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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探索的樂趣 

從民國 88 年投入科展，每年

總會帶著一群學生，體驗探索的樂

趣。其實知識本是堆疊的素材，透

過科學探索，所得的正向態度與索

解技能，不僅提供知識重組的動力，

經由成果的回饋累積，還能延續未

來科學學習的動因。而老師的角色，

取決於和學生討論的線索中，由直

接告知、從旁引導，到退居幕後，

透過師徒模式的指導過程，嘗試讓

學生體會，創意往往是經由堅持的

態度後，所頓悟而來的機運。 

 

由教學相長到實質的自我成長 

心態上，若能將每天例行的工作，化為生活奉行的樂趣，許多現實困境將

迎刃而解，也因為當年的體認，二十年來由早期的獨行到現今的策略協同，不僅

拓展了領域涉獵的範圍，甚至還延伸了國、高中年齡層的指導經驗。實務上，重

視師生對話的線索，可能使原本視為理所當然的因果對應，推演出更有趣的交互

作用來；從所理解的知識概念中，理出更清析的邏輯脈絡；從導正學生的思考架

構內，拓展出更大的視野觀點。表面上學生因探索，而習得科學的形式訓練，實

際上老師卻因反饋，反而得到更多實質的自我成長。 

 

能力不是源自於知識，而是由態度所養成 

首先，研究主題的選擇以創意為先，也就是想到別人沒有想到的，並能以

最少資源創造出最大的效果，不過這有賴時間來醞釀，它必須不斷透過問題與索

解的淬鍊歷程，才能激發出創意的想法。其次，成員參與則首重態度，有興趣自

會積極投入，才能體會到能力不是源自於知識，而是由態度所養成。 

 

得到帶著走的索解能力 

 

跨校合作的協同模式，拓展領域範圍 

及延伸年齡層的指導經驗影 

 

 

 

 

 

 

 

 



至於帶領學生參與探究則比較像是早期的師徒模式，但個人未必熟知所有

問題的相關知識，因此在引導探究過程中，會嘗試讓學生從中學習如何面對困難

與解決問題，並強調解決未知問題比複製一個已知的實驗還重要，因為唯有解決

問題，才會有新的發現。所以在面對問題時，通常都不直接告訴學生答案，只提

供可能解決的方向，學生必須自行找出解決的方法，同時鼓勵學生在研究的過程

中投入越多，老師才能根據問題現況給予更多相應的回饋，唯有這樣，學生得到

的才會是能帶著走的索解能力。最後在這科展的多元舞台上必須要有面對失敗的

勇氣，作品才有機會發展成熟，以此建構出來的知識與成功經驗才會形成一個良

性的循環，學生日後便會基於興趣導引而繼續投入科學探究。 

 

傳承永續 

回顧投入科展至今，現階段的成就已不在於外界對自我的肯定，而是協同

他人也能成功並建構出自己的探究指導模式，藉此發展出科展社群，做為推動的

基礎，以形塑良好的學校傳統，才是能傳承永續的關鍵。 

 

 
 

國中、小團隊能彼此跨組協同， 

從合作默契中達到經驗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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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小與高中組獲獎學生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