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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討《臺灣新意象》教材設計與發展團隊在自編教材的歷程中援

引「溝通的反思性」、「自主的反思性」與「後設的反思性」等心智

模式的軌跡，並且從中精粹出這個以自編教材為主題的大型計畫背

後，如何整合資源的運作智慧及課程設計與發展的智慧。本研究從《臺

灣新意象》教材設計與發展的歷程中精煉出七項實踐智慧，其中包含

資源整合的四項智慧及課程設計與發展的三項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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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本研究為科技部整合型計畫「全球脈絡下《臺灣新意象》教材之建

構與實踐」之部分成果，其下有六個子計畫分別鑽研臺灣、華語地區（中

國、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英語系國家、西語系國家、日本及韓

國學生眼中的臺灣意象。由於臺灣位處世界政治文化體系的邊陲位置，

臺灣不僅在國際上經常被消音，在西方社會眼中的「他者」形象也常有

被遮蔽與扭曲的情況，例如：臺灣的國會暴力不斷搶占國際媒體版面，

甚至電影、廣告中都以此為笑點，而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中華民國立法

院曾以「證明立委鬥毆比戰爭更有政治效果」獲得 1995 年搞笑諾貝爾獎

（Ig Nobel Prize）和平獎。又如在 2011 年 7 月犯下奧斯陸爆炸案及烏托

亞島屠殺的挪威殺人魔，他曾在犯案前自製的影片中讚揚臺灣是個「成

功的民族國家……拒絕接受多元文化」，並以此做為其主張肅清歐洲穆

斯林的藉口（陳麗華、甄曉蘭，2014）。面對諸多臺灣被邊緣化、他者化

的國際現實，學校進行的國際教育是否已因應處理？陳麗華、葉韋伶、

吳雯婷、蔡駿奕與彭增龍（2013）指出，即使是從事國際教育志工服務

的在職教師和職前教師都困擾於如何介紹臺灣及介紹什麼臺灣文化給

國際友人。職此，設計與發展成套的《臺灣新意象》國際教育教材以取

得具主體性的發聲權，整飭臺灣的國際意象，彰顯臺灣正向和平的識別

標幟，不僅是國際教育的重要課題，亦是本整合性計畫的動機之一。 

本文定位為課程設計與發展中途的「研究筆記」（working paper）1
，

記錄在研究發展歷程中不斷省思、修正與精進的歷程。本質上，「課程

                                                                                                                    
1 working paper 原為會計學之學術名詞，中文譯為工作底稿，其為會計人員將一定期間

計算所得的資料或調查蒐集得到的資料彙集一起，為取得一定數據而進行調整、試算、

分析的一種表式。而後其他學術領域取 working paper 不斷修正與精進，最終精煉為一

完整底稿的精神和意義加以運用，例如：科技部將「計畫報告」譯為 working paper、《教

育實踐與研究》期刊在徵稿啟事中將其譯為「研究筆記」，中國大陸學界則將之譯為「工

作論文」和「研究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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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編寫而得的，乃是發展出來的」（黃炳煌，1996），在繁複、細膩的

課程發展歷程中衍生的許多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非重視固定格

式的學術論文所能含納及敘說的。相對地，研究筆記取向的論文，具有

反思性（reflexivity）的旨趣，
2
足以細膩紀錄自編教材從無到有的整體規

劃思維、運作邏輯與實踐智慧。 

本文採用研究筆記形式，記錄團隊在課程設計與發展歷程中援引

「溝通的反思性」、「自主的反思性」與「後設的反思性」等心智模式的

軌跡，並從中精粹出這個以自編教材為主題的大型計畫背後，如何整合

資源的運作邏輯（logistics）與實踐智慧（practical wisdom）。每個課程發

展的主題各有其獨特性，若僅介紹自編教材之概念架構和文本內容對於

往後欲自編教材的現場教師的實質幫助有限；反之，記錄自編教材設計

與發展歷程的反思性軌跡與實踐智慧，更具實質的參酌價值。然而，作

者並非否定撰寫符合嚴謹格式的學術論文之價值，本整合型計畫在這方

面的研究成果亦相當豐碩，請參見本研究團隊發表的相關期刊及會議論

文。
3
簡言之，本研究筆記所欲傳遞的有其獨特性，非上述論文所能涵蓋，

且有補實闕遺之作用。 

貳、 臺灣意象之內涵 

Nagashima（1970）將國家意象（country image）狹隘地定義為特定

國家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在消費者心中的圖像、聲望和刻板印象。除了

產業服務之外，Bannister 與 Saunders（1978）進一步指出國家意象為個
                                                                                                                    
2 Archer 在 Making Our Way Through the World: Human Reflexivity and Social Mobility 一書中，提出

四種反思性型態，包括「溝通的反思性」、「自主的反思性」、「後設的反思性」及「阻

斷的反思性」（引自莊勝義，2010：158）。本研究援用前三者為課程發展歷程的心智模

式（mind set），進行多重角度的反思，分別為透過團隊成員的相互對話，加深加廣自我

的內在對話；維持自我監控的內在對話；透過對自己內在對話的批判反思，以及成員

對話後所做決定的省思與批判，達成自我監控。 
3 本研究團隊發表的相關期刊及會議論文請詳見內文所述，總計包含王雅玄與彭致翎

（2015）、林郡雯與宋明娟（2014）、洪雯柔（2014，2015）、陳劍涵與陳麗華（2015）

以及詹寶菁與何思瞇（2014a，2014b，2014c，2015）共 9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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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對特定國家的多元面向的感知，亦即對特定國家的文化、經濟、政治

狀況、歷史事件、國際關係、傳統、產業、科技進步的程度和代表性產

品等面向的看法。除了政治、經濟、產業服務、科技、文化等人為的標

的物之外，Kunczik（1997）將國家意象納入人的元素，他認為國家意象

是個體對特定國家抱持的認知象徵（cognitive representation），亦即個體

對特定國家和其國民的看法。然而，鄒筱涵與于卓民（2007）深感文化

的差異性，質疑國外針對國家意象的諸多研究發現是否適用於臺灣，因

此，針對臺灣進行了基礎研究，實證結果發現政經基礎（政府效率、教

育程度、基礎設施、敬業態度、產品品質及法令貫徹）、金融穩定（通

貨膨脹、失業率及金融信心）及社會安定（社會秩序和犯罪率）三項因

素會影響國家意象之形塑。 

再者，諸多探討購買行為、品牌形象（brand image）和國家意象間

之關係的研究均指出其間存在特定的關係（鄒筱涵、于卓民，2007；賴

慧勳，2013；Bannister & Saunders, 1978; Nebenzahl, Jaffe, & Lampert, 

1997）。Hans（1989）的研究指出當消費者對某國生產的產品不甚了解時，

消費者對該國抱持的國家意象便會產生月暈效果（halo effect）以建構對

該品牌之印象；反之，當消費者對某國生產的產品甚為熟悉時，消費者

對該品牌之印象便會產生彙整效果（summary effect）以形塑對該國之國

家意象。由此可知，國家意象乃取決於國家品牌，欲推展優良之國家意

象就必須塑造鮮明之國家品牌，而國家品牌建構（nation branding）之概

念正是把整體國家比喻成商品來經營、管理和行銷。Anholt 與 Hildreth

（2005）據此概念發展出國家品牌指標（nation brand index），該指標結

合了出口（exports）、治理（government）、投資和移民（investment and 

immigration）、文化和遺產（culture and heritage）、人民（people）和觀光

（tourism）六大面向，藉以測量各國家之意象和聲望，圖 1 即為 Anholt

與 Hildreth 提出的國家品牌指標，茲將此六大面向之定義簡要說明如後： 
 
 



 
 

34 教科書研究 第九卷 第三期 

 

 
 
 
 
 
 
 
 
 
 
 

