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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4年韓國科學與工程博覽會」（2024 KSEF）為韓國辦理之第 6 屆國際

科學競賽，本次共計 208件作品參展，我國代表隊共獲得 1金 1銅的好成績：

生物化學科的廖思綺、邱筠雅同學以《利用氧化應激法結合膠原蛋白微島嶼誘

導人類臍帶間質幹細胞分化》獲得大會金牌獎；數學科的曹爾秦同學以《強連

通圖的封閉道路之邊數期望 Expected edge number of closed walks in a 

simple graph》獲得大會銅牌獎。 

 

除了競賽展現臺灣學生的科學研究能力與成果之外，藉由韓方安排之文化

及科學博物館參訪，在學生的學習經歷與國際視野，和館員業務工作創新發展

等方面亦是滿載而歸。期許雙方在未來能持續進行科學研究與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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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以下簡稱本館)於每年寒假期間辦理「臺灣國際科學

展覽會」(Taiwan International Science Fair, TISF)，參與對象涵蓋國中三

年級至高中三年級之學生，領域包含：數學、物理與天文學、化學、地球與環

境科學、動物學、植物學、微生物學、生物化學、醫學與健康、工程學、電腦

科學與資訊工程、環境工程及行為與社會科學等 13項科別，並由評審委員選拔

出具創新科學研究與發展潛力之學生作品，代表我國參加世界各國的國際科學

展覽會與科學交流活動，TISF辦理目的與宗旨在於： 

一、培養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興趣，提高科學教育水準，培育未來科技人

才。 

二、增加學生觀摩國際科展的機會，交換科學研究心得。 

三、加強國際科技教育的合作及交流，提升國民外交並爭取國家榮譽。 

 

本次出國代表為 2024 TISF選拔之 2件優秀作品、3位學生，並由 2 位館

員領隊前往韓國參與「2024年韓國科學與工程博覽會」（2024 KSEF），參與目

的如下： 

一、增加國內優秀學生國際競賽及科學研究交流經驗，拓展學生國際交流能力

與國際視野。 

二、藉由國際競賽提升國際活動參與度，並積極為國爭取榮譽。 

三、保持並強化與 KSEF 長期合作之業務窗口連結，鞏固合作夥伴關係，並邀請

該國優秀中學生來台參展。 

四、透過交流、參訪與競賽等形式，了解 KSEF辦理制度、期程與活動規劃及評

審模式，做為我國科展競賽優化之參考。 

  



5 

 

貳、 韓國科學與工程博覽會(KSEF)介紹 

「韓國科學與工程博覽會」(Korea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air, 

KSEF)由韓國科學服務團隊(Korea Science Service, KSS)主辦，參與對象涵蓋

國小五年級至高中三年級之學生，競賽分為自然科學(Natural Science)、應用

科學(Applied Science)及融合科學(Convergence Science)等 3大領域，包含

數學、物理、化學、地球科學、環境科學、社會科學、生物學、應用生物科

學、工程、電腦科學、人文與文化藝術以及發明與設計等 12項類別，其辦理宗

旨在於激勵(Motivate)、經驗分享(Experience and Share)與「Have fun 

together」，鼓勵參與者透過思考、研究與分享，盡情揮灑對於科學探究的熱

愛，並互相展示彼此對於運用科學方法解決生活各種問題的創意及設計。 

 

 2024 KSEF原訂於 12月 26日至 12月 31日於韓國忠清北道清州市清州大

學舉行，由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自「2024 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Taiwan 

International Science Fair, TISF)選拔出 2件作品、3位學生參賽，並由 

蔡怡玲約僱組員及王若憶行政專員 2位館員領隊前往韓國比賽。惟主辦方因經

費籌措等因素考量，臨時改為線上競賽型式。後因韓方主辦單位與 TISF 長久且

良好合作關係，特別安排本國代表團於 12月 26日出發至韓國首爾進行文化及

科學博物館參訪，並於 12月 29日在當地進行線上評審，本館考量過去參與線

上評審經驗，改由劉珊佑行政專員與蔡怡玲約僱組員 2位館員率團前往參與。 

 

圖 1 2024 KSEF大會方原訂行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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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前期準備 

一、本團成員： 

參賽科別及編號 作品名稱 作者 就讀學校 

數學科 I-083 強連通圖的封閉道路之

邊數期望(Expected 

Length of Closed Walk 

in a Directed Graph) 

