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第 62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物理科評語 

今年國小組作品 21件，部分作品與之前科展或是 IYTP主題相似，但也有創

新的探究來自於日常生活的創意。尤其今年有兩件具有鄉土特色之作品，研究材

料就地取材，非常值得鼓勵。今年得獎作品大多利用自行設計實驗設備來定量的

解釋觀測到的現象及數據，並大多能以物理的角度加以闡明，達到科展科學探究

的目的。少數作品的主題及參考文獻遠遠超出小學生的能力範圍，應該盡量避

免。 

國中組作品共 16件，相較以往各屆，較多數作品主題為具有創新意趣的議

題，多能設計多項實驗變因並系統化進行實驗探究，且對實驗現象作定性描述或

量化分析。今年獲獎作品，多係有運用新實驗設計或分析方法，獲得到創新結

果。但也對多數參賽作品提供建議，當著手研究前，應查閱相關文獻及既有科展

作品，思考以具創新性地實驗設計或分析方法，以期獲得有進步性與創新性的結

果。也建議從事變因實驗探討及量化分析時，應思考對應的物理意義，或查閱相

關理論模式並分析探討，或將數據予以回歸分析，及建構理論模型與探討物理機

制。 

今年度 21件高中作品，大部分作品能自製簡單實驗設備，達到實作的功

效，利用高階軟體，錄影紀錄運動軌跡，分析力學物理量。能精準的控制變因，

增加實驗的準確性，使物理主題現象清晰顯現，整體作品探究完整。能讀取完整

實驗數據，能依科學實驗及分析方法，惟多數作品對實驗數據的準確度之理解及

運用以及數據回歸分析尚待加強。學校指導老師可再加強對學生指導，分析實驗

設計差異。評審雖是透過視訊，作者的臨場口頭演釋，解說的深入程度也有顯着

提昇。本屆物理與天文學科作品集中在複雜運動系統的力學分析，但實驗數據的

解讀與瞭解仍有加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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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科評語 

化學科作品種類繁多，題目的發想範圍較為廣泛，但多是將化學概念應用到

不同領域上，如化學生物學、生技醫藥、環境科學、材料應用、食品化學、能源

應用等，純化學的作品數量較少。學生對科研的努力，值得欣慰，唯對於研究背

景，理論及研究方法的運用原理，論證及報告撰寫方面，尚待加強。研究主體多

少受到導師的影響，如能多激發學生參與構思發想及實驗設計，更能達到科展的

目的。 

此次國小組化學科共有 17件作品，以應用及生活科學導向，學生普遍能表

現研究活力，內容充實，涵蓋材料開發、生物環境科學、燃燒現像，食品化學

等，有部分學生作品是獨力研究，但部分作品所用到的技巧如螢光分析等，已到

達大學學科範疇，離開了國小學生的能力與理解範圍。有部分工作如木氣爐的研

發，每一個爐體均精心製作。題目的發想和創意上多能離開過往科展的思維架

框，值得鼓勵，但研究主體多少受到導師的影響，看來並非完全是國小學生的發

想。在報告的呈現上，多以原始數據的報告形態出現，若能經分析後去蕪存菁，

多利用圖表整理後再呈現，其表達效果將能大大提升。 

國中組共有十六件作品，主題涵蓋了酸鹼及氧化還原、分析化學中的滴定、

有機合成、材料合成、生物化學、燃料電池等等，十分廣泛。大部分的作品的研

究成果都十分豐富，也涵蓋到生活應用和環保議題。得獎的幾件作品，特別是在

題目的發想和創意上有獨特性，也同時具備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學生們也勇於創

新和設計自製研究工具來進行研究，真實地將課堂上所學到的內容活用到其研究

的主題上，很值得鼓勵。其他的作品雖未能得獎，但也做得十分有趣，內容也十

分豐富，其主題和研究內容若能再加深加廣，未來一定也能夠有很好的研究成

果。 



 
 

