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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北一女中的科學教育從戰後初期開始萌芽，近年來更為蓬勃發展。戰後初期，政府基於

救國復國、增強國防、鞏固經濟等目的，並受到美、蘇軍備科技競爭的影響，致力於推行科

學教育。另一方面，當時一女中江學珠校長於任內積極推展科教，為一女中日後的科教發展

奠定了基礎。因此，筆者試圖追本溯源，以一女中於民國五十年獲選為教育廳成立「科教實

驗中心」學校之一為起點，並以推動主力─江學珠校長退休的民國六十年作為結束點，探討

一女中十年間科教之發展狀況。

    本文以爬梳文獻為主，口述訪談為輔。筆者搜尋相關的研究，多為探討當時科教整體發

展的情形，鮮少討論個別學校之狀況。其中，與本研究較相關之文章為清華大學傅麗玉所撰

〈美援時期台灣中等科學教育發展〉一文，但其文著眼於政府運用美援推動臺灣的科學教

育。因此，本文實為創舉。

 民國四十年代後期，政府以美援推動國內的科學教育，一女中在此基礎上，於民國五十

年獲選為科教中心之一。在這項計畫下，一女中除肩負教育廳的任務，包括辦理教師研習、

編輯刊物以推動科學教育，並改善該校的硬體與軟體設施，期許學生成為具科學頭腦的莘莘

學子。在課程部份，一女中獨立出兩個實驗班級，加深其科學課程。至於教材，教育部於民

國五十年選定包括一女中在內的八所實驗學校，負責數學及自然學科教材實驗工作，經改良

後於民國五十四年正式使用。設備方面，民國五十五年，一女中教職員成功研製儀器提供各

校使用，並從美國及日本進口許多儀器及視聽設備，可見其科學設備充實。關於師資，從各

項資料中可得知一女中之師資素質普遍整齊且良好，有助於科教之推展。另外，校方為鼓勵

學生探索科學及教師分享教學經驗，於民國五十二年編印《科學教育簡報》；民國五十四年

教育廳創辦《中學科學教育月刊》，一女中師生皆曾多次於這些刊物發表文章，擴展師生對

於科學領域的視野。最後，藉由學生投稿之《北一女青年》的文章來討論課外活動及科學對

學生之影響。

 結論部分，筆者根據各章分析之內容，歸納出一女中透過科學教育實驗中心在當時科教

發展上所擔任的角色及具有的意義。但因資料蒐尋不易，未能更完整呈現。惟此論文頗具開

發性，期許未來能有更進一步的研究。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幾年前，北一女中為了慶祝百年校慶，召集教師們蒐羅本校自日治時期至今的校史檔

案，特編了紀念刊物─《典藏北一女》。在因緣際會之下，我們翻閱此套由老師提供的班級

書刊，試圖以校史的角度找出一些可深入研究的題目。

    經過了仔細的閱讀，我們從各類的資訊中發現了一共同的主題：民國四、五十年時，北

一女中施行了不少與「科學教育」相關的措施，其中，一女中更被教育廳選為成立「科學教

育實驗中心」的四所高中之一，也是唯一的女校。在校友回憶的文章中也處處可見早期自然

科學課程的豐富，包括多樣化的實驗、解剖課程、出外採集植物……等。但因《典藏北一女》

所提供的資料有限，我們無法更詳盡地瞭解當時科學教育推行的狀況。

    北一女中的科學教育發展早從戰後初期就開始萌芽、奠基，自數理資優班成立後更是蓬

勃發展、頗負盛名。因此，我們試圖追本溯源，以民國五十年所成立的「科學教育實驗中心」

為起點，並以當時北一女中科學教育的推動主力江學珠校長退休的民國六十年作為結束點，

探討在政府積極從各方面推行科學教育改革的背景之下，北一女中科學教育實驗中心在民國

五十至六十年代科學教育發展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及意義
1
。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爬梳文獻檔案資料為主，並進行口述訪談校友與教師，以形成整個論文的架構

及內容。筆者將找到的各項資料加以統整與分類、分析各項資料的關聯性，以瞭解當時的科

學教育發展情形。關於文獻不清楚的部分，則藉著訪問當時的校友及師長以補足。

 

爬梳文獻

 ─ 形成論文主體

口述訪談

 ─ 補文獻之不足

 

 

 

     
訂定題目 統整、分析

  

 

 

 

 
1  根據當時政府制定之相關政策，此處探討之「高級中學科學教育」所指為數學、物理、生物、化學等四科

自然學科

 



  

 

                                                

参、文獻分析
 

    筆者搜尋與民國五十年代科學教育相關的文章中，大部分皆為討論該時期科學教育整體

的發展，鮮少探討某一學校個別的科學教育發展。台師大鄭湧涇教授於《科學教育月刊》所

發表之「我國科學教育改革的回顧與展望」一文是就戰後至今科學教育之發展方向、課程設

計、改革趨勢等項進行全面性的分析。台師大楊榮祥教授亦曾發表〈台灣師大科學教育中心

三十週年紀念，我的回憶─從1960世界科學課程改革運動說起〉，以「台灣師大科學教育中

心」為主軸來回憶該時代背景之下美國科學課程的各項改革、探討其改革所影響該中心進行

之實驗與研究工作。松山高中莊雪芳老師於《松高學報》中發表的〈台灣中學科學教育之演

進〉一文追溯至明鄭時期，敘述台灣三、四百年來學校及學制的演進，另對戰後台灣發展科

學教育的各項情形進行分析。而清大學者傅麗玉所撰寫的〈美援時期台灣中等科學教育發展〉

則著眼於政府運用美援推行之科學教育計畫，探究其形成、推動過程以及所面臨的困境等。

至於本研究則著重於探討在政府積極推行科學教育的背景之下，北一女中於民國五十年代之

科學教育發展。由於本主題尚未有過類似研究，本篇論文實為一創舉。

    在文獻資料部份，筆者從北一女中檔案室裡發現許多學校與教育廳等單位聯繫的公文、

學校因應政府的科學教育施策及校內各項的實施辦法與檢討；教職員名單則提供北一女中師

資的情況。在北一女中的校史室及校刊社找到了當年的校刊以及每期的目錄，用以了解當時

學生的相關活動以及對科學的看法等。另至台大法學圖書館翻閱議事錄以釐清當時科學教育

在決策面的實施情形；而在國家圖書館則瀏覽當時所出版的《中學科學教育月刊》，看到了

對於新教材實施的討論及發表。除了爬梳文獻，筆者並與校友進行口述訪問，藉以補齊資料

不周全的部分，像是細部的教學實施情形以及當時學生對科學教育的看法等。

 

 

肆、研究成果
1、 北一女中科學教育之奠基 

  〈一〉、科學教育展開之背景

 

    民國三十八年底國民政府播遷來台後，政府制訂「反共抗俄」與「救國復國」的國策、

強調並提倡民族精神教育，以及將三民主義普及於人心。其中，實踐民生主義口號的方法之

一為加強發展科學，發展科學不但可以增強國防力量，同時亦能鞏固社會、促進經濟建設，

以期民生樂利。因此，政府為培育科學人才，推行科學教育即為迫切之需要2。這樣以國家

力量主導推動國內的科學教育，正如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鄭湧涇教授對科學教育發展的看

法：「民國60年代之前，科學教育旨在為政治與特定意識形態服務3。」由以上可見，當時教

育政策的制定與發展方向，仍深為政治的力量所主導，科學教育的推展也在整體教育中占有

舉足輕重的地位。

 戰後至民國四十六年，大致為科學教育改革之準備期4。基於上述理念，政府於民國四

十三年及四十六年分別成立了「科學教育委員會」與「國立台灣科學館5」，為長期的科學教

育發展開啟了序幕。

  
 

2 台灣省政府教育廳，《台灣教育發展史料彙編》，1991年
3 楊榮祥，〈台灣師大科學教育中心三十週年紀念 我的回憶─從1960年代世界科學課程改革運動說起〉，《科

學教育月刊第268期》，2004年5月，p.8~9 
4 台灣省政府教育廳，《台灣教育發展史料彙編》〈台中：省立臺中圖書館〉1991年，p.1240 
5 台灣省政府教育廳，《台灣教育發展史料彙編》〈台中：省立臺中圖書館〉1991年，p.1240 



 除了國內情勢的影響，世界潮流同時是政府積極發展科學教育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戰後

初期，國際上正處於美國、蘇聯兩大強權競爭的時代。民國四十六年蘇聯搶先發射了世界上

第一個人造衛星。而美國為了不使蘇聯在此方面的發展專美於前，除加緊進行原有相關領域

的發展，更展開了一連串科學計畫之檢討與執行，包括中小學科學教育的改革運動。美國迅

速地從事各科學課程標準的修訂及新教材的編著，除了提升其自身的科技水準，同時也對世

界各國的科學教育產生了影響6。同時，因美、蘇之間激烈的高科技軍備競賽，發展太空科

學成為當時流行之趨勢。

 經過了準備期，在民國四十七年以後政府才較正式且積極地展開科學教育。該年，教育

部為配合國家科學教育的發展，根據「國家長期發展科學計畫綱領」擬定了「發展中等學校

科學教育計劃大綱7」。此計劃大綱頒布後，政府開始具體地實施各項科學教育措施。同時，

政府並在師大、成大舉辦全國在職訓練，為發展長期科學教育所需要的師資作準備。民國四

十八年，政府從事並完成了多項奠定科學教育基礎的建設，包括：辦理科教觀摩會與座談

會、省立師範大學理學院增收學生以充裕師資來源，以及教材及叢書編纂、科學設備的更

新、科學館與科學實驗室的興建等8。民國四十九年，教育部科學教育委員會開辦「全國中小

學科學展覽會」、「中小學教育廣播」，成立「科學教育輔導團」，並組織「實驗教材編輯

委員會」以撰寫中學自然課程之實驗教材9。

 除了政府方面致力推動科學教育之外，民意代表亦積極向政府提出相關建言。民國四十

八年立法委員洽請美援、勉籌專款，正式通過「國家長期發展科學計畫綱領」
10
，並促使政

府成立「行政院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即國科會之前身〉11。民國四十九年九月，立法

