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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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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課
程
名
稱
釋
義

二
、
擬
定
數
學
目
標

三
、
編
定
教
材
大
綱

四
、
設
計
數
學
方
法

五
、
實
施
教
學
評
量

、
課
程
名
稱
釋
義

「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
一
詞
首
先
給
人
的
第
一
印
象
就
是
一
種
學
術
研
究
的
至
題
，
亦
即
是
一
種
學
問
或
學
術
的
代
稱
，
就
定
義
(
口
丘
T

E

立
。
口
)
的
外
延
(
開
M
n阱
。
但
已
。
但
)
觀
之
，
它
是
一
種
抽
象
的
、
無
形
的
、
糢
糊
的
與
神
秘
的
理
念
存
在
;
就
其
內
涵(2
Z

口
1

丘
。
口
)
觀
之
，
它
的
範
團
無
法
清
楚
界
定
，
內
容
艾
極
為
被
雜
分
歧
，
在
深
度
與
廣
度
方
面
，
皆
存
有
爭
議
疑
義
，
缺
乏
學
術
研
究
方
法
與

體
系
的
建
構
，
至
今
俏
乏
客
觀
蝶
件
不
足
以
形
成
最
嚴
謹
的
哲
學
。

所
有
有
關
哲
學
的
定
義
，
不
一
定
適
合
用
在
「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
的
名
詞
解
釋
上
，
若
想
把
「
三
民
主
蓊
哲
學
」
當
作
一
門
學
問
來
作
學

三
民
主
羲
哲
學
教
材
教
法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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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
主
援
學
報
第
十
三
期

術
研
究
，
與
在
課
掌
上
講
授
「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
課
程
之
間
，
可
能
存
有
諸
多
的
問
題
與
差
異•• 

諸
如
個
人
研
究
與
集
體
研
究
，
課
程
名
稱
與

研
究
主
題
之
間
的
差
異
。
把
「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
當
作
課
程
名
稱
，
除
了
包
含
其
本
身
即
為
研
究
主
題
之
外
，
俏
要
考
慮
教
學
原
理
、
教
學
目
標

標
、
教
學
進
度
、
教
學
設
備
與
教
學
評
量
等
各
種
問
題
，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是
教
材
教
法
的
設
計
與
安
排
。
因
此
，
培
養
學
者
專
家
本
就
不
易
，

若
能
兼
具
教
學
上
之
名
師
更
是
少
有
。

課
程
名
稱
之
擬
定
必
需
具
體
而
明
確
，
並
且
具
有
公
信
力
，
亦
即
合
乎
課
程
設
計
的
學
理
與
條
件
。
事
實
上
，
一
般
的
研
究
著
作
(
學
術

性
的
書
)
與
教
科
書
(
教
材
)
之
間
，
應
有
極
大
的
差
異
，
就
教
學
目
標
或
教
材
大
細
的
立
場
觀
之
，
任
何
一
種
研
究
著
作
都
只
能
觀
作
一
種

參
考
輔
助
教
材
，
而
絕
不
是
單
一
的
教
科
書
，
特
別
是
在
高
層
次
的
研
究
所
或
學
術
研
究
單
位
，
開
設
研
究
課
程
時
，
其
課
程
名
稱
，
絕
不
是

指
單
一
的
教
科
書
而
言
。
因
此
，
課
程
名
稱
的
首
要
意
義
即
指
「
教
材
」
而
言
，
所
謂
教
材
通
指
數
材
大
制
與
參
考
書
目
(
含
輔
助
教
材
和
媒

體
設
備
)
。

所
謂
課
程
名
稱
的
次
要
意
義
即
指
數
法
，
廣
義
的
教
法
不
限
於
教
師
的
學
悶
、
能
力
與
技
巧
三
條
件
，
而
同
時
合
攝
學
生
的
學
習
動
機
、

興
趣
與
教
果
三
要
素
，
再
加
上
研
究
的
主
題
、
參
考
資
料
以
及
教
學
工
具
與
技
巧
等
變
項
，
其
間
所
造
成
的
交
義
流
通
互
動
的
過
程
與
結
果
。

所
以
，
「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
課
程
的
實
質
意
義
，
主
要
是
指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教
材
教
法
而
言
。
此
外
，
俏
包
含
教
學
目
標
與
教
學
評
量
二
大
重

要
課
題
。

• 196 . 

