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處室(學科)計畫/工作執行摘要表 8 

處室(學科)：教務處 組別：實驗研究組 學年度：107-2 

計畫/工作名稱：數學素養 

辦理時間：108年 2月 15日(星期五) ～108 年 5 月 17日(星期五) 

實施對象：高一學生 

工作內容

（課程活

動內容） 

中學階段學數學的重要目標是藉由數學思考的訓練，結合數學的能力與

方法，形成解決問題的能力。而桌上遊戲不僅具有邏輯性與思考性，更

兼具了一定程度的娛樂性，因此我挑選幾款適合在課堂中進行的桌上遊

戲，設計成幾堂多元課程，在本校特色課程「數學素養」中實行，主要

透過操作桌上遊戲的過程，用邏輯思考找出是否有方法能提升遊戲獲勝

的策略或找出遊戲盲點。 

成效評估 

質性檢核(請描述辦理成效及特色) 

分組進行桌上遊戲的討論，學生均感覺新鮮，討論熱烈，且對於推理結

論皆為正確思考脈絡，顯示其課堂上的活動能達到預期目標，確實能在

數學的背景之下，促進學生邏輯思考。 

量化檢核 

參加人次：兩場合計約 60人 

舉辦場次/時數：共辦理兩場，分別各兩堂課。 

滿意度統計等：佳 

改進建議 

執行問題或待改進項目： 

第一場：於一般教室舉行，受限於場地關係，某些遊戲無法充分讓小組

討論與發言，並且在遊戲的過程中聲音稍大，擔心會影響隔壁班級

授課，因而多次要求控制音量使流程稍延誤。 

第二場：於專科教室舉行，完全改進第一場所遇到的問題，過程中更能

使小組充分討論並且小組成員皆能透過邏輯思考去分辨出對遊戲增

加勝利機率的操作策略。 

建議： 

雖桌上遊戲著重邏輯思考，但均建立在不同的數學基礎上，唯現今桌

上遊戲單價不低，分組討論時需同款桌上遊戲採購多款，以至於

一學期能進行的主題並不多。 

 

  



活動照片及說明 

  

108.04.12高一生於 113 教室討論「豆腐

王國」策略。 

108.04.12 高一生於 113教室討論「終極

密碼」策略。 

  

108.04.12高一生於 113 教室進行桌上遊

戲討論全景。 

108.05.10 高一生於專科教師討論「情

書」策略。 

  

108.05.10高一生於專科教室討論「終極密

碼」策略。 

108.05.10 高一生於專科教室進行桌上遊

戲討論全景。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處室(學科)計畫/工作執行摘要表 1 

處室(學科)：教務處 組別：實驗研究組 學年度：107-2 

計畫/工作名稱：「文學走讀」跨校社群 

辦理時間    108年 3 月 20日(三) 12：10～16：00 

參加對象 

成功高中邱淑霞老師、成功高中江美儀老師、成功高中張麗花老師成

功高中林沅蓉老師、成功高中王淑麗老師、成功高中林汶萱老師華江

高中石惠美老師、松山高中林靜怡老師、松山高中吳薇儀老師 

中山女中徐倩如老師、北一女中陳美桂老師 

工作內容

（課程活動

內容） 

◆華江高中石惠美老師主講： 

  「跨域越讀──《紅樓夢》與大數據」 

◆研習重點： 

1.課綱核心素養 

2.總綱與領綱的銜接 

3.校本必修特色課程的規準(限制?) 

4.校本必修課程跨領域課程實務經驗分享 

    感謝大家今天的參與提問，珍貴而且專業。惠美拋磚，回饋的盡

是珠玉，而且是從國文科的學科專業角度出發，更能撥開跨科的迷霧

與迷失。 

    跨科最大的恐懼是失去學科面目，主客主從之間，容易失去「以

學生為中心」的課程主軸，唯有不斷反覆辯證課程最終目標究竟為

何，學科方能各自就定位，協力前行。 

成效評估 

◆分享與回饋： 

Q1：學生是否須具備有《紅樓》文本的閱讀經驗? 

A1:課程的設定，僅是將此一文本設定文科普文本，且在文本訊息中

即可擷取研究假設的動機訊息，故學生並不需要有《紅樓夢》亦

可完成學習單任務。 

Q2：課程內容如何與文學本質連接與運用? 

