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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師資培育中心教育資訊 

週次：第十七週      日期︰111/01/10~111/01/16       輯排出版︰黃麗菁 

 

週報標題: 

★ P1  台中中坑國小 國內首批公立蒙特梭利理念校 

★ P2  供屏東學生探索未來職業 東新國中試探體驗中心啟用 

★ P3  台南不一樣的走讀學 從里山到里海走出疫情憂鬱 

★ P4 華梵大學與金山高中美術策略聯盟 成果展發揚在地美學 

★ P5  壞習慣多…媽震撼教育小一兒「到公園流浪」網讚：超級大絕招 

★ P6  防停課！嘉市國中小超前部署 下學期課本將先帶回家 

★ P7  企業「萬卷傳愛」歲末為台中原鄉打造魔力閱讀空間 

★ P8 「創新教育」許願回響 線上教學補救主要科目 

★ P9  國小童罕病長不高怕撞 當疊杯選手寫成超勵志作文獲獎 

★ P10 太空種子落腳花蓮 海星師生培育 3個月分享難得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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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中坑國小 國內首批公立蒙特梭利理念校 

摘錄:111/01/11 聯合報 

蒙特梭利教育理念擴及全球，台中市和平區中坑國小以「以學生為中心」概念，成為全國首批在 110

學年度正式轉型為蒙特梭利教育理念的公立實驗教育學校，讓公立學校的孩子也能受到蒙特梭利教

育，嘉惠更多學子。 

 

台中市教育局表示，市府肯定中坑實驗教育團隊努力實踐蒙特梭利教育理念，以預備好的教學環境並

「以學生為中心」，提供豐富教具讓孩子探索且專注工作，也讓孩子的需求獲得滿足並擁有自由與秩

序、和諧與美感，期待培育出學生的獨立性及自主學習能力。 

 

教育局說明，和平區中坑國小打破傳統模式，以上午三個小時、下午兩個半小時為單位的工作時間，

並採用自主學習工作坊形式，以較長的時間讓孩子專注工作，培養孩子專注的學習節奏。 

 

教師編配上，安排導師三天 21 節課全天候觀察與陪伴孩子學習，學校更開放家長入班觀課，有助家長

更瞭解學校的教學模式及教室氛圍，實際觀察孩子的學習樣貌與人際互動，理解孩子在學校的學習表

現及生活態度。 

 

此外，學期末還安排親師個別會談，針對孩子一學期以來的身心發展、學習表現等各面向歷程對話。 

 

教育局秉持「發展學生多元智能，提升台中競爭力」為願景，強調「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理念，設

置實驗教育中心，提供實驗教育辦學者及參與學生諮詢與輔導客製化服務、定期辦理評鑑及訪視、各

類增能研習及交流活動；台中市實驗教育人數逐年成長，自 107 學年度 1,745 人成長至 110 學年度

2,380 人。 

 

台中市訂定「台中市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實驗教育獎補助辦法」，針對辦學或自學績優的單位、個

人，市府給予補助及獎勵措施；每年透過辦理實驗教育說明會及相關推廣活動，提升一般學校與社會

大眾對實驗教育的認識，藉此扶植實驗教育單位成長，推廣台中實驗教育發展，營造友善的實驗教育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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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屏東學生探索未來職業 東新國中試探體驗中心啟用 

摘錄:111/01/13 聯合報 

屏東縣政府在東港鎮東新國中設立第 2所不同職業類群的試探及體驗中心，今天舉行揭牌儀式，學生

帶領縣長潘孟安體驗駕駛漁船、植物培養及餅乾製作，縣府期望透過計畫性的試探體驗活動課程，讓

學生適性揚才、多元發展。 

 

縣長潘孟安表示，技職教育是台灣經濟最重要的基礎，必須從小扎根及提早試探，縣府 106 年在屏東

市中正國中成立首座設計類、餐旅類職探中心，今年在東新國中成立第 2所不同職業類群的職探中

心，除整合資源提供學生發揮創造力的實作場域外，也兼顧在地特色和區域平衡，也讓學生從中小學

階段開始探索自己的職業性向與興趣。 

 

他說，東新國中結合東港地區居民的相關職業特性，且鄰近國立東港海事及國立佳冬高農，因此開設

海事、水產職群及農業類食品職群，讓學生對相關職業有番新的認識，今天啟用後，能讓孩子們提早

啟動探索未來職業興趣的動機，逐步建構生涯發展方向，在未來各個學習階段更能做出適性的生涯選

擇。 

 

