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樣 本

課本主要改動

及技能一覽

2

3



整體主要改動

1 善用城市空間 2

2 爭奪能源 6

3 糧食問題 10

4 水的煩惱 14

5 與自然災害共處 18

6 製造業全球轉移 22

7 遊客——敵友難分？ 26

8 海洋有難 30

9 人口問題 34

10 控制沙塵 38

11 變化中的氣候，變化中的環境 42

目 錄

3



整體主要改動
除了將課文分成小節，方便學習外，新版的課本還有以下重要改動。

LESS is MORE

少一點文字 

少一點單向 
式授課

少一點嚴肅  

多一點練習，例如：

 書內融入寫作訓練

7
怎樣解決香港的城市問題？

71

政府採取了甚麼方法來解決
交通問題？

中環及灣仔繞道怎樣紓緩中環的交通問題？

圖16顯示在新填海地上興建的中環及灣仔繞道。圖17是一名駕駛人士對所示

地區交通狀況的感受。

7.3

11

圖16

1 計算從A點至B點中環及灣仔繞道的實際長度，

並列出運算步驟。（提示：參閱第72頁「地理技

能」。）

2 a 如果一輛汽車以時速70公里在繞道上行駛，

由A點至B點需時多久？

b  繞道落成後，駕駛人士由A點至B點可節省多少時間？

3 中環及灣仔繞道可怎樣紓緩中環的交通問題？引用例子或證據支持你的答案。

•  主題句：中環及灣仔繞道可紓緩中環 交通擠塞  的問題。

•  解釋：因為繞道落成後，車輛（ 必須 ／不一定 ）行經中環、灣仔和銅鑼灣的

主要道路，如干諾道中和 告士打道 ，有助（ 增加 ／減少 ）

這些主要道路的交通流量。

•  例子／證據：A點至B點的行車時間大幅（ 增加 ／減少 ）了 12 分鐘。

北

0 350米

干諾道中

告士打道

中環及灣仔繞道

東區走廊

中環

灣仔

銅鑼灣

北角

A
B

維多利亞港

沿干諾道中和告士打道的

交通非常擠塞，由A點駕車
到B點通常需要15分鐘。

圖17

 測試站  綜合練習

多一點電子教學資源鼓勵學生自學和加強課堂互動，例如：

 翻轉教室活動 

 多媒體資源（附設提問） 

Flip

  分段式播放動畫（學習地圖
閱讀技能用）

  電子學習活動（包括投票、文
字雲、照片和意見分享）

再生能源是理想的替代能源嗎？

47

5

聚落 settlement 

5.3 風能有甚麼潛力？

香港有使用風能嗎？

你曾到訪過香港首個商用規模的風力渦輪機（圖5）嗎？掃描二維碼

了解更多資料。

1 a 這個風力渦輪機在哪裏？

b  描述並解釋為甚麼這個地方適合架設風力渦輪機。

把答案填寫在表五內。

表五

因素 描述 解 釋

陸地高度 （ 高地 ／低地 ） 因為

，

所以風可

流動

面向空曠地 （ 是 ／否 ）

鄰近聚落 （ 是 ／否 ）

2 你認為香港可大規模發展風能嗎？為甚麼？

與太陽能一樣，全球的風力發電量正不斷上升（第44頁表三）。自 2013年
起，由於中國在建造風能設施方面具全球領導地位，所以中國風力發電量的增幅
為全球之首。

圖6顯示怎樣利用風力發電。

海

1 風推動扇葉

風

扇葉

2 轉動的扇葉推動渦輪機，
從而驅動發電機產生電力

3 經電纜輸送
電力

風力渦輪機

電力
圖6 風力發電

9

Flip

香港首個商用
風力渦輪機

圖5

風力發電

多一點樂趣，例如：

  掃一掃設小遊  
戲、小挑戰和 
小知識等

掃一掃

 更吸引的繪圖和版面設計

6

我們的糧食來自哪裏？

我們的糧食來自哪裏？

7

1

1

自給作物 subsistence crop

physical input 自然投入  pollutant 污染物  經濟作物 cash crop 氣温 air temperature 土壤養分 soil nutrient 
資本 capital  肥料 fertilizer 科技 technology  勞工 labour  殺蟲劑 pesticide  灌溉系統 irrigation system

我們可以視農場為一個系統。圖 5顯示蔬菜農場的農業系統。如活動中提及，農業系統包括：
• 投入：農業所需的東西，可分為自然投入（ a – f ）和人文投入（ g – m）；• 過程：將投入轉變為產出的各種農務（ A – D）；
• 產出：農場生產的東西，包括農產品（例如作物、牲畜以及相關產品）、作物殘株和污染物（ 1 – 3 ）。用作銷售的作物稱為經濟作物。
農業系統還包括反饋，即最終會返回系統的東西。金錢是農業系統反饋的例子，可以用來購買更多投入，維持農業活動。