A2：就摘要策略而言，是學習的工具，而且是跨學科皆可運用的。

從國文科的文學性文本到科普的知識性文本，摘要策略都可幫助

學生正確的擷取重要資訊，並形成簡要主旨，即畫對重點。 

就大數據運用而言，則結合圖書資訊能力指標，引導學生初步認

識大數據如何在他們現今的生活中隨形，而且悄然無聲地影響著他們

(甚至是控制他們)。他們隨時隨地毫不經意留下的數位足跡，又是如

何被運用?他們該如何解讀氾濫到幾乎無法辨別真假的網路(假)新聞及

(假)數據資料這即是課綱中的極強調的「真實情境的應用能力」，就是



素養。 

例如網路名店的星級分數如何參考與解讀？減肥資訊的研究數據

與研究方法的可信來源？甚至是網路暢銷排行榜的排名數據數量?數

據來源？ 

數位與人文的主從，我個人看法是數據為輔，人文為主，如此的

解讀方能展現人性的溫度，也才能有獨立且獨創的思考，而這也正呼

應了與文領綱中的精神。 

Q3：可引進大學端師資進行客座講師(東吳大學大數據系)，可有效加

深文本在大數據領域的閱讀理解。 

活動照片及說明 

  

惠美老師說明如何施行閱讀策略 社群夥伴專注聆聽分享 

  

共同備課：社群夥伴與惠美老師討論 共同備課：大數據如何運用於教學 

  

社群的夥伴於研習會後合影 惠美老師分享如何跨域越讀《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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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處室(學科)計畫/工作執行摘要表 2 

處室(學科)：教務處 組別：實驗研究組 學年度：107-2 

計畫/工作名稱：「文學走讀」跨校社群 

辦理時間    108年 4月 17日(三) 12：10～16：00 

參加對象 

成功高中邱淑霞老師、成功高中江美儀老師、成功高中張麗花

老師成功高中王淑麗老師、成功高中林汶萱老師、華江高中石

惠美老師松山高中林靜怡老師、松山高中吳薇儀老師、中山女

中徐倩如老師 

北一女中陳美桂老師、建國中學楊玉玲老師、復興高中何儒育

老師華江高中石惠美老師 

工作內容

（課程活

動內容） 

◆復興高中何儒育老師主講： 

「君子必辯：批判性思考與課堂辯論實踐」 

◆研習內容 

1.兩種「辯論」傳統 

2.學界對「辯論」的定義 

3.辯論元素：(參見照片) 

4.〈哲學與創意思維〉的「辯論活動」與「辯論比賽」 

5.「辯論活動」的課堂演練舉例：以學測考題為例，要寫一題

學測考題，需要具備哪些「素養」？ 

成效評估 

◆分享與回饋： 

1.從《荀子‧成相》及《韓詩外傳》中，探討「辯」的行為哲學

傳統，足見辯論具有哲學思辨之訓練，而中國自古即重視

之。 

2.「微辯論」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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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左忠毅公逸事〉一文中，左光斗「面署第一」是否公

平？ 

  ○2規定校服是否合理？請同學分為正反兩方辯論。 

3.東亞哲學重要論題：實際解決學生的生命處境。從《論語》

與《莊子》看「學」的意義)→哲學論題：「學」之概念與實

踐 

4.被討厭怎麼辦？(《被討厭的勇氣》班級讀書會／電影：高年

級實習生) →哲學論題：「情」之概念與安頓 

5.拒當大腦殖民地！(批判性思考／辯論比賽)→哲學論題：解蔽

與慎思明辨之實踐 

6.觀摩 2013海峽兩岸高中學生辯論比賽-冠亞軍決賽(上) 

7.回饋： 

（A）評審：○1正方反方何者論點最具說服力？為什麼？○2何

者最不具說服力？為什麼？○3最精彩的攻防？○4正反雙方哪

一方較精采？○5正反雙方的最佳辯士？ 

（B）辯論雙方：○1經驗心得。○2完成度最高的論證。○3覺得我

方表現最佳之處。○4對方完成度最高的論證。○5對方的最佳之

處。 

活動照片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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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儒育老師以 PPT說明辯論之必要 何儒育老師引導學生上台辯論 

  

