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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科學展覽的精神就是

透過同學們觀察、思考問題、設

計實驗和親手實作，以科學方法

去進行未知的探索。一開始和同

學嘗試了很多不同類型的題目包

含物理、化學等。但是發現研究

到一定的程度後，需要有更深入

的理論基礎。例如一開始曾經跟

同學研究物理聲學的克拉尼圖形，

這種二維駐波圖形具有很美麗的

對稱與花紋，很能夠引起探索的

樂趣，但進入到分析所需要理解的波動方程式，在自己在物理專業上就顯得力有

未逮，沒有辦法幫助同學進入更深的研究。由於我本身的背景是生態研究，加上

學校生態豐富原始，決定專注在擅長的領域，也讓同學接觸到學術界的研究方法，

進入到探索未知、創造知識的層次。 

 

在科展的評審標準中，包含原創性、學術性、鄉土性及實用性等。在校園中

研究生態的題目，鄉土性及學術性是比較能夠達成的。因此和學生們在一開始就

設定一個比較高的目標：能投稿到期刊的水準。設定這樣的目標有個好處，即使

在科展上沒有得到獎項，也能激勵同學日後將研究成果投稿到相關的期刊去發表。

很奇妙的是，當我們以這種的標準去做，通常就很順利獲選進入全國科展。 

 

為了讓同學的研究能達到學術研究的水平，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文獻探討。

當同學在消化原始文獻時，就能接觸到該領域最新的趨勢，除了專業領域的名詞

外，比較挑戰同學的地方在於很多文獻都是用英文書寫，甚至還有日文或德文。

因此在生態研究的領域，語言能力是非常關鍵的技能之一，也考驗同學是否具有

足夠的熱忱、願意下苦工去克服困難。在指導科展的過程中，我發現同學的「態

度」決定作品的深度，很多時候學生必須主動地和老師、同學們討論才會有好的

想法，也必須接受別人毫不留情的指教，因為真理之門只向願意謙卑學習的人敞

開。一開始指導科展時，我犯的其中一個錯誤就是把結果看得太重要，初次進入

全國賽時，因為求好心切以高標準要求實驗細節，但一方面忽略了理解學生的困

 

初次進入新北市科展複賽，我們在麥當勞加緊練習。

(2012/4/28) 



難及能力不足，一方面比賽壓力下師生關係的緊張，造成參賽過程學生失去信心，

整個科展變成一個不愉快的回憶。我學習到對學生溫暖的鼓勵和正面的支持也是

很重要的，在研究的歷程上學生生命有所成長，才是最有意義的事。 

 

有幸參加全國賽，就像在科學界的奧斯卡頒獎典禮上共赴盛宴，見識到各地

的好手，除了學習到別組同學設計實驗的巧思，也結交認識一群熱愛科學的知音

們，一切的辛勞與努力有了共鳴與回饋，我想這也是參加科展最美妙的彩蛋，哈

利路亞！ 

 

 

 

回到台南成大母校參加全國科展。(2015/7/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