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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池上鄉福原國民小學--日治時期建校紀聞 
 

 

張勝雄 

臺東縣池上大坡國小退休校長 

黃學堂 

臺東農工退休教師 

 

 

一、前言 
 

日治初期，新開園聚落（現錦園村）為本地區政經中心，居民

以平埔族、阿美族為主。為便於當地子弟就學，地方人士出錢出力

積極爭取設校，其中鄉紳魏阿歪先生無償奉獻 1568 坪土地供作校地

使用，部落民眾配合義務勞動興建四間茅草教室並闢建校園，同時

捐資充作校務維持經費，大正 2 年（1913）始獲准設立「新開園公

學校」，至昭和 20 年（1945）臺灣光復的 33 年間，校名歷經五度

更改。學制方面，初為四年制，大正 12 年（1923）延長為六年制。

自大正 15 年（1926）3月東線鐵路全線通車後，地方發展中心逐漸

由新開園移轉到池上火車站附近，昭和 7 年（1932），新開園區役

場遷到池上鄉公所現址；昭和 11年（1936），該校由新開園遷至今

福原村現址，第二年易名為「池上公學校」。昭和 16 年（1941）該

校奉准設立二年制高等科一班1，同時設立「萬安分教場」，招收學

生一班。另外，還為超齡學童特設一個班。民國 35 年，改行國民政

府教育學制，並易名為「福原國民學校」。總計，該校日治時期學

                                                 
1
 《臺東縣史．文教篇》第 235頁指「昭和 17年本校始設高等科」。謹按，據該校保留

手寫本《高等科修了證書臺帳》登載「高等科第一回修了生」之「卒業年月日」為昭

和 18年 3月 17日，以修業期限二年推之，該校高等科應為昭和 16年 4月入學。 



《東台灣研究》23 

52 

制 33年間，共有高等科四屆畢業生 108 名，初等科二十七屆畢業生

905 人2。校名及學制的改變，反映了當時教育制度與時代背景，茲

以日治時期該校校鈐印文變革，略敘校史梗概如次。  

 

 

二、校印及校名沿革 
 

 

印文：新開園公學校印 

啟用年代：大正 2年（1913）4月 1日 

說明：地方人士依大正元年 11月 28日臺灣總督府

發布之「臺灣公學校規則」中有關規定，向

臺東廳長提出設校申請，經臺灣總督府核

准，於大正 2 年（1913）4 月 1 日創立四年

制公學校，校址在新開園（今池上鄉錦園

村），校名「新開園公學校」。校長由里壠

公學校校長平石正良兼任，本校另有教諭日

人島田善吉，雇員本島人陳永春。 

 

印文：新開園蕃人公學校印 

啟用年代：大正 6年（1917） 

說明：依據大正 3年（1914）4月 18日總督府發布

之「蕃人公學校規則」，大正 6 年（1917）

本校改稱為「新開園蕃人公學校」，仍係四

年制。校長為日人島田善吉，雇員有一位日

本人、二位本島人共三人。 

 

印文：臺灣公立臺東廳新開園公學校之印 

啟用年代：大正 11年（1922） 

說明：依據大正 11年 4月 1日臺灣總督府公布實

施「臺灣公立公學校規則」，廢止「蕃人公

學校規則」，將校名改稱「臺灣公立臺東廳

新開園公學校」，仍為四年制，至大正 12

年（1923）始延長為六年制。除日籍校長外，

還有本島人訓導、准訓導、教員心得（代理

教員）各一人。 

                                                 
2
 高等科、初等科畢業生人數均含民國 35年（1946）光復後第一屆之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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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文：臺灣公立臺東廳池上公學校之印 

使用年代：昭和 12年（1937） 

說明：昭和 12 年（1937），臺東廳實施「地方行

政制度改正」，「新開園區」改為「池上庄」，

校名則改稱「臺灣公立臺東廳池上公學校」，

此時已為六年制。此外，因東線鐵路於 1926

年全線開通，本校也於 1936 年自新開園舊址

遷至今福原國民小學現址3。校長為日人堀尾

一彥，另有訓導二人，教員心得四人。 

 