社群夥伴專注聆聽何儒育老師的分享 陳美桂老師提出分享心得 

 

 

何儒育老師以 PPT說明辯論之元素 研習會後，社群夥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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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處室(學科)計畫/工作執行摘要表 3 

處室(學科)：教務處 組別：實驗研究組 學年度：107-2 

計畫/工作名稱：「文學走讀」跨校社群 

辦理時

間    

108年 5月 1日（三）13：30～16：30 

參加對

象 

北一女中陳美桂老師、成功高中邱淑霞老師、成功高中張麗花老

師中山女中徐倩如老師、建國中學吳昌政老師、建國中學楊玉玲

老師華江高中石惠美老師、松山高中吳薇儀老師、松山高中林靜

怡老師松山高中黃文琪老師、成功高中 323班準大學生 11位

（校外教學） 

工作內

容（課

程活動

內容） 

◆北一女中陳美桂老師主講： 

  「耳朵帶路——台北街道尋聲」（剝皮寮歷史街區） 

1.介紹台北文學季「耳朵帶路」的活動意義： 

  相異的時空，於不同身分的作家，對臺北有著不同向度的詮

釋。他們在臺北的某處、某街，因著某景、某情，誠實地對一座

城市以及居住其中的人傾訴。後來的我們，閱讀到這些段落，在

字裡行間循線探索作家所言的臺北樣貌。 

2.介紹「耳朵帶路」策展經過： 

  十個文本涉及十條臺北街道：延平南路的「臺北公會堂」、大

稻埕大平街、舊時的川端橋、德惠街、中華路一側不復存在的順

興茶館、邊緣的社子島、和平東路、繁華的仁愛路敦化南路一路

往 101 大樓、臺北後站的「印尼街」。 

    影像藝術家盧子珩以後設詮釋，將文本轉化成影像，以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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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與「聽的設計」作為影片的主要表現形式，結合街聲、人

聲、朗讀聲等，完成臺北既魔幻又寫實的發聲日記。片中由馬翊

航、陳又津、盛浩偉、黃麗群演出，四位作家穿梭在十條街道

上，以聽覺的方式打開你對臺北的想像。 

3.介紹「耳朵帶路」展覽內容：  

    城市的變遷，不僅指人事、建築、景物，許多過去存在的聲

音，現在也不復或不易再聽聞，本區選定「鐵路」、「河川」、「中

華商場」、「圓山動物園」、「江山樓」5 個「聲音絕版品」，這些

曾是臺北城居民重要的集體記憶聲響，如今消失或隱沒。 

    與聲音藝術家許雁婷，自每一主題挑選一文本，以田野音、

模擬音、歷史音、作家朗讀聲等方式重新詮釋文章，將文字轉譯

成聲音表現，並依照不同主題的特性與脈絡，透過量身訂作的

「聽」的方式。讓我們在「聽」的過程，除了思索消失聲音的意

義，也在各種聲音的設計中，恢復耳朵的敏感。 

     5個主題分別以郝譽翔〈青春的北淡線〉、舒國治〈水城臺

北〉、吳明益《天橋上的魔術師》、何曼莊〈台北動物園：一座城

市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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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吳瀛濤〈江山樓．臺灣菜．藝旦〉為主要文本，並也邀請

到郝譽翔、舒國治、吳明益、何曼莊的母親以及熟悉日本時期文

學的陳允元獻聲朗讀，共同完成作品。 

 

 

 

 

 

 

 

1961年，臺北市為了整頓市容、安置違章戶，建立八連棟的中

華商場，後因捷運等都市規劃於 1992 年拆除。中華商場的壽命

雖只有短短三十年，卻是許多臺北人永恆的回憶。圖片為中華路

一段，由北往南望，右側建築為中華商場。畫面擷取自 1962 

年，中日合作電影《海灣風雲》。 

成效評

估 

◆心得回饋： 

一、街道，臺北的內在 

    或許，認識城市是從一條街開始；我們藉由言說某條街，想

像一座城市的存在。街道充滿各種細節，各式人事物不斷發生，

組織成日常。日常鮮活，而在其中的我們，也透過日常，堆疊、

建構對城市的情感。 

    每一條街，有著相異的出身、特性，嘗試把它們平行排列，

所組合成的綺麗而豐沛的色彩就是臺北的內在。臺北，也就是擁

有這些細節，才讓人更加喜歡。 

二、使用耳朵的練習 

    我們的眼睛強勢、耳朵是邊緣的，以一種「轉熟為生」的練

習，讓我們在面對習以為常的日常狀態時，用聽覺代替視覺，去

除既定的認知與框架，以一種旁觀的、未知的態度，重新聆聽生

活。 

    採集街聲，寫一篇臺北的聲音日記，以不同的關鍵字發掘臺

北內在，聆聽它的風格及主張，並且尋線找尋消失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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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重聲音開放、充滿對話的特質，以街聲、朗讀聲、音效

