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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社會發展與教育議題日趨多元，由不同理論取向與切入觀點進行

分析，為教科書設計與研究領域帶來新的氣象。本期《教科書研究》

收錄文稿兼具理論方法與議題探究，探討教科書重要主題外，亦關注

素養導向教科書編／審的挑戰，讓讀者得窺教科書發展的嶄新風貌。 

本期收錄三篇研究論文，由黃錦山、郭書馨所撰〈兒童繪本年齡

歧視內容分析之研究〉嘗試建構兒童繪本年齡歧視之檢核規準，以內

容分析法檢視國內兒童繪本內年齡歧視的情形，其發現兒童繪本中對

高齡者的性別及職業皆為傳統的刻板印象，對於兒童繪本編繪提出許

多不同角度之思維與建議，對高齡化的臺灣社會相當具有啟發性。鄭

章華、林佳慧所撰〈探究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融入數學教學──以任務

分析為進路〉聚焦於議題融入，以「校園逐臭之【夫】」模組任務為案

例，析辨其議題融入數學的特色，其建構的「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融入

數學分析表」，可做為教師自編教材或教科用書編寫之檢核，或用於議

題融入之教師專業發展，有實務應用價值。高翠霞、高慧芬、許惠閔、

蔡宜臻所撰〈日本防災教育及其在社會教科書之設計──以東京書籍

版本為例〉則質性分析十二年國教課綱「防災教育」議題課程內涵，

並探討日本防災教育政策及課程教材，發現在內容取向、版式設計、

生活經驗、問題解決與引導討論活動等方面各有不同取向，可供防災

教育規劃實施與教材編製者參考。 

研究紀要收錄由陳紅華所撰〈課綱新議──東南亞史觀何去何

從？〉，本文具體提出東南亞史課綱的學習內容，分成歷史演變、跨界

流動、文化交流、近代發展等主題。在目前新課綱架構下，對學校發

展特色課程或多元選修，或增進新住民子女等學生於東南亞史的學習

了解，本文觀點相當具有助益。 

本期論壇主題聚焦「素養導向教科書編／審的挑戰」，十二年國教

課程的特色是核心素養導向，培養學生適應未來的能力，新的理念與



 
 

架構令人期待，但各領域／科目綱要分階段發布，在教科書編／審／

選也面臨諸多變數與挑戰，值此新課綱教科書已順利出版逐年實施之

際，回頭檢視編輯／審定的過程，以及觀察市場反應與教學回饋，梳

理素養導向教科書編／審相關問題，可提供未來教科書的生態發展許

多新的啟思。 

本期書評由劉蔚之介紹《教科書研究手冊》（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Textbook Studies）一書，此書架構完整充實，提供國際教科書研究的現

況，亦提出未來發展趨勢的觀察，可作為決策者或研究者之啟示與參

考。評論者簡要介紹圖書章節重點，有助讀者快速理解內容概要，同

時建議對臺灣教科書研究進行一次全面盤點與檢視，增進臺灣與國際

教科書研究交流與對話。 

在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肆虐全球之際，臺灣何其有幸

在官民配合下再現「臺灣奇蹟」。企盼同時省思檢視後疫情時代風險社

會中，教育制度面臨的挑戰與因應，迎向教學互動與教材設計的新典

範，也盼各方繼續給予本刊指教與建言，為臺灣教育與社會的正向發

展繼續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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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繪本年齡歧視內容分析之研究 
 

黃錦山1 郭書馨2 

 

兒童繪本是學齡前幼兒認識高齡者的重要管道之一，研究指出兒童繪

本中若隱含著年齡歧視的描繪，不僅會使兒童對老化與高齡形象產生

負面刻板印象，而且這樣的負面印象會維持至成年時期。有鑑於此，

本研究旨在建構兒童繪本年齡歧視之檢核規準，並以內容分析法檢視

國內兒童繪本中年齡歧視的情形。本研究結果發現，兒童繪本中有關

於高齡長者的分布比例極低，人物角色以祖父母為主，且高齡者的性

別及職業皆為傳統的刻板印象。在生理外觀方面，繪本中的高齡者多

為健康、有活力的，且具有正向的人格特質。然而，圖文中普遍缺乏

世代互動情形，且在形容詞的使用上，多為具有年齡歧視的負面詞彙，

缺乏對高齡者深層的認識及描繪。最後，針對兒童繪本中的缺失，文

末亦提出幾點不同角度之思維與建議，以作為未來彙編兒童繪本之參

考。 

 

關鍵詞：兒童繪本、年齡歧視、高齡形象、老化教育、內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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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Analysis of  Ageism in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Chin-Shan Huang3 Shu-Hsin Kuo 4 

 
Picture books are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improving preschool children’s 
knowledge of  elders. Previous studies have highlighted how the age discrimina-
tion prevalent in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may lead to children adopting negative 
stereotypes about aging and elders; such impressions may continue even into 
adulthood. Therefore, this study developed rubrics for examining age discrimi-
nation in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through content analysis. The findings sug-
gested that older adults are given limited representation in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and the elderly characters depicted are mostly grandparents. Additionally, 
traditional stereotypes concerning the gender and occupation of  elders were al-
so identified in the selected books. In terms of  physical appearance, elders were 
generally described as healthy and energetic individuals with positive personality 
traits. However, 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was found to be lacking in the pictures 
and contents of  the selected book. Additionally, the adjectives used for elders 
were mostly negative and indicative of  age discrimination. Overall, the books 
offered a limited understanding and depiction of  elders. On the basis of  the 
study results, some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 serve as reference for the com-
pilation of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picture books, ageism, images of  elders, ageing education, cont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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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般人對於老人的認知常不知覺地存在刻板印象或年齡歧視，將老

人視為疾病、失能、依賴的同義詞，甚至是社會問題的符號。然而，隨

著高齡人口不斷增加，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2018）資料顯示，我國已

於 2018 年邁入老年人口占比達 14%以上之高齡社會（aged society），並

將於 2025 年成為老年人口占比達 20%以上之超高齡社會（super-aged 

society）。因此，在面對即將來臨的超高齡社會，如何去除加諸在高齡者

身上有形和無形的障礙，破除既有的歧視和偏見，打造一個對老人親善

且無年齡歧視的社會環境，乃是目前的當務之急。事實上，有關年齡偏

見或歧視的產生，最早可以追溯自兒童時期。根據研究指出，兒童對於

高齡者的態度和老化過程，在進入小學前便已存有負面刻板印象（Gilbert 

& Ricketts, 2008; Isaacs & Bearison, 1986）。因此，當小朋友懷有年齡歧視

時，不僅會因而害怕自己變老，還將會導致他們對老年人全面性地拒

絕，進而造成他們對老年人有負面行為。 

閱讀繪本是啟發兒童對於老化特性概念與態度的管道之一，由於繪

本故事中的主角，常藉由情節蘊含的日常生活規範、知識及社會價值

觀，促進兒童的社會化。故事裡所得到的訊息將會引發兒童思考，改變

或是強化原先已知的知識（Krogh & Lamme, 1983）。根據兒童繪本年齡

歧視相關研究顯示，高齡者角色在繪本出現的頻率甚低，並且大多數都

不是故事線的主角，而是配角（Hollis-Sawyer et al., 2007）。其次，兒童

繪本中用以形容高齡者的形容詞，多為負面詞彙，諸如「老」、「悲傷」

和「貧窮」等（Ansello, 1977; Henneberg, 2010; McGuire, 2016a; McGuire et 

al., 2013）。以國內兒童繪本來說，翻譯作品主要占大多數，而西方兒童

繪本中的年齡歧視現象，隱含對老化及高齡者的刻板印象，因此在閱讀

繪本的同時，也無形強化了兒童對於老化及高齡者的負向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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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營造高齡友善的環境，建立國人正確的老化知識、培養正向的

老化態度與形塑友善的老化行為，老化教育應該及早於幼兒階段實施，

以便為小朋友的老化知識、態度與行為建立起完善的基礎，避免兒童對

高齡者產生負面刻板印象，進而形成世代間的對立。然而，目前國內少

有以兒童繪本進行教學之相關研究，部分未出版的碩士論文則多聚焦於

教育部頒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所指陳之性別平等教育、自然

與生活科技、綜合活動、品格與品德教育及情感教育等，缺乏以年齡歧

視及高齡友善為主題之兒童繪本教育方案。再者，探討有關高齡友善兒

童繪本的準則、繪編原則與實例分析之相關研究，仍付之闕如。有鑑於

此，本文將建構兒童繪本年齡歧視之檢核規準，據以檢視教育部及文化

部所推薦閱讀之兒童繪本，並進一步地分析其圖文內容之年齡歧視的情

形。 

貳、文獻探討 

一、年齡歧視的意涵與相關研究 

所謂的年齡歧視，其定義為「對某一年齡團體的種種反對或支持的

偏見或不公平待遇」（Palmore, 1999）。年齡歧視主要包含著三個層面，

首先是認知層面，稱之為「刻板印象」，係指對老人與老化的種種錯誤

「知識」；其次是情意層面，稱之為「偏見」，指對老人與老化的種種不

正確「態度」。而行為層面或稱「不公平待遇」，係指對老人與老化的種

種不當的「行為」（Fahr, 2004; Montepare & Zebrowitz, 2002）。Palmore

（1999）認為，對老人與老化的負面知識，是形成負面態度的主因，而

負面態度又將會導致不當行為的產生。因此，培養正向的老化知識是預

防後續不當行為發生的基礎。 

國外研究指出，3 歲兒童已對高齡者抱持有負向的想法（Aday & Aday 

et al., 1996; Aday & Sims et al., 1996; Rich et al., 1983）。Blunk 與 Willi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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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的研究發現，5 歲兒童的老化負面偏見分數要較 4 歲兒童來得

高。換言之，隨著學生的年齡增長，其對老年人與老化的態度將變得更

為負面與嚴重。另外，Montepare 與 Zebrowitz（2002）對於老化行為意

向進行測量，歸納出以下三點研究結果：（一）3 歲大的幼童已會說出他

比較喜歡與年輕人互動，而不願意與老年人互動；（二）當 3 歲大的幼

童被問到他們最喜歡與誰玩時，或當他們生病時最喜歡誰來照顧他們

時，紛紛都表達較喜歡與年輕人而不喜歡老年人；（三）當兒童被問到

他們可以為老年人做些什麼事時，大多數的小朋友們都指出「可以幫助

老年人拿東西」、「可以拿眼鏡給老年人」、「可以幫老年人推輪椅」、「可

以埋葬老年人」等。可見，年齡歧視現象的嚴重性，兒童容易將老年人

的影像與病痛及體弱相連結在一起。對此，許多學者相繼呼籲老化教育

應該要儘早於幼兒階段實施，以為小朋友的老化知識與態度建立起完善

的基礎（Klein et al., 2005; Scott et al., 1998）。 

在兒童發展的過程中，對於老化特性的概念與態度，常透過語言、

書籍、電視和其他管道所提供的訊息（Chamberlain et al., 1994; Fillmer, 

1984; McGuire, 2016b）。研究指出，兒童從數位媒體（如迪士尼卡通）

（Robinson et al., 2007）中所獲得的訊息，隱含對於老年人的刻板印象

（Levy & Banaji, 2002），並且發展成為長期的潛在年齡歧視信念，而這

樣的負面刻板印象概念與態度，將會持續至成年時期亦不會產生改變

（Robinson et al., 2007）。然而，透過兒童繪本，他們將能夠認知年齡的

增長是個人與社會持續發展的過程。當兒童對於老化與高齡者有正向的

態度，他們將會理解並有自我信心（self-confidence）適應老化，並能促

進其提升老後生活的社會價值（McGuire, 2016a）。相較之下，透過兒童

繪本來傳遞老化知識，不僅較能培養正向的態度，同時能促進老年生活

的社會價值（McGuire, 2016a）。因此，兒童繪本可視為開啟兒童習得正

確老化知識及培養正向老化態度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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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兒童繪本的意涵與相關研究 

繪本（picture book）是指「畫出來的書」，是指學齡前至小學二年

級學齡兒童的讀物，以圖畫為主、文字為輔，甚至沒有文字的兒童讀物

（張湘君，1993）。相較於一般讀物，繪本的篇幅較短，大約包含 30 個

頁面左右，其中涵蓋能夠增進每一頁故事情節的數個句子至一個段落文

字的插圖（Murphy, 2009），其故事和內容則可以透過不同風格類型加以

呈現（Madsen, 2011）。繪本裡的角色（包括人物、動物、景物）是構成

兒童繪本的重要因素，亦是主要表演者（徐素霞，2002；郝廣才，2006）。

繪本角色的形象透過簡短的文字及具體的圖像來傳達人物的特質，並依

據角色的重要性（主要角色、次要角色及其他角色）描繪出其獨特的人

物性格特質，越重要的角色其特質越鮮明立體。 

兒童透過閱讀繪本，不僅與書中角色和情節認同，亦會將其與自己

的生活環境和過去經驗相互連結，並且將書中主角的態度與行為視為社

會接受與否的指標（Newton, 1995; Pressley, 1977; Sipe, 2012）。因此，兒

童繪本的角色特徵的描繪與故事情節的安排，必須能傳達正向且富教育

意涵的內容，以培養兒童良好的社會價值觀。由於兒童對於從未經驗過

的事物，較容易以刻板印象來回應，而這些刻板印象則可能來自兒童的

書籍、玩具或傳播媒體等（林美珍，1987）。國外研究指出，幫助兒童改

變偏見的方法包括：（一）和同學討論；（二）直接與態度相關的對象接

觸；（三）增加知識或相關訊息（Aday & Aday et al., 1996）。然而，目前

社會結構以小家庭為主，幼童日常生活中較缺乏與祖父母及其他長者接

觸的機會。因此，因應高齡社會的來臨，為了增進兒童對於老化的正向

態度，透過兒童讀物（如兒童繪本）傳達正向且具有真實性的高齡者圖

文是非常重要的學習管道（Beland & Mills, 2001; Hollis-Sawyer & Cuevas, 

2013; McGuire, 2003, 2016a）。 

有關兒童繪本中年齡歧視的情形，國外研究最早可追溯自 1970 年代

後期。Barnum（1977）曾對美國兒童繪本進行年齡歧視的內容分析，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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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聚焦於三個部分，包括高齡者的行為特質、高齡者在圖文中出現的

頻率及高齡者所扮演的社會角色等。研究結果顯示，兒童繪本中有兩種

類型的行為特質：「微不足道的老人」（the insignificant old person）及「社

會的邊緣者」（the social outcast）。其次，高齡者的社會角色與社會互動

的圖文非常稀少，在 2,500 幅圖片中，高齡者與其他角色互動的圖片僅

占 13.6%。此外，高齡者的角色多為門口警衛、傭人、騎大象的人、管

理員等很少或無須精神敏銳度的角色。因此，他認為兒童繪本不僅傳達

害怕變老的概念，還傳遞對於高齡者的年齡歧視。隨後，Blue（1978）

則是針對具有現實主義的兒童繪本進行內容分析，其考察標準包含：

（一）人口的描述；（二）生理的特徵；（三）健康狀況；（四）人格特

質；（五）活動；（六）選擇、依賴和改變的地位；（七）傳遞老化或老

的概念；（八）社會互動的關係或模式等。研究結果顯示，高齡者的角

色具有多重的發展，具有充分的描繪並與現實社會的情形相符，並無明

顯的負向描繪。然而，在 Dellmann-Jenkins 與 Yang（1997）的研究中卻

觀察到性別歧視現象，男性的高齡者明顯地較女性高齡者更常被描繪為

活躍，而女性高齡者則較男性更常被描繪為易受驚嚇的特質。另外，

Henneberg（2010）也發現，女性角色在兒童經典文學中多以負面形象呈

現，而對於女性高齡者的刻劃更是負面。換句話說，兒童繪本中對於老

化的描繪及年長女性角色的文字與圖像上，呈現雙重歧視的現象

（Hollis-Sawyer & Cuevas, 2013）。 

國內研究兒童繪本的老化議題始於 1990 年代，但仍少有期刊論文及

專書針對老化議題進行探討，張湘君（1993）曾針對國內 30 年內出版之

兒童圖畫書中與老人相關的內容進行分析，結果顯示以老人為主角的圖

畫書數量偏少，對於老人角色的生理描繪趨於刻板，個性多呈現單一化

的正面形象，如聰明、隨和與易相處等。老人所從事的工作多半是協助

的性質，缺少陳述自己的所見所聞、自理日常生活或從事社交活動等具

有個人角色特質的行為。林盈呈（2008）則以立意取樣選取 65 本兒童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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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採內容分析法針對圖片及文字進行分析。研究結果顯示，兒童繪本

多以面部及頭髮等特徵作為老化意象，男性老人多呈現肌肉機能衰退狀

況，且死亡率較女性高；在心理層面方面，多數老人具有美好的品格、

技能及智慧，男性老人傾向以行動來表達情感，而女性多以言語或靜態

方式來表達。此外，比起東方作家，西方作家較喜歡凸顯老人的負面形

象。在紀雅雯（2009）的研究中發現，兒童繪本的內容多半以溫馨的祖

孫親情為主軸，故事中的老人形象以樂觀、積極、仁慈等正向的人格特

質為主。李天嬋（2014）則發現兒少讀物中用來形容祖父的詞彙包括「固

執」、「堅持」、「堅忍」，而用來形容祖母的詞彙包括「和善」、「慈愛」、

「同理心」。 

由上述可知，儘管近期出版之兒童繪本對高齡者角色的描繪，已有

明顯的改善與進步（Danowski & Robinson, 2012）。然而，相關研究均顯

示，在高齡者角色的生理、外觀、心理層面及角色描繪仍多為刻板而且

單一，且缺乏現實性（張湘君，1993；Crawford, 2015; Dodson & Hause, 1981; 

Hollis-Sawyer et al., 2007; McGuire, 2003）。為扭轉高齡者在兒童繪本中的

形象，段宇貞（2014）認為可以朝向生理層面中反應遲鈍、行動緩慢和

記憶力差等形象進行改善，而形塑高齡者正面形象的要素包括：開朗的

笑容、肢體動作呈現動態感、具工作性質配件並避免賦予角色眼鏡配

件、色彩明度高且平整的服裝、圓潤的臉形、健康的身軀等。因此，在

傳達老化議題及老人形象的同時，應重視老化的正面價值，忽略其負面

形象，從而讓兒童從小培養對老化的正確觀念，提倡代間融合，以營造

對老人親善的普世價值。 

三、兒童繪本年齡歧視內容分析檢核規準 

綜合以上國內外兒童繪本中年齡歧視與高齡者角色分析之相關研

究（張湘君，1993；Ansello,1977; Barnum, 1977; Blue, 1978; Crawford & 

Bhattacharya, 2014; Danowski & Robinson, 2012; Dellmann-Jenkins &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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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Hollis-Sawyer & Cuevas, 2013; McGuire, 2003; Sciplino et al., 2010），其

年齡歧視分析之類目及規準可大致歸類成以下十類： 

（一）分布比例：主要探討高齡者在兒童繪本中所出現的頻率，以

檢視兒童繪本中高齡者的分布比例。 

（二）性別角色：目的在探討男女不同性別的高齡者角色在兒童繪

本圖文中出現的情形，以檢視兒童繪本是否有受到性別偏見的影響，例

如，過於偏重單一性別或刻板化的性別角色。其次，分析孫子女的性別

比例，以檢視兒童繪本是否有受到性別偏見的影響。 

（三）種族角色：探討不同種族的高齡者角色在兒童繪本圖文中出

現的情形，以檢視兒童繪本是否有受到種族偏見的影響，例如，過分偏

重單一種族或刻板化的種族角色。 

（四）人物角色：探討高齡者在兒童繪本圖文中的角色重要性，包

括高齡者在兒童繪本中的角色種類以及與主角的關係。此外，高齡長者

除了擔任祖父母的角色之外，是否還有其他豐富多元的角色存在。 

（五）職業活動：主要探討高齡者的職業活動在兒童繪本中的重要

性與價值性，以檢視兒童繪本是否有重視與強調高齡者的能力與專業。

具體而言，繪本中是否以傳統刻板化的職業活動，諸如修理皮鞋、販賣

物品、製作手工藝品等活動來刻劃高齡者的辛酸命運。更者，以非職業

生產性的活動，如釣魚、散步、做運動、聽音樂、坐搖椅、忙家務、掃

庭園等休閒活動，呈現高齡者的活動情形。 

（六）生理外觀：兒童繪本中對於高齡者生理外觀的描繪是否多為

單一特徵，包括使用生理輔具，如輪椅、拐杖及助聽器等，目的在檢視

兒童繪本是否重視高齡者的個別性與獨特性。 

（七）身體動作：在身體與健康層面，兒童繪本是否將高齡者描繪

成健康活力、獨立自主，或是描繪成病弱殘疾、依賴他人的樣子。 

（八）人格特質：探討高齡者在兒童繪本圖文中的內在人格特質情

形，以檢視兒童繪本是否將高齡者描繪成熱心公益、服務他人，或是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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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成孤癖固執、嘮叨爭吵的樣子。 

（九）世代互動：探討在兒童繪本中高齡者與年輕人互動的情形，

例如，高齡者是否與年輕人一起進行活動，顯示繪本重視不同世代間互

動的重要性，然而，也可能是撕裂世代關係，意即將老年世代孤立起來，

未與年輕世代互動。 

（十）圖文形容：計算兒童繪本形容高齡者的圖文情形，意即是否

有過分使用負面性質或刻板印象的字詞。其中，次類目的詞彙中包含有

外在的「生理外觀」、內在的「心理情緒」與社會的「社會互動」方面

等。 

由上述國內外文獻的探討中可知，老化教育在兒童繪本中明顯不

足，且依舊充斥對於老化之偏見與刻板印象。儘管學者已提出對於老化

教育的呼籲，目前針對國內兒童繪本年齡歧視的研究，尚缺全面性的分

析與討論。以下將說明本研究之設計與分析方法，進而分析我國兒童繪

本是否蘊含年齡歧視之現象。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分析單位、方法及類目 

為求對我國兒童繪本年齡歧視有著深入的研究，本研究將採取兩階

段分析步驟：第一階段檢視具高齡者角色的兒童繪本數量，以分析具有

高齡者角色及故事情節的兒童繪本在總繪本中所占比例，以了解高齡及

老化議題在兒童繪本中的重要性。本階段以「頁」為分析單位。第二階

段將採取質化和量化並重的兩種取向的內容分析（歐用生，1998），並以

「次」為分析單位，對兒童繪本進行深入研究。 

根據前述的文獻探討結果，本研究的分析類目共分為十大類，包括

「分布比例」、「性別角色」、「種族角色」、「人物角色」、「職業活動」、「生

理外觀」、「身體動作」、「人格特質」、「世代互動」與「圖文形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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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根據國外兒童繪本中年齡歧視與高齡者角色分析之相關研究

（ Crawford & Bhattacharya, 2014; Danowski & Robinson, 2012; Hol-

lis-Sawyer & Cuevas, 2013; Sciplino et al., 2010），就質化的分析而言，彙整

如上的十大類目之下，本研究再具體提出 11 個小題的質化分析問題（如

表 1 所示），以具體進行兒童繪本故事內容的質化分析；就量化的分析

而言，同樣地在以上的十大類目之下，本研究再具體提出 12 個小題的

量化分析問題（如表 2 所示），以具體進行兒童繪本故事內容的量化分

析。至於量化分析的計量原則如以下說明： 

（一）每一本繪本內的圖文角色，只要可辨別其為高齡者，不論其

圖或文均予計入：如「阿公」、「爺爺」、「祖父」、「阿婆」、「奶奶」、「祖

母」等均計算在內。 

 

表 1  兒童繪本年齡歧視內容分析類目表（質化部分） 
類目 具體分析問題 

分布比例 1.有哪些老化議題（如人口、壽命等）被包含於兒童繪本故事中？ 

性別角色 
2.高齡者的角色於兒童繪本圖文中是否有性別偏見或刻板印象的情形存

在？ 

種族角色 
3.高齡者的角色於兒童繪本圖文中是否有種族偏見或刻板印象的情形存

在？  

人物角色 
4.高齡者的角色於兒童繪本圖文中除了祖父母角色之外，還有其他哪些家

庭結構以外的角色？ 

職業活動 
5.高齡者的職業活動於兒童繪本圖文中是否有年齡偏見或刻板印象的情

形存在？ 

生理外觀 
6.高齡者的生理外觀於兒童繪本圖文中有年齡偏見或刻板印象的情形存

在，如灰白髮、禿頭、駝背，使用拐杖、眼鏡、輪椅？ 

身體動作 
7.高齡者的身體動作於兒童繪本圖文中是否被描繪成健康活力、獨立自主

的樣子？ 

人格特質 
8.高齡者的人格特質於兒童繪本圖文中是否被描繪成正向熱心、主動活躍

的樣子？ 

世代互動 
9.高齡者與年輕人互動的樣子是否有被描繪於兒童繪本圖文中？ 

10.樂齡世代對社會的貢獻是否有在兒童繪本圖文中被提及？ 

圖文形容 11.在兒童繪本中，哪種形容詞最常用來描繪高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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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每一本繪本內的圖文角色，只要足以辨別其為高齡者角色，

擬人化（動物）及虛擬角色（神仙或回憶），也均予計入。 

（三）每一本繪本內的圖文角色，不論其敘述的是同一位老年人，

或是不同的老年人，只要一出現足以辨別其為高齡者角色，皆計入 1 次。

例如，在同一本繪本的圖文之中，敘述 6 次的「黃爺爺」和 3 次的「張

奶奶」，則該繪本總計出現 9 次的高齡長者。 

（四）根據以上三個規定，即可算出「高齡者出現於兒童繪本圖文

中的次數有多少」的總數。然後，據此計算出兒童繪本圖文中出現的高

齡者其「分布比例」、「性別比例」、「種族比例」、「角色比例」、「職業活

動比例」、「生理外觀比例」、「身體動作比例」、「人格特質比例」、「世代

互動的比例」與「圖文形容比例」等問題。 

 

表 2  兒童繪本年齡歧視內容分析類目表（量化部分） 

類目 具體分析問題 

分布比例 
1.高齡者出現於兒童繪本圖文中的次數多少頁？ 

2.以高齡者為主角的單獨頁面有多少頁？ 

性別角色 

3. 高齡者出現於兒童繪本圖文中的性別種類計次： 

（1） 男性高齡者有多少次？ 

（2） 女性高齡者有多少次？ 

4. 孫子女出現於兒童繪本圖文中的性別種類計次： 

（1） 孫子有多少次？ 

（2） 孫女有多少次？ 

種族角色 

5. 高齡者出現於兒童繪本圖文中的種族類別計次： 

（1） 漢人高齡者有多少次？ 

（2） 原住民等少數種族老年人有多少次？ 

（3） 其他（如外國老年人）有多少次？  

人物角色 

6. 高齡者出現於兒童繪本圖文中的角色種類計次： 

（1） 家庭內的角色（如祖父母）有多少次？ 

（2） 家庭外的角色（如高齡志工）有多少次？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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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兒童繪本年齡歧視內容分析類目表（量化部分）（續） 

類目 具體分析問題 

職業活動 

7. 高齡者出現於兒童繪本圖文中的職業活動計次： 

（1） 職業性活動（如士農工商各項職業活動）有多少次？ 

（2）非職業性活動（釣魚、散步、打拳、坐搖椅等休閒性活動）有多少

次？ 

生理外觀 

8. 高齡者出現於兒童繪本圖文中的生理外觀計次： 

（1） 使用輔具（如輪椅、拐杖）的情況有多少次？ 

（2） 非使用輔具（如輪椅、拐杖）的情況有多少次？ 

身體動作 

9. 高齡者出現於兒童繪本圖文中的身體動作狀況計次： 

（1） 健康活力、獨立自主的情形有多少次？ 

（2） 病弱殘疾、依賴他人的情形有多少次？ 

（3） 其他（如圖文中無法判斷）有多少次？ 

人格特質 

10. 高齡者出現於兒童繪本圖文中的人格特質狀況計次： 

（1） 正向人格個性（如熱心公益）的情形有多少次？ 

（2） 負向人格個性（如孤癖固執）的情形有多少次？ 

（3） 其他（如圖文中無法判斷）有多少次？ 

世代互動 

11. 高齡者出現於兒童繪本圖文中與年輕世代互動種類計次： 

（1）高齡者與年輕世代（成年子女或孫子女）一起出現，且有互動的情

形有多少次？ 

（2）高齡者與年輕世代（成年子女或孫子女）一起出現，但無互動的情

形有多少次？ 

（3） 僅只有（高齡者們）單獨世代出現的情形有多少次？ 

圖文形容 

12. 兒童繪本圖文中形容老年人的形容詞種類計次： 

（1） 生理外觀方面的形容詞： 

A. 「年老的」、「老邁的」等類似形容詞有多少次？ 

B. 「健康的」、「活力的」等類似形容詞有多少次？ 

（2） 心理情緒方面的形容詞：  

A. 「可憐的」、「悲傷的」等類似形容詞有多少次？ 

B. 「快樂的」、「歡喜的」等類似形容詞有多少次？ 

（3） 社會互動方面的形容詞： 

A. 「憎惡的」、「嘮叨的」等類似形容詞有多少次？ 

B. 「親愛的」、「有智慧的」等類似形容詞有多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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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學齡前及國小低年級學童之適齡兒童繪本為研究對象，其

樣本蒐集來源可分為三類，包括「教育部閱讀推廣與館藏充實計畫」推

薦閱讀書單、「悅讀 101──教育部國民中小學提升閱讀計畫」推薦閱讀

書單以及文化部兒童文化館網站「繪本花園」區所提供之適讀年齡為學

齡前及國小中低年級之兒童繪本動畫等，本研究蒐集 2009~2018 年間推

薦書單，並扣除重複推薦之繪本，總計蒐集 974 本的兒童繪本為本研究

之研究對象。 

然而，根據第一階段檢視具高齡者角色的兒童繪本數量之篩選後，

在 974 本的樣本之中，僅有 131 本的兒童繪本內具有高齡者圖文的內容。

其中，屬於翻譯國外的繪本計有 85 本，而屬於臺灣創作或改寫的則只

有 46 本。另外，這 131 本繪本的出版年代，以《小石獅》最新，於 2018

年 8 月出版，以《拇指姑娘》最舊，於 1995 年 3 月出版。 

三、研究工具的信效度 

為了提高本研究所建構發展出來的「兒童繪本年齡歧視分析類目

表」內容分析之信效度，本研究採用歐用生（1998）之信度考驗方法與

步驟。歐用生（1998）認為，信度會直接影響內容分析之結果，不同評

分員一致性越高，內容分析的信度也越高。因此，本研究以「相互同意

度」進行信度檢定，並邀請 2 位具成人教育及語言學相關背景之博碩士

（如表 3 所示），連同研究者 3 人，進行「評定員的一致性」的信度檢

定。首先，隨機抽出 10%的兒童繪本作為信度考驗的樣本，並交由評定

員進行類目歸類。接著，再依歸類結果與信度公式進行運算（歐用生，

1998），所得之結果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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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 = 

P = 

n 
ΣPi 
i=1 

N 

2M 

R = 
1+[(n-1)P] 

R = 
1+p 

（一）求相互同意值 Pi 

                  

    N1+N2     N1 及 N2：每人應有的同意數 

（二）求平均相互同意值 P 

         

                        

（三）求信度 R 
 

 

 

（四）求研究者信度 

 

 

 

        

表 3  評定員身分一覽表 
編號 身分別 學歷 年資 

1 幼兒教育教師 碩士（成人教育） 28 年 

2 華語教師 博士（語言學） 10 年 

 
表 4  評定員相互同意度一覽表 

評定員 甲 乙 

乙 0.91  

研究者 0.72 0.82 

註：平均互相同意值 p=0.82；信度 r=0.93；研究者信度：0.90。 

 

 

N：相互比較的次數 

M：兩人同意的項目數 

nP 
n：評定員人數 

2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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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4 所示，所求得研究者與評分員甲、乙、以及甲和乙之兩兩相

互同意值分別為 0.72、0.82、0.91，其平均相互同意值為 0.82。最後求得

之信度值達 0.93，大於 0.8 信度係數標準（王石番，1996），故具有良好

之信度。效度方面，本研究採取專家效度的方式，在分析類目之發展過

程中，共有 3 位熟悉兒童繪本的專家教師參與討論，其中 2 位已取得成

人教育與語言學博士學位，另一位參與人員則正在修讀成人教育之退休

幼兒教育人員。參與教師依多年教學經驗及專業，給予本研究之分析類

目相關的建議，有助於本研究工具效度之提升。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誠如前述本研究共有十大分析類目：「分布比例」、「性別角色」、「種

族角色」、「人物角色」、「職業活動」、「生理外觀」、「身體動作」、「人格

特質」、「世代互動」與「圖文形容」。其中，在本部分的研究結果與討

論，將合併種族角色與人物角色，而稱之為「種族與人物角色」，以及

合併生理外觀與身體動作，而稱之為「生理外觀與動作」。因此，以下

將分成八大類目，逐項進行其量化與質化之研究結果的分析與討論，各

類目與題項之次數及百分比，如表 5 所示。 

 

表 5  兒童繪本老化教育內容分析結果 
類目 具體分析問題 次數 百分比 

分布比例 
1.高齡者出現於繪本圖文中的次數有多少頁？ 1,055 3.61 

2.以高齡者為主角的單獨頁面有多少頁？ 494 1.69 

性別角色 

1.男性高齡者有多少次？ 581 48.82 

2.女性高齡者有多少次？ 609 51.18 

1.孫子有多少次？ 1,006 60.57 

2.孫女有多少次？ 655 39.43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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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兒童繪本老化教育內容分析結果（續） 
類目 具體分析問題 次數 百分比 

種族角色 

1.漢人高齡者有多少次？ 319 26.80 

2.原住民等少數種族老年人有多少次？ 7 0.58 

3.其他（如外國老年人）有多少次？  864 72.60 

人物角色 
1.家庭內的角色（如祖父母）有多少次？ 710 59.66 

2.家庭外的角色（如高齡志工）有多少次？ 480 40.34 

職業活動 

1.職業性活動（如士農工商各項職業活動）有多少次？ 163 13.69 

2.非職業性活動（釣魚、散步、打拳、坐搖椅等休閒性活

動）有多少次？ 

1,027 86.30 

生理外觀 
1.使用輔具（如輪椅、拐杖）的情況有多少次？ 545 45.80 

2.非使用輔具（如輪椅、拐杖）的情況有多少次？ 645 54.20 

身體動作 

1.健康活力、獨立自主的情形有多少次？ 1,068 89.74 

2.病弱殘疾、依賴他人的情形有多少次？ 85 7.14 

3.其他（如圖文中無法判斷）有多少次？ 37 3.10 

人格特質 

1.正向人格個性（如熱心公益）的情形有多少次？ 876 73.61 

2.負向人格個性（如孤癖固執）的情形有多少次？ 62 5.21 

3.其他（如圖文中無法判斷）有多少次？ 252 21.18 

世代互動 

1.高齡者與年輕世代（成年子女或孫子女）一起出現，且

有互動的情形有多少次？ 

521 43.78 

2.高齡者與年輕世代（成年子女或孫子女）一起出現，但

無互動的情形有多少次？ 

234 19.66 

3.僅有（高齡者們）單獨世代出現的情形有多少次？ 435 36.55 

圖文形容 

1.生理外觀方面的形容詞： 
（1）「年老的」、「老邁的」等類似形容詞有多少次？ 309 51.32 

（2）「健康的」、「活力的」等類似形容詞有多少次？ 20 3.32 

2.心理情緒方面的形容詞：  
（1）「可憐的」、「悲傷的」等類似形容詞有多少次？ 65 10.79 
（2）「快樂的」、「歡喜的」等類似形容詞有多少次？ 88 14.61 