一、出口：每個國家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的公眾形象，以及消費者

謹慎選擇或避免來源國的程度。 

二、治理：測量公眾對於國家政府的能力和公平性的意見、描述對

國家政府的個人信念，以及該國政府對全球議題的承諾，如民主、正義、

貧窮和環境。 

三、投資和移民：吸引人們至該國居住、工作或讀書，以及人們對

該國經濟和社會情況的覺知情形。 

四、文化和遺產：人們對於每個國家遺產的感知以及對當代文化的

評價，如電影、音樂、藝術、運動和娛樂。 

五、人民：測量一個國家居民的聲望，包括能力、教育、開放程度、

友善程度和其他特質，以及覺知到可能敵視和歧視的程度。 

六、觀光：人們想到一個國家遊覽的興趣程度，以及該國自然和人

文景觀吸引人們前往遊歷的程度。 

國內針對臺灣的國家意象進行的相關研究並不多，行政院新聞局於

2005 年舉辦了「Show 臺灣！尋找臺灣意象票選活動」，活動主辦單位共

提供了 24 個選項供民眾票選，此 24 個選項皆來自臺灣的文化、公民社

會、生態資源和產業生活面向。鄭仲（2006）以問卷調查大陸遊客的臺

 

國家品牌 

投資和移民 

觀光 

出口 人民 

治理 文化和遺產 

圖 1  國家品牌的六大面向 

資料來源：Anholt 與 Hildreth（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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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旅遊意象，該問卷包含了自然與文化資源、旅遊基礎設施、氣氛和社

會環境四個認知意象構面。此外，林佳瑩（2011）調查大陸來臺人士的

「對臺意象」時，界定臺灣意象涵蓋了地理與自然景觀、政治制度、經

濟生活、多元文化、社會結構與社會制度、族群與公民社會等六大內涵。 

根據上述國內外文獻探討及數次專家焦點座談後，本研究確立將臺

灣意象的內涵界定為環境與生態、歷史、公民社會、產業生活和文化等

五大面向，並以此做為《臺灣新意象》教材之篇章架構。 

參、 教材設計與發展模式探討 
──ADDIE調整模式 

本研究對《臺灣新意象》教材的設計與發展，係參酌 ADDIE（Analysis, 

Design, Development, Implementation, Evaluation）通用模式。Seels 與

Glasgow（1997）曾具體訂定 ADDIE 各階段的主要任務，分析階段主要

是針對學習者進行需求分析、任務分析及教學分析；設計階段主要是進

行目標設計、評量設計及教學策略設計；發展階段是根據分析及設計階

段之成果進行教材內容發展；實施階段則是正式進行教學活動；評鑑階

段的主要任務是進行形成性及總結性評量。ADDIE 以五大系統化階段

進行單向線性的設計及發展歷程，與教材設計與發展的反覆慎思

（deliberation）特性並不一致。故本研究加以調整，建構出 ADDIE 調整

模式（如圖 2），特別強調各階段的品質監控與慎思評估，以及不斷根據

監控與評估結果進行教材調整與修正的動態累進關係。 

本研究採用 ADDIE 調整模式建構《臺灣新意象》成套教材。由圖

2 可知，A 圈包含分析、設計、發展、實施與評鑑等五大階段，代表本

研究進行《臺灣新意象》教材設計與發展之實踐行動；B 圈為監控與評

估，從 A 圈的實踐行動中抽離出來，站在一種後設全觀的位置，不斷進

行各階段之品質監控，以及教材之慎思評估、反饋與修正，使得《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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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意象》教材建構成為動態累進的歷程。 

在這個《臺灣新意象》教材建構行動中，A 圈與 B 圈的區隔是基於

雙頭鳥的隱喻。A 圈隱喻專注行動的鳥頭，埋首耕耘教材設計與發展行

動，孜孜矻矻；A 圈以實線繪製，隱含踏實專注之意。B 圈隱喻全觀與

慎思的另一個鳥頭，除了隨時隨地監控與評估各個階段之教材建構行

動，也時而抽離各階段之行動，展翅飛騰於空中，鳥瞰巡查《臺灣新意

象》教材建構的整體規劃與思維，並能有更高遠的視野思索願景與後續

推廣的作法；B 圈以虛線繪製，隱含著流動省思之意。 

 

 

 

 

 

 

 
 
 
 
 
 
 
 
 
 
 
 
 

評鑑 

Evaluation 

 

實施 

Implementation

 

發展 

Development 

分析 

Analysis 

設計 

Design 
 

監控與評估 
Monitoring 

& 
Assessment 

B

A

圖 2  ADDIE調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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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教材設計與發展實務 

本研究目前已經由分析、設計與發展（A-D-D）等三個階段完成教

材內容發展，並已從中凝煉出豐厚的自編教材的實踐智慧。本文將以「研

究筆記」的形式，記敘在 A 圈及 B 圈的作為，聚焦在：做了什麼？為何

而做？如何做？做得如何？本文僅報導 A-D-D 等三個階段的運作思維

與實踐智慧，至於教材實施與評鑑（I-E）等兩個階段之實踐成果，將於

成套教材進行海外移地實施後，另起專文報告。 

一、 分析階段 

本研究自編《臺灣新意象》中文版及英文版教材，期望做為國內外

中等學校以上學生在國際教育或交流之用，然而，發展《臺灣新意象》

教材不可能無中生有，它必須經過一段協商過程，包括臺灣自己內部透

過協商達成共識，以及了解外部的他者既有的臺灣意象，而後再採取回

應的設計，這正是本研究在分析階段的研究項目。這種知己知彼的主體

建構過程，就如 Cooley 的鏡中自我（looking-glass self）所述：自我是人

與人不斷互動的產物，把別人當作一面鏡子，透過表現（presentation）、

辨認（identification）及主觀解釋（subjective interpretation）三個要素，

自我意識即是參照別人對自己的反映而建立。Hegel 也提出，人們是透

過他者來定義自我的說法：心靈需要視身體為他者（the other），自我需

要視他人為他者，以便定義自己為主體（引自劉紀蕙，2001）。職此，本

研究在全球脈絡下發展《臺灣新意象》教材之前必須先探究臺灣學生如

何看待臺灣，以及全球脈絡下與臺灣關聯的他者如何看待臺灣，藉以做

為後續設計及發展教材之基礎。 

承接上述動機，本研究在分析階段的主要任務有四，如圖 3 所示：

（一）釐清「臺灣意象」之內涵；（二）調查臺灣新世代學生眼中的臺

灣意象；（三）勾勒國際社會眼中的臺灣意象：以日、韓、華語地區、

英語系及西班牙語系國家為對象，透過分析教科書、旅遊書、外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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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及訪談旅臺國際學生等途徑，勾勒國際社會眼中的臺灣意象；（四）

彙整上述分析結果，進行「己他臺灣意象比較分析」。由於本階段的第

一項工作項目已於第貳節詳述，故以下僅說明第二項至第四項之內容及

研究成果。 

（一） 釐清「臺灣意象」之內涵 

歷經相關文獻的蒐集和數次專家焦點座談的意見交流與激盪後，本

研究確立將臺灣意象的內涵界定為環境與生態、歷史、公民社會、產業

生活和文化等五大面向，並以此做為《臺灣新意象》教材之篇章架構。 

（二） 臺灣新世代眼中的臺灣意象 

1.問卷調查 

為了解臺灣新世代學生眼中的臺灣意象，本研究自編「臺灣高中職

學生眼中的臺灣意象調查問卷」，採用兩階段分層隨機抽樣方式，選取

57 所高中和 28 所高職參與問卷施測，每校再抽樣 40 名二年級學生參與

問卷填答，共計抽樣 2,280 名高中學生及 1,120 名高職學生參與問卷調

查，抽樣比例分別為 16.5%及 18.1%。高中及高職學生的回收率分別為

92.2%及 89.1%，總計回收 3,101 份問卷，問卷回收率為 91.2%。 

本文通訊作者已將問卷調查結果撰寫為〈臺灣高中職學生之國家意

象及國家認同對其世界公民素養影響之研究〉一文並進行投稿，欲了解

詳細研究結果請參見該文內容。以下僅摘述對於建構《臺灣新意象》教

材有重要啟示之研究成果。就環境與生態而言，臺灣高中職學生普遍認

同臺灣具有豐富多樣的生態資源及獨特的原生物種；就歷史而言，臺灣

高中職學生普遍認同臺灣具有獨特悠久的歷史，並認為臺灣歷史具備悲

情、矛盾、團結、寬容及光榮等特色；就公民社會而言，臺灣高中職學

生普遍認為臺灣人民具備熱情友善、聰明、有教養等特質，且臺灣的公

民力量對政策走向具有影響力；就產業生活而言，臺灣高中職學生大多

認同臺灣科技發達，能吸引外國人前來投資及觀光；就文化而言，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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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分析階段之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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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學生普遍認同歷經不同政權統治使臺灣文化更為豐富。前述為本

