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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之鑰 

第一單元  世界的畫分 
 

  

1.文化的分區 
(1)文化：人類在居住的環境中，所創造的物質與精神財富之總和，稱為「文化」。 
(2)語言、宗教、民族等都是文化的一部分。 
(3)全球文化區：擁有共同文化屬性的人群所分布的地區。 

東亞文化區：信仰佛教，受中華文化的影響最深。 

西方文化區：信仰基督教，為工業化的現代社會。 

回教文化區：流行阿拉伯語，為信仰回教的傳統社會。 

印度文化區：信仰印度教（南亞中以孟加拉除外），以傳統社會為主。 

南洋文化區：信仰複雜、文化多元，以傳統社會為主。 

○6 非洲文化區：以部落社會及傳統社會為主。 

○7 南太平洋文化區：人種、語言複雜，以部落社會為主。 

2.結盟的分區：國家基於共同的政治或經濟利益，藉由相互結盟的方式，成立國際性的組織， 
以提升競爭力。 
(1)全球性的國際組織：世界貿易組織(WTO)、聯合國(UN)。 
(2)區域性的國際組織：歐盟(EU)、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北美自由貿易協定(NAFTA)。 

3.發展程度的分區 
(1)國家發展：指一個國家的社會、文化、政治和經濟一系列的轉變過程。 
(2)影響國家發展程度的主要因素： 

環境資源：包括自然環境資源和生態系統。一個國家可利用的環境資源愈充裕，發 

  展潛力愈高。 

社會經濟結構：一個群體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共同建立的生產方式與生產關係的 

  組合稱為社會經濟結構。一般而言，社會經濟結構健全，國家的發展較佳。 

國家發展政策：一個國家的經濟、醫療、教育、環境等等，都可藉由政策的訂定來 

  提高品質。 

(3)經濟發展程度指標： 
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GDP)。 

人類發展程度指數(HDI)。 

(4)全球經濟板塊：北美洲、歐洲及東亞地區，是目前世界市場經濟的主要三大經濟板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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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之鑰 

第二單元  美國 
 

  

1.自然環境 
(1)地形： 

中部為平原。 

西部為崎嶇的高山高原盆地區。 

東部為低緩的丘陵（阿帕拉契山與大西洋平原）。 

(2)氣候：國土位於北緯23°～49°之間，大部分氣候溫和溼潤。 
東部大西洋沿岸：南以副熱帶氣候為主；北為溫帶大陸性氣候。 

中部平原：溫帶大陸性氣候為主，雨量自東向西遞減，來自東側的熱帶海洋暖氣團 

  是下半年雨水的主要水源，常有龍捲風及颶風侵襲。 

西部太平洋岸：北為溫帶海洋性氣候，南為溫帶地中海型氣候。 

西部山地：夏雨冬雪，森林繁茂，加以地勢高，可截留西風帶來的水氣。 

西部內陸高原盆地：位於盛行西風背風側，北為溫帶乾草原氣候，南為溫帶沙漠氣 

  候。 

2.移民的國度 
(1)族群複雜（種族問題嚴重、特殊聚落景觀，如唐人街）及文化多元（文化大熔爐）是

美國人口的重要特徵。 
(2)人口移入的拉力： 

天然資源豐富。 

面積廣大，人口稀少。 

工業發展與西部的開發。 

3.農業環境 
(1)農牧業經營特徵：專業化與科技化的農業。 
(2)美國的專業化農業帶： 

酪農帶：分布於東北新英格蘭區及五大湖區。 

混合性農業帶：位於酪農帶的南部。 

小麥帶：大平原西北部。 

一般農業帶：主要種植小麥、玉米等等，兼有飼養牲畜，呈多元且綜合的經營。 

棉花帶：位於東南部，但墨西哥沿岸及佛羅里達半島除外。 

○6 副熱帶作物帶：分布於墨西哥灣沿岸的佛羅里達半島，以副熱帶水果、甘蔗及稻米 

  的栽培為主。 

○7 放牧帶：西部內陸高原盆地區，有水灌溉處則有灌溉農業。 

○8 地中海型農業帶：以種植蔬果、園藝作物為主，主要分布在加州沿海地帶。 

○9 乳用畜牧帶：分布於太平洋沿岸北部。 

(3)農業問題：沙漠化、病蟲害、生產過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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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能源與工業 

