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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 

數學領域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效報告表 
            

 

學校名稱 台北市私立延平中學 

學習領域 數學領域 

領域人數 20人 

共同備課主題 

教師專業知能提升 

教材教法討論 

教學資源分享 

線上教學研習 

量化呈現辦理成效 
全體教學研究會二次 

分組共備討論六次 

質性說明辦理成效 

1.教師教學經驗分享討論 

2.多樣化教學討論學習成效。 

3.期末檢討，彼此分享班級學生的學習狀況，及本學期教學進度 

未來展望 

1.藉由教師共同備課協助學生提高學習效率、增進教師教學品質。 

2.期許未來能有多活化教學，讓學生不再懼怕數學，使學生在數學學習

上能感受到樂趣。 

3.透過不同活動，促進教師間多交流互動。 

附件資料 會議紀錄 照片紀錄  講義資料 

 

 

 

填表人:呂佩臻   主任:簡文建   校長:張漢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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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延平中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領域工作坊第 1次會議記錄 

時間 111年 8 月 5 日 

地點 第一會議室 

出席人員 數學科全體教師 

記錄 杜宗諺老師 

研討主題 第一次教學研究會 

主席(主講人)/服務單位 呂坤明老師 

台北市私立延平中學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數學科第一次教學研究會會議紀錄 

 

一、 時間： 111年 7月 27日(三) 12:30 

二、 地點：綜合大樓 8 樓第一會議室 

三、 出席人員：數學科教師(如附件) 

四、 列席人員：校長、教務主任、教學組組長、註冊組組長、設備組組長、研發組組長 

五、 主席：呂坤明老師 

會議紀錄：杜宗諺老師 

六、 會議內容： 

(一)主席致詞 

(二)工作報告 

    1.教學組：見附件 

    2.註冊組：見附件 

    3.設備組：見附件 

        4.研發組：見附件 

 (三)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多元選修授課教師推舉辦法 

   說明：目前高一、高二多元選修授課教師尚無推舉辦法，提請討論。 

 (四)臨時動議 

     (五)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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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延平中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領域工作坊第 2次會議記錄 

時間 111年 9月 1日 

地點 第一會議室 

出席人員 數學科全體教師 

記錄 呂佩臻老師 

研討主題 教學進度安排 

主席(主講人)/服務單位 陳志和、杜宗諺老師 

國一教學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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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二教學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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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三教學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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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延平中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領域工作坊第 3次會議記錄 

時間 111年 10 月 5 日 

地點 第一會議室 

出席人員 高一、國一數學教師 

記錄 呂佩臻老師 

研討主題 數學電影欣賞—天地明察 

主席(主講人)/服務單位 林尹琇 老師 

研習內容 

--電影欣賞 

--內容簡介 

《天地明察》講述日本幕府時代的棋手澀川春海憑藉著對於天文、數學的無比熱情，跨行修

繕曆法，並耗盡其一生創出專適用於日本的「大和曆」。全片從春海的棋手生涯切入，一盤

他與本因坊道策在天皇面前下棋卻不按牌理出牌的「初手天元」，著實讓春海受盡師長指摘，

只是他的大膽與創新也引來當朝重臣的另眼看待，並委任身為棋手的春海「帶刀」踏上觀測

北極星的旅途。春海在熱愛天文的前輩們指引下，全身心的投入他熱愛的天文、數理領域，

過程中雖然吃盡苦頭，同時也得到很多樂趣，更找到了可以一生矢志的事業：盡力去窺探物

換星移的奧秘，冀望將無垠天際裡的繁星全部環於掌心！ 

 

原本以為只是一場單純的考察天文之旅，然而在這旅程的背後卻有著更深的意義－－日本從

西元八世紀開始引入中國唐朝的「宣明曆」，直至江戶時代時序出現嚴重的偏差，人民無法

再依靠過時的曆法去安然度過現在的每一天，更晃論放眼未來，所以修繕曆法是非常急迫的

任務。而春海在經過重重考驗後被推選為修訂曆法的負責人。只是這看似光鮮亮麗的頭銜，

在當朝有心人的眼裡卻是無比礙眼，以至於春海為了安邦定國而啟動的修曆大業窒礙難行之

外，還隱藏重重殺機，過程中他付出了很多、失去了很多，甚至一度迷失自己，但春海並沒

有被磨難擊垮，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傾其所有、重新踏穩腳步， 最終「明察」天地，找到了