二
、
摸
定
教
學
目
標

教
學
目
標
即
為
數
學
價
值
之
所
在
，
在
教
學
活
動
的
過
程
中
，
具
有
數
學
設
計
、
教
學
指
引
與
教
學
評
鑑
的
功
能
;
缺
乏
教
學
目
標
的
建

立
，
也
就
迷
失
教
學
的
方
向
，
標
的
和
理
想
，
甚
至
於
無
從
論
述
教
材
的
優
劣
和
教
學
的
成
敗
。
因
此
，
制
定
一
個
良
好
的
教
學
目
標
，
是
研

?
此
教
法
的
先
決
睬
件
。
依
據
研
究
的
目
的
，
「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
課
程
的
教
學
目
標
有
五•• 

村
認
識
「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
的
學
術
價
值
。

H
H分
析
「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
的
學
術
內
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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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ii 

門
開
比
較
「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
的
學
術
特
賀
。

關
評
劍
「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
的
學
術
功
能
。

同
創
新
「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
的
學
術
發
展
。

以
上
五
項
教
學
目
標
均
有
其
具
體
的
單
元
目
標
，
以
清
楚
解
釋
各
項
教
學
目
標
的
內
容
，
每
一
項
教
學
目
標
都
可
能
涉
及
到
某
些
命
題
假

設
，
推
理
演
繹
與
事
實
引
證
;
目
標
間
有
層
次
性
，
亦
即
具
有
系
統
的
組
織
結
構
。
換
言
之
，
細
節
化
的
教
學
目
標
就
是
一
種
教
材
大
綱
;
反

之
，
高
層
次
、
抽
象
而
文
最
精
筒
的
教
材
大
綱
就
是
其
數
學
目
標
的
化
身
，
其
二
者
關
係
極
為
密
切
。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的
學
術
價
值
何
在
?
由
於
「
三
民
主
義
」
需
要
從
事
學
術
化
的
研
究
，
創
新
與
發
展
，
三
民
主
義
本
身
是
否
即
為
一
種
學

術
倘
有
爭
議
，
有
如
三
民
主
義
是
否
即
是
一
種
哲
學
的
問
題
一
樣
，
需
要
作
某
些
學
術
性
的
處
理
。
在
思
考
與
判
斷
上
，
首
先
建
立
一
個
研
究

的
假
設
，
其
命
題
是
「
檢
證
三
民
主
義
的
學
術
方
法
與
基
礙
在
哲
學
，
亦
即
建
構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是
證
明
三
民
主
義
即
是
一
種
學
術
的
最
根
本

方
法
與
研
究
途
徑
」
。
因
此
，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的
學
術
價
值
就
是
在
證
明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是
一
種
優
越
的
學
術
。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的
學
術
內
涵
為
何
?
其
分
析
途
徑
，
首
在
檢
驗
三
民
主
義
是
何
種
哲
學
?
次
就
國
欠
遺
教
查
驗
其
哲
學
成
分
、
性
質
與

分
類
;
再
就
中
西
哲
學
思
想
各
專
家
學
派
比
較
其
關
係
;
最
後
再
根
據
後
人
之
研
究
、
補
述
、
增
訂
，
分
析
其
脈
絡
與
影
響
。
能
否
建
構
純
正

與
嚴
蠶
的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
其
儕
件
、
方
法
與
途
徑
為
何
?
均
是
本
目
標
應
該
研
究
的
重
點
。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的
學
術
特
質
為
何
?
戴
季
胸
先
生
在
「
孫
文
主
義
的
哲
學
基
礎
」
大
著
中
所
提
出
的
「
民
生
哲
學
」
是
否
必
然
是
三
民
主

義
的
哲
學
基
礎
。
民
生
哲
學
有
何
特
質
?
其
特
質
能
否
作
為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的
代
表
?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有
否
主
題
、
體
系
、
方
法
、
分
類
等
均

是
本
目
標
應
該
研
究
的
重
點
。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的
學
術
功
能
為
何
?
由
於
救
國
、
立
國
與
建
國
需
要
理
論
、
政
策
與
制
度
之
指
引
;
革
命
需
要
高
深
的
學
間
，
以
保
障
理

