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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項次 4-3    

子計畫名稱 科學人才科學人才科學人才科學人才紮根計畫紮根計畫紮根計畫紮根計畫    

子計畫目標    1.辦理各項科學活動或參訪，提供各種科學知識探索機會及增加學生科學

學習興趣。 
2.購買相關儀器設備，使學生有進行多樣化科學實驗與研究的機會。 
3.針對具有科學長才之學生，給予更多指導，並藉由參加各式科學競賽，

增強學生數理科學的實力養成。 
4.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透過活動與生活經驗結合，達到「做中學」

的效果。 
5.啟發學生對科學研究的興趣，使其及早發掘自己的學術性向，確立未來
發展目標，並進一步培育未來國家科技人才。 

執行情形    1.學術研討與參訪：參與科學研討會或講座，活動內容包含專題演講、學

術教育（大學、研究中心或教育機構）參訪、科學專題研討會等。 
2.設備汰換添購：添購必備專題實驗儀器及材料，包含：真空烘箱組以及

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相關實驗儀器與材料。 
3.數理人才培育：包含資優班專題研究、普通班數理類專題研究、相關科

學競賽指導與培訓等。 
4.特色課程開發： 
奈米動手做工作坊：以營隊及專題研究課程進行奈米知識與動手作實驗

的結合。 
5.科學教育合作： 

(1)參與國科會北區奈米科技 K-12教育發展中心之奈米科技 K12課程研

發及北區人才培育計畫。 
(2)與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等學校進行數理科學教育與專題研究課程的

聯結。 

受益對象

與人數 

預期 
數理資優班與部分普通班學生 

實際 
數理資優班與部分普通班學生 

目前成效展現 1.學術研討與參訪：參訪台大奈米機電中心、中台資源科技公司。 
2.設備汰換添購：添購真空烘箱組以及科學相關實驗材料。 
3.數理人才培育：指導學生參與專題研究及相關科學競賽。 
◎相關科學競賽參賽件數共 24件次。 
◎相關科學競賽得獎及審核通過件數共 19件次。 
(1) 臺北市第四十五屆科展 

—高中組物理科優等獎：探討玉米爆破過程的聲譜、軌跡與溫度的關係 



—高中組化學科特優獎、團隊合作奬：電化學裡的藏鏡人 

—高中組地球科學科入選獎：探討舊台中市地區機車熄火與減少碳排放量 

                          之關聯 

—高中組數學科優等獎：錯了才算數-以數值方法分析錯排情形下之循環組 

                      數 

(2) 101年度臺北市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獎助計畫 

—物理科佳作獎：探討玉米爆破過程的聲譜、軌跡與溫度的關係 

—化學科佳作獎：電化學裡的藏鏡人─電化學反應與置換反應之探討 

—數學科佳作獎：幾何世界中的史坦納 

—應用科學科佳作獎：奈米光敏染料太陽電池薄膜研製---- 兼論石墨微顆 

                    粒添加的電性變化 

(3) 第十一屆旺宏科學獎 

—生物科佳作：空氣「粉」可怕—探討奈米粉塵與抗氧化劑-薑黃素對大鼠 

              肺部的影響 

—地球科學科終審中：台中市區機車怠速所引發之碳排放量相關問題探討 

(4) 101年度青少年科學人才培育計畫               

—高中組物理與太空科學科審核通過，將參加 2013年國際科展： 

  夾鏈袋的形變分析－由物理性質探討 

(5) 101學年度北區高中職能源科技創意競賽 

—特優獎：利用電磁砲原理來探討垂直升降的快速節能裝置 

(6) 2012年節能減碳搶救環境創意大競賽： 

—高中職組冠軍獎：利用電磁砲原理來探討垂直升降的快速節能裝置 

—高中職組佳作獎：台中市機車怠速引發之碳排放問題探討 

(7) 2012年遠東科技大學臺灣區高中職專題暨小論文競賽： 

—特優獎：包裝問題（利用塑膠之塑性） 

—優勝獎：電磁砲 

—優等獎：利用錯排理論解釋基因異常 

—佳作獎：易經與魔方陣之邏輯推演 

(8) 第 11屆地理奧林匹亞小論文競賽 

—佳作獎：台中市區機車怠速所引發碳排放量相關問題之探討 

4.特色課程開發：舉辦奈米營隊。 
5.科學教育合作： 

(1)完成奈米科技 K12 課程教案或教具研發四件。 
(2)與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等學校進行數理科學教育作品與專題研究課

程聯結的課程或作品達三件。 

 

執行困難或缺點 
1.因應競賽時程及學生表現所需，教師指導參加各項比賽項目之數量常會變動及

指導時程常需跨越學年度或年度，較難以半年度為單位精確估計成效數量。 

2.高中部因規模較小之故，數理科教師員額有限，除了須重複擔任資優班及普通

班課程教師外，還另需花費龐大時間指導學生參加各項比賽，課務相當繁重，

雖然盡心盡力，仍難免會影響實施成效。 

3.尚未至計畫截止日，目前仍有待完成之預定事項： 



—12 月 7 日將至桃園中台科技公司參觀廢燈管回收作業。 

因應或改善措施 
期盼能充分利用課程設計與學習環境，使數理科教師及資優班學生擁有更充裕的

研究時間與學習資源。 

總體評估 
1. 針對具科學專長學生提供資源，無論是參與實驗或競賽之準備與指導，均使

學生收獲豐碩，並有亮麗成果。 

2. 參訪學術或教育機構，逐步擴大學術視野。 

3. 師生齊力，參與奈米教育，成果斐然。 

照片一 說明 

 

 

 

 

 

 

 

＜學術研討參訪＞ 

101 年 10 月 16 日參訪台大奈米機電中心。 

照片二 說明 

 

 

 

 

 

 

 

＜科學教育合作＞ 

邀請大同大學材料工程學系林鴻明教授蒞校進

行專題演講。 

照片三 說明 

 

 

 

 

 

 

 

 

 

＜科學教育合作＞ 

與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進行數理科專題研究

之協同教學。 



照片四 說明 

 

 

 

 

 

 

＜設備汰換添購＞ 

學生操作經費購買的「真空烘箱組」來進行實驗。 

照片五 說明 

 

 

 

 

 

 

 

＜數理人才培育＞ 

學生操作倒立式數位顯微鏡以進行專題研究課

程，研究過程中善用以經費購得的研究材料。 

照片六  說明 

 

 

 

 

 

 

 

＜數理人才培育＞ 

師生討論電磁砲實驗進行以參加科學競賽，研究

過程中善用以經費購得的研究材料。 

照片七  說明 

 

 

 

 

 

 

 

＜特色課程開發＞ 

設計營隊及專題研究相關課程進行奈米知識

教授。 



照片八 說明 

 

 

 

 

 

 

 

＜特色課程開發＞ 

設計營隊及專題研究相關課程進行奈米實驗

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