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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起來，健康跟著來！ 

壹、 研究動機 

  國內外已有相當多研究証實透過運動，不但可保持身體健康、還能促進心理健康。因為在運

動的過程中，會增加血清素濃度，讓心情變好、改善睡眠週期。消耗掉身體內讓人感到壓力的物

質例如腎上腺素，幫助身體放鬆。同時轉移注意力，不再拘泥於原有挫折與壓力，並且建立自我

價值、增加自信心。(董氏基金會，2015)  

  影響健康的因素有很多，例如：遺傳、睡眠、營養、運動等等。這次我們將影響因素關注在

運動分面，而運動項目種類很多，各種研究顯示出，適當的運動對於身發育中的學生有正面的影

響。適當的運動對於我們身體健康也有正面的幫助，因此運動對於現代人要獲得健康來說，是一

個不可或缺的必要要素。對於國小學童來說，身高是大家關心的議題，學校選擇用跳繩此項運動，

幫助學生完成每周的運動量。 

  跳繩運動的歷史非常悠久，政府也非常積極的推廣，並在民國五十三年正式將其納入正式體

育課實施教材。跳繩運動在學校的推廣中，國中、小學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全國各個學校在校

園中，熱烈的推廣跳繩運動。很多研究顯示，跳繩運動對於人在生理、心理、社會這三大方面都

有很大的幫助，本校積極推廣跳繩運動，每天在校園中都會看到很多學生很認真、開心的跳繩，

是否如各項研究所呈現的結果，對於學童在各方面有幫助？在本校有同樣的呈現？基於這樣的想

法，我們小組決定深入校園，進行研究。 

   

貳、 研究問題 

一、跳繩是否有助於促進學生增加身高？ 

二、跳繩對於學生情緒是否有正面幫助？ 

三、學生了解跳繩意義後是否有助於引起運動興趣？ 

參、研究流程 

 

四、 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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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關於跳繩 

    跳繩是一種運動的方式，通常都是由兒童或青少年跳。在跳繩的遊戲中，參與者會一直跳下

去直到疲累或出錯為止。有人會獨自跳繩來做運動，也有人會一邊跳繩一邊做出不同的花式跳繩，

而已知的花式跳繩至少有 1000 種以上。跳繩具有任何人都能從事、任何時候都能從事、單獨團

體兩相宜、用具單純費用亦少、富於技術性、創造性、引人入勝、最適合作為培養其他運動的基

礎體力等特性，是一項機動性很高的運動。(維基百科，2016) 

跳繩最早可以追朔到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朝開始。過去的人稱「跳繩」為「跳索」，早期

是孩子們在春節時興的一種遊戲。最後由遠航的水手將跳繩動作帶往世界各地， 例如：瑞典

人用柳條製成的繩子；而西班牙人則使用皮革繩子。二十世紀前，跳繩運動清一色是男孩子

的玩意，直至二十世紀來臨，男孩子一窩蜂投向隊制運動的懷抱時，跳繩運動就由兩組人所

主導。 女孩子會跟隨音樂節拍邊唱邊跳，目的是得到歡樂；而運動員，例如，拳擊手則透過

跳繩達到增強體質及鍛鍊敏捷度的目的。於 1960年，兩位醫學權威 Paul Smith及 Frank Prentup

大力宣揚跳繩運動可以使人身體健康及得到快樂的訊息，隨著當時有氧運動的掘起，一時之

間，社會各界都注視著有氧運動對人體的好處。其後的多個研究顯示跳繩可大大減低心臟病

形成的機會，於是跳繩運動便跟隨著人們追求健康人生的步伐穩步發展。直至現在，世界各

地都有跳繩組織，每年各組織亦會舉辦世界性的賽事，可見跳繩運動已由一開始的小眾運動

發展成世界性的比賽項目。(西門國小跳繩隊) 

 

二、 跳繩運動進入校園 

  跳繩運動的推行，國民小學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舉凡跳繩運動之融入體育課程，或是

跳繩隊的培養，都是從國民小學階段開始。民國二十四年，中央依據舊時節序及各地一般國

俗習慣，訂定十二體育節，其中十一月的“室內運動節”即訂有跳繩比賽的項目。民國五十

三年九月十八日，教育部修訂「國民學校體育實施方案」，在第五項「施行細則」中，對於

三到六年級的體育遊戲課程中，加入「跳繩遊戲」，作為體育教材的實施。(陳志文，2003)。    

至民國八十二年，教育部又重新頒佈「小學課程標準」，在國民小學體育課程標教材綱要中

則將跳繩列入高年級民俗運動項目之一。(陳紫娟) 

