洲
及
太
平
洋
：
新
加
坡
和
孟
加
拉

	
•
	世
界
：
	

英
國

知
識
	

•
	全
球
水
供
應
的
形
態
及
受
水
問
題
困
擾
的
主
要
地
區

	
•
	中
國
主
要
的
水
問
題
(包

括
氾
濫
、
旱
災
和
水
污
染
)

	
•
	中
國
主
要
的
河
流

	
•
	中
國
氾
濫
和
旱
災
的
分
布
形
態
及
影
響

	
•
	中
國
的
水
污
染
：
成
因
和
影
響

	
•
	水
循
環
的
運
作

	
•
	中
國
的
地
勢
和
氣
候
簡
介
及
濕
潤
地
區
和
乾
旱
地
區
的
分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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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國
氾
濫
和
旱
災
的
成
因

	
•
	解
決
中
國
水
問
題
的
方
法
(包

括
三
峽
工
程
和
南
水
北
調
)

	
•
	中
國
及
世
界
其
他
地
區
的
水
資
源
保
護
及
管
理

技
能
	

•
	從
不
同
途
徑
蒐
集
中
國
水
問
題
(包

括
氾
濫
、
旱
災
和
水
污
染
)的

資
料
，
並
以
列
表
方
式
綜
合
這
些
資
料

	
•
	從
等
高
線
圖
找
出
某
地
的
高
度
和
計
算
坡
度

	
•
	閱
讀
、
闡
釋
及
繪
製
中
國
一
些
主
要
城
市
的
氣
候
圖

	
•
	運
用
地
圖
集
找
出
及
標
示
中
國
及
世
界
一
些
主
要
的
河
盆

	
•
	運
用
地
理
信
息
系
統
軟
件
繪
製
一
條
主
要
河
流
下
游
的
河
道
橫
切
面

	
•
	預
備
有
關
中
國
不
同
地
理
信
息
(例

如
：
地
勢
和
城
市
化
)的

疊
加
圖
層
，
以
繪
製
一
幅
綜
合
地
理
信
息
系

	
	
統
地
圖
來
了
解
或
闡
釋
中
國
的
水
問
題

	
•
	繪
製
圓
瓣
圖
以
顯
示
全
球
水
分
布
的
百
分
比

	
•
	繪
製
流
程
圖
以
說
明
一
個
水
循
環
的
運
作

	
•
	比
較
某
地
氾
濫
或
旱
災
前
後
的
照
片
，
描
述
氾
濫
或
旱
災
對
當
地
的
影
響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明
白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重
要
性
及
培
養
對
資
源
保
育
的
責
任
感

	
•
	意
識
到
並
關
注
中
國
的
水
資
源
及
環
境
問
題
，
以
及
培
養
認
識
中
國
的
熱
忱

	
•
	建
立
對
國
家
的
歸
屬
感
，
並
為
國
家
的
進
步
而
成
為
積
極
和
有
責
任
感
的
公
民

	
•
	欣
賞
人
與
自
然
環
境
間
相
互
依
存
的
關
係

	
•
	對
世
界
其
他
地
方
的
民
眾
所
遇
到
的
問
題
及
困
難
表
達
同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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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口

問
題

—
純

粹
是

數
字

問
題

？
 人
口
是
地
理
一
個
熱
門
的
課
題
，
它
能
幫
助
學
生
掌
握
有
關
人
與
環
境
互
動
和
空
間
、
人
、
地
相
互
關
係
等
概
念
。
學
生
必
須
對

一
個
地
方
的
自
然
和
人
文
特
徵
有
透
徹
的
理
解
，
才
能
解
釋
該
地
方
的
人
口
特
徵
。
本
單
元
的
重
點
在
於
研
習
中
國
的
人
口
特
徵
和
議

題
，
其
中
包
括
人
口
過
多
和
人
口
分
布
不
均
所
引
起
的
問
題
，
以
及
中
國
政
府
處
理
這
些
問
題
的
方
法
。
透
過
研
習
本
單
元
，
學
生
會

對
祖
國
的
主
要
自
然
和
社
會
經
濟
特
徵
有
基
本
的
了
解
，
並
能
以
此
檢
視
中
國
的
人
口
議
題
。
有
關
技
能
發
展
方
面
，
學
生
會
有
充
足

的
機
會
熟
習
如
何
閱
讀
、
組
織
、
展
示
和
分
析
以
圖
表
和
統
計
數
字
形
式
出
現
的
中
國
人
口
數
據
，
並
學
會
如
何
閱
讀
和
繪
製
人
口
金

字
塔
，
以
及
認
識
人
口
結
構
轉
型
模
型
。
總
括
來
說
，
本
單
元
最
重
要
的
學
習
成
果
是
令
學
生
明
白
人
口
問
題
的
嚴
重
性
和
它
們
對
中

國
及
世
界
其
他
地
方
所
產
生
的
巨
大
影
響
。
事
實
上
，
人
口
問
題
與
貧
窮
問
題
息
息
相
關
，
在
大
多
數
的
情
況
下
，
它
都
是
人
類
面
對

其
他
社
會
經
濟
問
題
的
根
源
。
透
過
研
習
此
單
元
，
學
生
應
會
更
加
關
注
在
世
界
和
中
國
不
同
地
區
居
住
的
民
眾
所
面
對
的
困
難
，
以

及
察
覺
到
全
球
性
議
題
的
相
互
聯
繫
。

 所
有
研
習
本
單
元
的
學
生
都
應
能
描
述
全
球
人
口
分
布
的
特
徵
和
形
態
，
以
及
識
別
影
響
人
口
分
布
的
因
素
。
再
者
，
學
生
應
可

識
別
主
要
人
口
問
題
（
其
中
包
括
人
口
過
多
、
人
口
分
布
不
均
和
人
口
老
化
）
的
成
因
和
特
徵
，
並
了
解
中
國
及
其
他
國
家
因
應
人
口

問
題
而
採
取
的
措
施
。
若
學
生
的
能
力
較
佳
，
教
師
可
考
慮
要
求
學
生
對
其
中
一
個
特
定
例
子
的
人
口
問
題
作
更
深
入
的
研
習
，
或
是

對
中
國
及
另
一
個
國
家
的
人
口
問
題
進
行
比
較
研
究
。
對
能
力
最
高
的
學
生
而
言
，
若
時
間
許
可
及
學
生
對
此
課
題
感
興
趣
，
教
師
可

以
進
一
步
把
研
習
擴
展
至
審
視
中
國
或
一
個
西
歐
國
家
（
例
如
：
德
國
）
的
人
口
流
動
情
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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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教
學
時
間
：
8
-1
0
小
時

問
題

指
引
	

•
	中
國
是
否
人
口
過
多
？

	
	
-	
中
國
有
多
少
人
口
？

	
	
-	
中
國
的
人
口
有
何
特
色
？

	
	
-	
中
國
的
人
口
增
長
形
態
如
何
？

	
•
	中
國
能
否
養
活
這
麼
多
人
？

	
	
-	
甚
麼
是
人
口
過
多
？

	
	
-	
	人
口
過
多
會
帶
來
甚
麼
問
題
？

	
	
-	
	中
國
是
否
人
口
過
多
？
中
國
如
何
應
付
這
個
問
題
？

	
•
	中
國
的
人
口
分
布
形
態
會
帶
來
甚
麼
影
響
？

	
	
-	
中
國
的
人
口
分
布
形
態
如
何
？

	
	
-	
為
何
中
國
的
人
口
會
如
此
分
布
？

	
	
-	
這
種
分
布
形
態
會
引
致
哪
些
問
題
？

	
	
-	
可
以
如
何
紓
緩
這
些
問
題
？

	
•
	其
他
國
家
都
面
對
相
同
問
題
嗎
？

	
	
-	
世
界
人
口
出
現
了
甚
麼
情
況
？

	
	
-	
較
發
達
國
家
與
欠
發
達
國
家
是
否
面
對
相
同
的
人
口
問
題
？

	
	
-	
為
何
某
些
國
家
出
現
人
口
負
增
長
？
人
口
老
化
會
引
起
甚
麼
問
題
？

	
	
-	
可
以
怎
樣
解
決
這
些
問
題
？

特
定

例
子
	

•
	亞
洲
及
太
平
洋
：
	日
本
及
印
度

	
•
	世
界
：
	

德
國
及
尼
日
利
亞

知
識
	

•
	中
國
的
人
口
：
	數

量
、
結
構
、
增
長
形
態
和
隨
時
間
而
出
現
的
轉
變

	
•
	影
響
人
口
增
長
的
因
素
（
例
如
：
醫
療
衛
生
、
糧
食
供
應
、
政
府
政
策
、
文
化
傳
統
、
婦
女
地
位
、
家
庭

	
	
狀
況
和
收
入
、
教
育
程
度
）

	
•
	人
口
過
多
的
定
義

	
•
	中
國
政
府
紓
緩
人
口
過
多
問
題
所
採
用
的
政
策

	
•
	中
國
人
口
分
布
形
態
及
影
響
人
口
分
布
的
因
素

	
•
	引
致
中
國
人
口
分
布
不
均
的
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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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國
沿
海
及
內
陸
地
區
的
人
口
問
題

	
•
	中
國
政
府
處
理
人
口
分
布
不
均
問
題
所
採
取
的
措
施

	
•
	世
界
人
口
形
態
及
特
徵

	
•
	較
發
達
國
家
與
欠
發
達
國
家
人
口
問
題
的
差
異

	
•
	較
發
達
國
家
與
欠
發
達
國
家
的
主
要
人
口
問
題

	
•
	人
口
老
化
的
定
義
及
與
人
口
老
化
相
關
的
問
題

	
•
	各
國
政
府
用
以
解
決
人
口
問
題
（
包
括
人
口
過
多
、
人
口
分
布
不
均
和
人
口
老
化
）
的
方
案

技
能
	

•
	搜
尋
及
閱
讀
地
圖
集
內
的
地
形
圖
和
主
題
地
圖
以
了
解
影
響
中
國
人
口
分
布
的
因
素

	
•
	運
用
地
理
信
息
系
統
繪
製
等
值
區
域
圖
以
展
示
中
國
人
口
密
度
的
形
態

	
•
	繪
製
人
口
金
字
塔

	
•
	闡
釋
人
口
金
字
塔
以
識
別
世
界
不
同
地
方
的
人
口
結
構

	
•
	從
圖
表
及
統
計
數
字
所
包
含
的
人
口
數
據
識
別
一
個
國
家
人
口
結
構
的
主
要
特
徵

	
•
	計
算
及
闡
釋
增
長
率
和
依
賴
比
率

	
•
	閱
讀
不
同
國
家
的
人
口
及
經
濟
數
據
，
並
根
據
人
口
結
構
轉
型
模
型
的
五
個
階
段
把
該
些
國
家
分
類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明
白
人
口
問
題
的
嚴
重
性
，
並
體
會
到
這
是
中
國
及
世
界
所
面
對
的
重
要
議
題

	
•
	關
注
受
各
種
人
口
問
題
困
擾
的
民
眾

	
•
	察
覺
到
人
口
議
題
的
各
種
謬
誤

	
•
	明
白
不
同
地
方
的
民
眾
對
人
口
問
題
有
著
不
同
的
反
應
是
由
於
他
們
不
同
的
信
念
、
文
化
和
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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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
制

沙
塵

—
對

抗
荒

漠
化

和
沙

塵
暴

的
持

久
戰

 荒
漠
覆
蓋
地
球
接
近
三
分
之
一
的
陸
地
面
積
，
並
正
不
斷
侵
佔
其
邊
緣
向
外
擴
展
。
這
個
荒
漠
擴
展
的
過
程
(亦

是
荒
漠
化
的
一
種
)，

對
居
住
在
荒
漠
邊
緣
已
經
相
當
貧
困
的
居
民
來
說
，
是
極
嚴
重
的
威
脅
。
荒
漠
及
荒
漠
化
土
地
覆
蓋
全
中
國
約
2
5
%
的
領
土
，
故
對
大

部
分
中
國
人
(特

別
是
中
國
北
部
的
居
民
)而

言
，
這
是
一
種
常
見
的
景
觀
。
中
國
北
部
經
常
出
現
的
沙
塵
暴
，
顯
示
了
該
區
的
嚴
重
荒
漠

化
及
加
劇
的
土
壤
侵
蝕
現
象
。
通
過
研
習
本
單
元
，
學
生
能
對
中
國
北
部
出
現
荒
漠
化
(主

要
重
點
在
荒
漠
擴
展
)及

沙
塵
暴
的
成
因
及
影

響
，
以
及
控
制
擴
展
中
的
沙
塵
有
更
深
的
認
識
。
此
外
，
本
單
元
亦
為
學
生
提
供
一
些
技
能
訓
練
的
機
會
，
例
如
根
據
地
圖
描
述
分
布

形
態
、
闡
釋
衛
星
圖
像
、
在
實
地
進
行
地
理
探
究
及
運
用
地
理
信
息
系
統
作
地
理
分
析
。
通
過
學
習
中
國
的
沙
塵
擴
展
問
題
，
學
生
可

建
立
對
國
家
的
歸
屬
感
，
並
學
會
明
白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重
要
性
，
願
意
為
更
好
的
環
境
作
出
適
當
的
行
動
。

 本
單
元
挑
選
了
一
些
特
定
的
例
子
，
以
擴
闊
學
生
的
全
球
視
野
，
並
讓
他
們
更
了
解
世
界
其
他
地
方
所
發
生
的
事
情
。
教
師
應

為
全
部
學
生
簡
介
全
球
荒
漠
化
的
形
態
、
受
沙
塵
暴
影
響
的
主
要
地
區
及
各
地
對
此
問
題
所
採
取
的
紓
緩
措
施
。
對
於
能
力
較
高
的
學

生
，
教
師
可
進
一
步
在
課
堂
中
引
入
較
詳
盡
的
個
案
研
習
，
探
討
有
關
擴
展
中
的
荒
漠
沙
塵
如
何
影
響
澳
洲
(特

別
是
一
些
大
城
市
如
悉

尼
及
布
里
斯
班
)和

撒
哈
拉
等
地
居
民
。
學
生
亦
可
研
習
欠
發
達
國
家
與
較
發
達
國
家
在
處
理
沙
塵
問
題
上
的
異
同
之
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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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教
學
時
間
：
1
0
-1
2
小
時

問
題

指
引
	

•
	擴
展
中
的
荒
漠
沙
塵
如
何
影
響
我
們
？

	
	
-	
	荒
漠
是
甚
麼
及
在
哪
裏
？

	
	
-	
甚
麼
是
荒
漠
化
？
世
界
上
主
要
的
荒
漠
化
地
區
在
哪
裏
？

	
	
-	
	甚
麼
是
沙
塵
暴
？
這
種
帶
有
沙
塵
的
風
的
全
球
分
布
形
態
是
怎
樣
？

	
	
-	
	中
國
沙
塵
的
主
要
來
源
在
哪
裏
？
影
響
中
國
沙
塵
暴
的
主
要
路
徑
是
甚
麼
？

	
	
-	
	荒
漠
化
與
沙
塵
暴
如
何
影
響
中
國
人
民
？
沙
塵
暴
能
為
我
們
帶
來
好
處
嗎
？

	
•
	這
是
否
全
是
大
自
然
的
錯
？

	
	
-	
	中
國
北
部
的
自
然
環
境
有
何
特
徵
？

	
	
-	
	自
然
因
素
與
人
文
活
動
如
何
導
致
中
國
這
些
地
區
出
現
荒
漠
化
現
象
？

	
	
-	
	中
國
經
常
出
現
沙
塵
暴
的
主
要
原
因
是
甚
麼
？

	
	
-	
中
國
北
部
的
荒
漠
化
與
當
地
經
常
出
現
沙
塵
暴
有
何
關
係
？

	
•
	我
們
可
做
甚
麼
來
解
決
擴
展
中
的
沙
塵
問
題
？

	
	
-	
	有
甚
麼
措
施
可
紓
緩
中
國
荒
漠
化
及
沙
塵
暴
的
負
面
影
響
？

	
	
-	
	我
們
可
從
世
界
其
他
國
家
或
地
區
(例

如
：
澳
洲
及
撒
哈
拉
)學

到
甚
麼
？

	
	
-	
	欠
發
達
國
家
與
較
發
達
國
家
所
採
用
的
策
略
有
何
異
同
之
處
？

特
定

例
子
	

•
	亞
洲
及
太
平
洋
：
	澳

洲
	

•
	世
界
：
	

撒
哈
拉

知
識
	

•
	全
球
熱
帶
及
溫
帶
荒
漠
的
分
布

	
•
	簡
介
荒
漠
景
觀
的
特
徵
(包

括
氣
候
和
荒
漠
的
主
要
種
類
)

	
•
	沙
塵
暴
和
荒
漠
化
的
定
義
(例

如
：
荒
漠
擴
展
、
草
場
退
化
、
土
壤
侵
蝕
、
鹽
化
作
用
及
植
被
退
化
)

	
•
	受
荒
漠
化
和
沙
塵
暴
影
響
區
域
的
全
球
分
布
形
態

	
•
	中
國
沙
塵
暴
的
來
源
及
主
要
路
徑

	
•
	沙
塵
暴
和
荒
漠
化
的
影
響

	
•
	中
國
北
部
的
自
然
環
境
特
徵

	
•
	中
國
北
部
的
荒
漠
化
和
沙
塵
暴
的
特
徵

	
•
	中
國
北
部
荒
漠
化
和
沙
塵
暴
的
成
因

	
•
	荒
漠
化
和
沙
塵
暴
的
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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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紓
緩
荒
漠
化
及
沙
塵
暴
負
面
影
響
的
措
施

	
•
	欠
發
達
國
家
與
較
發
達
國
家
所
採
用
措
施
的
異
同
之
處

技
能
	

•
	描
述
地
圖
中
荒
漠
及
受
荒
漠
化
影
響
地
區
的
全
球
分
布

	
•
	閱
讀
及
闡
釋
氣
候
圖
及
數
據
以
總
結
出
荒
漠
地
區
的
主
要
氣
候
特
徵

	
•
	從
照
片
識
別
荒
漠
地
區
的
主
要
荒
漠
形
貌

	
•
	從
不
同
途
徑
取
得
資
料
，
以
解
釋
人
文
活
動
如
何
導
致
或
加
速
荒
漠
化

	
•
	運
用
合
適
種
類
的
地
圖
/
圖
表
來
說
明
不
同
地
區
的
荒
漠
化
在
速
度
上
的
差
異

	
•
	在
地
圖
上
運
用
直
線
比
例
尺
或
分
數
比
例
尺
來
量
度
沙
塵
暴
路
線
的
距
離

	
•
	闡
釋
顯
示
全
球
不
同
地
區
沙
塵
暴
路
徑
的
衛
星
圖
像

	
•
	比
較
某
地
在
沙
塵
暴
出
現
前
後
的
照
片
來
描
述
沙
塵
暴
對
當
地
的
影
響

	
•
	繪
製
線
形
圖
或
棒
形
圖
，
以
展
示
某
中
國
城
市
(例

如
：
北
京
)受

沙
塵
暴
影
響
日
數
的
轉
變
情
況

	
•
	運
用
地
理
信
息
系
統
軟
件
繪
製
地
圖
以
顯
示
某
次
沙
塵
暴
(例

如
：
20
09
年
澳
洲
的
沙
塵
暴
)的

起
源
和
路
線

	
•
	參
觀
香
港
公
園
溫
室
內
的
旱
區
植
物
展
覽
館
，
以
觀
察
館
內
所
模
擬
的
乾
旱
環
境
及
荒
漠
植
被
的
特
徵

	
•
	在
某
林
地
內
外
進
行
實
地
考
察
，
評
估
種
植
樹
木
對
減
少
土
壤
侵
蝕
程
度
的
功
效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意
識
到
並
關
注
中
國
沙
塵
擴
展
的
問
題
，
以
及
培
養
對
國
家
的
歸
屬
感
和
認
識
中
國
的
熱
忱

	
•
	意
識
到
環
境
的
轉
變
及
其
對
人
文
活
動
可
能
造
成
的
影
響

	
•
	對
世
界
其
他
地
方
的
民
眾
所
遇
到
的
問
題
及
困
難
表
達
同
情

	
•
	明
白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重
要
性
及
願
意
為
更
美
好
環
境
作
出
適
當
的
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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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部

：
現

今
世

界
面

對
的

挑
戰

—
以

可
持

續
方

式
處

理
全

球
性

議
題

 

 製
造

業
的

全
球

轉
移

—
機

遇
與

威
脅

 踏
入
廿
一
世
紀
全
球
化
已
影
響
我
們
生
活
的
每
一
部
分
。
由
於
全
球
化
趨
勢
日
漸
增
加
，
製
造
業
經
歷
了
一
次
主
要
的
企
業
結
構

和
功
能
重
組
，
廠
房
亦
重
新
遷
移
至
新
地
點
。
這
轉
變
為
學
生
提
供
了
一
個
良
好
的
研
習
機
會
，
用
以
了
解
製
造
業
的
區
位
和
功
能
，

以
及
它
們
的
區
位
如
何
隨
時
間
而
改
變
。
本
單
元
的
目
的
旨
在
幫
助
學
生
掌
握
製
造
業
全
球
區
位
的
概
略
，
並
了
解
工
業
功
能
和
區
位

形
態
的
全
球
轉
移
。
除
了
可
以
讓
學
生
掌
握
包
括
「
空
間
互
動
」
、
「
區
位
與
分
布
」
、
「
區
域
」
和
「
可
持
續
發
展
」
等
基
本
的
地

理
概
念
外
，
學
生
亦
可
概
括
地
了
解
製
造
業
的
全
球
轉
移
在
較
發
達
國
家
與
欠
發
達
國
家
所
引
發
的
各
種
問
題
。
本
單
元
亦
幫
助
學
生

發
展
閱
讀
和
闡
釋
空
間
和
統
計
數
據
的
能
力
，
以
及
運
用
合
適
的
圖
表
和
繪
圖
方
法
展
示
這
些
數
據
包
含
的
地
理
形
態
、
趨
勢
和
空
間