想
或
目
標
的
實
踐
。
因
此
，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的
學
術
功
能
應
該
具
有
前
瞻
性
與
突
破
性
，
兼
顧
理
論
與
事
實
、
現
實
與
理
想
，
首
先
要
查
驗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能
否
證
閉
三
民
主
義
具
有
學
術
研
究
的
蜂
件
與
水
準
。
進
而
在
教
學
上
提
供
研
究
指
標
與
學
理
基
礎
，
作
為
改
進
教
材
教
法
的
參

考
。

如
何
創
新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的
學
術
發
展
，
如
何
在
歷
史
與
文
化
二
方
面
融
貫
古
今
中
外
的
學
術
思
想
，
繼
讀
發
揚
光
大
，
更
是
本
目
標
研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教
材
教
法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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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究
的
最
高
目
的
。

三
、
編
定
教
材
大
綱

村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的
定
位

ω
何
謂
哲
學

ω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的
意
義
與
主
題

ω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的
體
系
與
分
類

ω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的
學
術
價
值

的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的
內
涵

ω
民
生
哲
學
與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ω

國
欠
與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ω
後
人
對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的
研
究

ω
建
構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的
方
法
與
條
件

的
關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的
特
質

ω
建
立
三
民
主
義
人
本
哲
學
的
本
質

ω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的
體
系
架
構

ω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的
方
法
鏡
範

ω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的
教
學
途
徑

側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的
功
能

ω
人
文
及
社
會
學
科
的
整
合
功
能

• 198 . 



ω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的
形
上
學
劫
能

ω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的
知
識
論
劫
能

ω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的
價
值
論
功
能

回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的
發
展

ω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與
中
西
哲
學

ω
民
族
主
義
哲
學
與
教
材
教
法

ω
民
權
主
義
哲
學
與
教
材
敬
法

ω
民
生
主
義
哲
學
與
教
材
教
法

的
結
論

ω
罔
顧

ω
檢
討

m
w建
議

ω
展
望

川
間
參
考
書
目
(
文
獻
或
資
料
)

. 199. 

四
、
設
計
教
學
方
法

川
鬥
在
課
堂
上
的
研
究
活
動

提
供
教
材
大
綱
、
參
考
書
目
、
安
排
進
度
、
分
配
報
告
，
宣
布
成
績
考
察
辦
法
，
規
範
撰
寫
研
究
報
告
的
方
向
與
範
圍
，
進
行
學
前
評
量

，
了
解
學
習
研
究
態
度
(
動
機
、
興
趣
與
目
標
)
，
徵
詢
教
學
改
進
意
見
。

ω
建
立
多
向
溝
通
的
認
知
研
究
法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數
材
教
法
研
究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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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
用
概
念
分
析
、
本
質
分
析
與
哲
學
分
析
的
方
式
，
進
行
報
告
與
討
論
，
以
了
解
純
粹
正
統
哲
學
的
面
貌
，
進
而
深
入
體
驗
與
貫
通
哲
學

理
念
、
精
神
與
內
涵
，
把
握
哲
學
智
慧
，
創
新
哲
學
境
界
。
「
認
知
」
是
一
種
溝
通
的
工
具
、
橋
樑
、
方
法
與
過
程
，
以
追
求
哲
學
真
理
，
實

踐
哲
學
理
想
，
促
進
人
類
幸
福
為
目
的
。

同
應
用
有
效
的
研
究
途
徑
與
輔
助
教
學
工
具

主
要
的
研
究
途
徑
有
二•• 

三
民
主
疆
↓
哲
學
↓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哲
學
↓
三
民
主
義
↓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為
促
進
學
習
效
果
，
宜
有
妓
利
用
現
聽
媒
體
及
電
化
輔
助
教
學
工
具
，
以
活
潑
教
學
功
能
。

側
建
立
命
題
偎
設
與
推
理
論
證

如
何
建
立
命
題
偎
設
與
推
理
論
證
?
本
課
程
研
究
的
主
題
必
績
是
具
有
人
本
的
、
有
機
的
、
整
體
的
以
及
統
合
的
特
質
，
建
立
分
析
、
預

測
、
解
釋
與
指
導
的
功
能
。
在
推
理
論
證
方
面
必
領
彰
顯
自
成
一
家
之
言
的
哲
學
體
系
，
哲
學
是
一
種
從
小
我
到
大
我
，
實
現
生
命
意
義
與
生

存
價
值
的
智
慧
與
真
理
，
如
何
透
過
教
學
方
法
去
傳
達
這
種
概
念
，
需
要
靠
大
家
的
共
同
努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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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實
施
教
學
評
量

