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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師資培育中心教育資訊 

週次：第七週      日期︰110/11/01~110/11/7        輯排出版︰邱俊杰 

 

週報標題: 

★ P1  高市楠梓公幼中籤率低 教育局：持續增設中 

★ P2  教部放寬學貸申請條件 可貸生活費每學期至多 4萬元 

★ P3  教師批不可行 「只剩有錢人能升學」 

★ P4  校園新鮮事／宜蘭「文學推手」 開班義務培訓學生 

★ P5  總統提學測英檢化 教長允評估 

★ P6  「數位學伴」助偏鄉童 200 名英語科系學生投入 

★ P7  總統拋學測英檢化構想 學者籲先搶救大學生「菜」英文 

★ P8  日月光高雄大學產學中心揭牌 呼應南部半導體 S廊帶需求 

★ P9  教養即診室／九九乘法怎背 可用圖形引導 

★ P10 花蓮國中小 2萬張老舊課桌椅 力拚明年全面汰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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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楠梓公幼中籤率低 教育局：持續增設中 

摘錄:110/11/01 聯合報 

高雄市議會今進行教育部門質詢，多位議員關注公幼數量、校園增建等議題，要求教育局增設公幼、

準公幼等設施。 

 

市議員黃文志表示，楠梓區公共幼兒園、國小都不足，黃文志表示，未來橋頭科學園區完工啟用後，

將有更多人口紅利，市府應提前應對。教育局長謝文斌表示，楠陽國小、高雄大學對面也會新設國

小，包括部分校園增加校舍，預計再增加 10%公幼比例。 

 

黃文志指出，楠梓每個月淨移入 100 多人，人口不斷攀升，多為年輕小家庭，但教育設施卻不足，楠

梓區公幼中籤率為 49.08％為全市最低。黃文志擔憂，未來橋頭科學區勢必會吸引更多優秀人才，但公

幼、非營利幼兒園、國小都不足。 

 

市議員王耀裕關注班班有冷氣政策實施狀況，謝文斌表示，預計裝設 2萬多台冷氣，目前工程進度已

達 66%，謝文斌也親自督察，確認工程進度。 

 

市議員林智鴻追蹤鳳翔國中二期校舍興建進度，因疫情影響，目前校舍興建卡關，林智鴻表示，南鳳

山人口增長，不少地方人士對鳳翔國中增建保持期待，但推動狀況停滯。謝文斌坦言，過去編列的工

程預算遇缺工、缺料影響，已不足以支應擴建工程，導致工程流標數次，目前朝向減量設計，調整後

希望能盡速完成招標、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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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部放寬學貸申請條件 可貸生活費每學期至多 4 萬元 

摘錄:110/11/01 聯合報 

新冠肺炎衝擊不少家庭生計，教育部今天表示，已修正「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放

寬申貸生活費條件，學生只要提出受疫情影響家庭月收入相關證明文件，即可貸款生活費，額度比照

低收入戶學生，一學期最高 4萬元。 

 

教育部國教署說明，就學貸款除可加貸生活費，另為減輕貸款人的還款負擔，並配合中央銀行於 109

年 3 月調降利息，宣布自 109 年 3 月 25 日起降息至 0.9％。同時，償還就學貸款的貸款人也可使用

「寬限期」、「只繳息期」、「緩繳期」、「延長還款期限」等各項緩繳措施。 

 

國教署指出，「寬限期」允許貸款學生畢業或退伍後滿 1年開始還款；「只繳息期」可申請緩繳本

金，每次申請至少 1年，共可申請 8次；「緩繳期」由原月均所得未達 3.5 萬，放寬至 4萬元所得為

低所得者，及低收、中低收入戶，可申請緩繳本金且免息，每次申請 1年，加倍申請次數，共可申請 8

次；「延長還款期限」則同意一般借款人可專案申請延長 1.5 倍；低收及中低收入戶可延長 2倍。各

項緩繳措施可依自身需求搭配使用。 

 

