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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沈芯菱與高中三忠學生合影)

 

 

 

 

 

 

 

 

 

 

正德訊息    2 月 23 日   轉彎思考的演講 

            2 月 26 日   英文作文比賽 

            (108)學年度大學學科能力測驗 

            (108)學年度大學繁星校內撕榜 

            複合式防災演練 

              108 年國中畢業生適性入學到校宣導 

師長的話   社會領域介紹 

焦點 TAG   作業抽查 

師生園地   (一) 盼望長大的童年 

           (二) 問心無愧 

           (三) 問心無愧 

焦點話題   (108)學年度學測社會科考題跨領域知識測驗的分析 

本期榮譽榜 參加彰化青年徵稿活動，榮獲刊登同學與校長合影 

 

 2 月 23 日 轉彎思考的演講 
本校於2月23日邀請台灣知名的慈

善家沈芯菱到校演講，演講內容提

到「轉彎思考」就是：當你想要幫

助別人時，自己的成長是最快的；

真正的窮不是沒有錢，而是沒有能

力付出；想做就去做，不要因為自

己的年齡、身分而澆熄理想。在二

個小時演講過程中，講師與同學們

互動熱烈，毫無冷場。全校師生聚

精會神地聆聽這場令人感動的經驗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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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專心聽撕榜規則)

(教師親至現場指導)

(參賽同學認真作答，爭取最高榮譽)

 2 月 26 日 英文作文比賽 
本校於 2 月 26 日舉辦英文作文比

賽，題目為「人的生活中，難免有
遭人誤解因而感到委屈的時候，第
一段描述個人被誤解的經驗，第二
段談這段經驗對個人的影響與啟
示。」此次普通科及應英科一、二
年級共有 21 位同學參加，比賽過
程中，同學們都非常認真書寫。比
賽結果如下： 

 
 
 

二年級組 一年級組 

班級 學生姓名 名次 班級 學生姓名 名次 

應英二忠 張敏宣 第一名 應英一忠 林彥廷 第一名 

應英二忠 林芷鞍 第二名 應英一忠 陳芊妤 第二名 

高中二忠 林孝璇 第三名 高中一忠 洪冠閔 第三名 

 

 (108)學年度大學學科能力測驗 
本校有 302 位學生參與(108)學年度大學學科能力

測驗。為讓同學們專心應試，高中部各班導師於

考試期間皆全程陪伴，各科專任教師也到場為考

生解答疑問，服務隊學生則負責考場環境整潔及

秩序。行政團隊則由校長率領副校長、輔導主任、

教務主任至考場為所有考生加油打氣，期勉同學

們考取好成績。 

 
 

 

 (108)學年度大學繁星校內撕榜 
(108)學年度大學學測成績在 2 月 25 日公布，本

校高中部同學在 3 月 5 日進行繁星撕榜，從校內

學業成績排名前 1%者為第一順位，開始選填志

願，整個撕榜作業進行 1 個多小時，同學們選填

了國立宜蘭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嘉義大學、

國立臺東大學、國立聯合大學、國立臺灣體育運

動大學、中山醫學大學、高雄醫學大學、中國醫

藥大學等學校。全校共有 78 位同學參加繁星撕

榜，期待同學們錄取心中理想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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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使用滅火器撲滅火源)

(家長場次)(學生場次)

(演練遊覽車逃生各項知能)

 複合式防災演練 
近期發生了大學校舍火警事件，造成學生受傷及嗆傷情形，本學期於複合式防災教育演練上，

亦針對火災預災、處置及逃生加強演練，著重於實地滅火器使用、室內消防栓接上消防水袋
操作及濃煙逃生演練等，以強化學生消防常識及技能，本次還針對相關火場逃生迷思作為說
明，供學生參考，例如往上跑離火災及濃煙、躲在浴室利用排水孔呼吸新鮮的空氣及使用濕
毛巾幪住口鼻等都是常見的錯誤觀念，應該以「火災初期時避難逃生原則：小火快跑，濃煙
關門！」，加上實地體驗滅火器撲滅火源及操作消防水管，親身了解救災器材使用的技巧，
強化防災知能。 
除此也強化遊覽車逃生演練，不僅以逃生影片說明，更強調遊覽車逃生各項知能，如正確使
用安全帶、緊急逃生門開啟及遇緊急狀況透過自動洩壓閥手動開啟車門，學生學習了這些實
用的逃生技能，更能有效降低災害發生時人員傷亡及災害損失，也強化師生安全救護及防災
知識。 

 

 

 

 

 

 

 

 

 

