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六 

前言: 

我國歷代教育宗旨，皆以祖述孔子德教主義之儒道為依據，各朝雖略有損益，

其終極目標，乃在人倫之闡明。清代教育宗旨，雖亦以明倫為弘綱，而其內涵

則在培養順民 註 1 ；清代最高教育行政機構，由禮部主之。行省置學政使一

人，綜攬有關教育、貢舉之事務。府置提調官一人，佐學政使辦理該府之學

政；另置教授一人，掌管府儒學之事務。州置學正一人，掌管州儒學之事務；

縣置教諭一人，掌管縣儒學之事務 註 2 。 

清光緒十一 （西元 1885 ） 年，臺灣奉命籌設行省，十三年成立一省，學政

之職，歸巡撫兼理。貢舉之事務，則委任臺灣道掌管；而提調官一職，則由知

府兼掌 註 3 。儒學為正式之官學，儒學之外，各府、州、縣尚有書院之設

置，以補儒學之不足。民學，通稱私塾；或名書房、書館。為科第人物、府縣

儒學生員，就私有住宅、祠廟所設置者 註 4 。 

清代之科舉制度，大致分為三級舉行：第一級考秀才，以縣為單位，名曰小

考；第二級考舉人，以省為單位，名曰鄉試；第三級考進士，乃聚全國舉人於

京師而考試之，名曰會試。各級考試，皆每三年舉行一次，而將各級考試之年

份分開，輪流舉行，成為每年皆有考試之制度 註 5 。 

清光緒二十一（日本明治 28 ；西元 1895 ）年，日人據臺，所有各種的教育

設施，皆受其殖民政策之支配；於臺灣總督府民政局內，設學務部，掌管教育

事務。學務部成立之初，以官民言語不通，政令無法推行，故教育方針，即著

重在日本語教育的推廣工作。之後，至昭和元（西元 1926 ）年期間，教育行

政迭有變更； 一直到 同年十月，新任總督上山滿之進，採行擴大教育機構，

成立文教局，直屬於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設置後，歷年均有擴充， 到了 昭和

十六（西元 1941 ）年，為最盛期；其行政組織，分為學務、編修、社會三

課，督學一室，庶務一係。 

明治三十一（西元 1898 ）年，日本在臺灣施行之初等教育，即明確規定，對

於日本人、臺籍人及臺灣原住民，分別施以不同之教育；非但機構名稱互異，

且授課內容，也大相逕庭。日本人之教育，實行於「小學校」；臺籍人實行於

「公學校」，原住民則為「日語傳習所」。「公學校」為公立學校，由地方

街、庄、社或數街、庄、社，負擔其設置維持之費用；其設立宗旨，為以 對本

島人 （臺籍） 之子弟施行德教，傳授實學，以使其養成國民之德性，同時精

通日語。「 公學校 」 之學齡，為七歲以上，十六歲以下；課程為修身、日

語、漢文及體操，女子加授裁縫課程；修業年限為六年。 大正二（西元 

1913 ）年四月一日，「內湖公學校」正式成立，此為本地國民教育之開端。本

地師資，均來自臺灣總督府臺北師範學校。 臺灣之義務教育，開始施行於昭和

十八（西元 1943 ）年四月。 

民國三十六年五月，臺灣省政府正式成立；教育主管機關為教育廳，下轄六科

及秘書、督學、編審、主計、人事。於各縣、市政府之下，設教育局、科；內



湖地區歸屬臺北縣，當時境內，唯有內湖、五分（東湖國小前身）及潭美三所

國民學校。為了配合中央推行「國語（北京話）」政策，校內原有大部分的本

地教師，因之前的養成教育中，從未有研習經驗，故都採行「現買現賣」方式

因應；初期，學校師資員額，普遍呈現缺乏之現象。 

民國五十七年七月，內湖地區奉令改隸臺北院轄市；同年八月，配合政府九年

國民義務教育政策，推行多期的教育計畫，使本區之初等教育，在質與量的提

升下，均有長足的成效。 

本區的中、高等教育，始於民國五十四年間，民間的「私立西湖商業職業學

校」與「私立德明行政管理專科學校」先後設立；同時期，宗教團體也相繼於

內湖地區經營教育事業，如「天主教臺北市私立方濟中學」、「臺北市私立文

德女子高級中學」、「天主教達人女子中學」、「私立康寧護理助產職業學

校」。公家辦理的中等教育「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內湖高級中學」、

「麗山高級中學」與「南湖高級中學」，分別於民國七十五年七月、七十七年

八月、八十九年八月及九十一年九月，才逐漸的設立。 

清領時期 

內湖境內，有漢人開墾業戶，始於清乾隆初年；「內湖庄業戶何周沈」招佃來

墾，志在扣關此肥沃之地，墾地生涯，安家已難，人手即財富，豈能有文教可

言？除非家財小康，則另論之。惟受儒家傳承：「行有餘力，則於行文」；迨

其生計安定，教育方啟。 

臺北地區有書院者，始於道光十七（西元 1837 ）年，淡水廳同知婁雲籌設，

道光二十三（西元 1843 ）年，淡水廳同知曹謹所建成的「文甲書院」（至道

光 27 年更名為「學海書院」）。光緒六（西元 1880 ）年，臺北府知府陳星

聚創設「登瀛書院」。光緒十九（西元 1893 ）年，布政使沈應奎設立「明道

書院」。書院之外，另有義學、民學、社學教育設施；「義學」俗稱「義

塾」，「民學」通稱「私塾（或名書房）」。 

依據 《臺灣列紳傳》記載，清同治五（ 西元 1866 ）年，內湖番仔陂望族郭

崇飽第四世後裔郭文鴻，在家設塾，書房名為「文昌堂」，開始講書授徒，來

學者眾；郭氏年少好學，「宏聞達識，通經史，精文藝」，後科舉貢生。光緒

九（西元 1883 ）年，郭文鴻的侄兒郭章龍中秀才，後舉監生；庄內童生，就

教郭氏者不鮮。光緒十一（西元 1885 ）年，內湖山腳賴維邦，亦中秀才；同

樣地在自宅成立私塾，授業解惑，四方多人前往就學。前內湖「總理」、「區

庄長」李光煥，年幼勤學，曾列舉監生。灣仔庄的謝山永，以「 縣學生員，出

任臺北府，奉職秋官。 」其長子謝登揚（字旭如），幼年入塾讀書，於光緒年

間「 初赴府試，登第紅榜選中，取進府學秀才 」，後棄文從商。洲尾地區的

林通賻，亦設塾授徒；之後，莊根茹也續林氏遺志，教導洲尾庄的子弟，學習

漢文。 

 

