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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立嘉義高中教師黃冠夫，受日本靜岡北高校邀請參加 SKYSEF 

2017(Shizuoka Kita Youth Science Engineering Forum)活動，主題為環境、

生物多樣性及能源議題，此活動主辦單位皆為日本靜岡縣、靜岡理工大學及靜岡

北高校，於中華民國 106年 8月 5日至 11日至日本靜岡縣清水市等地進行學生

及老師之間文化及科學教育上交流。 

參與 SKYSEF 2017的教育研討會，主體還是學生，學生在此論壇期間可與

各國學生有交流之機會，包含以 Poster型式的發表及口頭方式的報告，更有

International Joint Project 的競賽，讓各國學生混合編組，以四驅車之載重

與能源效率為主題進行研究，本次學生更以 homestay方式住宿在日本家庭，體

驗日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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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國立嘉義高中教師黃冠夫，受日本靜岡北高校邀請參加 SKYSEF 

2017(Shizuoka Kita Youth Science Engineering Forum)活動，主題為環境、

生物多樣性及能源議題，此活動主辦單位皆為日本靜岡縣、靜岡理工大學及靜岡

北高校，於中華民國 106年 8月 5日至 11日至日本靜岡縣清水市等地進行學生

及老師之間文化及科學教育上交流。 

 

二、過程 

於 8月 5日上午在桃園機場搭程香草航空 JW100次班機，約於上午 6 點抵達

日本東京羽田機場，轉乘 NEX列車至東京市區後再轉搭新幹線到達日本靜岡縣靜

岡市，再轉搭乘 JR 列車至清水市再步行至會場約是中午十二點，由活動主辦人

高橋博士簡單介紹未來幾天的流程，並介紹住宿家庭後，學生即由住宿家庭帶走

分別吃中餐， 下午於清水市 Terrsa進行文化交流及開幕式，在開幕式之前，由

靜岡北高校的學生以攤位的方式擺設科學的教具、科學的體驗及文化的體驗供其

他國家學生參與，今年包含物理、化學及趣味科學，文化體驗部份讓各國學生體

驗書法(書道)，在和式中以跪坐方式體驗日本文化。開幕式由靜岡北高校校長廣

住雅人校長以簡短有力的方式開場，清水市(清水區)市長親自到場致詞，而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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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以能代表自己文化的方式表演，靜岡北高校之學生以書法的方式表演，其他學

生有以歌舞型式、影片型式及 PPT報告的型式方式表演。 

  活動第二天上午進行開幕式及 keynote speech，由靜岡北高校校長廣住雅

人開場 ，本次共有美國、伊朗、義大利、泰國、日本、台灣等 6個國家，超過

300人與會，台灣共有暨大附中、惠文高中、嘉義高中、麗山高中、蘭陽女中等

5校與會，Keynote speech 由大阪大學教授進行演講，講題為海洋生物議題，因

為該教授其實在台灣唸博士班，所用的圖時常可以看到台灣附近海域，其實這感

覺有點奇異，在別的國度看著台灣地圖，介紹給各國學生知道，聽到台灣許多特

別之處，心中的感覺難以描述 

  活動第二天下午於各會議室進行口說的競賽，本校學生以「Measuring the 

Efficiency of Solar Panels Under Different Circumstances」內容為主題：

主要內容為利用 Arduino 製作追日系統，並利用 PASCO自動記錄器材記錄不同方

式測試的太陽能板效率，最終評估不同裝置方式之間的比較，發現於大多數情形

下，其實將太陽能板平攤在地面上其實是能得到最大能量的方式，若以追日系統

而言，雖然其單位效率最高，除非太陽能板的價值高於其他，否則沒有意義。並

以此為主題以 Poster 型式供大家參閱。 

  活動第三天則前往靜岡理工大學進行 International Joint Project，本年

度主題依然是四驅車，但是型式有很大的不同，以一般的四驅車加載不同重量，

並加以量測其電壓變化，估計不同重量下的能源效率，以實際例子來說就是，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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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一次可以載很多很多人，鐵路少一點，公車再少一點，橋車再少一點，機車最

少，那哪一種方式才是最有能源上的效率？若考慮實際情形呢？學生以此進行實

際的測量，並將測量結果做簡單的分析。 

  活動第四天，回到清水市，花了一個上午的時間學生就昨日的研究進行討論，

並自行作圖說服其他組別，因為這是一個變因很多，而且不明確的實際案例，可

以看到學生有很多不同的論點，往往還互相衝突，有的說載越少人效益越高（因

為速度越快、到達時間越短），有人說載越多人效益越多，看學生彼此互相討論

也是很有樂趣，學生必須互相將自己撰寫的海報解說給其他組別，其他組別亦可

以提出不同觀點。 

    活動第四天下午進行頒獎，本校學生林晉毅、許祐齊榮獲 Best Performance 

Award。 

三、心得 

展示期間與各團隊做交互討論，本次很幸運的有許多人對於我們的海報感興

趣，有許多做科學教育的人對於我們能讓高中生體驗並產出品質甚佳的作品感到

驚訝。本次整體活動的規劃較去年為佳，除了讓學生增加了許多科學的體驗外，

在 International Joint Project 更是較以往有更大的突破。 

  另外透過會場安排的口說展演，與各國教育人員做交流，不論在科學方面、

教育方面皆有涉獵，看的出來日本在教育這一塊的用心，但是與日本的教師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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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發現也有相同的困境，就是家長仍會要求升學，如何在升學與教育之間做平

衡，其實對與會的教師們來說都是問題。 

  最後於 8月 11 日搭乘 22點的香草班機 JW107回台。 

  參與 SKYSEF，可以增加參加人員的國際觀，學生難得可以見識如此多樣性

的活動，其間深感自己英語能力之不足，而且相對於其他國家的學生，我國學生

在表達能力上還有好大的進步空間，本次活動出動至少十數位教授級的長輩，許

多問的問題別說學生，連在場老師都不容易回答，但是學生第一次接觸這種場合，

難免表現不足，未來若有機會，會再加強此類口說的訓練。 

四、建議 

1.International Joint Project 的科學性。 

之前就有想要轉化類似的競賽，但深感科學性與趣味性的難以平衡，看到本

次活動，其實就覺得這樣的科學討論不論在廣度、深度都足夠了，會以此為

基礎發展相關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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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研討會照片 

  

第一日進行之科學體驗活動 第一日進行之科學體驗活動 

  

開幕式以 buffer方式進行 文化交流一景 

  

Keynote address中教授的演講，教授

在台灣唸博士哦! 

本校學生進行口頭報告，今年的學生特

別用心 



6 
 

 
 

Poster之盛況 本校師生與 Poster之合照 

  

International Joint Project 聽教授

解說中，教授是中國人 

學生制作海報中 

  

學生互相發表自己的看法 閉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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