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島天氣研究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組別：____________________ 

課程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課程目標 

 知識： - 掌握不同的天氣因子 

- 探討自然因素及人文活動對天氣的影響 

- 認識城市規劃對都市微氣候的影響 

 技能： - 利用考察儀器蒐集天氣因子及附近環境數據 

- 利用不同圖表展示不同天氣因子數據及都市氣候敏感度的分布 

 價值觀： - 了解環境改變對天氣因子的影響和責任 

- 醒覺城市發展引致的全球氣候變化問題對國家安全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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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一： 計劃及準備                          

 前備知識 

1. 列出所認識的天氣因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列出影響上述天氣因子的區位因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探究問題 

根據 P.12 的地圖及考察點照片，觀察考察點的環境，並於下表圈出你的預期結果。 

我的組別將會到 ______________________(考察點名稱) 蒐集天氣數據，與其他考察點相比，這個考察

點的環境有什麼特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考察點 
天氣因子 (平均值) 

氣溫 相對濕度 風速 光強度 

___________ 

(我的組別) 
較高 / 較低 較高 / 較低 較高 / 較低  較高 / 較低 

___________ 

(另一組別) 
較高 / 較低 較高 / 較低 較高 / 較低 較高 / 較低 

探究問題一： 

導致兩個考察點的天氣因子出現差異的主要區位因素是 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的規劃會影響微氣候。在都市氣候敏感度（包括熱負荷及風流通潛力）愈高的位置，代表愈

大機會出現熱島效應。 

根據 P.13 的地圖，愈遠離市中心，都市氣候敏感度會有什麼變化？ 

探究問題二： 

愈遠離市中心，都市氣候敏感度愈  高 ／ 低 。 

 

 與文憑試地理科課程相關課題  

  必修單元 7：氣候變化 — 長期波動還是不可逆轉趨勢？ 

  選修單元 2：天氣與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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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時蒐集數據？ 

日期：________________      季節：______________ 

時間：_____________ 至 _____________ 

在揀選考察日期的時候，你會

考慮什麼因素？ 

 

1. 天文台於 最近三天 有沒有發出過以下天氣警告及信號? 

 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暴雨警告信號   霜凍警告   

 寒冷天氣警告       酷熱天氣警告   其他：__________ 

2. 今天是一個理想的日子進行這個課題的考察嗎？為什麼？ 

 

 

 

 在哪裡蒐集數據？ 

長洲是一個理想的考察地點進行這個課題的考察嗎？為什麼？ 在揀選考察點的時候，你會考

慮什麼因素？ 

 

在設定數據蒐集位置時，應用了不同的抽樣方法 (詳見 P.17)： 

 

探究問題一： 

參考 P.12 的地圖，你的組別需要配合特定研習目的，揀選兩個考察

點（考察點 1 至 8），進行數據蒐集。 

 應用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抽樣。 

探究問題二： 

參考 P.13的地圖，你的組別需要在其中一條路線（Ａ至Ｄ或Ｗ至Ｚ），

在途經的考察點進行數據蒐集，每個考察點的距離相同。 

 應用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抽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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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蒐集什麼數據及如何蒐集？ 

研習項目 
一手數據蒐集方法 [A-I] 

(見表 1) (可選多項) 

所需工具 [1-6]  

(見表 2) (如有) 
操作注意事項 

探究問題一： 

天

氣

因

子 

氣溫    

相對濕度    

風向及風速    

光強度    

區

位

因

素 

附近建築物及障礙物 

(距離及高度) 
   

地面覆蓋物料    

探究問題二： 

都

市

氣

候

敏

感

度 

高寬比 (建築物高度與

道路寬度的比例) 
   

風流通潛力    

植被覆蓋水平    

其他 (如適用)：    

表 1 一手數據蒐集方法 (詳見 P.16) 

A) 觀察 B) 測量 C) 數數 (統計) D) 分類 
E) 分布 (製圖) 

F) 評分 G) 實地描繪 H) 問卷調查 I) 深度訪談 

表 2 實地考察的儀器及工具 (考察前，請確保你已了解所需器材的正確使用方法。) 

   

1. 光度計 2. 指南針 3. 溫度及濕度計 

 

 

 

4. 激光測距儀 5. 風速計 6. 顏色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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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二：數據蒐集 (第一部分)                 

1. 天氣因子 

 各小組須在不同的考察點(P.12 的地圖)於同一時間測量 氣溫、相對濕度、風向、風速及光強度。 

 天氣因子須每______分鐘測量一次，共測量 ______ 分鐘。 (所有組別必須 同步 進行) 

考察點 _____________ 

天氣狀況：  晴朗    有雲    有雨    煙霧    備註：________ 

 

時間 

天氣因子 

氣溫 

(攝氏) 

相對濕度 

(百分比) 

風向 風速 

(米/秒) 

光強度 

(勒克斯) 

1.  
      

