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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賀賀         本校本校本校   校史室校史室校史室   籌建完成籌建完成籌建完成記事之一記事之一記事之一   

學校歷史資料，是一所學校的重要資產且彌足珍貴，從文史資料中，可深入了解整個校園文化、學

校沿革、發展願景、辦學方針與策略，進而增進辦學績效、未來發展。因此深深感覺校史資料之

完整保存，有其歷史之價值、時代之使命，更深具教育之責任與意義。 本校創立於民國 26 年

（1937 年）是一所具有悠久歷史、辦學績優之技職學校，畢業校友約二萬餘人，服務海內外各個角落，

遍佈產、官、學界，校友優異的表現廣受各界人士讚揚，實為母校之光、母校之傲。為讓後進人士及在校師生，緬懷先輩辦學

精神與態度，並讓畢業校友回到母校有尋根與回憶之場所，校史室之建立刻不容緩。 個人於 100 年 8 月 1 日到任後，發覺學

校有很多珍貴文物、照片，分散各相關處室獨自管理，卻苦無固定集中擺設、留存之所且疏於妥善管理恐易於流失。鑒於此，

便指示秘書擔任校史室籌建委員會總幹事，規劃校史室空間設計、資料文物及照片蒐集彙整，經召集各處室、各科進行多次會

議討論，集眾人之力、分工合作，才有今日校史室之雛形。感謝各處室、各科、畢業校友及社會賢達人士不吝指正，提供珍貴

校史資料、文物及照片，呈現在校史室，以宣揚母校創校維艱、汲汲營營之辦學精神。展望未來，為讓校史室內容更趨完整、

更具充實，希望藉由各位校友及賢達人士多予協助幫忙，提供學校歷史文物、照片並將其呈現在校史室，彰顯秀工辦學理念與

辦學績效，讓秀工這所具有歷史價值之學校風華再現、永續發展、綿延傳承。       校長 曾錦章謹記 100 年 10 月 10 日 

籌建緣起 

校史 

本校創立於民國 26 年（1937 年）座落於彰化縣秀水鄉，是一所具有優良傳統且具歷史之技職學校，創校之初

針對國家農業生產所需技術人力，設立二年制農業科，培育農業基層技術人力，推動國家農業經濟發展。民國

60 年代國家經濟起飛，配合政府推動國家經濟建設，全面發展工業科技，產業界亟需大量工業基層技術人才，

學校遂改制轉型為工業類科，培育創校至今學校培育約二萬名畢業校友，遍佈海內外各個角落，分佈產、官及

學界，校友優異的表現深受各界人士認同與肯定工業界所需人才，奠定今日「秀工」辦學之方向與辦學之精

神。創校至今學校培育約二萬名畢業校友，遍佈海內外各個角落，分佈產、官及學，校友優異的表現深受各界

人士認同與肯定。目前學校設有機械科、模具科、製圖科、建築科室內空間設計科及電機科等六科，此外附設

綜合職能科、實用技能學程班、建教合作班及附設進修學校，為國家作育英才，且為工業科技之搖籃。 

 茲將學校轉型改制簡述如下： 

一、民國 26 年，校名為彰化農林國民學校，開始招收二年制農業科 

二、民國 31 年，學校更名為彰化實踐農業學校 

三、民國 35 年，台灣光復後更名為台中縣立彰化中級職業補習學校 

四、民國 37 年，改制為台中縣立秀水初級農業職業學校 

五、民國 40 年，更名為彰化縣立秀水初級農業職業學校 

六、民國 47 年，更名為彰化縣立秀水農業職業學校，招收五年制農科 

七、民國 58 年，學校升格為台灣省立秀水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八、民國 60 年，配合國家經濟建設發展成立電工科，學校更名為台灣省秀水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九、民國 65 年，農業類科全面停招，轉型招收工業類科，學校更名為台灣省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十、民國 72 年，為了幫助失學青年及經濟弱勢學生就學機會，附設進修學校 

