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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教育輿情

張雅淨 *　伍鴻麟 **
吳錦昌 ***　李詠絮 ****　周仲賢 *****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首屆國中教育會考登場

張雅淨

今（2014）年全國高中職五專共計招收 31萬 8千多名學生，
91%採免試入學、5%透過特招考試分發入學、特招甄選入學（主要
是藝術才能班）占 4%。1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首屆國中教育會考於今

年 5月 17、18日舉行，全國計有 27萬 1,205人報考，6科（含寫作
測驗）平均到考率為 98.46%。2第一次免試入學放榜 3，共錄取 21萬
1,171人，錄取率 92.77%，其中 6成 3以第一志願序錄取，全國考生

平均選填 11.99個志願，平均在 2.13個志願入學。最後，全國含進修
學校之報到人數共計 15萬 4,320人，平均報到率 73.08%，不含進修

學校報到人數 14萬 8,044人，報到率 73.89%。4其中將高職列為第一

志願的比率超過 6成，放棄率僅 1.48%，顯示「先高中、後高職」的
傳統思維已有所改變，以及選技職的學生興趣、性向明確，不輕易放

棄就讀高職的機會。

 

        *張雅淨，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博士
      **伍鴻麟，國立臺北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理學系博士生
     ***吳錦昌，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 李詠絮，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
*****周仲賢，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1 2014 年 5月 19日中國時報第Ａ 3版林志成報導。
2 2014 年 5月 18日教育部新聞稿。
3 2014 年 6月 21日第 11版青年日報黃進福報導。
4 2014 年 6月 26日聯合晚報第 A8版嚴文廷、游婉琪報導、6月 27日聯合報

A4版張錦弘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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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考五科為國文、英文、數學、社會、自然科，成積分為 3等級
並加註 4標示：精熟級 A（A++、A+、A）、基礎級 B（B++、B+、
B）、待加強級 C。依據教育部公布的會考成績統計 5，各科成績超過

5成落在基礎級；達精熟級的比率大約在 14.37%到 16.96之間；國文、
英文、數學、社會、自然科成績為「待加強」等級的人數比率分別為

17.34%、33.73%、33.4%、19.95%、25.25%，其中英數二科的比率明

顯比其他科高；大多數學生寫作達 4級分，占 58.09%，6級分的比率

1.67％。對此，教育部表示，今年已編列近 15億元補救教學預算，除
了在上課期間有落後情形隨時補救外，教育部也提供各高中職招收學

生的等級資訊，讓高中職在錄取新生後，可以在暑假針對待加強的新

生開班，並由學生自由報名參加，預估將有 40萬人次受惠。
對於今年會考要公布的資訊內容及會考制度，各界均有不同意見

及檢討聲音。首先，在會考成績公布前，臺北市、高雄市、臺中市等

高度競爭招生區、臺北市家長團體及部分學校校長，希望公布會考 3
等級 4標示分區成績組距及累計人數等詳細資料，以利學生選填志願

6；其他招生區、全國家長團體聯盟理事長吳福濱、副理事長謝國清、

全國教師工會總聯合會副理事長吳忠泰等人則認為 7，教育部無論以

何種方式公布會考成績資訊，都還會引起部分學生家長的焦慮，會考

成績占免試入學總成績之 1/3，為避免過度競爭、分分計較，不建議

公布更詳細的成績統計資料，並指出，需要分區組距資訊的學生應參

加特色招生考試；教育部表示 8，十二年國教精神是希望讓學生依個

人興趣、性向、能力及就近入學等因素，選擇適合的學校入學，國中

會考目的在監控學力品質，會在不違背免試入學精神下，提供學生家

長足夠參考的資訊。

為兼顧十二年國教精神及利於考生選填志願，教育部與各縣市協

 

5 2014 年 6月 6日聯合報 A4版張錦弘報導、自由時報第 26版林曉雲報導、
台灣醒報第 6版范捷茵報導。

6 2014 年 5月 18日聯合報第 A4版報導。
7 2014年5月19日人間福報第2版羅智華報導、中國時報第A3版林志成報導、

2014 年 5月 18日自由時報第 A1版林曉雲、謝佳君、蘇孟娟綜合報導。
8 2014 年 5月 18日蘋果日報第 A4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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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由教育部統一公布三項全國性會考成績資訊 9，包括各科 3等級
4標示對照答對題數、全國人數百分比及總成績 3等級加寫作測驗，
共 84種組合人數百分比；另提供考生憑身分證字號上網查詢個人超