聲、擬聲將文本以不同的形式表現，期待誘發新的敘事可能。並

且以聲音記憶的書寫、歌曲詮釋等途徑，建構閱讀聲景，提供另

一種靠近文學的方式。 

三、我的城市我的歌 

    音樂總能夠很快地帶我們回到某個情境，帶我們墜入與一座

城市的情網。借用陳珊妮的歌曲「如同臺北被下載了幾次」─我

們下載著選歌人的音樂，與城市墜入情網，而每一次下載、打開

檔案、聆聽，對於臺北便是一種真實的互動。 

 

活動照片及說明 

  

陳美桂老師導覽展覽文物 陳美桂老師介紹台北街道的歷史 

  

隨行的同學們專注聆聽說明 同學們觀賞關於台北的城市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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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商場的門牌號碼 台灣民謠的介紹 

  

夥伴們專心聆聽關於民謠的故事 學生們專注閱讀建築改造的歷史 

  

陳美桂老師介紹市場的更新歷史 關於街道與市場的變革書籍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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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讀夥伴們於「耳朵帶路」合影 參與研習的師生一起合影 

  

學生們於馬蹄形的特色建築前合影 夥伴們於馬蹄形的特色建築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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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處室(學科)計畫/工作執行摘要表 4 

處室(學科)：教務處 組別：實驗研究組 學年度：107-2 

計畫/工作名稱：「文學走讀」跨校社群 

辦理時間    108年 5月 15日（三）12：10～16：00 

參加對象 

北一女中陳美桂老師、成功高中邱淑霞老師、成功高中張麗花老

師成功高中江美儀老師、成功高中王淑麗老師、中山女中徐倩如

老師建國中學吳昌政老師、建國中學楊玉玲老師、華江高中石惠

美老師松山高中吳薇儀老師、松山高中林靜怡老師、松山高中鄧

淑華老師松山高中黃文琪老師、成功高中李仁展老師、成功高中

張家豪老師、成功高中游璧如老師、成功高中賴芸騫老師、成功

高中林汶萱老師、成功高中黃韻璇老師、成功高中吳昱君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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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內容

（課程活

動內容） 

◆建國中學吳昌政老師主講： 

  閱讀的邀請──如何引導學生「閱讀一本書」 

◆研習大綱： 

一、背景：一直以來，國文課本以選文為主，學生相對欠缺「閱

讀一本書」的學習體驗。尤其是長篇小說與現代論述文本的

缺席，也形成課堂國文教育「失落的一角」。教師也常感慨心

有餘而力不足。隨著國文選修課程的彈性增加，是否能找到

新的契機，將「閱讀一本書」帶回課堂上呢？ 

二、內容：重點不放在閱讀理論或者閱讀策略，而是透過實際的

教學歷程與案例，分享如何透過讀書會、課堂報告、活動設

計等多元方式帶領學生閱讀一本書。會具體呈現相關課程的

流程、教法、評量，以及學生的學習表現及學習回饋。 

三、閱讀文本：○1文學類—《小王子》、成長小說（《向光植物》、

《徬徨少年時》、《福爾摩沙惡靈王》、《邊城》等）、《天橋上

的魔術師》、《威尼斯商人》及其他莎士比亞名劇、《1984》。 

○2非文學類—《給青年科學家的十二封信》、《語言與人生》、

《人類大歷史》、《談美》、《我是誰》。 

四、讀書會同學推薦選讀書單： 

《人類時代：我們所塑造的世

界》 

《想像的共同體》 

《所羅門王的指環》 《被討厭的勇氣》 

《囚犯的兩難》 《看見：十年中國的見與思》 

《國際觀的第一本書》 《上一堂最好玩的日本學》 

《別鬧了，費曼先生》 《錢買不到的東西》 

《正義：一場思辨之旅》 《回家》 

《細菌：我們的生命共同體》  

 

