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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中小學教科書設計與發展之研究 
──以東京書籍社會教科書為例 

 

詹寶菁1  葉韋伶2  陳麗華3 

 

本文依據臺灣情形和文獻理論，建構出教科書設計與發展的原

型，再以日本東京書籍為研究對象，藉由移地研究，針對該公司社會

教科書作者和編輯人員進行半結構式訪談，及相關文件分析。本研究

目的為：一、描繪出日本教科書設計在「課程設計」、「教學設計」、

「文本設計」、「版式設計」、「圖表設計」等五個面向的運作流程。

二、探討日本教科書發展涉及的「研編系統」、「審查系統」、「行

銷系統」、「選用系統」及「出版系統」之運作情形，及其對教科書

設計的影響。三、建構日本東京書籍社會教科書設計與發展之模式。

四、反思臺灣教科書的設計與發展，並提出可供參考之啟示。本文提

出日本東京書籍社會教科書設計與發展的動力模式，此互動模式與本

研究所提出之原型相較具有六個特點。根據上述研究結果，於文末提

出可供臺灣教科書設計與發展參考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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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explores the process of  social studies textbook design and devel-

opment by Tokyo Shoseki. A prototype is proposed for this study based on 
textbook design and development in Taiwan and literature review. Data was col-
lected using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of  authors, editor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collaborating companies as well as using document analysis. The research 
aims are (1) to depict the process of  textbook design, i.e., curriculum design, 
teaching design, text design, layout design, and graph design; (2) to explore the 
process of  textbook development and its influence on textbook design; (3) to 
construct a model for textbook design and development; and (4) to reflect on 
textbook design and development in Taiwan and propose suggestions for refer-
ence. Based 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a dynamic model is proposed to explain 
the textbook design and development for Tokyo Shoseki. Six features of  this 
model are identified comparing the prototype proposed in this study. The re-
flections on and suggestions of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Taiwan’s social stud-
ies textbooks are proposed as the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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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臺灣國中小教科書分別從 1996 年和 2001 年由統編制全面改為審定

制，原本希冀透過市場機制，能激盪出面貌多樣、富創意和高品質的教

科書，提供優質的教與學媒材。然而開放迄今已十餘年，只見教科書市

場愈來愈寡占（林倫全，2005；鄧鈞文，2001），各版本的教科書內容愈

來愈相似，教科書的形式愈來愈制式，批評的聲音未曾間斷（陳麗華，

2008），甚至部分科目又回歸部編本（國家教育研究院，2012）。不僅教

科書改革之初衷流為口號，多元觀點與多樣選擇也成為浮影泡沫，在在

顯示目前臺灣教科書的設計與發展遇到極需突破的瓶頸。 

臺灣教科書和日本有許多相似之處。首先，兩者在制度上同為審定

制，根據《学校教育法》（1945），日本中小學校須使用文部科學大臣審

定通過，或文部科學省著作的教科用圖書，臺灣國中小學採用的教科書

則須經過國家教育研究院審查通過，惟日本從 1947 年（昭和 24 年）實

施迄今已 70 餘年，經驗較臺灣長久和豐富，或許有值得臺灣參考之處。 

除了同為審定制之外，兩國教科書的設計與發展都受到中央政府的

規範。在教科書內容上，中央公布之課程規範文件皆為教科書編輯和審

查的重要依據，日本為《小學校學習指導要領》、《中學校學習指導要

領》，臺灣則為《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此外，兩國教科書都

受到中央政府對教科書價格的控制，致使每冊教科書的頁數都不厚。再

者，臺灣在教科書全面開放時，根據研究者參與教科書編輯的經驗，民

間出版社大量參考仿效日本教科書的設計，尤其是市占率較高的東京書

籍社會教科書，從目前國小社會教科書中，尚可察覺到其對臺灣教科書

的影響。 

國內在日本教科書發展和設計的引介和研究上，已有學者為文介紹

與研究日本的教科書制度（張小雯，1994；郭添財，2009），日本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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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編寫、檢定、選用（許銘欽，2007；楊思偉，2007；曾安立，1996；

柳本真理子，1995；鄭玓玲，2003），以及日本教科書的編排設計（黃瑞

茵，2008）。惟上述研究在對象與方法上，多針對文本或文獻等資料進行

探討，較少研究系統地探討教科書發展和設計，甚至兩者互動的交互影

響的歷程仍處於極待研究的領域。因此，本研究團隊採用移地研究，訪

問日本東京書籍社會教科書的編輯人員和編寫作者，不僅能進行第一手

資料的搜集，更可以透過訪談，描繪出教科書設計和發展各系統之間的

互動情形。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本文選擇日本教科書出版最具規模的東京書籍

為研究對象，藉由移地研究，訪問該公司社會教科書編寫作者與編輯人

員，以發展一套模式來解釋日本中小學社會教科書之設計與發展。因

此，本文之研究目的主要有四： 

一、描繪出日本教科書設計在「課程設計」、「教學設計」、「文本設

計」、「版式設計」、「圖表設計」等五個面向的運作流程及其互動關係。 

二、探討教科書發展涉及的「研編系統」、「審查系統」、「行銷系統」、

「選用系統」及「出版系統」之運作情形，及其對教科書設計的影響。 

三、建構日本東京書籍社會教科書設計與發展之模式。 

四、反思臺灣教科書的設計與發展，並提出可供參考之啟示。 

以下將先說明本文之研究架構、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接著呈現日

本東京書籍社會教科書設計和發展之研究結果，最後提出建構之模式，

以及可供臺灣教科書參考之啟示。 

貳、研究架構 

教科書的生產依其流程可以分為四個階段1，如圖 1 所示分別為規劃 

                                                                                                                    
1 這四個階段為參考學者對國內各科教科書設計與發展之研究（吳俊憲，2003；巫淑貞，

2006；邱千芳，2006；施雅寧，2007；郭怡立，2002；陳麗華、詹寶菁，2010；塗宥騏、
陳麗華，2014），以及研究者多年參與教科書編輯與審查工作得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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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設計與編輯階段、研編與審查階段以及行銷、選用與出版階段。

前面兩個階段為本文所稱之「教科書設計」，主要依據課程、教學、文

本、圖表、版式等面向的相關學理來進行，後面兩個階段為「教科書發

展」，受到編寫教科書本身以外力量的影響。 

雖然圖 1 將教科書生產流程分成四個階段，但是在運作時，教科書

設計與教科書發展是互為影響，例如在規劃階段需要依據現行教科書審

查辦法，也需要將市場意見納入；又如教科書的出版技術影響著教科書

的設計等等。以下分別說明教科書設計和教科書發展的意義。 

一、教科書設計的意義 

設計（design）一詞來自於拉丁文 designare，原意是指界定、描述

或製作，該詞原本描繪了許多人類活動，現今則界定為特定的專業領

域，此領域明顯地與藝術創作及物品和空間的建構有關（Erlhoff  & 

Marshall, 2008）。因此，設計是指人們為完成一具體事物或工作任務，就

其組成元素、步驟和程序等，所進行之選擇、計劃及思考的一種深思熟

慮的過程（Pratt, 1980）。從以上的界定可知，設計是具有明確目標的創

造活動，而這個目標可能是美學取向或功能取向，也可能兩者兼具。不

過，一般而言，設計的基本共通目標就是達到「美」與「用」的統一。

 

規劃 設計與編輯 研編與審查
行銷、選用 

與出版  

回饋 

教科書生產流程 

教科書設計 教科書發展 

圖 1  教科書設計與發展的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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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機能效用的具備，讓設計的意義與價值獲得彰顯；透過「美」的視