(1)煤、石油、天然氣等礦產蘊藏豐富，產量皆位居世界前幾名。 
(2)能源問題： 

能源的消費量偏高，平均每人每年使用的能源量高居全球第一。 

二氧化碳排放量居高不下。 

墨西哥灣沿岸的石油開採造成嚴重的地層下陷。 

能源價格波動極易影響經濟發展及民生。 

→使用再生能源是重要的能源問題替代方案，例如：水力、風力、太陽能等等。 
(3)高科技工業發達，五大湖區為全美最大鋼鐵、機械工業帶。 

5.都市聚落 
(1)住商分離的都市發展型式→中心商業區(C.B.D.)。 
(2)三大都會帶：紐約、芝加哥、洛杉磯。 
(3)都市問題：各種環境汙染、貧富差距擴大、犯罪問題、區域發展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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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之鑰 

第三單元  日本 
 

  

1.島國特色 
(1)地形：島嶼為主體，位於歐亞陸塊和太平洋海板塊接觸帶上，多斷層、火山、地震，

且山多平原少，導致人口分布不均，主要精華區位於沿岸的三大平原（關東、濃尾、

近畿平原）。 
(2)氣候：海洋性顯著。雨量變率和年溫差皆不大，但南北溫差大（國土南北所跨緯度大，

加以洋流之影響），降雨季節空間分布受季風和地形的影響。 
(3)天然災害：地震、颱風、寒害（親潮）。 
(4)依海為生，國際貿易是日本經濟的生命線，以發展漁業及海運為主。 

2.農業特色及農業轉型 
(1)農業特色：地窄人稠，採集約方式耕作。 
(2)農業問題：自給率偏低且農村勞動力不足。 
(3)農業轉型：成立農業專區。 

3.日本的經濟發展 
(1)現代的產業發展：明治維新及韓戰、越戰的影響。 
(2)政府政策推動經濟快速成長：出口導向政策，第三、四級產業的發展。 
(3)經濟高度發展的主因： 

美國經濟的援助。 

日本政府政策得宜。 

企業制度健全。 

勞工的忠誠度高。 

(4)經濟發展面臨的問題：環境汙染、泡沫經濟、產業外移、人口分布不均、勞動人口不

足。 
4.世界經濟大國及亞太區域角色 

(1)1960年代以後，日本經濟快速成長，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 
(2)亞太區域角色：為東亞經濟圈的核心，帶動亞洲四小龍（臺灣、南韓、新加坡、香港）

及四小虎（泰國、馬來西亞、印尼、菲律賓）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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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之鑰 

第四單元  歐洲 
 

  

