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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六、文教篇

第一章 學校教育

第一章 學校教育 
　　文山地區自古以來，係以農業為主要發展之區，因此勞動者居多，文教並不普及。隨著地方發達，文山地區童蒙教育由書房
義塾負擔起責任，學生多是有錢人家的子弟，但是就教師資格來看，具備科舉功名的師資在有清一代僅有兩位舉人，一是劉廷
達，景美人，同治12年(1873)福建鄉試舉人；另一位是是高選鋒，景美人，光緒28年(1902)福建鄉試第28名舉人。至於秀才
有高元勳，景美人，光緒6年(1880)秀才。其他書房義塾教師大多是稍通文義之士，在景美地區設帳授徒的有：高元勳、林永
興、林佛國、高玉鍛、高坤石、李金港、張迎洲、詹發、高標獅(註01) 、高紫儒、高幼德、高玉桃、林淑錦；木柵教授漢文的
先生則有樟腳里高水錦。書房教育的目的是養成讀書識字的能力，並準備參加科舉考試，研習的科目上先讀誦三字經，次以論
語、大學、中庸、孟子，旁及千家詩、聲律啟蒙、唐詩合解、再教以詩經、書經、易經、左傳、禮記，同時並授讀起講八式、童
子問路、初學引機、七家詩等。學習漢文自有清一代至日治初期一直是有資產階級人家甚為重視之事，因此日人領臺之後，為對
臺人實行同化政策，設立學校推行教育，但民間書房教育卻興盛未衰，直到明治35年(1902)12月25日，深坑廳發布「書房義
塾有關規程施行細則」，改造書房義塾，使其向公學校的標準調整，加上新制學校紛紛設立，明治42年(1909)深坑廳已無文山
地區書房之統計了。 
　　日人領臺之後，深覺日語的普及有助於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溝通，進一步使臺灣人的思想、風俗、習慣，與日本完全一致。
明治28年(1895)7月16日，臺灣總督府在芝山巖設立國語傳習所(註02)，之後，臺灣各地紛紛成立國語傳習所。明治30年
(1897)12月10日，基隆國語傳習所在景尾街設立分教場(註03)，加藤忠太郎為分教場主任，這是日本人在文山地區首度設立的
教育機構。明治31年(1898)5月，基隆國語傳習所景尾分教場改隸為臺北國語傳習所景尾分教場，明治31年(1898)7月，總督
府頒布「臺灣公學校令」景尾分教場轉變而成景尾公學校，加藤忠太郎擔任首任校長。 
　　此外，木柵、陂內坑兩地學童，欲至景尾公學校就讀，路途稍遠，諸多不便，於是景尾區街庄長高敦仁、內湖區庄長張德明
以及坡內坑庄長張景3人，代表地方人士向深坑廳申請設立景尾公學校內湖分校，明治39年(1906)依深坑廳令，准於設立景尾
公學校內湖分校，河野猛為主任訓導，訓導則為張水龍，明治44年(1911)更名為木柵公學校。 
　　在公學校之外，文山地區還設有兩所小學校，和一個農業補習學校。 
一、小學校 
臺灣割讓後，日人來臺逐漸增加，為顧及日人子弟的教育，因此設立小學校，文山地區轄區內有兩所小學校，一是臺北師範附屬
小學校新店分教場，設於新店庄新店；一是深坑小學校，設於深坑庄深坑。 
二、實業補習學校 
　　大正14年(1925)於深坑庄木柵設立木柵農業補習學校，由對農業十分有經驗的木柵公學校校長河野猛兼任首任校長(註
04)。 
　　昭和16年(1941)3月臺灣教育令修正後，日人為對臺灣人民施行皇民化的政策，將臺灣的初等教育改為依據「國民學校
令」的規定，將小、公學校一律改稱為國民學校，因此景尾公學校和木柵公學校分別改稱為，景尾國民學校和木柵國民學校。 
　　民國34年臺灣戰後，政府積極發展國民義務教育，民國57年開始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本區教育無論在質與量的提昇
上，均有顯著的成效。 
文山區各級學校發展概況如下： 
　　文山區正式的學校教育始於景美國民小學(1897)，以及稍後成立的木柵國民小學(1906)，這2所學校發展迄今均已有百年
以上的歷史，文山地區濟濟人才多源出於此。 
一、景美國民小學
　　景美國民小學成立於明治30年(1897)12月27日，稱為基隆國語傳習所景尾分教場，加藤忠太郎為分教場主任。借景尾集
應廟右廂房為上課場所。明治31年(1898)5月18日基隆國語傳習所景尾分教場改隸為臺北國語傳習所景尾分教場，明治31年
(1898)7月，總督府頒布「臺灣公學校令」景尾分教場轉變而成景尾公學校，加藤忠太郎擔任首任校長，購入景尾上街高厝兩棟
房屋作為校舍和宿舍。明治34年(1901)成立女子部，學生人數增多，因此再度借用集應廟廂房及民宅作為教室。明治37年
(1904)2月購入校地776.5坪，學校漸具規模。昭和16年(1941)改稱景尾國民學校。
　　民國34年臺灣戰後，改名為「臺北縣深坑鄉景美國民小學」，黃墻先生為戰後第1任校長。民國39年由於行政區重劃，改名
為「臺北縣景美鎮景美國民學校」。民國57年，行政區改隸臺北院轄市，更名為「臺北市景美區景美國民學校」。民國57年實
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改名為「臺北市景美區景美國民小學」。民國79年臺北市行政區域調整，改名為「臺北市文山區景美國
民小學」。
　　景美國民小學除了是文山區第1所正式的學校機構，同時也是地方多所小學的發祥地，如興德國民小學、武功國民小學、志
清國民小學的前身均為景美國民小學，對於普及地方教育可以說是卓然有成。 
表611景美國民小學光復前歷任校長： 