院喬一凡委員質詢行政院院長施政報告之書面資料《質言九點》
12中提到：

   無民族精神，不配立國，無現代科學，不能立國，我祖若宗，累積生活生存之經驗，

與夫現代西方利用厚生之科學，實應作全盤之規劃。

對此，行政院的書面答覆中提到：政府對於喬委員關於民族精神教育及現代科學教育之

卓見夙有同感，將列為該年度施政重點之一、督飭教育部悉力實行13。

 由各方文獻資料看來，科學教育在當時的教育性施政中佔了極重要的一環。而北一女中

受到了這樣的社會背景影響，自戰後初期即開始積極地配合政府並從各方面進行科學教育的

推行。

 〈二〉、江學珠與北一女科學教育之奠基

 江學珠於民國三十八年八月至民國六十年二月擔任北一女中第十一任校長。江校長十分

重視女子科學研究的推行，並於其任期內積極地推展科學教育、打下了良好的基礎，實為北

一女科學教育發展的重要推手。

江學珠於民國前十年出生於浙江省。由於其父親思想開明、鼓勵她扮男裝上學堂，使她

自幼便接受良好的學校教育14，於民國八年進入國立北京女子高等師範學校生物地質學系15

就讀，並在畢業後即投入教育界工作。江校長於接掌北一女前已累積二十六年豐富的教學與

行政資歷16，奠定了她治理北一女的基礎。

                                                 
6 例：台灣後來選拔自然科教師前往美國研習科學課程，以及革新國內自然科教材和大綱等。資料來源同註3 
7 1961年的「科學教育實驗中心」便是在此政策之下成立並展開運作傅麗玉，〈美援時期台灣中等科學教育發 
展〉，《科學教育學刊》，2006年，p.346。
8 台灣省政府教育廳，《台灣教育發展史料彙編》〈台中：省立臺中圖書館〉1991年，p.1240 
9 莊雪芳，〈台灣中學科學教育之演進〉，《松山高中學報第一期》，1998年6月，p.266~267 
10傅麗玉，〈美援時期台灣中等科學教育發展〉，《科學教育學刊》，2006年，p.338 
11 立法院，〈第一屆立法院第二十六會期第二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立法院會議議事錄》，1960年
12同註11 
13 立法院，〈第一屆立法院第二十六會期第十七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立法院會議議事錄》，1960年
14 殷正慈，〈那些綠色的日子〉《江學珠校長紀念集》（台北：江素雲），1989年6月，p.251 
15  台灣女界精英的推手─江學珠〉，《教育愛 台灣教育人物誌》〈台中：國立教育資料館〉，2006年6月，p.70 
16  包括擔任巴達維亞中華學校女子初中部主任兼教員、浙江省立杭州女子中學訓育主任兼教員、江蘇省松



  

 

                                                                                                                                                                 

    江學珠就學期間，社會上正盛行崇尚科學精神的五四學潮。筆者推論，此種改革性思想

以及江學珠本身所接受的教育與價值觀為其在北一女中積極推動科學教育的重要原因。民國

四十年五月，校刊「北一女青年」在江校長的主持之下正式發行。江校長於創刊號發表的發

刊詞中提到，出版此刊物的目的包括校務報導、學校與家庭聯繫及學術研究的發表。而北一

女青年於同年出版的第二期開始，即有一專欄名為「科學研究17」，專載北一女師生所創作

之具有科學知識性的文章以及學生對於學習科學的看法。民國四十二年，江校長為北一女中

校歌填詞。由歌詞內容18可看出她對北一女中學生的期許，其中「具備科學頭腦」、「力行

三民主義」即印證了江校長重視科學教育發展這項特色。而為了使科學教育能有集中發展的

場所，江校長在學校經費有限的情況下積極奔走，向全校師生及社會人士募捐19。民國四十

七年，北一女中科學館落成，據後來某教師針對此事在校刊中的回憶：「記得十九年前，那

時楊振寧和李政道尚未獲得諾貝爾獎，國內也不像今天一樣對科學喊得震天價響，她〈江學

珠校長〉卻發動了全校師生募捐，想籌建一所科學館。………20」，《典藏北一女》中亦提

到北一女建造科學館一事是為當時代中學教育之創舉，為當時從事科學研究的女孩子鋪了一

條大路。

 民國四十九年，北一女中受政府委派擔任台北區的科學教育實驗學校之一。根據北一女

中針對此政策回報至台灣省政府教育廳的「科學教育改進計畫」21可發現，至民國四十九年

止北一女內部已具有完整的科學教育工作計畫。就充實設備方面，校內擬增購自然各科之實

驗用精密儀器，並加強設備的使用及保管；就教學方法方面，學校定期舉辦「教學方法專題

會」以及校際自然學科觀摩會，以期與校內、外人士共同詳加研討、改進教學方法。此外，

學校多方利用視聽教具如影片、幻燈片等輔佐教學以促進教學成效；並時常約請校外專家蒞

校演講，期盼給予學生更寬廣的學習角度。北一女中教師為此所提出的建議中亦提到：教師

應採取啟發式教學以取代填鴨式的全知識教育，而除了教學實驗外，主張老師們應帶著同學

出外參觀、採集標本、出版雜誌和攝影等，以加強學生的科學態度與精神。

 另外，北一女中對於科學教育的強調與重視亦可從當時校內的自然學科師資狀況明顯得

知。由北一女師資表22〈附錄一〉可以發現，民國四十九年北一女中除了一、兩位教師是由

空軍官校與技藝學校畢業，其他教師幾乎都來自國內外知名大學，且具有相當豐富的資歷。

其中少數教師曾到國外留過學，甚至曾經擔任過大學教授。在前述之科學教育改進計畫中並

提到：「學校挖掘具有科學天才之學生參加各項課外活動、從事科學研究，並遴聘具有自然

科學養精深教師擔任指導學生課外研究之工作。研究所需之儀器及藥品經指導教師同意後可

由學校供應。」由此可見，在民國五十年代之前北一女中已具備良好的師資狀況，並將此資

源運用於培養基礎科學人才一途。

 在多樣且紮實的科學教育背景之下，北一女中於民國五十年正式擔任「科學教育實驗中

 

女中創辦人、國立四川中學女子部創辦人、四川省立重慶女子師範學校校長等

〈台灣女界精英的推手─江學珠〉，《教育愛 台灣教育人物誌》，2006年6月，p.70 
〈純樸大雅 星月永照─江學珠〉，《典藏北一女 百年特刊下冊》，2003年，p.8 
17 而後轉變為「青年科學」、「科學園地」
18  北一女校歌「惟我女校，寶島名高，莘莘學子，志氣凌霄。公誠勤毅，校訓孔昭，齊家治國，一肩雙

挑。修

養健全人格，具備科學頭腦，力行三民主義，實踐國父遺教。為國家盡至忠，為民族盡大孝，繼往開來，

為我女界爭光耀。」《典藏北一女 百年特刊上冊》， 2003年，p.61 
19  殷正慈，〈懷念 江校長龍淵先生〉，《江學珠校長紀念集》，1989年6月，p.188 
20  為北一女校刊發行五十週年紀念特刊中，教師於民國六十年因江校長之退休所發表的言論
21  北一女 教二字第01601號，1960年5月
22 此為筆者根據北一女公文統整出之學校教師ㄧ覽表



  

 

                                                

 

 

 二、「科學教育實驗中心」之成立與運作

 

 〈一〉、「科學教育實驗中心」 之成立

 

    據民國五十年二月台灣省政府教育廳發函至北一女中的公文23，指出：「該校業經教育

部、安全分署教育組暨本廳會商選定為五十〈一九六一〉年度科學教育實驗中心高級中學。」

以及教育廳長吳兆棠在省議會的報告提到：

自民國四十八年起，省內多所中學接受美援充實科學設備；於師範大學理學院增設班

級，用以充裕科學師資來源。教育並於民國五十年於初、高中各四所學校設置科學教

育實驗中心，擔負科學教育的實驗及推廣工作。其所遴選的四所高級中學即為新竹中

學、嘉義中學、高雄中學以及台北一女中24。

   以上顯示，省教育廳於民國五十年開始推行科學教育實驗中心計畫，而北一女

中即被政府遴選為四所高級中學科學教育實驗中心之一。

    在四所高級中學科學教育實驗中心之中，北一女中是唯一的女校。由於目前缺乏官方資

料印證當初會議討論過程與決議，但可根據其他文獻資料推斷出以下因素。民國四十九年，

台灣省教育廳舉辦「台灣省四十九學年度科學教育實驗高級中學暨科學教師座談」，希望解決

全國各高級中學在實施科學教育上的困難以及達到互相觀摩、改善現況的理想。此會議之綜

合結論提到「各實驗學校本學年度中心工作為充實科學設備改進教學方法，加強科學教育之實

施」，而北一女中即為台北區的代表實驗學校之一
25。由此我們推知北一女中在民國五十年代

之前即在國內中學科學教育的發展上擔任著重要的角色，並成為政府選定科學教育實驗中心

的女子學校代表之首選。

    在推行科學教育實驗中心計畫的過程中，省教育廳要求各實驗學校內部由行政人員、各

科教師以及校長組成「實驗研究委員會」以處理此實驗計畫之相關業務。實驗班的學生享有免

費教材，其成績計算方式並由教育部另行辦法處理
26。實驗班師資部分則由「實驗研究委員會」

指派具有豐富教學經驗及優秀教學方法之教師擔任，並於寒暑假接受關於新教材的研習課

程。除了教材的實驗工作，「科學教育實驗中心」的工作內容還包括以下幾個部份27：

1. 服務工作：實驗學校作為鄰近學校的自然科研習中心，須實驗改進研習技術及協助他校

解決教學及實驗困難，並出刊科學簡訊、舉辦教學觀摩會，報導實驗活動概況。 

2. 實驗各種教學方法：鼓勵並支持教師創作新方法、新觀念以改進教學方法，主要以「啟

發方法」替代舊時的填鴨式知識教育為主。另外，利用多元教材、社會資源輔助教學，

並指導學生參與有關科學教育之課外活動。 

3. 充實實驗室設備、改進實驗室活動 

4. 實驗自然學科各種測驗方法 

 
23  發文事由：「抄發科學教育實驗中心高級中學目標草案希予以研究並提供意見由」，北一女教二字第

00467 
號，1961年2月

24  民國五十二年，吳兆棠廳長於省議會的報告台灣省臨時省議會，《第三屆第二次大會專輯》，1964年
25  聯合報第二版，1960年3月。台北區代表之實驗學校包括當時的省立建國中學〈負責之科目為物理科〉以及

省立北一女中〈負責之科目為生物及化學科〉
26  關於四所實驗學校之實驗班學生成績計算方法，自然組學生以國文、英文、數學、化學及物理為主科；社

會組學生則以國文、英文、數學、歷史及地理為主科。教育部，台(53)中字第10266號，1964年8月
27 〈科學教育實驗中心高級中學目標草案〉，北一女教二字第00467號，1961年2月



 

    由此可見，科學教育實驗中心在當時發展科學教育的過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北

一女中的科學教育推展便以此為座標更有系統地逐漸展開，並有了更進一步的發展。

 
照片2-1-1：科學教育實驗中心成立之目標草案

 

 

