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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內容摘要： 

(一). 主題： 

1. 研究主題的選取上以具創新性、應用性…等為佳(請參中小學科展實施計

畫之評審標準)。 

2. 延續性作品：需具有延續性實驗創新的方向，若只是利用前次作品的方法

由實驗Ａ物種改成Ｂ物種，那作品的延續性就會不足。 

(二). 標題： 

科展報告標題要取一看就能知道研究主題為何的標題，避免以取＂諧＂音字，

卻讓人無法從標題聯結主題研究內容，造成後續查閱人引用與參考的難度。 

(三). 實驗： 

1. 實驗研究目標、推論與結論要有連貫性，例，實驗中研究標的推論與棲地

溫度有關，但研究結果上卻未能明白表示有何種相關，造成實驗報告不完

整。 

2. 實驗結果和假設若有不合時，論述要加強說明以給予釐清，畢竟實驗前的

假設，仍要實驗來證明。 

3. 實驗使用儀器，若有現成且具有良好的量測準度，當然最好，若無現成的

就只能靠自製量測儀器，自製量測儀器時就得注意準度問題，在本次的科

展作品中，有部分的實驗自製儀器就做得很好，具創新性且有準度。 

4. 實驗標的物種的判讀需嚴謹面對，例，金門「遠環蚯蚓」物種的判讀問題，

是否經由送此類物種專門人員判讀確認，還是只是學生自行判讀？依據判

讀的方式？這部分就尚顯不足。 

(四). 科展作品報告： 

1. 實驗報告中的討論內容，不能當作實驗結論，實驗結果需再經討論、歸納

而成為實驗結論。 

2. 實驗報告圖表分析相關單位要準確，例，觀察實地面積上有多少生物？如

觀察時間、觀察面積等的標示。而圖表選擇也要留意，具連續性的適合採

折線圖，不適採長條圖；統計數量的適合採長條圖，不適合採折線圖…等。 

3. 報告上的名詞，若有定義不明的，需先行定義清楚。 

4. 佐證資料之引用，要注意可信度和準確性問題。 

(五). 參考文獻：參考文獻來源需具有可信度，以研究報告、期刊為佳，而網站之

維基百科或網站上資料，因其具有查詢的便利性，常被拿來當作品報告之引

用佐證資料，但資料本身的可信度較薄弱，並不適合。 



(六). 教授舉例說明：例如食品科學的研究 

1.「試吃」，本身就存在有法律上的問題，因食品是要吃進人體的肚內，是否

有危害到健康問題，本身就需先行探討。 

2.「喜好度」與「接受度」屬商業調查行為，故名詞使用定義上需再釐清，

又例，食物＂Ｑ＂度，如何定義？是受訪者說Ｑ，就Ｑ？說不＂Ｑ＂就不

＂Ｑ＂？這部分無法成為實驗結論，而僅能是市場調查統計的結果，因會

受調查人群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結果。 

3.因金門學校多屬小型學校，以問卷調查的報告，大多以學生所在學校內進

行調查取樣，取樣數明顯不足。 

 

二、 側記心得： 

科展評析迄今已行之多年，透過每次的評析，讓評審教授，經由評審金門參展

作品的機會，檢視目前金門學生在科學專題研究上的學習情形，也瞭解地區科學指

導老師指導學生科學研究的現況，並提供寶貴的意見，對地區的科學研究教學及學

生學習有明顯的貢獻，非常感謝這群專業的教授們，百忙之中，願意提供專業的意

見，提升地區的科學教育。 

近年的科展作品水準普遍的提高，相對應的，參加中華民國的全國科展比賽也

屨獲佳績。因進行科學專題研究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其科學實驗過程冗長，且有

時因實驗的效果不佳，必須不停的修正與測試，改變實驗方法，以找到合適的解決

問題方式，才能完成實驗專題，對願意落實指導學生科學研究的指導老師們也充滿

敬意，願意為指導學生科學研究，以提升其科學基礎研究能力而努力。 

科學展覽會一直是自然科學、數學、應用科學、社會科學重要的學生學習成果

發表平台，提供具科學研究特質學生，透過平常的科學專題研究，進行成果發表，

由交流觀摩中，學習成長，提升學生科學研究素養，不可或缺的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