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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總統教育獎獲獎學生優良事蹟系列報導 

(圖文/ 學生事務及校園安全組胡文琳提供) 

為鼓勵學生秉持力爭上游、發憤學習、以樂觀面對逆境，翻轉橫逆的現實挑戰，總統

教育奬設立至今，邁向第 18 個年頭。獲獎者經由地方推薦，初審、複審實地訪查，實證這

充份發揮以順處逆、奮發向上的學子，在各個學習領域，盡力揮灑專長和擁抱苦痛熱情學

習。他們克服困難，孝行友愛，不被環境擊敗；他們激活天賦，發揮才能，奔放於競技場

域，與同儕和諧分享，回饋鄉梓，足堪楷模。 

預定於 107 年 7 月 6 日假總統府大禮堂舉行頒獎典禮，國小、國中、高中職、大專組

共 56 位獲獎學生將由總統親自頒贈獎座、獎金以資勉勵。本週持續介紹戴資穎、吳宗翰、

石政中、林倩羽、吳芷聿、蔡銘祥、柯虹宇、王偵菱等 8 位獲獎學生事蹟。 

一、<人生是不可能每場比賽都能擊出好球>戴資穎(臺北市立大學)         

日本公開賽摘金，改寫臺灣羽球史、「戴資穎拍冠，臺灣第一人」、「戴資穎逆轉封后」

媒體不時斗大的標題報導她的成就，這一連串羽球界贏得的榮譽，是戴資穎十幾年來艱辛

積累的揮拍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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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於高雄中學，與奶奶三代同堂，從三民國中、高雄中學，直到臺北市立大學唸碩

士班都跟隨著姐姐(博士班)，當她研究所的學妹。幼時看到父親和朋友在球場上揮汗打球

的快樂模樣，歷歷在目，在家陶冶下開啟羽球的基因。以戰養戰的磨練，父親利用假期載

著她走遍全臺參加比賽，當課餘時同學們和家人出遊，而她只能收起羨慕與休息，在球館

揮拍、串門子。她說當時每天都和叔伯們對打，現在回想受益匪淺，他們幫助自己磨練不

少同年齡層無法學習到的技巧。十二歲晉升甲組成為國內最年輕的選手，雖然感到驕傲，

但父親不斷提醒她，就像準備征服高山的登山者，才來到登山口，挑戰正要開始。     

艱辛的磨練是有代價的，2009 年首次參加國際賽（越南公開賽）就獲得亞軍；接著在

亞青賽和東亞運拿到銀牌與銅牌，美國公開賽奪得生涯第一個冠軍，讓她自信心增強不少。

但是每場競賽站上球場的握拍壓力、勝負挑戰，都是瞬息萬變的考驗。人生是不可能每場

比賽都能擊出好球，但必須隨時都有擊出好球的準備，不能只在順境下贏球，更重要的是

必須學會要有信心和能力在逆境中贏球。父親諄諄教誨與提醒，讓戴資穎牢記腦海不敢忘，

在遇到挫折和無助的時候，這些話語都是她重新站起來的力量。 

戴資穎持續努力，發揮天賦潛能，克服體力與心理壓力，贏得 2014 年世界羽聯超級

系列賽總決賽女子單打冠軍、2016 年印尼羽毛球頂級超級賽女子單打冠軍、香港羽毛球超

級賽女子單打冠軍、世界羽聯超級系列賽總決賽女子單打冠軍、2017 年全英羽毛球頂級超

級賽女子單打冠軍、馬來西亞羽毛球頂級超級賽女子單打冠軍、新加坡羽毛球超級賽女子

單打冠軍、亞洲羽毛球錦標賽女子單打冠軍。 

是體育界超級明星，世界羽壇球后的戴資穎，為國爭光。面對每場比賽，忍受其中的

壓力、疼痛與挫敗，不斷突破和精進，展現生命韌性。其特殊才能和努力向上彰顯生命的

影響力，導引眾人自勉向上，能為當今年輕人之楷模。 

二、<人生的控制器>吳宗翰(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羨慕鳥飛、魚游、人有雙腳能走訪世界，用力呼吸是吳宗翰生命裡最大的課題，他患

