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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總統教育獎獲獎學生優良事蹟系列報導之六 ～熱愛生命 盡情揮灑美麗

色彩 

(圖/文  學務校安組 高榮利) 

    新課綱秉持著學習互動共好的精神，實現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育核心，強調培養學生

帶著走的能力，也展現在本次的總統教育獎獲獎人身上。56 位獲獎者不僅能擺脫生活的桎

梏，也能順應學習的潮流，在多元智能的表現上能展現強大的學習能力與效能，堪為各界

的學習典範。本週持續介紹劉育琛、徐瑋佑、蘇嘉軒、林千祐、黃佑生、毋巧翊、陳敏如

等 7 位獲獎學生事蹟。 

    一、<用心看見社會角落>劉育琛(國立臺灣大學)  

    劉育琛患有先天性視覺障礙，父親也是視障者，生長環境十分艱苦，僅靠社福資源勉

強度日。對他來說「貧窮不只是一個詞彙，更是一種感受」，但他努力在校內工讀，並申請

獎學金賺取生活費，不僅省吃儉用，也希望可以幫忙家裡，在學期間，每個月也會回家與

家人作伴，積極向上的他，2010 年獲選全國家扶中心自強兒童。 

    進入臺大社工系就讀後，劉育琛與同學相處融洽，除了讓成績維持中上，以申請獎學

金之外，也加入系學會協助遠距課輔，在系學會社會服務部進行與馬祖東引國中小的遠距

課輔及寒暑期營隊，關懷偏鄉教育，榮獲臺大學生社會奉獻特別獎團體獎。同時也擔任過

一個學期的文山區武功國小晨間課輔老師，讓弱勢孩子的學習不落人後。在服務過程中，

孩子們總能看出劉育琛的不方便，他也常藉此機會教育，告訴孩子：「我一出生眼睛就不

好，可是我沒有放棄自己，雖然辛苦但我們一起加油。」在許多專訪、節目中，他也是如



 

 
2 

此勉勵世人。 

    劉育琛大二開始修習老人與長期照護相關課程，也累積許多與老人互動的經驗，看見

許多因為年齡增長、功能退化或不符時代而被社會排除的街友個案，因而確立未來要往相

關領域發展。憑藉樂觀的態度、不服輸的精神，在學校成立了「勤心社」，擔任教學長，長

期關懷社區獨居長者；也創立「無家者服務社」照顧街友，未來期待以老人福利、長照服

務單位為目標，更加精實相關經驗。 

    二、<輪轉追夢的人生>徐瑋佑(國立竹南高級中學) 

    徐瑋佑來自單親家庭，但媽媽總是用滿滿的愛和關懷，滋潤一家人，可是在他有機會

成為一位棒球選手時，卻突患橫斷性脊隨炎，使得脖子以下無法動彈，連呼吸都得借助機

器幫忙。在媽媽的陪伴照顧及不斷地艱辛復健過程，經過半年治療，終於可以生活自理，

只是往後的人生可能都必須倚賴輪椅生活。 

    面對突如其來的病症，徐瑋佑不放棄自己，他參加兒少培力課程，了解聯合國兒童權

利公約，開始積極參與公共事務，除了代表苗栗縣及中央參加各種會議及活動，更曾以兒

福聯盟兒少特使的身分，赴泰國參加 2019 亞洲兒童高峰會。而熱愛運動的他，也嘗試各

種能力所及的身障運動，更於全國田徑及游泳賽事有傑出的表現，先後獲得 107、108 年

度全國中等學校身心障礙者會長盃田徑錦標賽高中男子組肢障 F53 級標槍、鉛球、鐵餅第

一名，更在 109 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肢障男子組 F53 級田徑標槍、鐵餅第二名的成

績，表現亮眼。 

    病後重生的徐瑋佑，目前除了繼續參與公共事務及從事身障運動，也從事助理主持、

影片拍攝、活動接待等活動，嘗試激發自我潛能，未來還想將熱愛的運動結合感興趣的傳

播領域，期待有朝一日能成為體育播報員，不讓生命留白。 

    三、<牡丹原少 逆翔築夢>蘇嘉軒(屏東縣立牡丹國民中學) 