最適合日本使用的曆法「大和曆」。 

 

俗話說：「成功的男人背後總有一個偉大的女人」，而《天地明察》裡的春海之所以成功，很

大一部分原因當然必須歸功於他的妻子阿延（宮崎葵）。春海在當棋手的時候就結識很有個

性的阿延，彼此互有好感卻未許諾終生，可是在春海出發觀測北極星前與阿延約定了一年之

期，可惜因為旅程延誤而錯失了阿延；兩人再次因緣份走在一起，又因為春海的好勝、自尊

等種種原因，讓阿延再等了三年。阿延為了春海的大業一等再等，除了蹉跎青春，也使得兩

人始終擦身而過，讓我看得好惋惜！原以為喪失鬥志的春海又要以委婉的方式將阿延拒於門

外，沒想到阿延拿出了「個性」堅持守在春海身旁，默默給予春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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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總以為女人愛的是房、是車、是安定的生活，卻忽略了一個真正愛著一個男人的女人或

許對於男人的事業一無所知，其實很願意陪在男人的身邊，為了彼此共同的未來吃苦、打拼。

而這樣的女人不是為愛犯傻，而是她真的知道自己要得是什麼：一個真正值得去愛的男人－

－一個同樣愛著自己，而錯過這份愛會使自己抱憾終生的好男人。 

 

本片有著超優秀的故事，而實力派演員更是傾巢而出，每個人各司其職精彩詮釋了所屬的角

色，讓全片看起來渾然天成。其中挑大梁的岡田准一真的讓我驚豔，我一直以為他是「偶像」，

沒想到他很會演戲，尤其他將前半段春海醉心於數學的樣子演得太好了，真的可以在他的眼

裡看見無限的喜悅耶！其後春海每一階段的轉折，岡田的演繹不能說毫無瑕疵，但就情緒的

切入是樸實漸進，看起來很自然。而女主角宮崎葵的古裝扮相本就及清純可愛於一身，而她

更將一個女人的溫柔婉約與深情堅定詮釋的絲絲入扣，表現更是一絕！ 

 

學習單討論 

數學選修課程－電影《天地明察》學習單 

壹、看完《天地明察》電影後，請詳細回答下列四個問題。  

一、影片中，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個片段或哪一句話？為什麼？ 

二、本電影的片名為《天地明察》，看完電影後，你覺得《天地明察》的意義或主要精神

是什麼？ 

三、看完電影後，你認為各種「知識」是永恆不變的嗎？為什麼？又你覺得什麼樣的知識

較可靠？ 

四、請利用背面空白處，描述你看完此電影的感想。（至少 200 字） 

貳、實作題： 

電影中安井算哲與關孝和利用繪馬在上面出題解題互相切磋，請你自己選一題數學題目，

仿照電影方式，製作屬於自己的數學繪馬，需有繩索可吊起來，題目要有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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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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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延平中學 109學年度第 1學期領域工作坊第 4次會議記錄 

時間 109年 11月 23日 

地點 第一會議室 

出席人員 數學科全體教師 

記錄 杜宗諺 老師 

研討主題 第二次教學研究會 

主席(主講人)/服務單位 呂坤明 老師 

台北市私立延平中學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數學科第一次教學研究會會議紀錄 

七、 時間： 111年 11月 23日(三) 12:30 

八、 地點：綜合大樓 8 樓第一會議室 

九、 出席人員：數學科教師(如附件) 

十、 列席人員：校長、教務主任、教學組組長、註冊組組長、設備組組長、研發組組長 

十一、 主席：呂坤明老師 

會議紀錄：杜宗諺老師 

十二、 會議內容： 

(一)主席致詞： 

 1.數學科陳依樞喜獲兩子，英文科吳婉慈喜獲一女，收禮金各 500元，共 1000

元。 

 

