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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魚的分類 設 計 者 顏錦偉 

材    料 撲克牌、魚圖片、迴紋針、打洞機 

適用年級 小一到國三學生 教學時間 20 分鐘 

教學目的 

瞭解台灣附近海域魚資源的來源，分為漁民魚網捕魚和人工飼

養兩種，並透過撲克牌戳洞遊戲認識台灣附近海域的魚種名稱

及其相關資訊。 

教學步驟 

1. 講解台灣附近海域漁民捕魚和養殖漁等方式。 

2. 從遊戲中獲得台灣漁民常用的捕魚方式有圍網和拖網兩類

及其魚種。 

3. 從遊戲中獲得台灣人工飼養的魚種有養殖和栽培兩類及其

魚種。 

4. 分別講解各魚種的「名稱」、「分布」、「型態特徵」、「生態」

等相關背景資料。 

5. 進一步將近海魚種作三層分類。 

操作過程 【海洋魚資源】 

1. 蒐集台灣附近海域的漁資源三十一種。 

2. 整理三十一種魚資源，依「名稱」、「分布」、「型態特徵」、

「生態」等編寫相關背景資料。 



3. 蒐集台灣附近海域漁資源的來源方式，共有兩種，一是漁

民用魚網捕魚方式有圍網和拖網，一是人工飼養方式有養

殖和栽培。(如下圖) 

圍網 拖網 

  

養殖 飼養 

 

【2 進位原理】 

1. 將三十一種魚資源，依序排列如下，並貼於撲克牌上。 

1 2 3 4 5 6 7 

六角石斑 秋刀魚 星臭都魚 赤尾 赤筆仔 煙仔 楜椒魚 

8 9 10 11 12 13 14 

皮刀 紅槽 硬尾仔 紅海鯽 土托 正吊 月魚 

15 16 17 18 19 20 21 

青嘴 串仔 吳郭魚 狗母梭 虱目魚 加鱸 草魚 

22 23 24 25 26 27 28 

金線魚 海鱺 紅目鰱 草蝦 花身仔 龍蝦 白鯧 

29 30 31     

紅蟳 盤仔魚 文蛤     

2. 每張撲克牌的上緣位置打上五個圓洞，每洞(背面由右至左)