有肌肉萎縮症。國小時還曾用雙腳走過路，十歲一場肺炎造成生命威脅，漸漸地腳步邁不

開來。成長帶來脊椎側彎惡化嚴重並影響心肺功能。他努力呼吸而不氣餒，雖然無法行走，

但使用電動輪椅伴他走入這個不平凡的世界。 

國中時學校舉辦生命教育課程，是他第一次能開著輪椅到講台上分享自己艱辛的生命

故事，那時吳宗翰了解到原來自己可以感動、影響他人，他更勇敢走出家裡、學校，挑戰

草嶺古道的登山健行之旅、登上聖母山莊。高中生活擴大交際圈，參加英文歌唱、啦啦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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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獲得掌聲。課堂上，他累積專業電腦技術，努力取得會計、電腦軟體應用丙級證照。

未來也想用微小的力量回饋大家，分享自己的生活故事激勵他人，希望握有自己人生舞台

的遙控器，在舞台上發光發熱、注入夢想和幸福創造很多很多選項，勇往直前。 

宗翰患有肌肉萎縮症，雖然行動不便，個性卻相當活潑開朗，且樂於與人交往，不以

疾病為藉口，樂觀面對自己的生活，並發揮服務奉獻、友愛行為與體恤他人等情懷，積極

參與各項活動及校內外志工服務，分享自己生命故事。努力向學，獲得電腦軟體應用及會

計事務-人工記帳 2 張丙級證照，殊屬不易。處於逆境之努力過程，足以激勵人心，堪為典

範。 

三、<綻放堅持、實現自我夢想>石政中(南投縣立旭光高級中學) 

來自仁愛鄉卡度部落，石政中父母離異從小便跟阿嬤相依為命，在部落種敏豆。幼時

即熱愛運動，常自我練習，成為棒球隊的主將。個子矮小的他沒有錄取國中棒球隊，於是

教練推薦改練空手道，就這樣鼓起勇氣，下山面對一個完全不懂的領域。 

空手道隊是一個大家庭，國中時期克服離鄉背井、體格弱小及阿嬤不斷的親情鼓勵，

漸漸在校平穩的生活，原本 148 公分的他高一便長到 176，空手道成績開始嶄露頭角，105

年獲得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金牌，2016 年獲得克羅埃西亞公開賽金牌，從此開啟國手生涯。

教練的鼓勵和親友的支持讓他不孤獨，擁有更大的力量堅持勤奮，期許自己能在 2018 年

亞運(雅加達)代表台灣奪得金牌，實現自我夢想並能成為專業的空手道教練，讓曾經幫助

過他的那份熱誠與價值繼續傳承下去。 

石政中雖與阿嬤相依為命，家境貧苦，受教練推薦離家投入空手道練習，努力堅持不

放棄，曾榮獲東亞錦標賽 16-17 歲男子組 68KG 第一名、亞洲青少年錦標賽 16-17 歲男子組

68KG 第二名，並獲選為 107 年亞運培訓隊，除了茁壯自己，也輔導學弟妹成就他人。身

處逆境，奮發向上，出類拔萃，堪為典範。 

四、<燃燒鬥魂的拳擊女孩>林倩羽(彰化縣立員林國民中學) 

這幾年來，林倩羽與哥哥是阿嬤隔代教養方式生活著。由於父親在她國中時進了監獄，

媽媽患有先天性地中海貧血及憂鬱症無法工作，是由阿嬤照顧他們而住在伯父家。每天放

學和哥哥一起練完拳擊後，先去阿嬤家吃晚飯，再回到住處寫作業，在家期間需要照顧媽

媽，有時母親憂鬱沉重情緒上來會攻擊倩羽，或身體狀況不佳，她就需要請假在家照顧媽

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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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奮練習拳擊，忍受身體的疲累，尤其從小膝蓋就不好的倩羽，練習時會非常疼痛，

