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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地圖活過來─Google Earth 
運用於地球科學教學設計之應用 

廖酉鎮* 陳均伊  
國立嘉義大學  數理教育研究所  

壹、前言  

板 塊 與 地 形 地 貌 在 國 中 地 球 科 學 教

學中，許多現象的呈現往往只能依賴課本

中所給予的圖片與說明，或是教師自行收

集相關圖片進行補充與解說。然而囿於課

本篇幅，所提供的媒材數量有限；若是教

師自行收集圖片或影片，雖可大量提供學

生做為輔助學習之用，仍有媒材間無法連

貫以及圖片比例尺大小難以取捨的問題，

大範圍的圖片能提供整體地貌概覽，卻有

無法細看地貌的缺憾，局部地區的詳細地

形圖則缺少大範圍地形地貌的壯闊。  

近年來，國中小教室資訊設備日趨完

善，互動式電子白板配合 3D 動畫與擴充

實境等設備與技術，相繼被運用在教學上，

成為呈現教學媒材的有力工具。地球科學

課程中，涵蓋許多地形地貌現狀與其發展

過程，教師倘能善用軟、硬體，運用了動

畫模擬及圖片、影片，多元呈現相關媒材，

能 在 課 程 中 帶 給 學 生 更 多 感 官 刺 激 與 體

驗。  

使用 Google Earth 作為呈現地理資訊

系統（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為本文通訊作者  

的平台，配合電子白板或內建陀螺儀之 3D

滑鼠進行教學演示，能提供學生更完整連

貫的概念，並使用宏觀的角度進行地球科

學 的 學 習 。 一 般 在 課 堂 中 使 用 Google 

Earth ， 大 多 是 啟 動 軟 體 後 ， 針 對 教 學 內

容所需部分做搜尋或輸入個別地標。對教

師而言，此方式有很大的教學彈性與互動

機會，但必須花費許多教學時間做地標搜

尋，即便事先寫下地標名稱或 GPS 位址，

教學時仍須不斷做輸入與搜尋，這時教師

不是被綁在電腦前面，便是在電子白板與

電腦主機間不斷穿梭來回，無形之中失去

了不少與學生互動的機會。  

為 使 教 師 辛 苦 蒐 集 而 來 的 地 標 與 相

關說明、多媒體可獲得整合，減少課堂上

搜尋地標的時間，並且在下一年度進行相

同單元介紹時，方便逐年針對編製完成的

地標檔作改進與修正，達到精進教學內容

的功效。本文主要介紹 Google Earth 地圖

檔 (kml、kmz)的編製、相關媒材整合與選

項設定的使用說明。地圖檔應用在教學上

最大的好處是能夠事先編製地標，使教師

在授課前可以針對教學內容所需使用的相

關地標，先做編排與整合成一個檔案，並

且可以在各個地標上添加相關的說明與圖



讓地圖活過來─Google Earth 運用於地球科學教學設計之應用 

 

- 37 - 

片或嵌入影片，提供學生多元的表徵來輔

助記憶與學習。此外，Google Earth 為自

由軟體，取得相當容易，學生課後只要輔

以教師設計的地圖檔 kmz 附件，對複習的

進行或作為加深加廣的課外補充也相當便

利。  

 

貳、GIS 與 GOOGLE EARTH 的介

紹  

地 理 資 訊 系 統 （ GIS） 是 描 述 地 表 空

間幾何特性以及地理屬性等兩種資訊之資

料庫，GIS 中記錄的資料藉由適當的軟體

解 譯 後 可 重 現 地 表 相 關 地 形 與 地 貌 。

Google 公司於 2004 年收購衛星影像公司

Keyhole 後，2005 年發布 GIS 軟體 Google 

Earth 3.0，提供使用者經由網路查詢 3D 衛

星圖像  (維基百科人 , 2012)，使用者可以

自行設定多地標地圖檔的編輯並在地標上

添加註記。  

Google Earth 所 使 用 地 圖 檔 格 式 為

kml(Keyhole Markup Language) ， 採 用

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語法標

準，內嵌的元素和屬性用於顯示點、線、

面等地理數據，Raster Image 的網格式資

料 使 得 使 用 者 能 直 觀 判 斷 地 形 與 地 貌 (維

基百科人 , 2012)。kml 地圖檔存檔時，可

選擇轉存 kmz 壓縮地圖檔，縮小地圖檔檔

案大小。  

 