    蘇嘉軒來自低收入戶單親家庭，因為父母離異，和外婆、媽媽同住。只是命運多舛，

後來阿祖、外公、外婆接連生病，只得靠媽媽照顧家人。但在去年暑假，媽媽卻被診斷出

罹患皮膚癌第三期，蘇嘉軒是多麼害怕失去媽媽，也感嘆命運的捉弄人，因媽媽總是幫助

別人，不埋怨，不放棄，他期許自己能成為像媽媽一樣善良堅強，不畏困境的人。 

    所幸媽媽在接受治療期間非常勇敢，學校也給予體諒，讓蘇嘉軒在學期中請假到醫院

照顧媽媽。因為家庭的緣故，他更是認真學習，成績一直保持在前 3 名，而他在英文方面

也有高度的興趣，參加屏東縣內讀者劇場比賽獲得良好的成績，第一次模擬考也得到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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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也買了英文單字 3000 自學，展現學習的熱忱。 

    蘇嘉軒希望國中畢業後能就近在恆春讀高中，可以陪伴媽媽、照顧外婆，將來在學業

上努力完成媽媽的心願－考警察大學，回報媽媽辛苦的撫養和教育。如今他只希望媽媽能

夠好好治療恢復健康，陪伴他一起成長。儘管環境惡劣，嘉軒仍品學兼優，在校成績名列

前茅，並從事部落社區服務，熱心公益，足為表彰。 

    四、<努力不懈的英文高手>林千祐(雲林縣立雲林國民中學) 

    林千祐來自低收入戶家庭，父親記憶逐漸衰退中，母親患有血小板低下症，而弟弟則

發展遲緩。因家中突遭變故，故跟隨父親在大街小巷作生意。其父親和母親皆有疾病在身，

但她總是能協助家務打掃整理，讓父親無後顧之憂在外工作，利用空暇時間，一邊看顧生

病的弟弟和讀書。 

    從林千祐出生有記憶以來，家中的環境就不好過，但她並未因此而自暴自棄，在學校

她常擔任老師的小幫手，課業總能努力完成。雖然家境不好，但很有自己的想法，父親也

盡力教導，尤其重視英文的發展。父親用自製英文教材，給她很不同的思考方式，例如：

一般人會留意於學一個生字或句子要多久才會記得起來，然而父親不是，他總是更專注於

一個學習起來的句子需要多久時間來遺忘。這個時間，就是林千祐特有的學習的密碼，父

親也是依此來協助她的學習頻率與節奏。 

    在父親的指導與自己的努力下，林千祐在 107 年度 Cool English 閱讀王比賽獲閱讀小

尖兵獎、107 年度 Cool English 國小字彙王暨國中聽力王比賽獲金頭腦獎、更在 109 年度

17 屆維多利亞雙語學校－維校盃英文競試獲得第 1 名。未來，林千祐期望能將自己的英

文再增強，希望有一天可以出國，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跟大家交流。她在艱困的環境中仍能

保持良好的態度，且不放棄自己，勇敢面對人生，足為楷模。 

    五、<礙的成長，愛的告白>黃佑生(臺南市立歸仁國民中學) 

    黃佑生為自閉症學生，受限於自閉症特質，無法用言語表達他的想法和感受。因為病

症，很多理所當然會的事，包含上廁所、吃飯、說話、聽話 ……等，他卻都必須不斷的反

覆學習，自認理解力並不好的他，有時覺得自己就像跟所有人處在不同的世界。 

    因為「不一樣」，帶給黃佑生在生活上很大的不方便，也常讓人誤認為他並不乖。從小

到大，不管是好好地站著或是好好地看人、傾聽對方說話都很難做到。但這一切都不是黃

佑生有意為之，他期待能克服自己的障礙，跟大家互動，也讓大家知道他的感受。多虧身

邊師長家人的陪伴與幫忙，黃佑生學會寫字，能在引導下能寫出自己的感受。他感謝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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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對他的耐心，能看見他的優點，帶他學習畫畫和彈鋼琴，現在他能透過「畫畫」和「彈