日治時期 



內湖公學校 

依據內湖公學校 《學校沿革誌》記載， 明治三十八（西元 1905 ）年春，內

湖區長李光煥前往「內地」（即日本）觀光，所見有感，歸來之後，四方奔

走，倡議設置學校。期間，得到錫口公學校校長川島伊三郎和港墘派出所警察

官山田真親氏的援助；終於，在當年 十一月七日 ，獲准設立「錫口公學校內

湖分校」。同年 十一月十五日 ，錫口公學校內湖分校設立於港墘，借民宅作

為教室之用，開始教學活動；當年，教師一名，男學童人數有 106 名、女學童

人數 10 名。 

明治四十三（西元 1910 ）年 七月一日 ，由錫口支廳與區民的負擔及募捐，

共得九千餘圓的經費，進行內湖分校新校舍建築；校址設於「內湖庄內湖字內

湖山腳二五番地」（當今內湖國小校址）。 

明治四十四（西元 1911 ）年三月三十一日，首屆畢業生有林雙和、林金火、

林金遍、林金英、郭華道、郭國正、郭天賜、許金財、吳仁、謝生和謝番等十

一名。同年九月十日，新校舍（含三間教室、一間事物室兼宿舍、工友室及廁

所）落成啟用；當時，內湖區長郭章龍，錫口公學校校長上滿常吉，內湖分校

主任思田勇之進，學務委員有郭章龍、李光煥、郭華添、吳春華。 

大正二（西元 1913 ）年四月一日，錫口公學校內湖分校獨立設校，改稱「內

湖公學校」；首任校長杉浦重照（日籍）。 

大正三（西元 1914 ）年三月二十八日，內湖公學校首屆畢業生郭國正農事試

驗場畢業，轉往日本愛知縣農林學校留學；六（西元 1917 ）年四月十七日，

學成返鄉。 

昭和四（西元 1929 ）年 九月二十五日 ，「講堂」（禮堂）落成。 

昭和十（西元 1935 ）年 十一月十五日 上午十時起，舉辦創校三十週年慶祝

活動，教育課長、郡守、視學等貴賓多人參加；慶祝活動有慶祝表揚大會、午

宴、演唱會和邀請新莊「小西園戲團」作「臺灣人形芝居」（臺灣掌中戲）演

出等。隔天，清晨五時三十分，學校代表櫻庭次郎校長、庄民總代表郭華讓庄

長、家長會長郭國仕、校友會代表林雙和及在校生代表劉昌錫等人，共同搭車

前往劍潭山臺灣神社、芝山巖參拜；早上八時，舉行追悼會；之後，舉辦運動

會和學業、農產品展覽會。 

昭和十六（西元 1941 ）年四月，改稱為「內湖國民學校」。十七（西元 

1942 ）年四月，附設高等科。昭和十八（西元 1943 ）年四月與昭和二十（西

元 1945 ）年四月，分設「五分分教場」、「洲尾分教場」。 

歷任校長 

任 

序 
姓 名 就 職 日 離 職 日 任 期 備 註 



1 杉 浦 重 

照 

大正 02.04.01 大正 

08.03.31 

六年 
 

2 三 屋 大 

壽 

大正 08.03.31 大正 

09.09.01 

一年五個

月 

 

3 古 家 政 

義 

大正 09.09.11 大正 

12.03.31 

二年七個

月 

 

4 小 石 光 

彥 

大正 12.03.31 大正 

12.06.25 

三個月 
 

5 赤 羽 操 大正 12.06.25 大正 

13.07.08 

一年一個

月 

 

6 渡 邊 致 

一 

大正 13.07.08 大正 

15.03.31 

一年九個

月 

 

7 小 堀 吉 

平 

大正 15.03.31 昭和 

04.08.30 

三年五個

月 

 

8 櫻 庭 次 

郎 

昭和 04.08.30 昭和 

16.05.07 

十一年八

個月 

 

9 中 內 武 

夫 

昭和 16.05.08 
   

以上表格資料參閱內湖公學校 

《開校三十周年記念誌》、《學校沿革誌》〈一、鄉土誌年誌〉 

 

舊職員 

序 

號 

官 

職 

姓 名 就 職 

日 

離 職 

日 

任 期 備 註 （現住

址） 

1 訓導 吳 石 

登 

明治 

38.11.15 

明治 

39.03.31 

五個月 內湖庄北勢湖洲

子 



2 囑託 國安輝

之 

明治 

39.04.01 

明治 

39.11.14 

八個月 
 

3 訓導 李 塏 明治 

39.05.19 

明治 

41.03.31 

一年一

個月 

鷺洲庄和尚洲 

4 教諭 思田勇

之進 

明治 

39.11.14 

大正 

02.03.31 

六年五

個月 

 

1-1 訓導 吳 石 

登 

明治 

41.04.01 

昭和 

03.03.31 

二十年 內湖庄北勢湖洲

子 

5 雇 陳 文 

富 

明治 

42.04.08 

明治 

42.10.15 

七個月 
 

6 雇 郭 國 

賢 

明治 

42.10.15 

明治 

43.03.31 

六個月 粉寮 

7 雇 郭 華 

讓 

明治 

43.04.21 

明治 

44.08.21 

一年五

個月 

內湖庄番子陂 

8 雇 李 氏 

寶 

明治 

45.04.21 

大正 

05.10.24 

四年七

個月 

 

9 雇 李 天 

祿 

明治 

45.05.04 

大正 

03.03.31 

一年十

一個月 

 

10 教諭

校長 

杉浦重

照 

大正 

02.04.01 

大正 

08.03.31 

六年 
 

11 訓導 謝 萬 

發 

大正 

02.04.01 

大正 

04.01.08 

一年十

個月 

 

12 訓導 郭 玖 大正 

03.03.31 

大正 

09.03.31 

六年 汐止街龍目井 

13 雇 杉浦常

盤 

大正 

04.01.12 

大正 

05.03.31 

一年三

個月 

 



14 教諭 綿織喜

與志 

大正 

04.04.01 

大正 

06.03.31 

二年 
 

15 訓導 林 雙 

和 

大正 

05.03.31 

昭和 

02.12.27 

十一年

九個月 

內湖庄梘頭 

16 雇 郭 國 

屬 

大正 

05.04.22 

大正 

06.03.31 

一年 
 

17 雇 廖 氏 

申 

大正 

05.10.24 

大正 

06.03.31 

六個月 臺北市太平町 

18 雇 吳 焜 

木 

大正 

06.03.31 

大正 

09.03.31 

三年 臺北市宮前町 

19 教諭 小堀吉

平 

大正 

06.04.18 

大正 

10.03.31 

四年 
 

20 雇 陳 氏 

燕 

大正 

06.04.18 

大正 

09.03.31 

三年 臺北市宮前町 

21 雇 林 金 

榮 

大正 

07.02.09 

大正 

09.03.31 

二年二

個月 

鶯歌庄柑園 

22 雇 李 成 

南 

大正 

08.02.28 

大正 

15.03.31 

八年一

個月 

臺北市大龍峒町 

23 教諭

校長 

三屋大

壽 

大正 

08.03.31 

大正 

09.09.01 

一年五

個月 

 

24 訓導 曾 春 

木 

大正 

09.03.31 

大正 

11.03.31 

二年 
 

25 雇 林 作 

文 

大正 

09.03.31 

大正 

12.04.30 

三年一

個月 

粉寮 

26 雇 蘇徐氏

桂英 

大正 

09.03.31 

大正 

12.07.31 

三年四

個月 

臺北市建成町 



27 教諭

校長 

古家政

義 

大正 

09.09.11 

大正 

12.03.31 

二年七

個月 

 

28 教諭 本田達

馬 

大正 

10.03.31 

大正 

13.03.31 

三年 
 

29 訓心 曾 金 

印 

大正 

10.03.31 

大正 

13.03.31 

三年 
 

30 教心 郡司篤

之 

大正 

11.06.12 

大正 

14.03.31 

二年十

個月 

 

31 校長 小石光

彥 

大正 

12.03.31 

大正 

12.06.25 

三個月 
 

32 訓導

校長 

赤羽 操 大正 

12.06.25 

大正 

13.07.08 

一年一

個月 

 

33 教心 小川 實 大正 

12.09.14 

大正 

13.04.03 

八個月 
 

34 訓導 吳 成 大正 

13.03.31 

大正 

14.03.31 

一年 臺北市下奎府町 

35 訓導

校長 

渡邊致

一 

大正 

13.07.08 

大正 

15.03.31 

一年九

個月 

 

36 訓導 西澤保

明 

大正 

13.07.12 

昭和 

02.03.31 

二年八

個月 

 

37 訓導 陳 國 

金 

大正 

14.03.31 

大正 

15.03.31 

一年 臺北市大龍峒町 

19-

1 

訓導

校長 

小堀吉

平 

大正 

15.03.31 

昭和 

04.08.30 

三年五

個月 

 

38 訓導 李 朝 

旺 

大正 

15.03.31 

昭和 

03.04.01 

二年一

個月 

臺北市太平町 



39 訓導 陳 昭 

光 

大正 

15.03.31 

昭和 

03.03.31 

二年 
 

40 訓導 劉 永 

戶 

大正 

15.12.21 

昭和 

02.03.31 

四年 
 

41 訓導 院田為

忠 

昭和 

02.03.31 

昭和 

04.03.30 

二年 
 

42 訓導 小野田

菊若 

昭和 

02.03.31 

昭和 

03.03.31 

一年 
 

43 訓導 吳 捷 

元 

昭和 

03.03.31 

昭和 

06.03.31 

三年 
 

44 訓導 喜 範俊 昭和 

03.03.31 

昭和 

04.08.31 

一年五

個月 

 

45 訓導 本生 敏 昭和 

04.08.31 

昭和 

08.06.12 

三年九

個月 

 

46 訓導 宮岡不

二雄 

昭和 

05.03.31 

昭和 

06.08.31 

一年五

個月 

 

47 訓導 藍 德 

茂 

昭和 

06.03.31 

昭和 

09.03.31 

三年 
 

48 教心 王邱氏

玉燕 

昭和 

06.03.31 

昭和 

07.03.31 

一年 
 

49 訓導 李 宗 

富 

昭和 

08.03.31 

昭和 

10.03.31 

二年 
 

以上表格資料摘自內湖公學校《開校三十周年記念誌》 P.43 – 45 昭和 11 

（ 1936 ）年 5 月出版發行 

註釋： 

1. 摘自《臺北市志 卷七教育志 教育行政與學校教育篇》 P. 2 

2. 摘自《臺北市志 卷七教育志 教育行政與學校教育篇》 P. 4 

3. 同註 2. 