縣教育處說，職探中心著重學生需求及地方產業環境，利用閒置教室改建為情境教室，東新國中職探

中心獲國教署補助經費 450 萬元，另縣府自籌經費結合在地產業預計再設 2所區域職探中心，提供國

中小高年級學生對各類職業體驗課程，透過擬真的職場體驗場景，並搭配操船模擬系統、貨櫃輪及漁

船模型、烤箱及半自動封罐機等設備，讓學生試探船舶製造及操作、水族景觀設計、果蔬加工、烘焙

坊西點師傅等工作介紹與體驗，藉真實體驗各種職業，了解自己所需的能力，尋找學習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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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不一樣的走讀學 從里山到里海走出疫情憂鬱 

摘錄:111/01/12 聯合報 

面對疫情起伏，台南社大許多班級仍以城市為教室，透過學習來記錄城市，以不同的創作，呈現最美

的台南風景，以及疫情下人們努力過活的痕跡。今天各課程老師說明一年來努力的成果及未來的新計

畫，強調走讀除記錄，最重要的是人與人互動。 

 

教與學博覽會策劃人陳冠達表示，學校在窗外，一直是社區大學辦學的特色，「台南的人文風景，不

僅是知名小吃或古蹟景點，而在更細膩的生活日常中。」台南社大強調公共參與，許多教師都會規畫

走讀式的學習單元，走讀並非只是將上課的地點由教室移到戶外，而是結合所關注的議題，實地觀

察、記錄，進行多元的創作累積。 

 

「速寫走畫會」教師李慧玲說，寫生是走畫會探索社區的方法，速寫城市近來已蔚為風潮，只要一張

紙一支筆，就可以隨心記錄、速寫。目前世界各個城市的速寫人透過 Urban Sketchers 網站進行「城

市速寫」圖像的交流，透過每個速寫人的圖畫遊遍不同的城市。「期待匯聚台南喜愛寫生的朋友，定

期群聚寫生城市、記錄生活。」這學期主題描繪消失中的漢藥店，傳承數代的手作器具及開店的日

常，下學期將以醫者故事為主題，帶領大家記錄共和醫院。 

 

「油彩心印象」系列課程以油畫描繪生活場景，老師張駿業說，結合社大所推動的紀錄城市主題，課

程中融入戶外寫生，希望可以推廣油彩城市的風氣。 

 

台南社大鐵馬社以培力鐵馬公民，推動單車城市為社團宗旨。社團代表雪納瑞表示，除了推廣正確騎

乘及單車維修外，也進行單車體驗記錄，積極倡議台南單車城市步道的發展與路線規畫，讓路線更安

全、完善。 

 

「野地龍崎士-里山環境大調查」及「台南海人全紀錄-里海生態基地」兩門課，則是結合台南社大正

在推動的龍崎地質公園自然景觀保留及北門蘆竹溝生態教育等議題，進行里山里海的環境教育。講師

陳泰豪表示，系列課程以兩個據點豐富卻潛藏的生態資源為主題，示範如何進行現場田野調查與棲地

觀察，透過環境現場的物種足跡、糞便、樹木、水源等環境特性，記錄生態資源，培力公民科學家，

一起守護、分享台灣珍貴的環境並不受破壞。 

 

為讓更多人看到城市的美，台南社大也將在 16 日周日下午兩點到五點在東區文化中心廣場舉辦教與學

博覽會，歡迎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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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梵大學與金山高中美術策略聯盟 成果展發揚在地美學(多元文化) 

摘錄:111/01/12 聯合報 

華梵大學在本學期與新北金山高中簽訂校際課程策略聯盟，每周安排老師前往金中進行美術課程教

學，舉行「藝奇挖哇哇」期末校際課程成果展，一展藝遊金山在地美學的學習成果，校長們都肯定學

生創作，希望學生在獨特的美術體驗及創作過程中表現自己。 

 

華梵大學說明，策略聯盟已經第三年，成效良好下已成為金中學生每周的期待，學校也出動黃詅儷、

董其融及黃暐翔等三位老師，將金中全學期美術課分成「藝術設計與平面插畫」、「故事設計與街頭

藝術」、「藝術媒體多元運用」等三大主題，進行課程設計與教學，盼提升學生的審美判斷、多元探

索與創作。 

 