研究採用大規模問卷調查所勾勒的臺灣高中職學生眼中的臺灣意象，透

過該研究不僅清楚描繪出臺灣高中職學生抱持的臺灣意象，該研究成果

更成為本研究設計與發展《臺灣新意象》教材之重要參考依據。 

2.半結構式訪談 

為了解臺灣大學生眼中的臺灣意象，本研究採半結構式訪談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以探究臺灣一般大學學生會長現存之臺灣意

象，並進一步了解形塑其當前臺灣意象背後的原因。為使研究樣本具有

代表性並且反映母群特性，本研究採用分層隨機抽樣方式選取訪談對

象，依序依據學校所在區域（北區、中區、南區、東區）和學校類型（公

立及私立）之比例進行隨機抽樣，於 2014 年 3 至 5 月間共計訪談了 18

名一般大學之學生會長，受訪對象占母群之 25.71%。 

本研究將另起專文詳述訪談臺灣一般大學學生會長之結果，以下僅

摘述對於建構《臺灣新意象》教材有重要啟示之研究成果。就環境與生

態而言，近八成九的學生會長認為臺灣適合居住，花東及阿里山是值得

推薦給外國友人的臺灣風景區；就歷史而言，近八成九的學生會長認為

蔣經國及日治時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統治時期；就公民社會而言，全數

學生會長對臺灣的公民運動均抱持正向感受；就產業生活而言，全數學

生會長均認為醫療及電子業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臺灣產業；就文化而言，

近六成七的學生會長認為廟宇／遶境及原住民文化是值得推薦給外國

友人的傳統文化，高達八成三的學生會長認為雲門舞集是臺灣現代文化

的代表。上述為本研究針對臺灣一般大學學生會長進行半結構式訪談獲

致的簡要成果，該研究成果亦為本研究發展《臺灣新意象》教材之重要

基礎。 

（三） 國際社會眼中的臺灣意象 

為瞭解華語地區、英語系國家、西語系國家、日本及韓國的臺灣意

象，本研究採用文件分析、輿論分析及半結構式訪談以勾勒他者眼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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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意象，而後再經由每月研究例會的討論與激盪，進一步了解各國學

生眼中臺灣意象之異同。就文件分析而言，本研究主要選取前述語系國

家的教科書與旅遊書中提及臺灣的部分進行分析，藉以了解這些國家如

何向其國民介紹及論述臺灣，此部分之研究成果請參見王雅玄與彭致翎

（2015）、林郡雯與宋明娟（2014）以及詹寶菁與何思瞇（2014a，2014b，

2014c，2015）等研究；就輿論分析而言，本研究主要選取前述語系國家

2000 至 2014 年間新聞媒體中提及臺灣的部分進行分析，藉以了解這些

國家的新聞媒體採用何種視角介紹及報導臺灣的新聞事件，此部分之研

究成果請參見洪雯柔（2014，2015）；就半結構式訪談而言，本研究採用

滾雪球之方式選取前述語系國家的旅臺國際學生進行個別訪談，藉以深

入了解這些旅臺國際學生來臺前後的臺灣意象有何轉變。 

（四） 己他臺灣意象比較分析 

在採用問卷調查、文件分析、輿論分析及半結構式訪談等方式勾勒

臺灣學生及旅臺國際學生眼中的臺灣意象後，本研究團隊旋即在 2014

年 3 月的研究例會上進行初步的己他臺灣意象比較分析。其中有趣的發

現，如日、韓、華語地區及英語系國家對臺灣落實垃圾分類有高度的評

價，然而，臺灣學生卻認為臺灣須加強落實垃圾分類。透過內部的比較

分析，初步整合己他臺灣意象之異同，並從中萃取《臺灣新意象》之素

材。隨後復於 2014 年 5 月舉辦「全球脈絡下臺灣意象論壇：臺灣與外國

新世代學生對話」，分成兩個場次進行，上半場次由本研究團隊報告問

卷調查、文件分析、輿論分析、半結構式訪談及跨國比較之成果；下半

場次則由受邀的臺灣學生及旅臺國際學生針對研究成果進行回應，而後

再開放其他與會聽眾給予回饋。其中有趣的對話，例如：臺灣學生認為

臺灣的治安仍有進步的空間，然而，英語系國家的旅臺學生卻認為臺灣

治安良好，交互激盪之後，該名旅臺學生便指出可能是臺灣崇洋的關

係，對旅臺的白色人種特別親和友善，因而形塑他對臺灣治安良好的感

受。透過此次公開論壇的辦理，本研究團隊成功激發臺灣學生與旅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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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學生的臺灣意象產生碰撞與交流，可做為整飭臺灣意象之教材設計的

參考依據。 

除了在國內舉辦公開論壇邀請各界人士參與討論對話之外，本研究

亦成功向 The Asia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2014: “Transforming and 

Changing Education: Individuals, Communities, Societies”（ACE 2014）申請

到“Images of  Taiwan: Through the Eyes of  Local College Students and In-

ternational Students”論壇。本團隊於 2014 年 11 月於日本大阪發表初步研

究成果，透過各國與會學者的回饋意見，例如：問卷調查及半結構式訪

談的基準問題、增加訪談研究人數等等，對本研究設計的周延性有實質

上的助益。此外，本研究團隊亦從參與論壇的過程中獲得許多肯定，例

如：加州大學教授讚賞本研究之獨創性，他提出自己來自香港，從未想

到以這個角度來推廣香港，即便在美國也未見此一研究角度，本研究啟

發他未來也可以採用類似的角度進行研究。綜合言之，透過舉辦公開論

壇活動，本研究成功蒐集並整合內外部意見，使《臺灣新意象》教材具

備更豐厚的研究根基。 

二、 設計階段 

本研究團隊原先由來自 8 所不同國內外大學和研究機構的 13 名教

授和研究員組成，考量到《臺灣新意象》教材以中等學校以上的學生為

對象，廣納高中職現場教師加入教材編寫團隊乃屬必須。因此，由研究

團隊成員自主推薦具「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及「人文藝術」

專長之高中職教師，再經由共同討論遴選出 10 名專家教師或中央輔導

團教師。此外，亦邀請了 2 名具備近二十年教科書發展經驗的外部教材

編輯專家，以及 1 名曾獲金鼎獎的美編專家加入編輯團隊，本編輯團隊

成員屬性如表 1。本研究在設計階段的工作項目有二：（一）根據分析階

段之成果確立《臺灣新意象》教材的目標定位；（二）根據目標定位擬

定教材架構，茲將目標定位及教材架構的制訂過程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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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臺灣新意象》編輯團隊成員屬性彙整表 

編輯成員屬性 人數 小計 

教育學者 
大學教授 10 

13 
國教院研究人員 3 

高中專家教師 

歷史 3 

10 
地理 4 

公民 2 

藝術人文 1 

外部教材編輯專家 
社會教科書編輯專家 2 

3 
金鼎獎得主 1 

 

