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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容摘要： 

(一). 從科展的製作過程，可以看出同學們都很用心，都是國家未來的棟樑，表示

同學們都很喜歡科學研究，研究過程也很認真。 

(二). 製作科展作品時，題目確定後要先蒐集資料，在做科展時，要想全新的題目

不容易，網路很發達，多參考別人優秀的作品，別人可能曾經做過的題目，

我們可以針對他可以改善或他沒有做到的地方，再去做研究，這樣就不會有

抄襲的疑慮，科學研究很像一片捕漁網，這張網可能有很多需要補強的地

方，也就是別人過去沒有做到或遺漏的地方，因此大量查資料很重要，經過

文獻探討指引，很多資訊前輩都幫我們研究好了，所以建議大量閱讀研究資

訊，但要註明參考的出處。例如，馬可尼可夫法則。 

(三). 大部分科展研究的作品，都是已經知道結果的題目，我們有問同學們是否有

查過網路資料，有些說有有些說沒有，如果沒有查過資料就很危險，那怕是

自己想的點子，一旦有點跟別人做過的一樣，也怕會被說成是抄襲，所以一

定要先大量查詢資料，網路查詢資料是很重要的，對製作科展的同學們而

言，查詢資料是要經過訓練的，萬一被指控抄襲是很嚴重的問題，如果有查

詢過大量資料，知道別人研究的優點缺點在哪裡，或我要研究的地方在哪

裡，就不至於會不小心犯到抄襲的錯誤。 

(四). 自然科學是以探究實作為主的科學，科學家也很多是以改良為主，科學基本

上是化繁為簡，例如說：要證明氧氣很重要，那就以純氧來做實驗，同學也

可以改用其他氣體來做，例如，改用氦來做實驗，今年很多作品中，同學們

在做實驗時有太多探討的變因，假設真的有太多變因，一次也只能改變一個

變因，做完變因一，再改做變因二，例如先控制某一些變因，只改變一個變

因，如果變因不止一個，有太多變因，也是要化繁為簡，每次只能先有一個

變因，同學們常犯錯誤是同時想探討很多變因，科展的研究，在精不在多，

專注一個變因實驗，再去思索這個變因的影響，很多同學都做太雜了，孔子

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不用急著做很多變因探討，在精不在

多，要去思索才不會亂了思緒，例如：我國說酒精水溶液殺菌效果 75%最

佳，但是美國科學家說 60%就有效果了，想想為什麼？例如，影響生鏽快慢

的因素，用海水、流動的海水，同學用淋的，為什麼不用馬達攪動海水。新

買的刀片表面有塗油，會影響生鏽，另外不同的刀片重量要一樣，還有一個

問題，刀片比較銳利會危險，為什麼不用鐵片或鐵條，變因的控制很重要。 

(五). 現在手機或錄影設備很方便，在實驗過程中，如果我們能用手機每隔五分鐘

拍一次實驗照片，就會有很多照片，例如說有兩百張照片，透過這些照片的



分析，我們就知道實驗的結果是如何改變的，善用錄影或手機拍照，對科展

會有很大的幫助。 

(六). 金門在地有高梁，高粱酒有在地特色，像比較小金門高粱及大金門高粱，都

是很好的研究題材。 

(七). 科展是一種訓練，師傅引入門，修行在個人，未來跨領域的研究方向，都是

科展很好的題材，此次從科展作品中，可以看到很多國中小老師，放手讓同

學們去做，是很可喜的現象。 

(八). （回應現場提問) 乾燥劑那一件，用吹風機難以控制溫度，可以改用烤箱、

微波爐。 

(九). （回應現場提問) 石墨那一件，是在做同素異形體探討，活性碳也是。 

二、側記心得： 

(一). 參考全國科展優秀作品，比較容易找到靈感，也能發展新的亮點。  

(二). 做科展最重要的要有論述證據，讓別人相信你的科展有參考價值，整個科展

完成之後，要了解這個科展對人類有什麼貢獻，如果是改良別人的，要去討

論分析，我做的比改良前的優點在哪裡。 

(三). 科學講究變因控制，有實驗組和對照組。 

(四). 科展研究的題材要配合時事，還要與生活週邊鄉土性結合。 

(五). （活動宣導)今年的暑假，台師大會在金門辦理國中與國小的學生科學實驗

營，8月 10日(一)至 15日(五)，預期 8月初在金門辦教師實驗營，歡迎對

自然有興趣的國中小學生與老師都來參加。 

 

三、現場相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