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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一腳印建立研究方法 

我指導的科展作品中，有五件進入

全國科展，全數皆獲獎，我非常幸運。

這些研究作品全都是在學校內完成，且

其研究方法也是我們一步一腳印慢慢

建立起來的，各屆學生的專題研究之間

也有著濃厚的傳承。學術研究無分貴賤，

任何對學術有幫助的實驗都是有價值

的，故不需要一窩蜂去尋找大學教授與

實驗室的資源，反而要想清楚自己的興

趣，且科學研究重視的是理論、觀念，若無建立研究方法的基本觀念，接觸這些

「尖端」研究就會淪落為「技工」而非「研究者」。 

 

科學知識不等於科學素養 

科學知識並不等於科學素養，光是知識是不夠的，還需要解決問題的方法、

基本的學術與實驗概念，但最重要的是「創意」。創意的定義因人而異，我認為

最直接的意義就是：有效、獨特、簡單！在進行科學研究時，無論是研究主題、

策略、方法、材料選用、數據處理、解釋、應用，若能符合上述三者之一，都可

說是成功又具創意的作品。 

 

研究過程才是主角 

進行專題研究，其目的在建立基礎，故我重視研究的過程，包含收集資料、

組織研究架構、提出問題、提出假設、設計實驗、進行操作、數據判讀、分析、

檢視假說等，這些過程才是進行專題研究的主角，而非最後的實驗結果、結論，

更不是拿去參加競賽的作品說明書或其他形式上的成果。高中學生不是真正的研

究者，我們在研究的過程中訓練研究的過程與思路，期望日後以此為基礎，更上

層樓。故不要期望能在專題研究中發現什麼了不起的大發現，能對人類提供多大

的貢獻與助益。許多學生對「研究」給予太多浪漫的幻想，以為進行研究工作就

能馬上有什麼重要發現或成果，能對人類具有顯著貢獻，因此學生們對於實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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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非常在乎，而忽略了過程的經營。高中階段進行專題研究的目的，在於培養

實力，故指導老師應隨時注意徒弟們的能力是否有精進，而不只是實驗操作的進

度與成果。此外，注重成果常是空虛無益的，因為所謂的「結果」，在科學上是

下個結果的「過程」，也就是說，任何一個實驗的發現與結論，都是下個階段研

究的基石，而一個好的研究，通常會引出更多的問題，必須進行更多的驗證，這

就是科學發展的歷程與機制。 

 

 
第 55 屆全國科展高中組生物科 

第一名的作者與蔡老師合影 

 

 

第 56 屆全國科展國中組生物科第一名作者與 

兩位共同指導老師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