關於這次高中組的作品，化學生物學以及生技醫藥方面的件數增多，而且研

究的質與量相當優異，除此之外，也看到一些新穎且相當熱門的研究，不管是銅

製程的先進封裝以及水泥電池的發想。普遍說來在升學的壓力下，能夠保持對研

究的興趣和熱情，非常值得鼓勵。對於參展的作品，評審們有以下的建議： 

1. 對於研究的背景，使用的理論及研究的方法，應該進行更深入而全面的

了解，這樣對於研究的來龍去脈、以及「為何而做」，了解數據背後的

化學意義，對於反應速率動力學的掌握跟了解需更加精確。 

2. 負面的研究結果，仍可以適時地提到，這樣可以加強正面結果的意義。 

3. 線上科展，對於圖的掌握，可以更加精確。也應當適時地表達自己的熱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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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類科評語 

本屆國小生物科 21件作品題目廣泛，從生物多樣性、生態棲位、生物力

學，甚至在外太空的微重力環境對植物生長影響等議題的探討，顯現出同學在研

究議題的選擇比以往更加廣泛，操作型的實驗也比以往多，是令人感到振奮的。

作品說明書的寫作，從問題探討到假說的形成，邏輯推理與數據分析與過往比較

有相當程度的進步，顯示指導老師的用心指導成果。本屆參賽的同學在應答方面

大多展現出親自參與思考、架構與操作實驗的自信，且相互補充回答，團隊合作

的表現相當難得。然而，各個作品比較需要加強的部分都在操作試驗重複數不足

的問題，而仿生作品在模擬的材料選擇上缺乏材料特性的考量，以致數據較缺乏

說服力，這是比較可惜之處。 

今年國中組生物科 16件作品內容非常的豐富，從動物行為與特性的分析開

始，延伸至氣候變遷、環境惡化以及增加農產品產量的應用層面，非常的精彩。

舉例而言，參賽團隊對於避債蛾建造蓑巢的行為模式觀察、創意測試鼠婦的交替

性轉向反應行為、利用攝影技術與電腦軟體來量化海葵白化程度、教室內創造出

可調控潮汐現象的人工生存環境，詳細測試各種可能生態條件。 

「高中組農業與食品學科」8件作品在實驗設計、數據分析與結果呈現上，

皆較往年有所進步與提升，多數作品能善用統計方法分析實驗數據。惟部分作品

宜對研究主題相關背景有所瞭解，並對產業應用及未來性進行評估，則成果將更

為精進。 

「高中組植物科」共有 6件，作品題材，涵蓋形態、解剖、生理與分子生物

等不同層次研究，在實驗設計、數據分析與結果呈現上，皆有一定水準，且研究

題材涵蓋鄉土農學、新冠時事與氣候變遷對植物影響等議題，選擇較往年寬廣與



 
 

提昇。 

「高中組行為與社會科學科」有 9件，基本上今年作品大部分是以問卷調查

方式，來描述及分析所得到的問卷結果，僅有少數作品能夠清楚地闡述研究假說

為何，以科學的方式得到結果進行統計分析，實屬可惜。另外，在行為與社會科

學科作品中，若牽涉到人的相關研究或是調查，必須提供相關的人體試驗倫理委

員會 (IRB) 的相關證明文件。 

「高中組動物與醫學科」有 15件，涵蓋物種豐富，包括細菌、昆蟲、魚

類、小鼠，到人類。內容則集中在腸道菌、行為學、藥品開發、神經等領域，顯

示這些領域是目前較為人所關心的領域。研究水準則逐年提高，今年幾乎所有作

品都知道應用統計學概念，也都更富創新性。 

在這些極具有創意、深度、原創與發想的研究主題、素材與結論中，我們看

見了生命科學的蓬勃發展，也看見了應用生物的智慧來提升人類生活品質的可能

性之外，每位同學們令人驚豔的研究探索潛力與邏輯思考更是這次科展過程中值

得肯定與喝采。 

惟在實驗紀錄之詳實與精確性仍需加強精進。作者在實驗架構與設計過程，

背景文獻與知識須再加強深入瞭解，以立足於前人研究基礎上更加精進，若選取

研究議題具有未來產業應用性的作品，應加強與商業生產材料與方法的比較以做

為評估依據，亦應具備成本概念。只是還需要加強承認並致謝提供研究幫助與材

料的人，及論文的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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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評語 

中華民國中小學科學展覽今年邁入了第 62屆．中小學科學展覽在臺灣對於

培育以及挖掘中小學科學人才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國小組計有 12件參展作品。作品取材方向依往例，仍以幾何相關為最多(計

