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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蛀算」國小學習工作單編製探討	
  

蘇意雯
 
 

 

臺北市立大學數學系 yiwen@uTaipei.edu.tw 

十二年國教數學課綱的基本理念提及數學是一種人文素養，宜培養學生的文化美感：

「適時地在數學教學之中融入適當的數學史內容，可以提升數學教學品質與學生的學習

成效。」，也強調在教科用書的編寫中可以適當編入數學史、民族數學以及數學家的介

紹，「以引發學生興趣、培養其欣賞數學發展的素養，並了解不同性別者的成就與貢獻。」

(教育部，2018)。教學現場將數學史融入數學教學的方式，在中學階段多使用學習工作單

的形式，小學現場的實施則比較多元。例如可以用說故事口語講述方式實施，以及用學

習工作單方式實施，或者是用數學史動畫輔以學習工作單方式實施(蘇意雯，2011)。但是

對於國小一年級學生，受限於學生的年齡，以及適用史料的難尋，針對國小一年級學生

的 HPM 學位論文是付諸闕如的(蔡文榮、張鈞淇、劉柏宏，2019）。本篇文章想探討的，

就是針對國小一年級 HPM 學習工作單的編製。 

在數學的解題中，相信大家都接觸過數字被水漬弄髒或者是收據汙損無法辨識數據

等等，需要由給定的線索推測出未知數字的題型。諸如此類問題，在日本稱為「蟲蛀算」，

這個稱呼的由來是因為日本古代的紙容易被蟲蛀食，也就因此應運而生了這類題型。促

進日本本土數學(和算)發展的一大因素是「遺題繼承」，這個傳統的起源最初是為了打擊

盜版，數學家吉田光由在 1627年出版《塵劫記》一書廣獲好評，由於盜版書猖獗，到了

1641 年新版的《塵劫記》，就在書末提出 12個問題對有心向學的讀者挑戰，引發了和算

家「遺題繼承」的風氣(城地茂，2009)。之後的和算家往往會在自己所撰寫的和算書卷末，

再提出一些數學難題讓讀者探究，經過弟子、門人、或其他讀者努力研究，解決了難題

之後，通常要撰寫難題解答之書，在卷末提出難度更高的問題，讓有心人士去解題，促

使更進一步深入的研究(蘇意雯，2009）。也因此，「遺題繼承」就成為重要的和算文化

與數學知識活動。在此傳統下，「蟲蛀算」問題也出現其中。 

「蟲蛀算」的問題首次被印刷出版正是因為前面所提及的「遺題繼承」的傳統。和算

家中根彥循為了解答青山利永於 1719 年出版的《中學算法》的 12條提問，於 1738 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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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了《竿頭算法》一書，並於解答之後又附上了 25 條問題，其中的第一問就是有關紙條

