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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依照《原住民族基本法》及《原

住民族教育法》等相關法律，具體列明保障原民族學生學習原住民族

語文及文化活動的權利與機會的規定。本期收錄的三篇專論中即有兩

篇是關於原住民族教育之課程教材發展，顯現推動原住民族教育，課

程教材的研發居關鍵位置。

第一篇楊智穎的〈屏東排灣族本位教材發展歷程之研究〉，針對

2014 年屏東原住民族課程發展中心啟動排灣族本位教材發展的歷程進

行探討，發現該教材的發展旨在落實完整的原住民族學校課程。屏東

縣啟動這項教材研發工作，頗能呼應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學校的理念與

需求，相當具有前瞻性。

第二篇是簡良平的〈Atayal 敘事與「我們的」文化回應課程─

反省文化內容適宜性〉。採用拼音 “Atayal”，不用慣用的漢字「泰雅族」

來描寫，顯現研究團隊對於文化回應課程的理念堅持，畢竟漢字承載

著漢族文化的字義和價值，採用漢字或有強加的扭曲。相對地，不帶

字義的拼音，反而更能傳達 Atayal 真實純粹的認同意識。本文提出「文

化」具有流動性質，且文化局內人的立場與信念皆影響課程取材。因

此，原住民族學校的課程發展應適切予以回應，以調整文化內容的適

宜性。

第三篇是李岳霖、鍾涵瀜與吳昭容的〈從教科書建置國中學術詞

彙表〉。作者從國中階段七科（數學、理化、生物、地科、地理、歷史、

公民）教科書文本，彙整出 779 個詞彙的「國中學術詞彙表」，再考

量各種條件，群集分析出五組不同性質的學術語彙。國中學術語彙表

的可能用途頗多，諸如：增進使用者在學科學習歷程、習得與閱讀理

解等認知活動的品質；學生對於學術語彙的掌握程度，可用以預測其

學業成就；對於學校課程教材研發、教科書編製、評量工具的設計，

及學生的獨立學習，皆有參照與引導的作用。



本期論壇聚焦在「SDGs 融入中小學教科書／自編教材的現況與展

望」。2015年聯合國宣布並持續推動「2030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近來已經成為各國國家治理的方針，融

滲至人類生活和全球發展的各個層面。本次論壇邀請關注國際教育課

程、教材與教學實踐的重要關係人參與，包括何昕家與張子超教授，

中小學教師朱肇維、吳怡慧、周維毅及彭增龍校長，一起檢視與分享

目前的教科書、地方與學校自編教材，在推動 SDGs 上所做出的貢獻

與實踐智慧，面臨的困難、挑戰，以及未來精進的可行方向與重點，

期以引導臺灣的教科書與自編教材能積極落實 SDGs 理念。

最後，特別推薦本期評介的《海外教科書制度調查研究報告書》。

由宋峻杰所撰寫，引導讀者認識該報告書主編單位「日本教科書研究

中心」在國際教科書研究領域舉足輕重的地位，以及在 2018~2020 兩

年時間，動員許多研究人員投入一項突破性、國際性、系統性、涵蓋

43 個國家的教科書調查工作。這份報告書呈現完整的、具體的、脈絡

性的各國共通的調查項目，並收錄調查人員基於個人研究志趣所設定

的其他考察重點，對政策制定、國際比較和學術研究，具有參考價值。

本篇書評從「全球教科書制度及政策」、「全球最佳國家」與「全球

華人人口主要分布國家」等視角，引導讀者閱讀理解這本調查報告書，

分析結果兼具趣味性及啟發性，有興趣的讀者可進一步詳閱該報告書

一窺堂奧。

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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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排灣族本位教材發展歷程之研究

楊智穎

2014 年屏東原住民族課程發展中心啟動排灣族本位教材發展，本研

究旨在針對此一教材發展的歷程進行探討，研究方法主要採文獻探

討、文件分析和訪談等。透過相關資料的整理與分析後發現，該教材

發展的理念主要在落實完整的原住民族學校課程；其次，每個領域教

材發展都會經歷教材研發、試教、審查和修正等歷程；其三，教材的

內容特色主要有三，分別為：一、內容組織參考民間版教科書架構；

二、內容選擇凸顯排灣族的文化特色及兼顧主流文化；三、內容設計

兼顧國民教育階段所要學習的知識內容；其四，本教材的產生是匯集

各種歷史因素、競爭性論述和人際組織互動，甚至還包含特定人物的

生命史在內。透過上述研究發現，本研究再據以提出結論和啟示。 

關鍵詞：排灣族本位、教材發展、原住民族課程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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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he Process of   
Paiwan-Based Teaching  

Material Development in Pingtung County

Jyh-Yiing Yang

In 2014, the indigenous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enter in Pingtung County 
initiated the development of  Paiwan-based teaching materials. The study explored 
this development process through data analysis and interview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clude the following: 1.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materials depends 
on a comprehensive indigenous-based curriculum; 2. For every field, the teaching 
material was developed through some steps such as designing, pilot teaching, 
reviewing, and modifying; 3. Paiwan-based teaching materials exhibit the following 
three features: the content and organization of  these materials follow textbooks 
released by private publishers, the content highlights the features of  Paiwanese 
and mainstream cultures, and the content is designed to impart knowledge 
commensurate with that covered in compulsory education; 4. The teaching materials 
cover historical forces, competitive discourses,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and 
life histories. Finally,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some implication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based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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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

關於「何種知識最有價值」之類的問題，一直是課程研究領域關注

的重點。其中，教科書作為中小學教師最為依賴的教學媒材，同時被

視為是合法性知識的代言人，要納入何種知識到教科書中，便常成為

課程研究者亟欲探究的對象。以西方教科書發展史為例，受到 1960 年

代興起之多元文化運動的影響，在教科書內容中應如何處理主流族群

和被壓抑族群間的文化知識，即受到諸多學者所關注（Schramm-Pate, 

2010）。

就臺灣而言，1970 年代之後，受到美國課程知識社會學者的影響，

包括 Young（1971）、Anyon（1981）和 Apple（1986）等人，促使相關

課程研究開始對學校中的課程知識進行批判性反思，特別是針對教科書

中的課程知識。1987 年政治解嚴後，此議題更受到學界關注，從 1990

年起便持續有學術著作發表，也包括教科書中原住民族的相關議題（莊

明貞、潘志煌，2012；陳枝烈，1995；歐用生，1990；藍順德，2010；

譚光鼎，2008）。只不過學術論著在 1990 年後雖大量增加，然在實際教

育現場，教科書改革的幅度仍然有限。分析其原因，除大社會結構因素

使然，更重要的是，還牽涉到國家行政、學者、家長、出版業者和學校

教師，對原住民族知識在教科書中定位的詮釋與看法不同，加上其與其

他學術科目領域的教材發展相較，例如，國語文、數學和自然科學等，

所牽涉到的面向及要解決的問題，又相對更為複雜。

回顧整個原住民族教科書或教材的發展史，1 解嚴初期，主要先由

部分民進黨執政縣市嘗試發展原住民族教材，然當時仍多將其定位為補

充教材，同時僅在非正式課程中實施。解嚴後，雖因特定科目或領域

1 在本研究中關於教科書和教材的界定，前者係指教師教學時的指定教材，至於教材的
界定，則包含教科書在內，及其他相關的補充教材。在本研究中，會視其在文中定義

的適切性，而採用不同的課程用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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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立，如 1995 年國民小學鄉土教學活動課程標準中的「鄉土教學活

動」，及九年一貫課程中的「鄉土語言」，及後來的「本土語言」，2

然分析原住民族教材發展的狀況，仍不及其他的本土教材，如閩南和客

家。1990 年代起，一些學術機構或學者開始透過不同理念取向發展原

住民族教材，但這些教材發展卻多屬計畫經費補助性質，3 當計畫執行

結束，教材發展就無法持續下去，當時學校所使用的教材內容仍是以主

流文化為主，原住民族文化在學校課程中依然居於邊陲地位。

2014 年屏東縣政府成立原住民族課程發展中心（以下簡稱原課中

心），是改變傳統原住民族教材發展模式的重要關鍵點。該中心的成立

主要是為了發展以排灣族文化作為主體的國語、數學、自然和英語等領

域教材。4 分析此一地方層級教材發展的特色，除了是為排灣族學生而

發展的教材，同時是以多數人視為主科的領域作為教材發展的對象，加

上在臺灣教材發展史中，地方層級教材發展又較少被研究，基於上述歷

史特殊性，本研究認為對該教材發展的歷程進行研究，包括教材發展的

理念、步驟、內容設計，及其所彰顯的課程意義等，其研究結果不論對

原住民族教材或地方層級教材的發展，在實徵研究基礎的建立方面，皆

具有重要的研究意義。為達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先針對原住民族課程

發展的內涵與機制進行探究，作為本研究的立論基礎。接下來，透過訪

談、文件等相關資料的蒐集與分析，探討該教材發展的緣起、歷程及內

容設計特色。最後，再藉由與本研究所建構之學理依據進行深度對話

後，據以提出本研究的結論與啟示。

2 2008年教育部修訂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將「鄉土語言」的課程名稱
修改為「本土語言」，除了提高其語言位階之外，也在彰顯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多元

族群意識，強調各個語言族群的平等與相互尊重（教育部，2008）。
3 本部分會在本文後面的「原住民族課程發展的歷史特性」中做進一步說明。
4 屏東縣原課中心會以排灣族作為領域教材發展的對象，主要考量排灣族為屏東縣主要
的原住民族群；此外，本研究在此會使用「教材」一詞，主要考量屏東縣政府並未強

制規定使用的學校一定要把它當做教科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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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原住民族課程發展的內涵與機制

本章主要針對原住民族課程發展的內涵與機制進行探討，內容包括

原住民族課程知識的內涵、原住民族課程的歷史特性，以及原住民族課

程發展機制等三個面向，其目的旨在建立本研究分析屏東排灣族本位教

材發展歷程時的立論基礎。

一、原住民族課程知識的內涵

為了對原住民族課程知識內涵有一整全的理解，有必要先分析原住

民族知識的內涵，接下來再針對原住民族課程知識的內涵進行探討，茲

分析如下。

（一）原住民族知識的內涵

「知識論」（epistemology）一直是課程發展的探究核心，而在探討

原住民族知識論的相關議題時，「原住民族知識的主體性」為何，更是

一個常被詢問的問題，其原因如譚光鼎（2008）所言，原住民族教育最

基本問題在於主體性的缺乏，只不過關於此問題的答案，學界的看法並

不一致。

綜觀相關文獻，目前已有些學者透過對原住民族「認識論」和西

方／主流「認識論」進行比較後發現，兩者之間確實存在根本的差異

（Barnhard & Kawagley, 2005），而在目前國內相關實徵研究中也發

現，原住民族知識是不完全等同於主流族群知識，如羅健霖與張建成

（2002）的研究即發現，粗估、概化及以事記時的時間觀，是泰雅族學

童對時間的理解與看法。徐偉民（2021）的研究也發現，排灣族傳統文

化中係存在特定的「數學」知識，例如，在數與量的概念中，發展十進

位計數系統，最大位數到萬，雖有分的概念，但平分並非最主要的考量，

且未發展出分數與小數的概念，常以譬喻的方式來描述大位數。

為了對原住民族知識有更系統性與深入的理解，相關學者更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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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提出原住民族知識的重要概念與特性（洪清一，2021；陳張培倫，

2009；Breidlid, 2004; Maurial, 1999; Mazonde & Thomas, 2007）。其中，

Breidlid（2004）特別指出，自然和土地是最重要的概念，這些概念又

與靈（spirituality）和超自然（supernatural）有關。Maurial（1999）則

進一步歸納出原住民族知識的主要三種特性，其一是地方性，即原住民

族知識是原住民族與環境互動的產物，同時需要經過許多世代的去蕪存

菁。其二是整體性，即原住民族知識是人與自然，人與人交融下的產物。

其三是口傳性，因原住民族大多沒有文字，所以原住民族知識是以口傳

型式傳遞。針對上述三個觀點，基於大社會環境會不斷改變，特別是近

年高科技社會的來臨，口傳性是否仍應為原住民族知識的重要特性，其

實是值得商榷。此外，本研究還贊同 Ladson-Billings（1998）和國內陳

張培倫（2009）的主張，認為原住民族知識本身並非是靜態，其係具有

變化的可能性，同時是可分享和建構。

（二）原住民族課程知識的內涵

在理解原住民族課程知識的內涵之前，本研究認為有必要先確認一

個概念，即「原住民族知識」並不等同於「原住民族課程知識」，從「原

住民族知識」轉化為「原住民族課程知識」的過程中，仍必須進行相當

周延與細緻的課程設計，此也是發展原住民族課程時極須要去處理的重

要課程議題。周惠民（2019）曾蒐集相關資料，針對原住民族課程知識

的內涵，提出 10 個主題，分別是民族語文、族群歷史、禮俗祭儀、民

族飲食、民族樂舞、民族工藝、民族科學、自然生態、身體活動和親屬

制度等，其並針對這些主題與國民教育階段的不同領域進行對應，只是

此設計仍較缺乏以課程學理作為基礎。

回顧過去國內學者在設計原住民族課程時，通常會引用多元文化教

育學者的主張，包括 Banks（2004）所提出之貢獻、附加、轉化和社會

行動取向，或 Gay（1995）所提出的基本能力模式、概念模式、主題模

式和文化模式。不同於前兩位學者的論點，Noffke（1998）特別從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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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指出，在選擇多元文化課程知識時，應超越「知識屬誰」的爭論，

