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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師資培育中心教育資訊 

週次：第四週      日期︰109/10/05~109/10/11        輯排出版︰邱俊杰 

 

週報標題: 

★ P1  陽明交大徵求合校首任校長 教育部罕見登報徵才 

★ P2  新課綱現場／素養題愈來愈長 不利偏鄉生？ 

★ P3  教育部長潘文忠：學校膳食一律使用國內豬肉、牛肉 

★ P4  教育部擬推半導體學院 擴增國立大學名額育才 

★ P5  全國高中職校今開實習工作會議 頒獎建教合作優良學校 

★ P6  教部要學生定期填霸凌問卷 全教總憂教師陷文字獄 

★ P7  故宮南院「蒙古那達慕盛會」！摔角射箭騎馬馴鷹 重現草原英姿 

★ P8  台灣女孩日 科教館辦展介紹各行業第一個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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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交大徵求合校首任校長 教育部罕見登報徵才 

摘錄:109 /10/05 聯合報 

行政院7月同意陽明大學與交通大學兩校合併案，兩校預計明年2月1日起合併為「國立陽明交通大學」。

教育部近日也組成「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首任校長遴選小組」，其中 3名教育部代表有教育部政次劉孟奇、

成大校長蘇慧貞及前科技部長楊弘敦。教育部也罕見在各報頭版登載徵人啟事，廣招新校長人選。 

 

陽明及交大合併案，因合校後將另定新校名，依照大學法第十條，屬於「新設合併」，首任校長由教育

部組織遴選小組直接選聘。小組共計 21 名遴選委員，教育部指派 3人，兩校則個別推派 9人，名單除

兩校教師及校友代表，也有不少知名社會人士，如前教長曾志朗、研華科技創辦人劉克振、國衛院長梁

賡義。 

遴選小組也於今天起至 11 月 5 日止，公開徵求校長候選人。據了解，徵人啟事將陸續刊登於國內外各

報，教育部駐境外機構也會協助推薦及公告。過去也有少數大學，如陽明大學，每屆校長遴選都會在各

報頭版刊登徵人啟事；但也因此次是教育部組成遴選小組，罕見由教育部名義登載新校長徵人啟事。 

根據遴選小組規劃，若接獲推薦的校長候選人不足 3人，遴選小組將再次公開徵求及接受推薦。最快 11

月底即公告校長候選資料，並籌劃治校理念說明會。預計 12 月，兩校專任教職人員會針對校長候選人

進行投票，通過門檻達 2人以上後，交由遴選小組選定新校長人選，最快明年農曆年前後出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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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綱現場／素養題愈來愈長 不利偏鄉生？ 

摘錄: 109/10/06 聯合報 

一○八課綱強調素養，升大學考題題幹愈來愈長。近年國文、社會科考題多次破萬字，物理、生物也常

達四、五千字，單一題組題目甚至一頁。有大學教授指出，偏鄉學童較易出現閱讀障礙，題目太長不利

偏鄉學童拿分，衝擊升學機會。 

投入偏鄉程式設計教育的成功大學資訊工程系教授蘇文鈺說，他看完與理解大學學測數理科題目後，已

來不及計算。長題幹考題考的是一般的語言文字，也就是考學生中文程度，而非科學與工程裡常用的符

號。 

蘇文鈺指出，多年來他帶的偏鄉學生看程式碼沒有問題，但因考題愈來愈長，發現學生有輕微文字閱讀

障礙。他分析學童學語言過程，若在學齡前缺乏充足演練，會影響到接下來文字學習。不少偏鄉學生父

母必須長時間工作，缺乏與孩子互動，不利養成閱讀能力。一名補教物理教師也認為，大考自然科考題

加長，考生讀完就沒空計算，不知道是考物理還是考國文。以指考物理為例，近兩年全卷都逾四千字，

光閱讀就要花不少時間，考生恐寫不完。如要維持素養命題，建議考試時間由八十分鐘延長為九十分鐘

較合理。 

嘉義縣教育處課程督學、北門高中教師紀志聰不認為偏鄉生回答素養題能力較差，關鍵是第一線教師懂

不懂新課綱素養意涵，以及能否帶學生練習素養題。就他觀察，至少五成教師還沒準備好。 

紀志聰也說，升學考題涉及公平性，考試時間也有限，出題以選擇題為主，不一定適合融入素養。素養

更適合結合開放式問答題，閱卷者可看出學生思考過程，「歷程比結果重要」才是素養的精神。 

 