曹爾秦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

高級中學 

化學科 I-180 利用氧化應激法結合膠

原蛋白微島嶼誘導人類

臍帶間質幹細胞分化 

廖思綺 

邱筠雅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

高級中學 

輔導員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劉珊佑行政專員 

輔導員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蔡怡玲約僱組員 

 

二、出國競賽前置作業： 

主辦方於 10月 25 日於競賽官網宣布 KSEF 2024 International將以線上

方式舉辦，並調整競賽相關期程。 

期程 項目內容 

11月 29日前(23:59 GMT+9) 1. 線上報名(填寫線上表單) 

2. 繳交報名費用(E-mail寄送繳費資料) 

12月 13日 16:00 (GMT+9) 公布參賽作品編號及線上評審規範 

12月 28日至 12月 29日 線上評審(透過 ZOOM線上視訊會議進行) 

因應評審方式改為線上，代表團於出發前及比賽前以 ZOOM線上視訊會議進

行多次測試，並模擬線上簡報，練習口語表達。 

 

三、出國前作品輔導： 

本次參與 2024 KSEF 競賽作品為數學科 1件及化學科 1件，共計 3位同學

參賽，因主要參展目的為競賽，本館於出發參賽前安排相關領域專家及教

授進行個別作品輔導，針對海報與內容呈現等方面給予專業建議，並模擬

評審問答、英文簡報等臨場反應，期能幫助學生於賽事中展現更穩健、成

熟的台風以及流暢的表達能力和專業態度。 

輔導期程 地點 

8月至 12月 1. 數學科：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2. 化學科：中央研究院 

12月 14日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KSEF行前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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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過程記錄 

本次 KSEF雖於後期臨時宣布改為線上競賽，但因韓方主辦單位考量與

TISF長久且良好合作關係，故特別安排本國代表團於 12月 26日出發至韓國首

爾進行文化及科學博物館參訪，並於 12月 29日在當地進行線上評審。 

圖 2 KSEF 大會方為我國代表團安排之參訪行程(後有微調) 

實際日程安排如下： 

天數 日期 行程 

第 1天 12月 26日 啟程/臺灣(12:25 GMT+8)至韓國(15:50 GMT+9) 

晚間活動：參訪清溪川(Cheonggyecheon Stream)及光

化門廣場(Gwanghwamun) 

第 2天 12月 27日 上午活動：參訪景福宮(Gyeongbokgung Palace) 

下午活動：參訪首爾市立科學館(Seoul Science 

Center) 

晚間活動：參訪明洞(Myeongdong)；準備比賽事宜 

第 3天 12月 28日 上午活動：參訪西大門自然史博物館(Seodaemu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下午活動：參訪梨花女子大學(Ewha Womans 

University)及 Lotte World 

晚間活動：準備比賽事宜 

第 4天 12月 29日 上午活動：Morning Judging Session；收拾行李 

返程/韓國(16:15 GMT+9)至臺灣(18:10 GM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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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天】12月 26日(週四)：搭機前往韓國首爾 

出發前往韓國首爾參加 2024 KSEF代表團成員包含 3位出國代表及 2位館

員，參展作品共計 2 件。代表團於臺灣時間 10點在桃園機場第一航廈集合，並

於機場內拍照記錄，為本趟參展揭開序幕。因本次 KSEF賽程時間鄰近大學學科

能力測驗，代表團學生於候機時把握時間複習學科內容及準備 KSEF比賽事宜。 

圖 3 代表團及學校老師於出發前進行合照  圖 4 候機時學生把握時間溫書 

   

 抵達韓國首爾後，代表團與主辦方安排的 KSEF team manager DABIN 於仁

川機場內會合，在後續的參訪活動中由 DABIN負責陪同我方代表團進行本次的

文化及科學博物館參訪。 

圖 5 代表團與 manager DABIN 於機場合照      圖 6 於機場外搭車至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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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間活動：參訪清溪川(Cheonggyecheon Stream)及光化門廣場(Gwanghwamun) 

