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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性規劃是怎樣進入高中教材的？ 

單維彰‧100 年 2 月 21 日 

在我最近的工作中，察覺高中數學的內容，有三項比較「孤立」的課題：代數基

本定理，線性規劃，和轉移矩陣（有些課本甚至扣上更大的帽子：馬可夫鍊）。

這些課題與整個課程架構並無必要的關係，作為核心定理卻顯得虛無飄渺，作為

基礎知識的應用典範則顯得舉輕若重，作為數學威力的示範卻又是過於簡化的淺

薄特例（trivial case），與國際（美國、英國、日本、新加坡）教材相比則似乎是

本國之獨有特色。因此，我便起了好奇之心，想要知道這些課題是怎樣進入我國

高中數學課程的？ 

    太舊的往事可能已經不太容易追究了，就從我出生的那一年，民國 51 年著

手吧。那年 7 月，教育部恰好發佈了一份〈修正公布中學課程標準〉文件，我不

知道這份文件是否在台灣的教育史上有任何劃時代或分水嶺的意義，但是國立編

譯館「教科書資料中心」所陳列的數學教材，的確就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那一

年，以台大、師大、中興、成大為核心的公、私立大學聯合招生（考試），已經

自發地辦理了八年；直到民國 65 年教育部成立「大學入學考試委員會」，才使得

大學聯考正式成為行政部門的公務之一。 

    那時期的數學教科書並不按照學期分冊，而是按照科目寫的。例如《平面三

角學》、《高中代數》、《立體幾何》、《解析幾何》等等。據王九逵老師告知（他是

第一位台灣留美的數學博士，民國 49 年學成歸國時只有 25 歲），在那以前的數

學課本都是像這樣一科一冊的。難怪 99 課綱之前的數學課程都是主題式的塊狀

結構，原來，這種課程設計有著長遠的歷史啊。 

當時，一綱多本的情況還頗熱鬧的，有開明、復興、正中這些書局出版不一

而足的高中數學教科書。那時候的代數課本都有「方程式論」，而那一章裡又都

有「代數基本定理」。至於這個定理的說明，則都會提到高斯證明了它，但是因

為超出本書範圍而從略。各家版本在此定理的敘述和說明上，用字遣詞極為類

似，都是先敘述必存在一（複數）根的版本，然後用它來「正經八百」地證明 n

次方程式恰有 n 個根。所以，我猜「代數基本定理」想必是個源遠流長的課題，

早就被列在我國的中學數學教材之內，而其來源暫時不可考了。 

    固然是源遠流長自古有之，但是，作為後人，還是應該對於任何傳統保持質

問的能力吧？為什麼這個「超出本書範圍」、同時也「超出理解範圍」，名為「代

數」卻其實是「複數」性質的定理，有必要一直留在高中課程裡面呢？ 

    在民國 51 年版的課程時期，機率還沒有進來，所有關於矩陣和行列式的主

題都是純代數口味的，所以當然沒有轉移矩陣。至於直線當然不會缺席，都放在

解析幾何課本裡。各家版本都有「直線系」單元，這部分的書寫不像代數基本定

理那麼「一致」，稍有個別的特色，但是都至少包括平行直線系，過一點的直線



族，和圓的切線族。沒有聯立線性不等式，也就沒有線性規劃（我也檢查了習題

和「雜例」，都沒有）。 

線性規劃的具體想法誕生於西元 1948 年，整個數學模型的概念，以及包括

我們所謂的「頂點法」在內的解法，和初步的應用典範（派遣與補給、經濟分析），

都是從 1950 年起才逐漸為圈內人所知，而在 1960 年代因為美國報紙的揚善開始

成為堪稱家喻戶曉的數學明星。做為明星所達到的最高峰，或許是 1975 年的諾

貝爾經濟獎，受獎者是兩位線性規劃的先行學者，得獎的原因是他們「在資源最

佳分配理論上的貢獻」。民國 51 年（西元 1962 年）時期的教科書還沒有納入線

性規劃，應該是很可以理解的事。 

    民國 53 年 3 月 29 日（那一天不是應該放假嗎？），教育部特別針對數理科