而應以學生學習作為優先考量。除了上述，Tyler（1949）在分析課程目

標決定所提出的三個思考來源，包括學習者、校外當前的社會生活和學

科專家的建議，以及要通過哲學和心理學的篩選的論點，也可作為進行

原住民族課程設計的參考，即在發展各領域原住民族課程時，除了要考

量原住民族知識的屬性，其他包括學科、學習者、環境和學科知識等課

程要素，也都要一起納入進行課程慎思與設計，這四個要素的重要性是

相等的，在進行課程設計時要能充分掌握四個要素間的交互影響和互動

關係。

最後，透過不同的課程理論視角也可提供進行原住民族課程設計

時的一些思考方向，以 Giroux 等人（1981）的論點為例，其將課程理

論區分為傳統的（traditional）、概念實證的（conceptual-empirical），

以及再概念化理論（reconceptualist theory）三種取向。依此三種課程

理論取向，分別會視課程為成品（product）、實際（practice）和實踐

（praxis）。本研究認為，看待原住民族課程知識，更應重視將其視為

是實際或實踐，即不應將原住民族課程知識定位為只是成品，或視為是

一種標準化與系統化的知識內容，在工具理性的主導下，透過科學化

程序傳遞給學生，這樣的課程知識將可能因過度關注原住民語言或文化

的精熟度，而忽略背後所蘊含的特殊社會和歷史意義。此論點同顧瑜君

（1995）對於發展原住民族文化課程時的主張，5 即要避免陷入「平均

分配」、「文化具體化、物化、固化」及「代表性」等科學化課程的現象。

根據上述，當課程設計者在思考選擇納入何種原住民族知識時，其

實便須反思這些知識是如何被形成與建構，而非不假思索的就接受，其

也允許有被批評的空間，特別是不能將原住民族知識一直停留於傳統的

知識內涵，或只一味讚揚傳統的知識觀，課程設計者要隨著時空環境的

演進，不斷加入和豐富新的課程知識元素；此外，在原住民族課程的發

5 就 Pinar（1975）而言，其主要對科學化課程觀提出批判，他認為該課程觀過度的將人
類生活經驗簡化、機械化，因而無法解釋充滿價值意義的現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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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過程中，也應重視學生生活世界意義的詮釋，並賦予師生具有共構脈

絡化課程知識的空間。 

二、原住民族課程發展的歷史特性 

回顧國內原住民族課程的歷史發展，解嚴前，在學校教科書中與原

住民族有關的內容是相當稀少，如果出現與原住民族有關的課程內容，

多少會帶有漢族中心和具族群偏見的意涵。如 1952 年版課程標準下的

國語課本「吳鳳」一課，教材內容即描述：

吳鳳被政府派來阿里山當通事，管理高山同胞，把一個無法無天

的混亂地方，治理得有條有理。（國立編譯館，1957，頁 91）

另外還描述「阿里山的高山同胞，過去有一種野蠻的風俗，每年秋

末祭神的時候，要獵取人頭來上供」（國立編譯館，1957，頁 91）。又

如 1968 年版課程標準下的社會課本「我們都從大陸來」單元，內容提

及「我們出生雖在臺灣，但祖先多來自大陸」（國立編譯館，1968，頁

1）。在當時期教科書內容中，明顯忽略原住民族的聲音。因此，在譚

光鼎（2008）的研究中便指出，從 1980~2000 年間臺灣地區小學教科書

大致仍以「漢族中心」觀點為主軸。值得慶幸的是，隨著 1990 年後一些

批判教科書中欠缺原住民族內容的研究紛紛出現，如歐用生（1990）、陳

枝烈（1995）等，教科書中與族群偏見有關的內容才逐漸減少，只是在

整體教科書內容設計方面，仍多採取附加取向，國小階段又集中在社會

科（陳枝烈，2002），較少擴及其他科目領域，此現象也導致學生所習

得的原住民族課程僅為片斷與偏狹的文化內涵。

1990 年後，一些政府和學術機構嘗試發展不同理念或類型的原住

民族教材或課程方案，如 1993 年，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即主導編纂「原

住民文化鄉土教材」，共計九族，並有教科書與教師手冊的出版（呂正

雄，1993）。1997 年當時的花蓮師範學院也曾接受教育部委託，針對國

小一年級，發展七個科目的原住民族教材，包括國語科、數學、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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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音樂、美勞和體育（陳伯璋、宋文里，1997）。陳麗華（2000）

則主要針對國小高年級學生，設計一套「增進原漢族群關係」課程方案，

其特色除發展核心概念，並善用多元的教學策略，包括討論、省思和啟

發等。劉美慧（1999）則設計一套「多元文化之美：多元文化社會科」

課程方案，此課程方案共分四大部分，其中第三部分是族群議題探討，

第四部分強調族群融合。分析上述所研發的原住民族教材或課程方案，

其實仍較偏向課程改革的「研究發展模式」，學者專家在其中扮演相當

重要角色，其優點在於每個課程方案都能提供堅實的學理基礎，然限制

則是缺少學校教師草根性之由下而上的課程發展機制，因此所發展出的

課程成品較無法符合每一所原住民族學校的需求。  

截至目前為止，整體臺灣原住民族教材發展仍反映出如徐靜嫻

（2009）所指，雖引介許多西方的學術理論進入國內，但在學校課程實

踐面向與學術論述之間，仍存在相當程度的落差，在小學的課程與教學

方面，普遍還是被定位為一種是附屬的或活動性的課程。2014 年 11 月

因《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的通過，除促使許多原住民族實驗學

校紛紛成立，更重要的是，由於這些實驗學校皆積極透過相關課程方案

的發展，也包括教材發展，企圖建立原住民族的主體性，使得以原住民

族為主體的課程有機會落實到學校教育現場。至於 2014 年屏東縣政府

啟動的排灣族本位教材發展，其透過地方層級課程發展機構的建置，將

排灣族文化結合國語、數學、自然和英語等主流學科領域，此種以在地

為出發點所形成的教材發展機制，以及後續產生的課程發展經驗，則可

作為未來發展其他族群本位教材的參考。

三、原住民族課程發展機制

課程發展機制的建立主要在避免完全受權威和意識型態的宰制（歐

用生，2010），而完善的課程發展機制也是維繫課程品質的重要關鍵。

隨著整個課程領域的歷史演進，目前已有諸多學者提出運作課程發展機

制所需的各種模式，包括目標模式、歷程模式、情境模式和寫實模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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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課程實踐面向，在臺灣課程發展史中，從 1952 年課程標準實施後到

1996 年實施教科書審定制為止，就有所謂「舟山模式」、「板橋模式」

和「南海模式」等課程發展機制（周淑卿、章五奇，2016），後來為發

展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以下簡稱十二年國教課綱），國家教育研究院

也建構所謂「三峽模式」（歐用生，2010），6 然關於原住民族課程發展

要採取何種機制，洪清一與陳秋惠（2014）雖曾針對原住民族教育發展，

提出文化─本位課程模式，但整體而言，目前並無較為成熟的學術論述

或主張，國內也較少針對原住民族課程，建構一套健全的發展機制。

本研究認為，上述學者所提出的課程模式，或是過去曾經運作過的

課程發展機制，皆可作為建立原住民族課程發展機制的參考，包括課程

組織與人員的規劃、課程方案的設計、實施及評鑑等，課程發展者再視

實際情境需要做調整即可，如在參與的課程人員方面，則可考慮加入原

住民族文化學者，或部落中熟捻原住民族文化的耆老。又如在進行原住

民族本位的領域課程內容設計時，不只考量學科專家所論述的內容知

識，同時要思考原住民族文化知識在領域內容中的佈局與安排。

此外，新近的「課程發展」概念或理論，也可作為分析本研究屏

東排灣族本位教材發展時的立論依據。回顧西方「課程發展」的理論

演進史，線性、機械性的科學化課程發展理論一直主導教育現場的課

程實際，而多數課程發展者也習慣其背後所承載的課程思維，只不過

在面對快速變遷及充滿不確定性的外在環境，此課程思維卻也因缺乏

彈性，導致不易尋求自我突破，及建立新的課程形式，尤其在傳統學

術科目之系統性知識及封閉性的課程發展系統下，此現象更為明顯。

然隨著 1969 年 Schwab（1969, p. 1）在〈實踐：課程的語言〉（The 

practical: A language for curriculum）一文中宣稱「課程領域已經垂死」

（the curriculum field was moribund）的呼籲，並提出要引進新的語言

6 「舟山模式」、「板橋模式」、「南海模式」和「三峽模式」都以課程發展機構所在
地理位置來命名的課程發展模式，其在課程理念、課程架構、教學設計構想及課程研

發方式等，各有不同的路線（周淑卿、章五奇，2016；歐用生，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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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課程領域後，即啟發一些學者開始反思有必要在後現代時期重新再

概念「課程發展」的意涵，例如，Slattery（1995）即認為，所有課程

發展都不會是相同的，他同時強調要在課程發展中加入自傳、履歷等概

念。Gough（1999）則認為，要將課程發展視為不可預測的改變，並在

過程中摸索策略性行動的可能性。歐用生（2010）也指出，課程發展無

可避免是一種理性、系統的過程，但其也是複雜的社會、政治過程，因

此 Ornstein 與 Hunkin（1996）認為，對於課程發展的分類，若採技術

和非技術的二元論理解方式，其實是相當危險的。

根據上述，本研究認為在發展原住民族課程時，於課程規劃階段先

設計具系統性的課程發展流程係有其必要性，然在課程發展過程中，面

對各種偶發事件時，能機動性進行課程機制調整也是必要的，特別當融

入主流學科領域時，必然會面臨各界的質疑與挑戰，及引起學校教師的

不安及抗拒。此時，進行原住民族課程發展所要進行的工作，便不會只

關注於技術性的課程程序，還可能會包括對與課程發展有關之概念、組

織或文化的重構。

參、研究設計

為達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選擇適切的研究方法與資料蒐集方式，

主要蒐集的資料來源以文件、文獻和訪談資料為主。文件資料的範圍包

括屏東排灣族本位教材、會議紀錄和成果報告等。在訪談資料蒐集部分，

主要訪談對象為與屏東排灣本位教材發展有關的人員，包括該教材發展

的前任和現任執行秘書，以及編輯委員，共計五位，分別以 A、B、C、

D、E 稱之，藉由對不同背景之教材發展人員的訪談，將更加能理解該教

材發展的歷程與相關議題。關於本研究訪談對象的背景資料如表 1 所示。

至於本研究的訪談綱要主要會依被訪談者參與教材發展的角色與任

務性質，進行不同的訪談內容設計。訪談資料的編碼方式係以人員編

號、資料來源與日期為主，如「A 訪 20210513」，即代表轉譯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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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3 日 A 教材發展人員的訪談語料。又如「B 札 20210520」， 則代

表來自 2021 年 5 月 20 日對 B 教材發展人員進行訪談時的田野札記資料。

關於本研究中的資料處理與分析，是一個相互交叉與重疊發生的過

程。研究者在每次蒐集完一筆資料後，便會立即進行資料的處理與分

析。在資料分析方面，主要會透過閱讀原始資料後，根據研究目的，進

行分類，並賦予其意義與概念。為維繫本研究的信實度，本研究會透過

多方資料的蒐集，以確保研究結果分析上具足夠的證據，同時在完成訪

談逐字稿時，也會邀請受訪者進行檢核，以確保逐字稿內容是否與受訪

者的原初想法相同，並尊重受訪者對受訪內容有進行增刪的權利。在研

究倫理方面，在邀請研究參與者之前，都會事先徵求研究參與者同意，

說明本研究的目的，並填寫訪談知情同意書。

肆、屏東排灣族本位教材發展的 
運作歷程與內容設計

本章先闡述屏東排灣本位教材發展的緣起與理念，接下來分析該教

材發展的組織及歷程，最後探討該教材內容設計特色。

表 1　本研究訪談對象職別及身分代碼

職別 身分代碼 備註

前屏東排灣族本位教材發展執行秘書 A
自 2014 年 8 月 1 日服務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現屏東排灣族本位教材發展執行秘書 B 自 2019 年 7 月 1 日服務迄今

