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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旺宏科學獎－科普閱讀找樂子 

 國立馬公高中「愛科學﹒閱讀趣」 閱讀心得寫作報告 
 

撰寫者： 2 年 7 班 座號:3 姓名:   林家萱        

閱讀書名：  寂靜的春天     

作品標題:        異常的寂靜                                      

一、作(譯)者：  瑞秋.卡森    

二、書籍 ISBN：   957-583-559-X     

三、出版項：  1997  年  1  月 30 日 初 版。  晨星  社出版    

四、頁數：  338  頁                                     

五、相關書訊 (內容大意)                                                   

說明：關於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一百字~二百字(含標點符號)。 

 

卡森出生於農民家庭，是美國蜚聲國際的自然文學家，更是當代環境保護主義的先驅。為了給孩子良好的成長氛圍，促使她關心

環境重要的問題，並產生了《寂靜的春天》。其中書寫由於殺蟲劑、除草劑……各類化學藥劑的過量使用，造成許多生物大量死

亡，因而出現寂靜的春天。 

 

六、內容摘錄：  

說明：請摘錄書中有意義之文字，一百字~三百字，並務需註明摘錄文字出處之頁碼。 

例：………………………「p.154」請注意用英數小寫 

 

這裡樣我再度體會到，自然界沒有甚麼東西是單獨存在的。「p.73」 

我們在自然界行走，就像大象在擺滿瓷器的櫥子裡走路一樣。依我的看法，我們把太多事情視為理所當然。農作物中的雜草不一

定有害，也許其中一些是有益的。「p.101」 

下決定的，是人民暫時賦予權力的政府官員；對千千萬萬的人而言，大自然的美麗與秩序，仍是最重要的，但政府官員就在人們

稍不注意的時候，下了決定。「p.153」 

除非大幅度改用這些方法，否則依我們的常識來判斷，我們無法從目前沒有人能夠忍受得處境中解脫，也無法從惡夢中醒來。

「p.216」 

我們應該改變我們的態度，放棄人類至上的觀念；並且承認在限制生物數量方陎，我們從自然環境中找到的方法往往比我們自己

的構想更富經濟效益。「p.299」 

 

七、我的觀點 

說明：此部份即為分享個人對文章之心得與感想，需 1000字以上。 

 

  春天本應百花齊放、草長鶯飛，為何反常地空虛又冷清呢？很多事情不可能平白無辜的發生，這正是這世紀人們該陎臨的問題—

大自然的反撲。記得小時候參加環保局的漫畫比賽時，我畫了四顆地球，分別從開心、傷心、生病發燒到爆炸，想必大家對這類

相關的主題都不陌生，然而知道背後原因的人卻屈指可數，其實這可悲的事實其實藏著一位命案兇手—人類。 

 

  從孙宙大爆炸以來，人們生存在舒適的生活圈也經過好幾億年，看似如此美好的生態循環系統，他們其實很有個性。就好比不

斷滴水進一個大瓶子內，長久下來它也會滿，也會溢出來。在生物鏈中人們扮演著消費者的角色，感覺有如威風凜凜的大老闆，

但最終卻敗給貪圖利益的個性。農民為了講求效益，在果園噴灑農藥以降低付出的成本，卻發現吃了水果後的買家一個個的倒下。

漁民為了收穫，不擇手段地用化學藥劑毒魚，然而經過生物放大作用，竟加倍地把有毒物質吸收入自己的身體。為了美化社區公

園，政府透過噴灑除草劑來維持草原的美觀，但經過大自然的循環作用後，人們反而發生過敏、氣喘、休克等症狀。綜觀來看，

人們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製造了更多束手無策的難題，事實上這種治標不治本的處理方法卻常常發生。大家明明都懂聚沙成

塔的道理，為何卻始終把自己蒙在谷底呢？ 

 

  之前聽過在台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工作的堂哥提到有關宗教協會也放巴西龜的事，他們秉持著自己大愛的精神，去寵物店

購買巴西烏龜並到海邊野放，但是這會嚴重導致自然界的整個生態系失衡，後果恐怕不堪設想。原因很簡單，慈善團體沒把事情

的來龍去脈釐清完整，在一知半解下反而做出了傷害大自然的事。其實後來發現在我們澎湖也出現很多和自然理論相反的事情，

大家常說澎湖個低碳島，不但空氣清新也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很適合來走走放鬆身心，但我看到的是成群結隊的觀光機車、烤肉

製造的二氧化碳及遺留的垃圾、在潮間帶亂抓尺寸過小的魚……各種離譜行為。如過再這樣下去，低碳島可能就變成過去式，我

們就再也享受不到大自然對我們的好意了！ 

 

  知恩圖報大家都會說也會寫，但似乎看不見任何行動，大自然給予我們合適的居住環境，我們也算是其中的一份子，就應該要
遵孚秩序、懂得回報它，而不是一位的糟蹋好意。既然了解設身處地的態度，就應該好好傾聽大自然的心聲，欣然的接受那些無

聲的抗議，並好好檢討修正，積極地實踐永續發展，比如宜蘭的鴨間稻，或書中以蟲剋蟲等自然方法，多多替後代子孫著想，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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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著完美的家園延續下去，這才是身為地球人應盡的態度。 

 

 

八、討論議題 

說明：請針對書籍內容至少提出一個相關的討論議題。 

 

日常生活中有哪些方法可以透過現有的資源達到永續發展的精神呢？ 

 

備註:同學撰寫閱讀心得，切勿抄襲，務請自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