3.社會互動方面的形容詞： 
（1）「憎惡的」、「嘮叨的」等類似形容詞有多少次？ 70 11.63 
（2）「親愛的」、「有智慧的」等類似形容詞有多少次？ 50 8.30 

註：在「分布比例」項目中，以蒐集到 974 本兒童繪本的總頁數約 29,220 頁為分母

來計量；在「性別角色」項目中的「孫子女比」，以蒐集到 1,661 次孫子女相關

角色為分母來計量；在「圖文形容」項目中，以蒐集到 602 次形容高齡者詞彙

的形容詞為分母來計量；在其餘的項目中，則以蒐集到 1,190 次老化與高齡者

相關角色為分母來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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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布比例 

根據研究統計，在 974 本兒童繪本當中，本研究分析之總頁數約為

29,220 頁。分析結果如表 5 所示，有高齡者出現的頁面僅占 3.61%，共

1,055 頁，而以高齡者為主角之頁面更僅只有 1.69%。其中，以高齡者為

主軸的繪本亦為少數，包括《豆粥婆婆》、《老老先生》、《江奶奶的雜貨

店》等。值得一提的是，多數繪本並無特別提及老人議題，僅少數提到

老化及代間互動的過程，例如，在《爺爺的散步道》一書中，刻劃了爺

爺從中年邁入老年的狀態；《小奈奈的好好吃蔬菜飯》則是敘述孫女與

奶奶一起烹飪的過程。此結果顯示了高齡長者並非兒童繪本主題的主

流，陳榮德與方志華（2018）、黃錦山（2007）及 Huang（2011）研究國

中小教科書中年齡歧視現象部分相符，即老人與老化的內容僅占整體內

容的微小篇幅。另一方面，這樣的結果也蘊含著對高齡者正確知識與正

向態度的老化教育一直長期受到忽視。因此，為了因應高齡社會的趨勢

潮流，兒童繪本應多增加高齡長者正面形象的比例，以讓老化教育從小

扎根。 

二、性別角色 

有關男女不同性別的高齡者角色在兒童繪本圖文中出現的情形，由

表 5 可知，男性高齡者共出現 581 次，約占 48.82%，而女性高齡者出現

的次數稍高，共 609 次，約占 51.18%。整體而言，男女在性別角色分布

上差異不大，因此並沒有特別偏重單一性別的現象；然而，兒童繪本中

仍隱含性別刻板印象的描繪，例如，《14 隻老鼠大搬家》書中（漢聲雜

誌譯，2015），女性長輩仍較多著重於照顧者角色，男性角色多為在外、

鋸木頭、搬木頭等；女性則是有泡茶、整理糧食、協助者。其次，童書

中「孫子」的比例比「孫女」多，分別為 60.57%與 39.43%，明顯出現男

孫多於女孫的現象，似乎仍然存在「重男輕女」的社會傳統文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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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量化數據上，高齡男性與女性的出現比率差異不大，但是就

質化的內容而言，卻可以發現高齡女性會被賦予更為「體弱」與「無知」

的形象，例如，在《小青的秘密》一書中，作者以烏龜奶奶的角色來象

徵年長女性，並以穿著深色衣物、臉上有明顯的皺紋以及生病，來形容

其老化狀態，而且需要年輕人的協助（劉思源、林小杯，2011）。又如，

在《一個人的生日蛋糕》一書中，提到奶奶協助主角切蛋糕，但是卻不

會唱生日快樂歌。這樣的刻板印象與 Henneberg（2010）及 Hollis-Sawyer

與 Cuevas（2013）的研究結果相似，兒童繪本中對於老化的描繪及年長

女性角色的文字與圖像上，容易呈現雙重歧視（double discrimination）

的情形。 

三、種族與人物角色 

由表 5 顯示，在本次分析的童書中以外國老人出現的頻率最多，共

864 筆，約占 72.6%，其次為漢人共 319 筆，占 26.8%，而原住民老人僅

有 7 筆，僅占 0.58%。此一現象反映出國內兒童繪本主要以翻譯書籍為

主，例如，《瑪福萊太太的怪物》、《爺爺一定有辦法》、《藏起來的房子》

等，皆為翻譯自英美的繪本童書。而具高齡者意象之本土童書創作僅占

不到三成，本土代表作品包括《江奶奶的雜貨店》、《奶奶的記憶森林》、

《最特別的同學》等。為了避免刻板化的種族角色，國內應扶植更多的

本土童書創作，以弭平繪本中對於高齡者的刻板印象。 

有關高齡者在繪本中所擔任的人物角色，主要可以分成兩類：家庭

內及家庭外。常見的家庭內角色包括祖父母，共有 710 次，約占六成；

值得注意的是，老人在家庭內的角色仍有較邊緣化的圖像，例如，《大

頭妹》中（周姚萍譯，2014），爺爺雖然在同一個畫面中，卻被獨立畫在

屋內，而其他家人都在庭院中。而家庭外角色，包括志工、義工等，約

有四成。其次，家庭外的角色多以男性為多，例如，《吃六頓晚餐的貓》，

當中的獸醫為男性；《好好照顧蜘蛛》中的市長亦為高齡男性。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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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在兒童繪本中的角色依舊有局限性，主要以家庭內角色為主，而

家庭外的角色亦有性別歧視，多以男性居多。美國高齡教育學者 McGuire

（1993, 2003, 2005, 2016b）曾在其研究指出，兒童讀物之中總是缺乏老

年人的角色，當老年人被描述時，總是以祖父母的角色出現，很少被賦

予其他的角色。如此的刻板印象對於兒童來說，將會對老年人的社會角

色缺乏想像，認為老年人只能出現在家中。為了導正兒童錯誤的印象，

兒童繪本應給予老人多元化的角色，特別是高齡女性，即使到了老年，

依舊可以從事許多活動與任務，如參與樂齡學習、擔任志工等活躍老化

性的活動等。 

四、職業活動 

在許多研究當中，高齡者經常被描繪成退休、無事生產、被撫養的

角色（邱天助，2002；Ansello, 1997; McGuire, 2003）。從本次的研究中亦

發現，兒童繪本中對於高齡者職業性活動的描述，有高達八成六與非職

業性活動有關，包括種花草、散步等非屬職業的生產性活動，例如，《我

們家的長板凳》中（陳慧縝，2003），爺爺躺在長板凳上午睡，奶奶則用

長板凳搓湯圓；研究結果顯示僅有一成三為職業活動，如學生、老闆娘

等。因此，兒童繪本中所傳遞出來的老人意象依舊非常傳統，認為老人

應該是閒散安逸、沒有生產力的。 

此外，兒童繪本中的高齡者職業類別非常有限，多半為傳統行業，

例如，在《娜娜的一天》一書中，高齡者扮演賣香菸的老闆娘；在《江

奶奶的雜貨店》中，主角江奶奶是雜貨店的老闆；在《旗魚王》中，高

齡者的職業為漁夫；在《米莉的新帽子》中，高齡者為花店的店員等。

如同 Barnum（1977）的研究發現，高齡者在繪本中的職業多為門口警衛、

傭人、騎大象的人、管理員等無須精神敏銳度的角色工作。事實上，老

年人能夠從事的職業活動不只如此，在生理狀態允許的情況之下，許多

老年人在退休後，還是繼續善用所學專業擔任顧問或兼職工作。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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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所能從事的職業活動不再只是休閒娛樂或傳統行業，也可以是具

有專業性的工作。 

五、生理外觀與動作 

國外研究指出（McGuire, 1993, 2003, 2005, 2016b），兒童讀物中對於

高齡者樣貌的描述總是以生病、殘障和瀕死的樣態出現，很少出現健康

且活躍地參與家庭和社區活動的老年人。然而，根據本研究的分析調查

發現，對於高齡者的生理外觀存在年齡偏見或刻板印象者，如灰白髮、

禿頭、使用拐杖、輪椅、老花眼鏡等，約占 45.80%。例如，在《12 個人

一天的生活》中提及奶奶頭髮灰白、戴眼鏡的意象，又如《青蛙帥王子》

中，爺爺灰白頭髮、戴著老花眼鏡、拄著拐杖；而《鉛筆》中則是描述

了爺爺為禿頭且額頭上有皺紋的樣子；在《春神跳舞的森林》中（嚴淑

女、張又然，2003），則描繪奶奶滿頭灰白髮的躺臥在床。 

另外，有 54.20%的描述是屬於健康的，完全沒有提及使用任何輔

助。其次，在身體動作方面，繪本中對於高齡者的身體動作的描述多半

是健康且獨立自主的，約占 89.74%，例如，《林桃奶奶的桃子樹》一書

中，林桃奶奶不但非常健康有活力，甚至還能種樹、爬樹，僅有 7.14%

的繪本描述老人為殘疾或依賴的情況，例如，在《爺爺的散步道》中，

爺爺的形象是中風後需要坐輪椅。 

大抵來說，兒童繪本中對於高齡者的樣貌描述多半是健康且能獨立

自主的，儘管與國外研究結果大不相同，卻也顯示出我國兒童繪本進步

的一面。儘管國內繪本多為翻譯為主，但是至少在原文著作的選擇上，

有顧及老化教育等相關議題。對於兒童發展來說，具有正向的教育意義。 

六、人格特質 

有關繪本中高齡者的人格特質描述，有 73.61%屬於正向特質，包括

熱心、樂於分享、積極樂觀等，例如，《最特別的同學》一書中，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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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高齡學習者重回學校內學習的積極態度，又如《會飛的抱抱》中描述

了獨居奶奶參與社會的過程。在負向特質方面，僅有 5.21%的高齡者被

刻劃成孤僻、吝嗇等，例如，《阿松爺爺的柿子樹》故事中的主角──

阿松爺爺，即是因為過於吝嗇，害怕別人搶走他的柿子，而傻傻的把柿

子樹都砍了。另外，在《頑固的鱷魚奶奶》一書中，作者描寫奶奶的個

性為固執、脾氣硬且不善交際。而在《瑪福萊太太的怪物》書中，描寫

「瑪福萊太太住在山頂的一個房子裡。雖然她平常就有一點古怪了，但

是，最近她卻真的變得非常、非常奇怪」（郭妙芳譯，2011，頁 2）。 

此外，另有 21.18%的角色無法判斷其人格特質，主要原因是由於高

齡長者在故事中多為配角，因此針對他們人格特質的描述相對不多。例

如，《山田家的氣象報告》當中，搭配圖像的文字相當少，僅有「中午

吃春雨細麵」（李瑾倫譯，2003，頁 11-12），該頁面圖中出現高齡者一起

吃麵，但無法判斷老人的人格特質。整體而言，兒童繪本中給予老年人

多為正面的介紹，對於扎根老化教育有正向的幫助。然而，如前所述，

老化題材並非兒童繪本的主流題材，所以對於要完全消除年齡歧視的現

象仍有待努力的空間。 

七、世代互動 

早期研究曾發現，世代間的消極態度主要是因為缺乏互動所引起的

（Seefeldt et al., 1977）。因此，可藉由代間學習活動之參與，促進不同世

代間的互動，例如，分享自身生命的故事（Gigliotti et al., 2005）、教導特

殊孩童不同的技能（Marx et al., 2004）等，以了解彼此的文化差異，進

而提升對世代的正向態度。本研究發現，在兒童繪本圖文中，約有 43.78%

的頁面敘述高齡者與年輕人互動的情形，例如，在《12 個人一天的生活》

中（米雅譯，2016），有一張描繪奶奶參與慶生的活動，該圖特別凸顯了

奶奶與家人（爸爸）互動的情景。然而，有近四成的繪本（36.55%）僅

出現高齡者的畫面，例如，在《又窄又小的房子》中（劉清彥譯，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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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出現同世代互動，其餘 19.66%則是沒有明顯的互動。換句話說，有將

近六成的圖文是缺乏明顯的世代互動。 

不同世代有不同的文化，也因此世代間有相互交流的需要。當年輕

世代與高齡者的互動越多，年輕世代對於老人的了解也越多。祖父母可

說是年輕世代認識老化歷程與悅納老年世代的「第一位老師」，祖孫互

動是扭轉年輕世代的年齡歧視偏見之關鍵。少數描繪世代互動的作品

中，例如，2015 年出版之《阿婆的燈籠樹》中，描述祖孫製作柿餅與分

享，孫子亦由不情願住鄉下到喜愛奶奶的互動過程；而在 2014 年出版之

《喀噠喀噠喀噠》一書中，描述奶奶與孫女因裁縫機操作時發出聲音的

互動過程，上述兩本繪本皆為臺灣本土作品，顯示臺灣繪本已開始關注

世代互動的重要性。因此，兒童應從小建立與高齡者互動的習慣，透過

祖孫世代教育及活動，將有助於建立一個對老人親善及無年齡歧視的社

會環境，同時亦應鼓勵臺灣圖文創作者，可透過本土風俗民情（如製作

柿餅）繪製高齡友善繪本，能夠更貼近臺灣世代間的生活經驗。 

八、圖文形容 

在形容高齡者的詞彙方面，蒐集到生理外觀、心理情緒和社會互動

等三大方面，共 602 次的形容詞。其中，正向的生理、心理與社會互動

的形容詞依序約占 3.32%、14.61%與 8.3%，合計占 26.23%。至於負向的

生理、心理與社會互動形容詞，分別占 51.32%、10.79%和 11.63%，合計

達 73.74%。就生理外觀的形容詞而言，共蒐得 329 筆，約占 54.64%，其

中有 51.3%用來形容高齡者的年齡，包括年邁的、年老的等，另有 3.32%

用來形容高齡者的身體狀態，包括健康的、有活力的等。在心理情緒詞

彙方面的形容詞共有 153 筆，占 25.4%，其中有 14.61%形容高齡者的正

向情緒，包括快樂的、興奮的等，而負面情緒方面約占 10.79%，如可憐

的、悲慘的等。至於社會互動方面的形容詞共有 120 筆，約占 19.93%，

用來形容負面人格特質像是嘮叨的、討厭的等，占了 11.6%，其餘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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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來描述對高齡者的正面評價，包括有智慧的、親（敬）愛的等。 

其次，在圖文形容中部分隱含祖父母負面的形象，例如，《不要親

我》中，孫女面對奶奶與爺爺的親吻，不僅畫面呈現抗拒與不悅，並用

文字「披著一條聞起來像是有樟腦丸味道的假狐狸皮，而且還有一股霉

味」（張婉容譯，2004，頁 7-8）形容奶奶的衣著與氣味；其次，形容爺

爺總是叼一根雪茄，衣服上有煙味及發黃的牙齒等，不僅呈現極為負向

的代間互動，更隱含祖父母的過時與令人感到不舒服的狀態。又如《時

間快轉》中老人給小孩一支手錶，文字描述「方斯華覺得這支手錶的模

樣很怪異，而且早就退流行了，不過在等待的期間，這樣也算不錯啦！」

（徐素霞譯，2012，頁 10），亦有暗指老人已經過時的隱喻。 

大抵來說，負面形容詞的使用比例高於正面詞，占比高達 73.74%。

在負面詞中，有過半數的形容詞彙為描述高齡者的年齡，而這樣的形容

對一般人來說也許無感，但對高齡者來說，卻已經是一種年齡的歧視。

此外，在形容詞的種類上，以生理外觀的描述為主（54.64%），對於其

他特質的形容相對較少。其次，例如，《先左腳，再右腳》中，描述祖

父中風後喪失語言功能且不認得親人，當祖父嘗試開口說話時發出難聽

的聲音，不僅傳達祖父的病態狀況，更有潛在心理孤僻的意涵。換言之，

繪本中對於高齡長者的介紹僅止於外觀上的考察，缺乏對高齡者深層的

認識及描繪。誠如 Ansello（1977）所言，兒童繪本不應繼續對高齡者使

用具有刻板印象的詞彙，因為這將會對兒童發展老化認知及高齡者角色

產生重要的負面影響。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綜合以上的討論，本研究之結論如下： 

（一）在分布比例方面，老化議題未在兒童繪本中受到重視，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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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不僅在兒童繪本中的比例偏低，以老人為主角的故事繪本數量更是

少之又少。此現象不但顯示了老化教育不是兒童繪本的主流議題，另一

方面也呈現出老化教育在兒童教育中一直受到忽視。 

（二）在性別角色方面，兒童繪本中的高齡者角色女性略多於男

性，一方面反映了女性較為長壽之事實，但仍有部分故事情節容易使高

齡女性遭受「性別」與「年齡」的雙重歧視；其次，兒童繪本中孫子角

色多於孫女，顯示仍存有「重男輕女」的社會傳統文化現象。 

（三）在種族與人物角色上，由於繪本書籍多為翻譯書，使得外國

老人比例較本國老人高。另外，繪本中的高齡者多半以家庭內角色（如

祖父母）為主，容易使兒童認為老年人只能出現在家中，對於老年人的

社會角色缺乏想像；而在家庭外的角色，則多為無給職的工作，顯示存

在年齡歧視，認為高齡者缺乏生產力。 

（四）在職業活動方面，高齡者職業多受限於傳統或非職業性的活

動，容易呈現出老人應該是閒散安逸、沒有生產力及專業的意象。 

（五）在生理外觀與動作方面，多數繪本中對於高齡者的身體動作

的描述多半是健康且獨立自主的，僅有部分是在生理外觀及動作的描述

上存在年齡偏見，如白髮、拄拐杖等。 

（六）在人格特質方面，繪本中高齡者多半具有正向的人格特質，

包括熱心、樂於分享、積極樂觀等形象。然而，如前所述，兒童繪本中

老化相關議題占比偏低，因此對於消除老年歧視仍有待努力的空間。 

（七）在世代互動方面，兒童繪本普遍缺乏世代互動的圖文，鮮少

強調世代互動的重要性，如此容易使世代間產生代溝，對於消除老化的

刻板印象與迷思有不利的影響。 

（八）在圖文形容方面，繪本在形容詞的選擇上有年齡歧視之嫌，

繪本中對於高齡長者的形容詞彙，以負面形容詞的使用比例為主，且多

半為生理外觀的形容，缺乏對高齡者深層的認識及描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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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根據以上研究結論，本研究提出幾點建議： 

（一）在兒童繪本的創作中，應多增加高齡友善與正面多元的形

象。根據研究結論第一、二、三和四點，本研究建議兒童繪本在編撰時，

應掌握老化教育的原則，融入正確的老化知識與概念，使兒童從小就能

認識老化的過程與行為。例如，增加老化相關議題的篇幅、賦予兩性高

齡者對等的特質與角色、活化高齡者的職業活動類別等。 

（二）面對高齡社會，兒童繪本可以成為促進世代互動的橋樑。根

據研究結論第一、六、七點，本研究建議兒童繪本應增加世代互動之圖

文，一方面可以教導兒童如何與長者互動，拉近兒童與高齡長者間的距

離，另一方面可以讓兒童從小養成敬老尊賢的習慣，以達到世代融合的

目標。 

（三）對於高齡者的形象形容不應只停留在外觀的評價。根據研究

結論第五及第八點，本研究建議兒童繪本在描述高齡者時，應避免使用

具負面調性的詞彙來詮釋高齡現象，因為語言歧視並非只是停留在文字

層次，它是潛移默化地形塑了我們的價值，進而影響行為。過於強調高

齡者外觀的結果，容易忽略高齡者的其他優點。因此，兒童繪本在語言

使用以及表達上，應謹慎使用中性詞彙，以營造友善高齡的環境。 

（四）兒童繪本是兒童的第一本書，透過親子共讀不僅能促進親子

關係，更能幫助兒童認識世界，應選讀高齡友善與正面多元的兒童繪

本。根據研究結論第一、三和七點，本研究建議父、母親選擇親子共讀

之兒童繪本時，應以提升兒童正向老化認知為原則，融入正確的老化知

識與正向的老化態度，使兒童從小培養敬老、親老的態度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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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融入數學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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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融入為近年來課程改革之要項，希冀引導學生進行思辨與價值澄

清，並起而行動。然而轉化至教學現場常流於形式，除了政策支持、

教師增能和參與之外，議題教育的推動，尚需更多作為，特別是融入

數學等知識結構性強的科目。因此，本研究建構「性別平等教育議題

融入數學分析表」，據以分析與檢核議題融入數學教學的品質。該表

為數學認知需求度與議題融入層次性所組成，以「校園逐臭之【夫】」

模組任務為案例，析辨其議題融入數學的特色，並以概化理論建立其

信度。研究發現：一、分析表具備良好的信度，可有效識別模組任務

設計的品質和特色。二、該模組可提供高品質的數學學習機會，惟融

入的層次性與多樣性尚待提升。本研究發展之分析表，可做為教師自

編教材或教科用書編寫之檢核工具，亦可用於議題融入之教師專業發

展，為教師增能實務和相關研究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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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recent years, the integration of  issue education into core subjects has become 
a critical component of  curricular reforms seeking to enable learners to think 
critically, reflect on their values, and act in a socially positive manner. However, 
issue education has not been implemented in the general curriculum well, espe-
cially in subjects with a strong knowledge structure such as mathematics. 
Therefore, this study develope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modules designed for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The researchers ap-
plied the framework to analyze a teaching module that integrates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into mathematics. Generalizability theory was applied to test the relia-
bility of  the framework. The research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demonstrated high reliability and allowed for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module’s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quality. Additionally, the teaching module 
was found to comprise various tasks requiring high-level mathematical cogni-
tion; however, the levels of  diversity and multiplicity in the module require im-
provement. The developed framework can facilitate the examin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or textbook compilations to assess whether they have integrated issue 
education into mathematical instruction. Additionally, it contributes to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actically and theoret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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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聯合國為朝向 2030 年之永續發展目標，提出 17 項議題，包含：實

現性別平等、消除貧窮、消除飢餓、健康與福祉、教育素質等（United 

Nations, 2015），足見議題對當今社會發展的重要性。近年來，國內課程

改革，著眼國家社會發展的需要、社會大眾的關注，實施議題融入教育，

以培養學生對社會議題的理解與行動（楊巧玲，2018；潘慧玲、張嘉育，

2019；潘慧玲、黃馨慧，2016）。從時間演進來看，九年一貫課程開始設

置性別平等（簡稱性平）教育、人權教育、環境教育、海洋教育、生涯

發展教育、家政教育、資訊教育七大議題課程綱要，於國中小的彈性學

習節數實施，另可將議題能力指標融入學習領域內。然而，九年一貫對

於議題融入的規劃，卻因議題融入節數難尋、課程內容淺化、教師專業

知能不足等問題，導致議題融入流於形式或虛應現象等（方德隆、游美

惠，2009；白亦方等人，2012；吳俊憲、黃政傑，2010）。 

有鑑於此，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簡稱十二年國教）著重議題教育

融入各領域／科目課程綱要（簡稱領綱），不再另為議題設置獨立的課

程綱要。關於議題融入各領綱之理念與作法，敘寫於各領綱的學習重

點、實施要點與附錄之中，作為教師課程設計與教科用書的編輯和審查

之參考。再者，國家教育研究院（簡稱國教院）亦編製《議題融入說明

手冊》、各領域的課程手冊、素養導向教學模組等相關資源，呈現議題

融入教育之類型與示例，期能回應議題融入在學校課程轉化所遭遇之困

難和挑戰，朝向議題融入領域／科目課程與教學之落實與整合（國教

院，2019；黃政傑，2005）。 

儘管十二年國教議題融入有了新的實施樣貌，但是議題「融入」與

學科教學的關係，究竟是從屬、整合，或有其他模式，向來受到學術界

關注與探討（張芬芬、張嘉育，2015；楊俊鴻、蔡清田，2018）。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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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融入雖為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自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以來，不乏相

關的研究和論述（王儷靜，2009，2013；林聖欽，2012；蔡麗玲，2014），

但在數學教育的研究與實踐上卻仍顯得不足。常見的說法是數學內容具

有真確性，其知識結構偏重抽象與嚴謹，較不易進行議題融入，例如：

性平議題（王儷靜，2013）。換句話說，議題融入像是「局外人」，難以

連結數學教育「局內人」的特定知識體系。然而，從「後概念重建」

（post-reconceptualization）觀點而言，當「局內人──走出去」（insider-out）

與「局外人──走進來」（outsider-in），始能拓展領域發展的新視角與探

詢空間（Malewski, 2010）。 

基於此，本研究聚焦於性平議題，建立一套議題融入數學之分析架

構；以國教院所發展的「校園逐臭之【夫】」教學模組
1
（簡稱模組）為

案例（晏向田、陳彥霖，2018），辨析性平議題融入數學領域的作法與特

色。選擇性平議題的原因在於它以《性別平等教育法》作為法源與實施

依據，為國家重要教育政策；在十二年國教數學領綱附錄二具備學習主

題與實質內涵，可作為教材編選與教學實施參考。該模組為性平議題融

入數學之示例與國教院課綱實施之支持資源。因此，我們希望建立分析

架構與確立其信、效度，為教師進行性平議題融入，提供課程設計品質

之檢核工具；以及運用此工具分析模組，識別該模組的特色，進而提出

改進建議。綜上，本研究之研究問題為二：一、性平議題融入數學之分

析工具的內涵為何？二、「校園逐臭之【夫】」模組之性平議題融入數學

特色為何？如何改進？ 

貳、文獻探討 

本節首先探討議題融入與數學教育，論析數學任務認知需求架構與

議題融入的關聯；復次，討論性平議題融入的內涵，並以多元文化的課

 
1 教學模組的下載網址為 https://www.naer.edu.tw/ezfiles/0/1000/img/67/204546570.pdf。 
教案同時收錄在（晏向田，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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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設計模式建立性平議題融入分析架構，作為後續模組解析之用。 

一、議題融入與數學教育 

議題是指具有可論辯、選擇、做決定及行動處理的主題（國教院，

2019），不僅尋找正確解答，而且討論可能的替代方案。它強調多元的觀

點，著重分析在各種可能方案背後的觀點（價值立場）進行價值觀澄清，

做出判斷、選擇和決定，甚至產生行動學習（張子超，2017）。由於議題

本身具有時代性、脈絡性、變動性、討論性及跨領域等性質，如將議題

統整融入課程中，有助於學生將知識、技能、態度與現象情境緊密結合，

提升面對議題的責任感與行動力（林佳慧等人，2019；國教院，2019）。

潘慧玲與張嘉育（2019）指出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之培育，領域學科與

議題融入教育是相輔相成。從數學教育而言，數學與議題關注人類社會

不同的知識層面，前者重視原理、模式、命題等抽象概念；後者著重多

元立場或現象之利益協商與折衝。表面上，兩者看似沒有交集、難以共

存；事實上，議題融入有助於豐富、深化數學素養導向教學。以數學的

「命題」為例，其有客觀的真偽之辨，可以藉由演繹或歸納方法，經由

論證來確立命題的真偽性；反之，議題往往沒有絕對的對錯，常須顧及

不同的觀點、衡量各方價值觀、以及取捨得失之後做出判斷和決定。為

此，若以數學知識為核心，議題現象為多元視角的切入點，將可形塑多

層次知識探究空間。 

議題融入為數學素養導向教學提供素材來源與實踐的可能性（國教

院，2018）。議題融入教學不在於得出標準答案，而是尋求各種可能的解

答，識別各種解決方法背後的觀點與進行價值澄清。長久以來，傳統的

數學課室教學，多處理單一答案的封閉性題目或任務，師生常受限於尋

求標準答案的框架，進行議題探究將有助於打破這種答案的框架。議題

融入教學從多樣的觀點來尋求不同可能的解答，探析其背後的相異觀點

與價值權衡，拓展理解的視域。議題處理真實世界的開放性任務，從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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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真實世界問題為數學問題，即是發展學生的數學素養（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20）。再者，當學生在

真實生活情境中，進行問題察覺和轉換成相關的數學問題，擬定問題解

決的方案，提出可能的解決之道並採取行動；議題融入提供學生對數學

「有感」與進行數學探究的機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重大議

題（性別平等教育），2012），鼓勵學生對於數學進行內外部的多元連結，

並且對於探究的結果提出不同觀點的詮釋，提出行動改進的方案，呼應

素養導向教學的精神。 

進一步而言，議題融入須透過數學教學任務設計以拓展與深化數學

素養導向教學（國教院，2018，2019），數學任務設計的品質在素養導向

教學扮演極關鍵角色（林碧珍等人，2016）。《數學領域課程手冊》即指

出素養導向之任務設計應營造真實或是數學情境，啟發學生的好奇心與

學習動機，進行問題解決、合情推理、數學建模、理性反思等高層次思

考，並能和他人溝通（國教院，2018）。由於高認知需求的任務具備合宜

的議題／問題情境，能促進學生的數學推理和問題解決，予以多樣化的

問題探索點與解決策略（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NCTM], 2014），引導學生在求解任務過程覺察與理解議題意識，豐富與

落實數學素養導向教學。Stein 等人（2000）指出「認知需求」（cognitive 

demand）為學生參與和解決任務所需的思考層次。認知需求由低而高分

別為「記憶型」（memorization）、「無連結程序型」（procedures without 

connections）、「連結程序型」（procedures with connections）、「做數學」

（doing mathematics）四層次（Stein & Smith, 1998），詳見表 1。2 

換言之，認知需求分為高、低兩種，重點在於學生求解任務時，是

否需探索解題的可能路徑以及連結程序背後的概念。就低認知需求任務

而言：「無連結程序型」只需應用學過的技巧即可求出答案，不用理解

背後的概念；「記憶型」只需透過記憶背誦就能回答問題。就高認知需

求任務而言：「做數學」要求處理多種解答的非常規問題與探索問題的 
 

2 此處認知需求四層次的翻譯採取徐偉民（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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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數學認知需求 
低認知需求 高認知需求 

記憶型 無連結程序型 連結程序型 做數學 

˙複製先前習得的

事實、規則、定

義或是記下來。 

˙由於任務不含程

序或是沒有給予

充分時間，而無

法使用程序。 

˙沒有模糊空間，

這一類的任務明

確要求正確複製

先 前 學 過 的 內

容。 

˙沒有連結到概念

或 是 事 實 、 規

則、公式、定義

背後的意義。 

˙算則化，僅使用

特定方法或是直

接 用 自 先 前 所

學。 

˙不多的認知需求

即可完成；在完

成什麼與怎麼做

時，只有一點點

模糊空間。 

•沒有連結到數學

程序背後的概念

或意義。 

•聚焦於複製正確

答案而非發展數

學理解。 

•不需要解釋，或

是解釋聚焦於描

述 所 使 用 的 程

序。 

•程序的使用在於

發展數學概念和

想 法 之 深 層 理

解。 

•多樣化的解題路

徑聯繫到根本的

概念和想法。 

•以多樣的方式呈

現 ， 如 視 覺 圖

表 、 具 體 操 作

物、符號與問題

情境。 

•需要某些程度的

認知努力，雖然

會用到一般性的

程序，但學生並

非不加思索地使

用，仍需連結到

程 序 背 後 的 想

法。 

•需要複雜、非算

則化的思考，無

法從任務或例題

一眼看出要用到

的解題策略。 

•需要學生探索與

理解數學。 

•要求學生自我監

控與自我調整認

知過程。 

•需要分析任務和

檢視任務的邊界

條件，以識別可

行的解題進路與

合理的解答。 

•由於解題過程的

不確定性，需要

相當的認知努力

與可能引發某種

程度的焦慮。 

資料來源：取自 NCTM（2014, p.18）。 

 

可能解題路徑；「連結程序型」其求解方式並非顯而易見，須思考程序

與概念的連結，以及運用多種表徵求解。理想上，議題融入數學應多提

供學生高認知需求的任務，引導學生察覺生活或社會現象背後的問題，

進行探索、思辨與價值澄清，鼓勵學生合作探究問題可能的成因或解決

之道，以及應用相關的知識與技能來處理或實踐議題。 

二、性平議題融入之內涵與架構 

相較於其他議題，性平融入的教育理念和多元文化教育有著密不可

分的關係（游美惠，2013）。性平教育肯認人類本具的多樣性與培養平等

意識，促進多元文化理解及批判思考能力，覺察社會文化中習而不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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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見，探討解決之道並進而採取具體行動消除各種偏見和歧視（國教

院，2019）。另外一方面，多元文化教育強調尊重文化差異與促進教育機

會均等，對於不同的族群和文化群體發展出正面且積極的態度，讓所有

學生皆能習得相關的知識、技能與態度，以安身立命於現今多元族群與

種族的世界，強調知識與行動的緊密連結，挑戰傳統上知識是價值中立

的觀點（劉美慧，2013；Banks, 1993）。對於性平融入領域的策略，九年

一貫之性平教育課綱提出「貢獻」、「添加」、「轉化」與「社會行動」等

取向（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重大議題（性別平等教育），2012），

這些取向可追溯至美國多元文化教育學者詹姆士‧班克斯（ James A. 