現屏東排灣族本位教材發展人員 C

前屏東排灣族本位教材發展人員 D
自 2015 年 8 月 1 日服務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

前屏東排灣族本位教材發展人員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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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材發展的緣起與理念

（一）教材發展的緣起

回溯整個屏東排灣本位教材發展的歷程，共歷時五年多左右的時

間，從 2014 年 4 月開始針對該教材發展進行整體規劃，同年 8 月成立

原課中心，7 月開始進行教材的編輯。其中，為便於該教材發展的順利

運作，原課中心所在位置共經歷三次變動，最初是設置在屏東縣山山國

小（化名），主要因為當時的執行秘書是山山國小 A 校長，2015 年隨著

A 校長調動到海海國小（化名），原課中心也隨之搬移至海海國小，而

在後來的教材發展過程，又因受到來自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經費的

挹注，使得教材發展人力增加，海海國小的空間因無法容納新增加的教

材發展人數，於是 2016 年又遷移至屏東縣政府所提供的空間。

分析此教材之所以能夠順利開展，2014 年擔任屏東縣山山國小的 A

校長扮演相當重要角色，甚至該教材發展背後的理念也和 A 校長有關。

根據對 A 校長的訪談，得知其同時擁有課綱研發、地方國教輔導團和

實驗學校課程發展等經驗，因而理解課程發展其實是一件非常繁瑣，

且必須花費長時間討論、實作與修正的過程。然因個人強烈的使命感，

期待能在自己有能力主導此一原住民族教材的時間內，完成國小各年

級各領域的排灣族本位教材，因此在計畫階段便設定五年的完成期限，

並依學生年級的進展，設計各領域教材發展的期程。為達成此一目標，

A 校長也指出，其會把「學生開學要用書」作為加速此教材發展的壓力

來源：

今天原住民族教材這件事，是跟時間賽跑，愈早完成愈好，我就

給自己一些壓力。我覺得最好的壓力來源，就是學生開學要用書，

因為你沒有任何的藉口，非要編出來不可。（A 訪 2021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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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發展的理念

關於此教材發展的理念，依對前教材發展執行秘書的訪談，其一是

為了落實排灣族本位各領域教材發展理念。在這裡所謂的「排灣族本

位」，即如一位教材發展人員所詮釋：

並不是在教材中完全教授排灣族文化，而是用排灣族的角度去看

待包括國內其他族群或世界的各種文化。（D 札 20220520）

因此我們發現在教材中也納入其他族群的文化。

其次，是要建立推動原住民族學校的課程理念。回顧長久以來的原

住民族教材發展，大多是設定在學校中的彈性學習課程，而此教材發展

企圖要從整體學校的角度，透過各領域，建立完整的「原住民族學校課

程」（屏東縣政府，2015b）。為落實此一理念，在該教材發展的規劃階

段，決定先選擇國語、數學、自然和英語等領域作為教材發展的對象。

至於為何不選擇社會領域，主要的考量是：

社會領域中的原住民文化已在上述領域進行發展，因此社會領域

便建議採用民間版本的教材。（A 札 20210513）

關於此教材設計的原則，則主要為「樂學、易懂、適性、高度脈絡、

文化回應」（屏東縣政府，2015b）。

民族教育只是一個科，一個領域而已，我們真正重要的是要進入

其他的領域，要進入其他的領域，那個已經不是學校本位（按：

係指彈性課程）可以做的事了，必須要透過一個 team，那個時

候我就申請屏東原住民族課程發展。（A 訪 20210513）

其三是關於此教材和教師的關係，依前教材發展執行秘書所述：

較理想的課程實施狀況，應是各領域授課教師自編原住民族教材，

但考量多數學校教師仍多缺乏自編教材的能量，因此才透過此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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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的發展，提供教師在進行教學實施時使用。（A 札 20210513）

至於未來此教材推廣至各學校時，學校教師則可依自身的教學脈

絡，自行決定教材的使用狀況，包括在課堂上可直接使用此教材，或和

學校已選用的民間版教科書一起使用，或者當作補充教材。

中心在做教學推廣的時候，其實有給原住民族重點學校，他們直

接在教學現場做使用，第二個例子就是，你拿走我們的教材，和

坊間的教材互相搭配使用，或當作補充教材，你要用就使用。（D

訪 20210413）

二、教材發展的組織及歷程 

（一）教材發展組織  

為推動屏東排灣族本位教材發展，在組織架構方面，設主任一人，

由教育處處長兼任，副主任一人，由原住民處處長兼任，執行秘書一人，

由原課中心所在學校校長兼任，總幹事一人，由原課中心教師兼任。此

外，實際進行教材發展的成員又分設文字編輯組、插圖繪製組和電腦排

版等三組。值得一提的是，考量教材發展人員的的專業性，這三組的教

材發展人員在一開始是聘用學校中的正式老師，特別是原課中心所在位

置學校的教師，但因為正式老師一旦投入教材發展的工作，學校還要另

請代理教師，造成學校教學上的困擾，特別是學生的受教權，因此在經

歷一段時間後，便轉而改聘非學校專任老師來進行此項教材發展工作。

一開始的時候，我是希望教師借調過來，沒有人，當時很緊張，

所以只好借調我自己國小的老師，就變成我的班級老師變成代課

老師，但是我只維持一個學期，因為我不能做課程中心的事，犧

牲我學生的權益，後來因為有經費進來，我那個時候才爭取代課

教師。（A訪 2021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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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後來原課中心聘非學校專任老師為教材發展人員，但因他們多

欠缺教育專業背景，或教材發展經驗，幸好當時該教材發展的執行秘書

A 校長具備豐富的課程研發與教學經驗，在他的領導與協助下，才將此

教材的架構給構思出來。

當時這些編書的人，有的連教師證都沒有，連教科書是什麼東西

都一無所知，光是要去找出工作的方法，這件事情就不容易。我

們到底要如何編國語、數學？到底單元要怎麼弄？每一科到底要

寫什麼教案？要教什麼內容？怎麼去結合九年一貫指標，或者是

後來的課綱，學習重點內容也好，因為剛好我會，必須要幫大家

把這些架構出來。（A訪 20210513）

（二）教材發展歷程

關於整個屏東排灣本位教材發展的時間規劃，從 2014 年 4 月 1 日

至 6 月 30 日，主要進行原課中心的規劃、籌備和試營運，2014 年 7 月

至 2018 年 6 月則進行各領域教材發展。至於各領域教材發展的進程，

原則上每半年發展一個領域兩個年級的教材。在順序安排方面，首先發

展的領域教材是國小低年級數學，接下來是國小低年級國語教材，至於

自然和英語教材的研發，則接續在低年級數學、國語教材之後，並同時

發展中高年級的數學、國語教材。至於為何要採取這樣的期程規劃，主

要是將各領域教材發展結合 2014 年 7 月當時國小一年級學生的年級成

長進程，當完成某一領域兩個年級的教材，就能立即提供給當年度的學

生使用。由於分析所要發展的教材，在對應領域方面，國小低年級只有

數學、國語，因此便從這兩個領域先行發展，而自然領域在中年級才開

始設科實施，該領域教材便接續在低年級數學、國語教材之後。然這樣

的發展進程，因經費和人力因素使然，時間是非常的緊迫，甚至常和事

先的規劃有所落差，有時會來不及提供給學生正式版教材，便會讓學生

先使用影印版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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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一年級開始做，我當然要供應給一年級的孩子，所以我是跟

著他們走。他要什麼書，我是在前面先一步給他，那個時候我們

經常開學兩個月還沒拿到書。我舉個例子，有時候就碰到兩種狀

況，一個是來不及編，一種是來不及印，來不及編的狀況，到了

他突然要升三年級的時候，連自然、英文都要出來，就會變成也

許我們已經編到第四課，排版都排好了，可是孩子要開學了，我

們就先影印。（A訪 20210513）

其次，在實際的教材編製歷程方面，原課中心的教材發展人員會先

與在地耆老共同討論教材的主題與課文方向，過程中會安排一些文化增

能課程。在教材內容撰寫過程中，所有教材發展成員也會一起討論，再

確定送印前，一定會交給課發中心執行秘書 A 校長再進行檢視。由於

該教材的基地學校為海海國小，因此當教材發展完成，會以「試用本」

在該校先試用一年，透過該校教師與家長的回饋後進行修正，最後再邀

請相關專家進行教材審查。然其實此教材發展的過程並非順暢且毫無阻

礙，受到人力資源不足的影響，為解決此問題，在教材發展過程中，還

會透過向相關單位再提出計畫，同時調整原本預期要完成的工作目標，

特別各領域教材的完成進度，電子書的製作即是教材發展過程中才加進

來的工作項目。

我們都是一起做，當時的情況是，假設我們知道要做國語，我們

這三個文編交換意見，看彼此寫的文章語句是否通順，逐字逐句

地討論，才會送給校長（海海國小）撥冗逐字逐句看過，按照他

修的方式去逐字逐句地修改。（D 訪 20210413）

我們的做法就是報計畫，當時我們報的是 103 到 108 一個五年的

計畫，要完成一到六年級四個科目，因為我們做得很好，我們再

提報計畫做電子書，這個都是後來慢慢加。有的一開始是沒有，

但是後來我們發生困難，例如，教科書印不出來，所以這筆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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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縣政府給我們，也有國教署給我們，後來又發生人力不足，

因為不足，就會一直提報計畫。（A 訪 20210513）

三、教材內容設計的特色

本部分主要綜合屏東排灣族本位各領域各年級教材內容，歸納出三

點教材內容設計的特色。

（一）教材內容組織參考民間版教科書的架構

分析整個屏東排灣族本位各領域教材內容組織的設計，主要還是參

考民間版教科書，理由有二：其一是要克服家長和各界對學生升學的疑

慮，為解決此問題，各領域教材一至六年級的組織架構，在變動不大的

前提下，參考民間版教科書的組織架構；另一個理由則是基於時間壓力

考量，教材發展團隊無法在短時間建構出排灣族本位各領域教材的組織

架構。此外，由於該教材發展初期，十二年國教課綱尚未公布，所以當

時在進行該教材內容設計時，並未納入有關核心素養的內涵。

一方面是擔心如果改變太大的話，可能家長那個部分是會不放心

我們課程的架構；第二個是我們時間，其實計畫時程是比較有限

的，必須在一定的時間去完成這樣子的內容，所以我們那時候決

定仿照坊間的參考書，可能在沒有太大的變動之下，然後用他們

的架構來進行我們文化素材的融合。（C訪 20210309）

（二）凸顯排灣族的文化特色及兼顧主流文化

本教材在各領域課文內容中會納入具排灣族文化特性的主題，以國

語領域教材為例，首冊第一課的課文主題即為「太陽」，會安排在第一

冊第一課，也凸顯「太陽」象徵排灣族的起源，至於其他主題還包括代

表排灣族文化的三寶，分別是百步蛇、陶壺和琉璃珠。然如相關受訪者

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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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因人力不足，加上該教材的實驗場域位居屏東北部的地磨

兒國小，因此在排灣族文化的比例上會以北排灣的文化內容，

後續做修正時會再加上其他區的排灣族文化，而教師在使用

該教材時，也可因應在地文化做調整。（B 札 20220520，D 札

20220520）

為了讓學生也能學習到華人地區或世界各國的文化知識，又分別在

國語領域六上第 11 冊第四課設計「周瑜打黃蓋」的課文內容，及六下

第 12 冊第四課設計「名人軼事」，內容包括卓別林、蘇東坡和曼德拉

等人的故事。

在數學領域教材方面，從封面設計到每一個單元，都會透過引入排

灣族文化元素，引導學生數學相關的數學知識。例如，一上第一冊「10

以內的數」，會圖示與排灣族文化有關事物，如太陽、百步蛇和猴子等，

讓學生去計數（圖 1）。另外，在自然領域教材方面，三下第一冊單元

一「這不是包 cinavu 的葉子」，特別以包 “cinavu” 的葉子作為學習素材，

請學生比較和其他葉子的不同（圖 2）。透過上述各領域相關排灣族文

化的內容安排，都在讓學生從中去熟悉及認同自身族群的文化。 

第一課我們寫的是「太陽」，那太陽那一課是有點呼應我們誕生

起源故事的部分，從那邊發想，可能是從太陽生下兩顆蛋開始，

所以第一課的部分是太陽，然後第二課是百步蛇文化的那些部

分，是這樣子慢慢的去構思課文的內容。（C訪 20210309）

孩子就會從一般的學科知識跟他自己本身的文化內涵做一個呼

應，也就是所謂的連結，所以就不會覺得說我文化是另外一套東

西，甚至我可以從我的文化內涵延伸到我的學科知識，就讓孩子

不要覺得它是兩套東西。（B訪 2021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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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屏東排灣族本位教材課文示例：數學領域

