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江庆先生说：「上天既然厚爱我们，给予每个人左脑＋右脑，完整的『大

脑』，何不让它充分发挥大脑的总体功能，要发挥大脑的总体功能就必须要左、

右脑同时训练，两者紧密合作，这就是我所推行『双手拨珠』珠心算教学的信

念。」

每个人右脑的想象力足足有左脑百万倍之大，然而大多数的国人，自小就习惯

用右手拿筷子、用右手写字、打球、开门…等，生活上的功能大多只给左脑较
多的刺激，却忽略了右脑的潜能，真是非常可惜，这样反而辜负了造物者赐予

我们的能力。

尤其五足岁以上的小朋友，对数字已发展出概念，可塑性强，所以学习双手珠

心算，对脑力的反应开发，是非常有帮助的。戴江庆先生甚至打算将学生的年

龄层向下延伸至三岁甚至于二岁，因为现代的儿童大多非常早熟，许多教育甚

至强调从零岁开始教育，在少子化情况下，新一代的父母非常重视年幼孩子的

教养培育。因此戴江庆先生希望自己开发一套更活泼、更具启发性，适用于小

小孩童的珠心算教学方式，来启迪孩子无限的潜能与发展。

 
双手拨珠实例──苏琬婷的故事

一九九一年九月，苏琬婷小朋友就读台南市仁和幼儿园大班，她的个性文静、

内向，由于苏爸爸、苏妈妈，发现琬婷的数数能力，落后于同年龄的小朋友，

有一次琬婷的爷爷问她：「7+2是多少？」只见琬婷用两只手数算着，手指头
掰来掰去，几乎都要扭成一团，整个脸儿也又窘又急又发红，看在苏爸爸、苏

妈妈眼中心疼不已，琬婷的父母决定，寻找可以帮助琬婷加强学习的机构，后

来得知邻居家有一位读大班的儿子，学了十个月的心算，已经通过四级检定合

格，琬婷的妈妈很心动，几乎访遍台南市大大小小珠心算班，逐家试听，搜集

了一大堆报名表和简章，最后，苏妈妈选择了由戴江庆先生经营的「正统心

算」。

琬婷的妈妈和戴江庆先生深谈后，了解他的教学理念，又试听了「双手拨珠」

教学法，她觉得这个教学法相当有系统、生动活泼又富有创意，感觉上戴老师

是个有爱心、十分有耐心的好老师，琬婷的妈妈对「正统心算」的教学理念与

方法非常信任，她相信这里是最适合琬婷学习的珠心算的地方。

而且，「正统心算」和其他珠心算补习班最大不同的地方是，戴江庆老师非常重

视亲子教学，因为大班的小朋友年纪还小，他会要求学生家长，一定要亲自陪

同孩子一起上课，唯有如此，孩子才会有安全感及信心，进而提升学习效果。

于是，苏妈妈陪伴着琬婷小朋友踏出了既艰辛又有趣的「珠心算长征之路」，琬

婷学习的路上，有了妈妈的督导及陪伴，当她学习觉得孤单无趣时，苏妈妈温

柔的鼓励与打气，常使琬婷重新振作精神；有时候遇到挫折快要放弃时，也因

为妈妈苦口婆心相劝，琬婷才愿意给自己再一次的机会，坚持学习，继续她每

天二个小时以上的练习，母女俩人发挥极大的意志力，缔造了「前所未有」的

珠心算佳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