1 甚麼是農業？

農業包括
和

。2 下列哪項是農業系統的人文投入？
 1 勞工
 2 雨水
 3 科技

 A 只有1
 B 只有1及2

C 只有1及3
D 只有2及3 

3 下列哪項是乳牛農場的產出？
 1 奶類
 2 肉類
 3 動物廢料

 A 只有1及2
 B 只有1及3

C 只有2及3
D 1、2及3 

圖5   蔬菜農場的農業系統

自然投入

耕作過程
產 出

人文投入

農民的糧食

市場現金

自給作物

經濟作物

 陽光a

 氣温b

 降雨c

 種子d

 土地e

 土壤養分f

 資本g

 肥料h

 科技i

 勞工j

 殺蟲劑k

 灌溉B

 灌溉系統l

 犁地A

 污染物1

 收割D

  施肥C

 機器m

 農產品3

  作物殘株2

反饋

氣候變化帶來甚麼影響？3

28 物種滅絕 extinction of species  生境 habitat  生態平衡 ecological balance  生態安全 ecological security  

生態系統 ecosystem  珊瑚礁 coral reef  珊瑚白化 coral bleaching

E 物種滅絕

氣温和降水形態變化，使現存動植物的生
境也出現變化，無法適應氣候變化

的物種或會逐漸消失（圖15）。據估計，到了2070年，全球約三分之一的動植物

品種或會因氣候變化而滅絕。

物種大量滅絕會威脅生態平衡和生態安全
。生態系統一旦受到破壞，便不能

為人類提供賴以生存的資源（例如食物和
原料）。在最壞的情況下，生態系統甚

至會崩潰，生態系統內的所有生物都無法
存活。

圖15   一些因氣候變化而受威脅的物種

健康的珊瑚

白化的珊瑚

a    沙灘是海龜產卵的地方。沙灘的

砂粒温度上升，會增加海龜卵孵

化為雌性的機會。這會使海龜的

性別比例失衡，繁殖減少
海龜

b    珊瑚礁為魚類和其他海洋生物提供食
物和棲息

地。海水變暖會導致珊瑚白化，白化情況
嚴重更

會殺死珊瑚，威脅依賴珊瑚生存的
海洋生物 珊瑚礁

 更多有趣和日常生活的例子

全球人口的狀況是怎樣的？

67

5

熊本熊 Kumamon 大臣 minister 熊本縣 Kumamoto Prefecture 

5.5 較發達國家有甚麼人口問題？

A 人口問題

為甚麼日本著名吉祥物會打算結婚生子？

參閱以下剪報。

對抗人口危機，熊本熊要結婚生子？

為了紓緩嚴重的人口問題，日本負
責人口政策的大臣宣佈，世界知名的熊
本縣吉祥物熊本熊將會「結婚生子」。

可是，熊本縣政府否認這個說法，
指熊本熊「只不過是小孩」。

資料來源：2020年10月網上新聞

1 日本正面對甚麼人口問題？

2 a 報道中的日本大臣提出熊本熊將會「結婚生子」，是為了甚麼目的？

b 你認為這個做法有效嗎？為甚麼？

為甚麼日本政府為了推廣人口政策而煞費思量？這是因為日本的出生率非常
低，而且民眾的預期壽命長。和其他較發達國家一樣，日本正面對人口萎縮和老
化的問題（表四）。

表四   2020和2050年日本的人口狀況

年份 人口 出生率 預期壽命 長者人口比例

2020 1.3億 7.2‰ 84歲 28.5%

2050* 1.1億 7.3‰ 88歲 37.7%

*推算數字 資料來源：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9, United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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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使用哪些能源？1

① 煤
② 天然氣

③ 石油

④ 核能

⑤ 木材燃料

⑥ 生物燃料

⑦  太陽能

⑪ 波浪能

⑨ 水力發電

⑧ 風能
⑫ 地熱能

鈾

熔岩

⑩ 潮汐能

自然資源 natural resource 煤 coal 天然氣 natural gas 石油 oil/petroleum 核能 nuclear power  鈾 uranium 

木材燃料 fuelwood 生物燃料 biofuel 太陽能 solar power 風能 wind power 水力發電 hydroelectric power (HEP) 

潮汐能 tidal power 波浪能 wave power 地熱能 geothermal power 熔岩 molten rock 核反應堆 nuclear reactor

能源是產生能量的自然資源。從第3頁圖 1可見，能源對我們的日常生活和

大部分經濟活動都很重要。

圖2和表一顯示全球使用的主要能源。

圖2 全球的主要能源

核反應堆

① 燃煤發電廠

④ 核電廠

⑩ 潮汐能發電廠

⑫ 地熱能發電廠

能源的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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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節 主要改動

