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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離散數學納入中小學數學課程 
─以遞迴關係為例 

蔡逸勝*  林炎全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數學教育學系 

壹、前言  
十八、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依賴於、

也促進了微積分的發展。二十、二十一世

紀的信息革命則依賴於、也正促進著離散

數學的發展。隨著計算機科學的發展，離

散數學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本文可

以大略分成幾個部分，文獻探討部分是提

出幾個將離散數學納入課程的例子以及幾

位國內外學者的主張。教案設計理念則是

希望藉由將生活中的遞迴關係引入現有的

課程來促使孩子主動學習與思考，因此也

提供了教案以供參考。而在最後則是提出

本文結論以及當我們將離散數學納入課程

時應該注意的地方，像是老師對於離散數

學的認知、考慮校園、教室內的情形、以

及符合的能力指標。  

 

貳、文獻探討  
在 面 對 二 十 一 世 紀 快 速 變 動 的 環

境，教育部從民國九十年公佈九年一貫暫

行綱要之後，旋即在民國九十二年公佈正

式綱要，並於民國九十四年在各中小學全

面實施，然而數學領域在這次的修訂中，

卻引起社會輿論的廣泛討論；不論中外，  

* 為 本 文 通 訊 作 者  

我們可以發現數學課程是讓學生感到退卻

的科目，學生隨著年級越高對於數學厭惡

的 程 度 也 隨 之 增 加 。 文 獻 Susan(1997)發

現：「學生常說討厭數學，原因其實是他們

討厭計算，因為他們從一入學便一再的練

習四則運算，而他們卻不知所謂的數學是

指什麼。」而國內楊淑芬 (民 81)提到：「數

學課程在中小學裡成為最不受歡迎、最枯

燥乏味、最沒成就感的科目。」目前推動

的九年一貫課程，主要目的是培養學生帶

著 走 的 能 力 ， 希 望 學 生 學 習 數 學 知 識 之

後，不再是被動知識的保存者，而應當是

知識的建構者。Henry(1997)的研究指出：

離散數學課程比起傳統的課程多提供一些

更 有 價 值 的 教 育 經 驗 ， 並 且 強 調 邏 輯 思

考、問題的分析與解答。  

本 文 主 要 是 在 談 將 離 散 數 學 納 入 現

今中小學數學課程，除了國外有許多學者

支持這個觀念之外，其實在美國將離散數

學 納 入 中 小 學 數 學 課 程 早 就 已 經 實 施 多

年，而且發現比起傳統的課程內容更能讓

學生接受。Claire(1991)發現目前許多離散

方面的問題、概念、探索、研究以及實驗

都已經在中小學的課程裡，只是沒有明確

的指 出； 而 Eric(1991)則 是強 調離 散 數 學

主題已經存在，例如：矩陣、計數、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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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序列、集合以及邏輯都是離散的主題

並 且 都 是 先 前 課 程 的 一 部 分 ； Evan(1997)

說到離散數學對於中等學校的學生而言是

容易接受的，許多相關主題都已存在於近

代 課 程 中 或 是 已 合 併 於 課 程 當 中 ；

NCTM(1989)更 是 強 調 將 離 散 數 學 主 要 的

原理直接的與中等學校核心課程結合在一

起。綜合以上多位學者的看法，我們可以

發現將離散數學納入現有的中小學課程其

實是可行。此外就像 James(1997)提到：將

離散數學納入現已存在的課程內，可以導

致學生有更 深的了 解； 而 Joseph(1997)更

是明確的指出：離散數學比起目前的教學

方法能夠更有效的達到數學教育麼目標。

從這些學者所提到的優點與建議來看，將

離散數學納入現有課程將是一個必然的趨

勢。  

Eric(1997；1991)提到 ：「 離散 數 學 在

中等教育課程受到廣泛的推薦並被認為是

數學裡重要的分支」、「將離散數學納入中

學 課 程 裡 是 令 人 興 奮 與 必 須 的 。 」 NCTM

課 程 標 準 (1989)內 更 明 確 的 指 出 可 以 將 離

散數學轉至中小學來使得學生從事數學與

科學為職業的趨勢更加穩固，這也正是作

者主張將離散數學融入現今課程的主要原

因，除了已經有成功的案例，更希望能藉

此引發學生學習動機，讓學生對於數學有

另一番的體驗。  

 