曾任大考中心主任的教育部次長劉孟奇表示，大考中心曾以學測題做過研究，最簡短題目如「以下何者

為真」，其實最難回答，因該題四個選項囊括四種知識，學生要全懂才能答對。超過八百字的過長題目

也不易答，文字太多會造成閱讀疲勞。 

 

劉孟奇說，最適宜回答的題目是題幹介於三百到四百字的題目，且題幹提供資訊量適中、清楚，沒有在

一小段融入太多資訊。大考中心命題也朝此方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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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長潘文忠：學校膳食一律使用國內豬肉、牛肉(安全) 

摘錄:109/10/05 聯合報 

教育部長潘文忠、衛福部次長薛瑞元及農委會副主委陳駿季，上午出席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就就

「若開放含瘦肉精美豬進口，跨部會如何落實校園供應膳食之食材溯源管理、查驗機制及相關因應作為」

進行專題報告。 

潘文忠表示，教育部日前已發函要求各級學校供應膳食一律使用國內在地豬肉、牛肉，並規劃將豬牛肉

製品原產地列為校園食材登錄平台必填項目，同時結合手機 App 掃描影像辨識技術的功能，讓學校可即

時驗證食材標章正確性，自動帶入食材產地等資訊。 

教育部長潘文忠(中)、衛福部次長薛瑞元(左)及農委會副主委陳駿季(右)，上午出席立法院教育及文化

委員會，就就「若開放含瘦肉精美豬進口，跨部會如何落實校園供應膳食之食材溯源管理、查驗機制及

相關因應作為」進行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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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擬推半導體學院 擴增國立大學名額育才(科技) 
 

摘錄:109/10/05 聯合報 

為培育半導體產業人才，教育部今天表示，已規劃推動國立大學設立半導體學院等國家重點領域研究學

院，並漸進擴增資通訊等相關領域的招生名額。 

 

總統蔡英文日前接見半導體企業高層，針對產業人才需求問題，蔡總統表示，行政院已透過國發會、經

濟部、教育部等跨部會研議各種做法，包括設立半導體學院、在校園裡增加相關科系師生的媒合等。 

 

教育部今天表示，已規劃推動國立大學設立國家重點領域研究學院（如半導體研究學院），希望能引入

產業資源，透過小規模實驗試辦鬆綁組織、人事、財務、人才培育等規範，國家重點領域研究學院運作

所需費用，教育部除了與相關部會討論外，也將積極尋求企業支持。 

 

為培育半導體領域的產業人才，教育部指出，將漸進擴增招生名額，108 及 109 學年度已推動 AI（人工

智慧）及資安人才培育計畫，核定台大等 15 所大專提供外加名額約 450 名。 

 

另外，為推動精進資通訊數位人才培育策略，教育部提到，109 學年度也擴充資通訊系所招生名額 10%

至 15%，各學制合計約擴充 3129 名；110 學年度還會將擴充名額由資通訊再擴大為半導體、AI 及機械領

域，後續視整體人才培育情形再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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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高中職校今開實習工作會議 頒獎建教合作優良學校(生涯規劃) 

 摘錄:109/10/06 聯合報 

全台各高中職校實習主任與教育人員近 300 人，今天齊聚崑山科技大學參加「教育部全國高級中等學校

實習工作會議」，議程內容安排四場講座，傳達專業群科課程綱要，目標要「厚植就業動能、強化實務

增能與創造技職教育的價值」。 

 

教育部還頒獎給建教合作優良學校，中山工商、同德家商、協志工商、東吳工家、高英工商、達德商工、

秀水高工獲得一等獎，表達對技職教育與業界鏈結的重視。 

 

