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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科展要做什麼?」、「怎麼找

題目?」、「有什麼東西可以研究嗎?」、

「再把過去的研究拿來找找看有沒有

可以在加油添醋的地方?」……這些幾

乎是所有帶科展的人常常面對的問題，

很多老師缺的不是研究方法或是帶學

生的技巧，而是怎麼找一個可以研究

(探究)的很題目。 

 

15 年前，我剛從師院畢業，因為

對自己人生的道路沒有任何想法，再

加上當時國小教甄幾乎不開缺，只好跟班上同學一樣，繼續唸書往研究所發展，

當一個全職的學生；剛進研究所的我，馬上就要面對的難題「選教授」跟「找題

目」。喜歡生態的我，沒有懸念的選擇系上唯一做生態的教授，並跨校共指，開啟

了自己的研究生涯。 

 

在研究所中，「找題目」、「做研究」、「寫論文」是每位全職研究生的必經之路；

其中「找題目」一直是大到研究生，小到科展學生最頭痛的課題，這也是一般人

常說的-萬事起頭難，而我也不例外!很多研究生爭先恐後搶跟教授手上的研究計劃，

因為從研究計畫找自己論文題目，用研究計畫是幫助自己快速畢業最好方法；而

我，教授沒讓我選擇這條路!因為一開始進入研究所的我，在自我介紹中直白地說

「我想從事研究工作」，於是教授給了我兩樣研究工具，一個冰桶以及一支電子游

標尺，然後告訴我「重覆做別人做過的研究題目，加深、加廣，並沒有太大研究

價值」，要我拿著這兩樣東西去找沒有人做過的研究題材；在「找題目」這一塊，

我花了兩年時間，只要沒有課，我便騎著機車從屏東跑到嘉義，跑遍了臺灣西南

部各大漁港找尋自己的研究題材，因為沒有計劃經費支應的我，只能透過跟漁民

搏感情來換取研究的樣本與線索，從幫漁民洗船艙，分下雜魚貨，跟漁民一起出

海捕魚…等等，用幫漁民工作來換取研究生物資源，也因為有這兩年野外實地工

作經驗，讓我從中找到許多研究題材，如:2011 年發現牡蠣豆蟹病的剋星中華淺鰓

虱、2012 年發現臺灣消失一甲子物種-刻孔海膽等，也在 2009 年參加台灣水產學會

水生生物生態、環境組學術論文海報比賽拿下該組第一名的殊榮，並跟隨教授到

日本水產學會發表。 



研究所畢業後的我，踏入了中小學的教職生涯，跟隨實習期間輔導老師的腳

步，踏入科展指導的領域，在這十年間，指導學生參加縣市科學展覽共計參賽 8

屆，作品 15 件，獲獎 22 件，其中有 5 屆入圍全國賽，作品 5 件，獲獎 5 件，在這

期間，未曾有作品沒得名的紀錄。 

 

而指導科展的關鍵一直是「找題目」，但它卻不曾是我的問題，因為在過去研

究所的歷練中，我知道很多研究題材都源自於田野的實務經驗中，透過農漁民的

生活經驗中，你會發現很多有趣，耐人尋味的題目，例如，過去我們研究的紫膠

蟲，他源自於孩子家中果樹被寄生而死亡，讓我們去進行相關的研究調查工作，

而咖啡害蟲防治與調查，也是我們所屬的縣市因為產量銳減進而進行的深入研究，

這些題目其實都源自於我們的生活周遭中，「從生活中去發現進而解決問題，是科

學素養的精隨，也是科展的探究骨幹」。 

 

 

 

 
危害龍眼樹的紫膠蟲， 

如何讓牠從害蟲變成高經濟價值的商品 

 

咖啡產地因害蟲產量銳減， 

指導學生走入深山進行調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