鋼琴」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也從畫畫中找到了自信，參加 109 年全國身心障礙者文藝

獎圖畫類國中組榮獲第一名、109 年第十屆全國心智障礙者才藝大賽得到表演藝術類音樂

表演組青少年組第六名，視覺藝術類平面繪畫青少年組佳作，獲得肯定。 

    黃佑生以超乎常人的勇氣與毅力，面對挑戰，透過一幅幅色彩豐盈的作品與勤練鋼琴

技能，使他在繪畫比賽與才藝競賽中屢次獲獎，並以優異的才能積極擔任志工，其不自我

設限，不斷挑戰自我的精神，足為學子楷模。 

    六、<微笑面對生命的挑戰>毋巧翊 (臺北市南港區修德國民小學) 

    毋巧翊因為早產缺氧，導致有徐動性腦性麻痺合併聽覺障礙，因肢體動作和聽覺的影

響，讓她無論在生活中、學習上都遭遇到許多困境，從一歲出院開始，每個星期都要四處

去上各種復健課程，家人們為了讓她能夠更好，也花費了無數的心力。 

     即使身體不便，毋巧翊仍積極參與班級體育活動及樂團的練習，她天性樂觀，不因

自身狀況而怨天尤人，反而以積極的態度來面對逆境。在代表啟聰幼兒園畢業生致感謝詞

的時候，毋巧翊經過幾次的練習，背完整篇近 2 百字的感謝詞，並在典禮時不負期望的完

成任務。 

    毋巧翊也喜歡嘗試新事物，她連續兩年參加聽障國語文朗讀比賽，在比賽前不斷練習

發音，是她很寶貴的經驗。近來，她更和隊友參加地板滾球比賽，得到分組冠軍。同時也

參加管樂團，吹奏單簧管，在不斷努力練習下，克服了手指不靈活的難關，先後參與後山

埤音樂季、中山堂、南港社大及功學社音樂廳的展演。 

    雖然在求學過程中，毋巧翊總要費盡ㄧ切努力，才能略有進步，但她面對人生的難題

關卡始終微笑面對挑戰，更能在各大表演活動中吹奏單簧管，其不為身體障礙所困，展現

生命韌性精神，足為楷模。 

    七、<跟自己賽跑的男孩>陳敏如(彰化縣和美鎮培英國民小學) 

    陳敏如自小由外公外婆照顧長大。在國小二年級時，外婆離開人世，剩他與打零工的

外公相依為命，家庭變故與一連串打擊，更使體弱的外公常臥病在床，讓他心中充滿不捨，

並負起照顧阿公責任。 

    課業上，陳敏如每天都在第一時間把功課完成，並積極把握學習的機會，參加學校免

費的課後輔導課，讓自己的功課保持在前十名。五年級時，因為老師發現陳敏如跑步的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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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鼓勵他加入田徑隊，這讓他能有一展長才的機會。練習時他總是要求自己比別人更認

真，在努力的訓練後，陳敏如成了學校跑最快的人，也參加人生的第一場大賽，獲得台中

市 109 年田徑賽 200 公尺第七名、彰化縣 109 學年度縣長盃田徑賽 200 公尺第五名等優秀

名次，因為跑步，他彷彿找到自己存在的意義，也有了努力的方向。 

    未來，陳敏如想報考國中體育班繼續訓練，用運動員的身分升高中，努力爭取榮譽。

甚至進入體育大學並參加世界級的比賽，為國家爭取榮譽，以後當個運動員或是防護員，

更希望以一技之長來養家，給外公舒適的生活。他在困境中仍能力爭上游，在跑步競賽中

屢獲佳績，足為學子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