印文：臺灣公立臺東廳池上國民學校之印 

啟用年代：昭和 16年（1941） 

說明：日本為擴大戰爭需求，計畫在臺灣實施徵兵

制度，昭和 16 年（1941），開始在臺灣實施

國民義務教育。是年 3月 25日臺灣總督府發

布「國民教育令」，將臺灣人讀的「公學校」

及日本人讀的「小學校」一律改稱「國民學

校」，本校改稱「臺灣公立臺東廳池上國民學

校」。當時校長為今福幸策，另有訓導五人，

助教三人，萬安分教場訓導一人。光復後，於

民國 35年 4月 1日校名改為「臺東縣立福原

國民學校」。 

 

 

三、學生人數統計 
 

《臺東縣史．文教篇》所載福原國小日治時期表格資料，有「新

開園公學校歷任校長名單」一種，有關學生之族群、人數等尚無資

料，茲據該校典藏手寫本《修了證書臺帳》整理出初等科、高等科

歷年畢業人數一覽表如下。  

 

 

                                                 
3
 《臺東縣史．文教篇》第 234頁指該校於昭和 12年遷往今福文村現址，但據耆老口

述及筆者多方查證應為昭和 11年。邱瑞祥、范淮增等口述，2010.10.1。 



《東台灣研究》23 

54 

表 1-1：池上公學校初等科歷屆畢業人數一覽表 

屆 

別 
畢 業 日 期 西元 

畢 業 人 數 

備 註 本島人 熟蕃人 生蕃人 合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計 

1 
大正六年四

月十日 
1917 3 0 5 1 6 0 14 1 15 

四年制第一屆畢

業 

2 
大正七年三

月廿三日 
1918 6 0 2 2 10 0 18 2 20  

3 
大正八年三

月廿五日 
1919 4 0 7 1 14 0 25 1 26  

4 
大正九年三

月廿五日 
1920 3 1 3 0 8 3 14 4 18  

5 
大正十年三

月廿六日 
1921 1 2 2 3 18 5 21 10 31  

6 
大正十一年

三月廿五日 
1922 4 2 5 5 10 5 19 12 31  

7 
大正十二年

三月十八日 
1923 4 1 5 2 19 14 28 17 45 

六年制第一屆招

生 

8 
大正十三年

三月廿六日 
1924 0 0 3 2 14 13 17 15 32  

9 
大正十四年

三月廿九日 
1925 3 0 6 0 6 6 15 6 21  

10 
大正十五年

三月十六日 
1926 5 0 1 1 17 9 23 10 33  

11 
昭和四年三

月卅一日 
1929 7 1 7 2 17 4 31 7 38 

六年制第一屆畢

業 

12 
昭和五年三

月卅一日 
1930 9 3 4 1 11 7 24 11 35  

13 
昭和六年三

月卅一日 
1931 7 2 4 0 9 9 20 11 31  

14 
昭和七年三

月廿八日 
1932 3 1 3 1 5 3 11 5 16  

15 
昭和八年三

月十七日 
1933 3 0 2 0 7 7 12 7 19  

16 
昭和九年三

月十五日 
1934 11 4 2 1 5 7 18 12 30  

17 
昭和十年三

月廿二日 
1935 0 4 0 0 12 9 12 13 25 合計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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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池上公學校初等科歷屆畢業人數一覽表 

