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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要學好，或許要一點天份，一點興趣，但勤能補拙。認真勤奮是學習不變的真

理，唯有如此，方能精益求精，更上一成樓，否則空有聰明才智也枉然。 

國高中生常為「數學」所苦，為什麼呢？！喊「國文讀不好！」、「英文學不來！」

的人比較少，又為何呢？想一想！國文，是大家都看得懂的文字所組成，只是構成一段

文章後，其所表現的意境、內涵，就非人人明瞭；在學習層面，大家都已站在一定高度

的基礎上(每個字都懂)，當個人發現自己無法理解一段文字時，會有一定的自省反應，

話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每個人都在想「莊敬自強」我喊過！「青劍口香

糖」我吃過，「健康教育」我學過，但這句話就是不懂，有求知慾的學生順手翻看註釋：

「君子應學習天體的運行，自強不息！」，天啊！天行健怎會扯到天體的運行？孩子只

會慚愧的反省是自己學問淺薄，書看的少，不怪別人。 

英文！背單字是最基本的，若連單字都看不懂，一切就蒙說了，國中有必背單字

2000，說多不多，說少不少，努力點還招架的住，到了高中要準備「基本學力測驗」，

就要再背好「單字 4500」放進腦袋，大家背功不同，開始出現拉鋸，若打算拼到最後參

加「指定科目考試」，據聞還要再記「單字 7000」，所以六年的求學日子要背下一萬三千

伍佰個單字，才足以應付，多麼驚人的字庫量，實在令人難以想像，26 個英文字母是這

麼的千變萬化，所以如果你的英文不錯，你應該為自己的腦容量喝采，再說單憑單字背

的多是不夠的，還有文法、片語…，都要背，都要記，英文不好會很自責的認為就是自

己背不夠，你不會去怪老師教得不好。 

三大主科中的國文、英文，大家是抱著多麼謙虛與謙卑的態度在面對問題，可謂台

灣教育的成功！說穿了，只是找不到理直氣壯的理由，而只好低頭默認罷了。 

而數學呢？它是邏輯、思考、推理、定義的合體，科學的媽媽(科學之母)，在現今

科技發達的時代，數學成了聰明的指標，從小父母看成績總是先看數學，數學頂呱呱足

以讓拎垃圾等垃圾車的父母趾高氣昂，高談教育闊論。 

當數學表現不甚滿意時，大家卻習慣性的以看似專業的角度檢視一些問題點，老師

上課教的聽得懂不懂，老師教的夠不夠多，這次再考不好我就要去補習，應該再買一本

參考書加強練習的，…，說穿了跟鴕鳥一樣，把失敗全推到客觀因素上，殊不知學習是

要靠自己而且是要自動自發才會有效率的。 

以上是要點出現在的學生及家長對數學抱持的態度，可能已深切而嚴重的影響了教

育的自然進行方式，學習該有的態度，功利的思考目的、文憑社會的價值觀，這都是不

對的，迴歸正常應有的學習態度吧！以下提供幾個學習的點，供同學們參考，這些都是

老師教學多年與同學們互動及輔導中得到的心得： 

 上課認真聽講，但求七分懂：上課時，老師會針對課程內容作講述，對題目作分

析，或強調須注意的點或易混淆的觀念，字字珠璣，認真聽講避免遺漏是必然的，

但有些時候，很多觀念不易一次聽懂，老師教學有一定的進度，學生容易因此而

跟不上，其實你要做的只是耐心聽講並將資料抄下，回家再細細思考或請教同

學、老師。千萬不可因認為常常聽不懂乾脆不要聽算了，這是掩蓋自己上課不專

心的事實，給自己一個理由就永遠不會成功。 



 做筆記建立架構：高中數學有一定的深度與理論架構，單憑勤勞多做練習每天 20

題，其實只能讓你得到一些分數，還不一定可以及格，因為題目千變萬化，十年

來的學測考題，標榜每題原則上只考單一觀念，而且都說符合課程綱要，以是否

習得基本概念並能靈活運用，為命題主要方針，如此說來看似簡單，但由每年的

五標看來，要考好數學並非易事，再說，每年考題約維持九成非課本練習題、彷

間參考書題目，極富創新與變化，若不是對觀念內容相當熟悉並靈活運用，在考

生看到考卷每題都未曾見過的恐慌壓力下，鐵定考不好了，因此，每一章節的數

學觀念及架構建立相當重要，為了建立好架構，學生上課務必專心聽講，並迅速

記下老師黑板重要提醒或須注意的內容，回家看看課本，翻一翻參考書，在讀完

一個章節後，務必整理一張結論小筆記，而覺得不錯的題目或具代表性的範例，

