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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人文美麗的山

校本課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形塑歷程的反思



大綱：

校本課程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動機與邂逅

•規劃與建構

•形塑歷程

•經驗重構

•心得反思

•後續發展與成果



如果將百年名校比喻成一隻遨翔天空的老鷹

那麼對創校 9 年的麗山高中(89~97)而言

就像是一隻嗷嗷待哺的小鳥

我們正在學習如何脫離母親的懷抱

學會獨立飛翔

98年寫於三重高中



四年前(95年)

因著高瞻計畫，我們努力

◆組織一個跨科的教師社群

---子計畫一課程研發團隊

◆全力研發校本的核心課程



研究方法與專題研究

◆高一必修「研究方法」3學分

•基礎探究能力、領域探索、專題初探、如何進行研究與撰寫研
究計畫、報告。

◆高二必修「專題研究」3學分

•主題式探究

•以問題解決為核心。

•主動探索解決問題：
討論研究，尋求最佳方案，撰寫成果報告、公開發表。



課程目標

1. 發展科學教育，培養學生科學態度，運用科學方法，由「做中學」
以增進創造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養成終身學習和研究發展的
良好習慣。

2. 激發學生研究興趣，培養學生體察週遭環境、發現問題、蒐集分
析資料、設計實驗、操作驗證、歸納演譯、撰寫報告等實驗研究
的能力。

3. 在專題研究過程中，從蒐集、閱讀、分析外文資料增進學生運用
外國語文的能力；由運用電腦展現研究作品增進學生使用電腦之
能力；由成果發表、Q and A 的歷練學習增進學生口語表達的能
力；促成多元學習達到多種關鍵能力的培養。

89研究方法與專題研究



課程發展動機

1.校園內部興起課程改革省思

•做專題、做科展、拼升學的迷思

•菁英取向

•課程統整性不足

•師資調配陷入疲憊

2.改變的契機

•行政換血

•高瞻計畫

拼升學

做科展做專題

？



1.論述空間：專題研方作為校本課程，需要更多由下而上的論

述歷程與對話空間。

2.精緻系統：亟需建立一套精緻、系統的核心課程，避免課程

執行因人而異，無法延續。

3.客觀評鑑：科展產出的導向易造成菁英化，且缺乏客觀有效

的課程評鑑，易忽略整體學生的歷程學習與能力培養。

問題解決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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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規 劃
與專業 學習社群建構



1. 建構校本課程能力指標

⚫ 尋求共識

⚫ 跨科合作

◆課程規劃



2 .精緻化全校性科學探究課程

⚫ 解構與建構

⚫ 高瞻計畫(基礎探究與新興科技)

◆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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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分組選修18週 分組選修18週

分組選修18週

分組選修4+4+1週

分組協同 6週

密集式 1週

91-94

89-91

期別 高一上 高一下 高二上 高二下

基礎探究

領域探索

專題初探

專題研究 專題研究

創思週

研究方法 專題研究 專題研究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 專題研究 專題研究專題初探

擬題課程

創
始
期

調
整
期

變
革
期

開
展
期

3. 系統化全校性科學探究課程 研方與專題的實施階梯圖



基礎探究能力課程(95,第一年)

指導學生經由實作經驗，認識研究方法與學會使

用基本的研究工具，以培養學生在研究上的基礎探

究能力，為未來兩年研究方法與專題研究奠定基礎。

◆課程目標



◆課程模組

1. 研究課程簡介與認識研究（萬*昞）

2. 蒐集資料（廖*國）

3. 實驗設計與研究規劃（郭*雯）

4. 儀器量測（徐*成）

5. 資料整理分析(圖表)（林*發）

6. 資料整理分析(文書及影像處理)（孫*祥）



基礎探究能力課程(96,第二年修正)

作為未來專題研究的準備課程與啟蒙課程，使學

生初步體驗問題探究與解決的過程。

◆課程目標



◆課程模組



經由實作經驗，使學生了解不同領域的研究範疇

與研究方法，進而提升對該領域內容的研究興趣、

態度與研究能力。

領域探索(95,第一年)

◆課程目標



1. 作為未來專題研究的準備課程與啟蒙課程。

2. 能瞭解在科學研究上該領域發展趨勢。

3. 能瞭解該領域基礎典範的科學研究及資料處理方法。

4. 能以正確的技能，操作該領域的基礎單元實驗。

5. 能經由小組合作學習、創意思考訓練與綜合應用操作技能，完成
該領域自製創意實驗或解決問題之書面、口頭研究報告或成品。

6. 透過對該領域的多元學習，對其研究內容有完整瞭解，啟發對其
研究興趣。

領域探索(96,第二年修正)

◆課程目標



◆課程模組



課程取向轉變
第一年 工具導向

◆ 什麼是研究？

◆ 如何蒐集資料？

◆ 如何做研究設計？

◆ 如何使用實驗工具？

◆ 如何做資料分析？

◆ 如何呈現報告？

◆研究方法

第二年問題探究導向

◆ 溫暖的危機

公民科-呂雅玲老師

◆ 你的手機費率划算嗎?