 清溪川(Cheonggyecheon Stream)為韓國著名的人工河，源自朝鮮時代為解

決雨季積水無法排出市區所建置，過往曾作為下水道使用，於 2005年水溝整治

後，轉型為休憩、遊覽等用途。 

 因參訪日期鄰近耶誕節與跨年，恰逢清溪川及光化門廣場設有「2024 首爾

燈節」(2024 SEOUL LANTERN FESTIVAL)與「光化門市集」(Gwanghwamun 

Market)，代表團有幸體驗到充滿耶誕及元宵燈節氛圍的冬日首爾街頭。 

 圖 7 光化門廣場內世宗大王銅像   圖 8 首爾燈節的大型水上花燈 

 

首爾燈節與臺灣燈會（Taiwan Lantern Festival）類似，兩者異同之處如下： 

項目 首爾燈節 臺灣燈會 

日期 耶誕節及新年(跨年)期間 元宵節期間 

地點 清溪川、光化門一帶 各縣市輪流舉辦 

展期 約 3週 

(2024年 12月 13 日至 2025年 1月 12日) 

約 2週 

(2025年 2月 12日至 2 月 23日) 

呈現 1. 主題燈區：每年主題不一，且涵蓋多

個不同特色展區。 

2. 燈光秀：視各特色展區安排。 

3. 特色市集：市集包含食物、生活小物

等，亦提供付費 DIY體驗活動。 

1. 主題燈區：依據生肖並結合不同

主題與特色呈現。 

2. 燈光秀：固定時段進行主燈秀。 

3. 特色市集：市集多以在地特色小

吃、農特產為主。 

圖 9-11 首爾燈節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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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天】12月 27日(週五) 

上午活動：參訪景福宮(Gyeongbokgung Palace) 

 景福宮(Gyeongbokgung Palace)於朝鮮王朝在 1395年興建，其規模為朝鮮

五大宮殿中最大的一個，過去為朝鮮王室的居所，後歷經祝融、戰爭、拆改與

重建，成為今日眾所周知的韓國代表性宮殿建築，亦是韓國首爾著名的文化、

觀光景點之一。 

圖 12 景福宮守門將換崗儀式           圖 13 遊客於景福宮體驗韓服文化 

圖 14-16 景福宮經典特色建築 

 

下午活動：參訪首爾市立科學館(Seoul Science Center) 

 首爾市立科學館(Seoul Science Center)為當地政府為了促進首爾地區均

衡發展，消除區域間科學文化差距所建置。該館所展出內容多以基礎科學為題

材，場館內設有大量互動式展品，並鼓勵參觀民眾「用雙手去學習，用身體去

練習」，從實作中直接體驗、學習和拓展思維。 

除了展品簡介及使用方式外，展區內亦設置自主學習單提供大眾更多元的

延伸學習方式，以及由館方人員辦理的展覽解說、主題式教育活動與專業科學課

程等真人互動、主題多樣化之科學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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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29首爾市立科學館前合影及館內展區資源 

 

【第 3天】12月 28日(週六) 

上午活動：參訪西大門自然史博物館(Seodaemu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西大門自然史博物館(Seodaemu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於 2003 年

開館，為韓國第一座公立自然史博物館，該館以保存與研究地球及生命歷史，

透過展覽和教育活動形式與大眾交流，以及追求人類與自然的和諧共存為主要

宗旨。博物館內有 5 萬 4千件標本館藏，參觀民眾可透過常設展覽、規劃展覽

和特別展覽了解地球環境變遷、生物演化脈絡、自然環境與生態多樣性，以及

永續發展等議題。 

 展區除了既有的分區主題介紹與展品簡介外，亦提供科技融入的「智慧博

物館」服務，觀眾可藉由網路及 VR虛擬實境自由參觀館所內的展品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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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49西大門自然史博物館前合影及館內展區資源 

 

下午活動：參訪梨花女子大學(Ewha Womans University)及 Lotte World  

 梨花女子大學(Ewha Womans University)於 1886年建立，是韓國第一所女

子大學，其原名為「梨花學堂」，於 1948年更名為「梨花女子大學」，該校被認

定為韓國最優秀的女子大學，因本團學生均為北一女高三同學，故特地安排本

次參訪，提供同學認識、探索國外大學環境及學習資源的契機。 

該校校園保有許多古老建築，校內共有 14個學院，以及 67個系所和主修

項目，並設有國際教育學院，其雖名為女子大學，但亦受理男性交流生及短期

語學堂前來參與。 

圖 50-53梨花女子大學前合影及校內環境 

 