一、功能與設定概述 

Google Earth 畫面起始地點可自行設

定，顯示地圖資訊與選項關聯（圖 1），在

進行課室操作時，有些選項與操作需要設

定與了解才能有最好的效果，說明如下：

 

 

圖 1、地圖資訊顯示與選項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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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導覽控制項  

Google Earth 主畫面中的導覽控制項

（圖 2）是控制放大縮小、拉近拉遠、

俯仰角、方位角以及街景、地平面檢

視調整切換，配合滑鼠的中鍵與右鍵

或電子白板，可以快速進行俯角調整

與縮放。導覽控制項可以設定縮放畫

面的大小與快慢。  

(二 ) 側邊欄功能簡介  

側邊欄主要包含三個工作窗格（圖 2），

依序為：  

1. 上方為搜尋窗格：可於此處搜尋所

需地標地名，直接輸入 GPS 位址，

則 Google Earth 會直接移動到所

輸入位址。  

2. 中間窗格為地標窗格：主要處理地

標、覆疊圖層、古地圖、以及地標

導覽與路徑播放功能。  

3. 下方窗格為圖層選項：用來設定要

出現在 Google Earth 圖資上的附

加資訊，例如：國界、海岸線、火

山等，使用上依教師教學所需選擇，

以 避 免 資 訊 太 多 使 得 圖 資 太 過 雜

亂。  

(三 ) 軟體選項  

在 Goole Earth 上方功能表列中，依序

選 取 「 工 具 」、「 選 項 」， 可 開 啟 軟 體

選項（圖 3），其中：  

1. 3D 檢視項次：可以設定地形的起

伏，預設值是 1，可視情況與需求

調高，使地形變化更明顯。  

2. 遊覽項次：可設定地標間播放遊覽

時的時間長短，與選擇是否要自動

彈現地標說明視窗；由路線建立遊

覽 的 選 項 則 是 針 對 自 訂 路 徑 時 的

遊覽速度、俯角及視角做設定。  

 

 
圖 2、導覽控制項與側邊欄功能概覽  



讓地圖活過來─Google Earth 運用於地球科學教學設計之應用 

 

- 39 - 

 
圖 3、軟體選項設定  

 

3. 導覽項次：使用滑鼠進行操作的設

定，包括：點選地標後的前往速度、

滑鼠滾輪控制地圖縮放的速度、貼

近 地 平 線 後 是 否 要 自 動 切 換 到 水

平視角進行觀察。 

 

(四 ) 工具列功能簡介  

工具列（圖 4）可以提供地標的新增

以 及 一 些 附 加 的 工 具 選 項 ， 說 明 如

下：  

1. 新增地標：用以新增與修改地標，

並可添加說明與多媒體。  

2. 新增多邊形：可以手繪多塊區域

並調整透明度與填色，用來標示

特定區域。  

3. 新增路徑：可以自行設定一段路

徑，配合選項中的「由路徑建立

遊 覽 」， 調 整 沿 路 徑 前 進 時 的 速

度、高度與視角。  

4. 新增圖像疊加層：用來自行加入

圖 片 ， 此 圖 片 會 覆 蓋 於 Google 

Earth 的圖 資上，藉由 調整透明

度 可 用 於 比 對 地 形 與 所 疊 加 圖

片。  

5. 紀錄遊覽：用於錄製導覽播放的

過程，並輸出成影片使用。  

6. 時間軸：包含不同日期的圖資，

可 以 針 對 需 要 比 較 前 後 地 形 差

異的地點作運用。  

7. 尺規：用於測量點到點的距離或

多段路徑總長，在介紹地貌尺度

或地點間距時可以使用，也可將

測量路徑儲存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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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工具列各項功能  

 