變
化
。
在
完
成
本
單
元
後
，
學
生
應
能
察
覺
到
較
發
達
國
家
與
欠
發
達
國
家
之
間
的
發
展
差
距
，
並
能
體
會
到
製
造
業
的
全
球
轉
移
能

夠
收
窄
和
擴
大
此
差
距
。

 教
師
應
留
意
所
有
學
生
應
對
全
球
製
造
業
活
動
有
概
括
的
認
識
，
特
別
是
有
關
主
要
工
業
帶
的
區
位
形
態
及
影
響
工
業
區
位
和
發

展
的
一
般
因
素
。
教
師
可
視
乎
時
間
和
學
生
的
能
力
來
決
定
概
括
地
教
授
一
個
或
多
個
特
定
例
子
，
以
幫
助
學
生
了
解
製
造
業
的
全
球

轉
移
為
「
富
裕
國
家
」
與
「
貧
窮
國
家
」
帶
來
的
好
處
和
挑
戰
。
對
能
力
較
強
的
學
生
而
言
，
教
師
可
以
運
用
特
定
例
子
就
工
業
區
位

形
態
、
製
造
業
全
球
轉
移
所
引
發
的
問
題
和
解
決
這
些
問
題
的
方
案
來
進
行
較
深
入
的
研
習
。
教
師
亦
可
要
求
學
生
討
論
個
案
所
研
習

的
工
業
可
以
如
何
以
可
持
續
的
方
式
來
發
展
，
又
或
是
要
求
他
們
建
議
香
港
政
府
可
如
何
吸
引
製
造
業
回
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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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教
學
時
間
：
8
-1
0
小
時

問
題

指
引
	

•
	我
們
的
工
廠
遷
移
往
哪
裏
去
？

	
	
-	
	有
哪
幾
類
的
工
業
遷
離
香
港
？

	
	
-	
以
往
它
們
在
哪
裏
？
現
時
它
們
又
在
哪
裏
？

	
	
-	
這
些
工
業
為
甚
麼
遷
離
香
港
？

	
•
	世
界
其
他
地
方
是
否
面
對
同
樣
的
問
題
？

	
	
-	
	全
球
的
主
要
工
業
帶
在
哪
裏
？
它
們
為
何
在
那
裏
？

	
	
-	
近
年
來
工
業
全
球
轉
移
的
常
見
形
態
是
甚
麼
？

	
	
-	
何
謂
「
跨
國
企
業
」
？
跨
國
企
業
在
工
業
功
能
的
全
球
轉
移
扮
演
了
甚
麼
角
色
？

	
•
	製
造
業
全
球
轉
移
有
何
利
弊
？

	
	
-	
製
造
業
全
球
轉
移
帶
來
甚
麼
好
處
？

	
	
-	
此
趨
勢
帶
來
了
哪
些
挑
戰
？

	
•
	工
業
發
展
可
否
以
合
適
及
可
持
續
的
模
式
出
現
？

	
	
-	
我
們
可
以
如
何
處
理
製
造
業
全
球
轉
移
帶
來
的
挑
戰
？

	
	
-	
不
同
國
家
已
採
取
/
將
會
採
取
哪
些
措
施
來
處
理
工
業
轉
型
？

特
定

例
子
	

在
下
列
地
區
出
現
的
工
業
區
位
和
功
能
轉
移
：

	
•
	中
國
廣
東
省

	
•
	英
國

	
•
	美
國
大
湖
區

知
識

 
•
	香
港
的
主
要
工
業
類
型

	
•
	香
港
工
業
遷
移
往
哪
裏
及
當
中
的
原
因

	
•
	全
球
主
要
的
工
業
帶

	
•
	影
響
工
業
區
位
的
因
素

	
•
	工

業
區
位
因
素
轉
變
引
致
製
造
業
全
球
轉
移
：
這
些
轉
變
包
括
流
動
性
及
相
互
依
存
的
程
度
增
加
、
科
技
	

	
	
（
包
括
資
訊
及
通
訊
科
技
）
的
進
步
、
市
場
轉
變
、
相
對
工
資
、
政
治
影
響
、
研
發
工
作
重
要
性
的
增
加

	
•
	跨
國
企
業
的
主
要
特
徵

	
•
	製
造
業
全
球
轉
移
給
較
發
達
國
家
和
欠
發
達
國
家
帶
來
的
好
處

	
•
	工
業
遷
移
、
工
業
衰
退
和
工
業
結
構
轉
變
所
引
發
的
問
題



45

	
•
	紓
緩
製
造
業
全
球
轉
移
問
題
的
措
施

	
•
	處
理
工
業
轉
變
影
響
的
可
持
續
策
略

技
能
	

•
	從
多
種
來
源
（
包
括
地
理
信
息
系
統
數
據
、
網
址
、
報
刊
、
報
告
、
表
格
、
引
文
等
）
選
取
有
關
製
造
業

	
	
的
資
料

	
•
	運
用
合
適
的
技
巧
（
例
如
：
描
述
性
統
計
方
式
）
概
述
有
關
不
同
工
業
地
區
發
展
程
度
的
數
據

	
•
	繪
製
系
統
圖
解
以
展
示
影
響
製
造
業
區
位
的
傳
統
及
嶄
新
因
素

	
•
	運
用
地
圖
集
尋
找
全
球
主
要
工
業
地
區

	
•
	進
行
土
地
利
用
調
查
以
記
錄
因
工
業
遷
移
而
引
發
香
港
某
舊
工
業
區
的
土
地
利
用
形
態
的
變
化
，
並
運
用

	
	
地
理
信
息
系
統
來
繪
製
土
地
利
用
圖
以
展
示
前
述
的
變
化

	
•
	規
劃
一
次
簡
單
的
問
卷
調
查
以
蒐
集
香
港
某
舊
工
業
區
工
業
衰
退
影
響
的
資
料

	
•
	繪
製
合
適
的
圖
表
（
例
如
：
圓
瓣
圖
）
以
展
示
一
個
衰
退
中
的
工
業
地
區
就
業
結
構
的
變
化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關
注
工
業
發
展
對
自
然
及
人
文
環
境
的
影
響

	
•
	明
白
香
港
和
中
國
其
他
地
方
的
緊
密
關
係

	
•
	了
解
全
球
化
的
趨
勢
和
影
響

	
•
	察
覺
到
不
同
地
方
的
相
互
聯
繫
及
相
互
依
存

	
•
	同
情
因
全
球
化
而
處
於
弱
勢
的
民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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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
奪

能
源

 由
於
新
興
工
業
國
—
主
要
是
金
磚
四
國
（
即
巴
西
、
俄
羅
斯
、
印
度
和
中
國
）
的
迅
速
發
展
，
預
期
廿
一
世
紀
的
能
源
需
求
將
會

增
加
。
要
滿
足
製
造
業
、
經
濟
發
展
、
運
輸
和
家
居
生
活
對
能
源
的
龐
大
需
求
，
對
世
界
各
國
不
啻
是
一
個
無
可
避
免
的
挑
戰
。
本
單

元
的
重
點
是
研
習
能
源
生
產
和
消
耗
的
空
間
形
態
，
用
以
了
解
較
發
達
國
家
和
欠
發
達
國
家
之
間
的
能
源
分
布
失
衡
。
學
生
應
能
認
識

全
球
再
生
能
源
和
非
再
生
能
源
的
主
要
種
類
，
並
說
明
使
用
這
兩
種
能
源
的
代
價
和
好
處
。
再
者
，
學
生
應
對
較
發
達
國
家
和
欠
發
達

國
家
的
能
源
問
題
有
基
本
的
理
解
，
並
認
識
各
國
為
紓
緩
這
些
問
題
而
採
取
的
不
同
措
施
。
教
師
必
須
令
學
生
對
能
源
供
應
的
新
發
展

路
向
有
所
認
識
，
並
提
供
足
夠
的
機
會
讓
學
生
討
論
如
何
以
可
持
續
的
方
式
來
滿
足
日
漸
增
加
的
能
源
需
求
。
有
關
技
能
發
展
方
面
，

本
單
元
可
以
讓
學
生
運
用
多
種
統
計
方
法
、
圖
表
和
地
圖
來
展
示
、
組
織
及
分
析
不
同
種
類
的
能
源
數
據
。
教
師
亦
可
考
慮
組
織
一
次

前
往
香
港
或
南
中
國
電
廠
的
考
察
，
讓
學
生
獲
取
一
手
資
料
和
體
驗
。
最
後
，
除
了
幫
助
學
生
成
為
一
個
具
見
識
和
有
責
任
感
的
公

民
，
教
師
亦
需
要
令
學
生
明
白
人
類
須
要
改
變
生
活
方
式
和
使
用
能
源
的
習
慣
，
才
能
成
功
地
應
付
能
源
問
題
。
學
生
應
了
解
不
同
國

家
/
地
區
的
發
展
差
異
令
民
眾
對
能
源
問
題
有
著
不
同
的
看
法
，
並
能
以
此
解
釋
為
何
不
同
的
地
方
採
用
不
同
的
方
法
來
應
付
能
源
問

題
。

 對
著
能
力
一
般
的
學
生
，
教
師
應
集
中
教
授
能
源
生
產
與
消
耗
的
基
本
形
態
、
各
種
主
要
的
能
源
、
使
用
再
生
和
非
再
生
能
源
的

利
弊
及
較
發
達
國
家
和
欠
發
達
國
家
解
決
能
源
問
題
方
案
的
異
同
。
對
能
力
較
佳
和
對
此
課
題
興
趣
較
大
的
學
生
，
教
師
可
考
慮
引
入

額
外
的
學
習
單
元
，
從
特
定
例
子
中
選
擇
一
種
另
類
能
源
，
讓
學
生
深
入
研
究
發
展
該
能
源
的
代
價
和
益
處
，
以
及
該
新
能
源
技
術
可

以
如
何
令
有
關
國
家
更
有
機
會
在
能
源
使
用
方
面
開
創
一
個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未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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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教
學
時
間
：
8
-1
0
小
時

問
題

指
引
	

•
	為
甚
麼
我
們
要
爭
奪
能
源
？

	
	
-	
全
球
能
源
有
哪
些
主
要
的
類
型
？
它
們
可
以
在
哪
裏
找
到
？

	
	
-	
全
球
能
源
的
生
產
和
消
耗
形
態
是
怎
樣
？

	
	
-	
為
甚
麼
較
發
達
國
家
和
欠
發
達
國
家
的
能
源
分
配
不
平
均
？

	
	
-	
能
源
的
生
產
和
消
耗
形
態
失
衡
有
甚
麼
影
響
？

	
•
	現
今
的
能
源
還
有
哪
些
問
題
？

	
	
-	
現
今
化
石
燃
料
的
開
採
和
使
用
產
生
了
甚
麼
環
境
問
題
？

	
	
-	
為
甚
麼
欠
發
達
地
區
（
例
如
：
南
亞
、
非
洲
南
部
及
東
部
）
使
用
木
材
燃
料
對
人
類
和
環
境
構
成
威
脅
？

	
	
-	
現
時
我
們
使
用
的
再
生
能
源
有
何
利
弊
？

	
•
	我
們
還
有
甚
麼
選
擇
？

	
	
-	
何
謂
再
生
和
非
再
生
能
源
？

	
	
-	
使
用
再
生
能
源
有
甚
麼
好
處
？
它
們
有
哪
些
限
制
？

	
	
-	
核
能
是
否
一
個
可
行
的
方
案
？

	
•
	我
們
可
以
怎
樣
以
可
持
續
的
方
法
來
滿
足
未
來
的
能
源
需
求
？

	
	
-	
香
港
已
做
了
甚
麼
和
可
以
做
些
甚
麼
來
應
付
能
源
問
題
？

	
	
-	
有
哪
些
可
行
的
國
家
及
全
球
方
案
解
決
全
球
能
源
問
題
？

	
	
-	
我
們
在
家
中
和
學
校
可
以
做
些
甚
麼
？
個
人
的
力
量
是
否
有
用
？

特
定

例
子
	

•
	英
國
的
風
力
發
電
場

	
•
	中
國
的
水
力
發
電

	
•
	巴
西
的
生
物
燃
料

知
識
	

•
	全
球
的
主
要
能
源
類
型
：
再
生
及
非
再
生
能
源

	
•
	全
球
的
能
源
生
產
和
消
耗
形
態
及
其
引
發
的
經
濟
和
政
治
衝
突

	
•
	使
用
非
再
生
能
源
（
特
別
是
化
石
燃
料
和
木
材
燃
料
）
的
代
價
和
好
處

	
•
	再
生
能
源
的
好
處
和
限
制

	
•
	較
發
達
國
家
和
欠
發
達
國
家
能
源
問
題
的
主
要
異
同

	
•
	使
用
核
能
的
利
弊
和
其
在
未
來
能
源
供
應
中
日
益
重
要
的
角
色



48

	
•
	解
決
全
球
能
源
問
題
的
本
地
、
國
家
和
全
球
方
案
，
包
括
減
低
能
源
需
求
、
更
有
效
地
使
用
能
源
、
發
展

	
	
新
的
節
能
和
再
生
能
源
技
	術
、
新
的
建
築
設
計
和
技
術
、
採
用
更
有
能
源
效
益
的
系
統
（
例
如
：
集
體
運

	
	
輸
系
統
）

	
•
	個
人
在
節
約
和
保
育
能
源
方
面
能
採
取
的
行
動
，
例
如
：
有
效
地
減
低
能
源
的
使
用
、
改
變
生
活
方
式
和

	
	
消
費
模
式

技
能
	

•
	從
一
定
數
量
的
資
訊
中
，
識
別
某
一
國
家
特
定
的
能
源
問
題
，
並
設
計
探
究
步
驟
來
尋
找
解
決
問
題
的
方
法

	
•
	以
列
表
形
式
，
概
述
支
持
和
反
對
核
能
的
論
點

	
•
	繪
製
圓
瓣
圖
，
以
展
示
某
一
國
家
各
種
主
要
能
源
佔
全
國
能
源
總
產
量
的
百
分
比

	
•
	繪
製
流
程
圖
，
以
顯
示
全
球
石
油
的
運
輸
模
式

	
•
	繪
製
比
例
棒
形
圖
，
以
顯
示
某
一
時
段
內
各
類
能
源
生
產
百
分
比
的
改
變

	
•
	運
用
地
理
信
息
系
統
，
在
世
界
地
圖
中
插
入
比
例
棒
形
或
圓
形
圖
，
以
顯
示
全
球
不
同
大
洲
/
地
區
各
類

	
	
能
源
的
消
耗
量

	
•
	在
學
校
/
本
區
進
行
一
次
問
卷
調
查
，
以
蒐
集
對
在
廣
東
省
興
建
核
電
廠
的
意
見

	
•
	根
據
地
圖
及
照
片
證
據
描
述
開
採
化
石
燃
料
（
例
如
：
煤
和
石
油
）
所
引
起
的
環
境
問
題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願
意
對
能
源
保
育
負
責

	
•
	明
白
要
節
約
能
源
，
就
必
須
改
變
個
人
的
生
活
方
式
和
習
慣

	
•
	關
注
中
國
面
對
的
能
源
問
題

	
•
	明
白
為
甚
麼
不
同
地
方
的
民
眾
對
能
源
問
題
有
不
同
的
反
應

	
•
	察
覺
到
個
人
行
動
對
解
決
能
源
問
題
的
局
限
性
，
並
明
白
需
要
一
籃
子
的
方
案
來
應
付
能
源
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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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地

理
角

度
看

疾
病

—
面

對
一

個
正

在
蔓

延
的

危
機

 非
典
型
肺
炎
、
禽
流
感
和
最
近
期
的
人
類
豬
型
流
感
的
遺
害
，
令
到
將
研
習
傳
染
病
加
入
本
地
地
理
課
程
變
得
順
理
成
章
。
隨

著
全
球
化
的
程
度
日
漸
增
加
，
傳
染
病
的
蔓
延
並
不
會
受
國
界
的
限
制
，
而
且
在
原
則
上
每
一
個
人
都
會
受
到
影
響
。
地
理
有
助
從
空

間
的
角
度
解
讀
這
正
在
蔓
延
的
危
機
，
並
讓
學
生
把
學
習
得
到
的
知
識
應
用
到
日
常
生
活
中
。
學
生
在
地
理
研
習
傳
染
病
並
不
須
要
掌

握
深
奧
的
醫
學
或
病
理
學
知
識
，
他
們
的
研
習
重
點
是
疾
病
的
分
布
和
蔓
延
的
形
態
、
住
在
不
同
疫
區
的
民
眾
面
對
風
險
的
反
應
和
行

為
，
以
及
在
本
地
、
國
家
和
國
際
層
面
所
應
採
取
的
疾
控
措
施
。
再
者
，
透
過
繪
製
傳
染
病
爆
發
和
蔓
延
的
地
圖
，
學
生
可
以
學
習
如

何
識
別
形
態
、
連
繫
和
關
係
，
發
展
多
種
地
圖
繪
製
和
闡
釋
的
技
能
，
以
及
培
養
對
統
計
數
據
的
敏
感
度
。
這
些
基
本
的
地
理
技
能
可

以
幫
助
學
生
對
有
關
健
康
的
危
機
和
個
人
衛
生
的
管
理
作
出
具
見
識
的
決
定
，
是
減
低
傳
染
病
威
脅
非
常
重
要
的
第
一
步
。
本
單
元
亦

培
養
學
生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讓
他
們
同
情
受
到
傳
染
病
感
染
的
民
眾
，
並
鼓
勵
他
們
嘗
試
了
解
個
人
、
社
區
和
全
球
性
議
題
是
如
何

緊
扣
在
一
起
。
而
最
重
要
的
是
學
生
願
意
審
視
和
反
思
個
人
應
如
何
為
全
球
福
祉
而
付
諸
行
動
。

 教
師
在
教
授
本
單
元
予
能
力
水
平
一
般
的
學
生
時
，
可
集
中
研
習
某
一
種
傳
染
病
。
不
論
選
擇
了
那
一
種
傳
染
病
，
教
師
務
必
令

學
生
知
道
不
同
的
傳
染
病
在
不
同
的
地
方
，
它
們
的
蔓
延
和
產
生
的
影
響
都
會
不
同
。
這
種
差
異
在
較
發
達
國
家
和
欠
發
達
國
家
中
尤

其
明
顯
。
若
果
學
生
的
能
力
較
佳
，
教
師
可
進
一
步
鼓
勵
他
們
審
視
為
何
傳
染
病
對
兒
童
和
欠
發
達
國
家
的
民
眾
傷
害
性
較
大
。
另
一

個
有
趣
的
探
究
重
點
可
以
是
探
討
某
些
傳
染
病
在
較
發
達
國
家
蔓
延
得
較
快
和
較
廣
泛
的
原
因
。
對
能
力
最
好
的
學
生
而
言
，
一
個
比

較
兩
種
傳
染
病
的
蔓
延
、
分
布
和
影
響
的
研
究
可
以
更
好
地
發
揮
他
們
的
潛
能
。
教
師
亦
可
以
鼓
勵
這
些
學
生
思
考
地
理
對
探
討
傳
染

病
此
一
個
全
球
性
議
題
可
以
作
出
何
種
貢
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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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教
學
時
間
：
1
0
-1
2
小
時

問
題

指
引
	

•
	為
甚
麼
在
同
一
時
間
我
們
這
麼
多
人
生
病
？

	
	
-	
何
謂
傳
染
病
？
它
們
有
何
特
徵
？

	
	
-	
哪
些
是
全
球
最
常
見
的
傳
染
病
？

	
	
-	
它
們
有
多
少
可
以
在
香
港
找
到
？

	
•
	這
種
疾
病
是
如
何
蔓
延
？

	
	
-	
被
選
作
研
習
的
疾
病
最
後
一
次
爆
發
的
源
頭
在
哪
裏
？

	
	
-	
該
疾
病
最
後
一
次
爆
發
時
的
蔓
延
模
式
是
怎
樣
的
？

	
	
-	
為
何
該
疾
病
以
此
種
方
式
蔓
延
？

	
	
-	
此
種
疾
病
的
蔓
延
模
式
是
否
令
香
港
較
其
他
地
方
更
易
受
感
染
？
為
何
如
此
？

	
•
	為
甚
麼
在
不
同
的
地
方
傳
染
病
帶
來
的
威
脅
及
影
響
會
有
所
不
同
？

	
	
-	
被
選
作
研
習
的
疾
病
，
它
的
全
球
爆
發
和
導
致
人
命
傷
亡
的
模
式
是
怎
樣
的
？

	
	
-	
	其
他
常
見
的
傳
染
病
又
如
何
？
模
式
是
否
相
同
？
為
甚
麼
是
這
樣
的
？

	
	
-	
	為
何
傳
染
病
所
引
致
的
死
亡
多
發
生
在
欠
發
達
國
家
？

	
•
	我
們
是
否
安
全
？
若
否
，
我
們
可
以
做
些
甚
麼
？

	
	
-	
我
們
可
以
如
何
防
止
傳
染
病
蔓
延
至
香
港
及
在
本
地
散
播
？

	
	
-	
為
何
我
們
應
該
關
注
受
傳
染
病
感
染
的
民
眾
？

	
	
-	
我
們
可
以
怎
樣
幫
助
他
們
？

特
定

例
子
	

•
	流
行
性
感
冒
（
例
如
：
人
類
豬
型
流
感
、
禽
流
感
）

	
•
	愛
滋
病

	
•
	肺
結
核

知
識
	

•
	傳
染
病
的
定
義
及
其
特
性

	
•
	可
以
在
香
港
找
到
的
全
球
常
見
的
傳
染
病

	
•
	被
選
作
研
習
的
傳
染
病
的
蔓
延
和
分
布
及
其
對
個
人
和
社
會
的
影
響

	
•
	在
不
同
的
疫
區
內
（
包
括
香
港
）
民
眾
對
疫
情
的
反
應
和
所
採
取
的
冒
險
行
為

	
•
	香
港
及
其
他
地
方
對
被
選
作
研
習
的
傳
染
病
所
採
取
的
疾
控
措
施

	
•
	因
為
成
本
及
其
他
問
題
（
例
如
：
管
理
不
善
）
導
致
疾
控
措
施
在
成
效
上
出
現
的
限
制

	
•
	減
低
感
染
風
險
的
個
人
衛
生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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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
種
全
球
最
常
見
傳
染
病
在
蔓
延
和
分
布
上
的
異
同

