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月份班刊 

家長座談會 

本學期的資優班家長日，介紹這學期的課程和活動，並和家長

分享我們對資優教育的理念和想法，謝謝家長們一起來關心孩

子的學習，以及校長、主任和組長的全程參與支持，我們會繼

續加油！  

 

金門縣中正國小資優班 

大事回顧及預告 

2/11 資優班開課 

2/23 家長座談會 

4-5月 教室裝潢招標 

4/24 校外教學 

環保局低碳館 

6/1 運算思維講座 

這個月想要和家長分享我

們的課程設計理念，我們

期待孩子能從領域探索活

動中，培養對學科的熱

情，也因應每個人的興

趣、專長，用選修的方式

讓孩子能在課堂中更自在

地展現才能。 



自然 

 

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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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期待孩子能體驗實驗的樂趣，在過程中發現自然現象，進而探討科學原理。 

我們期待孩子從數學遊戲和活動中，培養分析及推理的能力，更熱愛數學。 

我們期待孩子從日常生

活中的煤材，發現美的

可能，以及創作的靈感

，擁有欣賞美和創造美

的能力。  

數學 



創造力 

 

獨立研究 

 

情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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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期待孩子盡情發揮創意，運用生活周遭

的材料製作科學玩具，成為小小 Maker。 

我們期待孩子能根據自己的興趣挑選學習主題，

擬定自主學習計畫，為自己的學習負責。 

我們期待孩子更了解自己內在的聲音，察覺自己的情緒及想

法，培養更適切的表達能力及看待同儕的眼光。  



資優教育可分成兩條路線，第一條路線大抵是世

界上先進國家採取的路線，即對優秀的中學生給

予無限制向上衝刺的輔導。在這些國家裡，16歲

的高一生學微積分是稀鬆平常的事，接著就可以

學大一的普通物理。這其中並沒有什麼揠苗助長

的問題，以微積分來深刻思考物理，又以物理的

應用來豐富微積分，本是相得益彰的美事。 

正如愛因斯坦在〈自述〉中所言： 

    在 12~16歲的時候，我熟悉了基礎數學，包

括微積分原理……當我 17歲那年進入蘇黎士理

工大學修習數學和物理學時，我已經學過一些理

論物理學了。 

（收錄於《愛因斯坦：哲學家–科學家》一書） 

資優教育的第二條路線姑且稱之為台灣路線。在

這樣的國家裡，資優教育和升學掛鉤，特徵是盡

量扁平化所學，讓學生盡量在已經會的題材上多

做難題、提升解題速度、強調迅速反應，優秀的

學生幾乎沒有向上發展的可能。 

有時，當然也是為了推甄入學可以加分，台灣的

資優教育會鼓勵學生去參加師長介入甚深的科

展，或是參加各式各樣的競賽。為了參加競賽，

最佳的策略仍然是多做考古題。 

這兩條路線的最大差異在於前者著重思想的啟

迪，而後者把學習變為一種考試導向的機械化練

習。 

筆者由於長期接觸資優教育領域，也多次評鑑資

優教育，下文就以筆者所專長的幾何學來進一步

說明當下的台灣路線。 

要讓中學生建立空間直觀和練習嚴謹的推理，幾

何學是一個再恰當不過的題材。但是只要把一些

核心的議題和中心思想好好學會了，就應該走向

三角幾何學，亦即以正、餘弦律為大要的進階幾

何，然後再由此進入向量／座標幾何。 

撰文／張海潮  

考試壓死資優教育 

資優教育應該著重思想的啟迪，而非考試導向的機械化練習。  

總的來說，幾何學在資優教育中用四個學期，亦

即在國中畢業時便可完成。但是現在要拖到高二

下，足足延遲了兩年。而同時，優秀的國中生為

了參加明星高中的特色招生，還必須要做許多幾

何難題。 

台北市某所明星高中招考資優生，就曾經出過如

上附圖的題目：有一個圓內接四邊形，圓心為O

，四邊形的對角線交於P，並且將四邊形分成四

個小三角形。再將這四個小三角形的外心又連成

一個新的四邊形，求證O點以及兩個四邊形各自

對角線的交點，此三點共線。 

這類題目，前不巴村後不巴店，會也好、不會也

好，與成為數學家或好的數學老師毫無關係。至

於到底有沒有學到或掌握幾何學的精髓，卻沒人

在乎。 

 

為了推廣資優教育，教育部要求明星高中發展特

色課程，但是在沒有扎實的幾何基礎（非解難題

之謂也）和微積分基礎之下，特色課程很難發展

。舉例而言，若要開一門非歐幾何的課，如果不

懂微積分，就只能瑣碎、皮毛地學，如此一來，

品味搞得很差，還不如不學。 

 

學校的資優教育老師也很無奈，因為家長在意升

學。無奈之餘，也暗中高興，只要學生去買難一

點的參考書多做難題，反正老師口袋中有出版社

提供的解答。 

 

現在看來，升學考試有如古代的科舉制度，真的

是扼殺了學生的創意。要知道明、清兩代出了五

萬名進士，但是真正的人才卻寥寥可數。如果教

育部不讓資優教育與升學主義脫鉤，目前的選才

方式也只是科舉制度的複製而已。  

取自科學人雜誌-名家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