 

成效評估 

◆心得回饋： 

一、期待學生養成的能力： 

1. 閱讀指定文本，深入瞭解文本的內容與特色 

2. 企劃、組織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3. 結合真實情境，應用語文的想像力與實踐力 

4. 運用公共媒體，面對社會大眾傳播自己的想法 

5. 連結社會真實情境，了解知識如何生產、傳播、接受 

二、為什麼選擇「成長小說」為閱讀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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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感教育」應該是中學階段文學教育的核心。學生透過小

說閱讀，得以間接經驗人生，特別是成長的過程可能面對的種種

情感與事件。在閱讀的過程中，學生彷彿參與了生命情境的預

演，或者重新溫習自己的生命課題，得以反觀自省，自我成長。

從這樣的角度出發，我選擇「成長小說」作為這學期的閱讀主

題。無論就語文教育或者文學教育而言，長篇小說都應該扮演舉

足輕重的角色，然而長篇小說的閱讀在台灣以範文為教學系統的

國文課程中付之闕如，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三、為什麼是推薦這些書呢？ 

    課本選的短篇小說作品固然都非常有代表性，藝術性很高，

但未必能夠在題材上直接喚起年輕讀者的共鳴。選讀的小說作品

除了反映成長意識的主題之外，應該要列入更多「接地氣」一些

的作品，符合閱讀者的生命成長經驗。這樣才容易引發閱讀的興

趣，讓讀者感受到閱讀與生活、閱讀與生命成長之間的關聯。同

時，也希望藉由一些小說，讓學生意識到某些社會議題與人生的

重要命題，這與成長息息相關。 

四、美的思索：《談美》讀書會經驗分享 

    閱讀這本書並且在課堂上導讀，首要任務是與作者達成共

識，指出篇章當中的核心概念，並且說明那些概念的內涵（定

義、闡述）與外延（例證）。其次是舉出生活中的其他實例，幫助

聽眾理解作者的觀點，進一步說明自己是否贊同作者的看法。也

就是先摘要書中內容大意，然後連結自己的生活經驗，加以評

論。 

    幾番報告下來，同學們似乎自己摸索、發展出一套模式：用

結構圖摘要文章重點內容（截取訊息、組織結構）；用是非題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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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念（截取訊息）或者用選擇題統整重要概念（統整解釋、

分析、比較）；用問答題要求讀者進行經驗連結與評價文本（省

思、評鑑）。 

    如果說只要學生留下一個觀念的話，希望他們能記得「整個

人生」不只有「實際人生」而已，「藝術人生」或者說美感的生命

其實也是人的需求，得以展現出自我的精神本色與價值。試題背

後的閱讀理解作圖題，就在引導學生思考這個觀念。 

活動照片及說明 

  

吳昌政老師分享學生朗讀文本的影片 昌政老師分享閱讀與創意結合的文本 

  

昌政老師分享學生閱讀寫作之歷程 參加研習的老師專注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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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研習的老師專注聆聽 會後，參加研習的老師請教問題 

  

昌政老師詳細回答老師們的疑惑 參加研習的老師於會後合影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處室(學科)計畫/工作執行摘要表 14 

處室(學科)：教務處 組別：實驗研究組 學年度：107-2 

計畫/工作名稱：複眼人跨科教師社群 

辦理時間：108年 3月 22日(星期五) ～108 年 5 月 17日(星期五) 

實施對象： 

(一) 專題演講：本校地球科學科教師、【從地震波看地球】選修學生、【化石說故

事】選修學生 

(二) 社群：本校【複眼人】跨科教師社群教師 

工作內容

（課程活

動內容） 

一、本校高一特色課程選修專題演講 

(一)108.3.22【從地震波看地球】研習 

研習時間：108.3.22星期五 10:10--12:00 

研習地點：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求是樓 3樓地球科學教室 

研習主題：利用地震學方法，探討板塊運動機制 

研習講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林佩瑩教授 

主辦教師：地球科學科陳奕尹老師 

參加人員：地球科學科教師 2人、學生 30人 

 