(二)工作報告： 

    1.教學組：見附件 

    2.註冊組：見附件 

    3.設備組：見附件 

        4.研發組：見附件 

      

 (三)臨時動議： 

  1.多元選修授課教師推舉辦法，說明如下： 

「方案一」為高一上、高一下、高二下各 6位。 

「方案二」為高一上、高一下各 9位，高二下由當年度配課教師承擔。  

表決後：「方案一」13票，「方案二」0票，故採方案一分組。 

    2.數學科國一國二減鐘點事宜，會後與老師討論，將於課發會提出。 

         

     (四)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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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延平中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領域工作坊第 5次會議記錄 

時間 109年 12 月 1日 

地點 六樓展演廳 

出席人員 全體老師 

記錄 呂佩臻老師 

研討主題 
特教研習—班經上如何具體協助 ADHD/情障學生及

與家長溝通 

主席(主講人)/服務單位 郭色嬌老師 

 

動情不動氣…特教學生情緒行為輔導實務 
郭色嬌  2022 

一、 處理行為之前，先處理情緒 

(一)  從阿貴上學記談起~~傾聽與同理、因勢利導、增強鼓勵、開發潛能 

(二)  轉念之間：他不是有問題，他是需要學會一些技巧`’ 

困擾的問題 我也可以這樣說 他需要學會的技巧 

例：   

   

(三)  放下之後，產出策略 

※ 我應該…  我可以…  我有時候可以…  如果…我有時候可以… 

(四)  情緒的自我覺察  （舉例說明）                

時間 事情發生的情境 
（人、事、地、物） 

我 的 反 應 事件

的 

後果 

行  為 
（說的話、做的事、

表情、動作…等） 

想  法 感  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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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alm（平穩） 

2.Trigger（促

發） 
 

3.Agitation（激

躁） 

 

  

4.Acceleration（加速） 

 

5.Peak（高峰） 

 

6.De-escalation（緩

和） 

 7.Recovery（回復） 

 

In
te
n
s
ity

 

Time Phases of Acting-Out Behavior. Source: Colvin (1992). 

換句話說好處多： 

適當使用副詞：避免使用以偏概全---例如：「每次、總是、動不動就---」 

使用客觀的動詞：避免使用價值判斷---例如：「懶惰、偷、ㄌㄨˊ---」 

               （接受並說出對方的感覺） 

適當表達我的情緒：使用「我」的訊息 

對情境的觀察使用：「我看到---」、「我聽到---」等語句 

對情境的感覺使用：「我感覺---」、「我覺得---」等語句 

對情境的需求使用：「我想要---」、「我要---」、「我希望---」等語句 

不侵犯隱私、語氣、語調、說話速度 

(四) 正向支持不僅是技巧而已，更是一種態度 

      溝通姿態 → 一致型                 討好…專業減分                

      超理智…真誠減分                   打岔…信任減分 

      指責…關係減分         

 

二、 情緒曲線之發展與因應 

   （一）發飆行為曲線（Acting-out Behavior Cycle） 

 

 

 

 

 

 

 

    

    1.第一階段：平穩期（Calm） 

      ˙ 呼吸、心跳及血壓等生理反應均維持平常狀態，情緒平穩且專注於應進行之主 

         要任務，而行為表現亦落實於期待之行為。 

      ˙ 此階段因表現良好，最容易為師長或服務者所忽略。       

2.第二階段：促發期（Trigger） 

      ˙ 生理反應上之緊張雖非肉眼所明辦，然若以機器測量，可發現其略為上揚之趨 

         勢；情緒亦略微波動，分心的情形開始發生。 

      ˙ 任務行為（on-task behavior）降低，非任務行為（off-task behavior）開始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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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第三階段：震動期（Agitation） 

