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九十三年度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期末報告摘要 

 

計  畫  名  稱：金陵女中科學趣味競賽 

主    持    人：葉婉如 

執  行  單  位：台北縣私立金陵女子高級中學 

 

一、 計畫目的 

 
背景： 

中學女生對理科之學習常心存恐懼，總以為科學就是深

奧的理論與繁複的計算，尤其在課業繁重的情況下，更難仔細

思索所學之科學原理，並將其與日常生活現象產生關聯，也鮮

少能體會科學的趣味與奧秘的一面。因此，本校希望能藉由科

學競賽的舉辦，讓學生在親自動手參與的的情況下，能充分應

用所學解決問題，體會科學生活化與趣味化的一面，並發揮團

結合作、集思廣益的精神，一同為爭取榮譽而努力，進而引發

學生對科學的興趣。 
 
目的： 

1. 藉由實際體驗之方式，讓學生對所學知識有更深刻與透徹之

瞭解。 
2. 寓教於樂，亦寓教於生活，提高學生之學習興趣。 
3. 藉由直接與師長的對話，同學間的討論，訓練學生的表達能

力。 
4. 經由學生自己動手做的過程，培養學生獨立思考的能力。 
5. 藉由科學活動的參與，帶動全校學生從事科學研究的興趣。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今年之遠哲科學競賽項目為活動主題，並利用本校科學

研究社活動時間進行操作及辦理科學競賽活動。最後依各組同學實作

情況選定競賽時程。研究樣本取樣採方便取樣。利用觀察、問卷並配

合訪談的方式了解參予同學對各項科學競賽活動的操作情形及感

受。詳細內容如下： 

1. 競賽項目與時程： 
 9 月 24 日－「飛天神龍」：用 A4 紙張做滑翔機與飛行筒，

比賽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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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9 日－「旋風神龍」：在炎熱的天氣裡，資源再利

用製作一部環保電扇，強勁涼爽又不費能源。在設計及

調整的過程體會輪軸大小與轉速之間的關係、風扇扇面

設計與風量的關係。 
 12 月 24 日－「神龍擺尾」：利用簡單的器材，製作「神

龍擺尾」亦即製作「翻板」童玩，用於比賽翻板的順暢

與速率。 
 1 月 7 日－「神龍戲珠」：在塑膠水管上纏繞線圈並通以

電流後就成為電磁鐵。若將軟鐵棒放入未通電流的線圈

內，則當線圈通以電流時，軟鐵棒立即被磁化而成為磁

鐵，因此它可和線圈電磁鐵的磁力產生交互作用。如果

用開關來控制電流的啟閉，則可使棒子被吸入管內，再

藉由運動的慣性可使它從管內吐出，這就是所謂神龍出

洞。如果洞口加放一保力綸球（保麗龍球）作為龍珠，

則鐵棒出洞前將會把保力綸球撞出，稱這種現象為神龍

吐珠。本項競賽就是利用上述關係，根據拋射原理來比

賽神龍出洞與神龍戲珠。 
2. 問卷調查（93 年 12 月 4 日） 
3. 晤談（93 年 12 月~94 年 1 月） 
4. 檢討及書面報告綜整（94 年 1 月） 

 

三、 研究成果 

1. 學生背景探討： 
 本校科學研究社計有高一自然組學生十七位、社會組學

生四位及國二學生八位，共計二十九位。 
 參與科研社同學之原因： 
其中十一位表示本身喜愛科學而參與(十位為高中自然組

學生、一位為國二生)；十一位表示因為無社團可選而選

科研社(高中自然組學生一位、社會組學生四位、國二生

五位)；六位表示喜歡之前科研社的活動而前來(皆為高中

自然組學生)；一位未表示意見。 
 學生科學科目成績： 

A. 高中自然組學生：自然科成績排在班上前五名者計有

五位、排名六至二十名者五位、二十至三十名者六

位、三十名後者一位。 
B. 高中社會組學生：排名六至二十名者二位、二十至三

十名者一位、三十名後者一位。 
C. 國二學生：排名六至二十名者六位、二十至三十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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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一位未表示意見。 
2. 目前研究發現： 