被蟲蠹蝕的問題。 

這題的文意是敘述偶然在方箱中得到一張陳舊的紙，打開閱覽只知道是分銀給 37 個

人，銀的總量上下被蠹蝕了只看到 23 匁(日本以前的重量單位，1 匁為 3.75 克)。而且每

個人所分到的銀量也被蠹蝕了，只看到最後是二分三釐(0.23 匁)，要問總銀及每人所分得

的銀數各是多少。這個題目按照題意，我們可以列出__ __23.__ __ ÷ 37 =__ __.23的式子，

依照乘除互逆的性質我們可以利用直式乘法，解出 95.23×37=3523.51，也就是「總銀三貫

五百二十三匁五分一厘，每人銀九十五匁二分三厘。」的答案，這道問題後來由神谷保

貞於 1745年出版的《開承算法》一書中解答出來。 

隨著和算的蓬勃發展，1808 年和算家松岡能一的《算學稽古大全》中，就直接將題

目設計成一張以賣米換取銀兩的字據，但字據被蟲蛀了一個大洞，要讓讀者從殘餘的數

據中算出米的單價和銀的總數。日本數學史家平山諦認為，「蟲蛀算」會引起人們感興

趣的原因在於肯定是能夠解答的問題，而且問題的解有一個或兩個，即使有若干個也不

會失去它的意義。此外就是「蟲蛀算」的問題比一目了然的問題更加吸引人(平山諦，

1956/2005)。設計日本「蟲蛀算」之學習工作單，讓學生知曉江戶時代將每筆買賣記錄在

帳簿中的商人，可以利用「蟲蛀算」計算出原本被賒帳的金額，除了體會異國文化的數

學趣味，並進而探究解題，這正是課堂上可供運用的數學史素材(蘇意雯，2023)。 

對於有心想嘗試將數學史融入數學教學中的師長，以上介紹的「蟲蛀算」典故正可

以視所教學生程度，編入教材設計。例如針對國小一年級學生，教師可以先介紹「蟲蛀

算」故事的由來，讓學生知曉蘊藏於文化中的數學，接著請學生解決「蟲蛀算」問題中未

知的部分，透過蟲蛀的氛圍提升解題的樂趣(請參見附錄一)。 

本份「蟲蛀算」國小學習工作單主要設計於二位數的加減單元，範圍集中在二位加

一位，或一位加二位，或二位減一位，其中加法的和以及被減數是在 50 以內。對應十二

年國教數學課綱的學習表現是第一學習階段 n-I-3 應用加法和減法的計算或估算於日常

應用解題。設計理念主要是透過「蟲蛀算」讓學生學習解決二位數加減中部分量未知的

問題。教學實作流程是學生每人一份學習工作單，由教師進行一節課的教學。在此上課

時間中，教師先導讀故事，再讓學生完成學習工作單，並請他們填寫回饋單。由於實驗

對象為一年級學生，因此回饋單除了勾選回答問題，也請他們寫一寫或畫一畫故事中印

象最深刻的部分。實驗教師並請學生回去與家人分享故事，也請家長提供回饋。  

    經由國小一年級兩個班級學生共 44人參與的實作分析，對於第一頁的帳本問題，

44位學生中有 3人算錯，一位是寫出 13+5=19，一位是寫成 19-13=7，另一位是資源班

學生沒有作答。第二頁消失的數字第一題學生全部都答對，第二題有 8個學生做錯，第

三題由於牽涉到減數未知的問題，對於一年級學生是較難的題型，因此有 13 個學生答

錯，大部份都是在借位的地方出錯。 

    對於開放性問題「寫出你的想法或做法」，由於學生並不太知道題目的用意，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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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了「計算出來的」、「用手指算」、「用頭腦算」、「我用直式算出來的」、「因為我想要