     

三、 及人跳繩 

    由於跳繩運動相當有趣，很適合小朋友活因此除了優秀團隊的發展外，跳繩運動在國小

學生的普遍推行情況也值得注意。從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以來，各校即要根據學校的師資、設

備場地以及鄰近社區源等因素進行 SWOT 分析，再以的結果發展出學校自己特色。(陳紫娟)  

    本校因為場地有限，學生人數眾多，在上學、放學時間會有交通車進校園接送學生，要

一項不需很大空間，機動性較高、輕巧方便，有可以在有限的時間空間內，可以達到運動效

果的運動項目，經過老師、主任、校長多次的討論，符合這些條件的運動項目就是跳繩，於

是從民國九十八年開始在學校推廣跳繩運動。學校推廣方式： 

1. 課餘時間。各班老師會鼓勵學生在下課時間跳繩，學生會依照自己的身體狀況，有的會

以次數為單位，有的會依照下數為單位，有的會依照時間為單位，完成自己的跳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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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間操。每週一、四，一、三、五年級會在第二節下課時間，到操場跳國民體育日跳繩

操與健康操。每週二、五，則是二、四、六年級到操場，進行健康操、國民體育日跳繩

操。 

3. 體育課。每節體育課，在暖身操後，體育老師會先請學生練習跳繩５分鐘，由基本的跳

繩到花式跳繩，確保每位學生在學小的時間內都有參與到跳繩活動。 

4. 跳繩檢測。每學期會進行一次全校的跳繩檢測，在２分鐘內，學生最多可以連續跳出多

少下。會找出成績突出的學生，以及進步很多的學生，對於日常的練習加以鼓勵。 

 

四、跳繩的好處 

1. 情緒方面：人在運動時，腦中會分泌賀爾蒙（如腦內啡）進而產生愉悅感。而國內外也

有研究指出，運動的好處除了消耗熱量外，也能平衡腦內神經傳導物質分泌，幫助提昇

正面情緒與快樂指數(PChome 健康樂活，2016)；此外，董氏基金會的調查中也發現，運

動後有超過八成學生認為負面情緒較獲得控制。因此學童若能養成固定運動的好習慣，

便能夠長期維持正面情緒並快樂成長。(跑跳好心情，2015) 

2. 人際關係：合作學習教學法比傳統教學法在體育跳繩教學中,能增進人際關係中的同儕關

係與師生關係。(蔡博昆，2012) 

3. 預防骨質疏鬆：跳繩這項運動不僅可以當作娛樂消遣的方式，還有很多對人的身體方面的益

處。你可以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來加大運動強度，對於不同的人群來說，起到的作用也有所

不同。當然跳繩帶來的共同好處有增強身體免疫力和肺活量等。(每日頭條，2016) 

4. 減少心血管疾病發作：冠心病、心肌梗塞這些心腦血管疾病，也困擾著許多中老年人，有什

麼適合他們的運動健身方式呢?醫師指出，有德國專家做過統計，跳繩的確能夠有效減少心血

管疾病發作再次住院的次數，減少心臟支架的幾率，還能夠緩解冠心病的惡化。(每日頭條，

2016) 

            除了以上幾點之外，翻閱相關報章雜誌、論文研究，跳繩的好處還有很多，為常見的身 

   高、體重方面的影響。這次研究從幾個跟國小學生關聯性比較大的部分進行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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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問卷設計與調查 

一、 身高統計、分析 

1. 男生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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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歲 

 
 

十一歲 

 

 

 

 

從以上表格觀察發現： 

1. 及人小學七歲男生身高比全國標準值低，目前可以推測出，大部分的學生六～七歲歲剛入

學，在家中可能運動量不多，或是沒有固定的運動時間。入學後，才開始接觸運動，且是固定時

間的運動，如體育課、跳繩等。此時跳繩對於大部的一年級學生來說是陌生的，部分學生還不會

跳繩，也不常練習跳繩，這時跳繩對他們的影響無法表現出來，可以推論出來為什麼會比全國標

準值低。 

2. 及人小學男生八歲到十一歲身高比全國標準值高，此時的學生介於2~6年級，已經在學校參

加跳繩相關活動有一年的時間，因為知道如何跳繩，較常接觸跳繩，也頻繁練習跳繩，因此跳繩

運動在身高上的影響可以在這個時期很顯得呈現，相較之下數值比全國標準值高。 

3. 透過八到十一歲的整理表格得知另一個結論，跳繩對於增加身高有正面的幫助。 

4. 備註：本校六歲、十二歲學生因人數過少，在統計、分析中不加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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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女生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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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歲 