(1) 評分結果概述： 
 本學期至今共進行「飛天神龍」及「旋風神龍」兩個競

賽活動。 
 飛天神龍競賽部分因各組的紙飛機接無法非超過五公

尺，故不列入評比。 
 旋風神龍的競賽評比結果如下表所示： 

組別 組成成員 評分 
1 高中自然組四人 79 
2 高中自然組四人 71 
3 國二學生四人 70 
4 高中自然組二人、社會組一人 74 
5 國二學生四人 70 
6 高中自然組四人 77 
7 高中自然組三人、社會組一人 72 
8 高中社會組二人 70 

         由上表可知，表現較佳如第一與第六組學生皆為自

然組同學。而兩組國中學生、及一組純社會組的學生之

表現則較不理想(風扇無法轉動)。 
(2) 問卷調查部分： 
 本活動對於增進學生學習科學的意願有所助益： 
 對科學較有的興趣的學生對於競賽活動有較高的參與意

願及較高的成就。 
 問卷中回答活動後認為有助於增進科學興趣者有十七人

(自然組十二人、社會組一人、國二生四人)。 
 自然組學生對於動手操作活動有較高的興趣： 
問卷中回答喜歡操作活動者計有十八人(自然組十一

人、社會組二人、國二生三人)。 
 自然組學生於活動中較能運用科學課程中所學到的概

念： 
問卷中回答正面肯定答案者計十六人(自然組十四人、社

會組二人)，國中學生於活動中幾乎全靠隨機摸索。 
 學生普遍認為遠哲科學競賽之活動是具有相當的難度： 

問卷回答相當艱難者有六位、有點難度者二十位、不會

很難者三位。其中國二學生普遍認為本活動太難，常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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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如何下手。 
 學生於參與實作活動時互動情況普遍良好： 

所有參與活動的學生皆表示團隊合作與互動的情況良好

或是不錯。大家都會用心去想，分工合作。 
 本活動對於激發學生創意有所幫助： 

問卷中回答肯定答案者有二十五位，另有四位國二學生

認為本活動無法激發自己的創意。 
 作品評分時，自然組學生對自己的作品有較高的期待，

並希望能脫穎而出(10 位)；仍有一定比例的同學對自己

的作品不甚滿意，認為尚有改進的空間(10 位)。 
(3) 學生心得部分： 
 對活動較有興趣並喜歡思考與操作的的同學常感嘆時間

不足，較無興趣或成就較差的同學則覺得活動是漫長無

趣的。 
 自然組同學之作品普遍較佳，社會組及國二同學則對自

己的作品較無信心。 
 自然組同學肯定分組討論可以激發創意與思考。 
 國二同學普遍認為困難，沒有成就感。 
 學生對於需要花時間不斷試驗及修正的物理實驗較無興

趣，較喜歡比較刺激及實用性較高的化學實驗。 
 

四、討論與建議（含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方法） 

1. 本計劃原定於十月初舉辦全校性之科學競賽活

動，但考量學生程度、意願、時間及場地的配合

情形後決定改為在科學研究社中舉辦。 

2. 本校高一只有自然組一班，而社會組七班之多。

但參與科學研究社者自然組同學已超過半數，反

觀社會組社會組同學卻只有五人，可見學科傾向

相當明顯。 

3. 科學研究社學生以高一自然組學生為主，另有高

一社會組學生五位及國二學生八位，任課教師於

班上講解活動時，可明顯發現國二學生受限於本

身科學相關知識較為不足，對於教師講解的內容

接受情況較低，需個別給予指導。 

4. 國二學生及社會組同學參與度較為低落，甚至於

活動中發現有好一段時間出現整組組員對著器材

發呆的情況，應修正活動之難易度；自然組學生

有不少人顯示出高度的興趣，討論踴躍且氣氛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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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甚至跨組比較彼此的作品與製作方式。 