數學科-林群軒老師

◆ 地質考察規劃

地科-萬義昞老師

◆ 手機好好玩
物理科-徐志成老師

◆ 拯救地球口愛綠電池
化學科-郭玉雯老師

◆ 利用數列與級數解決實際
問題
數學科-趙承斌老師

◆ 麗山排水系統與風力發電
地科-萬義昞老師

◆基礎探究 ◆領域探索



全校性探究課程規劃(96,第二年修正)

21

年段 課程名稱 目 標

一
上

基
礎
科
學
探
究

科學創思週(1週) 建立高一新生正確的學習方法與態度，啟迪創思，奠定科學研究學習的基礎。

基礎探究能力(6週)
經由實作，引導學生認識研究方法與學會使用基本的研究工具，以培養學生在
研究上的基礎探究能力。

領域探索I (4週) 經由實作，使學生了解不同領域的研究範疇與研究方法，進而改變對領域內容
的研究興趣、態度與研究能力。領域探索II (4週)

成果發表(1~2週) 培養學生統整上述課程所習得能力與課程內容，並訓練發表的能力。

一下
新
興
科
技
探
究

專題初探 (18週)
目的在激發學生研究興趣，培養學生體察週遭環境、發現問題、蒐集分析資料、
設計實驗、操作驗證、歸納演譯、撰寫報告等實驗研究的能力。

二 專題研究(36週) 培養學生獨立研究的統整能力。

一
|
三

融入
課程

學習能力
科技倫理



實驗教學與評量 (97,第三年)

◆基礎探究能力課程

評量開發計畫 & 教學實驗研究報告

◆領域探索課程

評量開發計畫 & 教學實驗研究報告



擬題課程模組(98,第四年)

◆在動態幾何探索環境中

－如何形成問題？（數學林*發、柯*樹）

◆能源探索課程 (物理徐*成）

◆氣象環境研究 （地科萬*昞）

◆如何擬定研究題目（化學郭*雯）

◆社會大蒐密 （公民呂*玲）

－如何形成社會科研究問題？



探索已知 探索未知

基礎探究

•認識什麼是研究？
•體驗問題解決歷程

統整

領域探索

•理解領域研究範疇
•啟發領域研究興趣

試探

專題初探

•擬題思考
•形成問題與創意設計

分化

專題研究
• 創造思考和解決問題
• 探究技能
• 表達

專研

課程目標與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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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學習社群的形塑歷程



◆倉促的摸索期(95,第一年)

1. 95研方教師跨科組合。

2. 提出課程架構、研發流程

3. 階段任務、獨立分工、產出導向

4. 邊教、邊發展教材



◆遭遇困難(95,第一年)

1. 課程發展與課務同步實施，
時間倉促，溝通不足。

2. 不同教師接力式參與，
專業成長與研發易中斷。

3. 學習主軸不明確，
缺少「探究」內函。



◆遭遇困難(95,第一年)