 〈二〉、課程、教材與設備

 
28 29據民國五十一 及六十 學年度的高級中學課程總綱，高級中學的教育目標在於：

培育優秀青年，陶冶公民道德，施以一般文化陶冶，「科學教育」及軍事訓練，以奠

定其研究高深學術及學習專業技能之基礎，並養成文武兼備、效忠國家、服務社會之

人才。30

    從上述課程總綱之目標顯示，高級中學旨在推行全人教育。除了培養學生健全的道德，

施以完善的科學教育以養成國家所需人才，亦為高級中學教育的重點之一。教育部據此想

法，多次修訂高級中學自然組課程綱要，而筆者欲透過當時課程的安排，以瞭解教育當局對

科學教育的重視程度。

    據民國五十一學年度教育部公佈「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表2-2-2〉，五十一學年度高級

中學自然學科為主的班級，第一學年必須修習數學、生物，第二學年為數學、化學，第三學

年為數學、物理。

    同學年度，北一女根據科學教育實驗計畫，另擬一套課程規劃〈表2-2-1〉，以公、勤兩

個特殊班級為實驗基準，擬定的課程是於第一、第二學年與第二、第三學年分授化學、物

理，但總時數與教育部的課程綱要相同，數學於第一學年敎授平面幾何及三角函數，第二學

                                                 
28 ( ) 1985 6 p.129 台灣省政府教育廳，《台灣發展史料彙編》 台中：省立台中圖書館 ， 年 月，
29 ( ) 1985 6 p.136 台灣省政府教育廳，《台灣發展史料彙編》 台中：省立台中圖書館 ， 年 月，
30 民國五十一及六十學年度的高級中學課程總綱大致相同，本段引述自民國五十一學年度高級中學課程總綱



  

 

 

表2-2-1：五十一年度北一女試擬課程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數學
平幾2 

三角2 

平幾2 

三角2 

大代4 

立幾2 

大代4 

解幾2 

大代4 

解幾2 

大代4 

解幾2 

物理   2 2 4 4 

化學 2 2 3 3   

生物 3 3     

化學選

論
    3 3 

物理選論     3 3 

生物選論     2 2 

資料來源：《科學教育簡報創刊號》，1963年12月，p.53~55 

 

至六十學年度，除第三學年增加地球科學2小時，並將第二學年數學、化學時數由原本

5小時調整為6小時〈表2-1〉。對照五十一年及六十學年度的課程綱要，顯示教育部更為重

視科學教育，除了增加在數理科的時數，更將地球科學獨立為一學科以擴大高中自然組學生

科學知識的廣度，其中本來屬於物理學科的太空領域劃歸為地球科學。據高級中學《地球科

學》上冊，第一章為地球與宇宙，其他依次為地球的大氣、地球上的水、地球的外形
31，縱

使該科目之教學本先介紹地球在太空的位置，但也顯示這受到1950年代太空競賽的影響，先

著重太空知識的敎授。

 

表2-2-2：五十一學年度、六十學年度課程時數表〈以自然學科為主〉

數學 物理 化學 生物 地科

 

總教

學時

數
32

節

數

佔教學

時數% 

節

數

佔教

學時

數% 

節數

佔教

學時

數% 

節數

佔教

學時

數% 

節數

佔教

學時

數% 

第一學

期
31~33 4 12.1     3 9   

第

一

學

年

第二學

期
31~33 4 12.1     3 9   

第一學

期
34~36 5 13.8   5 13.8     

五

十

一

學

年

度

第

二

學

年

第二學

期
34~36 5 13.8   5 13.8     

                                                 
31 國立編譯館編，《高級中學地球科學上冊》（台北：國立編譯館），西元1982年8月
32 彈性時數為選修時段，因多數學校均會安排課程，故以最高時數計算比例



  

 

第一學

期
31~36 6 16.6 6 16.6       

第

三

學

年

第二學

期
31~36 6 16.6 6 16.6       

第一學

期
33 4 12.1     3 9   

第

一

學

年

第二學

期
33 4 12.1     3 9   

第一學

期
35 6 17.1   6 17.1     

第

二

學

年

第二學

期
35 6 17.1   6 17.1     

第一學

期
33~36 6 16.6 6 16.6     2 5.6 

六

十

學

年

度 第

三

學

年

第二學

期
33~36 6 16.6 6 16.6     2 5.6 

資料來源：台灣省政府教育廳，《台灣發展史料彙編》(台中：省立台中圖書館)，1985年6

月，p.130~131 

 

除了正規的課程規劃之外，北一女也藉由實驗課程，使學生可對課本之外的科學研習有

另一角度的體驗與理解。由學生於《北一女青年》所投稿關於生物解剖的敘述：「以前我們

只是紙上談兵，現在親身求得了實證，不論在記憶方面，理解方面都獲益匪淺。如果沒有生

物解剖做基礎，醫學界和生物界，那有這許多偉大的發現創作呢﹗33」而「採集34」一文中提

到：「…跑上科學館，向老師借一個採集箱。老師還把那培養式的唯一小鏟子以及一本關於

蕨類的厚書借給我。…採蕨時發現在一條溝裡，沿著溝壁有數百個洞，每個洞裡都藏著一之

以上的蟹，猜測有上千隻。而這種蟹是易於普所見的毛蟹，我很想研究一番。」另外，據當

時在北一女擔任物理教師的辛中正老師回憶：每週六小時的物理課中，隔週做一次實驗，一

次為兩小時
35。藉由實作課程，有興趣的學生能善加運用學校資源與管道，進行更深入的科

學研究，以加廣自身的科學視野。

而在教材使用部分，民國四十九學年度教育部為配合新修訂之中學數理科課程標準之實

施，編輯初、高中數學科及自然科實驗教材，藉以改進教學方法，而確定各科教學應行採取

之趨向，特頒定「初、高中數學科及自然科教材實驗計畫」，並於民國五十學年度，選定省

立台北第一女子中學、省立高雄中學、省立嘉義中學、省立新竹中學、省立虎尾女子中學、

台北市立萬華初級中學、桃園縣立楊梅中學、彰化縣立鹿港中學等八所為實驗學校負責該實

驗計畫，其中前四所學校即為科學教育實驗中心。

同時組織初高中數學科及自然學科實驗教材編審委員會，邀請學者專家及老師為委員，

分設數學、物理、化學及合科組等四組，編輯初、高中實驗教材。另成立初高中數學科及自

然學科教育實驗委員會，聘請數學及自然學科專家，教育實驗及心理專家，實驗學校校長及

教育行政相關人員為委員，統籌規劃全部實驗工作之進行，並分赴各校指導36。

新教材的實施方案，經過有關單位數年之準備，在民國五十三學年度公布各科教材編輯

                                                 
33 顧惠翎，〈我們的生物解剖〉，《北一女青年十六週年特刊》，1965年6月10日
34 陳以顏，〈採集〉，《北一女青年第十一期》，1963年6月
35 2007年3月30日於北一女中訪問辛中正老師
36 台灣省政府教育廳，《台灣發展史料彙編》(台中：省立台中圖書館)，1991年11月，p.368 



  

 

                                                

37，高一生物採用BSCS〈Biological Science 

Curriculum Study〉，高二化學採用CHEM〈Chemistry-An Experimental Science〉，高三

物理採用PSSC〈Pacific Senior Secondary Certificate〉，高一數學則大部分摘譯自SMSG

〈School Mathematic Study Group〉38。新教材的編排方式跳脫以往傳統的知識傳授，著重

訓練學生應用科學的方法，發展思考能力，並使其能獲知科學方面的一般概念，並利用各種

實驗與實物之欣賞教學法，以便從各種觀念實驗中發展其對科學上的興趣，俾能啟發其創造

力，將來更深入的研究以致廣大的應用於社會人類39。

新教材正式實施後，數位老師曾在《中學科學教育月刊》上發表對新教材的看法與建

議，分述如下：

1. 生物科︰BSCS的部分內容份量過多、過難，且由於教學時數過少與政府對教科書的

限價制度，使書商將教材刪減，喪失其原有的精神40；該教材原為美國人所編寫，

內容無法完全符合台灣學生需求 41 。在實驗方面，其實驗課程及教材觀念不夠新

穎。雖採用新教材，但未完全攝取其基本精神和方法，且教材理論與實驗脫節42，

未能重視數量觀念，不夠符合現代生物學教學意義43。 

2. 化學科︰CHEM以實驗為基礎，教材偏重理論，較少需強記的部分，且能與大學教材

銜接。但因編排稍顯凌亂，前後語氣不能一致，對於沒有物理基礎的高二學生而

言，部分內容較難理解。新教材雖著重實驗，但部分學校實驗室及設備不足，難以

確實操作，加以適合中學生閱讀的化學書籍太少，以及對教學極有幫助的測驗題及

示範實驗影片未能普及44，增加教師教學的困難。另由於教學時數不足，教師建議

縮減部分實驗，而為提高教學品質，希望政府購置品質良好的器材，以利實驗進行
45。 

3. 物理科︰在高雄中學物理科教師林大健對8所高中學生46所做的PSSC教材抽樣調查47

中顯示，多數學生認同新教材重理解、思考的特色，但認為其敘述過於冗長，缺乏

重點與摘要，且內容過多，造成進度壓力，無法確實吸收。學生們建議增加課本內

之習題，老師多提供參考教材及實驗影片，而為了提高學習效果，希望增加教學時

數或將物理科提前於高二教授。 

4. 數學科︰在北一女中數學教師王德垕對校內高一學生48所做的新數學反應調查49中顯

示，多數學生認為習題的難易度及數量適宜，但認為其基本觀念與舊教材差異過

大，且文字敘述及公設定理不夠簡單明瞭，造成學習困擾。 

根據數名老師在《中學科學教育月刊》發表對新教材看法與建議的文章顯示，多數教師

 
37 楊榮祥，〈BSCS-BIOLOGY高中生物新教材實施以來我們做了什麼？還需要做些什麼？〉，《中 學科學教

育月刊》，1966年3月，p.25 
38 BSCS, CHEM, PSSC, SMSG.均為蒐集美國出版的教材並編譯而成
39 歐陽鍾仁，〈關於高中新教材的幾點意見〉，《中學科學教育月刊》，1965年12月，p.23 
40 BSCS希望使學生獲得觀察、思考、分析及歸納的能力，並培養學生研究科學的興趣
41 楊榮祥，〈BSCS-BIOLOGY高中生物新教材實施以來我們做了什麼？還需要做些什麼？〉，《中學科學教育

月刊》，p.26、27 
42 如教材中多次提到DNA、RNA與蛋白質，但卻沒有此類實驗
43 何坤耀，〈論高中生物實驗教學的再革新〉，《中學科學教育月刊》，1970年7月，p.18 
44 黃曼麗，〈我對CHEM教材的淺見〉，《中學科學教育月刊》，1965年12月，p.22 
45 葉強書，〈關於化學實驗的一些問題〉，《中學科學教育月刊》，1972年3月，p.35 
46 省立建國中學、省立師大附中、省立新竹中學、省立台中一中、省立嘉義中學、省立嘉義女中、省立高雄

女中、省立高雄中學
47 林大健，〈PSSC物理教學反應調查與研究〉，《中學科學教育月刊》，1966年5月，p.43~63 
48 共24班，1200人
49 王德垕，〈新數學教學反應調查〉，《中學科學教育月刊》，1965年10月，p.27~40 