      ˙ 生理反應明顯可見，或呼吸急促，或肌肉緊繃、眼神東看西看等；情緒激動可 

         察覺，認知反應出現負向或偏頗的想法。 

      ˙ 任務行為（on-task behavior）比例少很多，非任務行為（off-task behavior）佔多數。 

      ˙ 反應行為中出現非溝通功能的語言。        

    4.第四階段：加速期（Acceleration） 

      ˙ 此階段出現臉紅脖子粗、頻頻大力呼吸等生理反應，情緒強烈激動，如憤怒。 

      ˙ 多有哭泣、不服從、防衛、挑釁、口頭威脅等行為出現，任務行為比例出現得 

         很少。 

     ※ 第二至第四階段之處理重點為二： 

         ★  協助個案解決行為所反應出來的困難；例如當個案抱怨工作太多時，究其真意

若為教室太熱人不舒服，應試著幫助他解決燠熱不舒服的問題，而不是與其爭

執工作一點也不多，或說服個案其能力對於工作勝任有餘。 

         ★  嘗試轉移個案對於不安情緒、負向認知等的注意力，給予鼓勵、安排短暫休

息、活動或空間的暫時轉換等策略，使行為曲線不再往上飆升。     

5.第五階段：頂峰期（Peak） 

      ˙ 出現嚴重威脅自身或他人安全的行為，包括破壞東西、自傷、攻擊等。 

      ˙ 此階段個案正經歷一場風暴，其處理的核心重點乃在「安全」。 

    6.第六階段：緩和期（De-escalation） 

      ˙ 生理反應強度緩和不少，情緒感到懊悔羞愧，認知則感到混淆、羞愧等； 

         行為上對指令有較多的配合、歸罪他人、逃避對行為問題的討論等。 

      ˙ 此階段處理的重點在同理，而非同意其不適切的情緒行為反應，此時切忌急著 

         與個案檢討剛才發生的事件，亦不適合批判對錯，以免使個案惱羞成怒而造成 

         正在下降緩和的曲線再度揚升。 

    7.第七階段：恢復期（Recovery） 

      ˙ 生理反應回復到平靜，個案亟欲回到團體中，不太願意討論之前的風暴。 

      ˙ 如有專業輔導技能，可在此階段幫助個案整理事件的過程，並從中有所學習。 

 

   

 
 

  
攻 擊 
尖 叫 
自 傷 
逃 跑 
哭 喊 

挑釁、 
拒絕作業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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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躁不安、 
憤怒、無法
專注、喃喃
自語、無法
完成交代的
事（工作） 

激怒同儕 破 壞 
 

情緒強度 
慢慢減弱 
不知所措 
退  縮 
疲  累 
順  從 
睡  覺 

受 挑 釁 
被 懲 罰 
需求未滿足 合 作 

投入學習 
（工作） 

回 復 
安 靜 
合 作 

 

（二）「發飆行為曲線」在行為問題上的應用 

    1. 運用「發飆行為曲線」觀察個案行為問題的發展，藉此了解個案正在經歷的生理、  

情緒及認知的狀態。 

    2. 在不同階段做不同的處置 

       釐清「教育」、「處理」與「反應」三者的概念 

    3. 針對「發飆行為曲線」的七個階段研擬行為問題的處理策略。 

    4. 「發飆行為曲線」處理的重要原理：若行為問題在較前面的階段被解決時，其行 

       為就不會繼續往下一個階段發展，愈演愈烈。 

 

（三）  溝通在情緒曲線各階段的應用 

階  段 1.平穩期 2.促發期 3.震動期 4.加速期 5.頂峰期 6.緩和期 7.恢復期 

特 

 

 

徵 

生理 平穩 
緊張非肉

眼可分辨 

呼吸、肌

肉、眼神

的變化 

咬牙切齒

臉紅 

脖子粗 

出現 

發飆行為 

緩和 平穩 

情緒 
/ 

心理 

心理功能
運作正常 
情緒平穩 

略波動 負向情緒 強烈波動 
羞愧、 

懊悔 
平穩 

認知 
專注於 

任務 
分心 

出現非理

性想法 

矛盾 
想壓卻 
壓不住 

想逃避、

改過自新 

專注任務
＋ 

逃避檢討 

行為 任務行為 
非任務 

行為出現 

出現非溝

通口語 

沒行為 

（僵） 

討好、 

歸罪他人 
任務行為 

 