目頒佈了〈高級中學生物化學物理教材編輯大綱〉和〈高級中學數學教材大綱〉；

就實際出版的教科書來看，這份大綱大約在民國 55 年開始進入校園。這份 53

年版的課程，可以當作一個分水嶺：在 53 以後，台灣的中學數學教育可謂進入

了「現代」。 

民國 53 年版的數學教材，改為配合學生年級的編輯方式，基本上每學期一

冊，第一、第二冊不分流，最早從第三冊起分為社會組和自然組。既然按年級分

冊，其目的很明顯是要配合學生的認知能力發展而設計教材，在內容上著重教學

的邏輯而非數學主題的邏輯。但是，如前所述，主題式塊狀設計的課程有著長遠

的歷史，直到民國 99 年版的課程綱要，才算是真正初步地拆開了數學主題，分

散到不同的年級去。我強調「初步地」是因為，與美國、英國、新加坡的教材相

比，我們對主題的拆解實在還是粗略的。然而，即使是在民國 100 年的今天，還

是有些高中老師反對課程對於主題的拆解。一個觀念的改變與實踐，歷經半個世

紀而不逮，或許是因為長期疏於溝通吧？ 

53 年版的教科書出版商，大致上於之前的情況相同，我們看到大中、正大、

正中和復興這些版本（這些書局的名字都很有時代意義啊）。因為有了一份部頒

的大綱，各家書局的章節目錄大致相同。而因為大綱所列的內容異於往常，教科

書須要相當程度的新寫。但是，只要遇上以前就有的內容，例如直線，就會發現

舊教材整個兒地被複製過來。這個情況，倒跟現在 99 年版教科書的狀況頗為類

似。由舊教材複製而來的教科書，當然不能實踐課程變革所揭蠹的理念。 

    在 53 年版教科書市場中，一個新面孔在民國 57 年加入了戰局；那是由李新

民教授領銜，羅芳樺，徐道寧，康洪元列名編著的東華版教科書。李新民先生是

我們中央大學復校（成為大學）後的首任校長，他屬於因為戰亂而中斷學習的那

一代，在民國 50 年獲得美國康乃爾大學的數學博士學位，返國時 46 歲。因為出

國留學前就在教育界有相當豐富的服務成就，一回來就是清大和師大的合聘教

授，並且始創了清華大學的數學研究所和大學部。 

    李校長在美留學期間，適逢線性規劃在圈內蓬勃發展的那十年，雖然不是他

的研究主題，但是留心教育並且常懷著經世濟民之理想的李新民教授，想必留意

了這支應用數學的發展，並且明白它的基礎原理。我們不難理解，當他編輯全新



的高中數學課本時，想要將這門最新的應用數學介紹給學生。而在 1968 年就能

將線性規劃編入中學教材，可能在國際間的確是個了不起的創舉。歷經第一手資

料的李教授，當然知道線性規劃的問題動輒 10 個變數以上，必須在抽象空間內

處理。他很具有原創力地設計一個只有 2 個變數的典型問題，將它設置在第四冊

第五章「不等式」的 5-4 節。 

    這一節以一個實例說明線性規劃的模型和解法，共佈滿兩頁。有可行解區域

圖形（五邊形之內部），但沒有此名詞，他是說『符合問題之解答，則為此區域

中坐標為整數之有序數對』。也沒有目標函數之名詞，而是說『故求解之問題變

為求 x, y 之正整數或 0 之值以使 960-2x-y 為最小』。而且，並未說明求解的方法

及理由，只是說『（解法）一般將至為繁複，但由線性規劃之理論，960-2x-y 之

極大或極小值，將在五邊形之頂點出現』。然後就是頂點列表法。習題之中，六

題是解兩條二元一次聯立不等式的操作練習，兩題練習畫解區域，一題練習有解

區域找不等式，只有一個文字應用題，而此題是沒有唯一解的狀況。 

    李新民教授的東華版教科書，是 53 年版教科書之中唯一包含線性規劃的（其

他版本的作者，可能還沒聽說這個課題）。他的兩頁課文，是我國首度在高中課

程中引進這個主題，在世界上可能也屬於最早的一批。事實上，在民國 60 年發

佈新的〈課程標準〉之後，東華版還是唯一包含線性規劃的教科書。那麼，後來

又是怎麼發展的呢？預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