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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師資培育中心教育資訊 

週次：第四週      日期︰110/10/11~110/10/17        輯排出版︰邱俊杰 

 

週報標題: 

★ P1  台灣女孩日 教長盼創友善環境打破性別框架 

★ P2  未來 3年竹縣公幼將增 37 班 預計增加近千個就讀名額 

★ P3  北市家長反對國小設日照 憂長者發病影響教學 

★ P4  融入大埔在地元素 雯翔舞團與童共譜「山水幽情」舞劇 

★ P5 鼓勵大學助非洲育菁英人才 教部補助 5校千萬 

★ P6  台生赴奧地利交換 疫情下體驗異地學習多元授課 

★ P7  教育部砸千萬設農業醫藥碩博專班 專收非洲學生 

★ P8  一生服務身障！林智堅拜訪百歲人瑞「不老特教師」 

★ P9  營建署推童書 帶領學童探險汙水下水道 

★ P10 不只台大與哈佛！這 21 所美大學都找我國學校學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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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女孩日 教長盼創友善環境打破性別框架 

摘錄:110/10/11 聯合報 

今天是台灣女孩日，教育部長潘文忠在臉書發文表示，希望透過創造更友善的成長環境，為孩子打破

性別刻板框架，讓每個孩子不分性別，都能追求自己想成為的樣子。 

 

潘文忠指出，在他小時候，社會還有「男主外、女主內」、「男理工、女人文」等刻板印象，經過台

灣許多一線教育夥伴及民間團體不斷努力，為孩子打破性別刻板框架，創造更友善的成長環境，從性

平教育立法、落實於校園內，一路走來 20 多年，確實感受到台灣不一樣了。 

 

從傑出的女性科學家、船長、消防員、公共議題推動者，到今年東京奧運代表團超過半數女性運動員

等，潘文忠提到，女力為台灣社會風貌創造更多元的可能，在這一天，他也要特別向各領域傑出的女

性工作者致敬。 

 

潘文忠表示，教育工作很大一部分就是推動讓孩子更自由、自信成長的環境，陪孩子認識、尊重彼此

差異，不被社會性別框架限制，讓每個孩子不分性別，都能一步步認識自己，探索未來的專業工作領

域、追求自己想成為的樣子。 

 

今天是台灣女孩日，潘文忠也特別感謝在這條路上共同努力的教育夥伴，希望所有的台灣女孩，都能

自信勇敢成長、大步大步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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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 3 年竹縣公幼將增 37 班 預計增加近千個就讀名額 

摘錄:110/10/11 聯合報 

新竹縣府預計在 2024 年前，花費 4億元新增 11 所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其中 4所已在去年開始招

生，縣長楊文科表示，新竹縣公共化教保服務比例今年已達到 56%，較去年成長 7%，未來 3年會持續

增加幼兒園及班級數，滿足家長對公幼的需求。 

 

縣府表示，新竹縣是全國第 2年輕的城市，幼年人口比率占 16.11%，因此民眾對於平價優質教保服務

需求強勁，縣府也持續推動相關政策，同時獲得教育部挹注，包含位於竹北高鐵特定區內的嘉豐非營

利幼兒園，已有 4所公幼在去年開始招生。 

 

教育處指出，縣府持續規畫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111 至 113 學年度預計增加 37 班，總計增加 916 名

幼生名額，也將達成縣長楊文科原先增設 50 班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班級的政策，提高教保服務供應

量，照顧幼兒並減輕家長負擔。 

 

教育處說，將在 111 學年度規畫新設員崠國小、碧潭國小、芎林國小、新港國小、新豐非營利幼兒

園，華興國小附幼，總計 8班，預計增加 130 名幼生名額；112 學年度開辦文小十規畫 8班、湖口文小

10 班非營利幼兒園，博愛小非營利幼兒園 3班及新庄子非營利幼兒園 4班，增加 666 名幼生名額；113

學年度增設勝利國中附設幼兒園 2班及中山國小附幼 2班，增 120 名幼生名額。 

 

縣府也報喜，斥資 1億 5365 萬元打造的第一所非營利幼兒園「嘉豐非營利幼兒園暨托嬰中心」，因為

建築以調色盤概念設計，近日榮獲「2021 國家卓越建設獎」中最佳規畫設計類金質獎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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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家長反對國小設日照 憂長者發病影響教學 

摘錄:110/10/11 聯合報 

台北市推動「一學區一日照」，由芝山國小打先鋒，開辦初期以服務 65 歲以上失能長者，收托人數為

30 人。不過芝山國小家長會反彈，認為長者發病無法預測，社會局豈能「硬推」讓失智、失能的長者

進入校園，議員說「就饒了芝山國小」。對此，北市社會局表示，老人日照的特別設置於學校行政大

樓內，鄰近校門且有獨立出入口，日照內設有門禁管制，完全與學生教室區隔。 

 