Lotte World為「世界上最大室內遊樂園」，包含室內及室外園區，為韓國

當地居民與外國旅客經常來訪的標誌性景點之一，因本次 KSEF賽程落於耶誕節

至新年跨年期間，韓方特地安排代表團參訪此園區，體驗韓國的樂園文化。 

園內除了室內外遊樂設施外，亦設有民俗博物館、滑冰場、電影院及商場

等，來訪者可依時間與需求安排教育學習、遊戲體驗及物品購置等活動。 

 圖 54-57 Lotte World園區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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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間活動：準備比賽事宜 

本次 KSEF因故改為線上評審，代表團於出發參訪前及線上比賽前夕均多次

以 ZOOM線上視訊會議進行模擬練習與測試，培養穩健的台風、口語表達及專業

問答能力。 

圖 58-60代表團學生於賽前模擬線上報告及評審問答狀況記錄 

   

【第 4天】12月 29日(週日) 

上午活動：Morning Judging Session 

賽程時間 評審科別 參賽學生 

09:30(GMT+9) Mathematics Project 曹爾秦 

10:00(GMT+9) Chemistry Project 廖思綺、邱筠雅 

圖 61-64大會方提供之評審流程、評分標準及獎項比例資訊 

  

根據 2組學生匯報評審狀況整理如下： 

科別及編號 評審總人數 評審狀況記錄 

數學科 I-083 4位 1. 每位評審均會提出 1個作品相關問題，主

要著重在應用層面及未來展望。 

2. 評審組成多元，包含 2位東方面孔評審及

2位西方面孔的評審。 

化學科 I-180 3位 1. 每位評審均會提出 1個作品相關問題，包

含實驗步驟與機制、實驗缺點及限制，以

及實驗貢獻和未來展望等。 

2. 評審組成多元，包含 1位東方評審及 2位

西方面孔的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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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心得及建議 

2024 KSEF為韓國辦理之第 6屆國際科學競賽，本次共計 208件作品參

展，比賽結果於 2025 年 1月 12日公布於 KSEF官方網站，並於賽後 4至 5週將

獎牌寄送至各國得獎選手於參賽時所填寫的學校。我國代表隊共獲得 1金 1銅

的好成績：生物化學科的廖思綺、邱筠雅同學以《利用氧化應激法結合膠原蛋

白微島嶼誘導人類臍帶間質幹細胞分化》獲得大會金牌獎；數學科的曹爾秦同

學以《強連通圖的封閉道路之邊數期望 Expected edge number of closed 

walks in a simple graph》獲得大會銅牌獎。 

圖 65-68參賽學生於學校收到本次比賽獎牌 

 

今年為我國首次參與韓國科學與工程博覽會(KSEF)，賽事現場外國隊使用

線上的方式進行評審，在簡報演練及評審準備上，館方參考過去在疫情期間的

參賽經驗，讓學生隔著螢幕能克服通訊軟體、資料呈現等挑戰。 

在事前的準備，除了主辦方所公布的評審時間、使用的通訊軟體 ZOOM 連結

等線上評審資訊，亦提醒代表團同學雖未能面對面與評審互動，但也要在有限

的時間內，主動積極地詢問評審是否能做相關的補充。除此之外，輔導員也提

供多元的輔助視角，鼓勵同學善用螢幕所見範圍外的空間與資源，準備書面資

料或小抄，幫助自己適時地反應及達到提醒作用。另外，熟悉 ZOOM軟體操作介

面、調整電腦及麥克風音量等軟硬體操作，對於本次比賽也是相當重要的。 

近年我國在辦理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及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時，也曾使

用過線上參與形式，讓國內外學生在疫情或其他不可抗拒因素下，仍有分享自

己投入多時的研究成果之機會。但作為主辦方，考量賽事的公平性及執行的可

行性，在參賽者的簡報與評審方面仍有相當的規範，以下簡述國內及本次 KSEF

線上科學競賽辦理差異： 

項目 國內科學展覽會 韓國科學與工程博覽會 

評審資料 事前繳交及檢查內容，評審時

由大會端分享檔案畫面。 

可由參賽者分享檔案內容。 

評審軟體 使用 Teams 使用 Zoom 

背景畫面 不可使用背景特效。 主辦方事前提供大會主視覺

背景，並鼓勵參賽者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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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使用。 