所有

課節

例如第 10 至 11、20、51、73 至 74、 
79 頁 

簡化課文，並新增更多照片、地圖和繪

圖，讓學生更容易吸收和理解

1 第 3 至 7 頁 重新編排課文成新課節，集中講述怎樣利

用大洲和大洋、以及經緯度來描述城市的

區位。學生可在第一節地理課先學習有關

區位的基本概念

2 第 13 至 15 頁 ‧ 更清晰和詳細地說明找出四位數字

和六位數字格網座標的步驟

‧ 簡化 1:20,000 地圖，讓學生更容易

閱讀

3 第 22 至 23 頁 ‧ 把香港市區土地利用的類型與分佈

分拆成兩個小節，有助學生逐步學習

‧ 新增表格，清楚描述香港市區土地利

用的分佈，並有助學生更容易閱讀

第 22 頁的地圖

第 25 頁 ‧ 新增有關象限角的內容，完整地介紹

三種表示方向的方法

‧ 學生要在第二版的同一課節內學習

兩種地圖閱讀技能，可能會感到吃

力。

因此，第三版把有關「方向」的內容

移至本節

4 第 29 至 30 頁 新增副標題和繪圖，更清晰地描述香港

商業中心區的特點

1 善用城市空間 

3



初中活學地理（第三版） 課本主要改動及技能一覽

© 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 2022 3

課 節 主要改動

4 第 31 頁 新增「發展歷史悠久」，使討論更完整

5 第 38 至 39 頁 新增兩個小節，分別討論香港主要工業區

的區位和部分住宅區鄰近工業區的原因， 

使討論更完整，並讓學生更容易理解

6 第 48 頁 新增香港兩個房屋問題，使討論更完整

第 53 頁 新增「光污染」和各種污染的來源，豐富

內容

7 第 62 至 76 頁 把課文分為四個小節，並附以新標題，方

便學生把這課節的解決方法與第 6 節的城

市問題互相對應

第 70 頁 新增有關香港九龍東重建發展的內容，與

倫敦金絲雀碼頭的重建個案比較

第 75 至 76 頁 豐富並重寫內容，有助學生針對各類污染

問題，逐一學習對應的解決方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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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節 主要技能

– 第 10、20、51 頁 闡釋照片

– 第 16（問題 1b）、62、

65（問題 2）頁 
引用地圖或照片證據，解釋答案

– 第 22、33、64 頁 描述在地圖上的分佈

1 第 4 頁 描述區位

第 7 頁 利用經緯度來尋找一地的區位

2 第 12、94 至 95 頁 辨認慣用符號

（附 1:20,000 和 1:5,000 地圖的慣用符號全表） 

第 13 至 15 頁 找出四位數字和六位數字格網座標

3 第 24 至 25 頁 利用羅盤方位、方位角和象限角找出方向

6 第 49 至 50 頁 辨認比例尺

量度地圖上的實際直線距離或長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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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節 主要技能

6 第 54 至 55 頁 計算人口密度

第 56 頁 闡釋地圖

第 57 頁 閱讀雙y軸線形圖和描述趨勢 

7 第 64 頁 閱讀航空照片

第 65 至 66 頁 計算地圖上不規則形狀景物的面積

第 71 至 72 頁 量度地圖上的實際曲線距離

第 71 頁 

第 74 頁 

撰寫論點「三部曲」

複習所學

3



初中活學地理（第三版） 課本主要改動及技能一覽

© 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 2022 6

課 節 主要改動

1 第 4 至 5 頁 ‧ 新增各類能源的照片，並作簡短描述，讓學

生對各類能源有初步認識

‧ 刪去第一節中有關再生能源和非再生能源的

概念，因學生尚未學習甚麼是化石燃料

2 第 13 頁 根據《地理科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介紹能源

安全的重要性，以及以中國為例，探討國家層面

為確保能源安全而採取的措施

第 14 頁 新增有關較發達和欠發達國家化石燃料消耗狀

況的數據

第 16 頁 介紹頁岩油和頁岩氣，以及較新的石油鑽探技術

4 第 33 至 41 頁 ‧ 新增有關核能的課節，把核能和再生能源分

開闡述，因核能並非再生能源或化石燃料

‧  新增副標題，並更詳細地探討核能目前的使

用狀況、生產過程、優點、問題和未來發展

（核聚變）

第 33、36 至 37 頁 根據《地理科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介紹大

亞灣核電站，並新增更多有關切爾諾貝爾核災難

的資料

5 第 42 至 44 頁 新增小節，闡述再生能源的共同優點和使用再生

能源的趨勢，以避免重複介紹各種再生能源的優

點，並能豐富內容

2 爭奪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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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節 主要改動

第 45 至 58 頁 重寫和重組各種再生能源的內容，並新增更多副

標題，使內容更豐富和清晰

第 45、47、54、55 頁 引用香港使用再生能源（太陽能、風能、水力發

電和生物燃料）的實際例子，讓學生全面了解本

地再生能源的最新發展

6 第 61 至 62 頁 介紹可持續能源發展的概念，以及為解決能源問

題可採取的兩大策略（能源供應和能源需求兩方

面），使討論更完整，並讓學生更容易理解。在

介紹內地和香港採取的能源措施時，也會套用這

兩大策略

第 63 至 72 頁 為方便學生學習，改動了各層面能源措施的討論

次序：

1 中國（因學生在之前的課節剛學過中國的能

源問題，所以先討論國家層面）

2 國際（將探究範圍從國家擴大至國際層面）

3 香港（作為例子，探究城市層面採取的措施） 
第 68 至 69 頁 根據《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50》，提供香港最新

