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年 9月出刊   發行人：新城國小 

新學期新希望！歡迎寶貝來上學！

※教育部因應 COVID-19 疫情規定： 

◎家長及訪客原則不入校，有入校必要之家長及訪客，請電話聯絡辦公室

049-2895724#17。  

◎學校上(放)學採單一入(出)口 (停車場  -  圖書室     教室) 

※110 學年度新城國小團隊 

  校長 蔡鳳琴、教導主任 魏慶忠、總務主任 桂文林、訓導組長 曾世宏 

  導師：六甲兼教學組長 劉如純、五甲 林卓穎、四甲 劉恒欣、三甲 吳培洋 

        三乙 王振彬、二甲 陳廷宇、一甲 邱慧娟 

  科任教師：鄭秀蘭、董健玲、張永昌、詹巧伃、劉馨平、林旻儀、蔡惠美 

  幼兒園教師：陳怡璇、洪詩涵、鍾淑玲  

  護理師 巫婉瑩、工友阿姨 李杏娥、廚工阿姨 周素容、周素麗 

※110 學年度 9月重要行事 

◎本學期共兩次評量：第一次 11/11(四)～11/12(五) 

第二次 1/17(一)～1/18(二)                                                 

       ◎9/11(六) 補 9/20(一)課程，9/18~21(六~二)中秋節連假。 

       ◎9/14(二) 國語文競賽-初賽(六年級)  

       ◎9/23(四) 六年級學力檢測 (國、數、英三科)。 

       ◎9/23(四) 晚上 7點班親會、家長委員會及運動會籌備會。 



新城國民小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防疫措施 

～請大家一起共同防疫～ 

◎充足睡眠、六大類均衡飲食及多運動、注意保暖、保持好心情，以增加

孩子的免疫力。 

◎勤用肥皂洗淨雙手（洗手五步驟: 內、外、夾、弓、大、立、腕，需搓

洗 20 秒）。 

◎學生進入學校，配合落實「量體溫」、「戴口罩」、「勤洗手」、「保

持社交距離」等，統一於圖書室前測量體溫，並完成手部消毒。 

◎請家長協助在孩子的書包裡準備數個備用口罩(2～3個）。 

◎學生在校全程配戴口罩(除用餐及飲水外) 

◎養成良好個人衛生習慣：戴口罩保護自己、打噴嚏用紙巾摀住口鼻、勤

洗手、勿用手接觸眼口鼻、避免出入人多公共場所。 

◎遵守生病不上課原則：若出現呼吸道症狀，例如咳嗽、非過敏性鼻塞流

鼻水、喉嚨痛及發燒等，請務必請假在家休息，盡速就醫，並主動盡速

通知導師相關情形。 

◎若曾到過確診個案的足跡場所，請務必遵循規定做好自主健康管理，並

立即與導師聯繫。 

  



110 年 10 月出刊 發行人：新城國小 
 

※110 學年度 10月重要行事 

◎分區語文競賽：國語朗讀優勝袁博賢、閩南語朗讀優勝蔣家彬。 

◎10/4(一) 課後班開課，低年級每週(一、四)12:40~16:00 

                        中高年級每週(一、二、四)16:00~16:40 

◎10/9-11(六、日、一) 國慶日連假 

◎10/15(五) 兒童美語班開課 

◎教師節表揚資深優良教師:桂文林主任 30年，劉如純、陳怡璇、邱慧娟、鄭秀蘭

老師 20年，曾世宏老師獲 110年優良教師。 

※校園活動 

◎本校於 9月 27日~29日於中廊舉辦「奇思異想新書展」，內容包括中西神話、偵

探小說、蛇與青蛙、甲蟲圖鑑與飼養、繪本、各類摺紙……，合計約 200本左

右，深受小朋友歡迎。展出結束後，一開放借閱，孩子們就歡天喜地的從校園各

角落趕來，借閱自己喜歡的新書。 

非常感謝黃明水賢伉儷愛護新城國小的孩子，每年挹注專款兩萬元以上，讓圖

書室能不斷補充吸引孩子的新書，讓新城學子越讀越好。 



2021 年公費流感疫苗 

10 月 1 日全民正式開打 

依據衛生福利部傳染病防治諮詢會預防接種組專家建議，COVID-19 及流感 2 種疫苗接

種間隔應至少 7 天，避免發生疫苗接種不良事件無法釐清。 

 

第一階段(110/10/1 起) 

1、 醫事及衛生防疫相關人員 

2、 65 歲以上長者 

3、 安養、養護、長期照顧(服務)等機構之受照顧者及其所屬工作人員 

4、 滿 6 個月以上至國小入學前幼兒 

5、 孕婦 

6、具有潛在疾病者，包括(19-64 歲)高風險慢性病人、BMI≧30 者、罕見疾病患者及重大傷病患者 

7、 國小、國中、高中、高職、五專一至三年級學生等 

8、 6 個月內嬰兒之父母 

9、幼兒園托育人員及托育機構專業人員（含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10 、 禽畜業及動物防疫相關人員 

  

第二階段(110/11/15 起) 

50 至 64 歲無高風險慢性病成人 

  