（一） 目標定位 

本研究期望能建構和傳遞具有全球視野及在地風格的臺灣意象教

材。編寫團隊參酌分析階段獲致的結果並參閱國內外相關研究，再經過

多次研究例會的討論、激盪與不斷修正，才建構出《臺灣新意象》教材

的目標定位。就環境與生態篇而言，期望傳達臺灣是位居東亞樞紐位置

的美麗島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多樣化的自然和人文景觀，並孕

育出豐富多彩的生態系；就歷史篇而言，期望建構臺灣在大航海時代起

即為國際競逐之地，長期與周圍地區關係密切、貿易頻繁，深具國際性

格。此外，臺灣的統治政權更迭頻繁，不同民族、族群長期接觸與融合，

使得臺灣文化深具多元性色彩；就公民社會篇而言，期望呈現臺灣是個

由多族群組成的民主國家，活躍的社會團體、蓬勃的公民運動、扶搖崛

起的網路公民及雨後春筍般的新興獨立媒體，均印證了臺灣社會的多元

及民主性；就產業生活篇而言，期望傳遞臺灣具有安全健康的農漁業、

進步的生物科技產業及永續的綠色工業。此外，臺灣亦積極營造便利與

創意的服務產業；就文化篇而言，透過臺灣廟宇文化、藝術文化及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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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介紹，傳達現代化的臺灣雖然仍保有相當興盛的本地文化。然

而，臺灣文化亦勇於突破創新，造就了今日臺灣文化的豐富面貌。 

（二） 教材架構 

經過編寫團隊多次討論與修正後，根據目標定位，建構 5 個篇章，

其下再區分為 3 課。故《臺灣新意象》成套教材共計 15 課，圖 4 至 7

即為《臺灣新意象》各篇章及課次之教材架構（方框代表本編寫團隊於

設計階段產出之研究成果，圓框代表發展階段產出之研究成果）。 

Schwab（1969）認為課程問題的本質是實際的，不適合程序性的處

理，必須透過課程慎思（curriculum deliberation），權衡各種可能性以解

決課程問題。他指出慎思的基本立場是將手段和目的視為彼此互動和互

為決定的，而不是由目的單向地決定手段。Walker（1971）進一步指出

課程慎思是課程設計者依據其課程信念、假定、價值、目的、理論、意

象、程序等，加上額外的實證資料，從各種方案做出最佳的選擇與決定，

慎思過程就是一個為各種選擇與決定辯論的過程。擬訂《臺灣新意象》

教材架構的過程即是課程慎思的展現，其教材架構並非是一步到位的，

期間歷經了多次研商與修正。例如：文化篇最初是由傳統文化、現代文

化和流行文化等三課組成，然而，經過多次論辯研商，發現將臺灣文化

做如此分類，無法精彩呈現臺灣文化的豐富面貌，最終三課被調整為臺

灣廟宇文化、臺灣藝術文化和臺灣飲食文化。又如產業生活篇原初是由

第一級產業、第二級產業及第三級產業等三課所組成，然而，經反覆慎

思審議後發現此等分類方式必須先界定第一級、第二級和第三級產業的

概念定義，如此一來就易落入知識性文本的窠臼，與國際教育的本質不

符，也難以激發外籍學生探究臺灣的熱情，故最終將三課調整為展現生

物科技奇蹟、永續的綠色工業、便利與創意的服務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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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氏的海上王國 

圖 4  《臺灣新意象》教材架構──環境與生態篇、歷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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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臺灣新意象》教材架構──公民社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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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奇蹟的農業技術 

圖 6  《臺灣新意象》教材架構──產業生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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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臺灣新意象》教材架構──文化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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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材發展階段 

正式進入教材發展階段之前，本研究先後舉辦了三次工作坊課程，

期望透過工作坊的舉辦深化編寫教師自編教材的知能。首先，第一次工

作坊邀請到臺北市立大理高中黃淑馨退休校長為全體編寫教師講演

「UbD 理念、實作與案例」，期望透過 UbD 理論介紹、優良案例分享及

UbD 實際操作，提供編寫教師不同的教材編寫思考模式；第二次工作坊

邀請到新北市淡水區忠山國小彭增龍校長為編寫教師群講演「教材元件

與版式」，期望透過此次工作坊讓編寫教師群對教材組成元件與版式設

計有更深入的認識，並了解運用不同的組成元件及版式配置可以營造不

同的版式風格；第三次工作坊則邀請到臺北市立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學

系劉光夏助理教授為編寫教師們講演「攝影構圖與實作」，由於圖照為

教材的重要組成元件，然而難免遇到圖照取得不易或授權使用費用高昂

的窘境，此時教材編寫教師的攝影技術就顯得分外重要。 

透過前述三次工作坊的學習與增能後，旋即進入教材內容發展階

段，主要任務有四：（一）訂定教材組成元件與編寫原則；（二）根據分

析及設計階段之成果發展教材內容；（三）在教材內容大致發展完成後，

邀請外部美術編輯人員研商教材圖文整合及版式編輯工作；（四）在成

套教材大致編排底定後，隨即在 2015 年 5 月 30 日舉辦「《臺灣新意象》

教材展覽」，透過教材公開展示以廣泛蒐集外部意見，而後再參酌外部

意見調整教材內容。茲將本研究在發展階段之工作任務說明如下： 

（一） 訂定教材組成元件與編寫原則 

正式編寫教材內容之前，先訂定教材組成元件與編寫原則，如附

錄，包含每個篇章必須設計一個跨頁的篇章扉頁、每個篇章包含三課、

每課由三個跨頁組成、每課必須設計半頁至 1 頁的學習活動單及版式配

置規則等；至於預先訂定的編寫原則包含了文本內容書寫原則、圖文比

例、字體、字級、行距、圖表編號、圖文配置等，期以達到預先統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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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大幅降低各篇書寫風格不一致的窘境。然而，這些教材元件與編

寫原則的制定並非一步到位的，而是隨著書寫教材中遇到的問題進行調

整及增刪。例如，歷史篇的初稿被團隊其他成員批評與現行歷史教科書

無異。經由慎思審議後，國際教育教材應回應外國學生特性與需求，因

而定調爾後課文應以邀請讀者共同參與和思考的口吻進行撰寫，歷史篇

的書寫模式因此有了相當大的轉變。又如產業生活篇原先的書寫模式被

批評像極了產品目錄和官方招商計畫，經由充分研討之後，確立教材內

容須具備實用性和生活化的編寫原則。因此，最終定稿的產業生活篇即

朝此原則撰寫，介紹腳踏車產業時也一併介紹腳踏車步道，介紹隨處可

見的超商時也一併介紹其提供給民眾的便利服務，產業生活篇的內容確

實活潑增色不少。此外，外部美編專家參與教材圖文整合配置之協作

時，亦憑藉其豐富的編輯經驗，給予中肯建議。由此可知，教材組成元

件與編寫原則的訂定亦是動態累進的歷程。 

（二） 發展《臺灣新意象》教材內容及設計特色舉隅 

1.環境與生態篇 

環境與生態篇包含〈位居東亞的福爾摩沙〉、〈千變萬化的地形景觀〉

及〈豐富多彩的生態資源〉三課。 

首先，第一課〈位居東亞的福爾摩沙〉透過對臺灣地理位置的介紹，

點出臺灣位居東亞島弧中樞及海陸交接位置，進而道出臺灣因為位居特

殊的地理位置，因而擁有豐富多樣的自然景觀及溫暖濕潤又多變化的氣

候特色，最後再透過「歡樂臺灣遊」學習活動進行知識統整，讓讀者檢

視並應用所學知識，詳如圖 8 顯示，其設計理念能連結國際學生的生活

經驗與旅遊需求：透過艾瑞克和太太、兩個兒子準備到嚮往已久的臺灣

旅遊度假，引導讀者們思考在不同月分至臺灣旅遊的氣候為何及需要攜

帶什麼隨身物品，而後再透過艾瑞克喜歡登山、太太愛好賞鳥、大兒子

熱中衝浪、小兒子是游泳健將的引導，帶領讀者們思考臺灣哪些地方可 



陳麗華、葉韋伶、甄曉蘭 《臺灣新意象》教材設計與發展之實踐智慧 51

 