4.跨科合作缺少專業領導、系統性教師成長。

◆ 未達共識即各自獨立開發

◆ 跨科同儕審查難進行

◆ 缺少專家指導，需要專業外援



◆問題觀察與思考

1.教師參與動機在怎樣的條件下才能被激發？

◆行政協調的產生

◆夥伴關係的支持

如何弱化由上而下，建立夥伴合作關係？



2.教師專題教學信念是否會因參與而產生遷移？

◆ 摸索或傳承的實務經驗與學習理論的融入，對校本課

程發展是否產生正向遷移？

◆ 科學競賽導向的產出與期待建立的系統性探究課程，

是否合乎期待？

◆問題觀察與思考



3.科際競合關係是否會因跨科合作產生變化？

◆ 專題協同過去多以科內為主，科際競爭多於合作。

◆ 本計畫期待透過課程發展，促使跨科協同進行對

話，是否會因接觸理解、包容差異，產生正向合

作關係？

◆問題觀察與思考



◆面臨挑戰

1.教學與研究的負擔，熬夜寫報告

2.產出的壓力
◆ 計畫須兼顧額外因素，如校本課程、學科特質、配合課務，

經費配置。

◆ 產出是否符合高瞻精神？

3.自我心理設限
◆ 非課程專家又是跨科，如何專業領導？

◆ 口才拙劣，不善於表達。



4.角色重疊的困境

◆ 主持人、研究者、示範者。

◆ 教材設計者、審查者與被審查者。

5.建立夥伴關係的期待

◆ 邀約顧慮工作健康與家庭生活，不好意思勉強。

◆ 深怕同事以配合態度，無法分擔責任。

◆ 怕逾越同儕專業領域。

◆面臨挑戰



◆策略調整(96,第二年)

1.團隊縮編重組，與課務脫勾，轉為研發單位

2.有系統規劃課程研發計畫

3.建立共同聚會時間，增加互動與論述時間

4.建立分享平台：成立工作坊，推動讀書會、專家
研習，先成長後發展

5.設定階段目標與檢核點作有效能的控管



◆有計畫的磨合期(96,第二年)

團隊合作 專業成長 課程發展

•縮編重組

•共同聚會時間，增
加跨科對話共識

•小組互助

•發表機制帶動分享
氣氛

•期末聚餐

•提出專業發展計畫
成立教師成長工作
坊

•進行「PBL」與
「科學創意教學與
評量」讀書會與專
家指導

•各科分求外援

•重構目標，提出
「問題導向」的探
究課程，作為教學
範例

•邊成長邊發展邊分
享

•教材專家審查

•教學論壇-分享平
台



◆穩健的開展期(97,第三年)

團隊合作 專業成長 課程發展

•長期團隊夥伴關係
•外部肯定
•自我肯定
•內部監控

•「科學探究能力評
量與結果分析」與
「研究成果報告撰
寫」專家指導
•讀書會：「如何指
導學生形成研究問
題」

•提出「評量開發計
畫」建立評量與專
家審查
•試教、成效檢討
•研究成果報告
•聯合成果發表



團隊合作 專業成長 課程發展

• 專業學習社群
的延續

• 由下而上、自
我建構

• 讀書會：「如何
指導學生形成研
究問題？」

• 提出擬題課程「如
何形成研究問題？」
創新課程發展計畫

• 規畫能力認證或能
力評量

• 成果發表

◆自主的開展期(98,第四年)



經歷課程發展的再發現
著實令人生出啊哈 的驚喜感

1. 經歷課程發展完整cycle的成就感與發現不足的期
待感。

2. 這循環過程不僅帶動教師成長，也使教師獲得專業
認同感和滿足感的重要來源。

課程規劃
課程目標/架構內容 專業成長/教材設計

設計發展 課程實驗
教學實驗/評量設計

評鑑分享
成果報告/發表分享



課
程
發
展
流
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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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學習社群的經驗重構



◆關鍵角色：服務導向、支持性的領導

1. 專業領導的校長

• 組織效率、高層式思考、方向引導取代監控

• 樂於支持、肯定鼓勵、熱情參與

2. 教務主任：歡喜支援、默默承擔

3. 研究助理：體恤教師、全力支援、研究諮詢

4. 共同主持人：信任溝通、分擔協調、樂當煞車

5. 參與夥伴特質：願意分享、幽默不服輸



◆參與動機的消長

1. 主持人價值目標的重構

建構理想 配合內外目的

不知為何而戰

尋回價值目標、重構理想

轉被動為主動、貫徹理念

單純的動機、柔性的堅持



◆參與動機的消長

2. 教師自我的肯定
◆ 經驗防衛遷就新概念

論述
嘗試認同
被肯定(成就感) 

◆ 形成原因：主動分享與自我肯定

•共同目標明確的建立

•執行流程系統性，經歷完整課程發展

•教師專注專業發展、行政服務性支持



◆角色任務的變遷

1.領導者定位：僕人式領導

◆沒有自信(教師質疑)

自我定位(帶頭犧牲者)

再定位(示範者) 

教師信任、接受任務，積極參與

取得認同(引領者)

分散式領導(彼此餵養)

◆建立自信：被餵養學習如何餵養



◆角色任務的變遷

2.教師參與角色的演變

◆教材設計者

教學實驗者

教學研究者、報告撰寫者。

◆主持人重擔的獲得轉移



◆討論氛圍的改變

1.議題思索進入課程發展核心

事務面討論課程實質內涵討論

2.討論形式尋求鬆綁

會議、研習

讀書會、經驗、成果分享

聚餐、下午茶、話家常



◆決策形成的演變

行政

中間領導

教 師

 

