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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新世界的數學教育 

從數學的哲學觀來反思學習階段數學的樣貌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構思概念發展的脈絡 

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待生師(書)的角色 

從社會建構的觀點來引動學習的歷程 

 



反思樣貌 

構思脈絡 

生師角色 

引動歷程 
乙 

以比長短為例 



素材來自文化 

文明推演，知識早已無形融入文化 

從文化的運作理解其思維架構， 

並汲取先人智慧。 

從傳統文化與新興思維的 

相互衝擊，激起無限的想像！ 

突破、超越! 
 

吃水線 



24節氣 



斤兩 



度量 



音樂 

https://youtu.be/zAxT0mRGuoY


美術 



文字沿革 



生活作息 



思想 



想要表達甚麼?怎麼畫? 
認識圖形 



甚麼時候做甚麼?怎麼說? 
認識鐘錶 



你看到什麼? 
怎麼讓你的同伴也看到? 



從心理學的角度 
來構思概念發展的脈絡 

 

目標導向的教材設計 



有意義數學學習的基礎-目的 

在情境下形塑目的 

在目的下確認探索標的：跟目的相關的資
訊及項目 

形成問題（猜想預期結果）：相關資訊及
項目間的關係（由運算加以詮釋） 

從結果找理由，從現象歸納結論。 

 

 

 



在情境下形塑目的 

以負數為例 

天氣涼了，阿明穿起了外套走路上學去，阿明到學校後和
同學們一起將教室的門窗打開，第二節上體育課，阿明把
外套脫掉，上完課，阿明很渴，一下子就把水壺中的水喝
完了，還沒能解渴，就趕緊到學校的飲水機裝水喝，午後
大陽光好大都照進教室裡了，同學把窗簾拉起來遮陽，遮
陽讓教室有些暗，只好開燈上課，慢慢的，到了放學的時
間，阿明和同學們將窗簾拉開，門窗關妥，阿明和同學一
起快樂的回家去了。 



在目的下確認探索標的 

阿明的學校實施榮譽制度，學生有好的表現就可以取得
「優點卡」給予鼓勵，不小心表現不好時給予「缺點卡」
作為警惕，而且一張缺點卡可以與一張優點卡互相抵消 

我們紀錄為(12張優點卡) + (4張缺點卡) = (8張優點卡)。 



形成問題（猜想預期結果） 

學校段考時，小明數學考了70分，

檢討考卷時，發現老師改的考卷

改錯了，有道題他答對了，卻被

老師扣了3分，這時候老師該怎

麼做呢？ 



形成問題（猜想預期結果） 

學校段考時，小華數學考了70分，

檢討考卷時，發現老師改的考卷

改錯了，有道題他答錯了，卻被

老師加了3分，這時候老師該怎

麼做呢？ 



從結果找理由，從現象歸納結論 



能不能擁有更全面描述事物的數字系統? 

再來一次: 

  把相關的項目列出來 

  相互抵消如何列式 

  歸納結論 

先確立目的何在? 



從結果找理由 

我們把上面的圖示紀錄如下： 

「增加3張優點卡」=「拿走3張缺點卡」    
加上正3=減去負3。 

使用相同的想法: 

「增加3張缺點卡」=「拿走3張優點卡」    
加上負3=減去正3。 

 



結論 

    1. 正數和負數相加會互相抵消。 

    2. 減去一個數，相當於是加上這個數 

       的抵消數(相反數)。 

       也就是說：減a等於加-a 
 

從結果找理由，從現象歸納結論 



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 
來看待生師(書)的角色 
 
調適性？服從性？ 
 

互動 



面對文化的反應態度: 

從自身的觀點理解接納或調整以發揚 

從服從智慧的態度學習遵循與宣揚 

調適性 服從性 



從社會建構的觀點 
來引動學習的歷程 

 
以釜剖木、知行合一 

啟動學習 



學習的核心-分析 

分辨(區分)是學習的起點， 

分析(以斧剖木)是學習的靈魂， 

條理是學習的骨肉， 

行是學習的體現。 

 

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莊子，天下) 
 

 