以滿足艾瑞克一家度假旅遊的需求。

第二課〈千變萬化的地形景觀〉的設計連結當代年輕人的生活與社

交網絡習慣。首先透過臺灣位於菲律賓海板塊與歐亞大陸板塊擠壓地帶

的介紹，進而帶出臺灣早期的火山作用及壯麗的火山景觀。其次，透過

奇岩怪石的北部海岸、壁立千韌的東部海岸、洲瀉密布西南海岸、美麗

裙礁的恆春半島等各地海岸風景的介紹，以及各地高山和峽谷地形的介

紹，引領讀者認識臺灣擁有千變萬化的地形美景。最後再結合時下年輕

人於 Facebook 打卡的生活習慣，精心設計「一起打卡趣」活動，鼓勵讀

者們尋訪臺灣的名勝美景並於 Facebook 打卡推廣。 

在第三課〈豐富多彩的生態資源〉中，首先介紹海洋生態系、河口

生態系及森林生態系三大生態系。其次，透過臺灣獼猴、臺灣欒樹和臺

圖 8  設計特色舉隅（一）：「歡樂臺灣遊」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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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藍鵲等臺灣特有種的介紹，以及黑面琵鷺、櫻花鉤吻鮭和棋盤腳等具

有臺灣味的物種的介紹，帶領讀者們認識臺灣豐富多彩的生態資源。值

得一提的是，在介紹時適時帶進生態旅遊的元素，讓地理成為閱聽者的

生活地理，讓生態環境成為共同守護的價值。例如，河口生態系時亦不

忘介紹臺灣幾條較為知名的自行車步道，在介紹森林生態系時亦融入了

國際熱門景點──墾丁國家公園。最後，本課透過「鈔票上的生態資源」

學習活動進行知識統整，詳如圖 9。從檢視生活中必需品──千元鈔票

入手，展示具有臺灣精神與特色的生態多樣性，此外，亦邀請旅臺國際

學生們拿出母國的鈔票來檢視比對，以深化學習，增進國際視野。

圖 9  設計特色舉隅（二）：「鈔票上的生態資源」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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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歷史篇

歷史篇有三課。第一課〈邂逅福爾摩沙〉首先介紹漫長史前時代與

原住民，帶領讀者瞭解臺灣在距今五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晚期即有人類

居住，而後再透過鄭氏海上王國及清代前期治理的介紹，建構臺灣自大

航海時代起即為國際競逐之寶地的意象，最後再透過「臺灣歷史走透透」

學習活動帶領讀者認識「一府、二鹿、三艋舺」的古蹟及在地古早味。

第二課〈近代西方文明新體驗〉的課程主軸為清代後期開港通商後

及日治時期的社會變化。其中，清代後期開港通商為臺灣帶來許多貿易

利潤，提升臺灣經濟與民眾的生活水準，西方現代文明於此時逐漸滲入

臺灣社會；至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引進西方法律而建立了法院和

司法審判體系、建立現代西式教育制度以培養各領域的精英人才、完成

基隆到高雄的縱貫鐵路、修築基隆港及高雄港、設立水力及火力發電

廠、建立近代公共衛生和醫療制度等，臺灣社會因而迅速開展出現代化

的風貌。最後，本課透過「找找臺灣早期生活中的現代化」學習活動進

行知識統整，詳如圖 10，以涵育讀者歷史想像與思維為理念，運用生長

在日治時期的 15 歲中學生──陳有土的日常生活故事，引導讀者挖掘當

時日常生活中的現代化跡象。

第三課〈當代臺灣的歷史轉折〉的課程主軸為中日政權的轉移及臺

灣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與轉變。其中，中日政權轉移的段落接續第二課

陳有土的故事，講述陳有土畢業後在學校裡擔任教員，其中穿插了山東

鄉下的農家少年──王強無意間被運送來臺無法返鄉的故事，透過兩人

的生命故事，引導讀者探索從日治時代過渡到民國的歷程與生活轉變。

在臺灣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與轉變段落，以「從傳統產業到科技之

島」及「從野球到棒球」兩個案例為印證。最後，本課透過「臺灣錢淹

腳目」學習活動進行知識統整，詳如圖 11，透過展示臺灣不同時期曾經

使用的貨幣，引導讀者們從貨幣的形式與符號中找尋線索，藉以發現臺

灣曾經被哪些不同的國家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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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0  設計特色舉隅（三）：「找找臺灣早期生活中的現代化」學習活動 

圖 11  設計特色舉隅（四）：「臺灣錢淹腳目」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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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民社會篇

公民社會篇包含〈多元臺灣〉、〈民主臺灣〉及〈公民臺灣〉三課。

其中，第一課〈多元臺灣〉首先透過原住民、漢人、新移民、新移工及

外籍人士等的介紹，建構臺灣是由多元族群組成的國家的意象。其後再

透過客家電視臺、原住民族電視臺及《四方報》的介紹，傳遞給讀者們

不同的族群在臺灣均有發聲管道，建構臺灣是個接納多元聲音的多元民

主國家的意象。而後再透過發揚華人經典文化──正體字的介紹，傳達

臺灣保留了最正統的中華文化與文字之美。第二課〈民主臺灣〉首先透

過臺灣熱鬧的選舉文化的介紹，而後再透過「萬人送仲丘」、「反核運

動」、「維護新聞自由」及「太陽花學運」等社會新聞事件的介紹，建構

臺灣社會擁有蓬勃的公民活力的意象。第三課〈公民臺灣〉首先透過各

式公益團體、人權團體、生態保護團體及動物保護團體等社會團體的介

紹，而後再透過「Watchout 沃草」、「g0v 零時政府」、「苦勞網」、「環境

資訊中心」、「Peopo 公民新聞」、「上下游新聞市集」及「公民運動影音

紀錄資料庫」等的介紹，建構臺灣社會具備沛然的公民力量的意象。

4.產業生活篇

產業生活篇包含三課。第一課〈展現生物科技奇蹟〉透過有機農業、

農漁業改良及精緻化農業的介紹，試圖傳遞臺灣擁有安全健康的農漁業

的意象。此外，本課亦透過蘋果苦瓜、各式改良花卉、減肥蛋、生蠔等

等的介紹，試圖傳遞臺灣具備先進的生物科技技術的意象。第二課〈永

續的綠色工業〉則透過生醫產業、捷安特自行車產業、回收寶特瓶製成

的機能衣、綠色魔法學校及高科技資訊科技等的介紹，試圖建構臺灣不

僅重視工業的發展，同時亦兼顧環境的維護與永續發展的意象。第三課

〈便利與創意的服務產業〉首先透過臺灣隨處可見的便利商店及其提供

的便利服務的介紹，營造臺灣的高便利性的意象，詳見圖 12「處處可見

且貼心服務的便利商店」所示。此外，本課亦透過梅子夢工廠、大花布

與藍衫等文化創意產業的介紹，以及水里蛇窯、鐵花村音樂聚落及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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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悟道的介紹，營造臺灣重視文化創意及休閒產業的意象。