由上而下

上中而下

中上而下

中下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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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些 年 教 會 我 的 事



◆信念的鞏固與改變

1. 課程改革是可以由下而上的。

2. 跨科合作能激發創新教學思維。

3. 教師是課程發展的關鍵，需要有系統有步驟地改變，促
使教師專業提升。

4. 培養學校中間領導或分散式領導是校務推動的一大助力。

5. 計畫與所學連結，理論透過實踐獲得驗證。

6. 計畫申請動機應以支持「本來就要做的」為前提。



◆如何營造一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1.需要一個系統性的成長課程。

◆資源支持：專業資源拉到校內，方便教師成長。

◆讀 書 會：閱讀分享、充分對話、了解差異、預見不足。

◆專家指導：事前預習、吸收專業、配合實作、驗證想法、

修正不足。



2.需要一個安全的工作與分享平台

◆客氣謙虛不敢出頭，造成想法出不來。

◆需要舞台與不同領域的支持與肯定。

◆支持性領導、餵養與被餵養的角色轉換、促使教師成長。

◆客觀的評鑑者：同儕與專家角色的不同作用。

◆如何營造一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2.需要一個安全的工作與分享平台

◆團體分享取代審查、鼓勵取代批判

◆審查個別化

◆合理工作量管控

◆如何營造一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1)行政與教學經驗，理解教師合理需求。

(2)主持人帶頭蒐集資料、擬定各項計畫、提供表單，討論取得共識後使用

(工廠生產線模式) 。

(3)取得教師共識再向上溝通(弱化由上而下的壓力)



3.合作文化應建立在一個關懷的文化上

◆更輕鬆的了解彼此

~聚餐、關懷、了解教學、生活點滴…….

◆教師合作的心靈契約

應建立在真誠的關懷上。

◆如何營造一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關懷文化滋養信任與默契

專業社群才得以永續經營



四年後(98,第四年)--高瞻結束

子計畫一夥伴仍然繼續運作

但我們思考

1.我們可以做什麼？

2.我們可以選擇什麼方式來做了？



◆接著(99年)-回歸校本課程

子計畫一夥伴仍然繼續運作

我們改名叫專題研方研究小組(100年)

後來叫做校本課程教師社群(101年)

我們正思考著

1.我們單單要做的。

2.有沒有能力由下而上? 學習獨立飛翔



沿革 團隊合作 專業發展 課程發展

摸
索
期

93
緣起年

◆ 教師會
◆ 校長遴選

◆ 科學人文藝術營
(台大林維紅教授、崑曲楊
汗如、朱敬一、)

94
起草年

◆ 以行政為核心
◆ 尋求共識
◆ 擴大學科參與

◆ 起草校本課程培養學生之
能力指標

◆ 規劃全校性科學探究課程
◆ 配合校本課程發展申請高
瞻計畫

95
第一年

◆ 由研方教師跨科組合
◆ 獨立分工，產出導向
◆ 階段任務導向夥伴關係

◆ 參與高瞻辦公室辦理之專
業發展成長研習

◆ 提出課程架構、研發流程、
格式

◆ 召開95研方課程說明會
◆ 邊教邊發展教材

◆ 缺少跨科共同時間
◆ 缺乏互動與論述

◆ 缺乏專業領導 ◆ 跨科審查缺乏專業評鑑
◆ 課程工具取向缺乏探索內
涵

校本課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形塑歷程



沿革 團隊合作 專業發展 課程發展

磨
合
期

96
第
二
年

◆ 團隊夥伴縮編重組
◆ 建立共同研究時間，增加

跨科對話與小組合作

◆ 提出「PBL」教學模式
◆ 提出教師專業成長計畫，

進行讀書會與專家進場指
導(楊坤元教授)

◆ 引進Moodle學習平台

◆ 重構課程目標，提出「問
題解決」為學習核心的探
究課程發展計畫。

◆ 邊成長邊發展教案，完成
規劃並分享

◆ 小組主動互相支援
◆ 發表機制帶動分享氣氛
◆ 期末聚餐

◆ 各領域發展、尋求外援
◆ 科學創意教學與評量專家

指導(邱美虹教授)

◆ 確立教案設計方向
◆ 完成教材、專家審查修訂

與分享
◆ 基礎/領域課程教材設計成

果發表

校本課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形塑歷程



沿革 團隊合作 專業發展 課程發展

開
展
期

97
第
三
年

◆ 確立長期夥伴關係
◆ 外部肯定

◆ 「如何評量科學探究能力與分
析結果？」專家指導(許瑛玿教
授)

