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文化脈絡中的數學 2023 年 5 月 9 日課堂筆記分享 

數學 4 周同學當場查詢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貢獻，顯示他們不只

是做「文化遺產」幫忙觀光產業而已。感謝周同學糾正。我講得太偏激，有誤導

聽眾之嫌，很抱歉。其實我知道 UNESCO 在世界各地積極推動 Literacy 計畫，造

福很多落後地區人民。此處的 Literacy 正如周同學所寫，是它的本意：識字，或

者「掃盲」，而不是引伸成「素養」的意思；它是非常基礎的教育工作，提高全

世界的識字率。 

 

財金 3 魏同學的「電桿字」寫得好漂亮： 

 

大學不是職能訓練所，似乎大家都這樣說。但是，大學要「為國舉才」，似

乎也是共識。舉什麼才？當然是國家社會需要的才。否則，難道要培育一批找不

到工作，靠社會供養的「讀書人」嗎？所以，大學固然不宜直接做職訓，但還是

要「心中有職能」啊。確定的技能通常比較快落伍，所以大學的「職訓」要設法

培訓賞味期比較長的職能；那就是 competencies 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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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 2 林同學參加過 PISA 測驗： 

 

大氣 1 林同學支持「素養導向」的 108 課綱。 

 

大氣 1 劉同學是「探究與實作」的受益者。 

 

 



 

3 

大氣 1 吳同學看來也贊成 108 課綱，但是或許想要坦白。不必這麼沒自信，凡

走過必留痕跡，凡學過總有收穫。 

 

生醫 2 鄭同學指出 108 理念執行時的一個盲點： 

 

（後面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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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 2 林同學也認為有得有失──在學時間是固定的： 

 

電機 3 吳同學的綜合心得寫得頗有見地，可是「筆記」最好還是要有一些課堂紀

錄，不要只有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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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 2 張同學的綜合心得也寫得很好，可是「筆記」最好還是要有一些課堂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