十一、民國 89 年，配合國家精省政策，改制為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本校創校至今，經歷任校長精心擘劃學校發展願景，篳路藍縷、苦心經營及在全體師生同心協力、合作努力之下，奠下

優良校風及辦學績效，莘莘學子經由學校教育及師長栽培，一天一天成長茁壯。學生不論繼續升學、全國技能競賽、工科技

藝競賽、科展作品、創意及發明展作品等，均有優異成績之表現，彰顯學校辦學績效傲視群倫。此外，學校特別重視學生品

德教育、生命教育、人權教育、法治教育、性別平等教育及環境保護教育，推動「全人教育」、「人格教育」及「人文教

育」，培育有信心、有價值、有尊嚴及自我實現的學生。撫今追昔、展望未來，秀水高工更應肩負著教育使命，面對當前國

際化、自由化及少子女化之影響，學校對於教育政策變革更應加緊腳步，研擬因應對策，態度積極，刻不容緩。除了加強學

校辦學特色、充實教學設備，研擬課程綱要，建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提升教學方法及評量模式，輔導學生創意、創新的教

學，提升教學品質。更應積極推動產學合作及建教合作並與產業界建立合作夥伴關係，秉持技職教育務實致用之精神，建立

和諧、效率、品質、廉能及創新的秀工。面對當前時代變遷及社會潮流的挑戰，力求創新、承先啟後、繼往開來，期盼在全

體師生攜手同心合作努力之下，共創秀工希望的未來，永續發展。 

註:因稿擠校史室將分兩集登載 



   

 

校     旗    與    校    歌 

農業學校校旗 

與校歌 

工業學校校旗 

與校歌 

 語譯                   (王占富 老師) 

草木茂盛的八卦山，視野遼闊迷茫鹿港海彎，迴旋舒緩的秀

水，一片碧綠。相信大家都明白古代技藝精妙的工匠倕和魯般

是我們效法的對象。以科學救國啊！國家正賦給我們重大而艱

難的責任。建設首重民生啊！敬謹懷著看民眾痛苦，好像自己

本身受苦一樣。盼望有朝一日能重新看到祖國雄偉的關山 
（喻國家統一）。  

職業學校 

教育目標 

 職業學校教育目標，職業學校教育，以充實職業

知能、涵養職業道德、加強繼續進修能力、促進生

涯發展、培育健全之基層技術人員為目的。為實現

此一目的，須輔導學生達到下列目標： 

一、充實職業知能，培育行職業工作之基本能力。 

二、陶冶職業道德，培養敬業樂群、負責進取及勤

勞服務等工作態度。      

三、提升人文及科技素養，豐富生活內涵，並增進

創造思考及適應社會變遷之能力。 

四、培養繼續進修之興趣與能力，以奠定終身學習

及生涯發展之基礎。 

工業學

校教育

工業職業學校以配合國家經建發展，培養健全

之工業基層技術人員為目標，除注重人格修養

及文化陶冶外，並應： 

一、傳授工業類科基本的知識及實務技能。 

二、建立正確的職業道德觀念。 

三、培養自我發展、創造思考及適應變遷的能

力。 



   

 

秀秀  水水  高高  工工  

            沿革沿革  

 1937 年於現址創設—台中州立農林學校教育目標—主要培育基層農業人才 

創校校長 馬場先生 創校初期校舍 

1937 年~1944 年創校初期教學情形 

1945~1967—改制為初級部及五年制農業學校接受美國援助改善校舍及充實各項教學設備 

 



   

 

1968~1974—改制為高級農業、工業職業學校台灣經濟逐漸由農業轉型為工業經濟時代 



   

 

1975~2012—改制為國立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工職改進計畫充實學校設備、師資培育創造 

台灣經濟奇蹟的工業人才  

發展願景 

本校創立於民國 26 年(1937 年)是一所具有優良傳統且具歷史之技職學校，創校至今，經

歷任校長精心擘畫學校發展願景，奠下優良校風及辦學績效，連續五年榮獲教育部評選

為優質化獎助學校並榮獲一等獎勵，展望未來，學校發展願景明訂如下： 
一、建構「和諧、效率、廉能、品質、創新」優質友善校園。 
二、輔導學生多元選擇、適性發展。 
三、推動「全人教育」、「人格教育」及「人文教育」。 
四、培育有信心、有價值、有尊嚴及自我實現的學生。 