覺感受，提升感覺形式及傳達效用。教科書設計亦重視「美」與「用」

統一之基本原則，透過「內容」與「傳達形式」的合宜選擇、配置、結

合、組織與創造，以使其兼具實用與美感之雙重價值，達到利於閱讀理

解與學習的境界。 

本研究將教科書設計劃分為五大基本面向：「課程設計」、「教學設

計」、「文本設計」、「圖表設計」和「版式設計」，這是歸納自 Chambliss

和 Calfee（1998）、Glynn、Andre 和 Britton（1986）、畢華林（2006）、陳

昀嬋（2009）、陳麗華（2008）、黃婉琪（2008），以及黃顯華與霍秉坤（2005）

的研究。此分類亦印證了研究者之一過去擔任臺灣民間版社會教科書總

召集人的實務經驗（1994-98）。其中，「課程設計」著重點在內容的選擇

與組織，「版式設計」傾向於視覺傳達形式的考量，「教學設計」、「文本

設計」、「圖表設計」則是兩者兼具。此外，教科書設計如同內部引導教

科書成長茁壯的力量，從課程、教學、文本、圖表和版式等五大面向逐

漸形成一本教科書，因此借用內營力（internal process）的概念來描繪此

過程和其引導的力量。 

二、教科書發展的意義 

教科書經過內營力的運作而初步完成「課程設計」、「教學設計」、「文

本設計」、「圖表設計」、「版式設計」後，還須經過「研編系統」、「審查

系統」、「行銷系統」、「選用系統」、「出版系統」等五個發展（生產）過

程及回饋，才能以教育系統文化商品的形式上市。 

教科書發展的五個系統分別有其運作的任務。「研編系統」其運作

任務包括教材評估、實驗、試用、修正等。「審查系統」的運作任務包

括初審、編審溝通會議、重編或修正、複審、修正通過、取得教科書審

定執照等。「行銷系統」包括市場調查、專業研習、市場回饋、售後服

務、反映意見等。「選用系統」包括教科書的陳列展示、選書人員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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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教科書的選用等。「出版系統」的運作任務包括紙張選擇、編排軟

硬體、印刷科技、申請 ISBN 書號、版權等。由於這五個系統主要來自

教科書的外部力量，包括研究單位的研究結果、審查單位的審查標準和

程序、出版的技術與成本、市場對行銷的影響等等，因此借用外營力

（external process）的概念來歸結這五個系統對教科書的影響。 

如圖 2 所示，教科書發展的五個系統並非獨立運作，有時產生交互

影響，最終從外部回饋至教科書設計，影響其內容之選編與傳達形式。

此外，教科書發展的五個系統並非封閉的，而是會受到外在更大環境的

影響，如人口的多寡和經濟的繁榮程度將影響教科書市場的大小，因而

影響投入教科書研究發展的人、物力；法令的規範和限制影響教科書的

審查、出版社與學校及教師的互動等等，形成一個動態的系統。

 
 

圖 2  教科書設計與發展的理論原型
資料來源：修改自陳麗華、詹寶菁（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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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觀點，本文提出教科書設計與發展是受到內營力與外營力

的交互作用，依此觀點和理論模式作為本文之研究架構，藉以探討日本

東京書籍社會教科書設計與發展之模式。惟圖 2 依據臺灣教科書設計與

發展情形，及參考其他國家之文獻，為本研究的理論原型（prototype），

藉以顯現教科書設計與發展的根本和重要的特徵，該原型引導研究的進

行，但是將會隨著本研究的發現，而修正成為較適合日本教科書設計與

發展的模式。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團隊至日本進行移地研究，採用的研究法主要為半結構式訪

談法和文件分析法，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訪談法 

（一）訪談法 

訪談的目的可以有很多種，記者式的訪談在記錄和報導社會的重要

事件；心理治療式的訪談在改善人們生命中較虛弱的情況；研究式的訪

談通常有產生知識的目的（Kvale & Brinkmann, 2009）。本研究訪談的目

的結合了記者式和研究式，一方面藉由移地研究，面對面直接接觸受訪

者，記錄和報導書面文件未能得知的日本東京書籍教科書設計和發展之

情況，以瞭解實際的運作情形，並有機會澄清受訪者的回應，或是根據

其回應深入詢問，另一方面本研究企圖形成和建構教科書設計和發展的

模式，期對教科書設計與發展的知識體系有所貢獻。 

在訪談進行前，作者先檢視和分析國家教育研究院教科書發展中心

教科書圖書館蒐藏的東京書籍社會教科書，一方面藉以瞭解和熟悉受訪

者及其作品／產品，有助於訪談的進行，另外亦藉以形成訪問內容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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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依據本研究目的、分析觀點和架構擬定訪談大綱（如附錄），進行

半結構式訪談。 

為確保掌握受訪者表達的內容，以達訪談的信度，訪談進行時在徵

得受訪者同意下進行錄音，由兩位記錄者配合翻譯者即時記錄訪談內

容，並交互核對訪談內容的一致性。第一天訪談結束後，研究人員與翻

譯者核對訪談大綱與記錄，並形成第二天的訪談問題，以確定達到預定

的訪談目的。 

訪談時有精通日語並熟悉教育專業的人員進行口譯。該口譯員黃郁

倫小姐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目前就讀於東京大學教育科

博士班，為佐藤學教授之學生。在本移地研究籌備階段，本研究團隊即

趁佐藤學教授來台期間，進行研究者、受訪者與翻譯員面對面溝通研究

目的、訪談重點與訪談問題，並以東京書籍出版的社會教科書進行訪談

的模擬演練，以梳理出透過口譯進行訪談的運作程序與節奏。此外，在

翻譯員赴日後，本研究團隊仍持續密集地透過電子郵件確認訪談行程、

受訪人員與訪談問題，以凝聚共識與默契。再者，於日本進行訪談時，

研究團隊與翻譯員會利用受訪者轉換銜接的空檔間，及時確認訪談中所

生疑問與訪談記錄，並於每日訪談結束後，雙方在旅館座談，以回顧與

釐清當日訪談的情節，並確認受訪者對訪談問題的回應，以提升記錄的

精確程度。 

（二）訪談資料編碼 

針對訪談資料，本研究的編碼採三碼，在文中引用資料後加上「受

訪者姓氏+訪談日期+資料來源」，如「堀畑 20110117 訪」代表 2011 年 1

月 17 日訪問堀畑仁宏的資料。 

二、文件分析法 

本文分析的文件主要是進行移地研究時，東京書籍株式會社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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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包括東京書籍株式會社的簡介、新版社會教科書特色的說明，及

最新版的社會教科書，藉以瞭解教科書設計和編輯的人員、組織和運作

流程，及教科書設計和編輯的理念，這些資料是在臺灣或是網路無法取

得的。 

此外，為避免文件資料僅來自於單一來源，在分析資料時，也與日

本文部科學省網站中有關學習指導要領、教科書檢定、選用等官方資料

交互對照，並與訪談資料交互檢證，以確定資料的正確性。至於文件的

引用，資料註明格式則與其他文獻相同。 

三、研究對象 

（一）東京書籍集團 

東京書籍集團前身成立於 1909 年（明治 42 年），目前集團包括：（1）

負責教科書編輯和東書文庫（即教科書圖書館）的東京書籍公司；此外，

還其他五個子公司，分別為：（2）科技公司（株式会社リーブルテック）：

負責影片、電子書、印刷等業務；（3）東京物流公司：負責運送、倉儲

等業務；（4）天文出版公司（あすとろ出版株式会社）：負責中小學教

科書、參考書、辭典，和其他書籍的販售；（5）東書房地產公司（株式

会社東書エステート）：負責管理集團的房地產；（6）學習調查公司（株

式会社學習調查エデュフロソト）：負責學力調查。 

（二）東京書籍中小學社會科團隊 

東京書籍株式會社負責教科書的編輯工作，社會科編輯部由一位理

事領導（日本的職稱為「取締役」），編輯部分成中學社會（即臺灣的國

中社會）和小學社會編輯團隊，小學由一位編輯長帶領四位編輯（堀畑

20110117 訪），中學則有六位編輯，中學階段的社會科分成公民、歷史

和地理，各科目由一位編輯負責，其他編輯則協助（三光 20110118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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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的地圖集和配合課本的電子書若有設計需要配合，則公司內的設