作者檢錄 規劃另一線上會議室以及檢核

的時程，於評審前核對作者身

分，確認後再讓同學進入評審

線上會議室。 

提供評審時間表、並提醒同

學於評審前 20分鐘登入。 

評審環境 使用指定或符合規範的場地，

現場不可有老師、錄影或其他

影響評審公平性之因素。 

未規範。 

評審時間 報告 7分鐘、問答 5分鐘，在

倒數 1分鐘、時間到時會提

醒。 

報到 7分鐘、問答 10-18分

鐘 

  

工作人員 評審期間除評審之外，線上有

評審助理協助檢錄、計時或突

發事項處理。 

評審期間僅有評審在線上。 

典禮活動 頒獎典禮以線上直播的形式公

告獎項。 

在大會網站上以文字檔案公

布得獎名單。 

 

除了競賽展現參賽學生科學研究能力與成果外，藉由韓方安排之文化及科

學博物館參訪行程，對於代表團學生的學習經歷與國際視野，和館員業務工作

創新發展等方面亦有良好效益，雖此次主辦方臨時宣布改為線上競賽，無法實

際與其他參賽國家的人員進行學術及文化上的交流，實屬可惜，不過仍建議日

後可持續帶隊參與 KSEF，增加國內優秀學生國際競賽及科學研究交流經驗、提

升國際活動參與度並積極為國爭取榮譽、鞏固合作夥伴關係並邀請該國優秀中

學生來台參展，以及透過交流、參訪與競賽等形式，了解 KSEF辦理制度、期程

與活動規劃及評審模式，做為我國科展競賽優化之參考。 

 

【同學參展心得】 

曹爾秦/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這是我第一次出國比賽，當了臺灣代表後，對待科展的態度和之前在 TISF

感覺很不一樣，多了一份使命感，摻雜著沉重、緊張，但也不乏興奮、企圖

心。抱著這股期待，在學測前不到一個月，正值緊鑼密鼓備考期間，我們去了

韓國參加 KSEF。 

第一天到希爾頓飯店，再外出吃了韓國炒雞當晚餐，雖然它很辣，讓我們

一直喝水，但我仍覺得蠻好吃的，尤其是配上牽絲熱熔起司與 Q彈年糕，尤為

極品！回飯店的路上還順路欣賞了光化門的花燈，與臺灣之主題亦明顯不同：

前者的主題偏向穿著古代服飾的官員出巡，後者則主要以生肖或可愛人物、動

物為主。之後兩天中，我最喜歡的行程是去明洞逛街，不只是因為我們可以在

那裡購物，更是因為那邊有很多小販，晚餐吃的餐廳也很在地，可以近距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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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到韓國的風土民情，感受文化差異。而在該地也因為要買東西，必須強迫自

己用英文和韓國人交流，雖然有些許不順，不過那幾天進步不少，比較有勇氣

開口跟陌生人講英文了！另外，那天很幸運有看到雪，雖然雪花很小很小，不

過令生活在副熱帶地區的大家十分興奮。 

接著就是最後一天早上的比賽，由於這次是線上比賽，所以壓力比起實體

比賽來說減輕不少。而在 TISF中，所有人都會經過兩次評審，用中文進行；第

三次評審則是要選拔出國代表的英文報告，各科教授都會一同聆聽，內容為三

分鐘簡報加問答環節(此階段類似於韓國線上評審的迷你版)。至於在 KSEF 中，

每組都需要面對三、四位評審，一開始有七分鐘簡報時間，接著是每位評審大

約會問一個問題，全程以英文進行。而在一開始的簡報部分由於練習了無數

次，算蠻順利的，結果後面評審問問題時，因為有點緊張，再加上英文口語本

來就不太流利，導致有點詞不達意，沒能完整把自己的準備與研究過程淋漓盡

致地表現出來，讓我蠻懊悔、可惜的。不過最後有得到銅牌！也算畫下一個美

好的句點了吧。 

最後，是一些賽程建議可以改進的地方： 

1. 第一和第二天回到飯店的時間天都很晚，沒時間也沒什麼體力再多複習一些

科展的內容，導致第三天晚上稍為倉促，心態亦不太穩定。因此，建議之後可

以讓學生七點左右回飯店休息、準備比賽。 

2. 在梨花女子大學附近的自由活動時間可以再多一小時左右，比較充分。 

3. 樂天世界(或任何一個遊樂園)假日太多人了，沒辦法好好玩或逛。如果要去

的話平日應比較適合。 

以下是參訪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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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思綺/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一、 賽前準備 

