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總務處訊息: 

1.電力改善暨冷氣安裝工程：①冷氣：32 台已驗收。②EMS 能源管理：未完成。③電力改善：已驗收。 

2.活化空間整修工程 111年 3 月 17日完工，4/07 辦理驗收。 

3.校園設備檢修：①飲水機更換濾心及例行性巡檢。②消防安全設備檢修。③低壓用電設備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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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分享～ 

◎四月重要行事 

日期 重要行事 日期 重要行事 日期 重要行事 

4/01 

親職日補假 

111學年度幼兒園 

招生簡章公布 

4/02-4/05 清明連假 
4/06、4/13、 

4/27 

4-5年級 

游泳課 

4/06 校園冷氣運作測試 4/07 3年級潤餅製作 4/18-4/24 新生線上報到 

4/19-4/20 期中評量 4/21 1-5年級戶外教育 4/21-4/22 6年級畢業旅行 

4/23 親職教育講座 4/24 
8:00-12:00 

新生實體報到 
4/27-4/29 

第一階段幼稚園新生- 

線上報名 

4/28 狂美樂團演出 4/29-4/30 
第一階段幼稚園

新生-實體報名 
4/30 

新設幼兒園動工 

(預定) 
 

◎ 三月活動剪影 

    
八德區躲避球賽奪冠 家長委員暨志工期初會議 參加三元宮桃喜龜彩繪 市模範生頒獎 

 

有 您 真 好 
 
 
 

   

 

110學年度 2月品格之星-負責 

班級 學生 班級 學生 班級 學生 班級 學生 班級 學生 班級 學生 

六甲 羅芷芸 五甲 郭建均 四甲 鄧昕峰 三甲 郭冠頡 二甲 徐淳翊 一甲 陳苡蕎 

六乙 李鴻琪 五乙 鄭存耘 四乙 鄭楷元 三乙 周柏辰 二乙 蘇文芯 一乙 陳妍蓁 

2022 八德元宵暨祈龜文化薪傳推廣活動  桃喜龜得獎名單 

第一名 吳文顥、張憶家 第二名 劉秉叡、陳梓柃、許昱婕、黃歆甯 

第三名 呂旻蓁、游靜晞、呂筱涵、吳欣穎、趙御秀 

～廣興通訊回條～ 

 1.親愛的家長，您閱讀完本月份廣興通訊後，如有相關意見，請告知我們。 

                                                                               

 2.小朋友，在 3C產品尚未普及前，家人小時候也有許多有趣的童玩，請小朋友訪問家人 

   小時候的童玩有哪些?(請寫出三個)可以找出來跟家人一起玩喔! 

                                                                                                                  

  學生姓名：               班級：          家長簽名：               

110學年度桃園市八德區廣興國小模範生名單 

市模範生 

六甲-陳芷筑 六乙-邱心曖 

區模範生 

六甲-劉秉叡 六乙-羅唯綾 五甲-蘇莞之 五乙-查仁皓 四甲-鄭宇涵 四乙-謝予瑄 

三甲-陳畇禎 三乙-黃采翎 二甲-洪歆亞 二乙-劉羽恩 一甲-吳羽芯 一乙-沈姵辰 

校模範生 

六甲-游  琴 六乙-吳志焱 五甲-蔡承翰 五乙-邱湘妘 四甲-温丞堯 四乙-黃語廷 

三甲-游傑旭 三乙-陳妍晴 二甲-高翊紋 二乙-魏裴芸 一甲-李侑芹 一乙-林珈筠 

110學年度寒假作業優秀名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六甲 劉秉叡 吳文顥 吳沛璇 四甲 許悅恩 鄭宇涵 劉雨彤 二甲 洪歆亞 邱姵綺 高翊紋 

六乙 邱心曖 陳梓柃 吳志焱 四乙 吳欣穎 呂旻蓁 呂暄翊 二乙 呂政洧 陳政霆 李佳平 

五甲 蔡承翰 郭建均 許昱婕 三甲 查采潔 蕭羽晴 陳畇禎 一甲 陳苡蕎 吳羽芯 林苡蕎 

五乙 盧星佑 邱湘妘 黃歆甯 三乙 曾祤颺 邱詠淇 黃采翎 一乙 陳妍蓁 楊博崴 蘇家陞 

      
三樓圖書館完成 三樓閱讀廊道整修完成 二樓才藝教室完成 

      
廣興達人秀 親職教育日-語文才藝表演 親職教育日-跳蚤市場 

第 101期 

★感謝國際同濟會桃園市八德區分會致贈學子獎助學金新台幣 6萬元。 

★感謝如意獅子會捐贈愛心雨傘 100把。 



          

 

各位家長好：                                                         111.03.31 

12年國教以「素養」為核心，教育將不只是知識的學習，將更為重視學生能力與態度

的轉化與實踐，並在日常生活中展現，培養與世界接軌需要的能力，這樣的孩子才能擁有

競爭力，也是標題所指的「幸福」。知識必須與生活結合，因此，有一些生活態度，希望

家長能夠重視，從生活中培養孩子良好的習慣： 

一、讓孩子承擔勞動的義務：許多家長小時候都曾被家長安排承擔一定的家務，但輪到自

己做父母時卻少有人指望孩子能幫家裡做事。家庭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幫助孩子脫離父

