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十大名魚 
臺北市龍安國小 羅以靖老師 

壹、教材內容 

臺灣人愛吃魚，甚至還有句俗諺「一午二紅沙、三鯧四馬

加、五鮸六嘉鱲、七赤鯮、八馬頭、九烏喉、十春子」，將臺

灣沿近海較為名貴的魚類依照美味程度進行排名，但因各地海

鮮來源有所不同，地方居民喜好略有差異，所以各地的魚類排

名也略有差異，但都不出這前十名之外。以下讓我們來認識這

些臺灣十大名魚。 

 



 

 (一)午魚：又稱午仔魚、鯃ㄨ
ˊ魚，指的是馬鮁科

(Polynemidae)魚種，又以多鱗四指馬鮁ㄅ
ㄚ
ˊ 

(Eleutheronema tetradactylum)最常見。主要棲

息於砂泥底質地形環境，包括沿岸、河口、紅樹林

等半淡鹹水海域，皆可見其蹤跡。常成群洄游，有

季節洄游之習性，會隨著漁期到來而大量湧現。以

蝦、蟹、魚類及蠕蟲等為食。  

午魚(多鱗四指馬鮁)/照片來源：臺灣魚類資料庫 



 

 

(二)紅沙：又稱為紅衫、紅沙瓜仔、金鯧、長鰭黃臘鰺，學名

Trachinotus blochii 。因為身上細小的鱗片摸起

來沙沙的，以及剛捕撈時身上帶有紅色反光所以被

稱為「紅沙」。幼魚主要棲息於近沿岸砂泥底質水

域或砂泥底質的內灣，成魚則喜歡成群棲息於沿岸

礁石底質水域。以生活於沙地之軟體動物或其它具

硬殼之無脊椎動物為食。 

 

紅沙/照片來源：臺灣魚類資料庫 



 

 

(三)鯧魚：指銀鯧(Pampus argenteus)，又稱白鯧、正鯧。主

要棲息於沿岸砂泥底水域。以水母、浮游動物等為

食。因名具「昌」音，象徵繁榮昌盛，因而成為春

節過年必須出現的魚，使得銀鯧被過度捕撈。 

  

鯧魚/照片來源：臺灣魚類資料庫 



 

 

 

(四)馬加：是鰆魚的泛稱，其中康氏馬加鰆(Scomberomorus 

commerson)為大家熟知的土魠魚，又叫馬鮫、梭

齒、頭魠、鰆、土托等等。主要棲息於淺的大陸棚

區，有時會出現在岩岸陡坡、潟湖區或河口區域。

會小群集體游動，主要捕食小型群游魚類和甲殼

類。 

  

馬加(康氏馬加鰆)/照片來源：臺灣魚類資料庫 



 

 

 

(五)鮸魚：是石首魚科的合稱，體型有大有小，大型的有日本

銀身 (俗稱巨鮸、黃姑魚)、雙棘原黃姑魚(別名

鮸仔魚、黑鮸)，中型的有鮸(又叫鮸仔、敏魚、米

魚、水鮸仔)，小型的有黃金鰭(俗稱鮸仔魚、紅三

牙)、皮氏叫姑魚(俗稱黑鮸、加網)。鮸魚主要棲

息在泥沙底質的海域，以追逐小型游泳生物為食，

例如小魚、小蝦蟹等。 

  

日本銀身 /照片來源：臺灣魚類資料庫 



 

 

 

(六)嘉鱲：指真鯛(Pagrus major)，又名正鯛、加臘、加蚋、

加魶。主要棲息於砂泥底質淺海海域，但也常出現

於礁石區。通常為群棲性，會隨著季節改變而成群

洄游，變換其棲所。肉食性，以底棲生物為食。 

  

日本銀身 /照片來源：臺灣魚類資料庫 



 

 

 

(七)赤鯮：指黄背牙鯛(Dentex hypselosomus)，又名赤章 。主

要棲息於沿岸及大陸棚砂泥底質的水域。以底棲動

物，如甲殼類、軟體動物及小魚等為主食。   

  