5.文化篇

文化篇亦有三課。第一課〈臺灣廟宇文化〉透過臺灣民間信仰、民

俗節慶及原住民慶典等的介紹，建構臺灣保有相當興盛的在地文化的意

象；其次透過大甲媽祖遶境結合網路科技發展出鑾轎即時衛星定位和網

路直播服務、行天宮取消供品、燒金紙和燒香儀式改以雙手敬拜，以及

屏東聖母遶境等的介紹，建構臺灣與時俱進的廟宇文化的意象。最後，

透過「心靈旅程」學習活動帶領讀者們深入認識臺灣的宗教祭祀信仰文

化，法國《米其林指南》臺灣篇評選的三星級景點包含了自然景觀和人

文風景，其中有 11 處據點和宗教祭祀信仰相關，以臺灣地圖簡略標示

出，邀讀者在空閒時親自走訪。

 
圖 12  設計特色舉隅（五）：「處處可見且貼心服務的便利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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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臺灣藝術文化〉首先透過歌仔戲、布袋戲、流行音樂祭、

雲門舞集、優人神鼓、原住民祭典活動、高雄朗讀偶戲節、國際貨櫃藝

術節、國際童玩藝術節、臺灣國際藝術節等的介紹，建構臺灣擁有最在

地與最精緻的表演藝術。最後，透過「藝術嬉遊記」學習活動，深入認

識臺灣的國家級表演藝術中心，並鼓勵讀者們於閒暇時間親自走訪或觀

賞一場精彩的藝術表演。

第三課〈臺灣飲食文化〉透過庶民辦桌與團圓飯、原住民飲食文化

及寶島夜市與小吃、傳統節日美食等介紹，建構臺灣料理種類豐富的意

象。其中，辦桌是臺灣傳統農村的宴會方式，團圓飯則是家庭節慶重要

的聚會，原住民飲食的食材多以小米、芋頭、野菜、山豬肉、魚乾等在

地食材為主，知名的寶島夜市與小吃包含肉羹麵、蚵仔煎、炒米粉、魯

肉飯、黑白切、珍珠奶茶等，至於傳統節日美食則包含清明節潤餅、端

午節粽子及中秋節月餅的介紹。最後，透過「美食大富翁」學習活動加

深讀者們對臺灣飲食文化的認識，詳如圖 13。CNN 曾製作臺灣小吃專

題報導，介紹來臺灣必嚐的 45 道小吃。本課從中選擇 8 道較易從各大

市場和夜市購得的小吃，標示在臺灣地圖上，邀請讀者閒暇時可以前往

品嚐臺灣道地美食。

（三） 邀請外部美術編輯人員參與協作

《臺灣新意象》成套教材稿件大致底定後，即邀請外部美術編輯人

員──陳忠民老師參與每月研究例會討論，著手教材圖文整合、美編及

版式編輯事宜。與陳忠民美編的合作模式，並非將教材稿件交給他去後

製即可，而是雙方密集協商每個環節與素材。先由編寫團隊完整地說明

教材編寫構想及期待的教材呈現方式，然而，編寫教師們的想法與期待

並非全然可行，美編憑藉其豐富的編輯經驗，與編寫老師協商兼容構

想、技術與實務可行性的多項建議，供研商裁決。例如：一個跨頁處理

一個主題、每個篇章採用不同的色框、採用塊狀的方式處理知識（如圖

14）、採用以圖帶文的方式書寫教材內容、一個跨頁要有一個主要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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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引導閱讀（如圖 15）等。歷經編寫團隊與美編反覆討論、溝通與校正

後，最終共同確立教材呈現方式。此外，教材圖照的取得是教材編寫中

較為複雜及困難的環節，若非由本編寫團隊親自拍攝取得的圖照，每張

教材圖照都必須取得來源機關單位的授權使用，然而，部分圖照的授權

使用費用相當高昂，並非本編寫團隊所能負擔，慶幸的是美編老師擁有

個人圖庫，部分較難取得的圖照皆由其支援。

綜上所述，《臺灣新意象》教材並非只是本編寫團隊內部協作之成

品，而是本編寫團隊與外部美術編輯人員跨界科際整合與協作之成果。

此外，透過與專業美術編輯人員之協作，編寫教師們充分了解精心的版

式設計可以營造良好的閱讀氛圍，進而激發讀者的閱讀興趣，使得《臺

灣新意象》教材達到「美用合一」（詹寶菁、葉韋伶、陳麗華，2014）。 

圖 13  設計特色舉隅（六）：「美食大富翁」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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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4  優良案例（一）：採用塊狀方式處理知識 

圖 15  優良案例（二）：一個跨頁要有一個主要圖像引導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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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舉辦《臺灣新意象》教材展覽

歷經編寫團隊的內部協作及與美編專家的外部協作後，《臺灣新意

象》成套教材至此大致底定，為了瞭解社會大眾對《臺灣新意象》教材

的觀感與回饋，旋即在 2015 年 5 月 30 日舉辦「《臺灣新意象》教材展覽」。

透過此次對外公開的展示活動，不僅廣泛蒐集到各界人士的寶貴意見與

建議，更收到許多教育工作者所給予的肯定與鼓勵，諸如：歷史篇或文

化篇可以針對文化景點多加著墨、公民社會篇的用字遣詞可以再生活

化、產業生活篇可以增加臺灣產業的驕傲──紡織業及電子業的介紹、

文化篇可以增加閩南語的介紹、學習活動設計豐富有趣等。此外，展覽

活動當天亦有許多教學現場教師向本編寫團隊索取《臺灣新意象》教

材，並表示這套教材對於落實國際教育和交流會有很大的助益。然而，

本編寫團隊並未自滿於此，於研究例會中針對外部意見加以彙整及檢

討，並再次對教材內容進行修正及調整。

伍、 實踐智慧

教科書不是生硬的學術論著，也非個人見解的論壇。它是學生重要

學習資源，必須考量學生特性、掌握學術研究及時代趨勢，具備正確性

及多元觀點，能涵養學生自主學習的心智模式，引發主動深究的熱情。

因此，它乃是跨界協作的產品，如何整合知識、人員、資源，編選有益

學生的教材內容，安排有助閱讀理解的視覺傳達，皆為挑戰。以下分別

說明本教材發展歷程中，所實踐的資源整合之運作智慧及課程設計與發

展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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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資源整合的運作智慧 

（一） 型塑教材編寫團隊成為學習型組織 

美國學者 Senge（1990）在《第五項修煉》（The Fifth Discipline）名著

中提及，在面臨劇烈變化的外在環境時，須有學習型組織（ learning 

organization）的管理觀念，發揮建立共同願景、團隊學習、改變心智模

式、自我超越及系統思考等五大特質。 

1.團隊特質 

本團隊成員雖為課程與教學理論與實務專家，在加入《臺灣新意象》

教材編寫後，便是以成為學習型組織自我期許，相互督促重新回到「學

習者」的位置。因此，在正式發展教材內容之前便舉辦了 3 次工作坊課

程，期許透過相關課程的導入，以提升編寫教師群編寫教材的知能。編

寫教師 A 便提及： 

舉辦工作坊課程就是最佳的團隊學習的機會；參與工作坊後，我體會

到自己的編寫教材能力須再精進。透過團隊學習也深化了團隊的共同

願景和凝聚力。（20150901反思札記 A）4 

由此可知，本團隊具備團隊學習的特質。其次，在教材設計與發展

的實務歷程中，老師們也習得課程設計、教學設計、文本設計、圖表設

計及版式設計等系統化知識及實踐智慧，編寫教師 B 提及： 

我平常在課堂上講授課程與教學設計的理論，自認為涉獵廣，了解也

多，但是透過書寫教材的實際過程，才發現其中蘊含了很多我原先不

知的系統化思維及實務智慧。（20150903反思札記 B） 

可見，教材編寫教師在建構《臺灣新意象》教材的歷程中確實產生

                                                                                                                    
4 「20150901 反思札記 A」代表此筆資料為編寫教師 A 於 2015 年 09 月 01 日撰寫的反思

札記，以下資料編號方式同此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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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我超越。此外，在與外部美術編輯人員進行教材協作的過程中，本