計部門會協助（三光 20110118 訪）。 

在外部配合業者部分，東京書籍社會教科書在版式設計、地圖繪

製、插圖和照片會與外部業者合作。版式設計是由一位合作多年的業者

負責，課本中的地圖由編寫教師決定需要的內容，再由東京書籍公司的

地圖編輯人員決定是由公司內部繪製，或是與外部地圖繪製者接洽（三

光 20110118 訪）。 

由上述介紹可知，組織的結構和人員分配反映出該組織針對某項工

作投入的人力和物力，東京書籍集團各子公司都圍繞著教科書的生產發

展而來，包括研編、出版、運送、販售、學力調查等等環節，是一個規

模龐大且完整的教科書業者，提供教科書設計與發展堅實的後盾，教科

書設計需要的人才如設計、地圖繪製等，集團本身就可以支援，如果需

要更專業的圖畫、地圖，則由外部的專業公司負責，對教科書編寫人員

來說，是實踐編寫理念的強大助力。 

（三）訪談對象 

本研究以東京書籍社會教科書作者及編輯為訪談對象。東京書籍株

式會社為日本目前規模最大的教科書出版社，所出版之教科書涵蓋小學

校、中學校及高校各科目，及與教學與自修相關的產品。此外，所發行

之社會教科書，在中小學社會教科書的市場占有率很高，以平成 23 學

年度（2011／2012 學年）為例，小學社會為 52%、中學地理 45%、中學

歷史 50%、中學公民 60%（堀畑 20110117 訪、三光 20110117 訪）。 

透過佐藤學教授的牽線與東京書籍的安排，所有訪談皆在東京書籍

公司裡進行，訪談日期為 2011 年 1 月 17 日和 18 日，除了 17 日進行公

司簡介兩個小時之外，每位受訪者分別進行約 30 分鐘的訪談，受訪者

包括編輯部的部長、中學和小學的編輯長、小學編輯團隊的總召集人（即

表 1 中的代表）、小學作者和中學作者（即表 1 中的編輯委員），及與該

公司有長久合作關係的外部版面設計者。茲將受訪者的資料整理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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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訪談對象一覽表 

 受訪者 性別 現職 負責工作 

編 
輯 
部 

渡邊 能理夫
WATANABE, Norio 

男 
東京書籍株式会社 取締役

1 

編集局次長 社會編集部長 

領導、整合

中小學社會

編輯部 

堀畑 仁宏 
HORIHATA, Yoshihiro 

男 
東京書籍株式会社 

小學社會編集長 

小學社會教

科書編輯部 

三光 穣 
SANKOU, Yutaka  

男 
東京書籍株式会社 

中學社會編集長 

中學社會教

科書編輯部 

代

表 
佐藤 學 
SATO, Manabu  

男 東京大學大學院教授 
小學編輯團

隊代表
2 

編 
輯 
委 
員 

千葉 昇 
CHIBA, Noboru 

男 

國士館大學文學部教育學科初等

教育專攻準教授 

東京學藝大學附屬大泉小學校副

校長（經歷） 

小學編輯委

員（綜合） 

長谷川 康男 
HASEGAWA, Yasuo 

男 

明治學院大學心理學部教育發達

學科準教授 

筑波大學附屬小學校副校長 
（經歷） 

小學編輯委

員（三、四

年級） 

中山 京子 
NAKAYAMA, Kyoko 

女 
帝京大學文學部教育學科準教授 

東京學藝大學附屬世田谷小學校

教諭（經歷） 

小學編輯委

員（五年級） 

荒井 正剛 
MASATAKA, Arai 

男 東京學藝大學附屬竹早中學教諭 
中學地理編

輯委員 

森茂 岳雄 
MORIMO, Takeo 

男 中央大學大學院研究科委員長、 
文學部教授 

中學公民編

輯委員 

外

部

合

作 

內田 誠治 
UCHIDA, Seiji 

男 專業的版面設計者 版面設計 

註：1 即等同於理事；2 即等同於臺灣教科書編輯團隊之總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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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日本東京書籍社會教科書的設計 

本研究採用內營力之概念分析教科書設計，又可以區分為「課程設

計」、「教學設計」、「文本設計」、「圖表設計」與「版式設計」等五大面

向，以下將從此五大面向探究日本東京書籍社會教科書設計之流程。 

一、課程設計 

臺灣教科書於課程設計階段之主要任務為依循《國民小學及國民中

學教科圖書審定辦法》（2009 年 2 月 19 日修訂）之規定，並根據教育部

發布之《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擬撰「課程大綱」，其中包括

擬訂編輯理念、課程目標、課程架構、組織原則、訂定教材細目（包含

單元名稱、教學活動重點、教學時間或節數及對應能力指標等）與配套

教學資源等，亦即著重於課程知識之選擇和組織。以下將以日本東京書

籍為例，說明日本社會教科書於課程設計階段之流程及其特色： 

（一）設計流程 

日本東京書籍於教科書課程設計階段之主要工作大抵與臺灣之工

作內容相似，其主要依循《教科用圖書檢定基準》之規定，並由「編輯

委員會」
2
依據文部科學省頒訂之《小學校學習指導要領》及《中學校學

習指導要領》
3
（2008 年修訂，以下簡稱《學習指導要領》）擬訂「編輯

方針」。後續再由各編寫組參考《學習指導要領》與《教科用圖書檢定

基準》，並依據編輯方針編纂「編輯綱要」，待編輯綱要編擬完成後再交

由編輯委員會審議（三光 20110118 訪），圖 3 即為日本東京書籍社會教

科書之課程設計流程。 

                                                                                                                    
2 東京書籍社會教科書編寫組由現場教師與大學教授共同組成，小學及中學社會各分成
三小組，每小組八人。其中，小學校編寫組為三至四年級、五年級和六年級各成一小

組，中學校則依據歷史、地理和公民分為三小組，各編寫小組之組長又與教科書之代

表組成「編輯委員會」。 
3 學習指導要領平均每五年進行微幅修訂，每十年進行大幅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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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編輯部為靈魂推手 

值得著墨的是，社會編輯長於整個過程中扮演著穿針引線的角色，

編輯長和其下帶領的編輯社員必須參與各編寫組的歷次會議，不僅要蒐

集每次會議的原稿，更扮演著居中協調的關鍵角色（三光 20110118 訪）。 

二、教學設計 

臺灣教科書於教學設計階段之主要任務為依據課程綱要與課程設

計之結果確立教學設計之取向，進而設計教師手冊，包含教學活動與評

量設計，並設計課本與習作中之學習活動等。 

 

 

指引

指引 指引 

小學／中學學習指導要領 

頒訂

文部科學省 

教科用圖書檢定基準 

日本東京書籍株式會社

指引 審議

編輯委員會擬訂編輯方針 

指引

各編寫組編擬編輯綱要 

編寫教科書內容 
社
會
編
輯
部 

參與與協調 

圖 3  日本東京書籍社會教科書課程設計之運作流程和動力關係 
註：虛線表示東京書籍內部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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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計流程 

日本東京書籍於教科書教學設計階段之工作內容大抵不脫臺灣教

科書教學設計之工作範疇，以社會教科書為例，2011 年 4 月開始於日本

小學全面使用之社會教科書（平成 23 年版本）即採取「學生中心取向」

之教學設計，使教科書從教的教科書變成學的教科書（渡邊 20110117

訪），此亦為符應日本文部科學省於 1989 年頒布之新學力觀之設計。確

立教學設計取向後即進入課本與教師用指導書之學習活動設計階段，而

教學內容設計必須歷經一連串之教材實驗與試用階段方能納入成為教

科書之內容，圖 4 即為日本東京書籍社會教科書之教學設計流程。 

（二）各編寫小組為課本和教師用指導書內容編選的主要決定者 

教師用指導書為教師教學資源之一，其由各編寫小組於編輯社會課

本時同時編寫（長谷川 20110118 訪）。而編寫小組之成員皆由現場教師

與大學教授共同組成，和臺灣以現場教師為主不同（邱千芳，2006），其

中又以現場教師之比例較高（畑野 20110117 訪），由於編寫教師本身具

有豐富之教學經驗，故編寫教師用指導書對編寫小組成員而言實屬駕輕 

 
 