赤鯮/照片來源：臺灣魚類資料庫 



 

 

 

(八)馬頭：馬頭魚的頭部呈方形，因形似馬頭而得名。臺灣有

四種常見的馬頭魚分別是「日本馬頭魚」、「斑鰭馬

頭魚」、「白馬頭魚」及「銀馬頭魚」。主要棲息於

砂泥質海底，以小魚、蝦等為食。 

  

馬頭(斑鰭馬頭魚)/照片來源：臺灣魚類資料庫 



 

 

 

(九)烏喉：指石首魚科的黑 (Atrobucca nibe)，又名黑口、

加正、烏加網、黑姑魚等。主要棲息於砂泥底質較

深海域，以追逐小型游泳生物為食，如小魚、小蝦

蟹等。 

  

烏喉(黑 )/照片來源：臺灣魚類資料庫 



 

 

 

 

(十)春子：是小型石首魚的合稱，常見的有鱗鰭叫姑魚

（Johnius distinctus）、叫姑魚（Johnius 

grypotus）、皮氏叫姑魚（Johnius belangerii）、

大鼻孔叫姑魚（Johnius macrorhynus）等，春子

魚主要棲息於沿岸砂泥底質的淺水水域，以底棲生

物為食。 

  

春子(鱗鰭叫姑魚)/照片來源：臺灣魚類資料庫 



臺灣十

大名魚 

食物鏈 

底層 

體型 洄游種 沙泥棲性 

一午 ╳ 小、中 ○ ○ 

二紅沙 ╳ 中 ○ 成魚╳ 

三鯧 ╳ 中 ○ ○ 

四馬加 ╳ 大 ○ ○ 

五鮸 ╳ 小、中、大 ╳ ○ 

六嘉鱲 ╳ 中 ○ ○ 

七赤鯮 ╳ 小 ○ ○ 

八馬頭 ╳ 小 ○ ○ 

九烏喉 ╳ 小 ╳ ○ 

十春子 ╳ 小 ╳ ○ 

說明： 

1.食物鏈底層：以植物或浮游生物為食。 

2.體型： 

小：最大體長≦50cm 

中：50cm<最大體長≦150cm 

大：最大體長>150cm 

「臺灣十大名魚」俗諺流傳的當時，養殖漁業、遠洋漁業

不似今日發達，因此排名中的魚主要以臺灣沿海地區泥沙棲性

的魚種為主，除了石首魚科的鮸魚、烏喉和春子外，其餘都是

洄游物種，有的隨著水溫變化洄游、有的追逐獵物而洄游，但

可惜的是，十大名魚全都是肉食性魚類，不符合底食原則，因

此在「臺灣海鮮選擇指南」一冊中，十大名魚有六樣(午魚、

紅沙、鯧魚、赤鯮、馬頭、烏喉)列入「斟酌食用」的一群，



其餘四樣(馬加、鮸魚、嘉鱲、春子)則未收錄在冊中。 

另外，我們還可以看到居於排行榜前列的，幾乎都是中大

型的魚類，表示早期吃魚時，尚未有生態保育的概念，認為物

大便是美、物以稀為貴，其實大型魚體內有較高濃度的金屬物

質「甲基汞」，尤其生物鏈頂端的掠食性魚類，重金屬濃度更

是顯著，因此挑選更符合生態永續原則的小型魚種，才是聰明

的選擇。 

 

 

  



貳、教學活動建議 

一、建議融入領域：  

(一)國小本土語文(閩南語文)領域： 

核心素養：閩-E-B1具備理解與使用閩南語文的基本能力，

並能從事表達、溝通，以運用於家庭、學校、社

區生活之中。 

學習表現：1-Ⅰ-2能聽懂日常生活中閩南語語句並掌握重

點。 

1-Ⅱ-3 能聆聽並理解對方所說的閩南語。 

2-Ⅱ-2 能用閩南語簡單說出日常生活計畫。 

學習內容：Bg-Ⅱ-1生活應對。 

 