辦學理念 

一、尊重主體性，以學生為學習主體，維護學生學習權及受教權。尊重教師專業自主 
    權，提升教師教學品質。 
二、重視人文陶冶，加強語文、數理基礎核心能力，培養具有本土意識與全球視野的公民。 
三、重視職業道德，加強倫理教育，培養術德兼修的好公民。 
四、推動人權教育、民主法治教育、環境保護教育、性別平等教育、生命教育、鄉土 
    教育及數位化教育融入各科教學活動中。 
五、透過服務學習、產學合作，增進學校與社區合作互動，建立合作夥伴關係。 
六、鼓勵教師終身學習與行動研究，講求創意與創新，提升專業成長與教學品質。 
七、配合 e 化科技，營造數位化學習校園，提升學校永續發展競爭力。 
八、關懷社會弱勢族群，發揮社會公平正義，提供繼續進修機會，促進社會和諧。 
九、強調技職教育特色，講求務實致用，並補強學生學科能力，提升升學與就業競爭力。 



   

 

教育不一樣讀書心得   吳宗鴻 教師讀書會作品 

作者簡介 
  嚴長壽（1947 年－），出生於上海，祖籍浙江杭州，基隆高中畢業，是台灣飯店業的專業經理人。 
  一歲時，跟隨家人到台灣。自軍中退伍後，一度面臨找不到合適的工作。二十三歲，經朋友介紹，進入