的能源策略：

‧ 定下新的發電燃料組合目標，使用更多零碳

能源

‧ 採用氫能

第 70 至 71 頁 提供更多有關香港減少消耗能源的例子，並利用

更多照片和更有趣的繪圖，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

3



初中活學地理（第三版） 課本主要改動及技能一覽

© 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 2022 8

課 節 主要技能

1 第 3 頁 引用數據，描述因果關係

第 7 頁 繪畫圓瓣圖

2 第 12 頁 閱讀分組棒形圖

第 13 頁 描述多線圖所示的變化速度

3 第 21 頁 閱讀複合線形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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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節 主要技能

第 22 頁 描述線形圖所示的趨勢

5 第 42 頁 描述因果關係

第 43 頁 閱讀分割／堆疊棒形圖

第 44 頁 繪畫分割／堆疊棒形圖

第 50 頁 引用數據，描述重要性3



初中活學地理（第三版） 課本主要改動及技能一覽

© 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 2022 10

課 節 主要改動

1 第 3 至 13 頁 重組整課的結構和重寫部分內容，為

學生學習之後的課節打好基礎

第 8 至 12 頁 調換兩節的內容，讓學生先了解農業活

動的分類方法，然後學習世界各地一些

農業活動的真實例子，方便學習

3 第 22 至 26 頁 重新編排和重寫內容，讓學生先了解中

國的糧食需求和供應，才學習下一課節

有關影響中國糧食供應的主要農業問題

第 22 頁 根據《地理科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新增有關糧食重要性的內容，以強調

資源安全（例如糧食資源）的重要性

4 第 30 至 39 頁 重寫並重新編排農業問題的內容, 然後

以幾個小節介紹（4.1至4.3），而非歸

納為自然和人文因素。把冗長的內容分

成多個小節和突出主要的農業問題，有

助學生學習

5 第 41 至 56 頁 合併、重寫並重新編排內容，在同一小

節介紹每種科學化耕作方法的好處和

負面影響，方便學習

3 糧食問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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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節 主要改動

5 第 50 頁 因基因改造食物在日常生活很常見，因

此新增有關這類食物的課堂活動，可

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第 53 頁 提供自 1960 年代起有關糧食生產科技

的發展時間表，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6 第 65 至 66 頁 簡化部分內容, 並以圖像表達（圖 8 和

9），幫助學生更容易掌握重點 

7 第 73 至 77 頁 簡化和重寫部分內容，讓學生更容易掌

握重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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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節 主要技能

1 第 9 頁 引用證據，解釋答案

2 第 14 頁 辨認照片中的地理形貌

第 16 頁 引用數據，解釋答案

3 第 23 頁 繪畫線形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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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節 主要技能

3 第 24 頁 闡釋表格內的數據

4 第 32 頁 繪畫棒形圖

第 33 頁 閱讀／闡釋航空照片

5 第 47 頁 描述線形圖所示的趨勢

6 第 62 頁 闡釋表格內的數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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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節 主要改動

1 第 3 至 5 頁 重組有關地球上淡水資源分佈和淡水從哪裏來的

內容，並在新版的第 1 節介紹，藉以簡介全球是否

有充足的水資源

2 第 11 至 12 頁 新增小節介紹中國主要的水問題，也簡介水資源短

缺的基本概念。水資源短缺被聯合國視為全球主要

的水問題，加上水資源短缺會對國家資源安全構成

重大威脅，與《地理科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密

切相關。因此，新增相關概念有助學生更全面地掌

握相關內容

3 第 21 至 28 頁 新增第 3 節，探討水資源短缺日益嚴重所導致的水

問題。由於水污染是導致水資源短缺日益嚴重的原

因之一，因此重寫第二版的相關內容，並移至小節

3.2「為甚麼潔淨淡水的供應不斷減少？」 

第 26 頁 重寫並重組有關水污染影響的內容，成為深入認

識。這使課文編排更有條理，也根據《地理科國家

安全教育課程框架》，更清晰地闡述水污染怎樣影

響生態安全

第 27 頁 新增有關地下水枯竭的內容，以豐富內容

4 水的煩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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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節 主要改動