 
 
 
 
 
 
 
 

 
 

 

修正 

討論 

社會編寫組 社會編輯部 

教學活動設計 教材實驗／試用 

納入教科書之教學活動

依據編輯綱要 

圖 4  日本東京書籍社會教科書教學設計之運作流程和動力關係 
註：教材實驗與試用屬於教科書發展之研編系統，將於後續章節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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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熟。然而，也由於編寫小組均具有豐富之教學經歷，而教師在經年累

月之教學經驗累積下，或多或少會培養出一套習慣性之教學方法，此

時，社會編輯社員之參與就顯得格外重要，其中立之角色不僅可以協助

教師跳脫習慣之框架，在教師手冊和課本之間有落差時，有時候由社會

編輯社員負責修改，也有些是由作者修改（長谷川 20110118 訪），以統

合社會課本和教師用指導書的內容。 

（三）資料集輔助教師教學 

迥異於臺灣國小社會課本每冊皆附有習作之設計慣例，日本小學社

會科並未有習作之設計，直至中學社會科才有習作之使用。相較於臺灣

國小師生習慣使用社會習作輔助社會科之教學與學習，日本小學五、六

年級之學生大多習慣使用「資料集」
4
輔助社會科之學習，教師甚至會購

買不同出版社出版之資料集，藉以豐富教學內容，並作為課本之資料補

充。資料集在日本中小學教學現場之重要性亦可由出版社之組織編制窺

知，日本東京書籍出版之資料集是由一獨立團隊編寫，而非由社會課本

之編輯委員群統一編寫，相較於日本教科書四年一改版，資料集每年皆

會進行微幅的更動，部分現場教師甚至將資料集指派為學生之家庭作業

（中山 20110118 訪），資料集之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四）自編教材為教師專業文化之顯現 

由於日本出版社向來沒有設計和出版習作的慣例，因此，日本中小

學教師普遍使用自編教材進行教學，然而，自編教材並非全由教師自行

創新編寫，部分內容亦可能為課本內容之統整（佐藤 20110117 訪）。由

於小學社會科並無習作之設計，又出版社亦無出版小學三、四年級之資

料集，因此，教師自編教材在小學三、四年級甚至成為教學之主要教材

                                                                                                                    
4 依據「教科用圖書無償措置法」之規定，資料集屬於使用者自費之範圍，部分學校會
於學期初向學生酌收教材費，並由學校統一購買資料集。然而，若學校多數學生無法

擔負額外購買資料集之費用，則會由學校統一購買並採用借用制度，由該年段之學生

輪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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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藤 20110117 訪），此亦為教師無教科書選用權限之權變作法（森茂

20110118 訪）。 

三、文本設計 

臺灣教科書於文本設計階段之主要工作為依循《國民小學及國民中

學教科圖書印製標準規格》（2004 年 12 月 1 日修正）之規定撰寫課文、

圖說、百寶箱及動動腦（撰寫提問問題）等類元件。 

日本東京書籍於教科書文本設計階段之主要任務亦為依據前階段

之設計成果撰寫課文內容、圖說與各類提問問題等。以日本東京書籍為

例，教科書之文本編寫係由該單元之教學設計者統一編寫，待文本編寫

初步完成後再提交該年級之編輯小組討論，其後，編寫教師必須參酌組

內成員之意見進行文本修正，此過程不停循環直至組員皆無異議後方

止，此組內討論為文本設計之必經歷程，圖 5 即為日本東京書籍社會教

科書之文本設計流程。 

四、圖表設計 

普遍而言，教科書於圖表設計階段之主要任務為設計圖片、繪製統

計圖表及編排圖說等，其中圖片之範疇甚廣，包括插圖、照片、畫作與

漫畫等皆為臺灣教科書中常見之圖片形式。 

（一）組織架構 

日本東京書籍於教科書圖表設計階段之工作任務大抵與臺灣之工

作內容相似，然而，與臺灣相異的是，東京書籍於圖表設計階段之任務

分工較為精細。專設地圖編輯單位，處理地圖繪製事宜，該單位為一獨

立團隊，未有小學校、中學校與高等學校之分別（三光壌 20110118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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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計流程 

以日本東京書籍之社會教科書為例，教科書中使用之圖表皆由編寫

教師事先構想，待教科書編寫至一個段落後，再由編寫教師提供部分素

材向社會編輯社員傳達構想，而社會編輯社員必須根據編輯教師之理念

搜尋相關素材進行編輯，若教科書中需要繪製較為複雜之地圖，再由社

會編輯社員向地圖編輯單位溝通設計構想，而後地圖編輯成員會依據編

寫教師之需求繪製地圖，待地圖製作完成後再請編寫教師提供意見。另

外，若地圖編輯單位在繪製地圖的過程中需要較高之技術，則該單位會

適時與外部專業地圖公司業者合作（畑野 20110117 訪），經過各個環節

社會教科書編寫委員 

編寫課本之文本內容 

提交各編寫組討論 

修正 通過 

提交編輯委員會討論 

依據編輯綱要與 

討論確認後之文本體例 

社會編輯部 

完成教科書課本之文本 

修正 

圖 5  日本東京書籍社會教科書文本設計之運作流程和動力關係 



 
 
詹寶菁、葉韋伶、陳麗華 日本中小學教科書設計與發展之研究 91 

 

的來回溝通、繪製與修正後，再請課本編寫教師針對設計成品提供想

法，雖然繪圖人員並未與編寫教師面對面溝通，但是仍有反覆溝通的管

道，以符合編寫教師的要求，和臺灣某些版本教科書的運作不同（邱千

芳，2006）。簡言之，蒐集素材、溝通協調等劃歸為社會編輯社員之工作

任務，而地圖繪製則為地圖編輯單位之職責範圍。 

由於插圖、畫作和漫畫等素材均屬圖表設計之範疇，而教科書中使

用之各式圖片亦由編寫教師事先構想，在教科書設計過程中，編寫教師

亦會先行蒐集相關素材，並與社會編輯社員傳達設計理念，而編輯社員

本身亦會尋找合適之素材進行編輯，若無法尋得合適之素材，編輯社員

便會與外部畫家合作，藉由提供畫家設計構想，繪製符合編寫教師設計

理念之圖片，圖 6 即為日本東京書籍社會教科書之圖表設計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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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部分素材並進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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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日本東京書籍社會教科書圖表設計之運作流程和動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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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版式設計 

教科書在版式設計階段之主要工作為整合、編排與配置文字與圖片

等視覺訊息，並將圖文等訊息進行分類、整合與視覺美化。日本東京書

籍於教科書版式設計階段之工作內容為字體字級、色彩、文字方塊等等

之編排，其原則為務必使教科書之字體夠大、色彩明確、整齊清晰、簡

明易懂。然而，東京書籍教科書版式設計之構想大多由編輯教師事先規

劃，並將設計理念和相關素材傳達給社會科編輯社員，編輯社員會再將

編輯教師之構想及素材轉知外部業者，經過編輯社員和外部業者來回溝

通、編排與修正後，再由編輯社員將版面設計成果提交編輯教師審閱，

再經過來回往返之溝通及修正，呈現完美的版式設計成果，整體流程如

圖 7 所示。由此可知，外部業者必須在編輯教師提供之編制規範下，進

行教科書之版式設計。 

以社會科為例，日本東京書籍出版之教科書已經發展出一套慣用之

版面配置方式，其中版面之左上角放置單元重點、左下角及右下角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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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日本東京書籍社會教科書版式設計之運作流程和動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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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放置延伸問題、課文內容盡量放置在全版之中心部位等，這樣的版面

