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黌宇采風亙古情
今昔對比                    

古早味的校園點滴           

　　公學校、運動會、升旗、畢業紀念冊、畢業典禮

記憶長廊                   

　　運動會、戶外教育、才藝發表、社區服務

　　各式競賽、節慶活動、校園生活





今昔校園對比

▲ 昔日校舍 今日校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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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日苦楝樹 今日苦楝樹 ▼

黌
宇
采
風
亙
古
情

221



▲ 昔日校門 今日校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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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日司令台 今日司令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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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日禮堂 今日禮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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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日操場 今日操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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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日跑道 今日跑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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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日教室 今日教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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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早味的校園點滴

公
學校（日語：こうがっこう；臺灣話：kong-ha̍k-hāu [1]），簡稱公學，是

台灣日治時期政府開設的兒童教育學校，入學對象大多是臺灣本島人，由

1898 年起至 1941 年。

在同一時期，當時台灣最高統治機關台灣總督府還依照台灣實際情況，在此以

本島人（台灣的漢人，即臺灣閩南人、客家人）兒童教育為主的學校之外，設有供

通日語兒童（多為內地人，也就是在台日本人）唸的小學校，與專供台灣原住民學

習用的蕃人公學校。 ( 引自維基百科 )

公學校

舊舊的台灣杉、草鞋或赤腳是當時公學校台灣學童的註冊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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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學校來自日語，即「小學」之意，為台灣日治時期，自 1898

年起，以中央或地方經費所開設的兒童義務教育學校學制之

一。在同一時期，當時台灣最高統治機關—台灣總督府還依照台灣實

際情況，將此以兒童義務為主的學校，除了此小學校設置之外還設有

公學校、蕃人公學校及蕃童教育所。

小學校（或稱尋常小學校）與其他同時間台灣所設兒童義務教育

學校最大不同的是，小學校為專供通日語的學童（幾乎為日籍學童）

所唸，科目與日本本土一般的尋常小學校完全相同。( 引自維基百科 )

小學校

小學校的學生總是穿著筆挺的制服、鞋子 ( 照片取自網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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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一度的運動會，可說是小學時代最期待的校園活動了。這一天小朋友們不

用呆坐在教室裡，取而代之的是可以在校園和操場上到處跑跑跳跳，進行各

種體育競賽項目。在現代，很多學校運動會還會結合園遊會同時舉辦，那肯定讓孩

子們樂翻天的。

運動會這項校園活動是在日治時代隨著體育課程一同引進的，根據維基百科記

載學校運動會，是學校教育生活的一部份，也是體育教育活動的一種，可分為陸運

會和水運會。通常每年舉行一次，校內運動會通常記載於時間表之內，而獲獎成績

印刷於每年校刊之內。而在日本，學校運動會（體育祭）更是教育重要的一環。

剛開始，台灣人無法接受體育課 ( 認為送孩子到學校就是讀書的 )，連帶著運

動會這種新玩意也引人側目，但隨著教育普及，時至今日，小學運動會卻成為地方

鄉鎮的年度盛會，君不見很多學校先在都是叫做「＊＊國小校慶暨親子社區運動大

會」。

日治時代運動會的競賽項目和現今差不多，一般的體育競賽有接力賽跑、跳

高、跳遠、障礙物競走等，而常見的遊戲競賽如：拔河、二人三腳、蜈蚣競走、運

球賽跑、騎馬打仗等，在當時就已經出現，當然還有體操、唱遊、舞蹈等表演節目。

大家一定有段回憶，就是我們每天大下課時都必須全校集合練習大會舞，為的就是

在運動會到來時能夠好好展示一番。

現在的運動會更多元了，有創意進場、親子趣味競賽、還有社區的表演節

目……，社區大人們的扛沙包、滾輪胎、憶兒時等等項目，更讓大人、小孩歡笑更

加和樂融融，也為運動會帶來高潮。

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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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家一定還記得小時候站在操場升旗的經驗，在火辣辣的太陽照耀下，唱國歌、