國教署表示，當學生家庭面臨突發的經濟負擔時，教育部提供的各項就學貸款緩繳措施，有助於穩定

貸款人的生活品質與未來規畫。學生如有任何申貸疑慮，可向就讀學校或各承貸銀行客服人員洽詢，

以利提出申請，度過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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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批不可行 「只剩有錢人能升學」 

摘錄:110/11/01 聯合報 

教育部今天公布教學卓越獎國小組入圍名單，南市參賽的 3校全入圍，加上日前公布的幼兒園入圍名

單，共有 6校上榜，為歷年來最佳成績。教育局長鄭新輝表示，入圍就是肯定，不是金質獎就是銀質

獎。 

 

入圍學校有關廟區文和實小附幼、新化區正新國小附幼、大內區大內國小附幼、後壁區新東國小、白

河區仙草國小、官田區官田國小。頒獎典禮 11 月 19 日將於中正大學舉行，現場將直接公布金質、銀

質獎，並分別可獲得 60 萬、30 萬獎金。 

 

鄭新輝表示，今年全國教學卓越獎共有 9所幼兒園、15 所國小入圍，南市各 3校入圍，分占 3分之 1

和 5分之 1名額，相當不容易，由於教育部教學卓越獎的精神在鼓勵教師創新教學、團隊合作、專業

成長及適性輔導，獲獎者皆是國內優質教學的典範象徵。 

 

這次入圍的學校，校校課程兼具特色與創新。後壁區新東國小從在地出發，全校 6個班級、12 位老

師、89 個學生，以社區資源發展學校特色，打造順天適地應人的稻米課程。校長林秋美說，「新東的

孩子，踩在爛泥不怕髒，插秧施菌肥不怕苦，頂著烈陽曬稻穀不怕熱，有著農人的吃苦耐勞與恆毅

力。新東從來不會拒絕任何孩子，我們成就每一個孩子，讓他們都成為感恩惜福的環境永續實踐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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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新鮮事／宜蘭「文學推手」 開班義務培訓學生(生涯規劃) 

摘錄:110/11/01 聯合報 

宜蘭縣壯圍鄉古亭國小教師林信隆，教導蘭陽學子寫作、閱讀不遺餘力，10 年來常利用周末假日義務

培訓學生參賽，培養出全國作文比賽冠軍，還經常自掏腰包贈書、提供雞精等營養品給學生；曾榮獲

宜蘭縣特殊優良教師的他，今年獲秀春教育基金會頒發文學推手獎。 

 

林信隆成立寫作班，利用寒暑假、周末假日，引導學生有邏輯和條理地思考、寫作，平均每年指導 2

至 3人參賽參加作文比賽。他說，在窮鄉僻壤，多數家長不明瞭學生假日為何要到校，自己因此常擔

起接送工作。 

 

為獎勵學生寫作、閱讀，林信隆早期送平板、筆電，近期送學生喜愛的 Switch，但他敢言，現今資訊

教育普及，電腦、平板和手機進入生活，學生自我表達能力愈來愈差，不光是參賽學生的程度改變，

一般學生講話也常語焉不詳、錯誤語法，字詞學習能力明顯下降。 

 

「要寫好一篇文章，要先讀懂一篇文章。」林信隆強調老師引讀的重要性，要挑選適合文章或故事讓

學生從閱讀心得著手。他近期請學生讀《世說新語》，透過古文講解讓學生了解細節，體會簡潔用

字、深入人物刻畫，他還喜歡帶領學生欣賞真實人物故事，推薦閱讀經典名著《湯姆歷險記》及《貓

戰士》等讀物。他建議，國小高年級必須主動閱讀，只要感興趣的書籍都可以，不限於老師指定讀

物，一旦觸類旁通，寫作進步速度將非常快。教學上，他認為與其找尋系統性教學法，不如觀察學

生，視特性因材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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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提學測英檢化 教長允評估(生涯規劃) 
 

摘錄:110/11/02 聯合報 

台南市的全民科學周一系列科普教育活動連日來已在 26 所國中陸續登場，活動主題是「電的產生、儲

存與傳輸」，成大除已培訓種子教師，並提供有趣的實驗教具與圖文講義教材給學校，讓師生一起體

驗，為科學教育打底。 

 