配置方式是由編輯教師群和社會科編輯社員共同討論決定，自 1992 年起

即採用此種配置方式，直至今日都沒有太大變動。 

此外，對照於我國必須依循《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圖書印製標

準規格》進行版式設計，日本對於教科書樣式之限制，如教科書尺寸，

已於 1992 年全面廢止，因此，日本出版社可以在成本內自由決定課本之

字體及開數大小，相較於我國顯然有較多選擇。 

歸納上述有關東京書籍社會教科書設計的分析，其設計流程如本研

究所假設（圖 1），可分為規劃階段及設計編輯階段。在規劃階段，主要

任務是進行「課程設計」，包括由編輯團隊組成編輯委員會，以擬定教

科書的「編輯方針」，再由各編寫組根據編輯方針擬定「編輯綱要」。在

設計編輯階段，主要任務是各編寫組，依據「編輯綱要」進行教師用指

導書和課本之「教學設計」、「文本設計」、「圖表設計」及「版式設計」

等。 

伍、日本東京書籍社會教科書的發展 

本文提出影響教科書發展的外營力包括五個系統：研編系統、審查

系統、行銷系統、選用系統和出版系統，並假設其分別受到更廣大環境

的影響（如圖 2 所示）。以下將以日本東京書籍社會教科書為例，分別

說明教科書發展的五個系統。 

一、研編系統 

此系統的運作任務包括教材評估、實驗、試用、修正等。根據本次

訪問結果顯示，日本並沒有禁止教科書實驗和試用的法規，這是和臺灣

較少或未能進行實驗與試用最不同之處（吳俊憲，2000；邱千芳，2006；

施雅寧，2007；鄭玓玲，2003）。以下以東京書籍的新社會教科書為例，



 
 

94 教科書研究 第七卷 第二期 

 

說明其教科書實驗與試用的時機和負責者，以及教科書送審前影響修正

的外部意見。 

（一）實驗和試用時機 

課程與教學的實驗平時就會在大學的附小進行，個別的教師可以進

行不同的實驗，如果教師之間對某個課程有共同的興趣，該課程就會收

錄在教科書裡（千葉 20110118 訪）。課程與教學的實驗在新舊課程過渡

期（或稱為「移行」時期）進行得特別多（渡邊 20110118 訪、千葉 20110118

訪）。總而言之，教科書的實驗和試用的時機是在教科書編寫完成以前，

而非整本教科書完成或通過審查之後（千葉 20110118 訪）。 

所以在教科書重新編訂時，主要由編寫者提出新的教材或是教學設

計，提出者覺得符合教科書的編輯大綱（請參見圖 4 課程設計流程），

在實驗和試用的過程中師生反應良好，並經過各編輯小組討論同意之後

才納入教科書。 

（二）實驗和試用負責者 

社會編輯部長渡邊能理夫表示，新單元由作者負責發展實驗，或是

在作者的學校，或是在朋友的學校進行（渡邊 20110118 訪），如千葉昇

在其任職的東京學藝大學附屬大泉小學（千葉 20110118 訪），荒井正剛

在東京學藝大學附屬竹早中學自己任教的班級裡（荒井 20110118 訪），

或是與教授有合作關係的學校進行，如中山京子會先提供理念，並完成

一個模式，再由其他小學現職教師實踐，接著再寫下整個教學過程和教

學材料（中山 20110118 訪）。 

（三）審查前影響教科書設計與修正的外部因素 

在編寫委員內部討論後及送審前，一個可能影響教科書設計與修正

的是現場教師的意見，教科書在寫好之後（初稿），出版公司會請很多

教師先試閱，若有意見作者會參考修改（森茂 20110118 訪）。此外，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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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書籍集團有一子公司負責學習調查，進行的學力考試分析主要是測驗

卷結果的分析，會依據數學和理科學力測驗的結果來修改教科書（渡邊

20110118 訪）。 

綜合上述分析，東京書籍社會教科書之研編系統與教學設計的關係

如圖 8 所示。在研編系統中，最主要影響教科書試用與實驗的是法令與

規定，由於日本並未禁止教科書的試用與實驗，因此教科書出版社或編

輯者可以或願意進行；在如此開放的法制中，孕育了另外一個影響因

素，即日本的教師專業文化，日本學校教師使用教科書的情況和臺灣不

同，學校教師會參考教科書及／或資料集自編上課材料，當然不代表每

一位日本教師皆是如此，但是加入東京書籍社會編寫團隊的教育工作者

具有此特質，所以東京書籍社會教科書編寫委員，在教學設計時會編入

自己或同事、朋友實驗後覺得滿意的單元。此外，完成之教學設計公司

會請教師進行試閱，提供意見，於送審前進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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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日本東京書籍社會教科書研編系統與教學設計之動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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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查系統 

此系統在臺灣的運作任務包括初審、編審溝通會議、重編或修正、

複審、修正通過、取得教科書審定執照等。以下將說明日本教科書審查

制度，以及東京書籍的經驗。 

（一）送審時間和審查之教科書 

日本教科書從編輯到完成提供給學生使用約四年，教科書在第一年

編寫完成之後，約第二年的 4 月（日本學年度從 4 月開始）向文部科學

省提出檢定申請，將整套教科書一起送審，以社會為例，包括小學的三

四年級社會、五年級社會及六年級社會，國中三學年用的地理、歷史和

公民，和臺灣逐冊送審有所不同（洪孟珠，2003）。 

（二）審查主要依據 

文部科學省主要依據 2009 年公告的《義務教育諸學校教科用圖書檢

定基準》，2008 年公告的《小學校學習指導要領》和 2009 年公告的《中

學校學習指導要領》進行審查。教科書內容審查主要依據學習指導要

領，不會有很細的意見（佐藤 20110117 訪），例如新的學習指導要領強

調學生學習能力的「新的學力觀」，希望透過活動讓學生學習，所以作

者也設計活動讓學生學會這些新的學力觀，如果保守的話，文部科學省

會有意見（森茂 20110118 訪）。 

（三）審查方式 

除了書面審查之外，當發行者提出檢定申請時，必須同時接受文部

科學省內教科書調查官的調查，以及文部科學大臣諮詢機關的「學科用

圖書檢定調查審議會」審議；文部科學大臣會依據審議會的答申（意見）

執行檢定，決定是否合格，才能列入學校教科書選用的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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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審查結果及修正 

審查結果分為三種，合格、不合格、修改後再審。若有修改意見，

約有二個月的修改時間（渡邊 20110117 訪）。東京書籍社會編輯團隊收

到文部科學省的審查意見時，全部人員會一起集合開會，根據修正意見

修改，就教科書出版社的立場來說，是希望一定修改（渡邊 20110117

訪）。通常拿到的意見不多，包括事實變遷或是不同看法（長谷川 20110118

訪）。編輯委員覺得教科書審查者都是學有專長，他們的意見都滿客觀

的（長谷川 20110118 訪）。 

綜合上述分析，日本教科書的審查流程如圖 9 所示，其特色有：第

一，法令規定設定了教科書審查的基調，如明訂教科書審查周期為四

年、《教科用圖書檢訂基準》明訂各科須符合的基本條件，使日本教科

書有較長的編輯時間，編出整套的教科書再送審；第二，常設教科書審

查人員，文部科學省設教科書調查官（2012 年各學科合計 50 位，文部

科學省，n.d.a），及諮詢機關「學科用圖書檢定調查審議會」裡的常任委

員，長期專注投入於教科書審查，和臺灣採用聘任委員的方式不同（洪

孟珠，2003）；第三，政府制定頒布的《學習指導要領》主導教科書審查

大方向，而不會過於針對細部，加上審查者為專業人員，因此東京書籍

編輯委員們多尊重審查意見進行修改。 

三、行銷系統 

臺灣教科書行銷系統包括市場調查、專業研習、市場回饋、售後服

務、反映意見等。以下將說明日本教科書行銷相關法令規定，以及東京

書籍的作法和經驗。 

（一）法令規定 

日本教科書市場競爭激烈，為避免不當競爭或行銷行為出現，日本

訂定相關法令，規範教科書市場的秩序，亦透過出版業者的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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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反壟斷法》訂定《教科書業特定不公平交易法》，進行規範