資料來源：屏東縣政府（2015a，頁 1）。

圖 2　屏東排灣族本位教材課文示例：自然領域

資料來源：屏東縣政府（2015a，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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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兼顧國民教育階段所要學習的知識內容

為了消除家長對教材缺乏競爭力的疑慮，對於各領域教材的設計，

在讓學生習得自身族群文化時，也能學到國家層級之課程綱要中規範每

個學生在各領域所要學習到的課程內容，教材發展人員會在過程中檢視

各領域的每一冊教材內容是否符合國家課綱的規範。以排灣族本位的語

文領域教材為例，學生在每個年級所習得的文體和識字量，都會比照教

育部對國語文的規定。隨著十二年國教課綱的公布，各領域教材內容也

會跟著進行滾動性修正。 

像國語它的識字量，我們是比照教育部，甚至是十二年國教課綱，

每個年級必須達到多少的識字量，還有必須在每個年級要學習什

麼樣的文體，其實我們都有重新去檢視過。（B 訪 20210309）

是拿著坊間教材對照，所有坊間教材有的東西，我們也要有，這

是最快的方式，我們沒辦法像出版社的編輯歷程，他們擁有一個

龐大的團隊各司其職去負責這些事情。（D 訪 20210415）

我們要消除家長覺得說我們的教科書沒有競爭力，因為他還是要

跟一般的孩子競爭，所以他基本的實力、學科知識，我們的教科

書還是非常著重，我們一定會在十二年國教這樣的架構去做滾動

的動作，第二個就是因為之後孩子還是要面臨學力測驗，所以我

們就會在每個年級它的單元名稱還有他的文體，甚至他必須要達

到什麼樣的文學能力，我們都有特別注意。（E訪 20210309）

四、綜合評析

Ladson-Billings 與 Brown（2007）曾指出，雖然美國自 1960 年代起，

在學術研究領域質疑學校課程中充斥主流族群內容的聲音從不曾停止，

但在中小學場域所進行具系統性的課程發展並未發生根本的改變。此情



教科書研究 第十五卷  第二期22

形也發生在臺灣的中小學課程，因此屏東原課中心針對國語、數學、自

然和英語等主流領域所研發出的排灣族本位教材，其對臺灣課程發展史

而言，可說是又創新頁。分析本教材的歷史特性，同相關學者對教科書

之歷史性詮釋所言，是課程政策的時代性詮釋，是在特定社會、歷史脈

絡下發生的（甄曉蘭、王立心，2012；歐用生，2016），同時也是集結

不同歷史軌道中各種論述的相互競逐，包括族群文化主體性、學術競爭

力及教師能動性等，以及摻雜歷史、社會、政治和傳記等因素的相互搭

架所產生的。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教育行政的重視固然具重要影響力，

特定人物對此教材的推動更值得關注，特別是其理念的引導。Goodson

（1995）曾指出，課程是一個具生命力的人類過程，而不只是一種知識

體。歐用生（2016，頁 5）也曾提出，「有怎麼樣的人，就有怎麼樣的

教科書」。分析屏東排灣族本位教材的發展，即具備這樣的歷史特性。

其次，分析整個屏東排灣族本位教材發展的實際運作過程，其實是

在有限資源和時間條件下，包括過程中一些突發的干擾事件，從中不斷

尋求出路及解決策略所完成的。此現象凸顯課程發展是一條充滿不可預

測的旅途，很難完全按教材發展前所規劃的既定步驟，毫無干擾地產出

預先要完成的教材成品，此現象除凸顯線性的課程發展理論是無法套用

至實際的教材發展過程，同時也意謂教材發展的領導者或成員必須有能

力透過慎思，針對情境脈絡中發生的干擾性或非線性現象，機動性的構

思出一些突破性的行動方案。 

當然，從課程發展的學理進行分析，此教材發展還是有些值得再加

以改進的地方。其一是教材發展成員的屬性與專業背景，本教材主要發

展國語、數學、自然和英語等領域教材，但分析教材發展成員的專業背

景，較欠缺學科教育專業人員的參與，加上教材發展成員的組成係屬臨

時性，當教材發展結束，將會面臨能否續留的問題，因而使得成員對組

織的歸屬性較為不足，此現象也必然影響此教材發展的持續性；其次是

關於教材發展的歷程，由於受制於時間的壓力，導致過度強調效率，欠

缺過程中對教材發展的相關問題進行深度對話，進而無法凸顯教材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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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所具備之「慎思」的特質；其三是教材內容的設計，本教材相當強

調「排灣族本位」的概念，然在整體教材的組織架構卻是參考民間版教

科書，顯然背後的知識論基礎並未具備「排灣族本位」精神，當然其原

因也和目前各原住民族知識論的基礎研究仍在進行中，尚未有系統性的

知識體系可供參考有關，即使排灣族知識體系已建構完成，其在各領域

教材中要如何進行知識的選擇與分布，包括橫向和縱向的課程組織與設

計，與此相關的考量因素還和學生的認知方式及學習活動安排有關，目

前皆尚缺相關的學理基礎，以作為「排灣族本位」教材設計的立論依據，

而這些基礎研究又非地方或學校的教育工作者所能達成，仍有待國家層

級之學術機構的協力支持。

伍、結論與啟示

教材發展是一兼含理論與實務的探究領域，而理論與實務之間又具

有不斷對話辯證的關係。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文件分析和訪談等，對

屏東排灣族本位教材發展歷程進行研究，除了讓我們了解該教材發展的

實際運作，同時也提供我們重新對課程或教材發展背後的學理基礎進行

更深層的理解。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所獲得結論主要有四：其一，屏

東排灣族本位教材發展的理念主要企圖要去落實完整的原住民族學校課

程；其次，每個領域的教材發展都會經歷教材研發、試教、審查和修正

等歷程；其三，該教材的內容特色主要有三，分別為：一、內容組織係

參考民間版教科書架構；二、內容選擇凸顯排灣族的文化特色及兼顧主

流文化；三、內容設計兼顧國民教育階段所要學習的知識內容；其四，

本教材的產生其實是匯集各種歷史因素、競爭性論述和人際組織互動，

甚至還包含特定人物的生命史在內。基於上述結論，本研究提出以下三

點啟示：

首先，長久以來，我們在探討課程發展的學理基礎時，總常會引用

西方的理論或模式，而透過該教材的發展，將有助於豐富在地課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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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與實務的內涵，特別是地方層級和族群本位教材發展。其實分析該

教材發展的歷程，包含規劃、設計、實施和評鑑等過程，大致符合教材

發展的原理原則，未來可再加強的地方，包括在教材發展人員的組織方

面，能引入各領域學科專家的參與；在教材發展歷程方面，更重視歷程

中的專業對話與慎思。

其次是關於教材與教師的關係。本研究要指出的是，教材並不等同

於課程。本教材考量實驗學校所在位置及資源等因素，並未在該教材中

彰顯原住民族課程內涵的多元性，特別是因區域不同所形成之排灣族內

部知識的差異性。然本研究認為，教材發展是一永續的過程，加上課室

教學才是課程改革成功與否的關鍵。為解決各地區排灣族文化知識差異

的問題，仍有賴教師「課程潛能」（curriculum potential）的發揮，7 包

括教師能依各地的族群文化脈絡，對原住民族教材再進行詮釋，並透過

專業想像，再創符合學校教育情境所需的課程。

最後，基於課程發展是一科際整合與專業合作的工作，本教材發展

成員雖已完成國小一至六年級之國語、數學、自然和英語等領域的排灣

族本位教材，然各領域教材背後的知識體系如何展現原住民族知識的主

體性，又如何轉化為教材架構，是目前屏東排灣族本位教材較為不足之

處，而此部分的基礎研究，實非地方或學校教育工作者就可獨立完成，

有賴與學術機構合作。因此，為讓原住民族教材發展更具堅實性的立論

基礎，未來有必要強化這方面的專業合作，特別是在原住民族知識論與

課程論的建構。

7 「課程潛能」一詞最先是由 Schwab（1973）所提出，但此概念接下來被 Ben-Peretz
（1975）進一步發展，其意涵係指課程材料的展現可超過發展者的意圖，並特別關注
在課程材料被教師多元使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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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Atayal 敘事與「我們的」課程行動

回首我在部落國小的文化回應課程（culturally responsive curriculum, 

CRC）研究已過了五年有餘，我及團隊成員堅持著同一個研究題目─

實踐以民族文化及閱讀為核心的文化回應教學（culturally responsive 

teaching, CRT），因而部落國小（匿名 B 校）裡有了 Atayal 敘事與「我

們的」課程行動。

「我們」是指我、夥伴教師及學校教師，包含 Han（漢）籍及原住

民籍成員。課程行動包括：擇定課程主題、組織敘事文本及指導學童學

習活動，我們閱讀部落敘事、聆聽族人說故事、敘說文化經驗與體驗文

化活動，嘗試將 CRC 論述在地化。

一、從部落國小大樹下開展的 Atayal 課程

2016 年夏天，我走進了 Atayal 部落，在部落國小的樟樹下開始了

課程行動。一位 Atayal 朋友明白我的目的之後，立即引薦我認識校長。

大樹下陸續來了校長、組長及教導主任跟我說話。交談過後，他們同意

成為實踐 CRC 的夥伴學校。

學校 B 座落在臺灣北部偏遠區域，部落對外交通開發早，因而部落

中各族群人士匯集混合居住，唯 Atayal 籍居民仍占 93% 以上，故仍稱

Atayal 部落。學童皆為原住民族，總人數維持在 70~90 人之間，本文稱

其為部落學校。本案實施的前四年，教師流動率大致維持在三分之一以

下，以偏遠地區來說，算是人員變動相對比較穩定，且原住民族籍教師

所占比例皆在規定範圍之內。

誠如學者 Gay（2002）所言：多元文化課程內容是 CRT 的關鍵因素，

它與文化均等教育密切相關，課程知識的組織關係著課程實施的效能。

意即「教什麼」與「怎麼教」的課程問題同等重要，與提升學童的學習

動機、學習成就及學習表現等密切相關。2017 年秋季，我進入學校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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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這段豐富的課程旅程，本文聚焦討論我們於部落國小 B 實施 CRC 課

程內容之適宜性問題，以下將描述我們如何慎思、做決定及結果如何，

並闡釋其意義。

二、研究者的教育信念

我（編號 R）以研究者立場，秉持 CRC、多元文化教育、文化回

應教育學（culturally responsive pedagogy）或文化關聯教學（culturally 

relevant pedagogy）的理念進入現場。基本理念概括為：（一）統整課

程內容，將部落文化及其他不同民族的文化整合納入學校正式課程；

（二）教師幫助學生建構知識，協助學生了解自己的知識受到族群文

化、種族與階級的影響；（三）減少偏見，協助學生以不同於以往的

積極態度面對族群文化；（四）落實教育機會均等的理想，以差異化

教學措施幫助每位學生獲得學習成功經驗；（五）促進學校增權賦能

（empowering）的文化，讓學生感受自己是學習的主體，能達成多元

文化教育的目標（Abdal-Haqq, 1994; Banks, 1993/2001; Bennett, 2012; 

Pewewardy, 2003）。CRC 的課程基礎融合了學習者中心及社會重建觀，

我們認同此行動取向並將本案課程目標界定為：提升少數族群學童文化

認識、多元文化理解及讀寫能力，依此發展、實施與評估 CRC 的內容。

三、「我們的」課程團員

為了在學校 B 落實 CRC，我邀請學校成員形成團隊及開始對話的

課程行動（表 1）。進入現場的第一年，認識了 B 校中最重要的夥伴

─ Atayal 籍教導主任（編號 BS）。他是社區人士，介紹族語教師（部

落耆老）給我認識，幫助我理解部落族人對民族文化教育的看法，是部

落文化主要報導人。他在學校任教 20 年以上，讓我清楚了解學校課程

脈絡及校本課程發展歷史。BS 是本案 CRC 重要課程資源，他幫助我們

發展課程及課表。

我們的團隊成員每一年都在變動。第一年有 BT1 擔任一年級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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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初任及代課教師；BT2 為代理及生活領域教師，BT3 為課後輔導暨

