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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學上找挑戰與樂趣 

科展，科學展覽，要指導學生參與

科展得具備什麼樣的能力才能參與？擁

有創造力？具備實驗精神？也許參與科

展本身就是個費時費力的活動？想著想

著就容易讓人卻步。但當發現一成不變

的教學內容與方式已多年了，告訴自己

應該要改變了，為自己、也為學生，需

要在教學上找些挑戰與樂趣，於是鼓起

勇氣參與指導科展，如此督促自我成長，

所謂「不進則退」，這不也就是時常對學

生耳提面命的道理嗎？那現在我得自我

實行，這樣才會有說服力啊！ 

 

沒有想過可以代表學校參加競賽 

 初期於參與科展的過程中，學生的來源，就是最大的問題，主動參加、有

興趣的人很少，再加上此為費時費力具備耐心毅力的活動，大多學生望之卻步，

不願於假日到校做實驗。於是找了一群沒有想法卻配合度高的孩子，其實是一些

對學業無能為力或態度消極的學生來參與，心想著也許可以藉由讓他們做些事情

來肯定自己，充實自己的高中(國中)生活，而科展就是一種嘗試。若能有所得，

對其升學亦有其幫助。例如：高中職技優生甄選、大學特殊選材等等，這可是對

這群孩子的一大福音。再則，很幸運的，在敝校，若是願意參與的隊伍都可以直

接參加中區科展競賽(高中)或縣賽(國中)，這對學生來說是很直接的鼓勵，因為，

他們從來都沒有想過可以「代表學校參加校際競賽」。 

 

找到志同道合者 

  陷入困境的開始---這一群在學業上較沒有成就感的孩子，其實很難帶。他

們從行為、思想、態度上就不是適合做實驗的人。例如：行為舉止馬虎隨便，思

想自卑沒有自信，態度消極處事得過且過，連說話表達都語意不清楚，聲音軟弱

無力。但是，教師長輩們的讚美就是他們進步的動力。一直不斷從他們細微的處

事找出他們的優點，進而大大的讚美；再加上放手讓他們勇於嘗試、實驗，進而

自己獲得屬於自己的成就感。參賽作品常常就在這樣半推半就的情況下，勉強可

 

指導學生以「視」界大不同為主題 

參加第 54 屆全國科展 



以交件並讓學生上場面試。想當然爾，作品之內容往往漏洞多、不完善。但感謝

科展的評審給獎制度，只要學生能用心參與，言之有物說之有理，於參賽隊伍中

約有二分之一的機會可得獎。有幸連續多屆可得佳作之榮譽。漸漸的，有志一同

的指導老師團隊形成了。學生之間口耳相傳，學長姐帶領學弟妹前進，逐漸形成

一學生社團(自然科學研究社)的傳承模式，學生來源便不再是難事，更能彼此間

找到志同道合者，如此的合作學習效果很棒。 

 

「自信」伴隨自己一輩子的能力 

 「學生的改變」是讓我能持續堅持到底的動力，當他們發現競爭對手竟都

是來自名校，而他們可都是在自己校內過關斬將，才能脫穎而出代表學校參加中

區競賽的菁英。一開始會怕，但藉著時間實驗結果出爐再加上師長的鼓勵，轉而

要求自己更加積極努力，「遇強則強」，在學生身上看到這件事情。學生從做事的

態度嚴謹、工作的方式有條理、表達溝通說話等，這些都是在活動中明顯逐漸加

強形成的能力；最後所得是「自信」；這很重要，是可以一路伴隨自己一輩子的

能力。 

 

 謝謝科學展覽，謝謝一起共同努力打拼的學生們，讓教書已 15 年的我成長

不少，收穫許多。最後，感謝在我初入職場遇見校內教學充滿熱情的老師們，大

家永遠充滿著活力想著如何讓學生有成就感，能有幸在這樣積極的團隊中教書與

學習，是我的福氣。 

 

 
指導學生解開彭巴之謎參加 

第 55 屆全國科展榮獲高中組物理科佳作 

 

 

 

 

指導學生以±10℃的秘密獲得 

第 56 屆高中組化學科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