	
•
	傳
染
病
在
不
同
地
方
和
對
不
同
年
齡
組
別
在
蔓
延
、
分
布
及
影
響
上
出
現
差
異
的
原
因

	
•
	全
球
化
、
運
輸
網
絡
和
傳
染
病
的
蔓
延
的
關
係

技
能
	

•
	規
劃
如
何
搜
尋
有
關
傳
染
病
的
蔓
延
和
分
布
的
資
料
和
數
據

	
•
	從
地
圖
及
統
計
數
據
觀
察
及
闡
釋
有
關
傳
染
病
的
蔓
延
和
分
布
的
地
理
形
態
、
趨
勢
及
關
係

	
•
	從
已
分
析
的
數
據
中
總
結
出
控
制
傳
染
病
的
蔓
延
和
分
布
的
主
要
因
素

	
•
	運
用
地
理
信
息
系
統
軟
件
繪
製
電
子
地
圖
，
以
顯
示
傳
染
病
的
蔓
延
路
徑

	
•
	閱
讀
及
闡
釋
不
同
地
方
的
氣
候
圖
，
以
識
別
氣
候
與
傳
染
病
的
蔓
延
和
分
布
的
關
係

	
•
	繪
製
等
值
區
域
圖
，
以
標
示
全
球
不
同
地
區
的
不
同
經
濟
發
展
水
平
，
並
以
此
圖
與
傳
染
病
的
全
球
蔓
延

	
	
形
態
作
比
較
，
識
別
經
濟
發
展
與
傳
染
病
的
關
係

	
•
	運
用
合
適
的
圖
表
（
例
如
：
散
布
圖
和
棒
形
圖
）
顯
示
年
齡
組
別
與
傳
染
病
的
關
係

	
•
	運
用
在
互
聯
網
上
的
電
子
及
互
動
的
繪
圖
工
具
（
例
如
：
G
o
o
gl
e和

W
o
rl
d
M
ap
p
er
）
展
示
有
關
傳
染

	
	
病
的
電
子
數
據
和
形
態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察
覺
到
全
球
化
的
急
劇
擴
張
引
致
全
球
環
境
改
變
，
以
及
此
種
改
變
對
傳
染
病
的
蔓
延
可
能
造
成
的
影
響

	
•
	關
注
傳
染
病
對
我
們
的
社
會
、
國
家
和
全
世
界
所
造
成
的
傷
害

	
•
	明
白
在
不
同
地
方
的
民
眾
對
傳
染
病
有
著
不
同
的
觀
感
，
而
這
些
差
異
可
能
影
響
他
們
對
此
議
題
的
反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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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洋

有
難

 海
洋
覆
蓋
地
球
百
分
之
七
十
的
表
面
，
對
我
們
的
天
氣
與
氣
候
、
水
循
環
、
地
形
、
糧
食
與
資
源
的
供
應
、
運
輸
、
貿
易
與
經

濟
發
展
都
有
巨
大
的
影
響
。
鑑
於
海
洋
的
重
要
性
及
其
與
人
類
生
活
的
密
切
關
係
，
學
生
應
對
這
些
水
體
有
更
多
的
認
識
。
本
單
元
旨

在
使
學
生
對
世
界
主
要
的
海
洋
、
它
們
的
區
位
及
其
重
要
性
有
基
本
的
認
識
。
此
外
，
學
生
須
清
楚
了
解
人
類
活
動
對
海
洋
所
造
成
的

問
題
，
以
及
這
些
問
題
所
帶
來
的
負
面
影
響
。
透
過
討
論
如
何
可
持
續
地
運
用
海
洋
資
源
，
學
生
亦
可
以
學
習
到
有
關
資
源
管
理
的
概

念
。
在
訓
練
技
能
方
面
，
學
生
透
過
了
解
主
要
海
洋
及
海
洋
資
源
的
分
布
，
從
而
發
展
一
些
基
本
的
地
理
技
能
，
例
如
：
尋
找
不
同
地

方
的
區
位
及
閱
讀
經
緯
度
。
學
生
更
可
學
習
闡
釋
不
同
種
類
的
圖
形
、
圖
表
及
統
計
數
據
。
雖
然
本
單
元
的
重
點
是
在
全
球
的
層
面
，

教
師
亦
可
安
排
一
些
本
地
的
參
觀
或
實
地
考
察
，
讓
學
生
了
解
香
港
的
海
洋
資
源
、
人
類
對
海
洋
所
造
成
的
負
面
影
響
及
一
些
保
護
海

洋
環
境
的
補
救
措
施
。
透
過
研
習
本
單
元
，
學
生
應
學
會
欣
賞
海
洋
的
美
態
，
並
理
解
到
保
育
及
維
護
海
洋
資
源
是
需
要
個
人
的
努
力

和
國
際
間
的
合
作
。

 教
師
應
確
保
所
有
學
生
對
全
球
海
洋
資
源
（
尤
其
是
魚
穫
、
能
源
及
礦
物
資
源
）
的
分
布
有
基
本
的
認
識
。
為
加
強
學
生
的
全
球

視
野
，
教
師
應
選
取
世
界
不
同
地
方
的
合
適
例
子
，
來
幫
助
學
生
明
白
人
類
如
何
和
為
何
破
壞
海
洋
，
以
及
人
類
為
了
保
護
海
洋
而
須

要
採
取
的
措
施
。
由
於
南
海
鄰
近
香
港
，
教
師
可
以
此
為
例
，
展
示
過
度
捕
魚
及
開
採
石
油
和
天
然
氣
所
帶
來
的
問
題
。
對
能
力
較
高

和
對
此
課
題
有
更
深
興
趣
的
學
生
，
教
師
可
考
慮
利
用
兩
個
較
遠
離
香
港
的
例
子
	—

	北
海
和
地
中
海
，
作
補
充
學
習
之
用
。
教
師
更
可

挑
戰
這
些
能
力
較
高
的
學
生
，
著
他
們
比
較
不
同
國
家
在
維
護
海
洋
資
源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中
所
採
取
的
不
同
措
施
，
也
可
考
慮
要
求
學

生
對
一
個
有
關
海
洋
資
源
的
議
題
，
例
如
：
北
海
捕
魚
水
域
的
糾
紛
或
東
海
開
採
天
然
氣
的
糾
紛
，
作
深
入
的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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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教
學
時
間
：
8
-1
0
小
時

問
題

指
引
	

•
	海
洋
如
何
支
持
地
球
上
的
生
物
？

	
	
-	
甚
麼
是
「
洋
」
？
甚
麼
是
「
海
」
？

	
	
-	
主
要
的
大
洋
和
大
海
在
哪
裏
？

	
	
-	
甚
麼
是
海
洋
生
態
系
統
？
為
何
它
對
我
們
如
此
重
要
？

	
•
	人
類
如
何
運
用
海
洋
？

	
	
-	
有
哪
些
主
要
的
海
洋
資
源
？
它
們
在
哪
裏
？

	
	
-	
人
類
如
何
利
用
這
些
資
源
？

	
	
-	
海
洋
對
人
類
還
有
哪
些
功
用
？

	
•
	我
們
的
海
洋
受
甚
麼
問
題
影
響
？

	
	
-	
甚
麼
是
過
度
捕
魚
？
它
帶
來
甚
麼
影
響
？

	
	
-	
海
是
怎
樣
被
污
染
的
？
大
部
分
的
海
洋
污
染
來
自
哪
裏
？

	
	
-	
海
洋
污
染
帶
來
甚
麼
後
果
？

	
•
	有
甚
麼
辦
法
可
拯
救
海
洋
？

	
	
-	
可
以
如
何
解
決
海
洋
的
問
題
？

	
	
-	
為
何
國
際
合
作
對
解
決
問
題
如
此
重
要
？

	
	
-	
香
港
做
了
些
甚
麼
？

特
定

例
子
	

南
海
、
北
海
、
地
中
海

知
識
	

•
	洋
與
海
的
分
別

	
•
	主
要
的
大
洋
（
包
括
太
平
洋
、
大
西
洋
、
印
度
洋
、
北
冰
洋
）
和
大
海
（
例
如
：
白
令
海
、
黑
海
、
加
勒

	
	
比
海
、
紅
海
）
的
分
布

	
•
	生
態
系
統
的
簡
介
：
投
入
、
產
出
、
過
程
、
能
量
流
動
、
養
分
循
環
、
食
物
鏈

	
•
	海
洋
作
為
海
洋
生
態
系
統
及
它
在
維
持
人
類
的
生
存
和
福
祉
的
重
要
性

	
•
	主
要
的
海
洋
資
源
種
類
，
包
括
糧
食
（
魚
和
其
他
海
產
）
、
能
源
（
石
油
、
天
然
氣
、
風
及
潮
汐
能
）
及

	
	
礦
物
，
以
及
它
們
的
分
布
形
態

	
•
	海
洋
對
人
類
的
用
處
，
例
如
：
貿
易
和
運
輸
、
康
樂
及
廢
物
處
理

	
•
	過
度
捕
魚
的
定
義

	
•
	在
一
些
特
定
的
地
點
中
，
例
如
：
南
海
、
北
海
和
地
中
海
，
過
度
捕
魚
對
海
洋
生
態
系
統
及
人
類
的
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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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洋
污
染
的
來
源
，
例
如
：
污
水
排
放
、
漏
油
及
海
上
運
輸

	
•
	海
洋
污
染
的
後
果

	
•
	減
低
人
類
利
用
海
洋
所
帶
來
負
面
影
響
的
措
施

	
•
	可
持
續
地
開
發
和
管
理
海
洋
資
源
的
可
行
方
法

	
•
	透
過
國
際
力
量
和
合
作
來
拯
救
海
洋
，
以
及
當
中
所
遇
到
的
問
題

技
能
	

•
	使
用
地
圖
集
找
出
世
界
上
主
要
的
大
洋
和
大
海

	
•
	描
述
專
題
地
圖
所
顯
示
的
海
洋
資
源
的
分
布
形
態

	
•
	閱
讀
及
闡
釋
顯
示
海
洋
資
源
的
生
產
與
消
耗
的
圖
形
、
圖
表
或
統
計
數
據

	
•
	從
不
同
途
徑
蒐
集
與
人
類
利
用
海
洋
帶
來
負
面
影
響
有
關
的
資
料

	
•
	運
用
互
聯
網
搜
尋
有
關
國
際
或
非
政
府
組
織
在
保
育
海
洋
資
源
和
對
抗
海
洋
問
題
的
工
作
資
料

	
•
	參
觀
一
個
本
地
的
海
洋
保
育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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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定
義
的
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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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課程規畫

本章為協助學校與教師因應學生的需要、興趣和能力，以及學校實際情況，
發展一個靈活和均衡的課程提供指引。

 

3 . 1  主導原則

教師應規畫和制訂一個均衡和連貫的課程，讓學生能積極地進行地理探究。
以下為課程規畫的一些主要的主導原則，供教師參考：

(a)	 教師在整個規畫過程中應先考慮：課程的理念、學生的需要、學校的情況和地	
	 理的學科特性。
(b ) 	 根據學生在基礎教育階段所得的知識和經驗，決定初中前期學習單元的基調。
(c ) 	 確保學生在初中前期能掌握主要的地理概念，以幫助他們理解其他的相關
	 概念。
(d ) 	 安排課程單元的先後次序，確保早期的學習能為後期的學習打下基礎。
(e ) 	 考慮課程應為不同能力的學生帶來足夠的挑戰。
( f ) 	 兼顧完成初中後不再修讀地理科的學生，以及將會在高中繼續修讀地理科	
	 的學生的需要，給他們一個連貫的地理學習經驗。

3 . 2  規劃策略

根據上述的原則，初中地理科的規畫重點在於（ a）令學習更有意義；
（b）依循一個合理的進程來制訂課程，確保學生在小學、初中及高中的學習能
順利銜接；以及（c）照顧擁有不同能力和性向的學生。本課程採用探究式學習
取向和引入地理議題及問題就是為了達到上述目的。

3 . 2 . 1   令學習更有意義

要令學習變得更有意義，其中一個做法就是把學生的日常生活經驗與學習聯
繫起來，幫助他們找到學習的意義。為此，教師應幫助學生把他們對世界的體驗
帶到課堂的學習中，進而把課堂所學應用到日常生活中。簡而言之，就是在生活
中學習和為生活而學習。這正是本課程採用探究式學習取向和引入地理議題及問
題的其中一個主要目的。

議題探究除了為學生提供真實的生活情境，讓地理概念和知識的學習變得更
有意義外，它更提供更多機會讓學生建立積極的價值觀和態度，以及發展他們的
全球視野和培養公民意識。相比其他課程架構，這種課程設計更能夠幫助學生發
展地理能力、共通能力和基本能力。而且因為這種課程有較大的靈活性和較強的
社會聯繫，所以更能照顧在能力、興趣和需要上有著更大差異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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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 2   小學及高中教育的銜接

對大部分的初中學生來說，地理是一個新科目，可是他們在小學時已學會了
一些與地理相關的基礎概念，因此教師應確保學生學習的延續性。一個有延續性
的課程設計應具備以下的特性：

•	制訂及連繫學生的經驗；
•	令學生的知識能建構於過往的經驗和學習上；及
•	幫助學生有系統地學到和發展地理知識、理解、技能及價值觀。

在小學教育中，尤其是在常識科，學生已學到一些與地理相關的概念，例
如：保育、人與環境及生物與環境的相互依存等，這些概念大部分都包括在小學
常識科學習範疇二中。因此，初中地理教師應根據這些基本知識來規劃中一至
三的課程。此外，教師更應留意初中地理課程是有責任為學生修讀高中課程作準
備，為了確保能順利銜接，這課程應：

•	涵蓋必須學習元素（參閱第2 . 5節）；
•	在教學上採用探究式學習；
•	強調核心技能的發展；及
•	著重培養積極的價值觀和態度。

 3 . 2 . 3   照顧學習差異

由於每個學生都有他們的獨特學習型態，因此，他們的學習方法、速度、所
遇到的難題和能夠達至的程度也會不同，而課程規劃就是其中一個介入的方法，
令學生能充分發揮他們的潛能。以下是在規劃初中地理課程以照顧學習差異時可
考慮的原則：

•	預先介定清晰的學習目標和學習成果，包括學生的知識、理解和技能；
•	運用多元化的教學策略來調適學生的學習經驗；
•	提供多元化的作業和活動，以致學生能有不同的學習機會和達至不同的學習
	 成果；
•	提供不同速度和深度的學習機會；
•	引用不同的策略來評估學生的學習；
•	為學生的學習成果提供有效的回饋，為學生將來的學習訂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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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在設計上已加入供教師照顧學習差異的機制，教師可根據不同班別
學生的需要、能力和興趣去改變教學的內容、範圍和深度。對於一些需要特別照
顧的學生來說，教師可將課程內容減至只涵蓋六個核心單元，而關注點應放在為
每一名學生提供大量獲取和掌握在本課程指引第2 . 5節所列舉的必須學習元素的
機會。對大多數學生來說，教師應根據本課程指引的建議，在三年內完成九個單
元，即選擇六個核心單元和三個選修單元。如教學時間許可，教師更可考慮為能
力和學習動機較好的學生多教一些選修單元；可是，教師應清楚考慮學生多學一
些單元是否可帶來好處，因為學習的質素和效能，遠比教授的單元數目重要。

另一個課程剪裁的方法是減少或擴闊教學範圍。教師可根據學生的能力，將
教學內容縮減至甲部的單元只教授香港的個案、乙部中國的個案及丙部一個特定
例子。下表綜合了不同可行的組合：

 
不同教學範圍的組合

甲部單元	 •	只有香港個案
	 •	香港個案	+ 	中國的特定例子
	 •	香港個案	+ 	中國的特定例子	+ 	亞洲的特定例子
	 •	香港個案	+ 	中國的特定例子	+ 	亞洲的特定例子
	 	 + 	世界的特定例子

乙部單元	 •	只有中國個案
	 •	中國個案	+ 	亞洲的特定例子
	 •	中國個案	+ 	亞洲的特定例子	+ 	世界的特定例子

丙部單元	 •	只有一個特定例子
	 •	兩個特定例子
	 •	三個特定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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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亦可調節教學的深度來剪裁課程。每個單元的兩個引言段落提供了一些
建議。以「控制沙塵—對抗荒漠化和沙塵暴的持久戰」這單元為例，它的引言段
落列明該單元的主要重點，包括：

•	知識及理解
	 - 	荒漠化的全球分布形態及受沙塵暴影響的主要地區
	 - 	在中國北部出現荒漠化及沙塵暴的成因及影響
	 - 	控制擴展中的沙塵的措施

•	技能
	 - 	描述地圖中的分布形態
	 - 	闡釋衛星圖像
	 - 	在實地進行地理探究
	 - 	運用地理信息系統作地理分析

•	價值觀和態度
	 - 	建立對國家的歸屬感
	 - 	學會明白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及
	 - 	願意為更好的環境作出合適的行動

以上的學習元素是所有學生必須掌握的。對於能力較高的學生，教師可引
入較詳盡的個案研習，探討有關擴展中的荒漠沙塵如何影響澳洲和撒哈拉等地居
民，他們更可引導學生研習欠發達國家與較發達國家在處理沙塵問題上的異同。
教師應善用這引言段落來剪裁適合學生的不同能力、興趣和需要的課程。

3 . 2 . 4   開設選修單元的考慮

學校應提供選修單元以照顧學生的需要和興趣、提供一個循序漸進的學習、
確保核心與選修單元之間的緊密聯繫，以及考慮學校的情況，包括教師的專長、
設施和器材的配置及其他資源的配合。最好的策略應是在上述的因素間取得平
衡。

在選擇選修單元時，教師應清楚了解各單元的目標及重點，尤其是所包含的
主要概念和知識、技能及價值觀和態度，以致學生在修讀選修單元時，能補充在
核心單元所學到的，以達至課程的學習目標。



59

學生的興趣、能力和需要當然是另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對一些喜歡新意念
和經驗及好尋根究底的學生來說，有關「旅遊地理」及「疾病地理」的單元是很
好的選擇；對於一些需要教師更多照顧及會在高中修讀地理的學生來說，能為高
中地理課程提供一個螺旋式的緊密聯繫及提供更直接和堅實經驗的單元，如有關
「氣候變化」及「荒漠化」的單元，可能會更適合這些學生。

教師應明白一個好的課程應是具前瞻性的，而且能讓學生面對一些全新的挑
戰。此外，更重要的是教師應為學生提供基礎的知識和技能，令他們有機會去探
索知識的新領域和了解新的發展動向，這些都是選擇選修單元時，教師需要考慮
的因素。

3 . 2 . 5   學習與評估的配合

評估是教學過程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除了評核學生的成績外，還可以為學生
提供進一步學習的機會。進展性評估能讓教師即時就學生的表現，對學生的需要
及期望作直接的回饋，也為學生提供一個學習進度的指標，幫助他們制訂日後研
習的目標。教師更可利用這些資料來評估學生的學習進度（學生所認知、理解及
能夠做到的東西），以致能計畫學生下一步的學習。

3 . 3  課程組織

有別於19 9 8年所推行的中一至中三課程，本課程的單元在三年的初中課程
中是沒有特定的教學次序，教師可根據第3 . 3 . 1節中所提及的學習進程的原則來
組織課程。由於學校會採用不同類型的綜合課程來組構初中的課程，因此，本課
程指引在第3 . 3 . 2節中提供了一些建議，讓學校剪裁自己的課程以配合它們的校
本課程。

3 . 3 . 1   學習進程

學習進程描述了學生在學習上如何進展，當教師規劃這三年課程的學習進程
時，他們可考慮：

•	學生的成長過程（智能、社交及生理）；
•	建基於學生已有經驗及學習成果；
•	聚焦於他們當時預期可以做到的；
•	以學習活動配合學生的能力及讓學生能進階到學習的另一個階段（例如：由

較具體到較概括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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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課程中，有一些單元是與學生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有些單元所涉及
的概念是較為具體的；不同單元的地域覆蓋也不同，有些議題是本地的，有些是
本國本區的，有些更是全世界的。教師可根據以下幾方面規劃地理學習的進程：

•	循序漸進地將不同的地方、景觀、地理情況及人類活動加入課程中，使學習
內容的闊度增加；

•	根據學生在處理複雜和抽象事物的能力而增加學習內容的深度；
•	配合學生認知能力的進展而設計一個漸進的技能發展，當中包括一些特定技

巧的應用及探究時所採用較為普遍的策略；
•	連繫學生討論、理解及診斷議題的能力而循序漸進地發展他們的價值觀和態

度。學生應有機會去理解人們的價值觀和態度能如何影響他們的行為及發展
出他們自己的見解。

根據上述的原則，下表建議了核心單元的教學次序：

年級 核心單元 1  核心單元 2

	 更抽象
 
	 1 	 明智地運用城市空間	 與自然災害共處	 本地
 
	 2 	 糧食問題—我們能養	 水的煩惱—	
  活自己嗎？  太多與太少
 
	 3 	 爭奪能源	 製造業的全球轉移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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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 2   為校本綜合課程進行課程剪裁

近年，香港的學校採用了不同的課程模式來規劃他們的初中個人、社會及人
文教育課程。對於那些採用了全綜合模式來組構他們的中一至中三個人、社會及
人文教育課程的學校來說，地理教師應與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的統籌
主任或相關科目（例如：綜合人文科）的科主任溝通，好讓他們能確保本課程所
羅列的必須學習元素，已包涵在初中綜合課程之中。對於那些在中一、二提供了
綜合課程而在中三開設獨立地理課程的學校來說，地理教師便需要剪裁一個一年
制的中三地理課程，以確保所有修讀高中課程的學生已掌握了初中地理的必須學
習元素。在第95 - 1 0 9頁中的附錄一是一個詳細的例子，展示了一所在中一、二
開設綜合人文科和中三地理課程的學校，如何規劃他們一年制的地理課程。簡單
來說，負責規劃中三地理課程的教師依從下列的步驟進行規劃：