1.自然環境 
(1)地形： 

特色：平原面積廣大，全境無沙漠，山脈險而不阻，人口分布均勻。 

分區：由北而南分為古老陸塊區、歐洲大平原區、高山區、南歐三大半島區。 

(2)氣候：全境緯度雖偏高，但受海洋與暖流調劑，大部分地區屬於溫帶海洋性氣候。分

為以下幾種類型： 
溫帶海洋性氣候：大西洋沿海，終年西風吹拂，多雨而均勻。 

溫帶大陸性氣候：北緯30°～60°的大陸內部，年溫差大。 

溫帶地中海型氣候：北緯30°～60°的大陸西岸，夏乾冬雨，年溫差小。 

寒帶氣候：苔原與副極地地區，冬季嚴寒，夏季涼而短，雨量稀少。 

高地氣候：高山區，低溫、風強、氣壓低且空氣稀薄。 

2.人文環境 
(1)農業：因氣溫低、溼度大，農作物以馬鈴薯最為常見。歐洲共同市場成立後，現以花

卉、蔬果等單一作物生產為主。 
(2)四大人口密集區： 

地中海區：人口多聚集在山間盆地和河口三角洲。 

西歐：平原廣大、氣候優越，因此開發雖晚，但人口稠密。 

東歐：人口分布和區域發展程度均受氣候限制。 

北歐：緯度較高、氣候嚴寒，人口相對較少。 

(3)三大語系：條頓語、拉丁語、斯拉夫語。 
(4)宗教（主要分為三大派系）：新教（基督教）、羅馬公教（天主教）、東方正教（希

臘正教）。 
3.四大分區概述 

(1)西歐：地形平坦，氣候大部分屬於溫帶海洋性氣候，往東側逐漸出現大陸性氣候特徵，

法國南部的蔚藍海岸屬地中海型氣候。 
(2)南歐：地形破碎，平原面積狹小。氣候以地中海型氣候為主。石灰岩地形發達，農業

發展受限，但由於海岸曲折多灣，海上貿易發達。 
(3)北歐：地形受冰河影響，多冰蝕湖泊，地處高緯不利農業發展，但各國產業各具特色，

且社會福利制度完善。 
(4)東歐：地形破碎，大陸性氣候發達，因地理位置的關係，導致政治紛亂，故發展較緩

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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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歐盟 

(1)成立緣由：兩次世界大戰皆發生於歐陸，造成歐洲的分裂和衝突，因此歐洲領導人深

信只有在經濟及政治上統一，才能維持歐洲的長期和平，於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催生了現今的區域組織「歐盟」。 
(2)歐盟的發展歷程：1951年成立歐洲煤鋼共同體→1957年成立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歐洲

經濟共同體→1967年建立歐洲共同體→1991年建立馬斯垂克條約→1993年歐盟正式成

立。 
5.歐盟的特色：共同政策、單一市場、單一貨幣。 
6.歐盟與世界的關係 

(1)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2)貿易壁壘：會員國認為單一市場是一個更大、更自由的市場，非會員國則認為增加了

區外國家的貿易壁壘。 
(3)世界最大的援助捐贈者：歐盟政策的最終目標是讓第三世界國家能夠自力更生。 
(4)提供了區域統合的範本。 

7.歐盟區域差異 
(1)核心區（西歐和北歐）和邊陲區（南歐和東歐）。 
(2)解決方案：專案補助、發展邊界合作區。 
(3)推動效果：縮小會員國間不同區域的差異，以愛爾蘭和西班牙的成效最為顯著。 

8.歐盟產業展望 
(1)農業活動的變遷：近代歐洲農業活動，朝向專業化、商業化及科學化經營，農業產量

與產值大增，但受到美國廉價糧食的競爭，歐盟共同實施價格管制、進口限制及關稅

保護等措施，卻導致農產品生產過剩，並給政府帶來沉重的財務負擔，更使得環境生

態破壞殆盡。 
(2)產業活動的轉型。 
(3)產業的前景與展望：由於各國的金融管制鬆綁，大量的資金在全球快速流動，有利於 
  產業發展。時尚精品產業成為最具成長力的產業之一；而觀光旅遊風潮的盛行，吸引 

了大批觀光客消費，歐盟持續向東擴張亦帶來更大的市場，刺激了當地的發展與外來 
資金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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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之鑰 

第五單元  獨立國家國協 
 

 

1.自然與人文環境 
(1)西元1991年12月蘇聯解體，由原蘇聯中的12個國家組成「獨立國家國協」。 
(2)四大地理區：俄羅斯大平原、中亞內陸盆地、西伯利亞地區、高加索山地。 
(3)氣候：國土版圖大，不易受到海洋調節，因此大陸性質顯著。 

