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年度金門縣保母人員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加強班報名簡章 

一、 主辦單位：金門縣社會處 

二、 上課地點：金門縣金門大學保母人員單一級檢定場地/金門大學金沙校區 

三、 諮詢專線：082-318823-62578余小姐、04-22382626林小姐 

四、 課程內容大綱及時數：清潔區、調製區、遊戲區及安全醫護區各 1天(8小時)， 

                         共計 4天，共計 32小時。 

五、 招訓人數：人數 30名，額滿提早結束(不接受電話及委託報名) 

六、 報名日期： 

班次 報名日期 上課日期 備註 

技術士術科加

強假日班 

107年 6月 23日(星期

六)10:30-15:00   

(中午不休息，額滿提

早結束) 

7/21、7/22、8/18、8/19 

1. 現場報名及

繳費 

2. 地點:金門農  

工行政大樓

１樓 

3.7/2(星期一) 

  錄訓名單公告 

  於金門縣政府 

  網站 

七、 課程內容及說明： 

班別 參訓對象 說明 

技術士術

科加強假

日班 

1.符合勞動部考照資格(報考 

  勞動部考試當日滿 20歲)，  

  但對術科操作沒有概念或對  

  術科有部份了解，但完全不 

  熟悉之應檢人。 

2.具托育人員結業證書或相關 

  科系者。 

3.金門籍且需實地居住金門縣 

 (不接受未長期居住金門者)。 

本課程將針對保母人員職類術科考試內

容，進行清潔區、調製區、遊戲區及安全

醫護區等四區，進行完整教學後，並進行

實際模擬操作練習，共計 4天課程(不得

缺課)。 

八、報名當日需繳交之資料及課堂須知說明 

  1.勞動部考試報名表(當天收取國家考試報名費 2,100元，簡章如未購買可報名當天

現場購買，每份 50元，共 2,150元整)，一經錄取概不退費。 

2.一吋照片 3張（貼於考試報名表及上課報名表上）。 

3.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份（貼於考試報名表及上課表報表上）。 

4.符合考試報名資格文件影本（相關科系畢業證書或托育人員合格結業證書）。 

5.當天請備妥 1-4項，缺件恕不受理報名，亦不接受補交。 

6.本梯次術科考試地點為金門大學金沙校區術科教室，107年即測即評及發證檢定  

(國家考試報名日期 9/10~14、10/26起開始考試)。 



7.錄取資格，需設籍及實際居住本縣之縣民(證明文件:身分證或居住本地證明文件) 

（大陸地區配偶須取得長期居留證或依親居留證，外籍人士須合法取得外僑居留  

證）。 

8.為維護上課品質及學員權益不接受旁聽及攜帶幼童參與(違者當天不得繼續聽    

課)。 

9.上課之簽到退，皆不得代簽名(特殊狀況者例外)，違者，代簽者與當事人當天不

計算時數。  

九、應自備材料表 

課程 自備物品 數量 備註 

清潔區 

 7/21(六) 

大浴巾 1條 每人準備 1條，一般洗完澡後使用之大浴巾 

小紗布巾 2條 每人準備 2條，可以買紗布手帕 

嬰兒紗布衣 1件 每人準備 1件，XL號 

長袍   1件 
每人準備 1件，60-70CM （2個月）嬰兒穿大

小，兩用兔裝亦可 

圍裙 1件 每人準備 1件，可和調製區同一件即可 

塑膠袋 1個 每人準備 1個，用來裝清潔區所需使用材料 

漱口杯   1個 
每人準備 1個(150CC以上) 
以塑膠杯及鋼杯為主，避免使用玻璃杯 

安全醫護區 
  7/22(日) 

請依規定修剪指甲 
 未依規定剪指甲，致使教具損壞者，需負賠償

責任，敬請大家配合 

調製區 
 8/18(六) 

圍裙 1件 每人準備 1件 

新鮮蘋果（不去皮）、已煮

熟胡蘿蔔(不去皮)、白煮蛋

(需帶殼，不能破) 

各一份 
每個人均需準備 
胡蘿蔔以 10公分大小為佳，水滾後煮 12分鐘

後撈起冷卻 

遊戲區 
 8/19(日) 

故事書或圖畫書 1本 
適合 1歲半小孩(不加註文字或記號，印刷廠

印製者可) 

毛巾 1條 洗臉用毛巾，每人準備 1條 

長袖襯衫 1件 自行穿著，示範洗手捲袖子用 

麵團（中筋麵粉 3杯，油 1

匙，鹽 1匙，水適量） 

約 450

公克 

於上課前一天製作，並放置於冷藏，上課時以

容器裝到教室（不可帶材料至教室製作） 

小紗布巾 2條 每人準備 2條，可以買紗布手帕 

嬰兒紗布衣 1件 每人準備 1件，XL號 

長袍   1件 
每人準備 1件，60-70CM （2個月）嬰兒穿大

小，兩用兔裝亦可 

圍裙 1件 每人準備 1件，可和調製區同一件即可 

塑膠袋 1個 每人準備 1個，用來裝清潔區所需使用材料 

漱口杯   1個 
每人準備 1個(150CC以上) 
以塑膠杯及鋼杯為主，避免使用玻璃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