輔導時間: 

8月 24日 下午 2:00-4:00 

9月 21日 下午 2:00-4:00 

10月 20日 下午 2:00-4:00 

11月 17日 下午 2:00-4:00 

12月 22日 下午 2: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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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月獲得臺灣國際科展的出國代表資格後，我一直很期待這次的比賽。

除了可以到其他國家分享自己的研究外，這也是我首次到國外比賽的經驗。我

們在比賽前有五次的輔導時間，從暑假開始。第一次輔導時，我們是在科教館

和其他科別的出國代表一起。在第二次以後的輔導，我們和另外兩個生化科的

組別一起改到中研院接受輔導。雖然輔導的時長一樣，但我覺得在中研院輔導

時，因為只有生化科的組別，讓我和伙伴的效率變得比較好！ 

在輔導期間，我們也大幅度修改了二月國際科展時用的海報。除了加上這

段時間新增的實驗數據外，我們也根據教授的建議調整了海報的版面以及呈現

方式。我們最初版的海報有許多問題，像是字型太小、文字過多，和傳遞的資

訊不清楚等。在聽完教授們建議的調整方向後，我才發現自己先前的不足，也

方才明白海報正確的使用方式。在準備比賽的期間，我們改善最初總是想讓海

報上塞滿大量資訊的心態，學會做出取捨。同時，我們也善用示意圖以取代複

雜的文字，以簡潔的方式介紹我們的研究。 

直到 2024年 9月之前，我們一直在補齊先前缺少的實驗數據。我覺得臺灣

國際科展在賽後寄的複審作品評語非常有用，裡頭有很清楚的建議和改善方

向，這也讓我們在與實驗室的老師和學姐們規劃實驗時更有效率。 

 

二、 韓國參訪心得 

這次的韓國參訪，我們去了韓國的科教館和當地的自然科學博物館。韓國

的科教館有很多設施都和臺灣的大致相同，但空間比臺灣得更小一些。我認為

韓國科教館比較不同的是，它內部有很多閱讀區和很多互動式的裝置。除此之

外，它還有部分區域融合了動物保護的觀念，我覺得這些展區非常有教育意

義！ 

首爾的科學館及館內的動物車禍展示 

在旅程的第三天，我們到了首爾的自然科學博物館。自然科學博物館內部

的展場有恐龍、海洋生物、標本、礦石和天文相關的主題。其中我印象最深刻

的是標本區。裡頭有很多不同種類的標本，如蝴蝶和鳥類等。除此之外，我認

為比較特別的是有部分展區在介紹這個世代的議題，像是粉紅雞計畫(Pink 

Chicken Projec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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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博物館的鳥類標本及蝴蝶標本 

 

三、 比賽心得 

在這次的韓國國際科展，我們實際上的比賽時間只有約三十分鐘，相比耗

時數天的臺灣國際科展，時間短了許多，我認為這也縮限了我們可以介紹自己

作品的空間。因為是採線上評選，我們是以投影片介紹自己的研究。雖然臨時

改成線上比賽讓時程安排有點緊蹙，但我覺得我也藉此學到實用的製作投影片

技巧。 

在語言方面，韓國國際科展要求以全英文進行，投影片和作品說明書也必

須以全英文呈現。在二月的臺灣國際科展時，我認為我和伙伴在第三階段評選

時，因為英文不好而導致報告得很糟糕。在之後的幾個月，我們加強了自己的

英文，也改善了英文口說時很容易緊張的問題。在正式比賽時，我們不再被語

言所拘限。 

 