學
習
哲
學
需
要
定
靜
安
慮
的
工
夫
，
哲
學
是
一
門
思
考
與
體
驗
的
學
間
，
貴
在
領
悟
與
貫
通
，
但
是
在
學
習
過
程
中
，
卻
無
固
定
具
活
的

思
考
法
則
可
以
遵
循
，
也
無
便
提
有
效
的
體
驗
、
領
悟
與
貫
通
的
竅
訣
，
可
以
不
勞
而
獲
地
速
成
。
哲
學
之
認
知
不
止
於
意
義
的
暸
解
和
經
驗

的
共
嗚
，
更
需
要
突
破
物
我
與
時
間
的
界
限
，
哲
學
是
思
考
的
產
物
之
一
，
思
想
怠
情
之
人
絕
不
適
合
從
事
哲
學
的
耕
耘
而
能
有
所
收
獲
。
人

人
都
會
思
考
，
追
求
智
慧
，
以
解
決
困
難
問
題
，
但
是
能
成
為
哲
學
家
的
人
卻
很
少
。
如
何
才
算
學
到
哲
學
的
精
義
?
要
學
多
少
才
算
學
通
而

不
閉
塞
，
這
是
一
個
很
不
易
岡
答
的
問
題
。

研
究
哲
學
要
靠
思
考
與
溝
通
，
並
且
要
將
領
悟
與
體
驗
表
達
出
來
，
不
管
用
口
或
筆
，
不
能
表
達
的
東
西
，
無
法
從
事
教
學
評
量
檢
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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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以
在
課
堂
上
，
唯
有
透
過
適
當
的
研
究
指
導
與
規
範
，
多
作
報
告
與
討
論
，
多
質
疑
辯
論
，
才
能
彰
顯
哲
學
的
生
命
與
真
理
。
所
以
評
量
的

方
語
是
一
種
生
命
的
交
流
，
是
動
態
的
事
理
的
慧
觀
與
把
捉
，
沒
有
一
定
的
形
式
，
方
法
或
規
則
，
唯
有
靠
潛
心
專
研
的
工
夫
，
才
能
稍
有
心

得
體
會
。

其
實
自
然
界
，
自
然
法
就
是
從
事
哲
學
研
究
的
最
佳
題
材
，
所
以
，
中
國
人
才
有
「
人
法
地
、
地
法
天
、
天
法
道
、
道
法
自
然
」
的
昭
示

，
證
諸
「
易
經
」
之
義
理
，
即
可
見
到
中
國
傳
統
哲
學
智
慧
本
就
淵
源
於
自
然
法
與
自
然
之
道
。
反
觀
人
生
與
人
性
之
本
質
，
也
有
其
不
可
違

抗
的
自
然
之
道
與
自
然
法
。
人
性
之
情
意
固
然
可
以
違
抗
理
性
或
自
然
法
，
自
取
毀
誠
，
這
種
現
象
本
來
就
是
人
性
存
在
的
一
種
本
質
，
也
是

一
種
自
然
之
道
和
自
然
法
。
哲
學
的
不
易
學
習
，
其
實
也
就
是
反
證
哲
學
的
平
凡
本
質
，
在
難
與
易
之
間
，
沒
有
固
定
界
定
，
且
常
因
人
的
不

同
努
力
而
有
所
差
異
。

發
現
有
意
義
、
有
價
值
的
問
題
而
去
作
哲
學
分
析
與
思
考
，
往
往
是
人
類
智
慧
的
最
高
表
現
，
因
此
評
量
必
績
是
開
放
性
的
，
除
了
認
/
知

的
評
量
之
外
，
還
要
兼
顧
情
意
的
評
量
。
由
於
影
響
或
是
改
變
一
個
人
的
觀
念
，
態
度
或
行
為
的
變
數
沒
有
常
理
常
規
可
尋
，
所
以
唯
有
以
行

為
實
膜
的
結
果
(
含
討
論
或
撰
寫
研
究
報
告
等
學
習
活
動
)
，
才
能
作
為
評
量
的
參
考
。

註註註註註註註

註

釋

七六五四三二一

文
大
三
研
所
編
「
三
民
主
義
與
中
國
文
化
」
(
國
立
編
譯
館
﹒
七
十
一
年
初
版
)

