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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單維彰 

民國 51年出生於臺北市，民國 80年獲美國賓州州立

大學數學博士之後，便於中央大學任教，服務於數學

系、師資培育中心、文學院學士班，開設數學方面的

專業、師培與通識課程，也創造了幾門跨領域課程；

他是 100–106學年間的語言中心主任，並曾短暫兼任

文學院副院長。他是十二年國民教育之 108課綱數學

領域副召集人，並長年擔任高中數學學科中心諮詢委

員。他也是臺灣數學教育學會、工業與應用數學會、

駱駝登山會與中華山岳協會的終身會員，他在 50 歲

生日時完成臺灣百岳。 

 

內容簡介 

這本書始自高中數學學科中心舉辦的數學教師雙語教

學研習教材，以 108篇短文串起中小學課程範圍內的

數學中文與英文術語——也就是書名所指的數學英文

關鍵詞；網頁上搭配各篇文字的朗讀音訊，提供這些

關鍵詞的讀音示範。各篇短文依課程綱要指定的數學

學習內容分類，可在目次中輕易搜尋主題；兩頁對開

的篇幅，使得各主題的關鍵詞皆可一目了然；詳細編

列的中文與英文索引可以當作術語詞表，方便讀者從

中文查閱相對的英文關鍵詞，或者反查。 

在高中，這本書足夠勝任一學期的數學英文選修課教

材，也可以搭配課業進度當作雙語輔助讀本；可以將

此教材分散到三年高中數學課程中，也可以用作統整

複習的讀本，在準備進入大學之前密集學習。作者自

己把這本書當作數學師資培育的教材之一，數學教師

與相關專業人士可以用它自我充實，或者放在案頭參

考備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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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每一本書有它的使命。就其功能而言，這本書可以作為教材，也

可以當作參考書。如書名所示，作者意圖統整羅列中學以下（包

括國中、國小）的中英文數學關鍵詞。每個領域都有一些關鍵術

語，就是書名所謂的關鍵詞，進入一個領域相當程度地等於是掌

握這些關鍵詞。但是本書不以術語詞表 (glossary) 呈現關鍵詞，

而是以有意義的短文，在脈絡中串起關鍵詞。書末的中文與英文

索引可以充當術語詞表。 

從後設的觀點看，作者意圖以這份教材展示一些理念的可行

性，並且藉由數學課程內容的統整複習，初步呈現他對中小學數

學課程編排的主張。 

以下分節說明前述理念，並提供本書的使用建議。 

核心理念 

首先，在大多數的中小學數學課堂裡，全英語的教學是不切實際

的；如果想要在數學教育中加入相關的英語文學習目標，必須以

雙語（華語與英語）教學。作者主張：在高中數學課程實施雙語

教學，有以下三點目的。1 

(一) 為學生將來可能在大學進入全英語的教學環境做準備。 

(二) 透過數學英文詞彙的字源，提高在中西文化的脈絡中認識與

                                                      
1 取自單維彰，曾政清（2022）。高中數學雙語教學之理念與作法倡議。臺

灣數學教師，43(1), 3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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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數學的機會。 