  

 

                                                

50；課程的前後安排

不夠妥當，導致學生學習某些課程時必須應用尚未瞭解的知識。另外，部份教材份量過多、

內容過難以及教學時數不足等因素造成教學進度壓力，亦影響學生的學習狀況，甚至有教師

為因應時數不足而主張縮減實驗的時數，但此舉實違反該教材重實驗的理念，由此顯示，教

學品質與教材理念仍難達成平衡。雖然新教材有許多尚須克服的技術性問題，但多數教師均

認同新教材重實驗及理解的精神，並希望教育廳能充實實驗設備，並推廣教學影片，以增進

教學品質，唯因升學主義盛行，部分教師仍採用傳統教法51，為其美中不足之處。

另外，在政府所提倡的啟發式教育下，實驗儀器等的硬體設備為配合教學不可或缺的一

環。全國教育會議向來配合政府的施政方針及需要，研議各種計畫與實施方案，在促進教育

發展上有極大的推動力量52。民國五十一年，第四次全國教育會議中改進科學教育與發展科

學研究案所綜合的四案中，由陳發清提出的其中一案即提到：「我國科學落後，其原因概由

於研究設備不完善，研究風氣低落及研究環境不良所致。」53而在此項提案中，提到充實設

備的改進方法為：「各中等學校應均能置備部訂最低設備標準所列教學實驗設備，及適用之

學生實驗場所。」54由此顯示當時設備並不完善，但政府已開始注重科學設備。

而在北一女內部的部分，北一女在民國五十年成為科學教育實驗中心之前，就已有科學

館及初步的物理、化學及生物之實驗設備。但因學生人數眾多及某些特定設備的不足，大部

分都還需充實55。

  在教育經費不足下，教師自製儀器是可行之道。據聯合報載：「本省自製生物和物理的

實驗儀器教材，正在大量供應各校採用，為國家節省了不少的外匯56。」而北一女中的教師

們於民國五十五年成功研製物理實驗儀器和教材供給各校使用57，當時任教物理的北一女中

教師對此事有更詳加的說明：「當時一名為王思慧的科學館管理員，因自己有一間儀器行，

便按照美國的儀器自行做了一套儀器。而後此一儀器經由教育廳核准，以提供各校較為便宜

的儀器58。」而在此背景之下，民國五十九年行政院國科會亦委託江學珠校長監督製作國中

物理儀器，顯示出當時北一女中在此方面的重要性。以上可以看出，北一女中的設備狀況逐

年提升並朝著自製儀器的方向努力，而自製儀器確實也以較少的經費來充實科學設備。

  民國五十九年一份函發北一女中的公文提到：「經科學教育委員會、教育廳、教育部代

表研商後議定，在充實視聽教學設備部分補助十八萬元。」
59另在一申請教育用品進口免稅

核轉通知書中，北一女中以市教育局的經費向美國及日本進口了許多的物理、生物儀器、教

學影片以及視聽設備。這兩份公文與民國五十一年全國教育會議上的檢討相差十年，可看出

當時並未有立即的撥款來充實設備。筆者推論，當時的組織可能太過複雜，要核准經費要經

 
50 2007年3月30日於北一女訪問辛中正老師，口述過程中辛老師提及，PSSC物理的教材翻譯工作，部分由教

授掛名，但實為大學學生所為，造成有新教材語義不連貫的問題
51 2007年3月30日於北一女訪問辛中正老師
52 「全國教育會議的緣起，乃鑑於配合政府施政方針與建設的需要，並研議各種計畫或實施方案，促進教育發

展、推動社會進步，以充實國家的力量。」「每次全國教育會議均為教育改革帶來極大的推動力量，對教育品

質的提昇與引導社會向上向善發展具有指標作用。」

 林天祐等，〈全國教育會議〉《台灣教育探源》（台北：國立教育資料館），2000年5月  
53 《第四次全國教育會議報告》，1962年，p.179 
54 《第四次全國教育會議報告》，1962年，p.175 
55 北一女公文檔案教二字第01601號，1960年5月7日
56 《聯合報》，02版，1966年10月7日
57 《聯合報》，02版，1966年10月7日
58 2007年3月30日於北一女中訪問辛中正老師
59 此份資料雖由鄭璽濱校長簽收，但由於江學珠校長於同年二月退休，此公文應是實行上一年度所討論出

欲實行的計畫，因而此檔案可視為江學珠校長所進行推動的。

北一女公文檔案教二字第25054號，1970年9月3日



  

 

                                                

  總的來說，北一女中的設備製作在當時可謂十分進步，並在此情況之下進而受政府的委

託指導其他國中進行製作，可見北一女中在此方面的地位。

 

 〈三〉、師資狀況

除了政府的政策推行和課程規劃外，師資狀況也是影響科學教育推行的重要因素之一。

民國四十七年，美援計畫擬定「發展中等學校科學教育計畫大綱」，其中實施要點包括「調

整課程教材」、「培養優良師資」、「改進教導方法」與「充實教學設備」等。在教學的方

式上，民國四十九年，教育部高中等教育司王亞權司長曾在一中等學校科學觀摩研討會中提

到「改進教學方法」為政府重要的科學教育改革方向之一。而與會的一位教育部科長則進一

步指出學習科學應由死約強記的了解，進而走向活動實際的研究，提高研習科學的興趣60。

另，北一女老師為因應教育當時之要求，提出教學應採取多帶領同學出外參觀、採集標本、

出版雜誌和攝影等的方式，以實際活動增加學生的科學知識。並採取啟發式教育，以啟發學

生之興趣61。民國四十七年也有經由考試篩選教師至美國及日本的研習方式62，以期增進教

師素質。

    除了上述教學方法之提升外，為了提升教師之素質，辦理國內研習活動或是提供教師出

國研習機會
63都是具體的辦法。在國內研習的部份，政府就曾於民國五十三年，即舉辦為期

一週的暑期科學教師研討會64。而當時除了委託師大訓練各科教師外，也委託幾所大學及工

專舉辦特定科目的講習會65。而在教師出國研習這方面，民國五十三年亞洲協會與美國國家

基金會商定於暑期資送台灣的科學及數學教師赴美參加研習會及赴美進修。以上都顯示了政

府及議會對科學教育師資方面的重視66。

  但據一位當時任教物理的北一女中老師，當時雖提倡啟發式的教法，然因受到升學主義

的影響，有些教師的教法仍很傳統。他也認為當時至日本的進修並未對他有太多的助益。當

時，因為日本似乎不太願意支援此一計畫，以至於與至美國進修長達一年並獲得學位的教師

相比，這位教師的進修時間少了半年，且沒有學位
67。由此可見當時政府雖提倡許多相關的

進修方案及教學改進的方法，但教師在適應此一政策及實際獲得的助益上會與原先的設想有

所不同。

由民國五十三年省議會的議事錄中也可發現，當時的議員提出了「改變獎勵方式，重視

有功人員」這樣不同的獎勵辦法。其內容為「過去的獎勵方式大都是以年齡或服務年限來發

給，議員認為不盡妥當，因為每年均已有考核進級辦法。議員認為應鼓勵對教育工作上有貢

獻者，例如對教法、教具，或在科學上有發明者，應可獎勵褒貶，才能做到真正獎勵原意

 
60 省立高雄中學主辦南部地區中等學校科學教育生物、化學教學觀摩研討會記錄，1960年5月23日
61 教字第665號，北一女中發文給台灣省教育廳改進科學教育工作及實驗輔導計劃，1960年6月30日。
62 2007年3月30日於北一女中訪問辛中正老師。
63 省立高雄中學主辦南部地區中等學校科學教育生物、化學教學觀摩研討會記錄，1960年5月23日，教育部高

中等教育王亞權司長在致詞時即提到：「政府發展科學教育的重要部分之一便為教師出國進修。」
64 教二字號第44483號，1964年7月23日。
65 〈質詢及答覆(教育)p.2451〉，《台灣省議會第三屆第三次大會專輯(四)》，1964年，省議會議事錄中有關

中等學校師資研習的討論：「目前除由師大中等學校教室研習中心負責訓練數、理、化、生物及應予科教師

外，並利用暑假委託師大、中興大學、海專、台北工專學校辦理工農、家政、水產、視聽教育等科教員講習

會。」
66 教一字號第18603號，1964年2月27日。
67 2007年3月30日於北一女中訪問辛中正老師。



  

 

68。」以上皆可顯示，美援的方向雖改變，但對科學教育的重視並沒有暫緩。

    而在民國五十九年美援停止後，全國教育會議之加強科學教育方案中曾提到「目前各級

學校科學教育在師資、教材、設備方線均有待改進與充實，尤以師資問題大學設置系科問題

最嚴重69。」據民國六十年，台北市政府教育局發函至北一女中的公文指出：「本局為明瞭

各校數、理、化及生物科師資素質情形，被作舉辦在職教師訓練之參考，特製發調查表乙

種，即希依式於本年九月十五日前填報兩份70。」由此可見，政府還持續的在科學教育這塊

領域上努力，並以此配合國家經濟建設需要作重點發展。

據民國四十八年科學教育調查委員會之「高中與師範教師學歷統計表」〈表2-3-1〉，物

理、化學及生物〈博物〉本科系教師所佔比例約 7150﹪，數學科比例為13.6﹪ 。這樣的資料

對照於北一女自然科教師之學歷統計表〈表2-3-2〉，本科系教師佔全部教師的82.6﹪，顯

示民國四十九年時北一女的師資整體而言非常整齊。爾後，本科系教師所佔比例越來越高，

民國五十九年，已經高達91.2﹪。

 

表2-3-1：民國四十八年科學教育調查委員會之高中與師範教師學歷統計

    數學 物理 化學 生物、博物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本科系 132 13.59﹪ 64 49.2﹪ 92 58.3﹪ 72 50.7﹪

非本科系 606 86.41﹪ 66 50.8﹪ 65 41.7﹪ 70 49.3﹪

合計 839 100﹪ 130 100﹪ 157 100﹪ 142 100﹪

民國48年科教調查委員會之高中與師範教師學歷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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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物理與化學之本科系含理化系

資料來源：傅麗玉，〈美援時期台灣中等學校科學教育發展(1951-1965)〉《科學教育學刊》，

2006年

 

 

                                                 
68 ( ) p.2484 ( ) 1964〈質詢及答覆 教育 〉，《台灣省議會第三屆第三次大會專輯 四 》， 年
69 1970教育部編，《第五次全國教育會議報告》， 年
70  14551 1971 9 9人字第 號， 年 月 日
71  (1951-1965) 2006傅麗玉，（美援時期台灣中等學校科學教育發展 ）《科學教育學刊》， 年



 
表2-3-2：北一女中自然科教師之學歷統計

民國49年

    數學 物理 化學 生物、博

物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本科系 10 76.9﹪ 4 100﹪ 4 100﹪ 1 50﹪

