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雨水貯留系統輔導推動計畫 

節水利用教學活動設計 

基本資料 

單元名稱 畫出「水」台灣—台灣水資源海報設計 

課綱分析 

 

教育階段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第五階段 

學習領域 社會領域 教學時間 一節 45 分鐘，共 2 節 

融入議題 環境教育—環境倫理、能源資源永續利用 

設計理念 

透過分組競賽答題與繪畫創作，過程中教師的引導與同儕間的合作學習，以期

激發學生學習動機，並促進其高層次思考，理解台灣水資源的分布和其重要

性。 

教學重點 

學習表現 

社 1a-IV-1 發覺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與社會領域內容知識的關係。 

社 1b-IV-1 應用社會領域內容知識解析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 

地 1b-IV-1 解析自然與人文環境的分布特性及其成因。 

社 3c-IV-1 聆聽他人意見,表達自我觀點,並能以同理心與他人討論。 

學習內容 地 Ac -Ⅳ-3 臺灣的水資源分布。 

核心素養 社-J-A2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題，進而分析判斷及反思，並嘗試改善或解決問

第三學習階段

•自然科學領域
—自然界的永續發展
INg-Ⅲ-5 能源的使
用與地球永續發展息
息相關。
INg-Ⅲ-6 碳足跡與
水足跡所代表環境的
意涵。

•綜合活動領域
—社會與環境關懷
Cd-II-1 生活中環境
問題的覺察。
Cd-II-2 環境友善的
行動與分享。

本學習階段

•社會領域
—基本概念與台灣
地 Ac -Ⅳ-3 臺灣的
水資源分布。

•自然科學領域
—科學、科技、社會
與人文
Me-Ⅳ-2 家庭廢水的
影響與再利用。

•綜合活動領域
—環境保育與永續
童 Da-IV-1 露營活動
中永續環保的探究、
執行與省思。
童 Da-IV-2 人類與生
活環境互動關係的理
解，及永續發展策略
的實踐與省思。
童 Dc-IV-1 戶外休閒
活動中的環保策略與
行動。

第五學習階段

•社會領域
—地理資訊
地 Ba -Ⅴ-5 探究活動：
氣候、水資源與人類生
活。

•加深加廣課程
—資源與能源
地 Ja -Ⅴ-1 水資源的豐
缺和人類活動有何關係？
地 Ja -Ⅴ-2 水資源的開
發與分配和國家、區域
的經濟發展有何關係？
地 Ja -Ⅴ-5 水資源和海
洋資源如何永續利用？



題。 

社-J-B1 在日常生活中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進行表達，促進與他人

溝通互動。 

社-J-C2 具備同理心與合群的知能與態度,發展與人合作的互動關係。 

教學目標 

1.台灣的水資源。 

1-1 能說出台灣河流的分布。 

1-2 能了解台灣河流特性。 

1-3 能說出台灣地下水的分布。 

2.台灣的水資源危機。 

2-1 能歸納台灣水資源的問題。 

2-2 能了解造成台灣水資源危機的原因。 

3.繪製台灣水資源海報。 

3-1 能畫出台灣水資源的概況。 

3-2 能說出水資源的功能。 

教學活動 

教學

目標 
教學活動流程 

時間

分配 
教學資源 

形成性

評量 

 第一節開始 

壹、準備活動 

一、課前準備 

(一)教師：影片、小白板(白板筆)、台灣河川分布

圖、文章一、文章二 

(二)情境佈置：將全班分成 6 組，每組 4-6 人 

二、引起動機 

(一)觀賞影片「小水滴，祝你旅行愉快！」 

 

https://youtu.be/x9pIOzLsPrc 

1.每組發下小白板，請各組學生畫出水循環示意

圖。 

2.展示於黑板，回答時間快速且正確的前三小組獲

得一分。 

 

 

10’ 

 

 

 

 

 

 

 

 

 

 

影片「小水

滴，祝你旅

行愉快！」、

小白板、白

板筆 

 

 

 

 

 

 

 

 

 

 

 

 

 

 

 

 



 

 

