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授課記錄 

第   三   次授課紀錄 

授課時間 
民國 99 年 9 月 28 日（星期 二 ）上午 ８時１０分－１０時 

授課地點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城區部１００３室 

授課師資 
王雅亮 紀錄 陳怡瑾 

上課形式 教師授課 １時 ５０分 
共計 １ 時 ５０ 分 

議題討論 時  分 

上課學生 共 65 人 

請假學生 共 5 位 

授課大綱 

1. 授課主題：海洋與人類 

2. 海洋與人類的關係：海洋資源的重要性 

3. 台灣的海洋文化史：影響與人文發展 

4. 豐富的海洋信仰：民間的信仰中心 

內容 

    探討海洋資源對於人類的重要性，全世界有四分之三的大城市（人口

數以千萬計）是依靠海洋生存的，60％ 的人口居住在沿著海岸線一百公

里以內的土地上，並且海洋是人類維生的重要糧倉，海洋提供魚、蝦、貝、

藻各種營養物質給人類食用，既然是重要的糧倉，人類當然會好好開發，

因此發展出了以下幾種漁業方式，供人類賴以維生－近海漁業、沿岸海

業、養殖漁業、海業加工。在海洋資源方面，海洋是人類醫學的藥劑寶庫，

現代醫學取自海洋的藥材更多樣，如萃取 珊瑚、海綿、藻類的活性物質，

製成藥劑。海洋也是生命科學的實驗室，科學家研究海洋生物，以了解各

種生命的起源與奧秘。除此之外，海洋更提供了重要的觀光休閒地點與重

要的能源。而台灣由於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以及多處的天然良港，使得

台灣有機會接受來自各國文化的薰陶，而造就特有之海洋文化，台灣的海

洋信仰主要有－媽祖信仰、王爺信仰、達悟族飛魚祭。台灣是一個海島型

國家，文化的發展、歷史沿革、資源的取得，都與海洋息息相關，因此生

為海洋的子民，我們應該學習認識海洋、親近海洋，進而尊敬海洋，愛護

海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