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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了教師之後，我的內心告訴我可以為班上的小朋友帶來更不一樣的學習方

式。我開始觀察我的教學模式和班

上同學的學習狀況，並做成表格記

錄下來。我發現數學學習高成就的

學生很願意將自己的想法與其他

人分享，現階段的數學學習對他們

而言是輕而易舉的，如果可以讓他

們對數學有更多的討論和更寬廣

的接觸，應該是可以提升進一步他

們的數學能力。所以我開始帶著班

上的學生玩數學玩具，並讓他們將

接觸數學玩具時遇到的問題記錄

下來，以更深入的探討。 

 

從魔術方塊、跳棋到九連環或摺紙遊戲我們都玩過。在學生研究數學遊戲的

過程中，身為老師的我不禁為現在學生的學習能力感到訝異。還記得有一年班上

舉辦數學遊戲馬拉松，終極關卡就是在 1 分鐘之內將魔術方塊拼成 6 面同色。那

時我只有提供魔術方塊，並沒有教導小朋友如何玩魔術方塊。孩子們從第一天只

會拼一面同色，到一星期後在 1 分鐘之內將魔術方塊拼成 6 面同色。小朋友把他

們的秘密傳授給我，他們發現了一個規律：「只要朝著同一個方向轉動，不管轉

動多複雜，到最後一定會變回來」這時旁邊有個小朋友說：「老師，這發現可以

參加科展吧？」我心中想到：「參加科展哪有這麼簡單？只靠著這簡單的發現就

想去參加科展，你一定會被評審老師問到連自己在說什麼都不知道…」。 

 

在接下來的這一年內，這群小朋友經歷了各式各樣的挑戰和磨練。期中考考

完時別的小朋友在球場上呼嘯，他們只能默默的在教室裡玩那一千零一顆魔術方

塊。別的同學放寒假前已經預訂好出國的流程和寒假生活，他們則是一放寒假就

往學校跑，把上學期的期末報告整理好。當他們來問我問題時，我常常必須狠下

心跟他們說：「老師也不知道，你們要自己想想看喔!」 

 

從完成魔術方塊 6 面的挑戰到拼出指定的圖形，從指定圖形到固定的旋轉模



式，從旋轉模式到因數與倍數在魔術方塊上的數學模型。這研究花了小朋友將近

一年的時間，6 個小朋友都成了魔術方塊的專家，當老師都還不會轉 6 面的時候，

學生自己就能說出一大篇魔術方塊的理論。從上台就羞於啟齒的個性，到勇於教

導路上的陌生人如何玩魔術方塊。從思考一個簡單的問題需要花一個星期的時間，

到反應迅速、邏輯清晰。從開始到結束，學生的改變與成長是讓人可感受且感動

的。 

    科學展覽的目的不是得獎，而是改變學生學習態度，思考習慣，使學生對自

己更加要求，並對引起學生對未知事物的好奇心與探討慾望，透過研究培養學生

解決問題的能力。只要學生有心、有興趣、願意投入，那即可獲得一輩子受用無

窮的成果。 

 

 
 

數學遊戲不限於實體玩具，有時可使用 APP， 

學生探討後會錄製心得並放於網路上 

 

 

傾聽學生的想法，給小朋友思考的空間與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