非本科系 3 23.1﹪ 0 0﹪ 0 0﹪ 1 50﹪

合計 13 100﹪ 4 100﹪ 4 100﹪ 2 100﹪

民國53年

    數學 物理 化學 生物、博

物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本科系 15 78.9﹪ 4 100﹪ 7 100﹪ 3 75﹪

非本科系 4 21.1﹪ 0 0﹪ 0 0﹪ 1 25﹪

合計 19 100﹪ 4 100﹪ 7 100﹪ 4 100﹪

民國59年

    數學 物理 化學 生物、博

物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本科系 30 93.8﹪ 6 85.8﹪ 9 90﹪ 7 87.5﹪

非本科系 2 6.2﹪ 1 14.2﹪ 1 10﹪ 1 12.5﹪

合計 32 100﹪ 7 100﹪ 10 100﹪ 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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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53年北一女中自然科教師之學歷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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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59年北一女中自然科教師之學歷統計

93.8
85.8 90 87.5

6.2
14.2 10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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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教二字第04481號元1960年12月17日

〈台灣省立台北第一女子中學概況〉，民四十九學年度

人第61號，1964年1月15日

〈台北市立第一女子高級中學五十九學年度第一學期教職員一覽表〉，1970年

 

就本校自然學科教師的學歷而言，大多數老師都具有大學學歷，僅有一、兩位老師畢業

於空軍官校或是技藝學校。其中，甚有教師到國外留學，曾擔任大專院校教授，例如：當時

任教物理的張申老師，畢業於私立北平中法大學物理系，並於法國里昂大學就讀。之後在師

範大學任教授之職。而在訪問民國五十一年到民國五十四年的校友張金珠老師及楊守容老師

時
72，她們曾提到江校長為了補強他們的物理，特別商請他教授課本外的額外課程。而任教

化學的王宗瑤老師則畢業於美國的研究院。

從「北一女中科學教師學歷統計表」〈如表2-3-3、表2-3-4〉與民國四十九年、五十三

年及五十九年的師資表可發現，各科新進的師資為師範大學畢業的為最多，其中又以民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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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從「北一女中科學教師學歷統計表」〈如表3-3、表3-4〉中亦可發現，民國四十九年

畢業於大陸大學之教師比為60.9﹪，台灣的大學畢業的教師所佔的比例則為34.8﹪。隨著

時間的推移，到民國六十年時，教師已多為從台灣的大學畢業。而從台灣的大學畢業的教

師，大部分皆為台灣大學及師範大學的畢業生，台灣大學與師範大學又為當時最好的兩所學

校。因此可以顯示當時江校長特別聘請老師，本校的師資素質也相當的整齊。

 

表2-3-3：北一女中科學教師學歷統計表─畢業學校所在地之統計

年度/畢業學校所在地 台灣的大學 中國的大學 研究所

民國49年 8 14 1 

民國53年 16 17 0 

民國59年 37 17 0 

備註：民國53年任教生物的王聿峯老師大學肄業

北一女中科學教師學歷統計表
                       ─畢業學校所在地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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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教二字第O四四八一號，1960年12月17日

〈台灣省立台北第一女子中學概況〉，四十九學年度

人第61號，1964年1月15日

〈台北市立第一女子高級中學五十九學年度第一學期教職員一覽表〉，1970年。

 

表2-3-4：北一女中科學教師學歷統計表─自台灣學校畢業教師之畢業學校統計

年度/學校名稱 國立台灣大學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 台灣省立台北工專

民國49年 2 5 1 

民國53年 12 4 0 

民國59年 0 37 0 

 



 

民國53年北一女中自然科教師之學歷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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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59年北一女中自然科教師之學歷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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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教二字第04481號元1960年12月17日

〈台灣省立台北第一女子中學概況〉，民四十九學年度

人第61號，1964年1月15日

〈台北市立第一女子高級中學五十九學年度第一學期教職員一覽表〉，1970年

 

就本校自然學科教師的學歷而言，大多數老師都具有大學學歷，僅有一、兩位老師畢業

於空軍官校或是技藝學校。其中，甚有教師到國外留學，曾擔任大專院校教授，例如：當時

任教物理的張申老師，畢業於私立北平中法大學物理系，並於法國里昂大學就讀。之後在師

範大學任教授之職。而在訪問民國五十一年到民國五十四年的校友張金珠老師及楊守容老師

時
73，她們曾提到江校長為了補強他們的物理，特別商請他教授課本外的額外課程。而任教

化學的王宗瑤老師則畢業於美國的研究院。

從「北一女中科學教師學歷統計表」〈如表2-3-3、表2-3-4〉與民國四十九年、五十三

年及五十九年的師資表可發現，各科新進的師資為師範大學畢業的為最多，其中又以民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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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從「北一女中科學教師學歷統計表」〈如表3-3、表3-4〉中亦可發現，民國四十九年

畢業於大陸大學之教師比為60.9﹪，台灣的大學畢業的教師所佔的比例則為34.8﹪。隨著

時間的推移，到民國六十年時，教師已多為從台灣的大學畢業。而從台灣的大學畢業的教

師，大部分皆為台灣大學及師範大學的畢業生，台灣大學與師範大學又為當時最好的兩所學

校。因此可以顯示當時江校長特別聘請老師，本校的師資素質也相當的整齊。

 

表2-3-3：北一女中科學教師學歷統計表─畢業學校所在地之統計

年度/畢業學校所在地 台灣的大學 中國的大學 研究所

民國49年 8 14 1 

民國53年 16 17 0 

民國59年 37 17 0 

備註：民國53年任教生物的王聿峯老師大學肄業

北一女中科學教師學歷統計表
                       ─畢業學校所在地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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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教二字第O四四八一號，1960年12月17日

〈台灣省立台北第一女子中學概況〉，四十九學年度

人第61號，1964年1月15日

〈台北市立第一女子高級中學五十九學年度第一學期教職員一覽表〉，1970年。

 

表2-3-4：北一女中科學教師學歷統計表─自台灣學校畢業教師之畢業學校統計

年度/學校名稱 國立台灣大學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 台灣省立台北工專

民國49年 2 5 1 

民國53年 12 4 0 

民國59年 0 37 0 



  

 

北一女中科學教師學歷統計表─

                                自台灣學校畢業教師之畢業學校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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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教二字第04481號，1960年12月17日

〈台灣省立台北第一女子中學概況〉，四十九學年度

人第61號，1964年1月15日

〈台北市立第一女子高級中學五十九學年度第一學期教職員一覽表〉，1970年

 

據「北一女中教師之性別人數及比例表」〈如表2-3-5〉，民國四十九年，男性教師所佔

比例為56.5﹪，女性教師所佔比例為43.5﹪。民國五十三年男性教師所佔比例為55.9﹪，

而女性教師所佔的比例為44.1﹪。民國五十九年，男性教師所佔比例為59.6﹪，女性教師

所佔比例則為40.4﹪。從數據中可以看出教師男女性別的比例則大致上持平，並沒有隨著時

間出現很大的變動。

 

表2-3-5：北一女中教師之性別人數及比例

 男性教師 女性教師 總教師人數

 人數 比例 人數 比例  

民國49年 13 56.5% 10 43.5% 23 

民國53年 19 55.9% 15 44.1% 34 

民國59年 34 59.6% 23 40.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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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教二字第04481號，1960年12月17日



  

 

                                                

〈台灣省立台北第一女子中學概況〉，四十九學年度

人第61號，1964年1月15日

〈台北市立第一女子高級中學五十九學年度第一學期教職員一覽表〉，1970年。

 

 〈四〉、《中學科學教育月刊》之發行

 

中學科學教育是國家培養人才的重要管道，誠如台灣省政府教育廳廳長潘振球曾指出，

中學科學教育處於承先啟後的階段：一面需承接國教的啟蒙教育，一面更須誘導青年走向高

深的科學研究，為國造就科學人才、肩負復國建國的任務。潘廳長也提到，臺灣要成為世界

強國，勢必發展科學，而推動中小學科學教育，便是希望深耕科學教育的根基74。而發行刊

物藉以提升學生們的學習興趣及增廣科學知識，有利於科學教育的推動，更是教育廳的目標

之一。在此目標下，教育廳便在有關單位的籌畫下，發行《中學科學教育月刊》。

據1965年，台灣省政府教育廳廳長潘振球在《中學科學教育月刊》發刊詞中指出75：

  民國五十年八月，省政府稟承中央加強中學科學教育的決策，經指定省立台北一女

中、省立新竹中學、省立嘉義中學、省立高雄中學等四校，分別附設「科學教育實驗

中心」，從事科學教育實驗及輔導工作；從五十年開始，高中生物、物理、化學、數

學開始使用新教材，為加強新教材的教學成果，四校合辦「中學科學教育」月刊，以

提倡研究風氣，報導實驗心得，交換教學經驗，改進教學辦法。

由上顯示省教育廳秉承中央之決策，為因應科學教育之推動，除指定四所高級中學從事

提倡科學教育實驗及輔導工作，並創辦《中學科學教育月刊》，以呈現科學教育之成果。

此刊物的內容包括介紹科學新知、專家論述、研究報告、教學心得、實驗設計、科學活

動、科學珍聞、問題解答並擇譯英文76，邀稿對象包括高中師生及大學教授，主要閱讀群為

各高級中學師生，顯示此刊物不但學術與教學並重，並協助教師自修以及倡導研究風氣。至

民國五十五學年度，創辦學校由四所增為六所，新增學校分別為省立花蓮中學與省立台中一

中兩校
77。省教育廳核定的創辦經費，也由民國五十四年為每年7.5萬78，自第三卷第五期改

為每期2.8萬元79，民國五十六年度為每年4萬元80，民國五十八年度則為每年3萬元81。

早在北一女被選為中學科學教育實驗中心時，校方為鼓勵學生學習科學，及讓教師有分

享科學教學經驗的園地，於民國五十二年編印《科學教育簡報》，又於五十三年出版第二期
82，至民國五十四年教育廳創辦《中學科學教育月刊》，北一女便將原《科學教育簡報》的

人力與資源併入此刊物83。因此當該刊物發行後，北一女師生曾多次發表文章。據表4-1，

民國五十四年至六十二年間，北一女師生發表的文章包括物理7篇、數學13篇、化學6篇、

生物6篇，其中又以教師發表文章佔大多數，內容包括討論實驗課程、教材教法以及各學科

 
74 潘振球，〈科學教育的時代使命—為「中學科學教育」月刊創刊撰—〉，《中學科學教育月刊》，1965年10

月，p.5 
75 潘振球，〈科學教育的時代使命—為「中學科學教育」月刊創刊撰—〉，《中學科學教育月刊》， 1965年10

月，p.5 
76 北一女教字 1072號，1968年7月
77 科學教育實驗中心高中校長會議記錄，北一女檔案教二字第01484號，1966年4月
78 科學教育實驗中心高中校長會議記錄，北一女檔案教二字第01484號，1966年7月
79 北一女教字 1072號，1968年7月
80  北一女科教 694 號，五十六年度台北市立第一女子高級中學科學教育實驗中心經費預算， 1967         
年