該做什麼？ 教育 處         理 教育 

處理原則 
 

 協助解決背後真正的問題 

 轉移注意力 
 安全  同理  

給予增強 發現先兆 反應中斷 重新指令 退出戰場 故意忽略 增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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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重點 

給 予 

注 意  

增 強 

適 當 

行 為 

 

 

 消除導火

線，找出問

題來源並幫

忙解決 

 使用「肯定

型」的語句

溝通 

 同理：幫個

案標示情緒

或想法 

 

 給他關注，

讓他做一些

他喜歡的活

動，但還是

得回來做該

做的事。 

 探求個案語

言背後真正

的涵意 

 避免落人個

案語言的陷

阱，以字面

上的意思進

行對談 

 同理：幫個

案標示情緒

或想法 

 使用簡潔的

語句 

 注意「肢體

語言」、「語

調」和「語

氣」 

 

 冷靜、引導

個案降低攻

擊力 

 注意「肢體

語言」、「語

調」和「語

氣」 

 使用簡潔的

語句、講重

點、不要糾

正 

 以「同一陣

線」或「幫

助者」的角

度對應，避

免對立 

 尋求個案的

合作 

 

 減少語言

刺激不要

加入權力

抗爭 

 特別注意

「遣詞用

字」、「語

調」和「語

氣」 

 必要時指

令簡潔，

以「動詞」

為主 

 確保安全 

 給他時間

和空間、

「等」 

 

 ̇不要火上加
油， 

   不要指
責，假裝
沒事。 

 執行個案
選擇後的
結果。 

 同理：幫
個案把他
的情緒、
感覺或想
法說出來 

 互動時注
意彼此間
的位置 

 注意「遣
詞用字」、
「肢體語
言」、「語
調」和「語
氣」 

 輔導人員
避免侃侃
而談長篇
大論 

接   納 

 

適   時  

處   理 

 

※ 適時採用『同理、鼓勵、轉移、限制、

選擇』等溝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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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延平中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領域工作坊第 6次會議記錄 

時間 111年 12月 9日 

地點 905教室 

出席人員 林寶秀、呂佩臻老師 

記錄 林寶秀老師 

研討主題 教學研討--國三 二次函數課程活動設計 

主席(主講人)/服務單位 呂佩臻老師 

 

 

課程主題 帶學生操作 geogebra認識二次函數 

一、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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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業成果 

 

三、反思 1. 學生對於軟體操作較陌生，需要先花時間讓他們熟悉介面 

2. 以兩人一組的方式操作，能讓資訊能力較弱的同學獲得協助 

3. 使用 Chrombook帶領學生操作，有些學生會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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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延平中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領域工作坊第 7次會議記錄 

時間 111年 12月 26日 

地點 國二 2班 

出席人員 國二教師群 

記錄 呂佩臻老師 

研討主題 教學研討 1─國二課程活動分享 

主席(主講人)/服務單位 林寶秀老師 

 

學習領域 數學 單元名稱 2-1 線型函數 

課程內容 密碼與數學 版本教材 康軒版第四冊 

教學對象 國二 設計教師 林寶秀 

生涯發展 

與 

數學 

能力指標 

涯 J5 探索性別與生涯規劃的關係。 

涯 J4 了解自己的人格特質與價值觀。 

涯 E9 認識不同類型工作/教育環境。 

涯 U8 具備生涯評估與決定的方法，展現反思與彈性的能力。 

C-T-2 能把情境中數量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示出來 

教案設計內容 

1. 引起動機： 

由電影《模仿遊戲》引入，了解密碼學與數學的應用關係，並從中認識數學家

圖靈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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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解方程式認識數學家圖靈的一生。 

