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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第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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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6件學校科展

作品中，推薦4451件參與地方或區域競賽，再推薦408件作品參與

全國競賽，僅有4%作品可參加全國賽。本屆共405件作品參賽，作

者共1192人，指導老師共642人，各組別作品數量分配還算均勻，

國小作品135件分8科別，國中作品120件分8科別，高中作品150件

則分12科別。作品評審團由105位評審委員組成。 

數學科作品以探討組合計數問題作品居多，另有探討棋盤遊

戲、幾何問題、及投資組合期望值問題的作品。大部分作品在問

題的分割與處理上極為細膩，分析過程有條不紊，問題的本質與

解決策略亦具創意性，顯示出學生超越其年齡的數學研究能力，

尤其是在三角函數性質的運用上表現突出。總體來看，作品多能

充分展現科學研究的精神，能夠有效激發學生對數學研究的興趣。

許多計數方面的研究可以通過程式計算來提高效率，這需要指導

老師引導學生學習程式編寫，大多數作品是延續之前的研究，希

望未來能有更多來自日常生活的數學問題研究。 

本屆物理科作品共有國小組20件、國中組20件、高中組15件，

整體而言，內容取材多樣性，多能從細微研究動機出發，延伸出

一個科學性的探索，也不乏具創意作品及實用性。國小組，多件

作品能善加運用程式軟體來協助實驗的進行和數據處理，更能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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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發掘主題背後科學原理。多個作品實驗設置與方法極具創意巧

思和創意，搭配軟體的應用使得成果能更有效量化觀測現象變化，

這不僅僅使得複雜系統問題得以更加簡單和具體描述更能進一步

確實檢核實驗的細節。物理科國中組的學生都選取了富有挑戰性

且具實際應用潛力的主題，如卡門渦街現象、光纖導光、超音波

懸浮等，但大部分為過去科展研究過的題目，略少新意。不過仍

有部分作品實驗設計詳細，數據分析詳盡。此外，許多作品的技

術術語可進一步解釋，並進一步探討不同條件對研究結果的影響，

以提升研究的全面性和應用價值。整體而言，這些報告在探究和

實踐應用方面尚展現基本科學素養。高中物理科，集中在運動力

學相關主題，多數作品以攝製運動軌跡為主要實驗數據，大部分

作品能自製簡單實驗設備，讀取完整實驗數據，達到實作的功效，

進行有效率實驗，並以物理關係式擬合實驗數據，發掘物理內涵。

大部分作品探究完整，但物理變因的範圍較侷限在已知的範圍，

尚有提升空間。大部分作品實驗記錄過於簡略，報告內容太過於

注重實驗細節的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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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以下的特點：學生科學研

究態度非常熱情，口條流利，舉止大方，實驗觀察仔細。研究內

容具有多樣性，並且將生活當中容易取得的物品引進研究內容，

然而在處理多變量的對照組實驗中，往往會有多種變因，造成研

究成果不易判讀。此次國中組化學科共有13件作品，包含以下的

特點：實驗內容豐富，個人態度積極，問題解決的企圖心高。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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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過去常見的生活化學探討外。有專注於國中化學實驗研究的缺

失，進行改進實驗裝置，以求 。包括滴定終點的決定及生鏽程度

的量化等，題目非常適合國中生程度在其所處教學場域的發揮，

發現問題並想出解決方法，獲致優秀成果。此次高中組化學科共

有13件作品，包含以下的特點：高中化學科展題目包含合成有機

分子及其光譜鑑定、用顏色觀察氧化亞銅的形成、DNA探針電極的

製備以檢測微量的miRNA、製備聚合物微胞以進行藥物釋放、用有

機金屬框架材料延緩驅蚊成份的釋放、用超音波達成聚合物微胞

的藥物投遞、以蛋殼膜分隔合成奈米銀及氧化亞銅粒子、利用環

境中常見的葉子當染料製備染敏電池，及製備發光碳量子點以產

生自由基來殺菌。多數題目內容豐富，也有進行相關文獻的探討，

並有許多學生自己的發想和實驗結果的解釋。建議可以對為何進

行某些實驗及其結果可以多加解釋，並想想解釋的合理性，另外

也可嘗試做一些較新穎少見的題目。 

高中應用科共有52件作品，其中工程學科(一)有17件、工程

學科(二)有12件、電腦與資訊學科有12件、環境學科有11件。工

程學科(一)研究內容涵蓋救災工程、人工智慧、光學半導體及車

輛與機械控制；工程學科(二)作品則有鄉土材料與農業廢棄物再

利用、多元工程應用研究；電腦與資訊學科則以AI技術的應用為

主；環境學科則以水資源、綠能、生態調查研究及病媒防治應用

為研究主題。由於高中同學所學均以物理、化學、生物、數學等

科目為主，工程應用、電腦資訊及環境學均為從有興趣開始自學

與摸索，所花時間大部分放在「動手」，「動腦」部分或與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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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之連結，則較為欠缺，因此各科雖均有不錯的創意作品，但

