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總評語   物理科    
 
    物理科各組作品選題大部分均能把握科展的目的－即與教材密切相關。少部
分源自特別的現象，雖與教材相關較少，但內容及呈現方式均頗為生動有趣。大

部分作品在研究方法或實驗設計上均能展現創意，顯示國內科學教育確有明顯進

步。 
 
 
 
 
 
 
 
 
 
 
 
 
 
 
 
 
 
 
 
 
 
 
 
 
 
 
 
 
 
 
 
 



總評語  國小組   化學科 
 
國小組共有十九件作品參展，屏東古華國小使用鄉土性的材料，對棉布之染色進

行實用性之探討，兼顧生活化及環保概念，因此評審為第一名，台北縣秀朗國小

研究各種油品在水中的擴散作用，並創作具除污功能之吸油船，創意佳及關心環

保，因此評審為第二名，台北市內湖國小以簡單之生活材料，生動的表現出生物

材料的化學性質，水準出眾，被評審為第三名，同時高雄市獅湖國小就螢光材料

進行科學化的處理來延長螢光的使用時間，作品生動，被評審為第三名。 
      
總評語  國中組   化學科 

 
一、相當比例之作品與生活、環保、鄉土及教材具高度之關聯性 
二、大部份參展之作者具良好的實驗精神在邏輯思考與實驗設計上均有優良表

現，惟數據的取得及解釋呈現上宜更週全與慎密。 
三、許多實驗器材設計上具簡單及實用性 
 
總評語  高中組   化學科 
 
一、大部份的題材來自生活的周遭，且能發展相當完整程度的科學過程。 
二、參加以同學能得到課本以外的實際科教經驗。 
三、從動機到實驗方法對問題探究的關聯性宜再加強。對實驗所得數據的科學闡

釋及推理宜更慎密。 
 
 
 
 
 
 
 
 
 
 
 
 
 
 
 
 



總評語  生物科   
 
本年度第四十三屆中小學科學展覽共有六十八件參賽，包括國小組二十四

件、國中組二十二件、高中組二十二件，本年度參賽者研究主題與材料均能引用

與鄉土相關教材有關的題材，包括生態、環保及生命科學等。 
研究內容豐碩使用之方法合理可行，研究過程觀察緻細，海報之製作，活潑可愛，

其研究內容，包括摘要、方法、研究成果之討論等均比往年進步甚多，但有少部

份海報「圖」與「表」之表示方法，研究內容缺少「生物統計」意義及對照組待

加強。一般而言今年生物科研究內容之學術價值與成果比往年提昇不少，並可供

教材之改善，值得慶欣的是，我國中小學科學展覽，近年長足的進步，對我國未

來科學之發展，有助益。 
 
 
 
 
 
 
 
 
 
 
 
 
 
 
 
 
 
 
 
 
 
 
 
 
 
 
 



總評語  國小組   數學科 
 
1. 大部分作品具趣味與生活化，並能就教材中概念加以推展與活用。 
2. 多能從特例的觀察出發，再歸納出可能模式，部分作者可以進行合理的簡要
證明。 

3. 多數學童創意甚佳，能思考出多種變化模式。 
4. 少部分作品在研究過程的描述，符號的使用上宜避免雙重意義或概念的混
淆。 

5. 某些作品在具體實例的代表性上，有再加強其一般化與普遍性一必要。 
 
總評語  國中組   數學科 
 
1. 學生取材範圍廣泛且有深度。 
2. 作品內容豐富且能與教材充分連結。 
3. 對一個問題能由多方面切入，解題多元化。 
4. 研究過程之經驗紀錄對本人及他人均有很好的參考價值。 
5. 對題材的選擇可加強結論之延伸性。 
 
總評語  高中組   數學科 
 
1. 國內科展數學類組中有不少作品屬於資訊類組。同樣的一道問題，若將它當
作數學類組來處理，其解題法、評鑑方法、使用的工具很可能與資訊類組的

非常的不一樣。 
2. 我們知道：科學上的成果如果不與別人討論或者不被他人欣賞或批評指教，
該作品不能算是發明創作。這次科展，當我們有兩組同學在口頭報告結束

時，「欲罷不能」的塞了寫上網址的卡片在評審的手中，希望依照網址看完

作品網頁的內容之後能夠進一步的給予回饋。這意味著：我們的全國科展已

經邁全球化的階段，一方面他們的網頁可以當作模擬實際作品的舞台，另一

方面透過網際網路的傳播，全世界的人都能瀏覽到他們的科展成果。 
3. 今年有三件作品的靈感來自英國、美國的網頁。其中有一件作品是因為計算
機大師 D.Knuth說漏了嘴，沒有將河內塔說的清楚而引發的有趣數學問題。
參展學生朝著這個方向，不但做出與國外相同的結果，更能進一步作推廣。