三位授課老師表示，這次「藝奇挖哇哇」成果展，作品主軸為挖掘每個孩子的赤子之心，媒材包含鉛

筆、水彩、色鉛筆及平面設計等各種創作類型，展現對生活、環境的體驗與關懷，更充分展現金山在

地化的人文情懷。 

 

作品中以金中同學陳韋劭採硬筆畫成的七爺八爺最為栩栩如生，作品一方面展現出在地純樸真性，一

方面也以現代化藝術媒材展現新世紀的丰采，呈現出不拘雅俗，可以傳統也可以前衛的精彩創作，令

在場師生耳目一新。 

 

華梵大學校長林從一表示，肯定金中生的創作能量，每位同學的作品都很精采獨特，展現豐沛的創作

能量鼓勵大家未來繼續透過美術表現自己；華梵對於美術教育的推動不遺餘力，老師也非常了解與照

顧學生的需求，像最近就有學校老師幫忙籌措經費，協助學生到姐妹校交換。 

 

金山高中校長賴來展也說，金中和華梵進行多年的校際美術課程合作，藉由專家規劃創新、創意與結

合在地美學的特色課程，每學期並滾動式調整內容，讓學生有不一樣的美術體驗課及不一樣的創作過

程。 

  



5 
 

壞習慣多…媽震撼教育小一兒「到公園流浪」網讚：超級大絕招(家庭教育) 
 

摘錄:111/01/11 聯合報 

一名媽媽抱怨家中唸小一的孩子總是飯不好好吃、功課不認真寫，即使每天重複唸叨或是用打罵的還

是不見成效，靈機一動決定來一次震撼教育，帶著兒子去公園當遊民，兒子在垃圾袋上睡了一晚後哭

到不行，隔天甚至 90 度鞠躬道歉，讓網友直呼「太佩服這方法了！」 

 

這位媽媽在臉書社團《爆廢公社》發文，提到目前就讀國小一年級的兒子有一些壞毛病「飯要吃不吃

的，玩具要收不收的，寫字寫一下，椅子就轉一圈，常常趴在地板上當蟲一樣蠕動」，不管如何規

勸、打罵都沒用，讓她十分心累「整天跟他說，爸爸賺錢很辛苦，就是要給你吃飽穿好，有溫暖的家

住，還有暖氣可吹、熱熱的澡可以洗，卻在那邊說不想寫作業、讀書好累，抱怨東抱怨西」。 

 

為了讓兒子懂得珍惜事物、了解大人賺錢的辛苦，原 PO 帶著兒子到公園體驗遊民生活「餓了他一整

天，也不幫他洗澡，給他穿薄薄的長袖、破掉的褲子，準備好垃圾袋，就帶他去公園當一日流浪

漢」，他們在帳篷蓋著垃圾袋睡了一晚上，當晚，原 PO 兒子哭到一個不行，還說太冷了想跟她擠同個

垃圾袋，她則抱著他入睡。 

 

原 PO 表示，夜裡引來巡邏隊關切，兒子也很認命地哭著跟巡邏隊說他不想學習，被丟來當小乞丐，巡

邏隊還拿了紙箱來幫母子倆擋風。經過一天的震撼教育後，她假裝要再帶兒子到公園繼續流浪，兒子

崩潰大哭，等回到真正的家後「他很主動的突然 90 度跟我鞠躬道歉，懺悔說他會好好學習，也會慢慢

改掉他的壞習慣，一整天下來，跟我用敬語，像是請、謝謝、幫忙、可以等用語說話」，她對此十分

欣慰，「看他下次還敢不敢給我『給孝』（裝瘋），懂不懂珍惜，知不知足」。 

 

文章一貼出，引起網友熱烈討論，紛紛稱讚媽媽的做法「超級大絕招欸」、「讚！比那些恐龍強太多

了」、「媽媽我佩服你」、「一言不合就流浪」、「如果家長和小孩一起體驗，是很好的教育方

式」、「過幾天公園會不會一堆媽媽帶小孩出來睡公園」、「寒假可能會在公園看到很多帳篷」、

「從小學會野營生存」「準備帶我家孩子去了」、「苦過才知道其實過得很幸福」，不過也有人認為

「讓小孩餓肚子不太好」、「現在天氣太冷了很容易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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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停課！嘉市國中小超前部署 下學期課本將先帶回家(安全) 

