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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豆寮公學校，為賀建國小前身。中島校長帶領4年級以上小學生臺南修業旅行。這樣的衣著光鮮打扮出遠門旅遊，在昔日是難得

一見的盛況。這種親身體驗的實境教學，讓學生接觸與探索校外世界，對孩子的成長有很大的助益。

照片提供者：賀建國小校外教學 昭和9年(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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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建國小在民國9年4月1日創立，原為下營公學校的「麻豆寮分校」，1921年獨立為「麻豆寮公學校」。其後又經多次更名，1953

年改稱為「賀建國民學校」，1968年再改制為國民小學。多張學校教職員照片顯示，女教師在當時所佔比例仍低，恰與現今相反。前排

左1粘彗星、左3林雲；前排右3陳財得、右4王金榮、右5郭深埤。

照片提供者：賀建國小作育英才 民國52年(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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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建國小學生雙十節遊行。早期中小學每逢雙十國慶、臺灣光復節必遊行慶祝。遊行隊伍由標語及樂隊前導，小學生人手一支紙黏

三角旗上寫著口號，口號多為「中華民國萬歲、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類的反共抗俄語彙，民眾則夾道歡迎。此類遊行是十月慶典的大

事。特別注意的是，大部分的學童仍沒穿鞋子，僅有極少數學童有鞋子穿，顯示當時物資的欠缺。

照片提供者：賀建國小雙十節遊行 約民國4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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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印有校名的白色運動服，在體育課、運動會或課間操時穿著，雖然仍是赤腳，但仍難掩喜悅之情。照片中的學生正隨著「伊比

呀呀」歌曲（伊比呀呀	伊比伊比呀～伊比呀呀	伊比伊比呀～～伊比呀呀	伊比伊比呀呀~	伊比呀呀	伊比伊比呀～～）一起跳舞。特別

一提的是，如遇男、女同學需要牽手時，常以樹枝或鉛筆各執一端，以示男女授受不親。

照片提供者：賀建國小晨間活動 民國50年(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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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中國小原為賀建國民學校的「甲中分班」，校址位於十六甲聚落(甲中里)。1954年升格為「甲中分校」，1957年獨立為「甲中國

民學校」，1968年改制為國民小學。在此之前，甲中地區學子必須前往賀建就讀；更早時期，則就讀下營公學校。前排右10為郭睿。這

所小校培育了很多人才，不負當初鄉賢努力創校的初衷。

照片提供者：甲中國小甲中獨立建校 民國47年(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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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中國民學校（甲中國小前身）教職員合影。前排左起姜傳益、胡碧鴻、胡存忠、王阿金；前排右起徐秀、張寶鳳、顏貞；後排左

起沈茂夫、郭天佑、顏仁助、黃櫻樹、蔡文王、郭深埤、楊慶彥、王繼龍。右後方依稀看見天下為公國父銅像，代表愛國教育的痕跡，

現在校園已經看不見了，取而代之的則是現代公共藝術。

照片提供者：甲中國小春風化雨 民國56年(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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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營國小東興分校校舍落成典禮。雖是簡單的木竹結構教室，加上更為簡陃的校門與校舍，但在那個時代已得之不易。這樣的校舍

培育了眾多的人才，我們應自深省在今日華美舒適的教室裡，盡了多少本分。因此，我們可以說環境不是成敗的關鍵，態度才是。

照片提供者：東興國小東興分校落成 民國44年(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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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興國小1955年創校，1962年獨立為「東興國民學校」，1968年改制為國民小學。當時地方賢達齊聚一堂慶祝此盛事。可見地方人

士對教育的期望與重視。前排左6李雅樵（當時鄉長）；前排右9郭毓崇（當時校長）、前排右4胡世凱。

照片提供者：東興國小東興獨立建校 民國51年(19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