(三) 經由擴大數學教材與評量的學習經驗，調整數學教育之目的

與價值的品味。 

據此理念，在高中數學課程中實施雙語教學，不僅是為了支

持國家政策而已，同時也有數學教育本身的意義，有機會改善我

們的教學成效。也就是說，雙語教學也有屬於數學的內在動機。 

如果教師具備雙語教學的動機，則數學的英文詞彙與相關文

化脈絡，應該要設定為教學目標，而不是可有可無的附贈品。教

師或師資生具備雙語教數學的動機之後，需要提昇自己在數學專

業領域內的英語文能力，也可能希望發給學生輔助材料，這些就

是本書的功能所在。 

◼ 為大學的專業學習準備數學英文能力 

目的（一）應是容易理解的：如果在不久的將來，全國各大學確

如國家願景而開設了大量的全英語課程（稱為 EMI 課程），則高

中畢業生理應為它做好準備。但數學課程不負責一般語境的英語

學習（簡稱日常英語：EGP），僅支援數學領域內的學術語境英語

學習（簡稱學術英語：EAP）。這是因為 EMI以專業領域的知識／

技能傳遞為目的，英語的角色為教與學的媒介，高中數學課程理

所當然應該為學生準備以英語為媒介的數學專業知識與技能。2 

數學領域的 EAP有特別的重要性，因為它是理工醫農商管資

電學群的專業學習共同語言，而且，國內理工科系的大學教授，

                                                      
2 EMI是「英語作為教學媒介」(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的縮寫，

用意是在國際學生組成的班級中，以（全）英語授課。EGP 和 EAP 分別是

English for General Purposes和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的縮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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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不以英語授課也經常直接使用歐美出版的英文教科書，甚至

在評量試卷上直接以英文命題。高中數學課程已經為學生準備了

所需的數學基礎知識，但是當它們以英文的慣用語句表達時，學

生難免一開始感到陌生；如果因此而阻礙了大學階段的學習，就

很遺憾了。在高中數學課程中引入 EAP英文，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幫助學生銜接大學的英文教材。這本書就是針對我國高中數學內

容設計的英文字詞與常用句式教材，可作為此一理念的實踐範例。 

◼ 利用字源幫助文化脈絡的理解 

一個文化最顯著的特徵就是語言，語言／文字的流變，可以幫助

理解文化的發展。而數學──如數學領綱的第三項理念──是一

種人文素養，宜培養學生的文化美感。英文的數學詞彙經常能提

供數學在西方文化脈絡中的角色，而許多數學詞彙譯自英文，所

以雙語教學提高了在文化中認識與理解數學的機會，而課綱主張

這些脈絡中的知識將會提升數學素養。 

舉例而言，有理數 (rational) 在普通英文中主要的意思是

「合理的，有理性的」，但它本來是 ratio「比例」的形容詞，也

就是「成比例的」的意思。可見「有理數」來自成比例的兩個正

整數，也就是它們的比值。（第 4課） 

再舉一例。對數 logarithm 來自拉丁化的兩個希臘字 logos-

arithmos的合併，直譯為 ratio-number：比例數。取這個名字的

原因，可能是因為當初的動機是發現了：如果把等比數列寫成次

方形式，則它們的指數會形成等差數列。當 logarithm 在明朝末

年首次傳入中國時，的確翻譯成「比例數」。當時把 10ua = 的數對

( , )a u 「對列成表」，稱為「對數表」，其中 a稱為「原數」，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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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時代改稱「真數」，而「與 a相對的數」最後就稱為「a的對

數」了。（第 19課） 

諸如此類的內容，散布在整本書裡，作為目的（二）的一種

實踐範例。 

◼ 接觸西方教材可望調整數學教育的品味 

擴展視野，就是調整品味的契機。雙語教數學之後，教師有更多

機會直接閱讀西方的教材與評量試題，學生也有更多機會閱聽西

方的教科書或教學影片。大家都開拓了視野，使得大家都有較多

的機會，反省我們自己的數學教育現況。 

西方的數學教育也有他們自己的文化包袱，因此有他們必須

思索的改善方向。我國的數學教育現況，有些地方類似於國際間

共同的問題，但是也有我們獨特的狀況。 

舉例來說，以下可能是英文教材值得我們學習的特徵：有效

運用科技工具（包括 Calculator和 App），討論接近真實情境的應

用問題，從科學與工程中擷取大量的數學模型作為例題或試題；

而且，在初學一項數學物件時，給予學生大量的基礎練習。等到

越來越多教師同仁檢驗了英文數學教材與評量的教學成效，而且

如果獲得了正面的實徵經驗，我們就有機會做較大規模的討論，

在獲得共識的方向上，一起改變。 

這本書在篇幅容許的範圍內，也盡量提供調整教學內容與次

序的建議。例如書裡多次以程式語言或程式設計作為數學物件的

類比，因為計算機科學可能是我國學生最主要的從業領域之一。

又如書中提倡三角的學習應以測量與計算為主，學習三角比的同

時就反查三角（第 38–40 課）。再如作者認為三角形全等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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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應該從理論證明轉移到三角形的測量與計算（第 42課）。這