但只要想到與哥哥約定要一起拿全國冠軍當選國手，就有著不能放棄的鬥志，尤其看到參

加大型比賽，成績優異會有一些獎金，可以貼補家用。106 年全中運拳擊，她和哥哥同時

獲得冠軍及獎金，用來繳交數次學雜費及畢業旅行費用。和哥哥互相扶持，靠著阿嬤跟阿

伯生活接濟，兄妹倆互相打氣，朝共同目標努力邁進，期望將來可以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

照顧好爸媽，讓他們能過安寧的生活，並在能力範圍內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倩羽隔代教養，克服父親離家、母親憂鬱症的家庭困境，感恩知足、貼心孝順，不畏

艱難，奮發向上，樂觀進取，仍能發揮潛能，勤學拳擊，獲全國金牌佳績。謙遜有禮，合

群守紀，知足感恩，以正向思考鼓勵自己並影響他人，實屬難得，足堪表率。 

五、<夢想與奮鬥>吳芷聿(臺南市立復興國民中學) 

芷聿出生不久因反覆尿路感染診斷出先天神經性膀胱症狀(屬不明原因之疾病)而領有

重大傷病及身心障礙手冊。在治療過程中亦發現脊柱裂問題，跑遍醫院歷經多次開刀及治

療感染，住院將近一年，目前仍需由母親協助每日定時無菌導尿，並服用抗生素以防止感

染。 

芷聿失去同齡者應有的方便及自由，但她始終保持樂觀態度面對人生，展現積極向上

的學習精神，散發樂觀、純真樸實的學習態度，努力讓自己與同儕無異。國中的活動、社

團較多，導尿情形壓迫到活動時間；為治療疾病，扼殺了渴望運動、才藝的願望，於是比

別人多了更多夢想和奮鬥的理由，「我希望國中會考能考好，讓平常的努力能發揮成果，

並跟好朋友上同一所學校；我希望自己可以常常嶄露笑容」。 

吳芷聿自幼先天神經性膀胱症狀，需日復一日忍受導尿的不便、麻煩與疼痛。但積極

向學、友愛同學、體貼父母，除優異的學業成績外，運動、音樂、語言、寫作表現都相當

卓越。邏輯清楚、口條清晰、態度正向，令人驚艷。保持樂觀態度面對人生，讓人感動不

已，是青少年的難得典範。 

六、<「愛」征服，創無「礙」>蔡銘祥(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國中部) 

蔡銘祥    會主動幫忙同儕，尤其班上多障學生在宿舍常有哭鬧的情形，他會主動協

助安撫，也會半夜起床幫忙照顧蓋棉被。回家會整理家務照顧堂弟妹，即使他患有瓦登伯

格症候群第三型，造成先天聽覺障礙和骨骼異常缺陷，但天性樂觀奮發向上，不向命運低

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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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是臺灣人，媽媽越南人。銘祥出生時發現有一顆特別的藍眼睛，經過檢查，他患

有瓦登伯格症，伴隨的症狀是聽覺障礙和便秘，手的骨骼也和常人有所不同。小時候是奶

奶照顧他，把他養得頭好壯壯，年紀漸長，發現聽力有問題，也不太會說話，經由醫院檢

查為重度聽障。小學二年級時，轉到現在就讀的啟聰學校。 

銘祥不因手關節異常不甚靈活，仍努力不懈地練習書法，表現傑出，榮獲第 19 屆全

國聽覺障礙國語文競賽國中書法組第一名。對體育競賽也發揮才賦，目前正由學校聘請羽

球教練訓練，希望能通過聽障羽球選手選拔，將來考上體育系，當一位好老師、好教練，

回饋父母、師長。 

銘祥罹患先天性聽覺障礙及骨骼異常缺陷，聽力全失，無法正常口語，全身關節變形，

但仍積極學習各項才藝突破障礙，如書法、羽球、自創模型玩具、非洲鼓等，更獲得全國

聽障書法比賽第一名。不向命運低頭，奮發向上，熱心助人，增能成長，堅強善良，其力

爭上游的精神足堪表率。 

七、<穿越藩籬，望向未來>柯虹宇(臺中市立喀哩國民小學) 