 108 年國中畢業生適性入學到校宣導 
輔導室配合彰化縣政府辦理 108 年國中畢業生適性入學到校宣導，2 月 22 日針對校內師生辦

理學生場次，2 月 25 日針對國三家長辦理家長場次。目的在於協助家長了解彰化區適性入學

管道及相關措施、制度，以期讓學生得以在面對多元升學管道中做出最適性的選擇，並規劃

學習方向。 

 

 

 

 

 

 

 

社會領域介紹 
社會領域是一個結合歷史、地理，以及公民與社會三學科的課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程綱要中亦提及：「社會領域的主要教育功能為傳遞文化與制度，培養探究、參與、實踐、反思
及創新的態度與能力」，可見社會領域課程內容已經從傳統「背多分」的枷鎖掙脫了，而朝向實

校長 蕭坤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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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遊半線實察照片) (社會科競試照片)

踐、反思的方向邁進。 
社會領域課程目標如下： 
一、增進對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學科及領域知識的探究與理解能力。 
二、發展跨學科的分析、思辨、統整與評估的能力。 
三、發展個人的主體意識，以及自律自治、自發精進與自我實現的素養。 
四、提升自主思考、價值判斷、理性決定與創新應變的素養。 
五、發展民主溝通互動、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社會參與等公民實踐的素養。 
六、培養對於族群、社會、地方、國家和世界多重公民身分的敏察覺知，並涵育肯認多元、重

視人權和關懷全球永續的責任意識。 
為讓學生能夠習得探究、實踐、反思等能力，所以本校校本課程「郁遊半線」便是一門結

合地理、歷史等學科知識所規畫的課程，課程中學生除了可以了解郁永河到台灣的歷史背景外、
學習到 GPS 的操作外，還能到實地進行查，以更深入了解課程的內涵。此外，為讓學生可以檢
驗自己社會領域的學習狀況，定期舉辦社會科競試，歡迎社會領域各科好手參加。 

 

 

 

 

 

 

 

 

 

 

 

 

作業抽查 
依照作業抽查實施要點，每學期兩次的作業抽查是教學組的例行任務，透過作業抽查，不

僅能了解學生在各科作業上是否有配合教師的教學進度，更能藉此協助任課教師督促學生能按
時完成作業，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作業抽查的實施方式為每學期兩次作業抽查，每班每次抽查兩門科目，各科目一學期抽查
一次，每次人數以 10 人為原則。抽查的重點有以下幾項提醒同學： 
一、作業簿上應確實標記班級、座號、姓名：每位學生的作業都是獨一無二的，學生應該對自

己的作業負起責任。 
二、依指定進度完成作業：配合任課教師的進度，準時完成作業之書寫及繳交。 
三、經任課教師批閱完畢：每份作業都應經過任課教師的批閱，讓老師能精確掌握學生的作業

狀況。 
四、確實訂正答案：作業是自己學習的歷程，應了解錯誤的原因並修正，期許自己不要再犯相

同的錯誤。 
五、作業簿應依任課教師指定之格式書寫：作業應符合老師的要求。 
六、作業簿內容完整，字跡端正：作業是每門課的紀錄檔案，字跡端正才能方便之後的查閱及

課程的複習。 
經抽查不符合以上抽查要點，將退回作業，並列為「複查對象」。列為複查者，應從收到
作業當日起三日內，依「作業抽查要點」完成作業，並自行補交至教學組複查。若未依時
間完成補交者，將於全校重大活動當日抽離學生實施反省心得寫作一次，並通知家長嚴加
督促。 

教學組長 吳育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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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大佑青年造型取自：「音樂專欄」羅大佑 時代的詩人)

(校園中的桂花盛開，芳香四溢，同學們知道在哪裡嗎？)

 

