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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校共好的教學實踐~數學咖啡館-臺中市立中港高中 

 (圖文/ 國中小及學前教育組謝佩娟提供) 

教育部今(107 年 7 月 24 日)在 107 年全國教育局處長會議中，邀請到臺中市高中港高

中數學教師也是數學咖啡館的創辦人-彭甫堅老師，來分享是如利用社群的力量協助各地

社群備課研習並進行專業學習社群增能，以厚實新課綱的實踐動能。 

今年暑假才剛開始沒多久，全國教師運用假期、甚至週六、日參加一個個在臺灣各地

舉辦的教師增能工作坊，南投縣立爽文國中王政忠主任發起夢 N 系列教師自主研習工作

坊~、陳光鴻老師的表達力年會、教育噗浪客年會、微翻轉年會、數學咖啡館年會、SF(Sci-

Flipper)年會等，這些研習開放報名幾乎都秒殺爆滿，這些跨校社群帶來滿滿的能量，讓臺

灣創新教學遍地開花，甚至吸引了澳門、香港、上海、北京、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海外

老師自費住宿前來臺灣取經。老師們專業增能、實踐改變的動機，都是來自於希望引導孩

子找到學習北極星，教師集合各種正面能量，希望促進每個孩子都有成功的學習經驗。 

跨校群數學咖啡館也是這些正面能量之一，目前數學咖啡館在全國 22 縣市都有跨校

分區共備社群，在香港、上海、北京也都有合作或社群，教師用社群的力量互助學習，並

將所學帶回班級，再提升學生的學習。而數學咖啡館老師們的生活日常風景之一即為「共

同備課」，共同備課有三個目標： 

目標一是讓難懂變簡單：以數學中的期望值教學為例，透過教學模式改變、去除雜訊

整理重要資訊、示範數學閱讀理解、列出解題主架構，去除數學專有名詞、符號，從脈絡

中設計問題，引導學生思考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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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是降低數學語言符號門檻：從生活情境出發進行教學設計，例如教

∑_(k=1)^10▒k 之前先教 1+2+…+10。因為數學符號是一種語言，可以加速高層次數理邏輯

溝通，但學生而言，卻經常是無法進入數學世界的門檻。當我們將符號門檻降到最低，用

生活共通語言替代，才能讓孩子對學習有感。 

目標三是讓學習有趣、有效又有用：例如現常有學生問，學三角函數要做什麼？生活

上又用不到？過去老師標準回答方式是，大二工程數學就會用到，但數咖則設計出一套三

角函數桌遊，學生在遊戲中學習，有趣又有效。 

數學咖啡館秉持著「奉茶割稻精神」，集合許多人力量，共同為教會教室內的每個孩

子而努力。一個創新的教具、教材及個案，可能需要兩到三年才能成熟，因此需要集合很

多老師共同努力，才能讓每一個數學知識點都有相對應的創新教學資源。數學咖啡館就是

發揮臺灣本有的奉茶割稻精神，每個人付出自己最亮的一招，那麼就會有 N 招，再把夥伴

的方法用在自己的班上，微調修正後又可以將夥伴 N 招從 1.0 版提升到 2.0 版，就像是有

機不斷成長新枝的知識樹、資源庫。再透過與不同社群的交流，擴大正面能量。 

十二年國教課綱的成功關鍵教師的教學，現場有許多教師跨校成立社群，朝著讓每個

孩子都能找到學習的北極星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