（饒安邦、陳麗華、楊國揚、王立心、林以文、林信志，2009），包括： 

1.不論直接或間接，不得向教科書使用者或參與選用教科書之人員

提供金錢、物品、餐飲等，以使其使用或選用自己或特定出版社之教科

書。 

2.不論直接或間接，不得以經濟利益或許諾為手段，慫恿銷售人員

提出申請 

文部科學省教科書調查官的調查 

文部科學大臣諮詢機關的「學科用圖書檢定調

查審議會」審議 

審  查 合格 不合格 

修正後再審 
不合格理由事前通知 

提出申覆意見 

提出修正情形 

審查修正情形 

審查通過通知 
審查不通過通知 

法令／規定環境 

圖 9  日本教科書審查流程圖 
註：雙框線為出版社的動作、粗框為三種審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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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教科書使用者或參與選用教科書之人員提供金錢、物品、餐飲等。 

3.不論直接或間接，教科書出版業者都不得中傷、誹謗其他教科書

出版業者，或以不正當手段妨礙其他出版社教科書的使用或選用。 

此外，文部科學省對於涉及教科書選用單位及人員提出行政指導，

其主要措施如下（饒安邦等人，2009）： 

1.可以向教育委員會及教科書中心提供一定數量的教科書樣書，但

禁止贈送教師指導書籍及送審樣書。 

2.相關教育人員不得參與由出版社主辦或協辦之講習會、研討會等

活動。 

3.由文部科學省負責收集和分送各出版社所編製的教科書編輯意旨

等資料予各相關教育人員，各出版社宜嚴格自律，避免再發送。 

4.禁止對選用相關人員及具有影響力的教育相關人員從事教科書的

宣傳活動；教科書編者不得參與教科書的選用。 

再者，教科書出版業者發展自律措施，如共同設立「教科書公平交

易協議會」，負責教科書公平交易的調查研究；又如社團法人教科書協

會（n.d）於 2007 年 1 月 30 日提出《教科書宣傳行動基準》，確保宣傳

的公正性，積極進行有關自律的宣傳工作，並約束其成員。 

在訪問中亦發現國內介紹日本教科書選用未提及的規定，就是各地

事務局會發給學校相關規定，禁止教師和出版社接觸，有關此規定的相

關資料並沒有發給出版社，而且各地略有差異，有些較嚴，有些較鬆，

例如，不能索取樣本、不能和書商見面等等，這些規定需要透過各地業

務才知道（渡邊 20110118 訪）。 

（二）行銷對象與手段 

由於《教科書業特定不公平交易法》和文部科學生提出的行政指

導，教科書出版社不能贈送學校教師指導書籍，日本學校得自行編列預

算購買。此外，東京書籍社會科並沒有出版所謂的學生習作，只有社會

科資料集，教師會依據內容出作業，亦由學校向學生收材料費購買，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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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地區則由學校購買，班級之間輪流使用，再留給下一屆（中山

20110118 訪）。 

在行銷對象上，以前是針對教師行銷，但是目前規定較多，如果違

法，重則教師被解聘，書商受罰（佐藤 20110117 訪），所以教師和書商

都很謹慎。目前主要的手段是透過東京書籍各地的業務參加教師的社會

科研究會（渡邊 20110118 訪）。從 2001 年開始，日本教科書的選用權，

公立學校歸屬於設置該校的市町村或都道府縣的五人教育委員會（包括

家長、教師、大學老師、企業代表）（森茂 20110118 訪）；國立及私立學

校的教科書選用權則掌握在校長。因此渡邊不諱言，他們也在找適合的

方式和他們接觸（渡邊 20110118 訪）。 

（三）市場回饋 

由於教科書審查周期為四年，所以市場回饋的意見並不會立即影響

教科書的修改，（選用之後）教科書編定之後不會進行修正，除了錯字

會即時修正之外（堀畑 20110117 訪）。 

市場回饋的意見包括上述提及各地業務參加教師的研究會，另外，

選書之前市町村教育委員會搜集教師的意見（森茂 20110118 訪），各地

區教育委員會在選用過程中會有意見，出版社都很珍惜（渡邊 20110117

訪）。 

綜合而言，日本有關教科書行銷的法令規定較臺灣嚴格與周密，處

罰亦較重，使教師和出版社避免違反規定，藉此避免任何影響教科書公

平交易的手段出現。日本教科書出版社的業務僅能透過參加教師的研究

會，介紹新的觀念和新的教學材料，並透過此種參與來蒐集教師的意見。 

四、選用系統 

「選用系統」在臺灣的運作任務包括教科書的陳列展示、選書人員

的形成、教科書的選用等。以下將說明日本教科書選用相關規定和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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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一）法令規範 

根據《地方教育行政的組織與運作相關法》（1956 年）和《教科書

的發行相關臨時措施法》（1948 年），教科書採用的權限是在市町村的教

育委員，從 2001 年開始，日本教科書的選用權有所修改，公立學校歸屬

於設置該校的市町村或都道府縣的五人教育委員會（包括家長、教師、

大學老師、企業代表）（森茂 20110118 訪）；國立及私立學校的教科書選

用權則掌握在校長。 

（二）選用流程 

如圖 10 所示，出版社提交書目給文部科學省之後，文部科學省大

臣將審定合格的教科書目錄與樣本書，統一送至「都道府縣」選用教科

書相關機構與人員，其設置的「教科圖書選定審議會」會聽取各版本的

意見，撰寫供基層單位選書的參考報告。 

再來，都道府縣於每年的 6 月中，在全國各地 886 個教科書展示場

所舉辦為期 14 天的教科書展示會（文部科學省，2012a），例如平成 24

年北海道設置了 62 個教科書展示場所，這些場所包括小學、圖書館、

公民館或是教育委員會等等（文部科學省，2012b），在此提供教師和相

關人員閱覽和檢視教科書的機會。 

五、出版系統 

此系統的運作任務包括紙張選擇、編排軟硬體、印刷科技、申請 ISBN

書號、版權等。以下將先說明日本政府對教科書印製的規定，並以東京

書籍為例，該公司在教科書製作上都已經電腦化，說明教科書出版系統

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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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成元年（1989）修改了檢定規則和檢定基準，較大的改變包括教

科書尺寸從 A5 改為 B5 大小，從直書變成橫書，還有多色化，到了 2000

年（平成 12 年）聽取了公正取引委員會的建議，廢止了有關教科書樣

式的規定。另外，日本義務教育階段的教科書是免費供應制，由政府編

列預算支應，訂定教科書的價格，無論頁數，300 日圓是上限（指課本）

（渡邊 20110118 訪），出版社依此預算製作教科書，為日本教科書不至

太厚的主要原因。 

由於日本政府目前對於教科書的印製和樣式並無規範，各出版社可

依其設計理念而行，東京書籍 2011 年新的教科書版本就改採 AB 版，為

（5） 
指導和協助 

（6）舉辦 

（4）答覆 

（3）送交樣本

（1）提交已審定，

並預計於下年度發

行之教科書目 
送達 
目錄 

教科書展示會 
（7）選用 

出版社 

文部科學大臣 

都道府縣教育委員 

國、私立學校

校長 

（2） 
送達教科

書目錄 

諮詢 

調查員 

教科用圖書

審議會 

選用地區協議會 

選定委員會 

調查員 

採用區內的市町村 

教育委員會 

（2）彙整  

教科書 

圖 10  日本教科書選用流程 
資料來源：修改自文部科學省（n.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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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的變形版（A4 裁切變短）（渡邊 20110118 訪）。新的版本比原來的版

