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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鎮於前清末期，雖地處偏僻，幸有淡水河船運交流，發達較早，人才輩出，

文風鼎盛。為前清地方教育囿於科舉制度，貧者求學無門，教育無法普及。日人

據台後，積極對台人實施日語訓練，自此台灣各級學校教育便逐步開展。 

一、 本校校名之沿革 

   民國前十五年（西元 1897 年，明治 30 年），由邑紳呂鷹揚、呂建邦等人，向

日督商請設校，同年 11 月即准設「台北國語傳習所大嵙崁分教場」於舊新南街，

正式授課，此乃本校設立之濫觴。 

    民國前 14 年（西元 1898 年，明治 31 年），日本總督府公佈「台灣總督府小

學校官誌」及「台灣公學校令」，改革官制，廢除國語傳習所分教場，而積極推

行學校教育。呂鷹揚、呂建邦等人以此機會，組織建校委員會申請設校，並於該

年 10 月 1 日由原國語傳習所正式改制成立「大嵙崁公學校」，是為台灣人的初等

教育機關，本校至此正式設立。 

    民國前十一年（西元 1901 年，明治 34 年），設立「內柵分校」，乃現今內柵

國小之前身。 

    民國十年（西元 1921 年，大正 10 年），大嵙崁公學校改名為「大溪公學校」；

內柵分校則獨立改名為「內柵公學校」。 

    民國三十年（西元 1941 年，昭和 16 年），大溪公學校更名為「大溪宮前國

民學校」。 

    民國三十四年 8 月 15 日（西元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無條

件投降。是年 11 月，校名改為「大溪鎮大溪國民學校」。 

    民國三十五年 4 月 16 日（西元 1946 年），本校改稱校名為「新竹縣立大溪

鎮中心國民學校」。該年 10 月 16 日，本校分校「大東分教場」獨立，定名為「永

福國民學校」。 

    民國五十七年（西元 1968 年），延長國民教育九年，校名正式定名為「桃園

縣大溪鎮大溪國民小學」。 

 民國一百零三年年（西元 2014 年）桃園縣改制直轄市，校名更名為「桃園

市大溪區大溪國民小學」 

二、 本校學務之拓展 

（一）建築、硬體設備 

    本校設立之初，一切因陋就簡，原本借用的民房，隨住民日漸增加而不敷使



用。有鑒於此，於民國前十三年（西元 1899 年，明治 32 年），召開學務委員會

議，商議籌建新校舍之事宜。 

    民國前十一年（西元 1901 年，明治 34 年），新校舍選定上街基地，糾資興

建正式校式，自始成為最早建設之標準校舍。 

    民國六年（西元 1917 年，大正 6 年），為籌募新建校舍費用，召開學務委員

會，捐獻學田予本校。除將每年收益充當學校部分經費外，並救濟貧寒學生，培

育人才。迨民國九年（西元 1920 年，大正 9 年），該學田被編列為街庄之基本財

產，直至今日，本項財產實具有特殊性質，其為教育犧牲之精神。 

    民國八年（西元 1919 年，大正 8 年），由林本源家正式捐贈現今校舍所在地

予本校。 

    民國四十六年（西元 1957 年），本校六十週年校慶暨辦公室二樓修建落成典

禮。 

    民國五十六年（西元 1967 年），舉行七十週年校慶，興辦紀念之事業：興建

二樓教室八間、改建校門、購置鋼琴一架、創製校旗與校歌、修飾禮堂牆壁、添

置舞台布幕、編輯校誌。 

    民國六十四年（西元 1975 年），新建中正體育館。 

    民國六十六年（西元 1977 年），舉辦八十週年校慶，興辦紀念事業：綜合大

樓及添購設備、美化環境等。 

  民國七十六年（西元 1987 年），舉辦九十週年校慶，興辦紀念事業：辦公室

大樓、校門、警衛室、新造水池、造景。 

    民國七十八年（西元 1989 年），黃振榮博士生前苦學精神及畢生獻身科技學

術之成就，並冀望對母校後學者有所鼓舞，特斥資捐贈「黃振榮紀念圖書館」。

另外，私立溪光幼稚園改制成為大溪國民小學附設幼稚園。 

    民國八十六年（西元 1997 年），舉辦創校一○○週年校慶。 

    民國九十五年（西元 2006 年），由縣政府編列老舊校舍更新工程壹億貳仟肆

佰柒拾陸萬元整，由張思源建築師事務所規劃設計監造，政信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程覽施作，民國九十四年七月二日動工，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八日竣工。 

