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M VA MA VA VA VA 

N

且
即
學
-
E
T
作
雙
重
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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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學
習
的
安
排
亦
有
許
多
具
體
的
作
法

慨
。
然
而
在
某
些
方
面
尚
未
能
盡
如
人
意
，
就
以
「
能
力
分
班
」
為
例
，
單
純
以
智

她
方
湖
驗
的
結
果
分
組
，
也
有
缺
點
，
如
以
學
業
成
績
為
依
據
，
亦
遭
受
許
多
非
議

啊
。
本
文
的
旨
趣
即
在
參
考
有
關
文
獻
，
探
討
學
生
的
學
習
型
態
與
特
儡
隅
，
以
為
學

寫
校
當
局
安
排
學
習
活
動
或
教
育
與
職
業
輔
導
的
參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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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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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習
型
態
是
簡
人
在
學
習
過
程
中
，
處
理
資
料
的
概
念
和
原
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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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學
習
型
態
分
為
學
習
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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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
，
學
習
速

%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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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與
學
習
分
化
p
g
g
z
m
口
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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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
三
方

認
面
。

一
叫
一
、
學
習
模
或

花
在
學
習
過
程
中
，
由
於
個
人
各
種
感
覺
器
官
接
受
外
界
訊
息
而
有
偏
好
或
習

他
性
之
不
同
。
因
此
學
習
模
式
有
觀
覺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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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
覺
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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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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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動
作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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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
欲
診
斷
出
這
三
種
不
同
的
模
式
，
可
令
學
生
先
觀
賞
一
部
影
片
，
然
後
閥

混
共
對
於
影
片
內
容
印
象
最
深
刻
的
是
什
麼
?
記
得
最
清
楚
的
是
什
麼
?
如
果
對
某

渴
些
景
物
或
活
動
印
象
較
深
，
可
能
屬
於
觀
覺
型
。
如
果
對
於
人
物
的
對
自
或
影
片

她
的
配
樂
一
清
二
楚
，
則
可
能
是
聽
覺
型
的
。
要
是
對
於
影
片
內
的
某
些
舞
步
或
動

化
作
可
以
表
演
得
一
模
一
樣
，
很
可
能
就
是
動
作
型
的
學
生
。
當
然
甄
別
學
習
模
式

她
的
方
法
還
很
多
，
這
里
不
過
學
其
一
例
而
已
。
這
三
種
模
式
在
青
春
期
間
或
單
獨

民
出
現
，
不
過
一
進
入
成
人
期
則
通
常
是
並
行
的

(
E
F
S

口
已
)
。

成
都
市
助
各
類
型
的

、學
生
學
習
，
應
利
用
各
種
模
式
的
特
點
，
並
加
以
誘
導
。
如

她
協
助
動
作
型
的
學
生
閱
讀
，
可
探
用
歌
唱
、
舞
蹈
、
心
理
劇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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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
戲
等
方
式
，
使
學
生
瞭
解
故
事
內
容
，
然
後
再

比
集
中
注
意
於
文
字
的
讀
音
或
符
號
，
必
可
事
半
功
倍
。
對
於
聽
覺
型
的
學
生
可
先

她
用
故
事
講
述
及
詢
問
問
題
的
方
式
，
再
進
到
文
字
的
本
身
。
對
於
觀
覺
型
者
可
利

則
用
改
進
閱
讀
療
法
(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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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可
)
，
系
統
的
減
少
敏
感
性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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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
自
我
意
像
技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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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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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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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c
o
m
)

來
培
養
他

認
們
的
想
像
力
。

V如
此
外
，
在
班
設
分
組
方
面
可
探
用
學
習
模
式
的
分
組
法
，
以
利
教
材
的
準
備

略
談
學
習
的
型
態

何
華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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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教
具
的
使
用
，
並
使
學
生
有
更
好
的
學
習
。
別

二
、
學
習
速
度
削

學
習
速
度
係
指
一
個
人
對
認
知
結
果
舌
。
"
旦
去
。
可
峙
。
全
丘
之
評
價
反
應
忱

的
快
慢
。
一
般
來
說
，
可
分
成
深
思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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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種
。
如
欲
區
分
這
兩
種
學
生
，
可
探
用
測
驗
方
式
或
問
題
詢
問
的
方
式
。
在
湖
削

驗
方
面
有
圓
形
配
對
湖
驗
及
智
力
測
驗
中
的
推
理
測
驗
，
通
常
深
思
型
的
學
生
在
脫

這
些
測
驗
土
的
分
數
要
此
衝
動
型
的
來
得
高
。
但
對
問
題
的
問
答
方
面
，
衝
動
型
制

者
多
較
急
速
，
而
深
思
型
者
則
因
此
較
小
心
，
考
慮
太
多
而
顯
得
遲
緩
。
則

根
據
楊
度
與
卡
根

(
4
9豆。
自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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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仙
丘
之
研
究
，
經
驗
豐
富
而
慣
於
深
思
悶

熱
慮
的
教
師
，
往
往
可
以
影
響
那
些
衝
動
型
的
學
生
，
使
他
們
遇
事
有
更
多
的
考
制

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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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職
業
輔
導
方
面
，
深
思
型
者
更
適
於
做
電
腦
程
式
設
計
員
、
會
計
員
等
需
則

要
細
會
思
考
的
工
作
。
而
衝
動
型
者
則
宜
於
做
推
銷
員
、
裁
判
、
郵
局
關
信
員
等
則

反
應
敏
銳
的
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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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們
對
於
外
界
知
覺
領
坡
的
認
知
，
有
獨
立
型
(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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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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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與
依
恃
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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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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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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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
立
型
亦
稱
分
加
型

(
2
ω芯
片
古
)
，
w
m

依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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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口
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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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習
分
化
的
情
形
似
可
以
「
場
地
理
諭
旨

b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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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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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說
明
。
統
合
型
者
對
於
知
覺
對
象
往
往
有
一
完
整
的
概
念
，
可
是
對
做

於
內
部
分
于
的
特
性
或
組
織
關
係
常
常
忽
略
。
分
析
型
者
恰
與
此
相
反
，
他
們
對
削

於
主
體
與
背
景
都
看
成
是
分
立
的
，
而
缺
乏
整
體
的
概
念
。
在
魏
氏
兒
童
智
慧
量
則

表
(
看
出
口
)
中
的
圖
畫
補
充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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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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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
塊
設
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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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已
開
口
)
、
與
實
物
拼
、
品
價
(
0￡
o
n
畔
〉

3
o
g
E

立
、
測
驗
，
統
A
口
型
者
得
分
此
分
快

折
型
者
為
低
。
此
外
，
統

A
口
型
者
喜
歡
問
一
般
事
實
性
的
問
題
，
接
受
事
物
的
表
制

面
價
值
，
及
尋
求
具
體
的
解
釋
，
而
缺
乏
計
畫
複
雜
性
工
作
之
能
力
。
分
析
型
者
叫

則
反
是
，
他
們
此
較
喜
歡
分
析
、
綜
合
、
評
價
，
追
求
事
實
的
內
在
原
因
，
對
於
削

複
雜
困
難
的
作
業
，
常
能
應
付
裕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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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胥
曹
志
。

z
m
n
y
g
E
)會
指
出
，
分
析
型
的
人
較
適
合
傲
自
然
科
學
之
研
削

究
，
而
統
合
型
的
人
則
較
宜
於
從
事
人
文
科
學
的
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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