屆 

別 
畢 業 日 期 西元 

畢 業 人 數 

備註 本島人 平埔族 高砂人 合 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計 

18 
昭和十一年

三月廿日 
1936 5 5 2 0 4 4 11 9 20  

19 
昭和十二年

三月十七日 
1937 6 4 0 0 6 1 12 5 17  

20 
昭和十三年

三月十八日 
1938 11 5 0 0 6 0 17 5 22  

21 
昭和十四年

三月十六日 
1939 13 6 0 0 5 2 18 8 26  

22 
昭和十五年

三月十六日 
1940 21 9 0 0 4 1 25 10 35  

23 
昭和十六年

三月十四日 
1941 25 10 0 0 6 0 31 10 41  

24 
昭和十七年

三月十六日 
1942 30 12 0 0 4 2 34 14 48  

25 
昭和十八年

三月十七日 
1943 36 12 0 0 6 2 42 14 56  

26 
昭和十九年

三月十六日 
1944 39 23 0 0 3 1 42 24 66  

27 
昭和二十年

三月十四日 
1945 44 20 0 0 8 5 52 25 77 合計 408  

一 
民國卅五年

三月十五日 
1946       15 16 31 光復後第一屆 

資料來源：福原國民小學藏手寫本《池上公學校初等科修了證書臺帳》。又，昭和 10

年以後族群稱呼有別，故另以〈表 1-2〉區分之。 

 

表 2：池上公學校高等科歷屆畢業人數一覽表 

屆 

別 
畢業日期 西元 

畢業人數 
備註 

男 女 合計 

01 昭和十八年三月十七日 1943 24 7 31  

02 昭和十九年三月十六日 1944 22 7 29  

03 昭和二十年三月十四日 1945 24 6 30  

04 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十五日 1946 13 5 18  

合計 108人 

資料來源：福原國民小學藏手寫本《池上公學校高等科修了證書臺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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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獻雜談 
 

有關福原國小的日治時期手寫文獻，該校保留相當完整，如手

寫本《新開園公學校沿革誌》，記載大正 9 年（1920）總督田健治

郎蒞校巡視並共進午餐；大正 12 年(1923）總督內田嘉吉蒞校視察，

是年開始學制延長為六年。又如，該校初等科、高等科均有《修了

證書臺帳》，詳列畢業生姓名、成績等資料，並編有序號。目前，

能訪查到的耆老，有該校高等科畢業的羅欽海，初等科畢業的邱瑞

祥、范淮增等人。據邱瑞祥回憶，他唸該校六年級時，正逢遷校，

當時將原校舍拆除，可用的建材、校樹都盡量搬到新校址，學生得

幫忙搬遷，他們向民眾借牛車搬運，民眾雖同意出借牛車卻不肯借

牛，只得以人力推車，遷校頗為費時，對其課業不無影響4。池上耆

老范淮增記得，他在昭和 11年入該校就讀時，地點就在福原村現址。 

曾在該校任教的池上在地人，有高邦光、拓弘山等人。高邦光

（1907-1975）是池上大埔部落阿美族高家成員，日治時期名為「大

高正一」，昭和 5 年（1930）至池上公學校任「教員心得」，昭和

13年（1938）升「准訓導」，主要是教日語，日本政府授予官階、

官服、配刀等，不論漢人或原住民都對他非常敬重，昭和 15 年（1940）

離職。拓弘山（1910-2003），日治時期名為「真山卯一」，也是池

上大埔部落阿美族人，曾經與陳耕元同為嘉農棒球隊隊員，昭和 6

年（1931）赴日參加日本甲子園棒球賽奪得亞軍，係當時棒球界名

人。拓弘山於昭和 15 年（1940）至池上公學校任訓導，光復後因不

諳國語而自請離職。  

 

                                                 
4
 據邱瑞祥表示，他自該校初等科畢業後考入里壠公學校高等科就讀，自覺程度頗有落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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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拍攝的新開園公學校舊貌，當時已有畢業生 392人，在校兒童 199名，其中本

島人 92名，阿美族、平埔族 107名（來源：東臺灣展望） 

  
福原國小典藏手寫本《新開園公學校沿革

誌》封面（張勝雄攝） 

手寫本《新開園公學校沿革誌》內文（張

勝雄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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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原國小典藏手寫本《高等科修了證書臺

帳》封面（張勝雄攝） 

手寫本池上公學校《高等科修了證書臺

帳》內文（張勝雄攝） 

 
 

高邦光任教職時身著官服照片（高明生提

供） 

拓弘山 2002年接受更生報採訪時留影

（資料來源：2002年 5月 2日更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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