4. 摘自《臺北市志 卷七教育志 教育行政與學校教育篇》 P. 14 



5. 摘自《臺北市志 卷七教育志 教育行政與學校教育篇》 P. 20 

參考資料： 

1. 《臺北市志 卷七 教育志 教育行政與學校教育篇》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編

印 民國 77.09 版 

2. 《內湖傳家寶》 陳金讚著作發行 民國 89.08.08 初版一刷 

圖片欣賞： 

  

內湖公學校學生通學區域圖 

日據「大正」初年，內湖公學校全校學

生集會情形；學生各個留長辮子及打赤

腳上學。 

 

民國國民小學  

 

內湖國民小學 

校址為內湖路二段四一號。內湖國民小學的前身，即為日治時期的「內湖公學校」。於民國

三十四年十一月，林老英奉令接管校務，擔任臺灣光復後首任內湖國民學校校長。三十五年

三月，統一學制，廢除高等科；同年五月，五分、洲尾分教場分別獨立設校。四十八年八月，

設立碧湖分班；隔年，改為碧湖分校；五十年八月，碧湖分校升格獨立設校。五十六年一月，

新建二十間二樓教室。 

民國五十七年七月，奉令改隸臺北市，更名為「臺北市內湖區內湖國民學校」；同年八月，

配合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政策，更名為「臺北市內湖區內湖國民小學」。六十七年八月，增設

國小補習學校及啟智班；同年，籌設成立西湖國民小學。六十九年十二月，學生活動中心落

成啟用。七十年四月，游泳池竣工。七十七年，籌設成立麗山國民小學。八十年八月，增設

幼稚園。八十二年十月，設置電腦教室一間。 

民國八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舉行建校九十週年校慶暨體育表演會，設置校史室，出刊發行

建校九十週年紀念專輯。八十九年，手球隊代表國家參加歐洲分齡手球賽，榮獲冠軍。九十

一年，全國音樂比賽，榮獲兒童樂隊第一名。 

臺灣光復後，歷年繼任校長為楊德全（民 53 年 2 月到職）、郭國義（民 58 年 6 月到

職）、游任村（民 62 年 2 月到職）、張欽生（民 71 年 8 月到職）、林鈴子（民 81 年 



2 月到職）、吳進興（民 86 年 2 月 12 日 到職；民 92 年 2 月奉准退休，職缺由王敬

文主任代理）、陳福源（民 92 年 8 月到職）、楊進成（民國 98 年 8 月到職）。校園總

面積為二○, 一八九平方公尺。 

 

東湖國民小學 

校址為 東湖路一一五號。最前身為「 內湖國民學校五分分教場 」，係 設立於日治時期昭

和十八（西元 1943 ）年三月；同年 四月一日 開學。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內湖國民學校

五分分教場獨立設校，改稱為「臺北縣內湖鄉五分國民學校」；首任校長為曾金印。 民國

四十年，班級數有六班，教職人員僅有七人，畢業人數二十三名；校址為五分村五分路十六

號，校地九三六坪。 

民國五十七年七月一日，奉令改隸臺北市，更名為「臺北市內湖區五分國民學校」；同年八

月，配合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政策，更名為「臺北市內湖區五分國民小學」；九月二十一日，

改名為「臺北市內湖區東湖國民小學」。 

民國七十二年間，東湖地區市地重劃，開闢東湖路，校址原為康寧路三段四九五號，改為東

湖路一一五號。經過東湖地區開發後，班級數逐年遽增，七十九學年度，學生數高達四三一

五人；八十五學年度，班級數有一百班，含普通班九十五班，啟智班三班，幼稚園二班，學

生人數合計為三四八五人，教職員工一七七人。八十四年八月，落成啟用改建的一○五間教

室（含演奏廳、圖書館等科教室、校史室等）。 八十五年八月，開辦幼稚園。 九十一年八

月，操場及附建地下停車場竣工啟用；同年 十一月九日， 舉行慶祝六十週年校慶大會。 

歷年繼任校長有藍伯熊（民 36 年 7 月到職）、吳金龍（民 37 年 9 月到職）、林玉田

（民 38 年 9 月到職）、孫鴻祿（民 40 年 10 月到職）、黃傳塗（民 41 年 8 月到職）、

蔡春木（民 54 年 10 月到職）、丁占鰲（民 62 年 8 月到職）、劉化仁（民 64 年 2 月

到職）、林鈴子（民 67 年 8 月到職）、陳燕鶴（民 71 年 8 月到職）、周乃文（民 79 

年 8 月到職）、蔡南輝（民 85 年 8 月到職）、洪禎治（民 87 年 8 月到職）、張永欽

（民 89 年 8 月到職）、翁繩玉（民 96 年到職）。校園總面積為一九 , 六六八平方公尺。 

 

潭美國民小學 

校址為 新明路二二號；最前身為「 內湖國民學校洲尾分教場 」，係 設立於日治時期昭和

二十（西元 1945 ）年 四月；場址設於今潭美派出所處，班級數有一班。民國三十五年五

月，內湖國民學校洲尾分教場獨立設校，改為「臺北縣內湖鄉潭美國民學校」，班級數有四

班；首任校長為林金筆。 

民國五十七年七月一日，奉令改隸臺北市，更名為「臺北市內湖區潭美國民學校」；同年八

月，配合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政策，更名為「臺北市內湖區潭美國民小學」，班級數有二十八

班。七十五年九月，由丁炳煌主任（ 80 學年度曾榮獲師鐸獎表揚）引進毽球運動，成為該

校一項特色。八十四年五月，舉辦慶祝建校五十週年運動會。 

歷年接任校長為鄭金良（民 47 年 7 月到職）、王文浩（民 55 年 9 月到職）、邱明哲

（民 61 年 9 月到職）、王學品（民 64 年 2 月到職）、張欽生（民 66 年 8 月到職）、

陳智育（民 71 年 8 月到職）、呂昭清（民 77 年 8 月到職）、曾雪娥（民 81 年 8 月



到職）、王宗平（民 85 年 8 月到職）、方芳蘭（民國 96 年 7 月到職）。校園總面積

為一五 , 五一三平方公尺。 

 

碧湖國民小學 

校址為 金龍路一○○號；民國四十八年八月，創設 「內湖國民學校碧湖分班」，由莊金富

兼職分班主任；隔年，改為「內湖國民學校碧湖分校」。 五十年八月一日，「碧湖分校」

獨立升格為「臺北縣內湖鄉碧湖國民學校」， 由內湖國校林老英校長兼任校長 ；同年 十

月五日，郭國義為首任校長。當時， 校址為內湖街二段三五五巷一二號。 

民國五十七年七月一日，奉令改隸臺北市，更名為「臺北市內湖區碧湖國民學校」；同年八

月，配合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政策，更名為「臺北市內湖區碧湖國民小學」。 

繼任校長有游任村（民 58 年 6 月到職）、楊月陽（民 62 年 2 月到職）、劉化仁（民 

67 年 8 月到職）、林鈴子（民 71 年 8 月到職）、杜榮賢（民 77 年 2 月到職）、崔

玉良（民 82 年 8 月到職）、賴添福（民 85 年 8 月到職）、宋中光（民 86 年 8 月到

職）、斯偉義（民 88 年 8 月到職）、邱秋悅（民國 96 年 8 月到職）。校園總面積三

八 , 三九一平方公尺。 

 