承辦活動的國立曾文家商表示，議程特別著重在分組專題研討，由與會的實習主任透過討論，了解目前

技職教育的現況與困境，研擬解決策略，期盼這次的工作會議為台灣技職教育開創嶄新樣貌，如同此次

會議 logo 蝴蝶展翅，象徵技職教育破繭而出，飛向夢想舞台。 

 

會議最後由教育部專案辦公室周昕蓓說明「青年教育就業儲蓄帳戶方案」，這是教育部 106 年推出的政

策，目的在鼓勵學生探索自我，並了解自己未來的方向與目標。 

 

國教署副署長戴淑芬表示，透過本次實習工作會議，不論是傳達新課綱、新科技應用、新價值與新脈絡，

都能有效讓每位參與的教育人員，充滿嶄新的教育觀點，除此之外，聚集全國各高級中等學校近 300 位

的實習主任，彼此經驗交流傳承，也是難能可貴的經驗。 

曾文家商校長陳藝昕表示，承辦此次大型的年度工作會議，為技職教育的傳承與創新進一份心力，曾文

家商與有榮焉；技職教育正不斷的改變中，期盼在所有教育人員的努力下，技職教育的未來能如同蝴蝶

紛飛，培育高中職的莘莘學子飛向夢想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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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部要學生定期填霸凌問卷 全教總憂教師陷文字獄(人權) 

摘錄:109/10/06 聯合報 

教育部今年 7 月修訂「校園霸凌防治準則」，將校園霸凌從「生對生」改為「校長、教職員工生對生」

的霸凌。全教總今對此舉行記者會表示，此法規定各校定期給學生填問卷，形同要學生檢舉教師。霸凌

定義模糊，學校將成東廠，而教師將處在文字獄氛圍中。 

 

全教總指出，此法明定中等學校和國小五、六年級，應於每年 4月辦理乙次記名校園生活問卷調查普測，

每年 10 月辦理乙次不記名校園生活問卷調查普測，並追蹤問卷反映個案詳予輔導。相關統計數據陳報

教育主管機關彙整後，函送教育部彙辦。 

 

全教總說，根據此一規定，教育部擬定學生問卷，問卷中除了調查生對生的霸凌外，另一半是調查師對

生的霸凌。問卷內容包括「老師曾經教唆其他同學對我進行欺負行為」、「我曾經被老師用尖酸刻薄的

語氣對待或被老師嘲笑」、「我曾經被老師在公開場合大聲羞辱，如：被說表現不好而讓學校丟臉」由

於這些問題的內容是屬於比較模糊的概念，因此容易造成教師的管教行為變成學生口中的霸凌，也容易

引導學生對於教師的訓誡視為霸凌。 

 

全教總說，其中一份問卷是記名問卷，且問卷的開頭寫到「……，教育部希望透過您的作答，讓我們瞭

解您或同學所遭遇的困難，並儘速協助您解決問題，……」等於是告訴大眾只要問卷內有提到被霸凌的

情形，學校就要找這名學生來約談，並進一步立案調查。 

 

全教總表示，問卷內容定義模糊，若教師的管教措施，如訓誡學生「再不認真上課，成績就會變糟」，

而學生認定為「被老師用尖酸刻薄的語氣對待或被老師嘲笑」、「被老師在公開場合大聲羞辱」，豈不

變成鼓勵學生當抓耙仔舉報老師霸凌，讓老師陷於莫名其妙的恐怖氛圍中。 

 

另外，全教總也說，學校到底要不要就個別學生問卷內容進一步立案調查，也恐怕會陷於兩難，因為這

樣的問卷填答算不算是檢舉？或認定學校知悉霸凌事件？恐怕都成為學校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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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南院「蒙古那達慕盛會」！摔角射箭騎馬馴鷹 重現草原英姿(多元文化) 

摘錄:109/10/10 聯合報 

國慶日，嘉義縣故宮南院慶典花園草地，變成蒙古國大草原，上演蒙古節慶「那達慕盛會」傳統摔角、

射箭、騎馬射箭、馴鷹及歌舞表演，讓數千名觀眾大開眼界，也安慰嫁來台的蒙古新住民思鄉之苦，場

面熱鬧滾滾。 

 

