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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氏定理淺談 

蘇意雯 

師大數學研究所博士班 

 

前言 

1995 年 5 月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的英國數學家安德魯˙威爾斯(Andrew Wiles)在《數學年刊》

(Annals of Mathematics)上發表論文，徹底解決了歷經三百年，困惑無數數學家的<費馬最後定理>--- 
n n nx y z  ，當n大於 2 時沒有整數解。這是當代數學界一件振奮人心的大事。關於費馬的最後定理

如何被證明，坊間已有數本譯作。由於這個定理起源於眾所周知的畢式定理：對於任一直角三角形，

兩股的平方和等於斜邊的平方。意即當 x、 y 為一直角三角形的兩股， z 為斜邊時，此三者滿足
2 2 2x y z  。因此，本文意圖對畢氏定理作歷史性的回顧，除了介紹神秘的畢達哥拉斯學派以外，並

探討畢氏定理的意義以及此定理在數學發展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希望藉由檢視的過程，對這個定理

給予適當的定位。 

 

一、畢達哥拉斯學派 

 

畢達哥拉斯學派之所以圍上一層神秘的面紗，主要是因為畢達哥拉斯嚴格要求門徒必須遵守派規，

不得對外洩漏秘密所致。關於畢達哥拉斯我們所知甚少，相傳其誕生於西元前 580 年前後的薩摩斯島

（Samos）。畢達哥拉斯曾師事愛奧尼亞學派的領導人泰利斯（Thales），離開退利斯之後，他到各地遊

歷，其中包括了埃及、巴比倫等地。一般咸認為畢達哥拉斯在遊歷中汲取了相當多當時所使用之數學

知識。大約於西元前 540 年，畢氏定居於克羅頓（Croton），並在此地創設了一所學校。此學校的成員

就是今日我們所稱的畢達哥拉斯學派。 

 

畢氏學派的宗旨是「萬物皆數」（All is number），他們認為數是實體的最根本，所有的東西都含

有數的成分，數是形成宇宙的要素。三角形數、方形數、長方形數、完美數（一個數等於比其小之所

有正因數之和）等都是此學派所鍾愛的。對畢氏學派而言，所謂數僅指整數，兩個整數之比並非分數，

而是另一類的數。因此當某些比值（例如等腰直角三角形一股與斜邊之比值）無法用整數之比表示時，

此學派感到困惑和前所未有的疑慮。畢氏學派所選擇的處理方式是迴避，他們並不接受這種不可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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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比的數（incommensurable ratios）。除了數學之外，數與自然的關係也引起畢達哥拉斯的興趣。他認

為自然現象是由規律所支配，而這些規律可以以數學方程式來描述。 

 

畢達哥拉斯經由單弦性質的研究，把關於樂聲比例的新理論應用於豎琴。單單撥弦會產生一個標

準音，其是由振動著弦的整個長度產生。將弦在其長度的某處固定，會產生不同的振動和不同的音。

若在弦長一半處固定弦，再撥弦後會產生一個與原來的音和諧的高八度音。同樣的在弦長的
1

3
，

1

4
或

1

5
處固定弦，會產生其他的和音。但如果在整條弦長度的非簡分數處固定弦，則產生的音並不會與上

述之音和諧。這是當時一個重大的發現，而這項成果也影響了文藝復興時期對音樂工作的研究。 

 

從音樂的和聲、行星運行、牛頓的萬有引力理論，在在都顯示了物理世界存在著一個數學結構。

時至今日，藉由數位電腦、數位手錶、數位收音機、數位錄放影像，或者我們可以說現在已經越來越

接近畢達哥拉斯所謂「萬物皆數」的世界了。畢氏學派是一個宗教的、科學的、哲學的組織，無可避

免地，他們也涉入了政治活動。由於此學派附和於貴族的政治派系而受到另一黨派的追殺。雖然畢達

哥拉斯逃亡到 Metapontum，還是不幸的在那裡被謀殺（約為西元前 497 年）。畢達哥拉斯死後，其學

派的成員仍散居希臘各處繼續傳佈其學說。之後的柏拉圖、亞里斯多得、歐幾里得都傳承自畢氏學派，

是希臘哲學、數學的一代宗師，此乃是後話了。 

 