些項目，都是來自觀摩西方教材所獲的心得。 

華洋模式 

前面說的是理念，這本書展示了教材層次的實踐可行性，然而教

師該怎麼行動呢？行動的原則性策略，不妨參照林子斌提議的

「沃土 (FERTILE)」模式。3「沃土」策略意在上位，並不針對特

定學科，數學科的雙語教學也大多可遵循；但凡一體適用的通則，

在個別特例上多少需要微調。作者特別要提請商榷的是 I策略：

教學策略（FERTILE 當中的 I代表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我要指出的關鍵點是：數學（乃至於整個理工學科）教學語

言中的中英夾敘是自然的，有時候甚至是必要的，就好像前兩行

寫在括弧裡的中英夾敘，它並不是「晶晶體」。數學教學中的中英

夾敘，在臺灣的大學數學本科教學中是自然的、常態的，它應該

是所有數學系畢業生的共同經驗，所以特別容易轉化為高中課堂

的教學語言。作者將此特徵稱為「華洋模式」。 

華洋（1945–2023）是數學界的前輩，作者的老師，他非常

聰明幽默、多才多藝，曾在中央大學擔任計算機中心主任、數學

系主任。中央大學數學系的另三位前輩：王九逵、胡門昌、柯慧

美，合著一本《微積分講義》。在內容上，這部講義以民國 72年

課程標準《理科數學》的單變數微積分為基礎，延伸而成大學微

                                                      
3 林子斌（2021）。建構臺灣「沃土」雙語模式：中等教育階段的現狀與未來

發展。中等教育，72(1)，6–17。這篇文章附帶一則訊息：風行全國的雙語

教學「運動」，可能始於臺北市；當時的柯文哲市長師法新加坡或荷蘭而在

臺北市推動教育的政策，在他 2016年訪問新加坡之後「推動臺北市雙語教

育之決心更加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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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分。除了關於教學內容的創新安排以外，這部講義還有語言方

面的創新設計，如其引言所述： 

本書的語言也有一項特色：在上篇中我們混雜使用

中文和英文，愈到後面英文愈多，在下篇則全用英

文。我們是主張科學中文化的，但毋庸諱言，我國

的科學尚未到達領導地位，大學生以後研讀功課尚

須使用英文課本，就業後亦不乏以英文閱讀與撰寫

科學文字的需要。培育英文能力，此其時也。因此

循序漸進，在大一微積分的課程中，養成其閱讀英

文數學書的能力，可免日後的恐慌。 

王九逵是臺灣數學界耆老，也是華洋的老師。他曾笑稱這部

講義的語言設計就是「華洋」：由華入洋。先用華文，慢慢摻入洋

文，中英夾敘，最後全用洋文。教學語言的中英夾敘，意圖使英

文比例愈來愈大，最終全英文，就是作者所謂的「華洋模式」。 

大學本科教育的華洋模式要把學生帶到全英文的境界，但是

在中小學並不需要。把時間拉長來看，從小學到高中可以視為「由

華入洋」的次第進程，最後能完成在大學就好了。 

數學系師生在教學、學習溝通時的中英夾敘，可以理解為日

文外來語片假名的升級版──我們不用中文拼寫英文，直接把英

文放在中文的語句中使用，彷彿它就是中文的一部份。將此模式

轉化為中學的雙語教學，最需要關注的是：發音應盡量正確。並

不是要求某個地區的標準口音，而是要求在全球化英語 (Globish) 

標準下的正確性。這就是本書在文字之外，特意提供朗讀示範的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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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洋模式相容於學科內容與語言整合教學 (CLIL)4。整合教