 

 

十一歲 

 

   從以上表格觀察發現： 

(1)及人小學七歲女生身高比全國標準值低，目前可以推測出，大部分的學生六～七歲歲剛入學，

在家中可能運動量不多，或是沒有固定的運動時間。入學後，才開始接觸運動，且是固定時間的

運動，如體育課、跳繩等。此時跳繩對於大部的一年級學生來說是陌生的，部分學生還不會跳繩，

也不常練習跳繩，這時跳繩對他們的影響無法表現出來，可以推論出來為什麼會比全國標準值低。 

(2)及人小學女生八歲到十一歲身高比全國標準值高，此時的學生介於2~6年級，已經在學校參加跳

繩相關活動有一年的時間，因為知道如何跳繩，較常接觸跳繩，也頻繁練習跳繩，因此跳繩運動在身高上

的影響可以在這個時期很顯得呈現，相較之下數值比全國標準值高。 

(3)透過八到十一歲的整理表格得知另一個結論，跳繩對於增加身高有正面的幫助。 

(4)備註：本校六歲、十二歲學生因人數過少，在統計、分析中不加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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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論 

  綜合男生與女生的分析，本校學生在參與跳繩運動後，學生在身高的表現上，有明顯

的增加。在數據中可以發現，女生的身高數值比男生高，女生受到賀爾蒙的影響，在國小

階段，身高本身較男生高。 

 

二、 問卷分析 

           1.問卷設計理念 

  跳繩為全校性的體育活動，針對全校學生進行簡單的問題研究。主要從日常的跳繩習

慣、在跳繩後所產生的相關影響，進行初步的了解。全校有1714人，參與問卷填寫並有效

問卷共有1416 份。中、高年級直接填寫電子問卷，低年級先填寫紙本，再由小組員分別輸

入到電子問，以便統一分析。 

(1)紙本問卷 

 

 

 

 

 

 

 

 

 

 

 

 

 

 

    

  

 

    低年級在教室內填寫問卷（一）     低年級在教室內填寫問卷（二） 

 

 

 

 

 

 

 

       中、高年級在電腦教室填寫問卷（一）   中、高年級在電腦教室填寫問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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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問卷內容、分析 

一、你是幾年級？ 

 

二、你一周會跳繩幾次？ 

 

全校各年級填寫比例除了三年級比較低之外，其

他年級相差不多。 

學生跳繩次數超過70%的學生每周跳繩的次數超

過３天以上，少部分的學生每周的次數低於３

次。數據表示大部分的學生有做到每周運動３次。 

三、你每次跳繩會花多久的時間？ 

 

四、你覺得跳繩很有趣？ 

 

除了次數多少之外，跳繩的時間也會影響結果。

超過70%的學生會持續跳繩超過３分鐘， 

根據研究發現，每天跳繩30分鐘，平均身高多

1.5cm，在校學生每周都有跳繩且時間至少１分鐘

的運動量，讓他們的身高有明顯的增加。 

超過50%的學生覺得跳繩是有趣的活動，有24%的

學生覺得沒有感覺，其中有9％的學生不喜歡跳繩

運動。 

 

五、你回家會主動跳繩？ 

 

六、你會認真參與相關活動？例如：跳繩操 

 



10 
 

這題出現很大的差異性，有超過50%的學生回家後

會主動跳繩，有27％的學生是沒有意見，16%的學

生並不會在回家後練習跳繩。 

超過80%的學生會主動的參與相關活動，低於10%

的學生不會主動參與。表是學生對於團體活動感

很高。 

七、你覺得跳繩隊於長高有幫助？ 

 

八、你覺得跳繩對於你的體位有幫助。（體 

  位：你的身高、體重在適當的範圍內） 

 

有65%的學生表示非常同意，加上同意的學生，共

有超過85%的學生認為對自己的身高有幫助。 

大部分的學生認為對於自己的體位有幫助，不過

有部份的學生認為沒有幫助，主要因為影響的因

素有很多。 

九、你覺得跳繩後，比較有精神。 

 

十、你在跳繩後，心情會變得比較好。 

 