Banks）所提出之多元文化課程發展模式。 

Banks（2010）的多元文化課程發展模式具有層次性，從簡單的貢獻

取向逐步進到社會行動，為性平議題融入提供概念架構，也對十二年國

教素養導向教學實踐揭示參考方向。不過，該模式在性平融入教學實踐

上仍須充實相關內涵（王儷靜，2013）。王儷靜（2013）的研究指出可從

「知識、情感、反省、行動」思考性平議題融入教學的層次性。類似於

王儷靜的觀點，十二年國教之議題融入依「覺知問題、理解知識、習得

技能、建立價值與實踐行動」之五面向進行素養導向教學，強調整合問

題探究與認知、情意、技能之學習（國教院，2019；林佳慧等人，2019）。

無論是教師教學設計或是課室環境布置，可引導學生覺知現象中存在的

問題，整合各領域的「學習重點」與議題的「學習主題」及「實質內涵」，

進行探究思考、辯證反思、體驗實作，建立價值信念及社會實踐的行動

力。基於此，我們參照 Banks 的理論架構，並且參採官方發布的重要文

件：《議題融入說明手冊》（國教院，2019）、《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2018）、《國民中小學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重大議題（性別平等教育）》（2012），以及國內外相關

學者論述，提出性平議題融入數學之架構，詳見表 2。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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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性平議題融入數學之架構 
學科整合低 學科整合高 

貢獻取向 添加取向 轉化取向 社會行動取向 

˙不更動原有的課

程架構。 

•認識不同性別者

對於學科發展的

貢獻。 

•易於課堂實施，

然性平的問題意

識淺薄。 

•不更動原有的課

程架構。 

•在原有的課程中

加進新的性平議

題內容、主題和

教學活動等。 

•從社會現象或事

件背後的性平議

題，啟發性平問

題意識。 

•易於課堂實施，

然未整合至數學

知 識 和 技 能 學

習。 

•解構原有的課程

結構，整合學科

學習重點與性平

學習目標、學習

主 題 和 實 質 內

涵。 

•轉化一：察覺性

平問題、現象或

事件，理解與習

得性平知識。 

•轉化二：分析性

平現象或成因、

澄清性別價值、

建立性平信念與

探究技能。 

•解構原有的課程

結構，整合學科

學習重點與性平

學習目標、學習

主 題 和 實 質 內

涵。 

•對於性平議題進

行問題解決、策

略擬定與實踐行

動。 

 

（一）貢獻取向（the contribution approach） 

貢獻取向是指教師在不更動原有課程內容的前提下，視適當的時機

或場合，把不同族群的英雄、節日或是慶典加入課堂內容之中，讓學生

接觸不同族群的文化。此取向又稱為「英雄與節日」模式，強調特定族

群英雄的貢獻（劉美慧，2013）。由於女性較少參與數學活動或事業的原

因相當程度來自於父母期待、教師教學方式、教科書和圖書性別角色所

造成之刻板印象（Dowling, 1998），教師教學時可建立「角色典範」，透

過圖片或影片文本，提供女性角色楷模或學習的典範，打破性別刻板印

象（蔡麗玲，2014）。例如：一般數學教科書在提及測量金字塔高度時，

多以古希臘哲學家泰利斯（Thales）為例，教師也可以舉女性數學家希

帕提亞（Hypatia）的生平事蹟，提供學生理解不同性別的數學家對數學

發展的貢獻；或是介紹第一位獲得數學最高榮譽「費爾茲獎」（Fields 

Medal）的女性數學家瑪莉安姆‧米爾札卡尼（Maryam Mirzakhani）的故

事，作為女學生學習數學的角色楷模，拓展生涯發展的視野。該取向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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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不改變課程原有結構，教師易於課堂實施。惟須留意取材的適宜性，

避免因探討深度不足而形成刻板印象的再製。此外，貢獻取向偏向「舉

例、參照、觀摩」等形式，引發學生對議題意識的覺知尚屬淺薄。 

（二）添加取向（the additive approach） 

同樣在不更動原有課程的前提下，把其他族群的文化、主題或是觀

點納進來，教師可以選用一本書或於一堂課進行融入，引導學生從社會

現象或事件背後的性平議題，啟發性平問題意識。此外，學校舉辦多元

文化週，透過戲劇表演、書展或名人經驗分享等，讓學生認識和欣賞不

同性別族群的文化（如同性戀、跨性別者），亦屬此模式。性平融入數

學的作法可於性平教育週，或於課堂教學活動帶領學生討論男生與女生

的數學學習成就的差別，究竟是來自先天的性別差異還是後天的社會文

化形塑？引導學生覺知社會文化現象底下蘊含的性平議題，做為探究的

起點，透過開放式的討論，朝向有意義的學習（Rugg, 1923; Symeonidis & 

Schwarz, 2016）。該取向教師易於實施，即在原有課程外加性平議題之內

容、主題或教學活動等，使學生具有議題探究的問題意識，然在課程組

織上，議題與學科知識整合性較低。 

（三）轉化取向（the transformation approach） 

Banks（2010）指出轉化取向為改變課程原本的目標與結構，引導學

生從多元文化觀點認識事物。九年一貫課程多採轉化取向做為議題融入

之倡議，即將性平教育目標與各領域課程目標與內容重新組織整合，讓

學生同時習得學科和性平議題的知識概念和技能（莊明貞、何怡君，

2005；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重大議題（性別平等教育），2012）。

十二年國教在轉化取向的作為，一方面承續九年一貫議題融入之論述，

即解構原有的課程結構，整合學科學習重點與性平學習目標、學習主題

和實質內涵。再者，依性平議題學習目標（國教院，2019）區分轉化取

向之「察覺與理解」與「分析與價值建立」兩種層次，做為性平議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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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知識交織的理解，進而促進尊重多元、同理關懷的價值。如同王儷

靜（2013）認為性別融入課程重要課題是建構和生產具有性別平等意識

的文本，除了提供習得性平議題的相關知識，也能引導學生進行價值思

辨與社會關懷。 

據此，性平議題學習目標一：「理解性別的多樣性，覺察性別不平

等的存在事實與社會文化中的性別權力關係」（國教院，2019，頁 30），

為轉化一之「察覺與理解」層次。重點是透過學科知識或文字語言工具，

學生能認識與理解性別的多樣性，覺知社會文化所蘊含的性平議題及其

權力結構成因或形式（Tetreault, 2010）。例如：學生可檢視校園空間或班

級事務分配等數據，透過簡易統計圖表操作，理解資源運用與分配的性

別差異；或是分析一部影片男女演員臺詞的質量差異，探究性別刻板印

象或強弱不一的性別權力關係。其次，性平議題學習目標二是「建立性

別平等的價值信念，落實尊重與包容多元性別差異」（國教院，2019，頁

30），為轉化二之「分析與價值建立」層次。重點在理解知識的基礎上，

學生能分析社會文化之性別不平等現象、事實或權力關係，探討背後成

因和各種觀點，建立自我對性平議題的價值信念，作為行動的準備

（Tetreault, 2010）。以「性 J7 解析各種媒體所傳遞的性別迷思、偏見與

歧視」實質內涵為例，學生可蒐集性平廣告案例，運用數學工具探討廣

告手法與自我身體意象的關聯，透過對話與討論，分析探討外在形象與

權力、偏見、歧視或經濟利益等相互影響關係，釐清自我對身體自主權

的價值觀。 

（四）社會行動取向（the social action approach） 

在轉化取向的基礎上，整合性平議題和學科學習，引導學生將概念

知識或價值關懷化為具體的行動，進而創造公平正義的環境（Banks, 

2010），如同性平議題學習目標三所揭櫫：「付諸行動消除性別偏見與歧

視，維護性別人格尊嚴與性別地位實質平等」（國教院，2019，頁 30）。

易言之，學生透過探究、分析與思辨，整合跨領域知識並採取相關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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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顯性別議題所追尋的社會公平正義價值。例如，教師可擇取「性別權

益與公共參與」之實質內涵：「性 J10 探究社會中資源運用與分配的性別

不平等，並提出解決策略。」融入數學領綱之學習表現「d-IV-1 理解常

用統計圖表，並能運用簡單統計量分析資料的特性及使用統計軟體的資

訊表徵與人溝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

型高級中等學校數學領域，2018），整合數學與性平的課程內容，設計數

學學習任務引導學生蒐集性別議題相關的資料，並進行統計分析。讓學

生學習統計概念時，能應用所學分析與識別日常生活中或社會上在資源

分配與運用的性別現象（如男女同工不同酬）；當學生察覺統計數字背

後的性別意涵時，進而思考不平等的現象是來自起薪不同還是薪水調整

幅度的落差？對此，又可以採取哪些改善行動？ 

綜合上述，進行議題融入教學時，教師可視教學需求在課堂中混合

運用這四種取向（劉美慧，2013）。對教師而言，貢獻取向和添加取向由

於不更動原有的課程結構，比較容易進行議題融入。然而，貢獻和添加

取向融入的程度不足，比較像是「套入」學科課程，性平教育自外於領

域知識與概念學習的脈絡，偏屬「學科整合低」。不同於貢獻取向和添

加取向，轉化取向和社會行動取向整合領域學習重點和性平教育實質內

涵，偏屬「學科整合高」，教師引領學生在探討議題的過程中習得學科

知識和概念，並應用所學至真實情境中。這需要教師引導學生察覺生活

或社會現象背後的問題，鼓勵學生合作探究問題可能的成因或解決之

道，促使學生應用相關的知識與技能來處理或實踐議題。 

參、性平議題融入分析架構與案例解析 

一、分析架構 

本研究應用內容分析法（Cohen & Manion, 2000）探討「校園逐臭之

【夫】」模組，並以模組的「任務」和「想一想」做為分析單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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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平議題融入數學教學設計的特色與品質。首先，由於高品質數學任務

在教學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NCTM, 2014），以表 1 的架構做為分析

工具，了解模組任務之認知需求度。認知需求度架構已被國內外學者用

以分析數學教科書設計，或是檢驗教師自編教材品質的參考工具（參見

徐偉民，2013；Hong & Choi, 2014; Jones & Tarr, 2007），具備良好的信、

效度。 

再者，性平議題融入涵攝多元文化教育理念，具備四種取向（Banks, 

2010），以表 2 的架構分析性平議題融入數學任務的層次性。該架構經諮

詢性平教育專家學者，確立其內容效度，並且採納其建議將轉化取向依

據性平議題學習目標（國教院，2019）細分為兩個層次：（一）察覺與理

解、（二）分析與價值建立。 

最後，我們結合表 1 和表 2，形成 5×6 之二維矩陣，建立「性平議

題融入數學分析表」（簡稱分析表），作為分析數學認知需求與議題融入

層次之檢核工具。另外，考量模組的某些任務僅為數學知識內容或性平

議題內涵，因此增一類別：「無」。 

二、案例簡介 

「校園逐臭之【夫】」模組為七年級的統計單元，其學習內容為「算

術平均數、中位數、眾數」，而融入之性平議題實質內涵為：「性 J10 探

究社會中資源運用與分配的性別不平等，並提出解決策略。」該單元探

討女廁為何常有大排長龍的現象，進行實作調查與統計分析，藉由統計

數據佐證男女在上廁所時間沒有太大的差異，從而識別出大排長龍現象

背後來自於女廁空間規劃不公與性別身體意象，並提出解決之道與理解

身體意象的影響。設計理念在於讓學生覺知校園空間與資源（廁所）分

配的性別落差與建立解釋的統計模型，於真實情境中以多重的觀點詮釋

數學的解答，尊重不同性別者運用校園空間與資源（廁所）之需求，讓

學生在學習數學的過程中培養性別關懷與提升性別平等的意識，為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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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而行」的社會參與和行動打下基礎（晏向田，2019）。 

模組之規劃類似於教科用書，包括「學生手冊」與「教師手冊」。

學生手冊的功能類似課本，列出需要完成的學習活動，主要由「任務」

與「想一想」的探索題所構成；在學習活動告一段落之後，解釋相關的

數學和性平概念。教師手冊做為備課用書與教學資源，裡面涵蓋單元目

標、設計理念、課堂結構、模組架構、任務設計、學生對於任務的回答

與教學注意事項等。 

三、案例分析 

此模組分析由 3 位各具備數學教育、課程與教學與多元文化專長的

專家擔任評分者，首先 3 人各自按分析表分析學生手冊，將「任務」或

「想一想」填入分析表的細格內。由於大多數的「任務」與「想一想」

由數個子任務或子題所構成，故以子任務或子題做為基本的分析單位。

以任務 1 為例，包括兩個子任務 1 和 2，故以任務 1-1 和 1-2 為分析單位；

同樣地，以「想一想」為例，由兩個子題組成，每個子題皆為分析單位，

以理解任務設計的特色。 

分析時，評分者首先判別任務或想一想之歸屬。以任務 1-1 為例，

若評分者認為它不涉及數學內容，其數學認知需求度歸為「無」；又該

任務之數學學科的整合度低，僅涉及性平內容，故在議題融入取向層次

性歸為「添加」。 

待 3 位專家各自完成「任務」與「想一想」的歸屬判別後，接著針

對「認知需求度」和「議題融入取向層次性」評分。數學認知需求度，

從「無」、「記憶型」、「無連結程序型」、「連結程序型」與「做數學」，

共五項，由低至高分別為 0、1、2、3、4 分；而議題融入取向的層次性，

從「無」、「貢獻」、「添加」、「轉化一」、「轉化二」與「社會行動」，共

六項，由低至高各為 0、1、2、3、4、5 分，如表 3。以任務 1-1 為例，

它在數學認知需求度評為 0 分，在議題融入取向的層次評為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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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處理來自數學認知需求度與議題融入層次性的評分誤差，本研

究以「概化理論」（generalizability theory）（Brennan, 2001; Shavelson & Webb, 

1991）分析評分結果，並且建立信度。概化理論是由 Cronbach、Gleser、

Nanda 與 Rajaratnam 等人於 1972 年提出，結合古典測驗理論與變異數分

析的方法，估計各種誤差來源的變異成分，有效處理古典測驗理論無法

同時處理多種誤差來源的缺失。它以概化係數（generalizability coefficient）

做為信度的證據，等同於古典測驗理論的信度係數（Crocker & Algina, 

2006）。 

研究分析的面向（facet）為「數學任務」（T）、「評分者」（R）和「融

入品質」（簡稱品質）（Q），形成「T×R×Q」之二層面交叉設計（two-facet 

crossed-design）。其中，數學任務是區辨面向（differentiation facet），為測量

的對象；而評分者與品質則是工具面向（instrumentation facet），為量化資

訊的來源。由於本研究關注分析表的品質，須盡可能納入各種可能的誤差

來源，因此採取概化理論中的 G 研究（G-study）。我們使用 EduG 6.1 package

統計軟體（Cardinet et al., 2009）進行二層面變異數（two facets ANOVA）分

析，以求得各面向變異數以及面向間交互作用變異數之估計值，最後求得

概化係數，亦即 G 係數（相對係數）與 Phi 係數（絕對係數）。 

 

表 3  議題融入數學計分表之例舉 

認知需求度 
 
 
 
 
 
 

任務／想一想 

認知需求 融入層次 

無 記

憶

型 

無

連

結

程

序

型 

連

結

程

序

型 

做

數

學 

無 貢

獻 
添

加 
轉

化

一 

轉

化

二 

社

會

行

動 

0 1 2 3 4 0 1 2 3 4 5 

任務 1-1 0 2 

p.5 想一想 1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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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發現 

一、性平議題融入數學分析表之信度 

藉由 G 研究可求得來自 T、R、Q 面向，以及面向間交互作用：T×R、

T×Q、R×Q、T×R×Q, e 之變異數，詳見表 4。就數學任務、評分者、品

質三個面向而言，數學任務占所有變異來源的 23.9%，相較於其他兩個

面向：評分者（0.8%）與品質（0.7%），可知「數學任務」為面向最大

的變異來源。再者，它在所有變異來源中排名第二，意味著分析表可以

有效區辨出數學任務之間的差異。此外，評分者僅解釋不到百分之一的

變異數，顯示 3 位評分者使用分析表給分的差異不大；品質同樣也解釋

不到百分之一的變異數，顯示品質間的得分差異不大。 

就面向間的交互作用而言，任務和評分者的交互作用解釋了全體變

異數的 14%，排序在所有變異來源的第四位，顯示評分者在評定任務時，

其評分標準大致能保持一致。值得注意的是，任務和品質的交互作用解

釋了全體變異數的 43.4%，為最高的變異來源，顯示不同任務之間有著

相當不同的品質。評分者和品質間的交互作用解釋了全體變異數的

0.5%，在所有變異數來源中所占最少，顯示融入品質不會因評分者的不

同而有所差別。最後，在任務、評分者、品質三者之交互作用方面，該

殘差項占了所有變異來源的 16.8%，排名第三，這顯示三面向交互作用

與測量中發生的隨機誤差仍占有一定的比率。 

概化係數經估計得出 G 係數為 0.84、Phi 係數為 0.83，代表分析表

整體具備高信度（Brennan, 2001）。接著針對融入品質進行 G 面向分析，

結果如表 5 所示。 

從表 5 可知，當認知需求度從分析表排除之後，單看融入層次性則

G 係數與 Phi 係數皆提升至 .91，而當融入層次性從分析表排除之後，

單看認知需求度則 G 係數與 Phi 係數皆略為提升至與 .87。這顯示單從

認知需求度或融入層次性來分析模組仍保持相當高的信度。換句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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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二層面交叉設計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離均差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變異數（σ

2
） 百分比 

任務（T） 232.57895 56 4.15320  .57064 23.9 

評分者（R） 4.15789 2 2.07895  .01824  0.8 

品質（Q） 6.45906 1 6.45906  .01677  0.7 

T×R 74.84211 112  .66823  .33412 14.0 

T×Q 376.70760 56 6.72692 1.03586 43.4 

R×Q 1.44444 2  .72222  .01267  0.5 

T×R×Q, e 44.88889 112  .40079  .40079 16.8 

總計 741.07895 341 - - 100 

 

表 5  融入品質之 G面向分析表 
面向 層級 G 係數 Phi 係數 

融入品質（ηQ = 2） 
認知需求度 .91 .91 

融入層次性 .87 .87 

 

數學認知需求表（表 1）和性平議題融入數學架構表（表 2）皆具備相

當良好的信度，而融入層次性的信度略高於認知需求度之信度。 

二、性平融入數學教學模組層次 

3 位評分者評定的題數按照數學認知需求高、低以及學科整合度

高、低分別歸類至表 6 之四個細格。接著計算出每一細格之平均題數，

並求出各細格題數占全部題數的百分比。 

從表 6 可以看出，單就數學認知需求度而言，低認知需求任務占了

約六成，而高認知需求任務占了約四成。另一方面，就學科整合度而言，

低整合度任務占了約七成，高整合度任務占了約三成。其中低認知需

求、低整合度占了將近一半，而高認知需求、高整合度僅占不到全部任

務的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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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進一步求出 3 位評分者在表 3 各個細格填入題數之平均數，並求得

占全部題數的百分比，可得表 7 之結果。從表 7 可知，模組任務以「無連

結程序型」和「無」所占的比例最高，將近約四分之一，其次是「連結

程序型」和「無」所占的比例，約占 17%，再來是「無數學認知需求」

和「添加取向」的任務，約占 15.8%。值得注意的是，有超過五分之一的

任務不具備數學認知需求，換言之，這些任務本身沒有數學內容。另一

方面，大約三分之一的任務同時具備數學認知需求與議題融入，其中，

高認知需求與高整合度的任務的比率占不到全部的五分之一，多為「連

結程序型」和「轉化（二）」，亦即這些任務需要學生思考程序與概念之

間的關係及運用多種表徵解題，同時分析性平議題和澄清價值等。 
 

表 6  融入層次百分比 
學科整合度 

認知需求度 
低 高 總計 

低 46.78 13.45 60.23 

高 23.39 16.37 39.76 

總計 70.17 29.82  

註：由於四捨五入的關係，百分比加總不等於 1。 

 

表 7  性平議題融入數學分析結果（%） 
議題融入取向 

 

認知需求度 

學科整合低 學科整合高 

總計 
無 貢獻 添加 

轉化

（一） 
轉化

（二） 
社會

行動 

   無 .6 0 15.8 .6 1.8 2.9 21.6 

低 
記憶型 1.8 0 0.6 2.9 .6 1.2 7.0 

無連結程序型 24.0 0 4.1 0 3.5 0 31.6 

高 
連結程序型 17.0 0 5.3 1.8 11.7 0 35.7 

做數學 1.2 0 0 2.3 .6 0 4.1 

總計 44.4 0 25.7 7.6 18.1 4.1 100 

註：由於四捨五入的關係，總計值有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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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討論 

議題融入數學為跨領域統整課程，首先關注求知的方法，處理數學

與議題兩者知識建構之共通處，其次則為知識的獲得與態度的建立（王

儷靜，2013）。數學領域作為擬經驗的科學（Lakatos, 1976），在命題探索、

證明與反駁之往復辯證間，建構起數學知識和體系。這和議題融入所強

調的思辨精神一致，模組任務設計在某種程度上反映關注數學求知本質

的特色。以下針對本研究發現進一步探討： 

一、議題融入能促進學生參與高品質的數學學習機會 

「校園逐臭之【夫】」之任務設計反映出關注數學求知的特色，在

具備數學認知需求的任務之中，高、低認知需求任務約各占一半，且高

認知需求任務的比率略高於低認知需求任務（39.8、38.6）。相較於國內

中小學教科書之統計單元，有相當高比例為低認知需求任務與強調知識

的獲得（李健恆、楊凱琳，2012；徐偉民，2013），該模組較能引導學生

從多元角度切入問題，進行問題解決、數學推理、建構意義，以及使用

多樣化的解題策略。以模組任務為例，任務三請學生測量同組學生實際

排尿時間，以及自己與他人進出廁所時間的數據；任務四請各組學生選

擇合適的統計圖來呈現蒐集到的數據，並說明使用該統計圖的理由，接

著要求學生觀察不同性別在實際排尿時間、進出廁所時間、實際排尿與

進出廁所時間是否存在著差異，並舉出至少兩個理由說明為何有差異存

在。 

陳幸玫與許沛婷（2014）發現國內數學教科書在統計單元的課程設

計，常以虛擬或逼真資料做為教學素材，無法適切地回應學生的生活經

驗或是所處的社會環境。反之，相關研究指出藉由蒐集與分析生活真實

資料的教材編排，容易結合學生經驗，引發學習的共鳴（陳幸玫、許沛

婷，2014；鄒聖馨、鍾靜，2001；Lajoie et al., 1995）。「校園逐臭之【夫】」

模組透過真實情境的任務安排引導學生蒐集資料、分析真實數據，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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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詮釋與推理的能力，呈現數據意涵與自身生活經驗的關係。換言

之，學生須先思考處理龐雜統計資料的方法，選擇適合的統計值以代表

所得數據，若出現極端值時要如何處理？背後蘊涵的性平意義為何？或

哪種性別幫嬰兒換尿布的比例較高？反應何種社會價值？簡言之，該模

組除了提供統計推理（statistical reasoning）與統計思考（statistical thinking）

（Garfield et al., 2003）之學習經驗外，同時引導學生思考數據背後隱含

社會文化結構之性平意涵。 

一般而言，議題融入常被誤解只能在彈性學習課程或節數實施，若

是在領域時間進行議題融入可能影響原有的課程安排，導致教學進度落

後。因此數學教師對於議題融入抱持著懷疑甚至是抗拒的態度，議題融

入鮮少、甚至沒有在數學課室內發生（晏向田，2017）。本研究發現課程

設計若能掌握議題融入的精神，議題融入將有助於提供學生參與高品質

的數學學習機會。 

二、檢核工具能精進課程與教材設計的品質 

「校園逐臭之【夫】」之任務設計除反映數學求知的特色，另一方

面透過檢核工具可顯示議題融入數學任務設計的層次性，也可作為精進

課程與教材設計品質的參考。從模組任務的分析顯示，該教材雖然為性

平議題融入數學的示例，提供現場教育工作者參考與轉化，然透過檢核

工具可知，此示例在設計方面仍有精進的空間。 

特別是，本示例有七成為低整合度任務，也就是說，數學學習內容

和性平實質內涵並沒有適切整合在一起，甚至有超過五分之一的任務缺

少數學知識整合的內容，或是脫離本單元數學的情境脈絡，僅為性別議

題的問題討論。以本示例最後總結活動為例（如圖 1）：學生在習得如廁

時間的極端值概念與理解身體意象意涵後，承接五個「想一想」的題目，

其中，第三題：「若是在注重上述身體意象的情況下，會不會增加使用

廁所的時間呢？」，顯然這與統計單元的數學學習脈絡脫勾，流於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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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探討性平議題，殊為可惜。反之，課程設計若能於身體意象說明後，

呈現相關的統計數據意涵，或是透過身體意象調查活動，引導學生從現

象覺知中，理解身體意象的概念，進而探討統計數據背後的性別刻板印

象，相信有助於建立個人的價值信念。

整體而言，依據檢核工具得知本示例低整合度的任務設計較占多

數，可為課程設計調整的方向；另一方面，本示例高整合度的任務則過

於集中在轉化（二），偏屬理性分析和價值澄清的層次。至於社會行動

層次所占的比率不高，亦有補足增進之處，例如：本模組可針對「資源

運用與分配的性別不平等」之實質內涵，設計社會行動層次的任務，引

導學生觀察學校或社區廁所硬體與數量配置的現象，運用統計數值或圖

表等工具，指出空間與資源分配之性別落差問題，並以數據為本，撰寫

圖 1  想一想示例 

資料來源：晏向田與陳彥霖（2018，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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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主題報導，對學校或社區提出改進建議，發揮社會關懷行動與培養

公民意識，實踐性別平等之理念。 

陸、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性平教育從無到有進到正式課程中，對於中小學教師不啻是一項挑

戰（楊巧玲，2018）。在現行的數學課堂，議題融入教學幾乎等於融化，

議題融入與數學教育常被視為兩條不相交的平行線。要處理這樣的困

境，除了需要更多的數學教師投入與更多教學案例研發之外，也需要概

念化的工具來檢視與提升教材的品質。本研究發展性平議題融入數學分

析表，以「校園逐臭之【夫】」模組為案例解析議題融入數學的內容與

特色。該表由「數學認知需求度」和「議題融入層次性」所構成。數學

認知需求度由低而高分別為：「無」、「記憶型」、「無連結程序型」、「連

結程序型」、「做數學」，在分析數學任務方面具備良好的信、效度。另

一方面，議題融入層次性藉由理論建構和專家諮詢建立其內容效度，由

低而高分成「無」、「貢獻」、「添加」、「轉化一」、「轉化二」、「社會行動」

層次。概化理論分析顯示分析表整體具備良好的信度，而議題融入層次

性也具備高信度。因此，此表可用以檢視性平議題融入數學之教科書編

撰或是教師自編教材的品質。值得注意的是，本表之數學認知需求度雖

然適合分析「數與量、代數、幾何、統計」等數學主題，然而，議題融

入層次性是否仍適合分析「統計」以外的主題？或是計分方式仍具有其

合理性？尚待更多研究進一步檢視，此為本研究之限制。 

由於議題教育本身的跨領域特性，議題融入有助於數學素養導向教

學的實踐，這一點從「校園逐臭之【夫】」模組案例分析可獲得印證，

該模組有許多任務屬於高認知需求。Hattie 等人（2017）即指出高認知

需求任務為數學深層學習與遷移學習所不可或缺，有助於學生對於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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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掌握、理解與運用。再者，模組設計一些高整合度任務，除了建

立數學概念與應用技能之外，同時啟發學生性平意識覺知，分析統計數

據背後隱含的議題概念，引導反思辯證、甚至起而行動。然而，這份模

組在高整合度任務的比率上有待提升，在社會行動取向任務設計上仍有

待加強，可為後續教學設計著墨與改進之處。經由分析表系統性地檢

視，有助於吾人看出「校園逐臭之【夫】」模組設計的特色和優缺點；

儘管它被視為性平議題融入數學的範例，仍可以從分析過程獲得如何提

升模組品質的洞察。本表的使用除了檢視性平議題融入教材設計的品質

之外，還可從中提出教材品質的改進建言，為教材研發指出具體可行的

方向。 

二、建議 

本研究建構性平議題融入數學分析表，以及使用分析表檢視性平議

題融入數學教材的品質和特色，並從中提出改進建言。由於議題教育不

僅有性平，還有人權、環境、海洋等其他議題，若能研發其他議題融入

數學或是性平議題融入其他領域的分析表，並建立信、效度，相信有助

於議題融入教學的整體推動和品質提升。 

進一步而言，教師專業發展在教育改革中扮演領頭羊的角色，甚至

是教育改革的同義詞（Desimone, 2009），厚植教師專業發展品質是推動

議題融入教育成功的關鍵。職是之故，在實務方面，本分析表可以做為

教師專業增能與共同備課工具，讓教師藉由了解與操作分析表解析教科

書單元，增進其在性平議題融入教學之知能；或為共同備課使用分析表

識別自編教材的優缺點和特色，據以改進教材編撰的品質。在研究方

面，可透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對話，理解分析表於備課與議課過程之

運用、探討議題融入教學的專業知能要素，以建構議題融入專業發展的

可行模式與途徑，拓展議題融入教學之研究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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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分析十二年國教課綱「防災教育」議題課程內涵，並探討日

本防災教育政策及課程教材。全文透過文獻探討與質性內容分析，分

三部分進行陳述，包含：一、我國防災教育議題課程內涵分析；二、

日本防災教育的政策與課綱探討；以及，三、以東京書籍出版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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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防災教育內涵偏重風險管理與技能精熟取向；二、日本防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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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能力與責任感培養；三、日本教科書設計重視美觀、防災教材善

用圖表強化理解並引導討論活動。本研究結果希冀能提供未來防災教

育規劃實施與教材編製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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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analyzed the contents of  the curriculum guidelines of  disaster pre-
vention, which is included as an issue education topic in Taiwan’s 12-Year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promulgated in 2019). Additionally, this study examined 
how disaster prevention education is addressed in Japan’s curriculum guid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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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hed by Tokyo Shoseki. The study’s results revealed that Taiwan’s disaster 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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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依據我國《災害防救法》（2019）定義災害包含下列兩類災難：一是

風災、水災、震災（含土壤液化）、旱災、寒害、土石流災害、火山災

害等天然災害。二是火災、爆炸、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

礦災、空難、海難、陸上交通事故、森林火災、毒性化學物質災害、生

物病原災害、動植物疫災、輻射災害、工業管線災害、懸浮微粒物質災

害。更早以前，教育部（2004）《防災教育白皮書》，則將災害（disaster）

分為「天然災害」與「人為災害」兩類。天然災害指大自然的力量，如

地震力、風力，或是現象，如土石流、雷擊等，對人類構成的威脅（林

明瑞、張惠閔，2019）。 

人為災害主因為人的疏失而導致的災害，如火災、電器與瓦斯等使

用不當造成的災害。比較行政院 2019 年公告的《災害防救法》與教育部

2004 年版的《防災教育白皮書》，二者對災害範疇界定不同，尤其在人

為災害方面更有明顯差異。稍早，國內學者定義人為災害，認為它多屬

人為疏失、儀器老舊、化學藥品不當使用、缺乏災害預防與應變的教育

訓練、個人災害認知與防災意識不足，以及忽視災害預防的重要性等（王

价巨等人，2016；李文正，2015）。此一描述，內容陳述較教育部「防災

教育白皮書」周延，但仍未若行政院《災害防救法》清楚。 

從管理學的角度來說，災害必須包含兩個要素，一是「有災害發

生」，二是在空間中「有人」，二者缺少任一項條件就不能稱其為災害。

以地震災害為例，假設在某一空間沒有人的住居，單有地震，但未造成

人類生命財產損失，只能說是「自然現象」。因此「災害」寓意隱含深

厚的「人類中心主義」思想（黃朝恩，2000）。既然自然災害原本是一種

自然現象，它使地球物種隨之演替，也讓人類文明更迭創新。所以，在

日本出版的防災教育教材中也有讓學生反思天然災害好處的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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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書籍株式会社，2017）。唯由於百年來地球人口暴增，資源超限利

用，導致自然環境破壞與氣候變遷，許多天然災害引發重大傷亡與經濟

損失，超越人類可承受的限度，因此，人類社會習慣性地將天然災害視

其為惡。 

臺灣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及副熱帶季風區是颱風路徑，每年遭受颱

風、西南季風、梅雨鋒面、東北季風及夏季熱對流豪雨等致災性天氣系

統侵襲頻繁，再加上地形效應影響，容易引發區域性極端強降雨事件，

超過流域河川及都會區域排水防洪保護力，經常造成流域中下游都會區

域發生嚴重淹水災情，並伴隨間接性災害而形成複合式災害，導致災害

規模擴大（林明瑞、張惠閔，2019）。此外，臺灣位在太平洋西岸歐亞板

塊與菲律賓海板塊的碰撞點，菲律賓海板塊持續地推擠歐亞板塊，使得

板塊交界處地殼產生摺曲與造山運動，導致臺灣地體構造產生逆斷層，

如車籠埔、雙冬等活動斷層。根據中央氣象局 2001 至 2012 年間的觀測

顯示，臺灣平均每年約發生 22,000 次地震，其中約有 500 次有感地震，

地震造成房屋倒塌、坡地崩塌、土壤液化等災害，如發生在 1999 年的

921 強震與 2008 年的莫拉克風災造成的嚴重傷亡，深印在國人心裡（謝

龍生等人，2016）。 

日本的地理條件與臺灣相近，天然災害如：地震、颱洪、坡地災害、

地震引致海嘯等災害頻繁，每年造成極大損失。然而雖常受災嚴重，但

是從各報章媒體報導可見日本民眾表現高度的冷靜自制與防災素養令

人欽佩，這或許與日本政府單位長期以來重視防災教育有關。 

日本計畫性的防災對策溯及 1959 年伊勢灣颱風帶來的衝擊，1961

年政府開始制訂《災害對策基本法》。1964 年文部科學省開始推展學校

防災業務（陳雅妏、劉淑惠，2016）。1995 年阪神大地震後日本政府除

修正防災計畫外，同時系統性透過教育方法推動以學校為重點的災害防

救教育（譚義績等人，2006）。 

2006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國際減災戰略秘書處發起「防災從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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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的全球活動，敦促各國強化學校防災教育作為災害防救基礎，以

有效降低因災害所造成的損失（王价巨等人，2016）。今我國教育部訂定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簡稱十二年國教課綱）「防災教育」

為一議題課程。同時 2020 年也正開始使用新訂《學習指導要領》（小学

校学習指導要領，2017）。本文主要目的一方面意在探討我國十二年國教

課綱防災教育的內涵，一方面探討日本學校防災教育的政策作法；最

後，以日本東京書籍出版業者所編製的國小社會教科書為例，分析日本

教科書中防災教育的設計。 

貳、 我國防災教育的內涵分析 

對照九年一貫課程，十二年國教課綱新增防災教育議題課程，其範

疇與課程目標被清楚界定，包含：認識天然災害成因、養成災害風險管

理與災害防救能力；以及，強化防救行動之責任、態度與實踐力。課程

內容大綱包含：「災害風險與衝擊」、「災害風險的管理」與「災害防救

的演練」三項主題。 

「災害風險與衝擊」主題的重點在認識災害種類（颱風、地震、洪

水、土石流等）及災害造成的衝擊（人員傷亡、財產損失等），並強調

連結生活環境以及考量臺灣特殊的地理、地質、生態及人文。「災害風

險的管理」主題側重在如何減少災害風險因子以及降低衝擊，減少脆弱

度及提高回復力；具體作法包括：繪製防災地圖、災害潛勢分析、防災

預警機制（建立）、耐災城市指標與評估，以及參與防災校園與防災社

區有關的活動。「災害防救的演練」主題內容重點在培養實作技能以面

對災害的挑戰，並強調技能演練必須是終身學習持續精進的課題。演練

的內容，不同的教育階段設計不同，先由「自我照護」，繼而「協助照

護」，以及「規劃執行」等技能，由自我保護到保護他人，隨年齡而加

廣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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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防災教育課綱依據上述三個主題，在國民小學階段規劃九項

實質內涵，茲條列如下：  

防 E1災害的種類包含洪水、颱風、土石流、 乾旱……。防 E2臺灣地

理位置、地質狀況、與生態環境與災害緊密相關。防 E3臺灣曾經發生

的重大災害及其影響。防 E4防災學校、防災社區、防災地圖、災害潛

勢、及災害預警的內涵。防 E5 不同災害發生時的適當避難行為。防

E6 藉由媒體災難即時訊息，判斷嚴重性，及通報請求救護。防 E7 認

識校園的防災地圖。防 E8參與學校的防災疏散演練。防 E9協助家人

定期檢查急救包及防災器材的期限。（教育部，2018，頁 92-93） 

以上這些實質內涵，十二年國教課綱建議融入的領域／科目可以是

自然科學、綜合活動以及全民國防教育： 

自然科學領域（尤其是地球科學）：可融入「災害風險與衝擊」的內涵，

分析臺灣災害（洪水、颱風、土石流、乾旱等）的風險趨勢及衝擊。

綜合活動領域：可連結「災害風險管理」的內涵，特別是童軍活動可

教導戶外環境與災害風險的管理。全民國防教育：可涵括「災害防救

的演練」的實質內涵，進行實際操作的演練任務。（教育部，2018，頁

93） 

從前述課程目標與九項實質內涵分析，顯見十二年國教課綱國小階

段的防災教育以天然災害為主，另有兩大特徵，一是強調災害風險管

理，二是重視災害防救技能之精熟。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風險管理導向的防災教育 

從十二年國教課綱防災教育議題課程之目標與國小階段的九項實

質內涵進行分析發現，除了「防 E1」、「防 E2」和「防 E3」為基礎的災

害知識外，其餘六項為災害管理內涵。包含：「防 E4」為減災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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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E5」和「防 E6」為災害應變，「防 E7」、「防 E8」和「防 E9」則為