康寧國民小學 

校址為 星雲街一二一號；民國六十八年八月一日，正式設立「康寧國民小學」，首任校長

為李調棟。六十九年八月，正式招生，首屆一年級新生報到，另由碧湖國小分撥學生十四

班；同年九月二日，創校開學典禮，暫借碧湖國小校舍教學。 

民國七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參加臺灣北區第 31 屆國小排球聯賽，榮獲女童九人制冠軍；

同年九月二日，師生遷回該校新校區上課。七十四年七月一日，教育部指定為桌球重點發展

學校；同年八月一日，成立附設幼稚園二班，曹明瑞為首任園長 。七十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附設幼稚園曹明瑞園長榮獲「師鐸獎」。八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成立教師會，蘇清和 老

師獲選為首任理事長。 八十六年三月十九日，圖書館完成整修，正式啟用。 八十八年五月

二日，舉辦慶祝創校二十週年暨母親節園遊會活動。 

歷年繼任校長為彭新維（民 76 年 2 月 1 日 到職）、劉明川（民 86 年 2 月 12 日 到

職）、連德盛（民國 94 年 8 月 1 日到職）、張素花（民國 101 年 8 月 1 日到職）。

校地面積計有一九 , 八五八平方公尺。 

 

西湖國民小學 

校址為 環山路一段二五號；創立於 民國六十七年八月一日，設校當初，暫借內湖國小校

舍，從事各項教學活動，首任校長為林勝澤。七十年七月和八月，第一期校舍（忠孝樓）、

第二期校舍（仁愛樓）工程，分別完工啟用，師生遷回新校區（當時校址為內湖路一段 285 

巷 30 號）上課；另外，第三期校舍（信義樓）、第四期校舍（和平樓）工程，亦分別於七

十一年八月及七十六年八月竣工啟用。 

民國七十九年九月，附設幼稚園二班。八十年七月，新忠孝樓落成啟用。八十一年九月二十

八日，總務主任林吉彥榮獲「師鐸獎」。八十五年五月，舉辦母親節慶祝大會暨活動中心、



游泳池、圖書室落成啟用典禮系列活動。八十六年四月，成立歌仔戲團培訓班；同年十月，

於信義區新舞台首度公演。 

民國八十七年五月，舉辦創校二十週年校慶系列活動；同年 五月二十六日 下午和晚間，假

該校活動中心舉辦兩場「西遊記——盤絲洞」歌仔戲公演；此公演活動係「明華園薪傳在西

湖」成果發表會，由「明華園戲劇團」陳勝福團長所帶領的孫翠鳳、 廖苡君、馬學文和段

建成等名師，指導「西湖國小歌仔戲團」二十六名學童演出，吸引了千餘名民眾的熱烈觀賞

和喝采。 

歷年繼任校長為劉哲三（民 76 年 8 月到職）、彭新維（民 86 年 2 月 12 日 到職）、

林麗仙（民 92 年 8 月到職）、汪明芳（民國 99 年 8 月 1 日到職）。校園總面積是二

○, 七七三平方公尺。 

 

明湖國民小學 

校址為 康寧路三段一○五號；民國七十六年七月一日，正式奉准成立；同年 九月一日，開

始招收學生十八班，賴廷生為首任校長。八十一年二月一日，調派張文榮為第二任校長；當

年，有普通班級五十八班、幼稚園四班。八十二年四月十四日，手球隊參加八十一學年度臺

灣省師生盃手球賽，男童組榮獲全國冠軍。八十六年八月五日，調派洪欽國為第三任校長；

當時，普通班級增至七十五班、幼稚園有二班、資源班有一班； 

民國八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榮獲全國卅八屆科展初小組地球科學類第一名；參展學生有林

旻翰、蘇文毅、林瑋承和莊智鈞，指導老師為林吟玲及李宏彥。同年 八月一日，教育局再

核定為普通班七十七班、幼稚園二班、資源班一班。八十八年八月一日，第四任校長曾文錄

到職，民國九十二年八月一日連任，第六任校長葉國煇（民國九十六年八月一日到職，民國

一百年八月一日連任）。校地總面積為一九 , 三○七平方公尺 。 

 

麗山國民小學 

校址為 港華街一○○號。 民國七十五年八月七日，黃幼蘭接掌籌備處主任；七十七年七月

二日，升為首任校長；同年 十二月三十日，第一期校舍正式啟用。七十九年三月十三日，

第二期校舍後續工程完工；同年 八月一日，新成立二班幼稚園；八十年八月一日，增加二

班幼稚園、一體育班；八十一年八月一日，成立身心障礙資源班。八十四年三月，榮獲全國

自由盃女童十歲組桌球賽亞軍。八十六年三月，開始供應學校午餐；同年，學生黃煒晉獲選

「桌球少年國手」殊榮。 

九十一年二月， 趙曉美 校長轉任臺北體育學院教育學 程中心 教授，蔡易均主任代理校

長。 

繼任校長：陳寶山（民 82.02.01 到職）、趙曉美（民 87.08.01 到職）、吳慧琳（民 91.08.01 

到職，民 95.08.01 續任）、鄭秋貴（民 98.08.01 到職）。校園總面積為二○, 九八三平方

公尺。 

 

大湖國民小學 



校址為 大湖山莊街一七○號；民國七十七年八月一日，成立籌備處，洪欽國擔任籌備處主

任；同年 12 月，完成徵圖評選，由許明翹建築師事務所得標，學校規模研擬以 72 班之

規劃。 八十年一月十一日，由教育局長陳漢強主持奠基典禮；同年 二月五日，正式開工。

八十二年七月一日，正式招生，首任校長洪欽國；同年 九月一日 開學，除了一年級新生報

到外，則另自碧湖、康寧兩校移撥二至五年級學生，計二十一班。八十三年五月十四日，臺

北市長黃大洲親臨主持校舍啟用典禮；同年 十一月六日，「恬然大湖」暨圖書館自動化系

統啟用典禮。 

民國八十四年八月一日，實施幼小銜接，成立幼稚園，開始招生，大班新生 2 班。八十五

年六月五日，成立教師會；同年 九月一日，增設「學習障礙資源班（民 86.08.01 改為身

心障礙資源班）」。 

民國八十六年八月五日，第二任校長李宏才到職；同年 十一月一日，開辦「學童午餐」。

八十七年三月十五日，榮獲臺灣省（北區）音樂比賽國小 A 組甲等。八十七年四月與八十

八年四月，連續兩年承辦臺北市國民小學東區運動會。 九十年一月九日，自來水生飲系統

啟用典禮；同年五月，舉辦校舍命名活動，票選結果為「大湖、溫馨、淳樸、踏實、創新」，

並於九十學年度正式使用。 

民國九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舉辦十週年校慶系列活動；同年 十二月一日，第十週年校慶

專刊出版；同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管樂團參加嘉義市第十二屆國際管樂節。校園總面積為

二七 , 一五三平方公尺。  

 

民國九十四年八月一日楊柳淳到職，民國九十八年五月二十五日連任。 

 

新湖國民小學 

校址為 民權東路六段一三八號 ；民國七十六年七月三日， 假松山區三民國小設置籌備處 ; 

同年 九月十六日，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督學程貞樸主持掛牌儀式；籌備處主任賴添福（ 8 

月 11 日 到職）。 

校名原擬以「南湖」，惟地方人士認為名不符實，在里民大會建議為「湖興」，但與松山區

「吳興」及萬華區「福星」兩所國小音近，易生混淆，終於在民國七十七年三月，由教育局

核定為「新湖國民小學」校名。七十八年十月二日，校舍正式開工；八十年三月二十七日 和 

四月九日，完成土木和水電工程；同年 七月一日，「臺北市內湖區新湖國民小學」正式成

立；首任校長賴添福。 

民國八十二年六月，成立管樂團；同年九月，教務主任廖文斌榮獲「師鐸獎」。八十五年八

月六日，曾雪娥繼任第二任校長。八十七年四月，成立童玩教室，推廣傳統藝術教育。八十

八年九月，曾雪娥校長榮獲「師鐸獎」。八十九年十二月四日，榮獲「八十八學年度公私立

幼稚園評鑑」園務行政、環境設備、教學與保育三項績優。 

九十二年四月十日至十一日，參加臺北市東區國小聯合運動會，田徑隊榮獲乙組精神總錦

標、田經總錦標女童第一名；同年 九月二十七日 至 十月四日，華東臺商子女學校蒞校進

行校際交流活動；同年 十一月十一日，管樂團參加臺北市音樂比賽，榮獲東區第一名。 

 