12月
81 北一女科教1926號，五十八年度台北市立第一女子高級中學科學教育實驗中心經費預算，1968年12月
82 殷正慈編，〈懷念江校長龍淵先生〉，《江學珠校長紀念集》（台北：江素雲），1989年6月，p.189 
83 國立教育資料館編，《教育愛 臺灣教育人物誌》(台北：國立教育資料館)，2006年6月，p.77 



  

 

84，據表2-4-1共32篇文章中，關於實

驗方面的文章占有3篇，顯示教師更注重藉由本身經驗，提出對實驗的看法及建議，例如金

道遠老師曾發表《示範實驗與分組實驗的比較》。民國五、六十年代，台灣科技尚未起飛之

際，便有教師討論於今日科技中佔有舉足輕重地位的電漿及導體等物質，及DNA、抗癌疫苗

等與生物科技的相關文章。據民國五十五年，科學教育實驗中心高級中學校長會議紀錄，討

論之〈關於出版中學科學教育專刊事〉，此刊物由各校編輯的專刊均佳，各方反應良好85，

不少新知識及教學經驗得以為各校師生所知，不僅擴展師生們在科學領域的視野，也能讓各

校教師們參考教學方法，對當時台灣的科技教育，有相當的貢獻。

 

 

表2-4-1：中學科學教育月刊—北一女中師生文章

年/月/日 期數 作者 篇名 科目

葉強書(化學教師) 科學之不準度 化學

王德垕(數學教師) 新數學教學反應調查 數學

張歐菊(物理教師) P.S.S.C簡介 物理
54/10/31 創刊號

楊靖華(學生) 核酸 生物

55/1 四 金道遠(化學教師) 示範實驗與分組實驗的比較 化學

淑  貞(校友) 數學與人生 數學

李  畊(物理教師) 空間的幻想 物理

王則儉(物理教師) P.S.S.C教材聯貫性問題 物理

夏祖炎(教務主任)
籌辦高中物理實驗及儀器製作

研討會的旨趣及其意旨
物理

55/7/31 九

楊靖華(學生) 多采多姿的蝴蝶 生物

呂政崗(數學教師) 數學邏輯淺介 數學

謝秀明(生物教師) 免疫反應與過敏性相互影響 生物57/2/15 
第三卷

第三期
蔣雪貞(生物教師) 抗癌疫苗(譯) 生物

王徳垕(數學教師) 數學求新不能忘本 數學

謝秀明(生物教師) 血液(Blood) 生物

陳木榮(數學教師) 談無理數e 數學
58/2/15 

第四卷

第三期

周人鏡(化學教師) 談DNA與RNA 化學

王則儉(物理教師) 帶電原子質點 物理

張沁(化學教師) 甲烷為什麼會燃燒 化學58/8/15 
第四卷

第九期
澤霖(教師) 古今女數學家選秀 數學

陳木榮(數學教師) 競局論淺釋 數學
59/2/15 

第五卷

第三期 張漢忠(物理教師) 物質的第四態－電漿 物理

陳木榮(數學教師) 向量與矩陣的應用之一 數學
59/9/15 

第五卷

第九期 張美華(生物教師) 一氧化碳及吸菸 生物

陳木榮(數學教師) 線性計畫問題與其解法 數學60/3/15 第六卷

第三期 楊寬滿(數學教師) 一推一般 數學

                                                 
84 省立高中學主辦南部地區中等學校科學教育生物、化學科教學觀摩研討會議紀錄中提到，教育部規定高二每

學期需做28個實驗
85 科學教育實驗中心高中校長會議記錄，北一女檔案教二字第01484號，1966年4月



  

 

孔慶汾(化學教師) 半電池氧化電位是否可加成 化學

第六卷
60/9/15 陳木榮(數學教師) 幾何概率與π的近似值

第九期
數學

陳木榮(數學教師) 向量在幾合座標的應用 數學第七卷61/3/15 

 第三期 葉強書(化學教師) 有關化學實驗的一些問題 化學

褚德和(物理教師) 特殊導體—S.C.R的介紹與應用 物理第八卷62/3/15 

 第三期 陳木榮(數學教師) 中日教師研討會報告 數學

資料來源︰《中學科學教育月刊》，1960、1970年代

 〈五〉、學生課外的科學教育活動

 

   《北一女青年》的文章來源主要為學生投稿，刊物內容大致分成綠苑文藝報導與科學教育

相關的科學園地、青年科學。因此，本份刊物可成為檢驗科學教育對學生的影響，進一步探

討科學教育的成果。

在前文所述之課程部分，已提到學生有實驗及野外採集等課程活動。而除此之外，科學

展覽亦為當時一重要之科學教育活動。國立科學教育館自民國四十九年起舉辦第一屆全國中

小學科學展覽會，分物理、化學、生物…等科競賽。北一女中內部為因應此活動，每年推選

出負責之教師選派學生參與科學展覽會
86。課外的科學專題製作對學生而言應為一研究科學

之基礎的奠定與學習良機，但辛中正老師卻對此提出不同的看法。據辛老師回憶，當時學生

對科學展覽之參加意願並不高、在學習過程中略顯被動，指導教師必須在這樣的過程之中擔

任主導而非輔助地位。如此一來不但對教師造成額外負擔，亦未對學生產生預期的效果。另

外，民國五十五年北一女中張先智、陳明珠同學在教師的帶領之下受邀至日本參與「日本全

國學生科學展覽會」。據張先智的文章87：「…該日下午科學比賽的主辦單位舉行了一個籌

備會，參加的國家計有中華民國、美國及琉球。…到了展覽會場，與會學生將作品一樣一樣

地陳設出來。外國學生代表們都是男多女少，只有我們是清一色的女孩子，樣樣事都得自己

動手。但我們的工作並不落於人後，迅速地在時間內完成了佈置。」可見當時北一女中的學

生已具有參與國際科學活動的資格與機會。

綜合以上，可得知北一女中當時與科學教育相關活動之發展狀況，屬科學教育對學生產

生的動態影響；至於科學教育如何影響至學生的思想，則有賴於分析學生所發表之對科學之

看法。據表2-5-1，民國五十年代至六十年代間，《北一女青年》文章大致可分為兩類。一類

為科學通論性質，主要為學生提出對科學的定義、與人生的看法，另一類則為細部探討與各

學科有關的主題。民國五十年十二月和民國五十二年六月這兩期中，通論的文章佔了極大的

比例，往後則此類性質文章的比例較低。至於其談論的主題，大部分都是提出其對科學的定

義與態度。另一大類細部探討各學科的部分，除了民國五十年十二月那一期校刊中沒有各學

科討論外，其他期都有探討到，且其比例日增。

 

表2-5-1《北一女青年》科學文章統計表

 通論 數學 生物 太空天文

/物理

化學 總篇數科
目

民50年12月 9 0 0 0 0 9 

出
刊

月年

民52年06月 13 1 3 2/4 2 23 

民53年06月 2 1 6 3/4 0 13 

                                                 
86 2007 3 30年 月 日於北一女中訪問辛中正老師
87 ─ 1966 12張先智，〈日本全國學生科學展覽 觀摩誌雋〉，《北一女青年第十八期》， 年 月



  

 

民53年12月 1 0 0 1/1 1 3 

民54年06月 1 2 3 2/5 1 12 

民54年12月 2 2 5 3/6 1 16 

民55年06月 1 1 7 2/4 1 14 

民55年12月 1 1 5 2/3 0 10 

民56年06月 2 1 2 0/0 1 6 

民57年06月 1 1 2 0/1 0 5 

民58年06月 0 0 3 0/3 0 6 

民58年12月 0 0 0 2/2 0 2 

     

 據表2-5-2，《北一女青年》關於各學科的相關文章，包括數學、物理、化學以及生物等

自然學科，由於篇幅有限，本文擬就生物、太空科學主題探討。從民國五十三年六月起，除

了民國五十三年十二月和民國五十八年十二月這兩期未有生物的相關文章外，生物方面的文

章一直占有極高的比例。其中，部分文章描述解剖課以及採集標本，此現象也正好呼應民國

四十九年北一女提出的教育方法：「老師應採取啟發式教育。除了教學實驗外，主張老師們

應帶著同學出外參觀、採集標本、出版雜誌和攝影等，以增加學生的科學知識。」88
民國五

十二年六月～民國五十五年十二月間，在物理學方面，太空科學明顯佔大多數，這也呼應民

國五十一年全國教育會議中提出發展太空科學的方案，顯示學生的確受到當時教育政策的影

響
89。

 

表2-5-2：《北一女青年》科學性文章篇名與分類

年/月 科目 篇名 專欄名稱

50/12 通論 科學救國 無分類

 通論 科學與人生之一 無分類

 通論 科學與人生之二 無分類

 通論 科學與人生之三 無分類

 通論 科學與人生之四 無分類

 通論 科學與人生之五 無分類

 通論 科學與人生之六 無分類

 通論 科學與人生之七 無分類

 通論 科學與人生之八 無分類

52/06 通論 青年以研究科學為榮 論著

 通論 科學為強國之本 論著

 通論 青年與科學 論著

 通論 青年與科學〈三則〉 論著

 通論 科學與人生 論著

 通論 我們的科學館 論著

 通論 科學與人生 青年科學

 通論 談科學精神 青年科學

 通論 善用科學 青年科學

                                                 
88  教字第665號「北一女中發文致台灣省教育廳改進科學教育工作及實驗的輔導計劃」，1960年6月30日
89 教育部編，《第四次全國教育會議報告》，1962年



  

 

 通論 科學觀 青年科學

 通論 漫談科學 青年科學

 通論 發展科學之途 青年科學

 通論 青年當致力於研究科學 青年科學

 數學 循環小數 論著

 生物 奇妙的嗅覺 青年科學

 生物 採集 青年科學

 生物 關於遺傳學 青年科學

 物理 談月 青年科學

 物理 銀河星海淺說 青年科學

 物理 現代國家的空防 論著

 物理 原子輻射塵對人體健康的危害 青年科學

 化學 清華原子爐參觀記 論著

 化學 五彩肥皂的製造 青年科學

 不詳
90

科學新知 青年科學

 不詳 不夜之地 青年科學

53/06 通論 科學的偉大力量 科學園地

 通論 科學精神 科學園地

 數學 奇妙的數字 科學園地

 生物 原子能與醫藥 科學園地

 生物 有關輸血的重要知識 科學園地

 生物 吳郭魚 科學園地

 生物 動物實驗記趣 報導

 生物 養蟲記 報導

 生物 採集記 報導

 物理 泛談宇宙 科學園地

 物理 X─15第一枚載人的人造衛星 科學園地

 物理 太空的時間觀念 科學園地

 物理 伽利略的偉大貢獻 科學園地

 不詳 介紹一個科學的小天地 科學園地

53/12 通論 偉大的科學 科學園地

 物理 窺探太空秘密 科學園地

 化學 放射塵的形態與特性 科學園地

 不詳 大小之間 科學園地

54/06 通論 我為什麼投考丙組 科學園地

 數學 奇數n級魔方陣的作法 科學園地

 數學 用算數解不定方程組的應用問題 科學園地

 生物 半馬半魚的怪物─海馬 科學園地

 生物 我們的生物解剖 科學園地

                                                 
90 由於少數文章無法經由篇目名稱判斷其相關科目，故不分類也不列入統計



  