幫他找回來」、「多看點書就知道了」等等多樣性的回答。也因此，實驗教師 A建議「對

一年級小朋友而言，如果老師沒有引導，小朋友會天馬行空的亂寫，如果引導太多又可

能會寫得很像，所以是否就刪了呢？」；實驗教師 B則表示「對一年級的孩子來講，要

確切說出原因已有難處，要用寫的方式完整表達自己想法，更是困難的!這是很棒的開

放性題目，如果使用說說看的方式，也許更能清楚他們的邏輯思考。」。這也是日後使

用本份「蟲蛀算」學習工作單進行教學時，可以調整的地方。 

    在學生的量化回饋中，針對「你覺得『蟲蛀算』的故事有趣嗎?」的問題，勾選

「很有趣」的學生有 32 人，百分比為 73%；勾選「普通」的學生有 8 人，百分比為

18%；勾選「我不喜歡」的學生有 4人，百分比為 9%。針對「你想再聽一些和數學有

關的故事嗎?」的問題，勾選「很想聽」的學生有 28 人，百分比為 64%；勾選「都可

以」的學生有 12 人，百分比為 27%；勾選「不想聽了」的學生有 4人，百分比為 9%。 

在家長回饋中，針對「您覺得這份學習單對孩子的數學學習有幫助嗎?」的問題，

勾選「有的」之家長有 36人，百分比為 82%；勾選「還好」的家長有 4人，百分比為

9%；無家長勾選「沒有」選項，但未作答的家長有 4人，占百分比為 9%。針對「對於

老師所補充的故事系列，您覺得:」的問題，勾選「很棒」之家長有 40 人，百分比為

91%；無家長勾選「還可以」及「不需要」選項；未作答的家長有 4人，占百分比為

9%。家長的看法諸如「訓練思考邏輯，很棒。」、「很好，平常作業中可做補救教

學。」、「很棒的小故事，也幫助加深印象。」、「比較能理解加減法。」、「不錯，可以讓

孩子動動腦。」、「這樣能讓小孩更能想要學習。」、「學習單元變得比較有趣，不會無

聊。」、「○○很開心的分享上課的過程，小故事使他更接受數學了，謝謝老師那麼用

心。」，顯示出家長對本份學習工作單的肯定。 

    在「蟲蛀算」學習工作單的教學之後，實驗教師們也進行了反思。實驗教師 A認為

「小蟲子吃掉數字是能吸引一年級的小朋友去做探究和追蹤，小朋友印象深刻的部分幾

乎都是蟲子吃掉書本。蟲蛀算的模式可以套用在各種四則運算中，達到讓學生熟練運算

的目的。」。實驗教師 B也認為「果然看到小動物，孩子的眼睛就睜大了，完全不覺得

是在解數學，只是想著快快找出被吃掉的數字。蟲蛀算的設計貼近孩子的喜好，有趣又

實用。」。此次的教學實驗，也讓實驗教師們體驗到數學史融入國小一年級教學的可

能。 

    經由本研究所展示的「蟲蛀算」教學實作，我們發現對於此份融入數學史故事的學

習工作單，一年級學生及家長都有正向的回饋，從中也顯示出，數學史融入一年級數學

教學正是可以努力的一個方向。也就是說，先利用一個有趣的「蟲蛀算」數學史故事引

動學童的興趣，之後教師們可以自行布置適合的「蟲蛀算」問題讓學童挑戰。希望這些

素材能為有心將數學史融入國小低年級數學教學的教師們，提供參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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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之軌跡》推薦序	
于靖 

台灣師範大學數學系退休教授 

很高興看到洪萬生教授帶領他的學生們寫出大作《數之軌跡》。這是一本嘆為觀

止，完整深入的數學大歷史。萬生耕耘研究數學史近四十年，功力與見識足以傳世。他

開宗明義從何謂數學史？為何數學史？如何數學史？講起。巴比倫，埃及，希臘，中

國，印度，阿拉伯，韓國，到日本。再從十六世紀到二十世紀講西方數學的發展與邁向

巔峰。《數之軌跡》當然也著力了中國數學與希臘數學的比較，中國傳統數學的興衰，

以及十七世紀以後的西學東傳。 
 
半世紀前萬生與我結識於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那時我們不知天高地厚，雖然周圍

沒有理想的學術氛圍，還是會作夢追尋各自的數學情懷。我們一起切磋，蹣跚學習了幾

年，直到1976 暑假我有機會赴耶魯大學博士班。1980 年我回到中央研究院數學所做研

究，那時萬生的牽手與我的牽手都在外雙溪衛理女中執教，我們有兩年時間在衛理新村

對門而居，茶餘飯後沈浸在那兒的青山秀水，啟發了我們更多的數學思緒。1982 年我

攜家人到巴黎做研究才離開了外雙溪。後來欣然得知萬生走向了數學史，1985 年他決

定赴美國進修，到紐約市立大學跟道本周 (Joseph Dauben) 教授專攻數學史。 
 

1987（或1988）年，我舉家到普林斯敦高等研究院做研究。一個多小時的車程在美

國算是「鄰居」，到紐約時我們就會去萬生家拜訪，談數學， 數學史， 述及各自的經

歷與成長。1988 年暑假我回臺灣之前，我們倆家六口一起駕車長途旅遊，萬生與我擔

任司機，那時我們都不到四十歲，從紐約經新英格蘭渡海到加拿大新蘇格蘭島，沿魁北

克聖羅倫斯河，安大略湖，從上紐約州再回到紐約與普林斯敦。一路上話題還是會到數

學與數學史。 
 
我的數學研究是在數論，是最有歷史的數學，來龍去脈的關注自然就導引數論學者

到數學史。在高等研究院那年，中午餐廳裡年輕數論學者往往聚到韋伊（Andre Weil）
教授的周圍，聽八十歲的他講述一些歷史。韋伊是二十世紀最偉大數學家之一，數學成

就之外那時已經寫了兩本數學史專書：數論從Hammurabi 到 Legendre，橢圓函數從 
Eisenstein 到 Kronecker。 
 

1990 年代，萬生學成回到臺灣師範大學，繼續研究並開始講授數學史。二十餘年

來他培養指導了許多研究生，探索數學史的各個時期及面向，成績斐然。這些年輕一代

徒弟妹：英家銘，林倉億，蘇意雯，蘇惠玉等，也都参與了撰述這部《數之軌跡》。特

別是在臺灣推動 HPM 數學史與數學教學，萬生的 School 做了許多努力。在這本大作

導論中，萬生指出他的數學不只包含菁英數學家 (elite mathematician) 所研究的「學術

性」內容，而是涉及了所有數學活動參與者 (mathematical practitioner)。因此《數之軌

跡》並不把重點放在數學歷史上的英雄人物，而著眼於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中，數學的