盼望長大的童年 
「盼望長大的童年」這句話是羅大佑《童年》這首歌曲中的一段話，原始歌詞是：「盼望著

假期，盼望著明天，盼望長大的童年」，羅大佑和我大概是同一年代出生，他創作這一曲子的時

間約於 1980 年代，各位還沒出生。這首歌曲所描寫的景象很像我童年的時候，校長是在某一天

早上上班途中，不經意從收音機聽到這首早已遺忘的歌曲，當時很有感覺也讓我想到在座正德

高中同學們。 
我的童年其實很單純，相信與各位差不了多少：喜歡看漫畫、不太愛念書、整天和幾個好

友膩在一起，打彈珠、玩橡皮圈或騎腳踏車探險。國高中時代開始面對一連串的考試，當時的

老師與現在各位的導師一樣，整天盯著我們看，由於聯考制度的壓力，大家也不敢放輕鬆，所

以只能寄託於故事書或漫畫書，或者是幻想長大後要幹什麼，羅大佑這首歌曲真的讓我回憶起

童年時刻的美好，與國高中時候在學校讀書的情形。現在就讓我們一起欣賞這首歌曲！ 
1980 年代初期正是校長讀大學的時候，當時

的校園民歌正風起雲湧地在各大學、電台或電視

機播放。而台灣社會處於戒嚴，記得大一，我剛

到台北讀書時，在學校附近發生台灣治安史上第

一件銀行搶案，頓時學校附近街道滿滿是憲兵與

警察。之前也因為高雄美麗島事件，我也在學校

附近看到同樣的景象，那時覺得台北跟家鄉的台

中真的很不一樣。對一位初次離家北上讀書的鄉

下小孩，民歌、咖啡廳、台北街頭、憲兵警察讓

我的世界很不一樣！羅大佑就是在這種社會氛

圍下，創作了和我高中時代瓊瑤小說裡純純、理

想化、浪漫的愛情不一樣風格的樂曲，他可以說是「在地的」、「台灣本土化的」一位歌手，例

如，他的造型：一襲黑衣黑褲、留著長捲髮，然後戴著墨鏡，跟當時的時代風格就格格不入。《童

年》這首歌的歌詞有幾句與各位的生活經驗是不是很類似？「福利社裏面什麼都有，就是口袋

裡沒有半毛錢」、「黑板上老師的粉筆，還在拚命唧唧喳喳寫個不停」「總要等到考試以後，才知

道該念的書還沒有念」「隔壁班的那個女孩怎麼還沒經過我的窗前」、……都相當生活化且十分

貼切，各位與校長一樣，不都是這樣長大的嗎？今天，我要以羅大佑這首歌曲，勉勵大家童年

幻想與學校經驗的可貴，各位都共同歷經同樣的時代環境：寶可夢、臉書、LINE、國中會考、

聯合週會、校運會、搭校車、戶外教學或校外參訪，大家也一樣：「盼望著假期，盼望著明天，

盼望著長大的童年」或者是「等待著下課，等待著放學，等待遊戲的童年」。而各位大部分來自

彰化鄉下地區，大家要好好珍惜自己的家鄉：「陽光下蜻蜓飛過來，一片片綠油油的稻田」，然

後好好幻想未來自己的天空：「水彩蠟筆和萬花筒，畫不出天邊那一道彩虹」，也就是追求天邊

的彩虹！ 
目前各位所處的世界需要大家用心去體會

與探險，羅大佑的歌詞：「池塘邊的榕樹上，知

了在聲聲地叫著夏天」、「操場邊的鞦韆上，只有

蝴蝶兒停在上面」，這些詞句提示我們正德高中

的校園裡，處處生機。同時，校長也希望各位有

幻想的能力，要記得你們每位同學都擁有未來美

好的機會，而且都會有屬於自己的一篇篇自我探

險的人生故事，羅大佑歌詞裡：「沒有人知道為

什麼，太陽總下到山的那一邊」、「沒有人能夠告

訴我，山裡面有沒有住著神仙」，告訴大家山的

校長 蕭坤松 (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rWKhGeWp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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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邊(也就是各位的未來)是值得探索與期待。縱使現在面臨困頓，也要像羅大佑歌詞所形容

的：「多少的日子裡總是，一個人面對著天空發呆」、「就這麼好奇，就這麼幻想，這麼孤單的童

年」，仍夠自我安然面對與克服！讓我們再一次地聆聽這首曲子！ 

 

問心無愧 
人生這麼長，我們做的事是否真的都問心無愧？是不是也有愧對於人的時候？這時又會去

省思自己所做的事嗎？ 

從過去到現在，我們對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是否都可以坦然去面對？當別人質疑你的時
候，心裡又是否真的問心無愧？若心裡覺得慚愧，或有愧於人時，應該要即時改正自己，而不
是視而不見。 

記得小時候零用錢有限，為了買喜歡的漫畫書，所以動了歪腦筋去偷拿媽媽皮夾裡的錢。

當媽媽發現錢少了的時候跑來質問我，我馬上一口否認，裝作不知情，因此媽媽認為就是哥哥
拿的。當下的我雖然慶幸沒被發現，也買到了漫畫書，但看到哥哥背了黑鍋，心裡卻覺得心虛
了，從那刻起，我就下定決心不再做對不起自己良心的事了。 

做事情若不夠坦蕩，即便當下覺得滿足，但事後也會受到良心的譴責，所以做事情至少要
對得起自己的道德良心，問心無愧？ 

 

