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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情的催化劑 

這是發生在這個城市的故事，

一幕幕鮮明地仿如昨日。成為一

個教育工作者，從沒想過會踏入

科展這領域。直到學校同事出現，

那年，他導師班上有個熱愛動物

的學生，希望能帶他做做研究，

就這樣，那位同事與學生，成為

了教書之外熱情的催化劑。摸索

幾年後，在一年的科展會場，遇

到這個城市的科展前輩，那位主

任鼓勵與分享科展進行的思考點。

過了很多年，還是很感謝那時點燃熱情的同事，與那位主任。 

 

你不想出去看看？ 

在這升學環境下，對於要耗費大量時間，不僅週末，甚至過年，從事與升學

相關不大的活動，多少都會被質疑。幸運的是，學校的孩子對於自己的選擇，充

滿了年青人該有的勇氣。幾年前的週末，實驗室的孩子，疲憊聊著段考有哪些書

還沒唸…其中一個孩子突然說：「你不想出去看看嗎？」。簡單的語言，卻強烈表

達了學生對夢想的執著，嚴謹的科學態度背後，一定要有執著的熱情支持。 

 

相信學生 

國中生做研究，常因文獻查詢或數據不足，就覺得有了重大成果，因此在討

論應，常「跳過」學生的發現。有次，實驗進行了半年一直沒什麼突破，看了一

下學生的樣本，發現葉蟎排泄物有不同類型，查文獻才發現無相關資料，下課唸

了學生一頓後，學生委曲地回應半年前就發現了，只是老師一直不理…。學生的

觀察與研究，可能不嚴謹，但若能重視這些意想不到，進而有了研究的驚奇，這

一定會成為學生最津津樂道的畫面。 

 

感動與傳承 

有位科展的前輩曾說過，做科展的老師都很傻，但傻得很快樂。的確，做為



一位教師，最開心的事，就是看到學生的願意與在意。實驗時，學生無意發現的

驚奇眼神；評審後，被教授質疑的委曲淚水；畢業時，對老師們的真心感謝，這

些種種，都讓人感動再三。那年，台南東寧路上的三位孩子，領獎後，在路上說

出他們想把獎金全數捐出給學弟妹，希望他們也能有機會做實驗，出去看看…在

路上滿滿的感動與雞皮疙瘩，至今仍難以忘記，這些也成了那年夏天最美好的記

憶畫面。 

 

這不只是科學夢 

「謝謝老師，讓我們曾經那樣認真的呼吸」，學生畢業時的感言。科展，是

充滿衝突的長期活動，累到整個不行，卻又感動到不想放棄。這幾年，幸運的是，

我們有了一個很棒的主任(餵食學生及假日關心)，與情同家人的社團同事(彼此支

持與討論研究方向)，由衷的感謝這幾年一起寫故事的孩子，感謝你們在我們教

書生涯所帶來的珍貴回憶，他們讓我們相信，這個島嶼充滿希望的無限可能，也

更加期待未來台灣的美好。科展，不只是科學夢而已，而是一起走過的夢想與回

憶旅程。 

 

 

 

科展，讓內向的孩子勇敢在座談會上發表 

 

科展頒獎前晚，孩子相約十年後再回到逐夢的公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