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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任教的學校裡，資優生有

獨立研究課，以科展為課程導向。

從七上開始導入科展認知和實驗探

究，七下則依興趣分科分組，學生

先自行找題目，再依題目分配給同

科的指導老師，一切從零開始。 

 

指導老師不見得知道比較多，

我覺得老師最大的優勢是看到相同

現象，會注意細節、連結資訊以及

觸類旁通，再透過提問，訓練學生

邏輯思考，讓學生在一問一答中漸漸釐清目的、需求，甚至設計實驗排解疑惑。 

 

例如：學生想研究口罩過濾髒空氣的效果，我會問： 

「你要如何定義髒空氣？」—要學生用科學語言描述髒空氣 

「你要如何製造髒空氣？」—要學生想清楚觀察的物質 

「你要如何偵測過濾效果？」—要學生想清楚測量的工具 

 

師生一問一答並不難，最常出現的困難是：不論學生做哪一種題目，要將抽

象敘述變成可執行的工具，都需要一兩學期的撞牆期。有一屆學生想探究“哪些

水果有螢光性？”於是興沖沖地買了不知名的 UV 燈，卻不知波長是研究光譜很

重要的參數，只好重買特定波長的 UV 燈，令人氣餒，不過，也有學生自行上網

查資料（包含英文網站），弄清楚所需用品再採買，遇到這樣的學生，就是「輕

鬆」兩個字！ 

 

題目是學生自找的，實驗過程中，難免會回報數據“很奇怪”，與學生認知

不同時，就是老師發揮的空間。因為奇怪，就會想解惑，進而變成好奇心，也因

為這種好奇，才讓我們有持續做下去的動力。 

 

當我們遇到困難求助外界專業人士時，最令人欣慰的是有人「聽得懂」我們

做的研究，例如某屆探討月亮與球座標而請教天文館，馬上得到我們想要的資訊，

這種「巷子內」的對話在校內是可遇不可求的。當作品看得越多，越發覺這世界

 

科展團隊合作篇：真實合作的機會，是神隊友還是豬隊友？

考驗彼此溝通能力～ 



 
實驗記錄的真相： 

女生的實驗筆記總是寫得比男生好！！ 

 

 

 

 

 

 

 

 

處處有高手，找到同好並分享看法，真是一件快樂的事。 

做科展當然有沮喪的時候，有一屆作品，評審告知學生這類作品很多並不稀

奇，因此不太聽學生的研究歷程。學生哭了好久！在此順便呼籲，不論評審喜不

喜歡，都應該秉持著教育的想法耐心聽學生報告完。即使別人做過，不代表那是

我們的經驗～唯有做中學，我們才會看到魔鬼藏在細節裡，我們才會真的成長茁

壯！套用孔恩說的話：「科學家使用舊的工具觀看舊的對象，卻看到新的現象，

以新的方式與世界互動。」我們正是如此做！！ 

 

從想題目、查資料、定方法、找工具、架設工具、執行實驗、撰寫書面報告、

製作海報到口頭報告，培養學生一步步由無到有的能力，甚至畢業後，回來分享

科展對自身的正向影響，是我帶科展最驕傲的一件事。 

最後，要感謝基隆市銘傳國中給我一個自由發揮的舞台～因為，有他們的認同，

讓我近十年的代理老師生涯中成為科展常勝軍，是我莫大的榮幸！！ 

 

 

科展經典生活照：不論哪一屆，餐點選擇必定有泡麵， 

理由：在家沒機會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