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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第 63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評審總評 

 
本屆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參賽作品，是由9,741件學校科展作品中，

推薦4,861件參與地方或區域競賽，再推薦404件作品參與全國競賽，僅

有4%作品可參加全國賽。本屆404件作品參賽，作者共1187人，指導老師

共647人，各組別作品數量分配還算均勻，國小作品131件分7科別，國中

作品122件分7科別，高中作品151件則分12科別。作品評審團由101位評

審委員組成。 

 

本屆數學科作品共有國小組14 件、國中組20件、高中組16件，整體

來說，今年作品主題多為幾何方面，建議學生可以嘗試更多元取材，也

許可以有更寬廣的方向。國小組作品，在知識向度方面有數論、幾何、

資料的不確定性與排列組合。在數論方面有對分數轉換成圖形模式的表

現、變形魔方的探究與科學研究月刊題目的研究，研究主題多樣。國中

組，本次數學科總計20件，評審之作品多為幾何類主題，整體水準較往

年提升，參賽者的口語表達能力也逐年進步。少部分作品之撰寫未達科

技論文之最基本要求。高中組，16件參賽，比較特別的是其中有過半數9

件作品探討幾何問題，其中不少作品的技巧與完整性有所提升，且文獻

探討也較先前更加詳實，是可喜之處。惟取材面向不夠寬廣，許多作品

的出發點是過往作品的延伸或變形，較缺少另人耳目一新的作品，是比

較可惜之處。 

 

本屆物理科作品共有國小組19件、國中組20件、高中組15件，整體

來說，今年作品主題多為流體現象方面，作品展現學生對物理的熱情與

努力，期盼未來學生們能更注重數據分析與創新設計，使作品更富科學

性與創意性。今年度國小物理科，就數據與內容的展現而言，同學們對

於運用圖形呈現數據、不確定度以及變化趨勢等，仍有相當的改進空間。

國中物理科，作品展現學生從物理現象與競賽主題出發的創意，且設計

實驗變因與系統化實驗，凸顯科學研究的努力與成果。然而，作品對實

驗結果的定量分析與物理模型應用尚待強化，建議學生後續深入數據分

析，並採用適切物理模型以佐證結果。高中物理科，作品僅15件，集中

在流體力學相關主題，大部分作品能自製簡單實驗設備，以簡潔清析的

器材及方法，發掘物理內涵，並展現軟硬體的高度協調能力，能讀取完

整實驗數據，達到實作的功效。利用錄影紀錄運動軌跡，分析力學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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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據以理解運動物理量。多數作品對實驗數據的解讀與瞭解及物理機

制的探究仍有加強空間。 
 

國小組化學科共有16件作品，很多作品都能提供自製的檢測儀器與

器材。題材生活化，能融入地方特色，反映社會問題。大部分的隊伍實

驗日誌的紀錄都需加強，應該針對實驗步驟、實驗條件、實驗數據及實

驗現象的觀察做詳實記錄。海報及作品說明書上的數據與圖表呈現方式，

應該盡量符合實驗目的，讓讀者易於理解。國中組化學科共有14件作品，

實驗內容豐富，記錄詳實仔細。個人態度積極，問題解決的企圖心高。

科展之星的培育人選似乎呼出欲出。本屆的作品，除了傳統化學反應探

討外。也有以化學的角度來探究物理的現象。在拓展實驗研究的廣度，

有其正向的效應。此次高中組化學科共有11件作品，主題範圍包括廣泛，

從生技醫藥、奈米科技、到化學合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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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一)學科的作品共有18件，今年作品與往年相比，作品選題廣

度增加，包含能源、醫療照護、光學檢測、水下探測與多功能電子元件，

平均水準非常優秀，更重要的是學生對研究的熱情，令人印象深刻。在

設計實驗的時候，需參考科展實施要點，準備相關的安全文件。比較容

易被人忘記的是當進行問卷調查時，必須提交「人類研究切結書」以及

「受訪者同意書」。對於研究的發想，還是鼓勵學生自發性的餐與實驗

構想及研究設計，回到參與科展活動的初衷。 

 

工程(二)學科的作品共有16件，今年作品與往年相比，能源領域相

關作品較多，但由於材料的鑑定多涉及較貴重的儀器設備，以後宜強化

基礎性的學理探討，以提升學生研究的自主性。作品中能有廢棄物再利

用之研究，符合永續發展精神。 

 

電腦與資訊科學科的作品共有14件，且主題相當多元，其中有多個

作品皆能從現實生活中取材，並且能透過實驗方法進行驗證，整體而言，

作品的實用性及完整程度皆高；然部分作品在資訊科學理論方面的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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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在實驗日誌的撰寫上，可更詳實記錄研究的過程。 

 

高中組環境學科共有12件作品，內容包括污染物分析或感測器研發3

件，汙染物處理技術3件，塑膠粒捕捉或攔截2件，減碳或產氫2件，另2

件則為入侵種生態調查與PM2.5對植物光合作用的影響。今年環境學科的

作品研究水準均高且整齊，名次之評定有些困難，但獲前三名的作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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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大成特別獎的作品，在學術研究之創新性或工程實務的應用性上較高，

再補強評審指出之問題後，均有機會參與國際科展的競爭。 

 