參、教案設計理念  

本教案是以離散數學中的遞迴關係來

做設計，離散數學的主題所涵蓋的範圍可

以說是十分廣泛，作者會選擇以遞迴關係

來 設 計 的 主 要 原 因 有 ： 1.遞 迴 關 係 對 我 們

生活上的影響十分的廣泛，舉凡像是：四

季的循環、每週七天的順序、火車座位的

號碼、生 物學中細 胞的 分裂…等，我們不

難發現除了影響廣泛之外更是應用到各領

域中；２ .電腦上的應用：近年來電腦科技

發展的十分迅速，進而也影響到現今教育

理念，孩子擁有電腦方面的相關知識已經

是必備的了；而我們所討論的遞迴關係與

電腦則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像電腦系

統的迴圈 、電腦程 式…都 有用到遞 迴的觀

念。因此作者提供教案來讓現職老師做個

教學上的參考，希望藉由將生活中的遞迴

關係引入現有的課程來促使孩子主動學習

與思考。  

在國小數學課程的主要目標是希望學

生能對數學產生興趣進而主動去觀察與學

習。但是我們不難發現，傳統的教學活動

主要是以課本的內容配合老師的講解來進

行；對於學生而言，除了無法提起學習興

趣以外，所學到的知識也不能應用在日常

生活上。因此，是否能透過良好的單元設

計，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良好學習態度就

顯得更加重要了，而我們所要考慮的有：

「上課時，是否能常與學生交流互動，而

不 只 是 老 師 一 個 人 的 舞 台 ？ 」「 公 式 的 教

學，學生能懂得理解與應用，而不是單純

記憶？」「學生能在快樂中學習，而不是在

恐懼中學習？」「學生能主動追求答案、自

我成長？」這些問題必須經過多方面的單

元教學設計來解決，無法僅以傳統式教學

的知識傳授來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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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數學教育，老師經常將最好的

解題方式教給學生，我們所看到的都是學

生以死背公式的方式來進行學習，靠死背

來獲得高分，學生的學習策略是記憶而不

是理解。本教案主要設計理念是希望藉由

離散數學提供學生探索日常生活上一些獨

特的問題情境，而不是經由寫方程式或是

運用相同公式來直接應用；學生通常需要

透過發展模型或是經由其它形式來設想問

題情境。離散數學並不需要學習很多的定

義與定理，也就是不用死記公式，但是需

要學習者有敏捷與好奇的心智。黃敏晃（民

89）說到，唯有讓孩子嚐到自己發現答案

的喜悅，才能真正吸引他主動投入思考的

境界，為了建立孩子主動學習和願意思考

的 環 境 ， 整 個 教 學 型 態 必 須 做 調 整 與 改

變。另外由於高中的數學課程內容比起中

小學較抽象，因此希望藉由離散數學來建

立中小學學生一些具體的觀念，等到進入

高中課程時會較容易進入狀況。  

肆、教案  

教案設計名稱  大家來找碴  學校   

適用年級   
教學設計者  

姓名   

教學目標  1. S-1-01 能由物體的外觀，辨認、描述與分類簡單幾何形體。  

2. S-1-02 能描繪或仿製簡單幾何形體。  

3. D-1-01 能將資料做分類與整理，並說明其理由。  

4. C-R-0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關的情境。  

5. C-T-03 能把情境中與數學相關的資料資訊化。  

6. C-S-03 能熟悉解題的各種歷程：蒐集、觀察、臆測、檢驗、推

演、驗證、論證等。  

7. C-S-04 能運用解題的各種方法：分類、歸納、演繹、推理、推

論、類比、分析、變形、一般化、特殊化、模型化、系

統化、監控等。  

8. C-C-08 能尊重他人解決數學問題的多元想法。  

9. C-E-01 能用解題的結果闡釋原來的情境問題。  

九 年 一 貫 相 關

學習領域  

藝術與人文  

2-2-6 欣賞並分辨自然物、人造物的特質與藝術品之美。  

2-3-6 透過分析、描述、討論等方式，辨認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

品的特徵及要素。  

 