(a ) 	 辨識在中一、二的綜合人文課程中已涵蓋了的基礎地理知識和概念及核心
地理技能；

(b ) 	 標示出在中一、二的綜合人文課程中未能涵蓋的基礎地理知識和概念及核
心地理技能；

(c ) 	 在本課程中選取出會涵蓋那些未有教授的基礎地理知識和概念及核心地理
技能的單元；教師應避免選取那些在中一、二的綜合人文課程中已教授過
的課題；

(d ) 	 根據學生的興趣和所有的教學時間選取合適的單元；教師可調適或修訂單
元的內容以補充中一、二的綜合人文課程的缺漏。

無論學校採用了哪一種的課程規劃模式，教授高中地理的教師也應知道初中
課程曾教授過哪些知識、技能和態度，以便他們可以更好地規劃高中地理課程。

3 . 4  課程統籌

3.4 . 1   了解課程及學習情景

教師在制訂學校的地理課程時，除本課程及評核指引外，亦須參考課程發展
議會編訂的《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20 0 2），確保本地
理課程與其他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的科目能涵蓋了這學習領域的六個範疇。此
外，教師應了解學校的期望、使命、強項和政策，以及學生的特性，特別是他們
的學習能力、興趣和需要。教師亦須留意社會文化和不斷轉變的需求，採取靈活
的策略來制訂和統籌地理課程。



62

3 . 4 . 2    加強專業發展

為了有效管理學校的地理課程，地理科教師	—	 特別是科主任	—	 可考慮建
立一個有效的專業發展機制。由於有部分教授初中地理的教師未必是主修地理
的，因此學校應為他們提供更多支援。其中一個方法是加強地理教師的協作，
如共同備課、小組教學、同組教師互相觀課等。這些做法可以讓教師交流經驗及
彼此關懷。課堂內的協作，不論是小組教學或是同儕觀摩，只要教師之間能夠有
充足的信任、溝通和支持，都會有助教師的專業發展。此外為較為封閉的課堂環
境引入「外人」可以帶來新的視野，教師們可發現任課教師間或察覺不到的「盲
點」，	再加上跟進討論和反思，教師專業發展之路會變得更寬闊和順暢。

3 . 4 . 3    跨科協作

由於科目本身的特質，地理科較容易與其他科目合作發展跨科學習，藉此幫
助學生發展很多高中學科所需的多角度思考能力。地理教師可與歷史科及生活與
社會科的教師設計以「城市」、「糧食」和「工業」為題的跨科學習單元，教師
可將這些題目與歷史科的「二十世紀香港的成長和發展」及生活與社會科的「全
球城市」、「中國的經濟概況」和「國際間的相互依存」整合，讓學生透過研習
相關的議題而發展多角度思考，並應用在不同學科所學習到的知識和技能。

科學科是另一個可以發展跨科學習的伙伴。科學科的一些課題，如「能
量」、「生物與空氣」及「觀察生物」所學習到的概念，提供了背景知識讓學生
能更透徹地理解一些地理課題，如「氣候變化」、「能源」及「海洋」。教師可
鼓勵學生進行跨科專題研習，好讓他們能更全面地探討與這些課題相關的議題。

3 . 4 . 4   安排課室以外的學習

為了令學習更有意義和具體，教師可考慮組織一些課室以外的學習活動，好
讓學生能將課堂中所學到的聯繫到現實世界的經驗上。本課程指引各單元的「技
能」部分，建議了一些課室以外的學習活動。這些活動包括實地考察、參觀和小
型的調查，所到的地點除了是一些較遙遠的地方外，更可是在學校範圍或鄰近學
校的地區。從課程規劃的角度看，教師在組織這些活動時應考慮以下各點：

•	這些活動可否達到課程的目標？
•	它佔用了多少上課的時間？
•	它應在正常上課的時間舉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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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學習與教學

 
在地理知識不斷推陳出新的同時，地理教育亦在二十世紀首先從描述式、區

域性的取向走向實證主義、科學化和系統化，時至今日則以議題和探究為本。同
樣地，地理教育工作者對獲取知識也有新的看法，從著重「背誦和複述資訊的能
力」到著重「蒐集並善用資訊的能力」。地理知識須由學生通過自己與世界及其
他人的互動而建立起來。

地理學習的重點不再局限於學生應該學些甚麼，還包括學生的學習過程和引
發學習的因素。因為每一個學生對學習所顯示的快樂和投入程度(例如：知識、
理解及技能)、興趣(包括現在及潛在的)和學習特性(包括強項、弱項及學習偏好
和風格)都各有不同，所以教師宜使用多種教學策略，一方面配合學生在學習方
法上的差異，同時讓地理研習既重視掌握知識，又強調發展技能。基於此，本章
提供有效教授本中一至三地理課程的指引，供教師參考。

4 . 1  主導原則

以下是制訂有效的初中地理教學策略的主導原則：

(a ) 	 教師應該為學習能力、需要和興趣各異的學生用上多元化的教學風格、策
略和活動。

(b ) 	 教師在規畫學習活動時，必須注意學生已有的知識和經驗。為了完全掌握
有關學生預備程度、興趣和學習特性，我們極為鼓勵教師於教授本課程的
每一議題前進行前期評估，以避免教學淪為「黑箱作業」。

(c ) 	 各學習活動應有清晰的學習目標，並在活動開始前讓學生知道。
(d ) 	 學生在課堂中的談話是引發學習的因素。教師應有效地利用提問和回饋，

促進課堂內的良好互動；教師也應在課堂營造互相支持的氣氛。
(e ) 	 為了做到有效的地理探究，教師應以學生探討問題為先，自己的正式講解

為次，而學生的問題和意見應成為課堂討論的焦點。
( f ) 	 教師設計學習活動時應按照課程內容來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與反思能力。
(g ) 	 教師應要求學生對學習的程序和方法作批判性反思，也應鼓勵學生為自己

的學習負責。
(h ) 	 師生應熟知各自在不同學習活動的角色，彼此的角色應有清楚的劃分。
( i ) 	 回饋與評估(特別是形成性的)屬教學中不可缺少的一環，在設定未來學習目

標時尤其需要如此(有關促進學習的評估的詳情，可參閱本指引的第五章)。
( j ) 	 教師應靈活地運用不同種類的資源，尤其是資訊科技(例如：地理信息系統)，

來支援學生學習。
(k ) 	 教師應採用不同的激勵策略來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利用時下的議題或熱

門新聞來開始地理探究與進行探究為本實地考察皆可有效提升學生研習地
理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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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 	 學生的學習能力、興趣和需要各有不同。教師設計學習活動和課業時，應
預留空間來配合不同的學習步伐和不同深度的課題，也要為學生提供不同
的學習機會，以取得不同的成果。教師也應採用不同的策略來評估學生的
學習情況。

 

4 . 2  取向與策略

初中地理旨在幫助學生掌握足夠的學科知識和技巧，為學生日後深造鋪路，
而同樣重要的是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除學科技能外，本課程亦
旨在幫助學生發展有利終身學習的各種共通能力和基本能力。

雖然現時有多種常用及相輔相成的教學法(例如：直接傳授教學法、探究式
教學法及共同建構式教學法)可有效地用來教授本課程，但因著下列其中一些關
於探究式教學法的優點，我們極力推薦教師選用這種教學法。

本課程中的所有單元皆是有關香港、我們的國家(中國)、我們的區域(亞洲—
太平洋)及全球的議題或問題，故此，以探究式教學法來教授這些議題是最佳的
方法。探究學習讓學生在調查的過程中掌握地理概念及知識。探究學習與傳統說
教方式的不同之處，在於探究學習讓學生透過解難和分析不同觀點或資料來獲取
知識，以及基於大量不同來源的資料(例如：書籍、剪報、錄像片段及網上資料)
作判斷。此外，這種方式更為學生提供大量的機會，用來鍛鍊各種共通能力及發
展正確價值觀和樂於探究的態度。

因為時事議題或問題常與學生的生活息息相關，探究式教學法的另一優點
是令學習變得更有趣和更有意義，從而推動學生學習。這對學習能力較弱的學生
而言，影響更為明顯。在教授本課程的各個單元時，教師可根據學生的學習準備
度、興趣和學習特性，引入不同規模的各種「特定例子」，進一步區分其教學策
略。

 

4 . 2 . 1    探究學習

探究學習可以激勵學生和幫助他們成為主動的學習者，懂得與隊員合作和進
行批判性和創意思考，並學會解決問題和作出決定。透過探究，學生可以有趣和
真實的方法掌握地理概念和知識。在推行地理探究時，教師應鼓勵學生提出地理
問題並自行找尋答案。根據獲取的資料和經驗，學生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思考議題
或問題。當學生參與議題研究時，他們能同時學會對自己的學習負更多責任。因
為學生學會自主學習，教師便更容易採用各種適異教學策略來解決有關學習差異
的問題。

教師可藉著某一富有空間及/或生態觀感的議題、問題或有趣的現象/形態
來開始地理的探究學習。在學生研習議題時，教師應帶領學生採用地理學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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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即「是甚麼」、「在哪裏」、「如何」、「為何」及「如果	 …	 …	 會
怎樣」來進行探討，讓學生建立堅實的地理觀。教師須向學生介紹主要的地理概
念和知識，幫助他們理解、闡釋和分析議題。下列的地理探究路線圖是很多探究
為本地理課堂常用的：

 步驟  問題指引
  的例子

	 ( 1 )
	觀察及	
	 觀念	

「是甚麼？	」

 

	 ( 2 ) 	
「是甚麼？	」 定義及	
及「在哪裏？	」	 描述	

  
 

 

 ( 3 )
	分析及	

「如何？	」及

	 解釋	
「為甚麼？	」

 

 ( 4 )
	評價、	

「甚麼可能？」

	預測及	
「將會怎麼樣？	」

	 決策	
「決定是甚麼？	」

  

 
 ( 5 )  「我的想法是甚麼？	」
個人評價	 、「為甚麼？	」及
	及判斷	 「我應做甚麼？	」

  詳情

•	從人與環境的相互關係中，意識到一個
議題或問題

 

•	概述該議題/問題，以及為其作出定義
•	找出與現有知識的聯繫
•	提問地理問題(即	5「W」)
•	建議合適的探究程序
•	為實地考察探究決定需要蒐集的數據及

證據
•	蒐集與探究相關的數據及資料
•	描述及演示所蒐集的數據/資料/證據

•	分辨相關及無關的數據
•	為數據及證據作分類及分析
•	提供解釋
•	決定是否需要額外或不同的數據/資料/

證據

•	評價探究的結果
•	作歸納或預測(如有)
•	建議替代行動(如有)
•	基於蒐集所得的證據及資料作出決定
•	作出結論並加以辨證

•	確定個人認為重要的價值觀
•	對議題作個人判斷(包括價值觀)
•	決定是否應採取行動，改變個人的生活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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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地理探究來進行初中地理教學時，教師的角色須由知識的傳授者轉為學
習的促導者。地理教師扮演促導者時應該：

•	幫助學生訂定合適的學習宗旨，找出最適當的方法達成目標；
•	協助學生培養良好的學習習慣，掌握學習策略和發展後設認知技能來監督本	
	 身的學習；
•	創造具啟發性及推動力的學習環境，提高學生的求知慾；
•	為學生(特別是那些有學習困難的學生)提供框架，以便他們有系統地組織他們	
	 的學習；及
•	建立互相支持、包容的學習社群，讓學生積極參與學習，不怕批評。
 
	 同樣道理，學生不應被動地吸收知識，他們要能夠：

•	為本身的學習訂定有意義而可行的目標；
•	主動諮詢教師意見，與同儕緊密合作及分享學習經驗；
•	對研習地理採取正面態度，縱然可能犯錯或遇到困難，仍能積極自信地學習；
	 及
•	反省自身的學習經驗，監察及評鑑個人的學習進度。

4 . 2 . 2    利用地圖學習

地圖（不論是紙地圖還是數碼地圖）是地理人的重要工具，是儲存、展示、
分析和交流人地信息的最有效媒介。通過利用地理信息系統疊置多層地圖圖層資
料，地圖可用來解決很多現實世界的問題，譬如找出一種傳染病的傳播途徑及分
析其對人與環境的可能影響。除了於學習上應用地圖外，地圖更可應用於我們的
日常生活中，例子包括利用互聯網上的「Goo g l e 	 M a p」及「Goo g l e 	 E a r t h」
找出路徑、區位及計畫我們的假期。換句話說，地圖閱讀技能是重要的生活技
能，所有學生都應學習。所以，地理教師應盡力確保學生在完成初中的研習後，
能掌握一定程度的地圖閱讀技巧。

教師不應把地圖技能當作獨立的課題來教授，而應在教授課程中的地理議題
和問題把有關的技巧融入其中。教師應透過規畫及建構課程，讓學生熟習地圖的
下列四種特性：

•	平面觀(視野和地形)；
•	排列(區位、方向和定向)；
•	比例(比例尺、距離和選擇)；
•	地圖術語(標誌、符號、文字和數字)。



67

地圖閱讀技能的訓練是要經過小心的規畫，由最基本的技巧如繪畫學生周遭
地方的簡單草圖開始，發展到計算及轉化(例如繪畫橫切面)資料數據，及至更複
雜的技能，如概述及辨認地圖上所顯示的形態及關係等。教師應鼓勵學生熟習不
同種類及比例的地圖。經過三年初中地理的研習後，學生應充分掌握可供他們應
付升讀高中地理及生活上所需的地圖閱讀技巧。有關這些在初中教育必須掌握的
地圖閱讀技能的詳情，教師應參閱本課程內「2 . 5 	 必須學習元素」及每個單元中
的「技能」部分。

4 . 2 . 3    實地學習

實地考察是地理的一項特點，長久以來也是地理教育的重要環節。它可被
視為任何在課室限制以外進行的活動。實地考察讓學生有機會在現實世界應用課
堂上學到的知識/概念，並且在考察時獲取新知識/概念。除了獲取和應用知識
外，學生在實地考察時更可發展多種技能，包括學科技能(譬如繪畫實地草圖和
土地利用圖)及共通能力(譬如解難、批判性思考)。實地考察使地理變得真實及有
趣，所以教師應為每位中一至中三的地理學生，在其三年的初中研習中提供一定
合理數量的實地考察經驗。教師可參閱本課程內「2 . 5 	 必須學習元素」及每個單
元中的「技能」部分，以了解在教授本課程時必須包含的各種實地考察技能的詳
情。

初中程度的實地考察，要求學生運用一系列的知識及技能來探索「現實世
界」的問題或議題。因此，教師應避免把所有實地考察變成純粹的「遠足」或
「導賞」活動，讓自己擔當導遊和詮釋者的角色，主導大部分談話，而學生則只
是專注於聆聽、觀察、作筆記和拍照。相反，教師應多推行以探究為本的實地考
察，以配合本課程的宗旨和目標。同時，這類探究為本的實地考察經驗，為學生
於高中進行實地考察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礎。這類考察始於在特定地點選擇與「人
與環境相互關係」有關的議題或問題，然後是適當地蒐集、分析和呈列數據，從
中找出可行的管理策略/解決方案。有關可供初中學生進行探究為本實地考察的
例子和進一步建議，教師可於教育局出版的光碟「地理科探究為本實地考察(第
一部分)」中找到。

教師必須注意，實地考察絕不局限於在偏遠地點進行整日的大型考察活動。
教師也可考慮在學校附近進行小規模的實地考察(例如在學校附近進行有關城市
問題或斜坡穩定性的小規模實地考察)。除了成本低外，這種實地考察也較易應
付，並可以在較短時間內完成。教師應明白實地考察的價值在於能否幫助學生學
懂分辨、觀察、蒐集、應用和分析等技巧，而非在於考察需時多久或者學生能完
成的課業數量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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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 4   利用資訊科技學習

隨著資訊科技在過去十年的高速發展，地理教師可在課堂內外運用資訊科技
以推動互動學習。教師應提供合適的機會，讓學生在學習本科時應用資訊科技。
使用資訊科技不單令課堂變得生動及有趣，從而加強學生的學習動機，更使製作
教學材料變得容易，並容許教師取得世界各地豐富的教學資源，減輕他們沈重的
負擔。

地理教師應在教授本課程的適當時間盡量使用資訊科技，並為學生在學習
本課程時，提供足夠應用資訊科技的機會。透過豐富的多媒體學習模式，教師可
更清晰、更容易地解釋如板塊構造和天氣與氣候等較抽象的概念。資訊科技亦
能透過互聯網和其他方法把學生接連到課室外的龐大知識及信息網絡。不同網
站的信息為學生提供討論和研究所需的最新數據，大大方便了學生進行自學和探
究式學習。透過學校的內聯網、電子郵件及網絡2 . 0科技(包括社交網絡工具，如
「Fa c e b o o k」及「Tw i t t e r」 )，學生可與同儕分享想法及學習資源，以及討論
不同的地理議題，甚至和教師溝通，學習因此不再受時空所限。本課程的附錄二
附有一系列適合用來教授本課程的網頁供教師參考。

在眾多可供地理教師應用的資訊科技工具中，地理信息系統及全球定位系統
與本科最為息息相關。地理信息系統把地理信息與區位連成一體，展示出各種的
空間形態。透過把信息分成不同的圖層，地理信息系統方便人們明白各種信息之
間的相互關連，從而有助作出決策及解答地理探究中「如果	 …	 …	 會怎樣」的
問題。地理信息系統亦使學習者可更快和更容易地處理空間數據，因此更多的寶
貴課時可用於更高層次的空間形態分析上。故此教師應讓初中地理學生在地理探
究中使用地理信息系統，例如利用地理信息系統及全球定位系統在實地考察中蒐
集、記錄、處理及分析數據。除了使用那些對初學者或初中學生相對較為複雜的
商業地理信息系統軟件程式外，教師可考慮使用一些網上免費的地理信息系統軟
件，譬如在地理教學中利用「Goo g l e 	 E a r t h」。本課程每一單元內的「技能」
部分，都有建議如何把地理信息系統融入於本課程的教學中。

為了成功把資訊科技滲入課堂，地理教師應在應用他們所選擇的資訊科技工
具前，細心思考以下各項：

•	學生的資訊科技背景（包括技能與經驗）及興趣；
•	班級的學習風格（例如：指導式或是開放式）及組織情況（例如：是以個

人、分組或全班學習為主）；
•	所選的資訊科技工具應能促進學生對地理知識的理解及技能的發展（包括地

理技能及資訊科技能力）；
•	所選的資訊科技工具應與課堂的目標、以及預期及非預期的結果相配合；
•	地理課堂的地點是否合適使用某些資訊科技工具，以及該些工具是否在那些地
	 點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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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時間作計算單位，使用那些工具是否有效率; 	及
•	學校裡是否有資訊科技支援人員(例如：技術員、資訊科技助手、資訊科技教

師及圖書館管理員)能提供協助？

4 . 3  照顧學習差異

由於每一位學生的學習模式都是自成一格的，故此他們的學習方式、學習進
度、遇到的學習困難與學習水平總是不盡相同。為了教好每一個學生，教師須注
意以上每一項的學習差異。面對學生能力參差不齊的課堂，地理教師應考慮採用
不同的適異教學策略去處理當中的學習差異問題，而非再用「一刀切」／「均一
尺寸式」的教學（即沒有區分）。

4 . 3 . 1   適異教學

在一個使用適異教學的課室，學生的差異被視為教學上一個重要的元素。在
這些課室內，學生常有多種不同選擇以：

•	接收資料或意念（或按學習內容／投入作區分）；
•	理解資料或意念中的含意（或按學習過程作區分）；及／或
•	演示他們的所學（或按學習成果／產出區分）。

換言之，適異教學是具彈性的反應教學方法。透過精心的前膽性規畫，適異
教學能提供不同的學習途徑，予不同學習風格的學生去獲取本課程內的必須學習
元素。雖然適異教學為學生提供多種學習途徑，但它絕非如「個別式教學」般為
每一個學生設定個人的學習程度。而且，每種學習途徑雖然為能力較強及能力稍
遜的學生提供不同程度的學習難度及形式，但它們皆聚焦於課程中對所有學生有
意義的主要意念／概念。在一個採用適異教學的課室，地理教師有時會同時教授
全班學生（全班式組元），有時則會以小組／個別形式教學（適異組元），以照
顧學習差異。以下將會對適異教學的要素進行解釋。

( a )  改變教師的理念
	 	 有效的適異教學應從改變教師教學理念開始，讓教師持有一個「增

長」的理念。有「增長」理念的教師相信只要學生肯努力，定能達到預期
的學習成果。透過為學生訂立較高的目標及提供相關的支援，教師能幫助
大部分學生成功學習。此外，透過良好的師生關係，一個關心學生並擁有
「增長」理念的教師能激發被動、灰心及消極的學生再次嘗試認真學習。
除了與個別學生溝通外，教師還應嘗試於班內建立一個學習群體。教師應
該把學生組織成為一個團隊，並讓他們相信作為同一個團隊，他們是共榮
共恥的。這種團體的合作精神，加上對如何達至下一個學習階段有著清晰
的目標，能鼓勵每一位學生對自己的成長負責。如是者，班內每一位學生
現在再非與其他同學競爭，而是與自己競爭。這種學習環境正好有利於處
理學習差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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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優質課程內容及提升教學質素
	 	 在一個使用適異教學的課室，教師應確保每一課堂的內容對學生而言

都是重要並有意義的（即聚焦於主要意念）。教師應於教授前，識別課程
中的主要原則／概念，並且找出當中的核心知識、技能、價值觀及態度。
對於所有學生而言（不論他們的學習能力如何），上述這些皆是課程中的
必須學習元素。基於此，教師便能因應學生於前期評估時在學習準備度、
興趣及學習特性上的差異，而對學習內容／過程／結果作出相應的調適。

	 	 採用適異教學的教師應創造一個優質及內容豐富的課程，以幫助學生
發揮他們的最大潛能，而非單給予更多習作予學習能力較強的學生及降低
對學習能力較遜者的要求。教師的主要任務是提供不同種類的支援予不同
學習準備度的學生，以幫助每一位學生皆可達到他們最大的學習成果。適
異教學應永遠旨在「提升」學生的潛能。