任別 姓名 任職時間

1 加藤忠太郎 明治30年～明治33年（1897～1900）

2 石原靜三代 明治33年～明治33年（1900～1900）

3 大橋文之助 明治33年～明治37年（1900～1904）

4 嵩原安綿 明治37年～明治39年（1904～1906）

5 長井實一 明治39年～明治44年（1906～1911）

6 大島真太郎 明治44年～大正5年（1911～1916）

7 加藤木藤一郎 大正5年～大正12年（1916～1923）

8 戶上卯八郎 大正12年～大正13年（1923～1924）

9 砥上卯八郎 大正13年～昭和3年（1924～1927）

:::



10 丸山誠 昭和3年～昭和6年（1927～1930）

11 今村尊八 昭和6年～昭和8年（1930～1932）

12 安田友明 昭和8年～昭和10年（1932～1934）

13 長田守 昭和10年～昭和13年（1934～1937）

14 橫田友親 昭和13年～昭和20年年（1937～1945）

表612景美國民小學戰後歷任校長

任別 姓名 任職時間

1 黃墻 民國34年10月～41年12月

2 郭次笙 民國42年1月～43年9月

3 孫維善 民國43年10月～46年3月

4 伍季山 民國46年4月～57年6月

5 陳叔平 民國57年7月～63年8月

6 蔡福珍 民國63年9月～67年8月

7 陳瑞郎 民國67年8月～76年8月

8 鄭耀蒙 民國76年8月～81年8月

9 洪良一 民國81年8月～86年7月

10 徐月梅 民國86年8月～87年7月

11 白麗美 民國87年8月～90年7月

12 傅金匙 民國90年8月到任

二、木柵國民小學

　　木柵國民小學成立於明治39年(1906)。依深坑廳令，准於設立「景尾公學校內湖分校」，河野猛為主任訓導，訓導則為張水

龍，假木柵集應廟上課。明治42年獨立成為「內湖公學校」，同時位於木柵路3段191號之校舍落成，全校遷入，河野猛為首任

校長。明治44年(1911)更名為「木柵公學校」。昭和16年(1941)改稱為「臺北州木柵國民學校」。民國34年12月改稱「臺北

縣深坑鄉木柵國民學校」。民國35年10月，因「木柵」名稱不雅，更名為「臺北縣深坑鄉指南國民學校」。民國39年再度變更

校名為「臺北縣木柵鄉木柵國民學校」。民國57年7月1日改稱為「臺北市木柵區木柵國民學校」，民國57年實施九年國民義務

教育再改稱為「臺北市木柵區木柵國民小學」。民國79年臺北市行政區域調整，更名為「臺北市文山區木柵國民小學」。

　　木柵國民小學幾經沿革，在歷任校長努力耕耘下，辦學績效斐然，民國41年成為文山地區示範學校，民國48年更在劉山銘校

長的爭取下，開風氣之先，推行學校營養午餐。民國61年奉令籌設博嘉國小，民國63年奉令籌設指南分校，民國67年設立夜間

補習學校，民國93年擔任93學年度推動九年一貫課程第一群組(文山區)總召集學校。

　　民國94年木柵國民小學在校長李春滿的帶領下，精心籌畫各種慶祝百年校慶的系列活動，百年以來經過諸多師長的辛勤耕

耘，而有今日豐碩的成果，這次的百年校慶顯得意義非凡。

表613木柵國民小學日治時期歷任校長

任別 姓名 任職時間

1 河野猛 明治42年～昭和3年（1909～1928）

2 南景行 昭和3年～昭和7年（1928～1932）

3 中川丹次 昭和7年～昭和13年（1932～1938）

4 高橋重吉 昭和13年～昭和18年（1938～1943）

5 波田野甚市 昭和18年～昭和20年（1943～1945）

表614木柵國民小學戰後歷任校長

任別 姓名 任職時間

1 簡錫祺 民國34年11月～民國35年5月

2 黃肇邦 民國35年5月～民國35年10月

3 劉山銘 民國35年10月～民國58年5月

4 楊德全 民國58年6月～民國62年8月



5 陳瑞郎 民國62年8月～民國67年8月

6 楊月陽 民國67年8月～民國73年7月

7 李克雄 民國73年8月～民國78年7月

8 王天福 民國78年8月～民國82年7月

9 陳勝雄 民國82年8月～民國86年7月

10 郭春淋 民國86年8月～民國90年7月

11 李春滿 民國90年8月到任

表615文山區國民小學現況

校名 成立時間 地址

市立景美國小 1897.12.27 臺北市文山區景文街8號

市立木柵國小 1906.1.31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1段191號

市立永建國小 41.4.10 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2號

私立再興小學 42.8 臺北市興隆路4段2號

市立興德國小 44.8.1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2段235號

私立靜心小學 45.8 臺北市興隆路2段46號

市立武功國小 48.8.1 臺北市興隆路1段68號

國立政大附小 49.2.18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3段12號

私立中山小學 50.10.16 臺北市木柵路1段292號

市立實踐國小 62.8.1 臺北市文山區忠順街1段4號

市立博嘉國小 62.8.1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4段159巷141號

市立興隆國小 64.8.1 臺北市文山區福興路2號

市立指南國小 64.8.1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3段38巷52號

市立志清國小 65.8.1 臺北市文山區景福街21巷5號