生活與應用科學科(一)國小組作品多元包括運動稱活應用，玩具回

收、光學等，國小組則從麵包蟲的糞或暖暖包的再利用，到傳統的染布、

複合材料填縫劑等研究，作品多元且具創意，都與生活中的觀察息息相

關，從本次作品可以觀察得到，實驗設計內容豐富且完整，有些作品具

有實用價值與發展潛力，可感受到學生們很認真的投入科學研究。國中

組，研究主題涵蓋能源(包括太陽光伏、熱電、地熱發電管道設計優化、

廢熱回收)、機器人與智能機(行動輔具、家居控制、老人照護、運動輔

具、教具、救護車避讓、輪椅新型輪胎)、細胞分子生物學(病毒防護分

子對接模擬)、感測器(登革熱潛勢觀察)、工程力學(抗震結構)、環境工

程(氣泡牆)等，每件作品皆從生活經驗與需求出發、並發揮創意構想、

團隊精神、探究精神，研究成果完成度高，極具生活應用價值與發展鄉

土教材的潛力，參賽選手的表現可圈可點。 

 

本年度生活與應用科學科(二)，平均表現相當不錯，有幾項建議，

第一是在實驗數值的分析部分，因為生物性實驗的誤差較大，同一次實

驗的每個組別需有多重覆的樣本值以及平均誤差方可協助判定組間是否

有差異，需要被包含在實驗數據的表達內。第二自行發展出來的測試模

式，應進行基本的穩定性以及以正負控制組來確定其評估的敏銳度，如

此可強化後續數值測試的可信度。第三實驗記錄本在本次的作品中已有

大幅改善，大致看到的缺點有缺乏日期，使用活頁夾進行記錄，以及記

錄使用鉛筆(易修改，無法判定是否事後修改數據)等等缺點，實驗記錄

可以協助研究者在研究持續進行中回溯過去的數據而對研究有更客觀的

看見，是研究中重要的一環，應該在開始踏入研究的探索時就養成良好

的立即記錄習慣，如此也可以在每次實結束後進行有效的討論，並有利

於接下來實驗的改善。 

 

地球科學科作品，表現非常亮眼。各團隊皆能清楚地說明研究結果，

也能有邏輯地推理，得到不同的研究推論。整體而言，學生對於表達以

及回答問題積極性非常高，主動性很強。對於搜尋文獻資料態度積極，

技能也精通，以及新的科技產品都有很好地應用在研究中。例如，國小

組，藉由學校的遺跡構造分析，說明臺灣近百年的海岸線變遷。高中組

第一名作品結合衛星遙測技術與現地測量，發展集水區水體面積與水體

底部地形之遙測方法，可以快速提供水庫或集水區水體體積之估計。第

二名作品開發低成本之地震檢測儀，並在全台建置超過百台之地震儀，

可以及時提供地震之相關資訊。本年度高中組地科作品相當多元，包括



4  

先進儀器觀測資料之分析應用，動手開發儀器，寫程式分析大數據或斷

層面之數據擬合，也有不少關懷鄉土之作品，例如針對午後對流或秋老

虎進行探究。 

 

國小生物組作品共有16件，學生們的作品主題富於變化，並以細膩

且深度的觀察呈現對生物現象的理解。充分利用周邊環境的生物作為研

究主體，並巧妙地結合仿生理論，讓學科教育與實際生活應用完美融合。

對生物的詳細觀察，以及如何將觀察所得與日常生活以及仿生科技緊密

相連，確實展示了國小生物科學教育的深厚基礎及其應用能力。國中生

物組，作品共有22件，作品題材豐富多元，多件作品具有創造力。參展

學生具高度熱忱，且能夠能應用新型技術於生物學的探究。 
 

高中生物科農業與食品學組，作品共有8件，研究面向多元，主題涵

蓋農業、食品、保健、美妝等。部分研究主題同時考量到環境保護、廢

棄物利用之環保、永續議題，頗具創新性及商業應用性。部分優秀作品

在經深化補強關鍵試驗數據後，將有申請專利之潛力。 

 

高中生物科植物組，本年度作品共有8件，此次參賽學生都盡心盡力，

表達能力佳，展現十足的熱忱。植物學們的作品，能善用身邊可取得的

材料，也能深入野外採集，有多項作品注重永續議題，對抗環境汙染提

出有趣的解決方案，統計分析上較去年作品精進許多，相關背景的論述

也不錯。 

 

高中生物科行為與社會科學組，本年度作品共有11件，研究主題除

涵蓋鄉土題材(例如：告別式禮俗)，亦重視流行趨勢(例如：ChatGPT結

合LINE融入數學之混成學習)，並能將時事(例如：金門大橋興建後對居

民影響)納入研究並進行深入探討。今年的作品除了能夠自行收集即時數

據(如眼動與腦波)，並能以適當的統計方法來檢驗科學的假設，進而應

用到社會相關議題的探討，既富創意又有實用價值。研究方法/工具涵蓋

敘事、田野/問卷調查、深入訪談、手勢識別、眼動儀/腦波機、隨機分

組實驗等，皆值得嘉許。 

 

高中生物科動物與醫學組，本年度作品共有13件，題目相當豐富，

從扁蟲的消化道、淡水螺的游泳方式、到生物技術的發展、癌症與神經

性疾病的治療，題材廣泛，所用的方法也具多樣性，說明學生們的創意

無限，從生活中的各個面向都可以取得研究題材。今年最大的警訊是許

多參賽者太過重視實驗的結果，卻忽視實驗記錄的重要性。實驗記錄簿

就是紀錄從失敗到成功的過程。許多記錄簿不夠完善，沒有呈現這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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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的過程。許多參賽者只呈現整理出來的分析結果，實驗紀錄簿上卻沒

有顯示出原始數據，非常可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