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1年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 

數學科評語 

本次數學科參展作品眾多，研究方向較集中於幾何與組合領域，整體水準尚

佳，部份作品相當優秀，其中學生從嘗試到推論相當完整，且學生展現相當的熱

情與準備是可喜之處。然而若是能鼓勵學生在取材時更多元，以及另可多鼓勵學

生學習高中數學以外之更深入之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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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 

化學科評語 

今年化學組的複審件數國內共 11組，國外共 4組。 

國外作品線上比賽，選出一等獎與三等獎各一件。 

國內作品的參展內容很多元，包括太陽能的提升、鋰離子電池回收與強化、

電池的催化反應分解水、團簇水的合成與藥性的促進、有機分子的多重螢光特性

的應用、抗癌藥物的含量提升與分子動力學模擬探討有機分子抑制胰島類澱粉蛋

白的聚合作用等。作品雖不多但品質比去年好，值得一提的是今年電化學與大多

數材料催化反應的應用都未被看好，另使用英文報告的件數增多，但普遍英文卻

是強背，反應並不通順，部分作品先提摘要而非研究動機，這些細節可以請學生

再做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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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 

動物學科評語 

參與動物學科的作品主題多元，從基礎科學議題到可能的應用發展都有。研

究內容皆有適切的假說依據，大多有適當的試驗驗證基礎。其中有數個研究作品

具有新穎性及創新性。非常值得進一步的研究來提升研究成果的價值。然而，研

究成果量化分析與數據呈現方面仍需加強，有人把自己親自操作的成果與老師已

經得到的結果混在一起，建議輔導老師需要加強學生這方面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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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 

植物學科評語 

優點： 

1. 同學們普遍展現對研究的熱誠，並能認真投入實驗過程，精神可嘉。 

2. 多數學生的資料展示及口語表達良好。 

缺點： 

1. 部分實驗欠缺適當的對照組。 

2. 部分研究結論過度延伸，支持證據需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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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 

微生物學科評語 

優點： 

1. 多數研究題材具本土性，應用潛力佳。 

2. 同學們都能展現對研究的熱忱，並有良好的口語表達能力。 

缺點： 

1. 部分研究題材的目標太大。 

2. 部分研究屬於觀測性記錄，需提出假說及適當的驗證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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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 

生物化學科評語 

本次生物化學科的臺灣國際科展國內參展作品七件，國外參展作品三件，內

容偏重基因的編輯，細胞中基因的生物功能及蛋白質對解決重要醫藥問題的研

究，品質優良。尤其想要解決的疾病包括粒線體疾病、腦部因蛋白質纖維聚合產

生的病變及癌症等，基礎及應用兼重。尤其是得獎作品包括對去年諾貝爾獎的基

因編輯 CRISPR-Cas9技術應用在粒線體基因編輯，細胞內鈣離子訊息傳遞的機理

及癌症轉移的重要基因研究等，更是優良的作品。而國外參展的一件作品探討一

種鎮靜藥物在腦內訊息傳遞因子通道電流的影響，來了解其作用機制，也是內容

完整的優良作品，皆可獲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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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 

醫學與健康科學科評語 

多件作品具有醫學應用價值，輔以最新的 AI或是 3D列印的技術，可降低醫

學器材的使用成本或精進臨床症狀診斷的效率，多件學生的作品已具有碩士論文

的深度與廣度，學生對研究皆具高度熱忱，作品的解釋也極為用心，評審皆一致

給予高度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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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 

工程學科評語 

本屆臺灣國際科展工程學科參展作品國內 16件、國外 9件，研究方向含括

能源、材料、醫療、機械、電子、感測、防災、農漁業等各分項領域，各件作品

皆展現作者們的原創性、邏輯分析、科學思維等研究能力。期望學子們持續精

進、發揮研究創造精神，開創人類嶄新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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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 

行為與社會科學科評語 

今年參與行為與社會科學科展的內容，從斑馬魚的記憶行為、消費行為、投

資行為模式預測、以至於視覺認知等等，相當具有多樣性，研究水準也較往年提

升。不過有些組別在科學觀念及訓練上，尚需加強，例如有一些組別對於整體研

究的主要假設 (central hypothesis) 並不清楚，如此一來，無法有效的設計實驗來

完成所需證實的假設，雖然做了很多工作並收集了很多數據，但是無法說明或解

決所要問的或想要問的目標，實屬可惜。這些缺失的改善，有賴指導老師或指導

教授能更費些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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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 

物理與天文學科評語 

2021年國際科展物理與天文科共有國內 47件參賽，其中 20件進入複賽，加

上 2件國外對，複賽共有 22隊。作品主題廣闊，可以見到星系碰撞模擬、材料

製作與特性探索、摩擦運動、非線性溫差、月球軌跡規律、磁浮設計、石墨烯氫

化多有作品。作品多數以實驗為主題，能探討多數參數的影響，並以特定物理函

數歸納量測結果。相較於往年的作品，今年作品的完整性明顯提升許多，也能與

理論預測做比較，指出差異性，或應可再加強對引發實驗現象的主控物理機制做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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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 

地球與環境科學科評語 

今年的地球與環境作品包含颱風、海洋水色、北極震盪與聖嬰現象、突堤效

應、與高鐵行經地質特異區的震動特性等，主題多元，方法有水工實驗、衛星遙

測分析、氣候指標統計分析、數值模擬等地球科學探究與實作方法，大多數作品

都有很好的研究動機，也設計適當的研究方法，特別是能結合衛星遙測分析與淺

水模式之數值模擬，分析了解雙眼牆颱風的內眼滾動機制，有新的研究發現。利

用衛星遙測資料，統計分析了解紫外線輻射與海水表層溫度是影響海洋葉綠素長

期變化趨勢的因素。部分作品實驗分析很完整，但較欠缺考慮實際問題與實驗室

實驗設計的尺度差異。部分作品受限於樣本數，統計量之可信度與結論較薄弱，

關懷鄉土環境變遷之作品，學生的環境意識值得嘉許，作品的創新性則有加強之

空間。 

  



12 

2021年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 

電腦科學與資訊工程科評語 

本年度電腦科的作品主題較為多元，其中有多個作品皆能從現實生活中取

材，並且能透過實驗方法進行驗證，整體而言作品的完整程度較高；然多數作品

在資訊科學理論方面的著墨可再更為深入，對於相關文獻與該主題當前最新發展

的狀態掌握度仍有加強空間，同時在實驗日誌的撰寫上，可更詳實記錄研究的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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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 

環境工程科評語 

環境工程作品內容多元，包含空氣污染監測以及懸浮微粒的觀察、廢棄矽泥

與廢鋅的再利用、廢棄路燈回收再製、生物處理系統改良、塑膠微粒對大型蚤的

影響等，探討不同面向的環境議題。今年兩件空氣污染相關的作品，均以空氣盒

子出發，卻有截然不同的觀察與研究方向，一個是較偏向科學的探討，一個則是

較為工程的應用，均有助於空氣污染物的溯源，相當有創意。然而建議作品應多

針對工程層面加以思考，以不同的手段解決環境工程應用上的問題，以貼合環境

工程領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