2.  
      

3.  
      

4.  
      

5.  
      

6.  
      

平均值 
  

-----------  
 

另一個考察點 _____ 

的平均值 

  
-----------  

 

你的假設成立嗎？ 

(  /  ) 

  
-----------  

 

 

為何不同考察點需要 同一時間 (同步) 

蒐集數據？ 

每 5 分鐘測量一次天氣數據是應

用了什麼抽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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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區位因素 

考察點描述 

考察點 _______  

地面覆蓋物料：__________________ 

 

附近建築物及障礙物的距離及高度 (見圖 1) 

 利用 激光測距儀 測量於考察點周圍的建築物或障礙物的距離及高度。 

**如某方向沒有任何建築物或障礙物，仍需記錄這個方向的景觀，如海。 

方向 障礙物種類 
建築物或障礙物與考察點的

水平距離(米) 

附近建築物或障礙物的高度 

建築物與視線高度的垂直距離(米) 

(H1)  

測量員的視線高度(米) 

(H2)  

高度總和(米) 

(H1 + H2)  

北      

東北      

東      

東南      

南      

西南      

西      

西北      

建築物高度 = H1 + H2 

    = (D tanα) + H2 

圖 1：測量建築物／障礙物高度的方法  

(利用激光測距儀可以直接找到 H1) 

 

H2

H1

 

α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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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二：數據蒐集  (第二部分)                  

3. 都市氣候敏感度 

 各小組沿考察路線(P.13 的地圖)，在途經的四個考察點以觀察的方式評估 都市氣候敏感度。 

評估指標 

評估項目 
都市氣候敏感度評分及描述 

非敏感 低度敏感 高度敏感 極高度敏感 

高寬比 - 建築物高度與道路寬

度的比例 

(建築物高度 ： 道路寬度) 

小於 1.0 1.0-2.0 2.1-4.0 大於 4.0 

(0 分) (2 分) (4 分) (6 分) 

風流通潛力 

高 中等 低 非常低 

(0 分) (2 分) (4 分) (6 分) 

植被覆蓋水平 

大量 一般 少量 無 

(0 分) (1 分) (2 分) (3 分) 

 
 

數據記錄表 

評估項目 

 

評估位置 

考察點_____ 考察點_____ 考察點_____ 考察點_____ 

高寬比  
-建築物高度與道路寬度的比例 

(建築物高度 ： 道路寬度) 

分 分 分 分 

風流通潛力 
 

分 
 

分 
 

分 
 

分 

植被覆蓋水平 
 

分 
 

分 
 

分 
 

分 

總評分 
 

分 

 

分 

 

分 

 

分 

 
 

總評分 都市氣候敏感水平 顏色 

0-3 非敏感區域 藍色 

4-7 低度敏感區域 綠色 

8-11 高度敏感區域 橙色 

12-15 極高度敏感區域 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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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三：數據處理及展示                     

 

選擇合適的圖表以展示以下數據： 圖表 

探究問題一的數據處理： 

1. 天氣因子 

 比較兩個考察點隨時間而轉變的氣溫數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比較各考察點的平均相對濕度數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附近建築物及障礙物的距離及高度 利用 P.9 的圖表，標示出你的考察點周圍的

建築物及障礙物的距離及高度。 

探究問題二的數據處理： 

3. 都市氣候敏感度 

 呈現考察範圍都市氣候敏感度的空間分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利用上述圖表，在 P.13 的地圖上根據圖例

的分類，展示各考察點的都市微氣候敏感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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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虛線上，用以下的方式標示四周建築物及障礙物的情況： 

與考察點的 距離 比例： 1 厘米 = 2 米 

建築物及障礙物的 高度： 0-3 米 >3-9 米 >9-12 米 >12 米 

     

建築物及障礙物的 種類： 以圖畫或自定的圖例標示 (如樹、樓宇、海) 

 

考察點 ___________ 附近的建築物及障礙物 

 

 

 

北 

東 西 

南 

東北 
西北 

西南 東南 



 明愛陳震夏郊野學園 Caritas Chan Chun Ha Field Studies Centre 

高中地理科實地考察課程  2023-24   

10 

階段四：闡釋及總結                       

探究問題一 

1. 比較兩個考察點中各個天氣因子數據的異同(P.5)，討論探究問題一的假設是否成立。[當中有沒

有其他區位因素存在？] 