代課教師。第二年，團隊增加了訪問教師 T-T 協助閱讀教學，而 BT3

為代理教師並擔任二年級綜合領域教師。第三年的團隊有 T-T、BT3

（Atayal 籍）、BT4（Taruk 族）及 BT5（Atayal 籍）。BT4 主動實施二

年級主題閱讀課程，BT5 帶領四年級學童與三年級學童一起參與閱讀課

程。第四年團隊有 T-T、BT3、及 BT5 在一年級實施主題閱讀課程。第

五年，團隊有 BT3 實施五年級閱讀課程及 BS 於社會領域實施文化體驗

活動，BT5 在二年級實施敘事閱讀課程。

表 1　B 校教師參與者及其背景資料

代號／

性別／特徵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BS
男／A

★（主任） ★（主任） ★（主任） 外調 ★（5- 綜）

T-T
女／H

★（2- 國） ★（3- 國） ★（4- 國）

BT1
女／H

★（1- 國語

+ 導）

BT2
女／H

★（1- 生 +
科任）

BT3
女／A

★（2- 生） ★（3- 綜）
★（3- 綜 +
國）

★（5- 導 +
國）

BT4
女／T

★（2- 導）

BT5
女／A

★（4- 導） ★（1- 導） ★（2- 導）

備註 BT2 離開學校 BT1 離開學校

BT4 調離

T-T 下學期離

開

BS 下學期退

休

註： H 表示漢族，A 表示 Atayal 族，T 表示 Taruk 族；★表示當年參與者，括號說明擔任職務，（1）

表示擔任教學年級，導－級任導師、國－國語領域、生－生活領域、綜－綜合領域、社－社

會領域。研究者代號是 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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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行動流程

本案課程行動流程如圖 1。由我（R）擬定課程取向、初步課程內

容與活動方案、推動課程對話與確定方案、課程實施及觀察 CRT 的進

行，蒐集資料及撰寫研究發現。我探討 CRC 文獻、進入部落的踏查、

參考民族誌的研究報告及與學校教師訪談，初步構思課程方案，與團隊

教師充分對話及確定後實施。研究團隊於開學前完成備課（含學習單與

評量），規劃課表及協同教學。我們以主題課程融入國語文、生活與綜

合活動領域的方式，由現場教師進行每週 3 至 5 節 CRT 教學，每學期

約實施 12 至 14 週。我擔任 CRT 教學觀察者，課後與教師反思學生學

習表現，聚焦討論學童閱讀能力、文化內容表述及文化行為等結果。

課程實施後，我們匯集課堂中學生回應的文化經驗，提供接續實施者

參考。

五、資料蒐集與管理 

研究者 R 以質性研究方法描述課程組織的變動情形，並分析與詮釋

研究資料的意義。研究資料蒐集方法有：（一）觀察：部落生活（課程

資源）、校園生活、師生教室生活面貌及教師 CRT 教學等實況；（二）

紀錄課程對話與訪談：團隊的課程對話、訪談學校課程決定者、文化諮

詢者、學校教師（含導師、族語教師）、學童、家長與社區人士等；（三）

相關文件蒐集：教師課程計畫、學生學習表現、相關人士意見與各項文

化文件資料等；（四）研究者札記與教師省思（訪談）。過程中會以媒

體科技蒐集及管理資料，包括：錄音、錄影、各種影像檔案、文件與文

獻（字）檔案。主要資料類型管理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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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信實度與研究倫理

本研究信實度以長期觀察與多方蒐集資料確保資料的可信度，經由

多元資料提供者、多重理論與文獻探討、及專家學者諮詢等檢證方式確

保研究資料的信實度。以行動流程（圖 1）規劃每學年及每學期的研究

節奏，也在理論與實踐中不斷相互參照與辯證，以增進研究資料的信實

度。團隊自我檢視的項目有：（一）課程理念是累積學生的文化背景而

非忽略或否定他們的文化脈絡；（二）課程是為所有學生設計的，但更

聚焦於為少數族群學生發聲而規劃；（三）課程型態是統整的且融入學

科內容；（四）課程納入真實文化內容，且取向學習者中心及連結學童

的真實生活；（五）課程目標在協助學童發展批判思考技巧；（六）教

學活動併入合作學習與全語文（whole language）策略；（七）課程實施

須受到教師團隊及師資培育機構的支持；（八）課程是協同教學的一部

表 2　本案資料類型編號管理

資料類型

／代號
觀察／觀

影像紀錄

／影

對話紀錄

／話

訪談紀錄

／訪

文件資料

／件

研究札記

／札

編號管理

與說明

舉例說明：資料類型 + 對象 + 時間及頁碼。觀 BT1 1070515:16，資料引

自 B 校教師 BT1 教學行為觀察，時間 2018 年 5 月 15 日，資料引自轉譯

稿紀錄 16 頁。

1. 部落田野調查。

2. 民族誌研究報告。

3. 文化回應課程文獻

探討。

課程計畫構思

1. 以文化局內人觀點

做決定。

2. 部落文化資源。

3. 教師文化信念。

與教師討論課程

1. 學童學習動機。

2. 學童敘說經驗。

3. 學童回應部落文化

生活現狀。

納入學童文化

回應內容

圖 1　本案課程行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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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須建構更廣泛及綜合性的教學策略（Abdal-Haqq, 1994; Castagno & 

Brayboy, 2008; Klump & McNeir, 2005; Misco, 2018）。我們的課程行動

來回於第一至六項進行課程慎思，第五項是以文化比較活動提升學童文

化差異感、文化問題的思考及其文化期望。第六項我們採用全語的中文

閱讀教學策略，但在文化活動中鼓勵使用族語。第七項與第八項則有變

通做法。在文化學習活動上，我們以小組合作的方式進行，但最多採取

個別化教學，以差異化教學提升學童學習能力。團隊成員必要時採協同

教學，閱讀教師上課時，綜合領域教師會在教室內協助，我們也會調整

課程時間，教師們一起帶領學童參與文化旅程。關於第三項與第四項攸

關課程內容組織問題是本文聚焦的研究問題，本文將檢視與反思行動的

確實性及研究意義。

由於本案研究對象屬少數族群，計畫之初已通過研究倫理審查，多

年來接受研究倫理審查會監督，並通過逐年審查。我在取得研究對象同

意後進入現場。為確實保障參與研究者的權利，本案尊重參與者的意

願，學童監護人簽署參與研究同意書之後才將學童列入資料蒐集對象。

我們遵從參與者的同意與不同意，保障其教育權與受教權。研究者於知

情同意書聲明與保證本研究資料僅做學術發表使用，不會另作其他使

用，保障參與者的權益。為保障其隱私權以化名處理個人資料，影片資

料會以笑臉遮蔽正面影像。

貳、Atayal 文化即 CRC 知識來源 

贊成推動 CRC 或 CRT 學者咸認為少數族群文化須受到尊重與保存，

推動此教育工作能維護人權及促進教育機會均等，並有利於族群文化的

保存。但是，反對者卻不認同。反對者多半批評 CRC 的成效明顯不足，

不僅重新將少數族群學生貼上鮮明的標籤，更無法提升他們的競爭力，

沒有競爭力就無法為族群爭取更多資源發展文化權利。這不僅是學者觀

點，大多數時候也是文化局內人觀點，他們並不認為民族文化可以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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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具備處世的能力（簡良平，2021）。在此背景之下，我們的課程目

標希冀能同時提升學童文化素養、閱讀素養及學科知識。誠如 Ladson-

Billings（1995, 2014）所言：從事文化關聯教學的教師們，應該確認自

己能讓少數族群學生獲得學業成功、具備文化能力及社會政治意識。

學生學業成功是因為教室裡的教學及學習經驗促成的，文化能力是指

他們能從原生文化獲取知識且彼此深感驕傲，社會政治意識是指他們能

從學校的學習中獲得知識與技能，應用於確認、分析與解決真實世界的

問題。

基於此課程目標，行動前我們檢視了部落學校 B 課程脈絡，並視

CRC 知識來源為 Atayal 文化，釐清「文化」定義及決定 Atayal 文化範疇，

進而慎思如何決定課程內容。

一、檢視 B 校課程脈絡及納入文化局內人的意見

統括 CRC 課程目標特別關注弱勢族群學生具備文化意識及具備行

使文化權利（cultural rights）的能力。在知識的選擇上乃基於多元文

化教育宗旨：這是一種教育學（pedagogy），在確認所有學習內容中應

包含學生文化背景知識，強調其族群文化的重要性（劉美慧，2011；

Ladson-Billings, 1995）。課程行動前，我們檢視了 B 校 2005 年編製之

校本課程，當時設計了體驗民族文化活動，但未明示課程內容編輯。參

與者 BS 認為 CRC 實踐可以分為兩種方式：其一，讓學童課後時間參與

部落民族文化活動，例如，傳統競技比賽、祖靈祭等活動，並與學校正

式課程區隔；其二，在學校正式課程中以議題融入方式納入民族文化內

容。他說：

耕種的歌曲可以跟音樂課連在一起⋯⋯收成的時候，打小米的歌

曲⋯⋯可以跟我們的藝術與人文在一起，在原有的課程刪掉一些

內容，⋯⋯把原住民的，Atayal 的內容放進去。⋯⋯在耕種過程

中，病蟲害⋯⋯鳥害，要怎麼處理天然災害，可以放在自然課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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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小米收成以後可以拿來做什麼？⋯⋯醃肉⋯⋯醃肉的原理

是去氧化、脫水，這也可以放進去⋯⋯把 Atayal 文化當作是我們

學校的特色課程。（訪 BS 1070530:2-3）

誠如周惠民（2011）的建議，以議題融入是比較妥適的民族文化課

程設計型態，而 BS 多年來皆以帶入文化教材方式融入領域教學。然而，

他的教學中直接傳輸學科知識，並未標明「我們 Atayal 人」有關的內容

如何，也未要求其他同仁落實民族文化特色課程。

從「文化回應」字義上可以得知：CRC 與 CRT 的教師關注每一位

學童的文化經驗，會刻意地彰顯班級文化差異（difference），說明此差

異與學童族群文化信念、價值觀、語言類型與社會關係密切相關，而無

關於學童與生俱來的種族、性別、性取向、宗教信仰等差別（diversity），

他們會在教室中營造文化平等原則（Au, 2016）。部落國小 B 校的學童

全數為原住民族，展現出多樣的原住民族文化，此多樣性讓我們決定依

據文化平等原則安排多元族群文化內容及比較文化活動，先提升學童文

化差異感受，再強化其族群文化認同。 

CRC 與 CRT 課程型式屬於統整的及跨學科的（interdisciplinary）

性質，以學習者為中心，知識內容真切且緊密地連結兒童真實生活。

CRC 課程目標不僅是培養學童具備族群文化能力、主流文化能力，還

希望包含多元文化及跨文化生活能力，因此強調培養文化比較、批判

思考技能（critical thinking skill）、批判的識能（critical literacy）（簡

良平，2015；Abdal-Haqq, 1994）及批判的文化意識（critically cultural 

consciousness）（Gay, 2002）等。後者三項批判能力為社會重建課程觀

學者亟欲建構的課程目標，並希望達成社會平等理念。

直言之，我們的課程理念是追求教育促進社會正義的（education 

for social justice）。誠如 Castagno 與 Brayboy（2008）所言，文化回應

的學校教育（culturally responsive schooling）其教育哲學應關注原住民

族的主權（sovereignty）與自我決定（self-determination）、種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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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ism）及認識論（epistemologies）。基於人權觀點，我們應認定、

賦予與尊重原住民族的個人、部落及族群等擁有主權，且相信他們能進

行自我決定，如同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一樣的自主決定權。CRC 學者們

意圖將少數族群文化納入學校課程，希望教育者承認不同族群的存在，

允許師生挑戰課程材料中的偏見、不利於少數族群的假設與說法、貶抑

與不尊重的態度、刻板印象及各種譴責等內容，且聲明應於正式課程中

恢復族群文化的地位。

我們的理想崇高而行動是務實的，踏入學校研究的第一年，我與

BS 教師檢視了 B 校民族文化課程，希望能在既有的課程脈絡上建構

CRC。然而，我發現學校未有提升學童文化意識、批判思考技能及批判

的文化意識的課程目標。

BS：當你談（原住民族）權力的時候，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在做一個課程的時候都不談社會議題，⋯⋯可能會談一點環