二、地標設定與相關資源整合說明  

為了讓教學流程更順暢，避免在不同

的軟體間切換，可以將教學所需的說明與

圖片、影片等資源，整合進 Google Earth 

的地標中，整合方式如下：  

(一 ) 搜尋與設定地標：  

這是進行教學設計的第一步，先

針 對 教 學 內 容 定 出 要 搜 尋 的 地 標 標

的，在 Google Earth 搜尋窗格中直接

使用名稱搜尋，或採經緯度作為定位

依據。若搜尋結果不盡理想，可至網

路相簿（如：picasa 或 paronamio 等）

中搜尋關鍵字，多可找到相關地標的

經緯度，再藉此判斷此地形是否適於

教學使用。須注意 Google Earth 採用  

WGS84 的經緯度資料，與台灣地區常

使用的 TWD97 座標較為相近，若是

搜尋到的地標是 TWD67 系統，則需

要利用轉換程式加以處理。  

輸入地標經緯度後，畫面會移至

地標上空，調整高度與視角之後新增

地標，可在地標上加入圖片、連結與

註解等，地標圖示也可再作自訂修改，

並利用圖層選項（圖 5）設定在 Google 

Earth 軟 體 上 要 呈 現 的 各 項 多 媒 體 資

源與地理標示，例如：邊界與地名（如：

國 界 、 縣 界 、 地 名 、 海 岸 線 ）、 地 質

事件（如：火山、地震）、多媒體（如：

360cities 、 panoramio 、 National 

Geographic 相片與 youtube、National 

Geographic、Nasa 提供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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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圖層選項各項資源  

(二) 多媒體連結嵌入： 

若是使用 Google Earth 圖層選項所提

供的資源，仍找不到適宜的媒材，可以

自行在地標說明中增加圖片或嵌入網

路圖片、影片，嵌入方式同於一般影音

網站所提供嵌入語法，只需擷取嵌入影

片語法，再修改其寬度、高度與連結。

或者，採用貼上連結、插入檔案的方

式，但須注意最好與地圖檔放在同一檔

案夾中，避免因路徑問題而變成無效連

結，圖 6 為嵌入 Nasa 網站中，臭氧洞

歷年變化影片的方式與成果。

 
圖 6、多媒體連結嵌入語法與成果，以臭氧洞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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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導覽功能與地標自動播放：  

完成地標編製之後，將整個檔案另存

成獨立的 kml 或 kmz 檔，在教學時可

利用導覽功能進行教學。利用導覽選

項，依序讓設定好的地標自動播放，

可 設 定 播 放 時 讓 自 訂 地 標 的 註 解 彈

現，教師預先編排相關地標的先後順

序與資訊，在課堂上不須再手動輸入

地標進行搜尋，也可隨時中斷導覽，

保 有 對 於 地 標 附 近 進 一 步 搜 尋 與 介

紹的彈性，圖 7 為板塊教學時編製的

地圖檔與播放導覽過程截圖。  

(四 ) 時間軸：  

特點是可以查詢不同時間的衛星圖，針

對 同 一 地 區 的 變 化 做 前 後 比 較 （ 圖

8），利用此一功能介紹莫拉克風災前後

的小林村（圖 9），或是海嘯前後的日

本東岸（圖 10），能夠使學生感受到天

災的威力與無情。時間軸的設定，可以

在同一地點設定地標時，選擇時間間

隔，並調整所需時間的圖像，或針對同

一地點設定兩個不同時間的地標，在使

用上皆有一樣的效果。  

 

 

 

圖 7、側邊欄中編製完成的地圖檔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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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同一地標時間間隔設定 

 

 

 
圖 9、莫拉克風災前後的小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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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311 海嘯前後的日本東岸  

(五 ) 古地圖：  

勾選圖層選項中圖庫的 Rumsey 歷史

地圖，可在 Google Earth 上找到地圖

標示（圖 11），點選古地圖符號  ，運

用方式有二，一是直接以圖層覆蓋在

Google Earth 上，一是下載地圖。以

古 地 圖 比 對 雲 嘉 南 地 區 海 岸 線 1875

年迄今變化為例（圖 12），能用於介

紹 雲 嘉南 地 區 海 岸線 與 河 道 的變 化 ，

以及說 明 北 港 或新 港 等 地 名的 來 由 。

 
圖 11、Rumsey 古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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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Rumsey 歷史地圖覆疊結果  