專業化 (professionalization) 與制度 (institutionalization)，乃至於贊助 (patronage)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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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過程中所發揮的重要功能。 
 

在《數之軌跡：再度邁向顛峰的數學》第4章裡，《數之軌跡》試圖刻劃二十世紀

數學。萬生選擇了四個子題來描述二十世紀前六十年的數學進展：艾咪・涅特，拓撲學

的興起，測度論與實變分析，集合論與數學基礎。這當然還不足以窺二十世紀前五十年

數學史的全貌：像義大利的代數幾何學派，北歐芬蘭的複分析學派，日本高木貞治的代

數數論學派，與抗戰前後的中國幾何學大師陳省身，周緯良，都有其數學史上不可或缺

的地位。從二十世紀到二十一世紀，純數學到應用數學，發展更是一日千里。《數之軌

跡》選了兩個英雄主義的面向：「希爾伯特 23 個問題」、「費爾茲獎等獎項」，來淺

顯說明二十世紀數學知識活動的國際化。這些介紹當然不能取代對希爾伯特問題或費爾

茲獎得獎工作的深入討論。最後寫科學的專業與建制，以及民間部門的角色：美國 vs. 
蘇聯。這是很有意思的，我希望數學史家可以就這個題目再廣泛的搜集資料，因爲在 
1960 年代之後，不同的重要數學研究中心在歐洲美國出現， 像法國 IHES ， 德國的 
Max Planck，Oberwolfach 等。到了 1990 年世界各地，包括亞洲（含臺灣，中國），

數學研究中心更是像雨後春筍般冒出。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數學文化現像。另一方面，

隨著蘇聯解體，已經不再是美國 vs. 蘇聯，而是在許多國家百花齊放。從古到今，數學

都是最 Universal！（2023 年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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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蛀算 

日本江戶時代(大約 300 多年前)，商人在做生意

時，會將每筆買賣記錄在帳本中稱為流水帳，

過一段時間再依流水帳的記錄去收錢，但是，

帳本放置一段時間後，有些會被蟲蛀掉，就可

能看不清楚原本記下的數字了，於是得動腦筋

算出來，這就是「蟲蛀算」的由來。 

 

 

有一位賣書的商人想查看

一月三日下午賣出多少本

書，可是帳本被蛀蟲吃了

許多洞，數字看不太清楚

了，請你幫忙想法子算出

來？ 

 

 

 

 

 

 

 

(附錄一)

HuiYu SU

HuiYu SU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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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數字     

年    班        姓名： 

下面的算式，有些數字被蟲蛀了。聰明的

小朋友，請你動動腦，把它找回來吧！請

在右邊的格子中寫出原來的算式和想法。 

    

 

原來的算式： 

 

寫出你的做法

或想法： 

 

 

原來的算式： 

 

寫出你的做法

或想法 

 

 

原來的算式： 

 

寫出你的做法

或想法 

 

學會了「蟲蛀算」再多的蟲也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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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單 

_____年_____班 ______號 姓名：______________ 

小朋友，你喜歡「蟲蛀算」這個單元嗎？請回

答以下的問題，在□中打ˇ。 

一、 你覺得「蟲蛀算」的故事有趣嗎？ 

□  很有趣    □ 普通    □☹我不喜歡 

二、 你想再聽一些和數學有關的故事嗎？ 

□  很想聽    □ 都可以  □☹不想聽了 

三、 回去後，我和 (           ) 分享了「蟲

蛀算」的故事。 

四、寫一寫或畫一畫故事中印象最深刻的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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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家長的分享： 

1. 您覺得這份學習單對孩子的數學學習有幫助嗎？ 

□有的！  

□還好。 

□沒有！ 

分享您的看法： 

(   

           

                    )    

2. 對於老師所補充的數學故事系列，您覺得： 

□很棒！  

□還可以。 

□不需要！ 

您認為： 

(                                                    

           

   )    

 

家長請簽名：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