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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當家長問起：「你數學怎麼考那麼爛？」，同學會回：「老師教的都聽不

懂。」於是常常聽到有人要求老師檢討教學，而且都只把責任歸於老師。我卻覺

得教學這個詞由兩個字組成，應該不只看「教」，也得看「學」。「教好」跟「學

好」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所以我們是該討論如何「學好」。 

 

「如何學好國中數學？」 

 

不管是哪個老師在回答學生；哪個考上好學校的學姐在跟學妹分享，通常這

樣說：[上課專心]、[勤做筆記]、[動手練習]。感覺不難，但問題就在於--做了不

一定有效果，偶而聽到同學抱怨：「昨天拼死拼活算數學，結果還是考不及格，

早知道就背國文」，我必須先提醒同學，數學內容是層層建構上去的，真的無法

今天忽然想認真一下，就可以學得很好，要持續不斷的累積，漸漸才會有成效。

而且請不要放棄，一旦放棄，是將往後的數學通通放棄。覺得內容難可以學得慢，

但不能全部放棄不學。 

 

就從[上課專心]說起。有些同學總讓我感覺「講笑話」是數學老師必備的功

力。因為他總在我講笑話的時候才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或者說...才醒著。 

我也不知道同學們有多少重要的事，非得在數學課的時候進行，不斷的分



心、恍神，然後課後又說著：「數學好難！我都聽不懂！」，這些話也總是可以得

到其他同學的認同，因為剛剛他們也恍神了。也有某些同學的專心模式，只存在

於專心睡覺。如果數學真的可以聽一句、聊兩句，抄一下、摸兩下，就讓你聽懂，

恐怕你正在上的是國小數學。我當然不去否認有天才可以做到，不過你也知道

的，「聽不懂」不會是天才講出來的嘛。 

如果你都沒有專心在聽課，哪來聽懂或聽不懂？唯有上課時專心聽，那麼才

有資格說出聽不懂。這時我會建議你在聽不懂的地方馬上提問，千萬不要以為上

課聽不懂，回去就可以想通，何況你一個觀念沒通，接下來的學習將會困難重重，

只會有更多疑問，更多聽不懂。對我而言，同學舉手發問到解釋完畢，可能只耗

幾分鐘，若能換來後面順暢的教學，停下來解釋其實是很划算的。 

 

再來[勤做筆記]是相當重要的。數學課很容易讓人睡著，如果本身對數學沒

有愛的話，可以靠著做筆記讓你專心一點。但同學常有一個迷思，認為有抄筆記

等於有認真上課。於是同學只是會將黑板上的東西抄下來，卻沒有認真聽課，當

老師質疑你分心時，就會聽到你回：「哪有不專心？你看我都有抄！」同學們，

上課專心是第一要務，做筆記只是輔助，不是全部。 

筆記的價值，不只是在讓你上課專心。很多下課後就不碰數學的同學常找藉

口說：「我回家也很想算數學啊！但是每一題我都不會。」若你寫新的題目總是

遇到困難，我會建議至少應該將今天老師教的內容、題目複習一次，複習不是用

看的，而是將答案蓋住自行演算一次。寫教過的題目遇到困難時，有筆記可以看



到老師講解的重點、計算的過程。教過的題目能掌握時，就可以循序漸進去寫新

的題目。 

有的同學做筆記會疑惑，不知道除了計算過程以外，什麼東西該抄？每個人

的筆記風格不同，覺得重要的東西不同，寫出來的東西也不同。若你不知道該寫

什麼，表示不知道自己想在筆記看到什麼，也就表示沒有在課後看筆記，說穿了

根本沒有課後複習。請回到上一段，並問問自己想在筆記看到什麼，漸漸會明白

該寫下什麼。 

當某個同學在課堂上問老師問題，老師請他翻開課本某一頁，有當初上課時

要求大家抄下的重點，也就是這個問題的答案，你說這筆記有沒有價值？當多數

同學都找到那個重點時，也有些同學整本課本翻來翻去就是找不到，你說他懂不

懂做筆記？ 

 