學習 應用 

知與行 

知行合一 

行中求知，知之實踐 



知識的應對 
學習場域VS.應用場域 

場域的屬性不是地點而是人的態度 

學習不必然在教室，應用未必在日常 

菜市場談隨機變數 
隆中對 



分析是學習的靈魂 

以實數系為例 

數，因使用需求而產生。 
只要是實際看得到的長度，都可以用「實數」系統形容。 
  

我們需要哪些數，才能描述所有可能的長度？ 



不斷放大 
 

不斷分析 
 

看到數系 



行中求知，知之實踐 

想想看…「無窮」這件事 
無窮，是個形容詞，不能直接拿來算，只能靠推論。 
 
阿銘量身高，機器上方的量尺不斷下降，靠近阿銘的
頭…慢慢的、不斷的靠近…，當尺靠到頭的時候，量
到的長度是尺的長度還是阿銘的身高？它們是一樣的
嗎？ 



知識應對的場域與態度 

以絕對值為例 

絕對值，意思是「我不在乎這個數的正負(性質)，
只想知道它的值有多大～」 

媽媽用奶瓶餵baby喝奶，每餐都固定準備200ml的奶。 
第一餐，baby喝完後剩下30ml。請問baby這餐喝了多少奶? 
你如何算出來的呢?請列出算式。 
 
我們在乎的是差距還是正負？ 



書的使用型態 

互動型 

自學型 指導型 

混合型 



互動型的師生角色 
教師與學生以互動交流的型態進行教學 

教師主要的工作在於： 

激發學生的想像力、注意力、猜想力 

將教師想法、學生想法充分討論，形成結論。 



互動型的教學脈絡 

產生問題 

(分辨) 

探索問題 

(分析) 

形成知識 

(條理) 

應用知識 

(行) 



自學型 

學習素材扮演與學習者可互動的對象 

自問自答 



教導型 

學習內容的條理鋪陳 

言之有理 



混合型 

以上兩種或三種的混合型態 

因材施教 



不同階段的型態 

國小 

互動為主 

國中 

互動為主 

自學為輔 

高中 

互動自學 

並行 



國小 
範例 



國中 
範例 



高中 
範例 



從生命的哲學觀來反思現階段的教學樣貌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構思信念改變的脈絡 

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待自我的角色 

從社會建構的觀點來開展有意義的教學歷程 

數學教學生涯 



我們現實的情境是 

過去偏重解題，我們盡責想幫學生， 

因為解題能力可以幫學生跨越評量的關卡! 

慘痛的現實，學生的學習意志被摧毀了! 

老師迷失了，如果不教解題要教什麼? 

 

 

 

大家聚在這裡 



在情境下形塑目的 

充滿成就感的學到有價值的數學 

讓學生能享受學習過程的奮鬥滋味 

大家聚在這裡 



在目的下確認探索標的 

跟目的相關的資訊及項目- 

大家聚在這裡 

老師的專業 
你們來努力 

手邊的資源 
我們來奮鬥 



形成問題（猜想預期結果）：相關資訊及項
目間的關係（由運算加以詮釋） 
 

樂觀的因子(大於一)跟我們用乘法來運作! 

保守的性格(等於一)跟著我們一起做! 

悲觀的心情(負數)先變個號，再來一起做! 

大家聚在這裡 



從結果找理由，從現象歸納結論 

我們準備好踏出這一步了， 

讓我們 

從實踐的結果找出成功的理由， 

從看到的現象歸納結論出成功的方程式! 
 

 

大家聚在這裡 



春天來了，萬物欣欣向榮 

數學新世界Logo設計由來與想法 by CA 
 





徵實則效存 
徇名則功淺 

數學演繹算 根生新世界 

一起努力 

- 唐 王勃 



國小組 
FB 

討論平台 



國中組 
FB 

討論平台 



高中組 
FB 

討論平台 



上一代 
寫下歷史 

 
畢達哥拉斯 580-520B.C.  祖沖之 409-502A.D.  秦九韶430-501A.D.  

笛卡爾1596-1650A.D. 黎曼1826-1866A.D. 愛因斯坦1879-1955A.D. 



這一代 
數學教育讓我們一起領風騷 



感謝大家的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