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針對高中「數學建模」課程與實踐的教學，在現代教育理論的支持下所

呈現的教育實質意義與筆者親身實踐的具體結果作為最後的結論。同時，在第二

節檢討在本研究中的不足之處與現今國內實施建模教學所面臨的挑戰。 

 

 

6.1 結論 

 

台灣的經濟發展，人才的養成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指標。台灣從勞力密集產

業、轉移到技術密集、資本密集、知識密集的過程中，靠的都是人才「知識能力」

的轉型成功與提升，而學校教育則是這項成就中重要的幕後推手。在全球經濟競

爭日趨白熱化的環境下，如何養成具有競爭優勢的未來人才，是未來學校教育所

要面臨的最大挑戰！不可諱言，台灣在 1980~1990末期間之所以能夠創造出全球

囑目的經濟奇蹟，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平均人才素質較高。但是，面對近來快速興

起的亞洲新興國家，這個優勢如果不能繼續維持或強化，未來在競爭上出現弱勢

的局面也就不足為奇了。 

在國內的學校，數學教育長期以來因為「升學主義」的掛帥之下，數學知識

的應用一直是處於被「弱化」的地位，就連學生在學校的成績考查評量中，「數

學知識的應用」也都不是列入成績評量的選項之一。數學是學生在學校的學科學

習中佔用最多時數的課目，但普遍存在於學生觀念中的數學印象卻是「枯燥乏味」

與「感覺不到它的真實用處」；也就是說，數學教學裡的「學」與「用」還是出

現了嚴重的脫離，學生的數學知識只能在學校的「紙筆測驗」與「入學學測分數」

中用最狹隘的方式來評定學生的「數學能力」，這非但不是數學科學的本質，也

阻礙了數學科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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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來，教育部在有關國民教育與中等學校教育的課程改革上面雖有不同於昔

日的傳統改變，但無論是九年一貫的領域課程或是高中課程綱要，在學科的實質

內容上並沒有令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大部分的爭議反而是對學科內容的增刪及學

科授課時數的增減所引起的正反意見表述。至於，如何藉由課程改革來改變傳統

教師的教學理念、方法，強調重視技能訓練、培養知識應用能力使學校教育與現

實生活接軌，並與社會進步處於同步發展，似乎不是此次教育改革的焦點。 

面對廿十一世紀的數學課程改革，世界各國無一不把數學應用列為首要的重

點方向。張靜嚳（1995）研究報告指出，有現實情境脈絡的數學題目，較能引起

學生的解題動機，及維持學習興趣，建議教師在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時，應儘量

選擇「與學生日常生活經驗相關」的問題來引導學生。美國教育家杜威（Dewy，

1859-1952），主張數學要寓於生活之中，強調數學課程的精神，應為「取之於生

活，用之於生活」。不過分強調形式的訓練，應當強調實用方面，以便充分發展

學生對自然界和人類社會諸現象能夠進行數學觀察能力。 

筆者當初因為「制式經驗」的制約，而陷入教學中的低潮，懷疑傳統的學校

數學問題（制式題目），對學生來說只不過是將問題訊息作一、二步的算術運算

過程；大部分來說此種被刻意數學化過的問題對學生而言也不過是將問題的「數

學包裝」面紗揭露再加工作熟悉的四則運算而已。相較之下；數學建模是由學生

在問題的解決過程中建立對自己有意義的數學概念，在學生的世界中因建模過程

而引發出更多的自發性的數學概念比起那些無意義或不真實的數學問題來說，建

模的過程反而是刺激的、有趣的。基於這樣的體認之下，因「瞭解」而身體力行

進而也重拾起彌來日漸「冰凍」的教學熱誠。 

沒有實踐過的教育理論都是空談。「數學建模」教育強調數學的學習要回歸

學生的真實世界，其實教育就是發生在師生真實生活中的一種社會活動。「數學

課程」應該是學生在生活世界中感受得到同時也必須親身經歷的到的一種實踐活

動，它是現實生活中人與問題的對話，知識與技能的融合；「數學建模」注重在

學習過程中把知識融入個人的整體經驗，藉由綜合實踐的學習過程將數學知識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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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為學生的「生活智慧」。 

