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數理教育研究所~ 

(2020 年 8 月至 2021 年 1 月) 

指導老師：林碧珍教授 

課程名稱：數學思維與推理教學 

授課時間：星期一 13:20-16:20 

E-mail：linpj@mx.nthu.edu.tw 

分機號碼：72753 

課程目標： 

一、瞭解數學推理與論證的意義及內涵 

二、了解數學推理與論證關係 

三、理解提升數學思維與推理的教學取向 

四、分析數學課堂爭展現的數學思維與推理類型的教學 

五、數學思維與推理的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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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  

週期 日期 教學內容 備註 

第一週 09/14 
準備週、課程介紹 開學 

第二週 09/21 
學生的高等思維與推理 I #10 

第三週 09/28 
學生的高等思維與推理 II #10 

第四週 10/05 
數學推理與數學知識的關聯 #11 

第五週 10/12 提升數學思考的方法 I #12 

第六週 10/19 研究提升數學思考的方法 II #13 

第七週 10/26 研究提升數學思考的方法 III #13 

第八週 11/02 
提升數學思考的教學 I #14 

第九週 11/09 
提升數學思考的教學 II #15 

第十週 11/16 
提升數學思考的教學 III #15 

第十一週 11/23 
提升數學思考的教學 IV #16 

第十二週 11/30 
提升數學思考的教學 V #16 

第十三週 12/07 
教師對於數學思考與推理之觀點 #17 

第十四週 12/14 
教師之數學思考與推理知識 #17 

第十五週 12/21 數學思考與推理之評量 I #18 

第十六週 12/28 數學思考與推理之評量 II #19 

第十七週 01/04 數學思考與推理之評量 III #19 



第十八週 01/11 繳交期末作業  

 

評量方法： 

上課口頭報告:30% 

上課參與討論:30% 

期末作業: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