二、畢氏定理的意義 

 

畢氏定理的影響及一般化可應用到相當廣泛的領域，稱其為數學上最重要之基本定理並不為過。

天文學家克卜勒（Kepler）認為畢氏定理為幾何學上的黃金，其在幾何學中所佔之份量可見一般。算

術和幾何原本是不相關的領域，算術肇基於記數，是一個典型的離散過程。當計算過程結束時，算術

的事實可以很清楚的被瞭解。而人們也不會期望從數值本身得到什麼意義。但幾何則不同，幾何處理

線段、曲線、面等等問題，它們是連續而不是離散的物件。人們較希望看到的是幾何的事實而不是藉

由計算獲致的結果。畢氏定理在這裡對於算術和幾何兩者之間所隱藏的深層關係，給予了第一個暗示，

而且在數學史的發展上其在上述二領域之間處於關鍵性的地位歷久而不衰。關於畢氏定理，讀者可以

很容易的發現，它對於像 2 2 23 4 5  這樣一個純算術的事實，存在於其中一個幾何的解釋。 

 

一些學者認為畢氏定理在畢氏前一千年就為人所熟知。現在收藏於哥倫比亞大學的巴比倫楔形泥

版 322（Plimpton 322），是西元前 1700年左右的文物。下圖是原始的楔型泥板，另一圖則是對照於現

代所使用之數學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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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 Neugebauer 等學者的解釋，這份泥版是一份數學作品而且也蘊含一個合理的數學解釋。我

們可以看到其上有十五組畢氏三元組。所謂的畢氏三元組就是直角三角形兩股長為a，b，斜邊長為

c。若a，b，c三者無共同因素，則 2 2( )a p q  ， 2b pq ， 2 2c p q  。其中 p，q為整數。我們可

以很容易就得到，若 ( , , )a b c 三者互質且為一畢氏三元組，則a和b兩者必定一為奇數一為偶數。 

 

 

 

在數學發展的歷史中，我們常可發現數學家在不同的時空下，各自獨立地發展出相同的定理。西

元前 500~200 年間的印度 Sulvasutras 也提及畢氏定理並出現了（5，12，13）（8，15，17）（7，24，

25）（12，35，37）等畢氏三元組。在中國的數學史上，我們稱此定理為商高定理。這是因為於周髀

算經中曾記載了這樣一段話：「昔者周公問於商高曰：『竊聞於大夫善數也，請問古者包犧立周天歷度，

夫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得尺寸而度，請問數安從出？』。商高曰：『數之法出于圓方，圓出于方，方

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為勾廣三，股修四，經隅五。』」這是中國第一次出現的畢

氏三元組（3，4，5）。至於勾股弦關係的一般式，則同樣記載於此算經。「陳子曰：『若求邪至日者，

以日下為勾，日高為股，勾股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得邪至日，……』」。 

 

有關於此定理更詳細的敘述是在中國的《九章算術》第九章。這本算經的編纂年代大約是在東漢

初期，書中收集了兩百四十六個應用問題的解法，分別隸屬於方田、粟米、衰分、少廣、商功、均輸、

盈不足、方程、句股九章。九章算術之成書是因為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生產力逐漸提高，促進了數學

的發展。當時各國的統治階級要按畝收稅，必須有測量土地、計算面積的方法；要儲備糧食，必須有

計算倉庫容積的方法；要修建灌溉渠道、治河堤防和其他土木工事，必須能計算工程人工；要修訂一

個適合農業生產的曆法，必須能利用有關的天文數據。那時的百姓掌握了相當豐富的、由日常生活中

產生的數學知識和計算技能，《九章》之成書就是這些知識的彙整。句股章全章對畢氏定理有深入的

探討。以下我們將做個簡單的介紹。 

 