學的立論之一，就是共通語（華語）適合用來作專業以外，或者

輔助專業的日常溝通，譬如在生活經驗中舉例說明一個數學概念，

還是說國語比較方便；而目標語（英語）則適合用來發展精確的

專業知識／技能。有一些詞，譬如 minor和「餘子式」，cofactor

和「餘因子」，刻意用中文翻譯並不會使它變得更容易了解，何況

將來需要用到這些概念時，多半會在英文脈絡中，這時就不如直

接用英文，把它們假名化（如第 91課）。 

這本書的寫作，就是中英夾敘之數學書寫的一種展示。 

本書使用辦法 

在前述理念之下，這套教材以較高觀點統整複習中學以下之

數學內容，並以中英夾敘的方式融入學術目的的英文（作者稱之

為「華洋模式」）。作者賦予此書多重目的：高中生／準大學生的

數學複習與英文預習、職前師資培育、在職教師賦能培力、搭配

高中課程的雙語補充讀物，以及數學學習架構的總整。因此，本

書的假想讀者包括準備進入數學、科學或工程領域的學生，中學

數學的師資生，中學數學教師，以及數學教育領域的同仁。 

作者建議如何使用這本書？任何人都可以把它當作參考資

料，隨著需求而翻閱；作者刻意縮小這本書，希望提高它的便利

性。首先，這本書比照數學課程綱要對於學習內容的分類概念，

虛分六章，方便讀者在目次中翻找主題。其次，每課課文皆為對

開之兩頁（原則上），讓人一目了然，無須前後翻找。最後，按照

                                                      
4 CLIL是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的縮寫，讀成一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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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與英文語用差異而獨立製作的中文索引、英文 Index，應該

能充當術語詞表的功能，提供另一種使用方式。因為課文皆為二

頁，詞條的頁碼通常指向左頁，讀者可自行瀏覽整面。 

教師可以搭配教學進度，將此書單篇課文影印給學生，當作

數學英文或數學文化的補充讀物。雙頁一面的課文設計，讓教師

更方便影印所需的內容。教師同仁應該看得出來：部份課文其實

也可以讓國中生閱讀。 

根據語言學習專業的建議，語言的學習最忌一曝十寒；最理

想的語言學習環境是沉浸於目標語（英語）的環境裡，但我們都

知道在臺灣很難實現沉浸的環境。退而求其次，就是穩定的學習

節奏：每天適度的練習，保持固定的節奏，不拖延，不躁進。將

此書當作教材的學生，不論自學還是修課，都應該秉持「持之以

恆」的語言學習原則，每天投入固定時間。 

這本書編成 108課，就是為使學生能夠「類似沉浸」在數學

英文的學習環境中。作者為每一課提供放聲閱讀的音訊檔案，以

一名「數學教師」而非英語教師或母語人士的標準提供讀音示範。

每篇的閱聽時間大約 5分鐘，即使反覆練習以及反省思考，應該

也可以在 10分鐘內完成。教材提供的資源，足夠連續 18週，每

週 6天的持續學習。作者期許學生按此進度：每天一課，不拖延

也不躁進，每天投資 10–20 分鐘，持之以恆地學習，相信都能

聚沙成塔，獲得豐富的成效。 

最後，作者在整本書裡夾帶了對於數學課程內容與編序的看

法。例如 (1) 將向量、複數列入「代數」，因為作者主張複數涵蓋

平面向量，而複數是從二次方程創造出來的數；(2) 整併出「離散

數學」一個主題，因為作者認為未來的數學學習內容要有越來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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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離散數學；(3) 將統計放在機率之前，這是想要把統計當作主

要的學習目標，把機率視為統計的語言；(4) 在主題上取消「幾

何」，因為作者期望淡化歐氏平面幾何，凸顯空間概念的重要，並

且融合歐氏幾何與卡氏幾何（坐標幾何）的學習。各章課文的順

序，是作者認為各大主題之理想教學編序，而主題間內容重疊的

課文，就是各主題可串接而形成綜合性數學課程的節點。例如在

代數主題的「二元一次方程式」指出：因為它是「被兩點唯一決

定」的數學物件，所以它就「是」一條直線，在這裡連接平面與

空間形體，藉此概念提早引進（並且融合）歐氏和卡氏平面幾何

的學習。書裡有許多這方面的伏筆，難以一一列舉，數學教育同

仁應該看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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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月開課；此工作坊的教材，經過一年的擴編形成了這本書。

書稿送交中央大學出版中心之後，李瑞騰主任送我這本書的副標

題：脈絡中的數學英文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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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的實現，要特別感謝以下同仁：林文淇教授為我擬定課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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