成吉思汗為紀念蒙古統一，舉行第一次那達慕大會，目前規模最大是每年 7月在烏蘭巴托舉行的蒙古國

「國慶」伊赫那達慕大會。南院今明兩天上午 10 時及下午 5時，在北側慶典花園舉辦小型那達慕盛會，

7名來台留學的蒙古大學生進行摔角競技。 

 

「哇！摔倒在地了，好精采喔」，蒙古學生穿傳統服，裸露上半身，分組 2人摔角，對方手腳倒地就算

輸，比賽緊張刺激；蒙古媽媽隨著歌聲表演曼妙舞姿；射箭比賽為安全起見，箭頭改用塑膠頭，靶改為

地靶，30 公尺距離，比看誰是神射手。 

 

精采壓軸表演，2名騎士各騎高大馬匹，快速奔跑，坐馬背上彎弓射箭，射中靶，現場響起觀眾歡呼讚

嘆聲；最後騎士騎馬左手臂，站著一隻老鷹，快速奔跑繞圈，老鷹銳利雙眼直視前方，利爪緊緊抓著戴

皮套的騎士手臂。 

 

「那達慕是相親相愛的盛會，讓我懷念家鄉」，嫁來台逾 10 年的蒙古新住民趙佟帶孩子，從台南趕來

觀看，看到故鄉人及那慕達盛會，內心悸動，她說，疫情無法回故鄉，那達慕在秋節及九九重陽舉行。

蒙古學生巴亞說，在家鄉小時候就會摔角，女生不摔角，因為要裸露上半身。 

 

故宮亞洲藝術節蒙古月活動期間到 11 月 1 日止，有蒙古文化體驗區，提供四大部族服飾體驗及文化課

程，今天故宮南院免費參觀，停車改以「計次」收費，歡迎民眾前來體驗，相關資訊請上故宮南院官網

或（05）3620777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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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女孩日 科教館辦展介紹各行業第一個女性(性別平等) 

摘錄:109/10/10 聯合報 

明天是行政院公告的台灣女孩日，教育部表示，為宣導節日精神，並配合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滿 16 年，

即日起到 10 月 15 日在台灣科學教育館辦理「台灣女孩十六歲」特展活動，介紹各領域第一個女性、性

別平權意識大事記等內容，邀請民眾關心台灣在消除性別歧視、推動性別平等的進程。 

 

教育部表示，「台灣女孩 16 歲」特展以虛擬人物吳阿好為主角，一生經歷過日治時期、國民政府來台

與政治轉型時期，透過她的視角，看見台灣性別平權的進步史。 

 

其中「做 16 歲」是臺南傳統習俗，當地民眾在小孩 16 歲生日時祭祀神明，感謝護祐孩子健康長大，也

象徵孩子可以開始分擔家計及負起社會責任。特展取名「做 16 歲」，意寓成年之後雖然面臨挑戰，但

得以掌握自身的未來。 

 

教育部指出，展覽主題分別呈現早期台灣女孩求學與生活場景的意象，並介紹影響台灣人民「性別平權

意識」的大事件，以及各個在此領域努力深耕的民間組織。 

 

此外，此展也介紹各領域第一個女性。在台灣早期「性別平權」意識尚未普遍之際，她們的出現鼓勵了

許多「台灣女孩」，讓更多人勇於表達自己。展區也設計影音互動遊戲與播放「突破性別刻版印象」相

關影片，使參觀民眾透過有趣的互動方式、活潑的訪談主題與內容，瞭解台灣性別平權的相關知識。特

展也集結教育部歷年辦理台灣女孩日繪畫、四格漫畫、海報、照片說故事及微電影等競賽活動得獎作品。 

 

教育部表示，盼台灣女孩日活動提升學校認知及重視性別平等權益，突破性別刻版印象。鼓勵每個人都

可以勇敢追求夢想，並透過活動逐步引導學校落實建置友善、無歧視的性別平等學習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