編寫教師群亦從中習得許多視覺傳達原理及實務運用原則，編寫教師 C

提及： 

這次編寫教材的經驗跟過去很不同，我之前參與教科書編寫時很少跟

美編人員這麼頻繁的交流和討論，這次卻經常跟美編陳忠民老師面對

面坐下來溝通和討論，我也從他那邊學到許多教材編排的知識，例如：

以圖帶文和以文帶圖的差別、採用塊狀呈現知識、一個頁面要有一個

圖像主軸等。（20150831反思札記 C） 

綜合而言，透過參與《臺灣新意象》教材建構的歷程，確實改變了

編寫教師對自編教材的想像，並且增進了編寫教師群教材編寫的知能。

綜合言之，本團隊共建的學習社群，確實具備建立共同願景、團隊學習、

改變心智模式、自我超越及系統思考等五大要素。  

2.組織特性 

至於本團隊的組織特性部分，編寫教師 B 認為： 

編寫團隊的溝通管道相當暢通，除了每月研究例會固定碰面討論之

外，總計畫還聘有專任助理負責掌控教材編寫進度和協助處理溝通事

宜；此外，編寫教師也可以直接和美編人員當面討論及用 e-mail做後續

聯繫。整體來說，本編寫團隊確實符合扁平化組織的特性。（20150903

反思札記 B） 

由此可知，本教材編寫團隊透過定期舉辦研究例會以營造通暢的溝

通管道，此外，歷次研究例會務求詳實記錄，並且盡可能在會議結束後

3 天內將會議紀錄提供給全體教材編寫教師，藉以確保全體編寫教師都

能清楚瞭解歷次研究例會的決議及教材建構進度。此外，編寫教師 D 提

及： 

我認為臺灣新意象團隊是學習型的團隊，在不斷的學習、實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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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修改的過程中一起成長和提升。（20150905反思札記 D） 

綜合言之，《臺灣新意象》教材編寫團隊可定位為學習型組織，透

過反覆實踐與增能的歷程，不僅提升教師群的教材編寫知能，亦使得《臺

灣新意象》教材內容更臻完備。 

（二） 廣納利害關係人參與教材協作 

Freeman（1984）在 Strategic Management: A Stakeholder Approach 書中提

及利害關係人理論（stakeholder theory）的組織管理觀念。Freeman 認為

所謂利害關係人就是會影響組織目標或會被組織影響的團體或個人，企

業管理者若想讓企業永續發展，就必須制訂能符合各種不同利害關係人

的策略。本研究在組織教材編寫團隊及建構教材內容時便運用了利害關

係人理論。就組織教材編寫團隊而言，考量到《臺灣新意象》教材未來

將提供給國內外中等學校以上學生進行國際教育或交流之用，所以除了

原先來自 8 所不同大學和研究機構的 13 名研究成員之外，也廣邀高中

職歷史、地理、公民及藝文領域的專家教師加入教材編寫團隊，期以借

助他們的學科專業及帶領學生進行國際交流的經驗。由於高中職教師在

教材協作過程中的發聲，適時反映高中職教育的脈絡、學生特性與學習

風格，本教材乃調整以學科知識為中心的教材呈現方式，涵納參與式及

體驗式的教材設計，以展現學生中心取向的「符合學習程度」、「接近生

活經驗」、「引發學習興趣」、「引導自主學習」、「多元學習媒材」及「連

結學習情境」等特性（林佳瑜、陳麗華，2013）。 

再就建構教材內容而言，透過調查臺灣學生及旅臺國際學生眼中的

臺灣意象，將其觀點納為設計及發展教材內容的重要基礎。此外，在發

展教材內容的過程中亦廣邀國內外學生進行教材試讀，並且根據試讀結

果修正教材內容。綜合言之，本研究援引利害關係人的概念，廣邀高中

職教師及國內外學生參與教材協作，讓本教材的利害關係人擁有發聲位

置，使得教材內容更切合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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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營造研究團隊資源共享的氛圍 

在課程設計與發展的分析階段，本研究團隊即已展現資源共享的默

契與氛圍。在進行輿論分析及文件分析時，當某語系成員瀏覽到其他語

系的相關文獻資料、教科書、旅遊書或新聞媒體報導時，皆會不辭辛勞

地加以蒐集，提供給負責語系的成員。其次，訪談旅臺國際學生係採用

滾雪球之方式抽樣，各語系研究成員皆會互相幫襯，詢問各自服務學校

的外籍學生資源，尤其是旅臺的西語系學生較為稀少，在抽樣上遇到極

大困難，就是透過這種團隊互助的精神，找到足夠的樣本。此外，在發

展教材內容所需的圖照，關乎全臺重要景點與文化活動等，研究成員在

聯席會議中提出需求，相互代為實地拍攝或蒐集，透過相互支援，大幅

降低圖照授權費用的支出。綜上所述，營造研究團隊資源共享的氛圍不

僅可以凝聚團隊向心力及鞏固團隊共同願景，更使得教材建構的過程更

為順利。 

（四） 型塑研究團隊相互接納及積極進取的特質 

本研究每月定期舉辦研究例會，全體團隊成員齊聚一堂進行教材協

作。會議中各組必須呈現教材內容進度並分享編寫歷程中遭遇的困難，

再由其餘成員給予建議及回饋。雖然在研究例會上每每迸出激烈的討論

火花，甚至出現意見攻防、僵持、一時無法融會貫通其他成員的意見等

場景。然而，多元的意見常激發編寫教師們產生 Archer（2007）所言的

「溝通的反思性」及「自主的反思性」，而能於下次會議中提出經過審

議慎思的精進版本。有趣的是，這些激烈的討論火花多能就事論事，並

未影響編寫團隊的情誼，每次研究例會前後及每學期末的聯誼餐會中，

依舊可見編寫教師們相互關懷、談天說笑的光景！編寫教師 B 提及，「不

知怎的，我就是想把這份教材做好，別人的批評就好像吃補，我不會有

受傷的感覺」（20150903 反思札記 B）。編寫教師 E 的回應也相當正面有

趣： 



 
 
陳麗華、葉韋伶、甄曉蘭 《臺灣新意象》教材設計與發展之實踐智慧 65 

 

教材審閱批評時，一來一往很熱鬧。這是很棒的腦力活動，我常常讚

嘆：這個想法很獨特我怎麼都沒想到！（20150906反思札記 E） 

可見本團隊以共同的願景凝聚成一體，成員多具備敞開胸懷相互接

納的特質。此外，本研究團隊亦具備積極進取的特質，曾在臺灣陸續舉

辦了「全球脈絡下臺灣意象論壇：臺灣與外國新世代學生對話」和「《臺

灣新意象》教材展覽」，廣泛邀請己他學生及各界人士參與交流與對談。

此外，本研究團隊亦赴日本大阪在 ACE 2014 會議中舉辦了“Images of  

Taiwan: Through the Eyes of  Local College Students and International Stu-

dents”論壇，蒐集與會國際學者和實務工作者的意見，以提升《臺灣新

意象》教材品質。 

二、 課程設計與發展的智慧 

（一） 教材編寫團隊密切進行內部協作 

如何使 23 位編輯成員各自撰寫的教材篇章，成為風格一致的成套

教材？這項挑戰性課題不能冀望有睿智人士於稿件收齊後做統整，必須

從源頭開始管理。尤其是本編寫團隊成員來自不同的教學場域、擁有不

同的專業領域，成員屬性頗為歧異，更須分工撰寫前就要形成原則與做

法的共識。 

在編寫之前，經多次慎思審議訂出撰寫格式、原則；在編寫過程中，

每月舉辦研究例會，按照進度提出報告，針對內容進行相互的回饋建

議，針對教材重複部分重新分工區隔，檢視編排邏輯順序，定調敘寫風

格等。綜合所述，成套《臺灣新意象》教材是全體編寫團隊經由折衝審

議及協作的結晶。透過密切的內部協作，確立團隊共同願景，凝聚向心

力與共識，激發編寫教師群「溝通的反思性」，五個篇章的品質與風格

具成套的水準，然而，各篇章亦保有各自的創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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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邀請外部美術編輯人員進行外部協作 