4 第 32 至 39 頁 重組並重寫整個課節（只提及乾旱的定義、影響、

分佈和成因），以縮短課節的長度 

第 37 頁 新增「深入認識乾旱與乾燥」，釐清兩個容易混淆

的概念 

5 第 41 至 47 頁 重寫並重組第 3 至 4 節提及水問題的解決方法，獨

立成為第 5 節。在介紹問題後便立即介紹措施，有

助學生更好地掌握相關內容

第 41 頁 根據《地理科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重寫課文，

強調紓緩水資源短缺和乾旱對保障水資源安全（即

資源安全）的重要性

第 44 頁 新增「深入認識中國其他紓緩水污染問題的措

施」，以豐富內容。相關改動也根據《地理科國家

安全教育課程框架》，強調中央政府積極解決水污

染問題，藉以維護生態安全

第 48 至 50 頁 簡化有關新加坡水問題的內容，集中討論該國的水

資源短缺和乾旱問題，並把相關內容移到有關中國

水資源短缺和乾旱的解決方法之後，使課文編排更

有條理和更連貫，也讓學生更容易掌握

6 第 52 至 60 頁 重組並重寫整個課節（只提及泛濫的定義、影響、

分佈和成因），以縮短課節的長度 

7 第 61 至 67 頁 重寫並重組解決泛濫的方法，獨立成為第 7 節。這 
對應解決乾旱和水資源短缺問題獨立成節的編排

第 68 至 73 頁 ‧ 簡化內容，集中討論孟加拉和英國的泛濫問

題，使課文編排更有條理，也對應新加坡的編

排

‧ 解釋孟加拉採取的防洪措施跟英國不同的原

因，以豐富內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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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節 主要技能

1 第 3 頁 閱讀圓瓣圖和計算百分比

2 第 17 頁 閱讀氣候圖

3 第 22 頁 閱讀雙y軸線形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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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節 主要技能

3 第 22 至

23 頁 
閱讀分割／堆疊棒形圖

第 24 頁 引用證據作答

6 第 52 頁 闡釋照片

第 59 頁 閱讀衞星圖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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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節 主要改動

1 第 6 頁 新增地圖，顯示一些自然災害的全球分佈，

更清晰地解釋各種自然災害分佈不同的原因

第 16 至 17 頁 重組斜坡陡峭度的內容，並新增副標題，更

清晰地解釋相關概念

第 21 至 22 頁 新增其他在等高線圖上常見的地勢形貌，使

內容更豐富，讓學生全面了解常見的地勢形

貌

第 23 頁 把香港地勢的內容移至本節的最後，讓學生

先學習在地圖上顯示地勢的方法和常見的地

勢形貌，然後才描述香港的地勢，方便學生

學習

3 第 27 頁 重組本節的內容，先解釋山泥傾瀉是甚麼和

交代山泥傾瀉發生的地方（即天然山坡和人

造斜坡上），然後才描述山泥傾瀉帶來的影

響，方便學生學習

第 35 頁 新增應付天然山坡發生山泥傾瀉的措施（興

建屏障），使內容更完整

5 與自然災害共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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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節 主要改動

4 第 48 頁 重新編排內容，在本節首先介紹天氣和氣候

的概念，為學生提供背景資料，方便學生學

習之後介紹的各種概念

第 54 至 55 頁 利用簡化的天氣圖，方便學生學習閱讀天氣

圖和辨認在颱風影響下各天氣要素的變化

5 第 62 頁 新增模擬土地震動的實驗，讓學生對地震造

成的影響有基本的認識，並引起學生的學習

興趣

第 63 頁 ‧ 重寫內容，把地震造成的影響分為直接

影響和間接影響

‧ 新增流程圖，使內容的表達更清晰

第 66 至 67 頁 重寫地球結構的內容，更清晰和準確地解釋

板塊、岩石圈和軟流圈的概念

6 第 75 至 76 頁 重寫內容，主要從經濟發展程度的角度，解

釋自然災害在不同國家造成的影響的差異和

原因

第 77 頁 新增例子，比較強度相近的地震在欠發達國

家和較發達國家所造成的破壞，突出其破壞

程度的差異

第 80 頁 新增「對預防措施有信心」，作為人們仍然選

擇在受自然災害影響的地區居住的其中一個

原因，使解釋更完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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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節 主要技能

1 第 7 頁 地理信息系統

2 第 11 至

13 頁 
根據等高線圖繪畫橫切面

第 14 頁 計算橫切面的垂直誇大率

找出計算垂直誇大率所需的垂直比例和水平比例

第 18 頁 從等高線圖計算斜坡的坡度

3 第 28 頁 從照片辨認山泥傾瀉造成的影響

第 41 頁 引用證據，解釋因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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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節 主要技能

4 第 49 頁 繪畫氣候圖

第 50 頁 閱讀氣候圖

第 54 頁 閱讀天氣圖

5 第 64 頁 從照片辨認山泥傾瀉後湖泊形成的過程

6 第 77 頁 引用數據，辨認欠發達國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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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節 主要改動

1 第 4 頁 簡化有關工業使製品增值的內容，並移至小節

1.1「甚麼是工業？」內，讓學生更容易掌握

相關概念

第 5 至 7 頁 把製造業的分類移至製造業系統後面，讓學生

更容易理解工業的分類與投入和產出特點的

關係

第 9 至 10 頁 ‧ 詳細闡述每項區位因素怎樣影響各類製

造業的區位

‧ 學生可完成表內簡單的練習，重温製造業

種類的知識

2 第 15 至 24 頁 重新編排內容為三個小節，詳細闡述香港製造

業的發展和影響製造業發展的因素

第 23 頁 新增練習，以香港一間製造業企業為實例，展

示工業生產轉移的趨勢，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6 製造業全球轉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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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節 主要改動

