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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第 50 屆的 IChO 競賽於斯洛伐克及捷克舉行。本次團隊由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化學系林文偉教授等十多名教授組成輔導團隊負責培訓，國內選拔過程分為初

賽、複賽、選拔訓練營及決賽 4 階段，今年初賽總計全國有 1,028 名學生參加，

經過複賽、選拔營及決賽等過程，選出 4 名學生代表我國參賽。我國自 1992 年

第 24 屆首度組團參加在美國舉辦的國際化學奧林匹亞競賽以來，27 年來未曾間

斷，總共獲 50 金 46 銀 11 銅共 107 面獎牌之優異紀錄。每年學生的高水準的

競賽表現，讓創始的歐洲科技先進國家，刮目相看。 

本次代表團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姚清發教授領隊，並由國立臺灣大

學化學系林萬寅教授、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陳頌方副教授、劉沂欣助理教授、杜

玲嫻助理教授、陳美玲助教及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曹淇峰老師隨隊協助競賽試

題翻譯及成績仲裁等工作，代表團於 107 年 7 月 18 日出發前往斯洛伐克及捷克

參賽，今年總共 76 個國家參加，300 名學生參賽，代表我國參賽的 4 名學生榮

獲 1 金、3 銀(總成績分別為 TW-1:76.93、TW-2:77.27、TW-3:70.23 及

TW-4:82.03)，表現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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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一) 甄選國家代表隊，參加 2018 年第 50 屆國際化學奧林匹亞競賽，爭取最高

榮譽，為國爭光。 

(二) 經由國際競賽的参與，為國家培育具國際視野的傑出科學人才。 

(三) 經由選拔和培訓過程，全面帶動中學生愛好研習化學的風氣，並提升中學

化學教師的專業能力和教學品質。 

(四) 藉由國際間文化和教學經驗的交流，促進我國化學教育的發展。 

(五) 藉由我参賽隊伍積極参與協助此國際競賽之公平性、創造性等流程，增加

國家在國際間之可見度。 

 

  國際化學奧林匹亞競賽(簡稱 IChO)，是為促進中學生在化學領域上的國際

接觸而設計的競賽。本競賽企圖透過學生獨立且具創造性的解決化學問題，來激

發學生對化學的興趣。本競賽可增進國與國之間，青年學生的友誼，且鼓勵他們

之間的團隊合作與彼此之間的瞭解。在每年 7 月初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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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啟程與報到 