災害整備。 

丘昌泰（2000）從管理學觀點指出「災害管理」即是對於大自然形

成的災害與人為災害進行減災、整備、應變與復原的管理程序與方法，

其構成包含：（一）減災（mitigation），即透過政策管理、各種因應措施，

以防止災害之發生或減輕災害之影響。（二）整備（preparedness），指災

害來臨前的準備，使其有足夠的能力熟悉運作程序、減少災害時的損

失。（三）應變（response），災害發生時的因應措施，須有急迫性之行

動，依事先擬定之災害應變計畫，動員救災人力並啟動緊急醫療救護系

統，搶救人民生命及財產，並迅速疏散、收容與撤離災民。以及，（四）

復原（recovery），復原重建行動為重建公共建設、讓社會與經濟恢復正

常運作使災害後恢復至災害前的措施。對應丘昌泰（2000）的說法，十

二年國教課綱的防災教育內涵具有鮮明的災害管理導向。     

二、技能精熟取向的防災教育 

2004 年教育部的《防災教育白皮書》基本理念：是傾向於採取積極

預防的態度，不僅期望能訓練出具有正確防災觀念的公民，更重要的是

要訓練出能主動採取正確防護行動的公民。這段描述意旨在於防災教育

是公民素養（literacy）的重要部分。美國測驗協會（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 ASTM）曾研究素養發展階層認為，素養的發展需

要循序漸進，如同語文素養之由認字、辨字、造詞、造句而作文。ASTM 

將素養定義為：個人對其所學的概念、技能和價值觀，表現於可觀察的

行為。ASTM 認為環境素養發展也可經由三階層發展來做解釋，分別是

名詞性環境素養（nominal environmental literacy），指個體與他人對話能

使用有關的名詞與術語。功能性環境素養（functional environmental lit-

eracy）則是具有分析、綜合與評估技能，憑藉個人價值觀來評估問題。

操作性環境素養（operational environmental literacy），表現能綜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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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替代方案，並能採取行動（楊冠政，1993；Roth, 1992）。葉欣誠（2008，

頁 11）曾應用 ASTM 對環境素養的界定，定義防災素養：「對於可能造

成人類生存威脅及生命危害的各類災害，具備一定程度的認識與正確的

知識，並能主動擷取災害相關訊息，對災害產生知覺且對防災具有正面

積極的態度，及具備相當程度的能力與技能面對災害威脅」。    

十二年國教課綱防災教育九項實質內涵中，其中「防 E5」、「防 E6」、

「防 E8」和「防 E9」四項強調技能精熟。這種取向與我國在《災害防

救法》中將「防災」一詞擴大解釋為「災害防救」的概念互相呼應，強

調災害預防與救援的技能，如歷來我國學校防災教育即經常以非正式課

程，進行防災「演練」的活動即可見一斑。相對缺少情意與人文關懷的

層面，諸如：對災害的關心、警覺、嚴重性的知覺，對防災救災抱持的

信念、價值觀、積極態度，對於防災自我的責任意識、對自己與他人生

命安全的重視、體認災害發生的必然與防災工作的重要，以及能積極參

與學校或社區防救災工作與防災演練等。 

十二年國教強調素養導向、整全學習之教育哲學，如果教育的目標

是希望養成有素養的公民，那麼除了認知知識與技能行為外，情意態度

與價值觀培養不應偏廢。從教育的觀點來說，防災教育固然可予強調災

害管理與個人技能之精熟，但在精神上應有除利己也要有利他之更高層

次的追求，除自救救人的技能訓練外，也須培養悲天憫人的情操。這種

胸襟與態度的培養在國小階段益形重要，建議未來進行教材編製時編者

宜再就這一部分加以補充。 

參、 日本防災害政策與防災教育 

日本地處歐亞板塊、北美洲板塊、太平洋板塊及菲律賓海板塊四個

板塊的交界處，除了地震和海嘯之外，火山活動也十分活躍（許民陽，

2016）。因為地理、地形、氣象等環境因素的影響，日本也經常性面對颱



 
 
高翠霞、高慧芬、許惠閔、蔡宜臻 日本防災教育及其在社會教科書之設計 67 
 

 

風侵襲、豪雨及暴風雪等天然災害（李鴻源等人，2013）。依據世界銀行

（The World Bank）研究報告指出，日本暴露於地震、颱洪及坡地災害

之土地面積及面臨災害威脅之人口，在東亞地區為災害高風險國家，但

排名仍次於臺灣（Dilley et al., 2005）。在經歷 1952 年的北海道地震、1959

年伊勢灣颱風等災害，造成重大傷亡後，1961 年催生了日本的《災害對

策基本法》，是一部綜合性、計畫性推動國家防災整備對策的根本法源

（呂維翰，2005）。以下分就其防災政策與學校教育規劃分述之。 

一、計畫性的災害防救政策 

日本在《災害對策基本法》的規範下產生各項防災計畫，再依各計

畫衍生技術規範（施邦築，2005）。根據《災害對策基本法》將防災體系

運作分為中央、指定公共機關、都道府縣、市町村等之責任與義務，再

由各級防災組織製作出版災害防救計畫。日本 2017 年制訂《防災基本計

畫書》，將災害分為自然災害與事故災害兩部分，其中自然災害主要指：

地震、海嘯、颱風及洪水、火山、雪害等五項；而事故災害，有海上、

航空、鐵道、道路、原子力、危險物、大規模火災、林野火災等八項。

配合不同類型、不同階段災害的各種災害立法，構成日本現行的防災法

律體系（内閣府，2017）。中央防災會議制訂上位計畫，確立災害防救體

制、促進災害防救事業、迅速進行災後復原、推動災害防救相關科學技

術研究等長期性災害防救計畫。其下各公共機關須制訂災害防救業務計

畫，包含各都道府縣、市町村等，使災害防救責任明確分工，權責清楚

（内閣府，2017；許菁珊等人，2017）。 

 2011 年規模 9.0 的 311 東日本大地震與海嘯重創東北沿海地區，大

地震造成重大傷亡與經濟損失，是繼 1995 年規模 7.3 的阪神大地震後創

下最慘重的災害（陳雅妏、劉淑惠，2016）。因此，日本政府再次重新檢

討修正《災害對策基本法》，這次修正內容著重於：強化大規模災害應

變能力、加強平日防災準備、地方政府相互支援以確保居民安全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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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市町村須製作防災地圖、指定緊急避難場所、避難所生活環境的基

準設施，和提升民眾防災責任，以及民眾儲備生活必需物資的自我責任

（内閣府，2017；李鴻源等人，2013；邱仁杰，2018；許菁珊等人，2017）。

日本内閣府（2019）《防災基本計畫書》再次編修完成，該計畫書的第一

部分主要針對防災概念規則說明，讓民眾理解不可能防止災害發生，但

可藉由增進防災基礎知識，減少災害損失。第二部分，則描述每種災難

的共同事項，以及面對個別災難的對策。並明訂防災階段為：災害預防

事前對策、災害應急對策、災害復興對策等三階段。 

二、有系統的學校防災教育規劃 

日本自 1949 年開始實施教科書審定制度，中小學學校教育的課堂，

原則上是以教科書的內容與順序進行。《學校教育法》規定，中小學校

必須使用文部科學省審定通過或是文部科學省著作的教科用圖書。文部

科學省制訂的《學習指導要領》，約每 10 年修訂一次，主要規範各學科

教育目標、學科目標、內容範圍、結構框架、大致的分量以及教學實施

的基本原則等，教科書如果偏離這些規定，就無法通過審定。上一期的

《學習指導要領》於 2008 年 3 月公布，並分別應用於 2011 年、2012 年

的國小、初中新編教科書。近期新的《學習指導要領》則於 2017 年公布，

提供教科書出版商作為編輯教科書的準據。 

日本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學習都須依據文部科學省所公布的《學習

指導要領》為學習框架。教科書出版機構則組織各學科教科書編輯委員

會，深究文部科學省的《學習指導要領》，同時依據舊版教科書使用經

驗、順應社會變遷趨勢與掌握社會熱點議題等，規劃各學科學習概要稱

之為「指導計畫書」，規劃完成後，各出版業者也必須對社會大眾公告。

爾後，該「指導計畫書」是每家教科書出版業者編輯人員編輯的依據。

且各出版業者的「指導計畫書」約每 5 年會在內部再進行檢視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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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防災教育方面，1995 年阪神大地震後，文部科學省重新檢視學

校教育防災內涵。2000 年出版《教育白皮書》旨在強化各級學校防災體

制及防災教育的作為，根據其中「防災教育──學校防災」（文部科学省，

2001），強調以尊重生命為核心價值，一方面培養學生個人安全生活的能

力，另一方面養成未來參與營造安全社會的責任。 

依據文部科學省教育白皮書防災教育綱要有三個主軸，包含：防災

意識、災害文化與建構祥和安全社會，以及問題解決能力（文部科学省，

2007）。2008 年，日本文部科學省制訂新的《學習指導要領》時，將防

災教育放入其中，並強調防災教育目標「以學校及社區為對象，利用各

種機會培育積極防災工作之人才」（陳雅妏、劉淑惠，2016）。相較 2008

年的內容，2017 年文部科學省制訂新《學習指導要領》，再加深加廣防

災教育的內涵，比較 2008 年與 2017 年小學社會科防災教育的對照如表

1。 

從表 1 可見，2008 年的防災教育以「人與生活」為中心。三、四年

級以人為災害為始，強調社區的重要而導入防災教育的學習，五、六年

級重點內容則在於回顧國內都、道、府、縣不同空間區域尺度所發生的

自然災害歷史，最後以敬畏大自然、做好環境保護，以及合作互助與感

恩的心面對災後重建，理解中央與地方政府和社會各民間組織對災後復

原的努力與付出。 

而 2017 年最新制訂的《學習指導要領》，再將 2008 年制訂的要項作

具體描述。三、四年級除了仍強調社區角色在防災的重要性之外，也要

認識社區中各種災防組織，如消防部門和派出所。這個階段主要強調火

災和事故等人為災害發生時的應變和互助合作的重要性。關於自然災害

歷史回顧的學習內容，則從自己家鄉（縣）的災害切入，了解災害對生

命財產的威脅；另一方面重視情意的培養，使學生學習虔敬大自然與勇

敢面對自然災害的態度。高年級階段，討論國土安全、土地利用與產業

現狀與民眾生活的關係及環境保護立法與規範的重要性。最後也讓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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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唯有政府與民眾攜手合作，才能在大型自然災害中快速重建復原以

及振興區域發展。 

至於教育政策方面，日本學校防災體系是由中央文部科學省、文化

廳負責督導公私立大學；府縣、市町村教育委員會則負責督導高中以下

各級學校。在日本高中以下學校，除了學習到融入各教科書的防災教育

內涵外，學校內也會組織防災委員會，委員會的成員包含學校教職員、

地區防災機構人員與社會專業人士，並依各地區的防災指導計畫編製學

校防災教育輔助教材，這些輔助教材則利用理科（自然）、社會、生活、

保健等相關課程實施，以展現具有在地特色的防災教育方案（林雪美等

人，2011；蔡孟軒、邵俊豪，2018）。 

 
表 1  日本文部科學省訂定小學社會《學習指導要領》防災教育內涵 2008

年與 2017年對照表 
年級 2017 年（新） 2008 年制訂 

三、

四年

級 

認識從事保護社區安全的人們，透過

調查活動和解決問題學習： 

1.認識消防部門和派出所如何共同維

護當地社區安全。 

2.相互合作應對突發事件，並了解火災

和事故傷害的預防措施。 

了解當地社區的災害和事故預防，觀

察並調查從事保護周遭安全工作的

人： 

1.相關組織與地區居民合作，努力預防

災害和事故發生。 

2.相關組織間相互合作，以建立緊急應

變系統。 

火災和事故傷害的應變系統和預防措

施的規範與制訂。 
認識災害和事故的內容： 

1.認識「災害」，包含火災、風暴、洪

水、地震等。 

2.認識「預防事故」的主題內容，包含

交通事故和犯罪預防。 

認識在地社區的自然災害，以及保護

居民避免受到災害侵襲的組織。 

1.認識在地有哪些相關組織以各種策

略方式應對自然災害，為可能發生的

災害進行準備。 

2.認識在地過去曾發生的自然災害，並

體會相關組織間合作，才能保護居民

避免自然災害的侵襲。 

相關組織合作以預防當地社區災難和

事故發生才能保護當地社區安全。 

1.哪些組織與在地的社區及學校合

作，以預防災難和事故。 

2.組織間必須合作，並建立應急系統。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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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日本文部科學省訂定小學社會《學習指導要領》防災教育內涵 2008
年與 2017年對照表（續） 

年級 2017 年（新） 2008 年制訂 

三、

四年

級 

認識曾經在縣內發生的地震、海嘯、

風災、洪水、火山、雪災等。 

認識縣層級的防災信息、避難安全疏

散的策略與作法。 

未提出。 

五年

級 

了解日本地理環境的特色、社會活

動、產業現狀與國民生活的關係。 
了解日本的國土狀況與自然環境，進

而學習保護環境，防止自然災害。 

認識國土、自然環境保護與民眾健康

生活環境間的關係： 

1.理解國土自然環境與自然災害的關

係。保護國土才能維護國人生命財產

安全。 

2.理解森林開發對國土保護的影響。 

3.認識相關各種組織機構在污染防治

的努力，除了保護國土也保護民眾健

康的生活環境。 

認識國土、自然環境保護與民眾健康

生活環境間的關係： 

1.認識保護國土森林資源和預防自然

災害的關係與相關的工作。 

2.理解保護環境避免受到污染對民眾

健康生活的重要。 

1.地震、海嘯、颱風和洪水、火山、雪

災其災害預防與對人類的啟示。 

2.空氣污染和水污染的真實案例。 

3.個人作為與環境保護──選擇和做

決定。 

1.空氣污染和水污染的具體案例。 

2.認識土地利用對空氣品質的影響，意

識森林資源開發和保護是每個公民

的責任。 

六年

級 

災害發生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工作，

主要在幫助社會從災害中恢復、重

建，以及區域發展和振興。 

認識災害發生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工

作，包含社會保障、災難恢復和區域

發展等。 

資料來源：取自東京書籍株式会社（2017）。 

三、周延的防災教育教材設計 

日本教科書編輯者須以《學習指導要領》為依據，「學習指導要領」

屬上位指導原則陳義較為抽象，各教科書出版機構須組成學科編輯委員

會進行「學習指導要領」的研究，規劃具體的「指導計畫書」以為出版

社教科書編輯各學科的依據。這份「指導計畫書」同時也公布該予社會

大眾，提供學校教師與其他教材使用者選用該出版業者教科書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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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 2019 年前有東京書籍株式會社（以下簡稱東京書籍）、教育

出版株式會社、日本文教出版株式會社與日本光村圖書出版株式會社等

四家發行小學社會教科書。東京書籍的歷史最久，成立於 1909 年，各家

出版業者小學社會課本皆發行六冊。然而依據 2020 年文部科學省「計畫

發行的教科書清單」資料顯示，日本光村圖書出版株式會社從 2020 年開

始，不再出版小學社會教科書；而教育出版株式會社、日本文教出版株

式會社則由 2019 年以前發行的六冊減為四冊（文部科学省，2020），僅

東京書籍仍規劃發行六冊。本文從出版歷史、市占規模與發行穩定考

量，以東京書籍研發防災教育「指導計畫書」說明如表 2。 

 
表 2  防災教育融入各學科一覽表――東京書籍小學階段之規劃 
科目 規劃 

國語 

˙編寫防災、減災的短文，以表現想法，提高防災意識。 

˙按照格式書寫防災海報，展示對災害預防的準備，並與家人分享。 

˙「城市幸福論：關於社區設計的思考」一文內容強調東日本大地震時，重視

人與人合作。閱讀時，可蒐集更多相關的書籍資料，並就城鎮的未來發展進

行發表。 

˙觀察顏色與生活的關係，例如，消防車、火災警報器等使用強烈的紅色以引

起注意，而緊急出口和救援則使用綠色來表現。 

書寫 

˙運用防災教育的教材內容進行書法教學活動。 

˙「讓我們製作報紙」的教學活動，以「防災」為主題做報導，展現所學的防

災技能。 

˙寫作作文題材，如受災居民的心聲，或不同單位防災合作的重要等。 

社會 

˙三、四年級主題單元「保護生命免受地震傷害」，主要內容在呈現地區層級

的公共防災，以及社區生活中的援助單位和自助流程。 

˙五年級主題單元以「預防自然災害」為重點，除了學習東日本大地震外，透

過公共援助、互助和自助，說明中央和地方的防救災協作。 

˙六年級主題單元「政治實現地震重建的願望」，內容以東日本大地震後中央

和地方政府災後重建的組織協作與努力為重點。 

˙各年級的地圖冊，融入防救災教育的內容，並設計一幅「日本自然災害」的

特別版面。 

˙在融入式教學，盡量設計關於保護家庭和社區、學校，生活免受颱風和洪水

破壞的策略之討論。 

˙鼓勵教師於課堂討論國內外防災實例和提供補充教材。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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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防災教育融入各學科一覽表――東京書籍小學階段之規劃（續） 
科目 規劃 

數學 

˙認識生活周遭環境一些緊急出口的標記。 

˙學習從地圖中研判與計算疏散地點的距離或長度。 

˙繪製安全地圖，檢視市區可能發生危險的場所。 

˙計算從室內到疏散中心的距離，以及抵達的時間。 

˙單元主題「讓我們從數學角度看地震的經驗」中，以宮城縣仙台市發生的災

害為例，從調查結果討論未來防減災作為。 

理科 

˙理科課程重視提高學生對防災和減災的認識，學習在日常生活中保護生命的

方法與行動。 

˙在理科教材中針對防災、減災，主題單元編製如下： 

《大雨造成的災難》：認識天氣圖，路堤和水壩等設施設備。 

《地震造成的災難》：認識地震預警、海嘯高度標誌、抗震補強、以及過

去的災害紀錄等。 

˙在融入式教學，讓學生學習保護生命的方法，例如，「如何使用科學教室」

單元，設計遇到地震時應如何應對的學習活動。 

˙學習面對災害正向思考的哲學觀。讓學生體會災害不只有害處，也可思考它

的好處：提供人類反省並修正自己的作為。 

生活 

˙在學習情境中張貼與防災和安全教育有關的材料。 

˙學習災害或安全有關的標誌。 

˙學習面對不同災害發生時，表現的行為或行動。 

˙學校與家庭合作，檢視上學的道路安全。 

˙學習發生災害時與家庭成員間的約定。 

家庭 

˙與家庭合作讓學生學習防災觀念。 

˙透過「每日準備」習慣養成，讓學生學習和家人一起在日常生活中為各種災

害做準備。 

˙學習針線縫紉、以鍋煮飯等技能。 

˙召開家庭防災會議、認識鄰里組織，了解災害發生時避難安排。 

˙以東日本大地震災區小學生的努力和想法為例，傳達防災意識和團隊合作的

重要性。 

保健 

˙注意生活周遭危險場域，並學習做判斷。 

˙五年級或六年級，主題單元「預防自然災害造成的傷害」，提供有關防災和

減災的預防方法學習。活動中，透過預測自然災害造成的危險程度，採取防

災措施方法以及訓練學生獨立行動技能。  

˙課程設計包含地震以外的自然災害（如大雨，大雪，火山噴發）。 

˙繪製「災害安全地圖」。 

˙學習戶外活動安全守則設計，避免災害或意外事故發生。 

註：總體科目目標：防災、減災概念融入各學科，除了提高學生防、減災的認識，也建

立負責任態度，並能表現保護生命的作為。 

資料來源：整理自東京書籍株式会社（20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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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為東京書籍依據文部科學省《學習指導要領》，以小學各學科

的特色進行防災教育課程融入包含：國語、書寫、社會、數學、理科、

生活、家庭，以及保健等八個科目。換句話說，未來選擇東京書籍教科

書的學校，學生在各學科學習過程，很容易習得防災教育的內涵。

表 2 也顯見各學科防災教育內容與學習方法規劃縝密，除了教學目

標兼具認知、情意、技能外，也重視實踐與思考智能培養，例如，理科

教材，讓學生思辨「災害不只是災害，其所帶來的好處」含哲學邏輯思

辨，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面對災害不須一昧想它對我們的壞處與傷害，

它的好處是提供學生思考面對大自然時人類的渺小，人類也必須時時反

省並修正自己的作為，有助學生價值觀建立與態度養成。

在各學科防災教育內容的分配方面，生活課以認識常見的警告標

誌、社會課則介紹公共防災流程等；防災技能的培養，則納入數學課、

理科，讓學生學習讀圖、看表、算疏散距離；保健課則以提升判斷環境

周遭安全的能力為重點；至於家庭課強調建立「每日準備」的習慣，學

習煮飯、縫補等生活的技能。國語、書寫科目，針對防災、減災的議題

養成獨立思考和發表能力等，學習方法策略十分豐富多元，設計也強調

與生活經驗、家庭與社區相連結。總之，依不同學科特質橫向連結，融

入防災意識、知識、態度。透過不同學習方法與策略的全面性融入各學

科的規劃，頗值得我國防災教育教材研發之參考。 

肆、 教科書中防災教育文本設計
――以東京書籍小學社會為例

日本自 2008 年開始文部科學省就將防災教育《學習指導要領》列為

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習內涵制訂課綱，實施上為不單獨設科採融入其他學

科的方式進行。2017 年更將 2008 年的防災教育《學習指導要領》的概

念加廣加深，包含災害範圍與強調責任與能力。而日本的教科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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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部科學省的課綱為框架，發展該出版社的「指導計畫書」作為教科

書編輯依據。本文尚無法取得東京書籍新編教科書，謹以該出版業者

2015 年與 2016 年的小學三年級至六年級的社會教科書進行分析。 

依據日本文部科學省小學三、四年級社會科的《學習指導要領》，

強調這個年級主要以社區和地理空間為學習重點，從了解家鄉的生活環

境、居民生活型態變化、對社區發展有貢獻的先人，以及認識各種保護

民眾健康生活及安全的活動，進而提升社區成員的社區意識，培養對社

區的認同和榮譽感（小学校学習指導要領：社会，2009）。五年級社會科

的學習重點，則從地方區域拓展至國家發展，涵蓋國土的現況，土地環

境與居民生活的關聯，強化環境保護和防治自然災害的重要性，培養對

國家土地的熱愛，強調有關經濟地理的內涵，了解日本的工業化現狀、

工業與人們生活的關係，以及未來日本工業的發展趨勢（小学校学習指

導要領：社会，2009）。 

小學六年級社會科的課程重心為歷史、政治和國際。學生在具備地

理空間及產業環境等前置基本概念後，學習變遷及發展（彭增龍，2002）。

認識對國家社會發展發揮關鍵成就和文化遺產，珍視國家歷史和傳統，

以及探討政治與生活的關係。認知政治穩定與否對民眾生活的影響，理

解日本的民主制度建立在日本憲法的基礎上。文本內容包含政府與地方

組織在地震災後重建的角色與跟日本密切關係的國家以及日本在國際

社會的角色等（小学校学習指導要領：社会，2009）。 

三、四年級下冊「保護你的生活」直接是防災議題，單元內容在預

防社區的災害和事故，了解防災組織的工作及如何與社區地方民眾相互

合作，建立緊急系統，保護大眾安全以預防災難和事故。五下「防止自

然災害」，內容概念在提升學生對災害的認知、保護居民健康和避免環

境污染、了解土地和環境與我們的生活密切相關，六下「地震災害重建

的政治」單元內容也與防災教育的直接相關（東京書籍株式会社，2015a）。

以下，本文將分兩部分進一步陳述，第一，先分析東京書籍出版的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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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教科書的特色；第二，探究東京書籍出版的小學社會教科書中的防

災教育的文本設計。 

一、東京書籍小學社會教科書編輯的特色 

（一）以學習者中心為導向設計 

理想教科書要將教與學的觀點、歷程與策略納入教科書設計，當師

生使用教材進行教學過程時，才能將平面的教材轉化為適合學習者為主

的課堂實踐（陳麗華、葉韋伶，2018）。一本教科書設計通常包含其課程

設計、教學設計、文本設計、圖表設計和版式設計等五大面向（詹寶菁

等人，2014）。「課程設計」與「教學設計」兩項指標，對社會科而言，

強調要達成的目標是：促進對社會生活的了解，加深對國家土地和歷史

的理解和熱愛，並培養和平、民主和社會須具備的公民素養基礎（彭增

龍，2002）。東京書籍社會教科書相當能掌握這些原則，且該教科書文本

先由教學設計者進行編寫，其後再交予出版業者編輯小組不斷修正，以

能傳達課程與教學設計者初衷與學習者為中心的文本與圖說（陳麗華，

2008；詹寶菁等人，2014；饒邦安等人，2009）。 

（二）強調美感經驗的設計 

教科書設計除了重視文字撰寫功力，圖表傳達與版式呈現也很重

要，圖表設計與版式設計同樣講究視覺傳達的形式，但版式設計主要考

量如何將圖文訊息經由排版配置、視覺美化整合至一個整體的版面中，

能促進學生的美感經驗，以提升學習興趣與動機（詹寶菁等人，2012）。

日本於 1992 年廢止教科圖書印製規格的限制，因此出版業者可以自由決

定字體樣式及書籍的規格大小，從閱讀教科書過程可以感受編者用心設

計，兼顧豐富內容與美感經驗（詹寶菁等人，2014）。 

 



 
 
高翠霞、高慧芬、許惠閔、蔡宜臻 日本防災教育及其在社會教科書之設計 77 
 

 

（三）著重生活情境脈絡的設計 

以東京書籍小學中年級與高年級的教科書進行分析。在日本東京書

籍 2015 年所發行的國小三、四下社會科教科書中，四-2.關於保護生命

免受意外事故影響的課例。為了討論當意外事故發生時該如何處理，其

教學設計從生活中常見交通事故現場及工作人員的照片作為引起動機

與舊經驗連結；接著引導閱讀者至右頁插圖，了解通信指令室接到通報

後，有哪些相關組織人員如何各司其職前往現場處理與安置，其中還有

教導打電話報案時需要回報的資訊。藉以建立生活當中應對遭遇交通事

故等突發事件時應有的處理流程；也知道有哪些人員協同合作處理發生

的事件，讓學生了解社會資源投入情形。 

關於防災教育，東京書籍教科書的設計強調貼近學習者的生活經

驗，使用許多圖片、年代等，方能「加深對國家土地和歷史的理解和熱

愛」。例如，日本東京書籍於 2016 年發行的國小五下社會科教科書，單

元五-3.防止自然災害，採用跨頁設計，讓同一主題的內容集中同一個版

面，增加視覺閱讀流暢性與概念統整性。其設計理念是希望學生從各種

發生在日本的自然災害的呈現來思考降低損害的方法。教科書將災害發

生的實景照片與國土地圖並列可以對照出發生災害的地區，並附上近年

發生重大自然災害年表，藉以掌握災害發生的時空，有助資料分類學

習。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該年表之內容已將 2015 年 5 月發生於鹿兒島縣

的口永良部島火山爆發與 2015 年 9 月颱風帶給關東、東北豪雨釀災事件

列入，可見教科書出版社用心於資訊的更新與即時性。 

二、東京書籍小學社會教科書中防災教育的文本設計  

下文將著重在東京書籍三至六年級社會科教科書中，有關防災教育

內容在各年級的主要概念文本與圖表設計的分析。 

 

 



 
 

78 教科書研究 第十三卷 第二期 

 

 

（一）三、四年級的防災教育文本 

三、四年級社會科教科書中，防災教育概念主要集中在下冊第四單

元「保護您的生活」，其單元下有三個小節，首先以表 3 概述各小節之

中心概念，接著分別介紹其三小節防災相關主題。 

在四-1.「保護生命避免受火災威脅」單元中，其教學設計從觀察一

張火災發生當下的圖開始，如圖 1，消防車、警察巡邏車、救護車等如

何相互合作進行現場救災工作。再以山口市為例，讓學生討論何以山口

市人口增加，但火災發生次數卻減少的原因。 

本課程的課後活動設計在於藉由實際訪問第一線消防人員工作內

容、救災裝備、消防車、消防衣、勤休表等，不但讓學生學習到訪談的

準備工作外，也學習調查方法與資料整理；此外，過程中學生也能感受

警察及消防人員肩負的任務與偉大的使命，培養學生對防救災人員的敬

重與未來職業選擇的想望。 

為呈現發生火災時，各相關組織之間合作與緊急系統的全貌，教科

書採跨頁設計，以真實通信指揮室的照片為中心，繪出所有應變系統各

單位的緊急任務內容。學生透過閱讀該圖，即可清楚了解撥打報案電話

後，指揮中心的運作情形以及有哪些單位被派遣支援該項緊急任務的行

動，如圖 2。 
 

表 3  三、四年級下冊防災教育概念說明 
單元 小節 中心概念 

四、保護

您的生活 

1.保護生命免受

火災威脅 
了解當火災發生時，消防部門會和其他相關組織合

作，建立火災發生時緊急應對機制，試圖減少火災

造成傷害。 

2.保護生命免受

地震傷害 
當地震發生時，中央和地方政府合作發送地震訊

息，指定緊急避難所，以保護當地人免受地震傷害。

除了改善通訊系統，還透過組成地區自願防災組織

和防災演習來防止災害造成傷亡。 

3.保護生命免受

意外事故影響 
為了保護地方民眾免受意外事故的傷害，警察局會

和相關組織合作保護民眾安全。 

資料來源：北俊夫等人（2015，頁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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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發生時 消防隊出勤時間紀錄

山口市人口、火災數

變化長條圖

圖 1  以山口市為例模擬街景並呈現其近年火災發生頻率 

資料來源：北俊夫等人（2015，頁 4-5）。

圖 2  以跨頁圖呈現指揮室與整個應變系統的任務（火災） 

資料來源：北俊夫等人（2015，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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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保護生命避免受地震的傷害」單元，探討學校為何需要定期

做災害疏散演練，因日本自古就是一個地震發生頻繁的國家，當發生大

地震時，會造成建築物倒塌、海嘯等許多的災害與破壞。除了學校防災

設備要重視之外，課文內容也強調公園、防災倉庫等設施在地震發生時

可肩負的功能。如圖 3，可以變成帳篷的鞦韆、存備至少 3 天份的食物

和飲用水等。並且學習讀取海嘯預報高度與疏散建築物位置之間的關係

圖。了解制訂防災計畫的重要性，同時採納該地區公民代表的意見，使

防災計畫是真能被實踐。地方居民也會成立自主防災隊，進行消防演習

和培訓，幫助該地區的人們在發生災難時能相互協助。單元的最後，請

學生思考事先可以做什麼準備以保護自己的生命？確認緊急避難包裡

的物品，並和家人討論，如當海嘯發生時要到哪裡避難？獨自逃生時要

如何與家人會合等重要課題。

四-3.「保護生命避免意外事故」單元，先藉由圖 4 找出事故可能發

生在哪裡？讓學生反思：即使是熟悉的地方也有可能發生危險。此外，

文本設計也透過觀察事故變化逐漸減少的趨勢，讓學生思考是哪些人做

了怎樣的努力保障了民眾安全？整體設計由圖引導問題，促進學生思

考，並緊扣教學活動，使教與學、概念與概念之間環環相扣，有助於議

題探究。文本設計接著呈現交通事故的現場，了解相關組織間相互合

作：從通信指揮室接到民眾報案後，派遣警察、消防等單位抵達現場，

建立交通事故緊急處理系統保護民眾的安全。其後再藉由訪談警察工作

內容，更深入認識警察透過各種警務工作規則保護大家的安全。為規劃

宜居安全的城鄉居住環境，地區除了警察外，還有安心商店、市政廳和

各種民間協會規劃安全活動、製作安全地圖等。由警察，學校和社區共

同努力，建立預防事故組織系統，也希望學生意識到參與社區安全的工

作是每個人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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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公園與防災倉庫（鞦韆變為帳篷） 

資料來源：北俊夫等人（2015，頁 20）。

圖 4  趣味性的跨頁設計引導學生思考可能發生意外事故的地點 

資料來源：北俊夫等人（2015，頁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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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年級的防災教育文本

五年級下冊第五單元中，「我們的生活和環境」主題中，先融入環

境教育的內涵，在一、二小節探討「我們的生活和森林」及「保護我們

的環境」。第三小節則以「防止自然災害」為題，認識天災並提高個人

警覺與相互合作，文本並以日本 2011 年的強震民眾避難真實的歷史場景

作呈現，如表 4。 

五-3.「防止自然災害」單元，首先需要意識到自然災害對整個日本

造成的威脅，教科書透過跨頁篇幅將自然災害的實景照並置於空白地圖

和年表中，如圖 5，藉以了解日本國土發生自然災害的案例。既然無法

避免自然災害的發生，所以國家和地方公共組織正在做哪些措施及建設

來防止自然災害帶來的傷害，如水壩、疏散諮詢、地震公報、防災地圖

等，呼籲民眾要提高防災意識。居民之間的相互合作以及定期檢查疏散

地點，災害發生時才能迅速撤離，防止自然災害造成的破壞。

表 4  五年級下冊防災教育單元概念說明 
單元 小節 中心概念

五、我們的生

活和環境

3. 防止自然災

害

日本有許多自然災害，為了防止災害造成破壞，政

府與人民應當互相合作採取適當措施。

資料來源：北俊夫等人（2016a，頁 128-137）。 

圖 5  運用災害前後對照圖片提升學習者防減災的態度

（宮崎縣日之影町災前、災後照）

資料來源：北俊夫等人（2016a，頁 134）。



高翠霞、高慧芬、許惠閔、蔡宜臻 日本防災教育及其在社會教科書之設計 83

（三）六年級的防災教育文本

六年級下冊第二單元，主要討論「我們的生活和政治」，除了關心

「國家的政治機制」與「日本憲法」，在第一小節「地震災害重建的希

望政治」中，強調政府在災後復原階段扮演的角色，下文先以表 5 概述

單元概念，其後說明圖文重點。

六年級下冊防災教育，在二-1.「地震災害重建的希望」單元中，文

本設計先是回顧 2011 年東日本大地震爆發後相關照片和報紙文章（滿目

瘡痍的景象），接著，對比地震後一年的時間，城鎮和漁港的恢復情況，

如圖 6。教學設計重點在於討論地震前建立的緊急應變系統是否發揮功

能？地震後各城市、各國家如何共同合作？同時，讓學生理解中央和地

方政府與民眾為重建之路做了哪些努力。透過年表呈現災後復興重建工

作計畫的政策法規。從市政廳的年表和故事的內容，可以讓學生了解城

市的復興計劃，以及重建採取的作為和行動。

另外，教科書的文本設計還呈現 311 強震所致的福島核災災難，因為

核電廠放射性物質外洩，當地居民不得不離開家園避居臨時避難所。災害

復興的助力除了日本國內的資源，更有來自世界各國救難隊、國際組織、

國際志工等的支援，讓學生從文本的閱讀意識東日本大地震雖帶來巨大災

害，復甦之路雖艱辛，但是只要民眾能堅強毅力，就能重新復原。

表 5  六年級下冊防災教育單元概念說明 
單元 小節 中心概念

二、我們的生

活和政治

1. 地震災害重

建的希望政治

國家和地方公共組織透過各種支持活動，幫助人民

從災害中復原，尤其在東日本大地震後進行災後重

建，為人民生活的穩定及改善發揮重要作用。

資料來源：北俊夫等人（2016b，頁 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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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語

學生災害防救素養養成須從政府政策到學校的課程教學系統性關

照方能成就（Finnis et al., 2004）。十二年國教課綱將防災教育列為議題

課程，對象為國小至高中學生，性質上屬於融入學科學習。本文目的一

方面從新興課程的角度探析其內涵，另一方面借鏡地理位置、自然人文

條件與我國相近的日本，探討其防災教育課綱、課程與教科書設計，以

為他山之石。

簡言之，日本從上一世紀 1960 年代實施計畫性災害防救政策，由中

央到地方上下扣合緊密。防災教育體系明確規範都道府縣各層級單位、

教育機關職責以為依循。各級學校防災教育呼應國家災害防救政策，從

圖 6  跨頁設計 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受災狀況與災後復原情形 

資料來源：北俊夫等人（2016b，頁 18-19）。

2011 年東日本大地震

氣仙沼市景況

約 1 年 3 個月復原情形 日本宮城縣氣仙沼市

地圖位置

氣仙沼漁港約 3 個月後復原情形 

氣仙沼漁港災後景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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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部科學省的《學習指導要領》課綱，乃至教科書出版社以課綱為框架，

