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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本校六位教師參加 100 學年度閱讀初階指導證照審查通過： 

陳昭吟老師、呂春嬌老師、王建文老師、王姿文老師、周曉玫老師、莊淑媛老師。 

◎ 恭喜！三乙葉佳頤同學文章作品「溫馨祖孫情」榮獲國語週刊登載。 

◎ 五年戊班李佳芸同學捐贈愛髮予周大觀文教基金會，嘉惠弱勢學童，無私奉獻 

   的大愛精神值得肯定與讚賞。 

◎ 100 學年度健康促進學校藝文競賽，已於四月底辦理完成，恭喜所有獲獎同學! 

  學生優秀作品陳列展示於學生活動中心。得獎名單如下： 

 

組    別 名 次 班級 姓 名 班級 姓 名 班級 姓 名 

第一名 一甲 張筱婷        

第二名 一丙 詹宜庭 一丁 黃  薇     
一年級 

營養教育著色 
第三名 一甲 王語安 一乙 梁芯瑜 一戊 邱郁晴 

第一名 二丁 胡詩敏       

第二名 二戊 劉士盛 二戊 王兆歆    
二年級 

視力保健著色 
第三名 二乙 張林凱 二甲 許幸瑜 二丙 劉捷寧 

第一名 三戊 林晉妤       

第二名 三戊 江佳越 三乙 黃俐臻    
三年級 

營養教育學習單 
第三名 三丁 梁雨璿 三己 張茗媗 三甲 王儷恩 

第一名 四甲 張知穎       

第二名 四己 張雅純 四甲 游思昀    

四年級 

口腔保健 

四格漫畫 第三名 四庚 彭薏含 四庚 陳昱君 四丁 吳俊德 

第一名 五甲 黃語彤 范郁婷       

第二名 五丙 許廷樂 邱玟溢 五甲 陳佩怡 吳宜娟    
五年級 

反菸拒檳標語 
第三名 五甲 張家銣 郭筱萱 五甲 黃巧渝 梁景淳 五己 張  聹 張雅筑 

第一名 六戊 黃心婕 黃詩晴       

第二名 六乙 呂佳芳 羅韻如 六甲 鍾語欣 楊雅筑    
六年級 

正確用藥海報 
第三名 六甲 張家瑄 莊蕙瑄 六己 林幸嫻 吳若彤 六丙 王霈晴 丁暐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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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一）晚上已召開本學期期末家長委員會，除校務工作報告外，並討論畢業典

禮及各項經費支用情形。 

◎ 5/25（五）親職講座，誠摯感謝各位家長的參與，共同為孩子成長與學習而努力！ 

◎ 6/8（五）早上辦理畢業生「生涯發展輔導」講座：邀請本校陳旭源會長。誠摯感謝

會長撥冗分享個人寶貴的人生奮鬥經驗！ 

◎ 本校謹定 6/8（五）於大崙游泳池辦理第三屆水中嘉年華會活動，藉此活動培養團隊

精神、提升游泳技能，並透過親師生互動而増進彼此情誼，也為孩子的學習生涯留下

美好的回憶。歡迎各位家長踴躍參加，給孩子們加油打氣! 期待您的蒞臨！  

◎ 本校訂於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18 日（一）下午 1 時 20 分於本校活動中心舉行 

  第 88 屆畢業典禮，歡迎蒞臨指導。 

 

 

◎ 新鮮事 Hot News 

~ 父母偏心是天性，排行老大最受寵 
~出自親子天下 2011 年 12 月號 陳念怡 

  手心手背都是肉，但天下的父母絕對是偏心的。最近一期《時代》雜誌揭露，在不

同家庭中，每位父母都有自己最喜歡的孩子。這源自早已預設好的生物自戀行為，為的

是將屬於自己的特質繁衍下去。 

  文中引用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研究指出，65%的母親和 70%的父親會不自覺對某

