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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統計成為三民主義 
 

南方壺 

可能是因各行各業常在做民調，民調早已融入生活，民

國 95 年入學的那屆高中生，數學課程中，在高二下引進了

民調中常出現的“信賴區間＂之題材。98 年他們畢業那年，

學測及指考開始有信賴區間的題目，結果是哀鴻遍野。於是

過去幾年，除了屢有中學數學教師提出疑義，也不時看到熱

心教師寫的心得。 

99 年入學的高中生，使用新教材，信賴區間移至高三

上。放高二下與高三上之差別，是後者只有 7 月初的指考才

會考，1 月底舉行的學測將不會考。 

如果問修過統計學的大學生，信賴區間難不難？與統計

學裡其他題材相比，他們可能認為“計算上＂算是較簡單

的。在大學統計課裡，是經過一番鋪陳，才引進信賴區間。

但高中數學的篇幅很少，想在不過幾頁中，將此概念講清

楚，在沒有足夠的背景知識下，其實並不容易。另外，統計

學裡，乃著重討論各種情況下的信賴區間。而高中數學裡，

由於僅是為了看懂民調的結果而教，便只考慮一種情況下的

信賴區間。才一種而已，不是該很單純嗎？也不盡然，因其

中涉及極限，所謂中央極限定理，遂讓此部分困難起來。這

是當初制定課程綱要者，始料未及。這個連大學數學系畢業

生，都往往不甚了了的定理，對高中生該如何講？而當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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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民調裡的抽樣，定理中所需樣本獨立的條件卻不滿足，因

此要採用近似才行。而何時可以近似，也該有絛件。這當然

又無法向高中生說明白。因此其中的原委，可以說都是含混

地帶過，顛覆了一向嚴密的高中數學。 

有些中學教師，想將課本裡這段言簡意不賅的來龍去脈

補上，只是大都徒勞無功。要知信賴區間與中央極限定理，

其內涵皆有些深度，沒有充分的統計專業，自己弄懂都不容

易了，還想寫給別人看？因此即使刊登出來的文章，常也是

謬誤不少。那些想釐清一些概念的心得，很可能把有心學習

的教師弄得更糊塗。 

在統計學裡，通常是針對不同的分佈，及不同的參數，

看你有什麼方法，能給出一個信賴區間。且在眾多信賴區間

中，還追求區間長度愈短愈好。這些統計學裡所重視的，當

然都無法在高中考慮。高中不過只有一種信賴區間，套入公

式，立刻求出，豈有那麼多東西好考？要是大學統計課這樣

教，學生就樂歪了。你若這樣想就錯了，千萬不要小看中學

裡的花樣。 

在中學裡，會什麼不是最關鍵，考試能得分才重要。由

於大部分是考選擇題，每題又得有 4、5 個選項，於是一個

原本沒有太多內容的高中信賴區間題材，被抽絲剝繭，有如

想找出其中成分，好一項項拿來檢視。且是從上下前後左右

各個角度考你，各種統計學家從未想到，從不認為須會的問

題，遂一個個出現了。因此有時你會聽到某位大學統計教授

說，今年學測那題信賴區間，他錯了兩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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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引導教學。信賴區間的概念，自 1934 年提出後，

七十多年來，大約少像過去這幾年，在台灣被用這方式來學

習。而且並不是拿顯微鏡來檢視，想看清楚些，以了解其中

各種可能的變化。而是要學生依一定的方式來看，給出齊一

的推論。信賴區間在高中，已如早就不再考的三民主義，思

想須夠制式，才易得高分。這完全違反統計學裡，由於隨機

的本質，導致可有種種不同的方法，不同的推論，百家爭嗚，

各領風騷。就像一停止的時鐘，每天也有兩個時刻完全精

準，並非一無可取。在統計裡，對某一方法，某一推論，你

只能說在那些條件下最佳。而少有那一方法，或那一推論，

是倚天既出，誰與爭鋒。 

因此目前這樣的高中統計教學，有什麼意義？完全失去

因重視統計，想提高國民統計素養，而將統計引進高中，且

因此還刪掉一些原有題材的本意。(100.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