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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研究計畫之背景及目的： 

數學是科學之母，數學基礎能力與其他科學領域的學習有著密切的關係，此乃不爭之事

實。例如從《楊振寧傳》中可以得知，數學與物理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而最近蓬勃發展的

分子生物學亦然，在基因的研究上，數學理論更是佔有一席重要地位。因此，及早培養數學

能力，發掘數學天賦，對學生將來從事各項科學研究，將有莫大的幫助。 
    數學學習雖然重要，但仍有許多人一看到數學就會害怕，以致影響其學習數學的成果，

更遑論其領略學習數學的樂趣。因而思考如何讓學生從日常生活中發現數學的奧妙，從而體

會學習數學的趣味，故提出此計畫。 
依此計畫，先經由「電腦通訊解題」讓學生及早發掘對數學的認知，並強化其興趣，培

養其解題能力；並藉由「校園數學步道」的實施、「讀書會」的成立與「數學遊戲」的探討，

加強輔導學生不但不再懼怕數學，反而能體會數學的重要，了解數學的趣味，點燃其對數學

的熱愛，更培養其研究精神。最後，期望此計畫能為發掘並儲備優秀人才做一個奠基的工作。 
 

      貳、研究方法、步驟及預定進度： 
 

  一 研究方法、步驟： 
 

1. 設計適合中學生程度的生活化、趣味化與富思考性、挑戰性的題目，讓全國國中學生自

發參加「電腦通訊解題」。之後，這些題目亦可提供中學教師作為補充教材，用來輔導

對數學有興趣的中學生。 
2. 集合在解題表現優異者定期舉辦「讀書會」，期望在師生與同儕互動中開啟中學生對數

學的熱愛，激盪出不同的看法與個人創見，並加強認知，學習研究方法。 
3. 藉著「植物園數學步道」的規劃，與其他教師切磋如何從生活中取材設計與數學相關的

題目，目的是刺激中學生在生活周遭留意數學的無所不在，加強學生聯繫數學與日常生

活的能力，並提高其學習數學的樂趣。 
4. 實施「專題研究」，藉著輕鬆的數學遊戲或是饒富趣味的主題，讓中學生發現數學的豐

富內涵，並培養其邏輯思考與推理能力。 
 
 

  二 預定進度： 



  
目   次 月      份 預   定   工   作 進      度 
   1 94.1~94.4 資料的收集與研究 10% 
   2 94.1~94.10 規劃課程並研擬設計題目 30% 
   3 94.3~94.11 研究分析學生的答題資料 30% 
   4 94.3~94.12 規劃數學步道 10% 
   5 94.3~6,94.8~12 成立讀書會（全年四次） 10% 
  6 92.3~92.12 專題研究與數學遊戲的探討 10% 

 
   參、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執行情形： 
   一 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 

1. 研發之試題，依數學分類編印成冊，可提供其他學校教師作為補充教材。 
2. 校園數學步道的規劃已具雛型，本年希望規劃植物園數學步道，俟規劃技術成熟後，在

主要的架構下，推廣至各校，可以視不同校園的空間環境作彈性調整，更可引發學生參

與之興致與樂趣。 
3. 透過讀書會的實施，強化學生的主動性與自發性，並在閱讀與分享的相互刺激啟發中，

厚植個人實力。 
4. 實施專題研究，學生得以發揮個人所長，深入學科領域加以研究探索。 
5. 本計畫模式可提供高雄市或其他縣市參考。 
6. 本校於八十九、九十連續兩年承辦教育部科學教育專案「通訊解題培養國中學生數學能

