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立金山高級中學 第42期
發行人：賴來展
總編輯：李金龍
文字編輯：李金龍、王鈺如

張淑粉、陳毓珍
陳宇君、陳俐彣
簡潔妮、賴雅琦
張柏年

發行日期：109年 12月 31 日
本期主題：走向未來的路上

108課綱的彈性學習時間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

要強調個人為學習的主
體，學習者應能選擇適
當學習方式，進行系統
思考以解決問題，並具
備創造力與行動力。學
習者在社會情境中，能
自我管理，並採取適切
行動，提升身心素質，
裨益自我精進。

108課綱的重大調整
之一為增加彈性學習時
間，「彈性學習時間」
顧名思義，就是學生可
以彈性運用的學習時間。
在高中階段每週 35 節課
中，依據各校規劃可有
2-3 節的「彈性學習時
間」，是屬於學生學習
的一部分，所以每位學
生都必須參與。

在彈性學習時間，
學生可以利用這個時間
進行自主學習、參加學
校規劃的選手培訓、充
實或補強性教學、特色
活動等，有非常多元的
選擇。

特別在自主學習的
部分，學校會協助學生
逐步擬定自主學習計畫，
並按計畫進行自主學習，
最後讓學生檢視自己的
學習成果，是有目的的
學習。

李金龍主任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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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冠緯的未來大人物方程式:不斷的嘗試身障人士的奮鬥故事-海倫凱勒

在生涯探索及發展的路上，選擇工作、發展志業需要對自己的了解及各項
訊息的蒐集，因此，這次挑選了一種職業做介紹，協助同學對工作世界有
更深入的了解。
3D列印技術應用研發工程師
職業說明

除了3D成形列印之外，必須涵蓋逆向工程的3D掃描，這是一份結合物
理光學、化學高分子學、電子電路設計、程式設計、資料結構、演算法、
3D建模的整合性專業工程的工作。
工作內容與環境

3D技術應用研發工程師負責優化3D成形列印技術，與提升逆向工程的
3D掃描，支援客戶端的產品功能服務。職場環境多在高科技產業的科學園
區，工作環境大多具有符合人因工程的辦公室與實驗室。
適合的能力與特質
1.能力：3D空間概念良好，數學幾何演算能力、將問題予以數據化分析。
程式語言與程式撰寫能力，邏輯思考力強；演算法推導能力、專案管理能
力、外語能力。
2.特質：喜歡動手實作，擁有樂於溝通與分享的個性，擅於與工作團隊的
成員和客戶溝通。
要具備的條件
1.修讀電機、電子、機械、光電或物理研究所碩士為主，有天分的大學畢
業生亦可。
2.考取相關證照如專案管理師(PMP)認證。
可能面對的挑戰
1.經常要出差，或以英語和客戶、供應鏈的專案經理、專案工程師進行會
議溝通，因此必須擁有獨立工作與良好的溝通能力。
2.3D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必須時時自我充實新知，跟上技術發展的腳步。
資料來源：文章摘自“職業工作指南”2018年5月出版，撰文：張家銘。

職業工作指南-3D列印技術應用研發工程師

陳宇君&陳麗彣老師撰文

王鈺茹老師整理

陳毓珍老師整理

2020是個
動盪的一年，請
寫下你的新年新希望。

    

 

