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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目標

1. 闡明氣候學的基本原理及與氣象學的相關。

2. 了解世界氣候帶及氣候型的劃分原則及方法。

3. 關切五大洲、兩極及大洋上的氣候特點。

二、教學內容及進度

1. 氣候要素場的分布

2. 氣候帶

3. 亞洲氣候

4. 歐洲氣候

5. 非洲氣候

6. 北美洲氣候

7. 南美洲氣候

8. 澳大利亞與紐西蘭氣候

9. 兩極氣候

10. 大洋氣候

三、教學方式及評量

1. 教學方式：演講法，輔以投影片教學、分組問題分析。

2. 教學評量：平時成績(含翻譯報告及出席率)佔 20%；期中考(第二章教完

後考)佔 40%；期末報告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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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科目性質或重要性簡述）

報告用 12 號字，固定行高 20 點，每段落間要空一行，須註明參考文獻。

1. 翻譯報告：利用圖書館西文電子資料庫(詳見使用說明)，找一篇氣象類學術

期刊論文(詳見期刊清單)，至少 4 頁(含)以上，找到後 email 給老師審查，核

可後方可進行翻譯，題目不得與其他同學重覆，報告於第六週繳交。

2. 期末報告：以課本內容為主，圖書館書籍(如歐洲地理、美洲地理及非洲地理)
及網站資料為輔，書面列印報告於口頭報告時繳交，電子檔 word 及 ppt 於第

十六週交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