3 第 29 至 31 頁 新增副標題，更清晰地闡述全球主要工業區的

分佈和有利的區位因素

第 32 頁 更換活動內的例子為一個受學生歡迎的製

品，提高他們的學習興趣

第 34 至 37 頁 新增副標題和例子，詳細闡述導致製造業活動

全球轉移的因素

4 第 43 至 49 頁 ‧ 重組內容編排，把經濟增長循環移到最

前，讓學生更容易掌握課題

‧ 新增副標題，詳細闡述製造業活動全球轉

移造成的影響

5 第 53 至 57 頁 因應第 4 節的改動，調換內容次序，先探討有

工廠遷入的地區採取的措施

第 57 頁 新增日本的個案，顯示 2019 冠狀病毒病爆發

怎樣影響全球的工業區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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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節 主要技能

1 第 3 頁 描述過程

2 第 14 頁 引用數據，描述重要性和隨時間的變化

第 18 頁 複習所學

第 18 頁 閱讀雙y軸線形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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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節 主要技能

2 第 19 頁 計算百分比增幅

第 22 頁 地理信息系統

第 23 頁 引用數據，解釋答案

3 第 31 頁 引用證據，歸納結論

第 33 頁 閱讀多線圖

4 第 43 頁 引用數據，描述變化

第 46 頁 繪畫線形圖

第 47 頁 閱讀同時含正、負數值的棒形圖3



初中活學地理（第三版） 課本主要改動及技能一覽

© 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 2022 26

課 節 主要改動

所有

課節

例如第 7 至 8、18 至 19、31、 
40 至 41 頁 

重寫和簡化課文，並新增更多照片和有趣

的繪圖，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有助他們

更容易理解內容

1 第 4 至 5 頁 整合有關香港人出外度假的特點（人數

和時間）在同一小節內，使課文編排更有

條理

第 10 頁 更新促使香港人出外旅遊的因素：廣深港

高速鐵路和港珠澳大橋

2 第 12 和 16 頁 重寫和簡化活動，方便學生比較旅遊業為

同一個地方（即泰國）帶來的效益和問題

第 13 頁 豐富內容，並以流程圖來表達經濟增長循

環。這可更清晰地解釋旅遊業帶來的經濟

效益，讓學生更易理解和學習

第 15 頁 加入有趣資料，介紹旅遊業可怎樣提供資

源來製作立體模型，幫助保存文化遺產

7 遊客──敵友難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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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節 主要改動

2 第 17 頁 提供較近期的例子（2019 冠狀病毒病全球

爆發）來說明過度依賴旅遊業的問題

3 第 27 至 31 頁 由於學生或會對自然景點較感興趣，所以

本節改為先討論香港的自然景點（附有趣

的熱身活動），然後才討論文化景點

第 30 頁 介紹中國其他地質公園，豐富內容，並鼓

勵學生自行探索這些公園

第 33 頁 介紹香港一些最新、熱門和學生熟悉的

文化景點，提高他們的學習興趣

第 38 至 39 頁 ‧ 把考察地點由西貢市改為中環，方便

考察

‧ 更清晰地說明怎樣做問卷調查

4 第 43 至 47、53 至 55 頁 整合所有有關可持續旅遊業的內容在同一

課節內，使討論更集中

第 53 頁 利用互動的課堂活動（賓果遊戲），提高

學生對可持續旅遊業的興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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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節 主要技能

1 第 4 頁 繪畫線形圖

計算百分比變化和描述趨勢

第 5 頁 繪畫棒形圖

第 6 頁 從時區地圖找出一地的時間

2 第 16 頁 從照片中擷取有用的資料

第 17 頁 閱讀雙y軸線形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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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節 主要技能

3 第 34 至 35 頁 量度地圖上道路的實際長度

找出四位和六位數字格網座標

第 36 至 37 頁 地理信息系統

第 38 至 39 頁 進行問卷調查和分析調查結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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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節 主要改動

1 第 4 頁 根據《地理科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新增

副標題「中國主要的海」，強調中國主要的

海、領土和領海

第 5 至 11 頁 把有關人類怎樣利用海洋的內容移至第 1 節

小節 1.2「海洋為人類帶來甚麼好處？」內，

讓學生概括認識全球海洋資源的分佈

第 8 頁 根據《地理科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新增

有關南海主要能源、礦物和金屬資源的內

容，強調南海的海洋資源十分豐富

第 10 頁 

2 第 15 至 18 頁 把有關海洋生態系統的內容重新編排，並移

至小節 2.1「甚麼是海洋生態系統？」內。由

於過度捕魚是導致海洋生態系統失衡的直接

原因，這項改動可讓學生先認識海洋生態系

統，才探討過度捕魚的問題，有助他們學習

第 20 至 33 頁 對應上一列提及的改動，把過度捕魚和造成

的問題的相關內容移至海洋生態系統之後

8 海洋有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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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節 主要改動

