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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學”是一套研究問題的方法，強調透過這方法可以提出
解決這問題的“合理“答案。這答案是可以被檢驗的，具有
再現性的。

同學參與科學研究，常常只侷限在“做實驗”這一部份，致
於為何要做這實驗，怎麼想到要做這實驗，往往不曾思考
過，於是成了只會做實驗的“機器人”
科學研究的核心是透過“觀察“，提出”問題”，因此，老師
認為：「會問對的問題，才是學生最需具備的核心能
力！」

「垃圾魚的行為理論」作業，老師不給題目，希望同學透
過觀察、思考，自己提問題，做假設，進而找出 “合理“的
答案。



科學上的發現並不一定是經由細心思考，仔細計畫而來
的。現成的理論大多不足以預測未來可發現的事理。過去
很多科學上的重大發現都是來自發現者巧遇意想不到的線
索而達成的。儘管科學發現倚靠這類巧機、偶然的意外發
現，發現者卻必需具備察覺幸運女神到訪的能力。欲培養
這種察覺力，需靠經常廣泛的學習，養成預測一般被認為
不可預期的事物的態度。

Einstein和Infeld經常提到：「提出問題通常比解決問題
更加重要。提出新的問題、新的可能性以及從新的角度去
考慮舊的問題，需要豐富的想像力，同時也顯出科學真正
的進步。」（Einstein & Infeld, 1938, p.83; 引自
Runco & Chand, 1994）







陳菊市長的問題
事件/事實:高雄市民在2008總統大選中,選擇不投前市長
的人數,高過選擇要投前市長的人數。
市長的結論“這樣的結果也證明政績沒有用，政績只是對
自己責任的交代，與選票無關，「這是我感到最大的悲
哀」，以後要懂得包裝。 “

模擬事件/事實:小明每天花6小時讀書,期中考只考20分
小明的結論:花時間唸書,準備考試是沒有用的,以後要懂的
作弊



問對的問題

為何高雄市民沒有因為看到市府對市政建設的努
力,而選擇前市長?
為何高雄市民離棄了民進黨?
民進黨出了什麼問題?

為何我有唸書,考試成績卻很差?
我唸書的方法錯了嗎?
我有專心唸書嗎?



問問題遊戲

0/1的求解方式
http://y.20q.net/an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