額比序的比率與累積人數區間，學校或補習班等個人團體不得搜集、

分析全校考生資料，且此比率區間不得小於 1%，每區間人數不得少

於百人。

其次，對於免試與特招考試先後順序、明星學校免試名額不足、

升學制度分一免、特招、二免三階段之考期達 3個月，過長且複雜、
選填志願時間過短、部分就學區超額比序項目無鑑別度、基北區超額

比序順序不合理、取消志願序、作文成績的計算方式，從 6級分簡化
為 3等級等意見，教育部表示 10，基於公平性，今年制度不會更改，

但會全盤檢討，並與明星學校、各縣市政府積極溝通，微調 104學年

度會考作業與制度，也希望各招生區免試入學名額逐年增加，提早達

成 108學年度達 85％以上之目標，並落實十二年國教就近、適性入學

之願景。

教育部要求中小學修改不合時宜校規

伍鴻麟

教育部今（2014）年三月訂定《高級中等學校訂定學生獎懲規

定注意事項》，要求中小學比照辦理，明令各校校規不能因「男女交

往」、「鼓動學潮」、「不尊敬國家、國旗、元首」等過於籠統或侵

害人權等事由而處罰學生 11。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指出 12，基於

《國際人權兩公約》及《憲法》對基本人權的保障，學校對學生的言

 

9 2014 年 5月 28日聯合報第 A5-1版張錦弘報導、自由時報第 A1版陳怡靜、
謝佳君、張菁雅、方志賢報導及蘋果日報第 A6-1版報導。

10 2014 年 6月 8日聯合報第 A1版徐庭揚、廖珮妤、周志豪報導、聯合報 A3
版林秀姿報導、6月 10日中國時報第 A3版林志成、林欣儀報導、6月 11
日人間福報第 6版林汝娟報導。

11 2014 年 5月 7日台灣時報第 5版台北訊、聯合報第 AA4版張錦弘報導。
12 2014 年 5月 7日台灣時報第 5版台北訊、自由時報第 A9版林曉雲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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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集會、受教權利都應給予最大尊重與維護，故要求各學校自八月

起，須完成修正或刪除不合時宜的校規。

國教署學生事務及校園安全組長楊國隆表示 13，學校應保障學生

在校園的基本人權，對於部分校規，例如男生進入女寢室者記申誡、

男女生禁止談戀愛等規定，違反性別平等原則，必須於 8月 1日前修
正。而校規修改過程必須具備正當性，遵循公正、公開之民主參與程

序，徵詢學生、家長、教師及行政代表之意見，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報各該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備查 14。

   《聯合晚報》王彩鸝報導 15，103學年度起，中小學校規中，

不得有「勒令休退學」、「勒令轉學」等字眼，且不能以從事請願、

集會、遊行或發行未經許可刊物等事由懲處學生，但為確保多數學生

的學習，學生違反校園安全、班級學習秩序或影響其他學生受教權利

之行為，學校經民主程序討論後，可明列於學生獎懲規定中。

楊國隆指出 16，學校不能因為學生成績或品行不佳，強制要求學

生轉學，且已訂定的校規如牴觸法律者，應立刻取消或修正；人本基

金會執行長馮喬蘭認為 17，教育部所訂定的《高級中等學校訂定學生

獎懲規定注意事項》，對學生人權保障仍嫌不足，若欲根本解決問題

道，應在《教育基本法》條款中訂定「學生人權專章」，讓學校知道

學生才是權利的主體，方能落實學生基本人權的維護與保障。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首屆特色招生考試

分發入學登場

吳錦昌

為協助具有學術傾向之國中畢業生得依照自己的興趣、性向及能

 
13 2014 年 5月 7日蘋果日報第 A2版劉嘉韻、蔡永彬、陳威廷報導。
14 2014 年 5月 7日聯合報第 AA4版張錦弘報導。
15 2014 年 5月 7日聯合晚報第 A2-1版王彩鸝報導。
16 2014 年 5月 7日國語日報第 15版楊惠芳報導。
17 2014 年 5月 7日自由時報第 A9版林曉雲、國語日報第 15版楊惠芳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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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適性入學，教育部 103學年度首度辦理高中職特色招生考試，全臺