民 94 年 8 月 1 日廖文斌到職，民 101 年 8 月 1 日連德盛到職。校園總面積一七 , 四九九

平方公尺。 

 

文湖國民小學 

校址為 文湖街一五號；民國七十七年八月一日，奉准成立籌備處，陳福源擔任籌備處主任；

七十八年三月十五日，完成徵圖作業，許明翹建築師負責規劃設計與監造；七十九年十月六

日，由教育局主任秘書張碧娟主持奠基興工典禮。八十一年九月一日，文湖國民小學正式招

生開學，計有二十一班，首任校長陳福源。 

民國八十三年九月，附設幼稚園二班；隔年九月，增設資源班一班。八十五年八月六日，第

二任校長蕭道弘到職。 

民國八十六年六月，出版《臺北市國民小學鄉土教學課程研究——以內湖區為例》，榮獲臺

北市優等獎暨全國佳作獎。八十八年六月，出版《湖鷺鄉情——臺北市內湖區鄉土教學補充

教材》。八十九年八月一日，遴聘邱秋悅為第三任校長。九十六年，遴聘斯偉義為第四任校

長。一百年，遴聘李雪燕為第五任校長。校園總面積為一六 , 三四三平方公尺。 

 

南湖國民小學 

校址為 康寧路三段二○○號；民國八十年八月一日，成立籌備處，楊宗憲擔任籌備處主任。

八十一年十二月，校舍正式開工。八十三年七月一日，奉准成立，並遴派楊宗憲為首任校

長；同年 八月一日，正式招生，學生由明湖、東湖二所國小移撥，班級數為二十一班，學

生人數七百五十名。八十四年八月一日，附設幼稚園奉准成立，招收幼兒二班；同年 十一

月十一日 上午，舉行新校舍落成啟用典禮，由臺北市長陳水扁、議長陳健治、教育局長吳

英璋、內湖區長葉傑生等人共同主持剪綵；並訂每年 十一月十一日，為校慶日。 

民國八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舉行首屆畢業生畢業典禮；同年 九月二十八日，教務主任王

素蘭榮獲「師鐸獎」，王主任並於八十六年，榮獲市立師院傑出校友。 

民國八十六年九月一日，開辦中央廚房「公辦民營」學校午餐，正式供膳，每人每日以新台

幣四十五元消費；臺北市教育局特別補助一千六百餘萬元，辦理約 二百坪 全新的廚房設

備。八十七年八月一日，成立資源班一班。八十八年三月，成立學生管樂團；同年八月，資

源班再增至二班。 

民國八十九年八月，成立實驗舞蹈團；同年 十一月一日，象神颱風來襲，洪水淹沒校園，

地下室及附幼部分地下室教室，損失嚴重。九十年二月，與澳洲布里斯本市新班利丘小學締

結姊妹校。 

民國九十年八月，班級數為六十六班，資源班二班，附幼四班，合計七十二班，到達學校規

劃飽和量；同年 九月十七日，納莉颱風來襲，大水淹至一樓高度，再次重創校園；同年十

月，成立學生弦樂團。 

九十一年八月一日，楊宗憲校長榮調，再由馮清皇接任校長。九十二年一月，成立小太陽律

動合唱團；同年四月，英國資訊教學參訪團（ T.I.P.D ）蒞校參觀；同年八月，數位天文館

配合火星衝天文奇景，試辦開放社區民眾參觀；同年九月，完成六樓攀岩體訓場；同年十一

月，成立數位天文館並辦理創校十週年校慶活動。 



 

蔡素惠民國九十九年三月代理校長之職務，蕭福生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三十日接任，校園總面

積為二五 , 一二二平方公尺。 

 

麗湖國民小學 

校址為金湖路三六三巷八號；民國八十七年八月一日，成立籌備處，洪天乙擔任籌備處主

任。隔年 六月五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長李錫津親臨籌備處，主持掛牌揭幕式。 

民國九十一年八月九日，校舍新建及附建地下公共停車場工程（土建部份），由亞記營造工

程公司得標。同年 九月二十七日，校舍新建及附建地下公共停車場工程開工；十月十四日，

臺北市長馬英九親臨主持開工動土典禮。 

預定 民國九十四年八月一日，創校招生。重要的設施包括以班群為單位的開放空間教室、

溫水游泳池、多功能活動中心、舞蹈教室、自然生態園區、視聽中心及半戶外表演臺等。校

園總面積為二○, 六八○. 一三平方公尺。 

 

民國 98 年 7 月 31 日洪天乙到職，民國 101 年 8 月 1 日胡慧宜到職。 

國民中學 

內湖國民中學 

校址為 陽光街一號；民國五十六年八月，成立籌備處。隔年 八月一日，正式成立，是內湖

區第一所國民中學，首任校長周神妙；首屆，新生十二班，男生七班暫借內湖國小授課，女

生五班則借用大直北安國中上課，勉強趕上當年 九月九日，全市首屆國中聯合開學典禮。 

民國 六十四年，學校「中山堂」竣工。 六十九年八月，成立啟智班。 七十三年，完成興

建游泳池。 七十八年八月，校門遷移至陽光街。八十一年八月，實施男女合班制，並開辦

「自願就學班」。八十四年八月，增設「身心障礙資源班」，並成立夜間補習學校。隔年 2 

月，全國性童軍營地和體能訓練場啟用；同年八月，學校教師會成立。八十六年四月， 生

物教材園竣工；同年九月，設立「學習困難資源班」。 

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二日，湖中教學研究專刊－－《教學天地》暨創校三十週年特刊－－《歡

慶與感恩》，參加臺北市八十六學年度中等學校教育叢書暨校刊競賽，分獲優等及佳作獎。

同年 十一月二十日，承辦全國國民中學法治教育教材觀摩研習活動。 九十一年，榮獲教育

部評選為「標竿一百－－九年一貫課程推手學校；同年，校務評鑑績優，榮獲為「台北市燈

塔學校」之一。九十三年六月， 謝豐如 老師榮獲臺北市教師會推薦為 Super 老師；同 年

七月，榮獲全國學校創新經營行政類－－環境美化、學生活動展能優等及教學創新特優殊

榮。 

歷年來，繼任校長為方紹孔（民 64 年 8 月到職）、張良彬（民 69 年 8 月到職）、黃

孝通（民 75 年 8 月到職）、郭水恩（民 79 年 8 月到職；任內曾獲得師鐸獎 ）、朱桂

芳（民 83 年 8 月到職）、 趙雅鈴 （民 90 年到職）。校園總面積為四三 , 一二七平方

公尺。 

 



麗山國民中學 

校址為 內湖路一段六二九巷四二號；民國六十七年八月十一日，假大直國中設立籌備處，

籌備處主任蔡添順。隔年 八月一日，正式成立，首任校長為蔡添順。 六十九年五月，第一

期校舍工程竣工，完成教室四十間及校門、廚房、車棚、圍牆、操場等附屬工程；同 年 七

月十八日，第一屆新生報到開學。七十年四月與十月，再完成第二期 教室四十間及教室十

二間、地下室三間 校舍工程。 

民國七十二年九月，設立英語美術資源班。七十四年一月，增設體育實驗班；隔年六月，活

動中心新建工程落成。 

民國七十七年八月一日，鍾兆晟接任第二任校長；八十三年二月一日，派任陳秀蓉為第三任

校長。八十四年九月，試辦潛能開發班；隔年九月，續辦潛能開發班。八十六年九月，成立

學習困難資源班；隔年九月，再設立身心困難資源班。九十年八月， 遴選林筱瑩校長為第

四任校長。 校地面積，計有二○, 四四一平方公尺。 

 