問心無愧 
有時候做事，會被別人閒言閒語，但只要是做對的事，不管他人說甚麼，都不覺得妨礙。

我寧願做對的事，讓別人毀謗，也不要做錯的事，讓別人稱讚。 

在我國中三年級下學期的時候，擔任班長，那時會考考完了，班上大部分同學心態都比較

放鬆，因此在某個老師不在的早修，一些同學提議玩益智玩具，身為班長的我，應該去阻止他
們，但當時的我竟然沒去規勸，反而還加入他們，做著對不起這個職位的事，後來因此事被教
官叫去寫反省書，在當下，真是悔不當初啊！我後悔自己由於媚俗，而做出愧對良心之事。 

之後，上了高中，有一次老師請我在中午吃飯時，管理全班的秩序―只要班上交談聲音太
大，我就要更大聲的說「安靜！」，如果有人繼續講，我就直接點名，被點到的人有錯在先卻
不知反省，反倒酸言酸語地攻擊我，雖然對此感到不快，但那次的我不再媚俗，繼續管理秩序，
完成我份內的事，與國中時期作法有別。 

我認為，在做事前都要想清楚這件事對不對、該不該做，是否「問心無愧」，因為有時做
不對的事，縱然可得一時的肯定，但卻難逃自我良心的譴責，甚至必須接受法律制裁。因此，
要堅持做對的事，問心無愧，若能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呢﹖ 

 

(108)學年度學測社會科考題跨領域知識測驗的分析 
因應 12 年國教的推動，大考中心的學測考試，在命題方面也慢慢隨著新課綱的理念，逐

步落實在命題設計上。檢視今年的社會科考題，全部 72 題，屬於跨領域試題計有 33 題，占總
題數的 40.87%，接近一半，顯然今年的學測試題最大的特色就是跨領域命題(合科命題)。 

下表 1 就是分析今年學測試題各領域的分布概況：由該表可知地理科最容易與另兩科合併

命題(由命題材料來看)，但在全體跨學科題目 33 中，地理試題 12 題、公民 9 題、歷史 12 題，

應英三孝 陳建妤(二) 

(三) 應英三孝 王乃萱

校長 蕭坤松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dN6cJZNB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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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合併單一試題的各科題目數量，則可發現三科均等都是 24 題。也就是在合科命題方面，三
科配分、試題數量都一致，但因學科知識的特殊性，地理科較容易與其他兩科合科命題，特別
是歷史科，可以說「史地一家」。從表面形式來分析今年社會考科的合科命題方式後，我們再
進一步查看其合科命題的技巧，以做為社會科老師在教學或學生在準備考試時的參考。 

表 1 (108)學年度學科合科命題概況 

單一學科題次(數量) 
跨學科題次(數量) 

地理、公民 歷史、公民 歷史、地理 公民、歷史、地理

公民科：1-15(15) 
歷史科：6-15(10) 
        40-41(2) 

 地理科：26-37(12) 

38-39(2) 42-43(2) 
54-55(2) 

44-45(2) 
46-47(2) 
48-50(3) 
51-53(3) 
67-69(3) 

56-59(4) 
60-63(4) 
64-65(3) 
70-71(3) 

單一學科合計：39 跨學科試題合計：33 

資料來源：大考中心(108)學年度社會考科試題 

檢視各跨領域學科命題的材料，可發現有幾個特色： 

一、以題組方式出現，題組的材料可能在解釋或說明某一段曾經出現或正在進行的現象，或引
自某一史料。例如 70-72 題組材料是某人一段旅行經驗；46-47 以及 42-43 則描述某一段曾
發生過的歷史；40-41 則是引用某一史料等。 

二、利用圖像、統計圖作為命題材料，如 48-50 題組用四張氣候圖；56-59 題組以某國國會大
選的政黨得票率與席次統計作為出題依據；44-46 則是歐洲某年的武裝革命地點分布圖；
67-69 則是台灣四間廟宇與其對聯。 