7個就學區共 2萬 1451人報名，以暫定的招生名額 1萬 4,987人估算，
總平均錄取率為 69.86%。全國各區中，基北區報名 8,865人（錄取

率 64.72%），桃連區報名 1,366人（錄取率 79.28%）、竹苗區報名
1,239人（錄取率 64%）、中投區報名 4,646人（錄取率 72.06%）、
彰化區報名 705人（錄取率 70.92%）、臺南區報名 1,827人（錄取率

84.51%）、高雄區 2,803人（錄取率 67.35%）。18、19其中，各就學

區中錄取率最高的是臺南區，報名人數 8,865人最多的基北區，錄取

名額 5,738人，其中建中提供 763個名額、北一女提供 663個名額，
平均每 6.22人就有 1人可以上第一志願。20

教育部指出，今（2014）年特招考試分發入學測驗訂於 7月 12、
13日舉行（基北區僅 7月 12日），全國 7區都採用國立臺灣師範大

學心理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研發的特招考試命題系統。不過，基

北區只考國文、英文、數學這 3科，比照基測尺分數，每科 50分，
平均分數 35分，滿分 150分。其他另六區比照國中會考，考國、英、

數、自、社、語文表達（作文）等六科，其中作文滿分 6分，換成量

尺分數為 12分，6科總分 262分。21

臺北市民生國中校長孫明峰指出，特招考試範圍不會超出國中課

綱的範圍，但是要注意題目較長、須理解、判斷的題型較多。數學的

非選擇題採「部份給分」，必須答案正確，且計算過程也要寫出來，

才能拿到較高的分數。22

教育部對於第一次免試入學放榜後，部分學生落榜之情形，已

透過各國中了解每個個案，究其原因主要是未參考或錯估個人序位區

間、多元學習表現積分不足等因素。教育部並表示 23，已與各縣市政

府促請國中加強放榜後學生心理及升學輔導，特別是對落榜及錄取學
 
18 2014 年 6月 28日中國時報 A10版胡清暉報導。
19 依教育部 2014 年 6月 30日發布新聞稿公告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實際招
生名額：基北區 5,737名、桃連區 1,081名、竹苗區 792名、中投區 3,335名、
彰化區 500名、臺南區 1,542名、高雄區 1,884名、嘉義區（單獨辦理）93名。

20 2014 年 6月 28日自由時報 A14版林曉雲報導。
21 2014 年 6月 27日聯合報 AA4版張錦弘報導
22 2014 年 6月 28日國語日報第 2版劉偉瑩報導。
23 2014 年 6月 27日中央社魏紜鈴報導、人間福報第 6版羅智華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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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與期望有較大落差的學生，積極給予協助，輔導其參加特招考試或

參加第二次免試分發入學。目前參加特招考試幾乎都是學術傾向強、

會考成績較好的中上考生報考，教育部也希望參加特招測驗的學生以

平常心應試，如願錄取心中真正的第一志願 24。

臺師大心測中心副主任曾芬蘭也指出 25，特招成績結果會公布分

區 PR值（百分等級），將依成績高低，將分區所有考生均分成 100
等分，若某考生 PR值 99，即表示該生成績排名前 1%，使考生可以
更精準預做落點。

教育部表示 26，參加特招而未獲錄取的學生仍可參加第二次免試

分發入學二免，即使二免結束後仍有考生意外落榜，未招滿學生的學

校可自辦續招，並能跨區招生，讓所有學生都能順利就學。

對於明年是否繼續辦理特招考試分發入學，各地縣市政府見解

不一，桃園縣政府及竹苗區認為，會考成績從三等級再加上四標示之

後，已較有鑑別度，舉辦特招之必要性大幅降低 27。新北市政府、臺

中市政府、臺南市政府則認為，特色招生是提供學術性向明顯學生入

學的管道，在沒有更好的方案前，不宜貿然取消，爾後或可逐步分階

段取消特招。教育部對此表示，若會考與特招區別性不大，不排除取

消特招，惟原則尊重各就學區之規劃，未來會再與各地方政府討論研

議。28

私立大學擬凍漲兼任教師鐘點費

教育部籲跟進公立大學標準

李詠絮

行政院今（2014）年三月，核可大專校院兼任教鐘點費調整

 
24 2014 年 6月 27日人間福報第 6版羅智華報導。
25 2014 年 6月 27日聯合報 AA4版張錦弘報導。
26 2014 年 6月 28日聯合報 A10版林秀姿報導。
27 2014 年 6月 10日聯合報 A7-2版都會地方中心連線報導。
28 2014 年 6月 10日聯合報 A7-2版都會地方中心連線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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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並於 8月 1日起實施，公立大學將調漲新臺幣 95至 130元 (以
下同 )，而私立大學可視其財務狀況決定是否跟進。29臺灣高等教育