柯虹宇本身無口語能力、被認為是極重度智能障礙的孩子，其天份在學會了打字之後，

將禁錮的靈魂打開了一扇窗，她不再安於特教班一成不變的日子。一場重要的抉擇，翻轉

了她不一樣的人生。 

她突破萬難從特教班轉至普通班就學，無師自通注音符號、數學運算及英文，且成績

優異。國語日報投稿獲獎無數、第 15 屆文薈獎文學類國小組佳作。知名導演曹瑞原驚艷

虹宇展現的文章，以她的詩、她的人為本，拍攝自閉症公益短片。臺師大兼任副教授歐陽

穎華免費為其出版《柯虹宇個人詩集》獲選學校 106 學年模範生。 

虹宇四個月大時癲癇發作，開始漫漫治療長路。三歲多，又診斷是自閉症附加多重障

礙，母親沉痛的淚水變成激勵、鼓舞原動力，頻繁緊湊的復健，讓她在三歲半就能獨立行

走。關於「低口語孩子的溝通方式」，用打字溝通，還創作文章，對數學極度熱愛，勤學鬥

志使她成為考試常勝軍。她努力勤奮，跨越先天視障與肢障的束縛藩籬，目不交睫的繼續

追求精彩的未來，能在普通班展翅高飛，享受學習的快樂，她謝謝母親及師長，很自傲，

她努力的活著。 

克服腦性麻痺多重障礙，柯虹宇以其超乎常人的勇氣與毅力，戮力學習，名列前茅，

並透過鍵盤與人溝通，突破先天無口語能力的禁錮，展現卓越的詩文才華與令人震撼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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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情懷，獲得文化部文薈獎肯定，教授出資為其出詩集，金鐘導演為其拍攝微電影，其精

神令人感佩。 

八、<感恩向前行>王偵菱(嘉義縣立和順國民小學) 

幼稚園時母親佯稱看病外出未歸，自此王偵菱與伯父祖父同住，在爸爸外出工作時，

由親人照顧起居。偵菱從小幫忙家務與下田，並分擔照顧罹患口腔癌阿公的重任。國小三

年級，林穎慧老師帶領全班一起閱讀、寫作、打球、跑步，激發潛能找到了學習舞台。透

過文字書寫，作品常常被媒體刊登；體能鍛鍊指導，游泳、跑步、騎車雖然很累，但是堅

強的意志力，讓她贏得很多小鐵人獎牌。 

偵菱品學兼優，在校熱心助人，投稿至今上報作品超過四十篇，是國語日報認證的小

作家與小記者。允文允武，是嘉義縣內小鐵人得獎者，發揮運動才能，帶領班級(只有九人)

獲得嘉義縣樂樂棒球冠軍。因為名字裡面有一個「偵」字，她期望未來成為讓壞人害怕的

警察，保護好人將壞人繩之以法，尤其她跑得快跑得遠，抓壞人最拿手。 

家境清寒，依然積極進取，樂觀正向，幼時母親即離家，偵菱成熟懂事主動分擔家務、

下田工作，姊代母職照顧幼妹、罹癌的祖父。奮發向上的生命故事獲基金會拍攝勵志短片，

五育均優是國語日報認證小作家也是縣級認證的小鐵人，並獲「2017 SO GOOD 好小孩少

年楷模」。身處逆境，自律守紀，足為典範。 

孝行友愛、奮進學習、翻轉逆境、迎接挑戰是總統教育獎鼓勵嘉勉獲獎人的學習表現，

在十二年國教自發互動共好的理念施政及教育推展，我們看見獲獎人在教育園地裡綻放出

學習花朵及生命多彩的斑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