力之研究（一）（二）」，九十一年承辦「多元數學學習對國中學生數學能力提升之研究

畫」，參與的學生遍及全國，許多當年參加的國中生有的已展露頭角，在各項數學能力競

賽中屢創佳績；或者進入高中數理資優班就讀；或者在日後學習中力求精進。足見此奠

基工作對參與過的學生學習過程中的意義、價值，與一定程度的影響力。 
 
二 執行情形： 
 
1. 實際完成 8 期共 40 題的非例行性的數學題目，其中有部分由各種競賽題改編所得，有

部分為命題者之原創。這 40 各題目分別依計畫分別在 94 年 4、5、6、7、9、10、11、

12 月，以每月 5 題的題量公布於建中夢駝鈴數學科網站上。（詳見附件一） 
2. 各期的學生答題之研究與分析亦能按計畫逐月公布於建中夢駝鈴數學科網站上。（詳見

附錄一） 
3. 由 36、37、38、39 期中選拔答題優良學生於暑假期間至本校給予專題講座，藉以進一

步提昇這些優良學生的數學能力。（講座專題之內容與日期如附件二） 
4. 分別於計畫開始即期中與期末，聘請相關專長之教授，向本校數學教師作相關專業之演

講，以提高本校往後對於教育部科教專案之計畫暨執行的水準。（詳見附件三） 
 

  肆、具體成果： 
1. 完成的 40 個題目將長時間地公布於建中夢駝鈴數學科網站上，提供有興趣的老師與同



學們作參考。 
2. 在校內老師們已出現擴大參與的趨勢，經過實際的操練，確實提升了老師們製作通信

解題題目的能力，同時也可以看見老師們在校內各項定期或非定期的測驗中，有增加

創作題目頻率的情形。 
3. 期中以後，本校新進三位數學教師，參與了後半場的命、審題工作，藉由實際的參與，

已明顯地感覺到三位老師可以較快地融入校園的教學文化。 
4. 透過網路，同學可以不必出門就可以看到這些與課本或參考書不相同的題，而這些題

目出現在學生的面前，可以刺激學生的思考。我們發現，答題頻率高的同學在答題的

思考與敘述的方式上，由期初到期末有相當的進步。 
5. 國中生答題的敘述能力是我們比較憂慮的，暑期中的專題講座，有一大部分的重點就

放在這個部分上，我們希望藉由類似遊戲、玩具、乃至於正式的題目中，除了能找出

其中的數學規則之外，還要能進一步地精確地描述這些規則。也就可以相對地提升學

生解題的敘述的能力。事實上，經過面對面的討論，可以看出後半期的解題敘述品質

明顯有所提升。 
6. 可以預期，通信解題成功地凝聚了國中對數學有高度興趣的學生。透過網路的交流，

這些生進入高中之後必能成為數學科內專題研究以及國內外數學競賽的主力。 
 
   伍、檢討與建議： 
 

1. 本年度的通信解題，可能因為沒有在宣傳上努力，使得參與計畫的國中生的人數相較

於上年度，沒有明顯的增加。這點在下年度的計畫執行時，有待加強。我們認為運用

相同的資源，能得到更大的迴響，應該是努力的方向。 
2. 本年度這個計畫幾與科學教育月刊社的失聯（主持人不知需主動投稿），以致於無法如

以往按月在科教月刊上逐期同步刊載，殊為可惜。在往後的執行中，這點也是值得注

意的。以上兩點，均屬對外聯繫的缺失，這可能與計畫主持人的個性有關。特別提出

來以提醒下依計畫執行人作參考。 
3. 我們發現，某些被認為「答題優良」的學生，在面對面的授課時，有程度落差頗大的

情形，出現這些狀況，最大的可能是題目由學生本人作答的比例不高，也就是說，獲

得師長的提示太多。這是通信解題的先天上的限制，而且這是一個一直就有的現象。

本次特別提出，也是希望在往後的計畫公告中，要特別呼籲徵答的同學，一定要盡量

地獨力王成徵答。 
4. 本校自從 89 學年度開始已連續申請相關通信解題之專案達五年之久，對於其中有關之

執行方法與各種細節均已漸趨成熟，且也有一定的成效。衷心希望各級教育主管機關

能准予將此一計畫常態化。換言之，希望此一計畫可以超越一年一提的限制，俾可作

更長時間的規劃，跨年度間各種資源可以共享，如此既可節省經費，對於計畫的執行

有可有更大彈性的運作空間。 
 
陸、結論： 



    本計畫承蒙教育部的補助，科教中心的協助，教授的指導，以及本校參與計畫執行的各

位老師們的努力，使計畫得以順利完成。在此要對上列的各級指導以及參與的老師們表示誠

摯的謝意，尤其要感謝本校楊希聰老師在各項行政上的協助。對於計畫執行中大多來自於本

人的諸項缺失，要表示萬分的抱歉。也衷心地希望各界的專家及先進對本計畫作不保留的批

評，使我們能從這些批評與建言中得以更加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