2 第 25 頁 根據《地理科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描述

中國在保育南海魚類資源的工作方面遇到的

挑戰

第 30 頁 在香港紓緩過度捕魚問題的措施中新增「在

海中設置立體打印的人工礁盤」。這項措施為

香港近年所採用的

3 第 37（第 3 節）、51 頁（第 4 節） 在探究活動 6（第 3 節）和探究活動 8（第 4
節）介紹大太平洋垃圾帶，提高學生對海洋

污染嚴重性的警覺，並讓他們明白清理海洋

廢料十分困難

第 37 至 42 頁 在同一小節內，除了介紹海洋污染的特定來

源，還加入該污染來源對環境的影響，有助

學生學習

第 40 頁 新增「深入認識」，提供有關「死亡地帶」的

資料，豐富內容

第 47 頁 新增香港處理塑膠污染的措施，使討論更

完整

第 48 頁 介紹其他國家預防海洋污染的措施，豐富

內容

4 第 53 至 54 頁 重寫北海的個案研究，以顯示國際合作對解

決海洋問題的必要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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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節 主要技能

1 第 3 頁 閱讀衞星影像

第 5 頁 解釋某事物的重要性

第 7 頁 描述某形貌的空間分佈

2 第 20 頁 描述某事物的趨勢

第 22 頁 閱讀雙y軸線形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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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節 主要技能

2 第 28 頁 閱讀層疊區域圖

第 32 頁 繪畫圖表

3 第 41 頁 描述兩種形貌之間的空間關係

4 第 54 頁 描述線形圖上展示的趨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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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節 主要改動

1 第 3 至 11 頁 把導致人口變化的因素的內容移至第一個小

節，並加入新的副標題，以及把有關中國人口

的內容結合在第二和第三個小節內，這樣可使

課文編排更有條理，有利學習

第 6 至 7 頁 新增小節，更清楚地說明影響出生率和死亡率

的各個因素，使討論更完整

2 第 19 至 20 頁 以日常生活的例子說明承載力的概念，並加入

新的副標題，使脈絡更清晰，學生更容易掌握

重點

第 23 至 24 頁 新增具體的數據，解釋中國人口過多的問題，

使討論更完整

3 第 32 頁 新增數據，顯示中國西部和東部的平均人口密

度，更清楚地說明中國的人口分佈

9 人口問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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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節 主要改動

4 第 53 頁 新增小節，更清楚地說明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的

成因

第 55 頁 更新和加入更多紓緩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的措

施，使內容更豐富；另新增副標題，讓學生更

容易掌握重點

5 第 57 至 59 頁 重新編排全球人口特點的內容為兩個小節，並

加入新的副標題，使課文編排更有條理，學生

更容易掌握重點

第 60 至 70 頁 調換次序，先詳細探討和闡釋人口過渡模式，

讓學生對一地的人口變化形態有具體的背景

知識，然後才深入討論欠發達和較發達國家人

口結構的差異和面對的人口問題

第 67 頁 用學生熟悉的卡通人物設計探究活動，引起學

生的學習興趣

第 68 至 69 頁 更新和加入更多較發達國家為解決人口問題

採取的措施，並新增副標題

－ 第 6 至 7、11、35、44 至 45、68 頁 新增表格或把原有內容重組為表格，讓學生更

容易掌握重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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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節 主要技能

1 第 4 頁 計算自然

增長率

第 8 頁 從顯示出

生率和死

亡率的多

線圖辨認

人口在不

同時期的

變化

第 10、12
至 15 頁 

閱讀、闡釋和

繪畫

人口金字塔

第 11 頁 計算依賴比率

2 第 24 頁 引用數據，

解釋答案

第 26 頁 閱讀分割／

堆疊棒形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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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節 主要技能

3 第 31 頁 描述一地的人口分佈

計算人口密度

第 36 頁 描述形貌的

分佈形態

第 38 至

39 頁 
地理信息系統

4 第 52 頁 描述棒形圖所示的趨勢

5 第 57 頁 描述線形圖所示的變化速度

第 58 頁 描述線形圖所示的趨勢和地圖所示的分佈形態／密度

第 60 至

61 頁 
闡釋人口過渡模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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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節 主要改動

1 第 5 頁 新增「深入認識」作為延伸部分，以照

顧學習差異

第 6 至 9 頁 重寫和重新編排內容，並附以具體的資

料闡明內文，令課文編排更連貫。同時, 
本節新增插圖, 令版面更吸引，以增加學

生的興趣

2 第 12 至 24 頁 合併、重寫和重組第二版第 2 和第 3 課

節的內容，成為第三版第 2 課節。這項

改動結合相關內容，減少重複，使課文

編排更有條理，讓學生更易理解和學習

第 12 至 13 頁 重寫內容，更清楚解釋荒漠化的概念

第 16 至 21 頁 改寫、新增和重組有關導致中國北部荒

漠化的自然和人文因素，以豐富內容和

讓學生更易學習

第 18 頁 新增活動，以帶出旱地的人口增長怎樣

導致土地退化，讓學生對議題有更深入

的認識

第 23 頁 根據《地理科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新增有關荒漠化怎樣影響中國自然環境