 提示：  

我預期考察點____的氣溫較考察點____為 高 

／低 。結果與我的假設 相符 / 不相符 。 

這與考察點的實際環境有關嗎？ 

與考察的規劃（如時間／範圍）有關嗎？  

你認為導致兩個考察點的天氣因子出現差異

的主要因素是什麼呢？ 

 

2. 「熱島效應是一個市區常見的現象，導致市區的氣溫比郊區高……」 

在以下網頁揀選一個位於市區的氣象站，與長洲的氣溫數據作比較，討論上述句子是否真確。 

社區天氣資訊網絡 https：//cowin.hku.hk/chinese/series.html 

我選擇以___________________氣象站的數據與長洲的數據作比較。 

數據反映熱島效應的影響嗎？   有 / 沒有     

為什麼？ 

 

探究問題二 

3. 根據 P.13 的地圖數據，討論探究問題二的假設是否成立。 

 提示：  

我預期愈遠離市中心，都市氣候敏感度愈 高 

／低 。結果與我的假設 相符 / 不相符 。 

為什麼長洲的城市規劃會導致這樣的情況？ 

各組得出相似的結果嗎？  

 

4. 近年本港的熱夜數目和酷熱天氣日數持續高企，嘗試利用考察證據，從城市規劃方面建議措施

以改善長洲的微氣候環境，以應對熱島效應。 

 

https://cowin.hku.hk/chinese/seri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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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五：評鑑                                   

1. 探究問題一及探究問題二在選擇考察地點時分別採用了哪一種抽樣方法？指出兩種抽樣方法各自

的優點及缺點。 

2. 在探究都市氣候敏感度時，我們採用了觀察的方法去進行評估，指出這個方法的優點及限制。 

3. 反思探究問題一或探究問題二，在考察的規劃上，可能導致數據偏差的因素，討論提高是次考察

數據的有效性及可靠性的方法。 

  探究問題一 ／   探究問題二  

影響數據可靠性及有效性的因素 改善方法 

考察日期/時間： 

 考察日期及時間具代表性嗎？ 
 今天的天氣狀況有影響嗎？ 

  

考察地點/範圍： 

 考察地點能配合探究問題嗎？ 
 考察範圍足夠嗎？ 

  

數據蒐集位置（抽樣）： 

 選取考察點的抽樣方法合適嗎？ 
 選取的測量位置具代表性嗎？ 
 樣本數量足夠嗎？ 

  

數據蒐集項目/方法： 

 蒐集的數據項目足夠以回應探究

問題嗎？ 
 採用的數據蒐集方法能得出客觀

的數據嗎？ 
 採用的儀器／工具有不足嗎？ 
 測量員能正確使用儀器／工具

嗎？ 

  

 

4. 延伸探究： 

在 你學校的社區 設定考察範圍，製訂一個有關 地區微氣候／熱島效應／屏風效應 的研習計劃 

（包括考察日期、考察時間、考察點位置、抽樣方法、數據蒐集項目及方法、所需工具等)。 

………………………………………………………………………………………………………………………………………….. 

課後練習 

 

考察後，完成實地考察日記(P.14-15)以整理是次考察經驗，作為日後溫習實地考察為本問題的參考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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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實地考察日記  

 

 相關單元：C7 氣候變化 - 長期波動還是不可逆轉趨勢？  

 考察重點/題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考察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 平日/ 假日 )  天氣概況： 

  考察時間：______________  
 考察地點： ______________ 

對於這個考察重點/題目，以上的規劃是否理想？ 

 
 

 一手數據： 

一手數據 

蒐集方法 

蒐集的數據 所需儀器/ 

工具 (如有) 

該項數據蒐集的 

優點/缺點  

(舉例說明) 

改善建議 

(舉例說明) 

     

     

  

 

   

     

     

小島天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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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手資料： 

二手資料 作用 可從以下途徑取得資料 

   

除了以上二手資料外，還需要其他補充資料去回應考察題目嗎？ 

 

 

 抽樣方法(如有)： 

抽樣方法  在進行以下數據蒐集時應用 優點/缺點 

  

 

 

 

 數據處理及展示方法： 

圖表類型 圖表展出的內容及作用 優點/缺點 

   

 

 圍繞這個單元，我建議就以下一方面作出調整，以深化學習或進行延伸探究： 

  建議 (舉例說明) 

 考察重點/題目  

 蒐集的數據及數據蒐集方法  

 考察日期/時間  

 考察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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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數據蒐集方法 

 

  