代表數字意義如下： 

打洞 ○ ○ ○ ○ ● 

代表數字 16 8 4 2 1 

3. 依照編號分別剪開，例如：編號 1，在右起第一個洞留著，

其餘剪開，如下： 

打洞 ● ● ● ● ○ 

代表數字 16 8 4 2 1 

4. 利用利用迴紋針穿過撲克牌中右起第一個洞，挑出者為養

殖和栽培的魚種，落下者為圍網和拖網的魚種。 

5. 將步驟 3 所得挑出的卡，穿過撲克牌中右起第五個洞，挑

出者為養殖的魚種，落下者為栽培的魚種。 

6. 將步驟 3 所得放下的卡，穿過卡片中第五個洞，挑出者為

拖網的魚種，落下者為圍網的魚種。 

教學補充資料： 

【魚的分類】 

魚類屬於脊索動物門中的脊椎動物亞門，一般人把脊椎動物分為魚類

（53%）、鳥類（18%）、爬蟲類（12%）、哺乳類（9%）、兩生類（8%）五大類。

根據 Nelson（1994 年）統計，全球現生種魚類共有 24618 種，占已命名脊椎動物

一半以上，且新種魚類不斷被發現，平均每年已約 150 種計，十多年應已增加超

過 1500 種，所以目前全球已命名的魚種應在 26000 種以上。 

分類 

魚類是併系群，因為任一包含所有魚類的分支也都會包含有非魚類的四足類

動物。因此，早期「魚綱」的分類類群在現今的分類學中已不再使用了。。 



魚類可以分成下列幾種主要類群： 

• 鰭甲魚綱  

• 花鱗魚綱  

• 缺甲魚綱  

• 頭甲魚  

o 七鰓鰻  

� 七鰓鰻綱  

o 盔甲魚綱  

o Pituriaspida  

o 骨甲魚綱  

• 有頜下門  

o 盾皮魚綱  

o 軟骨魚綱  

o 棘魚綱  

o 硬骨魚總綱  

� 輻鰭魚綱  

� 肉鰭魚綱  

� 腔棘魚亞綱  

� 肺魚亞綱  

一些古生物學家認為牙形石是脊索動物，且將其視為原始的魚類。有關更完

整的分類法，請參見脊椎動物。 

魚類的物種數量在已知的脊椎動物中佔了一半以上，現知有約兩萬八千個現

存物種，其中有約兩萬七千個是硬骨魚，其餘的還有九百七十種左右的軟骨魚和

大概 108 種的盲鰻與七鰓鰻。[1]三分之一的魚類物種包含在九個科內，由大至

小，分別為鯉科、蝦虎魚科、慈鯛科、脂鯉科、骨甲鯰科、平鰭鰍科、鮨科、隆

頭魚科和鮋科。另一方面，也有 64 個左右的科為單型，只包含單一個物種。預

計所有現存物種的最終數量將至少會有 32500 個。[2] 