教科書實為「美用合一」的成品，然而，教學現場的教師在從事自

編教材時遭遇的困難之一即為缺乏美術編輯及版面設計能力（江海韻等

人，2010），導致自編教材多流於教室層級的秘笈而難以公開推廣。深究

其背後原因大致有二，其一為教師本身即缺乏版式設計及視覺傳達原理

的概念知識，導致自編教材未能有良好的版面呈現；其二為教師雖具備

版式設計和視覺傳達原理概念知識，然而，缺乏實務運用經驗，使得知

識和實踐之間仍有落差。有鑑於此，在本教材內容大致底定後，隨即邀

請曾獲金鼎獎的外部美編專家參與教材協作。 

為達成「美用合一」的鵠的，美編專家與編寫教師透過反覆慎思審

議，不僅協助版式設計，亦協助調整文本內容、教材組成元件、教材編

寫原則、色彩計畫、圖文配置、圖照支援等。在雙方協作過程中，本團

隊成員經歷一段跨界的成長旅程，真實體認到教材的內容正確僅是達標

而已，更重要的是如何轉化知識內容，以適切的方式傳達給讀者，而良

好的版式設計及圖文配置，正可以流暢地引導讀者的閱讀動線、營造引

人入勝的閱讀氛圍，進而激發讀者學習的熱情。 

綜合所述，《臺灣新意象》教材是科際整合的成品，不僅是知識的

整合，亦為人員的整合。與外部美編專家的跨界協作過程中，編寫教師

反覆經驗到「溝通的反思性」及「自主的反思性」動態成長歷程，讓全

套教材達到「美用合一」的境界。 

（三） 善用內外部評估以提升教材品質 

如圖 2 所示，本教材採 ADDIE 調整模式，特別重視各階段的監控

與評估，並據以調整教材內容。內部評估的做法包括召開研究例會，進

行意見交流、觀點參照、議題討論、方法研討及進度品管等。外部評估

包括邀請外籍生與臺灣學生就「全球脈絡下的臺灣意象」之初步分析結

果，進行回饋與對話，亦是本教材回應使用主體的重要做法。其次，編

寫教師亦常邀請同僚教師進行教材評估，並邀請學生試讀教材的難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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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復次，教材發展的不同段落，邀請兩位具有近 20 年教科書編輯

經驗的校長介入，提出相對客觀的專業評估意見，更是教材敘寫風格達

成一致性及教材轉化適合學生需求的關鍵。最後，透過舉辦論壇、參加

國際研討會、教材展覽及期刊論文投稿等活動，邀請各方專業人士，針

對本教材發展的初步成果給予回饋。 

回顧歷次監控與內外評估工作，研究團隊不時收到多元的回饋意

見，衝擊其原先設計，產生動態的「自主的反思性」和「溝通的反思性」

心智活動。而後再透過內外部意見的整合，以及對整合結果與歷程的反

思，引發團隊成員「後設的反思性」，進而拓展教材發展的視野，激發

編寫教師不斷自我超越，使得教材設計與發展成為一動態精進的歷程，

也達成教材品質之確保（quality assurance）。 

 
本文為行政院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全球脈絡下《臺灣新意象》教

材之建構與實踐」（MOST 103-2410-H-032-048-MY2）之部分研究成果，

謹誌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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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教材組成元件與編寫原則 

 遵守 避免 

文

本

內

容 

1. 教材編寫主要以國際學生為對象，做為國際

教育之用。採用邀請讀者共同參與或思考的

語氣（與讀者對話的語氣）撰寫文本內容。

2. 教材難度以臺灣國中學生的程度為標準。以

讀者自學即可理解的程度設計教材內容。 
3. 教材設計必須和國際學生的生活經驗連結。

例如：國際學生的母國和臺灣有什麼關聯和

連結、國際學生的母國和臺灣的比較。 
4. 教材內容必須具備實用性與生活化。例如：

臺灣三月的天氣如何？若要來臺灣旅遊需要

穿著什麼服裝？由國際學生的母國搭乘飛機

來臺灣的航線為何？國際學生母國物產和臺

灣物產的差別和比較。 
5. 三課的教材文本撰寫完成後，各篇編寫教師

必須共同檢視和討論三課的內容是否有重複

之處，或是三課的文本內容是否有需要重新

組織的部分。 
6. 三課課名的層級要一致，以歷史篇為例，第

一課課名為「早期臺灣歷史發展」、第二課

課名為「西方文明新體驗」、第三課課名為

「當代臺灣的歷史轉折」。 

1. 教材內容的設計務求有

趣、實用和生活化，切勿

側重學科知識的闡述，並

且避免使用過於專門和冷

僻的概念和用詞。 

學

習

活

動 

1. 每課 6 頁，其中至少要有半頁至 1 頁為學習

單或延伸活動單。 
2. 以國際學生來臺灣旅遊或擔任交換學生的角

度或需求出發，藉以設計學習活動內容。例

如：國際學生來臺灣會想要知道什麼？交換

學生來臺灣需要知道什麼？ 
3. 學習活動的設計務求有趣、實用、生活化。

 

版

面 

1. 版面尺寸：A4。 
2. 邊界：上下均為 2.54、左右均為 3.18。 
3. 各篇必須選擇一個顏色做為該篇之代表色。

4. 每頁的圖文比約莫為 1:1（國小高年級的標

準）。 
5. 第一層標題盡量置於每頁的頂端。 

1. 避免左頁都是文字、右邊

都是圖照的設計，反之亦

然。 

字

體 

1. 課名：標楷體、24 號字、粗體、單行間距。

2. 第一層標題：標楷體、16 號字、粗體、單行

間距（第一層標題盡量置頂）。 
3. 第二層標題：標楷體、13 號字、粗體、1.5 倍

行高。 
4. 內文：標楷體、13 號字、單行間距。 
5. 教材文本請統一使用正體字。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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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教材組成元件與編寫原則（續） 

 遵守 避免 

篇

幅 

1. 每篇三課，每課 6 頁，此外，每篇尚有 2 頁

單元扉頁，故每篇共計有 20 頁。 
2. 單元扉頁應為三課內容的概覽。 
3. 每課均以授課 45 分鐘進行設計。 
4. 每頁的文本字數約莫為 400 字（包含每行的

空白字元）。 
5. 每課呈現兩個概念為最佳（每個概念均設計

為 20 分鐘），至多呈現三個概念（每個概念

均設計為 15 分鐘）。 
6. 課文文本至多兩個階層，位階要一目了然，

例如： 
第一課 轉型的一級產業（標楷體、24 號字、

粗體） 
安全健康的農漁業（標楷體、16 號字、粗體）

安心大口吃的有機農業（標楷體、13 號字、粗

體、1.5 倍行高） 
為了維護「人與生活」及「人與自然」的和諧

關係，遵守自然資源永續利用原則，在兼顧自

然保育及生態平衡的無汙染土地上，孕育出沒

有農藥汙染、利用廢棄物轉化的再生資源……

（標楷體、13 號字） 

 

圖

表 

1. 照片和圖片歸類為同類編號，亦即僅有圖和

表的編號。 
2. 圖表的編碼以課計算，每課均從圖 1 開始編

號，表格亦從表 1 開始編號。 
3. 採用文繞圖的排列方式較有助於閱讀，圖片

擺放的位置盡量接近文本中提及該圖片的段

落，亦即圖文必須互相搭配。 
4. 因為後續要將紙本教材轉換為數位教材，拍

攝的圖片至少需要 1MB 以上，並且同一景色

請多拍幾張。 

1. 避免以群組的方式呈現圖

表，以群組的方式呈現易

使圖文不易搭配。 
2. 選用負面意象的圖片時要

斟酌，不要建構負面的臺

灣意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