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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展對技職體系的學生比

較吃虧，學生們一開始都只是想

利用自己的專業創意出一個作

品，但這與科展的精神完全不符，

沒有實驗為前提，後面就很難再

繼續玩下去了。訂定主題，常會

花費很長的時間。同學往往會想

很多不切實際的主題，我經常跟

學生講，要以實驗及測試產出的

數據來探討科學原理，內容才是

科展所要的，而不是製作一個成

品。因此，在日常中要去想一些

還不夠完美，還能改良甚至能方便生活的主題來動腦筋。 

     

從分區科展到全國科展，時間大概間隔三個月，間隔那麼久同學是最容易鬆

懈的，再加上他們都已畢業，能集合的時間受到限制。曾經思考帶高二學生參展，

可是學生的本質學能還沒到位，高三學生因為要統測，不可控制的因素很多，造

成製作進度永遠不如預期，等到展期快到了才草草完成。要找到同學專業能力、

積極度及時間配合度都好的團隊不太容易，產出題目並排定進度也都是一拖再拖。

然而在製作過程中解決問題的能力及反應能力，大致上也能看出結果，也因為結

果可預期，曾經做到中途大家決定放棄。能堅持到底並且在分區展中脫穎而出確

實不容易，大家都一定投入相當多的時間及腦力。當然，國中小的指導老師相對

來講就更加辛苦了，很多事情都包山包海。 

        

記得第一次帶學生做科展(變速機構) ，在三月份將報名結束前，學生把製作

出來機構操到解體，頓時看到他們不知所措，當下我叫他們不要清理現場，先拍

下現場，報告內容緊急再修正。(德國人迪塞爾發明柴油引擎不也在博士論文發表

當天把那顆柴油引擎給操到炸了嗎？他經後來的改良後才有現在的柴油引擎)。最

後那一項研究也得到優勝，同學們很懷疑失敗的作品為何會得獎。我覺得評審委

員的想法跟我一樣，實現數據的真實性很重要，失敗的實驗能可讓後面的研究人

員不要從蹈覆轍。 

         

高職學生比較喜歡動手做，機械結構觀念也比較有優勢，他們常會利用實習



工廠的機具、材料延伸思考來想出題目，也因此常常被崇友電機青睞。對學生來

講，得到業界技術上的肯定，一切的辛苦都值得了。雖然學生得獎對現在的我已

不像年輕時那麼有感覺，但是看他們努力付出，卻上不了頒獎台，內心還是有很

多不捨與內疚，明明很多地方是可以做得更好卻沒在更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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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得其熱—學生作品得到崇友電機的青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