 
( c ) 	 	利用清晰的評估準則進行持續性評估
	 	 優質的適異教學與持續性評估是不可分割。此類評估旨在定期蒐集學

生在學習準備度、興趣及學習特性上的數據，作為教師規畫課堂及給予學
生回饋之用。持續性評估應於每一學習週期前、學習期間、及學習週期後
進行。在開始一個教學單元前，教師應先進行前期評估，以免在黑箱中教
學。而該前期評估可以在教授一個教學單元前，先作出一個簡單的正規評
估／調查（例如圖4 . 1和圖4 . 2），或由教師於一些規畫完善的課堂活動中
進行非正規的觀察。

　　　　	 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定期進行促進學習的評估，以監察學生的學習
進度，並以此考慮是否需要重教某些部分，圖4 . 3中的「過關卡」是這些
評估方式中的其中一種。教師更可在持續性評估中(如家課)進一步區分問
題/要求。這種區分學習成果的方法（例如為學生提供分級資料題或不同
形式的課業讓學生選擇），如配合清晰的評估準則，能幫助不同學習風格
的學生學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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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對學生預備程度進行前期評估的例子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完成下圖，以顯示你對可持續發展的理解，請盡量回答。

定義：	 	 資料／細節：

例子：	 	 非例子：

	 興趣調查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下表描述你的興趣，並指出這些興趣與地理的建議關聯。這些資料有助
我更了解你的學習需要，謝謝！

興趣：	 興趣：

與地理的關聯：	 與地理的關聯：

興趣：	 興趣：

與地理的關聯：	 與地理的關聯：

在此包含非例子是
非常重要的，因為
它讓教師找出學生
的誤解。

可持續發展

圖4.2      對學生學習興趣進行前期評估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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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      過關卡的例子

 
( d ) 	 靈活分組
	 	 在一個使用適異教學的課室，教師應根據學生的學習準備度、興趣及

學習特性，靈活地把他們分組。在某些情況下，教師可以把同類的學生編
成一組（即能力／興趣／需要相近的學生編入同組）；但在其他情況下，
教師可以把不同類的學生編成一組（把能力／興趣／需要不同的學生組成
一組）。教師亦可以容許一些學生獨自或兩人一組完成工作。靈活分組安
排讓不同能力的學生能以團隊形式一起學習，學生從而透過協作學習互助
互補，並且一起成功完成工作。

(e ) 	 不同的適異教學策略
	 	 根據學生的學習準備度、興趣及學習特性，教師可以利用不同的適異

教學策略，以照顧他們的學習需要。這些策略的例子包括學習合約與菜
單、「RAFT」、提供鷹架、適異課業、學習中心或學習站、和探索網站
(webqu e s t )。學習可以根據以下各項特性加以區分：

	 •	內 容 ，例如為擁有不同學習準備度的學生準備不同困難程度及可讀性
的地理材料；或為擁有不同學習興趣的學生準備聚焦於相同關鍵意念
但內容或主題各異的學習材料。關於後者，教師可要求擁有不同學習
興趣的學生研習不同種類的自然災害，例如颱風、山泥傾瀉和地震。
雖然為學生提供了選擇，但所有的學習材料與學生的學習都集中於研
究自然災害的關鍵元素，即這些自然災害的成因及影響。

	 •	過程，例如提供鷹架或使用學習合約。
	 •	成果，例如要求學生以不同的表達方式完成課業。

	 	 在適異教學下，學生時常可以選擇做甚麼及怎樣做（個別、兩人一組
或小組形式），這協助學生對自己的學習更有責任感。在上述的適異教學
策略中，「RAFT」和「學習合約與菜單」將在以下作為例子，以解釋適
異教學如何應用於本課程的教學上以照顧學習差異。

過關卡—水循環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水循環是甚麼？
•	 水循環是怎樣運作的？
•	 ．．．．．．



73

RAFT 作業任務
「 R A F T 」 是 「 角 色 	 ( R o l e ) 」 、 「 受 眾 	 ( A u d i e n c e ) 」 、 「 形 式	

( F o rm a t )」、及「題目	 (T o p i c )」 	 各字首字母的縮略詞。在一個RAFT作業任
務中，學生會被給予不同的角色，而且他們需要為某一受眾以特定的形式去完成
特定題目的不同課業（參閱圖4 . 4）。RAFT作業任務通常持續時間短，但透過
提供學生學習上的選擇，它給予教師很大的彈性去處理學習差異。

有關氣候變化的RAFT作業任務

以下的RAFT作業任務是為中二地理學生學習氣候變化而設計的。活
動的重心是氣候變化的主要概念，但當中容許學生選擇不同的演示方式。

 
RAFT 目標
知識：. . . 	 . . .
技能：. . . 	 . . .
價值觀及態度：. . . 	 . . .

 
現在，在下表選擇一個你最喜愛的RAFT作業任務並且完成它：

 角色(R )  受眾(A )  形式(F )  題目(T )

	 水位上升	 圖瓦盧居民	 書信	 為甚麼我們應
	 中的海洋	 	 	 	 停止	相見？

	 北極熊	 極地冰	 歌曲	 我需要你

	 樹木	 需要繳交昂貴空調費	 口頭回應	 我的生命值得保存
  用的香港居民

你可以建議你個人的氣候變化RAFT 作業任務，
並徵詢你地理教師的意見及取得批准。

圖4.4       有關氣候變化的RAFT作業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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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合約與菜單
學習合約（通常提供選擇）是一份教師與學生間的協議。學習合約的形式多

樣，但它常包含清晰的學習目標、指引、課業的要求、呈交限期及評估準則。學
習合約有助學生負起更多的學習責任。

學習菜單（通常包含在學習合約裏）的設計是為了提供學習選擇予學生。一
個學習菜單通常包括以下三個主要部分：

	 •	「 主 菜 」 ： 這是菜單的強 制 部 分（一定要完成的部分），所有學生均
需完成此部分的所有活動。此部分的活動全聚焦於議題或問題的關鍵
概念／意念，這樣可確保雖然學生存在學習差異，但也能學到該學習
單元中所有必須學習元素。教師可根據學生的需要，進一步區分該
「主菜」任務，譬如準備2 - 3套難度不一但同一主題的「主菜」任務；
它們有相近的長度和外觀，並能切合不同閱讀水平的學生需要。

	 •	「 配 菜 」 ： 這是菜單的選 修 部 分（可從中選擇想做的），它包含了不
同的選擇，以滿足學生不同的需要及興趣。

	 •	「 甜 點 」 ： 這是菜單的延 伸 部 分，它通常包含了一些增潤任務，以進
一步延伸學生的潛能。學生可以隨意選擇是否完成此部分。

	 圖4 . 5提供了一個學習合約與菜單活動的例子。

地理學習合約－學生版

 本周菜單：自然災害
 
 議題的主要概念／問題指引：
	 - 	 各種自然災害的成因及影響是甚麼？
	 - 	 它們有甚麼預防及補救措施？
 
 目標： . . . 	 . . .

 
指引和時間表：
你應於聖誕假期間完成所有主菜單上的項目及指定數目的配菜（到期日：
20XX年1月2日）。你可以從配菜單中選擇一個項目；而甜點方面，你可
選擇完成當中一至兩項，甚或完全不選任何甜點。一系列的評估準則亦附
於菜單後面以供參考，它將作為你自我評估之用，同時，它也是你的地理
教師的評估工具。完成菜單中的任務後，緊記完成你的自我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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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菜－地圖閱讀和山泥傾瀉： 	 (你必須完成此部分的所有任務。)
1 . 	 根據地區Ａ的等高線圖，
	 	 •	找出Ｃ、Ｄ和Ｅ點的高度；
	 	 •	計算山坡Ｘ的坡度；及
	 	 •	繪畫由Ｃ點到Ｄ點的橫切面，並計算其垂直誇大率。
2. 	 根據地圖證據，解釋為何地區Ａ將最有可能受山泥傾瀉影響。
3. 	 為地區Ａ建議可採取的預防措施，以減少因山泥傾瀉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配菜－地震：（你必須完成此部分的其中一項任務。)
1 . 	 繪圖：
	 	 •	繪畫三幅註釋圖於咭紙上，分別顯示地震如何在建設性、破壞性和	

	 	 	 穩定性板塊邊界上發生。
	 	 •	設計一張傳單，當中要列出地震發生時的安全守則（提示：瀏覽香	

	 	 	 港天文台的網址－ht t p : / /www . h k o . g o v . h k）。
2 . 	 書信寫作：
	 	 •	假設你是四川的一位居民，寫一封200字的信給你的一位香港朋友，	

	 	 	 以描述你在一次地震的經歷。
	 	 •	信中應包含最近發生的一次四川地震事件及其成因，並顯示你的政	

	 	 	 府對此次事件的反應。
	 	 •	你亦應附加一些相關的照片（可在互聯網上取得）於信件內。
3. 	 口頭報告：
	 	 •	準備一份有關全球地震分布、成因和影響的簡報。

	 	 •	你的簡報需包含一幅顯示全球板塊邊界分布型態和地震災害區位
的數碼地圖。該地圖可以是利用地理信息系統軟件或下載免費軟
件－「Seismic Eruption」所製作。「Seismic	Eruption」可以在此
網站下載：h t t p : / / b i n g w e b . b i n g h am t o n . e d u /~ a j o n e s /。 	 該
免費軟件的詳細用法可參考由教育局於200 9年出版的「地理信息
系統教師操作指南：利用地理信息系統在地理科推行探究學習」
（頁103 - 1 0 9）。

	 	 •	於未來的地理課中，你會有10 - 1 5分鐘簡報你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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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點—氣候災害：（任選以下任務。你可按自己的意願完成以下任何任務。）
 
1 . 	 瀏覽香港天文台的網頁（h t t p : / /www . h k o . g o v . h k），查看熱帶
	 	 氣旋的資料（點擊左面表單「 熱 帶 氣 旋 」，然後點擊「 熱 帶 氣 旋
  位 置 及 路 徑 圖 」）。你亦可選擇查看子項「 地 理 信 息 系 統 平 台 的
  熱帶氣旋路徑資訊」。如果你瀏覽「地理信息系統平台的熱帶氣旋路
	 	 徑資訊」，緊記使用其地理信息系統功能，例如平移、放大、縮小
  和查看。
	 	 •	以一個影響亞太區（包括香港）的颱風為例，用50字描述該颱風
	 	 	 的路徑，以及你對颱風的個人經驗。
 
2 . 	 瀏覽以下網址，看看當中有關另一氣候災害－沙塵暴的衛星圖像和照片。
	 	 	 香港天文台
　		 	 (http://www.hko.gov.hk/press/SP/pre20100322c_uc.htm)
  	2009Australian	dust	storm－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2009_Australian_dust_storm)
  	Dust	storm	in	Australia－The	Big	Picture-Boston.com
　　		 (http://www.boston.com/bigpicture/2009/09/dust_storm_in_australia.html)
	 	 	 在此網站，點擊帶有「Click	on	this	image	to	see	it	fade」標籤的照片，
	 	 	 你便可觀看在悉尼不同地區發生沙塵暴前後的照片，從而作出比較。
	 	 •	以50字描述沙塵暴對世界可能造成的影響，以及你對沙塵暴的
	 	 	 相關經驗（如有）。
 
評估準則：
以下準則將用於你的自我評估，同時也是你的地理教師的評估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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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簡短描述
	 有按照指示
	 提供至少四個預防措施
	 整潔和準確
總分：____________

4 .  繪圖
	 有按照指示
	 已製作三張附有註	
	 釋圖的咭紙
	 清楚解釋板塊移動	
	 與地震間的關係
	 傳單中至少有5項安	
	 全守則
	 整潔和準確
總分：____________

7. 以網頁圖像和地理信息
 系統作簡短描述
	 有按照指示
	 有瀏覽網頁
	 已使用地理信息系	
	 統功能
	 有描述一個颱風的	
	 路徑
	 有描述個人經驗
總分：___________

5 .  書信寫作
	 有按照指示
	 列出至少兩次近期	
	 的四川地震事件
	 清楚解釋地震的成因	
	 描述你的政府對此災	
	 害的反應
	 以書信形式演示
	 有包含能顯示地震	
	 影響的照片
	 整潔和準確
總分：____________

8. 以衛星圖像和網頁圖像
 作簡短描述
	 有按照指示
	 有瀏覽網頁
	 有描述沙塵暴的影響
	 有描述個人經驗
總分：___________

6 .  以 簡 報 和 地 理 信 息  
 系統作口頭報告
	 有按照指示
	 已製作簡報
	 有解釋地震的成因
	 至少包含三個地震	
	 的影響
	 有用任何地理信息	
	 系統軟件／免費軟	
	 件製作一幅數碼地圖
	 地圖有圖例和標題
	 整潔和準確
	 有作口頭報告
總分：______________

1 .  地圖閱讀
	 有按照指示
	 C、D和E點的高度正確
	 山坡Ｘ的坡度正確，	 	
	 並已列出算式
	 橫切面正確並有標註
	 橫切面有標題
	 垂直誇大率正確，並	 	
	 已列出算式
	 整潔和準確
總分：_____________

2 .  附 有 地 圖 證 據 的 簡  
 短解釋
	 有按照指示
	 提出至少三個導致山	
	 泥傾瀉的原因
	 有提供地圖證據
	 整潔和準確
總分：____________

	我明白並且會盡全力完成此合約。
學生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圖4.5       一個含菜單的學習合約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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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 5是一份學生版含菜單的學習合約。學習合約除了學生版外，還可以有
教師版。教師版的學習合約包含了學生版的所有內容，並加入以下部分，以協助
教師規畫其適異教學的課堂：

•	有關學生在該課題上學習能力差異的描述（包括他們的需要和興趣）。
•	評估計畫（包括前期評估和其他促進學習的評估任務）。

教師雖然需要花上額外的時間去設計含菜單的學習合約和蒐集更多的學習
資源，以進行適異教學，但教師很快會獲得回報—學生在學習上的改進和越見獨
立。而學生更因享受菜單給予他們的選擇，從而提高對地理的學習動機。

4 . 3 . 2    協作學習

研究證據清楚地指出，能積極地參與學習過程是學生學得最好的方法。當
他們以小組形式學習時，他們會學得更多、把知識保留得更長久及更滿意自己的
學習。透過組員間的合作，擁有不同長處弱點的組員均能互相幫助和一起達至成
功。

學習小組可包括非正規和正規兩種。非正規小組是臨時性的，教師可於單一
課堂中，暫時把班裏的學生分成小組以進行活動，例如簡短討論。正規小組則會
為了完成一個任務而維持一段較長的時間。這些正規小組如經過仔細的規畫，可
有助照顧學習差異。例如地理教師可以考慮成立名為「研習團隊」的長期小組，
這些小組可以維持長達一個學期或一年，每一個團隊的成員，需負責提供學習支
援，協助和鼓勵予他們的隊員，以致全隊最後都能符合教師的要求。

為了讓協作學習有效地照顧學習差異，教師須注意下列數點：

•	在學生分組時，教師應考慮學生從前的學術成就、興趣和需要。
•	各組的人數不可太多，以免部份組員成為被動觀察者。一般來說，3－4個學	
	 生一組對學習最好。
•	教師應明確建議小組該如何分工，並確定每一個組員都清楚他們的責任。
•	教師應為組員間的合作定立清晰的指引，以便他們在協作過程中可以跟從。
•	教師應提倡組員間是互相依存的。學生應意識到組員會一起「贏」或一起	 	
	 「輸」，除非全組已成功達標，否則只是自己完成工作並不會被視為達標的。
•	教師應協助小組成員獲取協作學習的基本技能，例如聆聽技巧（對他人寬容）、	
	 互相幫助以掌握主題內容的技巧、給予和接受意見的技巧，以及處理成員間
	 意見分歧的技巧。
•	教師應仔細設計和組織組員間的任務，以致每一個組員都能夠有同等的貢獻。
•	教師應幫助每個小組規畫他們的學習，尤其是在如何向前邁進方面。教師並	
	 應定期檢查學生的進展，並提供回饋。
•	教師應包括同儕互評在學習內，以便組員可以互相評估大家在組裏的貢獻。
•	教師應事先給予所有組員包括評估準則的明確評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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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評估
 
 
簡單而言，評估是用來了解學生的學習過程和成效的措施。評估蒐集學生的

學習證據，用以知會學生、教師、學校和家長有關教學的成效，以及學生學習方
面的強弱。另一方面，評估可以用來篩選學生作升學或就業之用，亦可以提供數
據來說明學生、教師和學校的表現。然而，由於初中教育的關注點並不在於爭取
學位或職位，故此在這一階段評估的主要功能應為促進學習。

 
如上文所言，本章節以評估為教學循環的一部份來討論有關地理評估的主導

性原則，並為學校發展用來評估學生地理學習的校內評核提供指引和一系列的評
估策略。有關一般性的評估原則，教師可參閱《基礎教育課程指引：各盡所能、
發揮所長》(2002 )第5冊第5 . 4節《制訂學校評估政策—平衡兼顧「促進學習的評
估」和「對學層的評估」》，以及《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
（小一至中三）》(2002 )第五章《評估》。

 

5 . 1  指導性原則

在設定評估學生在地理的學習成效時，教師需留意以下的指導性原則：
 

( a ) 	 不論教師決定使用哪一種評估取向及策略，初中地理評估的主要功能應是
改善學生的學習；

(b ) 	 校內評估活動應與學科的學習目標一致，而初中地理的主要學習目標包括
理解和應用核心地理概念和知識、掌握基本地理技能來進行議題探究，以
及發展能對人類社會及自然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和褔祉作出貢獻的價值觀及
態度。（詳情可參閱第2.5節）

( c ) 	 規劃地理課程的評估時應留意知識、概念、技能、價值觀和態度的平衡，
而初中地理的評估重點在於學生在現實生活運用知識的能力，例如對地理
議題進行探究。教師亦不應因為難以傳統評估策略來評估價值觀及態度而
把它們忽略。

(d ) 	 地理課程有部分的核心能力是不能透過傳統紙筆測試來進行評核，例如：
在實地考察中提出地理問題、透過實地觀察識別空間形態、尋找和蒐集第
一手數據及進行包含驗證假設、作出抉擇及/或價值判斷的地理探究。學
校需要設定評估策略來評估學生這方面能力的發展。

(e ) 	 由於學生掌握核心地理概念及技能需時，教師宜採取更多能跟進學生學習
進度的措施。這類評估措施，能讓學生循序漸進訂定自己的學習目標，並
調整自己的學習進度。這類評估對學生發展如地圖闡釋等地理技能特別有
幫助。除了工作紙、練習和文章式問題外，教師可考慮引入一些能反映學
生在一段時間內學習進度和表現的評估措施，例如：實地考察、專題研習
和學習歷程檔案；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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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教師宜採用不同難度和模式多元化的評估活動，照顧不同性向和能力的學
生；確保能力較強的學生可以盡展潛能，而能力稍遜的學生也可受到鼓
舞，保持對學習的興趣和繼續追求成功。

5 . 2  促進學習的評估

「促進學習的評估」是要為教學蒐集回饋，使教師可以運用這些回饋檢討教
學得失，從而調整教學策略，令學習更有效果。「促進學習的評估」乃建基於我
們相信所有學生皆能學習及改進。通過「促進學習的評估」，教師可與學生分享
學習目標及要求。另外，在不斷反思學生的表現及進度時，教師同時亦應在學生
的學習過程中不斷給予回饋，讓他們知道下一步應做甚麼來改善其學習。這樣，
評估變成可用來擴闊學習機會的工具，而非只作評量學習成果。

 
為了讓評估能有效地推行，學校的評估架構應同時採用進展性評估及總結

性評估。進展性評估是蒐集學生短期和日常的學習證據來進行監察、提供回饋以
致最終改善學習。另一方面，總結性評估一般常在教學單元、學期或學年完結前
所進行的評估，用以總結學生的表現。顯而易見，「促進學習的評估」的性質是
進展性的，而用來決定學生學習進度的總結性評估，則經常被稱為「對學習的評
估」。

 
總括來說，促進學習的評估一般在日常教學中進行，是每日課堂活動的重要

部份。教師在推行此策略時需留意以下各點：

(a ) 	 促進學習的評估應融入教學過程中；
(b ) 	 教師應與學生分享學習目標，並協助學生了解及認識他們所追求的目標；
(c ) 	 教師應給予回饋，讓學生根據成功經驗和強項訂定下一步的學習，並改善

他們學習上的弱項；
(d ) 	 教師與學生應一同檢視和反思學習表現及進度；以及
(e ) 	 教師應扮演學習促進者的角色，盡量幫助學生參與同儕評估及自我評估。

 

5 . 3  評估策略及活動

學生表現的評估可根據實施的時間分為三個主要類別	—	短期、中期及長期。
 
短期評估指每天或每週的評估。在這階段，評估的重點為學生在知識、技能

上的發展及在個別課堂上所明瞭的東西。討論、口頭匯報、課堂觀察、口頭提問
及透過打分給予回饋都是短期評估的常見例子。

 
中期評估指在完成一個學習單元、課題或學期後的評估，主要包含一些對

學生的學習進展作偶爾的、較深入的和正規的評估策略，例如小型測驗、單元考
核、自評和同儕互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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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評估策略包括每一學年一次至二次的進展性和總結性評估，其中包括學
期測驗、半年和年終考試、專題研習報告及學習歷程檔案。

以下章節旨在展示數種地理教師常用的評估活動，並提醒教師在設計和推行
這些活動時需要留意的地方，以及一些教師常犯的錯誤。

5 . 3 . 1    有效的提問

提問是教學的一個主要部分，亦是教師經常採用的課堂評估活動。除了用來
考核學生對以往所教的課堂內容的掌握程度，經小心規劃的提問，可以幫助教師
發現阻礙學生了解課堂學習內容的障礙。提問亦可以令學生作更深層次的思考，
以及對問題提出另類的答案或改善已提出的答案。為了達致上述的成效，教師須
留意以下要點：

(a ) 	 釐清提問的目的，以確保符合評估目標；
(b ) 	 小心修飾問題的措辭以確保學生清楚明白；
(c ) 	 應給予學生足夠的時間（最少數秒）思考作答。教師等候時間過短會令學

