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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容摘要 (講評：左台益教授) 

(一)整體總評 

第一，對金門區作品印象好，取材豐富且多樣是令人驚豔之處：有純數學

的作品，也有結合鄉土特色，例如風獅爺與黃金比例；還有結合時事，以傳染

病疫情的模型分析為主題；以及更多是以數學遊戲進行研究，例如華容道，多

樣的取材方向值得鼓勵。而延續先前作品的主題，具有科學的研究性。 

第二，研究方法利用電腦工具分析解題是特色，108新課綱中素養的五大

理念之一就是善用科技工具。 

做科學研究，將成果和大家分享，應使結果清楚且有條理。這次能看出參

與的同學都非常認真，求好心切，也感覺得出同學的壓力，若要有好的結果，

情緒上也要顧好，用平常心來分享作品。 

(二)建議 

第一，選好題材後應清楚表達研究問題，事先釐清「要解決什麼問題？」、

「過程中最難的是什麼？」。 

第二，計畫書中問題的脈絡要清楚，若只是「因為老師給了問題」而做，

吸引力不夠強。「之前有沒有人做過這個問題？他們解決了什麼問題？沒有解決

的問題又是什麼？」藉此表現出這個問題的重要，價值才能產生，這次多數作

品並沒有清楚展現問題的脈絡。此外，研究方法中，可敘述「為什麼會想出這

種研究方法？」，這是研究過程中很重要的一環，想法怎麼產生，否則人家不清

楚你腦中的脈絡。 

第三，很多作品是透過歸納來進行結論，因此數學的推理過程就沒那麼清

楚。應培養學生以嚴謹的數學方式去推理，這才是數學研究的特色。 

第四，在解決了某些問題後，有沒有未來的方向？科學研究講求永續的精

神，應討論及反思後續研究的發展性。 

(三)補充 

 「站在巨人的肩膀」去了解這個主題別人如何解決問題，然後沿著方向去

強化或擴充，這次比較沒看到這樣的研究方法，會讓人感覺不到問題的重要性

在哪，因此要提高研究價值就是清楚闡述問題脈絡的發展；而若只是「看了別

人做所以去做」，這樣的動機也較讓人沒感覺。 

 多次強調「要有發展性」，若只是做完這個問題就結束，感覺顯現深度不



足，務必在問題解決以後，把反思與討論寫好。 

 教授是怎麼評科展？就個人(左教授)而言，除了看研究方法的優劣之外，

會看研究問題的困難度、深度、發展性以及問題本身的價值與重要性。科展是

真正在做研究，應注意未來的方向發展，故評審會挑選研究價值高的，這就是

科展研究與學生平時課堂解題時，本質上的不同。 

 

二、側記心得 

 聽完左教授的講評，較能釐清科展本身對於學生也對於指導教師的意義所

在，科展不只是爭奇鬥艷的競賽，更是顯現出參賽作品是否具備足夠「科學精

神」的成果大會，故著重於研究主題的問題脈絡、研究過程中的阻礙及如何突

破、還有不斷被強調的發展性，如何培養學生擁有足夠的科學探究能力，並能

將自身研究清楚地闡述並分享，是指導老師的重要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