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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校創校於民國57年8月1

日，校址設於南投縣仁

愛鄉大同村信義巷28號，為

本鄉境內唯一之國民中學。

學區廣占全鄉總面積五分之

四，為全縣學區最廣之學

校。學區內以布農、泰雅、

賽德克族學童為主，另有部

分滇緬移來之民族（苗族、

擺夷等）及Holo學童，可謂

多元人文交融匯集之學習重

鎮。

創校之始，招生及教師聘

用工作皆已就緒；校務運作迫

在眉睫，校舍工程卻仍未完

成。為順利推動教學及行政，

只得商借鄰近的仁愛國小及仁

愛高農空餘教室。遠道之師生

4南投縣 仁愛國中

老中青三代建築 
共組多元文化校園
老・中・若の三代建築　多様文化の学校を組み立てる
소년, 중년, 노년3대건축이 함께하는 다문화학교
Three-Generation Buildings Make Up a Multicultural 
Campus

文．圖︱Duya Nawi 劉真白（南投縣仁愛鄉仁愛國中校長）

校門一隅。

仁愛國中重建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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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寄人籬下借住親人或同學家

裡，困頓之情況難以言喻，然

而並未減低師生高昂的教學與

學習鬥志。歷時半載後，校舍

粗具，師生歡欣入住，行政與

教學工作進入穩定發展階段。

惟是時政府財政困難，校舍整

體規劃及籌建無法依次完成。

於是，逐年充實與改善相關硬

體設施，有其時代背景與時代

需要。

綜觀本校建校40餘年，校

園之發展與改進，約可分為草

創、整建、重建3個時期。

僅能滿足基本需求的草創期

民國57至78年為校園建設

草創期，本期建設缺乏整體及

長遠之規劃，只有滿足及因應

當時教學與學生住宿之基本需

求而已。因此，校舍之配置常

因校長之更替而各持己見，校

園顯得非常紊亂、毫無章法可

言。本期完成以下建築：

◎行政及教學大樓：為鋼

筋水泥2樓建築。1樓為普通教

室，共有6間；2樓有2間普通教

室、4間行政辦公室。

◎廚房：約20坪，為供應

本校師生三餐之場所。

◎男生宿舍：約20坪之平

房共2間，採上下通鋪設計，各

可容納40人。

◎女生宿舍及單身教師宿

舍：為2層鋼筋水泥建築，每層

約30坪。1樓為女生宿舍，採上

下通鋪設計，可容納學生80

人。2樓為6間單身教師宿舍。

◎校長宿舍：約20坪的平

房瓦頂建築，內有2房2廳1衛。

◎教師眷屬宿舍：共3間，

各約15坪，內含1房1廳1衛。

◎廁所：共2間，為舊式糞

坑沖水廁所，提供男女師生分

別使用。

◎2百公尺跑道操場：本工

程不在教育部規劃之中，但學

校委請建造合歡山野戰營地工

兵單位用重機械推平，後由師

生整平完成。

以上為本校創校之校舍設

備，後因應增班需求，又陸續

增建教室4間、專科教室3間及

學生餐廳1間。

仁愛國中是全縣學區最廣之學校，學區內有布農、泰雅、賽德

克族學童為主，另有部分滇緬移來之民族（苗族、擺夷等）及

Holo學童，可謂多元人文交融之學習重鎮。

空中走廊連接至導師辦公室。 重建後的教學大樓，融合了原住民圖騰元素。



54 原教界2010年08月號34期

Campus Report校園報導

キ ﾔ ン パ ス レ ポ ー ト

校園改頭換面的整建期

民國79至88年為本校校園

的整建期，也是校園改頭換面

的蛻變期、黃金期。有計畫性

的規劃是本期校園整建的特

色，配合教育部國民教育發展

與改進計畫，發展改進原住民

教育計畫及教育優先區等計畫

的推展，整個校園的整建藍本

均完整地陳列本校整建近、

中、長程計畫中，計完成以下

工程：

◎學生宿舍：民國81年

新建學生宿舍，為占地2百餘

坪的3層樓建築。1樓為文康

室、廚房及餐廳，2樓為男生

寢室18間，3樓為女生寢室18

間，共可容納3百人住宿。本

建築為當時教育廳學產基金

所建，外觀牆柱鑲嵌原住民