美國運通擔任傳達小弟，從此對服務業的觀感有了自身的體會。二十八歲因表現出眾，內升為美國運通台灣

區總經理。三十二歲應美國運通辦公室房東周志榮先生之邀跨入飯店觀光業，成為亞都麗緻飯店總裁。自從

踏入美國運通，便把「以觀光旅遊讓台灣和世界交朋友」當成一生職志，直到今天，初衷不變。因此，嚴總

裁積極參與台灣的觀光國際事務，從組團到國外推廣，無役不與。嚴總裁曾參加亞洲旅遊協會、美洲旅遊協

會，並擔任世界傑出旅館系統（The Leading Hotels Of The World）亞洲主席、青年總裁協會世界大會主席、

圓山飯店總經理、台北燈會主任委員、中華美食推廣委員會主任委員、台北旅展主任委員、觀光協會會長等

等數不完的分外工作，無怨無悔。被社會譽為「觀光教父」的他，長期關心台灣的發展，也參與多次國家的

重要規劃、國際觀光事務，是台灣觀光旅遊的領航人。從未上過大學，只有基隆高中學歷的嚴總裁，自認是

個非常平凡的人，但是多次在公司場合表示：很早就找到人生的方向，而且認識自己、用心學習是他之所以

能有如此成就的主要原因。由於嚴總裁從基層做起，對每一階層的酸甜苦辣點滴在心，也因此尤重第一線服

務人員的心理建設，並強調認識自己並與自己溝通的重要。嚴長壽全家已移民加拿大，本人亦持楓葉卡(加拿

大永久居留權証)。嚴總裁關心的絕不只是個人的成就或企業的未來，更投注大量心力推動台灣觀光事業、提

升社會文化，近年更致力於教育的紮根工作。靠著自身不斷的努力與用不完的熱忱，從小弟當上總裁，並進

而成為社會的良知與意見領袖，鼓舞了無數年輕人以此為典範自我激勵，積極奮發向上，至今謂為佳話。 

著作 
1997 年出版《總裁獅子心》 

2002 年出版《御風而上---嚴長壽談視野與溝通》 

2008 年出版《做自己與別人生命中的天使》《我所看見的未來》 

2010 年出版《你可以不一樣-嚴長壽與亞都的故事》 

2011 年出版《教育應該不一樣》 

[讀書心得] 嚴長壽 教育應該不一樣 
  記得去年在逛台中好市多時，突然看到這本書，就什麼都沒有想馬上放入購物車，理應上學期蔡主任邀

請我參加教師讀書會時，就想要分享給大家，尤其是當教師的我們，本校讀書會在推薦下學期的書單，本人

就推薦這本書受到大家的青睞，現在就由我來向大家介紹這一本書。首先這本書共有七章，每章都有不同人

物的觀點，包含教師、家長、學生、教育官員及企業家等，每個角色都賦予不同的責任及任務，以下我從幾

個觀點及自己本身的經驗來探討這本書的價值。 

一、家長的角度（醒醒吧！家長） 

  現在的小孩在父母親的眼中都是寶，每位家長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能輸在起跑點，事事都是父母服其

勞，也幫孩子規畫一套標準流程，卻沒有給孩子思考的空間，根本不知道自己小孩子需要什麼，這也是台灣

的填鴨教育的副作用。本人所幸有機會在教育主管機工作，看到的是資賦優異與特殊教育在一線之隔，也曾

經參觀過 15 所特殊教育學校，在資優方面來講，每到各項才能班甄選時，常常就接獲家長們的電話，抱怨場

地、評分及相關不公平的地方，此時，心想這些人已經在台灣學習人口的前百分之五，還這麼斤斤計較（這

是家長普遍的心態，另外從特殊教育方面來講，除了一些不能動、不能思考外，其他還是要靠學校老師及助

理員來幫助孩子的成長，此時，心想需要更多社會的資源及接納這一群在台灣學習人的後百分之五。前面所

述，與本書第 39 頁的一句話不謀而合「許多重要的東西是不能被量化的，分數代表的是現在的知識，並不能

預測未來的表現」（愛因斯坦）；確實很多家長是看分數，很多學習都變成量化，但是這是孩子未來的成就

嗎？常常都會用分數來比較孩子的讀書成果，就好比現在的免試入學一樣。再者，現在的父母需要被教育，

因為本身也是這個教育制度下的產物，也會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主觀意識，都想讓孩子受最好的教

育，但是並非每個人都適合，社會本身就是有黑手修理機車、水電工修理家電及上班族等職業之分，應該要

適所適材，而不是一味讓孩子去追求父母中理想的目標，卻忽略孩子本身俱來的天賦（如同本書第 239 頁所

講不以學校的成績單來評量孩子的能力，用一顆細膩與關懷的心，陪伴與鼓勵孩子，看見孩子在不同領域的

長處與天賦）。 



   

 

       本報發行對象為本校教職員工、家長、學生、校友及教育先進。 

       訂閱或退報請 email ： tsainssivs@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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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師的角度（老師可以更勇敢） 

  每年都有許多合格教師（流浪教師）參加各級單位所舉辦的教師甄試，每個人都擠破頭想進入這個窄門，

但是一進來才知道這行業的辛苦，應付許許多多的難題，而忘記當老師的初衷為何？現在的教師不但要管好班

上秩序，還要應付難搞的家長，晚上還要接熱線，這樣的老師比比皆是，例如在特殊教育學校的老師還要兼職

護士的工作，因為孩子需要被餵食，老師必需學如何餵食的方法，這是我親眼在雲林某特教學校看到的情形

（當初，我便走過去說老師您辛苦了），甚至教育政策的實施，學校為了爭取經費補助，目前教師還要參加教

師評鑑的機制來獲得補助，想想看每位教師所教所學不同，而且教材教法也不一致，要如何達到評鑑機制的標

準！（這本書第 65 頁「職業，只是謀生工具，但志業，卻是讓人足以燃燒熱情的天命所在。」），確實有很

多老師把教職當志業，燃燒自己照亮每位孩子，教育是一種良心事業，做多做少是無法量化，看到學生成長才

是老師最大的原動力。再者，因為教育政策一直在改變著，例如髮禁，讓許多老師想管也管不著，想駡也不能

駡一下，漸漸不管學生的品德，放任著不管，也害怕家長的無理取閙，常看到的例子是老師管教學生，被家長

提告，甚至於到賠償，老師被學生打，卻要老師選擇原諒學生，我想這也是教師地位愈來愈不高的原因之一；

所以老師可以更勇敢，放手去做同時也要面對更大的挑戰。 

三、教育政策的角度（教育應該不一樣） 

  從教育鬆綁（教改）到目前最夯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學費及免試入學，短短十來年間換了六、七位

