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棟教室的前世今生 



明治26年(1896)5月21日臺灣總督府要求臺灣縣鹿港支廳於
鹿港設置「臺灣總督府直轄國語傳習所」，借用鹿港地藏
王廟上課。 





孔廟的歲月(1897~1915) 
明治30年(1897)5月15日，臺灣總督府再將國語傳習所遷至
彰化，當時借用彰化孔廟上課，此時可說是中山國小的前身。 





彰化公學校成立後，仍於孔廟廂房上課，大正2年（1913）
因校舍不敷使用，由地方士紳倡建新校舍，大正4年（1915）
新建校舍完成後，彰化公學校始遷離孔廟。 

東西兩廡(廂房) 



大正10年(1921)學校奉令將校舍讓給「臺中州立彰化女子高
等普通學校」 (今彰化女中) ，新校舍則遷建至八卦山麓現址。 



新校舍—今彰化女中校地(1915~1921） 
大正2年(1913)因原有校舍不敷使用，地方仕紳於東門一番地
養魚池(今彰化女中)埋土開工新建校舍；大正4年(1915)新建
教室落成，結束孔廟上課的歲月，正式遷往新建校舍。 





大正10年（1921）第一公學校將校舍讓予「台中州立彰化
女子高等普通學校」（今彰化女中），遷校至八卦山麓
（今中山國小校舍）現址。 

北棟教室上樑儀式 







(日治時期學生服) 



中山國小古今校徽比較 







日本風格的樓梯設計 



北棟教室二樓 



北棟教室走廊 
 

北棟教室走廊的天花板則是簡單的線條裝飾。牆柱表面和
牆面類似，主體的金黃色是用噴漿處理，中間白色是麻絨
白灰泥，底層則是洗石子，所以它摸起來很粗糙。 



黑色屋頂特寫 
 



北棟教室每間教室都有透氣孔，一樓和二樓的裝設位置並
不一樣，一樓的教室都裝在牆腳，二樓教室則是在牆面的
上、下都有透氣孔 



北棟教室的水斗具有特殊的造型，而落水管是黑色的
鑄鐵管 



典型日治時期綠框窗戶與黑色排水管，長方隔為排氣孔 



北棟教室的牆面可分為三個部分，最上層白色
部分是使用麻絨白灰，中間金黃色部分主是使
用噴漿處理，下層灰色部分是使用洗石子做為
裝飾。 



光復初期玻璃昂貴，為避免遭竊，北棟教室窗戶
玻璃上方，刻有「中山」二字，相當特殊。教室
兩旁均是開口較大的窗戶，兼具通風與採光，以
增加室內的光線。 



雨庇主要的功能是遮陽擋雨使用，北棟教室西側及中間有
樓梯，是北棟教室主要的出入口，所以在這些地方都有雨
庇。但是最西側卻有突出牆面的大雨遮這個大雨遮的功能
是做為洗手台的雨，遮只不過後來已經拆除了。 



中山大門口鐵軌： 

大正13年(1924年)的 彰化第一公學校校門 (今中山
國小)，門前的軌道 是通往大竹、快官的 輕便車鐵
道。中山大門前曾有彰化護城河，河東有台糖五分
仔車，後來拆除五分仔車鐵道、護城河加蓋。 



中山國小全景： 

彰化第一公學校(今中山國小) ， 右方的道路即
今中山路。 



現今的中山國小大門： 

彰化縣百年老校彰化市中山國小明年建校滿120年，「百二」
校慶籌備委員會決議整體改造學校造型，從大門做起，從雕
花鏤空鑄鐵門換成有立體校徽與圓拱圖形的鐵門。 



昔日載運甘蔗的五分仔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