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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課程名稱 生命科學J1 科目序號/代號 0174 /CDC6908

必選修/學分數 選修 /2 上課時段/地點 (二)34 /P201

授課語言別 中文 成績型態 數字

任課教師 /專兼任別 游志文 /專任 畢業班/非畢業班

學制/系所/年班 大學日間部 /共同教學中心 /6年2班

課程簡介與目標

生物科技於近年迅速崛起，不但已成為探索生命科學的基本工具，更快速擴散至醫藥產業、農林漁牧業、

食品產業、特化產業、能源產業及污染防治等。因此，對生物科技暨生命科學具一般性瞭解，已是現代國

民的必備基礎知識。本課程係針對非生物相關科系學生所設計，內容涵蓋現代生物科技發展與未來產業趨

勢，亦含括基本生命科學介紹。期望經修習本課程後，可對現代生物科技與生命科學有概略性的認識。本

課程授課方式包括：（1）教師依主題進行講解、（2）影片、動畫等多媒體教材輔助教學、（3）動手實作

與觀察、（4）參觀活動、（5）科普文章研讀與小組討論。藉由教學進行方式之多樣化，可以提高學生學

習興趣，進而從中吸收到生命科學相關知識、養成獨立思考及多元角度觀看事物之精神，也使與課同學對

生命有所關懷與珍惜。本課程內容規劃，始自地球生命起源為介紹起點，中間涵蓋生命運作的分子機制，

與其所衍生之科學技術與產業應用實例，再回歸於地球上之微生物、動物、植物等主要生命形式介紹。授

課內容另將融入生命科學重要概念，以協助修習課程者建立文化及科學素養；導入生命倫理觀念與加強對

各式生命形態的認知，引導學生體會生命的機巧奧妙、建立尊重與珍惜生命的態度；而透過課程討論互動

，可養成修課學生表達見解、溝通意見及批判思考的能力；另藉著動手實作，則可以增加學習者的興趣。

總結本課程具體教學目標為：（一）能認識科學史及瞭解科學發展對人類社會環境的影響。（二）能發揮

科學與求真精神。（三）能善用科學方法與科技工具。

課程大綱

1. 生命的起源（Origin of Life）：生命起源時之地球誕生之初，其環境與現今截然不同，大氣中充斥有毒氣

體、無休止之暴風雨與閃電、地表火山激烈噴發、海洋溫度極高、整個地球暴露於強烈紫外線下。在此地

獄般的惡劣條件下，原始海洋中分子演化開始發生，原始生命也隨即悄然誕生。�

2. 演化（Evolution）：地球生命經歷數十億年突變與死亡之自然篩選，而由地球初期之原始簡單生命，逐

步發展至現今多樣繽紛之生命形式。以自然選擇為基礎之演化理論，最早是由查爾斯·達爾文與亞爾佛·

羅素·華萊士所提出，詳細理論則闡述於達爾文1859年出版之「物種起源」一書。從此之後，開啟了人類

對於現代生命科學與生物科技的認識。�

3. 構成生命的分子（The Molecules of Life）：繼達爾文之後，孟德爾發現遺傳性狀是由基因所控制。基因

是一攜帶有遺傳訊息的DNA序列，由含四種不同鹼基（G、A、T、C）之去氧核醣核酸所組成，並藉此控

制生物體性狀特徵。�

4. DNA科技與運用（DNA Technology）：自一九五三年詹姆斯．華生（James D. Watson）與法蘭西斯�克

里克（Francis Crick）在頂尖期刊「自然」發表論文呈現DNA結構後，生物技術於數十年間迅速演進至可操

控分子層次之「分子生物科技」。人類開始可掌控、修改生命的基本編碼，自此近入一全新的領域，但也

衍生許多科技與倫理衝突的問題。�

5. 現代生物科技（Modern Biotechnology）：先進生物科技對人類所帶來的衝擊與便利，已悄悄發生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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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周遭。本主題將介紹生物科技的運用實例，也同時討論其對人類生活與產業所帶來之衝擊。�

6. 微生物的世界＿細菌（Microbial Life: Bacteria）：細菌是一微小卻令人困擾的生命體，許多疾病就是因細

菌所引起。但細菌於自然生態中卻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缺乏細菌的參與，我們人類與許多生命，將無法

生存下去。�

7. 微生物的世界＿病毒（Microbial Life: Viruses）：病毒是比細菌更為微小的生命體，流行性感冒、伊波拉

、B型肝炎等，就是因病毒所引起的疾病，也是人類歷史上許多大規模死亡事件的元凶。本主題將介紹病毒

的各項特徵、致病的機制、與病毒結構之美。也將介紹科學家們為協助抵抗病毒侵害所做的各項努力與豐

富成果。�

8. 動物世界之旅（A Tour of Animal）：人類是動物的一種，發生過程是由受精卵、胚胎而直至完整個體。

於本主題除了介紹每個人是由何而來之外，也將介紹地球上動物的演化歷程。因為對細胞分化的暸解，複

製動物已不是神話，科學家們也已著手運用幹細胞進行人類器官的複製。�

9. 植物世界之旅（A Tour of Plant）：植物是地球上的生產者，藉由光合作用植物可將光能轉換為食物中之

化學能，而滋養大地萬物。本主題將介紹植物的演化、植物對環境生態的重要性、與於極端氣候對糧食生

產的影響。此外，新的技術也已帶來新的契機，植物不僅可用來生產糧食，也可作為生產疫苗等藥物的平

台，新的技術所衍生的全新農業生產方式也將於此介紹。

基本能力或先修課程

無

課程與系所基本素養及核心能力之關連

基礎能力

專業能力

實踐能力

團隊合作

主動學習

創意創新

國際視野

專業倫理

領導管理

信心毅力

人文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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