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史地學系教學大綱

授課科目：氣象學 授課教師：談珮華
開課年級：史地二甲 學分數：2 學分
先修科目：無 上課時數： 2 小時
必選修別：選修
教學綱要：
壹、教學目標

1. 闡明氣象學的基本原理。
2. 關切氣象變化及其對人類的影響。

貳、教學內容及進度
1. 大氣的組成與結構
2. 太陽輻射及能量平衡
3. 大氣光學
4. 大氣的水分
5. 凝結：露、霧及雲
6. 大氣運動及穩定度
7. 雨與雪
8. 大氣運動：大氣壓力及風

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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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作業及出席率占 10%；期中考占 45%；期末考占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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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
不願面對的真相（美國前副總統高爾，溫室效應氣體排放）
明天過後（溫鹽環流，時間尺度為百年至千年）
藍色警戒（有三片）v.1, 第 1 集 全球氣候大變遷, 第 2 集 替代新能源。 v.2, 第

3 集 生物多樣性:遺產危機, 第 4 集 二氧化碳之謎, 第 5 集 陰影下的諸王
之湖。v.3, 第 6 集 海洋呼救, 第 7 集 清水的代價

災難顯像館系列 13 片(如噬人颶颱、洪澇大地、超級雷暴、聖嬰現象等主題)
海洋星球－聖嬰的回返
全球黯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