超過50%的學生認為跳繩有助於他們的精神狀

況，也有不部份認為沒有幫助。 

在情緒上，超過50%的學生認為有幫助，也有超過

25%的學生認為沒有什麼感受，少部份認為沒有幫

助。 

十一、你有因為跳繩，與同學之間的關係變好。 

 

十二、你覺得跳繩運動對我的收穫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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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非常同意的同學，實際跳繩後，人際關係也

跟著變好。選擇同意的同學，跳繩後沒什麼感覺，

但是還是有一點點。統計顯示有54%的同學，與朋

友一同跳完繩關係變得更加好人際關係。 

超過70%的學生認為在跳繩後，有收穫。而收穫是

什麼需要我們進一步去討論。 

 

3.結語 

經由以上問卷的調查發現，學生對於跳繩運動抱持的態度是正面、積極的。會主動參與跳

繩運動，對於跳繩在身高上的幫助是肯定的態度。在情緒方面，屬於比較抽象，學生年紀

較小，比較不容易注意、或是忽略掉此方面的影響。需要第三者的角色去觀察、紀錄，才

會發現差異性。 

  論文「跳繩運動對國小學童情緒智能及注意力之影響」中，研究者分別針對學同情緒

智能總分、人際能力、壓力管理能力、內省能力、適應能力、一般心情進行分析，在參與

六週跳繩運動後，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童在情緒智能各變項，均未達顯著差異。在參與十二

週跳繩運動後，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童在情緒智能的「情緒智能總分」、「人際能力」、「壓

力管理能力」等變項，達顯著差異。(辛志鴻，2012)本校學生參與跳繩運動皆超過十二週，

學生在情緒上，會有更明顯的差異。我們將此題列為訪談題目，進一步深入了解。  

  在人際關係方面，學生認為是對其有所幫助，有不同程度的幫助。實際上，跳繩是如

何幫助在這方面讓他們認為有幫助，同樣的我們將其列為進一步研究、討論的方向。 

 

三、 訪問研究 

1.老師部分 

 

 

 

 

訪問對象為學校低、中、高年級老師各一位。以問卷作為基礎，再進一步透過訪問的方式，從老

師的角度觀察，學生在參與跳繩前後的各種差異，經過訪問得到以下結論： 

 

(1)基本上，大部分老師會請學生利用課餘時間，或是完成當天的功課後，去練習跳繩。也有

部分老師會每天有安排固定的時間請學生練習跳繩。 

(2)經過老師的訪問，學生在剛到學校時，比較沒有精神。在跳繩之後，變得比較有精神， 

情緒也變得比較有穩定。特別是在連續三節是國語數學課的狀況下，表現出的差異會非常 

明顯。另外，學生有沒有認真參與跳繩，表現出來的狀況也有差異，認真跳的學生課堂參 

與變得比較認真，專注在課程內容；如果沒有的則反之。主要因為在跳繩之後，大腦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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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運動會讓身體產生腦內啡，讓心情更振奮、愉快，自信心更強。 

(3)除了課堂表現精神比較好，在日常學校生活中，也變得比較充實。如果只靠制式課程的話，

整天都學會覺得有一點死板，精神就不會太好。 

(4)一年級，與剛入學比較起來身體協調度變得比較好，身體的平衡感及在肢體上的穩定度上 

都有很明顯的進度。同學間的互動也會因為一起跳繩，自然而然的變得比較好，感情變得比 

較融洽。 

 

2. 學生部分 

 
訪問對象為全校一個六年級隨機抽樣，每個年級找出２位學生進行訪問。得到以下結論： 

(1)跳繩對於精神上的改變是有幫助的，學生認為，除了能夠讓體力會變得很旺盛、有耐心、

還會比較靜得下心來。 

(2)跳繩對於認真和專注這兩個方面有兩種差異： 

i. .如果學生很認真跳，會變得很認真和專注。 

ii.  如果學生不認真跳，就會變得不認真和專注。 

但大部分都會比較認真和專注。 

(3)跳繩對於耐心上，老師和學生有不同的想法。學生覺得跳繩完後，會比較有耐心，但老師覺

得還好，沒有太大的變化。 

(4)跳繩對於人際方面上，是有幫助的。有些同學會成群一起跳繩，但有些同學可能因為喜

歡自己一個人跳，或著其他同學不喜歡跳繩，也有少部分對於人際關係上是沒有幫助的。 

(5)跳繩對於引起運動興趣，是有幫助的，學生們還會每天增加跳繩的時間或著和同學講，

找他們一起跳繩…等，所以跳繩會引起運動的興趣。 

(6)希望自己變得更健康。獲得的收穫部分，訪問的學生大不分偏向在身高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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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訪問心得 