7月 19日我們從桃園國際機場出發，順利抵達維也納機場。一出關，

主辦國設立臨時櫃臺歡迎各國，並安排專屬的接待人員(學生)。 

開幕 

7 月 20 日我代表團於 Old Market Hall 參加開幕典禮，開幕式隆重但

氣氛輕鬆，大會還貼心地利用每個國家的小國旗區分座位，看到臺灣國

旗，內心實為激動的。大會介紹各國選手和代表團時，當鏡頭停著在姚老

師、曹老師及學生們身上時，情緒更加澎湃。晚上主辦方在 Ĉerveny 

Kameń 城堡舉行盛大的歡迎晚宴，這時候我們才有機會再跟學生好好聊

聊，他們有提到宿舍裡一些不便的地方，只能安慰他們要忍耐或跟他們的

直屬的工作人員反應，畢竟所有的選手都會遭遇相似的經歷。 

實驗器材檢核 

7月 21日早上，簡單用過早餐之後，將行李托付給主辦方，我們就前

往 Comenius University 進行實驗題器具的檢核，帶隊老師有經驗地先將

所有器材拍照記錄，也以便翻譯時可參考使用。實驗器材非常的多，從分

類上來看，應該至少有三個實驗，我們依序為四個學生在不同地點的實驗

桌上一一清點每一項器材，有沒有破損?有沒有少了數量?都非常仔細地檢

查了。連擺放回去的方式都仔細斟酌，深怕學生拿出來時會不小心弄破。

檢查完之後，由姚清發教授簽名確認無誤，我們就拿到實驗題的題目了，

依據題型，我們很快地就分工了，由姚老師和我合作第一題有機題，林萬

寅老師和陳美玲老師合作第二題物化題，陳頌方老師和劉沂欣老師合作第

三題分析題，另外，曹淇峰老師擔任主排版的工作。但正式開工之前，我

們還要搭四個小時的火車前往布拉格。 

試題翻譯和競賽 

到達布拉格之後，稍作休息，帶隊老師開始進行翻譯的工作，並召開

討論會議，其目的主要是確認題目是否有修改及錯誤的地方。7 月 22 日早

上，帶隊老師繼續進行翻譯的工作，由於兩兩作業，討論多次，仔細推敲

英文原意並尋找適當的語意，希望將題目的意思正確傳達給學生，使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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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充分理解題目的意思。並由曹老師將譯文貼在大會提供的英文電子版

本中，再次確認沒有遺漏的字句。最後，曹老師再將英文的部分刪去進行

排版及考卷製作。經歷過一次，才知道這不是容易的事。7 月 23 日主辦國

安排布拉格的導覽，包含參觀布拉格城堡和查理大橋。中午過後，帶帶隊

老師繼續進行翻譯的工作，理論題總共有 8 大題。7 月 24 日帶隊老師依循

實驗試題的翻譯模式，檢查再檢查，並排版後，將最後的確定版共57頁提

供主辦國。接下來 7 月 25 日就是學生進行理論考試的時間了。 

試題自評與仲裁 

7月 26日下午，帶隊老師收到學生考卷的複本。每位老師仔細地觀察

學生作答的情形，預估得分。在複本的答案卷上，帶隊老師作了不少筆

記，希望能多少幫學生爭取應得的分數。晚上大會召開另一個會議，清楚

地解釋學生作答的情況，每個實驗的誤差範圍。最後以抽籤方式決定明天

仲裁的順序，我們是第一組，有兩小時的時間可以跟作者及評分者討論。

7月27早上，一間大會議室裡，擺上11張大桌子，帶隊老師在指定的時間

裡跟評審討論，有些比預期要低的分數，有要回來，主要是避免讓我們的

選手被重複扣分。 

頒獎與閉幕 

7月 28日我國駐捷克的汪代表及其同仁宴請代表團，結束後並隨同代

表團參加頒獎及閉幕典禮。今年總共76個國家參加，有300位選手參賽；

本年度頒發的獎牌數為 35 面金牌、65 面銀牌、95 面銅牌、10 個佳作獎及

3 個理論或實驗表現優良獎。我國 4 名學生榮獲 1 金、3 銀，分別為臺北市

立建國高級中學學生簡郁哲(金牌)、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陳柏

文(銀牌)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學生徐楷程(銀牌)及臺北市立建國高

級中學學生鍾葳(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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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 

本年度代表我國參賽的學生在筆試成績相當穩定，答對率均超過 8 成

以上(滿分60分，4位學生的成績分別為51.42、48.79、48.14及53.62)，

顯示學生於理論部分表現卓越；另於實驗操作方面，表現較為不佳，答對

率只介於 5 成至 7 成間 (滿分 40 分，四位選手的成績分別為 25.51、

28.48、22.09 及 28.41)。 

另外，今年開幕典禮由擔任國際指導委員會主席一職的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化學系張一知副教授代表致詞，並於閉幕典禮頒發金牌獎，顯見臺灣

軟實力深獲國際肯定，得以站上國際舞臺發光發熱！而各國亦透過本項競

賽之過程相互交流、經驗分享，我國除爭取最高榮耀外，更期盼為國家爭

取最大能見度，讓世界各國看見臺灣！ 

 

四、建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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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一)代表團成員名單 

職  務 姓  名 服務機關(就讀學校)及職稱 

國際主席 張一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教授 

團長兼 

主教練 
姚清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教授 

副團長 賴文淨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簡任秘書 

教練兼 

國際裁判 
林萬寅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教授 

教練 陳頌方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副教授 

教練 劉沂欣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助理教授 

教練 杜玲嫻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助理教授 

觀察員 陳美玲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助教 

觀察員 曹淇峰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教師 

選手 徐楷程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選手 陳柏文 桃園市立武陵高級中等學校 

選手 鍾葳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選手 簡郁哲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6 

 

(二)競賽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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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競賽活動及獲獎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