社會局規劃，設在芝山國小內的日照中心將在每周一到五的上午 7時至晚間 7時營運，服務 30 名 65

歲以上的輕、中度失能長者以及 50 歲以上的失智症者，除提供生活照顧外，也希望能促進長者健康、

訓練生活自立，便從 2019 年開始展開改建作業。 

 

芝山國小家長會長李宜純表示，校內多為 12 歲以下國小生，且還設有托嬰中心，若失智、失能的長者

進入校園，家長去上班怎能放心讓孩子待在學校？失智發病無法預測，甚至小學生活動力旺盛，不慎

造成長者碰撞又該怎麼辦？ 

 

李宜純表示，家長們不反對設置日照中心，但反對設置在任何一所國小，社會局為何一定要硬推、為

何不另起爐灶？建議設置在護校內提供學生實習，發揮更大效益。 

 

社會局表示，配合學校規劃，預計增設側門，通往教學區廊道，以電子圍欄阻隔。對此做法，家長會

仍認為難接受，因為任誰都無法保證長者與小孩不會接觸。 

 

議員汪志冰表示，家長已明確表達反對，內部家長代表調查結果也是「一面倒」反對，「還有家長講

到哭出來，社會局就饒了芝山國小，還給學校一個純淨的環境。」至於活用校內閒置空間，汪說，家

長期待是作為與學生教學相關的應用。 

 

社會局長周榆修說，家長態度很堅定，但是溝通是必要的成本，老人日照的特別設置於學校行政大樓

內，鄰近校門且有獨立出入口，日照內設有門禁管制，完全與學生教室區隔，並不會相互影響，另

外，社會局盡力協調長輩與家長接送時間錯開。 

 

周榆修說，老幼共學在日本、歐洲皆有成功案例，在台灣也非首創，屏東縣前進國小設有失智服務據

點。因應少子化校園出現餘裕空間，基於活化市有場地閒置空間的立場，北市盼能積極將社福設施推

向校園，達到社區融合、老幼及身障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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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大埔在地元素 雯翔舞團與童共譜「山水幽情」舞劇(多元文化) 

摘錄:110/10/11 聯合報 

嘉義縣大埔鄉是許多遊客眼中的室外桃源，但如今卻面臨青壯年人口外移的危機，為此，嘉義縣表演

藝術中心以藝術支持在地，特邀雯翔舞團前進大埔鄉，開設肢體開發工作坊，用遊戲的方式帶學童親

近舞蹈。 

 

雯翔舞團傳承在地文化並走入社區，將藝術生活化，做為舞團發展核心方針，共同努力發揚在地文化

地方特色，歷年來以「一鄉一特色」，將嘉義縣 18 鄉鎮人文地景風情作為創作主軸。 

 

今年雯翔舞團以大埔鄉為創作背景，以天然優美的環境、鷹群翱翔的奇觀，融入大埔地景風情，在地

流傳的浪漫愛情故事編創而成的大型舞劇「山水悠情、鷹之谷」。 

 

工作坊尾聲由團長郭玉雯帶領社區孩童共同完成一段優美的舞蹈，小朋友們甚至在道別時跑過來向團

長詢問「老師明天還會來嗎」流露著滿是不捨的心情。 

 

此外，演出邀請由大埔鄉孩子及居民組成的「大埔愛樂弦樂團」同台演出，運用在地獨特的漂流木小

提琴，舞蹈與音樂，跨域激盪結合「山水悠情、鷹之谷」舞劇即將於 10 月 17 日在嘉義縣表演藝術中

心演藝廳演出。 

 

大埔鄉長吳明勳說，「山水悠情、鷹之谷」是專門為大埔鄉做的舞劇，說的是大埔在地的特色與故

事，期待更多人認識我們生長的土地，也歡迎鄉民們走進表演藝中心欣賞一同感受為在地人量身打造

的舞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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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大學助非洲育菁英人才 教部補助 5校千萬(生涯規劃) 
 

摘錄:110/10/11 聯合報 

為促進與非洲國家學術交流，教育部訂定「非洲菁英人才培育計畫」，針對農業、醫療等 5個領域，

補助 5校共約新台幣 1000 萬元，鼓勵大學招非洲人才來台讀碩博班或專題研習。 

 

教育部今天新聞稿指出，為擴大台灣高教在非洲的能見度與影響力，110 年起訂定「非洲菁英人才培育

計畫」，規劃於農業、醫療、資訊、商管、華語教育等 5個高教領域，鼓勵國內大學招收非洲菁英人

才來台就讀碩博士學位、培育特定領域高階人才、辦理大學校院聯盟合作。 

 