「數學建模」倡導了一種回歸生活世界的教育，它體現的不只是單一學科的

學科知識，而是綜合跨學科的知識連結與統合，積極鼓勵學生主動參與、樂於探

究、勤於思考的精神。九十三學年度下學期近學期末的尾聲；筆者邀集了當時任

教班級（高二第二類組）的八位學生，計畫分成兩組參與當年度由「台灣數學建

模與創意學會」舉辦的「全國高中高職數學作文競賽」，當然過程中有些困難是

需要克服的，在現行教育體制下的困境，筆者認為要「說服」學生犧牲暑假來玩

一種有別於他們傳統教室裡的數學學習活動，還算是容易，但是要「突破」家長

對「大學學測及指考效應」的疑慮則是身為指導教師需要克服的最大挑戰！ 

不可諱言，現實環境的諸多因素總是干擾著整個團隊成員的運作，前述「大

學學測及指考效應」就讓一組學生放棄繼續玩下去的意願，更且這一組成員是我

個人認為相較之下比較有能力來完成預定目標的團隊。但事實不然；另一組在校

數學成績只有中上程度的團隊小組在我們共同的堅持與投入下，經由初選到進入

決賽，最後我們獲得了第二屆「全國高中高職數學作文競賽」的金牌。數學建模

競賽等於是為發展學生的數學能力提供了一個多樣且刺激的競技場地，在帶領學

生參加競賽的過程中筆者也看到了學生如何由最初的似是而非的半懂狀態，一步

一步地修正後而進入數學結構的關鍵核心；一旦學生能做到這樣，相信他們將來

也能有效地應用於手邊的其他工作了。 

我清楚的記得在決賽當日 2004 年 9月 11日（星期六）因為颱風過境帶來豪

雨，大台北地區多處淹水成災造成交通中斷，小組成員中有兩位團員因家住汐止

與樹林無法準時到場，而另外兩位小組成員則是由父親開車克服市區積水專程送

達台大福華會館的決賽會場；突發的狀況打亂了我們原先模擬演示的安排，但是

「數學建模」的好處在於小組成員共同參與了整個的「建模」過程，彼此之間對

模型的原理與應用都能將來龍去脈解釋到儘量清楚；從「突破」到「參與」到後

來的「收穫」，它帶給筆者的是對數學教育的新體驗，對數學建模知識、文化和

內在價值傳播的新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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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僅就個人兩年來進入數學「建模教育」領域裡的探索提出一些淺見。

就本質上而言「數學建模」應該是數學教育的「反璞歸真」。事實上，「數學建模」

教育只不過是在數學教學活動的層面上實現數學教育價值的一種具體措施而

已，能將數學知識的學習落實在豐富多彩的數學教學活動中不正是現今多元教育

環境中的終極目標？我依稀記得黃大原老師在他的研究室裡對我說過的一段

話：「堅持⋯⋯對的事情就要堅持，堅持才能天長地久。路，走對了。就不怕遙

遠」。 

 

 

6.2 檢討與建議 

 

其實，寫到這裡愈覺內心惶恐！只因個人接觸到的「數學建模」知識僅是浩

瀚領域中的滄海一隅，畢竟從當初的「一無所知」到現今的「略有淺見」，期間

的心境轉變也經歷了一番掙扎；這一篇論文的產出只能說是階段性的成果展現，

期盼藉以「拋磚引玉」讓國內更多的中學數學教師共同投入此一領域研究、探索、

發展與實踐。雖然從理論上與實際的教學實踐課程中做了一些嘗試，但畢竟是初

步的探索甚至是膚淺的。在目前國內一片的教改聲浪中，筆者深刻以為「數學建

模」是作為整體國民「素質教育」提升與培養具有知識創新、實踐能力的教育改

革新方向。 

美國成功學大師拿破崙希爾曾經說過：『從「不能」到「能」，其實很簡單，

只要將「不」從心中抹去，那麼一切都是簡單的了』。以下幾點是個人認為當前

實施「數學建模」教學上有待進一步解決的相關問題。 

1. 目前有關「數學建模」的課程教材開發尚未充實，期待有志之士共同投

身教材的研發與設計。 

2. 相應於現階段國內的課程標準與授課節數的限制，如何有效地結合正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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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學課程讓建模教學融入學科教育，有待教育行政部門的配合與支持。 

3. 「數學建模」在國內還處於萌芽階段，數學教師的職前訓練與能力養成

都還不成熟，如何結合教授學者訓練出一批種子教師，作為日後推展高

中「數學建模」教育的先前部隊，是需要努力的目標。 

4. 如何評量學生的「數學建模」能力？傳統課堂中的數學評量有一套「量

化」的標準，可是建模能力應該比較傾向「質化」的評估，要怎樣屏除

教師的主觀因素做出客觀的評量標準，有待克服。 

5. 現階段「數學建模」競賽成績無法成為學生申請與推甄入學的有利因素，

如何說服家長與學生接受此種教育訓練，是一項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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