（二）設立獎（助）學金 

    民國四十五年（西元 1956 年），本校四十五屆畢業生黃振榮博士設置「傳房

獎」，獎賞每年畢業班每班最優秀的畢業生。 

    民國五十四年（西元 1956 年），本校第二十三屆畢業生李獻璋設置「成績優



良清寒兒童獎助金」，以助貧童之上進。 

力國集團學生助學金及急難救助金：力國集團創辦人為本校校友經營事業有

成，為感念學校、社會養育哉培之恩，致力回饋學校社會，每學期捐贈助學金設

置之。 

李羅春獎勵金：李羅春老師在本校服務數十載，教學認真深受學校及學生喜

愛，對學校也擁有一份深厚的情感。在愉快的退休生活裡，仍時時掛念學校的種

種變化和學子們的求學狀況。大溪國小永遠是她生命中最深深繫念的美麗回憶。

家人為感念高堂恩輝，發揚李羅春老師慈愛的教育情懷，節省喪葬費，捐贈學校

新台幣三十萬元整。以鼓勵大溪學子在求學過程中，爭取參加縣級以上各項比

賽，為自己爭榮譽為學校校爭光采。特成立本獎勵金。 

   沈周阿蘭清寒優良學生獎學金：93-94 學年度會長沈高輝先生事業有成，為感

念母親沈周阿蘭女士養育哉培之恩，每學期捐贈新台幣參萬元設置本獎學金。 

   「黃日香」黃伯鴻暨黃吳錦紀念獎學金：黃日香老店與大溪國小毗鄰而居，

地緣關係自是深厚。自黃伯鴻老先生開始，家族四代成員大都在大溪國小完成啟

蒙教育，成員中數十人亦是大溪國小校友。為培育大溪子弟教育之大愛慨捐新台

幣一百二十萬元，在母校成立本獎學金。 

   大溪國小家長會獎學金：係畢業校友及社區熱心教育人士捐助，由江宗樹、

鄭貞助、邱家元、阿萬師、葉陳宜、葉雲遊、黃阿順等前輩先後捐資集成，基金

總額為新台幣八十二萬元整於家長會設立定存專戶，年度學期結束時，提撥每年

孳息做為獎學金，鼓勵學校優秀學子。

邱黃梅妹優良學生獎學金：為表揚就讀本校之優良學生，邱黃梅妹女士捐款

本校二十萬元，頒發獎學金，鼓勵用心向學同學。

三、本校歷任校長 

民國三十四年，台灣重回祖國的懷抱後，由吳得火接任第一屆校長。

民國三十五年，由劉石來接任第二任校長。

民國三十八年，由彭通霖接任第三任校長。

民國四十年，由倪再居接任第四任校長。

民國四十三年，由李謀海接任第五任校長。

民國五十九年，由呂芳春接任第六任校長。

民國六十四年，由李謀海接任第七任校長。

民國六十九年，由黃天賜接任第八任校長。

民國七十四年，由呂傳珍接任第九任校長。

民國八十一年，由鍾復安接任第十任校長。



民國八十五年，由黃國桂接任第十一任校長。

民國八十七年，由杜盛雄接任第十二任校長。

民國九十二年，由陳正賢接任第十三任校長。

民國九十九年，由張明德接任第十四任校長。

民國一百零三年，由蕭富陽接任第十五任校長。

民國一百一十年，由陶藝文接任第十六任校長。

一百年來，大溪國小對於人才的培育，知識的啟蒙傳遞，影響長久深遠，對

於台灣社會各方面的直接、間接的貢獻更是筆墨文字所難以形容的，回首來時

路，蓽路藍縷，卻收穫豐富；展望未來大溪國小仍將繼續春風化雨、百年樹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