研發《指導計畫書》並發展成教科書的內容文本，各個階層相扣緊密。 

2017 年文部科學省新編防災教育《學習指導要領》，以尊重保護生

命為最高課程目標。學習內容天然與人為災害並重，設計多元學習策

略，處理防災知識、防災意識及技能的內涵。另一方面，該課綱也重視

培養學生悲天憫人、對自己與他人生命安全責任感的態度；此外，這一

版課綱提出「向災害學習」的哲學思考課題，將防災教育的學習推升到

一個更宏觀視野情操的涵養。 

相對地，我國十二年國教課綱中防災教育的內涵，則偏重災害風險

管理導向與技能精熟，相對缺少情意與人文關懷的層面。其次，我國部

編災害教育課綱僅關注天然災害，忽略人為災害的層面。此外，對照日

本防災教育的內涵，我國尚缺少融入學生生活經驗與引發學生危機感、

警覺、責任感與尊重他人生命的情操等。期望未來教材編製時，編者能

意識到我國課綱不足處加以彌補。 

觀察日本教科書設計，東京書籍社會教科書顯示的優點包含：一、

重視防災減災素養，重視學生生活經驗、問題解決能力與責任感培養；

二、明晰豐富的繪圖圖片與精緻美觀版式設計，提升學生閱讀興趣與美

感經驗；三、文本善用圖表呈現數據統計資料，強化閱讀理解並引導問

題深入的討論，有助於學生獨立思考訓練。這種教材設計的策略，對偏

重科學事實知識與技能訓練的災害防救課程教學，應可提升學習動機與

興趣。 

最後，作者必須說明，因受限於新版本教科書取得不易，本文僅以

2015 年東京書籍出版的社會教科書進行研析，未敢言已充分掌握日本小

學防災教育全貌。故，對於其他出版業者，以及其他學科的教科書內防

災教育文本設計的探討是後續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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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新議――東南亞史觀何去何從？ 
 

陳紅華1 

 

隨著東南亞新住民、移工人數及留學生的大量增加，臺灣與東南亞的

關係愈來愈緊密。尤其，我國鄰近東南亞，對於與我國關係密切的鄰

國，應該要有基礎的認識，因此本文倡議東南亞史課綱，在文章中除

介紹東南亞史及相關理論外，也參閱了大量東南亞史文獻，試圖整理

出可應用於課綱之素材，以設計出一套單一學期的東南亞史課綱。關

於研究發現，本文建議未來在東南亞史課綱的安排上，宜採用廣度學

習的方式，並可分成四大主題，分別為歷史演變、跨界流動、文化交

流、近代發展。雖然，目前在實務上將東南亞史納入必修課有其困難

性。不過，現在的高中課程很靈活，將東南亞史納入到特色課程或多

元選修，也是一種良善的配套措施，可以讓新住民子女或對東南亞史

有興趣的學生能夠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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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Discussion on Curriculum Guidelines: 
Inclusion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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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considerabl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new immigrants, migrant 
workers,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Southeast Asia, Taiwan’s relationship 
with Southeast Asia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ntimate. Additionally, considering 
Taiwan’s geographical proximity to Southeast Asia, Taiwanese students should 
have a basic understanding of  their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a course syllabus for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In addition to introduc-
ing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and related theories, other materials for inclusion in 
the curriculum guidelines for the design of  a single-semester course syllabus 
concerning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were identified through an extensive litera-
ture review. This paper suggests the adoption of  a broad learning approach for 
developing future course syllabus regarding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Additional-
l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a syllabus to be divided into four themes: historical 
evolution, cross-border movement, cultural exchange, and modern develop-
ment. Although introducing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as a mandatory courses is 
currently difficult in practice, the current senior high school curriculum is flexi-
ble enough to accommodate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as a featured course or 
elective. Providing such a course can offer new immigrants’ children or inter-
ested students a chance to learn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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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為何要將東南亞史納入課綱？   

近年來臺灣的社會結構經歷了很大的變化，東南亞已逐步融入到臺

灣人的生活圈中。據行政院主計總處（2019）統計，2016 年東南亞外籍

配偶已超過 16 萬，且第二代已突破 35 萬，逐漸在臺灣成長茁壯。此外，

東南亞來臺移工人數已從 2008 年底的 36 萬 5,060 人，至 2018 年底已達

70 萬 6,850 人（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8）。至於，在受教育人數方面，

據教育部統計處（2019）統計，2018 年境外生前十大來源國中，除了中

國以 2 萬 9,960 人穩居龍頭，東南亞國家占據了二至四名，分別為馬來

西亞 1 萬 6,717 人、越南 1 萬 2,983 人、印尼 1 萬 1,812 人。雖然，東南

亞與我們是如此親近，但國人卻對東南亞普遍感到陌生，且容易產生認

知上的錯誤，有時甚至對東南亞有所歧視，造成這樣的原因在於我國教

育的長期忽視，使國人對於東南亞不甚了解。然而，伴隨東南亞在臺相

關人士逐步增加，往後將成為臺灣社會不可忽視的一群。有鑑於此，臺

灣應該要積極主動去認識東南亞，並將相關課程納入到課綱中。 

事實上，為了提升對東南亞的認識，過去的歷史課綱研討會，總會

有學者或老師提出相關建議，希望增加東南亞史的部分。2010 年，高中

歷史課綱草案首度在中山女高舉辦北區公聽會，當時政大歷史系薛化元

教授就曾建議，東南亞地區貿易與臺灣非常密切，可以加入課綱；靜心

女中歷史科宋文惠老師也認為臺灣新移民子女日增，多數來自越南或印

尼，東南亞史的內容應增加，讓新移民之子了解母親國家的歷史，也讓

臺灣孩子學會尊重多元（嚴文廷，2010）。2014 年，課綱微調事件後，

政大歷史系金仕起副教授也提到，「來臺工作的東南亞人愈來愈多，我

們對中南半島的文明卻不了解，要怎麼看他們？」（引自王士誠，2015）

其實，將東南亞史納入到歷史課綱，並非首次嘗試，因為在 1995 年課綱

中，教育部就曾將東南亞史納入到高中歷史課本，這也是臺灣教育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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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一次（如圖 1）。 

根據周樑楷（2002）所編著的龍騰版《世界文化史》課本中，東南

亞部分被規劃在高中三年級下學期的課程，並以 8 頁篇幅簡潔介紹了東

南亞史，內容提到：古代越南在文化發展深受中國影響，時而獨立時而

稱臣；柬埔寨吳哥王朝（ Angkor Dynasty ），在蘇利耶跋摩二世

（Suryavarman II）帶領下，於 12 世紀初興建了吳哥窟，12 世紀末君主

闍耶跋摩七世（Jayavarman VII）擴充國土，是柬埔寨歷史上最強盛的時

代；而後吳哥王朝沒落後，泰族建立了素可泰王朝（Sukhothai Dynasty）

和阿瑜陀耶王朝（Ayutthaya Kingdom），且都積極弘揚佛教；最後則是緬

甸東吁王朝（Taungoo Dynasty）崛起，向外擴張消滅了阿瑜陀耶王朝；

至於在島嶼王國方面，位於蘇門答臘的室利佛逝（Srivijaya），控制整個

麻六甲海峽，海上貿易發達及經濟繁榮；以及印尼史上空前的大國滿者

伯夷（Majapahit Dynasty），疆域包含整個印尼群島和馬來半島的一部分。 

圖 1  東南亞地區的文化 

資料來源：周樑楷（2002，頁 13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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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東南亞史只有一節，但題材卻相當豐富，已具有劃時代的意

義，在往後的課綱研討會上，納入東南亞史雖然屢次被提議出來，但最

後都無疾而終。直到 2019 年課綱草案推出後，相關議題才又再度浮現。

2018 年 8 月，教育部在高中歷史新課綱中將「中國史」改為「東亞史」，

除了引發「去中國化」的爭議外，東亞可以分為「東北亞」及「東南亞」，

教育部所指的東亞是「東北亞」或是「東南亞」？畢竟，在東北亞史方

面，由於日本擁有非常豐富的相關著作，學界擔心史觀被日本主導；在

東南亞史方面，國內研究東南亞史的教授稀少，因此對於這塊領域相當

陌生。2019 年 2 月，國家教育研究院公布 2019 年歷史課綱，關於「東

亞史」的部分仍然是以中國為主體，只是增加了與東亞連結的部分，包

含族群流動與文化交流等議題。
1
然而，這與學者們最初所想像的東亞史

有很大的不同。因為，在新課綱的安排上，東亞史並不是以「東北亞史」

或「東南亞史」為基底去設計，雖然這樣的安排減緩了外界對新課綱「去

中國化」的質疑，但歷史教育本不應該考慮是否「去中國化」的問題，

而是要先思考什麼樣的歷史課綱是可以因應臺灣社會變遷，讓學生從中

學習並得到啟發，尤其當東南亞與臺灣如此緊密，但我國歷史教育卻長

期忽視這個區域，實為不智之舉。 

事實上，現在的高中課程很靈活，在以不打破必修課的前提下，教

育部其實可以增設與東南亞相關的選修課，以提升青年學子對東南亞的

認知。尤其，我國鄰近東南亞，對於與我國關係密切的鄰國，應該要有

基礎的、簡單的基本認知。有鑑於此，本文設計了一套以東南亞史為範

本的單一學期選修課綱，但鑑於學界普遍對於東南亞史不甚了解，本文

整理了國內外若干對東南亞史的研究及觀點，並於第二節先介紹東南亞

史基本概況；且在第三節展開理論對談，讓課綱不再局限於中國史觀，

而能以多元視角去看待東南亞。接著，在對東南亞有基本的認識後，第

 
1 關於 2019年課綱「東亞史」正式定調為「中國與東亞」，各家出版業者已於 2020年出
版「中國與東亞」歷史課本，但在東南亞部分，也僅是些微提到越南，其餘東南亞國

家更是付之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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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節才正式步入東南亞史課綱的安排與建議，最後結論的部分，則是闡

述了東南亞史課綱在實務上的難度及挑戰。 

貳、東南亞史介紹 

關於「東南亞」概念的流傳，源自於二戰時同盟國聯軍的「東南亞

戰區」（South East Asia Command）。在此之前，
2
華人泛稱其為「南洋」

（Nanyang），歐洲人則將其歸類在「東印度」（East Indies）範圍，然而

「東印度」則是相對於「西印度」的一個概念，但這都不是一個明確的

疆界定義。直到二戰結束後，「東南亞」之稱才開始廣泛用於印度和巴

基斯坦以東，中國以南的半島和群島國家（王麗敏，2014）。古代東南亞

各國在記錄自身歷史時是以刀子刻寫在棕櫚葉上，因此保存不易。由於

長年戰亂，16 世紀以前的史料至今已無保留，現有的東南亞史，是運用

以下三種方式整理出來的。第一、中國古代文獻對東南亞的記載及古代

越南漢文記載；第二、13 世紀後，以印度梵文、爪夷文刻在石碑或銅板

上的碑文；第三、西方殖民者統治時，對當地遺族及遺老的口述紀錄（陳

鴻瑜，2005）。 

古代東南亞小國並列，橫跨中南半島及印尼群島。地理上，中南半

島被五大流域切割，而印度尼西群島則是由 1 萬 7,500 多座島嶼所組成，

在交通及科技不發達的年代，難以建立成橫跨海陸的大帝國，因此古代

從未有大一統的東南亞帝國出現。但如果單論中南半島，柬埔寨吳哥王

朝全盛時期領土幾近中南半島三分之二；至於島嶼部分，也曾經出現過

室利佛逝王朝及滿者伯夷王朝。尤其滿者伯夷王朝，在信訶沙里國

 
2 東南亞一詞最早出現在美國牧師 Malcolm（1839）的著作《東南亞旅行》（Travels in 

South-Eastern Asia），書中首次運用了「亞洲東南地區」（South-Eastern Asia）稱呼，但當
時的定義僅限於大陸東南亞，排除島嶼部分。到了二戰時同盟國聯軍於此設立了「東

南亞戰區」，「東南亞」一詞才逐漸流傳開來，但地理範圍仍然有些微差異。直到英國

學者 Hall（1955）《東南亞史》（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今日東南亞地理範圍才基本
確立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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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hasari）時期曾擊退蒙古人的入侵，建立了滿者伯夷王朝，全盛時

期領土範圍包含了東爪哇、峇里島、龍目島、部分婆羅洲、蘇門答臘東

部。本章節著重在探討古代東南亞歷史演變，主要可分為大陸東南亞及

島嶼東南亞。 

一、大陸東南亞史變遷與發展 

大約 1 世紀左右，柬埔寨人的祖先高棉族在中南半島建立了一個名

為「扶南」（Funan）的古國，是中國史書最早記載的半島國家之一。扶

南在今日湄公河（Mekong）下游的交趾支那地區（Cochinchina）。3
到了

6 世紀，扶南的北方出現一個名為「真臘」（Chenla）的國家。但在 7 世

紀末葉，真臘王朝伊奢那跋摩一世（Isnaarman I）滅了扶南國，開始獨

霸柬埔寨地區。706 年，真臘分裂為南北兩個部分，北部多山為「陸真

臘」，地處現今的寮國；南部多流域為「水真臘」，地處現今的柬埔寨。

直到 802 年，闍耶跋摩二世 （Jayavarman II）即位建立了吳哥王朝（Angkor 

Dynasty），日後才逐步統一真臘。 

12 世紀初，吳哥王朝君主蘇利耶跋摩二世召集大量工匠，耗費 30

年修建吳哥寺，就是日後著名的「吳哥窟」。此時的吳哥王朝，在東線

面臨強大的敵人占城王國（Champa Kingdom），占城是位於現今越南中

部的古國，為占族人所建。1177 年，占城國王闍耶因陀羅跋摩四世（Jaya 

Indravarman IV）入侵吳哥首都，使吳哥王朝一度陷入混亂。所幸這個時

期，吳哥王朝出現一名強而有力的統治者闍耶跋摩七世，多次帶領軍隊

擊退占城，並占領占城首都，王朝在他統治下進入鼎盛時期，宗教信仰

上由婆羅門教轉為佛教，並且開始在各地打造佛教建築，其精細的浮雕

藝術構成了吳哥城（Angkor Thom）的原型，現今遺留的吳哥古蹟大都

是在他統治時期所建立的，然而闍耶跋摩七世在位時，由於頻頻與外敵

交戰，且好大喜功經常大興土木，雖留下了許多壯麗繁華的建築，但已

 
3 交趾支那位於越南南部、柬埔寨之東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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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耗損民力物力，埋下了吳哥王朝衰落的種子。 

吳哥王朝勢力巔峰的期間約在 11 世紀至 12 世紀，西邊領土到泰國

中部湄南河（Chao Phraya River），東邊到越南中部占城（陳鴻瑜，2015）。

13 世紀後，泰族人逐漸於今泰北興起，擊敗了當地的高棉人，建立了素

可泰王朝，是泰族歷史上的首個王國。同個時期，素可泰王朝南方出現

另一個泰族王國阿瑜陀耶王朝。1351 年，阿瑜陀耶王朝進攻吳哥王朝，

將領法昂（Fa Ngum）奉命率領軍隊前往柯叻高原（Korat Plateau），但

在成功抵擋阿瑜陀耶王朝後，進而北上占領蘇雅公國（Muang Sua），日

後征服了四周部落國家，並於 1353 年建立瀾滄王朝（Kingdom of  Lan 

Xang Hom Khao），意即「白傘下的百萬隻象」（a million elephants under a 

white parasol），象徵軍力強盛的王國，是寮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王國（陳

鴻瑜，2017）。此後，阿瑜陀耶王朝與吳哥王朝展開了長達百年的戰爭。

此時期的吳哥王朝，在東線必須對付占城；在西線則必須對付泰國，因

長期戰爭的消耗，國力逐漸走向下坡。1431 年，吳哥王朝被阿瑜陀耶王

朝攻陷首都，為了能夠抵禦泰國，吳哥王朝一再遷都，最後選擇了城池

防禦較為穩固的洛韋（Longvek）。與此同時，另一個強權占城也面臨到

與吳哥相同的危機，自 10 世紀以來占城就經常與越南發生戰爭，1471

年，越南黎聖宗（Le Thanh-ton）親自率軍攻打占城，占城國王槃羅茶

全（Syah Pau Kuba）戰敗被俘，此後占城走向衰弱，逐步被越南吞併，

其後裔融入到越南及柬埔寨兩國。1593 年，吳哥王朝首都洛韋被泰國攻

陷，皇家圖書館內自吳哥時代以來的重要文獻著作全被銷毀。洛韋的淪

陷對高棉族而言是重大打擊，再加上東部另一個新興強權越南的崛起，

從此無力在半島上爭霸。 

16 世紀，緬甸中部興起了一個小王國東吁逐漸兼併周圍王國。1551

年起，東吁王朝在莽應龍（Bayinnaung）的統治下，開始編制律書法典，

統一度量衡，並數度發動對外戰爭，全盛時期領土橫跨泰國、寮國，也

曾入侵雲南，是緬甸歷史上最強盛的王朝。此外，莽應龍也是緬甸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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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英雄，在當地被冠以「大帝」的尊稱。1581 年，莽應龍死後，東吁王

朝陷入長期的分裂及內亂，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因此逐漸放棄了對外戰

爭並走向衰退。1752 年，孟族軍隊占領王朝首都阿瓦（Ava），為了抵禦

孟族軍隊，義軍將領雍籍牙（Alaungpaya）在木梳村招募村民聚眾練兵，

並以貢榜為基地，擊潰孟族大軍的進攻，建立了貢榜王朝（Konbaung 

Dynasty），日後統一全緬甸，並在 1767 年成功征服了泰國阿瑜陀耶王朝，

再度稱霸中南半島西部。然而，數年的對外戰爭，使貢榜王朝急需物資

支援，因此從 1764 年起，緬甸數度進犯中國清朝邊界，雙方持續了 5

年的戰爭，直到 1769 年才達成停戰協議。而原本已被滅國的泰國，則趁

清緬交戰之際，在泰華混血後裔鄭信（Taksin）的領導下重整軍隊，驅

除境內的緬甸軍隊，橫掃其他割據勢力，才使泰國成功復國，並且建立

了吞武里王朝（Thonburi Dynasty）。19 世紀後，緬甸的文化政治重心移

到曼德勒（Mandalay），中國人稱為「瓦城」，城極方正，宮殿秀麗，塔

寺莊嚴，直到英國人入侵占據後，才將南方沿海的仰光（Yangon）建為

政治中心（陳炯彰，2005）。 

綜觀東南亞大陸史，從 12 世紀至 18 世紀間，各族群間的征伐頻繁，

形成割據的局面，難有強權主導該區域的發展，尤其古代半島上人力資

源是相當重要的資產，但戰爭的因素使人口急遽下降，造成大陸東南亞

原有力量格局發生變動。15 世紀後，由於中西方海上貿易迅速擴張的緣

故，漸漸的經濟中心已由大陸地區轉移至島嶼地區。  

二、島嶼東南亞史變遷與發展 

大約 6、7 世紀左右，印尼蘇門答臘出現了一個名為室利佛逝的古

王國，是一個以貿易為立國根基的島國。7 世紀，佛教在此開始興盛，

中國唐代高僧義淨（Yijing）曾數度於此學習佛法，室利佛逝是整個東亞

地區最重要的佛教中心，對中國佛教的發展影響深遠。9 世紀後，室利

佛逝在印度和中國的貿易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橋梁，為了維持貿易航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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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順暢，室利佛逝開始逐步入侵周圍小國，使這些王國都臣服為屬國。

而室利佛逝鄰國，位於爪哇中部的夏連特拉王朝（Shailendra Dynasty），

信奉濕婆教，統治期間建造了舉世聞名的婆羅浮屠（The Borobudur 

Shrine），婆羅浮屠與柬埔寨吳哥窟都是世界文化遺產，二者皆是佛教與

印度教混合的建築，但婆羅浮屠僅是單純的神廟，而吳哥窟有精細的水

利工程。832 年，夏連特拉王朝被巴塔潘（Patapan）親王奪取了王位，

夏連特拉王子巴拉普特拉（Balaputradewa）被迫逃往室利佛逝，與室利

佛逝公主結婚，日後成為室利佛逝的國王（陳鴻瑜，2008）。 

然而，在 990 年至 1007 年間，室利佛逝與中爪哇經常發生戰爭，後

來馬塔蘭王國（Medang Kingdom）東遷，中爪哇和西爪哇出現權力真空，

室利佛逝趁機入侵西爪哇的巽他地區，擴大了領土範圍，此時期的王朝

進入了鼎盛時期，享有龐大的貿易利潤。但在 1017 年，來自西方印度的

注輦王朝（Chola Dynasty），因不滿室利佛逝在海上貿易中的港口稅和入

口稅過高，與室利佛逝發生貿易糾紛，於是從坦喬爾（Tanjore）派出軍

隊，這場戰役使得室利佛逝元氣大傷，甚至一度被滅國，注輦雖然沒有

實施長期的占領，但已令其統治威望下降，削弱其力量，無法恢復過往

對海上貿易的全面壟斷（廖文輝，2019）。 

13 世紀，信訶沙里國於爪哇島上崛起，並於 1290 年將室利佛逝逐

出爪哇島，但不久國王克塔納伽拉（Kertanagara）被諫義里王國（Kediri 

Kingdom）查雅伽望（Jayakatwang）的軍隊所殺，信訶沙里國王子維查

雅（Vijaya）僅能逃到特立克（Trik）等待復仇的時機。1292 年，蒙古大

軍征伐爪哇，維查雅與蒙古人合作擊敗了諫義理國，並趁蒙軍分散時倒

戈偷襲，蒙軍傷亡慘重只能撤回中國。在成功驅逐兩大外敵後，維查雅

於 1293 年稱王並建立了滿者伯夷王朝。滿者伯夷王朝是印尼史上最強大

的帝國，建國初期在王朝首相加查馬達（Gajah Mada）的治理下國力達

到巔峰。內政上，擴大中央權力和稅收；外交上，與東南亞各國維持良

好關係（李美賢，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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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世紀中葉，原是東南亞著名古國的室利佛逝持續衰敗，領土局限

在蘇門答臘島上的都城巨港。1397 年，滿者伯夷發起進攻，攻占巨港滅

了室利佛逝。王子拜里米蘇拉（Parameswara）帶著臣民，逃亡到新加坡

避難。他殺死了島上的國王多摩只（Tarnagi）自立為王，但在控制新加

坡島時，仍實施海盜作法，掠奪往來船隻，致使海上航道不順，在泰國

的驅趕下，於 1402 年北上在馬六甲立國，是馬來西亞歷史上的其中一個

王國（Khan, 2009）。馬六甲是人口僅有一、二千人的小漁村，且必須定

期向泰國朝貢。1403 年，馬六甲遣使隨尹慶至中國，尋求中國皇帝冊封

其為馬六甲國王，並接受中國的保護（陳鴻瑜，2012）。日後馬六甲除了

作為東南亞海上商貿中心，更是文化傳播的中心，拜里米蘇拉過世後，

他的兒子穆罕默德伊斯干達沙（Mohammad Iskandar Shah）信奉伊斯蘭

教。1440 年後，回教徒在蘇門答臘北部穩住勢力，隨後以馬六甲為基地

擴張影響力（陳炯彰，2005）。隨著伊斯蘭勢力愈來愈大，伊斯蘭教成為

了反滿者伯夷最重要的「意識形態」工具。15 世紀末，滿者伯夷最終被

東爪哇穆斯林王國淡目（Demak Sultanate）消滅。 

大航海時代來臨後，西方國家逐漸在世界拓展貿易，為了能與中國

通商，再加上對南洋群島的香料有所需求，部分東南亞島嶼開始被西方

國家殖民，西班牙於 1565 年占領了菲律賓，荷蘭於 1602 年占領印尼。

到了 19 世紀，不論是大陸王國或是島嶼王國，面對到西方的入侵皆無

力抵抗，法國人逐步統治了越南、柬埔寨及寮國；英國人則逐步統治了

新加坡、緬甸及馬來西亞。在西方殖民者統治以前，東南亞的國際關係

是處於中國朝貢體系（ tribute system）與東南亞曼荼羅體系（mandala 

system）並存的局面。但在西方國家入侵後，中國朝貢體系與西方殖民

體系（colonial system）發生了對撞，本文將會在下一節展開理論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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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理論對談：多元視角下的東南亞 

延續上一節東南亞史介紹，本章節以多元視角解讀東南亞。過去的

歷史課綱，總是強調朝貢體系在東亞的重要性，以帶有中國史觀的立場

看待東亞。然而，課綱設計本應讓不同歷史經驗有陳述的空間，並開啟

不同觀點對話的可能（陳昀萱，2014）。事實上，東南亞由於地緣位置特

殊，在古代除了面對中國的朝貢體系外，內部有所謂的曼荼羅體系存

在，19 世紀後又面臨到西方殖民體系的衝擊。在本節中，本文試圖展開

理論對談，目的在於運用多元視角去看東南亞，朝貢體系是以中國角度

去看東南亞，曼荼羅體系是以東南亞角度去看東南亞，殖民體系是以西

方的角度去看東南亞，透過理論對談可幫助我們了解不同民族的世界

觀，以及對區域秩序的想像（如表 1）。 

雖然，目前學術界對朝貢體系理論有所批判，認為朝貢體系對古代

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的解釋過於簡化，學理可以更細緻及精確。話雖如

此，為何還是會被歷史學界所接受？為何還是會寫入中學生的課本？因

為朝貢體系可以讓學生迅速了解古代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腦海呈現出

一種中華帝國為天下中心，以及萬邦來朝的景象。同樣的，本文提及曼

荼羅體系及殖民體系的用意也在於此，僅是強調要用多元視角去看歷

史，並透過理論方便我們理解歷史。 

關於中國與東南亞的國際關係，美國學者 Fairbank（1942）於上世

紀 1940 年代提出了「朝貢體系」，認為中國自古就是世界的中心，皇帝

為天下共主，四周皆為蠻夷之邦。而經中國冊封之屬國，必須定期朝貢，

並遵循禮制規範，如叩頭程序和出使授予封印。而中國就是以這樣一套 

 

表 1  多元視角下的東南亞 
名稱 朝貢體系 曼荼羅體系 殖民體系 

視角 中國角度看東南亞 東南亞角度看東南亞 西方角度看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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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貢程序，彰顯其國威及文明優越性，建立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宗藩

體系，但這是以中國角度去看東南亞。
4 

然而，從東南亞角度看東南亞，情況卻有所不同，英國學者 Wolters

（1982）在針對東南亞早期歷史及文化背景考察後，於 1982 年闡述了「曼

荼羅體系」的概念，他認為古代東南亞由於王朝結構鬆散，王權的延伸

有限，國王必須依仗著個人的領導魅力來進行統治，並透過宗教將自己

神聖化，以合理權力來源的正當性。曼荼羅一詞在梵語中意為「圓圈」，

運用在政體中也就是所謂的「王圈」（Circles of  Kings），代表王國中心

對疆域的掌控程度。一般而言，距離「王圈」中心越近，則控制力越強；

距離「王圈」中心越遠，則控制力越弱，因此王國之間並沒有準確的邊

界，而是以中心城市來定義。而夾在王國之間的屬國、部落或土司政權，

可同時向兩個以上的政權納貢。而原本臣服於中心的屬國，也可能因自

身實力的提升，威脅到原來的中心點，因此會形成核心移轉的現象

（Chutintaranond, 1990）。5
這與朝貢體系有所不同，因為朝貢體系代表的

是單一核心的世界觀，中國自視為天朝上國，並不允許另一個天下共主

的存在；而曼荼羅體系則是多元核心的世界觀，區域內存在多元強權已

 
4 朝貢體系經學界長期發展，其理論已精緻化，並發展出各種不同的學說，例如，濱下
武志的「朝貢貿易體系論」、何芳川的「華夷秩序論」、岩井茂樹的「互市體系論」、高

明士的「中國天下秩序論」等，都是從既有理論延伸出不同的學術觀點。然而，隨著

中國崛起，朝貢體系的研究進入到新的視角，部分學者將中國與周邊國家的互動視為

一種「新朝貢體系」，論述中國如何在現有國際體系下，恢復昔日霸權。例如，Martin
（2012）所著《當中國統治世界――西方世界的終結與新全球秩序的誕生》（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的第十章「朝貢體
系再現」，提到中國正在建構包含「朝貢體系」元素的新國際秩序。 

5 相對於中國朝貢體系的熱絡發展，東南亞曼荼羅體系在學界關注度似乎些許不足，研

究此理論的國際關係學者較少。不過，近年來開始有許多專書試圖帶入曼荼羅體系的

概念。例如：英國記者 Hayton（2014）所著《南海：21 世紀的亞洲火藥庫與中國稱霸
的第一步？》（The South China Sea: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Asia），中國學者劉曉原（2016）
所著《邊疆中國：20世紀周邊暨民族關係史述》，以及日本學者岩崎育夫所著《從東南
亞到東協：存異求同的五百年東南亞史》（廖怡錚譯，2018）。儘管三本書中皆有提及
曼荼羅體系在古代東南亞概況，但篇幅有限。至於，在學術發表方面，已經有學者以

個案方式探討曼荼羅體系在單一國家的發展情況，例如，中國學者呂振綱（2017b，2017c）
曾對印尼滿者伯夷王朝及泰國曼谷王朝分別做了考究。目前，東南亞曼荼羅體系正處

於發展階段，有待專家學者進一步的建構及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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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常態，但並不會自視為天下中心，更不存在所謂的華夷之辨。 

古代東南亞國王為了延續自己的政權，必然會希望有大國能夠來調

解，而中國就是在東南亞各王國中扮演這樣的角色，從中國的角度看，

東南亞各王國是朝貢體系下的屬國，臣服於中國王朝；但從東南亞的角

度看，中國也許是曼荼羅體系多元強權中的其中一個，只不過相對其他

東南亞王國而言，中國的實力強大許多。可當 19 世紀西方國家進入東

南亞後，舊有的國際秩序發生了變異，除了東南亞內部曼荼羅體系迅速

走向瓦解外，中國也面臨到殖民體系衝擊，朝貢體系的困境逐漸浮現出

來。雖然，本文以理論對談為主，但學理會因為時空背景及國家的不同

而有所變化，比如中國的朝貢體系會因朝代不同，規則有所變換；而曼

荼羅體系及殖民體系，則會因宗主國統治手段及屬國的情況而有所不

同。因此本節的理論對談主要是以大方向、大原則及普遍情況為主，可

分為視角、互動模式及屬國事務去做比較。理論比較詳述如下： 

一、 朝貢體系 vs.曼荼羅體系 

古代中國王朝與東南亞由於地理上的阻隔，即使在大一統的情況

下，也難以揮軍南下，因此對於半島上的事務鮮少干涉，只要這些屬國

願意臣服，每年固定朝貢達成君臣禮儀即可，屬國內部完全是自主的狀

態。而古代東南亞各王國之所以願意臣服中國，有三個主要因素：（一）

藉由中國王朝的認可，來增加統治的權威；（二）所謂的朝貢也僅是「薄

來厚往」，中國的賞賜不論是在質量和數量上，都遠遠超過屬國的進貢，

帶有貿易性質；（三）當王朝發生危機時，希望藉由中國調停，避免走

向滅國的危機。因此，雙方是互蒙其利，呈現出一種朝貢體系與曼荼羅

體系並存的現象，本文將對朝貢體系與曼荼羅體系進行比較（如表 2），

詳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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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朝貢體系 vs.曼荼羅體系 
名稱 朝貢體系 曼荼羅體系 

視角 
普天之下，只有中國王朝一個共

主，四周皆為蠻夷。而經冊封之屬

國，必須定期向中國朝貢。 

一個區域能夠有多元的核心大

國，非核心王國能同時向數個核心

大國朝貢。 

互動模式 
講究「三綱五常」及「禮」，願意

「薄來厚往」以物資回饋友邦，彰

顯天朝恩姿。 

單純的上對下關係，僅接受屬國的

朝貢，不講求回禮，更不遵循「薄

來厚往」規則行事。 

屬國事務 

清代以來，以不干涉友邦內政為

主，除非在地緣上危及到自身安

全，才會出兵干預內政，例如，越

南中法戰爭及中日甲午戰爭。唯一

的例外為 1789 年清朝應黎氏王朝

邀約，出兵干涉越南。 

干涉內政，並且藉此擴大曼荼羅中

心的權力範圍，例如，17 世紀時，

進入黑暗時期的柬埔寨，長期受到

泰國和越南的控制，不論是在王位

繼承、領土範圍或是軍事上，都受

到宗主國的影響。 

（一）視角上 

在視角上，朝貢體系看待天下只能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來形

容，中國王朝的四周皆是蠻夷之邦，且所有屬國必須向中國王朝朝貢，

天下只有一個共主那就是中國，但這是以中國的世界觀看天下。反觀曼

荼羅體系則是一個區域能夠有多元的核心大國，非核心王國能同時向數

個核心大國朝貢，尤其，15 世紀後，隨著緬甸、泰國及越南相繼崛起，

三大曼荼羅核心在中南半島已成定局，並建立了自身的宗藩關係。日

後，即使這三個國家經常與鄰國交戰，依然持續保有強大實力，皆是區

域核心大國，而夾雜在大國間的小國、部落或土司，為求自保與生存，

有時並不會只向一個王國朝貢，而是向數個核心大國朝貢，例如，17 世

紀，國勢衰退的柬埔寨，就必須同時向越南及泰國朝貢，否則就會遭受

到宗主國的入侵。這代表了曼荼羅體系中的強權是多極的、多核心；與

此相對，朝貢體系是單極的，只允許中國王朝一強獨大。 

總之，歷史上不單只有中國曾經建立出這種上與下的宗藩關係，泰

國、印尼、緬甸在古王朝全盛時期，也曾經建立自己的宗藩關係，但這

是一種屬於曼荼羅體系的宗藩關係，隨時有可能因為新的王國崛起，使

得原本的曼荼羅核心走向沒落。而朝貢體系即使經歷過朝代的更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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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朝依然自視為天朝上國，四周蠻夷端視中國需求才得以成為中國的

藩屬。 

（二）互動模式 

在互動模式上，朝貢體系禮節繁複，上下帶有君臣或父子關係，由

於中國為宗主國，因此屬國必須要定期來華朝貢。而中國則會因為屬國

的臣服，在回禮上講求「薄來厚往」，必定讓屬國滿載而歸，藉此展現

中國的國威及寬大，這是朝貢體系特有的地方。而曼荼羅體系僅是單純

的上對下關係，屬國有義務向宗主國朝貢或是進貢金銀花，宗主國僅接

受屬國的朝貢，不講求回禮及禮數。例如，泰國阿瑜陀耶王朝時期，馬

來諸國每三年要向泰國朝貢一次，貢物為金銀花，高度約為一米，由兩

株小樹組成，以黃金、白銀精細雕刻而成，樹的四周伴以昂貴的禮物、

武器、布匹，以及為泰國準備的奴隸（呂振綱，2017a）。然而，東南亞

各王國並不遵循中國式的「薄來厚往」規則行事，因此納貢對屬國而言，

往往是沉重的負擔，但假若屬國不願意朝貢，便會遭到宗主國的武力撻

伐。曼荼羅的核心大國就是藉由這樣的方式加強對屬國的控制，除了削

弱屬國實力，也穩固自身在區域的統治地位。 

東南亞王國中唯一的例外是越南，越南承襲了中國朝貢制度的模

式。1428 年，越南黎朝（Le Dynasty）在脫離明代統治後，就自稱為東

南亞的天子，並在對內與對外上採取不同稱呼，對中國自稱「國王」，

但在對周圍小國時，則自稱為「皇帝」，並且建立了自身的朝貢體系，

朝貢王國包含占城、高棉及滄瀾，形成了一種獨有的「小中華體系」。

東南亞曼荼羅體系與越南的差異在於，越南在建立以大越為核心的朝貢

體系時，不單只是模仿中越的上下關係，還學習中國的「三綱五常」及

「禮」來控制周圍的屬國，並且視自己為天朝。在越南的統治者看來，

自己與中國皆起源於「華夏」，中國是北朝，而越南是南朝，帶有與中

國王朝分庭抗禮的意味（Xie, 2017）。事實上，越南是東南亞各王國中的

特例，東南亞曼荼羅體系王國普遍不受中華文化的影響，並不會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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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薄來厚往的禮節，而是以擴張屬國數量及朝貢利益為主。 

