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教深耕計畫教學活動記錄表 

1.授課教師姓名：李俊憲        職稱：教授      單位：數學系 

2.課程名稱：數值分析                          開課年級：三年級        ■必修    □選修 

3.任教學期：□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 

4.課程類別：□問題導向的教學  ■探究導向的教學  □開發新的教學方法及評量工具 

5.修課人數：35+49=84 （兩班） 

6.教學概述及成效 

 （1）教學目標 

      數值分析是利用計算機來解決數學問題的一門學問，本課程介紹運用不同的計算方法處理特

定類別的數值計算問題，並介紹如何分析計算誤差以及計算效率的方法。課程的主要目標是 

⚫ 學習各種問題的數值計算方法 

⚫ 學習不同數值方法中的誤差分析 

⚫ 學習分析數值方法中的執行效率 

⚫ 學習撰寫程式時地解決問題 

 （2）教學過程 

      以往採用的教學方式，主要是由老師不斷地講述，而學生負責不斷地吸收老師所教授的內容。

然而從幾年的教學觀察下來，發現學生可能隨著進度的推進而開始陸陸續續跟不上，進而開

始消極地應付上課。因此這一年的課程便試著採用不一樣的教學方式，主要的想法是希望提

升學生主動去學習解決問題的能力，而不是一直在等待老師給答案。因此採用的方式是先把

要講授的內容先預錄好，讓學生可以在課堂上觀看。而在課堂上則不再像以往一樣由老師一

直講授內容。每看完一個主題或觀念，則讓學生分組去討論老師所提出的問題，學生的分組

是學期一開始就分好，各組解決完問題之後則上台發表該組所討論出來的解題過程，分享完

之後再由老師做結論與重點提醒。這樣的過程，一方面是希望學生可以主動的去學習，另一

方面可以透過同儕間的討論和合作彼此互相激勵、進步。另外，在課堂上學習相關的理論之

後，也會安排在電腦教室實際撰寫程式來操作理論所推導出來的數值方法。 

 （3）評量方式 

      評量方式主要是學生課堂的參與程度（含討論以及出缺席情況）、上台發表的內容以及上機測

驗來評定。上台分享的部分則由同儕們去評分。 

 （4）學生學習成效 

      由於是第一次採用這種方式上課，所以學生和老師都還在摸索找出最佳的方式與節奏。根據

回饋的意見，分組討論以及觀看預錄影片是學生喜歡的方式，預錄影片的另一個好處是學生

不懂的地方可以反覆觀看。此外學生反應的缺點是，這樣的上課節奏有點慢，希望可以調整

讓步調快一點、有效率一點。 

7.教學反思和評估 

這種教學方式可以用來訓練學生自主學習、團隊合作以及表達分享的能力。從學期初進行到目前，

大多數學生們也都一直很配合，值得欣慰的是不再像以前的講授方式有一部份的同學是在神遊的狀

態。當然如何加快進度、增進學習效率這方面還需要再努力，目前考慮的改善方向是控制預錄影片

的時間在 10~15 分鐘，而讓同學答題以及上台分享的時間也可採用計時來控制流程。 



8.教學照片 

 

 

 

 

 

 

 

 

 

 

 

 

圖一、分組自行觀看課程影片                      圖二、上台分享解題過程 

 

 

 

 

 

 

 

 

 

 

 

 

 

 

 

 

 

          圖三、分組討論                         圖四、上台分享解題過程 

 

 

註 1：問題導向的教學是通過設計問題和情境，以及教師適當的引導和支持，激發學生的興趣和動機，

提高他們對學習的參與度，培養學生的思考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和自主學習的能力。 

註 2：探究導向的教學是通過探究活動（包括提出問題、設計實驗、收集和分析數據、推理和解釋結

果等），幫助學生建構和擴展他們的知識，培養學生主動學習、探索和思考的能力。此需要教師

提供適當的指導和支持，並創造一個支持探究的學習環境。 

註 3：數學探究有四個主要的元素：（1）教師給予一個能引起豐富概念性討論的數學問題。（2）學生

分組或個人解題，而教師巡視其中。（3）全班性討論。比較、對比不同解題策略，並獲得一致

的共識。（4）總結。其中，步驟（3）是整個數學探究教學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