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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延平新鮮人，當你今天早晨起床時，你有注意到住家附近的鳥叫聲嗎？

當你出門上學時，你看到花草樹木向你點頭問早嗎？來到延平這個大家庭，你可

曾留意走廊上的盆栽？當你準備早自習讀書時，你是否感受到窗戶開啟、空氣流

通呢？當你看見師長或同學，你有無主動問早道好呀？ 

一般人總認為「科學」很困難，不知從何著手。其實，「科學」是一套有系統

且嚴謹的思考模式，是一種觀察現象並解決問題的生活技能，這樣的思考模式與

生活技能並非科學家才擁有，也非僅存於實驗室中，它屬於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個

人。 

當我們仔細「觀察」身邊的人、事、物之後，常心生疑問。這些「問題」可

能有明確的答案，也可能尚無定論。許多人會讓問題石沉腦海，這樣一來，「科學」

就更顯遙遠了。其實，當你「好奇」的同時，你可以用你喜歡或習慣的方式加以

「紀錄」，或寫在個人記事本上，或以相機、手機拍照，或整理為網路日誌（如臉

書、部落格）。接下來，你可以在電腦網路上輸入關鍵字進行查詢，或與同學談論，

或請教師長，許多問題常常在訪查中即可獲得答案。然而，有些問題實在無解，

這時，你的生活體驗讓你心中先有初步判斷，即「假設」。最後，與師長商量探究

的方法，設計「實驗」加以論證，這就是「科學」！ 

科學包羅萬象，日常生活的蟲鳴鳥叫屬於生物學；舉凡物理、化學、醫學，

或多或少都與生物學相關。探討神經細胞之電位訊息傳導，屬於生物物理學之範

疇；發現生物體內蛋白質的構造與功能，是為生物化學之內容；研究細胞癌化的

機制並尋找治療的方法，則是生物醫學的典範。 

人是最高等的動物，我們擁有發達的神經系統，可以展現高度的智慧。藉由

反覆訓練，人體的神經網路連結會更加順暢。於是，我們解決問題的速度會加快，

成為訓練有素的「科學人」。 

親愛的延平科學新鮮人，你知道你聽到的鳥叫聲來自什麼鳥類嗎？你知道你

所看到的花草樹木是什麼學名嗎？讓我們從呼吸新鮮空氣、互相道早問好開始，

一同追求時尚生物新科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