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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愛思考的數學心

呵護受傷的數學靈

再造數學創造之魂

迎接枯木逢春之時

數學興趣培養，是華人教育比較回避的課題，除了奧數課程，似乎沒別的選擇。				

教大學生更難，因為他們對數學的學習方法已經定型，他們對數學的學習興趣已經定

型，他們對自己學習數學的信心已經定型，這該是數學教育的難題中難題。

筆者任教了一門非數學教育專業的數學課，發現大多數學生對數學沒興趣，決

定以平方差公式	a2 -b2 = (a-b) (a+b) 的推導為例，因為各個教材都是把因式相乘 (a-b) 

(a+b) =	a2 -b2 倒過來，就得到	a2 -b2 = (a-b) (a+b) 。如何改變現狀呢？

這裡是筆者一次小的嘗試。上課時，發給學生問題，進行因式分解原理的“一題多

解”訓練，用自己多個方法推導	a2 -b2 = (a-b) (a+b) ，可以繪圖解釋，努力思考，打破自

己的界限。

開始時，教室靜悄悄，有些學生還在翻筆記，希望過去知識啟發他們，有些學生動

筆演算，有些學生動筆繪圖，半個小時過去了，教室有點熱鬧起來，很多學生臉上有了

會心的微笑，一些學生得意洋洋，按捺不住內心的喜悅，舉手讓筆者看看他的解法是否

重生數學興趣：再造數學課堂創造之魂
──以平方差公式 a2 - b2 =(a-b) (a+b)

的幾個推導數學課為例
															文．圖│孫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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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創意，筆者見時機成熟，便讓對那些怕數學、較少發言的同學，先到黑板寫出並講解

他們的解法，並以他們的名字命名解法，然後，不斷要求其他學生給出不同於黑板上方

法的新方法。

學生的方法如下：

平方差	a2 -b2 = (a-b) (a+b) 

展開法

梅法(a-b) (a+b) = a2	+ab-ab-b2 =	a2 -b2 

則	a2 -b2 =	 (a-b) (a+b)

補項法

霞法

a2 -b2 = a2-2ab+b2-b2+2ab-b2 = (a-b)2+2b (a-b) = (a-b) (a-b+2b) = (a-b) (a+b)

麗法

a2 -b2 = a2 -2ab+ b2- b2- b2+2ab = (a-b)2 +2b (a-b) = (a-b) (a-b+2b) = (a-b) (a+b)

圖像法（一）

瑜法

S=S 大矩形-	S小矩形=	a2 -b2	= S1+S2= a(a-b) + b(a-b)= (a-b)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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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法（二）

欣法

a2 -b2 = 1/2(a+b) ⅹ 1/2(a-b) ⅹ 4 = (a-b) (a+b)

圖像法（三）

少法

	

a2 -b2 = S1+S2+S3

S1=1/2b (a-b)

S2=1/2(a+a-b) (a-b)

S3 =b(a-b)

a2 -b2 = S1+S2+S3= 1/2b(a-b) + 1/2(a+a-b) (a-b) + b(a-b) = (a-b) (a+b)

詩麗法

	

a2-b2=S1+S2=1/2(a+b)(a-b)x2=(a+b)(a-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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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證明見下列白板：

最後，學生沒有使用找因式法，這是高等數學的方法，筆者直接講解。

當a=b時，a2 -b2 = 0，說明	a2 -b2 分解後有一個因式	a-b

當a=-b時，a2 -b2 = 0，說明	a2 -b2 分解後有一個因式	a+b

所以	a2 -b2 分解後有一個因式	a-b和	a+b

假設	a2 -b2 = k (a-b) (a+b)

則k=1

a2 -b2 = (a-b) (a+b)

幾點反思：

打破自己的界限。筆者意識到那些能力不高的學生，竟然有自己的方法，這些方法

有不平凡的創造力——這些證明顯然不同於教材，豐富了平方差的證明內涵。特別看到

能力弱學生，也能把握了因式分解的精髓，也能體驗數學創造之魅力。筆者發現大學生

對數學學習方法定型，仍然還可以打破自己的界限，仍然有枯木再逢春的可能性。

呵護一顆受傷的數學心。慢學生應該得到特別尊重，即使方法不夠新穎，應該表揚

他們打破自己的界限，新生數學興趣的嫩芽，值得呵護，即使和基礎好的學生比，解法

不夠漂亮，步子慢，但畢竟是自己的第一步，卻是個人數學成長歷史上非常的重要的轉

機之時。數學課堂應營造一種鼓勵氛圍，採用自己和自己昨天比的比較機制，關注學生

個人自己的長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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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相信。雖然這裡大一數學成績都是較差學生，他們堅信記好筆記，是學習數

學好方法，但筆者還是永遠相信，每個人都是數學天才，而且他們看數學的角度是不同

的，學習數學過程更曲折，需要更多的時間，對數學發現更慢，而他們數學知識的豐富

多彩之處，卻構成了班級群體的創意。

打破興趣迴圈的公式。波利亞說過，自己對數學沒興趣，不可能培養出對數學有興

趣的學生。筆者這裡概括一下打破這個迴圈的可能公式：

重生數學興趣=學生意識到自己的創造力（學生建構的一題多解）+更多鼓勵+更多

時間

這其中關鍵的問題是學生意識不到自己的創造力。教學需要留給學生更多嘗試的空

間，更多的耐心，需要更多時間，基礎不夠好的學生，更需要讓學生意識到自己的創造

力，打破自己的局限，才有重生數學興趣的基礎。

捨得給“思考”時間。以往數學教學有個誤區，不捨得給“思考”時間，課堂“思

考”時間總有點覺得浪費，不夠有效率，教是為了不教，教學如何還原學生的創造力是

根本，教學如何激發學生數學創造興趣，就是貼近了數學教學最高境界。

公式的證明。許多老師一般會跟着教材思路，證明公式，許多學生記憶公式，套公

式，極少獨立探索多個方法證明，公式的多種證明，反而成為極少探索的“禁區”，也

說明公式的多種證明值得深入探索。

孫旭花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