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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二時寫的日記，奠定蘇意涵歸納、表達的基礎。攝影●黃大川

一個十七歲的小女生，用一分鐘的說明，在國際科展中，擊敗五十一國逾千名競爭對手，成為該獎項十年

來，第二位獲獎的亞洲學生。

五月十四日，美國亞特蘭大市，一年一度的英特爾國際科學展正在進行，一萬多坪的世界展覽中心裡，擠

滿了來自五十一個國家、一千五百多名的中學生代表。十七歲的蘇意涵，來自台灣，北一女高二學生。她

站在不到一坪的展覽攤位，冷冷清清的，就在她攤位的對面，是去年得到青年科學家首獎的學生，整天圍

滿了評審，就像動物園一樣，「他的人數大概是我的十倍吧！」

「心裡很害怕，從來沒有那麼害怕過。」蘇意涵心裡拉鋸了十五分鐘，「但想到這是我自己下的決定，而且，

撐完這一天就完了，」當下，她踏出攤位，出聲攔截路過的第一位評審：「Do you have 5 minutes ?（你有五分
鐘嗎？）」被拒絕了，她回攤位，又花了五分鐘鼓足勇氣出去攔，還是被拒絕。就這樣，她一連被拒絕了五

次，「超難過的！」

終於，等到第六個評審說「Yes!」，她卯足了勁介紹，「我叫蘇意涵，來自台灣，我做的題目是均相沉澱法製
備CZA觸媒之探討，這個實驗主要是要探討燃料電池的觸媒轉換效率……，」一口氣，她講了五分鐘。

「給我一分鐘」策略攔評審、擊敗一千五百名對手獲獎

到了下午，她繼續用五分鐘攔截手法，若碰到趕時間的評審，她則改口問「可不可以給我一分鐘」，就這

樣，她又多「纏」到十幾個評審來聽她的實驗，「因為評審一人一票，更多人認識我的實驗，開會討論時就

有幫助。」

過了三十八個小時，頒獎典禮上，逐一唱名得獎學生。沒想到，蘇意涵不但搶下化學科首獎，壓軸的「青年

科學家獎」竟然也是「Yi-Han Su」。

她是台灣第一個得到英特爾科展最大獎「青年科學家獎」的中學生，獎金高達五萬八千美元（約合新台幣

一百七十七萬元）。翻開此一獎項歷史，歷年的三十六位得主中，僅有六個不是來自美國，其中，來自亞洲

的只有兩個，一個是二○○四年的中國學生朱元晨，另一個就是蘇意涵。
一千二百多項作品，都是各國一時之選，為什麼蘇意涵可以拿下首獎？此次帶隊參展的台灣科教館實驗

組代理主任馮桂莊觀察，表達能力是關鍵，蘇意涵能在四、五分鐘內，讓評審瞭解她對作品的主導性、瞭

解程度。

歸納力：媽媽陪她寫三十字日記

而蘇意涵的表達能力，奠基自國小二年級，媽媽每天陪著她寫三十字的日記。蘇意涵的媽媽傅淑婷很重視

表達能力，但一開始，蘇意涵的日記是這樣的：「今天老師叫我跟同學去送東西，每天跑上跑下……。」三
十字寫完，過程都還沒描述完，更甭提結論了。

傅淑婷每天陪著女兒寫日記，「一定要兩行就把重點講完」。女兒不會寫，她就誘導女兒：「跑上跑下，然後

怎麼樣？」「很累呀」「那結論就寫很累呀，結論要寫出來。」



剛開始，這只有兩行、三十個字的日記，總是讓蘇意涵擦了再寫，寫了再擦，慢慢的，蘇意涵的作文能力進

步了，一個月後，傅淑婷陪伴的時間越來越短，最後，只要簽聯絡簿時看一下就過關。

「應該從很小的時候就要注意這個事情，這個事情一定要堅持下去，」傅淑婷認為。

表達力：練習半小時內擬三分鐘講稿

國中時期參加台北市演講比賽，則讓她的表達能力更上一層樓。

當時，蘇意涵的父親蘇志宏，搬出自己的同事人脈，幫女兒找到良師劉美華。劉美華回憶，剛開始，蘇意涵

講出來的東西相當「疏闊」，總是「快要下台前才切入主題。」為了一開始就切入主題，她教蘇意涵一開始可

用排句。（編按：以固定字數如四、七字一組的句群）這個過程，花了兩個月。

每次上課，劉美華就丟出一個題目，像是「我最難忘的一件事」，讓她在三十分鐘完成，「十五分鐘定大綱，

十五到二十分的時候在心裡面講一次，第二十分到二十五分時順稿。」另外一個題目，則讓蘇意涵帶回家

準備。

為了要讓三分鐘的演講生動，劉美華要求，每題都要準備兩個小故事，一個是歷史或社會故事，另一個則

是個人經驗。為了豐富她的資料庫，劉美華甚至要求，只要聽到或看到好題材或佳句，就打到電腦裡面，

歸類在每個相關題目之下。

在三十分鐘內擬出一篇三分鐘講稿，蘇志宏認為「那就是一下子要抓到key point（重點），而且要表現得出
來。」雖然後來蘇意涵並沒有得獎，但蘇志宏觀察，三個月的訓練，讓女兒的口語表達能力更上一層樓。