(二)108.3.22【化石說故事】研習 

研習時間：108.3.22星期五 10:10--12:00 

研習地點：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科學館自然科學教育系 

研習主題： 

8:20-9:20 專題演講：寒武紀大爆發與三葉蟲 

研習講師：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吳天偉教授主講 

.9:20-9:30 系所介紹 

研習講師：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兩位學生介紹 

主辦教師：地球科學科謝莉芬老師 

參加人員：地球科學科教師 1人、學生 21人 

 

(三)108.3.29【化石說故事】研習 

研習時間：108.3.29星期五 8:20--10:50 

研習地點：國立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地質標本館 

研習主題： 

8:20-10:00 專題演講：生痕化石  

研習講師：國立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施路易教授主講 

.10:00-10:10 系所介紹 

研習講師：國立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吳逸民教授主講 

10:10-10:50 參訪臺大地質標本館 

 



 

研習講師：臺大地質系志工 

主辦教師：地球科學科謝莉芬老師 

參加人員：地球科學科教師 1人、學生 21人 

 

(四)108.5.17 研習 

研習時間：108.5.17星期五 8:20--9:20 

研習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 

研習主題：標準化石 

研習講師：國立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施路易教授主講 

主辦教師：地球科學科謝莉芬老師 

參加人員：地球科學科教師 1人、學生 21人 

 

二、複眼人共備跨科教師社群 

(一)複眼人共備一 

研習時間：108.2.18星期一 11:10-12:50 

研習地點：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綜合大樓 2樓圖書館大討稐室 

研習主題：人與環境的連結、核心問題 

研習講師：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鄭毓瓊老師、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

中學黃琪老師 

參加人員：本校教師 9人 

 

(二) 複眼人共備二 

研習時間：108.3.4星期一 11:10-13:40 

研習地點：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綜合大樓 2樓圖書館大討稐室 

研習主題：學習內容、核心問題 

研習講師：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鄭毓瓊老師、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

中學黃琪老師 

參加人員：本校教師 9人 

 

(三) 複眼人共備三 

研習時間：108.3.18星期一 11:10-13:00 

研習地點：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綜合大樓 2樓圖書館大討稐室 

研習主題：核心素養表現任務 

研習講師：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鄭毓瓊老師 

參加人員：本校教師 9人 

 

(四) 複眼人共備四 

研習時間：108.4.1星期一 11:10-12:50 

 



 

研習地點：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綜合大樓 2樓圖書館大討稐室 

研習主題：核心素養表現任務 

研習講師：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張晏豪老師、謝莉芬老師 

參加人員：本校教師 9人 

 

(五)複眼人共備五 

研習時間：108.4.15星期一 11:10-12:50 

研習地點：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綜合大樓 2樓圖書館大討稐室 

研習主題：領綱帶入課程脈絡 

研習講師：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鄭毓瓊老師 

參加人員：本校教師 9人 

 

(六)複眼人共備六 

研習時間：108.4.29星期一 11:10-12:50 

研習地點：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綜合大樓 2樓圖書館大討稐室 

研習主題：組織課程選擇 

研習講師：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鄭毓瓊老師 

參加人員：本校教師 8人 

 

(七)複眼人共備七 

研習時間：108.5.20星期一 11:10-12:50 

研習地點：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綜合大樓 2樓圖書館大討稐室 

研習主題：發展學習活動 

研習講師：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鄭毓瓊老師 

參加人員：本校教師 8人 

 

(八)複眼人共備八 

研習時間：108.5.27星期一 11:10-12:50 

研習地點：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綜合大樓 2樓圖書館大討稐室 

研習主題：海洋廢棄物、海洋危機 

研習講師：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謝莉芬老師、傅怡雯老師 

參加人員：本校教師 7人 

 

(九)複眼人共備九 

研習時間：108.6.10星期一 11:10-12:50 

研習地點：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綜合大樓 2樓圖書館大討稐室 

研習主題：發展學習活動 

研習講師：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呂蕙黛老師、胡義翎老師 

 



 

參加人員：本校教師 7人 

 

(十)複眼人共備十 

研習時間：108.6.17星期一 11:10-12:50 

研習地點：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綜合大樓 2樓圖書館大討稐室 

研習主題：精緻表現任務 

研習講師：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鄭毓瓊老師 

參加人員：本校教師 8人 

 

