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学家阿诺克欣计算出来，一个普通大脑拥有的突触连接和讯息传递途

径的数目是一后面加上一千五百万公里总长度的「○」，这个数字比全宇宙原子

的总数目，还不知道要大上多少倍，难怪阿诺克欣教授说，人的脑力是有无限

潜力的！

假定一个汉字以十个讯息量计算，一个人每一小时读一万字，一天读八小

时，则人脑中一千万亿的讯息量就足够一个人用三兆年！是美国国立图书馆十

五兆本藏书的一万倍！现代教育的趋势便是开发学童潜能，而不再是学识的填

充题与累积，学习珠算式心算，便是有效促进大脑机能的方式之一。

四岁到十二岁是最佳时机

从珠心算教育实际经验的累积与观察发现，四岁至十二岁之间的儿童是最

适合实施珠心算教育。因为这个时期属于培育人脑功能的「启蒙期」和「最佳

期」；同时五岁左右的儿童手部肌肉开始发育，到八、九岁发育速度加快，力量

增强，手指活动灵活，正适合拨打算盘，有条件进行这种眼、耳、手、口、脑

等多种器官并用的心智技能训练。此外，珠心算属于计数算数的基础知识教育。

这个时期的学童课业较轻，趁此时加强珠心算，不仅可以避开小学以后课业不

断加重的求知高峰期，还可以为以后学习其他的学科打好基础。

有些珠心算教师认为，对五、六岁的幼儿园儿童施教，效果将更优于小学

生。因为幼儿园儿童在数学方面，脑子里还是一张白纸，尚未形成数的概念，

比较容易教授珠心算。中华民国儿童珠算协会理事长陈万发更表示：「学习年龄

可降四足岁，但先决条件是必须能看能写阿拉伯数字。因为四足岁或五足岁幼

童，对于数量的变化已能辨识，并且没有其他学习课程上的压力，吸收能力就

如同他们在语言上的发展那么快速，学习效果绝不低于小学一年级或二年级。

四足岁开始学习，并能勤加练习的幼童，六足岁时心算程度能达初级以上者，

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台中商专教授杨渠弘则引用「认知理论」来说明个体智

能发展是循序渐进，有其阶段性的；也就是说幼儿对任何学习，必须先具有成

熟年龄，才有成熟的心智发展，每一个阶段都有年龄限制，不可提早学习，否

则会产生拔苗助长之憾。因此，教师应注意幼儿的学习年龄，不能少数资优生

的水平，即天才型的智能，来与平凡的大多数幼童相提并论。也就是要注意到

个体间的「差异性」，采取「因材施教」的作法。

总的来看，台湾珠心算学童的年龄层有愈来愈低的趋势，这或许是社会进

步、信息发达，幼儿智力发展较快的缘故。「正统心算」教育机构创办人戴江庆

的两个子女，也是满四岁才上中班，就开始接受珠心算训练，而且成效相当不

错。对于学习珠心算的幼童来说，算盘是运算工具，同时又是能够变幻莫测地

显示数字概念的奇异玩具。算盘形象清晰、可静可动、结构简单、珠动数出，

具有抽象与具象相结合的特点。构成数系概念让人看得见摸得着，同时又能任

意拨动让数码变化，适应幼儿喜动的心理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