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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書近 30年，大約 25年都在教國中的學生，常常聽到學生問︰

如何唸數學？為什麼我的數學一直不好？我有努力但沒有效果﹗以

下是我多年來教學的經驗，提供同學參考尤其是為國中的同學。 

 

我常在初一的第一堂課送給同學八字箴言︰勤能補拙、熟能生

巧。這是我讀書的座右銘，我也在此發掘它對學好數學(尤其是國中

同學)的幫忙。以我自身的經驗來說，我不是一位非常聰明、領悟很

快的人，但我可以說我是一位非常勤奮用功的人，面對數學，我首先

上課認真聽講，下課一定好好練習，有問題絶不含糊帶過，而是要求

自己務必了解(問老師、找資料、問同學)，在了解之後，我會多練習

讓自己能舉一反三了解更多，數學當然難不倒我，而且是我學科中的

強項。經驗告訴我︰ 

1. 要和數學做朋友︰想想你如何交朋友，是否需要時間相處交

往，彼此了解，友誼才能進展，和數學也是如此。我常要求

學生(尤其初一的學生)，每天至少 30分鐘和數學交朋友(做

功課)，將老師上課所教的定義或定理、公式，藉著做練習而

更了解，即使老師沒有規定功課，自己也要找題目練習。為

此在教學中我儘量每天為學生安排功課(練習題目)，目的就

是每天和數學交往，在練習中對老師所教的內容有更進一步

的了解。但是有同學做功課不確實，抄襲或隨便應付，以為

功課做完就 OK了，當然沒有達到了解的程度，以致數學考不

好時會問︰我每天都有做功課，為什麼數學還是不好？因為

你沒有誠意和數學做朋友。 

國中三年養成和數學每日會晤(練習)的習慣，到了高中，數

學基礎已穩固，只要持之以恒的練習，必定是數學的好朋友，

曾有多位學生表達當年每日和數學的奮鬥，奠定現在對數學

的信心，不但不用擔心數學不好甚至愛上數學。 

2. 求學問就是要學要問︰數學認真學習之外，更需要不恥下

問，將你的問題(不明白之處)，一定要探究到底。想到自己

國二時，曾對父母不能解答我的數學問題而發脾氣，記得在

一個颱風的夜晚，母親牽著我的手到隔壁叔叔家問問題，此

景一直留在我的記憶裡無法忘懷。開始教書後，告訴自己一

定要留時間給學生問問題，發問不但讓學生更了解同時也讓

老師知道何處需要加強。同時我也一再告訴學生，問問題是



可以等待的，可以等到明天或合適的機會再問，而不是有問

題就要立刻解答。 

我也常鼓勵學生做同學的小老師，不吝嗇地回答同學的問

題，唯有在回答別人的問題中讓自己更了解。但是我不贊成

同學考前抱佛腳，自己沒有整理復習，抓住老師或同學一直

問，反而讓自己更慌張，考試成績不會如意，因為沒有徹底

了解。 

3. 注重錯誤訂正︰無論是練習題目或考試，在知道自己錯誤之

處，一定要訂正，甚至我會提醒學生用紅筆訂正，如此，在

考前復習時，特別注意紅筆之處，那是曾經錯誤過，再次復

習以加深印象。 

常有同學問︰類似題目做過，但考試時仍不會。我會提醒︰

因為沒有真正了解。利用訂正機會就是讓自己再思考一次﹗ 

曾有同學製作自己的「錯誤本」，就是將自己錯誤或不會的題

目集成一冊，以方便自己隨時參閱，非常可貴。 

 