 

(六 ) 尺規工具：  

教學時，僅呈現地圖學生不易想像地

點間距離關係，利用此工具可以直接

得到距離（圖 13）。此工具只能在結

束 導 覽時 使 用 ， 建議 將 測 量 的路 徑 ，

存為地標並加註說明。

 

圖 13、利用尺規測量大甲溪新社河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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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多邊形工具：  

運用於標識特定一個或多個區域，並

藉 由 填 色 的 差 異 來 區 分 及 突 顯 不 同

區塊的差別，圖 14 利用多邊形標示，

強調該處背斜構造區域。  

(八 ) 路徑工具：  

可自訂一段路線，此功能可用以介紹

有 連 貫 關 係 或 有 先 後 時 序 的 地 形 地

貌如河川流域、峽谷地形、洋流行進

等，可以同時兼顧到連貫性與完整性。

在 需 要 對 特 定 路 線 做 沿 途 景 物 介 紹

時相當實用。點選工具列上「新增路

徑」後繪製路徑，當路徑設定完畢後，

地 標 導覽 到 此 路 徑或 手 動 點 選地 標 ，

會依設定之路徑行進，以遊覽方式沿

自 訂 路 徑 的 起 點 向 終 點 鳥 瞰 地 面 移

動 ， 同時 播 放 沿 途地 形 地 貌 與景 物 ，

視 角 與 移 動 速 率 依 選 項 中 設 定 而

定。  

路 徑 工 具 與 尺 規 工 具 都 可 選 擇 顯 示

地形高度剖面（圖 15），沿路徑遊覽

時會顯示該點海拔，亦可用滑鼠自行

找尋不同位置的高度，提供有別於狀

態列的高度顯示方式。圖 16 為針對

科 羅 拉多 大 峽 谷 繪製 一 段 自 訂路 徑 ，

圖 17 為沿路徑遊覽過程之截圖。  

 

圖 14、自繪多邊形標示局部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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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科羅拉多大峽谷高度剖面  

 

 

 

圖 16、白線為導覽大峽谷的自訂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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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自訂路徑導覽，有飛越大峽谷效果  

(九 ) 圖層疊加：  

利用已有的圖片匯入 Google Earth 中

並將其覆蓋於既有的圖上方，適當的

調 整 匯 入 圖 片 的 大 小 、 角 度 與 透 明

度，可以將外部圖片上的資訊直接在

Google Earth 中顯示出來，且能夠進

一步將之與地形關係做連結。  

Google Earth 對於透明圖層的支援提

供了使用者很大的彈性，圖 18 筆者

修改中央氣象局的地面天氣圖，配合

圖層功能中的雲圖，或是連雲圖一併

修改後覆疊上去，可說明雲圖與鋒面

間的關係。另舉一例是將台灣斷層分

布圖疊加上去（圖 19），調整過透明

度 之 後 便 可 用 以 對 照 地 震 與 斷 層 分

布關係。

 
圖 18、地面天氣圖圖層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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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台灣斷層分布圖圖層疊加 

 

參、教學設計示例  

將課程相關部分地標與媒材，依教學

設計的流程排序，教學時依序呈現。利用

Google Earth 縮放地圖，讓學生兼顧大範圍

地域及小範圍地景；在地標上整合說明的

文字敘述及影片，用多元的方式呈現地質

現象與成因，設計流程如圖 20。以河流侵

蝕進行教學設計示例，如下表 1，供使用

者參考。

 

 
圖 20、教學設計流程圖  

整理教學內容中相關現象以篩選地標

依教學流程排序地標

將地標加上適當註解、圖片與連結，嵌入
適宜影片

將所有地標另存成Kmz檔或Kml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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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河流侵蝕與地貌教案示例  

