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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指導學生參加科展的經驗，讓我

慢慢地了解到，參加科展競賽固然重視結果

與名次，但更重要的是為了學生的成長和實

現學生的學習成就。指導學生參與科展需要

知道如何引導學生，與學生溝通，激發他們

的學習科學的熱情和創造力。學生在參與的

過程中可以學習到團隊合作、溝通協調、解

決問題和堅持不懈等成功條件需具備的人

格特質。而科展競賽的名次結果只是附加價

值，重要的是學生在過程中的學習、付出、

同儕相處、師生互動、問題解決和自身能力

的提升，參與科展本身就是一種享受過程的

快樂和發現成果的收穫，獲獎只是對學生努

力的一種肯定。 

 

科展的主角是學生，而指導教師在學生

參加科展競賽活動的過程中所扮演的則是諮詢建議、協助解決困難和陪伴成長的

重要角色。學生所獲得的成果和努力程度一定是成正相關的關係，因此，所有獲

得實質名次最佳的組別都是最努力、付出最多的那一組科展團隊。指導教師的樂

趣在於成就學生的成就，師生在科展過程中相處融洽、享受過程中發現的樂趣，

最後能與學生共享研究成果是非常棒的一件事，尤其指導學生參加科展多年來認

識與結交到許多志同道合、同樣樂在指導科展其中的好同事、好朋友也是一大樂

事。 

 

科展強調的是研究的過程而非名次結果，學生透過參與科展的過程中可以學

習到研究的方法、態度和團隊合作等技能。當然，獲獎確實也是對學生參與過程

中的努力做最大肯定，而名次卻只是額外的附加價值。當指導老師看到學生們在

科展中辛苦準備、努力參賽並獲得好成績時，會感到很高興並且增添教學成就感。

指導學生參加競賽活動需要利用課餘時間進行實驗，並顧慮學生的人身安全，所

以指導老師需要全程陪伴並且需要犧牲自己的個人時間，這種責任與犧牲確實讓

指導老師倍感辛苦，但也增添了教師在教學生涯過程中的存在感與成就感，因此，

深切體認到在教書生涯多年後開始覺得有倦勤感或覺得教書無趣時，可以參與學



生的競賽活動，給予學生適時的指導與建議，確實可以重新找回當初決定以教育

為志業的初衷。 

 

 

 
第 62 屆全國科展獲得高級中等學校組 

地球與行星科學科第三名 

 
第 60 屆全國科展競賽- 

科展一甲子慧聚臺北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