 

 

1-1 

 

 

 

 

 

 

 

 

 

 

 

 

 

 

 

1-2 

 

 

 

 

 

 

 

 

 

1-3 

 

 

 

 

 

 

 

貳、發展活動 

一、台灣的河川分布與特性 

1.每組發下台灣河川分布圖、文章一。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 

2.教師在黑板寫下以下問題(每回合 1 題)。 

(1)台灣河川東西分流的原因？ 

(2)台灣東部與西部河川的差異為何，為什麼？ 

(3)請歸納台灣河川的特性 

3.請學生各組討論，參考文章(一)，討論完後將答案

寫在小白板上，並依時間順序將小白板排列於黑

板。 

4.教師解答與補充說明，宣布獲得分數的小組。 

5.回答時間快速且正確的前三小組獲得一分。 

二、台灣的地下水分布與特性 

1.每組發下台灣地下水分布圖、文章二。 

2.教師在黑板寫下以下問題(每回合 1 題)。 

(1)地下水的水源來自？ 

(2)台灣地下水資源主要分布在哪種地形，為什麼？ 

3.請學生各組討論，參考文章(二)，討論完後將答案

寫在小白板上，並依時間順序將小白板排列於黑

板。 

4.教師解答與補充說明，宣布獲得分數的小組。 

5.回答時間快速且正確的前三小組獲得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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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綜合活動 

一、計算總分，獎勵獲勝小組 

二、教師總結 

第一節結束 

 

5’ 

  

 第二節開始 

壹、準備活動 

一、課前準備 

(一)教師：小白板(白板筆)、文章三、圖畫紙 

(二)學生：彩色筆 

(三)情境佈置：將全班分成 6 組，每組 4-6 人 

二、引起動機 

(一)影片觀賞：《全球未來十年最大威脅：已無法忽

視的水問題》 

  

https://youtu.be/x9pIOzLsPrc 
(二)請同學思考：台灣降水量多，為什麼卻是世界缺

水國家排名第 18 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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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發展活動 

一、台灣的水資源的危機 

1.每組發下文章三。 

2.教師請同學歸納台灣水資源的問題與其造成原因 

3.請學生各組討論，可參考文章三，討論完後紀錄

在小白板上 

4.教師解答與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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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繪製台灣水資源海報 

1.每組發下圖畫紙，繪製台灣水資源海報，以心智

圖方式呈現 

2.內容 

(1)台灣水資源分布與特性、台灣的水資源的危機 

(2)水資源的功能、沒有水的想像(小組腦力激盪) 

3.各組派一名代表分享海報內容。 

4.展示於黑板全班投票，票數最高者，獲得獎勵。 

 

 

30’ 

 

 

 

 

 

 

 

學生能

畫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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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綜合活動 

【總結】 

教師歸納水資源的重要性，並鼓勵學生珍惜現有水資

源，並節約用水。 

第二節結束 

 

3’ 

  

參考資料 

1. 影片「小水滴，祝你旅行愉快！」-https://youtu.be/x9pIOzLsPrc  

2. 台灣河川分布圖-經濟部水利署 

3. 影片「全球未來十年最大威脅：已無法忽視的水問題」https://youtu.be/x9pIOzLsPrc 

4. 謝德勇《水能載舟 亦能覆舟—河川與災害》 

5. 單信瑜《台灣地下水資源使用與水質現況》 

6. 曾浩雄《台灣水資源不足之原因》 

7. 林日揚《台灣水資源不足的危機》 



文章一 

修改自 謝德勇（任職工業技術研究院能源與環境研究所） 

《水能載舟 亦能覆舟—河川與災害》 

 

自古人類文明即沿河道而發展，面對氣候變遷，災害勢不可避免，因此我們必須了解河

川與災害的特性，儘可能降低災害的規模。 

台灣地形狹長，中央山脈縱貫全境，除東部地區之卑南溪、秀姑巒溪及花蓮溪三水系，

係沿花東縱谷呈南北流向外，其餘大小溪流多以中央山脈為分水嶺，呈東西流向分注入海。

另外，因受台灣河川分水嶺中央山脈偏東影響，西部河川較東部為多且長。台灣地區河川依

流域、防洪、水資源重要性、經濟發展狀況及行政管理等因素，區分為中央管河川 25 個水

系、縣市管河川 91 個水系，分層辦理河川整治及管理工作，以維護河防安全與河川環境。 

 