i. 曹采葳 

       這次的訪問讓我知道每個人的想法和觀點都不同，也讓我知道怎麼訪問別人，也了解原因， 

    我們 原本以為的都需要調查才知道有沒有幫助，不跳跟有跳真的有不同的影響，每個人也都希 

    望自己可以更健康，知道好處後，都會改變跳繩的習慣呢！ 

ii. 陳可烜 

    我覺得這次的訪問,沒有特別順利,還需要有一些進步的空間,只不過這次的訪問,了解學生和

老師們對於跳繩的想法,讓我們能夠利用師生們的想法,了解到跳繩真正的情況,也讓我們長了知

識。我第一次的訪問,我覺得非常的有趣,也是我在社會專題裡最好玩的體驗。 

iii. 蔡昕妤 

    經過這一次訪問一年級的同學中發現他們在人際關係上並沒有特別的變好,只有少部份的同

學對於人際關係有明顯的變好,而體力方面則是有感覺明顯的變好,相對的在上課的精神也變的比

較認真,另外訪問老師的部份則是老師觀察到學生的上課情況有明顯的差異,尤其是跟剛到學時的

狀況相比,精神及穩定性更好,而人際關係方面,則發現同學們會在規定的時間中一起相約去跳繩,

這對於一年級的小朋友在相處互動更佳良好▫ 

iv. 賴政彥 

    從這一次的訪問，讓我學習到要如何進行訪問，訪問的意義是為了得到【為什麼】，訪問和

問卷是不一樣的，因為問卷只能給予回答者限制的問題，而訪問卻可以給予回答者自由回答的權

利，這就是訪問和問卷的不同。 

v. 曾瑀婕 

    參加這次的社會專題寫作，讓我有訪談的經驗。在訪談老師時，老師的回答令我將當佩服，

除了回答我的問題之外，還能連「為什麼？」、「舉例說明」說明清楚。訪談學生時，學生的回答

就沒有那麼完整了，再進一步問為什麼，通常回答不知道，老師跟學生有明顯的差異。 

柒、 校園觀察 

一、體育課的跳繩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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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每學期固定的跳繩測量 

 

 

 

三、下課時間，學生自主練習跳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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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論與省思 

一、結論 

針對我們的研究問題，經過資料分析、問卷分析、深入訪問得到以下結論： 

1. 跳繩對於身高的增加有正面的幫助。本校學生在校時間內，每人每周至少都會參與跳繩

２次，搭配學校每學期固定的跳繩檢測，作為鼓勵、督促學生的一種方式，學生在身高

方面，大部分有明顯的增加。延伸至體重，在全校的ＢＭＩ數據中，也可以發現，超過

90%的學生在正常的範圍之內。 

2. 在情緒方面，學生本身在這方面沒也太多的注意，根據老師的觀察發現，學生在認真的

參與跳繩活動後，情緒的起伏比較安穩，比較容易安靜，專注力也有比較好。最明顯的

是在精神方面，差異性比較明顯。 

3. 因為跳繩引起運動興趣。在各部份，大部分學生還是偏向沒有，覺得運動是一件很累的

事情，比起運動更佳喜歡遊戲活動。如果可以透過簡單的運動獲得健康，學生在這方面

是願意去改變習慣。 

4. 本次研究中，意外發現跳繩對於人際關係也是有影響性。學生會透過小組的方式，結伴

一起去跳繩，進而增進了彼此之間的情感。從不熟悉的關係慢慢因為跳繩活動，成為好

朋友的關係。 

二、組員省思 

 