境的問題⋯⋯譬如說，教導學生認識採礦石，採礦石的歷史、討

論環境的議題⋯⋯但是如何申請一個部落會議，那些部落會議可

以問到的事情⋯⋯，幾乎都不會放到課程裏面去討論。不僅國

小，國中、高中都不會有人去討論這個問題（原住民族的權利問

題）。（對話 R-BS 1070530:6-7）

R：您有沒有想過以社會重建觀的課程取向設計課程⋯⋯，引導學

生去思考問題⋯⋯採取行動解決問題呢？（對話 R-BS 1070530:7）

BS：礦石的部分可以放在社會與自然的部分⋯⋯自然有一個地質

的考察，⋯⋯社會裡談環境的衝擊，⋯⋯我們可以運用戶外教育

的方式。（對話 R-BS 1070530:8）

以上對話可以得知 BS 已發現 B 校課程並未取徑社會重建觀，但是

他也沒有意圖透過國小教育解決原住民族權利問題，他認為國小階段以



教科書研究 第十五卷  第二期42

社會適應課程觀為宜。他的課程行動是規劃戶外教育，將民族文化內容

融入社會領域，例如：

二年級都沒有認識 Atayal 傳統食物，只有把學生帶出去了，去觀

察它（小米、旱稻）生長的地方，看看它的樣子⋯⋯懂它是這樣

生長的⋯⋯怎麼把它重新處理、怎麼去吃，這是需要教的。（訪

BS 1070530:8）

關於跨文化能力的部分，BS 師認為可以在社區踏查地圖當中，地

名介紹時利用漢字與 Atayal 語，並以比較漢人宗教建築與聚落分布及與

原住民部落的差異，提高學童文化差異感。他自己於社會課程中有兩條

社區踏查路線，他會帶領五年級學童走一遍：其一，傳統 Atayal 部落

生活足跡踏查，觀察漢人與原住民文化的差異（件 -BS 1081102）；其

二，為提升學童族群（部落）意識，他帶領學童重走從前 15 個 Atayal

部落從山上遷徙到平地的路線，以族語敘說舊地名及族人遷徙史（件 -BS 

1101125），但是他會迴避當初族人被迫遷徙的議題討論。

檢視 B 校於民族文化教育的脈絡有幾項特徵：（一）曾發展族群文

化活動教案，但無明確的課程內容編輯；（二）文化局內人 BS 教師傾

向於民族文化屬於部落生活，學校正式課程以議題融入方式進行 CRC

較宜。他實踐社會適應觀的課程，將民族文化知識融入社會領域，引導

學童熟悉地理知識，我們尊重局內人看法與經驗，採納他的意見建構本

案課程行動。

二、釐清「文化」的定義與擇定民族文化範疇

在確認校本課程無明確文化內容編輯之後，本案課程組織的歷程開

始於釐清「文化」的意義，接著決定文化內容的範疇、組織架構及內容

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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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為本（cultural-base）的課程

 CRC 內容是以文化為本，我們慎思如何依據國小學童需要擇定文

化內容。而「文化」的定義多元，讓此項決定變得複雜。社會學於文

化簡要定義為：不同族群將已獲得的知識用來解釋經驗及產生行為的

依據。文化也是一種經驗類型，個人依此產生常規性行動、感情及存

有感。此經驗類型包含具體的行為、傳統、習慣及民俗等，也包含個

人所理解日常行為背後的理念與意義等（李亦園，1982）。社會心理學

家 Gladstone 等人（2009）的研究指出：學童在家庭生活中被社會化，

其認知發展與行為導向為族群期許的社會期望，遵守各種族群文化的潛

在規則及默會知識。心理語言學家認為：每個文化的語言皆代表著一種

認知形態，擁有心理認知屬性，心理學家認為這是人類的一種認知原型

（prototype），可以用來學習語言文化內容，基於語言應用與溝通功能，

人類透過實踐過程又形成一種社會共通的看法，在此同時個體也被社會

化了（黃宣衛，2010）。語言認知的基模（schema）理論連結了社會實

踐論（practice theory），從語言行使方式及其社會實踐特質可以探討

族群文化特徵。

西方哲學家多以認識論（epistemology）、本體論（ontology）與

價值論為基礎，論述人類生活（文化）中的智慧與生命的各項解釋。

Kazanjian（2019）以存在主義的觀點陳述原住民族對於死亡的解釋，是

因為對死亡（mortality）的理解而產生了獨特的文化情感，包含：藝術、

語言、宗教、農業及經濟活動；因為對死亡的解釋與防衛，文化活動無

疑的是一種對存在焦慮感的釋放，文化提供了意義感、希望及肯定；文

化也提供了個人身上不可能被解決問題的闡釋與說明等。

我們參照人類學家的研究報告及訪談部落人士，歸納他們的生命觀

與宇宙觀：人的生活取自於自然，用之於自然，亦回歸（死亡）於自然。

他們認為人只是暫時居住在土地上，並非擁有土地所有權，僅擁有暫時

的使用權。真正的土地擁有者是 rutux（唯一的神），在觀念上，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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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權從不是他們思考的範疇。他們認為 rutux 會因為他們遵從規定

與規範使用土地而給予豐收（豐獵），若違反之則將獲得懲罰。Atayal

文化中知識論（epistemological）與本體論（ontological）及價值觀的

內容彼此交互滲透在部落生活形式與個人生命史當中，貫穿在日常生活

的溝通網絡裡，也因為這種貫穿形成了個人的生活型態及部落的身分

（identity）。原住民族的認識論、價值觀與本體論等經常是一體的，都

以他們特殊的方式呈現（李亦園等人，1963；李亦園等人，1964）。

原住民族總是有自己的價值系統及世界觀，與西方白人的認識論差

異極大（陳張培倫，2010）。他們的文化特性與族群相關連，知識的社

會性質明顯。例如，他們的知識系統運作與擁有知識權者及執行者有

關，後者又與其身分地位有關。獵人擁有獵人的知識及執行任務，祭司

擁有祈禱儀式知識及執行儀式，治療者（healers）擁有去魔或醫病知識

及執行醫療的工作。這些工作與現代社會強調「專家」的工作有些相似，

也有些不同。相似之處在只有角色與身分的人才擁有知識權及執行權，

不同的是有些身分地位是世襲或有條件限制傳授。最大的差異在知識的

來源，原住民族依照祖先遺留的智慧及個人的經驗發揮為自己的智慧，

但驗證個人知識權是屬於社會性質的，例如，Atayal 人認定男孩是否遵

從祖先遺訓才給予勇士的身分。

（二）民族文化範疇與敘事文本

多數民族文化教育多援用民族文化及歷史為教材，以闡明文化概

念、原則與事實，我們從人類學家的報告（李亦園等人，1963；李亦園

等人，1964）歸納文化內容及轉化為課程知識的類目。報告的目錄有：

人口結構與歷史、社會化過程、社會群體、制度典範、超自然觀念、物

質文化、經濟生活與個人生命史等。調查報告深入部落人士實際生活面

貌及生活規律、追溯歷史及發現各面向的深層意義與局內人才知道的默

會知識（tacit knowledge）。文化觀念可歸納為「人與土地」、「人與部

落」及「人與自然」的三個範疇，在此範疇之下含括文化概念、事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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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活動等事實。此三個上位觀念是不可分割的，而文化觀念與文化概

念的上、下關係亦然。直言之，Atayal 人的超自然觀點與現世社會規範

是相連結的。

有鑑於文化變遷劇烈，我們選取文化精華與精神文明、 Atayal 宇宙

觀或本體論內容，理解及斷定：人與大自然的互動、人之來源的解釋及

現世規範，可以解釋人生當中不可預測與不能解釋的現象。Atayal 祖靈

規定工作（生產）、生計（農耕與狩獵）及社會關係（家庭關係、性及

人群關係）等規則，祂還會懲罰不遵守規定者，且人死亡之後，靈魂必

然要接受祖靈審判。宇宙觀與生命觀由 rutux 所設定，現世生活規準則

須依循 gaga 規範，Atayal 人所依循的認識論、價值觀、本體論與生命觀

是彼此相通且經常混為一體的。

解釋文化觀點的媒介多半藉由民族傳說與神話，例如，創生與初

人、天象、鬼神、有關生產食物的傳說、有關「性」的傳說、家庭關係、

動物與人類的傳說、儀式的傳說、獵頭的傳說、遷移的傳說與刺面（文

面）的傳說等（李亦園等人，1963）。因此之故，本案 CRC 將 Atayal 敘

事文本視為組織文化內容的基本教材；敘事與傳說以敘說方式傳承，

Atayal 人聽從祖靈規定並依此做為認識世界的視鏡，其認識論是敘事

的，我們以敘事規劃學習活動。 

（三）Atayal 文化組織原則

Gallavan（2011）認為：每一個族群文化皆有其悠久歷史，但至少

可以區分為具體可見的文化遺跡及難以透過語言加以表述的深層文化意

義。族群文化特徵（cultural characteristics）可譬喻為冰山的深淺度說明：

冰山表面的文化特徵（四分之一）、可見的間歇性（intermittent）文化

特徵（四分之一）、不可見的間歇性文化特徵（四分之一）、深層的文

化特徵（四分之一）。外在表現的文化特徵可以被確認且以文字描述說

明之，經常被人拿來辨識族群的特徵並讓人深刻印象；間歇性的文化特

徵是指族群內部所傳遞的符號、意義及期望，是比較模糊的、有野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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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的方式傳遞，生活在族群內部的人因日常接觸而自然得知。被稱之

為間歇性的文化特徵是因以語言解釋與傳遞時，經常無法完整轉譯或轉

換，幾乎呈現不規則狀態難以捉摸；深層文化特徵包括族群自己的信仰、

價值觀、傳統等，並不全然被其他族群所接受的內容，諸如：時間、空

間及生命觀等，深植於族群的歷史，對大眾而言是隱藏的。

我們依上述文化界定，將 Atayal 文化組織順序為：（一）具體且外

顯的文化特徵，第一個四分之一：表面的文化─「人與土地暨人與部

落」，包含：族群的生計與傳統技能、物質文化、社會組織與生活知識。

第二個四分之一：可見的間歇性文化特徵─「人與部落暨人與自然」，

包含：部落組織、典章制度、社會規範與道德價值觀（gaga）、節慶、

祭祀、儀式與禁忌等；（二）抽象且隱藏的文化觀念，第三個四分之一：

不可見的間歇性文化─「人與自然暨人與部落」，包含：祭祀與各種

儀式，認識文化起源，諸如：rutux（神鬼）的嘉獎及懲罰及巫醫的醫療。

第四個四分之一：深層的文化特徵─「超自然觀點」，包含：初人、

神鬼及祖靈的審判。不可見的超自然觀點是基於單一的實在論，認定

rutux 祖靈是造物者及懲罰實施者（宇宙觀），rutux 設定了 gaga，其世

界觀是遵從 gaga，才得以確認自己 gaga 的身分（affirming identity）。

生命的觀點起源於人與自然及人與土地的關係：人只是暫時住在土地

上，人須遵守 rutux 及實踐 gaga才能維持與大自然及與土地的和諧關係。

依照從具體到抽象的順序，我們優先選擇「人與土地」的民族敘事

文本及「人與部落」的社會化歷程，組織符合低、中、高年級學童閱讀

文本及可參與的文化活動。然而，傳統文化因遷徙後備受衝擊，外顯的

物質文化遺失許多，部落生活型態已全然改觀，課程內容如何取捨，我

們將決定權留給了文化局內人教師 BS、BT3 及族語老師，而以文化主

題組織與連結文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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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以 Atayal 敘事組織課程內容

傳統 Atayal 孩童是由大人帶著，他們跟隨大人學習，學童須聆聽大人

的話、祖先的話（rutux）及行為上遵從 gaga；掌握文化生活的技巧，逐漸

熟悉與知道主要內容（認知的結果）及培養參與文化的能力。我們希望學

童能於理解知識形成的過程中，歸納出族群特殊的「看待事物方式（ways 

of  seeing）」及「看待世界的觀點（perspective on the world）」（認知方式）

（黃宣衛，2010）。從教育者的眼光來看，族群的認識論應視為學童的

學習風格（learning style），它發生於文化背景，這是文化所形塑的認識

世界方式（Castagno & Brayboy, 2008）。我們發現 Atayal 認識世界的方

式是敘事的，著重聽覺、視覺及身體動感的學習，因此以「走入文化的

真實世界」為核心，依照敘事的認識論選擇敘事文本及實作的文化活動。

一、 以敘事的認識論為核心，統整 Atayal 文化內容與學

習活動

Atayal 人教養小孩時很少用言語，大多時候要求孩子「跟著做」。

傳統上 Atayal 人以父傳子、母傳女的方式培養子女，培育的過程比較安

靜，培訓活動是讓孩子跟在身邊，經由孩童實作與參與而致獨立學會做

事。誠如 BT3 所言：

像我們唱歌跳舞都一樣，你就是跟著唱跟著做這樣。他不會跟你

講步驟⋯⋯父子去打獵你就是跟著做，反正你遇到困難就直接解

決，去打獵的話，爸爸會故意給他（男孩）一堆火柴，然後走快

一點不讓他跟上，然後跟他說，你就在這邊等我就好了，然後就

給他自己待上一天一夜。但是爸爸會在旁邊看，還是會知道啦，

就算是爸爸下山，他也會留線索給他，折個樹枝、砍個樹頭什麼

的，孩子就會知道，就會下（山）來，他們就是這樣學的。我們

不會告訴他們說這裡危險，讓他們知道山形什麼的（地形知識），

沒有這種東西，所以就是沒有系統化，你就是這樣學。唱歌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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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樣，你從不協調到協調，到順（流暢），就是不斷地去做、

