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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時，指導老師問我要不要

做科展，開啟了我的科展之路。直

到今日，指導學生從事科展研究，

依然是教學工作中非常棒的調

節。 

 

有時候是因為對生活中的現

象感到好奇、有時候是因為操作物

理教學實驗，就會針對這些題材開

始了實驗的過程。其實一個人的能

力真的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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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全國科展得獎的作品中，舉凡微波爐、收音機、造霧景觀裝置到 LED、

甚至小朋友玩的彈簧圈及圓形的壓力克板，這些作品和一般課堂的物理實驗很不

一樣，沒有用到什麼高貴的實驗儀器，都是生活中常見的素材所設計出來的實驗

架構，且本校因為受限於地區儀器設備，更要用創意走出作品的特色。在設計這

些非典型的物理實驗，有時候又太過有創意，所以在理論分析部份就更花費腦力。

無論如何，能夠發現問題並解決問題，所有的辛苦就都忘記，這也就是指導科展

中最大的成就了。 

 

不過，在我每年指導多件科展的經驗中，還是有許多無法由高中知識解決的

實驗，像是手機電磁波的探討、WIFI 訊號分析等等。不論如何，學生願意開始

設計實驗並完成作品，即使無法有很深入的探討，讓學生們樂在其中並完成地區

競賽，我個人認為這才是科展教育最重要的目的。相較於只有指導少數頂尖同學，

維持普及且持之以恆的科展風氣讓更多的學生有新的科學體驗更為重要，尤其在

金門高中，老師們幾乎就背負著金門縣代表的責任，在科展風氣成形的校園中，

有穩定的作品數量後，就一定會有創新的作品能夠被發掘，此時就是師生們腦力

激盪的時候了!! 

 
52 屆科展師生合照，另一位老師是現在的老婆 



回到最初，我還是很感謝這幾年來一起共同指導科展的老師們、參與過科展

的學生還有我的老婆，最重要的是在實習時啟蒙我的指導老師，一直到今日他還

常常幫我解決問題。 

 

現在，我也有能力可以帶著新人一起做科展了，希望我可以持續的讓更多人

感受到科展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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