產業工會（簡稱高教工會）表示 30，自 1993 年起，大專兼任講師鐘

點費為 575元、助理教授 630元，調薪後，兼任講師鐘點費將漲至
670元、助理教授則是 735元，但與現今物價調漲 33.58%、軍公教薪
資 3成調幅相比，21 年來大學兼任鐘點費都沒有調整，如今行政院同

意調高 16%，也僅達前述兩者調幅的一半，許多私校卻以財務困難不

跟進，日後私校兼任教師薪資低，影響教學品質，受害的仍是學生。

根據高教工會統計 31，聘僱兼任教師人數最多的 10所私校分別
為輔大、文化、淡江、長庚、逢甲、銘傳、中國醫藥大學、南臺科大、

北醫大及高醫大，除了文化之外，其餘 9所大學每年盈餘都超過新台

幣 1億元，但調薪後，以兼任教師人數最多的輔大為例，若調漲 1,116
位兼任教師鐘點費，每年支出約增加 1,215萬元，占該校每年收支盈

餘的 9.4%。
現為北藝大、逢甲、文化、輔大兼任助理教授，同時是兼任教師

代表陳思仁表示，私校不願意調整鐘點費，等於宣告自己是廉價的教

學場所，也影響教師教學意願與學生受教權；32輔大、交大、逢甲兼

任助理教授徐文路也說，目前臺灣約有 8千名純兼任教師，許多私大
為節省成本，大量聘用兼任教師，而私校收入多仰賴學費，一旦負擔

太大，就砍人事成本，首當其衝就是兼任教師，徐文路以自身為例，

每個月在 3縣市兼 21堂課，只有 9個月有薪水，平均月收入不到 4
萬元，若能調薪，就可少兼幾門課，以提高教學品質，有助於學生學

習。33

私立大學校院協進會理事長、文化大學校長李天任坦言，私校凍

漲學雜費 10幾年，但教職員二代健保、薪資調漲、研究計畫擴充都

要錢，各校已捉襟見肘，調整兼任教師鐘點費實有困難 34。聘任兼任
 
29 2014 年 6月 4日聯合報第 AA版沈育如、人間福報第 6版林汝娟報導。
30 2014 年 6月 4日聯合報第 AA版沈育如、人間福報第 6版林汝娟、眾聲日
報第 9版臺北訊報導。

31 2014 年 6月 4日聯合報第 AA版沈育如、人間福報第 6版林汝娟報導。
32 2014 年 6月 4日聯合報第 AA版沈育如、臺灣時報第 5版張添福報導。
33 2014 年 6月 4日聯合報第 AA版沈育如、人間福報第 6版林汝娟報導。
34 2014 年 6月 4日聯合報第 AA版沈育如、馮靖惠、鄭語謙、自由時報第 A9
版林曉雲、陳韋宗、人間福報第 6版林汝娟、眾聲日報第 9版臺北訊報導。



316 　第 114期

教師人數最多的輔大則表示，今（2014）年七月將召開董事會，討論

是否比照公立大學調漲；但輔大也強調，即使不調漲，該校日間部兼

任教師的鐘點費，講師 690元、助理教授 765元、副教授 825元、教
授 950元，都比公立大學調漲後還高。35逢甲大學秘書長楊明憲表示，

過去學校針對兼任教師鐘點費一案開過會，但未達成共識，目前學校

仍在討論。36私立科技大學校院協進會理事長葛自祥表示，協進會日

前也曾針對兼任教師鐘點費問題進行討論，而各私立科大考量學雜費

多年未漲，加上少子女化衝擊，若調高兼任教師鐘點費，對學校經營

將造成負擔，因此，目前各私立科大沒有共識。37 北醫大是被點名 10
所私大中，唯一表態願意跟進調漲的學校，北醫大表示，為體恤兼任

教師的付出，校方編列預算，決定八月起，比照公立大學調漲兼任教

師鐘點費 16%。38

對此，教育部政務次長陳德華表示，39雖然行政院公布的方案只

對公立學校有約束力，教育部在無法增加私校的補助經費且學雜費也

凍漲的情況下，可以理解私校的財政壓力，但還是希望財務沒有問題

的私校，能夠比照公立學校的作法，調漲兼任教師鐘點費。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將增進選修空間，