現行大學考試分發以指考成績決定，但明年起指考改制成分科測驗，且不考國文、英文，根據大學甄

選入學委員會上周公布明年各大學校系考試分發的參採考科，因而有高達一八六一系都宣布採計學測

成績，學測將同時攸關甄選和考試分發，宛如「一試定終身」。教育部長潘文忠昨在立法院答詢說，

將評估改用托福等檢定取代英文升學考的可行性。 

 

此舉主要是明年考招改制後引發外界爭議，蔡英文總統日前與高中生對談時，一名東港高中學生表

示，將來學測若沒考好，難透過考招新制錄取好學校，蔡回應自己也難接受一試定終身，提議可用重

複報考多次的英檢，取代英文升學考。 

 

潘文忠說，明年考招新制絕對不會改變，將照四年前公布的內容實施，考生也都已依此方式準備。至

於後年是否改採總統提議的檢定，需要由大學招聯會做更細緻的規畫，後續會做相關評估規畫。大學

招聯會昨晚說，有關總統建議，他們將參酌教育部意見，並審慎研議。 

 

潘文忠進一步解釋，總統的說法源於雙語國家政策，總統希望英文學習朝活用方向，但是不是要馬上

與考招做緊密的結合要再評估。 

 

教育部高教司進一步說，明年分科測驗考科之所以減少，是因二五二名高中教師及教務主任在二○一

七年連署要求降低考試科目、將學習時間還給高中。優先減去國文、英文兩科，主因是每個學生的選

修課程內容不同，且不需全部選修，考試上無法統一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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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伴」助偏鄉童 200 名英語科系學生投入(生涯規劃) 

摘錄:110/11/02 聯合報 

教育部今年 9月開始，招募 13 所大學英語相關科系學生擔任「數位學伴」，以線上方式幫助偏遠地區

國小 4到 6年級學童提升英語能力，目前已有超過 200 名大學生投入。 

 

教育部今天發布新聞稿指出，9月開始實施的「以遠距教學提升學生英語能力暨陪伴英語學習計畫」，

搭配「夜光天使點燈專案」，目前共協助偏鄉 46 所國小、464 名學童。 

 

教育部指出，擔任「數位學伴」的大學生，都有多益（TOEIC）800 分以上或全民英檢中高級以上程

度，且經評審委員團隊審核，確認具備教學表達能力和服務熱忱；他們除了在平時協助線上學習，也

規劃於寒暑假舉辦營隊，與偏鄉學童共創難忘的學習經驗。 

 

人力之外，計畫的教學內容以國教署的「CoolEnglish 英語學習平台」教材為主，重點加強輔導聽講能

力，數位學伴透過引導、繪本、流行歌曲等方式，並搭配語音辨識科技，鼓勵學童練習英語口說。 

 

教育部表示，未來將邀請更多大學生加入團隊，協助更多偏鄉學生，期盼能有效縮短城鄉之間英語力

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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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拋學測英檢化構想 學者籲先搶救大學生「菜」英文(生涯規劃) 

 摘錄:110/11/02 聯合報 

蔡英文總統拋出以英文檢定取代英文升學考，且教育部長潘文忠允諾評估可行性，引發教師與家長熱

議。高中端與大學端都認為，英文檢定由民間單位主辦，客觀性有待評估，且報名費用高昂，總統的

提議不太可行。學者則呼籲總統關注城鄉教育差距，搶救大學生的「菜」英文。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昨質詢潘文忠，立委萬美玲表示，教育部敲定制度，結果被總統打耳光，有

些難看。她贊同蔡英文「取消一試定終身」的主張，雖然教育部明年暫不更改考招制度，但她相信潘

文忠會把總統的意見深深放在心中，未來不排除研議調整。 

 