天生資質聰穎又可愛的海倫凱勒,年幼時因高燒 

而成為一個又聾又啞又盲的女孩,父母無微不至的呵護 

,養成海倫凱勒嬌縱的脾氣。由於遍訪名醫均束手無策, 

導致父親執意將頻頻闖禍的海倫凱勒送到療養院,母親不捨,堅持將其留在身邊。 

    海倫的父母從一篇報導中得知海倫也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於是求助於柏金斯盲人機

構,蘇利文老師也由此因緣,而到海倫的家擔任她的家教。蘇利文老師具有先天的弱視,

幾乎全盲,曾動過九次手術才重現光明。初到海倫家,領教其嬌縱任性的脾氣,卻認為她

的聰穎尚未啟發,對她充滿信心。海倫吃飯時總嫌麻煩,常把湯匙丟在地上,直接用手抓

著吃,蘇利文老師為了教好她這個習慣,於是二人展開了「湯匙大戰」,最後海倫終於臣

服而願意聽話。 

    蘇利文老師不遺餘力的教導,凱勒夫婦有說不出的感激,然而在海倫有著驚人的進

步之際,蘇利文老師卻以一種憂心忡忡的表情望著海倫,因為這孩子太無法無天了-粗

暴、蠻橫、為所欲為,但凱勒夫婦一想到海倫缺少太多東西時,便不忍苛責,任其予取予

求。為了徹底改變海倫的個性,給予完全的教育,她說服凱勒夫婦讓她和海倫搬到荒棄

以久的小木屋單獨相處,以避免她過度的依賴父母的寵愛,愛女心切的凱勒夫婦只給她

兩個星期的期限。 

    在教學互動過程中,海倫因初次離開父母的懷抱,索性大哭大鬧,賴在地上不吃不

喝,蘇利文老師強忍酸楚,希望海倫能明白她所教她的一切。 

    蘇利文老師每天帶她認識廣大的心靈世界,他們走進了大自然,體會大自然的脈動-

空氣中陣陣的花草清香、感受樹的生命、即將從蛋殼誕生的新生命;為了突破學習的瓶

頸,蘇利文老師終日苦思,一次靈機一動,帶著海倫到汲水幫浦旁,用力壓著幫浦,讓海倫

感受水的流動,此時她長久封閉的心靈頓時甦醒了,她像學會了識字、辨物,了解文字的

意義、體會事理、深及思考,由生活的無障礙而達心靈的無障礙。 

    蘇利文老師以無比堅毅的信念、愛心及智慧,像璞玉般來雕琢海倫,給了她全新的

生命,如同燈塔般引領她的人生方向。 

張淑粉老師整理

現任誠致教育基金會執行長的呂冠緯，從台大醫學系畢業後選擇走上教育這條路，

在「均一教育平台」錄製超過一千支教學影片，致力於讓學習的責任回歸到學生自己身

上，希望能夠翻轉台灣僵化的教育體制。二十七歲的呂冠緯可以說是已經擁有十年的教

育經驗，從高二就開始當家教，大二成立家教班，大七的時候受到可汗學院的啟發，開

始自己錄製教學影片放到網路上。 

呂冠緯過去帶過的很多學生，在升學時他們想要念的科系和父母對他們的期待不同，但

不知道要怎麼跟父母溝通，最終就配合爸媽的意願。「我畢業於醫學系，其實很多醫療人

員都是這樣子。」呂冠緯感概的說，最主要的問題出在台灣年輕人的主體性不夠清楚，

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這樣的情況下，會去實踐夢想的人就會少很多。 

台灣的教育制度並不鼓勵我們去自我探索，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特質和熱忱

是什麼，尤其是在 18歲以前。呂冠緯以美國的孩子做為比較，美國的孩子在 18歲以前

可能書讀得不怎麼樣，但他很清楚知道自己要幹嘛，可能沒有上頂尖的大學或是科系，

但他的主體性很清楚，「有夢想的人通常主體性都很清楚，不是一個別人講什麼你就做什

麼的人，這種人通常就只會是一個好僱員。」 

除了教育制度之外，呂冠緯認為另一個阻礙年輕人勇敢追夢的是文化背景，在整個

華人社會的文化背景之中，都是不斷要孩子去找家長想要跟學校需要的，焦點都不是在

孩子身上，「我倒不覺得台灣年輕人自己有什麼太大的問題，而是台灣整個大環境不是一

個鼓勵我們擁有夢想的地方。」 

台灣年輕人害怕失敗，不敢追夢 

「台灣年輕人缺乏犯錯的機會，以及犯錯後再站起來的勇氣。」這兩個問題呂冠緯認為

是大環境所造成的，如同上面提到的，台灣的教育體制和文化背景都沒有鼓勵我們的孩

子去失敗，而是選最安全的路去走，他覺得年輕人最大的問題就是擔心得太多，擔心如

果失敗了該怎麼辦？ 

「夢想不能只有『夢』而已，夢想是必須經歷過很多次的失敗，你要達到『夢』必須要

走出去，很衝突的是夢想通常是有危險性的、風險是高的，所以你如果沒有經過一些失

敗去摸索的話，你是無法走到你想要抵達的地方。」呂冠緯提醒年輕人，如果不敢失敗

是不可能達到你的夢想的。 

摘錄自: 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 未來大人物

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aces/13928 

又到了一年的尾聲，人們說「2020年是動盪的一年」，不
知道對同學來說是否如此。也許大家已經習慣每天的「體溫量
測」、「消毒與口罩」，造成日常生活中輕度的不便。伴隨著
這些，我們一起面對的是2020年的變化與失去。一起同心協力
面對考驗，以及一起盼望未來。

今年我們面對的失去，包含小鬼黃鴻升、以電影黑豹一角
聞名的Chadwick Boseman、美國職籃NBA退役球星布萊恩（Kobe 
Bryant）、日本知名演員三浦春馬等人的離世。這些突如其來的
意外、病痛的折磨、以及內心的苦痛。在2020年因為疫情而受
限的生活中顯得更加鮮明。

面對防疫新生活這樣不得不的生活調整，同時可能影響家
人的工作狀況有其他的壓力，當我們面對此情此景時，除了我
們平常已經在操煩的壓力下，可能還添加其他讓我們煩心的事
物，面對壓力如何自處，如何互相協助，是我們一輩子的功課，
願每一個人將動盪留在2020，一起展望新的一年，當在學校遇
見困難時，別忘記求助的重要性，雖然得要面對許多事情，但
你不孤單。

2020這一年

★11月有獎徵答 得獎者: 201班洪淑廷、201班李冠翰★
請得獎者盡速至輔導處領取精美獎品，也請大家繼續踴躍參與有獎徵答活動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