 

 生物 人體重要的器官─肝臟 科學園地

 物理 太陽的奧秘 科學園地

 物理 簡介美國的探月計劃 科學園地

 物理 量子論簡介 科學園地

 物理 近度近視是否應常戴眼鏡 科學園地

 物理 關於物理上的幾個小問題 科學園地

 化學 化學趣談 科學園地

 不詳 令人興奮的二小時 科學園地

 不詳 神秘的靈感 科學園地

54/12 通論 青年與科學 科學園地

 通論 科學與國運 科學園地

 數學 我學「新數學」的感想 科學園地

 數學 我怎樣學數學 科學園地

 生物 解剖一課 科學園地

 生物 昆蟲世界小談 科學園地

 生物 生命的探測 科學園地

 生物 我們的味覺和嗅覺 科學園地

 生物 人工可以製造有生命的物質嗎？ 科學園地

 物理 反宇宙─反物質世界趣譚 科學園地

 物理 地球的近鄰─火星二章 科學園地

 物理 宇宙淺談 科學園地

 物理 現代世界的奇蹟─電子科學 科學園地

 物理 有關相對論的兩個問題 科學園地

 物理 原子淺說 科學園地

 化學 秘密墨水 科學園地

55/06 通論 談科學與救國 科學園地

 數學 怎樣提高中學生數字程度之我見 科學園地

 生物 奧妙的生命 科學園地

 生物 解剖青蛙記 科學園地

 生物 人類可以征服癌症嗎？ 科學園地

 生物 麻疹與麻疹疫苗 科學園地

 生物 食物中毒 科學園地

 生物 動物的母愛 科學園地

 生物 動物館二年 科學園地

 物理 漫談登陸月球 科學園地

 物理 太陽簡介 科學園地

 物理 天為什麼是藍色的 科學園地

 物裡 自製簡易油印機 科學園地

 化學 放射性同位素 科學園地

55/12 通論 今日的科學 科學園地

 數學 趣味數學 科學園地



  

 

 生物 大自然的歌手 科學園地

 生物 酵素─抵抗疾病的新武器 科學園地

 生物 今日的整容術 科學園地

 生物 Dream的奧秘 科學園地

 生物 人體能受多高的熱度？ 科學園地

 物理 生命之源─太陽 科學園地

 物理 天體運動發出的樂聲 科學園地

 物理 聲音的奧妙 科學園地

56/06 通論 科學與救國 科學園地

 通論 參加台電愛迪生紀念堂實驗記 科學園地

 數學 改進聲中的我國數學教育 科學園地

 生物 如何採集植物標本 科學園地

 生物 萬物之靈 科學園地

 化學 化學與新藥 科學園地

57/06 通論 簡介布魯克海芬91 科學園地

 數學 學習數學的目的 科學園地

 生物 談談癌症 科學園地

 生物 我做動物標本的經過 科學園地

 物理 人類的勁敵─機器 科學園地

58/06 生物 人與自然 科學園地

 生物 植物需要黑暗 科學園地

 生物 關於心臟病 科學園地

 物理 奇妙的聲音 科學園地

 物理 居禮夫人 科學園地

 物理 極光和磁暴 科學園地

58/12 物理 認識我們太陽系中行星 科學園地

 物理 墨西哥石球之謎 科學園地

資料來源：《北一女青年》（民國50-58年）

除了外部分析各專欄文章外，就其詳細文章內容，可以更清楚顯示科學教育影響學生之

輪廓，以及當時學生對「科學」的理解。例如，某篇〈科學與人生〉的文章提到：「科學」

的意義有兩種，廣義的解釋，是指一切有條理的知識，狹義的解釋，就是指自然界有條理有

秩序的知識而言。」92另一篇〈科學與人生〉的文章，指出：「所謂『科學』就是用小心謹

慎虛心誠實的態度去求得的有系統有組織的知識學問，換句話說就是用求真的精神去發現新

的知識學問。」93顯示學生認為科學除了是具體的知識外，尚包括以客觀的態度從事研究。

另外，延續五四以來「科學救國」的思想，或是藉科學以提高生活的品質的想法皆出現

在校刊中。例如：〈科學與救國〉文章中，提到：「我們要生存在這科學時代裏，我們要贏

得這時代中科學戰爭的勝利，就必須迎頭趕上，積極的在科學的發展上，尋求救亡圖存，復

國裕民的途徑，一雪百年來，我國因科學落後而招致的奇恥大辱，挽回積弱已久的國運。」

                                                 
91 西元1947年，美國能源部設立布魯克海芬國家實驗室，座落於紐約長島，為一結合多領域之科學研究組織
92 胡建民，〈科學與人生八題之一〉，《北一女青年十六週年特刊》，1961年12月12日
93 董雅美，〈科學與人生〉，《北一女青年》，1963年6月15日   



  

 

                                                

94又如〈科學與救國〉與〈青年與科學〉兩文也有相似的想法。在闡述科學救國之餘，學生

甚至以研究科學為榮95，並認為：「青年是時代的先鋒，是國家的中堅，是民族的新血，是

復國的基石，國家的興衰，民族的延續，青年都擔負著重大的責任。」96又認為生活與科學

息息相關，研究科學可以提高生活的享受，例如：「十六世紀的英國工業革命首先就是紡織

機的改良，而其改良的原動力是什麼？就是為了要供應市場的需要，為了要切合實際的要

求，不得不加以改造，使得工業進步。現在每天每一工廠的產布量，數字多得驚人，也說明

了科學生產促使文化進步，改進人類的生活。」97值得探討的是，學生認為研究科學是便於

征服自然的方式，〈青年以研究科學為榮〉提到：「研究科學可以提高我們的生活享受，加

深我們對於自然的認識和瞭解，以便征服自然，利用自然減少人類的困難，使人類生活更舒

適而不但對國家民族有益，對世界人類也造福匪淺。」98由此可知，部分學生具有一種自然

就是被人類所利用的想法，研究科學就是為了解決人類的困難。

此外，由於當時正值美蘇太空競賽之際，也有學生評論蘇俄頻繁從事原子彈試爆的行

為：「蘇俄是無恥的。蘇俄以科學帶給人類災害99。但她們也說：現在有一些人認為科學事

件可怕的東西，畏而遠之，真是可悲矣！認為一切殺人的武器，都是科學進步的產品，而不

以科學的進步為人類的幸福，但這都是一些沒有科學精神的人所造成的。」100

總而言之，學生對科學的看法大體上是正面的，並認為科學是救國及提高生活品質的途

徑。並就《北一年青年》內容分析，顯示不論學生的想法是與當時社會情況以及政策實施的

方向相呼應，繼而說明科學教育的確影響到學生。

 

伍、結論
 民國五十年代，政府積極推行科學教育。北一女中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被遴選為全國四

所高中科學教育實驗中心之一，並在江學珠校長的領導之下，繼承原有的發展並從各方面配

合政府計畫，全面地推行科學教育。綜合前文，筆者可歸納出民國五十年代北一女中科學教

育實驗中心所具有對校內、校外之雙重意義。

對北一女中內部而言，科學教育實驗中心成立之後所推行之科學教育措施普遍更為深入

且有系統。在課程安排部份，北一女於民國五十一年特別獨立出公班與勤班兩個實驗班級，

並在自然學科之課程內容加深加廣，期望為學生打下紮實的基礎、培養自然科專才。關於師

資，由民國四十九年至五十九年自然科本科系教師之比例增加以及來自師大之教師人數增

加，顯示當時師資素質之整齊。而在設備方面，民國五十年之前北一女中雖有科學館，但實

驗設備均未能充實。民國五十五年，北一女中教師自製實驗儀器和教材成功，至民國六十年

學校更有多項儀器以及視聽設備的進口。至於學生之反應，《北一女青年》之文章類別分析

亦可發現，民國五十年之後屬科學性質之文章比重明顯增加，學生對於科學新知、對科學之

想法等投稿較以往踴躍許多。由此種種之前後變化均可推論：不論由校方、教師或學生觀點

討論之，北一女中科學教育實驗中心成立之後，實對校內產生了一定程度的影響。民國五十

年後，科學教育在北一女中之推廣更為積極且多面化，此為科學教育實驗中心對北一女本身

所具有的意義。

 
94 廖孟真，〈科學與救國〉，《北一女青年》，1965年12月
95 葉公杼，〈青年以研究科學為榮〉，《北一女青年十七週年校慶特刊》，1962年12月12日
96 劉夢蘭，〈青年與科學〉，《北一女青年二十週年特刊》，1965年12月12日
97 馬以南，〈科學與人生八題之三〉，《北一女青年十六週年特刊》，1961年12月12日
98 葉公杼，〈青年以研究科學為榮〉，《北一女青年十七週年校慶特刊》，1962年12月12日
99 馬以南，〈科學與人生八題之三〉，《北一女青年十六週年特刊》，1961年12月12日
100胡建民，〈科學與人生八題之一〉科學與人生八題之一，《北一女青年十六週年特刊》，1961年12月12 



 

                                                

至於科教中心對外所產生的影響，則由以下三方面探討之。一為教材改良部分，北一女

於民國五十年被遴選為「初、高中數學科及自然科教材實驗計畫」的實驗學校之一，負責新

教材的實驗工作。此一教材經過改進與修訂，於民國五十四學年度正式於全國實施。二為設

備之推廣，民國五十五年北一女中教師們成功研製物理實驗儀器和教材，將此供給各校使

用，至民國五十九年北一女中已受委託專門負責製作物理儀器供給國中使用。三為中學科學

教育月刊之發行以及教學觀摩、研討會之舉辦，不但可擴展全國師生之科學視野，並能讓各

校教師參考教學方法、以期切磋與改進。以上各點顯示，科學教育中心不但對北一女中本身

產生積極影響，亦透過多項措施達到了服務他校的功能。此現象同時代表著科學教育推廣者

之角色漸由政府機關轉移至學校，期以經由實驗中心之服務工作及各校間的互助與努力，使

全國之科學教育發展漸上軌道。

 然而，北一女中在積極推行科學教育的同時，亦產生了一些負面影響。例：當時北一女

中於學生高一入學時舉辦測驗，根據其結果將學生分成社會組及自然組；社會組學生若要轉

念自然組則需參加考試，成績需到達一定的標準才可轉組。如此一來，則剝奪了某些對自然

學科抱有興趣但能力不足的學生學習的權利。此例雖顯示當時北一女中對於科學教育之重

視，卻也呈現了學校在執行科學教育時一味追求「高度發展」，卻忽略學生興趣的現象1。

 綜合全文，可知北一女中在民國五十年代擔任「科學教育實驗中心」、執行科學教育的

過程中，於各方面皆具有深入的發展。但任何計畫的推行皆難以兼顧各方面，北一女中在積

極推動科學教育的同時，亦造成了某些負面影響。藉由歷史的探討，筆者還原當時推展科學

教育的情況，唯因資料蒐尋不易，未能更完整地重現民國五十年代北一女中推行科學教育的

情況。惟此論文頗具開發性、具有更深入探討的空間，並期許未來能有更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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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錄