冬季嚴寒且長，夏季短促而溫和，夏、秋兩季的分界不明顯。 

水氣主要來自大西洋盛行西風，降雨量少且集中於夏季，由西向東及東南遞減，但 

  太平洋沿岸山地較多雨，屬於例外情況。 

中亞的內陸盆地，北部是草原，南部是沙漠。 

(4)人文：獨立國家國協總人口數近3億，民族種類高達130餘種。 
斯拉夫民族人數最多，占總人口數的3/4。 

俄羅斯境內，因民族複雜，時有少數民族暴動問題，如車臣獨立引發的衝突事件。 

2.經濟發展的政策與特色 
(1)前蘇聯體系，憑藉著豐富的天然資源，不僅大量對外輸出，也是世界上能與美國相抗

衡的重要工業國家。 
(2)共產主義的計畫經濟，造成生產效率不彰、經濟結構不均（重視重工業發展，輕忽民

生工業）。 
(3)經濟轉型後，導致貧富差距擴大、通貨膨脹。 
(4)私有化與市場自由化，導致工商業往都市集中，擴大了城鄉差距。 
(5)俄羅斯是世界第二大石油生產國、天然氣第一大生產國，藉由石油價格的上漲，經濟

漸趨穩定。 
3.俄羅斯與國協的關係 

(1)蘇聯冷戰時期，為了與西方對抗，各國在原料、能源及糧食需求上，形成密切的依賴

關係，特別是對俄羅斯的倚賴。 
(2)近年來，國協內各國對俄羅斯的經濟倚賴程度降低，與其他各國經貿關係不斷成長。

外國投資成為各國經濟復甦的主要力量。 
(3)哈薩克居民大多信奉伊斯蘭教。在中亞各國中，受到俄羅斯人同化最深。 
(4)烏克蘭工、農業均較發達，重工業在工業中占據主要地位；農產品以糧食、甜菜、向

日葵、葡萄等為主。經濟實力在蘇聯居第二位，在原蘇聯有「糧倉」之稱。 
(5)近年來，烏克蘭境內親俄羅斯與親西方的兩派勢力一直在拉拔：東部與南部工業較發

達，支持與俄羅斯保持關係；西部以農業為主，主張積極加入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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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之鑰 

第六單元  澳洲與紐西蘭 
 

 
1.自然環境 

(1)澳洲： 
四周的重要國家有紐西蘭、巴布亞紐幾內亞、東帝汶和印度尼西亞等國。 

為世界面積最小的洲，有「島洲」之稱。 

是一古老陸塊，地質穩定且地形平坦，分為東部山地、中部低地、西部高原等三大

地理區。 

氣候類型多元。 

(2)紐西蘭： 
分南、北二島，中隔科克海峽；狹窄多山，屬環太平洋地震帶的一部分。 

南島冰河地形多，北島火山地形豐富，有「活的地形教室」之稱。 

屬溫帶海洋性氣候。 

2.產業發展 
(1)商業性農牧業： 

澳洲由於地廣人稀，產品多為出口導向，牧重於農，主要的農產品為小麥。 

紐西蘭由於人力不足且地形崎嶇，多以放牧業及酪農業為主。 

(2)礦業： 
擁有豐富的礦業資源，輕、重工業均相當發達，目前是工礦及農牧業並重。 

紐西蘭目前的工業產值已經超過農業，但農牧業產品仍然占出口總額的70％。 

(3)優越的環境和觀光資源： 
澳洲面積廣闊，地跨熱帶和溫帶，自然景觀豐富。 

紐西蘭擁有多樣的地形景觀。 

(4)區域結盟的改變： 
澳、紐兩國由於種種歷史因素，農、牧產品一直以英國為最大的出口市場。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美國的貿易比例逐年成長，亞洲國家成為貿易重心。 

歐洲逐漸統合之際，加上地理因素，澳、紐兩國希望「脫歐入亞」。 

近年來與亞太地區國家之間的關係日益緊密。 

3.文化多元的社會：澳、紐都有非常濃厚的英國殖民色彩，但隨著國際局勢改變，政策轉向

接納更多不同族群，使文化上更為多元。 
(1)移民政策的轉變： 

澳洲在20世紀初，因害怕有色人種移入過多，故制訂「白澳政策」。 

1970年代宣布廢除白澳政策，加強與亞洲國家的關係。 

1980年代後，因工業需求而吸收大量外國人才，形成多元文化社會。 

紐西蘭昔日也重歐輕亞，1986年頒布新移民法後也形成多元文化。 

(2)原住民：英國人進入澳、紐之前，澳洲大陸的原住民和紐西蘭的原住民毛利人本來為 
數不少，但在白人的驅趕、屠殺和疾病的侵襲下，澳、紐的原住民人數急速銳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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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之鑰 