要談論《九章算術》就不能不提及劉徽，如果我們視《九章算術》為一數學骨架，那劉徽的註解

就是賦予其血肉，真正地體現了《九章算術》的精神，使之成為中國古代數學的代表。相傳劉徽是三

國魏晉時人，為一位布衣數學家。劉徽認為數學現象是多樣性的統一，各種各樣的數學方法都有共同

的本源。他在《九章算術注原序》中寫道： 

 

事類相推，各有攸歸，故枝條雖分而同本幹者，知發其一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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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徽注貫穿了這種認識，特別注重對數學理論追本溯源，提綱挈領，竭力引進數學中最基本的概念原

理，在這個基礎上建立他的理論大廈。在數學的方法論上，劉徽主張把生動的直觀與抽象的邏輯論證

結合起來。正如《九章算術注原序》云： 

 

又所析理以辭，解體用圖，庶亦約而能周，通而不黷，覽之者思過半矣。 

 

辭和圖不僅展現劉徽的數學成就，也顯示出劉徽高超的邏輯思想。劉徽全面證明了《九章算術》的公

式解法，彌補其不足，奠定了中國數學的理論基礎。 

 

《九章算術》的勾股章是流傳迄今的中國古代最早有系統的勾股理論。全章二十四問，大體分為

兩部分：前者為以勾股定理為中心的解勾股形算法，後者屬於勾股測量問題。前後問題性質不同，解

題方法亦大相逕庭。劉徽利用出入相補原理證明解勾股形的公式： 

 

勾自乘為朱方，股自乘為青方，令出入相補，各從其類，因就其餘不移動也，合成弦方之冪。 

 

劉徽的《九章袿蘆悛》闡明了從出入相補到勾股比率論的理論發展過程，概括出古代勾股算法完整而

嚴謹的理論體系。 

 

尾聲 

 

如前所述，雖然各民族都出現了同樣的定理，但為何最後人們卻以畢達哥拉斯定理（Pythagorean 

theorem）命名呢？這就與各民族性有關了。有些民族較重視數學之實用性，他們在意的是如何使用數

學，使其對日常生活有所幫助。而希臘人醉心於心智的鍛鍊，熱衷於演繹推理，他們能純粹地欣賞數

學之美，也願意致力去發掘數學本身所蘊藏之意義。所以最後對此定理希臘人真正提出幾何證明。歐

幾里得的《幾何原本》收錄了相當多有關畢氏學派的數學成就，其中畢氏定理的證明編寫於第一冊命

題 47。至今為止，有數百種關於畢氏定理的證法。這個在古文明時代就為人所知的古老定理，時至今

日仍歷久彌新。文章即將結束，經過了這些介紹，下次，當您於解題過程中運用到畢氏定理時，或許

會有另一番不同的體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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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展二三事 

彭君智老師 

台北市景興國中 

 

國三時頭一次聽到科展，三位同學被「派」去研究，後來一位保送武陵。高一時，和同學做水果

電池（每班要出一件作品），結論是：誰來發明「四用電表」？教書之後，指導過兩次科展，很幸運

的有點成績，在此拋磚引玉，把些許見聞和心得與大家分享： 

 

【現況】：科展在各縣市早行之久遠，但在專事「傳道、授業、解惑」的學校，則如天高皇帝遠；而

在某些學校則是「皇上不急，急死太監」，被列為資優班師生的重點項目。故每年一度的盛會，似乎

成了「科展老兵」的聚會。 

 

【指導】：一般說來，科展難，難在沒有題目、沒有課本、沒有人教，而最為人所詬病的便是：老師

捉刀。其實「教與學，本相長」，指導教師絕對會變成「共同研究者」。學生查資料、整理、研究、下

結論，但通常不完整（畢竟所知、見聞有限），指導老師便會技癢難耐地「下海」協助，從引導、拓

展到歸納，甚至做到後來比學生還認真（知之、好之、樂之）。至於全由老師做好「教」給學生的情

形，只能說是少了「教師組科展」，埋沒了有志之士。然而校內科展通常相反，老師真的只掛名、沒

指導（鼓勵報名之後，便是修行看個人），學生甚至也沒請教過師長，以致有的研究產生偏差、選錯

數據；有的想法很好，但走不下去。如今年本校很多組做商高定理，其中一組曾想過三次方的推廣，

但不了了之，若能適時點出費瑪最後定理這段歷史，相信「驚喜」便是學生此次科展的最大收穫。 

 