可添於筆記之後，時時觀看，必然架構清楚。 

 常做題目，自然複習觀念與處理技巧：學數學不做練習或練習過少是不行的，就

像學煮菜，光聽老師、媽媽說要如何煮，看食譜寫如何做，沒有實際操作的你，

其實一點也上不了手，只做一兩次也只能說大致上可以，且時間一久易忘記，煮

菜如此，學數學更是要注重演練。簡單來說，每天做一些練習就對了，但勿太多。 

 多思考題目，不看詳解：現在的學生都有一個壞習慣，不會就立刻翻詳解看，也

不給自己一點思考的機會，其實老師也知道為什麼，不是急著想把作業做完，就

是要求自己在一定時間內要做很多題目，看似達到效率，其實是安慰自己，做事

是急不得的，學習東西也是急不得的，讀數學也不例外，紮實的思考每一句敘述，

每一個觀念，則自然清晰所學，將來遇到不會的題目，請給自己十分鐘的思考時

間，我想是最基本的。 

其實我也常寫考卷的詳解給學生看，但那是一種教學上的輔助，每個學生不會的

題目、觀念各有不同，為了在短短一節課中，盡可能指導到每一位學生，達到最

大效益，況且大部分學生只是一個關鍵的提醒便可豁然開朗，不需聽老師把整題

冗長的解釋聽完，精神都耗弱了，故才提供詳解，也就是說，恰當的使用才有效

益，不當的使用，百害無一利，之前說不會的題目，請給自己十分鐘的思考時間，

是客氣的說法，想三十分鐘才差不多，你自己想想，遇到不會的問題，，你想十

分鐘能想到什麼呢？，是不是腦袋一片空白！對！十分鐘你的大腦都還沒暖機

呢！何來想法？所以要三十分鐘，這樣才能深刻。 

切勿認為浪費三十分鐘，要反過來想，三十分鐘可以搞懂一些觀念，這就很值得

了，要是三十分鐘過了仍一無所獲，要告訴自己：一、我已盡力，好棒！二、我

努力學習，已對得起父母，好乖！三、明天去學校，問同學或老師，他們一定會

給我按個讚！ 

 每天養成思考數學的習慣：子曰：「三日不讀書，便覺言語無味」；學了一些數學

觀念，就心滿意足，不知勤加練習，事隔三日也是忘光光。高中數學有一定的深

度與理論架構，練習量要看問題難度與你花的精力，我想一天三、五題是必要的，

但若更清楚釐清一些觀念或思考一題難題那也可以，再換個方式說，每天花一小

時讀數學是必要的。 

 多開口問，是最快速有效的：讀數學會有疑問，不了解的。這是天經地義的事，

要勇敢的開口，多問老師或與同學討論，這樣解決問題的方式是最快速又有效率



的，千萬不要遲疑而欲言又止，不好意思問而一直未問！怕老師所以不敢問！長

期的累積問題容易使你感到混亂而想要放空、然後乾脆算了！是乎也沒什麼大不

了，其實這就叫「自暴自棄」，多問下的互動，反而會激發你學數學的動力，況

且老師、學生天天見面，問問題相當方便。就像你使用電腦時有問題，開口問問

便可迎刃而解，這樣，就會覺得學的很愉快，更想學。 

 選擇適當練習資料，方能事半功倍：若有需要，可以問問同學、老師，哪一本參

考書或練習講義不錯，適合自己的能力，坊間大廠牌的參考書或講義很多，有些

難題較多，有些以基本題為主，只要依據自己的能力購買，都是不錯的選擇，況

且這些書都是要拿來賣錢的，必有一定的水準，深淺適中且具整體性，但少部分

特殊的參考書或補習資料，可能基於特殊需求，專門收集難題或題目過多，就是

不好的。 

 上課努力聽講為主，補習為輔：切記參考書終究是拿來參考的，補習終究是補充

學習的，對於這些資訊的吸收，應選擇適合自己的方法學習最好，有些積極的學

生卻往往奉補習所教為圭臬，而輕忽學校老師所教知識，偏偏學生常聽信補習班

為了賺錢的那套，學校上課便感無聊而發呆，學不好了才又抱怨上課教的聽不

懂！老師語調單調，害我常發呆！或認為是自己程度差！反正就是上課無聊發

呆，結果自己誤了自己，最後是一無所獲，而你卻又一直在找尋更好的學習方法，

矛盾啊！ 

不當的補習就像你遇到不良的老鼠會直銷員、銀行理財專員或電視股票名嘴一

樣，他們總可以把產品或利潤說的那麼吸引你，而讓你放棄用努力去賺取血汗

錢，忘了你的本分－「靠自己好好努力」。 

 給自己一個水平，快樂學習：不是人人數學都應該很好，你將來的成就可能不需

要數學，所以給自己一個水平，達到了就該開心，未達成就告訴自己再接再厲，

抱著愉快的心情學數學，因為讀書已經很辛苦了。 

以上幾點，希望對想學好數學的你有所幫助，祝你學習快樂，天天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