生未能參與課堂討論，亦侷限了教師只能提出過於簡單及限制性的問題，
讓課堂討論流於表面化，學生的答案只限於背誦詞彙和資料；

(d ) 	 應避免一些只可直接答「是」或「否」的問題。教師應嘗試問一些可令學
生提供較詳盡、具發揮性和經過思考答案的問題。

	 	 「原料在二十一世紀是否仍是影響工業區位的重要因素？」
	 	 「為甚麼原料在二十一世紀仍是影響工業區位的重要因素？」
	 	 「有人說全球暖化只是全球溫度長週期的波動而已。你同意嗎？」
	 	 「有人說全球暖化只是全球溫度長週期的波動而已。你有何意見？」
	 教師應考慮運用以下的問題來發展學生的反思能力和鼓勵課堂討論：
	 •	「你對志明的答案有何意見？」
	 •	「我們還可以怎樣豐富小玲的答案？」
	 •	「家強說	…	…素珊亦提出	…	…	我們可以怎樣把他們的意見歸納起來？」
(e ) 	 當計劃問題時，教師應預測學生的回答內容。
	 •	我預期我的學生會如何回答呢？是一個解決辦法還是一個例子呢？
	 •	我將會接納哪類型的答案呢？學生的用語還是課本的內文呢？
	 •	如果學生不作答，我該如何修飾我的問題？(在這情況下，教師可能需要	

	 修飾其問題中的措辭。)
	 •	如果學生的答案正確，我應如何跟進？

	 •	如學生提供錯的答案，我將有何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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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3 . 2    透過打分給予回饋

地理教師透過為學生的課業打分給予回饋，對學生改進他們的學習是十分有
幫助的。當給予回饋時，教師應留意於以下幾點：

(a ) 	 教師應定期及儘早就學生的課業給予回饋/評語。
(b ) 	 教師應給予學生建設性的評語，幫助學生了解課業的要求及如何改善未來

的功課。教師應避免給予過於尖銳的批評，以免打擊學生的自尊，令他們
失去學習動機；

(c ) 	 教師的回饋如能聚焦於學生的功課上將更為有效，因為這類回饋能鼓勵學
生多去思考他們的課業。教師應透過書面回饋指出學生的表現與課業要求
的水平的差距，並提供建議讓學生改善他們的工作。

下列圖5 . 1的例子展示一名教師如何透過為學生的短文章打分給予優質的回
饋。

指出已達標的地方

改善目標

需要增潤的部分

提示

子聰，你已列出影響南中國農業特徵的主要自然因素，然而
你可否解釋這些自然因素如何影響農業特徵？例如：南中國
的農田面積細小與崎嶇地勢有沒有關係？其次，除文字外，
你能否運用其他更佳方法來展示南中國農業特徵與自然因素
的關係，例如繪畫圖表？

圖5.1       優質回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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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3 . 3    自評

促進學習的評估包含了使用進展性評估去改善學生的學習，而學生的自評便
是進展性評估的其中一個重要部份。自評包括了學生分析他們個人的習作及反思
個人的學習策略，特別是分析和反思在完成學習目標時遇到的困難。教師亦應要
求學生就進一步改善他們個人的學習設下目標。

下列幾點顯示有關自評的步驟及提議：

(a ) 	 在每學年的起始，教師應給予學生有關自評的訓練節次。在這些節次裡，
教師應：

	 ( i ) 	 闡明何謂自評；
	 ( i i ) 	清楚解釋學習的目標；
	 ( i i i ) 	通知學生自評將會成為他們課室學習的其中一個環節；
	 ( i v ) 	介紹學生認識各種自評的策略，以及強調這些策略將可幫助他們學習。
(b ) 	 教師可邀請學生參與製訂自評的標準。
(c ) 	 教師應協助學生了解所訂立的標準。這樣，他們便可利用這些標準去評價

他們自己的作業。
(d ) 	 每次在學生做功課前，教師應有系統地向學生解釋每份課業背後的學習目

標。
(e ) 	 教師可利用自評的結果作為一份習作的部份分數。教師亦應與學生討論有

關習作及其評估方法，這樣可以幫助學生了解更多關於自評標準的內容及
有利於其推行。此外在每次評估後教師應與學生一同訂立新的目標。

( f )　	 教師應鼓勵他們的學生持之以恆地進行自評。所以，教師應預留空間作這
些評估活動之用。

為了幫助自評的推行，教師可設計一份學習日誌給學生在完成一個單元後填
寫。學習日誌能幫助學生對個人的學習進行有系統的自評，當每名學生的學習日
誌隨時間累積至一定數量時，教師便可以掌握每名學生的學習進度，以此改善教
學策略和更了解學生的學習障礙。下列圖5 . 2及5 . 3是兩個在本地中學採用的學習
日誌的例子，供教師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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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在考慮推行自評時，須留意兩點。首先，每名學生必須清楚了解評估他
們學習表現的標準，令他們能認清努力的目標和如何成功達標。由於有關標準有
可能較為空泛，教師宜提供實在的例子或以往同學的習作，以確保學生對有關目
標有透徹的了解。

其次，教師必須為學生提供一個舒適和安全的課堂環境，並告訴學生自評不
是要找出他們的缺失，而是幫助他們了解自己的學習進度和可以如何改善學習。
就是學生在自評中透露自己是不專心上課而引致學習失效，教師在任何情況下都
不可以自評的結果來標籤、斥責甚至懲罰學生。

5 . 3 . 4    紙筆測驗及考試

測驗及考試是學校常用的評估活動模式，利用不同的題型來蒐集學生學習
的證據，常見的題目種類包括多項選擇題、填充題、是非題、配對題、短問題、
和文章式問題。教師在決定運用哪一種題型時，應首先考慮評核的目的，亦即測
驗/考試需要評估的學習目標。一個簡單的做法是聚焦於學習成果說明所採用的
動詞，例如多項選擇題或填充題便適合用來評核要求學生「記憶」或「識別」的
學習成果，而文章式問題便適合用來評核要求學生「比較」或「解釋」的學習成
果。

可選擇的題型 學習成果對學生的要求

多項選擇題	
是非題	 記憶、定義、識別、分辨、決定、計算、選擇	 . . . 	 . . .
配對題

短問題	 說出	 . . . 	名稱、指出、定義、識別、計算、決定、
結構式問題	 分類、描述	 . . . 	 . . .
填充題	

文章式問題	 描述、解釋、討論、分析、闡釋、比較、對照、評估、
報告	 評論	 . . . 	 . . .

圖5.4       題型與相關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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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設計測驗/考試試卷時，教師應保證能公平及有效地考核學生，並留意於
以下幾點：

(a ) 	 每條試題應集中評核學生某一方面的知識及能力，而不應讓學生的表現受
其他方面的知識和能力的影響，例如一條要求學生閱讀數段新聞剪報後指
出文中所提及自然災害所屬種類的數據反應題目，便可能會錯誤地考核了
學生的閱讀能力而非學生對自然災害的認知，閱讀能力稍遜的學生的表現
便會因此不公平地受到不利的影響。

(b ) 	 試題的用字應以簡單清楚為原則。教師應小心留意學生會否因為不明白試
題的用詞而未能正確地回答問題。看看以下的英文試題例子

	 Describe	 the	adverse	 impacts	brought	by	climate	change	on	people	 living	 in	 low-lying	
coastal	areas.

	 教師如果把“adverse	 impacts”一詞改為“negative	 ef fects”或更簡單的	
“problems”，題目的難度便會大為減低，而學生不會因為未能明白試題
中艱深的字詞而給予錯誤的答案。

(c ) 	 在設計試題時，教師應避免在題目中加入不公平的陷阱。一個常見的例子
是在英文的多項選擇題中採用負面字詞，例如“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a	
correct	cause	of	occurrence	of	sandstorm	in	China?”。如題目沒有刻意地強調或加
入底線，學生便會忽略了“not”一詞。他們亦會因此而受到“correct”一詞
的誤導而給予錯誤的答案。

(d ) 	 當教師為正規的總結性評估準備測驗及考試試卷時，他們須留意卷中不同
類型題目的平衡。除了事實性知識和技能元素外，教師亦須注意其他評估
部分，其中包括對原則和關係的理解、概括歸納及分析等。教師可製作一
個簡單的表格，用以幫助核對試卷中不同課題和不同類型題目出現的次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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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5       設計測驗 / 考試試卷核對表單

	 課題
 

	 總和
單元	1	可持續城市
副課題	1
副課題	2
副課題	3
單元	2 	自然災害
副課題	1
副課題	2
副課題	3
單元	3 	氣候變化
副課題	1
副課題	2
副課題	3
	 總和

100

100

( e ) 	 教師應注意數據處理的題目，是特別適合評估闡釋和分析資料及作出抉擇
的能力。同時，題目應包括各類圖表及圖片材料。教師應盡量避免直接抄
襲作業或教科書學習活動所提供的題目，以免學生只須背誦答案便輕易得
到滿分。

( f ) 	 測驗及考試的功用不應只限於排列學生的表現。教師應以進展性的方式
善用總結性的測驗及考試，例如教師可鼓勵學生反思自己測驗或考試的
表現，留意做得好的地方及需要改善之處，然後就此發展出個人的溫習計
劃，以期進一步改善他們的表現。另一可行方法是讓學生根據自評及同儕
互評的標準，與同學合作重做測驗或考試卷，幫助他們進一步明白學習的
目的，以期在未來考核中有更好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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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教學資源
 

地理是一門資源豐富的學科，科目的性質和內容以及在中學的教學都需要使
用大量種類豐富的資源。除了教科書、工作紙、視聽材料、地圖、圖表、模型、
互聯網及資訊科技軟件（例如地理信息系統）之外，教師還應考慮使用傳媒、自
然環境資源，甚至人力作為教學資源。若教師未能運用如此廣泛的資源，將會令
地理失去一個在學生眼中的主要吸引因素。

在地理教學運用如此種類繁多的教學資源旨在幫助學生有效地學習，擴闊學
生的學習經驗，並幫助他們應付不同的學習需要。有效運用這些資源，可以幫助
學生：

•	鞏固學到的知識；
•	自行延伸並建構知識；及
•	建立所需的學習策略、共通能力、價值觀和態度。

本章節旨在勾畫在中學常用地理資源的種類和來源，而更重要的是討論如何
評估和運用這些資源的相關事宜。在討論個別地理資源前，教師須謹記只有在極
少數的情況下，教學資源才可以未經修訂而直接複製並在課堂中採用的。

6 . 1  主導原則

在選取資源或設計、製作新資源材料時，教師須了解使用資源的目的。有關
資源的建立與使用，應符合已制訂的教學策略的主導原則，以求達到特定的學習
成果。教師宜參考本指引的第三與第四兩章中有關課程規畫及教學策略制訂的主
導原則。

教師在製作和選擇教學資源時應考慮的主導原則如下：

有關的資源應能夠

(a ) 	 符合課程目標及取向，並包含課程的必須學習元素；
(b ) 	 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並使他們積極投入學習；
(c ) 	 提供各種途徑，讓學生在學習上取得進展，並提供「鷹架」讓學生掌握知

識；
(d ) 	 讓教師設計不同難度而又能製造各種學習機會及經驗的學習活動，藉此照

顧學生學習上的差異；
(e ) 	 提供充足機會，讓學生通過與他人的互動，進行探究並學習；及
( f ) 	 補充並延伸學生課堂上所學，以促進學生的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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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應慎防過量使用各種資源材料或對有關資源過份倚賴。「資源疲勞」
可能會打擊學生的積極學習態度，為此，教師應確保使用各種資源材料的目的明
確，編排經過深思熟慮，並有條不紊地展示出來。

 6 . 2  教科書

雖然電子資源的發展非常迅速，但教科書仍舊是本地中學課堂最常用的教學
資源。毫無疑問，一本編寫良好的教科書是一種非常方便的資源，可以提供詳盡
的教學材料和讓教師建立教學進度的框架。然而，教師不應假設完成教授整本教
科書便等同完成了整個課程，而他們的教學進度亦不應完全依照教科書的目錄來
編制。課程的教授不只是傳授科目的個別內容，教師應多花心思令學習活動(例
如在教科書中的活動)能幫助學生以探究式方法學習地理。教師應盡力提升學生
的思考質素，讓學生的地理學習能取得豐碩的成果，而非只是令學生窮於應付在
教科書中的各種活動和任務。

教師在選擇教科書時宜考慮下列各點：

(a ) 	 學校與科組的背景
	 •	有多少任教初中地理的教師並非地理本科畢業？
	 •	教科書是否提供了大量的例子和練習，可供非地理本科畢業的教師備課？
	 •	教科書的編輯或作者有否在教師手冊中為非地理本科畢業的教師提供協	

	 助/建議？
	 •	你的學校每星期有多少節地理課？
	 •	假若你每星期只有一節地理課，你選擇的教科書是否適合學生自行閱讀	

	 和自學（例如：教科書包含自學單元或附設充裕的閱讀資料）？
(b ) 	 內容與組織
	 •	關鍵概念與意念是否清晰地表達？
	 •	難度與學生能力是否相符？
	 •	編排是否合乎邏輯？
	 •	與學生已掌握的知識是否有關？
	 •	是否有助學生自主探究學習？
(c ) 	 學習活動
	 •	整體的設計是否能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
	 •	是否包含各類學習活動，並採用不同的教學策略？
	 •	是否對能力不同的學生有足夠挑戰，而非只限於機械式抄寫或閱讀？
	 •	活動的性質和結構性指引的數量是否能照顧學生不同的能力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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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語言、版面及插圖
	 •	難度與學生的語言能力是否相符？你大部分的學生是否能自行閱讀此教	

	 科書？
	 •	你是否知道對能力較佳的學生來說，利用淺白的語言和簡單的句子結構	

	 來解釋複雜概念的教科書並非不可取？
	 •	教科書的編輯或作者有否修訂教科書內含的剪報和二手資料的文字以切	

	 合學生的閱讀能力？
	 •	教科書是否擁有開放式的版面、吸引的設計、簡短的句子和充裕的副章	

	 節讓學生容易閱讀？
	 •	教科書是否包含豐富的圖片和其他視訊資料？
	 •	教科書的插圖是否包含過多的資料？學生能否很容易便能識別、吸收和	

	 闡釋這些資訊？
(e ) 	 其他
	 •	教科書的編輯或作者在選擇照片、漫畫和文字時有否留意這些資料是否	

	 帶有偏見或角色定型的含意？（例如一間跨國企業的董事局成員全都是	
	 男性白人）

	 •	教科書的定價如何？是否耐用？出版商會否提供補充資料和作出定期更	
	 新？

	 教師為學生挑選教科書時應參考下列上載於教育局網頁的文件：
	 •	《適用書目表》
	 •	《優質課本基本原則》
	 •	《學校選用課本及學習材料須知》
　　　	 	 ( h t t p : / /www . e db . g o v . h k / i n d e x . a s p x ? n od e ID=2417& l a n gno=2 )

6 . 3  資訊科技資源

科技發展一日千里，適用於教育上的科技正為地理教學帶來前所未有的變
化，尤其是互聯網的引入，更有助學生隨時隨地學習世界各地的地理知識。由於
學生與教師需搜尋並處理數量龐大的信息與數據，所以脫離科技的教學方式，對
今時今日的地理課程已不合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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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3 . 1   資訊科技的應用

下表歸納了資訊科技可如何協助並支援地理教學的例子：

 

 數據記錄及處理
	 • 	實地考察數據
	 •	二手資料來源
	 	 研究數據

 數據及信息展示

 模擬及塑造模型

 信息溝通及交流

•數據記錄設備
•試算表與數據庫
•數碼相機、錄影機、
	 掃描器

•文字處理、桌面出	
	 版
•多媒體著作
•展示軟件

•	模擬及模型塑造軟	
	 件

•電子通訊
＊	電郵
＊	學校內聯網
＊	聊天室、網上公告

•	利用收集數據設備記		
	 錄	一段時間內的本地		
	 天氣數據
•	利用試算表計算在工
	 業遷移前後製造業就
	 業數據的變化

•	利用文字處理器從一篇		
	 網上下載得來的文章中		
	 抽取並編輯有用信息
•	在學校內聯網上建立一		
	 個網站，展示世界各地		
	 自然災害的信息及照片

•	利用模擬軟件研究山		
	 泥	傾瀉的成因

•	在學校內聯網上建立		
	 一	個電子學習平台，		
	 讓教師與學生就地理		
	 專題研習溝通
•	通過電郵與其他學校的		
	 學生交流意見、信息與		
	 數據

 地圖繪製 •地圖繪製程式
•地理信息系統

•	利用地理信息系統軟
	 件在實地考察中記錄
	 市區土地利用並繪製
	 土地利用圖

地理學習活動

 探究與研究
	 • 	統計數據
	 •	信息
	 •	觀點

可以應用的資訊科技

 •	互聯網與光碟
 ＊	地理網站
 ＊	專家連結
 ＊	電子地圖集、百科
	 	 全書、報章

應用例子

	 • 	蒐集世界不同城市的
	 	 氣候資料
	 •	找出有關氣候變化的
	 	 不同觀點與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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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3 . 2   地理信息系統

在眾多可供地理教學之用的資訊科技工具中，地理信息系統必然是與地理
息息相關的一種資訊科技。每一名地理學生，不論其學習能力如何，都需要認識
和學會運用此資訊科技工具。一個可行的辦法就是先以教師示範和學生小組活動
並用的方式引入地理信息系統工具，然後再進行簡短複習及鞏固練習。本課程中
所有議題均可加入地理信息系統活動，以便進行地理探究、空間形態分析，以及
人與環境相互關係的研究。教師選擇在課堂上如何以及在何處引入地理信息系統
時，宜參考第二章課程內容各表中「技能」一欄。

再者現時市面上有多種免費的地理信息系統。這些免費的軟件雖然功能有
限，但與商用的地理信息系統相比，卻勝在簡單易用，對首次接觸地理信息系統
的教師和學生來說，是入門的不二之選。「Goog l e 	 Map」便是這類軟件中的表
表者，教師可利用此軟件讓學生認識何謂地理信息系統。有關在地理教學中運用
地理信息系統的進一步資料和指引，教師可參考由教育局製作的《利用地理信息
系統在地理科進行探究學習》教材套。

6 . 4  發展校本教學資源

由於需要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和彌補市場上現有材料的不足，地理教師素已
慣於自行製作教學資源材料，特別是工作紙。在製作這些校本材料時，教師應考
慮下列各項原則，以確保所製作的材料能有效地支援地理學習。

校本材料宜：

•	提供額外的信息及/或包含另類的學習活動，以彌補教科書或其他現存資源的	
	 不足；及
•	着重照顧學生能力上的差異，因為市場上的現有材料只以能力一般以至水平較
	 高的使用者為對象。

最後，要注意的是，無論使用何種資源材料，教師必須明瞭採用這些材料給
學生參考的目的何在，以及有關材料可以怎樣促進高中地理課程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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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5  資源管理

6.5 . 1   教學資源分享

分享文化是知識管理成功的關鍵。各學校應作出適當安排，並提供以下機會：
•	教師可通過內聯網或校內其他途徑，跟學生分享教學資源；及
•	教師組成專業發展小組以交流經驗。

地理的跨學科特性令本科成為銜接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橋樑。地理教師有
很多機會與其他學科的教師合作，分擔工作和分享資源。目前已有一些本地中學
的地理教師與同校的科學科教師合辦有關氣候變化的專題研習，讓雙方的學生一
同進行天氣數據紀錄。在這類跨科合作中，地理教師負責向學生（甚或同事）教
授有關天氣和氣候的知識，而科學教師則提供有關統計分析和運用數據記錄設備
的訓練。其他例子有同校的地理和科學教師合作組織有關環境污染的專題研習，
並分享多種教學資源，例如pH試紙、環境測試工具和實驗室等。

 

6 . 5 . 2    地理室的使用管理

中學地理課程的優質教學，需要大量供地理專用的輔助資源與設備，包括地
球儀、氣象學儀器、實地考察儀器、各種地圖及航空照片等。地理室的用途是提
供寬敞的環境，以儲存及有效使用這些設備。

地理室對實地探究也有幫助。教師應經常為學生安排實地考察，因為它是地
理學習的重要組成部分。地理室可作為實地考察的基地，為策劃、預備、簡報、
數據處理、討論、匯報，以及儲存各種實地考察設備提供場地。

由於資訊科技在地理的應用日趨普遍，備有桌面電腦、地理信息系統軟件、
打印機、光碟和數碼地圖的地理室日益重要。教師宜詳加策劃，將地理室變為地
理信息系統教學中心，使其他學科也可善用地理室，特別是使用地理室現成的地
理信息系統及其他電子資源，來提升學習成效。地理教師也應為使用地理室制訂
時間表，以便有效地運用地理室的資源和設備。

教師也應鼓勵學生在午飯時、下課後、或在有關地理的課外活動中，盡量利
用地理室的各項資源。地理室也可用作聯課活動場所，例如可舉辦供地理與科學
兩科學生參加的工作坊，讓他們一起學習如何運用地理信息系統軟件分析香港的
微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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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綜合課程模式
而剪裁中一至中三地理課程

學校示例舉隅
 
這示例的目的，是要展示一些在初中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課程採用混合模

式的學校，可以如何剪裁它們中三的地理課程。

這個案中的學校在初中的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課程中提供了中國歷史科、
綜合人文科、歷史科及地理科。中國歷史科在中一至中三是獨立科目，而中一、
二則是綜合人文科，到了中三，此科便被歷史科及地理科所取代。

規劃一年制的中三級地理課程

第一步：課程檢視

( a ) 	 辨識在中一、二的綜合人文課程中已涵蓋了的基礎地理知識和概念
	 •	本個案中的教師檢查他們中一、二的綜合人文課程，及辨識那些已涵	

	 蓋中一至中三地理課程的基礎知識和概念的課題
	 •	教師評估這些知識和概念是否全部或部分被涵蓋了
	 •	表一展示本個案學校經過檢視課程中所涵蓋的基礎地理知識和概念的	