【評審】：第一年北市評完，學生笑不出來，因為教授只對隔壁的電腦有興趣；全國時，學生快哭出

來，因為教授愛問不問的。今年可能是位置佳，教授有興趣，問了近二十分鐘，學生出來信心滿滿；

全國時則完全相反，教授進門，劈頭就罵，只見有些學生被罵得一蹋糊塗，還來不及說重點，教授已

走人；有的雖有招架之力，但也信心全無；只有幾組幸免於難，甚而請到辦公室複審。姑且不論教授

對作品的關切程度與得獎是否成正比，但是以「不聞不問」，或是像「審論文」般的態度來對待中學

生，似乎不甚恰當。不論是否會得獎，作品好的地方就該鼓勵，若有不完整或是錯的地方，點出來，

讓學生了解、改善；萬一真有書籍、刊物與作品雷同，更是提出資訊供學生參考、比較的好時機，因

為就數學歷史而言，這種「家常便飯」，鼓勵都嫌來不及（除非是存心抄襲）。而學生提出來的疑問，

也應盡量深入淺出的給予回答（對象只是個中學生），而不是群、拓樸等專有名詞。至於罵，相信是

最失敗的身教與言教。 

 

數學上的家常便飯（不同的人、時、地、事、物，竟發展出相同的定理），只要懂得珍惜，都可

以是山珍海味，舉個例：提到畢氏定理，相信不少老師會介紹些歷史：百牛定理、根號 2 跳海、勾股

弦圖¼ 等，甚至費瑪也參一腳。以下這個畢氏的發現請大家玩味：如何從圖形數（註一）推論出弦、

股數差 1的直角三角形？例如（勾,股,弦）＝（3 , 4 , 5 )、( 5 , 12 , 13 )、( 7 , 24 , 25 ) 不少學生（通常

不是考一百的）由觀察、類比，很快就推算出接下來會是( 9 , 40 , 41 )、( 11 , 60 , 61 )¼ （註二），奇

怪的是，對圖形數卻都沒輒。每當下課前點出答案，學生才發現「被耍得漂亮」，不要說弦、股數差

1，要找差 n 的也不是問題（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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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上，大家習慣用「結果論」：告訴你三角形內角和等於一百八十度，然後才去用各種作圖、

摺紙、剪貼等方式說明為什麼？補習班最強，直接印一疊比課本還厚的「攻略本」，如此能出幾個像

巴斯卡的怪胎：重新發現三角形內角和定理？而身為數學教師的我們，對於數學，又曾有過多少像阿

基米德發現浮力原理般的驚喜？其實，不論是對老師還是對學生而言，數學處處都可以是科展（不是

每個都要拿去比賽），只要細細品嚐，哪天不小心，你我就可能踩著前人走過的足跡，再次享受發現

的樂趣，甚而打開數學 å 的另一片天。 

 

註一：圖形數詳見數學家傳奇（九章出版社 p.98~p.100） 

 

註二：學生通常可觀察出下列結果，再經定理計算確認。 

a：勾為連續奇數 (3,5,7,9,11…等差數列) 

b：股為二階等差數列 (4,12,24,40,60… ) 

c：勾的平方= 股+ 弦 (還有不少漂亮的結果) 

p.s.還未曾碰過能由題意推算出公式的學生： 

 2 1, , 1n n n  或
2 21 1

, ,
2 2

m m
m
  
 
 

或  2 22 1,2 2 ,2 2 1         

註三：畢氏學派的發現，其來有自：萬物皆為數（而且是有理數），故當發現驚為「神喻」的定理時，

當然得和教義相輔相成，否則就得去跳海—發現無理數，而找出所有整數邊的直角三角形，就等於是

找出所有有理數的直角三角形。圖形數在這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三角數（ 1,3,6,10,15,iT  ）其實就是等差級數數列 

