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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期待的初次指導 

我指導科展開始於由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分發至國中任教的第一年，因

為是初任教師，就理所當然地被分派

需指導出一件可以代表學校參展的科

展作品。當時由於剛剛從事教職，沒

有指導科展經驗，加上自己的求學過

程中也沒有參加過科展，當時也沒有

現今網路可以蒐尋資料，一開始真的

不知如何著手，還好科教館每年都會

出版的科展獲獎前三名的作品輯，各

校圖書館皆有典藏，因此決定先參考

它，看看是否可以由其中找到可以讓

學生研究的主題。參考之後，發現作品專輯中的作品都好高深，以當時任教學生

的程度斷不可能達到此水準，只好重起爐灶，先不以全國獎標準，而是找個符合

學生程度的科學主題進行探究，讓學生從研究中獲得科學探索的樂趣。也許是的

議題很符合學生程度，加上沒有太高的期待得獎壓力，參與的學生都很享受科學

探索的過程，在科展現場的解說也很生動自然，最後在全國科展中得到優異的成

績，遠遠超出我初次指導科展的期待。 

 

在科學研究與升學課業間取得平衡 

幾年後，我改至高中任教，學生參與科展學的態度較為主動積極，指導老師

大概指出一個研究方向，相關的研究方法與操作細節，學生大都可自行處理，但

是高中課業壓力較大，如何在升大學課業與科學研究的時間作適當調配，有時候

學生不一定能掌控很好。記得有一組很認真的學生，所完成的作品在全國賽中得

獎獲得肯定，但是研究過程中投入太多時間，擔誤了課業，以致後來升學考試未

達理想，非常可惜。自己深自檢討，後來所指導的作品，我都會要求學生提升研

究的效率與時間調控，先決定有多少課餘時間，再規畫相對應程度的研究，督促

其在科學研究與升學課業之間取得平衡。有一年，所指導的作品在分區賽中獲得

全國參賽權後，學生想增加研究面向提升作品廣度，希望在全國賽中取得佳績，

我強烈要求，所增加之研究工作完全由甄選入學已經錄取的唯一同學擔任，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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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還需要參加 7 月份指考的同學，不得再進實驗室，進行科展事宜，或許是這

個堅持，此次作品在全國賽中不只取得優秀的成績，每位學生在升大學的考試上

都如願考上自己理想的科系，這次的指導經驗一直是我難忘的美好回憶。 

 

反觀這幾年來，本校學生主動參與科展的風氣未若以往，多次與學生訪談後，

才知道升大學繁星計畫的實施竟是造成此種情況的主因。因為本校為地域型高中，

對優秀的學生而言，繁星入學是可以進入理想大學科系的重要管道，但是繁星入

學只採計學校成績，不計競賽成果，因此學生不只需要保持良好的定期段考試成

績，連會影響學期成績的平時考也不能忽略，而從事科展活動需花時間，使得保

持成績的壓力加大，不利於繁星入學的成績百分比，以致參與科展的意願因而大

為降低，相當可惜，希望有朝一日繁星入學分數採計的方式可以微調，讓有心參

與科展的學生可以不用過於顧慮影響成績，得以放心地參與科學探索與研究活動，

體驗科學發現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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