◆ 提「科學探究能力評量」開發計畫
◆ 評量表檢核與專家審查
◆ 進行教學實驗、成效檢討與分享

◆ 內部自我肯定
◆ 內部進度監控

◆ 「如何撰寫實驗研究成果報
告？」

◆ 專家指導(高熏方教授、陳佩英
教授)

◆ 撰寫教學實驗研究成果報告、對外
聯合成果發表

◆ 提出「如何形成研究問題？」創新
課程研發構想

98
第
四
年

◆ 專業學習社群的延
續

◆ 讀書會：「如何指導學生形成
研究問題？」

◆ 參加98高中教師行動研究

◆ 提出擬題課程創新課程發展計畫
◆ 規畫能力認證或能力評量
◆ 成果發表

99
第
五
年

◆ 高瞻銜接
◆ 由下而上、自我建
構

◆ 子一讀書會

◆ 讀書會：課程評析
◆ 科教專家進場(佩英、哲迪教授)
◆ 北海道自然生態攝影知性研習(
蘇夣淮教授)

◆ 參加99高中教師行動研究

◆ 課程學習型態的探討
◆ 構思能力評量
◆ 高瞻銜接

校本課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形塑歷程



沿革 團隊合作 專業發展 課程發展

潛
水
期

100
第
六
年

◆ 擴大學科參與
◆ 定位與轉型
◆ 專題研方研究小組

◆ 專題課程型態(哲迪教授)
◆ 延伸議題探討
◆ 校際交流(建中、蘭女、苗農、太平山)
◆ 參加100高中教師行動研究

◆ 學校未來定位
◆ 專題研方課程
目標與課程型
態-能力指標分
析(高瞻二期與一

期推廣)
101
第
七
年

◆ 民間組織
◆ 領先-精進計畫
◆ 校本課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
定位、走向

◆ 與未來特色課程發展的關係

◆ 學習共同體(素卿.徐校長.永發.學誼.志成)
◆ 領先計畫課程規劃理念分享(偉瑩)
◆ 專題研方的教學經驗分享(明德)

102
第
八
年

◆ 校本社群在「領先計畫」與
「未來」中所扮演的角色？

◆ 麗山教師TED：分享、創新、
共構、傳承

◆ 閱讀素養、科學素養、數學素養
◆ 從可汗學院 KHAN academy 談線上學習
◆ 從影片統計重塑世界觀談圖形表徵的學習

◆ 領先計畫
◆ 擬題課程研發
◆ 課程研發組與專業分享組

◆ 高中生「專題研究」指導經驗分享(建中
黃春木老師)

◆ 創意思考與創意教學(陳龍安教授)
◆ 專題競賽與資優班指導經驗分享(劉燕孝
老師)

◆

校本課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形塑歷程



反思 1. 如何鼓勵教師課程發展？

2. 如何讓課程發展永續？

• 由下而上
• 中間領導
• 跨科激盪
• 夥伴關係
• 合作關懷

教師合作的心靈契約，應建立在真誠的關懷上

• 支持陪伴
• 槓桿原理
• 論述傳承
• 系統成長
• 安全分享



………後續發展 與成果



策略精進

1

2

3

課程目標與能力指標具體化
聚焦校本核心關鍵能力-科學力、築夢力、公民力、跨界力。

課程連貫建立系統性
第一階段多元選修的安排。著重學生性向的試探，往下銜接校訂必修專題課程，接著第二階段

多元選修，則適性分流，進行研究精進、素養導向或學系銜接 。

學科老師的分工明確化
考慮學生性向結構，開課師資，計國文、英文、社會、地理、公民、生物、地科、生物各1人，

數學3人，物理、化學2人。

4 提供多樣的學習成果展現的舞台
創造更多學生學習成果展現的舞台、例如閱讀心得、小論文、科展、獎助、行動方案、創意

戲劇等等公開發表或競賽舞台。



國教新課綱 麗山高中校訂課程架構圖
(106.11.30課發會)

研究精進

科學素養

專題研究 專題研究
專題 適性選修

發表 大學銜接

專題 專題 加深加廣

初探上 初探下

領域 領域 面談選修

探索一 探索二

密集課程 自主選修

簡報力

基礎能力 研究方法 專題研究 素養精進

彈性學習 多元選修4學分 校訂必修6學分(2+3+1) 多元選修2學分

新生營
新生訓練

高一上
(週一下午)

高一下
(週一下午)

高二上
(週四下午)

高二下
(週四下午)

64

階段性-階段性的能力培養

全面性-全面性的課程實施

永續性-永續性的課程發展

適 性-揚才適性的自主選擇



可能的課程內容
1. 認識研究

2. 資料蒐集

•文獻蒐集：閱讀理解、批判思考

•實驗數據：實驗、量測、資料整理

•調查法、觀察法、訪談法

3. 研究設計：研究規劃與實驗設計

4. 研究工具

•實驗儀器使用：儀器量測…….

