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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教師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期末成果報告書 

壹、計畫名稱：環境溫度變異對作物栽培的影響及探討 

貳、實施課程：氣候學及實習 

授課教師：陳守泓 

參、前言 

氣候與人類生活有重大的關係，因此除了應該要知道什麼是氣候、影響氣候的因素之外，

更應瞭解全球的氣候差異以及氣候變遷及其影響等議題。本課程於課堂中，從基礎的氣象學入

手，包含大氣的能量、水氣、溫度，全球風系統、氣團、氣旋等氣象基本知識，分析影響氣候

的要素，進而探討氣候分類、氣候帶分佈，最後更進一步說明人類活動與氣候的關係，以及探

討全球氣候變遷等課題。課程主要在論述氣候形成的理論，亦會探討都市人類活動對氣候的影

響，以及由於全球氣候異常變異所帶來的人類活動干擾。因此，擬安排赴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參

訪的活動，並在實作方面利用簡易人工方式改變環境溫度，藉由作物栽培，觀察環境溫度變異

所產生的生長影響，使本課程在探討台灣特殊氣候條件及全球氣候變遷的議題時，得以延伸探

討氣候改變可能對於作物栽培及糧食安全的影響。 

肆、計畫特色及具體內容 

一、計畫特色： 

本計畫實施符合： 

(一)瞭解什麼是氣候，影響氣候的因素； 

(二)就台灣的特殊氣候條件加以深入分析探討； 

(三)說明人類活動與氣候的關係； 

(四)探討全球氣候異常變異所帶來的人類活動干擾等課程目標項目。 

同時，可以提升學生對於問題認知及解決能力、認同地理環境永續發展意識等課程相關能

力，並且從中學習試驗分析概念及報告撰寫能力，使書本知識透過實體實務的參訪活動以

及實習操作應用而更加強化。 

二、具體內容執行成果 

本課程教學創新做法分為「校外參訪」及「實作實習」兩部分，期中成果如下： 

(一) 校外參訪： 

安排參訪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藉以認識執掌氣象資訊的第一線單位及其業務執行概

況，增強氣象資訊觀測的實務理解。本課程於2013年12月13日參訪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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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需先登記申請參訪行程(圖1)。本次活動除了讓同學了解中央氣象局的概況外，並藉以認

識氣象預報、氣象觀測、氣象衛星、地球展示系統-SOS等相關資訊，增強氣象觀測的實務

理解。 

  

圖1. 中央氣象局參訪申請通知及參訪內容單 

 

(二) 實作實習： 

利用分組盆栽試驗，探討不同氣溫環境下作物的生長變化，以模擬及探討氣候變遷下

的植物生長情況。將盆栽置於學校育苗場適當地點處，以人工方式製造栽培環境的氣溫差

異，並以自記式溫濕度計收集連續觀測資料，供後續分析之用。各組學生自行進行盆栽管

理，並適時進行樣本調查，例如栽培期間的株高、葉片數、最大葉片寬度等資料的定期量

測，以及採收後進行鮮重量測及葉面積計算等，藉以與現地溫溼度資料進行相關分析及探

討，實際觀測項目由各小組成員討論後自行訂定之。本實習相關試驗規劃如下： 

1. 分組實施：依全班實際選課人數，以4至5人為一小組進行分組盆栽試驗，總計13組。 

2. 試驗材料：每組分配4個pp材質植栽盆 (17.5  15cm)，分別育苗栽植3株小白菜

(Brassica rapa chinensis)，由各組自行進行相關栽培管理作業。以十字花科的小白菜

為試驗觀察對象，係因季節適合、生長快速且容易管理，其基本生長條件為： 

(1) 須有充足明亮的日照； 

(2) 肥沃、疏鬆、保水、排水良好之砂質壤土； 

(3) 不耐旱，須保持土壤濕潤，可視情況於早晚各澆一次水； 

(4) 適栽溫度為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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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播種後，植株過密時需進行間拔，將發育不良的苗株拔除；栽種過程中以紗網