台灣河川受地形氣候等因素影響，其特性可簡單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_________：台灣南北長 394 公里，東西寬約 140 公里，屬於狹長的幾何地形，再加上

台灣河川均以南北向的中央山脈為分水嶺。對照世界最長的三條河川——非洲的尼羅河

（6671 公里）、南美洲的亞馬遜河（6500 公里）與中國大陸的長江（6363 公里）。台灣最長

的河川為濁水溪，長度約 186 公里，流路超過 100 公里的河川僅 6 條，最短的中央管河川為

四重溪，長度約 32 公里。 

 

二、_________：河床坡降定義為兩參考點的高度差除以兩點間的距離。台灣海拔高度高於

1000 公尺以上面積占全島 31.5％，介於 100~1000 公尺面積約為 31.3％，屬於多山脈的地

區。換言之，台灣河川起點多位於高海拔地區且流路短。台灣河川上游河床坡降多超過

0.01，下游則介於 0.002~0.005 間，相較於其他國家的河床坡降，可明顯看出台灣河川坡度

陡峻的特性。 

 

三、_________：比流量定義為集水區逕流量除以集水區面積，代表集水區單位面積可產生

的逕流量大小。逕流量與降雨量、降雨強度息息相關。台灣地區年平均降雨量為 2500 毫

米，約為世界平均年降雨量之三倍多，再加上降雨強度也大，所以對應的集水區逕流量亦偏

大。且台灣河川流路短，集水面積普遍較小，因此，台灣河川的比流量均較世界重要河川高

很多。 

 

四、_________：台灣豐水期（5 月至 10 月）與枯水期（11 月至 4 月）之雨量比值平均為

3.5；南部高達 9，北部雖好一點，但也達 1.6。這些雨量常集中在幾場暴雨之中，在南部通

常 5~7 場的暴雨量就可達全年雨量的 70％。台灣河流集水區坡度陡、落差大，一下大雨就

匯集成流湧出；而因蘊藏水源的能力差，不下雨時河流幾無流量，導致洪枯期流量懸殊。在

夏秋兩季，因颱風或暴雨容易形成水災，而冬春之際常生乾旱，河川常呈乾涸。 

 

五、_________：台灣河流上游的集水區多屬較新的岩層，其特性為容易風化、容易被水侵



蝕；且因為坡度陡峻，暴雨時地表逕流流速大，地表土壤沖刷激烈。此外，因為台灣位於地

震發生區，歷年的地震常產生大量的山崩，例如 921 集集大地震，導致草嶺清水溪被崩落的

土石掩塞，而生成草嶺潭；中橫公路的大量山崩以致大甲溪溪水土石、砂石遽增，暴雨來時

溪水濁度增加；這些原因都會使河流的含砂量增高。 

  



文章二 

摘錄自 單信瑜（交通大學土木工程系） 

《台灣地下水資源使用與水質現況》 

 

絕大部分的地下水來自於降水，當雨、雪等降到地面，一部分成為地表逕流，一部分蒸

發掉了，剩下的部分則沿岩層空隙滲入地下，成為地下水。這種作用稱為『地表補注』。這

一部分的地下水是被涵蓋於水文循環之內的，與大氣和地表水之間循環。 

台灣本島的地下水可分為九個區域，有時外島之澎湖地區亦劃分成第 10區。台灣 的地下水

資源以濁水溪沖積扇和屏東平原最為豐沛，但是這兩個區域也是目前地下水超限使用最嚴重

的地區。 

根據地理條件來區分，台灣的地下水可區分為沖積扇類、盆地或谷地類、平原與臺地

類、綜合類、島嶼類等五大類(姜善鑫等，2000)。沖積扇有較大河川流經該區，地下水區出

水量大，河水流經過時大量滲透成為天然補注水源。此類地下水域台灣有濁水溪沖積扇、屏

東平原、宜蘭平原三區。臺灣地區的盆地類地下水區臺北盆地為典型。盆地水文的特徵是集

水面積大，成為該流域的洪水緩衝區，地下水天然補注條件佳，單位面積地下水量較多。 

 