（三）屬國事務 

在屬國事務上，古代中國並不會去干涉各個屬國的內政，而東南亞

各王國會臣服於中國王朝，是希望藉由承認中國為宗主國，來保障王朝

安全，避免受到外國入侵，甚至在外敵入侵時，中國能救援。例如，馬

六甲建國初期，為了避免遭受泰國的攻擊，於 1403 年遣使隨尹慶（Yin 

Qing）至中國，尋求中國皇帝冊封其為馬六甲國王，並接受中國的保護。 

反觀曼荼羅體系，宗主國則是會插手屬國事務，例如，進入黑暗時

期的柬埔寨，受到泰國的控制，就連在王位的指定上，也必須接受宗主

國的安排。
61600 年，泰國就把索里約波（Samdech Sauryobo）送回柬埔

寨就任國王，即巴隆拉嘉四世，新國王承認泰國的宗主權，並且執行「泰

國化」政策。此後，柬埔寨逐漸落入泰國及越南的控制中。而後，柬埔

寨陷入內亂，有時同時有四至五位皇室成員，在泰國和越南的支持下爭

奪王位，自相殘殺（余春樹，2012）。但即使成功爭取到王位，依然缺少

自主權，長期受到宗主國的武力威脅及控制。畢竟，在曼荼羅體系中，

宗主國干涉內政已是常態。 

二、朝貢體系 vs.殖民體系 

古語「守在四夷」是一種中國傳統的國防思想，實質上就是把國防

的第一線推展到鄰國去，以保證本國的絕對安全。上節本文提到古代中

國對於東南亞屬國的內政是不干涉的。但在西力東漸後，「守在四夷」

的構想又被清朝外交官薛福成提出，他認為東南亞對清朝而言是重要的

防禦前線，不可再像過去一樣輕忽這些屬國的重要性，因此在後期才會

出現所謂的中法越南戰爭。 

 
6 柬埔寨黑暗時代是指柬埔寨於 15世紀至 19世紀的歷史，隨著 1432年吳哥城的淪陷，  
柬埔寨國力逐步走向衰弱，並喪失大量領土，到了後期甚至被泰國和越南所支配，這

段黑暗時期直至 1863年柬埔寨成為法國保護國才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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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節中不把曼荼羅體系加入對比，源自於該理論的特殊性，古代

的東南亞是肉弱強食的世界，族群國家的臣服及滅亡已是常態。尤其曼

荼羅體系中核心強權是會變化的，西力東漸對於東南亞各王國而言，僅

代表另一個曼荼羅核心強權的崛起。然而，對中國而言，由於過往在朝

貢體系下，不習於干預屬國事務，因此在屬國面臨西方威脅而提出請求

時，也曾經歷掙扎。例如，1881 年，法國出兵占領了河內，越南曾向中

國清朝請求救援；1886 年，英國入侵緬甸，緬甸土司也曾向中國清朝請

求救援，或許他們視清朝為曼荼羅體系中的一個強權。然而以中國清朝

的角度而言，這是一次朝貢體系與殖民體系的對弈，本文將對朝貢體系

與殖民體系進行比較（如表 3），詳述如下： 

（一）視角上 

在視角上，中國認為普天之下，只有中國王朝一個共主。四周皆是

蠻夷之邦，所有屬國都必須定期向中國朝貢，且以「非我族類，其心必

異」的觀念去看待他國；西方則認為物競天擇，落後就應被淘汰；並以 

 

表 3  朝貢體系 vs.殖民體系 
名稱 朝貢體系 殖民體系 

視角 
普天之下，只有中國王朝一個共

主，四周皆為蠻夷。而經冊封之屬

國，必須定期向中國朝貢。 

西方認為物競天擇，落後就應被淘

汰；並以白人優越主義的觀點看待

東方。 

互動模式 
講究「三綱五常」及「禮數」，願

意薄來厚往以物資回饋友邦，彰顯

天朝恩姿。 

重度剝削，殖民地除了提供勞役

外，也必須輸出大量資源滿足殖民

者需求。 

屬國事務 

清代以來，以不干涉友邦內政為

主，除非在地緣上危及到自身安

全，才會出兵干預內政，例如，越

南中法戰爭及中日甲午戰爭。唯一

的例外為 1789 年清朝應黎氏王朝

邀約，出兵干涉越南。 

大多採用間接統治的方式，藉由與

當地國王或土司合作來掠奪及壟

斷貿易，並保留皇室以減少對當地

風俗及文化的衝擊。至於不願意屈

服於西方的王國，則訴諸武力，並

採取直接統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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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有白人優越主義（White Supremacy）的觀點看待東方。
7
歷史上，中國

與西方就曾因為對於國際體系的認知不同，導致了連續衝突，最著名的

案件莫過於清朝乾隆時期，英國人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訪華要

求通商時，向乾隆皇帝遞上了自己的外交文書，強調清朝和英國是完全

平等的兩個國家，應該建立正常的貿易關係；但在外交禮儀上，馬戛爾

尼因不肯向乾隆行三跪九叩大禮，讓乾隆不滿，雙方不歡而散。然而，

這是以中國的角度看待西方，認為英國只是一個蠻夷小國，沒有資格要

求天朝在貿易上的寬待。 

但當西方國家崛起後，也同樣以不平等的姿態看待他國，尤其在看

到了東方的落後與腐敗，興起了達爾文演化論概念，認為東方民族的落

後，是自然競爭的結果，落後的民族本來就應受到奴役，這使西方國家

在占領殖民地時，將一切的大肆破壞及燒殺擄掠視為正當。到了後期，

甚至以白人優越主義的觀點去看待亞非民族，自視為高階種族。事實

上，中國的朝貢體系和西方的殖民體系，本質上是相同的，都以自身為

中心點出發，且帶有歧視及民族中心主義。 

（二）互動模式 

在互動模式上，自古以來中國王朝自視為禮儀之邦，講究「三綱五

常」及「禮數」，所謂的「三綱五常」是用以劃分華夏的標準，而「禮

數」則是願意薄來厚往以物資回饋友邦，彰顯天朝恩惠。但這種過於講

究回禮的習性，帶給中國王朝沉重的負擔。明成祖時期，由於好大喜功，

希望創造萬國來朝的盛世；使得朝貢者見有利可圖，於是前仆後繼前去

中國朝聖；尤其在鄭和下西洋時，為了將明朝國威傳到南洋以外的地

方，大肆揮霍國庫，造成了明朝財政空虛，雖使朝貢體系走向巔峰，但

也將朱元璋時期所累積下來的財富消耗殆盡。而後明成祖朱棣過世，朝

 
7 白人優越主義是一種種族分子的意識形態，主張白色人種優於其他種族，因此更有資
格統治其他人種。19 世紀後，西方殖民主義盛行於全球，由於有色人種在文明與經濟
發展上不如白人，且普遍受到了西方殖民及壓迫，使白人的自我優越膨脹，認定自身

種族的優越性，並透過主義將所有對有色人種的偏見和歧視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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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因國力空虛無力薄來厚往，自然的朝貢國逐漸減少。到了清朝，統治

者也面臨到相同的困境，隨著王朝版圖的擴張，清朝國威傳遍南洋，前

來朝貢者門庭若市，使清朝面臨到與明朝相同的問題。有鑑於此，清朝

的統治者開始盡可能減少東南亞諸國的朝貢頻率，例如，寮國五年一

貢，改為十年一貢；泰國三年一貢，改為四年一貢；越南兩年一貢，改

為四年一貢。
8 

反觀殖民體系，就不像朝貢體系那樣和善，朝貢體系要的僅是表面

臣服，只要屬國願意朝貢，那麼中國王朝也會誠心接待；西方殖民體系

要的是實質的利益，所有的殖民都必須建立在對商業有益的地方；因此

會掠奪殖民地的財富，被殖民國除了提供勞役外，也必須輸出大量資源

滿足殖民者需求。歷史上，就有殖民國的君主，因不忍人民被這樣對待，

而寫信向西方宗主國申述，例如：柬埔寨法屬時期第一任國王諾羅敦一

世（Norodom I），就曾在 1900 年派遣長子及王位繼承人尤根托（Norodom 

Yukanthor）到巴黎，向法國政府申訴柬埔寨在法國的保護制度下所遭受

的痛苦，並接受法國記者的採訪，談及自己的王國被法國殖民欺壓，最

後刊登在《費加洛報》（Le Figaro），引起法國廣泛的討論，但最後申訴

無效（趙和曼，1983）。事實上，殖民體系的本質就是一種無止盡的欺壓，

為了利益可以將各種恐怖統治凌駕在人性之上。 

（三）屬國事務 

在屬國事務上，清代以來以不干涉友邦內政為主。除非在地緣上受

到威脅，才會出兵干預內政。例如，朝鮮戰爭和中法越南戰爭。到了近

代，由於清朝的積弱不振，那些東南亞的屬國，不論是寮國、越南、柬

埔寨甚至是緬甸都逐一變成西方的殖民地。西方國家以中國清朝不過問

屬國內政，直接否認中國擁有干涉屬國事務的權利。例如，越南曾經在

 
8 關於東南亞向中國朝貢情況，據《清史稿．屬國傳》記載，緬甸十年一貢；蘇祿（今
菲律賓蘇祿群島）五年一貢；南掌（今寮國瑯勃拉邦）五年一貢，但乾隆八年改為十

年一貢；暹羅（今泰國）三年一貢，但道光元年改為四年一貢（國史館，1999）。此外，
據《清實錄》記載，越南兩年一貢，道光十九年改為四年一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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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 年與法國簽訂第二次《西貢條約》（Treaty of  Saigon），在條約中法國

承認越南獨立自主，藉以否認中國的宗主國地位。 

相對於中國不干涉友邦內政，西方對東南亞屬國的治理可分為直接

統治和間接統治，至於選用何種方式則依據何種更有利於殖民統治。一

般而言，西方殖民者大多希望採用間接統治的方式，藉由與當地國王或

土司合作來掠奪及壟斷貿易，並保留皇室以減少對當地風俗及文化的衝

擊，但殖民地的內政、外交及王權接受西方殖民者的控制。例如，1864

年，柬埔寨國王諾羅敦一世接受法國保護，柬埔寨法國保護國成立，皇

室保留但國王並不具有實權。法國總督名義上是柬埔寨國王的顧問，實

際上柬埔寨文官系統全為法國總督所控制（Bastin, 1968）。 

至於不願意屈服於西方殖民者的王國，則訴諸武力，並採取直接統

治的方式，例如，英國入侵緬甸時，遭遇到緬甸各級統治者的反對，造

成英國在當地找不到可依靠的勢力，只能透過武力掃除反對者，最後才

在緬甸採取直接統治的方式。但在實務上，英國的統治模式不是單一

的，尤其在處理緬甸複雜的民族問題，英國實行了「分而治之」的政策，

他們將緬甸分為緬族聚居區和緬甸少數民族聚居區。在緬族聚居區，英

國採取直接統治的方式，統治力量深入到社會底層，除了推翻了國王、

僧侶、頭人、老百姓四級社會結構，更廢除了土司頭人制度，並將原來

的頭人委任為村長，成為殖民政府的民政官員，在領取津貼的同時，也

必須履行低級警務、稅收、司法官員的職能和各種雜差；但在少數民族

聚居區，英國則以較為寬鬆的作法，採取間接統治的方式，下設 34 個

邦，各邦皆具形式獨立地位，英國委派行政專員進行監督，具體邦務仍

由原土邦土司負責（孫福生，1995）。簡言之，以緬族為主的聚居區，由

於是緬甸國王既有的權力核心區，為了避免發生暴亂，因此控制較為嚴

謹；相反的，少數民族聚居區，由於較少發生反抗的情況，所以保有一

定程度的獨立性。 



 
 

110 教科書研究 第十三卷 第二期 

 

 

肆、東南亞史課綱的安排與建議 

透過前述的東南亞史介紹及理論對談，在對東南亞史概況有基礎的

了解後，本節正式進入到課綱安排的部分。一般而言，學習歷史有兩種

途徑，一種是「深度學習」，以朝代時序的學習方式，帶有微觀的思維

探討單一國家的政治、社會及經濟制度，比如舊課綱的中國史，對於歷

代思想及典章制度特別重視；另一種則是「廣度學習」，以主題式的學

習方式，帶有宏觀的思維探討該區域的政治、文化交流及國際關係，因

為牽涉到眾多國家，通常較適合用來學習區域史（如表 4）。 

東南亞面積大約 500 萬平方公里，總人口數超過 6 億，是由 11 個國

家及數十種不同的民族所組成。因此，不可能將每個國家的朝代世系都

放入到課本內，較適合用廣度學習的方式，而課綱的安排儘量以重大事

件或具有重要意義的史事為主，且不需要採用朝代時序的學習方式，而

是以主題式的學習方式去探索。本文建議主要可以分為四個部分，分別

為歷史演變、跨界流動、文化交流、近代發展（如表 5）。詳述如下： 

一、歷史演變 

關於歷史演變的部分，可以專注在各國何時興起，國族概念何時

建立，歷史上有哪些代表性的重要人物，或是發生哪些重要戰役，例

如，柬埔寨吳哥王朝的闍耶跋摩七世，帶領高棉人擊退占人，重建了

國都吳哥城；緬甸東吁王朝的莽應龍在全盛時期幾乎統一中南半島西

部；泰國吞武里大帝鄭信，則是在泰國被緬甸滅國後，帶領泰國人驅

逐緬甸人，重新復國，並建立吞武里王朝。上述這些人物都是該國的

民族英雄，也曾出現在該國的影視戲劇，受到當地人民的崇敬，例如，

柬埔寨傳統宮廷舞劇（Cambodian Court Dance-drama），就有以闍耶跋

摩七世為命名的舞劇，展現出該國豐富的歷史及精緻的戲曲文化；而

泰國電視劇《同一片天空》（Nueng Dao Fa Diao），則講述阿瑜陀耶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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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兩種學習歷史的途徑 
名稱 意涵 建議 

深度學習 
以朝代時序的學習方式探討古代國家政治、社會

及經濟制度，帶有微觀的角度去檢視歷史。 
單一國家（國別史） 

廣度學習 
以主題式的學習方式探討古代區域政治、文化交

流及國際關係，帶有宏觀的角度去檢視歷史。 
眾多國家（區域史） 

 

表 5  東南亞史課綱建議四大主題 
主題 內容 

主題（一）

歷史演變 

1.古代東南亞各民族於何時興起？曾經出現過哪些著名王國？各國國

族概念始於何時？ 

2.古代東南亞各國有哪些著名歷史人物？曾經執行過哪些重大改革？

或是發動過哪些重要的對外戰爭，對當時的區域政治造成什麼影響？ 

主題（二） 
跨界流動 

1.古代東南亞中哪些是原生於當地的土著民族，哪些是從外地遷徙過來

的民族？對區域發展造成了什麼影響？ 

2.古代東南亞為何能在貿易航線上占據重要地位？當時有哪些重要的

貿易據點？主要從事哪些商業買賣？在東西方的貿易往來中，扮演什

麼樣的角色？  

主題（三） 
文化交流 

1.13 世紀後東南亞大陸上內戰頻繁，刺激各國的文化交流，不論在飲

食、服飾、音樂及舞蹈上都有其相似性，這些文化在古代是如何相互

影響及流傳？東南亞文化有哪些共通性或差異性？ 

2.古代東南亞在宗教信仰上深受印度影響，是什麼原因導致部分東南亞

國家在 16 世紀後走向伊斯蘭信仰？此外，東南亞的宗教發展相當多

元，目前哪些國家存在著嚴重的宗教衝突？各國是如何調和宗教紛

爭？ 

主題（四） 
近代發展 

1.傳統課綱中，關於古代中國與東南亞關係僅介紹到朝貢體系。但

Wolters（1982）提出了不同的觀點，認為古代東南亞存在著曼荼羅體

系的國際關係。此外，東南亞在 19 世紀後又受到了西方殖民體系的

影響，我們該如何用多元的視角去看待東南亞？ 

2.19 世紀後西力東漸，東南亞各國逐漸淪為西方國家的殖民地，這樣巨

大的轉變對東南亞各國造成了什麼影響？此外，二戰後東南亞各國雖

脫離殖民母國走向獨立，但在邁入現代化過程中，還有哪些問題尚待

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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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男主角 Khan Thong 為了尋找父母死亡真相，假扮太監進入王宮。

但在過程中結識並愛上少女 Mang Mao，最終幫助鄭信戰勝緬甸入侵，

建立了吞武里王朝。此外，泰國電視劇《阿瑜陀耶》（Ayutthaya）也有類

似的劇情，將鄭信建立吞武里王朝的故事穿插其中。其實，像這些歷史

人物讓學生有基本的認識就已足夠。畢竟，東南亞有 11 個國家，要了

解每個國家的朝代世系是非常困難的，因此只要掌控基礎知識即可。 

二、跨界流動 

關於跨界流動的部分，可以專注在族群流動及貿易往來。在族群流

動方面，現今中南半島上，除了柬埔寨是當地原住民族高棉人所建立

外，泰國、寮國、緬甸及越南都是外來民族所建立的。泰國及寮國是以

泰族為主體，源於中國西南方，分別於 7 世紀及 13 世紀向南遷徙，進

入今泰國邊境；緬甸則以緬族為主體，源於中國和西藏邊界，於 9 世紀

向南遷徙，進入今緬甸北部；而越南則是以越族為主體，源於中國南方，

於前二世紀向南遷徙，進入今越南北部。因此古代中國，尤其在雲南、

廣西地區，很早以前就與東南亞有所交流，族群流動已是常態。 

在貿易往來方面，早在前四世紀，印度商船為了避免繞行馬六甲海

峽，已取道克拉地狹由陸路將貨物運往暹羅灣，然後繼續海上行程，柬

埔寨古國扶南無形中就成為這些商人的中繼站。但在 8 世紀至 11 世紀，

位於蘇門答臘的印尼室利佛逝王朝開始興起，主要是因為控制了馬六甲

海峽與巽他海峽，這是當時中國、印度及阿拉伯等海上商船必經之地。

到了 13 世紀，印尼滿者伯夷王朝與馬來半島有貿易往來，利用爪哇的

稻米換取摩鹿加群島香料，再將香料運往馬來半島出售。然而，14 世紀

末，印尼室利佛逝王朝被滿者伯夷滅國後，王子拜里米蘇拉北上在馬六

甲立國，而後馬六甲王朝成為馬六甲海峽的國際口岸（廖文輝，2019）。

日後麻六甲經濟的繁榮，使它迅速取代蘇門答臘和爪哇成為東南亞新的

轉口貿易中心（嚴文斌，2017）。透過上述議題，能讓學生了解古代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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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由於地緣因素，除了受到外來民族遷徙刺激，更是東西方貿易往來重

鎮，這些影響同時也造就了東南亞的多元文化及特色。 

三、文化交流 

關於文化交流的部分，可以專注在藝術及宗教。在藝術方面，東南

亞由於受到族群遷徙影響，經歷了一段共生融合的發展過程；再加上長

期戰爭的因素，各國除了藉由戰爭擄掠大批人口，以充實本國人口數量

外，有時甚至會擄掠有學問的和尚、學者、藝術工作者及舞蹈家，無形

中加深了彼此的文化交流，間接的替各國帶來了模仿及改良，造成東南

亞在服飾、音樂及舞蹈上有很高的相似性（陳鴻瑜，2016）。例如，筒裙

普遍流傳於古代東南亞，是大多數民族的傳統服裝，其形式是採用一條

未經縫製的布塊，圍在身上一圈或數圈，無論男人或女人的基本服裝都

是如此，而平民或貴族的唯一差別在於布料的質地檔次（Reid, 1988）。

像筒裙這類傳統服飾演變至今，已有多種不同的類型與款式。 

在宗教方面，泰國、緬甸、柬埔寨及寮國都是屬於佛教國家。至於，

佛教是在何時傳入東南亞，至今沒有一個公認的說法，只知道 7 世紀後

開始在蘇門答臘島興起，著名的印尼王朝室利佛逝就是以佛教為立國基

礎，到了 12 世紀才開始在泰國傳播，接著柬埔寨、寮國也都受到佛教

的影響，先後將佛教奉為國教。但在 15 世紀至 17 世紀間，印尼群島又

相繼興起幾個伊斯蘭王國，日後印尼和馬來西亞都成為了伊斯蘭教國

家。菲律賓則是東南亞國家中的特例，由西班牙統治到 1898 年，成為了

亞洲最大的天主教國家。 

然而，一個國家不可能只存在一種宗教信仰，佛教國家也有穆斯

林，伊斯蘭教國家也有佛教徒。東南亞史課綱的安排也能藉此探討宗教

對社會的影響。例如：印尼憲法保障宗教自由，但也要求印尼公民必須

有宗教信仰，並登記在身分證上；印尼政府原先只承認六個宗教，但在

2017 年，印尼憲法法院裁決合法宗教不再限於六種。此外，也能提到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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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衝突的部分，例如，泰國南部三府的穆斯林分離主義問題，從 2004

年至今已造成 6 千人以上的喪生；
9
緬甸的羅興亞人（Rohingya people）

問題，涉及了族群及宗教的紛爭，雖然緬甸信仰伊斯蘭教的人口大約有

20%，但緬甸佛教極端主義者依然排斥穆斯林，認為不能與其共存。藉

由東南亞課綱的設計，透過上述議題學會平等、包容及寬恕。最後，東

南亞雖然在宗教上深受印度影響，不論佛教及婆羅門教都來自印度，但

並不代表東南亞對印度的文化全盤接受，像是印度的種姓制度就沒有深

入到東南亞內，因此東南亞對印度的學習是選擇性的，並藉由對印度的

學習發展出屬於自己特色的文化。 

四、近代發展 

關於近代發展的部分，大航海時代來臨後，西方國家屢次入侵東南

亞並展開殖民統治。雖然，西方殖民體系對東南亞的影響至今，但傳統

歷史課綱對東南亞的視角總關注在朝貢體系，藉由東南亞屬國來華朝

貢，形容中國王朝的強盛，雖然這也是史實的一部分，但這是以中國的

視角去看待東南亞。事實上，古代東南亞存在著所謂的曼荼羅體系的國

際關係，到了 19 世紀後又受到了西方殖民體系的影響，因此應該用多

元視角去探討東南亞，這有助於破除中國史觀的鎖鏈，但這並非代表要

去中國化，而是讓中國史觀與其他史觀並存，才能夠反映出相對客觀的

史實，進一步貼近真實的歷史，並引導學生用正確途徑去看待歷史。 

此外，二戰後東南亞各國雖然紛紛脫離殖民母國走向獨立，但在邁

入現代化過程中，除了面臨到共產主義的思潮，也經歷到經濟發展的困

境，以及民主轉型等問題，這些國家至今仍有許多難題尚待克服。上述

這些議題都是在近代發展中可以探討的，因此本文建議在此主題中，先

以多元視角解讀東南亞，並將西方殖民統治連結到戰後赤化浪潮所帶來

 
9 泰國南部總共有十三府，其中三府緊鄰馬來西亞，分別為北大年府（Pattani）、也拉府
（Yala）和那拉提瓦府（Narathiwat），該地區居民主要信仰為伊斯蘭教，但泰國政府的
泰化政策，引發當地穆斯林不滿，自 2004年起開始以激烈手段抗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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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透過如此承先啟後的設計，可以勾勒出現代東南亞政治問題的

根源性及起因，更能加深學生的印象。  

伍、結論：東南亞課綱實行難度與挑戰 

制訂歷史課綱對統治者而言，代表的是解釋歷史的話語權，可以決

定歷史人物的功過、定義歷史事件的黑白，並將意識形態灌輸在課綱

內，藉此取得統治的正當性，合理化政治菁英的統治地位。民主化後的

臺灣，執政者雖不必擔憂權力的來源是否正當及合法，但在國民黨與民

進黨的統獨對立下，歷史課綱的改革必定牽扯到去中國化的問題，致使

課綱主體難以變動，課程設計缺乏彈性。這一次 2019 年課綱將中國史改

為「中國與東亞」，其實已是一大突破。事實上，課綱改革本來就不可

能一步到位，因此如何設計一套適用於中學生的歷史課綱，這是每年課

綱研討大會所面臨的挑戰。 

本文雖然倡議東南亞史的重要性，並建議將東南亞史納入課綱，但

也知道現階段要將課綱融入東南亞史是很困難的，因為在現有課綱架構

中，臺灣史、中國史與世界史的安排早已是常態，這次教育部雖然將中

國史改為「中國與東亞」，實際內容還是以中國為主體。此外，如果要

做出重大變革，必定會牽涉到考生最在意的考試範圍及對分數的影響，

因此短期間內要將東南亞史納入到課綱中是不可能的。不過，現在的高

中課程很靈活，其實可以納入到多元選修或是特色課程，讓新住民子女

或對東南亞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學習，這也是一種完善的配套措施，讓更

多學生了解東南亞。至於在東南亞課綱的安排上，應以更宏寬的角度來

去設計，減少枝微末節及繁複的部分，單純的介紹古代東南亞各國的興

起、重要歷史人物、族群遷徙、貿易往來及宗教發展等。甚至加入理論

對談的部分，讓視野不再局限於傳統中國史觀下的朝貢體系，更延伸出

東南亞曼荼羅體系及西方殖民體系，加深學生對東南亞國家的認知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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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事實上，東南亞有 11 個國家，本來就很難去了解每個國家的朝代

世系，因此只要有基礎的概述即可，課綱安排絕非是要去做深度的歷史

探討。此外，學校也能邀請會說中文的新住民、移工或是看護，於課堂

分享在臺灣的生活經驗，以及所面臨的困難，讓學生對東南亞的了解不

限於課本，而能跟現實有所連結，加深對這塊土地的認識。 

最後，我國鄰近於東南亞，卻長期忽略東南亞史，這是一種嚴重失

衡的現象。尤其，當政府推行「新南向政策」，但臺灣與東南亞國家無

邦交關係，致使官方上的合作空間有限，因此南向勢必要靠民間的力

量，那麼就必須加強老百姓對東南亞的認識。有鑑於此，本文認為未來

在課綱的安排上，有納入「東南亞史」的必要，一來可以打破舊有偏見，

了解東南亞也有璀璨的歷史，並非一無可取，更非蠻夷之邦；二來可以

增加學習視野，在講求國際化的今天，更能以寬宏的眼界去看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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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2020年 7月 10日（星期五）下午 2時 

地 點 國家教育研究院（臺北院區）902 會議室 

主持人 甄曉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與談人 周淑卿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教授 

張嫈嫈 臺北市立萬華國民中學教師 

 莊德仁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教師 

 許育健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副教授 

 黃政傑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終身榮譽教授 

 楊國揚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科書研究中心主任 

引言 

甄曉蘭：「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了適應現在生活及面臨未來挑戰，

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和態度，也是國內此波《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

程綱要》努力的方向與重要目標。因此，由過去的學科導向、能力導向，

到正在發生中的素養導向，已於不同層面（課程設計、教材編輯、教學

實施、學習評量、入學考試）衝擊著國小、國中到高中階段的教學活動。

編輯設計的部分如何顧及素養導向？還有是否符合素養導向教學的原

則？這些思考都與過往的教科書設計有很大的不同，或許很多人會覺得

九年一貫課程改革已是「能力本位」的課程與教學訴求，但九年一貫並

沒有跨到高中的部分，雖然也強調統整的概念、校本的概念，以及學生

是學習的主體。目前素養導向則又更進一步，從三面九項的角度強調學

生是學習的主體，希望老師的教學不只是知識的傳遞，須進一步培養學

論壇 

 

素養導向教科書編／審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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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將知識應用轉化到真實情境的能力，亦即九年一貫「培養帶著走的能

力」，基本上出發點是一樣的。今天討論當前素養導向教科書設計方面

有什麼不同？不單單只是和九年一貫比較。即便九年一貫課程已有很多

人有不同的批判、探討與討論。一直到現在，不管是教科書出版業者或

投入相關編輯設計的實務工作者、學者及專家，十二年國教課綱的素養

導向，到底有沒有不同或更加的精進？如果強調學生為學習的主體，強

化所謂的探究能力、知識的轉化與應用的能力，教科書編輯書寫應該是

如何？目前所設計高一的教科書，在過往審查的時候，和原來所期待的

有沒有落差？有沒有其它相關的實務考量？或審查委員切入的角度，理

想和實務還是有一段落差？歡迎大家提出來分享及指正。素養導向教科

書當如何進行審查？是否有合適的參照指標？還是只是同一個委員會

建立共識？或憑我們自己的權勢和經驗法則？其間最大的落差又是如

何？國外又是如何運作？我們可如何應用來相互來參照？這也是一個

議題。以及中間相關的認同、溝通協調有沒有困擾？如何解決？共識決

還是委員會的意見領袖來決定？我們也會邀請教科書出版業者討論與

回饋，有沒有辦法建立共識？改變之後，是不是滿足我們的需求？還是

只是虛應故事？因為迫在眉睫，也不得不通過。請各位對應制度的革

新，情境脈絡有編審的過程，提出相關建議。其它比如說高中老師研發

自己的講義、自編教材，在素養導向教學的過程當中，如何定位？老師

是否有更多自主行為，發揮專業自主、自編，以及使用，而考試的時候

也很有信念，知道自己的材料是不錯的，讓家長和學生也充滿信心。還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素養導向的教科書，當中有一個關鍵的概念，

很可能會把探究與實作綁在一起，往往提到實作就想到組裝，或是按表

操課的步驟，另外，探究是誰在探究？學生能否產生探究的能力，什麼

樣的教材能夠幫助學生，能夠激發探究？而不是依賴老師的解釋，期望

各位提出具體建言。 

 



論壇 素養導向教科書編／審的挑戰 121 

有限制的改革 

莊德仁：關於第一個部分素養導向教科書編輯設計與九年一貫教科書之

異同，有一位希臘的詩人曾說：「狐狸懂得很多事，而刺蝟只會一件事。」

我今天就扮演刺蝟，僅針對歷史教科書，來談相關議題呈現的問題。以

國中來說，呈現出有限制的改革的樣態，我主要根據教科書的內容比

較，以及訪談一線國中歷史教師，第一，教科書跟隨課綱而編寫，但是

時數是決定編寫內容多寡的關鍵，九年一貫國中部分三個年級的教學時

數是 1-1-2 小時，現在改為 1-1-1 小時，因為時數縮減，所以導致教科書

內容會有一些縮減。但是十二年國教強調素養教學，希望比九年一貫有

更深廣的知識、態度與技能，教科書除課文正文之外，邊欄與章節末尾

的活動也會增多，也有實作的練習。但是因為實作的操作時間有限，所

以限制老師無法在課堂上實際運用，這是有限制的。 

第二，素養導向教科書編輯設計與九年一貫教科書兩者呈現出同中

有異、異中有同的現象，相同的是文字簡要敘述，國中歷史教科書重視

圖象化的呈現，課本大概 50%是圖與表，圖表的知識，再加上歷史知識，

以及補充和小測驗；敘事一樣是簡要、跳躍，而且採神隱的第三者角度，

由單點連結單線的發展，缺乏整體時代脈絡。 

我舉一個例子，某版本臺灣史課本中記載：「16 世紀初，福建海商

顏思齊，在臺灣雲南嘉義一帶建立據點，招募漢人開墾，後來鄭芝龍整

併數個海上勢力，成為中國東南沿海的海上霸主」。這段文字其實很跳

躍，學生會認為這兩個人是分開的，可是顏思齊和鄭芝龍是好朋友，他

們是結拜兄弟，而且都在李旦甲必丹底下，但它的範圍也不僅是臺灣雲

南而是整個東亞海域。如果不這樣去理解，會覺得這兩個人好像沒什

麼，那更重要的是兩位都受洗成基督徒，通曉外國語言，甚至還想在日

本長崎發動政變。鄭芝龍的發蹟是亦官、亦商、亦盜，不只是商人而已，

他利用全球化的地理大發現浪潮，中日實施海禁、福建面臨缺糧危機、

海上倭寇橫行，還有中日臺轉口貿易的匯兌利差等機會，成為東亞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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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霸主。如果學生沒有這樣的概念，可能是很膚淺的歷史理解，腦中只

是人物的一些事蹟的記憶而已。 

從十二年國教與九年一貫的差異來說，九貫的圖表比較偏知識化，

主要是補充相關知識。十二年國教有部分知識、問題，甚至有些版本還

有穿越劇，如設計兩位 15 歲的男生和 14 歲的女生，兩位喜歡閱讀青少

年，一起陪同中學生讀者來閱讀課文。覺得這設計是很不錯的，以青少

年的角度來發問。課文提供閱讀的題目文字較長，除選擇題之外，還有

非選擇，可能配合所謂大考即將改革的混合題型，最後還有組織圖，這

是新的創意設計，不是只讓學生回答幾句話或勾選而已。 

回歸《總綱》與《社會領鋼》的基本理念 

莊德仁：關於素養導向教科書編輯設計應顧及的層面或原則，我覺得應

該回歸總綱與社會領綱的規範，總綱主要認為素養是面對現在的未來挑

戰，社會領綱是要為成就優質的公民做準備，這一點對歷史科是非常嚴

峻的挑戰。在此規範下的教科書編寫，應該考量學習者與理想者的差

距，學習者當然是未成熟的學生，不管是國中或高中，應該朝向人物為

主的故事導向，因為學生最喜歡聽故事，而理想者認為不是應該讓學生

知道很多故事，而是培養學生歷史素養與成就優質公民，這需要轉化教

科書內容進而養成歷史思維，所以就出現故事導向與思維導向的差距，

然目前的教科書卻是介於兩者中間，多是第三者角度的冰冷敘事，對於

歷史學習沒有直接幫助。其實故事導向與思維導向兩者實可兼顧，像課

文敘事應該更生動，也需強調整體性與脈絡化，探究的實作設計應該有

問題情境與教學設計，而非簡單的學習單。 

關於編寫原則，我認為應該可以從領綱出發，如果我們把教科書的

成書出版當做是表現任務的話，領綱的學習表現就是希望學生在學習以

後，可以出現的成果展現，所以教科書內容應該扣緊這個學習表現，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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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書的敘寫應以讓學生能夠展現相關學習表現為目標，而不是流於介紹