覆蓋，可略為抵擋風雨。種植約30至45天後可採收，平均採收天數約為25天。 

3. 試驗設置： 

(1) 小白菜於植栽盆內育苗發芽後，將試驗分成處理組及對照組各2盆，處理組的栽

培槽遮蓋防蟲網+透明塑膠布，而對照組則僅遮蓋防蟲網，各組自行排定時程進

行相關成長調查及資料收集。 

(2) 試驗處理區、對照區、未栽植區分別放置一組自記式溫溼度感測器 (HOBO Pro 

v2 logger, Part # U23-001, Onset Computer Corporation)，待試驗結束並讀取資料

後，提供各組分析使用。 

 

伍、實施成效及影響（量化及質化） 

一、實施成效： 

(一) 學生學習成效：校外參訪活動使學生得以認識主管氣象資訊的中央單位，對氣象資料

收集、分析作業及預報有實務上的瞭解。在實作實習方面，使學生對

試驗設計、試驗資料收集、資料分析及相關儀器設備等科學研究步驟

及程序有實際的操作經驗及更深切的體認，且除了本課程之外亦能結

合統計學、生物地理學等相關學科理論，進行綜合的實際操作練習。(各

項執行成果請見附圖) 

(二) 課程品質改善：擺脫單調的課堂講解，使學生瞭解氣候學實際應用層面的型態，提升

學習樂趣，並期拓展學生的未來發展領域。 

二、成效指標： 

(一) 校外參訪全程圖像(相片)紀錄及學生心得報告63篇(含建議回饋)； 

(二) 由於實驗數據收集需採收調查，因此原擬定盆栽成果展示僅能以圖像呈現，並產出報

告內容優良的壁報1篇(製作中)； 

(三) 試驗分析成果報告口頭發表13篇。(簡略摘錄如附圖) 

 

陸、結論 

一、校外參訪單位為公務機關(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僅於正常上班日始接受參訪，為避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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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其他課業時間，正課時數的參訪行程安排較為緊湊，雖已事先與受訪單位協調參訪內

容及時間排程，但實際行程仍受該單位內部臨時調整，且部分課室整修中不便參訪。抵達

參訪單位的交通方面，公車轉乘捷運均極為便利，但仍需叮嚀學生多搭乘大眾交通工具並

注意交通安全。 

二、實作實習的盆栽試驗係於露天環境下栽培，不可預知的天氣變化，將影響盆栽試驗成果甚

鉅。原定觀察溫室效應影響產量的設計，因天氣轉變、試驗期間低溫期長，反倒出現與預

期相反的結果，正可讓學生發揮小組討論的作用，自行找尋相關文獻並合理解釋觀察結果。 

三、學生隨時關心天氣預報資料及實際變化情況，並透過定期觀察栽培情況時，回報相關突發

狀況以利立即補植或修補栽培設施。同時，提供學生各項試驗設備及工具，例如電子天平、

葉面積儀、量尺等，藉以量測及評估試驗設計的差異，並達到實際操作的效果，除本課程

外亦能結合統計學、生物地理學等相關學科理論，進行綜合的實際操作練習。 

 

柒、執行計畫活動照片 

一、校外參訪： 

 

圖2-1. 氣象預報簡介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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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氣象預報簡介及說明 

 

 

圖2-3. 氣象預報簡介及說明 

 

 

圖3-1. 氣象觀測衛星作業系統簡介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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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氣象觀測衛星作業系統簡介及說明 

 

 

圖3-3. 氣象觀測衛星作業系統簡介及說明 

 

 

圖4-1. 地震觀測業務簡介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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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 地震觀測業務簡介及說明 

 

 

圖5. 地球展示系統-SOS簡介及說明 

 

 

圖6-1. 氣象觀測業務簡介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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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 氣象觀測業務簡介及說明 

二、實作實習(過程) 

 

圖7-1. 清園整地(課程第三週) 

 

 

圖7-2. 清園整地(課程第三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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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整地結果(課程第三週) 

 

 

圖9. 鬆土及調盆栽用土(課程第四週) 

 

 

圖10. 植栽盆填充及播種(課程第四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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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試驗處理分區及鋪設防蟲網(課程第四週) 

 

 

圖12. 發芽階段(課程第五週) 

 

 

圖13-1. 處理區自記式溫溼度感測器架設(課程第六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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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2. 未栽植區自記式溫溼度感測器架設(課程第六週) 

 

 

圖14-1. 試驗成果產量調查(鮮重秤量) 

 

 

圖14-1. 試驗成果產量調查(葉面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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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作實習(成果簡報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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