 

 

  



文章三 

摘錄自 曾浩雄《台灣水資源不足之原因》 

       林日揚 (經典雜誌副總編輯)《台灣水資源不足的危機》 

 

台灣用水最主要的來源就是雨水，每年大約可以獲得二千五百公釐的雨量，換算成水量

約為九百多億噸。但扣除蒸發、流到海裡和滲入地下後，實際可供運用的只有一百三十五億

噸的水量。可是每年的需求量約為一百九十億噸，由於供需失衡，水資源不足的問題乃一年

比一年嚴重。 

 

一、 

石門水庫於民國五十三年完工，是台灣第三大水庫。由於興建的年代久遠，加上桃園經

濟的快速發展，上游集水區過度開發，上游山區濫墾、濫伐，導致水庫淤塞、下游水質不

良。加上優養化的問題也相當嚴重，石門水庫其實已病入膏肓，正快速地走向衰竭的地步。 

石門水庫的問題，其實也是台灣其他水庫所共同面臨的問題，嚴重的淤塞和優養化，大幅縮

短了它們的壽命，水利署其實是在和時間賽跑，只有加速清淤的腳步，才能延長水庫的壽

命。 

 

二、 

早年台灣的農業社會，因自來水管線尚未普及，鑿井取水的情況相當普及，因此農村的

飲用水都取自地下，既方便、又乾淨，更省錢。人們或沿用舊習、或方便行事，總之地表水

不夠的部分，就藉抽取地下水來補充。多少個世代以來，彼此也都相安無事，為何近年來會

成為問題，且成為眾矢之的？ 

因為據估算，全台灣地下水每年的使用量約五十八億噸，已大幅超過自然補注量，長期透支

下來，已經衍生出地下水位下降、沿海地區地層下陷、海水入侵、地下水質惡化等許多問

題；其中又以地層下陷最令人怵目驚心。 

此外，地下水質的情況也開始亮起紅燈。近年來，由於工商業的發展、生活水準的提升及農

牧業的興起，各種農、工、民生廢水的排放大量增加，這些汙染源部分進入了地下水，或直

接、間接汙染了地下水的水質。根據環保署該年公布的數據，約四成的地下水不能飲用，近

一成不能作為灌溉用，可見地下水汙染問題的嚴重。 

 

三、人口稠密→人均用水量少 

台灣全島年平均降雨量達 2500公釐，約為世界平均值(730公釐)之 3.42倍。以全島面

積 35,881平方公里計，年平均總降雨量高達 900.6億 m3，在世界上係屬多雨國家。但若以

台灣本島 2011年 2月底總人口 22,959,697人計(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約為 640人，在世界

上是屬於高密度之國家)，每人每年可獲得之雨量只有 3,922 m3，為世界平均值 28,300m3

之 13.8％，在世界上係屬水資源貧乏之國家，故依聯合國之統計資料，我國被列為世界上

第 18位缺水國家。 

 

四、全年降雨量分佈不均、天然地勢不佳 



全年降雨量之 90％(約 810億 m3)，均集中在 5至 10月份(豐水期)，其中 8月份單月之

降雨量，更高達全年降雨量之 20％(約 18億 m3)；另 10％則降在 11月至翌年 4月(枯水

期)，6個月間之總降雨量只約 9億 m3（平均每月約 1.5億 m3，其中最枯的 2月份更低於此

值）。由此可知本島豐枯水期降雨量之懸殊至為明顯。台灣本島河川大都源自 3千公尺高之

中央山脈，因流經數十公里就到達平地，可謂地勢陡峭，水流湍急流短，大部分河水每當雨

後不久，便都迅即流入大海，對水資源之利用極為不利，殊屬可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