現在的國中同學和家長面對數學常有下列的想法︰ 

1.我在國小數學是這樣學的，成績不錯，但到國中卻不行了。 

的確，國小、國中、高中數學學習方法有別，小學的數學幾

乎都是用直觀，由生活中看得見的真實問題去了解，不需要

證明，過程也不會太複雜。國中數學開始進入代數、幾何，

有許多符號、定義，也開始出現一些生活中的實例，需要用

推理來解決問題。到了高中，邏輯的推論漸漸分量加重，題

目變化更大，解題過程變長。每一個階段的學習方式和要求

不同，這些改變是循序漸進的，配合學生心智成長，最重要

的是按步就班的學習，從不同的階段、不同的老師教法，找

到自己學習數學的方法。 

2.背公式、會解題、拿高分，但說不出理由。 

     這是應付的學習，在大範圍的考試一定不行。學數學不能只會

解題，要能完全理解，同時做些類似的題型以確定正確的觀

念。很多同學會死板記解題技巧，但說不出所以然來，代表一

知半解，說不出來就是沒有完全了解，會做題目只代表了解一

部分。所以我非常鼓勵同學之間互相討論學習，能說出來讓同

學了解才是自己學會的東西。 

3.數學考不好就去補習或請家教。 

     我不否認補習或家教有其正面的效果，有時我也依學生程度和

需求，幫他們分辨去補習或請家教。補習或家教只是多接觸另

一位老師的指導，結果仍需要自己去消化了解。有同學補習家



教之後仍有問題，原因出在學生未認真學習，或者是因補習家

教減少了同學自我學習的時間，例如︰晚間花二小時補習或家

教，當天晚上的自習或休息就受影響。 

4.數學不好，因為我的 IQ不夠。 

     在這世界上，IQ高的人畢竟不多，大部份的人需要靠努力，古

語︰天下沒有不勞而獲。我常說︰勤能補拙。只要平凡的人，

依正確的學習方法，加上勤奮的努力，數學是不難的。 

     常有家長或同學要求自己每次考試數學一定要 90或 95以上，

未達此標準，非常自責。我給一般學生的標準是 80分，那是老

師命題標準，對較差的學生我甚至要求及格即可，每人可依自

己不同的程度自訂標準，在追求標準的過程中，你有可能超過

你的標準，那你的目的就達到了，每次維持 80分是一個起碼的

標準，在我的教學經驗中，國中三年每次數學考試維持 80分以

上還不容易呢﹗ 

5.讀數學、看數學，懶得動手做。 

     沒有用，的確，數學一定要自己去做，自己去思考了解。我上

課時一定要求同學手拿筆，準備紙，隨著老師的講解實際去做，

而不是看老師說教，黑板擦掉，忘了一半。也有同學說︰做數

學最浪費時間，算了半個鐘頭，一題都沒算出來，白算了。其

實只要真正有在思考，這些時間就沒浪費。做數學是最能讓自

己安靜下來的，只要進入思考，時間是過得很快的。如果解題

順利，我想數學會給你很大的成就感。 

6.粗心，明明會的題目，就會寫錯。 

    粗心錯是很多人心中的痛，特別是重要考試時，可能差之毫釐，

失之千里，甚至影響一輩子，每一個人都有粗心時刻，包括我自

己。每次考試後都會聽到學生說︰如果沒粗心，我應該考 90分

的…。可是，如果改不了或至少減少這毛病，只有哀怨是沒有用

的。粗心錯是應該做對而沒做對，每次訂正考卷時，請對這種錯

仔細想一想，是什麼原因？如何可以避免？有時粗心是個習慣，

不只數學粗心，在生活中很多地方也會粗心。如何在生活中培養

細心的習慣，才能改變在數學上的粗心。 

 

最後，提供多年來建議學生的數學作答技巧。數學程度和數學考試成

績這中間多少還是有一些差距，有人數學程度不錯但考試成績總是不

理想，考試作答技巧(習慣)就是關鍵。 

1.考前睡眠一定要夠，精神不佳會影響做答的正確性。 

2.平時多發問，考前不要再發問，只有自己復習，尤其瀏覽一次

重點，注意自己曾經錯誤的地方。 



3.在大考前，心情儘量放輕鬆，有時思路可能更清楚。 

4.考試時，看題仔細，注意題目的關鍵字。 

5.有時間驗算一下。驗算不是重算，很多時候得到答案以後，再

將答案代入條件中驗算。或者換一種方法重做。 

6.遇到自己不會的題目，切勿慌亂，跳過去先做會做的題目，抓

住自己可得分的機會。 

7.有時選擇題先除去錯誤的選項再來猜答案，增加答對的機率。 

8.計算題注意作答過程寫清楚，防止老師有閱卷失誤的機會。 

以上這些技巧，平日就要養成習慣，大考時才能運用自如。 

 

最後祝福閱讀此文的每一位同學，早日得到學數學的訣竅，領悟數學

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