萬美玲也說，教育部若要改制，務必完善相關配套再上路。就以蔡英文舉的例子，現在全民英檢、多

益等英檢報名費動輒 1500、1600 元，如果讓這類檢定牽動升學，「弱勢的孩子怎麼辦？」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秘書長許麗吉也說，若改以英檢取代學測、分科測驗，只剩有錢人能

升學，加深家長、教師對考招制度的疑惑。 

 

學者李家同今天也在個人臉書分享，英檢要付費，我國有很多孩子可能籌不出這筆錢，他不解為何總

統要建議這樣做？學生英文程度再爛，照樣能升大學，他不懂為何要用英檢來取代考試。 

 

清華大學副校長戴念華指出，坊間的英文檢定由商業單位辦理，測驗客觀性將受到挑戰，若真的要納

為升學的一環，「取得社會公信力」是首要要件。納入後還要考量諸多細節，比如檢定分數如何換算

成升學考試分數，以及英文以外的科目是否跟著檢定化等。 

 

許麗吉提到，這幾天許多家長熱切討論總統的提議，認為這項提議偏離現實條件。與其再一次大改考

招制度，不如完善既有的四大升大學管道（特殊選才、繁星推薦、個人申請、考試分發），維持考招

穩定性。 

 

許麗吉建議微調考招制度，比如學生反映明年過多考試分發校系採計學測成績，應有再研議的空間。

萬美玲也說，新課綱下的考招調整已增加家長、學生壓力，教育部各個政務官上任，實在不必覺得

「沒有改，就好像沒有做事」，多變且不完善的考招制度，反而更折磨學生。 

 

李家同在個人臉書列出 8個文法有誤的英文句子，指出這些句子是大學生寫出來的，且非很差的大

學。總統應關心學生的英文程度如何改善，以及偏鄉教育差距，而不是某一學科的程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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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光高雄大學產學中心揭牌 呼應南部半導體 S 廊帶需求(科技) 

摘錄:110/11/02 聯合報 

國立高雄大學與全球封測大廠日月光集團，今天成立校級「日月光─高雄大學產學合作中心」，共同

提升半導體技術、培育相關領域人才，迎接 5G、AI、電動車、物聯網等產業需求。 

 

高雄大學校長陳月端、日月光集團高雄廠資深副總周光春、高雄市副市長羅達生、經濟部科技產業園

區管理處副處長劉繼傳，今天共同為「日月光產學中心」揭牌，研究發展處研發長吳松茂為首任中心

主任重責。 

 

陳月端表示，校方積極推動社會鏈結、產業鏈結，落實學用合一，此次深化與「好厝邊」關係，成立

日月光產學中心就是最佳體現。5G、AI、電動車、物聯網可說是現今最火熱的產業，關鍵組件都少不

了半導體，日月光更是產業鏈關鍵中的關鍵。高大教授學有專精、認真肯拚，相信雙方合作、資源共

享，必能造就更多人才、提升製程技術，同時為政府「南部半導體 S廊帶」大戰略有所貢獻。 

 

周光春表示，南部半導體聚落的成形，引領產業快速發展，但少子化挑戰帶來重大考驗，人才布局成

為企業首要之務，因此高雄廠主動與在地指標性高雄大學合作成立產學中心，攜手向下扎根，結合學

界理論知識、業界實作經驗，落實用合一，不只培育產業所需人才，也協助學生規畫職涯與人生，在

學期間提早接軌業界，掌握市場脈動，培養就業競爭力，達成產學雙贏。 

 

羅達生指出，市府團隊推動傳統產業轉型，攜手中央建立南部半導體材料 S廊帶，共同招商引資、鼓

勵產業落腳高雄，以智慧科技帶動數位轉型。市府樂見高雄大學、日月光集團合力打造產學中心，相

信強強聯手可為廊帶再添助力。 

 

日月光產學中心主任吳松茂來自業界，熟悉產業生態，擁有多項半導體專利，實戰經驗豐富，曾協助

測試設備供應商解決探針異常磨損失效肇因，獲頒「科技部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優良獎」。未來雙方共