達到適性揚才目標

周仲賢

國家教育研究院（簡稱國教院）研擬「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綱要總綱草案」（簡稱總綱草案）已於今（2014）年四月底完成，並

 
35 2014 年 6月 4日聯合報第 AA版沈育如、馮靖惠、鄭語謙、自由時報第 A9
版林曉雲、陳韋宗報導。

36 2014 年 6月 4日聯合報第 AA版沈育如、馮靖惠、鄭語謙報導。
37 2014 年 6月 4日聯合報第 AA版沈育如、馮靖惠、鄭語謙報導。
38 2014 年 6月 4日聯合報第 AA版沈育如、馮靖惠、鄭語謙報導。
39 2014 年 6月 4日聯合報第AA版沈育如、自由時報第A9版林曉雲、陳韋宗、
臺灣時報第 5版張添福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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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教育部課程審議會審議 40。國教院 5月 5日表示 41，十二年國教課

程提供學生「適性揚才」的機會，減少必修，增加選修，以符不同性

向、興趣與能力學生之需。

總綱草案之普通高中課程朝「高一共同、試探；高二試探、分化；

高三分化、專精」方向規劃，適度調整國語文、英語文及數學 3科必
修學分，回應學生差異化學習與適性發展的需要，亦讓學校有空間

設計校本課程以活化教學 42。國、英、數 3科雖分別調整必修學分為
20、18、12，但學生應分別再選修 4、6、4學分，應修學分總數（部

定必修加選修）仍為 24、24、16學分並未減少 43，而選修課程包括「加

深加廣選修」、「多元選修」及「補強性選修」等，學生可依照需求，

彈性修習 44。

國教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主任范信賢指出 45，現行數學科 16
學分內容全相同，且為必修，總綱草案則將時數分為必、選修，未來

欲讀理、工、農、醫領域者可選理科數學 4至 12學分；想讀商管、

經濟的同學可修商科數學；專攻人文、藝術的學生可選 4學分生活數

學或數學補強課程，以適性發展。

但中央研究院余英時、丘成桐、許倬雲、錢煦等 90多名院士於
6月 4日，連署反對總綱草案將高中數學必修減為 12學分，認為這將
使大學數學相關課程無法銜接、人才培育失能、國家競爭力下降，更

因數學教學時數不足，將導致貧富差距擴大，影響基本受教權 46。院

士們主張 47，每位高中生 3 年，每學期皆必修數學 4學分、高中數學
 

40 2014 年 5月 5日國家教育研究院新聞稿。
41 2014 年 5月 5日國家教育研究院新聞稿、2014 年 6月 5日臺灣時報第 5版
綜合報導。

42 2014 年 5月 5日國家教育研究院新聞稿。
43 2014 年 5月 6日臺灣醒報第 2版范捷茵報導、人間福報第 6版林汝娟報導、
國語日報第 15版劉偉瑩報導。

44 2014 年 5月 6日國語日報第 15版劉偉瑩報導、人間福報第 6版林汝娟報導。
45 2014 年 5月 6日國語日報第 15版劉偉瑩報導、臺灣醒報第 2版范捷茵報導。
46 2014 年 6月 4日聯合晚報第 A10版游婉琪報導、2014 年 6月 5日聯合報第

A2版林秀姿報導、臺灣時報第 5版張添福報導、人間福報第 6版林汝娟報
導、眾聲日報第 9版臺北訊。

47 2014 年 6月 4日聯合晚報第 A10版游婉琪報導、2014 年 6月 5日聯合報第
A2版林秀姿報導、中國時報第 A5版湯雅雯、胡清暉報導、臺灣時報第 5
版張添福報導、民眾日報第 A1版任青莉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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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 2套課綱，供不同性向學生選擇、小學與國中每天應有 1堂數學

