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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本文旨在探討桃園縣龍潭鄉龍潭國小（龍潭公學校）在日治時期的成長變化，以了解龍潭公學校與地方發展的關係，也透過學籍資料的剖析以還原學生健康情形，並探討師生畢業後之發展。


    史料來源除了收集《總督府公文類纂》、《總督府府報》、《桃園縣誌》等官方文獻與往來文書外，亦包含《台灣日日新報》等報章雜誌以及時人著述等做為研究基礎；本文並且採用龍潭國小歷屆周年校誌以及1901-1919年的學生學籍資料做為素材，析離學籍表內之細部資料，按照家長職業、居住地內容，還有學生身高、體重等數據加以歸類整理後，再分析其中差異。


    本文採用文獻分析為主，人物訪談為輔；以歸納法貫穿時空軸線，透過史料文獻的收集整理，按照不同主題加以分類統計之後，歸納出龍潭公學校與學生在日治時期的成長與變化。


    從師生畢業後表現的調查中，說明了龍潭地區的發展與龍潭公學校的學校經營是息息相關的，亦可看出地方大族長年參與學校營運，也從學校教育中培育族中子弟的現象，兩者互為唇齒。研究也發現學生衛生與健康情形會隨著政府政策而改善，但體格不如小學校日籍學生。
	摘要(英)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development of Taiwan’s Longtan Elementary School (Longtan Public School)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with primary focuses on its relations with local development, health conditions of the students, and career development of its graduates and teachers.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official sources, including Database of Taiwan Sotokufu, Taiwan Sotokufu Communiqué, Taoyuan County Chronology, newspapers such as Taiwan Nichinichi Shinpo, and narratives of people of the time. In addition, Longtan elementary school’s logbooks and the registration data of students during 1901~1919 were also studied. The data were analyzed across variables, including parent’s occupation, residential area, student height, and weight. 


    The methodology was based on document analysis and interview. Through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literature and analysis of data by various variables, this study induced growth of Longtan Public School and changes in its students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The survey on career development of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showed that development of Longtan district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peration of Longtan Public School. The dominant ethnic group in Longtan had high involvement in the operation of this school, in hope of giving better education to their offspring. It was also found that the health conditions of the students also improved with the change of government policy. However, local students were generally inferior in body build to Japanes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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