三、合科命題題目盡可能涵蓋三科，每一科大都以該學科核心知識作為提問內容，如 70-72 題

組，讀完某人旅行經驗，必須回答他所到達的地區係屬於哪一自然景觀帶(地理)、這一國
家被殖民的經驗(歷史)與所看到某一圖像所隱含的性別意識(公民)。 

因此，在平常教課與學習時，我們應該如何進行準備，校長的建議： 

一、學科核心知識才是教學與學習重點： 

核心知識乃整合在學科的知識系統中，以地理科來看，地圖、地形、氣候、農業、聚落等

通論性地理主題構成學科知識的主要概念，利用地理學概念來解釋各國(區域)現象，並把
握其區域特徵則是區域地理的重要知識。因此地理學的核心知識在通論地理的主要概念或
技術，如等高線、GIS、峽灣、溫帶海洋性氣候、邱念圈、人口轉型等以及區域地理中的
重要地理事實或現象，如台灣的經濟發展；印度的多元宗教、歐盟的區域經濟、澳紐的自
然環境與發展等。而歷史與公民科亦有其重要的核心概念與基本事實，如公民科的需求彈
性、規模經濟、民主政治、家庭倫理等，歷史科的開山撫番、工業革命、殖民經濟等，在
高中二年的教學中，教師經過選擇、重組，將重要的學科知識轉換成教材，分配在每一節
課中，並經由作業、小考、抽問等方式熟練知識。這個時間是充裕的，只是要知道方法與
如何整合教材。 

二、仍可以學科教學為主，跨科學習僅作為練習即可： 

也就是平常上課仍以學科知識為主來進行教學，跨科的試題可以當成作業，讓學生於課後
學習。此些跨科試題必須麻煩老師們上網搜尋，特別是各學科中心的網站。當然也可以自
己編製，但難度不小，建議以上網收集較為妥適。 

三、多利用圖表以進行跨科學習，特別是歷史地圖，與各項統計圖表： 
各科教科書中都會出現許多圖表，尤其是地圖。建議各科教師善加利用，以圖表來解釋現
象，並嘗試進行跨科指導，例如可以用歷史科的哥倫布大交換來解釋地理科大西洋三角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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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然而要進行此種跨科學習，建議事先與各科老師先討論，避免出現學科差異的解釋。 
四、跨科題目通常涉及學科概念的彼此借用，因此核心的概念或技術就很重要，務必讓學生充

分明瞭，如下題所示： 
48-50 為題組 

圖 8 為甲、乙、丙、丁四個地點長期的月均溫與月雨量變化圖。請問： 

48.某一湖泊原是世界第四大湖，1960 年代前後，人們開始從注入該湖泊的兩條河川取水，在兩
岸地區發展灌溉，栽培棉花和稻米等農作物，造成入湖河水大幅減少，不僅導致湖泊水位降低，
且趨近乾涸，也在該湖泊周圍地區引發嚴重的環境生態問題。該湖泊位於圖中哪個地點代表的
氣候區？ 
(A)甲 (B)乙 (C)丙 (D)丁 

49.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某帝國首都中的猶太族裔在以下幾個行業占絕對優勢，例如有七成的金
融家、六成的律師和醫生以及五成的記者屬於猶太族裔。該首都最可能位於圖中哪個地點代表
的氣候區？ 
(A)甲 (B)乙 (C)丙 (D)丁 

50.十八世紀上半期，一位旅行者描述一地：氣候土壤不佳，平時杳無人煙，但每年有一段時間有

大量船隻湧入，水手用船帆在港口旁廣場搭起帳棚，保護卸下的貨物；各由上百隻騾組成的商
隊運來一箱箱的金銀；一些小船載滿當地生產的可可、羊駝毛、金雞納樹皮等商品前來販售。
此地最可能位於圖中哪個地點代表的氣候區？ 
(A)甲 (B)乙 (C)丙 (D)丁 

這個題組需要用地理學的概念來回答，先判定四張氣候圖分屬哪一種氣候：甲—溫帶沙漠
氣候；乙—溫帶海洋性氣候；丙—熱帶雨林氣候；丁—溫帶地中海型氣候。接著必須用地理或
歷史知識回答提問的三個問題，第 48 題世界第四大湖泊、種棉花與二條河川，可知是鹹海，因
此是溫帶沙漠氣候。 

第 49 題的題幹中的帝國、猶太人行業，可知最可能是當時的德國，因此是溫帶海洋性氣候；
第 50 題由物產如可可、金雞納樹皮等可以推出是熱帶雨林氣候。因此地理科的某些基本知能，
如全球氣候圖、全球地形圖、全球板塊分布圖、全球都市分布圖與文化分區圖…等背熟後，均有
利於合科題目的作答。 

跨領域題目其實不可怕，它還是考各分科的概念，只不過要交代學生，不要忽視各科的學
習，因為每一科都很重要，可能在回答題目時，會幫助解答。而老師們平時備課，也建議盡可
能與鄰近其他科的老師討論，若能嘗試出合科題目那就更好，要不然必須經常上網收集，做成
練習題目，供同學課後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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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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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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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步道在十多年前走過，當時還沒有建所謂「藍色公路」，記憶中可看  

參加彰化青年徵稿活動，榮獲刊登同學與校長合影 
          

          

          

 

編輯小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