三民國民中學 

校址為 民權東路六段四五號；民國七十二年八月一日，成立籌備處，由邵忠雄擔任籌備處

主任；隔年 八月一日，正式成立，首任校長邵忠雄。 七十五年七月，核准招收新生。 

民國七十八年八月一日，第二任校長曾馨芳接任；八十六年二月，曾校長奉准榮退，續由林

淑貞接掌第三任校長。八十七年，曾獲得行政院惜福獎（團體及個人獎）甲等優良事蹟；同

年，又榮獲環保局指定為制式垃圾袋示範學校。 

民國八十九年一月十五日 上午，舉行學生活動中心落成啟用典禮；工程預算費新臺幣壹億

參仟餘萬元，建築基地 1,295.79 平方公尺 的建物，乃以體能活動為主，一樓是溫水游泳

池，二、三樓為禮堂（可容納 1,200 人數）、羽球館和社團活動空間，四、五樓籃排球館

等體能活動場所，地下一樓作重量訓練、體操房和韻律房。 

民國九十一年，黃淑姿接任第四任校長。九十二學年度，獲得教育部「標竿一百」績優學校

團隊的殊榮，以及校務評鑑更榮獲「五項特優」極高的榮耀。校園總面積為四○, 五九四平

方公尺。 

 

西湖國民中學 

校址為 環山路一段二七號；民國七十四年七月一日，成立籌備處，由詹益東掌籌備處主任

（ 8 月 10 日到職） 。 隔年 六月二十一日， 新建校舍奠基興工。七十六年八月一日，

正式核准設立，首任校長詹益東。 

民國八十四年十一月，學生活動中心落成啟用，邀請臺北市長陳水扁、議長陳健治共同啟

鑰。八十六年五月，成立教師會， 李榮源 老師榮獲首任理事主席；隔年九月，訓導主任蘇

婉，榮獲「師鐸獎」。 

民國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年十二月及八十七年十月，和八十八年十一月，分別榮獲全國中

正盃合球錦標賽冠軍。 

繼任校長為陳正邦（民 81 年 8 月到職）、萬家春（民 84 年 2 月到職）、李漢明（民 

89 年 8 月遴選到職）。校園總面積二三 , 四九三平方公尺。 



 

東湖國民中學 

校址為 康樂街一三一號；民國七十五年七月一日，成立籌備處，由紀淑和為籌備處主任。

七十八年八月一日，正式成立，首任校長紀淑和；隔年七月，首屆新生招收六百六十四人，

編為十五班。 八十年八月一日，第二期校舍完工，招收第二屆新生五百四十八人，編為十

二班；因二年級學生人數過多，於是擴編至十六班，班級數計有二十八班。 

從八十一學年度起，男生合唱團七度蟬聯臺灣區合唱比賽冠軍。八十七年七月，因臨近的汐

止鎮樟樹國中，開始招收學生，使得原來每班超收的學生數（平均約 40 名），可以降至標

準值（上限 38 名）以下。 

繼任校長有潘正安（民 82 年 8 月到職）、林美雲（民 86 年 8 月到職）。校園總面積

為二○, 二○六平方公尺 。 

 

明湖國民中學 

校址為康寧路三段六○號；民國七十六年七月一日，成立籌備處，由陳世昌接掌籌備主任。

八十年五月，第一期校舍竣工；同年 七月一日，奉准設立，首任校長陳世昌。 

民國八十三年八月一日，趙富年繼任校長。 九十年一月三十一日， 趙校長 榮退，由教務

主任黃淑姿代理校長；同年 八月一日，朱桂芳接任校長。 校園總面積一七 , 二二九平方

公尺。 

 

參考書目： 

1. 《學校沿革誌》 內湖公學校檔案記載 

2. 各學校網站資料 

圖片欣賞： 

   

碧湖國小校慶運動會校旗儀

隊進場 

南湖國民小學新校舍落成典

禮當天校門口景觀 

國小學童做戶外鄉土教學，

認識碧山路老地層景觀。 



   

西湖國小歌仔戲團公演「西

遊記──盤絲洞」 
東湖國中十週年校慶典禮 

民國五十六年七月，私立潭

美幼稚園畢業生合影留念，

畢業學童準備銜接國民義務

教育。 

 

恕德家事商業職業學校(目前已停招) 

校址為內湖路一段三五三號； 民國五十四年七月五日，「私立西湖商業職業學校」設立，

創辦人兼首任校長趙筱梅；初為商業職校，分高級、初級兩部。隔年 二月十五日，董事長

周搏風將軍逝世；十月，附設補習學校（民國 68 年，改為夜間部）。五十六年三月九日，

搏風樓落成及介壽綜合運動場啟用剪綵。 

民國五十七年七月，增設工科，校名改為「私立西湖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六十四年二月七

日，趙校長當選為臺北市教育會理事長；同年 六月七日，榮獲美國鳳凰城大學授予榮譽教

育博士學位。六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西湖工商橄欖球隊在泰國榮獲第二屆亞洲高中橄欖

球錦標賽冠軍。六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趙校長當選中華民國觀光教育學會首任理事長全票

當選。六十九年四月二十日，足球隊榮獲臺灣區中運會足球錦標賽高男組冠軍。七十三年六

月二十日，趙校長榮獲英國倫敦安德魯大學授予榮譽教育博士學位。隔年 十一月十八日，

榮獲教育部獎評私立學校辦學成績第一。 

民國七十七年十月十二日，田徑隊參加七十七年全國田徑分齡賽，榮獲四面金牌、兩面銀牌

及十面銅牌。八十二年三月六日，田徑隊參加臺北市中等學校運動會，蟬聯八屆田徑賽三冠

王總錦標；同年 十月六日，田徑隊員洪信銓參加全國中正盃分齡田徑比賽，勇奪十項全能

冠軍。 

民國 八十六年七月，董事會改組，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博士鈕廷莊接掌 ；八十七年四

月二十三日清晨，創辦人趙筱梅因病而逝，享年八十八歲。八十九 年起，夜間部變更為進

修部；隔年 三月六日，校名更改為「恕德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原有資訊科、電子科，改

為幼兒保育科及應用外語科英文組與日文組。九十一年八月，辦理「附設雙語幼稚園」。 

繼任校長，有汪精輝（民 86 年 8 月 1 日 到職）、林煇（民 88 年 8 月 1 日 到職）、

王福勝（民 89 年 8 月 1 日 到職）。 

校園總面積為六 ,○○○餘坪。 

 



方濟高級中學 

校址為 成功路三段六一號； 民國五十四年八月一日，「天主教臺北市私立方濟中學」奉准

正式招收男生，首任校長為方濟會士申培謙神父；隔年春季，該校董事會議決定增辦女生

部，由中國籍方濟會修女主持該部校務，男女學生分開上課。方濟中學係由天主教方濟會士

所創辦，是為紀念中世紀天主教的中興功臣、該會創始人聖方濟，而興學育人。 

民國五十八年秋季，奉准增辦高中部，此後成為一所完整的中等學府。六十年秋季，女生部

奉准獨立設校；七十四年秋季，高、國中部奉准增招女學生。該校為臺北市推展桌球運動的

重點學校，全力培植桌球人才，曾連獲三年高中全國桌球冠軍及臺灣區中等學校運動會桌球

高男組冠軍。 

繼任校長為李默先修女（民 56 年 2 月 1 日 到職）、徐英發主教（民 60 年 8 月 1 日 

到職）、樊融生（民 63 年 8 月 1 日 到職， 83 年曾榮獲師鐸獎）、代理校長林思川（民 

90 年 8 月 1 日 到職）、代理校長王素霞（民 91 年 2 月 1 日 到職）、張玉蘭（民國

97 年任職）、張瑋哲（民國 100 年任職。） 

校園總面積為三一 , 三七五平方公尺。 

 