教學活動  地標項目與相關設定  地標註解或註備  

啟動 Google Earth，開

啟 地 標 檔 ， 點 選 第 一

個 地 標 ” 雲 林 縣 立 麥

寮高中”，以學生所在

地 點 ， 作 為 起 始 點 引

起學生動機。  

起始地點  
雲林縣立麥寮高中  
緯度：23.758441 N 
經度：120.25177 E 

 

進 入 教 學 主 題 ， 先 以

影 片 說 明 臺 灣 島 隆 起

過 程 。 藉 由 Google 

Earth 圖像，可見中央

山 脈 與 雪 山 山 脈 因 劇

烈 侵 蝕 產 生 的 稜 線 。

此 地 標 做 為 切 換 與 銜

接 下 一 地 標 的 中 繼

點。  

北台灣上空一覽  
緯度：24.443615° N 
經度：121.249943°E 
地標設定：  
嵌入影片「山起山落蓬

萊島」，網址

http://youtu.be/Bydrgk6
RCeE，設定海拔高度為

相對地面 275Km   

從 北 台 灣 上 空 切 換 到

太 魯 閣 國 家 公 園 ， 以

此 地 標 說 明 立 霧 溪 向

下 侵 蝕 ， 配 合 大 理 岩

層 不 斷 隆 起 ， 所 造 成

的 地 貌 ， 並 帶 領 學 生

觀察 V 形峽谷地貌景

觀。  

河流侵蝕─太魯閣  
緯度：24.156365° N 
經度：121.625899° E  
地標設定：  
嵌入動畫”太魯閣的前

世今生”，網址

http://www.taroko.gov.t
w/includes/flash/zhTW/
659x445-1210.swf  

切 換 到 太 魯 閣 國 家 公

園景點─燕子口，利用

Google Earth 街 景 服

務 ， 觀 看 向 下 侵 蝕 所

造 成 的 峽 谷 地 形 。 並

請 學 生 思 考 ， 何 以 能

雕 塑 出 如 此 陡 峭 的 地

形。  

向下侵蝕─燕子口  街

景  
緯度：24.173004°N 
經度：121.56740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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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地標切換到立霧溪

出海口，觀察中、下

游河道逐漸加寬，請

學生觀察河道寬度的

變化。  

中、下游河道變化─立

霧溪出海口  
緯度：25.208749° N 
經度：121.692967° E 
地標設定：  
設定地標海拔高度為相

對地面 1200m，檢視朝

向 -49°，傾斜 79° 
 

回 到 北 台 灣 上 空 一

覽 ， 準 備 進 入 河 階 的

介紹。  

北台灣上空一覽  
緯度：24.443615° N 
經度：121.249943°E  
地標設定：  
設定海拔高度為相對地

面 275Km 

 
利 用 河 階 發 育 動 畫 ，

說 明 河 階 地 形 的 形 成

過 程 ， 配 合 Google 

Earth 圖資，請學生找

出 河 階 地 形 所 在 位

置。  

向下侵蝕—大甲溪新社

河階  
緯度：24.219501°N 
經度：120.825128° E  
地標設定：  
設定地標海拔高度為相

對地面 1000m，檢視朝

向 177°，傾斜 75°。嵌

入河階發育動畫，網址

http://www.inmjh.kh.ed
u.tw/project/seedschool/
flash/geo/%E6%B2%B3
%E9%9A%8E.swf 

 

在河階地形上，利用

線條測量或路徑，輔

以高度剖面，顯示河

階地形與高差。除強

化學生對河階地形的

印象，進一步與學生

討論，形成河階明顯

落差的原因。  

線條測量河階剖面  
新社河階高度剖面   
緯度：24.211747° N 
經度：120.827782°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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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到 北 台 灣 上 空 一

覽 ， 準 備 進 入 向 源 侵

蝕的介紹。  

北台灣上空一覽  
緯度：24.443615° N 
經度：121.249943°E  
地標設定：  
設定海拔高度為相對地

面 275Km 

 
切 換 地 標 至 苗 栗 火 炎

山 ， 教 師 說 明 火 炎 山

的 地 質 脆 弱 ， 由 於 風

化 與 雨 水 的 侵 蝕 作

用 ， 切 割 成 許 多 尖 銳

山峰的組合 (維基百科

人 , 2012)。  

向源侵蝕─時間軸  
苗栗火炎山   
緯度：24.366459° N 
經度：120.729379° E 

 
 

