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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之「真」於在相同條件下，會出現同樣

的結果；科學之「善」於找出的最合適條件與變

因，科學之「美」於讓實驗結果加以發揮與延伸

應用。指導學生科展學習，就是一段探究與解決

問題的「真、善、美」歷程！  

 

    在第 61 屆的科展作品 「見『塑』不見『鱗』？

-魚鱗環保薄膜的研發及應用， 起先教師們與學

生發現這題目很好玩，因為來自虱目魚的廢棄物，

竟可以變成一個環保作品，令人期待！與學生共

同探討文獻後，決定了配方、設計儀器，並且進

行薄膜的物性測量，似乎進度都在計畫中，但是

卻在「成膜」的關鍵步驟卡關，一直無法成功。

努力了一個多月，至少實驗十幾種方式，都畫上

失敗的大叉……。一個星期六的上午，信手實驗

「果乾機低溫烘烤」，心中底線是：再做不出來，就換題目吧……。當天下午和

學生去檢查成果，卻意外地「成膜」了，感動的快哭出來，爾後便開啟了一系列

的研究。前前後後大約花了一年的時間，由市賽、全國賽到國際科展，每參加一

次比賽，就能再次精進這件作品，同時也發現學生的成長悄然精進，令人刮目相

看！站在指導席觀看的我驕傲感油然而生！ 

 

    指導學生參加科展，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和其它比賽相比，科展是產出成

果的競賽，學生才能演示與作品呈現。科展的過程，除了想題目、設計實驗、完

成實作，以及整理報告等。科展作品的講解、演練與問題模擬攻防，無一不是投

入相當時間與琢磨，許多步驟更是環環相扣，不斷地產生新問題，進而解決問題。

幸運的是在科展路上，找到像自已一樣「呆」的伙伴來共同指導，特別是彼此之

間的信任與互相協助、創意與腦力激盪、或是不同主張的攻防，都在進行「高濃

度的創意萃取」，這是科展最令我過癮甚而著迷之處。 

如果要說有什麼擔心的事，那就是擔心孩子的努力無法獲得裁判青睞，因為這些

孩子們使盡百分百的心力！萬一結果不如所願時，除了安慰，也同時告訴孩子們：

我們已盡力且無憾，科學精神超越勝敗！  



 

 

第 60 屆全國科展在台北合照 

 

第 61 屆全國科展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