本校排定 10/19(二)上午由台中醫院埔里分院進駐，經醫師評估後接

種流感疫苗，當日有身體不適者或有疑問者請告知導師協助轉達醫

師評估。 

 
  



110 年 11 月出刊 發行人：新城國小 

                ※ 恭賀本校董健玲教師榮獲南投縣 super教師！(精彩報導請見背面) 
 

110學年度家長委員會 

榮譽會長：哖順發 

會    長：劉啟帆 

副 會 長：杜芳政、李易洲 

常務委員：吳建均、莊勝智 

沈勝賢、范文凱 

委    員：吳世傑、王龍生 

王翊年、李思蓉 

許聖群、楊東原 

黃建男、陳泰儒 

黃囿維  

※110學年度 11月重要行事 

◎11/05(五) 全校運動會 

◎11/05(五) 田間小路麵包研究所贈送全校麵包         

◎11/06～09(六～二）三藏杯軟式網球錦標賽                  

◎11/09(二) 四年級身體健康檢查 

◎11/10(三)台灣銀行籃球隊蒞臨 

◎11/11-12(四、五) 第一次定期評量 

◎11/13(六)2021大甲國聖獅子盃全國匹克球團體賽 

◎11/24(三)朝陽科技大學 孫扶志教授帶領研

究生至本校幼兒園參訪觀摩 

 ※110年度新城運動紀念衫祝福願景～ 

閱讀樂美力 
閱讀：110 年閱讀磐石學校 

身教式寧靜閱讀教室   

 樂：音樂、藝文深耕學校 

 美：美感校園、藝文深耕學校 

 力：體育、軟式網球傳統學校 

※祝福新城孩子集智慧閱讀、藝文陶冶、 
心靈美感與超強動力於一身， 

創造未來〝心〞生活！ 

榮譽榜 



【親職教育專欄】 

放下手機， 

當個「人在心也在」 

的父母 

    想規範孩子使用手機 的

時間？爸媽也得先放下手 機

才行，最新研究指出，家 長

如果死盯著手機不放，就 會

讓共處一室的孩子覺得父 母

對自己毫不在意，到底家 長

該如何找回教養上的說服

力？ 

    儘管手機已成為我們 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家

長們仍然可以透過控制使 用

手機的時間，來降低對孩 子

造成的負面影響，以下是 阿

杜拉教授建議三大方法， 讓

父母們先學會好好放下手

機： 

    

1.陪孩子學習新事物時，把手機放在隔壁房間 

2.陪孩子參與活動，拍完照別立刻上傳 

3.你的手機使用習慣，可能是孩子不當行為主因 

摘自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75616 親子天下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75616


110 年 12 月出刊 發行人：新城國小 

※110 學年度 12月重要行事 

◎12/3(五)下午五、六年級魚池踩街活動      

◎12/3(五)~12/5(日)小鎮 2021藝術節 

◎12/4(六)親職活動  

◎12/4(六)～12/7 (二)縣運  

◎12/9(四)五、六年級女童軍活動 

◎12/14(二)四年級封茶活動 

◎12/15(三)～12/17 (五)六年級戶外教育 

    

                     

                            

12/31(五)～1/2 (日)元旦連假 

資訊安全 

五種網路使用的好習慣： 

１、人：和父母討論網路交友情形。 

２、事：保護自己與他人隱私。 

３、時：規定每天網路使用時間上限；每天先做完功課再上網。 

４、地：睡覺時手機不放床邊，電腦放在公共區域。 

５、物：使用適合年齡遊戲。 

為使學生在家亦能安全上網，避免瀏覽不適宜資訊，教育部開發「網路守護天使

(NGA)」軟體，民眾可在網路守護天使推廣網站（nga.moe.edu.tw/2016/index.html）

免費下載使用。 

◎12/17(五)～ 戶外教育： 幼稚園 (上福裕紅茶廠） 

  一～四年級 (金龍山） 

  五年級 (國美館） 



 

 

預防近視與視力保健 

    對孩子的視力保健就像治水一樣，疏導甚於防堵。也許我們能從了解近視的

成因、及現代的生活環境與生活型態之中，找出孩子用眼習慣的最佳平衡點，才

能免於近視的擔憂。 

平日視力保健之道 

1、每日戶外活動 2-3 小時以上。 

2、未滿 2 歲兒童避免看螢幕，2 歲以上每日不要超過 1 小時。 

3、用眼 30 分鐘，休息 10 分鐘，看書保持 35-45 公分距離。 

4、讀書光線要充足，坐姿要正確。 

5、均衡飲食，天天五蔬果。 

6、每年定期 1-2 次檢查視力。 

7、照明勿昏暗（日光燈至少 40 燭光）或太明亮刺眼。 

8、三歲以上的幼兒，應每半年找眼科醫師，接受一次視力檢查和電腦驗光。 

9、日常生活要有規律、睡眠充足、不熬夜，避免生氣、壞情緒，以免讓眼壓升高。 

10. 如應配鏡更應找合格的眼科醫師驗光開配鏡處方，而不是隨便找眼鏡行。有

視力障礙之問題（無論近視、遠視或亂視）要找專門眼科醫師治療或指導，立即

找醫師診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