(二) 國小自然科學領域： 

核心素養：自-E-C3 透過環境相關議題的學習，能了解全

球自 然環境的現況與特性及其背後之文化差

異。 

學習表現： po-Ⅱ-1能從日常經驗、學習活 動、自然環

境，進行觀 察，進而能察覺問題。 



學習內容：INg-Ⅲ-2人類活動與其他生物 的活動會相互影

響，不 當引進外來物種可能 造成經濟損失和生

態 破壞。 

         INe-Ⅲ-12生物的分布和習性，會受環境因素的

影響；環境改變也會影響生存 於其中的生物種

類。 

 

(三) 國小社會領域： 

核心素養：社-E-A2 敏覺居住地方的社會、自然與人文環

境變遷，關注生活問題及其影響，並思考解決方

法。 

 

學習表現：3d-Ⅱ-1探究問題發生的原因與影響，並尋求解

決問題的可能做法。 

3d-Ⅲ-2 探究社會議題發生的原因與影響，評估

與選擇合適的解決方案。 

學習內容：Ab-Ⅱ-2自然環境會影響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

展也會改變自然環境。 

Af-Ⅲ-1為了確保基本人權、維護生態環境的永



續發展，全球須共同關心許多議題。 

 (五) 國中自然科學(生物)領域： 

核心素養：自-J-C1 從日常學習中，主動關心自然環境相

關公共議題，尊重生命。 

學習表現：an-Ⅳ-2 分辨科學知識的確定性和持久性，會

因科學研究的時空背景不同而有所變化。 

學習內容：  

 Lb-Ⅳ-3人類可採取行動來維持生物的生存環

境，使生物能在自然環境中生長、繁殖、交互作

用，以維持生態平衡。 

 

 (七) 國中綜合(家政、童軍)領域： 

核心素養：綜-J-C1 探索人與環境的關係，規劃、執行 服

務學習和戶外學習活動，落實公民關懷並反思環

境永續的行動價值。 

學習表現：2c-IV-1 善用各項資源，妥善計畫與執行個人

生活中重要事務。 

3a-IV-1 覺察人為或自然環境的危險情境，評估

並運用最佳處理策略，以保護自己或他人。 



3d-IV-2分析環境與個人行為的關係，運用策略

與行動，促進環境永續發展。 

學習內容：家 Aa-IV-3飲食行為與環境永續之關聯、實踐

策略及行動。 

家 Ab-IV-1食物的選購、保存與有效運用。 

童 Da-IV-2人類與生活環境互動關係的理解，

及永續發展策略的實踐與省思。 

 

(八) 高中自然科學(生物)領域： 

核心素養：自 S-U-C1 培養主動關心自然相關議題的社會責

任感與公民意識，並建立關懷自然生態與人類永

續發展的自我意識。 

學習表現：an-Ⅴc-3 體認科學能幫助人類創造更好的生活

條件，但並不能解決人類社會所有的問題，科技

發展有時也會引起環境或倫理道德的議題。 

學習內容：BGc-Ⅴa-5造就臺灣生物多樣性的因素。 

BGc-Ⅴa-6生物多樣性的保育。 

ENa-Ⅴc-3認識地球環境有助於經濟、生態、文

化及政策四個面向的永續發展。 



 

 (十) 高中綜合(家政)領域： 

核心素養：綜 S-U-C1 具備道德思辨與應用的能力，積極關

注公共議題並參與社會服務活動，主動關懷自然

生態倫理與永續發展議題。 

學習表現：家 1a-V-2 尊重多元飲食文化，關懷全球飲食

議題，落 實糧食永續的飲食行動。 

創 1a-V-2剖析飲食消費與環境資源的關係，探

索友善環境的料理方式和食材挑選要點。 

學習內容：家 Aa-V-3綠色飲食與糧食永續。 

創 Aa-V-2友善環境的食材挑選與烹調。 

 

二、建議擷取部分教材內容，融入領域課程，或當作一次的議

題主題活動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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