文德女子高級中學 

校址為 成功路三段七○號； 民國五十五年八月一日，天主教耶穌聖嬰方濟修女會創辦的「方

濟中學女生部」，正式成立，招收初中新生三班，計有一五三名；首任校長為方濟會士申培

謙神父，李默先修女主持女生部校務。 

民國五十四年，成立董事會，臺北教區主教成世光擔任董事長，創辦人張懷遠修女為常務董

事。五十六年，李默先修女繼任第二任校長。五十八年，增辦高中部，招收高一、初一新生

各兩班。 

民國六十年，奉准獨立設校，更名為「臺北市私立文德女子高級中學」。六十五年，核准籌

設家事科；隔年，招收普通科五班，服裝科、綜合家政科各一班。七十四年與八十年，參加

臺灣省家事科類技藝競賽，分別榮獲服裝設計組和手工藝團體冠軍。 

民國八十五年八月，黃瑞霞修女接棒第二任校長，民國九十九年，程淑貞接棒第三任校長。。 

校園總面積為九 , 九五六平方公尺。 

 

達人女子高級中學 

校址為 內湖路二段三一四號； 民國 五十四 年，耶穌孝女會（會祖為甘第達修女 1,845 

－ 1,912 ）修女接辦再興中學女生部（立案文號：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51 ） 8.8 教二字

第 03138 號；校長朱秀榮），首任校長陳修軒 （民 54 年 8 月到職）。 

民國六十五年六月十六日，「天主教達人女子中學」核准立案，獨立更名。 七十年七月十

三日，再獲准招收高中部女生，升為「達人女子高級中學」，並附設國中部的完全中學。 

繼任校長，為吳韻樂 （民 78 年 8 月到職） 。 

學校總面積二三 , 二三九平方公尺（包括向臺灣省政府租地 2,287 平方公尺 ）。 

 

內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校址為 內湖路一段五二○號； 民國七十二年八月九日，成立籌備處， 吳燦陽為籌備處主

任，開始積極 進行各項創校籌備工作。七十五年七月一日，「臺北市立內湖高級工業職業

學校」核准設立， 正式招生 ； 每年，招收十八班學生。 該校係集電機、電子類群之專門

學科授課，設有電子、電機、資訊、控制和冷凍空調等五科。首任校長吳燦陽，於七十五年

七月三十一日，宣誓就職；七十七年教師節，榮獲「師鐸獎」，八十四年二月 一日， 獲准

退休。 

七十七年四月十六日上午，舉行校舍落成剪彩暨首屆校慶活動。 八十年六月八日，參加臺

灣區教學媒體製作競賽榮獲團體獎第一名。 

第二任校長陳正邦，於八十四年二月四日接任；第三任校長王邦義，於八十八年二月一日接

任。第四任校長 黃文振， 於九十二年八月一日接任。第五任校長施博惠， 於一百年八月

一日接任。 

校地總面積為三 . 七六八六公頃； 主要建築有行政大樓、活動中心、教學大樓及實習工場

等四棟 。 

 

內湖高級中學 

校址為 文德路二○○號； 民國七十五年八月， 核定成立籌備處；林煇擔任籌備處主任。 七

十七年八月一日，「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正式創立；該校是臺北市自改制以來，第一所

新籌設的高中；首任校長林煇（ 77.07.14 就職）。同年九月，招收第一屆男女新生十八班， 

經商借而暫時安排前往三民、西湖兩國中校舍上課 。 隔年 九月一日，第一期校舍落成啟

用，全校師生遷回本校上課。 

民國七十九年五月三十日，校刊 《 內中青年 》 創刊號出刊； 同年 十一月十日，首次舉

行校慶活動，以慶祝創校三週年。 八十年六月五日，假台北市中山堂舉行第一屆應屆畢業

生畢業典禮。 

民國八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榮獲三十四屆中華民國中小學科學展物理組第一名；應用科學

組第一名，地球科學組佳作。同年 五月一日，游泳池正式啟用。 

民國八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上午，為應屆畢業生舉辦「最後一課」水球大戰，臺北市長陳

水扁第一次受邀參加，結果被水「扁」成落湯雞。 

民國八十五年八月一日，第二任校長葉文堂接任。八十六年五月十九日， 活動中心及圖書

館新建工程土木完工；同年 十一月九日 上午， 舉行創校十週年校慶活動暨活動中心啟用

典禮。 

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上午，臺北市長馬英九亦第一次參加內湖高中畢業水球洗禮活

動；同年 九月二十五日，「九二一」大地震，學校行政及教師會發起全校捐獻，包括捐血

及愛心捐款壹佰肆拾參萬餘元，由師生代表送交內政部賑災專戶。八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榮獲北市中正盃空手道團體高女冠軍四連霸。 

民國九十年八月一日，葉文堂校長屆齡退休，由臺北市高中職校長遴選委員會遴聘教育局督

學林信耀繼任，為第三任校長。九十一年十月一日，夜間溫水游泳池正式啟用；同年十一月

十四日，榮獲全國中正盃空手道高女組冠軍六連霸。九十二年四月三十日，學生江秉儒於全



國中上運動會游泳 400 自由式比賽中，打破全國紀錄；同年六月六日，因 SARS 疫情嚴

重，畢業典禮安排於戶外舉行。民國九十六年八月一日，第四任校長吳正東就職。 

學校面積有一一,四○○餘坪。 

 

麗山高級中學 

校址為 環山路二段一○○號；民國八十二年八月一日成立籌備處，籌備處主任鄭顯三。 民

國八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徵圖評選，黃有良建築師獲選第一名。該校係全國首創第一所以

「科學教育」為重點的高中，亦是國內第一所通過「環境影響評估」的高中；校園為扇形山

坡地，師生優遊其間，可享受林園之美，堪稱「森林公園學校」。 

民國八十七年八月十五日上午，臺北市長陳水扁主持新建校舍工程，動土典禮。 八十九年

七月一日，鄭顯三正式布達就任首任校長；同年八月，首屆學生招收男生七班、女生三班，

人數約三百名。 多元入學管道，經由「數理資優生甄試保送、甄選入學、申請入學及登記

分發」等，招收具有數理科學性向興趣之學生，遴聘學識經驗豐碩、極富教學熱忱的教師，

因材施教，以充分發揮學生的潛能，使之適性發展。八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至十六日，舉辦

第一屆科學週活動，第二任校長陳偉泓於民國 94 年 8 月到任，第三任校長徐建國於民國

100 年 8 月到任。 

學校面積為四三 , 九五九平方公尺。 

 

南湖高級中學 

校址為康寧路三段二二○號； 民國八十三年七月一日，設立兼辦籌備處，由教育局蔡先口

科長兼任；隔年 六月十六日，徵圖評選，廖俊添建築師事務所獲得第一名，擁有設計監造

權，根基營造廠承建土木工程；八十四年七月一日，假南湖國小正式成立專職籌備處，由戴

國禎擔任籌備主任。 

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一日上午，由代理臺北市長林嘉誠和教育局長郭生地，共同主持「臺北

市立南湖高級中學」校舍新建工程動土典禮；九十一年六月，校舍竣工；同年九月，開始招

收男女新生，計十五班六百二十六人；首任校長戴國禎。 

校地面積為三一 ,○○五平方公尺，除地下兩層規劃二百餘停車位外，依地形建築五至九樓

層。 

 

第一任校長戴國禎於民國 91 年 8 月到任，第二任校長謝應裕於民國 94 年 8 月到任，第三

任校長孫蘭宜於民國 101 年 8 月到任。 

圖片欣賞： 



   

麗山高中新校舍興建動土典

禮 

南湖高中新校舍開工動土典

禮 

南湖高中新校舍落成啟用典

禮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校址為 環山路一段五六號； 民國五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私立德明行政管理專科學校」

核准在案；同年 十一月十二日 ，正式創立，設五年制普通行政、財稅行政和會計等三科；

首任校長兼董事崔載陽，創辦人陳寶馨， 第一任董事長鄭彥棻。 

民國五十五年八月，增設人事管理參加招生。五十七年八月，再增設企業管理科、銀行管理

科，並改會計科為會計統計科；同年十二月，設立二年制實用技藝部企業管理科一班。五十

八年七月，又增設貿易管理科。六十年十月，「夜間部」奉准立案， 成立之初僅招收會計

統計科兩班 ；同年十一月十一日 ，新建體育館「日新堂」落成啟用。 

民國六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 奉准 更名為「私立德明商業專科學校」。七十三年八月、