四角數（ 1,4,9,16,25,iR  ）碰到平方，故線索就在其中。它可以表示成兩個連續三角數的和：

1n n nR T T   ，或是首n個正奇數的和： 

1 3 5 (2 1)nR n      ， 

觀察 

3 3 1 2 3 2 1 1 3 5          

4 4 1 2 3 4 3 2 1 1 3 5 7             

5 5 1 2 3 4 5 4 3 2 1 1 3 5 7 9                

 

到底弦、股數差 1的關鍵在哪?（可別想得太複雜，免得事後發現被耍）原來5 5 1 3 5 7 4 4 9        ，

所以從
nR 到

1nR 
所加的奇數2 1n ，若恰為四角數時，即為所求，而且很快就能歸納出註二中一籮筐

的現象。欲求弦、股數差n時，只要從 iR 到 i nR 
所加的 (2 1) (2 3) (2 1)i i n      恰為完全平方數時，

便萬事 OK，也能找出註二般一卡車的結果。從時代背景來看這樣有目的的發現，您說美不美？ 

  



HPM通訊第二卷第七期第八版 

數學教師教育的重新設計 

林福來教授 

台師大數學系 

西松高中蘇惠玉老師摘譯 

 

§ 0. 會議報告 

 

這一篇文章是 5 月 10 日至 14 日在台北舉行的「1999 國際數學教師教育會議」的簡短報告。這

次會議的議程包括一個主題演講，十二個專題演講，十八篇論文發表，四個小組討論，和一個 MILE

（多媒體互動學習環境）的研討會。四個小組討論的主題分別是數學經驗、在職進修、相關研究和教

師專業發展的概念化。這篇報告的第一部份，§ 1~§ 5，敘述主題演講者、專題演講者和論文發表者提

出的一些觀點。第二部分，§ 6，敘述從小組討論中提出的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中的某些部分，對台

灣教師教育的改革而言，特別的重要。而許多問題在本質上較偏向全面性的而非區域性的。 

 

§ 1. 前面的觀點 

 

主題演講者 Cooney T.為這次會議的學術議題揭開序幕，提出「思考教師專業發展中的弔詭、險

境和概念化的目的」。為了幫助教師發展一種認知的方法，使其注意到脈絡和使教師有能力去適應不

同的脈絡，他主張教育教師的複雜過程，不只應該包含專業知識的發展，也應該包含關於數學和數學

教育信念的檢驗。然而，教師教育的險境，即是學生教師常常在尋找，能夠使他們在教室中確保其正

確的教學技巧。但是，這樣的課程內容，產生了一種引發懷疑和多慮的反應態度。 

 

除了險境之外，Lerman S. 基於對各種數學教師教育的研就觀點上的綜論，他注意到現今仍沒有

適當的或是足夠的教師學習理論。從教師和教師教育者的觀點來看，一套教育課程想要成功，Cooney

強調，必須從數學活動開始，且應該使得給教師們的數學議題能被思考，亦即思考數學內容的選擇，

學習數學的方法，和教師的數學經驗與教學的相關性。從理論的觀點來看，Lerman 建議，關於強調

動機和目的的複雜性、知識/權力，和在社會運作中認同之形成的理論，在教師教育中要更為重要。 

 

§ 2. 數學的意義 

 

使學生能夠對數學賦予意義，是數學教學中的其中一個基本焦點。如同 Cooney建議的，成功的

數學教師教育課程，必須從數學開始。一些演講者和論文發表者，確實都遵守這樣的取向。像是數學

探究、提問題、直觀推理和以新科技的學習（像是 Cabri 幾何），這樣的活動被考慮成不只為了數學

學習而已，也被想成是為了讓教師對數學活動的本質、學生不正確的的回應，和學習數學賦予意義。

Ponte J. 經由學生教師和在職學生敘述的實例，歸納出要討論學生在教室中的作為和教師在日常活動

和專業發展的作為，探究式的範例是非常好的一套體例。 

 