有 6件)，其次為數論與組合相關(計有 3件)，策略與最佳化分析(計有 3件)。 

近年來國小組科展作品迭有空間摺紙相關的題材，顯見空間幾何的吸引力已

逐漸往下紮根，是一個可喜的現象。 

今年國中組的數學科依舊充滿了滿滿的創意，也洋溢著年輕的活力。本屆最

後入選共有 26件作品。其中內容涵蓋的面相包含了許多棋盤遊戲的討論，數字

拆解的奧妙，幾何形狀的美麗。總結來說，今年國中組的作品依舊有高水準的表

現。 

高中組今年有 19件作品，涵蓋了幾何、數論、組合與機率等面向。其中不

少作品選擇了新的題材，一些延續性作品得到更完整的結果，是可喜之處。建議

學生可以更多面向的取材，且有餘力時學習更多數學以進行更深刻的研究。 

總結來說，這些作品不僅展現了這群學生的創意，也深刻的表現臺灣豐沛的

優秀人才。我們也很期待如此優良的傳統能夠繼續傳承下去，同時也繼續在中小

學種下科學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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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科學及地球與行星學科評語 

這一屆地球科學科展作品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類型，第一類型利用網站或資料

庫資料，針對某種現象或議題進行分析，歸納出特徵，並對相關分部或變化進行

解釋。第二類的作品，學生自行設計實驗裝置或設備，針對某種現象或物理過程

進行實驗觀察，統計分析歸納出變化之規律，並進行物理解釋。第三類為針對地

科現象或過程進行野外調查或採樣分析，探討分布或變化之原因。 

今年高中組地科作品相當多元，焚風、空氣品質分析、空氣汙染因子之人工

智慧分析等，大致屬第一類型。海水分層變化、雙漩渦互動、雲滴成長、海洋環

境因子與防腐等大致屬於第二類之科展探究。潮鳴電摯、海底峽谷與底棲動物等

屬於第三類型之科展作品。大部分之作品都相當完整，實驗設計很有創意，也有

多件關懷鄉土環境之探究。少數作品圖表引用應註明出處，實驗與分析結果可以

加強相關物理過程之討論。簡化之實驗與自然環境一定會有差異，實驗結果之應

用宜注意其限制。 

今年，國中與國小組的作品完工度都非常高。多件研究是野外實察或室內實

驗，再加上模擬分析，耗時且份量繁重，大家都沒怯步，堅持完成，令人激賞，

值得鼓掌。學生們進行探究的研究主題，從解決周遭生活問題、新聞議題到環境

變遷所，相關結果都值得參考或省思。例如，找出最適合校旁興建中的社宅方位

達到校園冬暖夏涼的目的；開發最適合台灣海峽沈積物特質的離岸發電基樁或者

找出大崗山石灰岩破裂主因，並以小學生能力就做出互動遊戲以及發想出大崗山

地質館，創意十足。亦或是，國中同學利用不同鹽度模擬梅雨及相關流型，都令

人讚嘆不已。 

不少同學在說明令人驚豔的實驗模擬結果時，多忽略了這些結果的限制，以



 
 

及可能套用到野外時會遇到的問題。這是由於，地科的研究，橫跨的時間與空間

尺度可以很大，可以從幾毫米到幾公里，可以從幾秒到幾百萬年，這是它有別於

其他物質科學學門的地方，也是所有同學未來需要進一步思考的議題，也就是尺

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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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組、國中組生活與應用科學科評語 

