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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 20 幾年的教職生涯中，我有幸指導

了許多學生參加科展，現在，再過三年，即將

退休離開教職，這段指導科展的旅程充滿了挑

戰和收穫，也是我教職生涯中非常精彩的一部

分。 

在這段時間裡，我和學生一同走過了無數

個科展的準備和展示過程。陪伴學生一同發現

問題和解決問題時的興奮；每次成績公布時，

看到沒得獎時孩子們的落寞，以及得獎時的喜

悅；科展結束後，學生們彼此約定未來還要繼

續研究，要向大家分享比這次更棒作品的雄心

壯志。這一幕幕的畫面都深烙在我心中。 

在早年的指導過程中，很單純地只是為了陪伴學生深入探討問題，經

驗不足，只憑著一股濃烈的熱情。然而，到了科展會場，看到其他學校同

學的作品時，我們總感到自己的深度不足。幸好有校內的前輩給予我建

議，他說：「當老師提高了視野，學生也能看得更遠。」這句話深深地觸動

了我，從此我開始注重自己的專業素養，多閱讀相關文獻，擴展自己的視

野，讓自己更具深度和廣度。 

而在指導科展時，我始終堅信，「科展是學生的競賽，而不是老師的競

賽」。學生在進行研究時，先讓他們學會基本的研究方法，跟著他們閱讀，

提高視野，接著我們應該給予他們足夠的自由和空間，讓他們完成屬於他

們自己的作品，學生在研究中會展現出自己的創造力和獨特見解，我們可

以看到當學生有一個漂亮的發現、推導或證明時，那種興奮溢於言表，一

輩子都忘不了。老師的角色應該是指導和支持，而不是主導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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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面這幾年，常跟許多指導老師聊天，感覺有些老師有得獎的壓

力，或者覺得指導學生科展就必須要得名。我也希望學生能得名，但不會

為了得名而給予學生過大的壓力，如果得了名卻讓他們未來不想再碰研

究，這不是我想指導科展的初衷。前一陣子，縣科展結束，我指導的一位

這次科展成績不理想的學生主動來跟我說，「老師，我想預約老師明年再指

導我做科展」，真的很感動。每屆科展結束後，我都會跟學生開檢討會，最

後一個問題都是「未來你還會想要進行研究嗎？」，每次得到的答案都是非

常肯定，無論得名與否，都讓學生喜歡上探究。 

當年，在修教育學分班的指導教授曾對我說：「不可當一個名師，如果

是名師就不要回去找他」，這句話我一直放在心中時時提醒自己，他希望我

能成為「人師」。 我想，在指導學生科展時，我都沒忘記初衷。 

前兩天，20 幾年前畢業的學生，在我的 FB 留言：「不一樣的河內塔，

到現在還記得很清楚～」，真是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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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國華團隊大家一起鼓勵，所以才能不斷向前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