5. 各組作品評分時，參與度較低的學生對評分之高

低亦較不關心；而參與度高及反應熱烈的學生則

不斷的改進其作品，並期盼能通穎而出，獲得高

分。甚至於「旋風神龍」競賽中，有三組同學(皆為自然組)，
在作品評分經評審老師評分結束後，仍棄而不捨的

不斷的改進其作品，相互較勁並要求加社團分

數，足見學生對活動的熱衷。 

6. 國二同學雖然在剛開始的時候常常不知道從何下

手，在看過學姊們製作作品的過程及半成品後，

雖然也能從模仿進而設法改進。但仍脫離不了模

仿學姊作品或是作品中有太多教師指導的影子，

創意方面較為不足。 

7. 為顧及部分興趣及參與度較低之同學，避免造成

學生課堂外的負擔，本競賽活動皆利用科學研究

社的時間來操作，但每次活動時間僅兩小時，遇

到較複雜的活動時常常需要花上好幾週的時間去

執行。對於興趣高的同學而言，他們樂意花好幾

次的活動讓自己的作品能更完美，且每次社團常

有新的創意出現；但對於成就較低或不感興趣的

學生，一個如此冗長的活動卻使他們感到更不想

參與。 

8. 由於各項活動皆以利用科學研究社社團時間執行

為主，在進行活動的同時，學生有時突發其想的

想到一些可以改進作品的方案或替代材料，但卻

因為實驗室或手邊找不到適合的材料而沒有立刻

著手改進，一但離開了實驗室，這些想法常常因

此而遺忘；即使想到的當時有記錄下來，但離開

實驗室中那種競爭的情境後，有些學生也會提不

起勁去花時間嘗試，相當可惜。 

9. 自然組同學於作品評分完畢後，有部分同學表示

相當大的興趣至遠哲科學競賽全國決賽會場觀摩

其他學校的參賽作品。並表示遠哲科學競賽的實

作活動能引起自然組同學從事科學探究與交流。 

科學研究社問卷調查 

 
班級：      姓名：        座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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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眾多的社團中，你為何選擇科學研究社？□喜歡科學□老師推薦□其

他             。 

2. 你的科學科目(理化)的成績在平均在班上的排名約為 

□前五名□六至二十名□二十至三十名□三十名以後。 

3. 請依你在科學研究社中所做有關遠哲科學趣味競賽活動之感受，回答下列問

題： 

 你喜歡動手操作這些活動嗎?  □非常喜歡□還算喜歡□不太喜歡□非

常不喜歡 

原因：                                                                

 你認為這些活動是否有助於增進你學習科學的興趣?  

□有，增進很多□有，增進一點□無，沒有差別□無，反而更加排斥 

原因：                                                                

 你在活動的過程中，是否運用到科學課程中所學的原理與概念? 

□有，運用到很多□有，但只有一點□無，我都是自己隨機摸索□無，

我無法將活動與科學課程所學到的內容做連結 

請舉例說明：                                                               

                                                                          

 遠哲科學競賽中各項活動對我而言：□相當艱難□有點難度□不會很難

□相當容易 

試舉例說明：                                                               

                                                                           

 我的組內的團隊互動與合作情形：□非常良好□還算不錯□不是很好□

非常不佳 

試舉例說明：                                                               

                                                                           

 你覺得遠哲科學競賽中各項活動是否能激發我的創意與思考？ 

□ 是，我覺得我花很多時間思考，我也對於我的創意相當自豪。 

□ 是，我覺得我花很多時間思考，但我覺得我的創意似乎相當有限。 

□ 否，其實我覺得我不想在這上面花腦筋，不過這活動對激發我的創意

還是有幫助 

□ 否，我不僅不想思考，也不覺得這活動能讓我更有想創意。 

4. 在每次活動後，作品評分時我的感受是□我對我的作品充滿期待，因為不管

怎樣他是我門辛苦的結晶，我想在班上脫穎而出 □我對我的作品不太有期

待，因為覺得自己尚有改進的空間 □ 我覺得自己做的很差，得第幾名都無

所謂 □ 沒什麼特別感覺 □其他       

5. 請你間單敘述一下你對於遠哲科學競賽的各項活動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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