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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不要指導科展？」這是我

2017 年在臺東初任教師時，校內一個老

師問我的問題。當下我的反應是「蛤？」

這一個蛤字代表著兩個意思，第一：我

沒做過科展，所以不知道該怎麼指導科

展；第二：問我這個問題的是一個國文

老師！她看我很困惑於是接著說「我有

幾個學生需要人幫忙，你要不要來試試

看？」我懵懵懂懂地答應了下來，就一

路做到了現在。 

雖然我有做過研究寫過論文，但學

生時期沒有參加過科展，身為新手小白

的我對第一年的指導真的非常印象深刻。

題目設定、資料查詢、實驗設計、結果整理、報告產出，這些都是我以前透

過自學所習得的技能，如今通通都要想方設法地引導學生進行學習，還要趕

在時限內交出成果，是個充滿挑戰的歷程。但我有一個好團隊、一群好隊友，

或許他們不一定是自然老師，但他們都比我更能看出學生的學習困難，也更

懂得引導學生走出困難，在每天放學和每個假日一起留在學校陪著學生進行

實驗，訓練學生完成研究報告以及幫助學生站上舞台展現成果。 

科展是個跨領域的學習歷程，不管是研究本身或是團隊間的合作關係，

都是充滿著修正和探究的過程，需要專心、細心和耐心。研究過程中，常會

遇到許多困難，必須耐心地蒐集資料、嘗試錯誤、和團隊一起解決問題。我

們可以從中培養自己的問題解決能力和創造力，也能夠體驗到科學探究的過

程是多麼的有趣和富有挑戰性，學生是如此，老師亦如此。對於我一個自然

科老師來說，在指導科展的過程中往往只注意到科學上的問題，但在與不同

領域的老師們一起進行指導的過程中，我觀摩學習到引導學生、幫助學生的



技巧。這對我的教學生涯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經歷。 

或許一個人做科學可以很快很有效率，但同時也是孤獨的，而孤獨往往

會讓人在這條路上走不長久。然而我很幸運在臺東遇到一群願意投入培養學

生的好隊友們，以及願意一起努力的歷屆學生們，讓我在科展這條路上一走

就是 7 年的時光，或許還會持續地走下去。科學路上，一個人走得快，但一

群人可以走得更長遠。 

 

 

 

 

 

 

 
我的科展初體驗，第 58 屆全國科展時我們團隊的合照。 

 

科展過程是辛苦的，但一群人一起辛苦，或許就能走得長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