教育部長，每個上任的教育部長都想玩一套自己的方法，來促使教育進步與改革，同時造成多少白老鼠的學

生、家長及教師都是受害者，往往都來不及因應這個部長的教育方案，又要面臨接受下一個部長提的教育方

案；其實國家政策中，最不應該變的是教育政策，影響甚遠。再來談的是，台灣擁有全世界密度最高的高等教

育學校，一些專科、技術學院的改制成大學或科技大學，同時也造就碩、博士比十年前多好幾倍，亦變成大學

高中化、碩士學士化及博士碩士化的情形，學歷是被貶值的，滿街都是高等學歷的人，試問有誰要來做基層人

力，在未來才子女化的問題慢慢浮上來，有誰看到這些升格大學及科技大學的永續發展。（2011 年大學需求量

為 32 萬人，同年出生率為 16 萬 2,000 人）從教改時期，由李遠哲先生說要廢高職來說，技職教育現在重視是

知識的授予，不再是技術導向的動手作，科技大學裏面的教授也只會講理論，同時被大學評鑑機制引導，教師

要不斷發表學術文章（以 SCI 或 SSCI 為標準）才能獲得教育部的補助及個人的升等，相對造成大學生畢業，

出了社會後眼高手低的態度，無法勝任基層工作。 

四、讀書心得 

  看完這本書，回顧自己求學過程中，若不是有老師的鼓勵，自己也不會踏上技職教育一途，讓我一路順遂

求學至研究所畢業，也感謝曾經幫過的貴人，在工作上也常常以朋友或師長告誡的話來實踐，例如一位少將曾

經送我們的一句話「處處都有學習的地方」，也造就我學習更多自己非相關領域的動機，讓我受益良多。 

「教育應該不一樣」書摘 
■不是每個人都要當國家棟梁，社會更需要腳踏實地、堅守崗位、熱愛工作的螺絲釘。p021 
■許多重要的東西是不能被量化的，分數代表的是現在的知識，並不能預測未來的表現。p039 
■職業，只是謀生工具，但志業，卻是讓人足以燃燒熱情的天命所在。p065 
■成為真正有血有肉的知識，才是老師推動教育最終的本質。p073 
■夢想再大，一步一步來，你都可以辦到！ p081 
■工作能力不等於生活能力，更不是每個人都要爭第一名，而是要在心中建立一套明晰的價值觀。p104 
■如果你沒有自信、沒有希望、不想離開自己的舒適圈，只要待在游泳池裡划船，而不願挑戰大海冒險，你等

於在二十幾歲就斷送掉你自己的未來了。p111 
■天賦是由一種不得不然的熱情所驅動，你熱愛一件事情，熱愛到足以打死不退，全身有一股強烈飢渴往前追

尋的力量。因此，我必須強調任何天賦都需要回到「紀律」的堅持上。p113 
■料理，不是餵飽肚子，而是一種體驗，一趟旅程。p120 
■在這個漫長的料理過程，我最終領悟到最美的是意念、過程以及背後的故事三件事。p122 
■面對這中間的磨練，當你覺得自己在犧牲時，就代表你正在喪失熱情。所謂「卓越」不是別人對你的界定，

而是你給自己的評價。p124 
■教育必須是為青年人照亮未來的探照燈，而非重複過去的後照鏡！ P187 
■不以學校的成績單來評量孩子的能力，用一顆細膩與關懷的心，陪伴與鼓勵孩子，看見孩子在不同領域的長

處與天賦。p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