同推動相關學程、專班與學生實習方案、業界講座等相關活動，並加碼就業留任獎學金，鼓勵學生及

早體驗職場、規畫職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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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養即診室／九九乘法怎背 可用圖形引導(生涯規劃) 

摘錄:110/11/03 聯合報 

小孩背九九乘法表背得很辛苦、怎麼背都背不起來怎麼辦？澎湖石泉國小數學老師洪進益說，透過遊

戲讓孩子了解乘法的累加概念，利用生活用品，就能讓孩子理解乘法的意義，再慢慢熟記。新北市國

中老師羅慧棋表示，讓孩子理解九九乘法表的意義，而不是單純成為一個順口溜，當孩子背不熟時，

就能用累加法得到答案。 

 

洪進益自創數學教案，他說，乘法就是累加相同數量的概念，請孩子幫忙收衣服時可考考他，一雙襪

子有兩隻，那五雙襪子有幾隻呢？這個生活情境所帶出的 2＋2＋2＋2＋2，代表「2有五個相加」、

「2的五倍」和「2×5」。 

 

洪進益說，九九乘法中所有數字都是相同的概念，一旦孩子有這樣的先備知識，在背乘法表時就算剛

開始背得不熟，也可用累加來輔助背誦。 

 

羅慧棋表示，讓孩子先從念一、二、三、四數數開始培養「數感」，若孩子念錯，也不要打斷，家長

可陪著念，把正確的數字念一次給孩子聽。 

 

羅慧棋說，最好用可見的圖形引導孩子累加數字，如小兔子有兩隻耳朵，那三隻小兔子有幾隻耳朵？

孩子有連續加法的概念時，鼓勵學習一個更神奇快速的方式，也就是九九乘法表，讓孩子知道這個公

式，可以幫他簡化計算。 

 

如孩子不會背乘法表或者加減法而生氣，請先冷靜。羅慧棋建議，先判斷孩子是不會符號概念還是真

的不會，畢竟「+」等這些符號對孩子來說較難理解，家長可用口語化方式引導孩子數學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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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國中小 2 萬張老舊課桌椅 力拚明年全面汰換(安全) 

摘錄:110/11/03 聯合報 

花蓮縣明年不只「班班有冷氣」，縣府教育處也預計為全縣國中小學全面汰換老舊課桌椅，經費約需

5000 萬元，全由縣府自籌。代理處長饒忠說，費用十分龐大，但縣府會努力爭取，原則希望明年 111

學年度達成學校需求。 

 

花蓮縣 126 所中小學，學生人數約 2萬 3000 人，以往使用木製課桌椅，使用年限約 5年，久了容易晃

動不穩，原本有教育部專案補助汰換費用，但已 10 年沒有經費，近年學校提出需求，由縣府經費協助

汰換或修繕。 

 

因不少學校反映修繕費用和汰換新品差不了多少，加上近年有新的可調式課桌椅，可依學童需求調整

高度，較符合需求，教育處已做盤點，希望全面更新為可調式桌椅。 

 

縣議會定期會今天由教育處進行工作報告，議員笛布斯．顗賚關切老舊課桌椅汰換進度，也指出現在

學生的物品相當多，抽屜根本放不下，建議採購置物櫃供學生使用。 

 

縣府盤點，扣除近 3年獲補助新購數量，尚需汰換約 2萬張老舊課桌椅，所需經費約 5000 萬元，有置

物櫃需求學校約 70 所、8600 個，經費也要 1720 萬元。饒忠說，兩項加總近 7000 萬元，經費很龐大，

縣府會努力來做，原則上希望明年 111 學年度達成學校需求，尤其老舊課桌椅，希望一次全面更換。 

 

另外，對於中央補助花蓮 5億多元推動的「班班有冷氣政策」，饒忠表示，已完成招標作業，預計明

年 2月底完成裝設，冷氣電費估算 3000 萬元，其中 1600 萬元由教育部納入行政院一般性補助款補

助，餘下不足部分，教育處推動縣府所屬學校裝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標租案，希望用架設太陽能電板

得到的回饋金來補助，不增加學校或家長負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