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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43 屆科展第一次參加，

到今年的58屆，歷經16個寒暑，

不論有沒有得獎，沒有間斷過。

說實話，過程中苦多於樂，只有

在報告完稿時，和學生一起歡呼

時，那種成就感是筆墨難以形容

的。所以只要有學生願意參與科

展活動，我會繼續的指導下去。 

 

這些年的經驗中，曾經遇到

不同程度的孩子。程度好的孩子，

做出來的成果往往超出我的預

期，筆者從中也學到新的看法和

想法，這是最開心的事。其實在指導學生的過程中，教師最好站在引導的角色，

不要涉入太深，讓孩子的潛能可以充分發揮，有時候孩子的表現會出乎你的想像。

很喜歡愛因斯坦說的一句話：「在科學上，每一條道路都應該走一走，發現一條

走不通的道路，就是對科學的一大貢獻」。做過科展的人都應該知道，通常實驗

結果和預期會不一樣，不要灰心，也許因為一個不小心，下一個愛因斯坦就這樣

誕生了。 

 

去年暑假，有機會和新竹市教

育局，組團到南京做科學參訪，參

觀南京田家炳中學(原南京第二中

學)，在看完簡介影片後，對方副校

長致詞：他們的教育目標是要培育

世界級的科學家，聽到的當下滿心

的質疑，憑什麼呢？接下來參觀自

然科實驗室，裡面的設備幾乎都是

研究所等級，比筆者以前念的國立

 

第 48 屆全國科展獲團體第一名 

筆者(穿紅衣)與科展團隊合照 

 

 
2017 暑假參加「新竹市中小學科技教育交流團」 

到南京進行成果發表 



大學研究所的設備還要新還要多，而且實驗室都有一名主任負責，好奇問了一下，

一年的補助有多少，一年二千萬人民幣，聽了非常震撼。 

 

我們的孩子要如何面對未來的挑戰？除了教育還是教育。近來大家為了新課

綱，集思廣益的開發課程，相信只要大家一起努力，我們的孩子還是很有競爭力

的，大家一起加油吧！常常有人會問我，身為教師，人生最大的願望是什麼，我

都會這樣回答：下一個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是我教過的學生，期待那一天的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