Leung S. 在綜合基本數學課程中所帶有的問題時，在三年的期間，她組織了一些給在職教師的研

討會。其中一位教師寫信給她，並且評論了他認為的，提問題的方式的五點吸引人之處：1).小孩子喜

歡提問題 2).從孩子的思考中能夠學習更多 3).能夠評量我們的教學方式 4).語言同樣的被重視，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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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數學而已 5).如果問題是合理的，小孩子就會開始去詢問。然而，對教師潛在於這些活動之下的

改變過程的分析，對幫助教育者理解教師專業發展計畫而言，似乎是必要的。 

 

§ 3. 教學的意義 

 

教學是複雜的，教師教育應該要闡明並研究這種複雜性。為了要幫助教師對數學教學賦予意義，

Groffree F. 和 Oonk W. 邀請這次會議的與會人員參加 MILE（多媒體互動學習環境）。在 MILE 中，

實作知識的豐富資源開放給學生教師們，學生教師們都可獲得沒限制的實際研習案例；對理論上的重

新選擇而言，教學範例也是可獲得的；而且一種環境能夠被創造出來，在其中，學生教師們能學習如

何從實際的教學範例中去學習和精通被要求的研究取向。實際上，MILE 主要的關聯，在於實作與理

論之間的廣泛的相關性。MILE 能夠使學生教師將實際的教學範例，提升到全面性的探究。 

 

在某些社群中，他們的教育改革運動中的一個中心思想，即是學習數學應該發生在一種互動的環

境中。在其中，教師應該戒除她為教室中心的傳統地位，應該要扮演一種不冒昧的幫助者和領航者的

角色。Sfard A. 和她的研究搭檔已經發展了一套特殊的工具去分析教室互動的本質，和它們無效的可

能理由。基於他們的分析，她建議若要對話是有效的，且有助於學習，那麼就應該要教導溝通的藝術，

而且在學生的學習互動過程上，教師的角色要比現今的教師重要得多，因為現今的教師都忽略了這件

事。 

 

§ 4. 教學脈絡的意義 

 

在研究教師專業發展時，包含工作地點、專業組織、教科書和數學教育中的價值觀等等的教學脈

絡，也在這次會議中被論及。Cobb 考慮到教師經由集中在他們工作所在學校制度脈絡上的社會實際

經驗的演化的持續性。廣泛來說，Cobb 考慮了可能是以教師為會員的教學團體的對話主題的那些議

題。這些議題包括了 1).發展數學討論的規範 2).確保學生的活動保持在以數學想像為基礎的問題情

境上 3).再次陳述和輪流學生的解釋。 

 

在數學教育中的價值觀，是教室中隱藏的說服者。但它們總是隱涉在教師的教學中，但是似乎又

對學生的學習有強烈的影響。Bishop A. 分析了澳洲的課程內容，且發現價值觀呈現在既定的課程層

次，也呈現在技巧的層次中，同時，學生的價值觀會在成就的層次上有所影響。通常一種全面的論述

會包含關於價值觀的想法，但是，關於什麼樣的價值觀應該被教，和他們應該作些什麼方面，教師卻

只得到少許的忠告。Bishop 和他的同事在 Monash 大學剛開始的研就計畫中，他們將價值觀想成是

「行動的信念」。也就是說，我們能夠將教師的行動和決定當成是資訊的來源，來當成研究般的分析，

並且創造學生教師教育活動。價值觀分類的活動能夠在教師教育中非常的有幫助，因為它們能呈現出，

使學生教師思考關於他們自己的價值觀的決定性情境。Chin C. 嘗試將數學教師的教學價值觀原理化

和理論化。從社會心理學理論的觀點來看，價值觀能夠被想成是一種關於數學和教學法的雙重地個人

的-社會的認同。如此，價值觀的系統被看成是「認同的內-外辯證」。 

 

§ 5. 後面的觀點 

 

Krainer K. 告訴了我們一個反映出一位數學教師生涯的例子。目的不只是在描述她個人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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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在描繪出它如何互相連絡了學校發展和整個澳洲的教育系統。在解釋這個故事時，Krainer 建議，