 

第七單元  非洲 
 

  

1.自然環境 
(1)位置：非洲是世界第二大陸塊，北濱地中海、南至好望角、西起大西洋、東至印度洋，

因缺乏內海與海灣，故開發相當遲緩。 
(2)地形： 
　以高原為主體，海岸平直、陸塊完整，有「高原大陸」之稱。 
東非大裂谷：北起紅海、南至馬拉威湖。此地塹平均寬度約40～50公里，許多地區出

現因積水而形成的湖泊（構造湖），地塹兩側有許多熔岩高原和火山。 
(3)氣候：全洲幾乎都屬熱帶與副熱帶氣候，故有「熱帶大陸」之稱。 

熱帶雨林氣候區：分布在赤道橫穿的剛果盆地，全年高溫且多雨。 

熱帶季風氣候區：分布在西非幾內亞灣沿海一帶，夏雨冬乾，夏季吹西南風，冬季

吹西北風。 

熱帶莽原氣候區：夏雨冬乾。 

熱帶沙漠氣候區：邊緣是半乾燥沙漠區，總面積占全非洲的3/5。 

地中海型氣候區：分布在西北非沿海及南非的西南隅，夏乾冬雨、夏熱冬暖。 

○6 高地氣候區：出現在東非高地，因地形的影響，夏季涼爽，適合人居。 

○7 中國型氣候：又稱夏雨型暖溼氣候、副熱帶氣候，出現在非洲東南沿海。 

2.古農業文明 
(1)北非灌溉農業：尼羅河的綠洲、亞特拉斯山區的地中海型農業。 
(2)西非旱作農業：以降雨的多寡來選擇游耕、定耕、農牧並行或游牧等方式。 
(3)東非高坡地農業：傳統農業以自給性農業為主，近來農業逐漸趨向集約，白人殖民時

期，發展熱帶栽培業。 
3.政治和經濟發展：15～19世紀末，西方殖民國家為了殖民地的勞力需求，大量從西非輸入

黑奴到美洲，奴隸買賣迅速發展。 
(1)殖民式經濟及其影響：引進熱帶栽培業，獨立後經濟還是依賴殖民母國。 
(2)交通發展模式及其影響：主要將內陸的農業、礦業資源運送到沿海都市，形成首要型

都市。 
(3)區域衝突：二次大戰後各國獨立，但都是依照當初殖民母國的勢力範圍建國，未顧及

地形、族群分布等因素，因此常造成嚴重的區域衝突。 
4.人口與環境的問題 

(1)撒赫爾的沙漠化，使得環境負載力降低，非洲許多野生動物已經面臨絕種的危機。 
(2)疾病的擴散，造成撒哈拉沙漠以南地區，已經成為全球愛滋病最嚴重的地區。 
(3)都市化程度低，人口大多集中在大型都市，導致區域發展不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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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之鑰 

第八單元  南亞 
 

 
1.地形 

(1)北部高山區：喜馬拉雅山。 
(2)中部平原區：印度大平原，為印度重要的農業地帶。 
(3)南部高原區：德干高原，地勢西高東低，為古結晶岩地塊，多煤、鐵等礦產資源，西