個孩子特別偏愛，而對象往往是老大，主要是父母在他/她的身上投注的心力和時間較

多。真實比率還要更高，因為在觀察者面前，父母總是努力掩飾自己的偏心。 

  《手足效應》的作者傑弗里‧克魯傑表示，父母偏心是有規律可循的，但成因複雜，

包括了基因、排行、性別、性格、健康程度，甚至連長相都是。另外一項調查發現，父

母最喜歡和自己性格相反的孩子：大多數父親最疼愛么女，絕大部分母親則偏愛長子。

儘管沒有一個父母肯承認，孩子們卻感覺得到誰比較受寵。 

  父母的偏心，會為孩子帶來極為深遠的影響。研究指出，受寵的孩子容易傲慢、自

私，而那些覺得自己不受重視的孩子易有焦慮、自卑和憂鬱傾向，甚至衍生行為問題。

專家給父母的建議是，如果你非得要寵愛某個孩子，請暗自放在心裡。即使被孩子看穿

了，你最好也否認，這樣才能降低對他們的傷害。 



 3 

◎ 用心當個好父母 
~出自國語日報 101.3.27 教養科學觀  

洪蘭（國立中央大學認知與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 

 
  最近看到一本有關教養的好書，是台大物理系及地質系教授靳文穎撰寫的。或者作

者是念科學的關係，這本書很樸實，沒有贅詞，每個字都有它出現的意義，書名是《好

父母用「心」做》。書封把「心」字放大，我覺得作者抓到了教養的精隨。 

    的確，父母好不好不在物質條件，只在用不用心。最近，有個中年男子抱著母親上

醫院求醫，被人用手機拍下來，上了報紙，感動了很多人。當我看到這張照片時，我的

第一個感覺是這位母親一定是用心的好母親，子女才會如此孝順。 

    作者說，要成為好父母其實不難，也不必那麼辛苦，但是不能只想不勞而獲。這句

或真對，做父母絕對不可能不勞而獲，不可能把孩子交給別人帶，卻希望子女以後孝順

你。作者在美國紐約大學拿到物理博士後，因為生了孩子，決定辭職在家當全職母親。

現在年親父母最大的煩惱就是：孩子生下來了怎麼辦?是自己帶，公婆帶，請人帶，還

是 24 小時托嬰?作者選擇自己帶，所以犧牲了事業。從我自己的經驗來看，我不曉得用

「犧牲」這兩個字是否正確?人生本來就不可能什麼都有，每個人要依自己的情況做優

先順序的選擇。 

    作者選擇了孩子，因為童年只有一次。我也選擇了孩子，因為他是我最珍愛的家人。

辭職在家帶孩子，少了一份薪水的收入，在物質上一定有所犧牲，例如別人去度假你不

能去；別人去吃大餐，你只能在家煮。但只要是自己的選擇，算不算犧牲，別人無從替

你定義。 

    跟孩子一起成長，把他教養成人，使他跟你貼心。你生病時，他像新聞中的那名孝

子一樣，抱你、背你去醫院，對你不棄不離，心靈上的收穫，不是金錢報酬抵的上的。 

    現在因為女權高漲，很多人不敢講媽媽留在家中帶孩子，但是從理論和實務看來，

在孩子上小學之前，的確需要父母一人在家帶孩子。作者是女兒上了小學後才到台大教

書，這算是很幸運的。我的姐姐是化學博士，原本在美國的阿崗國家實驗室工作，當他

等到小孩進了小學要再回到職場時，已經找不到原來的工作，只好再去唸個電腦碩士，

去電腦公司工作。人生本來就是有得有失，不能全有。 

    書中提到，敎小孩要為別人著想的重要性，要顧及別人，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作者說，這是一種心態，也是一種生活態度，非常對。如果父母能在孩子小時候隨時提

醒他要顧及別人，孩子自然就不會自私。ㄧ個體貼的人，在社會上是不會寂寞的。我有

一個學生長得很漂亮，追求她的人很多，但她最後選擇一個不有錢、也不英俊的同學結

婚，跌破大家的眼鏡。她說，她嫁的是人，不是金錢，也不是外表；錢可以自己賺，外

表會老去，只有人品才是永遠。她是個有遠見，有品味的好女孩。 

    把孩子教養好是父母的責任，在物慾橫流的今日，這本書有暮鼓晨鐘的作用，父母

不妨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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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表達異見？ 
~出自天下雜誌 486 期（2011 年 11 月） 李家同（總統府資政） 

 

  你要表達不同意見，就要學會獨立思考。你要學會用自己的邏輯和知識，判斷事情

的真相。 

  有些人隨波逐流、人云亦云，甚至以此為榮。「雲端科技好！」「賈伯斯好！」問他

為什麼，他也說不出道理來，只因為別人都這麼說。 

  懂得獨立思考的人，一定要知識廣泛，才能用不同角度思考事情，提出新的看法。 

  因此，我鼓勵大家多閱讀，大量吸收知識。 

  此外，人要保持謙卑，聆聽各方意見。這不是附和別人，只是參考他們的觀點。 

  很多人有了點知識，就變得很驕傲，別人說的話，都聽不進去，這真是令人遺憾。 

  你知不知道，很少有驕傲的科學家。偉大的科學家都很謙卑，因為他們一輩子聆聽、

吸收知識，最後發表新的看法，才能一鳴驚人。 

  牛頓說，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以看得更遠。發表不同意見，首先要聆聽不同意

見。等你消化這些知識，就能找到不同的觀點。 

  當你想清楚事情的道理，你說話就會合乎邏輯。說話沒有邏輯，你的意見當然不會

被採納。 

  態度也很重要。如果你說話有道理，但是態度傲慢，恐怕只會造成反效果。 

  我國學生比較缺乏的，是表達不同意見的勇氣。 

  這問題出自於教育體系。老師拚命灌輸知識，學生沒時間思考，只有背誦，當然無

法發表他的想法。 

表達異議 別怕得罪人 

  我希望教育人士多給學生空間，讓他們能思考和討論。 

  最後，表達不同意見時，不要害怕得罪別人。如果你沒有自己的堅持，只想要面面

俱到，怎麼提出新的觀點？ 

  記得在民主社會，所謂「多數」的意見，也有接近半數的人反對。 

  當你勇敢、謙卑、理性地表達不同意見，就算別人不同意你，我相信他們也會聆聽

你。 

  只要有點耐心，經過一段時間，你就能說服別人。歷史上流傳下來的，都是有道理

的話，因為沒道理的話，經不起時間的考驗。 

  當然，你可能因為意見跟別人不同，而遭受批評。如果對方的批評毫無道理，我認

為不需要理睬。 

  但是如果別人批評得有道理，我們也要虛心接受。有道理的批評，我就接受，就這

麼簡單。 

  發表不同意見、傾聽不同意見，兩者是一體的兩面。它們形成的循環，就是公民社

會不可或缺的理性討論。 

 

（李家同，曾任靜宜大學、暨南大學校長，現任總統府資政、清華大學鈺寶科技榮譽講

座教授。今年年初，教育部頒予他一等教育文化專業獎章，肯定他對弱勢學童的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