史事。 

我覺得當前歷史課本與素養導向有一段差距，如果把它當做一個光

譜的話，左端是說故事，右端是歷史思維，左端說故事內容較生動，而

且篇幅較長，若適切搭配問題，將可讓學生理解時代脈絡。如果是為培

養歷史思維，教科書應可視作教本，而且以探究導向為目標，史實為輔

助歷史思維的工具，教師在課堂教學必須具備引導學生討論的能力，現

在的課本則在中間，既不說故事又缺少思維訓練，處在一個很尷尬的狀

態。 

關於素養導向教科書編輯設計理想與實務間的考量，我認為要正視

它的三角結構，想像一個三角形，中心點是教科書編審，三個角分別是

學理、市場及考試。為什麼把考試列進去？我剛剛提到教科書的問題設

計朝向非選擇題題型，其實市場很敏銳，知道現在考試走向是什麼，若

未來考試與素養教學學理術能夠結合，上述教科書編寫考量考試走向的

作法，或許可以很巧妙的轉變市場。這也是一個可行的策略。 

教科書之出版處於變化中的系統 

莊德仁：另外，我們要正視教科書是一個持續編補的過程，但是要各個

出版業者不斷地修補，讓最符合素養導向的教科書成為最搶手的商品。

如果我們能夠引導出版社出版一個優質的課本，且在市場上叫好又叫

座，以上述的市場趨勢或許將足以改變全體，其他出版社皆會不斷的模

仿它，我覺得可以往這方面發展。 

接著，素養導向教科書宜如何進行審查，是否有合適的參照指標？

是否調整審查的方式，我曾經詢問幾個編者或出版業者意見，由於本次

領綱公布較晚，造成編寫教科書時間緊迫，若是如此，或許可以先分章

審查，然後再整體審查。或許在這種緊湊的時間壓力下，先透過分章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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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內容或許編審兩者都可以快一點交換意見，快速調整到大家理想的共

同目標，然後再整體審查。 

我認為有具體及抽象兩種參照指標，具體方面很可能以學科為中

心，比如說歷史概念，或在各科的學習表現裡面；抽象方面是素養，因

為素養是面對現在及未來挑戰，是否可以「以終為始」來建構出相關指

標，讓編寫與審查都可以參照。 

關於素養導向教科書編輯／審查間認知不同的溝通運作，我覺得有

先天的差異，大家對課綱的解讀是不同的，到底是著重史實內容或是表

現素養精神，這很可能一開始兩者即存在著差異。 

關於教科書編寫因為一綱多本採取市場機制，會對作者的編寫形成

壓力，也藉由市場來磨練文筆。但審查部分，由於多採秘密進行，似乎

欠缺相關人才培育。但編者一收到上達百頁的審查意見，真的會很氣

餒，會對審查機制產生質疑。 

關於素養導向教科書編輯／審查間的共識或困難，由於兩者的角色

身分也不同，面對的壓力也不同。曾聽到不少位不同出版社的編者抱

怨，都無法接受厚厚一疊的審查意見，由於臺灣歷史學術圈不大，相關

領域的研究者都很熟悉彼此的專業，針對新課綱提出的內容，出版社也

會非常迅速地找到我國相關研究的重要學者邀請作為編者，編者群也希

望能編出具有理想性的教材。但當一進入審查，若彼此來回的對話是雞

同鴨講，加上時效緊迫，由於業者彼此競爭大多想搶第一，編者原本具

有的學術研究與理性高度，迅速摧毀殆盡。最後為搶時效，編者容易在

出版社壓力下，放棄理想最後就變成妥協。且在撰寫階段，為要防弊，

兩者都欠缺溝通。正因為如此，所以編審要獲取彼此都能接受的共識容

易出現很多困難。 

由於教學現場使用教科書有著教好教滿的習慣，如果教科書編寫真

的能呈現理想的話，加上老師又習慣教好教滿，那透過教科書出版的確

可以改變整個教育的範疇。另外，出版業者也是教育系統的一員，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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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人也不是敵人，應該是夥伴，加上出版社又負擔出版的重責大任，應

該從夥伴的角度來幫助他更了解教改的理想所在。目前我們可能有很多

制度設計是基於防弊的考量，而很容易把出版業者視作敵人。 

新舊課綱的理念異同 

張嫈嫈：在國中的教育現場，學生正在新舊課程轉變的過程，老師到底

要教知識或是素養。其實九年一貫的教科書和十二年國教的教科書，根

本沒有不一樣，為何九年一貫沒有辦法完全落實當初的理念，其實是它

走太快了。當初是希望培養學生帶著走的能力，可是這些能力對多數的

老師來說，當初的求學歷程並沒有這些能力，老師們是不斷在學習的過

程中，自己歸納整理這些規則，是自己產出這些素養，可是畢業後在教

學過程當中，老師們從來沒有這樣培訓過，所以對現場的老師來說，要

去教能力是很大的負擔，因為沒有範本。再來教科書的編寫和國立編譯

館編的方式，也沒有太大的差別，內容可能稍微活潑一點。 

教科書的定位與課綱規範 

張嫈嫈：十二年國教希望調整九年一貫理念與實務面的落差，站在較中

庸的立場，沒太多知識，又要有一些能力，那麼課本的編排如何達成理

念的落實？我們一直在思考教科書到底是要給誰看的？老師要看的是

要教哪些知識內容，如何透過教學流程的編排和學生的學習歷程體驗，

才能讓學生學會這些知識。在學會知識的過程當中，得到能力的培養，

教科書其實只是素材而已，可是學生回家之後自己要讀課本，教科書應

該是一種閱讀的資料。以自然科教科書為例，課本會從原理、原則開始，

接著才說明有哪些重要的知識點，最後說明在生活中的應用。但科學家

在形成知識的歷程，應該是先從這些現象的觀察或是實驗的觀察，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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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數據之後，慢慢形成自己的知識概念，再從眾多的知識概念理出原

理、原則出來。學生在學這些知識的時候，是不是也希望透過這樣的歷

程學會，可是老師在帶領學生進行教學時是這樣做，但課本能夠這樣編

寫嗎？因為每一位老師帶領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樣，所以最大的困難是課

本到底是要給誰看的？照理說老師們應該依課綱教學，我們應該遵守課

綱規定，要教哪些，然後編排教學流程，甚至是 3 年的架構應該如何編

排，針對自己校內的學生、校內的特色編排課程。但是這樣太花費人力，

老師沒有那麼多時間做這件事情，所以教科書出版業者幫老師做這件

事。這部分在審查的時候，會有一個很大落差，到底是站在老師的立場，

還是站在學生學習的立場，這是我覺得比較困擾的地方。 

以自然科來說，現有的教科書知識量相當多，如果還要花時間進行

探究與實作，對老師來說是蠻緊迫的，雖然沒有要求每一堂課都要這樣

做，但是總綱規定三分之一的時數進行探究與實作。每週有三節自然科

學領域的課程，有一節要探究與實作，教學勢必要花比較長的時間，因

為學生不是只有自己操作，還要與同學之間互動、討論，甚至每一組的

數據處理、分析方式和結論都需要分享發表，以歸納共識點，這些共識

點和科學家得到的概念或原理原則也相去不遠。這些概念或原理原則老

師可能花不到 10 分鐘就可以全部講解完，但如果學生以這樣的歷程學

會，可能要花 30 分鐘甚至一節課的時間，以目前的知識內容量來說，

落實還是有問題。 

接著，在教學過程中最重要的是，未來會考的成績如何？家長們要

看升學績效、行政端也要看升學績效。老師們為了提升學生的測驗成

績，所以花比較多的時間磨練學生的考題，當然考題練的多，老師就需

要花比較多的時間講解，可能有一半的時間都在做考題練習，不到一半

的時間在講概念，可是當初每週 3 節課的規劃是教知識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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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審查的共識 

張嫈嫈：我們審查教科書時，發現比較容易落實核心素養和學習表現

的，是實驗設計部分，所以在審查的過程會比較看重實驗有沒有重新編

排。現有的三間出版業者，變化最大的可能最沒有人要選，因為老師擔

心不會教，偏向課本最好都不要變，所以確實有出版業者在說明教科書

特色時表明都沒有改。可能現場老師沒有體驗過或嘗試過素養導向教

學，認為那是困難、不可行的，甚至有的老師會覺得花那麼多時間，對

學生的能力有提升嗎？對成績有提升嗎？其實還是看重成績這部分，導

致出版業者也為了市場考量，必須偏向老師的想法。 

教科書審查的依據是課綱，總綱的三面九項核心素養和領綱的學習

重點。可是學習表現如何落實，在教學過程當中考驗的是老師的能力，

而不是出版業者編書的能力，實驗大概是比較能清楚呈現學習表現的重

點。另外，還有出版業者給的記錄本和練習題，也是可以重新規劃設計

的。 

素養導向設計的理想與現實 

許育健：我覺得我的角色其實滿多元的。我在小學當過十幾年老師，是

教科書的使用者。現在是編寫者，是三家出版業者其中一家的主編。其

實對我自己來說，不管是矛盾或是掙扎之處，都覺得剛好有這個機會可

以向各位請教、分享。首先九年一貫教材比較後半的時候我參與編寫；

後來（十二年國教課綱實施前）開始接這個團隊以編寫者（的角度）來

說，因為要通過審查，所以最重要就是課綱。真的比我更熟悉（國語文

領域）課綱的人不多了，我反覆讀得非常多次，去了解到底這些內容是

什麼，才能編出符合課綱的內容。我們的共識是素養概念如何呈現，我

不斷的在編寫的歷程，提醒素養就是學以致用的概念，我希望可能會有

知識、技能的成分，而且一定要創造一些情境，讓學生以語文來解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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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讓類似這樣的概念，從教材設計的過程中體現出來。這其實是非常

困難的，過去的教科書不見得是這樣編寫，所以我們真的是一步一步

走，慢慢的摸索。再來，除了素養、學以致用的概念以外，最著重的面

向或原則，如同剛才所說的是生活情境與問題解決，另外一塊我們也是

相當重視，語文是工具學科，所以我們重視各種學習策略，尤其現在非

常重視的閱讀策略，不管是各式的文本或是評量等，學生都需要擁有這

樣的能力，要在有限的篇幅帶入策略的學習。其實，策略學習對學生來

說是辛苦的，學必須要用，所以多設計一些內容讓學生用。我進入這個

領域以後才知道，最綁手綁腳的其實是教科書當初的定價系統，一本教

科書才幾十塊，一頁值多少錢。一開始編的時候，每一課課文只能 10

頁，超過會不敷成本，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想要多一些情境設計，其

實非常困難的，根本沒有頁面可以放，再加上時數，當然也是有一些的

調整，所以我覺得強調學習策略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以語文（教材）

來說，過去語文課本很容易有教化的思維，或是文以載道、講道理等，

其實這點我們也花很多時間在調整觀念，比如以前會寫某某人的故事，

如果可以的話，我們盡量以常人、一般人，而不是偉人，後來發現偉人

不一定有這麼多面向是我們值得要參考的。因為孩子身邊都是常人，就

是一般人大家都不完美，我們如何在這過程中和他們學習這部分，這是

在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教科書會想要調整的。剛剛莊老師提到的三角關

係，在編小學階段的教材，比較沒有升學這件事，所以我們大概就是理

念，市場就是老師，另外一塊就是審查。當初出版業者請我擔任主編，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通過審查，因為市場賣得怎麼樣，則由他們去開疆闢

土，所以我們也很在意審查意見，如何通過審查，在過程中我們就只好

三種之間取得平衡點。這幾年感受最深的是市場老師這塊，其實我上午

就在出版社，他們揭示新書的市占率，我們感受到很大的壓力。市占變

得比較不好，可能是因為我們變動太大，和過去的九年一貫課程教材變

動太大，很多老師看到這麼大的變化就不選了。這對我們來說非常的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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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所有的選書權都在老師身上，而且非常零散，不僅是一個學校，而

是每個年級都有自己的選書權，所以如何讓老師跟著大家一起思考素養

導向的教學或是教材等，這是我們一直很努力的目標。 

我只能夠不斷地把自己的理想或想法找一些重點來做，我不要做革

命的事情，而是做一些革新的事情，就是變動一些，至少這一點我還可

以透過各種方式來說服老師，讓老師在這個地方能夠認同，這也變成教

科書出版業者還要負擔教師專業成長的責任，這也是我感受比較深的地

方。談到審查部分，因為審查有些標準，基本的要求在，但很少是根據

學科、領域去做，這個學科期待或基本的規則是什麼，我們每次都要等

審查意見出來，看到以後才知道原來這是他們的要求。在審查前沒有比

較具體的內容，所以我覺得或許我們可以好好的來思考，是不是各個學

習領域的審查指標，應該經過一些的討論，至少設定最基本的標準，不

管是編的、審的、用的都有一些參考。最後，也是和審查有關，以往我

們看到很多的文字意見，當然要發揮自己的閱讀理解能力，了解編者，

有時候會前後意見不一致，但是又不好意思說，只能說謝謝委員的意見

等，我覺得實在非常的痛苦，所以建議如果有面審的機會，當面說我們

的架構、理念、變動，我覺得口頭說過一遍，然後再審，或許會降低彼

此之間的誤解。 

教科書編寫的限制 

周淑卿：關於教科書編審的問題，雖然本刊過去談過幾回，但如今十二

年國教課程開始實施，有一些新的思維，也出現一些新的問題，值得再

談。新課程主要的改變在於「素養」；過去的「能力導向」和現在的「素

養導向」這兩件事情，我覺得沒有很大差別。我們把很多教育的理想、

教學革新理念全部納進來以後，好像「素養」就變成全新的東西，事實

上過去也並非沒有相關的概念。談到現在和過去的教科書，在實際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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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上有沒有不同？似乎也沒有什麼不同，因為所期望的理想教材樣貌

和實際上的困境很相似。我也是一家教科書出版社的編者；這麼多年

來，教科書總是受到教師偏好的左右，出版業者在過程中總一再要求編

者盡量接近教師們的需求。當然，教科書應當考量教師的需求，但是很

多教師提出的需求與教材的理想卻背道而馳。出版業者的市調結果大多

是：教師希望新教科書不要改變太多，所以就要求編者在編寫新教材時

不要有太多改變。長久以來，市場選用者、教科書審查者這兩端，把編

者夾在中間，所以我常形容編者是「戴著腳鐐跳舞」。十二年國教課綱

希望以學生為主體，讓學生經歷探究的歷程，運用思考與學習策略以探

討問題，以便能應用到日後的自我學習中。偏偏這些理念在編寫教科書

時必然會受到限制，也就是說，當我們要跳新課綱這支舞，戴著的腳鐐

是什麼呢？ 

第一，由於教科書的統一定價與頁數限制，以致教科書沒有太多空

間舖陳探究歷程，更難提供實踐與反思修正的學習活動。第二，教科書

設計受限於各科教學時數；國外教科書通常會提供豐富的內容，而教師

可以依教學需求選擇讓學生自學，或作為主要上課內容。但是，臺灣的

教師卻大多認為教科書內容應該完全配合教學時數，因為如果沒有教完

教科書內容，可能會招致學生的質疑或家長的批評。所以編者必須考量

如何在有限的教學時數內壓縮學習內容。然而，要引導教學朝向核心素

養，教材不可能只在有限頁數裡呈現有限的學習內容。第三，升學考試

尚未「素養導向化」，假如考試可能要考這麼多「內容」，教科書就不可

能蛻變為「素養導向」的教材。比如說歷史教科書最好將所有可能會考

的史實納進來；自然科要包含可能會考的定理和經典實驗。如此一來，

教科書仍然傾向片段式的內容呈現，根本無法脈絡化。第四，教師選擇

教科書仍以「不變」為考量，希望不管課綱如何變，教科書都盡量維持

過去熟悉的形式與內容。這四大限制，讓編者很難實現課綱的理想。 

編者並非不知道課綱理想是什麼，但以上的現實條件限制，都讓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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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面對審查時很難達成審查者的期望。但編者和審者之間是否沒有共

識？我覺得在課程教學理念上這兩方很容易有共識，例如，以學生為主

體的理想是什麼？探究的理想是什麼？編者是具有相當程度的人，也反

覆研讀過課綱，所以兩方對這個理念通常有高度共識，但是對於如何轉

換為實際的教材內容卻難以有共識。雖然國教院教科書研究中心讓編審

雙方在開編之前，對教材編寫有很多的對話和討論，盡了很大的努力，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永遠無法解決，因為兩邊的立場根本不一樣。儘管

理念層次有共識，希望教材中有探究歷程，不要一下子就出現答案，讓

學生有一些問題思考的空間，提供多元的策略，也可以有多元的答案，

但是受限於前述種種的條件，編出來的教材絕對不可能是這樣的。編者

一定要考量教科書的市占率，雖然作者不會因為市占率不好就減少稿

費，但是對出版社有道義責任，不能只想要編理想的教材，卻不管市占

率。在多次編審溝通的過程當中，雖然編者也知道該怎樣修改，卻很難

依循審查的要求，因為課綱理念和市調呈現的教師需求背道而馳。與審

查者攻防過程第一就是要求生存，要走一條審者能放行的路，但是也不

能完全按照審者的標準做，因為越合乎理想，越難在市場中生存。所以

編者會找到一些回審的攻防技巧。 

十二年國教教科書的新方向為何？我個人的理解是從內容導向轉

變為素養導向。內容導向教材是盡可能鋪陳事實性的知識，概念也是直

接陳述，而不是推導出來的，概念、原理原則全部用直述方式一路講完。

素養導向的教科書應盡可能先誘發問題意識，而不是急著要把知識呈現

出來。其次，要把學習歷程展開，讓情境中出現問題，讓學生運用思考

策略解決，所以有很多反思的過程。第三，先想為什麼要學這個單元？

為了讓孩子有什麼樣的思考能力，或解決什麼問題的知識、技能、態度？

再回來想，要學習什麼樣的知識，經歷什麼樣的歷程解決問題？這是比

較大的改變，我相信很多編者在這個過程中感受到困難。 

以前編教材其實相對容易，只要把所知道的學科知識寫出來就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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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完成了，現在要先想為什麼要學這個，光是想「為什麼」就是很大的

難題，所以編者花了很多時間在琢磨這些事；但是好不容易琢磨清楚

了，卻又不能這樣做，非常兩難。這裡面涉及很多教科書審定制設計的

環節，我覺得需要再檢討。教科書研究中心正在研議認可制的可能性，

如果審定制因為這些千瘡百孔的問題，沒有辦法繼續走下去，認可制可

能是未來另外一種可能的制度。 

先要思考素養是什麼及其與以往的能力有何異同 

黃政傑：關於素養導向教科書編輯設計，我的觀點是和以往不會有太大

不同，問題在於過去執行的時候，並沒有落實。九年一貫課程課綱的重

點在致力於學習表現，一度曾經內容部分都不講，這個對不對是另外一

回事，但是當時是這樣做。現在十二年國教課綱，我覺得主要是如何落

實素養導向，學生該學的一定要落實。編輯的時候可能會遇到的問題是

現在用素養這個詞，以前是能力這個詞，能力和素養有什麼不同？如果

沒有搞清楚後面就很難，現在當然也沒有辦法不執行，因為課綱已經公

布，我們從公布的素養定義來看，考慮素養導向教科書編輯設計的層面

和原則，這大概比較重要。編輯素養導向教科書，首先要注意的是，十

二年國教課綱對應的是認知、技能與態度，但是九年一貫談的是認知、

技能與情意，情意比態度還大，未來編修課綱的時候可能要再考量。 

編輯素養導向教科書的幾個焦點 

黃政傑：還有，探究與實作、議題融入、生活應用，在素養導向教科書

的編輯上都很重要。生活應用比議題融入的範圍還要大。另外是跨科、

跨領域的學習、歷史情境脈絡在編輯上也要納入，不要用零碎的知識來

教學生，必須把時空關係和脈絡情境交代清楚。素養導向教科書的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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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要兼顧理想與實務，老師的接受度是個現實，教科書變得越多老師

越不可能選，因為老師沒那麼多時間去變，最好是不變。國語文、英語、

數學很單純，社會與自然的任課教師比較複雜，比如說國中自然七年級

生物老師，八年級理化老師，九年級是兩節理化老師、一節地科老師，

他們選用自然教科書的看法是不同的，如何做決定會影響教科書的編輯

考量。這也是包含歷史、地理及公民與社會的社會教科書編輯需要考慮

的。如果每年都是分科教，每一科都是一節課，請問要如何教？探究實

作如何做？這是有困難的。不可能要求每個單元都探究實作，如果有比

較統整的探究實作，有時候必須到戶外，甚至社區探查，比課堂上課時

間多很多，這是另外需要考慮的。當然這些因素都要顧慮，只是編者有

所謂的道德的責任，不單純是符合課綱規定，通過審查，更重要的是編

一本好的教科書。什麼是好的教科書？這要編者自己定義，學術或實務

上如何定義好的教科書？這是比較困難的事，也是比較大的責任。如何

審查素養導向教科書？有沒有合適的參照指標？其實過去很多研究，好

的教科書從審查與評鑑的指標來看，有出版、內容、教學，以及物理屬

性等角度，這些都是可以判斷的。 

審查教科書不是只看素養導向，教科書審查有一部分是社會審查，

不是專業審查的指標而已，比如說排除歧視，包含性別歧視、年齡歧視、

種族歧視等，這和專業也許是無關的，但很重要。希望未來可以參考過

去的研究所提出的審查或評鑑指標。 

最近比較忽視的是，各冊章節在撰寫的時候，冊的定位非常重要，

裡面的章節定位也非常重要，撰寫時不能只看某一個教育階段，比如說

國中的教科書，只看國中的課綱。相反地，一定要從高中、國中、國小

課綱整個看，如果不整體來看，國中老師會質疑國中某個領域教科書沒

有介紹某一個概念，認為學生沒有學到會導致後面的學習問題。實際上

課綱可能是放在高中教，這一點教科書編者自己要先弄清楚，在教師手

冊及教科書推廣使用的時候也要說明清楚。還有橫向連結很重要，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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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不是在單一領域或學科內思考，相反地需要理解相關領域同時間

在教什麼。至於素養導向教科書編審之溝通的部分，希望能把審查意見

說清楚，編審要有互動，如果編者的回應意見合理，審查委員原來的意

見也可以收回來。 

教科書品質、多元是共同的責任 

楊國揚：最近在思考教科書審查制度的整體發展，有三個面向是必須同

時關注到的，分別是出版業者、審定機關及學校教師。教科書是依據課

程綱要編寫及審定的，不管如何看待教科書，課綱的理念與課程目標一

旦改變，教科書自然也要跟著調整，這是最基本的。但談到教科書的品

質，其實並不是按照課綱編寫、審定就好，從學者看待教科書品質的角

度，什麼才是有品質的教科書，至少都可以羅列數十項指標。教科書開

放後，相較於過去，我個人認為整體上品質是進步的，在內容上也更具

有多元和創新。可是從教科書版本多元化的角度來看，教科書最終能不

能落實版本的多元，教科書編審者雖然有影響力，但學校教師如何選

擇、使用教科書，對版本能否多元，更具關鍵作用。因此，看待教科書

品質與多元，出版業者、審定機關及學校教師的角色，應該同時關照到。

就審定機關來說，教科書審查的目的是確保教科書品質及適切，能有助

於學生的學習；但從出版業者的角度，教師是決定教科書的人，如何滿

足教師的喜好或偏好，方便教師的教學與使用，更是關鍵。所以，教科

書審查過程常常陷入兩難，畢竟不是只有要求教科書要按照課綱編寫、

內容要正確等基本條件，教科書的設計是素養導向或知識導向、是學生

中心或是教師中心，更是檢驗這一輪新課程教科書的重要指標。其實從

十二年國教課綱教科書開始使用之後，我們聽到非常多的聲音，有肯定

的，也有比較負面的；肯定的人認為教科書開始有素養導向的設計，持

負面看法的人則認為教科書還是嚴重知識導向、還是很厚、老師還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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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學生學不完。其實這樣的聲音不僅來自教學現場，也有來自民意

代表、家長及社會輿論。 

面對這些聲音，我們感到為難的地方是，如果教科書要能精準呼應

十二年國教課綱的理念與課程目標，教科書的編審是需要充裕的時間做

準備；但現實是，從課綱發布到教科書編寫、審查、選用，時間是遠遠

不夠的。審定機關雖然努力縮短審查時間，讓教科書出版業者多出一些

編寫的時間，但我們知道，這樣有限的時間，要完成高品質教科書的編

寫、審查，對教科書編寫者、審查者是不太公允的。但我們期待，第一

輪教科書雖然不盡理想，但是至少能看到新課綱的理念與目標在教科書

中改變、實踐；更希望教科書經過一輪的使用之後，未來能夠透過教師

教學現場的回饋、學生的使用意見，讓教科書的修訂更完善。 

從九年一貫課綱到十二年國教課綱教科書，我認為編審各方都在改

變，原因很簡單，從九年一貫以來，課程已從「標準」鬆綁為「綱要」，

目的就是希望能從比較開放的角度來思考課程設計與教材的發展；相對

的，教科書審查尺度也要適當的放寬，留給教科書編寫者更多的彈性與

空間。但九年一貫的實施經驗，我們看到教科書經過第二輪、第三輪的

使用，實際上是愈來愈類似，愈來愈像傳統知識導向的教科書，個人認

為這是很多出版業者要檢討的地方，如果不斷滿足老師的需求，甚至仿

效市場占有率高的版本，教科書就會更保守。就審查單位來說，教科書

的理想與市場現實的拔河，也會陷入兩難，通常到最後，只要教科書符

合課綱規範、內容也無關對錯，審查委員也會妥協，這對教科書品質及

多元化多少會有影響，但其實真的很無奈。未來十二年國教課綱教科書

修訂能否往理想目標邁進，也會是一大挑戰。 

所以，從我剛剛提到的三個面向，包括教科書的編寫、教科書的審

查以及學校教師教科書的選用與使用，應該是未來整體思考教科書制度

設計的重要面向，也唯有結合編寫、審查與選用各方的努力與合作，並

賦予一定的責任與義務，教科書品質的提升才會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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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審查明定審查基準 

楊國揚：教科書審查除了以課程綱要作為主要依據外，其實教科書品質

條件還是有很多面向，國家教育研究院配合十二年國教教科書審查，已

經明定「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小學教科用書審查基準」，提供審定委

員作為判斷教科書品質及審查通過與否的參照指標。目前國教院的教科

書審查基準，雖然無法周全，但已經包含教科書品質的各重要面向。譬

如：教科書是依據課綱編寫，且是官方審查認可的，因此，教科書有沒

有依據課綱編寫、有沒有牴觸國家法律之規範就是必要的標準；而除了

必要標準外，攸關教科書品質的其他面向，像教科書的組織架構、教科

書的內容、活動與評量的設計、圖文整體的配置與呈現，以及教科書統

一的體例格式等，都是判斷教科書是否適合作為教科書的基本條件。所

以，教科書的審查，主要就是根據這些面向進行。 

目前國教院的教科書審查基準，主要是針對各領域科目共同性的標

準來設計，但不同領域科目，對於教科書品質的要求不會完全一樣。剛

剛有與談老師也提到，教科書審查應該建立各領域科目的審查基準，這

是我們接下來會努力的地方。除審查基準外，教科書審查過程中，編和

審之間的某些角色衝突確實是存在的，不管怎麼看兩方，說要把彼此當

成夥伴關係，共同承擔品質責任，現階段我覺得這是一個理想目標，不

是現況。畢竟教科書編和審之間所處的立場、角色不一樣，針對教科書

內容設計所切入的觀點也不完全一致。但我認同編和審應該成為夥伴關

係，一起為教科書品質努力、把關。從審定制度的設計來看，國教院已

經在研議將現行的審定制度做比較大的調整，希望結合教科書出版業

者、教師，讓未來的教科書審查方式更具有彈性。因為審查委員管的越

多，教科書編寫者的創意空間就會受到壓縮，教師的教學專業自主也會

受到局限。我在審查單位，每天都要經手厚厚一疊的教科書審查意見，

我常在想，教科書審查意見有必要如此鉅細靡遺嗎？教科書編者難道沒

有專業能力嗎？相信編者看待審查意見應該也會有這種感覺。所以，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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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之間透過面對面溝通教科書相關意見，應該是大家樂見的。只是，國

教院每年受理的教科書高達數百冊，密集、頻繁的溝通方式，在時間及

審查效率上，確實也不太可能。如果未來教科書的編審作業時間予以法

制化，則制度設計將可改善與周全。否則目前這樣的急就章作法，對編

審都會帶來非常大的困難，而且對教科書整體的品質，絕不會是最好的

運作方式。 

教科書編審良性互動，共創雙贏 

楊國揚：如何讓編審雙方透過良性互動、溝通，來創造雙贏的局面？其

實目前的教科書審定辦法，已經有編審溝通機制，可以讓編審雙方透過

面對面的溝通，釐清問題、化解歧見。但我認為目前的編審溝通機制，

效果並不是很理想。我想，除了時間因素外，互信基礎不足應該也是一

個重要的理由。國教院在課綱發布之後、教科書正式受理審查之前，就

會舉辦課綱委員、教科書審定委員、教科書編者三方座談，除討論課綱

詮釋疑義，也會針對審查原則及實務問題充分溝通。現實上，這樣的互

動機制時間是不夠的，次數也不多，等到教科書開始審查的時候，課綱

的問題、審查的原則，當初大家沒談到的，或是沒有講清楚的，大家就

會怪來怪去，好像不是課綱的錯，就是審查單位的錯。 

在教科書審查過程中，針對審查意見，審定辦法非常清楚，不管是

審定委員會、審查小組或教科書出版者，都可以要求召開編審會議進行

溝通；只是編審雙方常常覺得在溝通的過程當中，並沒有發揮非常大的

效果，理念的堅持、審查意見的堅持，常常不是編審雙方溝通的重點；

出版業者反而是希望審查委員提供教科書修改方向，以加速教科書的通

過，我覺得這不是溝通會議的本意。如果在座與談老師有教科書編審溝

通的經驗，一定會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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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教科書由學生購用制改為學校購買學生借用制 

黃政傑：前幾天聽到有一間學校向學生家長說，舊的制服如果不用的

話，是不是可以捐給學校？整理後給比較小的孩子用。其實買制服對學

生家長是相當大的負擔，買書也是一樣，小時候我們很多書留給弟弟妹

妹，甚至留給鄰近的小朋友。從這點出發，實際上還是要看最後教科書

到底是怎麼買、怎麼用。現在是每年買，用完就丟掉了，這樣的制度有

沒有必要改變，應該通盤檢討這個問題。如果教科書可以放在學校，不

一定要裝在書包帶回去。很多人每天接孫子的時候，孫子的書包都很

重、很沉，書包還有水瓶、雨傘等，回家會看這些書嗎？教科書有必要

這樣讀嗎？有些國家沒這樣讀，也是很興盛，那我們讀成這樣，有人家

興盛嗎？教科書由學校購買借給學生用，宜採精裝本，放在學校，幾年

內不要一直換書，教科書要編些什麼內容，可能是比較穩定不會改變

的，其它社會變遷，改變快的東西，由老師來補充，做老師就要有這個

能力。整個師資培育也要考慮配合這個改變。 

強化綱、審、編三方之溝通 

黃政傑：接著，所謂綱、審、編三者，綱就是課綱，審是審查者，編就

是負責編輯者，前面的綱與審有可能是同類人，即可能審查的人也做過

課綱的研修或審議，但是會有一個問題就是不曉得審查委員有多少人有

參與課綱研修審議的經驗。如果整個都有的時候，審查者的意見是不是

可以代表課綱的意見？如果不行的時候，對綱的詮釋有爭議要怎麼處

理？有時候綱審編三種人聚在一起的時候，可能互相批來批去，比如批

評說，綱沒有訂好，或說編者有很認真看課綱嗎？我想剛剛許老師說的

也是真的，課綱有哪些地方是不是沒有講的很清楚，這必然是有的，我

想綱審可能會是一個問題點。如果綱本身的意思不確定，這時候要求編

的人一定要調整就會有問題，所以應該要回歸對綱解釋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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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編審意見不合的問題要處理，我建議初審的意見先不要確定，

先發給出版業者看看。如果有意見就回應，由審的人來決定哪些意見能

接受，哪些意見不接受，再確定審查意見的版本，送給編者，這樣審查

意見會比較堅實。審查意見應該分成必要的修訂意見，以及可選擇的修

訂意見。審查意見也要彙整，避免意見零碎，看不出重點。課綱修訂及

教科書編輯都不可能有太多人參與其中，所以專長會很有限。比如說自

然科學的專長，可能是純自然科學的人，但是他們對生活應用是比較沒

有深入探討的，所以編出來的教科書生活應用就會比較貧乏。 

比如說浴室的水龍頭、蓮蓬頭壞掉，其實是很簡單可以修的，買一

根適合的把手，轉一下就可以把管子拆下來，再把新的放上去，可是我

們從小到大，根本不知道這件事情，我覺得是生活科技應該可以教的。

其它物理、化學、生物領域有生活相關的，在自然領域也要教。重點在

於教科書編輯如何整合學理和應用研究的兩部分人力。 

建立可長可久的人才培育與制度典範 

莊德仁：關於為得一本理想中素養導向教科書，目前國內教科書運作制

度革新的可能方向？當前對教科書的價格有所限制，許多出版業者會投

入，其實除了利益之外，應該還是有著一份對教育的責任與理想。有沒

有可能把出版社納進來，在新課綱的提出前後，舉辦相關增能的研討會

與活動，事先彼此多對話，增進彼此對於教學的理念有更具體的共識，

這樣編寫出優質的教科書也是一個改變教育的切入點。 

另外，有計畫地培養審查人才，也很重要。國教院可舉辦相關增能

工作坊或翻譯外國優質教科書，藉由培養優質的教科書守門員，一定可

以提升教育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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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教科書工作的夥伴關係 

周淑卿：我也認為把出版業者當做夥伴，這很重要。現在把出版業者當

書商，我常常在很多場合聽到說這些書商只想賺錢，好像我也是書商，

因為我就在編教科書。但是我們這群作者並非為了賺錢。政府、學校及

出版社其實應該更積極地成為夥伴，才會有未來。另外，關於人才培養

的問題，也談了好多年。如今課程與教學研究所蓬勃發展，也有很多教

學精進的老師，可是「會教學」與「會寫教材」是兩件事。老師教學教

得好，才有可能寫好教材；只是，教學教得好，卻沒有經過教材編寫的

磨練，不可能編寫有體系、有邏輯的教科書。另一方面，審查者的需求

數量也非常多，從小學到高中階段那麼多科，有多少審查者？但是他們

真的都勝任嗎？但我們就需要這麼多人。有時候問學界的朋友說，你怎

麼沒有當審查者？有人說太累了，不想去；來編書吧，說太辛苦了，也

不想做。因為教科書工作微利化，編教科書沒什麼利可圖，工作負擔又

重，所以很難吸引人參與。 

教科書選用制度和審查制度如何讓教科書品質更好？審查制的把

關標準要一致，但存在多年的問題是，假如有三間出版業者，而最後通

過審查的只剩兩家，有人會說是圖利那兩家嗎？所以一定三家都要通

過。一旦讓編者有這種預期心態，反正到最後都會過，為什麼要遵照審

查要求？反正拗到最後也會過，變成守著審查理想的人吃虧。編者也不

是傻瓜，為什麼我要嚴格遵循那些理想呢？拗一下也過關了，所以變成

一個惡性循環。假如審查是把關機制，就要守到底，沒有達到要求就不

給過，就算市場只剩一家，也在所不惜。但這不可能，因為有政治因素

存在。另外，從選用制度來著手，應該要想想，還要讓所有的老師都有

選用權嗎？實際上，市場有太多的狀況是「大拇指原則」──翻翻看，

圖文編排看起來不錯，內容和我以前教的差不多，就這個。再來，「配

版」──我已經選這家的數學了，英文就給另外一家。再來看交情──

業務常常來，對我們也那麼熱情，不好讓人家業績不好，就選他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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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看「配套」──電子教科書好不好用？有沒有什麼其他資源？後續

