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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交流過程

1. 緣起

本校獲得姊妹校馬來西亞寬柔中學的邀

請，參加寬柔中學105周年校慶慶典活動，又

這次有幸得到氣象應用推廣基金會之地科教師

出國研修獎助金的鼓勵，我便向校方提出申請

隨團出訪，參加了此次的交流活動。

2. 交流計畫執行

一、提案目的

　　增進寬柔中學與高雄中學在教師的課程教學
方面及學生交流互動方面的機會，並拓展參與師
生的國際視野。

二、提案內容

　　以「全球環境變遷議題」為主軸，邀請兩校
師生加入網路社群平台，由於我們每個人大多數
的時間都只能在自己的國家及自己所在的城市
裡，對其他地方的天氣現象或氣候型態都是陌生
的，藉由網路平台的發表與分享，能讓我們得知
其他地區正在發生的大氣事件，成員們隨時能在
平台上分享兩地(馬來西亞新山與臺灣高雄)最即時
的天氣、氣候、環境等相關資訊，並透過成員們
的留言訊息達到交流互動的目的。

三、網路平台

　　採用facebook社群模式開辦，免費使用。

四、預期效益

(1)  平台上各個分享的資訊皆可作為教師在環境教
育等相關課程中即時的教材取材內容。

(2)  藉由成員們的資訊分享與留言互動，可得到最
直接且真實的感受，並體會全球環境變遷在不
同地區的差異，拓展國際視野。

(3)  透過兩校師生在課程上的參與及分享，讓姊妹
校的關係更有感，能在往後持續性的學生互訪
活動中，增加話題性。

五、工作進展

(1)  向寬柔中學地理科群老師們提出教學交流提
案。

　　待得到雙方同意後，由高雄中學吳嘉鴻老師
建立facebook社群並擔任管理工作(若寬柔中學的
老師有意願加入，非常歡迎)，邀請兩校師生加入
成員。

 ▲  寬柔陳婷婷助理主任(左)、吳嘉鴻老師(中)、寬柔
何麗萍副主任(右)，互贈教科書

二、 心得與檢討

1. 馬來西亞寬柔中學參訪

高雄中學與寬柔中學皆是校史相當悠久的

學校，不過讓我感覺到的最大的差別就是兩校

的命運旅程大不相同，高雄中學成立至今大致

上是頂著高雄地區的一志願的光環，發展上大

致順遂，而寬柔中學則是在最艱難的發展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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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茁壯，更顯不易，其精神真的令我敬佩。

與我接觸最多的就是陳副校長，每每提

到寬柔中學的苦盡甘來，她總是滔滔不絕，印

象最深刻的就是她說，我們都知道生存在岩縫

中的小花是最堅韌的生命，寬柔中學就是那樣

的一朵小花。她也是寬中的校友、曾經來台留

學，歸國後便在寬中服務，現在算是學校中最

資深的前輩，在許多的場合中，都會見到她把

這樣的精神傳達給年輕的老師與在校的學生，

希望後輩們繼往開來，傳承寬中精神。

與她相比，同樣是雄中畢業的校友，也回

到母校服務多年，我對高雄中學的校史其實是

陌生的，我也應該更瞭解我的母校，將這樣的

精神在教學中傳達給下一代的學生，才能讓雄

中永垂不朽。

無論是新山寬柔中學或是古來寬柔中學盛

大的校慶慶典中，都能感受到濃濃的舉校歡騰

的氣氛，尤其是學生們的義賣活動，在臺灣我

們多稱為園遊會，兩者型式相若，不過其意義

卻大不相同。我們的班級園遊會也很熱鬧，通

常是賺賺班費，或讓參與的學生得到一些小福

利，不過寬柔中學的義賣，則是為了學校賺取

經費。學生們從籌備的時候，有些就要去向店

家募集贊助的物資，或是發會創意設計遊戲活

動等等，另外還有科學性、學藝性、社團性的

展覽，這些都需要大量的學生投入時間和精力

才能做到的，學校也鼓勵學生多多的去嘗試募

資，募資的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想想辦法去

解決，這些都是人生中重要的學習，不僅僅是

在課業上而已，而賺得的資金，並不屬於個人

或小團體，而是為了學校發展而努力，這樣的

精神我很嚮往，但是在臺灣已經越來越少看到

了，也很少被提及。學校教育這樣的強調，我

覺得他們的未來充滿著無限進步的動力。

2. 新加坡大學參訪

我們來到新加坡，走訪了在亞洲數一數二

的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以及南洋理工大學，

讓離開大學院校時代已有些時日的我，重新感

受到大學的活力與學術氣息，徜徉在其中，也

感覺自己似乎年輕了幾歲一般。

走訪在這兩間學術實力旗鼓相當的頂尖大

學之中，共同的特色就是感覺國際化的程度非

常高，你隨處可見華人、馬來人(膚色稍深)、

印度人(棕黑色皮膚)彼此交談，看起來還有不

少是來自歐美的學生(膚色較白)，就像是個小

小聯合國一般，這是我看過不同人種最融合的

景象了，一幅世界大同美好的圖畫，似乎就在

這裡實現了。

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新加坡國立大

學參訪時，我與學生會會長Jeffery聊到臺灣、

新加坡、中國的華人圈關係時，Jeffery馬上糾

正我說，新加坡應該是屬於馬來國家的，他們

的國語是馬來語唷！這一瞬間，我深刻的感受

到我們時常受限於自己的觀點，無意間忽略了

或是不重視其他的論述觀點，這樣子在溝通上

絕對是有害的。同時也體會到新加坡國民深刻

的國家意識。因為我們來到新加坡的幾天，正

好是新加坡的國慶日，新加坡上下也是舉國歡

慶，除了大街小巷懸掛國旗之外，街坊之間不

時也會聽到慶祝國慶的歌曲，然後走在街上的

大人小孩偶爾能聽到他們哼唱個幾句，捷運裡

疏導國慶慶典的工作人員，逢人也都用Happy 

Singapore Birthday來向國人打招呼，感覺十分

以國家為榮，國家的生日就像自己的生日一

般。臺灣幾時也能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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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集錦

【校慶慶典大會】

 ▲  新山寬柔中學校本部校慶慶典與董事會董事長童
星存先生致詞

 ▲  童董事長率董事群一起切校慶蛋糕

 ▲  校慶典禮禮成，氣球飄揚

【學生校慶活動】

 ▲ 舞蹈社表演活動

【新加坡國立大學參訪】

 ▲  雄中師生與新加坡國大學生會合照

 ▲ 新加坡國大學生會幹部簡報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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