對文獻之整理、應用、以及基礎理論或實驗資料之闡明均有不足

的問題，仍待指導老師予以強化。 

國中小應用科學科的作品多元，大部分作品的動機源於日常

生活，利用周遭垂手可得的材料作為素材，展現參賽學生的創意

巧思、邏輯思維、科學素養以及動手實作能力，值得肯定。許多

作品不僅基於過去的文獻研究進行搜索、閱讀以及消化，實驗步

驟與設計也都相當嚴謹仔細，還能創新地引入了新式概念，後續

實用性與前瞻性上將具備其優勢。應用科學科國小組的作品內容

多樣化，部份實驗涉及複雜的設計及製作過程。應用科學科國中

組作品研究主題多元，涵蓋現代科技的新發展，如人工智慧、物

聯網、感測元件、自動化裝置和運動科學等領域，另外包含循環

經濟、節能減碳及民生用品等有著深刻的理解，能充分體現了現

今重要課題-永續發展。部分作品運用人工智慧探討語文閱讀相關

問題，將科學研究拓展至閱讀素養與認知情感，展現學生的跨領

域整合能力。整體而言，本屆作品不僅展示了創意與實用性，還

彰顯了同學們在科學研究中所展現的團隊合作精神，為未來的永

續發展與科學應用貢獻了寶貴的思考與解決方案。 

地球科學組的作品，高中組包含塑膠微粒、碳封存等熱門環

境議題、聖嬰對登革熱或對黑潮之影響、氣候變遷與颱風活動、

消波塊與砂石掏空量、太陽活動與海溫變化，以及水下聲頻測量

系統之研發等。國中小組題目涵蓋本土地質、環境詳細考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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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颱風、地震與防災減震、太陽能，火龍捲等，議題相當多

元。研究方法包括本土資料彙整分析、建立模擬裝置進行實驗，

以及野外考察採樣，探究分析等，各具特色。大部分的團隊都能

清楚表達作品之內容與研究之成果，也能適當使用資訊系統或套

件軟體來進行分析，值得肯定。惟不少同學在說明實驗模擬結果

時，常忽略了這些結果的限制，以及可能應用到野外時會遇到的

問題。背景知識補強，特別應針對研究主題加強相關參考文獻之

收集整理。有沒有新發現或創意，是要以過去相關研究為基礎，

而不是只跟以前科展作品比較。說明實驗模擬結果時，不能忽略

這些結果的限制，以及可能應用到野外時會遇到的問題。可以加

強實驗、模擬或採樣分析結果的物理解釋以及統計之檢定分析、

研究成果之不確定性和誤差分析或應用之限制說明等。做小型實

驗如地震與建築等，學生對於尺度相似和尺度相似存在的物理條

件，似乎沒有這方面的觀念，縮尺實驗結果不一定能應用於放大

尺度，若無此觀念，討論實驗結果時容易過度引申，尺度相似與

否是重要科技觀念，學生或老師應有理解。 

國小生物組共15件作品，作品涵蓋生物多樣性、動物行為、

營養生理、害蟲防治、生理、生態、功能形態等多個領域的探討，

顯示出同學們在生物科學探索上的廣泛興趣與深度思考。同學們

在研究過程中展現了精確的研究問題定義能力，並運用科學方法

進行觀察和數據收集，進而進行系統性的分析和評估。觀察與敘

述能力的顯著進步，能夠清晰地描述實驗過程中的觀察結果，並

就所得數據進行合理的推理和解釋。有些作品在實驗的重複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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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不足，這可能會影響到結果的可靠性和科學性；亦有作品研究

太發散而沒有聚焦問題的主軸。未來，應該鼓勵同學應該聚焦所

研究的問題，確保實驗結果的準確性和可重複性，這將有助於進

一步提升研究的科學價值和影響力。國中生物作品共有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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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鼓勵。 

高中生物組農業與食品學科作品共有12件，較往年略增，參

展作品整體上亦較往年進步，在題目與研究主題選擇上，亦頗具

創新性或具有商業發展之潛力。大部分作品若能再深入瞭解試驗

設計與統計分析的理論基礎，並能正確利用統計方法分析試驗結

果，做出之解釋才能符合科學證據的論述，則成果將更有價值。 

高中生物組植物科作品共有8件，本年度參展作品題材以及實

驗方法都相當多元而有創意，從生理、生態、生化、到大數據的

分析，且經常善用身邊可以取得的植物材料，從觀察到校園中植

物生長差異而延伸出來的創意作品。更難能可貴的是，作者不僅

對實驗原理及步驟有相當的了解，也能與之前相關的作品做比較

而確切地掌握住作品的創新度在哪。 

高中生物組動物與醫學科作品共有14件，今年水準普遍比往

年提升。學生們都了解如何正確撰寫研究報告，也會使用正確的

統計方法，呈現研究數據時，也會呈現所有的研究數據。這些進

步，是做實驗軟實力的無聲呈現，可喜可賀。今年的作品有一半

是培養癌細胞，研究癌細胞的細胞遷移或癌化進程的探討，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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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作品探究各種動物的行為與生理或特殊組織的功能，種類多

樣有趣。也有作品尋找利用最新的電腦資料庫從事多組學分析，

會是未來研究的趨勢。 

高中生物組行為與社會科學科作品共有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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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加強文獻探討與理論基礎探討、研究方法與統計資料分

析無法與研究問題相呼應，深入探討其背後的社會科學意涵。 

整體建議：1.加強引述與研究主題相關的參考文獻。2.加強

實驗確確度及誤差分析，實驗有效位數及準確位數不應隨意延伸。

3.加強實驗或模擬的限制說明，實驗結果時不宜過度引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