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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擬題

從小到現在 我很想做的一件科學實驗

一直以來我很想弄清楚的一個科學現象

我想將我的想法 變成可以實踐的產品



看影片來擬題

1想想看

2新新聞

3文化創新

4街頭創意

5智慧校園

這顆電池好強！過期36年 還能讓電子鐘「活跳跳」.mp4
潭美颱風／一夜難眠！朴子淹水及胸　床也淹了.mp4
朴子刺繡文化　傳統再現風華.mp4
6.mp4
https://www.facebook.com/yourcitynews/videos/1491522481146954/?t=47


為甚麼？你能讓它更久嗎？
(寫下來)



氣候異常，這種現象會一直
發生？
你能改變它嗎？(寫下來)



傳統文化的再現
你能發揚、創新它嗎？(寫
下來)



影片中過馬路、停車位有沒
有看過

類似的問題在你生活上有遇
見過嗎？你有甚麼創意呢？
(寫下來)



你的學校需不需要呢？

你們可以做甚麼？(寫
下來)



1.研究主題應該符合6個原則。

• 1. 明確性

• 研究主題需要很容易讓人明白，研究的主體為
何﹖最好是簡單易懂，不宜太過於複雜或太發散。

• 較好的題目：

• 雞蛋蛋白成分分析與應用

• 過於複雜的題目：

• 探討雞生蛋或是蛋生雞的原始進化過程

• 太發散題目：

• 三聚氰胺添加於奶粉中，其對嬰兒所產生的生理
危害之研究



• 2. 可行性

• 研究主題需要是可被操作的，可被驗
證的，不宜憑空想像。

• 較好的題目：

• 國中學生閱讀課外讀物是否會對課業造成
影響 ──以漳和國中為例

• 較差的題目：

• UFO存在對於人類的影響



• 3. 創意性

• 研究主題可以自行設計實驗或儀器來取代
較高級之儀器。

• 例：

• 以自製儀器測量透明液體的折射率

• 4. 邏輯性

• 研究主題具有邏輯推理的方向，可運用與
應用的。

• 例：

• 口簧琴簧片振動及口腔共鳴之研究



• 5. 發展性

• 研究主題具有未來發展趨勢的項目，
值得開發的。

• 例：

• 綠色能源的開發與研究－以地熱發電為例

• 6. 實屬高中階段知識課程或延伸

• 研究主題式課程延伸的研究，通常在教
科書未說明清楚的部分

• 例：過錳酸跟在不同酸鹼度中，其氧化還
原反應的研究



做好專題研究的條件

1.學生願意全心參與。



2.學生可以找到相關且有用的
資源或資料，來幫助他們的專
題研究。

3. 學生可以使用有效的工具(問
卷、設計、分析、統計軟體)或
儀器(校內、外實驗室)，來幫助
他們完成專題研究。



4.學生能夠在一學年之內完成專
題研究。

5.學生可預估專題研究結果，是
可以幫助全世界、學校、班級
或個人邁向更好的未來。



PK大賽

以班為單位
每組發表30秒鐘，告訴同學你們要做
甚麼。如有相同時請相同組別同學
說明，並釐清，如果探究方向又相同，
則講最好的有優先權。



為什麼老師覺得他們必須提前知道答案？
為什麼學生和老師不能一起發現事情嗎？

專題研究課程教師應有的心態



探究主題的步驟

• 研究主題

• 研究動機

• 研究目的

• 研究方法
研究藥品與設備(研究問卷、訪談、錄影、規劃、設

計…)

研究流程圖

研究步驟(資料收集閱讀、分析、統整、統計…)

• 參考文獻

請各組簡單的寫出

你們要完成這項探究主題的步驟

或是流程圖(5min)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