市立明道國小 65.8.1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2段138巷61號

市立木柵國小補校 67.8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3段191號

市立景興國小 68.8.1 臺北市文山區景華街150巷21號

市立萬芳國小 71.8.1 臺北市文山區萬和街1號

市立溪口國小 73.8 臺北市文山區景福街225號

市立力行國小 74.7 臺北市文山區木新路3段155巷7號

市立萬興國小 76.7.1 臺北市文山區秀明路2段114號

市立萬福國小 80.7 臺北市羅斯福路5段170巷32號

市立興華國小 81.7.1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125巷6號

市立辛亥國小 81.8 臺北市文山區辛亥路4段103號

表616文山區國民中學現況

校名 成立時間 地址

市立木柵國中 14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3段102巷12號

市立實踐國中 44.1 臺北市文山區辛亥路7段67號

私立再興中學

（附設國中部）
51 臺北市興隆路4段2號

私立靜心國中 57.3 臺北市興隆路2段46號

市立景美國中 57.4.15 臺北市文山區景中街27號

市立北政國中 57.8.1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3段2巷14號

市立興福國中 65.8.1 臺北市文山區福興路80號



市立木柵國中補校 65.8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3段102巷12號

市立萬芳高中

（國中部）
71.8 臺北市116文山區興隆路3段115巷1號

市立景興國中 74.7 臺北市文山區景興路46巷2號

私立景文高中

（附設國中部）
81 臺北市文山區保儀路127號

私立東山中學

（附設國中部）
83.8 臺北市文山區老泉街26巷3號

國立政大附中

（國中部）
94.6.1 臺北市文山區政大1街353 號

表617文山區高中現況

校名 成立時間 地址

私立滬江中學 47.9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6段336號

市立景美女中 51.5.16 臺北市文山區木新路3段312號

私立景文高中 51.8 臺北市文山區保儀路127號

私立大誠中學 57.12 臺北市文山區秀明路2段175號

私立再興中學 59.8 臺北市興隆路4段2號

私立景文高中補校 59.8 臺北市文山區保儀路127號

私立滬江中學補校 59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6段336號

私立東山中學 60.8 臺北市文山區老泉街26巷3號

市立萬芳高中 88.8 臺北市116文山區興隆路3段115巷1號

市立木柵高工 91.8.1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4段77號

國立政大附中 94.6.1 臺北市文山區政大1街353 號

表618文山區高職現況

校名 成立時間 地址

私立大誠中學 65.9 臺北市文山區秀明路2段175號

私立滬江中學 57.8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6段336號

私立景文高中 57 臺北市文山區保儀路127號

市立木柵高工 71.8.1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4段77號

表619文山區大專院校現況

校名 成立時間 地址

國立政治大學 16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2段64號

國立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34.10.27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153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分部）
35.6.5 臺北市汀州路4段88號

私立世新大學 45.9 臺北市木柵路1段17巷1號

國立臺灣戲曲專科學校 46.3.12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3段66巷81號

中國科技大學 54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56號

表6110文山區特殊教育學校

校名 成立時間 地址

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91.2.1 臺北市文山區秀明路1段169號

註01. 蔣秀純，《臺北文獻》第72期，民74年6月，耆老個別訪問記之一，頁18。
註02. 薹灣教育會編，《教育沿革志》，頁156。



註03. 薹灣教育會編，《教育沿革志》，頁211。
 註04. 詹瑋採訪，＜張乾生訪問紀錄＞，民國90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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