１. 陳可烜 

    第一次參加社會專題，經歷了許多不一樣的體驗和探討過程，從探討開始，到探討結束，每個過

程都讓我大開眼界。還記得從剛開始，要推選組長，我被選上組長，承擔許多責任，當時心裡煩惱著

責任太多，會不會影響課業，如今，我的課業仍然保持得要很好，能夠放下心中的大石頭。還記得在

寒假時，我們要來學校分析數據，那時，我們要面對密密麻麻的數字，一個一個分析，非常辛苦。還

記得要訪問老師和學生們時，要詳細且有條理的訪問，有時遇到低年級回答得不清不楚時，還會很尷

尬，且不知如何是好。還記得整理結論時，費盡千辛萬苦才想出的結論，讓我無比的開心。在過程中，

我常遇到許多困難和挫折，但第一個幫助我的人，是同學和老師們，他們會努力的幫助我，解決我的

問題，所以我要感謝他們的熱心幫助，此外，我們這組也有許多困難要面對，但組員們卻會互相鼓勵

及協助，展現團結一致的精神，讓我十分敬佩。這次的社專活動， 除了對我的社會有幫助，還能讓

我學到許多團結一致，永不放棄的精神，我希望我在這社會專題的過程中，能夠把我學到的知識學以

致用，並且成為我永生難忘的經歷。 

 

2.  賴政彥 

    升上五年級了，對自己增加了些期許，所以我參加了社會專題寫作團隊。一開始我還不知道如何

參與，可是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了，我也變成團隊裡一個「開心果」。 

  經過了這次的專題寫作，讓我獲得了更多的經驗，例如：訪問、找資料、整理資料、統計等等，

都有珍貴的經驗。剛開始的時候，感覺很累，後來慢慢適應了。雖然壓力有點大，不過卻是很值得。

尤其是，在進行訪問時，可以知道關於跳繩更多的知識。 

  參加這次專題寫作，不僅僅讓我知道很多有關跳繩的知識，更重要的是，我喜歡這次團隊。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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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希望將來還可以再次加入專題寫作的團隊，並再次強化自己。 

 

3. 曾瑀婕 

     能夠參加社會專題寫作，我很高興。一開始，我們先選定了主題，以學校實施的跳繩為主題。

擬定好主題後，接著分組進行調查、研究，我們也找了論文來證明。寒假期間，我們也利用四天，來

統計低年級的問卷。開學後，我們訪談了老師及學生。讓我有不一樣的經驗，希望六年級能再度參加。 

    也很開心能夠和大家一起努力到最後，在這段期間，我學到了很多跳繩的知識，也讓我有這個機

會能夠訪問老師及同學，讓我有不樣的體驗，這一切都要感謝趙老師，讓我能夠參加這個團隊，也要

謝謝其他同學的努力，才能讓我們有今天的成果。 

 

 

4. 蔡昕妤 

    剛升上五年級的我，第一次聽過社會專題寫作，也是第一參加二零一七的社會專題寫作，剛開始

時我對這個寫作很陌生，也對我們這組的組員也是很不熟悉，覺得有點陌生，漸漸的我們整組變得越

來越有默契，也越來越懂得在做什麼，我們經過了四個多月左右的深入討論–跳繩。一開始我只知道

跳繩對我們有助於幫助長高，但是經過了這次的討論，讓我發現跳繩還對我們有更多幫助，不僅僅只

有助於長高等。經過這次的討論後我才發現原來還有很多我們都不知道的祕密。最後我要謝謝跟我一

起的隊友因為有了他們才讓我知道我不知道的事情、也謝謝指導我們的趙京老師，雖然我們有時候沒

有進入狀況，但是老師還是很有耐心地指導我們，很高興可以參加這次的專題寫作。 

 

5. 曹采葳 

    剛升上五年級的我， 自願參加二零一七年的社會專題寫作 ，也是我第一次參加一開始甄選我就

學會了摘要， 也讓我更了解社會 也使我忙碌呢 ！ 

    一開始我慢慢了解社會的事情 ，我也更踴躍參與討論 ，使我們的討論變得更熱鬧， 大家的意

見都很多也都很有想法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觀點 ，我的參加社會專題寫作才發現的 ，接下來就開

始要訪問老師和同學了， 也讓我學會訪問呢 ！ 

    在社會專題裡我學到了許多知識還有學會許多事情了 ， 我真的覺得在社會專題裡學到了非常多

東西 我真的不後悔當初自願參加社會專題呢！ 

 

6. 鄭毓寬 

    今年我升上五年級，五年級上學期開始，老師在上課時問我們，有沒有要參加社會專題寫作，於

是我就報名參加了。第一次集合時，先跟我們就介紹了要做的內容，我聽了之後，發現要做的事情好

多。但是我還是一件一件的，把事情做完了。 

  剛開始比較累，因為我們要把整個架構建立起來，經過多次的討論之後，終於完成了。我們從題

目擬定開始到最後結束，我們一個花了五個月的時間來完成這次的社會專題。經過這五個月，我增加

了許多知識，覺得來參加社會專題寫作，真是來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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