四、 回饋與建議 

很感謝科教館給我們這個機會，讓我們可以出國比賽、接受輔導教授的指

導！也謝謝科教館的老師們將整個活動策畫得很完善，還加了到韓國的科學

館、博物館，和梨花女子大學參訪的行程。這次的比賽對我而言很特別，我第

一次參加了有國外評審的比賽。好在，前幾個月我們有和輔導教授們練習英語

問答，我當天才能不那麼緊張。在心態方面，經過反覆練習和二月的比賽經驗

讓我對報告不再那麼容易焦慮。高三上同時進行薦送、科展和準備學測也加強

了我的抗壓能力。參加國際科展讓我們更請楚自己進行的研究內容、開拓了自

己的視野，也從嶄新的角度思考自己的研究。除此之外，這個活動也讓原本很

內向的我及我的組員有了在其他人面前介紹我們作品的自信！ 

 

邱筠雅/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在臺灣國際科展取得生物化學一等獎後，我們非常榮幸能取得參與韓國國

際科展(KSEF)的資格。參加 12月底舉行的韓國國際科展前，科教館為我們安排

了出國參賽輔導。我們的輔導教授是中研院的鍾邦柱教授及翁瑞霞助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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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過程中，在先前參與臺灣國際科展的作品基礎上，我們修改了多次海報及

簡報的呈現方式。途中，教授教了我們很多使海報能更方便閱讀者在聆聽報告

的同時也能快速理解的方法，如圖示及用分區的方式排版圖表及敘述。在練習

口頭報告的過程中，老師們給了我們很多鼓勵，使我們對自己的作品更有自

信，能以我們對研究發現的喜悅說服評審。 

輔導討論海報過程及部分參賽資料 

 

十月時，我們得知科展將改為線上賽後感到非常可惜。參與臺灣國際科展

的經驗使我體驗到參與國際活動時，能看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學生們對科學研

究的不同風格和態度。同時也能反思自己對科學研究的態度有何優缺點，並且

學習他人的優點。而改為線上參賽後，我們無法觀摩其他參賽組別的作品。不

過，即使因此感到可惜，準備過程中仍有非常多收穫，因此我認為這仍然是一

次非常寶貴的機會。 

雖然沒有實體賽，我們仍然前往了韓國參訪。其中有如參觀韓國科教館、

自然科學博物館等等科學相關行程。雖然看不懂解說文字，但我們仍然玩展品

玩得很開心，也認識了當地的生態環境。其中印象比較深刻的有韓國科教館的

元素週期表置物櫃和實際體驗 SI單位制的量的展品，可惜時間不夠未能好好逛

完。希望在未來的活動中，科學相關行程的時間可以增加。而前往景福宮參觀

和燈會，以及地陪每日用心為我們安排的餐食，也使我認識及體驗到了韓國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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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前一天晚上，我們在飯店吃晚餐並確認設備以及練習。我們這組在這

段時間確認了評審時該如何分工，以及簡報和麥克風的控制。設備設置完成後

也練習了講解和問答。還準備了提示的便利貼，雖然評審時沒有用到。 

參賽當天早上，我們整理好儀容後繼續進行練習。到了評審時間，我們順

利照著原先的分工完成報告，並在隨後的問答中互相協調回答問題。被問到的

大部分問題都是練習時即預想過的，因此問答進行的很順利，半小時的評審時

間還有剩餘。最後我們有再補充一些研究可能的應用，不過仍然有提早結束。 

韓國國際科展的評審看起來來自許多不同國家，與臺灣國際科展主要是國

內教授不同。在問答的過程中，則以實驗設計的問題為主。臺灣參賽時則是設

計及原理的問題皆有被詢問到。 

準備科展到參賽的這段時間中，我們受到了許多人的幫助。非常感謝輔導

教授的鍾邦柱教授及翁瑞霞老師，在百忙之中仍用周末時間與我們討論海報的

修改。以及在繳交參賽資料以電子郵件幫我們修改報告。教授們教我們的觀念

無論是在參賽或是未來的學習過程都非常受用。 

也很感謝科教館的老師，從科展輔導開始協助各項聯絡以及報名的事項。

在韓國的四天的行程中，也謝謝老師及地陪的幫助及陪伴，每天都有充實的行

程。很感謝老師們參賽前一天晚上的安排，幫助我們確認設備並解決各種問

題，讓我們有充分的時間進行準備，減少緊張感，使隔天的評審過程非常順

利。 

我認為能參與這個活動非常幸運，一路上的準備，從研究到輔導及最後得

參賽，都使我成長許多，也遇到很多友善的人們。非常感謝所有人的幫助，使

能有這樣的機會及經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