北部經火山及風化作用，形成肥沃的黑棉土。 
2.氣候 

北回歸線橫貫南亞中央地區，大部分區域屬熱帶氣候；雨量主要來自西南季風，降雨特徵

為迎風多雨、背風少雨。 
(1)季風氣候：位於恆河下游及布拉馬普得拉河平原，依風向及季節的不同，分為涼季、

熱季、雨季等季。 
(2)熱帶沙漠：位於印度河中、下游，因副熱帶高壓籠罩，又位於季風尾閭，加以地勢平

坦，雖迎風但無雨形成。 
(3)高地氣候：半島北部、西北部山地，因地勢高而形成冬寒夏涼的副熱帶高地氣候。 

3.農、工業發展 
(1)印度大平原： 

農產豐富，農作物分布受雨量多寡影響，呈現東、西部不同的面貌。 

西孟加拉省產煤、鐵，鋼鐵工業發達。 

(2)德干高原： 
東、西兩側平原植水稻；西岸平原的南部為熱帶栽培業；西北部的黑棉土區種植棉

花。 

高原東北部礦產豐富，且交通便利。 

哲雪鋪是鋼鐵中心；高原西岸的孟買是棉紡織中心。 

(3)北部山地：阿薩密省的雨量充沛，產稻米及茶；尼泊爾與不丹山區，地形崎嶇不適合

農耕；西部的喀什米爾地區多森林資源。 
4.印度半島的人口與環境問題 

(1)快速成長的人口：人口壓力沉重，造成貧窮、教育資源、住宅用水不足等問題。 
(2)土壤鹽鹼化：灌溉農業造成土壤鹽鹼化現象，使耕地無法耕作。 
(3)環境汙染：為提高農業、工業的產值，產生許多環境汙染。 

5.印度社會的特色：多元的民族文化、複雜的宗教、眾多的語言、種姓制度。 
6.印度的經濟發展 

(1)計畫性經濟：印度脫離英國獨立後，採取進口替代策略，並限制外資，使得印度免於

國際經濟不景氣的波及，然而長期實行計畫性經濟的結果，卻也導致印度年平均經濟

成長率低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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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科技產業的崛起：全力發展軟體和資訊服務產業，使印度成為世界主要軟體人才供

應地，在國際分工下，印度成為世界軟體資訊產業服務之外包區，邦加羅爾有「印度

矽谷」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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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之鑰 

第九單元  中南美洲 
 

 

1.自然環境 
(1)三大地形： 

西部的高山與高原：墨西哥高原、中美地峽、安地斯山脈……。 

中部的平原與盆地：墨西哥灣、加勒比海、奧利諾科盆地、亞馬孫盆地、拉布拉他

河谷平原……。 

東部的古褶曲山脈與古臺地：大、小安第列斯群島、巴哈馬群島（三者合稱西印度

群島）、圭亞那高原、巴西高原、巴塔哥尼亞高原……。 

(2)氣候多樣：以熱帶氣候為主。 
(3)天災頻仍：火山地震、颶風災害、聖嬰現象……。 

2.多元文化 
(1)印地安文明： 

馬雅文化：分布於墨西哥的猶加敦半島向南至宏都拉斯西部、薩爾瓦多。 

阿茲提克文化：分布於墨西哥高原，14世紀建造特諾奇蒂蘭城，即現在的墨西哥城。 

印加文化：分布範圍廣大，北起哥倫比亞，南至智利中東部，東起亞馬孫河流域上

游，西至太平洋岸。 

(2)殖民化社會：歐洲人的殖民，對中南美洲的政治、經濟、民族、語言有重大影響。 
(3)合成文化：印地安人、歐洲白人、黑人的彼此通婚產生了多元的合成文化。 

3.經濟發展與困境：中南美洲大都屬於開發中國家。 
(1)大地主制：大地主制經濟成為產生高地酋的溫床，政治因此專制且獨裁，政局混亂。 
(2)殖民式經濟：工業受到限制，農業以種植經濟作物為主，並以初級產業為主要經濟型

態。 
(3)貧富不均的社會：土地分配不均是貧富差異大的主要原因。 
(4)首要型都市：鄉村地區生活貧困，人口大量往都市移動，尤其是首都。 

4.巴西與阿根廷的經濟發展 
(1)巴西的經濟發展：巴西天然資源豐富，咖啡、蔗糖為主要出口產品，巴西高原鐵礦豐

富。20世紀，巴西實施進口替代發展政策，人民生活水準提高。21世紀初期被視為未

來的金磚四國之一，但在開發內陸高原與亞馬孫盆地時，由於貨幣貶值、通貨膨脹，

外債負擔沉重。 
(2)阿根廷的經濟發展：19世紀中期以後，科技的進步帶動農牧業快速發展，使阿根廷有 
  「世界的糧倉與肉庫」之稱。20世紀致力發展工業，但資金、技術過度依賴美國，區域

發展不均問題日益顯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