今年採小規模試辦，鼓勵國內大學先與當地學校建立合作模式，並分階段逐步擴大合作範疇，共 7校

遞交申請計畫，5校經教育部審議通過，最後核定「特定領域學位班」4班、「短期專題研習班」8

班、「特定領域聯盟」2件，預計補助國內 5校約新台幣 1000 萬元，今年 9月開始執行。 

 

教育部表示，「特定領域學位專班」補助大學針對農業及醫藥的優勢領域或非洲合作國家重點產業所

需的人才開設碩博士學位班，或與當地優質產學研究機構共同培育方式開設雙聯學位班（含學碩

博），招收非洲國家學研機構教研人員或主管及一般學生。 

 

「短期專題研習班」則以農業及醫藥領域優先，採跨領域別或議題導向、專題研習等方式辦理，完成

課程者授予學分證明，參加對象為非洲國家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教職員生或政府官員，並可因應 COVID-

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疫情影響，以遠距方式推動。 

 

教育部提到，辦理特定領域聯盟的國內大學透過聯盟合作，與非洲大學或學研機構進行高等教育學術

交流活動，如辦理學術會議、研討會、論壇及工作坊等，也可因應疫情採線上同步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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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生赴奧地利交換 疫情下體驗異地學習多元授課(安全) 

摘錄:110/10/11 聯合報 

教育部與奧地利以政府對政府方式合設「台灣奧地利高教科研種籽基金」獎學金，補助台生赴奧地利

交換，在疫情下體驗異地學習和多元的授課方式。 

 

教育部今天新聞稿指出，受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疫情與邊境管制影響，奧地利多數學校轉

為線上教學，但仍有 2名台灣學生順利取得奧地利核發入境簽證，在「台灣奧地利高教科研種籽基

金」獎學金支持下，於去年 9月至今年 2月間前往當地交換，體驗不同的學習環境。 

 

2 名台灣學生分別前往奧地利的維也納科技專業高等學院、薩爾茲堡專業高等學院進行交換，2校的特

色領域包含設計與產品管理、觀光創新管理、國際商業研究、科技管理、全球銷售與行銷研究等。 

 

台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學生王茹怡表示，為了不讓自己感到後悔，去年 9月歐洲疫情嚴峻

時，仍堅定出國交換的決心，雖然上課模式都轉為線上，但老師多元化的授課方式，如翻轉教學、自

我學習，以及同學在線上踴躍發言、頻繁互動，也讓自己跳脫傳統上的學習模式。 

 

南台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學生陳昊謙提到，在課堂上能和在業界有豐富經驗的老師對談與討論，

可直接瞭解目前市場趨勢和所需要的能力；而上課時間並非固定進行，期間需要進行大量的閱讀與報

告，很考驗學生的自制能力與時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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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砸千萬設農業醫藥碩博專班 專收非洲學生(國際教育) 

 摘錄:110/10/11 聯合報 

教育部宣布「非洲菁英人才培育計畫」今年起跑，規畫在農業、醫療、資訊、商管、華語教育等 5個

高教領域，鼓勵國內大學校院招收非洲菁英人才來台就讀碩博士學位、培育特定領域高階人才，及辦

理我國大學校院聯盟合作。 

 

教育部表示，今年補助 5校約 1000 萬元執行此計畫，包括台灣大學、台灣師範大學、東華大學、高雄

醫學大學、台北醫學大學，一共成立「特定領域學位班」4班、「短期專題研習班」8班及「特定領域

聯盟」2件。 

 

教育部指出，「特定領域學位專班」補助我國大學校院針對我國農業及醫藥的優勢領域，或非洲合作

國家重點產業所需的人才，開設碩士或博士學位班，或採與當地國優質產學研究機構共同培育方式，

開設雙聯學位班，招收非洲國家學研機構教研人員或主管及一般學生。 

 

另外還有「短期專題研習班」，教育部說，這部分以農業及醫藥領域優先，採跨領域別或議題導向、

專題研習的短期研習方式辦理，完成課程者授予學分證明，參加對象為非洲國家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教

職員生或政府官員，並可因應疫情影響，以遠距方式推動。 

 

教育部高教司表示，鼓勵推動我國大學校院聯盟合作，包括我國大學校院與非洲大學或學研機構進行

高等教育學術交流活動，如辦理學術會議、研討會、論壇及工作坊等，因應疫情採線上同步方式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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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服務身障！林智堅拜訪百歲人瑞「不老特教師」(生涯規劃) 

摘錄:110/10/12 聯合報 

新竹市百歲人瑞林嘉湧是特教界先驅，1970 年代到日本修習特殊教育，回台後更擔任多個教養院院

長，直到 80 歲才退休，至今仍會參與相關開會研習，給予意見，他不僅會使用智慧型手機，還會傳

LINE。重陽節將至，市長林智堅今前往拜訪這位「不老特教師」，林嘉湧也分享養生秘訣，就是「從

不覺得自己老」，此外，他作息規律，每天必吃水煮蛋、地瓜葉、蘋果，也會散步運動。 

 