(十一)複眼人共備十一 

研習時間：108.6.24星期一 11:10-12:50 

研習地點：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綜合大樓 2樓圖書館大討稐室 

研習主題：發展評量 

研習講師：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鄭毓瓊老師 

參加人員：本校教師 8人 

 

(十二)複眼人共備十二 

研習時間：108.7.19星期五 12:10-17:10 

研習地點：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綜合大樓 2樓圖書館大討稐室 

研習主題：課程設計統整 

研習講師：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莊若雯、張家豪、呂蕙黛、張晏豪、

傅怡雯、胡義翎老師 

參加人員：本校教師 7人 

成效評估 

質性檢核(請描述辦理成效及特色) 

一、高一特色課程選修專題演講： 

1.能讓選修地科特色課程學生更多瞭解地科相關知識內容。 

2.能讓選修地科特色課程學生認識大學地科相關科系。 

二、複眼人共備跨科教師社群 

1.邀請愛思客團隊指導：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鄭毓瓊老師、臺北市

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黃琪老師 

2.藉由共備讓本校老師了解素養導向課程設計。 

3.藉由一學期的共備，將於 108學年度第 1學期高二開設複眼人多元

選修課程。 

量化檢核 

一、高一特色課程選修專題演講： 

參加人次：教師 6人次、學生 100人次 



1.108.3.22 教師 2人、學生 30人 

2.108.3.22 教師 1人、學生 21人 

3.108.3.29 教師 2人、學生 28人 

4.108.5.17 教師 1人、學生 21人 

舉辦場次/時數：舉辦 4場、6小時。 

 

二、複眼人共備跨科教師社群： 

參加人次：教師 98人次、學生 100 人次 

1.108.2.18 教師 9人 

2.108.3.04 教師 9人 

3.108.3.18 教師 9人 

4.108.4.01 教師 9人 

5.108.4.15 教師 9人 

6.108.4.29 教師 8人 

7.108.5.20 教師 8人 

8.108.5.27 教師 7人 

9.108.6.10 教師 7人 

10.108.6.17 教師 8人 

11.108.6.24 教師 8人 

12.108.4.29 教師 7人 

舉辦場次/時數：舉辦 12場、30小時。 

 

改進建議 

執行問題或待改進項目： 

1. 高一特色課程選修專題演講：【從地震波看地球】學生於必修課程

剛學完板塊運動，尚未完全熟悉內容，因此對教授演講需要時間消

化、吸收。 

2. 高一特色課程選修專題演講：【化石說故事】學校安排選修課的時

間為星期五第 12節，對於任課教師安排至博物館學習，或大學科

系專題演講時間非常緊湊。 

3. 複眼人課程開課在即，老師們之間仍要安排時間一起共備。 

建議： 

1. 高一特色課程選修專題演講：【從地震波看地球】於演講前一節課

概略複習必修內容，並綱要式介紹演講重點，讓學生做足準備，會

更容易吸收演講的內容。 

2. 高一特色課程選修專題演講：【化石說故事】建議對於此種會設計

校外教學的課程盡可能安排於 34 節課或 67、78節課。 



3. 未來複眼人課程進行時，繼續進行觀課議課，讓課程更臻完善。 

 

 

 

活動照片及說明 

 

 

108.3.22於成功高中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球科學系林佩瑩教授主講【利用地震學

方法，探討板塊運動機制】 

108.3.22 於成功高中由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地球科學系林佩瑩教授主講【利用

地震學方法，探討板塊運動機制】 

 

 

 

 

 

108.3.22於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由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吳

天偉教授主講【寒武紀大爆發與三葉蟲】 

108.3.22 於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由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

系吳天偉教授主講【寒武紀大爆發與

三葉蟲】 



 

 

 

 

 

 

 

 

 

 

108.3.29 參訪國立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系

主任吳逸民教授和施路易教授合影 

 108.3.29 參訪國立臺灣大學地質科學

系施路易教授指導學生觀察生痕化石 

  

108.5.17 參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

米泓生教授介紹地科系與標準化石 

108.5.1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米

泓生教授指導觀察標準化石 

  

108.7.19 複眼人共備跨科教師社群討論課

程 

108.7.19 複眼人共備跨科教師社群討論

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