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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全國科普論壇 論文撰寫範例 

 

作者一1、作者二2 

1第一作者服務單位 職稱 
2第二作者服務單位 職稱 

*通訊作者 Email 

 

摘  要 

文章字體中文以標楷體、英文以 Times New Roman 來撰寫，凡使用阿拉伯數

字部分應使用半形。論文題目字體大小為 16 粗標楷體、標題字體大小為 14 粗標

楷體、其餘字體大小為 12，行寬為單行間距、左右對齊，頁面上、下、左、右均

留邊界 2.5 公分。論文短文(含摘要 500 字內，內容大要 1000～1500 字)，請依

APA（第七版）格式撰寫。 

文章第一頁為論文摘要，摘要以 500字以內為原則，關鍵字最多 5個，置於

摘要下方，如本範例第一頁所示。第二頁開始為內容大要，章節編號請依「壹、

一、(一)、1、(1)……」等順序編號；參考文獻中文在前，英文在後，中文依首字

之筆劃排序，英文則依首字之字母排序，頁尾請勿加任何頁碼。 

重要圖表或照片最多共 2張為原則。圖檔或照片請使用 jpeg或 png格式，與

本檔案一同繳交，長寬尺寸不超過 4000x3000pixels，解析度建議在 300dpi以上。 

本檔案繳交時，檔名請標示為「主題編號-2024科普論壇-論文名稱」，格式可

為 doc（word）或 odt（開放文件）格式。投稿截止日期為 113 年 5月 31 日，稿

件應包括論文題目、摘要、關鍵詞、作者姓名、作者服務單位及職稱、電子郵件

信箱、論文內容大要。經審查通過後，113年 8月 31日前公告錄取名單，論文錄

取者需於論壇現場口頭發表論文，發表時可以中文或英文發表，並依現場論文評

論者建議進行修改後，於 113年 9月 28日至 10月 15日間繳交全文(以 5000字為

原則)，收錄於具 ISBN書號之論文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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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 2012年由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發起辦理全國科普論壇以來，這個論壇已形

塑為國內各公、私立博物館從業人員、關心科普教育之研究人員或學者專家、各

級學校教師與社會人士，每年一度理念與實作對話、經驗交流與反思互動的盛會。

過去十年間，科普型態由傳統的展示、動手做、科學演示、演講、營隊、平面出

版物，擴及到影視媒體、數位社群網絡、擴充或虛擬實境科技製作；科普的工作

者從科學博物館、大學、師資培育機構的成員，擴及到媒體記者、影片製作者、

文創工作者和網路小編等。今日科普型態多元、隊伍壯盛，期盼能繼續藉由全國

科普論壇作為各界與科學館所精進全民科學素養的協作平台。 

 

貳、徵稿主題 

科普賦能：信任科學、邁向永續 

現今臺灣社會許多科學/科技應用引發各種社會爭議及討論，例如核電存廢、

綠能開發、疫苗政策、藻礁保育、進口瘦肉精肉品或核汙染地區食品、基因編輯

及基改食品及空汙防治等社會性科學議題，因此，有科學依據的政策對於解決當

今社會面臨的爭論議題至關重要；然而，因社會上利益團體、政治考量及社會變

遷等多種力量交織形塑而引發社會各方對立，模糊科學技術影響社會的本質，而

無法以科學證據來決定科學與科技政策，更因為由上而下的政策制定及多數民眾

少有參與社會性科學議題討論的經驗，而無法讓此科學/科技影響社會議題能讓民

眾參與，平和的制定民主的科學政策，解決科學/科技應用引發的社會爭議問題。 

然而，由於現今社交媒體平臺提供快速、易懂、易消化的新聞更新，而且能

夠隨時與家人和朋友分享，因此許多人依賴社交媒體平臺作為資訊來源，卻也造

成這些管道助長錯誤資訊的傳播，挑戰並破壞公眾對科學的信任，影響公眾對科

技議題建議和行動參與政策制定的反應。由於公眾對科學資訊的信任是關鍵要

素，讓公眾接觸和參與科學進程將有助於提高對科學的信任度。而如何培養和提

高公眾對科學的信任和參與，「科普賦能」的重要性日益凸顯，透過科普活動讓民

眾容易接觸科學資訊，理解科學本質及建立對科學的信任，而能以科學方法及態

度面對爭議議題，打擊錯誤的訊息，探索事實的真相、以創造科學的價值及邁向

永續的未來。有鑑於此，2024年全國科普論壇，特訂定以「科普賦能：信任科學、

邁向永續」為主軸，探討科普活動如何堅持科學本質；相信科學力量；創造科學

價值；邁向永續未來的目標。 

本屆全國科普論壇針對各公私立博物館、社教機構、社群媒體及各級學校推

動科普教育有關之學術研究，或實務成果分享等皆歡迎投稿，相關研討議題包含： 

 

一、博物館與科普賦能 

（一）博物館展示與教育(編號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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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博物館蒐藏與研究(編號 A2) 

二、博物館經營與永續 

（一）觀眾服務與研究(編號 B1) 

（二）博物館營運與管理(編號 B2) 

三、科普教育與傳播 

（一）科普傳播與推廣(編號 C1) 

（二）科普創新與近用(編號 C2) 

四、科學、科技與社會 

（一）科技改變與影響(編號 D1) 

（二）科技素養與公眾認知(編號 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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