 
四十九學年度師資表

科目 姓名 性別 年齡 畢業學校 經歷

本科系

或非本

科系

物理 張歐菊 女 30 國立台灣大學物理系 台北市立女中教員 本科系

 劉東星 男 35 中國的大學
台南市立中學，

新竹縣立竹東中學教員
本科系

 王則儉 男 41 中國的大學
省立新營中學，

省立台中一中教員
本科系

 張申 女 49 
中國的大學（法國里昂大學研

究院肄業）

雲南大學醫學院副教授 , 

省立師範學院教授
本科系

化學 陳慧永 女 38 中國的大學
省立桃園農業職業學校

教員
本科系

 董有蘭 女 36 中國的大學
省立台中工業學校，

私立金甌商職教員
本科系

 葉強書 男 40 中國的大學
國立台灣大學助教，

基隆市立中學教務主任
本科系

 王宗瑤 女 59 美國的研究所

北平燕京大學講師，

北京女子師範大學助

教，

本科系



  

 

北京女子師範文理學院

副教授

數學 吳榮昌 男 29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數學系 台北市立大同中學教員 本科系

 劉慶蘭 女 31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數學系  本科系

 朱耀岑 男 30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數學系 台北市立女中教員 本科系

 孫鎮祥 男 33 國立台灣大學數學系
省立員林中學，

省立師大附中教員
本科系

 張茂盛 男 28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數學系  本科系

 楊寬滿 男 26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數學系
省立中興中學，

員林中學教員
本科系

 吳宗達 男 27 台灣省立台北工專化工科  

(台灣省

立台北

工專化

工科)

 王又陵 男 36 中國的大學
省立台中工職，

基隆市立中學教員

(國立河

南大學

化學系

畢業)

 嚴中芬 女 39 中國的大學 江蘇省立石湖鄉師教員 本科系

 尚民山 男 41 中國的大學
省立嘉義工職補校，

省立建國中學補校教員
本科系

 謝修清 女 46 中國的大學

福建省立高工，

福州英華中學，

毓英女中教員

(私立華

南女子

文理學

院化學

系畢業)

 吳旭華 男 38 中國的大學

安徽阜陽女中，

台灣省立高雄女中，

省立工學院附工等校教

員

本科系

 金鶴皋 男 46 

（上海大夏大學理學院數理系

畢業，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肄

業）

上海大夏大學助教講

師，

國立台灣大學講師，

台灣高等法院主科台北

監獄典獄長

本科系

生物 蔣雪貞 女 44 中國的大學(農化系) 

國立中央大學助教，

資委會資質渝鋼鐵廠副

化驗師

(國立中

央大學

農業化

學系畢

業) 

 謝秀明 女 37 中國的大學
省立師大附中，

省立基隆女中教員
本科系

資料來源：教二字第O四四八一號，西元1960年12月17日



  

 

          〈台灣省立台北第一女子中學概況〉，四十九學年度

 

五十三學年度師資表

科目 姓名
性

別
年齡 畢業學校 經歷

本科系

或非本

科系

物理 周錦珠 女 33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理化系 省立高雄女中教員 本科系

 李惠美 女 29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理化系 台北市立咸中學教員 本科系

 王則儉 男 44 中國的大學 省立台中一中教員 本科系

 張歐菊 女 33 國立台灣大學物理系 台北市立女中教員 本科系

化學 劉真真 女 30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理化系  本科系

 辛淑琴 女 34 國立台灣大學化學系 國立台灣大學助教員 本科系

 黃恬靜 女 44 中國的大學 國立通南大學教員 本科系

 董有蘭 女 39 中國的大學 私立金甌商職教員 本科系

 葉強書 男 43 中國的大學 基隆市立一中教員 本科系

 李明仁 男 30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理化系  本科系

 陳慧永 女 40 中國的大學 省立桃園農職教員 本科系

數學 謝修清 女 49 中國的大學 福建私立毓英中學教員 化學系

 周宗樺 男 47 國立英士大學土木系 高雄市立女中教員  

 董雲麾 男 46 中國的大學 花蓮瑞穗中學校長 本科系

 金鶴皋 男 49 私立大夏大學理學院數理系 私立強恕中學教員 本科系

 吳榮昌 男 32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數學系 台北市立大同中學教員 本科系

 劉慶蘭 女 46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數學系  本科系

 朱耀岑 男 33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數學系 台北市立女中教員 本科系

 林雲榮 男 33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數學系 省立復興中學教員 本科系

(亦教

物理) 
李畊 男 39 空軍機校電機組 省立台中二中教員  

 尚民山 男 44 中國的大學 省立建國中學補校教員 本科系

 王德垕 男 51 中國的大學 省立台北第二女中教員 本科系

 盧憲文 男 50 河北省立工學院市波水利系 省立屏東師範教員  

 張茂盛 男 31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數學系  本科系

 林榮選 男 35 國立台灣大學數學系 省立中壢中學教員 本科系

 吳旭華 男 41 中國的大學
省立工學院附工等校教

員
本科系

 林麗彬 女 29 國立台灣大學數學系 台北縣立文山中學教員 本科系

 黃碧池 男 33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數學系 省立苗栗中學教員 本科系

 楊寬滿 男 29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數學系 省立員林中學教員 本科系

 嚴中芬 女 40 中國的大學 江蘇省立石湖鄉師教員 本科系

生物 顏元仲 女 33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博物系 國防醫學院助教 本科系

 蔣雪貞 女 49 中國的大學(農化系) 國立中央大學助教  

 謝秀明 女 40 中國的大學 省立基隆女中教員 本科系



  

 

 鄭慶菁 男 51 中國的大學 省立屏東中學教員 本科系

資料來源：人第61號，1964年1月15日

 

五十九學年度師資表

科目 姓名
性

別
年齡 畢業學校 經歷

本科系

或非本

科系

物理 曾允晉 女 39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理化系 省立台北二女中教員 本科系

 姚海福 男 47 空軍機械學校正科 市立復興中學教員  

 張漢忠 男 33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理化系 市立大同中學教員 本科系

 辛中正 男 41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理化系 省立台南師專講師 本科系

 陳敏雄 男 28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物理系 私立華興中學教員 本科系

 顏錦福 男 33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物理系 北縣板橋中學教員 本科系

 王則儉 男 50 中國的大學 省立台中一中教員 本科系

化學 金佩珍 女 51 中國的大學 省立復興中學教員 本科系

 黃仁杰 男 36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化學系 國立華僑中學教員 本科系

 周人鏡 女 46 中國的大學 省立屏東中學教員 本科系

 熊世勤 女 45 中國的大學 北縣五峰初中教員 本科系

 張沁 女 48 中國的大學 省立台中二中教員 本科系

 張美華 女 29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化學系 市立仁愛初中教員 本科系

 孔慶汾 男 47 國立暨南大學數理系 省立台南一中教員  

 王永彥 男 27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化學系 北縣中和中學教員 本科系

 黃恬靜 女 50 中國的大學 國立道南中學教員 本科系

 葉強書 男 49 中國的大學 基隆市立一中教員 本科系

數學 林雲榮 男 39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數學系 省立復興中學教員 本科系

 周杰之 男 40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數學系 北縣立新莊中學教員 本科系

 蔡長庚 男 38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數學系 省立成功中學教員 本科系

 盧寶慧 女 49 中國的大學 私立金甌商職教員 本科系

 黃銀貞 女 27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數學系  本科系

 盧國銘 男 32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數學系 省立北門中學教員 本科系

 陳培琨 男 39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數學系 省立基隆中學教員 本科系

 林清美 女 29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數學系 市立仁愛初中教員 本科系

 陳木榮 男 36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數學系 私立明志中學助教 本科系

 吳麗環 女 29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數學系  本科系

 戴滿杏 女 31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數學系 省立台南女中教員 本科系

 潘喬松 男 33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數學系 南投縣立埔里中學教員 本科系

 張深永 男 30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數學系  本科系

 劉鎮南 男 32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數學系  本科系

 屠書祥 男 48 國立中山大學土木工程系 澳門粵華中學教員  

 楊媛 女 27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數學系  本科系



  

 

 呂政岡 男 25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數學系  本科系

 潘振輝 男 31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數學系 省立高雄女中教員 本科系

 陳大英 男 46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數學系  本科系

 陳明和 男 39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數學系  本科系

 高朝淮 男 33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數學系 市立萬華女中教員 本科系

 謝修清 女 55 中國的大學 福建私立毓英中學教員 化學系

 徐義瑞 男 31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數學系 市立景美女中教員 本科系

 嚴中芬 女 46 中國的大學 江蘇省石湖鄉師教員 本科系

 劉慶蘭 女 42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數學系  本科系

 張茂盛 男 37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數學系  本科系

 吳榮昌 男 38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數學系 市立大同中學教員 本科系

 朱耀岑 男 39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數學系 市立女中教員 本科系

 尚民山 男 50 中國的大學 省立建中補校教員 本科系

 楊寬滿 男 35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數學系 省立員林中學教員 本科系

 王德垕 男 57 中國的大學
省立台北二女中教務主

任
本科系

 黃碧池 男 39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數學系 省立苗栗中學教員 本科系

生物 鄭慶菁 男 57 中國的大學 省立屏東中學教員 本科系

 蔣雪貞 女 55 國立中央大學農化系畢業 國立中央大學助教  

 謝秀明 女 46 中國的大學 省立基隆女中教員 本科系

 王聿峯 女 47 國立西南聯大生物系肄業 宜蘭縣立頭城中學教員 本科系

 陳壽美 女 28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生物系 市立大直初中教員 本科系

 邱富惠 女 29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生物系 市立大直初中教員 本科系

 姚柏青 女 27 台灣省立師範大學生物系 市立大直國中教員 本科系

 盧惠美 女 26 國立師範大學理學院生物系 彰化縣員林國中教員 本科系

資料來源：〈台北市立第一女子高級中學五十九學年度第一學期教職員一覽表〉，1970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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