升旗歌、敬禮……，然後就是師長一個接著一個的「訓話」，這時司令台下

可能就有一個接著一個的學生不支倒下。

日治時代，日本人十分重視朝會活動，認為早晨舉行朝會活動可以提振學童勤

奮向學的精神。面向東方升旗 ( 象徵日本皇室方向 ) 致敬，有凝聚全校師生目光、

收懾身心安定作用，也象徵一天的開始。

隨著時代的改變，現在小學的的共同朝會已逐漸減少，有的只剩下一週一次，

而內容也不再有冗長的訓話、教育宣導，取而代之的是學生自主主持、說故事、講

客語、晨間閱讀或是頒獎表揚的活動，這象徵著一種學校主體、威權典範的轉移；

而這樣的改變，讓小學生更能快樂的上學與利用清晨的時光；但對於曾經經歷大時

代的父母親甚至阿公、阿嬤們，總覺得似乎少了點……回憶！

大家來升旗 朝會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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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多人生命裡第一次第一張的大合照，就是小學畢業照了。

畢業照在日治時代稱作「卒業寫真」，或是如學校照片所看到的「修了

記念寫真帖」，畢業照片定格了我們每一個人的學生時代回憶，多年以後，當我們

看著曾經留著鼻涕的自己，懵懂青春的自己，洋溢稚氣笑容的自己，還記得站在我

們身邊的那個人嗎，同窗六年的老同學們真想問問你們現在還好嗎 ? 不聯繫不代表

忘記，翻開畢業紀念照片，曾經的一幕幕都重新上演，時間並沒有帶走那個時候

的記憶，反而隨著時間的流逝那段時光更讓人銘記心中，因為人生的那幾年不會再

有、同樣也無法替代。

想想那個照相技術還不是那麼普及的年代，能夠擁有一張畢業紀念照是多麼

的不容易，更不要說製作畢業紀念冊了，所以老一輩的校友把這張得來不易的照片

當作傳世珍寶般的保存；時至今日隨著經濟進步，印刷及照相業的普及，反映在畢

業照及畢業紀念冊的多元活潑上可說不可同日而語，甚至是學生參與製作、排版，

比起早期大家表情嚴肅的排排站或坐，現在的畢業照或畢業紀念冊更增添了許多活

潑、創意的元素。

不管怎麼樣，畢業紀念照或是畢業紀念冊，紀念了我們的童年，定格了那一段

的童真歲月，時間是一把無情刻刀，改變了我們模樣，而畢業紀念照，則幫我們永

遠記住了那個回不去也無法複製的那些人，那些事。

畢業紀念冊〜永恆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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驪歌初動，離情轆轆，驚惜韶光匆促，毋忘所訓，謹遵所囑，從今知行彌篤；

更願諸君，矢勤矢勇，指戈長白山麓，去矣男兒，切莫踟躇，矢志復興民族。        __〈驪歌〉

又
到了畢業的日子，蟬鳴唧唧的季節……鳳凰花開的一團錦簇……，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喜的是我們將踏入另一個光明的前程，憂的是即將離開培育我們母校、敬愛的師長……。

這些句子相信在我們小學畢業季節必定聽過了好幾回，對於孩子來說，小學六年的畢業典禮是

人生第一個重要的階段，是最完美的蛻變，也是為人父母最重視也最積極參與的一個畢業典禮。

每每到了這一天，為了參加畢業典禮，不論再怎麼物資缺乏，還是要穿著整齊，甚至第一

次穿上鞋子就是為了參加這個畢業典禮，通常那雙鞋結束之後就會脫下，保持完好留給弟妹下

次畢業用。

最重要的一刻就是領取畢業證書，接著各式各樣的獎項、全勤獎等等，緊接著就是來賓、

師長們如接力般的致詞，滔滔不絕於耳、如長江黃河般滾滾襲來，而台下的孩子早已如坐針氈

或玩笑嬉鬧一團，直到驪歌唱起感情豐富的女學生開始兩眼含淚、雙肩微微顫抖窸窣啜泣，靠

著女孩們的傷感才讓畢業典禮在最後終於導入離別感傷的氛圍。

同樣的，隨著時代的進步、教育的改革，小學畢業典禮也逐漸改良，甚至別出心裁靠海的

用浮潛，靠山的用爬百岳，在祖靈見證下接下畢業證書……，無論如何，畢業典禮的主角終歸

於還是要還給畢業生，讓孩子在這一天留下滿滿的笑容與驚喜，並以感恩的心情邁向寬廣的學

習大道。

畢業典禮〜鳳凰花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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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長廊

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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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藝
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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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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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
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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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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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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