布農、泰雅族人像各1柱，為

凸顯本地多元民族特色，各

取泰雅及布農第二字，命名

為「雅農學苑」。

◎專科及普通教室：民國

82年間，為因應課程教學及資

訊教學而增建，專科教室、普

通教室各8間。

◎學生活動中心：為占地

1百餘坪的2層樓建築，1樓為

音樂、韻律教室，2樓為室內

活動中心。學生活動中心為本

校及本鄉大型靜態、動態活動

場地，可容納3百餘人。於民

國84年間完工。

◎單身教師宿舍：為占地

60坪的3層樓建築，1樓為男教

師宿舍，2樓為女教師宿舍，3

樓為洗衣間及文康室。宿舍均

為套房，提供教師舒適之住宿

環境。於民國87年初完工。

◎室內風雨球場：民國

87年間所建。內有綜合球場1

座，提供本校師生體育活動

空間。

經歷兩階段歷時30年的耕

詩意盎然的柳樹道。

供學生住宿的雅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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耘，本校校舍及硬體設備已臻

完善。尤其是經過第二階段的

充實與改善，已完全看不出城

鄉之差距，甚至比起都會學校

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斷垣殘壁中開啟的重建期

民國89年迄今，為本校校

園的重建期。民國88年9月21

日，凌晨1時45分，世紀浩劫

921大地震肆虐中台灣。本校

行政大樓及教學大樓不敵天災

而倒塌；校園重建於斷垣殘壁

中展開，再度為校園帶來了新

的契機。經歷2年的籌劃與興

建，民國90年11月24日重建工

程告一段落，巍峨嶄新的大樓

重新啟用。

本次重建工程，採地上3

層R.C構造及斜屋頂。前棟為

教師行政辦公室及普通教室

群。後棟1樓為電腦室，2樓為

圖書室及閱覽室，3樓為星象

展示區，頂層為觀景平台。總

樓地板面積為4,300平方公尺，

總工程費為新台幣51,952,580

元，由聯合報、中國電視公司

各捐款2,000萬及中國廣播公司

500萬元認養，不足之額度由

教育部補足，由內政部營造署

監造。

優質新校園 孕育優秀下一代

重建期的新建築加入校園

後，形成校園建築老、中、青

三代同堂的組合，各期建築錯

列於層次分明的山坡平台上。

重建後的校園巧妙地重整了校

區零碎的空間與不良的動線，

並兼顧環境與生態，以木橋及

廊道連結新舊空間。

新校園建築融入了原住民

民族特色，建築主體以紅色馬

賽克磚充分表達原住民色彩及

圖飾，屋頂設計原木地板的景

觀平台，底部以石板疊砌，呼

應傳統布農、泰雅及賽德克家

屋的材質。位於校門口的柱子

繪有泰雅族眼睛紋織圖騰，圍

牆上則有布農族八部合音的內

涵圖示，在在蘊含原住民民族

文化的精髓。

今年更爭取教育部「藝術

與人文教學深耕計畫」，發展

校園牆壁彩繪，聘請賽德克族

畫家美卡瓦歷斯先生入駐校

園。在美卡瓦歷斯老師的指導

下，全校師生齊力重新整理校

園斑駁牆面，並繪上新色彩，

讓校園建築在原味中增添新風

貌，在老舊中展現青春學子的

熱情與活力。

各族群學生均寄宿學校，

雅農學苑座落在學校的一隅，

區隔了白天的學習環境，使學

生有回家的感覺。校園環境的

境教功能有其相當的效能，展

望如此優越的校園，能繼續孕

育優秀的下一代。

劉真白

南投縣仁愛鄉南豐村賽德克族，族名為Duya Nawi，

1954年生。屏東師專、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畢業，後

陸續於台師大教研所四十學分班結業，暨大教政所課程

肄業。曾任南投縣及台中縣中小學、高中教師及主任。

於苗栗、南投等縣擔任四任校長後，自2005年任南投

縣仁愛國中校長至今。喜愛各項運動，青少年時期曾代

表南投縣參加全省中等學校運動會，擔任教職後致力於

青少年運動人才的發掘及訓練，具角力國家級教練三段

資格。1990年獲選為北京亞運訓練考察團人員。

師生共同創作的階梯牆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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