（即中國的資源和生態安全）的內容

10 控制沙塵 

3



初中活學地理（第三版） 課本主要改動及技能一覽

© 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 2022 39

課 節 主要改動

3 第 31 至 32 頁 重寫、重新編排並新增副標題，讓學生

更容易掌握重點。課文還附以具體資料

闡明內文

第 34 頁 改寫沙塵暴怎樣加劇荒漠化的內容，成

為 3.4「沙塵暴為中國北部帶來甚麼負面

影響？」下的一個小節。把相關的內容

合併，使課文編排更有條理，學生更易

學習 

4 第 38 至 44 頁 ‧ 重組內容，並根據第2節有關荒漠

化的成因，把措施分為兩個類別，

配對解決措施和荒漠化的成因，方

便學生學習

‧ 此外，根據《地理科國家安全教育

課程框架》，新增部分措施的內容， 
以突出中央政府為保障資源和生態

安全所做的工作

第 40 至 42 頁 重寫和新增內容，並按內容分為兩個小

節，讓學生更容易掌握重點

5 第 47 至 58 頁 調換澳洲和薩赫勒兩個個案的次序，以

方便學生學習。這是由於學生可能已經

學過第 3 章有關薩赫勒的背景資料，因

此與澳洲相比，學生應較為熟悉薩赫勒

第 49 頁 新增導致薩赫勒荒漠化的自然因素的內

文，這比只用兩幅圖，更能提升學生的

寫作技巧

第 51 至 52 頁 重寫內容，並把內容重新編排為四點。

這節結構與第 4 節相似，方便學生學習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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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節 主要技能

1 第 3 頁 描述照片所示的環境

第 6 頁 閱讀氣候圖，描述一地的降雨和氣温特點

第 7 頁 描述一地長期的降雨模式

計算日温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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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節 主要技能

2 第 17 頁 闡釋衞星圖片

第 21 頁 描述線形圖所示的氣温與長期平均氣温的差異

3 第 32 頁 描述線形圖所示變量之間的關係

5 第 49 頁 描述棒形圖所示的降雨量與長期平均降雨量的差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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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節 主要改動

2 第 16 至 17 頁 重寫有關人類活動怎樣釋出温室氣體的小

節，把來源改為按温室氣體的類別來分類，

讓學生更容易理解某種氣體的主要排放源頭

3 第 28 至 29 頁 新增跨頁，解釋氣候變化怎樣導致部分物種

滅絕。利用有趣的例子和色彩豐富的頁面，

旨在讓學生了解氣候變化對動植物所造成的

嚴重影響，提升他們對這些影響的關注

第 32 至 34 頁 ‧ 重組氣候變化可能帶來的好處的內容，

把好處分為極地地區帶來的效益和對温

帶地區的好處，方便學生學習

‧ 根據《地理科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新增內容，解釋保護脆弱的極地生態系

統的重要性

第 35 至 36 頁 根據《地理科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詳

細描述氣候變化為中國帶來的影響，讓學生

更容易理解氣候變化怎樣影響中國

4 第 47 至 49 頁 由於香港與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樣，近數十年

出現了氣候變化，所以重新編排香港氣候變

化的原因為全球氣候變化和城市發展，強調

全球氣候變化的重要性

11 變化中的氣候，變化中的環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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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節 主要改動

4 第 50 頁 由於能見度並不是通常用來描述氣候變化的

要素，所以重寫香港過去數十年能見度轉變

的內容，作為額外資料

第 51 頁 重寫和重組氣候變化可能為香港帶來的影

響，把影響分為三類，使描述更清晰和全面

5 第 53 頁 新增碳中和的內容，作為額外資料，讓學生

明白碳中和的意思，以及達到碳中和的方法

第 54 至 58 頁 根據《地理科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重

寫和重組內容，帶出中國以致其他國家應對

氣候變化所採取措施，幫助學生明白措施對

保障極地安全及生態安全的重要性

第 59 至 61 頁 重寫國際間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的內容。利用

簡化的活動，顯示各國民眾對減排的一些觀

點，有助學生明白各國對減排的顧慮，以及

對減排責任誰屬的看法

第 62 至 63 頁 豐富個人可以做些甚麼來應對氣候變化的內

容，並把內容移到本節的最後。新增的活動

和考察能提升學生對自己的碳排放量的關

注，並教導他們綠色的生活方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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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節 主要技能

1 第 3 頁 引用證據，解釋答案

第 5 頁 閱讀地圖上的等温線

第 8 頁 閱讀氣候圖

第 9 頁 辨認線形圖所示的温度變化

第 10 頁 辨認地圖所示的温度變化形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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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節 主要技能

2 第 16 頁 計算線形圖所示的變化

3 第 22 頁 地理信息系統

第 31 頁 地理信息系統

第 35 頁 描述棒形圖所示的變化

辨認地圖所示的轉變

4 第 44 頁 描述並比較散佈圖和趨勢線所示的趨勢

3



初中活學地理（第三版） 課本主要改動及技能一覽

© 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 2022 46

課 節 主要技能

4 第 45 頁 閱讀分組棒形圖

第 50 頁 辨認線形圖所示的趨勢

辨認衞星影像所示的景物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