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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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