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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展師生 

深耕閱讀鑰匙 

    教師除了致力於教學之外，八年多來更是投入數學科學研究課程，特別獨鍾

幾何學的研究。在此讓大家欣賞一首詩「秋葉」，歌頌著幾何之美～ 

數感、形感、規律感以及美感。 

 

秋葉 

一片秋葉道涼意 

數感形感近咫呎 

秋意濃濃見規律 

葉風蕩漾望美感 

 

     

    教師在真實情境環境裡，強調「引導與指導學生」，進而促進「創新或創造

數學」的機會。簡言之，培訓科展歷程是一個「數學化」的過程。 

「語文為學科之母；數學為科學之父。」數學不只是一種溝通科學的語言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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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若要打開科展之門，就要從「閱讀」啟動實踐之鑰匙，翱翔於數學知識裡，

培養了閱讀能力外，更讓學生站在巨人的肩膀，看得更高更遠！  

開啟數學思考 

在科展研究裡，教師跟隨哲學家康德 (Kant，1724-1804 ) 對學生說： 

在我的身上，你們學不到哲學，而只能學到如何從事哲學思考─即學不到背

記的知識，只學到如何思考。你們要為自己去思考，為自己去作研究，要獨立思

考和獨立判斷，更要有自己的見地！ 

    學習數學仍一樣，學生從數學科學研究課程裡，學習到是「數學思考」，這

是帶著走的能力。事實上，數學思考的養成乃是科展研究中無形獲得的無價之

寶。 

開發數學寫作潛能 

法國數學家龐加萊 (Poincare，1854-1912) 認為數學家與藝術家的工作是一

樣的，學習研究數學者對數學之美更應該有所領略。教師深信「只要用心觀察身

邊事物，都能發現有趣的事，美的饗宴在於用心去感受與體驗」，這正是科展深

度的價值。  

 
 

   進而在歷程中亦體悟到英國數學家齊斯˙德福林 (Keith Devlin) 所說： 

數學讓不可見變成可見。 

因此，指導科展是一連串建構知識的歷程，除了讓自己提升專業知能，更可貴的

是源源不絕的點子萌生，觸動內心不絕的思緒，激盪著且共鳴著，自然開發了數

學寫作潛能。願意永遠追隨數學的足跡，從此生命注入了數學的活水，歌頌著這

永恆的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