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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簡介 

 

在當代生命科學的發展已經到突飛猛進，各式關於生命的本質與許多應用科學技術形式帶來的倫

理、法律議題，在現今這個社會已經不斷挑戰人對自己的自我認識，因此透過通識課程幫助學生打破

自己學習的專業學科領域，重新建立起科學與人文世界的關係，以便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下建立學生對

這些表面上與生活無關，實則是息息相關的科學議題有所認識，這是補足臺灣學生對於相關科學議題

認識不足相當重要的課程，而通識課程本身就是一種跨領域的嘗試，將不同領域的學生的集合在同一

課題之下，使不同領域的學生得到交流與學習的機會。 

 

從本課程安排來看，從宏觀的生命這個概念出發，從「生命是什麼」探討生命運作的基本原理，

與複雜生物世界的出現，到生命的遺傳與分子生物學學科的建立背景，進而到近代的探討人類基因體

計劃的發展，成果及其影響，談到基因資訊對未來人類社會的影響，並對人類生命的現象如癌症 

、老化等做出解釋，並進而去追問生物學是物理科學的相關性和差異，從生物學探索的內涵討論生物

學與物理科學有那些基本問題的差異，最終回到如何看待科學研究的文化面向，不同文化背景的人們，

面對客觀世界時，其思維的方式是否有差異，這種文化背景的差異是否能夠解釋東西方不同的科學發

展方向。 

 

因此整個課程試圖從微觀與巨觀兩方面探討現代生命科學與人文世界的關係，並以實例闡述「科

學」是特定文化、社會、歷史的產物，是一種極其特殊的認知模式，並且形塑出對科技政策的「公民

參與」概念。 

 

但是經營這些宏大並且兼有專業性的議題，並且將有相當難度的科學術語傳授給學生，引發學生

的參與興趣，是需要熟知這些科學知背景並且兼有非常多的教學經驗，才有辦法營造給學生這些知識

的豐富性與切己性，並且還需要考量這是一門課程並非是提供給專業本科學生，而是提供一般非具有

專業程度的大學生，從課綱的安排到教材的選擇與教法，以及評量的進行，都是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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