數學家、密碼分析學家和計算機科學家―艾倫·圖靈，19 歲就進入英國劍橋大學就

讀，畢業後便提出「圖靈機」的構想，圖靈機不是一部機器，而是一個抽象的運算

模型，這也使他被譽為「計算機科學之父」。1938 年，圖靈就在普林斯頓大學取得

博士學位，從上大學到取得博士學位的時間剛好是他享年的 。圖靈次年便受英國皇

家海軍招聘，負責破譯納粹德國軍事密碼的工作，此後的 10 年間，他除了成功解密

德國的密碼系統「Enigma」（恩尼格碼），更在 1949 年提出判別機器「是否具人工智

慧」的著名測試―「圖靈測試」。但圖靈的人生卻沒有像研究之路般順遂，後來他因

同性戀相關罪名被定罪，使精神與身體上受到極大的扭曲，最後在 1954 年服用含氰

化物的蘋果自殺身亡。圖靈逝世那年起，又過了享年的 的時間後，英國政府通過艾

倫·圖靈法案，才讓 49,000 位過去因同性戀定罪者被赦免。試問以下敘述何者錯誤？

(A)圖靈出生於西元 1912 年       (B)圖靈在 26 歲時取得博士學位   

    (C)圖靈提出圖靈測試時已滿 40 歲 (D)艾倫·圖靈法案在西元 2017 年生效 

3. 認識質數的其他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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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線型函數與函數值； 

 

(本題取自康軒版麻辣講義) 

將明碼「yphs」加密為密碼是？__________ 

將密碼「shxc」解密為明碼是？__________ 

 

5. 問題與討論 

(1) 圖靈的人生故事，最印象深刻的部分是？ 

(2) 密碼學來看我們國中所學的數學，說說你新習得的數學的應用立場？或是

無用論立場？ 

(3) 在你的國中階段生涯抉擇，請選擇以下一個面向，簡單寫下你可能遇到的

挑戰或是困難？有想過用什麼資源來解決你的問題？ 

(A) 性別  (B)家庭  (C)學業能力表現  (D)我的其他專長與興趣 

 

  



 22 

臺北市私立延平中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領域工作坊第 8次會議記錄 

時間 112年 01月 04日 

地點 
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臺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 430 巷 1

號)  

出席人員 數學科領召 

記錄 呂佩臻老師 

研討主題 111上學期國中數學領域專業成長領召回流 

主席(主講人)/服務單位 五常國民 

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臺北市國中數學領域召集人回流研習班 

實施計畫 

一、依據：本中心112年度研習行事曆暨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111學年度輔導工作計畫。 

二、研習目標 

(一)協助領域召集人正確掌握十二年國教的目的與精神，配合國教推動，積極增能，並轉

化為行動力，帶領社群活化教學。 

(二)發展以學生學習為核心之課堂教學文化，透過研習培訓，進行增能、分享與專業對

話，促進教師之專業成長，提升教學效能。 

(三)凝聚團隊合作精神，結合「由下而上」以及「由上而下」的力量，積極推動領域備課

社群，強化具專業效能的教學團隊。 

(四)於現有優質基礎下，再提升教師教學、評量專業知能，保障學生學習品質效果，帶好

每一個學生，建構學生學習的贏家學校。 

三、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 

(二)協辦單位：臺北市國中數學輔導團、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臺北市立興雅國民中

學。 

四、研習對象：本研習為調訓性質，各校務必薦派數學領域召集人老師參加。 



 23 

五、辦理日期：112年 1月 4日(星期三)下午 13:20-16:20。  

六、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1年 12月 29日(星期四)止。 

七、研習人數：本市公私立各國中 111學年度數學領域召集人 1名，預計 90人。 

八、研習地點：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臺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 430巷 1號) 

九、課程內容：（課程如有修改，以網路公告為主） 

 

日期 時間 節數 課程內容主軸 講座 

1/4 

(三) 

13:00-13:20  報到 莊國彰校長 

13:20~15:20 2 數學任務中的提問設計 吳如皓輔導員 

15:20~16:20 1 
臺北市公版段考試題暨

素養命題工作坊分享 
莊國彰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