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每月一次於野外進行馬氏網架設， 

取得寶貴生態資料並進行分析 

 

學生參加台北市第 54 屆科展獲得特優，進入全國科展 

科學路上，師生共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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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華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幼華高級中等學校教師 

指導屆別  第 52 屆、54 屆、58 屆、61 屆、62 屆 

得獎紀錄  第 58 屆佳作、第 61 屆探究精神獎、第 62 屆佳作   

 

一晃眼十幾個年頭過去，猶

記得剛執教第一年，因著對生態

研究的熱愛找了組學生進行科展，

利用課餘時間帶著學生調查校園

的蜘蛛相，該屆雖然僅僅入選北

市科展，並未獲得任何獎項，但

過程中發現新事物、解決了某個

問題的愉悅心情，讓我有繼續下

去的動力。 

 

接下來，科展就成了我每年的例行公事，一屆結束馬上又是另一屆的開始，

經由觀摩歷屆科展作品，並向同好請益、討論，漸漸進入佳境。 

 

科展最難的我認為是在題目的發想，若要學生自行決定，常常得到的是天馬

行空的，不切實際的，因此此時老師的引導至為重要，經由反覆的討論，漸漸能

夠收斂學生想法，得到一個比較可行的題目，接著就得帶著學生進行實驗前測，

評估實驗的可行性及可能遇到的困難點，過程中學生就會體驗到一個實驗會遇到

各種阻礙，在我指導學生科展經驗中，經過初步前期測試後更換題目的不在少數。 

 

有了可行、適合的題目後，接下來的文獻收集、整理、討論又是一大工程，尤

其是國外文獻，對於國中學生來說，指導老師就需要花費更多心力在國外相關文

獻的討論上。 

 

經過文獻探討後學生會對自

己想做的議題有較全面的了解，如

此在接下來的實驗設計上才不會

重複了他人的實驗，更能提出不同

方向的解決方法之發想；最後經過

長時間收集資料、分析後，學生更

能體會課本上所闡述的科學方

法。 

 

四年前轉換了服務單位，新學

校建議有系統開設自然探究實作

的課程，利用課後讓有興趣的學生選修，雖然只是每週 2 節的課程，但我們進行



的幾乎都是野外實驗，只有假日可以執行，所以一旦組數多的時候，往往要排各

組出野外的時間，深怕過了觀察對象的出現時間，實驗就得重來，甚至更換題目，

加上天氣因素來攪局，我就幾乎每個週六、週日，只要天氣許可就得犧牲與家人

相處時間，帶著學生到野外進行實驗，問我辛不辛苦，當然辛苦，但是看到學生

有所成長，就甚感欣慰，總覺得種子撒了，相信在某個時間點總會扎根、發芽，

甚至開花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