有多少服務？請問這種教科書選用方式還應該繼續下去嗎？難道選用

權還要普遍化，讓每一位老師都參與選用嗎？如果有具備專業眼光的消

費者，才能要求生產者達到一定標準，否則，這個市場機制根本破局，

不可能用市場機制來要求教科書精進。所以，我認為選用制度須澈底調

整，不要讓每一位老師都有選用權，而要讓有專業判斷能力的老師來選

用，否則，審定制真的無法提升教科書品質。 

素養教學與評量的配套 

張嫈嫈：教學現場如果有多一點素養教學的示範課程，讓老師們先參與

這樣的上課模式，體驗到這種教學方式是很好的，老師們才有意願學這

套教學模式，在課堂上實踐，這樣才能增加老師參與研習的動機，以及

想要改變的動力，避免老師上課的時候，拿課本到教室直接放出版業者

給的光碟。臺北市前幾年有要求各學校段考至少列入三題素養題，曾聽

說有老師直接用出版業者提供的題目，當老師們把自己的專業轉嫁到出

版業者身上，到底出版業者要賣書，還是賣專業，就會權責不分了。在

教學現場老師才是第一線，所以了解學生的還是這些第一線的老師，有

什麼方式可以讓更多老師願意參與這樣的研習，願意對於課綱或是課程

改革，擁有這樣的共識、願意改變，是教育改革成功的關鍵。如果老師

們不願意改變，不管再怎麼多的配套措施，還是無法改善實際教學現場

的狀況，第一線的老師們大多觀望兩年後的會考怎麼考？就可以確認現

在這樣教對不對？當會考的題目沒有改變，第一線的老師就會認為不用

變，考試還是這樣考，所以還是照舊就好。目前看到的會考範例，無法

凸顯新課綱想達到的素養，這是現階段可以調整的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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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寫者與審查者之間的溝通 

許育健：針對審查認可制，我蠻期待審查稍微可以寬鬆一點。例如，當

時滿懷理想的編教科書，基於課綱規定學生應有自主學習的能力，所以

語文教科書編有自學篇章，想編一些課文讓孩子自己讀。那時候規劃編

成兩本，一本是自學的讀本，另外一本是正常的課本。我的理想是自學

篇章讓孩子放在家裡，上完課以後回家看類似的篇章，我當初做教科書

研究的時候，也知道香港會這樣合編，很開心把教科書送審，結果出現

定義上的問題，審查委員說課本不可以分開，我還用大書夾把兩本夾起

來，分開就不是課本，結果被退回來了。我們很了解現場的老師只要課

本的文章，就一定要教，而且要教好教滿，所以如果也編入課本之中，

就會失去當初希望孩子是自學的目的。 

其實課綱沒有課本一定要一本的概念，當然最後我還是妥協的，因

為我想要審查通過，而且我現在才知道天大的秘密，原來是三次之後一

定會過。我認為這些審查規範或關鍵的概念、觀點，真的要討論，當初

編寫有一定的基礎，包含我自己做很多語文教科書的研究，我很清楚國

外教科書，審委卻有很傳統的概念，或是不清楚的定義，就說這個不行，

比如說課本不可以寫，習作才可以寫，類似這樣的概念。又例如，我們

在練習閱讀理解策略，都很希望學生在課本圈畫，但審查意見讓我的理

想又再次破滅。所以教科書會有同質化的情況，當然有很多因素，而認

可制就是把持最基本的要求。剛剛周老師提到選用者是不是有足夠的專

業，可挑選出一些好的教材，我覺得選用再加上稍微鬆綁的審查，應該

會讓教科書有更不一樣的面貌。 

改進建議 

黃政傑：課綱發布到實施之間的準備期，至少要兩年或三年時間，這必

須予以法制化，避免匆促實施，教科書編審來不及，影響品質。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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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用制度宜檢討改進，避免學校不同學期選用不同版本教科書，造成教

學和學習不能銜接的問題。另外，評估教科書借用的制度，現行教科書

由學生購用的制度，宜改為由學校購入借給學生使用的制度，或可先行

擇校試辦，以確定全面實施的可行性。教科書只是教材之一，出版業者

轉向於兒童和青少年讀物的出版，讓教師和學生有更豐富的教材可用。

教科書可以稍微偏厚一點，不必背來背去，有些東西在學校複習就好。

預習可以利用網路，或回家之前在學校先預習，這是學校課表如何安排

的問題。出版業者的方向，不要只著眼在教科書出版或相關的考題，應

該要擴展眼界，多編一些兒童及青少年讀物。 

以合作替代對立 

黃政傑：最後，我覺得雖然編審角色不一樣，宜相互合作，雙方對教科

書品質的提升都有貢獻，建議在審查制度上調整一下，促進雙方加強合

作。審查者把意見分成必須修訂及選擇修訂兩大類，前者為不修訂即判

為不通過，後者是否修訂或如何修訂，由編者決定，但編者仍須回應審

查意見。審查者所提必須修訂之意見，應該是教科書審定之基準相關

者。審查意見送出前先由審查委員檢視其一致性。審查之初步意見先送

編者表示意見，再由審查者判定，送編者回應。 

美國教科書使用情形 

甄曉蘭：我以前在美國學校服務，實際上確實包括教科書的法制化，有

多少時間修訂換教科書，選用是學區來使用的，而且是專門委員，也會

經過試用，比如說 7 年要換，由學校買教科書供學生使用，所以有教科

書是有完整故事、情節、示例說明等，但是學生不會直接寫在書本上面，

用作業紙或報告來回答問題。教科書選用部分不教是單一學校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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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換言之，教科書不是普選，因透過教師投票選不是專業選擇，而是

學區的課程委員的專業判斷和選擇。第 7 年的時候，這個學區考慮要不

要換教科書，如果有委員推薦哪一本教科書，第 6 年的時候會選一間學

校先試用，接著評估，然後再提到委員會，建議要不要換。所以稍微回

應各位所提的問題，有關教科書評選的週期，還要牽涉課程修訂的週

期，修訂週期之外，還需考量教科書更換的週期，而不是一年級用 A 版，

二年級換 B 版，最好是整個學區採用一樣的教科書。 

加快認可制的研議 

周淑卿：現在審查得太細了，對於編者的創意多有抑制，也許可以加快

認可制的研議，評估它的可行性。各領域特定的素養導向教材設計指標

也是必要的，例如社會、自然科差很多，不能用同一套籠統的標準。有

指標，編者既有依循的方向，也能作為內部自我審查的規準。出版業者

可以建立自我品牌的要求，在教科書送審之前，有自我把關機制，請外

部專家提供意見，內審完後再試教。用內部品管制度慢慢建立出版業者

的品牌驕傲，這是很好的。國教院其實不必為教科書負那麼大的責任，

應該多讓出版業者自我把關。 

發現最嚴重的問題 

莊德仁：關於教師自編教材、探究與實作教材內容，以歷史探究與實作

為例，目前是採自編，沒有審查的方式。歷史“History”其實是探究的意

思。如果把歷史探究與實作放到這個概念來看，此即是呈現歷史素養，

也就是學歷史能幫助學生如何面對當前與未來挑戰，所以這門課是呈現

歷史的價值所在，為什麼要學歷史？是很重要的課程。 

回到歷史探究的本質，如果以現在的教科書來說，很可能沒有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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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各版本的差異度頗大，這呈現幾個問題。第一，歷史到底是什麼？

很可能不同編者有著不同看法，因為歷史學一直在演進，至少有三個派

別，實證主義、建構主義，以及後現代主義。以我觀察到的教科書，如

果以市場導向，讓教師比較好操作者，可能僅是種社會科學研究，根本

不能算是歷史探究，歷史學是建立在史料證據的學問，特別重視史源，

如果只是讓學生做論文的對照，而欠缺史源功夫的培養或提醒，容易讓

學生誤解何謂歷史探究，此將造成大學端日後授課的困難。若有的版本

比較傾向於後現代的設計，現場的一線老師怎麼能跟得上，又如何能夠

使喚得了這個教材呢？ 

第二，更嚴重的問題是素養，我們可以想像如果一個人站在現在，

看的是未來，素養要培養學生面對現在與未來問題。然歷史往往是朝向

過去與解決過去的疑問，這將會產生很嚴重的問題。歷史探究如果一直

在引導學生探究過去，如何面對現在和未來挑戰，所以歷史學如何轉

向，如何素養化是當前最嚴峻的挑戰。 

面對當前新課綱提倡的素養教學，歷史學比其它學科面對更沉重的

壓力，需要藉由歷史探究與實作展現一個逆轉性的探問，甚至此課程很

可能會導致歷史教學關鍵性的改變，整個歷史教學由教授過去史實改變

為重視歷史思維的培養。許多學生覺得學歷史很無聊，都說過去已經過

去了，不能改變，為什麼要讀？所以是不是可以趁這個機會，改變大家

對歷史的看法，彰顯歷史學的價值。 

應積極培訓教材編寫的專業人才 

許育健：我覺得人才的培訓，包含編與審，編教材以及組成團隊這件事

情來說，當初找很會教學的老師，發現他們不見得會編寫教材。我覺得

可以舉辦研習，如教材設計方面。如果有多一點人才，可以提升編輯品

質，另外審查的規準也應更清楚，比如說審查意見可能從教學現場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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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來看，或他可能沒理解素養的概念等，也可能老師教學時數不夠之類

的，而用非常實務性的角度把你打下去，這樣會教不完，這些都可能是

因為對於教材編輯不了解所造成的，如果可以的話，大家一起努力。 

教科書審查的定位與考量 

張嫈嫈：在審查教科書時，發現課本有愈來愈像參考書、講義的趨勢，

本來是學生該自己整理的重點，變成教科書已設計好表格，學生只要填

空格就好。學習是學習者自己整理重點、寫筆記，將知識轉化成自己可

吸收的模式，這些學到的內容才會是自己的。現在教科書讓學生用速成

的方式學習，這部分到底是編者的問題，還是審查者的問題？自然科學

領域課本編排許多重點整理的填空，不是設計在紀錄本上，這部分跟語

文科的審查有點不太一致。 

再來，關於參考國外教科書的編寫內容或教科書借用模式，國內不

管是選用教科書或是審查教科書，還是受限於課本的議價，因為課本是

家長花錢買的，所以不能太貴。未來能否從各縣市政府考量區域教育的

需求，統一購置教科書，供學區內的學生使用？不管教科書編得多厚，

其資料是充足的，至少學生借課本回家，有時間有書籍可以閱讀，學期

結束之後再還書。這樣出版業者編寫教科書時就不會受限於成本考量，

必須犧牲一些理念、想法，以符應市場需求。建議這部分必須再從更高

層級的單位改變，才能夠像歐美國家的教科書，都不是薄薄的一本，而

是厚厚的，老師依據學生的需求調整教的內容，而不是一定要把這本書

教完。教育的目標到底是「把書教完」還是「學會」，這是教育者須認

真思考的重要課題。 

另外，出版業者也有利用網路閱讀，增加學生閱讀的量，是否會增

加出版業者寫教科書的成本？每一家出版業者，不是只有美編人員、編

寫人員、資訊人員，可能還需要很大的背景做這件事情，甚至還有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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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評量方式，或是線上的數位學習教材，業者也有很大的壓力，這是不

是真的是教學現場端的需求，我認為也是以後要考慮的。 

制度設計應確保教科書品質與多元的實現 

楊國揚：教科書開放本意，就是強調品質、多元與教師教學專業發展。

十二年國教課綱精神強調素養導向的課程與教科書發展，所以，在確保

教科書品質外，如何讓教科書服膺多元開放的精神，也很重要。現行的

教科書編審採取審查制度，對於教科書的規範與限制本來就比較嚴格，

相對的，教科書的多元以及讓教師有發揮教學自主的空間，更不容易達

成。我認為，好的教科書設計與品質，應該讓教科書出版業者、選書的

教師發揮更大的功能。雖然目前的教科書市場生態，出版業者在教科書

微利甚至可能虧損下，過度向教師利益靠攏的服務取向、消費取向，固

然會對教科書品質、多元帶來衝擊，但我認為，賦予教科書出版者及教

科書選用者更大的義務與責任，才能確保教科書的品質與多元。 

教科書制度的改革，其實不是只談審查制度，從前端的編寫到後端

教師的選用、供應及使用，都要全盤的考量，我覺得這才是比較長遠制

度設計的正確方向，否則審編制度有問題改一下，什麼制度有問題就改

一下，瞻前不顧後，可能讓制度的改革原地打轉。國教院目前正進行教

科書制度改革的相關基礎研究，個人認為教科書制度的設計不應該獨尊

審定模式，因應不同教育階段、領域科目學科特性、教科書的選用機制、

價格機制以及數位學習發展需求，尋求更為適切、多元的教科書品質保

障制度，是一定要走的方向。 

此外補充一點，部分與談老師提到教科書價格偏低的問題，確實是

影響教科書長遠、穩定發展的一大因素。教科書開放後，我們擔心市場

壟斷，以減輕家長經濟負擔為理由，確保教科書便宜供應，這樣的想法

其實是可以再思考的。近幾年來，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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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出版者投入資金、人力發展教科書，而強調美感教育、加強教科書美

感設計也已經愈來愈受重視，坦白說，好的設計就是要花錢，如果教科

書還是維持輕薄短小、便宜，對出版業者的發展意願、學生的學習權益

不見得是好事。我認為，推動教科書循環使用的借用制度，並且實施教

科書免費供應或政府補貼政策，是可以考慮的方向。 

結語 

甄曉蘭：從基準到法制化，如果課程修訂有週期的話，其實教科書編審

與選用的部分也應該有週期。我記得以前每次修訂課程標準的時候，是

出版業者來修訂，還會到學校試行。如果是國立編譯館時期，還會試用、

宣導，以及培訓，才正式定稿使用，如果沒有這一塊，確實品質是會有

所參差，從不同策略面向因應政策的要求，實質上反而沒有達到原來所

預期的，更多元、更開放、更民主化的過程，我們確實還有很多議題值

得思考。素養導向確實是很關鍵，其實都還在從不同的角度摸索與認

識，有很多不同的詮釋。實際上歷史科的部分，比如說美國高中真的有

學術社群帶動老師、出版業者，因為美國是市場機制，而非審定制。 

就社會領域統整的部分，發展探究的模式，面對現在迎向未來，包

括歷史、地理、公民、經濟學科，預備未來公民，在社會領域應當有的

認識，其實是整合的，用探究的方式讓學生透過歷史事件探索，能夠掌

握概念理解一些情況，因應變遷社會，需要的知能和能力，真的是素養

導向課程很重要的發展。以自然科來說，設計課程如果是某些領域引導

過強的時候，很可能探究與實作不只在處理實驗，所謂的實作卻淪為材

料的組裝，這必須要很審慎思考，要避免教學方便使用的組裝包，像以

前藝能科有這種組裝包，到現在探究實作也有這種組裝包，而且是更昂

貴的組裝包。我覺得不單單是教科書編輯的問題，學生有沒有具備探究

的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具備所謂的素養，其實才是關鍵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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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讀本，當老師增能和預備很好的時候，還是可以做到素養導

向對不對？敘述的故事內容材料是可以的，現在是不是方便教師的教

學，我覺得教科書真的不只是為了方便教師教學，而是要回到學生的學

習作為主要的設計思考。像日本的課程改革，他們也在與民間研發機構

合作，比如說中小學的自然科教科書，不只是拋問題而已，問題乃是結

合到教師要帶領的探究討論，因為是給學生看的，所以所列的問題是問

學生的，連結學生生活、語詞，然後來理解，認識相關概念，然後來回

答問題，而不是教科書一開始就介紹知識概念的內容。他們是文部省投

資，然後來研發設計，我覺得不可能就交給出版業者自行設計，我認為

既然有課程改革，就要邀請出版業者一起專業成長，建立夥伴合作關係

共同投資，不能只是站在審查立場來看教科書的設計是否符合課綱要

求，只是將出版社視為營利機構，似乎有點不太負責任。我們既有這樣

素養導向的課程改革，事先就應預備出版業者，預備相關的編寫人才來

處理這件事情。 

一本好的教科書，包括探究、教學設計、素養導向教學設計，一定

要講究學術的嚴謹度，學科內容專業知識的正確性、嚴謹度。另外，學

生生活的連結的關聯性，遷移情境脈絡，這不是講講課綱三面九項，全

臺灣的人就都會了，而是要有預備期，並不是政策宣導而已，必須要做

相關的投資，所以這不是單純出版業者的事情，老師也要先被投資。另

外，大考中心被要求素養命題，我們有給大考中心的相關人員時間預

備。但是為什麼沒有給出版業者預備期？大考中心也在找有經驗的老師

或學者專家一起命題，研發試題並試行，對試行結果再公告，因為很多

利害關係人，也要經過這樣的期程，才能避免後面的責難，然後再向老

師解釋，是怎麼評分的，包括綜合題型、評分的基準，所以舉辦一些研

習，向老師們解釋高中的部分。我覺得每次的課程改革，對教科書出版

業者有點不太公平，認為他們要賺錢就要投資研發、編寫教科書，其實

他們的資本沒有那麼雄厚，很難做好研發工作。國外的教科書出版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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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發部，而且專門人員都是博士學位，也有學科專家，不必依賴這麼

多實務老師，可以做到內部的品質把關，當然也會邀實務老師來參與，

提供實務應用觀點與建議。再者，因為背後有市場機制來要求品質，也

不是同一間出版業者研發出版所有的科目。但是臺灣的資本比較小，其

實需要政府部門予以學術專業上的投資。 

有關教科書選用的部分，在九年一貫課程改革時曾試過一次區域性

的集體教科書評選，那時候臺北市有區域策略聯盟，出版業者區域策略

聯盟有分幾區，他們開會的時候要出版業者派編輯來說明設計的理念，

以及教學設計的部分。因為區域策略聯盟決定整個區域的教科書，所以

這樣品質會比較好。我覺得教科書選用方式也必須發揮效果，才能夠提

升教科書的品質。 

所謂的課程改革與教科書編審問題，要從國家政策層面來整全地看

待這個問題，不是單單教科書中心的事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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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蔚之 0 

壹、前言

教科書研究已經有很長的歷史，但此一研究領域迄今缺乏清楚的疆

界與明確內涵，因此也還未能在高等教育機構中成為一門明確學科。無

可否認的，本領域發展快速，充滿動力，最早開始時，主要集中在教科

書內容的研究；近十年來，則開始出現分化的趨勢，且關注焦點開始往

教科書的產生「脈絡」移動，除了檢視教科書背後的政治、文化與社會

脈絡之外，還開始注意到教科書生產的過程，以及教科書在教室之內的

接受與使用等問題。基本上教科書研究已經逐漸進入成熟階段，成為一

門可由多學科觀點切入探究的領域，不過由於這些來自不同學科的研究

未必自我定位是「教科書研究」，因此常由所切入的母學科來界定所屬

研究領域，所以若要對這個高度多元與歧異之研究領域的現有研究主

題、理論傾向，以及方法論等趨勢進行統整而清晰地俯瞰，將會是一項

劉蔚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E-mail: camino@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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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艱鉅的挑戰。而本書就是對上述需求的回應。 

在本書的編輯機構與作者群方面，主要是由著名的德國教科書研究

中心 Georg Eckert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Textbook Research（GEI）所

發起、統籌並執行編輯工作，並由 Palgrave Macmillan 公司出版。GEI 是

世界上唯一一所專門由歷史與文化研究角度，系統性進行教科書（也包

含整個教育媒體）研究的機構。她在二次大戰結束後即已成立，迄今累

積出非常廣泛而專精，以及頗具學科多樣性的教科書研究經驗。因此，

這本專書由 GEI 來主導編輯，似乎是再自然也不過了。 

本書企圖心頗強，想要對目前國際上教科書研究的相關成果進行全

面檢視、分析與統整。36 位作者來自包括德國、美國、南非、瑞士、丹

麥、俄國、智利、墨西哥等國家，所以本書實為過去多年所形成的國際

教科書研究網絡合作的結果。在本書範圍與性質方面，暫不包括目前教

科書研究中有關認知、教學與學習等研究領域的成果，而是集焦於從文

化研究的觀點，來了解教科書之研究現況，包括：記憶研究、知識社會

學、敘事理論、媒體理論（media theory）、社會經濟理論（socio-economic 

theory）、新制度主義（neo-institutionalism），以及課程研究等。在研究的

方法論部分，則包括內容分析、視覺分析（visual analysis）、敘事分析、

比較歷史研究法、敘事訪談、參與觀察，以及俗民誌等研究法。因此，

本書包括的範圍與分析對象，乃是針對當前文化研究典範下的教科書研

究成果，希望將這個領域歧異多樣的理論與方法適當地分析與歸納，彙

整成為一份具指引性的「地圖」。 

在結構安排上，本書分為四大篇，分別探討：（一）教科書研究的

歷史、理論與方法；（二）教科書及其脈絡的研究現況；（三）教科書及

其內容的研究現況；（四）教科書的使用、效應與實踐的研究現況。這

個架構安排的背後想法是，將教科書視為一種媒體，進而區分此一媒體

之所由生的「脈絡」、此一媒體本身的「內容」，以及對此媒體的「接受」

與「使用」。這樣做能使看似歧異多樣的教科書研究，得到了合宜與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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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分析結構，也在進行比較與分析時，更容易從教科書的「生產」、「產

品」與「接受」三大區塊，結構性地找出現有研究在理論與方法論之相

同與相異處，以便在最後能歸納現有研究的缺失，並指出未來研究方向。 

準此，本書目的在於：（一）系統性地進入教科書這個多元繽紛之

研究領域，探討其重要趨勢、理論概念、方法論取向等重要面向；（二）

激發未來新研究，指引新的方法論路徑與新的研究方向；（三）促進研

究者審思自己的研究定位，從而激發理論與方法更充分對話；（四）引

導更多參與者的對話，包括研究者、研究生、教師、教育實務工作者等。 

貳、內容簡介 

以下對本書四大篇內容作簡要描述： 

一、教科書研究的歷史、理論與方法 

第一篇包括導論、教科書的歷史演進、教科書研究的歷史，以及教

科書研究的理論與方法等四章。初步發現，一般常認為教科書研究缺乏

理論化，同時這個領域常自我定位為「接受端」，因此目前研究特別倚

重內容分析法，但這也意味著其他可能也會帶來豐富成果的研究方法未

能受到足夠重視，如專家訪談、教室觀察法等，來探討教科書之生產、

分配與使用等問題。 

二、教科書及其脈絡的研究現況 

本書第二篇（第 5~12 章）探討的是「教科書及其脈絡的研究現況」。

由於教科書常是不同勢力角逐妥協的結果，本篇檢視教科書如何在社會

脈絡下，以各種不同方式，受到如學校教育制度化歷程，國際關係脈絡

下的妥協，或是政治意識形態衝突等影響。同時，也探討教科書如何在

公領域／大眾媒體／經濟成長手段或剝削等處境下，成為爭議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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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指出目前研究的核心議題是教科書生產，及其知識內容的社會

處境、參與者，以及相關歷程。因此相關研究多著重分析現有研究中的

教科書作者、出版業者，還有相關技術或媒體的創新，課程發展與決策

的角色，以及制度性的框架等。至於目前研究觸及的教科書生產理論非

常多，包括組織理論、新制度理論、社會／經濟理論、敘事理論、行動

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這些理論用來探討重要參與者及其

網絡、組織結構與組織歷程；不同形式的經濟／市場邏輯／國家所控制

的教科書體制；以及大眾媒體作為教育政策的公開敘事競技場。 

分章來看，第二篇各章內容包括：第 5 章探討教育出版業者與教育

出版業。第 6 章探討教科書作者、教科書撰寫與作者的功能。在過去，

對於讀者或是研究者來說，教科書作者是隱而不見的；此一不可見性長

期以來影響著教科書的產生。目前研究試圖找出教科書作者與其他行動

者之互動網絡，以及其對撰寫的影響。第 7 章概覽教科書與教育，包括

教科書在教育研究中的角色演變，以及教科書生產如何與教育制度化歷

程交互作用。第 8 章探討教育媒體的編輯與出版脈絡的問題，發現目前

研究多從文化／政治經濟、生產邏輯等角度切入。第 9 章探討教科書在

使用上的理想與概念。第 10 章探討不同科目教科書的使用情形，第 11

章探討教科書品質規準與評鑑的問題，分析目前的共同標準、方法論的

原則，以及教科書評鑑方向。本章歸納出對教科書功能之評價可考慮教

育政策、文化趨勢，以及指引教育價值等因素。第 12 章教科書的物質

性與媒介性（materiality and mediality），分析除內容外，教科書使用的語

言，及其物質性對於認識方式，以及理解方式的影響。 

三、教科書及其內容研究現況 

第三篇（第 13~18 章）包括以下三大面向的教科書內容之相關研究：

（一）與文化觀念有關的，（二）與過去的歷史有關的，以及（三）與

政治或經濟概念有關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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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與「文化」觀念有關的研究方面，目前研究處理了教科書

中的地區、國家、跨國家，以及區域等層次的認同問題：第 13 章處理

1951 至 2017 年以來，由歷史的、比較的、解構國家敘事的、意象的，

以及語意學等不同研究方法，所進行的教科書中關於民族、國家與國家

主義等問題之研究。第 14 章處理教科書與課程中的跨國認同與價值觀。

這些研究的基本觀點是，跨國認同乃是新的依附位置（sites of  affilia-

tion），而跨國價值觀則是共享道德責任的基礎。第 15 章處理教科書中

的區域問題。這是為了要挑戰長久以來，不曾受質疑的「教科書是建構

民族與國家認同的核心媒介」這項假定。因此本章處理教科書中「區域」

的意義。此外，文化觀念面向之中，還探討了不同的認同模式是如何透

過教科書生產與再製的：例如，第 16 章處理階級、種族與性別研究的

現況，第 17 章處理關於教科書中 LGBTI 研究，第 18 章則處理熱門的教

科書研究議題──宗教科的教科書分析。 

本篇的第二大面向是關於歷史科與社會科教科書之中「過去的歷

史」的研究，並選取以下三項「最足以代表 20 世紀之最關鍵、典範級

的暴力與夢魘」的議題（這是美國歷史學者 Charles Mayer 的見解）作為

分析焦點：國社主義與納粹大屠殺、殖民主義、社會主義（第 19~21 章）。

最後，還包括教科書中的獨裁與戰爭這項議題：第 22 章處理拉丁美洲

與西班牙文的研究文獻中，有關於歷史教科書與獨裁政權的研究。第 23

章則處理教科書中的戰爭，包括歷史教科書中呈現的戰爭之國家敘事。 

本篇第三大面向是與政治或經濟概念有關的教科書研究（第 24~26

章），包括價值多樣性、人權與環境等議題。第 24 章主題是各國教科書

的價值多樣性的情況，並分析其中討論移民、宗教與文化少數群體，和

種族主義的研究。作者認為多樣性仍常被視為對社會團結的「挑戰」，

或是被視為會帶來重重問題，因為它似乎總代表潛在的衝突與爭辯。至

於人權議題（第 25 章）則相對較為普遍呈現在教科書之中。最後，第

26 章環境議題則歸納出目前研究的三個重點：環境教育、災難教育，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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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的地緣政治學（critical geopolitics）。本章說明教科書中的環境議題

將可望對環境治理與環境安全等相關討論有所助益。 

四、教科書的使用、效應與實踐研究現況 

本書第四篇探討教師與學生事實上如何使用教科書。第 27 章主要

集中於對教科書用語型態（usage pattern）之量化研究，教科書使用之實

驗研究，以及社會與文化研究取向之教科書物質性等研究。第 28 章探

討教科書效應，包括語言使用、社會與文化、社會與經濟等要素，教科

書的視覺量尺（visual textbook parameters），認知、情感與行為效應，以

及新技術取向等角度。第 29 章則將教科書視為物質化型塑的人工製品，

探討它被接受的歷程，包括閱讀教科書與觸摸教科書等教科書實踐。 

本書最終章（第 30 章）標題是「未來新方向」。作者們認為，教科

書研究已經成功地演進為一門多學科的研究領域，能夠應用、修正並進

一步發展來自各個社會科學與文化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但他們也指出目

前研究缺失，包括在理論層面缺少足夠反思性，很少有研究明確提出理

論的架構和概念。未來若更多研究能更明確反思理論框架與概念，並指

出自身研究對理論發展之貢獻，將更能增進教科書研究和相關學科彼此

的豐富程度。在方法論層面，對於學校中的教學科目來說，多元模組化

的分析研究仍然很少，若能更多地利用混合研究方法，也會很有幫助。 

此外，目前在不同主題下，研究方法常有各自相對集中的趨勢，例

如，研究教科書中的性別建構時，量化分析性別和語詞使用之關聯性，

是目前最常見的研究方法；而在分析種族與種族主義時，質性分析則是

大宗。在此同時，俗民誌研究的使用仍然非常少，這種深入觀察的取徑

特別適合在論述衝突與不穩定時採用，且不只是文本層次，更包含教科

書的生產、撰寫、設計，以及對教科書的使用、接受與吸收等層面，因

此對知識產生的複雜交織歷程，以及青年學子的主體性建構歷程，都將

提供許多洞見；同時更對於「誰的知識」在學校教育中流傳，如何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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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哪些知識，文本如何形塑，教師與學生又是如何接受這些文本等具

高度特定歷史脈絡的問題，俗民誌研究會有很好的啟發。 

另一關於教科書脈絡化的可能研究方向，是將教科書與其他媒介一

起放在數位化的媒體與開放的教育資源等脈絡下分析。我們需要更多研

究來探討教室情境中不同形式媒體彼此間如何整合；以及在不同形式的

媒體中，例如，新聞媒體、社群媒體、線上教育影片、互動應用程式，

與教科書之間，對於同一個有爭議性的議題之建構情形。 

最後，跨國比較方法，也將有助於不同文化脈絡下的教科書知識生

產的檢視；而對於那些無法透過直接擷取關鍵字而得到結果，只能用字

裡行間細細閱讀才能得到的概念，例如，自由、賦權增能、平等、正義、

進步、童年，或是現代性等，也都是教科書研究頗值得進一步探討的議

題。 

參、結語 

在臺灣，教科書研究一直是屬於重要且熱門議題，研究能量也可謂

相當大。以 2020 年 5 月 1 日在「華藝線上資料庫」，輸入關鍵字「教科

書」，並限制在「臺灣」為例，可以得到期刊論文 1,408 筆結果，最早一

篇出現於 1967 年。同時，在國家圖書館的「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

統」以「教科書」作為「論文名稱」來查詢，共有 1,961 篇結果，最早

一篇出現於 1978 年。由此可以窺見，臺灣教科書研究不僅數量相當驚

人，而且研究的歷史可謂相當久遠。 

其中，無論是成熟學者所撰述的專書與期刊論文，或是在他們指導

下，初踏上學術研究領域的研究生（其中當有許多教學現場教師）之學

位論文，所共同架構起來的臺灣教科書研究現狀，也有許多值得詳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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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的問題。
1
包括所使用的理論為何，是否足夠多樣化？研究方法是否過

於依賴內容分析法？是否對於教科書「產品本身」之外，包括生產脈絡，

或使用的情況，也進行了較為全面的研究？同時，研究的整體品質應如

何總體評估，以幫助未來的研究視野可以更寬廣，對教科書理論與實務

更有貢獻？此外，過去對教科書研究之後設分析研究，大多是將這些豐

富研究成果之內涵進行量化分析，似較少揭露與評估其品質，亦未篩選

出其中的經典篇章，作為決策者或研究者之啟示與參考。未來若是國家

級智庫機構如國家教育研究院也能效法 GEI 作法，透過專業的編輯小

組，建構嚴謹的專書架構，評選出高品質且創新前瞻的篇章，結集成書，

一定會很有意義。 

這一本 GEI 編輯的《教科書研究手冊》相當全面且有結構的提供了

目前國際上教科書研究的現況分析，或許也可視為激勵我們對臺灣教科

書研究進行一次全面盤點與檢視的好時機。這樣的分析與檢視也將是增

進臺灣與國際教科書研究交流與對話的最好方式之一。 

參考文獻 
周珮儀（2005）。我國教科書研究的分析（1979-2004）。課程與教學季刊，8（4），

91-116。 

張芬芬（2012）。半世紀臺灣教科書研究之概況與趨勢（1956-2010）。教育研究

月刊，217，5-24。 

甄曉蘭、王立心（2012）。從中小學教科書發展評析我國百年課程政策之演變。

課程與教學季刊，15（4），73-99。 

藍順德（2010）。教科書意識型態──歷史回顧與實徵分析。華騰文化。 

 

1 臺灣教科書研究現況與研究成果歷來也受到課程與教學領域學者相當的關切，例如，

周珮儀（2005）、張芬芬（2012）、甄曉蘭與王立心（2012）、藍順德（2010）。唯上述後
設分析之篇幅、角度及架構，仍與《教科書研究手冊》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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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稿件以 15,000 字為原則，至多不超過 20,000 字；英文稿件

以 8,000 字為原則，至多不超過 10,000 字；另應提供中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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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引註及書目格式： 

  （1）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20).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7th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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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深坑（2005）。全球化衝擊下的教育研究，教育研究集刊，51（3），

1-25。 
[Yang, S.-K. (2005).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educational research.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51(3),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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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1976）。歷史與思想。聯經。 
[Yu, Y.-S. (1976). Lishih yu sixiang (History and thoughts). Linking.] 

 4. 文件格式： 

 （1） 內文：電子檔案格式須為 MS Word（.doc .docx）或開放文件格式

（.odt），並請同時提供稿件 PDF 檔作為比對之用。 

 （2） 
 

圖片：內文如有圖（照）片，須另提供清晰圖片或高解析數位照

片，引用圖片應符合本刊著作利用授權規範。 

 5. 投稿方式： 

 （1） 投稿者請將「稿件電子檔」及「稿件基本資料表」E-mail 至本刊

編務信箱，惟單筆檔案勿超過 10MB。 

 （2） 
 

本刊收件後，將於 2 個工作日內 E-mail 回覆投稿者收件訊息；

如未收到相關訊息者，請來電確認，以避免漏失郵件。 

 6. 稿件隨收隨審，歡迎各界踴躍惠稿。 

五、稿件審查、修改及刊登 

 1. 本刊採雙匿名審查制度，稿件將送請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進行審查。 

 2. 審查結果及意見將個別 E-mail 通知投稿者，投稿者應於本刊通知日起 1
個月內 E-mail 回覆修改、答辯或說明，並於稿件標示修正處；除特殊情

況事前經本刊同意展期者外，逾期回覆修改、答辯或說明者，概以退稿

處理。 

 3. 凡接受刊登之稿件，本刊得視編輯之實際需要，對稿件文字及圖片刪修

調整，並得決定其刊登卷期。 

 4. 請勿有一稿多投、違反學術倫理，或侵害他人著作權之行為，違者除自

負相關行政及法律責任，本刊 2 年內不受理其稿件。 
5. 本刊不接受退稿者以同一文稿再次投稿。 

六、著作權規範、個人資料蒐集使用及相關權益 

 1. 獲採用刊登者，作者（著作人）應簽署著作利用授權書，授權國家教育

研究院得以不同方式，不限地域、時間、次數及內容利用著作物，並同

意「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之創用授權條款；國家教育研究

院並得將相關權利再授權第三人。完整授權條款請參考本刊最新版「著

作利用授權書」。 

 2. 作者（著作人）同意國家教育研究院基於著作利用與期刊發行及行政業

務目的，蒐集使用個人相關資料。完整個人資料蒐集使用規範請參考本

刊最新版「稿件基本資料表」。 
3. 不同意或不符合本刊著作利用授權與個人資料蒐集使用規範者，請勿投

稿，違者本刊 2 年內不受理其稿件。 
4. 獲採用刊登者，本刊將致贈作者當期期刊 3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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