七十九年八月和八十年八月，分別增設二專國際貿易科和電子資料處理科及財稅科、銀保

科、會統科。 七十六年，敦聘名企業家陳兩傳為董事長。 

民國八十九年八月一日 ，正式升格改制為「德明技術學院」 ，並將「夜間部」改名為「進

修部」，招收日間部二技及進修部二技在職班。九十一年起，招收日間部四技及進修部四技

在職班 。 

歷年，接任校長為陳以令（民 55 年 8 月到職）、王更生（民 61 年 8 月到職）、陳以

令（民 62 年 8 月再次到職）、陳光憲（民 64 年 8 月到職）、宋明哲（民 75 年 10 月

到職）、黃文良（民 78 年 8 月到職）、林安弘（民 83 年 2 月到職）、黃文良（民 86 

年 7 月 4 日 再次到職）、林清河（民 89 年 8 月 1 日 到職）、沈筱玲（民 90 年 9 

月到職）、劉崑義（民國 93 年 8 月任職）、郭憲章（民國 94 年 2 月任職）、邱俊榮（民

國 96 年代理校長）、郭憲章（民國 97 年 8 月任職）、徐守德（民國 100 年 8 月任職）。 

校園總面積為八 O, 三 O 九平方公尺 。 

 

國防醫學院 

國防醫學院之前身，係清光緒二十八（西元 1902 ）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創立的「北洋軍

醫學堂」，校址設於天津東門外海運局，委由徐華清為總辦，伍連德為協辦，開始招收醫科



學生，修業期限為四年；此是我國軍事院校中，歷史最優久之學府。清光緒三十四（西元 

1908 ）年，延聘日本醫學學者任教，增設藥科，肄業三年，為開我國藥學教育之先河。 

民國三十六年六月一日，軍醫學校與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及其分校、分所等十三個單位，合

併組成「國防醫學院」於上海江彎；為維繫軍醫教育之歷史傳統，仍以十一月二十四日之創

校日，為學院紀念日。 

民國三十八年，隨政府播臺至臺北水源地（今汀洲路一帶）舊日軍營舍為院址。民國四十三

年起，教育部核定該院大學教育各科畢業生，均授予學士學位。民國五十九年，國防醫學院

訂定醫學教育五年計劃，核定發展計劃經費為新臺幣七千餘萬元；醫學系教育期限，延長為

七年。民國六十八年七月一日，三軍總醫院正式歸併於該學院之直屬教學醫院，使國防醫學

院教育組織型態，更趨完備。 

為因應國防醫學發展，及培育高級師資與研究人才，並充實基層衛勤幹部，於民國六十八

年，奉准設立護理研究所，招收碩士班；民國七十一年，教育部再核准設立醫學科學研究所

博士班。 

民國七十九年，國防部核定該院成立「國軍航空太空醫學中心」及「國軍海底醫學中心」，

開辦在職護理人員，研修學士學位班；新國防醫學中心整建工程，在內湖開工，從事整地工

程。 

民國八十二年，國防醫學中心主體工程動工；八十八年十月，國防醫學院遷移至本區民權東

路六段一六一號新址，並於同年十二月，全院完全進駐。八十九年五月八日，總統李登輝主

持「國防大學」掛牌揭幕儀式。九十二年二月十七日，該學院新印信「國防大學國防醫學院

印」及院長職章「國防大學國防醫學院院長」，奉總統府核定，自即日起啟用。 

 

校長：張盛原（民國 89 年 4 月任職）、王先震（民國 92 年 6 月任職）、張德明（民國 96

年 6 月任職）、于大雄（民國 100 年 9 月任職）。 

 

臺灣戲曲學院 

校址為 內湖路二段一七七號； 民國四十六年三月十二日 ，「私立復興戲劇學校」創辦人

王振祖，在北投區溫泉路創立。五十七年七月一日，遷來內湖現址；同時，改制國立，更名

為「國立復興戲劇實驗學校」，首任校長王振祖（民 69 年 6 月逝世）。 

民國六十五年，中正堂劇場落成啟用。七十一年，增設綜藝科，並招收新生。七十七和八十

三年，先後再增設劇樂科與歌仔戲科。 

民國八十三年四月一日 ，開始成為臺北市動態文化觀光據點之一 ，每週一、四上午十時，

開放觀光戲。 

民國八十八年七月一日 上午，由 國立復興戲劇實驗學校 與國立國光藝術學校，合併成立

為「國立臺灣戲曲專科學校」，舉行成立大會，代理校長鄭榮興擔任大會主席；會後，在教

育部政務次長楊國賜揭幕下，正式掛牌成立。 

臺灣戲曲專校採國小五年級至專科二年級的十年一貫制藝術教育學程，設有京劇科（含豫劇

組）、傳統音樂科、綜藝舞蹈科、歌仔戲科、劇場藝術科，並正籌設客家戲劇科。校內設有

京劇文物陳列館、三座表演劇場及二座實習劇場。 



歷年，接任校長為馬慶瑞代理（民 54 年到職）、劉伯棋（民 69 年 9 月到職）、紀登斯

（民 71 年 9 月到職）、王敬先（民 76 年 11 月到職）、劉長性代理（民 79 年 8 月

到職）、陳守讓（民 80 年 12 月到職）、鄭榮興（民 87 年 1 月到職）、代理校長游素

凰（民國 99 年 11 月）、張瑞濱（民國 100 年 8 月任職）。 

校園面積，計有內湖校區二一 , 一三八平方公尺與木柵校區二 O, 六四一平方公尺。 

 

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校址為 康寧路三段七五巷一三七號； 民國五十七年十二月，由于斌樞機主教創辦的「私立

康寧護理助產職業學校」正式立案，首任校長賈祟言；六十四年八月，因石油危機影響校舍

興建，暫停招生；俟六十九年八月校舍完成，恢復第七屆招生兩班。 

民國八十三年，增設高中部；八十五年七月一日，改制為「私立康寧護理專科學校」，增設

護理科，楊慕慈續任校長。同年 九月十五日 ，康寧護理專科學校舉行新校舍落成典禮。 

民國八十七年 起，為因應社會發展需求，陸續增設 幼兒保育、資訊管理 、企業管理、國

際貿易、視訊傳播、應用外語等學科，共計七科 ；八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全校一千三百

多位學生，一起宣誓成為推動器官捐贈的義工。隔年五月，通過 ISO9002 國際品質認證。 

民國 九十二年，奉教育部核定為「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繼任校長有吳宗文、魏銘新修女（民 70 年 2 月到職）、劉順德神父（民 70 年 8 月到

職）、楊慕慈（民 76 年 10 月到職）、邱碧如代理校長（民 89 年 11 月 12 日 到職， 

91 年 2 月 1 日 卸任）、楊崇森（民 91 年 3 月 10 日到職）、單小琳、 周談輝、吳

文弘 。 

校園總面積為四 . 六二 O 五公頃 。 

圖片欣賞： 

 

 

康寧護專三十週年校慶校門口佈置景觀 
「國立臺灣戲曲專科學校」(今臺灣戲曲學

院)改制校名揭牌儀式 

 



臺北市內湖社區大學 

民國九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財團法人愛心第二春文教基金會與臺北市政府教育

局完成委託營運簽約手續，正式於內湖地區提供一所社區終身學習之學府。內湖

社區大學校址，設於內湖路一段 520 號內湖高工校園內；愛心第二春文教基金

會創會董事長王建煊，擔任內湖社區大學主任（後稱為校長）。 

社區大學一年分成兩個學期，分別在三月份及九月份開課。每學期提供一百多門

豐富的課程，讓社區民眾有多樣的選修，不僅為成人培養第二專長學習的機會，

也讓職場退休的先輩們，找到生活學習與樂趣的第二春。 

於九十二年九月二十、二十一日兩天，內湖社區大學特別安排兩場「阿公講古會」，

分別於舊民宅厝埕及百年老樟樹下舉辦，邀請地方耆宿吳阿明、謝樹地、林金得、

林金子、謝培恭及黃明傳，講述精采的地方典故。同年十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

於內湖區民活動中心，舉辦「內湖感動的 24 小時攝影全記錄」攝影作品暨「大

家來寫區里史」工作坊作品成果展。 

 

歷任校長：第 1 任王建煊於民國 92 年 2 月任職，第 2 任高希均於民國 97 年 2

月任職，第 3 任林金銘於民國 99 年 2 月任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