本寬了 4 公分（東京書籍株式会社，2011），主要是編輯團隊希望能以大

圖來呈現教科書的內容（堀畑 20110117）。 

綜合上述分析，在免費供應教科書制度下，日本政府對於出版社的

補助有限制，因此決定了教科書的厚度。但是日本政府對於教科書的印

製及樣式並無法令規範，因此留給教科書出版社較多印製和設計的空

間。 

此外，東京書籍集團下的專業印刷公司，實為其教科書出版系統中

強力的後盾，編寫作者的想法亦較能具體實踐，以東京書籍小學社會教

科書每冊都會設計幾頁的展開圖為例，只要編寫作者提出需求，就會請

設計公司設計，認為這並未增加成本（渡邊 20110117 訪）。此外，2011

學年度（平成 23 年）教科書改成 AB 版（書較以往寬），成本的確較高，

但是能呈現編寫作者希冀的效果，所以東京書籍配合更改，在其印刷技

術允許下，選擇紙張較薄又不影響印刷品質和閱讀的紙張，整體成本就

不會大幅增加。 

陸、日本東京書籍社會教科書設計與發展之模式

及其啟示 

一、日本東京書籍社會教科書設計與發展之模式 

本研究藉由移地至日本，訪問市場占有率約 50%的東京書籍中小學

社會科編輯團隊，以梳理出其社會教科書設計與發展的運作流程與互

動。綜合上述分析，本文嘗試建構日本東京書籍社會教科書設計與發展

的動力模式如圖 11 所示。 

透過研究日本東京書籍社會教科書的生產，本研究印證了優質教科

書的形成是需要由教科書的設計和發展兩個部分互動達成的。如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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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教科書發展的五個系統影響了教科書設計的五個面向，如上述分

析提及，研編系統的教材實驗和試用使教學設計能加入創新的教學內容

和方法，並確定該教學設計的可行性；再者，出版系統提供的優良印製、

裝訂技術，使文本、圖表和版式設計都有較寬闊的施展空間，能實踐作

者的理念。

上述模式與本研究所提出之教科書設計與發展理論原型（圖 2）相

較之下，除了互動密切之外，還具有以下六個特點。

（一）教科書設計階段投入較多的專業人員

在教科書設計階段，日本東京書籍社會參與的專業人員和臺灣相較

之下較多（邱千芳，2006；施雅寧，2007），除了圖 2 原型列出的課程專

家、學科專家、編寫作者和編輯人員之外，如圖 11 左半部所示，還有

圖 11  日本東京書籍社會教科書設計與發展之動力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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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外部的合作業者，包括繪圖公司和版式設計公司。此外，編輯部以

外的集團所屬其他部門也參與教科書的地圖或圖的設計。這些專業人員

的參與，使東京書籍社會教科書圖、表和地圖都達能到優質的程度，並

能使編寫作者專注於編寫工作，而非拍照排版等工作（邱千芳，2006），

緩和編寫作者和編輯部人員的工作壓力。

（二）教科書是各個團隊分工合作的結晶

由圖 3 至圖 7 本研究梳理出的教科書設計五個面向的運作流程和動

力關係可知，日本東京書籍社會教科書是許多團隊分工合作的心血，而

不是採用承包制，發包給一、二個人完成的，東京書籍社會科的工作團

隊及其任務包括：擬訂編輯方針的「編輯委員會」、擬訂編輯綱要和編

寫教科書的六個「編寫組」、於各團隊間居中協調的「編輯部人員」、公

司所屬的其他部門及外部合作業者等。

各工作團隊完成工作之後尚需要與其他相關人員討論，如公司所屬

的其他部門及外部合作業者完成的作品需要「編寫組」確認符合其設計

理念；編寫組完成教科書內容後，需要提交至「編輯委員會」討論通過

等等。團隊之間的分工與合作使教科書的設計更加周全與完備。

（三）教科書發展由五個系統構成

在圖 2 原型中將選用與行銷並列，本研究發現，日本政府對於教科

書選用系統有詳細的法令規畫，並加上教科書調查研究、舉行教科書展

示等行政協助，五人小組的選用人員及選用區的規劃也和臺灣主要由學

校教師負責選用不同，因此在圖 11 右半部將選用系統獨立出來。 

（四）法令規範體系為影響日本教科書發展的首要條件

由圖 11 右半部可知，影響日本教科書發展五個系統最重要的因素

是法令，惟法規法令的規範程度有所差異，使各個系統可供教科書作者

和出版社伸展發揮的空間大小迴異，在圖 11 右半部中，圖形的大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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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法令賦予發揮空間的大小。

五個系統中，日本政府對研編和出版的規範較少，因此編寫作者和

出版社的創作和伸展空間較大。在審查系統方面，由於審查周期長達四

年，因此運作時間的緊迫和壓力較臺灣緩和；至於行銷和選用系統，日

本政府對於教科書選用的法令規範較臺灣多，壓縮教科書行銷的空間，

因此在圖 11 中這兩個系統呈現的空間最小。 

（五）重視教科書實驗與試用的研編系統，並將成果融入教科書的教學

設計

由於日本政府並未禁止教科書的實驗與試用，加上日本教師具有研

發教材的專業文化，因此在教科書教學設計階段時，即能將普遍受到現

場教師肯定的教學設計納入教科書中。此外，東京書籍社會科編寫委員

設計的教學內容和材料，亦能在教科書拍案底定前先在學校中試用，期

編寫出更貼切可行的教科書，因此如圖 11 所示，形成教科書發展與教

科書設計之間的互動關係。

（六）較長的審查周期與專職的審查者

日本教科書由於審查周期較長，四年才大幅重新編寫整套教科書，

而且審查者為專職長期投入的文部科學省教科書調查官和「學科用圖書

檢定調查審議會」常任委員，因此編寫與研發教科書的時間較長，較有

機會孕育發展出優質的教科書。

二、對臺灣教科書設計與發展的啟示

（一）建立合宜的教科書法規制度

本研究發現日本東京書籍社會教科書的設計與發展皆受到相關法

規的影響，從研究中亦可體悟，教科書相關法規的訂定並非愈周延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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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而是需要能引導教科書內容達到教育的目的、防止相關弊端發生，

以及不遏止教科書創意的發揮與展現等三重考量，如何拿捏法令規範的

寬鬆，則需要考量臺灣的情境脈絡再審慎決定。

以日本教科書發展的五個系統來看，有關教科書樣式的規定於 2000

年廢止了，使日本教科書出版社有較多的出版設計空間，日本東京書籍

社會團隊為了使大幅圖片能在教科書中營造出更佳的視覺情境，因此更

改了教科書的尺寸大小。但是在教科書選用和行銷上，日本則較臺灣有

更多的法令規範，期望避免影響教科書公平交易的情形出現。

（二）宜重視教科書的實驗與試用

臺灣教科書出版社在發展過程中，較少或未能進行實驗與試用（吳

俊憲，2000；邱千芳，2006；施雅寧，2007；鄭玓玲，2003）。反觀日本

政府並未禁止教科書的實驗與試用，加上日本教師的專業文化，願意於

學校中進行新的教學設計與實驗，使教科書在改版時能加入許多已成熟

的教學設計。

而且，在教科書設計階段，東京書籍社會科的編寫教師可以試用，

就不需要如臺灣研究顯示，編寫作者需要在猜想學生對此教材的反應和

接受度中進行編輯（施雅寧，2007），或是待審查通過及學校採用後，再

根據學生的反應於下一版修改（洪孟珠，2003）。 

再者，由編寫作者進行新單元的實驗與試用，一方面可以避免請其

他非編輯團隊教師，在教科書出版之前試閱有洩漏內容之慮（施雅寧，

2007），另一方面，出版社也不用以其他方式感謝實驗和試用者的辛苦，

避免引起利益輸送之嫌疑。

（三）召募長期、專職的教科書審查者

日本文部科學省設有負責各科審查的教科書調查官，又設有「學科

用圖書檢定調查審議會」提供教科書調查官諮詢意見，該諮詢機關設有

常任委員和臨時委員，這些人員專門負責教科書的審查工作，加上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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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年教科書審查周期，可以投入較多心力，使審查者標準較穩定。相