摘錄:111/01/10 聯合報 

桃園機場群聚感染讓疫情再起，嘉市府衛生局鼓勵打第 3劑，預計 22 及 23 日在港坪體育館、北興國

中開辦 65 歲以上大型接種站，預約平台近期會上線；教育處也超前部署，即日起要求各國中小，本周

就先讓學生把下學期課本、習作帶回，以防可能突如其來的停課。 

 

衛生局表示，服務 65 歲以上長輩，本月 22 日及 23 日開辦大型接種站，港坪體育館由陽明醫院承辦，

北興國中活動中心由聖馬爾定醫院承辦，預約平台是兩醫院個別開設，今持續測試、調整系統；屆時

兩天都施打莫德納和 BNT，量能估計可打 2萬 7000 多人。 

 

教育處指出，必須讓「停課不停學」超前部署再升級，即日起各國中、國小本周先行讓學生將下學期

課本、習作帶回，以利寒假期間自學、面對下學期可能突如其來的開學就停課，也可維持讓線上教學

正常。 

 

市長黃敏惠也關心教學設備資源，教育處請各校確保並盤點學生 OpenID 帳號，對接常用的數位教材、

學習平台、遠距課程模式能順利運作，並督促各校掌握「混成教學」技巧，縱使停課，學生仍能依課

表上課。 

 

另外，教育處也指出，會提供自主學習資源、製成線上教學影片檔，假使再度因疫情停課，評量方面

也能多元且重視素養，評分標準會先做好溝通，各校檢視「課程計畫」配合時事有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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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萬卷傳愛」歲末為台中原鄉打造魔力閱讀空間(閱讀素養) 

 摘錄:111/01/13 聯合報 

嘉磐慈善基金會藝術下鄉，邀請公益夥伴台中西北扶輪社，歲末啟動台中市和平區松鶴部落「萬卷傳

愛」寒冬送暖慈善行動列車，捐贈當地德芙蘭國小逾萬本繪本書，為原鄉學童打造魔力閱讀空間，並

響應「山中提琴手」捐贈吉他、小提琴、鋼琴和獎助學金；現場大環藝術家楊世豪受邀與原鄉學童分

享大環雜技藝術。 

 

雲林縣水林鄉蕃薯村務農為主，因讀書風氣盛，孕育出不少法官等司法界人士，有法官村美稱，台灣

高等法院台中高分院前院長洪文章回饋鄉里寒冬送暖，與台中市政顧問蘇秀姃等人在農曆新年前關懷

故鄉弱勢族群，捐贈春節關懷禮金，共捐贈 17 戶，每戶各 6000 元禮金。 

 

懋榮建設董事長紀吉川長年投入公益，與台中西屯扶輪社共同主辦少年成長領袖營 15 日將在台中市和

平國小登場，邀和平國中、白冷國小、博愛國小、和平國小等四校 44 名學生參與，聘國立勤益大學流

通管理系系主任 周聰佑開課主講「自信與熱忱」，培養少年領袖特質及擴展生活經驗、發展人際互

動。 

 

嘉磐慈善基金會董事長魏嘉銘說，嘉磐建築團隊發起「您捐書，嘉磐加碼再捐 10 元」公益募書行動，

募集超過 1萬本二手繪本書，捐德芙蘭小學，同時響應「山中提琴手」，捐贈一把吉他、兩把小提

琴、一架鋼琴、泰雅族美聲合唱團 2萬元獎助金，募書加碼捐 5萬元作為課輔才藝班的助學金與師資

鐘點費，以愛傳愛，點亮部落孩子的未來。 

 

魏嘉銘指出，感謝公益盟友台中西北扶輪社與基金會攜手傳遞溫暖，一年多來，為德芙蘭小學製播一

系列公益故事專題報導，讓更多人聽見和認識在台灣這片土地上動人故事。                            



8 
 

「創新教育」許願回響 線上教學補救主要科目(多元文化) 