今天早上與他們交談，知道他們會致力參加國際科展，爭取機會來表現他們

的成果。 
4. 有好幾件作品的「數學成熟度」遠超過一般中學生。由正面看來，大學教授
面對這學生將會比較輕鬆。然而，這學生在進入高深數學世界時會深深的感

到基礎數學之可愛，即使建立了高深的證明之後花大量精力去尋找「簡易證

明」。 



總評語  地球科學科   
 
第 43屆地球科學科參展作品共二十三件〈國小組 9件，國中組 7件，高中組 7
件〉較去年略有降低，作者大部份能利用鄉土題材探討有關地球科學之議題〈包

括水庫水位下降之原因，太陽黑子之漂移，利用不同的消波塊來防止海浪之侵

蝕，地層調查，間歇泉的成因，新店溪水質與生態調查，花嶼火山島岩脈之形成

等等〉大部份作品富有團隊精神由二至四位同學分工合作共同達成任務，作者除

實地收集資料外，亦能利用電腦處理相關數據，本年度地球科學科參展作品具有

特殊創意之作品僅佔少數，此點今後似尚有努力之空間。 
 
 
 
 
 
 
 
 
 
 
 
 
 
 
 
 
 
 
 
 
 
 
 
 
 
 
 
 
 



總評語  生活與應用科學科   
 
本屆生活與應用之展覽作品計有國小組二十七件，國中組十一件及高中組十件共

計四十八件，獲獎件數依公佈之得獎分配比例總計大會獎三十六件，得獎率百分

之七十五。 
本年度作品之取材均偏向生活與鄉土相關的題材為主要的研究主題。研究的方法

與器材也與教學器材相結合，器具及材料也便宜而易得，不乏有精巧的實驗器具

是作者設計與裝置的，展現研究者的創新能力。作者對於作品的講解，由於主題

是教材或鄉土相關的題材，容易瞭解而充分發揮其演講的技能，講解能力普遍提

升。 
由於全國中小學科展取向教學與鄉土教材之研究，因而不只是研究方法之改變，

思考之方式也有比較大的轉變，作品也偏向生活化與應用性的考量，是很好的誘

導方式。作品之壁報論文展示及個人電腦輔助講解方式在本年度確有很好的提

升，而作品的安全性與展示規格，均達到展覽規定之標準。 
本屆高中與國中組參展之件數較往年少，原因待分析。作者對研究成果的報告時

間，掌握的程度仍可改善。壁報論文報告配合筆記型電腦的輔助展示，對於作品

的講解是有絕對性的幫助。 
 
 
 
 
 
 
 
 
 
 
 
 
 
 
 
 
 
 
 
 
 



總評語   高職組   
 
    高職組今年在機械、電子、電機及資訊、化工、衛工及環工、土木四個分科
中，共有 25件作品參展，雖比去年減少一件，但在高職教育逐年萎縮及今年舉
辦地點較為偏遠之双重影響下，仍可維持幾乎不差的參展件數，表示高職學生之

參展意願仍然不減，誠屬難得。各科參展件數，以電資科由 15件降至 9件，變
化最大，但今年仍佔總件數之 36％，仍居最多數，反應作品數量與社會上產業
之熱門性息息相關，而目前較為沒落的傳統產業，如：土木、化工、等類科，反

而增加 80％，表示傳統產業仍受高職教育之重視，實為可喜。 
    為鼓勵高職組師生之參展意願，今年以具有創意就給獎為評審原則，共評得
2件第一名、其中之一兼得最佳創意獎，4件第二名，其中之一兼得最佳團隊合
作獎，4件第三名，6件佳作，單獨個別獎共 5件，兼得個別獎如上述有 2件，
得獎率為 84％。 
    最佳作品主題，頗能反應目前社會大眾在災害防範、節約能源，及生態環境
維護之迫切需求，如：自動防水閘門、節能之供水系統、居家安全系統及生態工

法、河川綠化等，顯示高職師生對社會動態之密切掌握，使學生教育與社會需求

接軌，難能可貴。 
 
 
註：今年農業及生物科技科併入生物科評審，故總評語請參生物科總評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