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屬實驗室進行科展研究， 

備有資訊設備隨時進行數據討論。 

讓我們以簡馭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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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的科展作品進全國賽五年囉!

五年可以表揚，還要被”邀稿”一張，

國中老師的日常--教學、班經、面對學

生突發而來的狀況，與家長溝通的考

驗…總是找不到時間動筆，但想到可

以把心得分享給大家，播下種子給視

聽選擇於此之人，於是樂意寫下一篇! 

以下分享希望能使您帶科展時更加得

心應手。 

 

讓學生做他有興趣的，我們只是協助

轉化題目 

每年都看到學生想嘗試科展，心懷奇形怪狀的題目，腦持雜亂無章的想法!孩

子總是有趣(或千篇一律)，可能沒看過文獻，不知道該領域現有的發展，這時會建

議老師指令學生查近三年全國中小學的科展得獎作品(最新研究)與關鍵字搜尋相

關實驗影片(關鍵詞+實驗)，文獻不用多，先抓三篇請學生按表 1 分析比較，返回

給學生功課，這時也能測試學生積極程度與閱讀能力，看看是否為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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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系統時間 

    訂題順利的話就由老師進行器材準備，考量實驗室資源下做出模擬的系統，

摸系統的時候，老師應當比學生熟稔得快，但適時的丟出一些問題讓學生去解決，

一般而言，學生相較會解決裝置上的問題（而非數學等思考上的問題），此階段是

指令、引導、放手做的融合藝術，引導學生觀察可方便測量的變因，並且要不厭

其煩的教導"控制變因法"。 

 

正式實驗階段 

    第一個實驗最難產出，在訂題-摸系統(前測)-正式實驗這邊最考驗師生耐心(修

正器材，設計實驗，找測量方法)，避免重做實驗要提醒學生"不止是操作變因，更

要注意控制變因"，否則做出一些不合假設的數據，就要多做幾次驗證了(也是考驗

學生耐心的時候)。 

 

與學生溝通討論的取向 

    學生立即有實驗數據就打入電腦討論，可以簡單教學生迴歸分析、決定係數

(R2)、誤差線的用意、在學生能力上搭上適當鷹架，視學生狀況只往觀察方向寫或

往原理上解釋，數學上分析或相關文佐證，這部分讓學生在師生討論後寫寫看，

也可以測試學生對原理能吃進去多少。 

 

隨緣隨緣 獎不獎無所謂! 

老師可以試試以上方法，希望幫助你"簡化"一些，做科展不一定會有回報，矽

谷新創產業失敗率遠大於成功率，從無到有過程艱辛，但必有精神上的享受，若

師長能享受其中樂趣，孩子獲得嘗試研究的機會，對教師生涯而言:科展一頁的功

夫回饋到教學中的廣度，並為臺灣未來的研發人才提供搖籃。老師 您辛苦了。 

 

 

 

 
科展要融入教學中固定時間進行， 

才不會有一搭沒一搭，不了了之。 

 
習慣用疑問眼光看生活中小現象， 

”小孩養的蛾，結蛹總在塑膠管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