移 動 到 火 炎 山 上 方 ，

先觀察 2010 年 5 月 1

日 的 影 像 ， 以 便 與 下

一項做比較。  

向源侵蝕─時間軸  
火炎山 2010 年 5 月 1 日

緯度：24.366459° N 
經度：120.729379° E  
地標設定：  
設定地標海拔高度為相

對地面 821m，檢視朝向

19°，傾斜 15°，時間戳

記 2010 年 5 月 1 日。   
 

同 一 地 標 ， 利 用 時 間

軸移到 2013 年 1 月 2

日 ， 請 學 生 觀 察 並 指

出與 2010 年 5 月 1 日

的影像差異點。  

經 過 比 對 衛 星 影 像 ，

可 以 看 出 經 過 向 源 侵

蝕 後 ， 出 現 了 明 顯 的

稜 線 與 河 道 ， 教 師 再

說 明 向 源 侵 蝕 造 成 的

影響。  

向源侵蝕─時間軸  
火炎山 2013 年 1 月 2 日

緯度：24.366459° N 
經度：120.729379° E  
地標設定：  
設定地標海拔高度為相

對地面 821m，檢視朝向

19°，傾斜 15°，時間戳

記 2013 年 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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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日趨完善的教學視聽硬體設備，配合

適當的軟體，能讓學生雖身在課室中，藉

由多媒體融入引領下，突破時間空間的藩

籬，跳脫平面的課本與文字，以更多元的

感官刺激吸收知識，進行學習。  

Google Earth 是一般大眾較常接觸到

的 GIS 軟體，操作相當容易。將 Google 

Earth 帶 進 課 堂 ， 教 學 上 ， 對 老 師 而 言 ，

可以藉此自己設計教案與教學流程，並在

其中嵌入許多資訊與媒材，增加教學完整

性。對學生來說，也能在上課過程中同時

兼顧宏觀與細部的地理概念，並可進一步

藉由教師提供的地圖檔，再一次的重現教

學內容，做課後的複習與回顧。  

學生熟悉 Google Earth 後，教師可以

指導學生編撰 kmz 檔，作為小組合作學習

回 到 北 台 灣 上 空 一

覽 ， 準 備 進 入 側 向 侵

蝕的介紹。  

北台灣上空一覽  
緯度：24.443615° N 
經度：121.249943°E  
地標設定：  
設定海拔高度為相對地

面 275Km 

 
地 標 切 換 至 濁 水 溪 出

海口  2007 年 5 月 21

日。  

說 明 河 流 的 側 向 侵 蝕

會 造 成 河 道 加 寬 、 彎

曲 、 改 道 ， 再 請 學 生

觀 察 並 指 出 ， 圖 中 哪

個 區 域 ， 容 易 受 到 側

向侵蝕的作用。  

側向侵蝕─時間軸  
濁水溪出海口  2007 年

5 月 21 日   
緯度：23.832837° N 
經度：120.285551° E  
地標設定：  
設定地標海拔高度為相

對地面 3540m，檢視朝

向 0°，傾斜 36°，時間

戳記為 2007 年 5 月 21
日。  

 

地 標 切 換 至 濁 水 溪 出

海口  2012 年 5 月 21

日。  

藉 由 比 較 河 道 的 差

異 ， 請 學 生 說 明 河 道

變化的可能原因。  

側向侵蝕─時間軸  
濁水溪出海口  2012 年

5 月 21 日   
緯度：23.832837° N 
經度：120.285551° E  
地標設定：  
設定地標海拔高度為相

對地面 3540m，檢視朝

向 0°，傾斜 36°，時間

戳記為 2012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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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題，或是個別學生的專題，最後進行

成果發表，將成果納入多元評量中。善用

Google Earth 整合教學資源，不僅可以使

教學更具有系統性，還能夠取代傳統紙本

地圖，讓原本在紙本上的地圖活過來，隨

著教師的劇本訴說更多地質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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