•資訊軟體應用
一般：Office ( Word、Excel、PPT)

特殊：GSP、GGB、R軟體、電腦模擬量測…

•網路資源使用：搜尋技巧、APP…

5. 資料分析

•文獻閱讀理解、做摘要、批判思考

•數據分析與統計圖表製作

(僅供參考)

6. 呈現報告

•以文書編輯與影像處理為例
•做簡報
•文字表達、口語表達

7. 形成研究問題

•擬題課程、創意實驗研究設計

8. 探究過程技能

•實驗設計、觀察、歸納、臆測反駁

9. 研究報告

•書面報告
•口頭發表&答辯

參考：麗山高中全校性科學探究課程規劃



可能的課程型態

課程型態 產出 表現任務

1.主題探究 專題報告、小論文 發表

2.議題探究 專題報告、小論文 發表

3.文獻報導 小論文 發表

4.專題製(創)作 文案(繪本、劇本…)、成品.. 展示、公演

5.專案規劃 行動方案、文案 發表、執行

6.其他

(僅供參考)



數理科學

閱讀心得、小論文比賽、各

級科展、科學研究獎助計畫、

科技創新競賽

社會科學

閱讀心得、小論文比賽、公民

行動方案、人類與社會行為科

展、公益旅行企畫等。

國語文

閱讀心得、小論文比賽、辯

論賽、投稿、話劇比賽、國

語文相關競賽。

英語文

閱讀心得、小論文比賽、外

交小尖兵、話劇、英語文競

賽；學生大使團等。

學習成果的展現舞台

英特爾國際科展高中女孩囊括4獎
〔記者吳柏軒／台北報導〕台灣科學小將耀眼國際！美國英特爾國際科技展覽會昨凌晨揭

曉層出不窮的彩蛋 拿下數學首獎

其中，台北市麗山高中的張霈萱表現最亮眼，她喜愛數學，這次以「層出不窮的彩蛋有

『心』『跡』—圓內接與外切多邊形及其遞延圖形性質探討」作品參展，突破既有定理限

制，擊敗全球競爭者拿下大會數學類首獎肯定，還抱回大會歐盟青年科學家競賽獎、大會

數學科一等獎及美國數學學會三等獎等共四項大獎。

高中就讀以數理為主要發展的台北市立麗山高中，專注科展研究，她沒有補習，去年12月

已透過特殊選才錄取台大數學系，未來希望繼續鑽研學術，朝數學家之路邁進。



數理科學

閱讀心得、小論文比賽、各

級科展、科學研究獎助計畫、

科技創新競賽

社會科學

閱讀心得、小論文比賽、公民

行動方案、人類與社會行為科

展、公益旅行企畫等。

國語文

閱讀心得、小論文比賽、辯

論賽、投稿、話劇比賽、國

語文相關競賽。

英語文

閱讀心得、小論文比賽、外

交小尖兵、話劇、英語文競

賽；學生大使團等。

學習成果的展現舞台

英特爾國際科展高中女孩囊括4獎
〔記者吳柏軒／台北報導〕台灣科學小將耀眼國際！美國英特爾國際科技展覽會昨凌晨揭

曉層出不窮的彩蛋 拿下數學首獎

其中，台北市麗山高中的張霈萱表現最亮眼，她喜愛數學，這次以「層出不窮的彩蛋有

『心』『跡』—圓內接與外切多邊形及其遞延圖形性質探討」作品參展，突破既有定理限

制，擊敗全球競爭者拿下大會數學類首獎肯定，還抱回大會歐盟青年科學家競賽獎、大會

數學科一等獎及美國數學學會三等獎等共四項大獎。

高中就讀以數理為主要發展的台北市立麗山高中，專注科展研究，她沒有補習，去年12月

已透過特殊選才錄取台大數學系，未來希望繼續鑽研學術，朝數學家之路邁進。



感謝聆聽、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