摘錄:111/01/16 聯合報 

《聯合報》適逢 70 周年，邀請社會各界為台灣「許願未來」，其中積極用實驗教育翻轉偏鄉的雲林縣

樟湖生態國中小學校長陳清圳，當時許願「讓每個孩子展現天賦」，希望達成 21 世紀及全世界追求的

當代價值，這分心願如今也獲得回響。 

 

擁有美術背景的讀者表示樂意前進偏鄉教學，然而樟湖生態國中小學的教育現場，最需補救的仍為英

文、數學等主要科目，加上偏鄉交通、食宿便利性不如平地，種種生活上的不便，成了首當其衝、必

須克服的現實問題。 

 

陳清圳回憶，與響應的讀者談話近 30 分鐘，彼此對教育都具有想法與熱枕，不過考量許多現實問題待

解，雙方有共識在新學期開學時，展開 1至 2堂線上試教課程，以小學 5、6年級英數為主要補救項

目，掌握實際教學情形後，再評估可否帶入更符合需求的教育資源，計畫下一步深化合作，真正協助

到偏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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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童罕病長不高怕撞 當疊杯選手寫成超勵志作文獲獎(生命) 

摘錄:111/01/16 聯合報 

嘉義市育人國小學生陳懷恩患有罕病「先天性頸椎融合症」，個子長不高，也不能遭碰撞，但他天性

樂觀、開朗，在體育課學習競技疊杯，獲嘉市代表隊培訓資格，昨天起受訓將爭取參與全國賽；他還

把參與體育課的故事，以題目「我們都一樣」參加教育部體育署適應體育徵文比賽，榮獲國小組首

獎。 

 

育人國小校長楊家豪說，陳懷恩將自身體育課和學習競技疊杯的經歷，曾用繪畫和文字方式記錄，出

版 3本書，兩度獲「文薈獎」圖畫書類獎項，如今，他不僅是嘉市競技疊杯培訓選手，更是小作家，

期望他的故事，鼓舞更多特殊生，如同內容所寫「身體限制了我的成長，卻無法限制我的夢想」，學

校更推薦參加 2022 年總統教育獎選拔。 

 

陳懷恩的參加體育署的徵文比賽，以「我們都一樣」為主題，寫出學校體育老師調整上課方式，他可

以跟同學一起上場玩足球，參與大隊接力，以及參加競技疊杯比賽經過，體會到「動融、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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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種子落腳花蓮 海星師生培育 3 個月分享難得體驗(多元文化) 

摘錄:111/01/11 聯合報 

一批在太空旅行 7個月的種子，去年 10 月落腳花蓮，由海星中學國中部 8名學生栽種、記錄，經過 3

個月細心呵護，陸續發芽、開花，師生今天分享栽種心得，笑說雖然差異不大，但「和外太空的第一

次接觸，是很特別的體驗」。 

 

私立海星中學參加由日本主導的「亞洲種子上太空」計畫，去年 10 月初獲得一批在太空旅行 7個月後

返回地球的台灣紅藜、甜椒種子，校長陳海鵬帶師生開箱後，由國中部主任葉東茂帶著國中部科學班

7、8年級學生林品妍、廖芯愛、謝承佑、李羿呈，韓詠捷、謝秉家、吳品璇、陳政叡共同培育。 

 

學生將種子分成來自太空的實驗組和一般對照組，每天澆水，觀察並記錄植物生長高度和葉子型態，

連假日都必須到校照顧，經過 3個多月，小小種子陸續發芽展葉，紅藜甚至已經開花，師生將生長過

程全部記錄下來，今天下午在校內發表成果。 

 

「有點過度保護了」林品妍笑說，一開始各方面都做得很謹慎，可能因此反而沒有長得很好。紅藜一

般植株要長到 160 公分才會開花結果，但這批太空種子紅藜才 50 公分高就已經開花，可能是太晚移

植，日照不足造成。 

 

廖芯愛說，原本以為來自太空的種子，發芽率可能特別高或者特別低，但經過 3個月觀察，與對照組

相較，上過太空的實驗組種子，與一般種子的生長曲線圖沒有太大差異。種植過程對師生是特別體

驗，「人生應該沒幾次能夠接觸外太空來的東西吧」，林品妍說。 

 

葉東茂表示，「亞洲種子上太空」已完成第一階段 3個月的種植期，並將研究成果送到國立中興大

學，若評比入圍，月底將再前往口頭報告。至於校內太空種子植栽也會持續觀察、留種，在校內傳承

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