在國家中教學品質系統性的加強，不只建立在選擇性的個別教師專業發展上，而是在學校、地區中要

盡可能多的數學教師參與其中，加上其他相關的監督者，像是系主任、校長、督察、教師教育者、父

母和學生，以期在教室發展、學校發展和整個教育系統的發展中建立起橋樑。 

 

Jawoiski B. 提出數學教師和教育者間關係的複雜性。他們二者都是發展和改善數學教學整體的

參與者，以期使學生在教室中更有效的學習數學。她認為教師的價值觀，如同教育者從事研究一樣，

是發展他們教學過程的一部份。Jawoiski 進一步的建議一種教師和教育者間的「共同學習搭檔」，能夠

使教師分享在發展過程中的責任感，從中得到更有效的專業發展。 

 

§ 6. 挑戰議題中的意義 

 

在四個分組討論主題中，許多的問題提出來等待進一步的挑戰。某些問題陳述如下： 

 

 有些時候，數學教師應該像一個民族誌學者（如同 Sfard 建議的），而有些時候要像一個科學家。

教師如何能發展他們在教室中有效的扮演這二種角色的能力？ 

 數學教師需要什麼樣的數學經驗？例如，純粹或是應用的數學經驗？ 

 教師要改變他們對數學、如何教數學、學生如何學數學的信念或知識，需要什麼樣的動機？ 

 在教室實作中，要刺激改變需要什麼樣的政策、支援和資源？例如考試、家長、金錢（物質、電

腦等等）。 

 是否可能改善大學中數學的教學方式？ 

 有經驗的教師如何去準備，以適應科技的學習環境？ 

 如何在教育系統中去改善指導制度？ 

 如何鼓勵教師獲得自主性，並承擔責任？ 

 想要改善數學教學，就必須改善評量系統和它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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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大公開：昌爸工作坊 

蘇惠玉老師 

西松高中 

 

站名：昌爸工作坊 

網址：http://www.mathland.idv.tw/ 

站長：李老師 

 

記上次介紹的這個網站後，這期再介紹給讀者一個網站，也有相當豐富的內容，且屬性與「老顏

的家」差異蠻多的。即是李老師的「昌爸工作坊」。這個網站是小蕃薯推薦的親子數學網站，李老師

自己定義的也是為「中小學學生創造一個數學樂園」，所以，內容非常的豐富有趣，將數學的樂趣展

現無疑。這個網站中，分了好幾個主題： 

 

1. 數學家與數學史：介紹許多偉大的數學家，並且除了常見的那幾個偉大的，非我族類的「外國人」

之外，還介紹了陳省身、華羅更以及丘成桐。在數學史中，李老師介紹了《九章算術》與《幾何

原本》，祖沖之與π，宋朝的數學成就，還有中小學生會很感興趣的埃及、巴比倫和馬雅數碼。 

2. 趣味的數學：以代數、幾何、邏輯推理來分類。將坊間常看到的有趣的小問題收集在一起。 

3. 生活的數學：有可以休閒欣賞的，也有日常應用的。 

4. 遊戲的數學：在這裡，可以和電腦玩遊戲，動動腦，從遊戲中，學習數學的創造力。 

5. 實驗的數學：提供學生另一種學習數學的經驗。有代數和幾何兩方面。代數方面，利用電腦的一

步一步的特性，讓有心者跟著學習。幾何方面，更是大量利用 gsp 的動態模擬能力，將許多課堂

上不容易表現的問題，化成電腦上一個小動作，只要去「拉一拉」，就可以比課堂上講得半死要

有效多了。 

6. 研究的數學：分為科展、討戰題、奧林匹亞是題、網路數學競賽、九年一貫教材內容的相關介紹，

以及 86-88 年各教授所做的數學教育專題研究的清單。 

7. 昌爸的書房：在這裡有通俗數學書籍的介紹（還不少喔！），國一第二冊的教材講義，國中各單

元的複習試題，還有軟體以及其他網站的鏈結。其中，講義的部分，由淺入深，更是充分利用電

腦的特性來演譯，也許是另一種不錯的學習經驗。 

http://www.mathland.id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