數據蒐集方法 詳情 例子 

A) 觀察 
 利用感觀觀察研究對象（人物、事物或環境等），以有目的、有計劃地了解目標事物的詳情。數據

通常以文字、照片、描繪、地圖等方式記錄 （參考以下其他數據蒐集方法）。 
 辨識考察點周圍的環境特徵 

B) 測量 
 針對研究對象，估計或測定其目標單一物理量。通常需要應用儀器或工具，結果以某一標準或度

量衡為依據。 
 量度街道寬度及樓宇高度 

C) 數數（統計）  針對單一項目，紀錄出現次數。  統計碼頭的人流 

D) 分類 

 按照不同事物的性質、特點、用途等等特徵，作為區分的標準： 

 相同或相似的事物歸類； 

 不同的事物則分開。 

 超級市場貨物種類 

 長洲不同店舖的服務對象（居民及遊客） 

E) 分布 (製圖) 

 與分類相似，根據研究題目要求，將相關的東西歸納； 

 與「Ｄ.分類」相異，只合適用於空間上的表達； 

 方便於複雜的環境之中，呈現目標事物出現的模式。 

 長洲售賣大魚旦店舖的分布 

F) 評分 

 將抽象/主觀的概念量化； 

 綜合不同的數據，方便比較； 

 評分對象需涉及不同範疇。 

 長洲面對的自然災害風險指數 

 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G) 實地描繪 
 直接在考察地點描繪略圖以展示數據搜集員在現場所見，並在與研究相關的事物加上注釋展示重

要特徵或作補充資料。 
 描繪風化地貌特徵及形成 

H) 問卷調查 

 形式可面對面、電話或書面等； 

 以設計統一的問卷了解調查對象背後想法； 

 取樣量較「Ｉ.深度訪談」為多； 

 封閉式問題為主（可供答案選擇）。 

 以提問方式搜集資料； 

 獲取難以憑觀察獲得的

資料； 

 了解受訪者背後原因及

見解。 

 遊客到訪長洲的主要原因 

 居民對活化計劃的滿意程度 

I) 深度訪談 

 

 與受訪者面對面／電話傾談以獲得研究資料； 

 取樣量較「Ｈ.問卷調查」為少； 

 問題以開放式為主，並根據受訪者答案而改變。 

 區議員對該區未來發展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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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樣方法 

 概率抽樣法 (probabilistic sampling methods)  

 需掌握整個母群的數量； 

 每個個體的差異不大； 

 每個個體被抽中的機會均等； 

 數據結果的代表性視乎抽樣的百分比評估。 

非概率抽樣法 (non-probabilistic sampling methods) 

 母群的整體數量相對研習目的而言關係不大； 

 樣本中的個體被抽中的機率無從得知； 

 數據結果的代表性有賴探究者選取樣本的判斷（如樣本與探究對象的關聯性

等）。 

抽樣方法 簡單隨機抽樣 

(simple random sampling) 

系統抽樣 

 (systematic sampling) 

分層抽樣 

(stratified sampling) 

配額抽樣/定額抽樣 

(quota sampling) 

便利抽樣/方便抽樣 

(convenience sampling) 

立意抽樣 

(purposive sampling) 

解釋 在完整的母群個體名單內，

完全隨機地抽取樣本。(例

如以電腦程式、籤筒或亂數

表來抽選樣本) 

將母群個體按順序編號

後，相隔同等的抽樣距

離，順序地抽取一個樣

本之方法。 

按 探 究 的 相 關 變 量

(variable)將母群分類，

每 類 稱 為 一 層

(stratum)，每層中按特

定模式隨機抽樣。 

按 探 究 的 相 關 變 量

(variable)將母群分類，

再在每類別中根據自定

名額隨意選取樣本。 

抽選最容易接觸或聯絡

的單位作樣本。 

探究者為符合調查目的

及特殊需要，刻意去抽選

的樣本。 

例子 在某中學的一班之中，以抽

學號形式抽取若干個學生

進行問卷調查。 

在某街道上，於相同間

距量度噪音指數 

在某地區內，將建築物

以樓齡分組，(如 50 年

或以上，50 年以下)，再

在各組中隨機抽樣若干

棟。 

記錄某店舖顧客的消費

額，隨意選取男女各若

干位。 

訪問若干位在內地工作

的親友； 

訪問若干位在街上的路

人。 

邀請某區議員作深度訪

談，以了解該區的社區問

題。 

備註 母群數量較少、各樣本差異

不太大時較為適用。(相關

研習目的而言) 

適用於母群數量較多之

對象。 

(需留意母群個體的排

列方式有否潛藏週期性

而影響數據代表性) 

能更有效突顯相關變量

的關係/影響。 

 

能突顯相關變量之間的

關係/影響，但樣本的特

徵及數量均以主觀來決

定。 

不適宜把數據概括至較

大的母群。 

適合於質性研究 (需留

意搜集的資料較易受探

究者的主觀判斷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