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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 台北市珠心算、數學教師擴大研習會 
學員研習心得報告 

本文係本會舉辦數場教師研習會中，由許多研習心得報告中(研習人員得提出研習報告，經審核通過

後，方得頒發研習證書)，擇優錄取而轉刊於本刊者。 

 
從一位數學老師給珠心算任教老師的建議談起──  
首先，感謝張理事長的鼓勵，使我有這個機會參與此次的研習會。並

透過雙園國小鄭蕙平老師的講述，得知教育當局修訂國民小學課程標準總

目標與主要依據有以下幾點：  
(一 )配合社會的需求：任何一階段的國民教育，都應該反映社會的變遷而

調整其目標。而國小數學課程的調整，是就社會上

最基本的三種變革來做修訂的原則。  
1.於民主自由的社會下，學生可以經由數學的學習活動，養成溝通、討

論、講道理和批評事物的精神，與容忍不同意見的習慣。  
2.科技快速進步，高效率的計算工具逐漸取代傳統的紙筆計算，所以紙

筆的計算的熟練時間應大量減少，而電算器的引入要盡量提早，並使

每位學童將來能在良好的電腦環境中學習數學。  
3.在產業大量迅速轉型的狀況下，人們常要面臨許多非例行性的問題。

透過數學解題為主導的學習方式，培養學生遇到陌生的問題勇於面對

的能力與態度。  
(二 )落實以兒童為本位的觀點：學習的發生，在於學童主動的參與數學活

動，因此：  
1.有意義的學習一定要將數學內容放在對兒童有意義且有趣的情境中，

在不超出兒童成熟度的狀況下，讓兒童自己對問題的自然想法開始，

逐漸連結到形式的數學知識。  
2.在處理兒童的個別差異時，要注意到採多樣性的評量方式，且要容忍

不同學生在達成同一學習目標的時間差；另外，當學童採不同策略在

解題時，老師都必須予以鼓勵和肯定，如此未來社會的多元化發展才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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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強調數學解題活動：自從1980年之後，全世界的數學教育界人士，都

同意應該『將數學視做解題』。而解題的方式是

先將問題變成可用數或圖形呈現的型態，做出一

些個案，再以歸納、演繹的方式，將個案解決形

成數學程式。這樣的解題歷程，在課程內應一再

的呈現，使學童耳濡目染，不知不覺中學到。當

在課程內習慣於面對非例行性問題進行解題活動

時，他就養成了主動思考的習慣，而這種習慣的

養成，會幫助他在日後步入社會時有著良好的調

整適應力。  
從上述可以了解，國小數學教育目標，是以兒童本位的觀點出發，輔

導兒童從日常生活經驗中，獲得有關數學的知識，進而培養有效運用數學

方法，以解決實際問題的態度與能力。  
反觀珠心算的學習過程，如果在題型上只是停留在加減乘除等項目的

簡單四則運算，學生的學習觀念只是為了快速計算運算式或級、段數的追

求，珠心算教師的教學觀念陷於『多算必勝』的權威式教學迷思中，以數

學教育者的本位觀而言，因為其無法或難以透過學生解題活動的過程描述

來了解解題的策略是否正確合理，以達到真正的理解，而理解才是學習數

學這門知識的重要過程之一，珠心算充其量不過是計算的一種方法，即使

是坊間有人號稱珠心算與數學結合，在數學教育者的眼中也是如此，和使

用電子計算機並無兩樣！學習珠心算只是在學習一種技巧而已，不是在學

習一種學問，這也難怪乎其難以接受學生以珠心算的快速計算來求解，甚

至於排斥珠心算教學。  
最後，感謝鄭蕙平老師一位數學老師的立場來肯定珠心算的地位，更

是提供了多方面的研究方向，十分值得珠心算業界深思與努力。參加了這

一次的研習會，實在是受益匪淺，也更是體會到了張理事長為珠心算界的

無私奉獻！也希望往後能多舉辦諸如此類在非珠心算界學有專長的人士，

以他們的立場與角度來對珠心算界建言，如此，更能拓展珠心算界的角

度，以期能有更寬廣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