去做、去做。我們比較少對話，就直接做。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原

住民文化沒有樂趣的原因（笑）。（訪 BT3 1100831:2）

BT3 說明原住民認識論發生在生活中，在長輩帶領晚輩實作的情境中

產生傳承，誠如 BS 所說：「部落就是一所學校」（訪 BS 1071125:4）。

現今部落仍保留此傳承活動，每年暑假都會舉辦傳統競技比賽，主要活

動有：抓豬、角力、負重與射箭競比，專門為學童設置抓雞活動（觀-

部落 1101211）。男童參與部落活動認識儀式、分享豬肉及體會部落傳

統生活。

我們從孩童社會化歷程及直到成為合格的 Atayal 人規劃主題，並以

「主題－內容－活動」架構課程內容及組織文化概念、敘事文本及學習

活動（圖 2）。我們以學童社會化為「男狩獵及女織布」至「成為合格

的 Atayal 人」組織課程主題。對照傳統 Atayal 養育的社會化歷程至現代

Atayal 人為內容組織的縱軸，文化內容順序性組織由具體可見的文化特

徵延伸至抽象隱藏的觀念；橫軸的統整組織則連結學童日常文化經驗，

依照時序春、夏、秋、冬安排文化認識、參訪及體驗活動。課程內容分

為兩個部分：（一）組織 Atayal 文化內容及多樣的學習活動，應用資訊

科技習得學科知識；（二）組織敘事及多元文化文本：選擇 Atayal 神話

與傳說，並延伸現代多元文化文學。閱讀活動主要以朗讀、閱讀理解及

摘要、劇本與演出等，中年級開始比較文化的報告，高年級時發展聆聽

與撰寫現代 Atayal 故事為主要活動。

從 BS 與 BT3 教師訪談及人類學家的研究報告中皆可發現，Atayal

文化的認識論、價值觀、本體論皆可以 gaga 貫穿。gaga 是個多義詞

（王梅霞，2003；李亦園等人，1963；李亦園等人，1964；宋光宇，

2004），它是闡釋 Atayal 人社會結構、文化生活、與民族特性的關鍵詞，

對於部落而言 gaga 具有政治治理與生活規約（共議）、共榮、共祭與共

享的意義，Atayal 文化核心是 g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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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 gaga 已經沒有了社會構成及共治功能，信仰特性及經濟功

能大多已消失或被轉型，但 Atayal 敘事與傳說仍能闡明 gaga 是族群的

文化特徵。Atayal 人已經很少言及我是哪一個 gaga，而 gaga 規範卻是

代間傳承的核心觀念與行為準則。Atayal 人生活實踐不習慣言說什麼是

gaga，族語老師、BS 及 BT3 師教室言談都是直接要求學童遵循 gaga 所

有行為。遵從 gaga 是 Atayal 默會知識，BS 認定：「部落生活裡面都是

gaga，Atayal 人的生活就是在實踐 gaga」（訪 BS 1081004:1）。因而，我

們組織民族知識及文化內容時，皆以 gaga 為核心，教學活動不斷提示

這是 Atayal 精神與規範所在，叮嚀學童應表現出符合 gaga 的行為。

二、 課程主題開始於孩童社會化歷程至 
「成為合格的 Atayal 人」

我們的課程行動以「課程即文化文本」假設選擇民族文化內容，課

程目標是讓孩童理解社會化歷程至「成為合格的 Atayal 人」，能認識

傳統文化及展現族群的驕傲。簡言之，課程組織的縱軸將 Atayal 社會

Atayal 獵人與織女

成為合格的 Atayal 人

Atayal 文化內容：

物質文明、典章制

度（gaga）、祭祀

與儀式、超自然觀

點（rutux）之過去

與現在

Atayal 敘事文本：

人與土地、人與部

落、人與自然之閱

讀與體認

1. 拜訪文化耆老；

2. 參訪物質文明；

3. 族語、歌舞與吟唱；

4. 模擬傳統技藝；

5. 運用科技認識部落；

6. 踏查遷徙古道。

1. 閱讀民族敘事與寫出

摘要、改寫劇本與

演出；

2. 聆聽與撰寫族人敘

事。

圖 2　本案於部落國小實施 CRC 主題課程統整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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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內容依時間順序組織，橫軸則以主題連結多樣的文化經驗活動。本案

主題建構如圖 3。我們從一年級下學期開始至五年級下學期，共實施九

個主題。我們為 “Atayal” 正名，在正式課程中不斷出現這個詞，並組織

Atayal 文化觀念、概念與事件及事實等內容。

本案 Atayal 文化課程主題概略區分為兩個階段：（一）基礎學習階

段：從一年級下學期開始到三年級學年結束（第 1 至第 5 個主題），屬

於熟悉具體文化內容的階段。內容包含學童社會化歷程應經歷事件，即

獵人與織女的養成，學童認識物質文化、典章制度與價值觀；（二）進

階學習階段：從四年級開始（第 6 個主題），開始進入比較文化特徵

活動，五年級的主題取徑 Atayal 文化底層內容，探討 Atayal 宇宙觀與

生命觀點等，認知死後通過祖靈審判即是合格的 Atayal 人。我們也將文

化的時間序列從過去延伸至現代，閱讀活動從文本世界閱讀，發展現

代文化比較及敘說現代 Atayal 女性故事，讓學童思考現代 Atayal 人文化

面貌。

基礎學習階段主要活動是閱讀傳說與敘事，文化內容完整地組織

了 Atayal 父權社會生活樣貌，闡明被尊崇與傳承狩獵文化的重要性。我

們從四年級上學期主題明顯發展文化比較活動，範圍有臺灣原住民族文

化及南島語系文化做比較，下學期主題擴展為世界狩獵文化比較。我們

第一年／一年級

下學期：燕心果

第二年／二年級

上學期：Atayal
獵人的養成

下學期：Atayal
織女的故事

第三年／三年級

上學期：你

Atayal 了沒？

下學期：Tatto
與 Ptasan（文

面）

第四年／四年級

上學期：Dawu
與 Atayal 文化比

較

下學期：世界狩

獵文化比較

第五年／五年級

上學期：Atayal
社會我知道

下學期：現代

Atayal 女力

圖 3　本案逐年發展的課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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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 Atayal 人現代化過程中女性角色不容忽視（訪 BT3 1110308），五

年級上、下學期主題閱讀文本選擇女性的故事，先發展比較文本世界與

Atayal 社會組織差異活動，後來發展現代 Atayal 女性故事敘寫活動，凸

顯現代 Atayal 女性的重要性。

總結以上組織原則：「時間軸」包含過去與現在，「空間軸」包

含部落及全世界，每個學期兩軸交會發展學習活動。前者，我們選擇

Atayal 敘事及現代敘事文學，文化能力的養成包含傳統技能與運用現代

科技組織文化知識；後者，我們在文化認識活動時，組織多元文化文本

及世界文學作品，也利用科技予認識部落，透過不同文本載具認識世界

文化，教師 BT2、BT3、BS 於教學時應用資訊科技，融入自然與社會領

域、藝術領域等學科知識。我們希望學童能比較族群文化特徵且更理解

自身文化，以拓展學童多元文化素養為目標。

三、減少族群刻板印象及提升民族自信的課程慎思

CRC 課程組織的「避免原則」應受到關注：（一）不宜將少數族群

文化局限於幾個特定孤立事件，選取知識內容應盡量與整個教科書文本

或課程主題高度相關；（二）在族群歷史陳述時，不該僅限定被外界承

認的幾個特殊人物，不建議只以他們代表整個族群，讓人們對族群有錯

誤印象；（三）應盡量避免在教科書或讀本中使用重複性極高的「文化

懶人包」，這種介紹方式易陷入過度簡化與簡易、或缺乏新意文化意象

當中，讓接收者產生片面及過於主觀的文化理解；（四）去除或避免文

化刻板印象、偏見、偏頗觀念、或刪除隱晦的、不真實的、不平衡報導

的內容，這幾點歸屬於「刪除」原則，也是評估課程內容適切性規準

（Hackney, 2009）。積極的課程組織策略為：修正不友善的或刻板印象

的內容，以營造多元文化平等及尊重的文本世界；轉化族群文化知識的

不利地位，提高民族知識的現代觀點與應用價值，再統整成多元文化課

程內容（Abdal-Haqq, 1994; Banks, 1993/2001, 2007; Gallavan, 2011; Gay, 

2002, 2018; Goldstei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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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課程選材應用了學術研究資料，同時也選擇了各種載具的文

化報導，例如，紀錄片、影音資料、雜誌與期刊、電視節目及網站資料

等。為降低偏見與刻板印象，先檢視作者觀點、內容敘述與材料呈現方

式，關注不同的文本多在呈現作者所理解的原住民族文化，理解他們

敘說的目的與訴求、及各種文本之間意義轉換及身分轉變（林文玲，

2013），再轉換為適合現場的內容。每一個部落皆是一個王國，有著自

己的語言、社群關係、生活觀念及解決問題策略與規範，他者的紀錄並

不一定代表部落內部觀點或事實。因此，我們與文化局內人 BS、BT3

及族語老師或其他社區人士進行對話，再決定納入或刪除，組織成我們

的課程內容。

研究者 R 與 T-T 是漢人，我們尊敬與尊重文化局內人 BS 與 BT3「他

們」的族群自主意識，肯定與認同他們 Atayal「身分」及尊重他們的課

程決定。BS 在訪談時即告知我，出草（砍人頭）在部落中已被移除且

不再談論，我們決定以「過去的歷史」談論此事實。我們尊重 BS 對於

培養現代 Atayal 人素養的興趣高於傳統文化的教學，他說：

我們沒有木雕文化，所以沒有將那個圖騰標示出來。你知道為什

麼嗎？這是因為我們常常在遷徙，為了生存，所以使用的工具材

料，蓋房子的材料用竹子跟石頭，這個東西很難去雕刻，而且竹

子放久會腐爛，不像木頭可以放久。⋯⋯我們是一個原始人！到

現在為止，還是 aboriginal ！（訪 BS 1100818:18）

BS 非常在意 Atayal 物質文化與現代化沒什麼可與比擬，自認為民

族知識顯得原始且匱乏，相較之下，他認同 CRC 課程恢復學童 Atayal

精神與培養其現代學科能力。BS 的戶外教學及地理踏查活動提供了學

童地理知識，同時也應用 Google Earth 劃出路線，帶給學生學科資訊

科技能力。BT3 很敏感於「原住民族身分」被微歧視或偽裝的意識形態，

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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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可以到那個（奧運）殿堂，我也很驕傲，可是，為什麼要

特別強調你是原住民呢？好像你原來就很差，⋯⋯有點像是主流

社會用上位觀點在看待這種關係，「喔，你也可以ㄟ」。我自己

覺得這有一點微歧視，⋯⋯我不想去特別說明這是族群的原因，

好像特別要去解釋⋯⋯。但是沒有辦法啊，從山上遷下來是政府

長期下來的政策，長期下來我們也會覺得自己能力不足。⋯⋯我

認為哪個是集體意識的遷移，不是只有我們「人（部落）」遷

（徙）下來，是整個文化都被遷移。然後我們自己⋯⋯想到說自

己對族群的認同，你自然而然想到自己要做到最好，而不用去

解釋我是原住民，因為我本來就是這樣的人，我就是 Atayal 族

人。⋯⋯這是一個機會教育，要跟孩子講，要他們早一點自覺，

早一點把族群（文化）發揚光大（笑）。（訪 BT3 1100818:15）

以上 BT3 反省是深刻的，她認清了「原住民族身分」被過度強調

與操弄，對其身分認同是一種傷害，但從現實面來看，文化遷移是現代

化必經過程，不得不承認原住民確實是文化弱勢。然而，BT3 與 BS 的

族群認同是基進的，都認為透過教育下一代可以促成改變。我們一致認

定應提高學童學業成就，繼續升學、獲得專業知識及發展軟實力，此軟

實力有助於原住民族參與現代生活及協助族群改善經濟生活，或能於政

治途徑爭取主權與發聲權。當族人具備善用語言表述能力與族內、外人

士溝通，能應用現代科技及媒體平臺的軟實力，在參與政策擬定及發展

文化產業的過程中能傳達族群文化的價值（楊淑媛，2011）。

我們以「課程即文化文本」為基本理念，BS 與 BT3 決定文化內容

包含：Atayal 物質文化與精神、民族知識及現代世界觀等內容。他們的

言談讓我們反省課程內容符合文化公平與否，並刪除不利於師生發展族

群自信的內容，時刻追蹤族人潛藏的自卑感及其來源，關注社會變遷與

CRC 內容組織的適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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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Atayal 主題課程內容組織與實施結果