中
央
黨
史
會
「
國
欠
全
集
」
(
中
央
黨
史
會
﹒
五
十
四
年
出
版
)

王
宗
文
「
國
失
哲
學
思
想
基
本
理
念
之
探
討
」
(
世
紀
書
局
﹒
七
十
年
出
版
)

任
卓
宣
「
孫
中
山
哲
學
原
理
」
(
怕
米
爾
書
局
﹒
五
十
九
年
四
版
)

任
卓
宣
「
三
民
主
義
底
比
較
研
究
」
(
怕
米
爾
書
局
﹒
五
十
三
年
三
版
)

任
卓
宣
「
國
欠
哲
學
言
論
輯
解
」
(
怕
米
爾
書
局
﹒
七
十
一
年
三
版
)

汪
少
倫
「
民
族
哲
學
大
綱
」
(
正
中
書
局
﹒
五
十
六
年
出
版
)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教
材
教
法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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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步
正
、
鄭
銓
「
人
文
學
科
的
危
機
」
(
環
宇
出
版
社
﹒
六
十
年
出
版
)

金
平
歐
等
「
三
民
主
義
丈
辭
典
」
(
中
華
叢
書
﹒
四
十
五
年
初
版
)

「
三
民
主
羲
與
各
種
學
術
」
(
國
欠
遺
歇
會
﹒
五
十
七
年
初
版
)

開
伯
達
「
三
民
主
義
之
哲
學
基
礎
」
(
中
央
文
物
供
應
社
﹒
六
十
七
年
初
版
)

周
德
偉
「
人
文
科
學
過
理
」
(
歐
大
財
研
所
﹒
六
十
年
初
版
)

胡
漢
民
「
三
民
主
義
底
連
環
性
」
(
帕
米
爾
﹒
五
十
四
年
七
版
)

崔
載
陽
「
三
民
主
義
教
育
哲
學
研
究
」
(
中
央
文
物
﹒
七0
年
出
版
)

崔
載
陽
「
國
欠
思
想
的
哲
學
體
系
」
(
正
中
書
局
﹒
六
十
四
年
三
版
)

崔
載
陽
「
國
欠
哲
學
研
究
」
(
正
中
書
局
﹒
五
十
六
年
二
版
)

梁
兆
康
「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研
究
」
(
黎
明
文
化
﹒
七
十
三
年
出
版
)

梁
兆
康
「
三
民
主
義
思
想
體
系
」
(
自
印
﹒
五
十
五
年
出
版
)

軍
怡
輝
「
三
民
主
義
的
理
論
架
構
」
(
自
印
﹒
七
十
三
年
出
版
)

程
天
放
等
「
國
欠
思
想
與
近
代
學
術
」
(
正
中
﹒
六
十
四
年
三
版
)

賣
人
傑
「
方
法
論
與
三
民
主
義
方
法
論
之
研
究
」
(
師
大
三
研
所
﹒
六
十
五
年
初
版
)

楊
孝
襟
「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方
法
洩
論
)
(
天
觀
出
版
社
﹒
六
十
四
年
初
版
)

楊
念
祖
譯
「
社
會
科
學
的
本
質
」
(
桂
冠
圖
書
﹒
六
十
八
年
出
版
)

楊
國
樞
等
「
社
會
及
行
為
科
學
研
究
法
」
上
下
冊
(
東
華
書
局
﹒
六
十
八
年
初
版
)

楊
升
橋
譯
「
現
代
文
明
的
危
機
」
(
環
宇
出
版
社
﹒
六
十
年
初
版
)

楊
幼
炯
「
三
民
主
義
思
想
體
系
之
認
識
」
(
正
中
﹒
五
十
一
年
出
版
)

郎
昆
如
「
三
民
主
義
哲
學
」
(
中
央
文
物
﹒
七
十
年
出
版
)

趙
雅
博
「
現
代
人
文
主
義
面
面
觀
」
(
啟
業
書
局
﹒
五
十
七
年
初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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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
秉
胸
「
孫
文
主
義
之
哲
學
基
礎
」
(
帕
米
爾
﹒
五
十
一
年
三
版
)

羅
剛
「
三
民
主
義
的
體
系
與
原
理
」
(
正
中
﹒
五
十
六
年
四
版
)

(
參
考
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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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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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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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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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年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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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
剛
「
三
民
主
麓
的
體
系
與
原
理
」
(
正
中
﹒
五
十
六
年
四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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