生活與應用科學科的作品都與民生議題密切相關，解決塑膠微粒的環境問

題，加速食物解凍，植物澆灌的裝置，解決現有存在之環境問題、工程問題、農

業問題等，透過探究與實作的精神進行探討，且亦能藉由研究過程進而優化其發

想作品概念，實作力表現亮眼。多數作品針對過去作品與文獻進行收集分析，並

統整其優缺點，找出須進一步探討改良的問題，如此的科學探究的精神，值得鼓

勵。作品中亦有幾處觀念亟需加強教育，例如： 

1. 此次學生在測量數值不穩定時沒有很好的處理原則，甚至直接排除而不

呈現不符合預期的結果，此點較令人憂心，若沒有良好的科學指引，有

可能建立了「選擇數據」的習慣而不自知。建議指導教師應培養及傳達

正確的數據處理原則，協助學生建立正確的數據處理方法及客觀的科學

態度。 

2. 在網路世代，參考資料的取得相對容易，但有部分作品的文獻回顧，學

生未能完整消化資訊後，以自己的文字表達，亦沒有正確引用他人所寫

的文字。建議能在學校課程中，教導學生寫作原則，以免違反研究倫理

規範而不自知。 

3. 實驗方法與實驗安全方面，有作品開始使用國中尚未提及，但有相當程

度危險性的化學實驗，例如氧化還原滴定。然從學生口頭報告及作品說

明書中可發現未能選擇正確實驗方法、數據判讀，甚或是要注意的安全

程序亦是一無所知。另外也有作品需接觸 pH值>13的強鹼與 pH值<0

的強酸，但從照片上看起來未配戴耐酸鹼手套，也未著實驗衣與安全眼

鏡，顯見對於實驗安全的訓練需要加強。 



 
 

4. 有部分作品已經開始將成品試用在人類身上，但中學尚無生物安全委員

會可先行檢視，並教育相關研究倫理與進行安全性評估。建議未來若進

行與人類相關實驗研究部分，應先進行安全審查，通過並核備人體實驗

同意書後方可進行相關實驗，避免造成受試者生理或心理上之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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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組應用類科評語 

本年度高中應用學科共有 50件作品，其中環境學科有 8件作品，電腦與資

訊科學科有 11件作品，工程學科(一)有 17件作品，工程學科(二)有 14件作品。 

環境學科主要內容為廢液與廚餘回收、重金屬離子分析與去除、水中硝酸鹽

與亞硝酸鹽降解、二氧化碳高選擇性轉化生成合成氣之碳中和等。得到名次的作

品，以創意佳、應用可能性高、實驗完整等而獲得好評，例如得到第一名的作品

「二氧化碳高選擇性轉化生成合成氣之碳中和工程」即是。其他作品建議要說明

與過去文獻之差異，以文獻回顧方式，整理過去科展或論文中與本研究相似的資

料，比較說明此研究的創新性；在規劃實驗時，應先彙整國內水體受污染的濃度

資料，並瞭解水體各污染物質之特性。 

電腦與資訊科學科的作品從資訊科學理論探討，到資訊科技應用的作品都

有，且有多個作品能從現實生活中取材。而多數作品能透過實驗方法進行驗證，

整體而言作品的完整程度高。然部分作品在資訊科學理論方面可再更為深入，對

於相關文獻與該主題當前最新發展的狀態掌握度仍有加強空間，同時在實驗設計

與日誌的撰寫上，可更詳實記錄研究的過程。 

工程學科(一)作品包含日常生活與工商應用，家用智慧冰箱、廚房防災警

告、智慧孵蛋、通訊無人機、水質檢測無人船、火箭姿態控制、自動鏟花與銑床

加工等，並且能運用資訊與通訊、物聯網、人工智慧等相關技術，可見國內高中

工程教育之技術與應用面向的拓展，教師與學生的努力，均非常值得鼓勵！但仍

建議應對效益進行量化數據的評估；與現有相關市售產品或文獻上的相關技術與

成果，進行質化與量化的比較，具體說明差異，以彰顯自身作品的創意與價值；

對於延續性或是同期參與其他競賽的作品內容，應該自我陳述與說明本次作品的



 
 

差異性，以符合學術倫理與彰顯作品價值。 

工程學科(二)作品多屬多元工程應用研究議題，包括鄉土材料與農業廢棄物

之再利用，兼具科學研究與環境保護雙重目標，同時，藉由深入試驗與分析，針

對延續性研究進行優化設計與性質量測，提供實驗數據驗證應用可行性。所有作

品具探索精神，使得學生能接收良好科學訓練與分析方法，惟部分研究選用昂貴

精密儀器及先進分析軟體，例如，EDS、FTIR、CMOSOL及流體力學計算軟體

等，學生較缺乏基本原理與參數設定等瞭解與認知，進而影響研究成果之正確性

與完整性，值得提醒指導老師於學生研究過程中，加以注意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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