林智堅今帶重陽禮金、禮品及轉送總統府敬老狀、衛生福利部金鎖片前往探望，林嘉湧還現場高歌

「望春風」，讓林智堅大讚「丹田很有力。」 

 

林嘉湧也是新竹重要「藝術教育家」李澤藩的學生之一，他說，自己很小就失去雙親，跟國小老師李

澤藩情同父子，李澤藩 80 歲時贈送他一幅「青青草原」風景圖，當時他見李澤藩顫抖雙手，還忍不住

流淚。自此之後，他就將「青青草原」畫作掛在房間內，宛如李澤藩陪伴在旁，唯獨李澤藩女兒辦展

時才外借。 

 

我覺得我不老！，林嘉湧說，他不喜歡別人稱他爺爺，「這樣感覺很老」，他三餐可自理，每天必吃

水煮蛋、地瓜葉、蘋果，他也會看日本小說、聽歌唱歌、健走、還跟日本朋友「傳 LINE」，分享台灣

風景照。 

 

林嘉湧也擔任義工，他說，自己投身教育界，1970 年代任職事務主任退休後前往日本修習特殊教育，

回台後歷任新竹市仁愛啟智中心主任、新竹縣香園教養院長及桃園市心燈啟智教養院長，80 歲才真正

退休，現在也常回去開會研習，「為身障同胞服務，心裡上覺得很快樂」。 

 

林嘉湧的三女兒林淑真說，父親生活、財務完全自理，不用晚輩照顧，甚至還會上網查保健知識、上

網掛號，還以 LINE 與日本友人保持聯絡，互傳風景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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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署推童書 帶領學童探險汙水下水道(閱讀素養) 

摘錄:110/10/13 聯合報 

營建署今天表示，建設完善的汙水下水道系統是現代化城市重要指標之一，為讓社會大眾更加認識這

項隱藏在地下的建設工程，特結合環境教育理念，今年推出第一本與汙水下水道系統基本知識相關的

童書「馬桶裡面的裡面」，並分送各縣市政府進行推廣。 

 

童書完整內容公布於營建署官網（https://www.cpami.gov.tw/營建署家族/營建業務/ 51-下水道工程

處/36720-營建署出版第一本下水道童書-馬桶裡面的裡面.html），提供民眾免費閱覽。 

 

營建署指出，「馬桶裡面的裡面」故事發想，從平時熟悉的馬桶、浴缸、洗手台及廚房等日常用水空

間為故事場景，帶領小朋友搭乘潛水艇，潛入馬桶，一路跟著汙水，沿著水管暢遊下水道探險。經由

童書，以故事型態引導民眾認識汙水處理過程及了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水，是如何通過層層關卡，回

歸自然。 

 

營建署表示，中央與與地方政府積極推動下水道接管工程，以改善生活居住品質之際，期望透過下水

道童書推廣及宣導，向不同年齡層的學童與民眾傳達汙水下水道系統的基本知識及重要性，讓大家能

共同支持下水道工程的推動，讓家戶接管的普及率持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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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台大與哈佛！這 21 所美大學都找我國學校學華語(國際教育) 

摘錄:110/10/13 聯合報 

多年來美國哈佛大學執行「哈佛北京學院」合作計畫，每年暑假派學生到中國大陸北京學華語，今年

將轉往台灣，明年暑假改與台灣大學合作，計畫也更名為「哈佛台北學院」。台大昨證實此事，並說

將有 60 名學員來台參訪，在台大修習為期 8周的中文課程，也將造訪九份、陽明山等北部景點。 

 

這樣的華語台美華語學習，不只限於哈佛與台大。教育部看準中國大陸華語機構「孔子學院」漸退出

美國，今年砸 4500 萬元執行「優華語計畫」進攻補位，即將選送我國 10 所大學共 36 名教師到美國大

學任教，並邀 168 名美國學生來台學華語。台灣師範大學與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簽約、清華大學與麻

省理工學院等名校合作。 

 

但獲選出國的華語教師說，教育部釋出的補助金太低，赴美後恐成窮忙族。也有大學主管表示，和美

方談薪確實是一大挑戰，聘師的美國理應負擔教師薪資，但該國過去常與中國大陸合作，陸方一向祭

出諸多優惠，讓美國認定「延攬華語教師不必花大錢」。 

 

對此，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回應，教師這一行值得邊做邊學，永遠有精進空間，教育部未來擬安

排華語教師報名海外的實體或線上增能課程，協助提升教學專業知能，以及到國外教書意願。 

 

國際司也說，教育部設有「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點」，目前除補助赴美華語教師

每月 1200 美元（約 3萬 3千元台幣）生活費，還會按當地物價水平補助機票費和教材教具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