	 結果
(b ) 	 辨識在中一、二的綜合人文課程中已涵蓋了的核心地理技能
	 •	教師重覆步驟	1 ( a ) 	，但今次的重點放在核心地理技能上
	 •	表二展示本個案學校經過檢視課程中所涵蓋的核心地理技能的結果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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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一

　
課

程
檢

視
 –

 基
礎

地
理

知
識

和
概

念
 (續

下
頁

)

 

空
間

1.
	不

同
地
方
和
景
觀
的
區
位
，
其
中
包

括
它
們
為
甚
麼
在
那
裏
、
它
們
造
成

的
形
態
和
分
布
、
它
們
如
何
和
為
何

轉
變
，
以
及
它
們
對
人
們
的
影
響
。

2.
		主

要
自
然
和
人
文
形
態
在
不
同
規
模

	
（
從
本
地
到
全
球
）
下
的
分
布
。

3.
		造

成
主
要
自
然
和
人
文
形
態
分
布
的

地
理
	作

用
，
以
及
它
們
在
空
間
內
的

互
動
情
況
。

地
方

與
區

域
1.
		不

同
地
方
的
自
然
和
人
文
特
徵
。

2.
		形

成
不
同
地
方
的
自
然
和
人
文
作
用
。

3.
	「

區
域
」
概
念
的
定
義
是
地
球
表
面

一
個
	擁
有
劃
一
地
理
特
徵
的
地
方
。

4.
		不

同
區
域
之
間
的
異
同
。

人
與

環
境

互
動

1.
	區

域
轉
變
的
形
式
及
引
致
這
些
轉
變

的
因
素
。

2.
	自

然
環
境
和
自
然
作
用
的
特
徵
對
人

類
活
動
的
影
響
。

3.
	人

對
不
同
自
然
環
境
的
差
異
和
變
化

的
反
應
。

中
一
級

為
何
本
區
及

本
港
會
發
展

起
來
？

中
一
級

評
價
本
區
的

未
來
發
展

中
二
級

香
港
是
一
個

大
都
會
嗎
？

中
二
級

認
識
中
國

的
省
份

中
二
級

美
麗
河
山

中
二
級

氣
象
萬
千

中
二
級

議
題
探
討
	–

可
持
續
發
展

中
二
級

個
案
研
究
	–

長
江
三
峽

中
二
級

全
球
化
下

的
香
港

k

香
港
不
同
地

方
的
區
位

k

只
有
人
文
特
徵

（
土
地
利
用
）

k

只
有
人
文
特
徵

（
城
市
發
展
）

k

只
有
人
文
特
徵

（
經
濟
特
徵
）

k

中
國
的
自
然

特
徵

k

中
國
的
氣
候

特
徵 k

形
成
氣
候
特

徵
的
自
然
作
用

氣
候
對
人
類

活
動
的
影
響

k

香
港
的
土
地

利
用
形
態

k

中
國
地
形
的

分
布

k

長
江
的
特
徵

k

中
國
的
氣
候

特
徵

香
港
　
中
國

k

跨
國
公
司

的
分
布

k

分
布
的
原
因

k

工
業
/跨

國
公

司
區
位
形
態

的
轉
變

k

啟
德
的
區
位

k

中
國
的

省
份

k

中
國
山
脈
的

區
位

k

長
江
的
區
位

市
區
重
建

長
江
的
水

問
題

長
江
氾
濫

的
影
響

影
響
氣
候
特

徵
的
因
素

知
識

和
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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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

如
何
改
變
自
然
環
境
及
這
些
改
變

對
不
	同
地
方
和
環
境
的
影
響
。

可
持

續
發

展
1.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定
義
及
如
何
在
不
同

的
地
	方
和
情
況
下
推
行
。

2.
		本

地
、
本
國
及
全
球
的
主
要
議
題
，
其

中
包
括
它
們
的
成
因
、
當
中
的
衝
突
和

如
何
以
可
持
續
的
方
式
來
處
理
。

全
球

相
互

依
存

1.
		不

同
地
方
和
區
域
之
間
的
經
濟
、
環

境
、
	政
治
和
社
會
的
互
動
。

2.
		人

類
活
動
在
某
一
地
方
所
引
起
的
變

化
如
	何
令
其
他
地
方
都
出
現
變
化
。

地
域

覆
蓋

1.
	香

港

2.
	中

國

3.
	亞

洲

4.
	世

界

中
一
級

為
何
本
區
及

本
港
會
發
展

起
來
？

中
一
級

評
價
本
區
的

未
來
發
展

中
二
級

香
港
是
一
個

大
都
會
嗎
？

中
二
級

認
識
中
國

的
省
份

中
二
級

美
麗
河
山

中
二
級

氣
象
萬
千

中
二
級

議
題
探
討
	–

可
持
續
發
展

中
二
級

個
案
研
究
	–

長
江
三
峽

中
二
級

全
球
化
下

的
香
港

k

只
有
本
地

個
案

k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意
義

啟
德
發
展

長
江
三
峽

工
程

長
江
三
峽

工
程

本
國
議
題

知
識

和
概

念

k
	部

分
涵
蓋
	
	全

部
涵
蓋
	

未
被
涉
獵
的
基
礎
地
理
知
識
和
概
念

表
一

　
課

程
檢

視
 –

 基
礎

地
理

知
識

和
概

念

空
間

1.
	不

同
地
方
和
景
觀
的
區
位
，
其
中
包

括
它
們
為
甚
麼
在
那
裏
、
它
們
造
成

的
形
態
和
分
布
、
它
們
如
何
和
為
何

轉
變
，
以
及
它
們
對
人
們
的
影
響
。

2.
		主

要
自
然
和
人
文
形
態
在
不
同
規
模

	
（
從
本
地
到
全
球
）
下
的
分
布
。

3.
		造

成
主
要
自
然
和
人
文
形
態
分
布
的

地
理
	作

用
，
以
及
它
們
在
空
間
內
的

互
動
情
況
。

地
方

與
區

域
1.
		不

同
地
方
的
自
然
和
人
文
特
徵
。

2.
		形

成
不
同
地
方
的
自
然
和
人
文
作
用
。

3.
	「

區
域
」
概
念
的
定
義
是
地
球
表
面

一
個
	擁
有
劃
一
地
理
特
徵
的
地
方
。

4.
		不

同
區
域
之
間
的
異
同
。

人
與

環
境

互
動

1.
	區

域
轉
變
的
形
式
及
引
致
這
些
轉
變

的
因
素
。

2.
	自

然
環
境
和
自
然
作
用
的
特
徵
對
人

類
活
動
的
影
響
。

3.
	人

對
不
同
自
然
環
境
的
差
異
和
變
化

的
反
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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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二

　
課

程
檢

視
 –

 核
心

地
理

技
能

 (續
下

頁
)

 

地
理

探
究

能
力

1.
	識

別
地
理
議
題
和
提
出
地
理
問
題

2.
		從

不
同
的
來
源
挑
選
和
選
取
地
理
數
據

3.
		運

用
恰
當
的
總
結
技
巧
及
模
式
，
組

織
和
展
示
地
理
數
據

4.
		觀

察
和
闡
釋
經
整
理
的
地
理
數
據
以

識
別
當
中
的
形
態
、
趨
勢
及
關
係

5.
		從

經
過
分
析
的
地
理
資
訊
和
數
據
作

出
推
	論
/概

論
及
得
出
結
論

地
圖

技
能

1.
	閱

讀
不
同
類
型
和
比
例
的
地
圖

2.
	運

用
索
引
和
目
錄
從
地
圖
集
中
尋
找

特
定
	的
資
料

3.
		運

用
不
同
的
坐
標
和
格
網
坐
標
尋
找

特
定
	形
貌
和
地
方
的
區
位

4.
		運

用
線
性
比
例
尺
和
分
數
比
例
尺
量

度
地
	圖
上
的
距
離
和
面
積

5.
	從

地
圖
中
識
別
及
描
述
空
間
形
態

6.
	從

等
高
線
圖
繪
製
附
有
註
釋
的
橫
切
面

中
一
級

我
們

在
何
方
？

中
一
級

何
時
有
人

遷
到

這
裡
呢
？

中
一
級

居
民
如
何

生
活
？

中
一
級

為
何
本
區
及

本
港
會
發
展

起
來
？

中
一
級

評
價
本
區
的

未
來
發
展

中
二
級

認
識
中
國

的
省
份

中
二
級

美
麗
河
山

中
二
級

氣
象
萬
千

中
二
級

個
案
研
究
–
		

長
江
三
峽

中
二
級

全
球
化
下

的
香
港

運
用
六
何
法

來
發
問
問
題

三
種
比
例

閱
讀
不
同

比
例
的
地
圖

閱
讀

平
面
圖

經
緯
度
、

格
網
座
標

閱
讀
大
比
例

的
地
圖

閱
讀
分
區

計
劃
草
圖

閱
讀
分
區

計
劃
草
圖

閱
讀

地
形
圖

地
形
形
態

氣
候
圖

運
用
六
何

法
來
發
問

問
題

核
心

地
理

技
能

k

k

闡
釋
橫
切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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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計

算
山
坡
的
坡
度

8.
		闡

釋
等
高
線
圖
來
描
述
某
地
的
地

勢
，
並
識
別
圖
中
的
地
貌

9.
	運

用
地
理
信
息
系
統
組
織
地
理
數
據

並
繪
	製
簡
單
的
地
圖

實
地

考
察

技
能

1.
	實

地
沿
著
地
圖
上
的
路
線
而
行
，
並

識
別
	地
圖
資
料
所
顯
示
的
明
顯
形
貌

2.
	運

用
不
同
的
技
能
來
量
度
和
記
錄
考

察
地
	點

的
地
理
數
據
，
並
在
地
圖
上

標
示
出
來

3.
		運

用
不
同
的
工
具
來
量
度
、
蒐
集
和

記
錄
	從
實
地
考
察
得
來
的
地
理
數
據

4.
	繪

製
附
有
註
釋
的
實
地
草
圖
以
記
錄

地
理
	資
訊

5.
	實

地
進
行
抽
樣
調
查

運
用

圖
表

、
統

計
數

字
及

照
片

的
技

能
1.
	認

識
及
計
算
總
數
、
平
均
數
、
頻

率
、
值
域
、
密
度
、
比
率
和
百
分
比

2.
	繪

製
及
闡
釋
各
種
圓
瓣
圖
、
棒
形

圖
、
柱
形
圖
、
線
形
圖
、
氣
候
圖
、

比
例
圖
表

中
一
級

我
們

在
何
方
？

中
一
級

何
時
有
人

遷
到

這
裡
呢
？

中
一
級

居
民
如
何

生
活
？

中
一
級

為
何
本
區
及

本
港
會
發
展

起
來
？

中
一
級

評
價
本
區
的

未
來
發
展

中
二
級

認
識
中
國

的
省
份

中
二
級

美
麗
河
山

中
二
級

氣
象
萬
千

中
二
級

個
案
研
究
–
	

長
江
三
峽

中
二
級

全
球
化
下

的
香
港

圓
瓣
圖

核
心

地
理

技
能

表
二

　
課

程
檢

視
 –

 核
心

地
理

技
能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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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繪

製
流
程
圖
以
顯
示
地
理
系
統
的
投

入
、
	產

出
、
元
素
、
回
饋
和
其
他
部
分

4.
	閱

讀
及
闡
釋
傾
斜
空
中
照
片
、
空
中

照
片
、
地
面
照
片
和
衛
星
圖
像

	5
.	識

別
空
中
照
片
所
展
示
的
形
貌
和
形

態
，
	並

能
於
顯
示
同
一
地
區
的
地
圖

中
識
別
這
些
形
貌
和
形
態

6.
		閱

讀
簡
單
的
天
氣
圖

中
一
級

我
們

在
何
方
？

中
一
級

何
時
有
人

遷
到

這
裡
呢
？

中
一
級

居
民
如
何

生
活
？

中
一
級

為
何
本
區
及

本
港
會
發
展

起
來
？

中
一
級

評
價
本
區
的

未
來
發
展

中
二
級

認
識
中
國

的
省
份

中
二
級

美
麗
河
山

中
二
級

氣
象
萬
千

中
二
級

個
案
研
究
–
	

長
江
三
峽

中
二
級

全
球
化
下

的
香
港

核
心

地
理

技
能

k
	部

分
涵
蓋
	
	全

部
涵
蓋
	

未
被
涉
獵
的
核
心
地
理
技
能

表
二

　
課

程
檢

視
 –

 核
心

地
理

技
能

地
面
及
傾
斜

空
中
照
片

空
中
照
片

地
面
及
傾
斜

空
中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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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未被涉獵的基礎地理知識和概念 

1 . 	地方與區域—「區域」概念的定
義是地球表面一個擁有劃一地理
特徵的地方

2. 	地方與區域—不同區域之間的異
同

3 . 	人與環境互動—人對不同自然環
境的差異和變化的反應

4. 	全球相互依存—不同地方和區域
之間的經濟、環境、政治和社會
的互動

5. 	全球相互依存—人類活動在某一
地方所引起的變化如何令其他地
方都出現變化

完全未被涉獵的核心地理技能

1 . 	地理探究能力—觀察和闡釋經整	
	 理的地理數據以識別當中的形態、	
	 趨勢及關係

2 . 	地圖技能—計算山坡的坡度

3 . 	地圖技能—運用地理信息系統組	
	 織地理數據並繪製簡單的地圖

4 . 	所有實地考察技能

5 . 	運用圖表、統計數字及照片的技	
	 能—認識及計算總數、平均數、	
	 頻率、值域、密度、比率和百分比

6 . 	運用圖表、統計數字及照片的技	
	 能—繪製流程圖以顯示地理系統	
	 的投入、產出、元素、回饋和其	
	 他部分

7 . 	運用圖表、統計數字及照片的技	
	 能—識別空中照片所展示的形貌	
	 和形態，並能於顯示同一地區的	
	 地圖中識別這些形貌和形態

(c ) 	 辨識未被涉獵的必須學習元素
	 •	 根據表一及表二的結果，教師辨識在中一、二綜合人文科課程未被涉	

	 獵哪些必須學習元素（表三）。

表三　完全未被涉獵的基礎地理知識和概念及核心地理技能

•	個案中的教師更發現在綜合人文課程中有一些必須學習元素是未被詳細闡釋
的，因此，在中三的地理課程中應更著重這些元素。表四記錄了教師對綜合
人文課程為地理學生在哪程度上提供必須學習元素的觀感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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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 規劃中三地理課程

( a ) 	 辨識有哪些單元涉及那些未被涉獵的必須學習元素
	 •	教師根據表三辨識有哪些在新修訂的中一至三地理課程中的單元有涉及
	 	 在中一、二綜合人文課程未被涉獵的必須學習元素（參閱表五及表六）。
(b ) 	 為中三課程選取合適的單元
	 •	教師根據表五及表六，辨識那些可以涵蓋未被涉獵的基礎地理知識和概	

	 念及核心地理技能的單元（表七）。
	 •	扣除在中一、二綜合人文課程所教授過的「氣候」、「水」及「工業」	

	 的課題，教師選取了七個可行的單元來組構這個一年制的中三地理課程	
	 （表八）。

	 •	教師可根據學生的興趣、教學時間及教師本身的喜好來選取合適的課題。
	 •	最後教師選取了「自然災害」、「糧食」及「能源」這三個單元作為中	

	 三的課程，而在其餘課程選一個用來作專題研習。
	 •	選取這三個單元的原因如下：
	 * 	 「自然災害」這單元在新修訂的中一至三地理課程中是屬於甲部，	

「糧食」是乙部而「能源」是丙部，這代表了一個由本地、本國至全	
	球的全面覆蓋，這樣能令初中地理課程有一個寬闊而又均衡的地域覆
蓋。

	 * 	 這三個都是中一至三的地理課程中的核心單元，也能涵蓋大部分的	必
須學習元素。

 

 未被詳細闡釋的必須學習元素

1 . 	解釋地方及景觀區位的因素

2 . 	形成分布形態的地理作用

3 . 	形成不同地方的人文作用

4 . 	全球環境議題

 整體觀察

1 . 	課程內容主要涉及事實性知識及	
	 一些基本的地理概念。

2 . 	很少提及形成這些形態的原因或	
	 作用。

3 . 	缺乏全球視野；欠缺全球性議題。

4 . 	學生沒有實地考察的經驗及沒有	
	 機會學習實地考察技能。

5 . 	欠缺運用統計技能的訓練。

表四　未被詳細闡釋的必須學習元素及整體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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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荒漠化」這單元的優先次序雖比「自然災害」為高，但它未被選	
取，這是因為後者更能展示在中一、二綜合人文課程未被詳細闡釋有
關自然環境中的主要概念，再者，那些未被涉獵的核心地理技能，已
在另外兩個選取了的單元中涵蓋了。

	 * 	 在「荒漠化」、「海洋」、「人口」及「疾病」這四個單元中選取	
其中一個作為專題研習的題目，是因為他們對學生來說是有趣和新穎	
的，這些單元可展示地理如何與學生的日常生活及經驗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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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間

1.
	不

同
地
方
和
景
觀
的
區
位
，
其
中
包
括
它
們
為
甚
麼
在
那
裏
、
它
們
造
成
的
形
態
和
分
布
、
它
們

如
何
和
為
何
轉
變
，
以
及
它
們
對
人
們
的
影
響
。

2.
		主

要
自
然
和
人
文
形
態
在
不
同
規
模
（
從
本
地
到
全
球
）
下
的
分
布
。
	

3.
		造

成
主
要
自
然
和
人
文
形
態
分
布
的
地
理
作
用
，
以
及
它
們
在
空
間
內
的
互
動
情
況
。

 
 

地
方

與
區

域

1.
		不

同
地
方
的
自
然
和
人
文
特
徵
。
	

2.
		形

成
不
同
地
方
的
自
然
和
人
文
作
用
。
	

3.
		「

區
域
」
概
念
的
定
義
是
地
球
表
面
一
個
擁
有
劃
一
地
理
特
徵
的
地
方
。
	

4.
	不

同
區
域
之
間
的
異
同
。
	

 
 

人
與

環
境

互
動

1.
		區

域
轉
變
的
形
式
及
引
致
這
些
轉
變
的
因
素
。

2.
		自

然
環
境
和
自
然
作
用
的
特
徵
對
人
類
活
動
的
影
響
。
	

3.
		人

對
不
同
自
然
環
境
的
差
異
和
變
化
的
反
應
。

4.
		人

如
何
改
變
自
然
環
境
及
這
些
改
變
對
不
同
地
方
和
環
境
的
影
響
。
	

 
 

可
持

續
發

展

1.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定
義
及
如
何
在
不
同
地
方
和
情
況
下
推
行
。

2.
		本

地
、
本
國
及
全
球
的
主
要
議
題
，
其
中
包
括
它
們
的
成
因
、
當
中
的
衝
突
和
如
何
以
可
持
續
的
方
式
來
處
理
。

 
 

 
 

全
球

相
互

依
存

1.
		不

同
地
方
和
區
域
之
間
的
經
濟
、
環
境
、
政
治
和
社
會
的
互
動
。

2.
		人

類
活
動
在
某
一
地
方
所
引
起
的
變
化
如
何
令
其
他
地
方
都
出
現
變
化
。
	

城 市
工 業

旅 遊
荒 漠 化

自 然 災 害

能 源
糧 食

疾 病
氣 候

人 口
水

海 洋

	
完
全
未
被
涉
獵
的
基
礎
地
理
知
識
和
概
念
	

能
涵
蓋
完
全
未
被
涉
獵
的
基
礎
地
理
和
概
念
知
識
的
單
元

表
五

　
中

一
至

三
地

理
課

程
各

單
元

所
涵

蓋
的

基
礎

地
理

知
識

和
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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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六

　
中

一
至

三
地

理
課

程
各

單
元

所
涵

蓋
的

核
心

地
理

技
能

 (續
下

頁
)

  

 
 

地
理

探
究

能
力

1.
	識

別
地
理
議
題
和
提
出
地
理
問
題

2.
		從

不
同
的
來
源
挑
選
和
選
取
地
理
數
據
	

3.
		運

用
恰
當
的
總
結
技
巧
及
模
式
，
組
織
和
展
示
地
理
數
據

4.
		觀

察
和
闡
釋
經
整
理
的
地
理
數
據
以
識
別
當
中
的
形
態
、
趨
勢
及
關
係
	

5.
		從

經
過
分
析
的
地
理
資
訊
和
數
據
作
出
推
論
/概

論
及
得
出
結
論

 
 

地
圖

技
能

1.
		閱

讀
不
同
類
型
和
比
例
的
地
圖
	

2.
		運

用
索
引
和
目
錄
從
地
圖
集
中
尋
找
特
定
的
資
料
	

3.
		運

用
不
同
的
坐
標
和
格
網
坐
標
尋
找
特
定
形
貌
和
地
方
的
區
位
	

4.
	運

用
線
性
比
例
尺
和
分
數
比
例
尺
量
度
地
圖
上
的
距
離
和
面
積
	

5.
		從

地
圖
中
識
別
及
描
述
空
間
形
態

6.
		從

等
高
線
圖
繪
製
附
有
註
釋
的
橫
切
面
	

7.
		計

算
山
坡
的
坡
度

8.
		闡

釋
等
高
線
圖
來
描
述
某
地
的
地
勢
，
並
識
別
圖
中
的
地
貌
	

9.
		運

用
地
理
信
息
系
統
組
織
地
理
數
據
並
繪
製
簡
單
的
地
圖
	

 
 

實
地

考
察

技
能

1.
		實

地
沿
著
地
圖
上
的
路
線
而
行
，
並
識
別
地
圖
資
料
所
顯
示
的
明
顯
形
貌

2.
		運

用
不
同
的
技
能
來
量
度
和
記
錄
考
察
地
點
的
地
理
數
據
，
並
在
地
圖
上
標
示
出
來

 
 

3.
		運

用
不
同
的
工
具
來
量
度
、
蒐
集
和
記
錄
從
實
地
考
察
得
來
的
地
理
數
據

4.
		繪

製
附
有
註
釋
的
實
地
草
圖
以
記
錄
地
理
資
訊

城 市
工 業

旅 遊
荒 漠 化

自 然 災 害

能 源
糧 食

疾 病
氣 候

人 口
水

海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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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實