母走向獨立，成功地構築自己的生活，而家務勞動正是增強他們能力與自信的途徑。

比如 4～5歲可以摺衣服，6歲可以收拾桌子、整理房間，10歲的孩子就該固定地承擔

家裡的某項勞動了，如收飯桌、倒垃圾。總之，孩子是家庭成員，就應該讓他對家庭

盡義務。 

二、讓孩子學會生活自理：父母的包辦剝奪的是孩子生活自理的實踐機會。像穿脫衣服、

洗臉、學具整理這些簡單的自我服務勞動完全可以讓孩子自己去做，初期父母要容忍

他的不完美，父母從示範教到只動嘴不動手，逐步放開，只要你堅持，一個月兩個月，

沒有培養不出的生活能力。大人要有意識的「懶」些，小孩才可能「能」些，小時候

肯放手，長大了才放心。 

三、讓孩子學會克制需求：許多父母善於克制自己的物慾，卻無節制地滿足孩子的要求，

可是，太容易獲得的東西往往不會珍惜，而且從中獲得的樂趣也不多。更糟糕的是，

孩子從中學會的是不勞而獲，高消費不是靠努力與犧牲得來，而是靠抱怨、要挾、強

求得來。所以，父母應善於對孩子說不，要他學會克制與承受。但是生活中常看到的

情形是：上街前說好今天不買東西，但到了街上，面對誘惑，孩子先逗留再明示後哭

鬧，大人覺得很丟面子就屈服了，當然嘴上還是要惡狠狠地說，下不為例否則就收拾

你之類，但這種空洞的用語永遠都不會兌現。有一對夫妻是這樣處理的：孩子耍賴，

夫妻倆一商量，決定由媽媽出面說，你願意賴在這兒就待這兒，我們先回去了，說完

掉頭就走，孩子見勢不對，拔腿就追。回去後吃完晚飯，父母鄭重地和孩子交談，讓

他自己反省今天的行為，並主動做出行為承諾。家長們，您覺得呢？ 

 

                        廣興國小校長 黃晃盟  

                                 手機號碼: 0953848129         

                                  e-mail:hwang25875@yahoo.com.tw 

 

～作品賞析～ 

我看外送食物盛行現象      六年甲班鄭愛纁 

    在這資訊發達的時代，人們已經開始用手機料理三餐，手機只要下載「外送平台」軟
體，再用手指頭點一點，令人垂涎三尺的美食就會送到你家，這就是「外送」。它能在你懶
得出門或為了工作而忙碌時，幫你解決三餐，是非常方便又簡單的方法。 
    雖然外送很方便，但也陸續出現了很多問題。外送員為了準時送餐而超速、闖紅燈，
這可能會讓外送員自己受傷，也可能造成交通事故而傷害他人；另外，客人在中途棄單，
增加了外送員在外奔波的危險，還有和客人之間因訴求不清而造成彼此的誤會，甚至是演
變成肢體衝突。此外，外送餐點使用一次性的塑膠餐具盛裝食物，也讓垃圾量暴增，造成
環境及海洋的汙染。 
    有一次，全家人因為下雨都不想出門，爸媽也不想親自下廚，於是決定叫外送，當下
我十分開心，在手機上點開「外送平台」就看到五花八門的美食，真是讓人目不暇給，這
就是我初體驗，可是隨著時間一分一秒的流逝，餐點卻遲遲未送到，那時我忍不住想：「外
送員會不會在路上出車禍？」還好最後餐點送來了，外送員也平安無事，真是虛驚一場。 
    從沒想過我的一個動作，會對外送員的安全造成影響，下次肚子餓時，我應該好好思
考我是否真的需要使用外送服務，如果人人都能這麼想，減少外送外食的頻率，多多在家
下廚料理三餐，這樣不僅能吃得更健康，也能減少一次性塑膠性的餐具使用率，這不是一
舉兩得嗎? 
我對｢剩食｣的省思          六年乙班鄭惟翔 
     有許多農民會把賣相不好的農產品丟掉，像:過熟、裂開或長相特殊的蔬果。台灣家家
戶戶產出來的廚餘量更是驚人，高達三千一百公噸，全球約有七十億人口，當六十多億人
吃飽喝足的同時，卻有十幾億人餓肚子，明顯形成對比，凸顯富裕國家的人民浪費行為，
落後地區的人民卻三餐不繼。 
    走進市場，發現一般民眾買菜都會看外觀挑選食物，所以農民之間流傳這麼一句話:｢
噴農藥好看的蔬果全都賣掉，難看沒噴農藥的留下自己吃。｣這樣的現象讓農民很辛酸卻無
可奈何。 
    果農種植水果，幾場雨下來，水果有些爛開、有些裂掉，果農任其腐爛卻不願採收，
因為採收所需的成本比賺來的還要多。將較高級的農作物運送到市場賣給大眾，如果吃不
完呢?這些食物將送至養豬戶，成為豬的食物，我們發現豬真的越吃越好了。 
    台灣產出來的廚餘雖然經過回收、堆肥、給豬吃後還有剩，這樣的情形顯示食物過量，
人們浪費的行為，於是一位高中生發現午餐剩餘量十分巨大，他決定把未用的食材蒐集起
來，分送給社區老人及遊民，讓他們得以享用，校方覺得他的觀念很好，於是一起協助他，
同學們也紛紛幫忙，讓食物得以妥善利用。 
    我個人認為食物得來不易，不該這麼浪費，雖然我是小學生，但我能做的就是不浪費
食物，珍惜食物。 
桃喜龜第一名作品 六年甲班 吳文顥  桃喜龜第一名作品 六年乙班 張憶家 
 

給家長的一封信--教育「幸福」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