直至目前爲止，魚的分類還有很多種說法，不同分類單元的級別互有出入。

除盲鰻類和七鰓鰻類外，其它魚類通常分爲硬骨魚和軟骨魚。軟骨魚中包括鯊、

鰩等，其它屬於硬骨魚（其中絕大多數爲輻鰭魚，此外有和陸生脊椎動物關係更

近的腔棘魚和肺魚）。 

至今發現的最古老的魚種是耳材村海口魚（Haikouichthys ercaicunensis），在

雲南的澄江動物群裡發掘[來源請求]，該種魚溯源於五億三千年前（寒武紀）。 

形狀 
魚的形狀各種各樣，有時相差非常大，但總的來說大多數魚呈削長的流線形

狀，一般在水中快游的魚身體削長，而慢游或在水底生活的魚比較扁平。但也有

的魚的形狀非常出奇，比如海馬。最小的魚不到 1 厘米左右，最大的魚（鯨鯊）



可以達 18 米。魚的尾鰭是控制魚的速度與平衡的器官，其形狀更是左右上述功

能的所在，一般而言，剪刀狀的尾鰭，游速是最快的，如：金槍魚及箭魚，因為

剪刀狀的尾鰭面積較小，與水摩擦也相形變小，反之像金魚或孔雀魚等，尾鰭太

過龐大，因而造成其游速變慢，動作也顯著笨拙。 

體溫 
大多數魚是冷血動物，一些鮪魚(金槍魚)體內的溫度比周圍環境的溫度高，

黑鮪魚是唯一溫血的魚。 

骨格 
魚的骨格是由軟骨（軟骨魚）或硬骨（硬骨魚）構成的，在頭骨的兩邊有四

至七片鰓，其中最前面的一片演化成了下劾骨。魚的脊椎骨是與頭骨連在一起

的，在胸部有肋骨與脊椎相連，在背部，尾部和腹部有從脊椎伸出的長的刺。硬

骨魚在肌肉內常有硬化的脛所構成的魚刺。魚使用鰭來控制它的方位和運動。大

多數魚的鰭內有骨質的刺來加強。胸鰭和腹鰭是成對的，並通過肩和髖的肌肉相

連。背、尾和肛鰭與脊椎相連。有些魚背和尾之間的鰭內沒有刺，但可以硬化成

角質以得以加強。魚運動時主要依靠身體的擺動和尾鰭。 

皮膚 
魚有兩層皮膚，表層的皮膚內含有能夠分泌粘液的腺，內層有許多連接組

織，鱗和色素細胞也在這一層里。外層的粘液幫助魚減輕其游泳時的阻力。軟骨

魚沒有粘液，但它們皮膚上細小的、牙齒般的突起有類似的作用。 

血液循環和呼吸 
魚的血液循環是封閉的，其心臟比較簡單，位於鰓附近，由一個心房和一個

心室組成。魚的鰓由許多有許多毛細血管的小葉。通過它巨大的面積它將水中溶

解的氧吸收到血液中。魚鰓的功率非常高（有些魚可以利用 70%的水溶解的氧），

這可能說明魚的紅血球的功率很高。 

硬骨魚的鰓外有一塊角質的蓋，魚在呼吸時同時張嘴和將鰓蓋打開，這樣將

水吸入口中，鰓蓋上的膜防止水從這個方向流入。合嘴時可以通過嘴前部的一個

機構將水從鰓縫中擠出去。軟骨魚沒有鰓蓋，它們必須不停地張著嘴遊動，來讓

水通過它們的鰓流過。 

一些硬骨魚（比如鰻魚）的鰓縫非常小，它們的鰓在陸地上也可以保持一段

時間潮濕，這樣它們可以在陸地上呼吸一段時間。一些其它多多少少可以兩棲的

魚還有其它的呼吸器官：有些魚可以通過皮膚直接呼吸空氣中的氧，有些魚可以

將空氣吸入腸內，其流暢良好的腸壁可以吸收空氣中的氧。有些魚身上有突出器

官可以作為呼吸器官使用，一些魚的魚鰾與它們的腸相連，它們的魚泡也可以用

來輔助呼吸空氣中的氧。肺魚的腸的突出物已經演化為肺了。 

魚鰾 
魚鰾的主要用處不是呼吸，魚靠魚鰾來調節它們的比重，通過魚鰾它們可以

不用運動就緩慢上升或下降，大部分硬骨魚類皆有魚鰾這個調節浮力的器官。魚

鰾本來是腸的一個擴充，有些魚如鯉魚的魚鰾還和它的腸相連，其它的魚如鱸魚



的魚鰾已經和腸完全分開了。假如一條魚要減輕它的比重的話，它將血液中溶解

的氣體釋放到魚鰾中去，有些魚使用魚鰾中一個血管很多的地方（Oval）來充氣，

其它魚通過腸和一個連接腸和魚鰾的管道（ductus pneumaticus）。通過同樣的方式

魚也可以將氣體重新溶入血液中來加大它們的比重。鰾也可以做為發聲共鳴的器

官。 

軟骨魚、一些在水底生活的魚和專長快游的硬骨魚沒有魚鰾，它們假如不運

動的話就會沉到水底。 

神經系統和感官 
魚的神經系統比較簡單，腦比較小，沒有大腦上皮。魚的嗅覺非常好，它們

的鼻和口腔不是連在一起的。魚耳由封閉的液泡構成，一些魚的魚耳通過可動的

骨頭與它們的魚鰾相連。魚的眼睛里的水晶體是不可調節的，它們只能看清近的

東西。它們能夠感受紫外線。生活在水底的魚的觸覺非常好，尤其唇和觸鬚的上

皮上有感受觸覺的細胞。魚擁有一種特別的可以感受水流的器官：體側線，它們

的身體側面中部有一條由皮膚中的小坑組成的線，在小坑中有可以感覺到水流變

化的細胞和毛。 

繁殖 
魚的生殖器官位於身體側部腸的上方。大多數魚是體外交配，公魚和母魚同

時將它們的生殖細胞排泄到水中。魚卵的數量可以相差很大，鱘魚每次產仔可達

上百萬，而育仔的刺魚每次產仔不超過一百。大多數情況下養育後代的魚中公魚

照管後代。有些魚沒有固定的性別，它們的性別隨其伴侶而變化，甚至可以在一

身中多次更改。也有的魚進行體內受精，這些魚大多數直接生小魚，而不生卵。 

生態 
世界上大多數大的水系中都有魚，但一些含鹽量過高的湖中沒有魚。此外一

些河流和湖泊的污染過分嚴重，其中也沒有魚了。有些魚專門被人培養為供觀賞

的魚。 

魚是一種重要的食品。全世界每年的捕魚量達一兆噸[來源請求]。許多魚因

為過分捕捉而受到滅絕的威脅。2003 年 5 月 15 日在《自然》雜誌中的一個論文

報導今天全世界各大洋中魚的總數不到 1950 年的 10%[來源請求]。尤其鯊魚、

鱈魚和沙丁魚受到極大威脅。 

其他 
有不少人對魚類的概念存有誤解，看到在水中生活而外形像魚，或者名字中

有個「魚」字的動物，便以為屬於魚類。比如「鯨魚」（屬於哺乳動物）、墨魚（屬

於軟體動物）、鮑魚（屬於軟體動物）、甲魚（屬於爬行動物）、娃娃魚（兩棲動

物）、鱷魚（爬行動物）等等，便常遭此身份被誤解之委屈。一般而言，一種動

物必須符合三點才能算是魚： 

1. 必須是終生生活在水中的脊椎動物；少部份魚能短時間待在陸地上。  

2. 靠鰭運動；  

3. 呼吸主要依靠鰓。 



【數字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