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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科展的結緣是在 106 年的

第 57 屆，自己當數理資優班導師

時，懵懵懂懂地帶著學生一步一

步地做研究、觀察、記錄與討論。

我發現科展要結合的東西相當廣

泛，也開啟了陸續好幾年的科展

之旅。幾年來成績不錯的作品，

都是因為有學生們還有共同指導

老師彼此腦力激盪、相互討論、

多方請教的情況下完成的。沒有

他們，我不會因為科展而發現許

多新奇的現象，或是在專業上有

更進一步的突破。 

 

    平常指導參與科學研究的學生們，我會結合課程讓學生進行主題研究，訓練

他們「觀察」、「發現問題」、「文獻探討」、「提出假設」、「實驗驗證」、「實驗修正」

和「結論發表」，一連串的訓練下來，孩子們真的可以從中獲得很多不一樣的能

力。在決定主題和蒐集資料初期，學生們雖然曾看過許多的課外書籍和閱讀相關

資料，但常因為想太多而流於天馬行空，必須依賴指導老師的協助篩選資料、掌

握重點，將問題聚焦在研究目的。訓練的過程著重在訓練學生們口說的表達方式，

也觀摩歷屆說明書的撰寫。我發現一份好的科展作品，每個環節都很重要，題材

的選取、研究的方法、說明書的撰寫、看板的排版製作，最重要的就是學生的表

達能力與應變能力。 

 

    由於在第 57 屆全國科展榮獲第三名殊榮，指導科展便成為我必須要擔負的

任務，不再像以前一樣自由，等待靈感的產生，得為了比賽目的而尋找適當題材，

有了作品期限內完成的壓力，學生們也在兼顧課業下，往往無暇全力投入，這個

過程其實很苦悶。有人說科展該是學生的主場，所以常放任學生們自行摸索，然

而我認為，「缺乏指導老師積極引導」或「老師代打」都不是很妥當的指導方式，

前者往往讓一個好題材或優秀學生們沒能發揮出最佳狀態，而後者只會累死老師，

學生們卻無法真正體會科學研究的精神與樂趣。而我認為，能遇到真正對數學研

究有熱情的學生，正是指導老師最大的福氣。指導科展的過程雖然辛苦，但能跟



學生一起討論作法，一起解決難題，一起征戰各種科學競賽，再看著學生們上台

領獎的喜悅，都是很甜蜜的過程。 

 

    科展研究的整個歷程，就是探究的方法。因此在課堂上課時，也會將這種方

法， 透過實驗的過程，逐一地將方法教給所有的學生們，當觀察自然現象與萬

事萬物時，想看看觀察到了什麼?想提出什麼樣的問題?可以提出什麼樣的假設?

會怎麼設計實驗? 最後實驗的結果與結論是什麼?科學展覽的目的不是得獎，而

是改變學生學習態度、思考習慣，使學生對自己更加要求，並引起學生對未知事

物的好奇心與探討慾望，透過研究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只要學生有心、有

興趣、願意投入，那即可獲得一輩子受用無窮的成果。 

 

    科展獲獎其實是自己和學生們一起「從做中學」的成果，這對我在探究教學

策略的引導上有很大的助益，每每從孩子們與會全國科展後的對話裡，可感受到

他們的成長與反思，著實令人欣慰，自己也從孩子的這些回饋中，獲得持續向前

的動力，希望未來我還可以幫助更多對科學有興趣的學生們，使他們能透過科展

建立科學態度以及其他更多能力的養成。 

 

 

 

 
以不放棄的精神，打動評審委員們， 

最後獲得團隊合作獎肯定(第 58 屆) 

 

 

 

 

 

 

 

 

 

 

在師生們共同地付出與不懈，因堅持與毅力

而成就夢想，最終獲得佳作肯定(第 61 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