將離散數學納入中小學數學課程─以遞迴關係為例 

 

- 39 - 

教學活動重點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對應能力

指標 
教具應用 時間 

 

教學前準備： 

 

1、 在 活 動 進 行 前 先 要 確 定 學

生 了 解 何 謂 圖 形 的 規 律 ，

如 ： △▽△▽△▽... 、

○△□○△□...、…。 

2、 事 先 確 認 校 園 裡 是 否 有 具

有規律圖形的場所，可以幫

助學生進行思考。 

 

 

 

引起動機： 

1、 讓 學 生 自 己 去 尋 找 校 園 內

具有規律的圖形，並且紀錄

下來。 

 

發展活動： 

1、 請 每 組 學 生 上 台 將 所 觀 察

到 的 圖 形 展 示 出 來 說 明 觀

察地點、圖形規律並試著將

之後的規律圖形做出來。 

2、 要 學 生 將 數 字 填 入 所 觀 察

到 的 圖 形 內 (老 師 在 此 可 以

說明何謂數列)。 

3、 要 學 生 將 不 同 的 圖 形 進 行

分類紀錄下來，例如：□裡

有 哪 些 數 字 ？ △ 裡 有 哪 些

數字。 

4、 老師提問：從所紀錄的資料

裡觀察看看有何發現。 

5、 老師提問：從數字去推測之

後的圖形是什麼，例如：號

碼 12 會是什麼圖形？ 

 

6、教師進行總結：可以由餘數

來找 出之 後 第 N 個數 字 所

代表的圖形。 

 

綜合活動： 

指定回家作業 

 

 

 

 

 

 

 

 

 

讓 學 生 尋 找 校 園 中

具 有 規 律 圖 形 的 地

方 。 (如 果 沒 有 可 以

使用學習單) 

 

 

 

將 所 觀 察 的 地 點 與

圖形紀錄下來。 

 

 

分組活動： 

請 學 生 先 進 行 分 組

討論後，再進行結果

的發表。 

1：觀察到的地點。

2： 觀 察 到 的 規 律 圖

形。 

請 學 生 分 享 自 己 觀

察 的 圖 形 並 且 說 明

其規律。 

 

 

將 同 樣 的 圖 形 分 類

出來後若有 N 種圖

形 的 話 該 圖 形 的 數

字被 N 除餘數都會

相同。 

 

 

 

 

 

找 日 常 生 活 中 具 有

規律的事物。 

 

 

 

 

 

 

 

 

 

 

 

 

 

 

 

 

S-1-01 

C-R-01 

 

 

 

S-1-02 

C-C-08 

C-S-03 

C-E-01 

2-3-6 

 

 

D-1-01 

C-T-03 

C-S-04 

 

C-S-03 

C-S-04 

C-S-04 

C-S-03 

 

 

 

 

C-R-01 

 

2-2-6 

 

 

 

 

 

 

 

 

 

 

 

 

 

 

 

 

 

學習單 

 

 

 

 

 

 

 

 

 

 

 

 

 

 

 

 

 

 

 

 

 

 

 

 

 

 

 

 

 

 

 

 

 

 

 

 

 

 

 

 

 

 

 

10 

 

 

 

 

15 

 

 

 

2 

 

 

3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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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活動： 

 

動動腦 1 

有 3 個工人要舖地磚，總

共要舖 80 塊，3 個工人為了避

免 擠 在 一 起 不 方 便 工 作 於 是 決

定分成 3 部分進行：第一個工

人從第 1 塊的位置開始舖，第

二個工人從第 26 塊的位置開始

舖 ， 最 後 一 個 從 第 53 塊 開 始

舖 ， 可 是 地 磚 有 固 定 的 形 式 為

⊙⊕○◎⊙⊕○ 

◎...， 為 了 要 維 持 地 磚 的 規 律

性，這 3 位工人所要放的第一

塊地磚分別是哪一個圖形？ 

 