課，且國家應建立長期師資再訓練制度，以確保教學品質。

發起人林長壽院士直指 48 數學教育除數學知識外，更需訓練邏輯

思考及推理方法。他表示 49，語言與數學皆為基礎學科，但總綱草案

讓大部分學生 1 年不修數學，等於放棄這些學生，臺灣有「考試領導

教學」現象，若將必修調整為選修，影響大考中心出題方向，學生便

不修習 50，除造成高中大學銜接落差及貧富學生受教更不公平，亦嚴

重衝擊臺灣接軌國際 51。他還強調 52，各國近年愈發重視數學，新加

坡高中生 1週數學課達 300分鐘，日本 1週有 7節數學課，美國許多

州每週數學課約 250至 300分鐘；他認為 53，若想改善只算公式的教

學，宜由數學專家說明理念，將數學思考放進教學中，再按教育理念

編排課綱。

成功大學理學院院長柯文峰表示 54，語文與數學為學習的「工具

學科」，國家發展所需科技、財經人才皆需一定程度數學素養與知識，

若大幅刪減高中數學必修學分，將衝擊大學教育先備知識；建國中學

數學教師沈朋裕認為 55，調降必修學分對程度頂尖且對數學有興趣的

學生無太大影響，但對中下程度學生可能雪上加霜，若訴諸補習將影

響正常教學；臺南一中數學教師蕭健忠建議 56，若擔心高中生數學能

力不好，大學可於入學加設數學門檻，甚至指定筆試內容，或許可促

使學生自我補強數學能力。
 

48 2014 年 6月 4日聯合晚報第 A10版游婉琪報導、2014 年 6月 5日聯合報第
A2版林秀姿報導。

49 2014 年 5月 29日自由時報第 A1版鄒景雯、黃以敬報導、2014 年 6月 5日
自由時報第 A11版林曉雲報導。

50 2014 年 6月 5日自由時報第 A11版林曉雲報導、臺灣時報第 5版綜合報導、
人間福報第 6版林汝娟報導、大紀元時報第 A7版徐翠玲報導。

51 2014 年 6月 5日大紀元時報第 A7版徐翠玲報導、人間福報第 6版林汝娟
報導。

52 2014 年 6月 4日聯合晚報第 A10版游婉琪報導、2014 年 6月 5日人間福報
第 6版林汝娟報導、中國時報第 A5版湯雅雯、胡清暉報導、大紀元時報第
A7版徐翠玲報導。

53 2014 年 6月 5日大紀元時報第 A7版徐翠玲報導。
54 2014 年 5月 1日中國時報第 A6版洪榮志、林志成報導。
55 2014 年 6月 5日人間福報第 6版羅智華報導。
56 2014 年 5月 1日中國時報第 A6版洪榮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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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信賢表示 57，適性學習是十二年基本國民教育的理念，調降必

修學分旨在讓高中學生增加更多學習空間；臺灣大學應用力學研究所

教授王立昇指出 58，臺灣高中職學生約七成以上升大學，高中分組教

學很重要，設計彈性選修才讓學生適性選擇；全國家長團體聯盟副理

事長謝國清認為 59，多數學生因內容困難或沒熱情而放棄數學，院士

應先思考讓學生喜歡數學；全國教師工會總聯合會副理事長吳忠泰亦

表示 60，高中不是菁英教育，至少半數學生無法負擔現行課程，再不

改變將抹煞學習興趣。

教育部前部長蔣偉寧在立法院答詢時指出 61，課綱設計係採「減

法思考」，降低必修學分以增加課程彈性，教育部未來仍將召開座談

會與學者討論、持續溝通，最後，總綱草案須經教育部課程審議委員

會審議通過才會定案。

 

57 2014 年 6月 4日聯合晚報第 A10版游婉琪報導、2014 年 6月 5日人間福報
第 6版羅智華報導。

58 2014 年 6月 5日聯合報第 A2版林秀姿報導。
59 2014 年 6月 5日聯合報第 A2版林秀姿報導。
60 2014 年 6月 5日臺灣時報第 5版綜合報導。
61 2014 年 6月 5日自由時報第 A11版林曉雲報導、民眾日報第 A1版任青莉
報導、眾聲日報第 9 版臺北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