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脈絡中的數學
110-1第三次討論課



第六講第一題-作業分享



第六講第二題-作業分享

•在簡報裡，教師說《算法統宗》在《九章算術》之後 1300 年，
但是在數學內容上的差異很小。教師認為《算法統宗》在哪方面
有顯著的進步？



第六講第三題-作業分享

•教師認為徐、利為 Elements 這本書取名《幾何原本》的用意，
以今天的習慣用語來說，也可以換成什麼書名？

•基礎數學



第六講第四題-作業分享

簡報裡提到一本書《萬曆十五年》，據說這本書也是高中教師常推薦的。請查詢並
簡述這本書的內容，如果妳／你讀過，可以寫一點點心得；如果沒讀過，可以附上
一點點你／妳在網路上查到的書評。



第六講-第五題作業分享

•當我們以「後見之明」來批判乾隆四十六年（西元 1781 年）的
清朝大臣寫下「西洋...奇器...徒矜工巧為耳目之玩者」並不公平，
而且失去了讀史的反省真諦。請想想，當年的清朝博學之士有什
麼合理的理由做此評價？而在我們如今所處的世界，又可以聯想
到哪件值得警惕的事情？

•英語太過強勢，國人對中文的重視下降。



第六講-第五題作業分享



第六講-第五題作業分享



第六講-第五題作業分享



第六講-第五題作業分享



第六講-第五題作業分享



第六講-第五題作業分享

• 受限於認知邊界而發的評論，從這句話背後可以發現該思想產生的因
素：

1、長期閉關自守，社會思想封閉。
2、根深蒂固的天朝上國思維與文化自信。
3、資訊來源。

• “無知”之罪--以台灣補教盛況為例

• 平庸的罪惡(The banality of Evil)—Hannah Arendt



第六講-筆記節錄



第六講-筆記節錄



第六講-筆記節錄

論文化和傳統對一個文明的重要性—縱的繼承&橫的移植



第七講-第一題作業分享

•世界上各古老文明都發現圓周長和直徑的比值是一個固定的數，
稱作「圓周率」。請問祖沖之提出的較精確之分數概數是什麼？
此概數與真值的誤差大約是多少？



第七講-第二題作業分享

•「算盤」並不是單純地使用十進制，請問它混用了哪一種記數方
式？



第七講-第三題作業分享



第七講-第四題作業分享

•在簡報裡，教師表列了「變遷的加速現象」，寫到網際網路的出
現。請上網查詢網際網路（internet）誕生的年份，並調查網頁
（WWW）誕生的年份，以及「智慧型手機」出現的年份。它們
分別相差多久？



第七講-第五題作業分享



第七講-第五題作業分享



第七講-第五題作業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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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講-筆記節錄



第七講-筆記節錄



第七講-筆記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