良好的表達能力，讓蘇意涵在這次科展勝出。但在這個能力之外，蘇家的成功教育方程式還包括：廣泛閱

讀的能力、培養自信。蘇志宏說，「從小到現在，我感覺會影響他們的就是，有一個正常生活環境，給她很

多資料，養成她坐得住，有很多基本知識。」因為學問要先求廣，才能求精。

閱讀力：常「混」圖書館，訓練定力

因此，「要布置一個環境，從小要大量閱讀，」蘇志宏說，「我們家有很多書，我們兩個小孩子三、四年級就

看完金庸整套，還看了好幾遍……，到最後要把書藏起來，她就會去找其他書來看，」他強調，根據他教書
二十多年的經驗，「開卷一定有益」。

六歲前，蘇意涵「混」自家書房，隨著爸爸媽媽窩在沙發上看書。上小學以後，她看書的環境擴大到父母工

作的敦化國中圖書室，下課就到圖書室看書等爸媽下班。一坐上椅子，她與弟弟就進入浩瀚書海中，仿若

旁邊無人，讓圖書館的志工阿姨們嘖嘖稱奇，怎麼會有這樣的兩隻小書蟲？蘇志宏因此笑說，他的兩個小

孩都是從小「混」敦化的。

這一點，從旁觀察的劉美華也很有感受，「他們家鼓勵小孩閱讀，那時候我也開了余秋雨這種比較厚實的

書給她看，她會樂在其中去看。」

廣泛閱讀，幫蘇意涵打下了大的知識地基，也讓她「坐得住」，容易專心，學習能力自然提升。

耐挫力：幾分不重要，絕不能沒自信

接下來，就是培養自信。蘇家夫婦始終相信，只要讓孩子有自信，孩子就有一輩子的耐挫力，碰到再大的

困難，都「打不死」。

因此，在求學過程中，她們始終小心翼翼的觀察，什麼時候需要「適當的」推孩子一把。「適當」很重要，不

能太早，也不能太晚；不能太用力，也不能太小力。以數學為例，雖然夫妻倆都是數學老師，但從未提早教



孩子數學，或特別加強，直到有一次，「小五時候，第一次考八十九分，她（蘇意涵）回來哭的時候，我們就

發現，她可能練習沒有人家多，考完來不及檢查。」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她不能對自己沒信心，」傅淑婷強調。「要趕快解決她的挫折。」因此，她開始在家裡

加強蘇意涵的數學，並為她找到一家補習班。

「我們會努力找適合她上課的地方。」小學六年級，蘇意涵開始上九章數學教育基金會的課程，傅淑婷總是

坐在班級後面，「發現她什麼不知道，就立刻教她。」就這樣，蘇意涵因為數學能力的提升，而對自己更有

自信。

上了國一，蘇意涵第一次英文考試九十三分，落在全班後半段，回家很沮喪，爸爸馬上把腦筋動到以前教

英文的同事身上，一發現這個英文老師的小孩竟然也在上英文補習班，班上都是北一女、建中，甚至還有

保送台大電機系的學生，上課讀英文小說、看電影，「從那一天開始，我就迫不及待，趕快把她送去。」

蘇志宏說，有時候，父母要「製造環境」，讓孩子有信心。他始終記得小時候，就讀高雄的大社國小時，國語

發音不好，成績都墊底，常被笑「白癡」。但他不服輸，三年級遇到一個老師鼓勵發問，蘇志宏後來只要遇

到不懂的地方，就一直舉手發問，「手都在空中，我真想跟我媽借一條繩子把手吊起來比較快！」

就這樣，國小三年級月考，他從吊車尾考到全班第二名，「我爺爺說：『啊孫啊！恁Ａ倘讀冊（你會念書）』」。

從那次起，他有了信心，到六年級是全校第一名畢業。「孩子只要有一次成功，ㄅㄥ！他就起來了。」

因此，他相信，讚美、自信，可以讓一個普通的孩子變成天才。

蘇家父母，兩個未喝過洋墨水的國中數學老師，落實自己的教育方程式：「廣泛閱讀＋自信＋表達能力」，

因而培養出一個拿下全球最大科展首獎的女兒。

取得八年獎學金資格　

小女孩將負笈美國追求新知

在科展結束後，蘇意涵隨團飛往波士頓與哈佛、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座談後，確定到美國念大學的心意。

當大家參觀哈佛校園時，隨行的台大教授觀察到，蘇意涵常常在後面背著英文單字。

也因為科展拿下首獎，根據教育部今年新公布的「參加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及國際科展成績優良

學生升學優待辦法」，她具備了申請八年、新台幣八百萬元升學獎勵金的資格。因此，在學費上，不成問

題。

反倒是蘇家爸爸，面對著即將展翅高飛的女兒，「這一、兩天我們都很難睡，她（媽媽）很興奮，我是很困

惑，」蘇志宏既驕傲又不捨的說。因為他沒想到，當初那個還抱在手上的小女孩，已經要離開家了。

＊蘇意涵家庭小檔案

蘇志宏（父）、傅淑婷（母） 均為國中數學老師
蘇意涵17歲，北一女中二年級 得獎紀錄：英特爾青年科學家獎、大會化學科首獎
蘇威諭（弟）13歲，國中資優班一年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