地
進
行
抽
樣
調
查

 
 

運
用

圖
表

、
統

計
數

字
及

照
片

的
技

能

1.
		認

識
及
計
算
總
數
、
平
均
數
、
頻
率
、
值
域
、
密
度
、
比
率
和
百
分
	

2.
		繪

製
及
闡
釋
各
種
圓
瓣
圖
、
棒
形
圖
、
柱
形
圖
、
線
形
圖
、
氣
候
圖
、
比
例
圖
表
	

3.
		繪

製
流
程
圖
以
顯
示
地
理
系
統
的
投
入
、
產
出
、
元
素
、
回
饋
和
其
他
部
分
	

4.
	閱

讀
及
闡
釋
傾
斜
空
中
照
片
、
空
中
照
片
、
地
面
照
片
和
衛
星
圖
像
	

5.
		識

別
空
中
照
片
所
展
示
的
形
貌
和
形
態
，
並
能
於
顯
示
同
一
地
區
的
地
圖
中
識
別
這
些
形
貌
和
形
態

6.
		閱

讀
簡
單
的
天
氣
圖

城 市
工 業

旅 遊
荒 漠 化

自 然 災 害

能 源
糧 食

疾 病
氣 候

人 口
水

海 洋

	
完
全
未
被
涉
獵
的
核
心
地
理
技
能

表
六

　
中

一
至

三
地

理
課

程
各

單
元

所
涵

蓋
的

核
心

地
理

技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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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選取合適單元

  
可涵蓋所有未被

涉獵的基礎地理知識
和概念的單元：

	 • 	自然災害
	 •	氣候
	 •	糧食
	 •	水
	 •	工業
	 •	能源
	 •	人口
	 •	荒漠化
	 •	疾病
	 •	海洋

可涵蓋大部分
未被涉獵的

核心地理技能的單元：

在中一、二
綜合人文課程

已教授過的課題：

	 • 	氣候
	 •	水
	 •	工業

	•	糧食（涵蓋9個未被涉
		 獵的核心地理技能）
	•	水（涵蓋9個未被涉獵
		 的核心地理技能）
	•	荒漠化（涵蓋9個未被
		 涉獵的核心地理技能）
	•	工業（涵蓋7個未被涉
		 獵的核心地理技能）
	•	能源（涵蓋7個未被涉
		 獵的核心地理技能）
	•	自然災害（涵蓋6個未
		 被涉獵的核心地理技能）
	•	海洋（涵蓋6個未被涉
		 獵的核心地理技能）
	•	氣候（涵蓋5個未被涉
		 獵的核心地理技能）
	•	人口（涵蓋3個未被涉
		 獵的核心地理技能）
	•	疾病（涵蓋3個未被涉
		 獵的核心地理技能）



108

  
建議單元

 （以優先次序排列） 

糧食#

自然災害#

荒漠化

能源#

注意事項

•	重點可放在欠發達國家的問題如何有別
於中國的情況及他們如何解決問題，這
樣便可帶出不同地方與區域之間的異同
及人對不同自然環境的差異和變化的反
應

•	教授地理信息系統及運用圖表的技能
•	進行實地考察
•	繪製流程圖以顯示農業系統的運作

•	重點可放在主要自然災害的全球分布以
加強學生的全球視野

•	有關「颱風」的部分可以刪除，因為已
在中二級的綜合人文課程中教授過

•	重點可放在人類如何回應這些自然災害
•	可引用其他地方的例子以擴闊學生對世

界的認識
•	教師應教授學生如何計算山坡的坡度
•	教授地理信息系統及運用統計數字的技

能

•	重點可放在人類活動與荒漠化之間的關
係

•	教師更應指出這問題並不是本地的，而
是會影響到遙遠的地區，這樣便可帶出
全球相互依存的概念

•	可引用澳洲的例子以平衡個案的覆蓋範
圍

•	教師可幫助學生闡釋衛星圖像及運用地
理信息系統來繪製地圖

•	進行實地考察

•	重點可放在全球的能源分布及全球能源
生產和消耗的形態

•	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如何應用在一個全球
性議題上

•	教授地理信息系統及運用圖表的技能

表八　中三地理課程可包含的單元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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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疾病 •	透過學習傳染病分布及蔓延的形態，學
生可更掌握全球視野這個概念

•	透過學習在不同的疫區內民眾對疫情的
反應和所採取的冒險行徑，學生可理解
人對不同自然環境的差異和變化的反應

•	教授地理信息系統及運用統計數字的技
能

•	透過學習中國人口的分布及較發達國家
和欠發達國家的人口問題，學生能理解
不同區域的異同

•	教授地理信息系統及運用統計數字的技能

# 	中一至三地理課程的核心單元
表八　中三地理課程可包含的單元

  
建議單元

 （以優先次序排列） 

海洋

注意事項

•	重點可放在全球的大洋和大海的分布，
令學生能有一個全球分布形態的概念

•	可帶出生態系統的概念；可繪製流程圖
以顯示投入、產出、作用和回饋的概念

•	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如何應用在一個全球
性議題上

•	教授運用圖表及統計數字的技能
•	進行實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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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地理 (月刊)故鄉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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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教育 (雙月刊)《地理教育》雜誌社
	 [發行：重慶市報刊發行局]

地理學報 (雙月刊)中國北京科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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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萬維網網址

1.  有關地理教育的網址

網址
http://www.qca.org.uk

http://www2.glos.ac.uk/gdn/
seda/

http://www.rgs.org/

http://www.geography.org.uk

http://www.aag.org/

網頁名稱
Qualifications	and
Curriculum	Authority	-	 
Innovating	with	geography

Paper	89	published	by
Staff	and	Education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U.K.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Geographical
Associ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內容
此官方網頁包含了英格蘭及威爾斯地理課程及
評估的廣泛資料。

於此有一系列以「Developing	Skill-based	
Curricula	through	the	Disciplines:	Case	Studies	
of	Good	Practice	in	Geography（透過學科發展
技能為本課程：地理科中的良好經驗個案研
究）」為題的文章。

這網頁包含有關英國地理教育的最新資料，以
及一些有關地理教學的好文章。

此官方網頁包含了地理課程的最新發展的資料
及大量實用的資源。

瀏覽人士切勿錯過這網頁中包括在章節
「Publications」內的「Annuals」部分。

網址
http://geographyworldonline.
com/

http://geography.about.
com/od/studygeography/a/
geog101.htm	

http://www2.lib.udel.edu/
subj/geog/internet.htm

http://www.
nationalgeographic.
com

http://library.thinkquest.
org/10157/geoglobe.html

網頁名稱
Geography	World

Geography	101

Internet	Resources	for
Geography	&	Geology

Geography	Education,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Geo-Globe

內容
此網頁包含不同地理範疇的資料，並連結大量
與地理有關的教學資源，例如：地理遊戲、測
驗及新聞等。

本網頁包含大部分地理課題的大量資料及連
結，另提供大量與地理相關的地圖、照片及美
工圖案。

這網頁提供大量與地理相關課題的連結，當中
更包括課堂教案、教育軟件及網上環球實地考
察等。

在此網頁可找到地理教案和課堂活動。

這網頁包含了很多與地理有關的遊戲。

2 .  有關地理教學的一般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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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有關地圖的網址

網址
http://www.
geographyinthenews.
rgs.org

網址
http://www.maps.com

http://www.centamap.com

http://www.ypmap.com/eng

http://maps.google.com

http://www.google.com/
earth/index.html

http://www.
nationalgeographic.
com/maps

http://www.eduplace.com/ss/
maps

網頁名稱
Geography	in	the	News

網頁名稱
Maps.com	-	The	Place
for	Maps	Online

中原地圖

黃頁地圖

Google	Maps

Google	Earth

National	Geographic	-	 
Maps	and	Geography

Education	Place	-	 
Outline	Maps

內容
這網頁包含了與地理相關的新聞，為地理課堂
探究學習提供一種良好及最新的資源。

內容
這網頁提供網上世界地圖、地圖遊戲及有關地
圖閱讀技巧的資料。

一個十分實用的網頁。當中包括了香港不同地
方的地圖。

此網頁包含了大量實用的香港地圖。除了街道
圖外，也可在此找到天氣圖及統計圖。

一個內容豐富、提供世界不同地區地圖及衛星
照片的網頁。

此網頁提供全球的三維/衛星圖像。瀏覽者可
利用Google	地球參看歷史地圖、天氣形態及
海床。使用者更可利用它來記錄實地考察的區
位及詳情，以便作進一步分析。

這網頁包括「MapMachine	Online	Atlas	 (地圖
機器網上地圖集）」一部分，能提供不同類型
的數碼地圖，例如街道圖、地形圖及有關環
境、自然災害及天氣的地圖。

此網頁提供各類略圖(pdf	格式)以供打印。

4 .  有關核心單元的網頁

明智地運用城市空間—我們能否維持一個可持續的城市環境？

網址
http://www.ura.org.hk/

http://www.susdev.gov.hk/

網頁名稱
市區重建局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內容
可在此找到有關香港市區更新的資料，當中也
備有個案研究。

此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官方網頁有香港及世界其
他地方關於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概念及相關政
策。當中的「可持續發展網上資源中心」提供
了大量有關可持續發展的資料及教材供教學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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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
http://www.curb.com.cn

http://www.pland.gov.hk/

http://www.defra.gov.uk/
sustainable/government/index.
htm

http://sustainablecities.dk/en/
cases?view=cases-comments

網頁名稱
中國城市化

規劃署

UK	Governmen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Cities

內容
此網頁有一篇關於城市化的好文章。

此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規劃署的官方網頁。這網
頁中的「規劃研究」，提供有關香港城市規劃
的實用個案以供教學之用。

此網頁介紹英國政府如何以可持續方式發展城
市及有關可持續發展的政策。

此網頁為一個數據庫，提供以可持續方式發展
城市的知識及個案。

網址
http://www.usgs.gov/hazards/

http://www.crustal.ucsb.edu/
ics/understanding/

http://earth.fg.tp.edu.tw/
learn/eq/main.htm

http://earthobservatory.nasa.
gov/

http://hkss.cedd.gov.hk/hkss/
index.htm

http://earthobservatory.nasa.
gov/NaturalHazards/

http://www.geography.	
learnontheinternet.co.uk/
topics/tropstorm.html

網頁名稱
Nature	Hazards	Gateway

Understanding
Earthquakes

認識地震

NASA	Earth	Observatory

香港斜坡安全

Earth	Observatory

Internet	Geography	-	
tropical	storms

內容
此網頁包含豐富的自然災害資源，並輔以地圖
來匯報現今的自然災害。此網頁提供多種實用
的資源，例如圖表、照片、動畫和教學活動，
支援教授地球構造、地震和板塊構造論。

此網頁載有關於地震的資料、測驗及動畫。

此網頁提供有關地震的資料，特別是有關台灣
地震個案的資料。

此網頁內容源自美國太空總署有關氣候和環境
的研究，內含的影像、故事和新發現，全部取
材自該署的衛星任務、實地研究和氣候模型。

此網頁包含有關斜坡安全和維修的資訊、教材
和互動遊戲。

此網頁提供發生在世界各地不同類型自然災害
的最新資訊。

一個提供有關熱帶氣旋詳盡資料的實用網頁。

與自然災害共處－我們是否比其他地方裝備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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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問題—我們能養活自己嗎？

網址
http://www.ucc.ie/famine/

http://www.oxfam.org.hk

http://www.fao.org/index_
en.htm

http://worldfoodchina.com/

http://www.greenpeace.org/
china/en/campaigns/food-
and-agriculture

http://news.bbc.co.uk/2/hi/
in_depth/africa/2006/africa_
food_crisis/default.stm

http://www.angelfire.com/
mac/egmatthews/worldinfo/
problems/famine.html

網頁名稱
International	Famine
Centre	Homepage

樂施會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World	Food	China

Green	Peace	China,	
Agriculture

BBC	News-Africa’s	food	
crisis

Famine	Page

內容
此網頁包含了世界各地饑荒的最新信息，同時
也有關於饑荒網頁的連結。

在此網頁可找到有關發展與貧窮的資料。

這網頁有全世界食物及農業的實用資料，例如
食物危機狀況及可持續發展。

此網頁包含有關中國糧食及農業的資料。

此網頁介紹中國農業的現況。

有關非洲糧食問題的資料庫。

內含一系列有關非洲糧食問題的短文章，可用
作推行「從閱讀中學習」策略。

網址
http://www.ctgpc.com

http://factsanddetails.com/
china.php?itemid=390&catid=
10&subcatid=66

http://www.yellowriver.gov.
cn/eng

http://www.geography.
learnontheinternet.co.uk/
topics/flooding.html

http://www.oxfam.org.uk/	
education/resources/water_
for_all/

網頁名稱
中國長江三峽集團

Fact	and	Details	-	Water	
Shortages	in	China

Yellow	River	Conservancy	
Commission

Internet	Geography	-	 
flooding

Oxfam	Education	-
water	for	all

內容
這網頁為研習三峽工程提供了大部分所需的資
料，例如該工程的優點及環境保護的措施。

此網頁載有中國水問題的資料，並有關於中國
環境的連結和資源。

載有中國黃河及其他水文計劃最新資訊的網
站，並內含相關的照片庫及錄像資源。

此網頁載有有關河流的豐富資源，其中包括多
個氾濫的個案。

此網頁內含全面有關水議題的學習資源。

水的煩惱—太多與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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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
http://www.unescap.
org/drpad/	publication/
integra/modalities/	
bangladesh/4bl000ct.htm

http://www.geographypages.
co.uk/flood.htm

http://www.pub.gov.sg/
Pages/default.aspx

網頁名稱
Th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
Flooding	in	Bangladesh

Geography	Pages	-	
UK	flood	resources

PUB,	Singapore’s	national	
water	agency

內容
一個內容豐富的網頁，載有大量有關孟加拉氾
濫問題的資訊。

載有大量有關英國氾濫問題教材的實用網頁。

此乃新加坡水資源管理的官方網頁。萬勿錯過
當中有關新生水(NEWater)及濱海堤壩(Marina	
Barrage)的部分。

網址
http://www.geography.
org.uk/download/GA_
RECareersDearne
BusinessActivity.pdf

http://www.geographyteaching
today.org.uk/ks3-resources/	
resource/china-today/
made-in-china/

http://info.hktdc.com/
mktprof/china/prd.htm

網頁名稱
Geographical
Association	-	Resources

Geography	Teaching
Today:	Made	in	China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	  
Pearl	River	Delta	
Economic	File

內容
內含有關英國南約克郡工業衰落的學習活動。
該活動的設計頗佳。

有關中國工業的一系列教案。

此網頁內含有關珠江三角洲經濟（包括製造
業）情況的概要。

製造業的全球轉移—機遇與威脅

網址
http://energymarine.com/

http://re.emsd.gov.hk/

http://www.energyland.emsd.
gov.hk/eng/index.htm

http://tonto.eia.doe.gov/kids/
energy.cfm?page=6

http://www.energy.gov/
about/index.htm

網頁名稱
Energy	Marine

香港可再生能源網

機電工程署能源資訊園地

EIA	Energy	Kids	-
For	Teachers

Department	of	Energy
Homepage

內容
一個資源豐富的網頁，載有來自世界各地有關
能源的消息。

有關香港可再生能源的網頁。	此網頁載有教材。

一個有趣的網頁，提供有關能源的實用教材。

此網頁的設計旨在為教師提供有關能源的教
案、指引和照片庫。

此為美國能源部的網頁，載有節能策略的資訊。

爭奪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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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有關核心單元的網頁

遊客—敵友難分?

變化中的氣候、變化中的環境

網址
http://www.discoverhongkong.
com/tc

http://geopark.gov.hk/

http://www.gdrc.org/uem/
eco-tour/st-whatis.html

http://www.sustainabletourism.
net/index.html

http://www.tourism.gov.hk/
tc_chi/welcome/welcome.html

網址
http://www.epa.gov/
climatechange/	

http://www.panda.org/
climate/

http://www.hko.gov.hk/
contente.htm

http://assets.panda.org/
custom/flash/our_climate_is_
changing/

http://www.weatherbase.com	

http://www.cma.gov.cn/index.
html

http://climatechangeissue.
com/

網頁名稱
香港旅遊發展局網頁

香港地質公園

The	Sustainable
Tourism	Gateway

Sustainable
Tourism.net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旅遊事務署

網頁名稱
EPA	Climate	Change

WWF	-	Climate
Change	Campaign

香港天文台

WWF	-	Our	Climate	is	
Changing

Weatherbase

中國氣象局

Climate	Change	Issue

內容
此為香港旅遊發展局的官方網頁，載有有關香
港旅遊目的地的資訊。

此為香港地質公園的官方網頁，介紹香港地質
公園及本港的地質環境。

此網頁提供有關可持續旅遊的資料，並蒐集了
有關旅遊的期刊文章和個案。

此有關可持續旅遊的網頁內容豐富，內含相關
的資源和個案。

此網頁提供有關香港旅遊的文章、報告和旅客
資訊。

內容
此網頁包含大量關於氣候變化的資訊，並載有一個
問題庫，用家可從中搜尋有關氣候變化的資訊。

這網頁載有全球氣候變化的資料，例如其成
因、影響及解決方法等。

除了天氣報告及預測外，香港天文台的網頁尚
有大量的教育資源。這處更提供有關溫室效應
及氣候變化的詳盡解釋。

它包含關於世界各地全球增溫影響的個案研
究。

此網頁有世界各地的天氣資料，例如溫度及降
水等，可作教學之用。

在這中國氣象局的網址，可找到有關中國及世
界其他地區天氣及氣候的資料。

此網頁載有很多從不同期刊蒐集得來有關氣候
變化的最新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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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問題—純粹是數字問題？

控制沙塵—對抗荒漠化和沙塵暴的持久戰

網址
http://www.cpirc.org.cn/

http://www.nationalgeo
graphic.com/eye/over
population/overpopulation
intro.html

http://www.nature.com/
climate/2008/	0806/full/
climate.2008.44.html

http://www.overpopulation.com/

網址
http://www.fao.org/
desertification/default.
asp?lang=en

http://oceanworld.tamu.edu/
resources/	oceanography-book/
desertificationinsahel.html

http://www.duststorm.com.cn/

http://www.atmos.pccu.edu.
tw/duststorm/index1.htm

http://www.hkedcity.net/iworld/
feature/	view.phtml?iworld_
id=101&category=	&feature_
id=1694

http://www.hkedcity.net/article/
resources_kit_	others/020620-021/	
page02.phtml

網址
http://www.unep.org/	
climatechange/

網頁名稱
中國人口資訊網

National	Geographic	-
Eye	in	the	Sky	-	 
Overpopulation

The	population	problem:	
article:	Nature	Report
Climate	Change

Overpopulation.com

網頁名稱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United
Nations	-	Desertification

Desertification	in	Sahel

中國沙塵暴網 -   
中國氣象局

沙塵暴資料庫

黃沙漫天沙塵暴 -  
專題：地理教與學園地

控制擴展中的荒漠

網頁名稱
UNEP	Climate	Change
Home

內容
此中國官方網頁提供中國各省市的人口數據，
包括人口普查和相關統計數據。

載有一個有關人口過多的個案，討論範圍包括
人口過多這現象和帶來的影響。

一篇有關人口和環境的文章。

內含有關人口過多的最新資訊。

內容
本網頁的文章或許較為技術性，但當中的地圖
和照片庫是很好的教學資源。

本網頁提供一個有關薩赫勒地區荒漠化現象的
概略，並載有大量其他地理課題的資源，例
如：氣候、板塊構造和海洋等。

本網頁載有沙塵暴的報告和預測。

此為台灣沙塵暴的數據庫，內含有關沙塵暴的
資訊、文章和連結。

此網頁載有沙塵暴的個案及其對香港的影響。

此網頁內容為一個有關沙塵暴的個案研究，內
含荒漠化的定義、不同個案和練習。

內容
此為聯合國環境計劃的網頁，載有有關氣候變
化的出版刊物和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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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地理角度看疾病—面對一個正在蔓延的危機

網址
http://www.geography.org.uk/
projects/geographyofdisease/

http://gamapserver.who.int/	
GlobalAtlas/InteractiveMap/

http://www.sasi.group.
shef.ac.uk/worldmapper/
textindex/text_disease.html

http://news.bbc.co.uk/2/hi/
in_depth/	world/2009/swine_
flu/default.stm

http://www.flu.org.cn/tcn/

http://www.
makingthemodernworld.
org.uk/learning_modules/
geography/	05.TU.01/

http://www.spatioepi.com/

網頁名稱
Geographical	Association	-	
Geography	of	Disease

Global	Atlas	of	Infectious	
Disease

WorldMapper	-	the	world	
you	have	never	seen	before

BBC	Swine	Flu

全國流感資訊網

Making	the	Modern	World 
-	Geography	of	health	&	
patterns	of	disease

Mapping	Public	Health
[公共衛生地圖網]

內容
一個有關疾病地理的網頁，包含豐富的資訊和
教案。

內含有關不同傳染病的互動地圖和圖表。

此網頁中的地圖全都根據有關課題重新繪畫，
當中包括疾病的持久性。

此英國廣播公司的網頁包含有關疾病的最新資
訊、文章、常見問題和互動地圖。

此網頁提供大量有關流感在中國及世界蔓延的
資訊。

此網頁含有一些關於疾病的精要個案研究，是
學習本議題的優良教學資源。

此網頁提供香港各種傳染病分布形態的地圖。

海洋有難

網址
http://www.greenpeace.org/
international/campaigns/
oceans/overfishing/

http://overfishing.org/

http://marinebio.org/Oceans/	
Conservation/

http://see-the-sea.org/topics/
environment/Env-container.
htm

網頁名稱
Overfishing	-	
Greenpeace	International

Overfishing	-	A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blem,	
threat	and	disaster

Marine	Conservation

Ocean	Environment

內容
此網頁蒐集有關過度捕魚的最新資訊。

此網頁介紹過度捕魚及其影響。內含文章、新
聞和相關討論。

此網頁包含有關海洋保育的多個議題，其中包
括海洋生物多樣性、海洋污染和可持續漁業。

此網頁包含有關海洋污染和過度捕魚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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