*動動腦 2 

130 = 、 331 = 、 

3332 ×= 、 

33333 ××=  

….透過計算器的操作，檢試乘

方 計 算 末 位 數 的 循 環 現 象 確 定

學 生 了 解 此 算 則 後 ， 問 學 生 3

的 100 次方的個位數是多少？

以 此 類 推 ， 可 以 問 其 它 數 字 的

N 次方的個位數為何。 

 

參考內容： 

1、 是 否 有 方 法 可 以 很 快 的 知

道第 N 號所代表的圖形(此

問 題 只 是 要 學 生 去 思 考 不

一定有公式解)。 

2、 在 中 低 年 級 時 可 以 考 慮 是

否要引入介紹等差級數。 

3、 可 以 配 合 三 角 形 數 與 正 方

形數來協助教學。 

 

備註： 

打 * 的 活 動 適 合 給 高 年 級 或 是

當 講 到 指 數 律 的 時 候 可 以 引 進

來，不需要在中低年級時說明。

 

 

 

 

 

 

 

 

 

 

 

 

 

 

 

 

 

 

 

 

 

 

 

 

 

 

 

 

 

 

 

 

 

 

 

 

 

 

 

 

 

 

 

 

 

 

 

 

 

 

 

 

 

 

 

 

 

 

 

 

 

 

 

 

 

 

 

 

 

 

 

 

 

 

 

 

 

 

 

 

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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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曾如前面所說，在國外有多位學者也

是支持將離散數學納入中小學課程，甚至

早已將此想法化成實際行動，因此作者除

了想將早已存在於現今中小學數學課程中

與離散主題相關的概念強化外，另一方面

也希望能夠將其它較生活化的主題給引入

課 程 中 。 愛 因 斯 坦 曾 說 ：「 教 師 的 主 要 任

務，是喚醒學生對創造與知識的樂趣。」

而離散數學正是可以幫助老師來讓學生感

受到學習數學的樂趣與成就，因此，若能

將離散數學納入現有課程，相信能讓學生

對學習數學重新拾起興趣與信心，並且不

再害怕數學。  

 
二、建議  
1.將 離 散 數 學 納 入 課 程 中 不 單 單 只 是 將 離

散 的 主 題 放 在 課 堂 中 ， 而 是 該 與 其 它 科

目 做 連 結 ， 也 就 是 將 離 散 數 學 以 核 心 課

程 的 方 式 來 進 行 設 計 ， 這 樣 才 能 真 正 的

發揮離散數學的最大功效。  

2.課 程 的 改 變 ， 老 師 也 是 扮 演 著 很 重 要 的

角 色 。 因 此 ， 老 師 除 了 加 強 本 身 對 於 離

散 數 學 方 面 的 專 業 認 知 外 ， 平 時 也 應 該

多 去 注 意 或 是 收 集 生 活 中 相 關 的 資 料 以

充實上課的內容。  

3.對於所提供的教案，如果校園裡無法找到

相關的規律圖形，作者建議老師們可以自

己 使 用 一 些 生 活 上 的 例 子 來 引 起 學 生 的

注意，或是利用相片的方式來呈現，不一

定要在校園內找到有規律的圖形。  

4.雖 然 國 內 現 今 的 課 程 直 到 高 中 才 正 式 有

離 散 課 程 的 名 稱 出 現 ， 但 從 前 面 所 提 到

國 內 外 的 文 獻 來 看 ， 這 將 是 未 來 的 一 個

潮 流 也 是 趨 勢 ， 作 者 在 此 主 要 是 提 供 給

一 般 的 國 中 小 教 師 作 為 教 學 上 的 參 考 ，

教 師 們 可 以 針 對 教 室 內 學 生 的 狀 況 來 做

調整。  

5.雖 然 在 中 、 小 學 的 課 程 綱 要 內 並 未 有 明

確 的 能 力 指 標 是 在 說 明 離 散 數 學 ， 但 是

不 代 表 沒 有 離 散 數 學 的 內 容 ， 我 們 可 以

將 本 文 所 提 到 的 內 容 掛 在 能 力 指 標

N-1-04、N-3-12 之下，或是分年細目表

1-n-03、1-n-07、7-n-13 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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