形之下，臺灣聘請兼職的學者和教師擔任審查者，而且一年進行兩次教

科書的審查工作。因此，臺灣的研究顯示，不同的教科書審查者，或更

換審查者，或不同審查時間，可能出現教科書審查標準有異的情形（洪

孟珠，2003；李依茜，2008），造成教科書編寫作者的困惑與心力的耗費，

若有長期專職投入的審查者，應可避免上述情形發生。

（四）延長教科書的審查周期，使出版社與作者有設計和發展教科書的

時間

日本教科書的審查周期為四年，一次送整套的教科書。在此制度

下，教科書出版社和編輯委員須整體連貫地規劃中小學教科書，或許更

能達成課程延續與銜接的理想。再者，依日本的期程規劃，編輯委員和

編寫作者有一年以上的時間可以專心投入於教科書的設計與發展，無須

分心於教科書的審查、選用（文部科學省，n.d.c）。創意與優質的教科書

是需要時間醞釀，或許延長教科書的審查周期是一個可以嘗試的方向。

（五）審慎規劃教科書選用系統

日本政府在教科書選用的相關法令規定較臺灣嚴格與周密，藉以避

免任何影響教科書公平交易的行銷手段出現，如日本出版社須將樣書送

至都道府縣和市町村教育委員會，而非學校，亦禁止出版社贈送教師用

書給教師，所以未見臺灣常見的行銷策略，如贈品推廣（施錦村，2000）

或是對教師和選用委員贈送輔助教具，甚至設備或器材（陳淑華，2001）

的情形。

在避免教科書出版社和學校教師、選用人員接觸的制度下，中央和

地方的教育單位就需要承擔起和出版社接觸的責任，如前面所提及，接

收供選用的樣書，或如日本的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須在各地辦理教科書

展示會，使教師和相關人員有機會看到各出版社的教科書，所以在法令

規範下，日本政府也規劃相關的人力進行這些教科書選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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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日本的選用制度仍有不盡完善之處，如 2011 年 11 月沖繩縣

竹富町的兩位小學生家長就向石垣市教育委員會提告，希望能給竹富町

選定的教科書版本，而不是選用區全體教育委員協議會在有瑕疵選用程

序下決定的版本（宋竑廣，2011），顯示選用區的規劃、五人教育委員會

的方式及選用程序還需要更周延的思考。 

在臺灣實施教科書審定制十餘年來，各界已努力建立妥善的教科書

制度，但仍有思慮不周未臻理想之處，本研究探討日本東京書籍社會教

科書的設計與發展，針對各個教科書設計面向和發展系統，梳理與描繪

出以往臺灣研究較少著墨的運作流程與動態關係，並建構日本東京書籍

社會教科書設計與發展的動力模式，希望藉此研究回頭審視臺灣的教科

書，除了制度面之外，更重要的是，檢視各部分的運作流程與其間的互

動，希望透過他山之石，使臺灣教科書成為優質的教與學媒材。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中小學教科書設計之理論模型及實務案例

發展──以社會學習領域為主」（NSC99-2410-H-133-012-MY3）之部分成
果，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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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訪談大綱──東京書籍株式會社 

準備階段 

組織編輯團隊──組織編輯團隊為教科書生產的第一步，團隊成員以學科

專家、課程專家、作者與編輯（文編、美編）等為主力。

Q1：編輯團隊包括哪些成員？團隊如何組成？ 

Q2：版權頁所列成員之工作執掌為何？顧問、代表、編輯委員之工作執掌

分別為何？

Q3：顧問、代表、編輯委員間之合作模式為何？若三方之意見不一致時，

如何協調？誰會是最後決定者（主導者）？

Q4：中學校地理、歷史、公民教科書版權頁所列之作者群皆相同，該作者

群如何分工？

規劃階段 

課程設計──依循《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圖書審定辦法》之規定擬撰

「課程大綱」，包括擬定編輯理念、課程目標、課程架構、組織原則、訂定教材

細目（含單元名稱、教學活動重點、教學時間或節數、對應能力指標等）、配套

教學資源等，亦即著重於課程知識之選擇和組織。

＊適用法規《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圖書審定辦法》

（2009 年 2 月 19 日修訂） 

Q1：日本的市町村教育委員會編制之「各學科指導計畫作成資料」對於教

科書課程內容之規範程度為何？

Q2：將三、四上／三、四下的社會科教材編寫在同一本教科書是基於什麼

考量呢？由於該兩年級課本單元不多，實際授課過程中是否有加入其

他自編教材？

Q3：課程組織及課程統整如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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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編輯階段 

一、教學設計──確立教學設計的取向、設計教科手冊（教學活動與評量）、設

計課本與習作中的學習活動。

Q1：自編教材？ 

二、文本設計──撰寫課文、圖說、百寶箱及動動腦（撰寫提問問題）等類元

件。

Q1：教科書之課文內容由誰執筆？若由多方執筆，如何進行統整？ 

三、圖表設計──設計圖片（插圖、相片、畫作、漫畫）、統計圖表、圖說。

Q1：貴公司出版之社會科教科書內的插圖部分是否與專業畫家合作？若有

合作關係的話，是基於什麼原因或理念？若無的話，則此部分由誰負

責？

Q2：翻閱貴公司出版之小學教科書，發現教科書中對於地圖之設計與介紹

非常詳盡，這是因為日本政府重視「讀圖教育」所致嗎？

Q3：貴公司出版之小學教科書不使用對話方塊，改而使用人頭與話語的形

式表達對後，此手法背後是否有特殊意涵？

四、版式設計──整合、編排與配置文字與圖片等視覺訊息；分類、整合與視

覺美化圖文等訊息。

Q1：教科書中圖文編排及整合的部分由誰負責？若由外包之外部業者（美

術編排設計人員）負責，則由誰負責與美編人員溝通？

生產系統 

一、研編系統──教材評估、實驗、試用與修正等。

Q1：貴出版社是否訂有教材評估與實驗之機制？ 

Q2：教科書採選前是否有試用機制？ 

二、審查（檢定）系統──初審、編審溝通會議、重編或修正、複審、修正通

過、取得教科書審定執照等。

＊適用法規《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圖書審定委員會組織運作要點》（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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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 25 日修訂） 

＊適用法規《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圖書審定費收費標準》（2004 年 8 月

23 日修訂） 

Q1：以出版社之角度而言，是否覺得政府當局對於教科書制度給予過多規

範？ 

Q2：以往年申請檢定與通過檢定之出版數量觀之，凡是申請檢定之出版商

似乎皆能通過審核，檢定系統是否真能發揮其效力？ 

Q3：「學習用圖書檢定基準」？ 

三、出版系統──紙張選擇、編排軟硬體、印刷科技、申請 ISBN 書號與版權等。 

＊適用法規《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圖書印製標準規格》 

（2004 年 12 月 1 日修訂） 

Q1：日本教科用書是否有印製上之規範（例如：字體、字號、紙張、開數

等）？ 

四、選用（採擇）系統──選擇教科書之版本。 

Q1：劃分「教科書選用區」之標準為何？選用區是否會隨著時代變遷而變

更？ 

Q2：教科書展示中心（財團法人組織）如何運作？由於教科書中心現為長

期展示教科書，是否有解說員長駐展示中心？抑或只有每年 6 至 7 月

派解說員向參觀者解說？ 

Q3：教科書展示和選用之間的關係為何？其效益為何？ 

Q4：選用理由公告之內容多針對教科書設計的哪個面向給予建議？是否對

後續教科書之編輯及修正有實質上之助益？ 

五、行銷系統──市場調查、專業研習、市場回饋、售後服務、反映意見等。 

Q1：貴公司出版之教科書如何得以擁有如此高之市場占有率？是否擁有其

他出版社所不能及之特點？ 

Q2：貴公司出版之教科用書是由出版社直接販售，或是經由一般書店販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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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日本教科書之價格是否為按頁計算？（臺灣教科書為每頁 0.4 元） 

Q4：特殊規格教科書（例如：大字號之教科書）之費用由誰負擔（盲、聾

教育用等的特殊教育之教科書由文部省著作）？

Q5：社團法人教科書協會訂有「教科書宣傳行動基準」，明文禁止出版社諸

多宣傳活動，試問貴出版社在學校中從事之業務活動為何？

其他 

Q1：東京書籍出版之產品包含哪些？是否包括副讀本、學習簿本、地圖、

年表、幻燈片和錄影帶等輔助教材？

Q2：貴出版社是否曾因教科書制度而有與政府當局或其他機關打官司之經

驗（例如：家永三郎與日本教科書審定訴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