第三是[動手練習]，動手寫作業太重要了。我常做一個比喻，「學數學」就好

像「學游泳」。 

如果你覺得上課聽懂就夠了，我幾乎可以確定你考不好。就好像找了一個游

泳金牌教練，教練本身游得很快、游得很好，也知道游得快、游得好的訣竅，也

能講解的非常詳細，甚至可以分解動作，然後一一做給你看，請問你是否可以游

得像他一樣好？ 

如果你覺得自己算題目就夠了，我也能確定你將學得非常辛苦。就好像你不

願意別人教你游泳，就自行跳進水中，想用野性的本能學會游泳，請問你是否可



以學好游泳？或者說可以活下來？（當然我知道沒學好數學是不會死啦！） 

同學們往往有一個壞習慣--覺得會了，就不管了。能理解一個數學題目有四

個層次：聽得懂、看得懂、會寫、會教。而大部分同學的「會了」是指講解「聽

得懂」；有些同學回家複習後的「會了」是指算式「看得懂」；有些同學動手練習

後的「會了」是指「會寫」；有些同學在別人問他這個題目時能將對方教「會了」

是指「會教」。而考試時要求的是哪一種「會了」？我想應該至少是「會寫」。如

果平常都不動手練習，怎麼會期望考試可以寫得出來。 

你要上台表演唱歌，要如何準備？是聽別人唱？還是看歌詞？還是自己唱？ 

你要考數學，要如何準備？是聽別人講解？還是看解答？還是該自己算？ 

經過思考後算不出來當然可以參考解答，再看不懂還可以問別人，但是最終

都該做到自己會算才能當作是「會了」。 

有時同學內容學會了，但遇到題目都不會應用。這原因在缺乏練習，常常是

簡單的題目不去練習（或不使用這個章節的方法），不能體會如何應用；比較難

的題目更是用不出來，這樣到底想算什麼題目？應該要多多把握動手練習的機

會，從例題、隨堂練習、自我評量、作業…等，循序漸進、累積經驗，才做得到

「精熟」。 

 

如果能做到上述三點：[上課專心]、[勤做筆記]、[動手練習]，那麼應該可以

學得不錯，如果還要更精進，那麼要學會[掌握時間]。 

當段考前一天，你很認真複習數學，而某個同學都在複習英文，結果考完以



後他英、數兩科都贏你，有遇過這樣的情節嗎？ 

數學好的人通常都是學得很有效率。學數學的時候，要能堅持當天複習，效

率才會高，那種會講出「我星期六整個早上都在算數學耶！」的同學通常不會太

強。複習時要確定都「會寫」，自己寫過才會知道瓶頸在哪，知道在哪一行有疑

問，否則總是會在考試時感覺「這題老師有教過」、「這題習作有看過」，但是考

試時才第一次寫，然後卡在一半，得不到任何分數。當你平時做足準備，考前就

不必費心在數學上，只需每日作幾個題目活化腦袋，省下的時間就可以用在重背

誦的科目上。 

 

「需要補習嗎？」許多家長、同學有這樣的疑問，事實上學習的需求因人而

異。如果連基本的[上課專心]、[勤做筆記]、[動手練習]都沒做到，那麼你應該將

時間、精神花在做到這三點，而非補習，然後欺騙自己有花時間在數學上。家長

也不應該將補習視為「花錢買心安」，認為花了大錢，若孩子還是學不好也沒辦

法，就如同生病不去看醫生，而去拜神然後捐獻一大筆錢。 

 

如果你使用你的方法學了那麼久的數學，成績都不滿意，為什麼要堅持使用

這樣的方法呢？考慮一下，換我的方法試試看，先不用急著說「我對數學沒興

趣」，總是考不好，誰會有興趣？堅持一段時間，給自己一個學好的機會，初期

要改變學習的壞習慣，一定是辛苦且不有趣的，不過當你考出高分的時候，同學

會羨慕、師長會稱讚、父母會獎勵，重要的是會很有成就感，此時樂趣就會出現。 



得到不錯的分數後，這時的學習已經上軌道，考試後也比較輕鬆，只要多重

視錯誤的題目，破除盲點、改正迷思，避免一錯再錯。如果是計算錯誤，則要多

注意自己的計算過程，是不是省略步驟，造成錯誤。無法考試一百分，務必考後

一百分，考後要將所有的題目弄懂，下次再考同樣的東西不會再錯誤。 

 

其實「如何學好國中數學」和「如何學好數學」的差異性並不大，只是國中

數學門檻較低，計算較簡單，變化較少，有些人經由過度練習，會「算到不小心

記起來」，也可以考得很好，但我們所談論的數學學習方法、態度還是不變的。 

 

最後再次提醒，請不要放棄數學，使用好的方法，保持好的態度，給自己一

個學好數學的機會，慢慢領略數學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