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門縣中小學第 60屆科學展覽 評審綜合解析 摘要記錄 

科別：生活與應用學科(二) 

記錄者：張雅萍老師 

發布單位：金門縣政府教育處 

解析時間：109年 4月 18日下午 2:00-2:30 

一、內容摘要： 

(一)各組優缺點分析 

1. 說明書報告中可見同學用自己的語言想法來表達，並且看到同學針對實驗

設備所設計的草稿圖，從第一版至第二版不同的構思想法，能讓人更清楚

了解思考脈絡，簡單的示意圖是科學重要上的步驟，未來在科展或科學進

行是很好的做法。 

2. 科展的精神，主要是要培養動手做的歷程，可以培養學生完整的科學概

念，這次看到部分作品報告的設計、成品是同學自己完成，有些作品在數

據的蒐集上需要再加強。 

3. 科展也強調在地化，金門在地化很多特色，如每年都能看見高粱酒、霧

等，取材當地的資源，這些作品非常多元，另外，題目也可跟時事結合，

探究解決問題的過程，  不管在地化或時事，要思考怎麼透過科學方式呈

現出來。 

4. 題目的發想可從生活中去觀察及發現問題，找到別人想不到的地方，希望

同學多觀察日常上的事物，也不用害怕發想的過程跟別人重複，只要勇於

提出都是好的題材，不要侷限自己，勇於提出問題是科學家的精神。 

5. 這次看見金門同學簡報作品的提升，分工、版面設計很好，充滿活力，讓

短時間讓評審看件作品，是簡報可以加分的效果。 

(二)可以改進的建議 

1. 金門有許多在地化特色，要找出創新的點及特色，跟以往作品做比較，凸

顯出自己不一樣的地方。除了自己實驗方法不一樣之外，也可以找出優劣

點從中去做改善。 

2. 要去理解數據背後的科學原理的部分，每個現象及實驗結果都有它的意義

效果，除了做完實驗外，還要去深究它的科學原理是什麼？為何會產生這

種結果？並透過科學原理去改善提升它的成效。例：問同學發霉是什麼? 

懂得什麼是黴菌嗎? 如何可以推論？此類可以透過顯微鏡，放大鏡去探索

何謂發霉現象。要從小的現象推論大的事物，加強科學原理知識的提升。 

3. 科學原料的取得要注意，取材的穩定性要考慮，取材自大自然，過程中會

不會有影響因素產生?若是購買的，是否添加什麼其他額外的東西？要去

做探討會不會造成一些實驗結果的影響。 

4. 科學強調的是精確性及準確性，數據的分析不能僅有大約多少，大約的範

圍在科學上誤差十分大，數據出問題會造成後面結果的解析，日後成果的

呈現要有量化的數據作呈現，例如：顏色上用深或淺，會因每個人主觀判



斷而影響，可用簡單的儀器去測量用科學的數字來呈現。避免數據呈現因

人為因素產生影響。 

5. 科學的呈現，圖表很重要，圖表的呈現要有可看性(淺顯易懂)，圖表的製

作需要專業性，讓人知道數據的差異，圖的格式，橫軸跟縱軸名稱是什

麼？單位是什麼 都需要標示出來，控制變因跟結果的差異性，要仔細的

呈現出來。 

6. 文章裡面每一張圖跟表裡面都要有編號，且內文要合，表的編號要寫在上

面，圖的放在下方。 

7. 實驗紀錄簿及工作日誌，是做科學很重要的記錄，每一次做完記錄跟發現

都需要記錄，且要有立即性，手寫即可，忠實地呈現現場的進度及發現，

不用事後去做刪減，從最初 IDEA的發想開始記錄更可以忠實呈現並符合

科學精神，讓自己掌握的實驗步調。 

8. 高中部分，建議數據調查分析是一種科學的探究，但不要從簡單的一些數

據就去下結論，不要單指某一年就去做結論，數據分析需要大數據交互比

對比較客觀，如果用少的數據會較偏剖，這是高中組的同學數據分析需要

較注意的地方，且要注意數據來源是否有根據，不要隨便使用網路上的數

據，準確性還要再確認。  

 

二、側記心得： 

  教授很詳實的針對每一個看到的優缺點做說明，並且很詳細的將需要改善的

地方具體的說明清楚，包含說明書中圖表的呈現方式，實驗記錄如何記錄，設計

圖的草稿以及數據分析需要用準確的數據說話，才是科學探究的精神，並且更重

要的是做科學除了實驗外，背後所需要的知識背景原理更是往後需要加強的地

方，金門是個充滿各種資源的地方，近幾年金門科展在全國科展上持續進步，期

盼未來學生及教師都能從科展中學習更多有關科學的精神。 

 

三、現場相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