承前述，在形成主題之後，依據課程目標組織課程內容如下。

一、 以「成為合格的 Atayal 人」之時間軸組織民族文化

內容

大部分族群習慣以敘事（narrative）或敘說（narrate）傳輸生活智

慧，神話與傳說是認識族群文化內容最明顯與明確的文本，能直接說

明族群文化歷史與演進。人類學家指出民族傳說與神話有反映出該民

族世界觀、價值觀及其他文化行為的功能（李亦園等人，1963）。由

於國小學童在心智上容易接受神話與傳說，我們選擇 Atayal 敘事文本

來達成培養學童國語讀寫能力（literacy）及文化素養的目標（簡良平，

2011）。

我們以「Atayal 人的一生」為時間縱軸，順序組織學童長大之社會

化歷程需經歷的事件，統整聆聽敘事及體驗的文化活動。文化內容歸納

三個概念層次：核心觀念、文化概念、事件及事實（表 3）。課程主題

所包含的文化內容為：（一）以核心觀念「人與土地」及「人與部落（社

會）」組織具體且外顯的文化概念，包括：物質文明與生計、典章制度

與社會規範等、文化事件與事實（如：狩獵、織布、農耕與祖靈祭等）；

（二）以核心觀念「人與自然」組織抽象與內隱的文化內容，包括：

rutux（祖靈）、預兆、夢兆、巫醫及醫療、祖靈的審判等觀念，即祖靈

規定的宇宙觀與生命觀。

實施課程時，師、生即時產出的文化概念與經驗是蒐集文化內容的

及時點。我們從學童一年級下學期「燕心果」開始統整主題課程（圖

4）。由教師 BT1 指導學童閱讀《燕心果》（鄭清文等人，2010）一書，

偏重朗讀與識字，認識靈鳥希利克及燕子。在認識燕子的單元中，教師

BT2 指導學童觀看燕子影片及填寫學習單（圖 5）。她指導學童播種小

米且第三次成功發芽後，邀請族語老師示範梳苗。族語老師敘說 Atay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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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本案課程主題之民族文化內容與概念組織彙整表

核心觀念 人與土地（認識論） 人與部落（社會）（價值觀）
人與自然

（本體論）

文化概念
物質文化、生計／

狩獵與織布

典章制度、社會組織與、儀式與規範／

gaga
rutux

文化事實／事件

主題

狩
獵
技
能
／
藤
編

織
布
技
能
／
服
飾

獵
場
守
則
／
獵
寮

傳
統
家
屋

穀
倉
／
寮
望
臺

耕
作
／
燒
墾 

作
物
／
飲
食

命
名
／
社
會
關
係

文
面
／
文
面
婆
婆

婚
姻
／
不
亂
倫

殺
豬
／
獻
祭

巫
醫
／
醫
療

儀
式

祭
祀

葬
禮

勤
奮
／ 
不
偷
懶

勇
敢
／
誠
實

順
從
／
分
享

毅
力
／
互
助

不
浪
費
食
物

預
兆

夢
兆

遇
鬼

祖
靈
的
審
判

1. 燕心果 V              V  V                          V             V         

2. Atayal 獵人的養成 V     V     V  V                             V   V   V  V           

3. Atayal 織女的故事 V  V      V   V   V   V      V  V         V     V        V                 

4. 你 Atayal 了沒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5. Tatto 與 Ptasan 
（文面）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6. Dawu 與 Atayal 文化

比較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7. 世界狩獵文化比較 V     V            V                  V        V  V     V  V            

8. Atayal 社會我知道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9. 現代 Atayal 女力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燕子

友誼：閱讀燕心果
（十節）

活動一：摘要故事

活動二：故事創新

故事插曲（一年級）

故事編劇（二年級）

鳥的占卜：泰雅族文化

（五節）

承諾的故事：《射日英雄》與《燕心果》的比較

禁忌與儀式：閱讀民族文化

泰雅族的遷移：尋根之旅

生命週期：繁殖方式、食性與生態

遷移的特性

燕子的生長：科學知識

（五節）

圖 4　本案一年級下學期「燕心果」的課程組織圖

資料來源：檔 1-R 107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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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何燒墾種植小米、小米結穗之後採收、用石臼搗及做成吃食（圖 6）。

她說過去女人都要去山上摘野菜等（採集），一再叮嚀學童應遵守祖先

的話（gaga），遵守「勤奮」的生活習慣（觀族 T 1070515）。1

1 B校中 BT1沒有安排時間指導閱讀《猴子去種田》（吳景耀，2011）與《靈鳥希利克》
（吳景耀、歐陽妮妮，2011），而是納入班級書櫃上，學童可以找到這兩本文化讀本
自主閱讀。

姓名

連連看燕子的長相 眼睛

塗塗顏色吧

嘴巴

長又叉的尾巴

體型長度

燕子喜歡吃什麼？

我找到燕子的窩 拍照：描述一下燕子一家人 我在哪裡發現它們？地點

圖 5　認識燕子的學習單

資料來源：件 1-R 1070221。

圖 6　B 校族語教師上課板書

資料來源： 觀 BT 族 107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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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整學年都在認識「男狩獵、女織布」的物質文明與典章制度，

主要認識 gaga。上學期時序秋天與冬天，主題「Atayal 獵人的養成」，2

教師 T-T 指導學童閱讀《射日傳說》及聚焦說明 gaga，故事裡獵人的

行為就是 gaga（影 T-TB 10709）。《一位南澳 Atayal 獵人的故事》節

錄自李亦園等人（1964）的調查報告，我們刪除了有關出草、靈界或鬼

（rutux）、做夢與解釋夢兆、請巫醫醫療等內容。本書由 T-T 朗讀及說

明其中的內容與意義。BT3 透過動畫片射日傳說與學生討論：Atayal 獵

人共同負起 gaga 生存問題，共同商議，共同合作一起前往射日（解決

問題）；Atayal 的勇士帶著嬰兒一起去射日，顯示代間傳承及解決問題

的意志力，最後犧牲了一些人，這表示獵人勇氣十足且可以為部落犧牲

奉獻（觀 BT3 1071025）。我們在拜訪獵人的活動中認識狩獵前聽徵兆

（聽占卜鳥希利克叫聲）及祈禱豐獵、認識狩獵工具是弓箭與山刀，不

狩獵時要會籐編等技能。

二年級下學期「Atayal 織女的故事」：組織 Atayal 女人養成過程及

織布文化。（1）BT3 指導學童唱族語織布歌，知道製絲與織布過程；（2）

介紹 Atayal 文面文化、文面婆婆這個角色與文面後可以議婚；（3）認

識 gaga（順從）、傳統家屋（gaga）與土葬；透過訪問織女及參觀文物

展欣賞傳統服飾。

三年級上學期「你 Atayal 了沒？」：發展比較文化的內容。（1）

Atayal 人傳統 gaga 生活，父權社會以狩獵文化為核心、認識 rutux（祖

靈）；（2）從 Atayal 名字開始認識自己是誰的孩子，Atayal 的名字：哈

勇‧諾幹，前者是我的名字，後者是爸爸的名字，意思是指我─哈勇

是諾幹的兒子；（3）透過命名比較原、漢差異及比較 Paiwan、Dawu 族

名字以了解其社會組織。Dawu 名字會隨著生子之後改變，如果一輩子

沒改變名字會被族人嘲笑。

2 閱讀課程讀本節錄自瓦歷斯‧諾幹（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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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下學期「Tatto 與 Ptasan（文面）」：認識原住民的刺青文

化。（1）Atayal 刺青特別之處在臉上，女性的文面圖案與織布能力有關，

她們可將織布紋路刺青在臉上顯示榮耀，男人狩獵能力被肯定後可以文

面。當人過世後，通過彩虹橋時，rutux（祖靈）會依文面認定其是否為

合格 Atayal 人而帶領之；（2）比較其他族群的刺青文化 Tatto ／ Ptasan

（刺青）文化比較：Rukai、Paiwan（在手上）、Truku、Saisiyat 等及與

Atayal（臉上）的差異，了解其社會組織及與刺青圖案的關係；（3）透

過參訪傳統家屋及認識傳統織布機，訪問織女研究傳統織布的心得。

彙整三年級整學年閱讀《泰雅少年巴隆》（馬筱鳳，2003）皆在描

述社會化歷程，內容包括：男童克服對 rutux（鬼）恐懼能獨立狩獵（能

夠在山林中生存）、具有狩獵能力（含訓練獵狗）、遵守狩獵 gaga（含

儀式與禁忌）、能分享獵物、能農耕、協助 gaga 族人農作、尊敬老人、

經過成年禮（含文面）與婚姻、巫醫治病及最後通過彩虹橋及祖靈的審

判等。BT3 的 CRT 重心是引導學童對照本書所述 gaga 及與部落的相同

與差異處，她提示學童依照文本內容將其影像畫（影 BT3 1081017；影

BT3 1081024），再討論部落文化特徵。例如：

我們的部落沒有「狗獵」這回事，我們的獵人帶狗上山是作伴，

（牠）幫忙追蹤獵物，獵人們無法將獵物帶回時，會在狗身上掛

塊肉，叫狗回去部落通知家人前來協助。（訪 BT3 1080102:2）

四年級上學期「Dawu 與 Atayal 文化比較」：比較臺灣原住民文化

類型，包括：（1）認識 Amis 及 Dawu 的命名、典章制度與社會關係等；

（2）比較漁撈活動與 Atayal 狩獵文化的差異。

四年級下學期「世界狩獵文化比較」：認識全世界多元文化的狩獵

生活。（1）帶領學童比較臺灣原住民 Bunun 高海拔與 Atayal 中、低海

拔狩獵文化差異；（2）比較 Atayal 與世界高緯度森林狩獵文化。

五年級上學期「Atayal 社會我知道」：主要組織 Atayal 超自然觀點：

BS 教學有三項：（1）閱讀《巨石傳說》了解族群的起源（初人）、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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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繁衍方式及現代避免近親結婚的吟唱式議婚儀式；（2）認識 rutux 及

「巫醫」與醫療；（3）重走古道，認識 Atayal 人從山上遷徙下來的路

徑；BT3 補充（4）認識解決紛爭的殺豬傳統。她認為可以向學生說明

現在還存在著解決厄運及紛爭的傳統，透過殺豬與分享肉食解決問題。

當 Atayal 人觸犯 gaga 做錯了事情，必須「殺豬」去道歉，補償對方的

方式就是殺豬。殺豬的行為不是儀式，而是一種解決紛爭的辦法。現代

Atayal 人有喜慶也會殺豬分享族人，諸如：結婚、生小孩、房屋落成及

去當兵等。獻祭的時候殺豬，是為了解決現下的矛盾（如：離婚）、侵

犯或紛爭及生病等問題（訪 BT3 1100831）。

五年級下學期「現代 Atayal 女力」：傳統文化探討 Atayal 人的本體

論，文化比較延伸到現代文化。BT3 教學包含：（1）閱讀《彩虹橋的

故事》（陳勝榮、偕秀宜，2020）探討死亡的觀念。死亡是因為人的靈

魂被 rutux 帶走：

靈魂必須通過 rutux 的考驗，若是好人，會通過彩虹橋（鬼橋）

到達靈界，在哪裡有美好的房屋可以住。（訪 BT3 1100831:30）

善鬼行動自由，可以在靈界與世間轉換，所以 Atayal 人可以夢見或

在野外遇見鬼魂；若是沒有通過 rutux 的考驗就會掉進一個大池，受盡

苦難，或成為惡鬼，無法到達靈界而在人世間加害於人，不被族人（子

孫）祭祀而無法安寧（李亦園等人，1963）。因此警示，子孫更需遵從

gaga，正視 rutux 對 Atayal 生命觀的塑造與影響力。BT3 認為：

彩虹橋的審判我們都要提，不管多深入都做個總結，讓小孩子自

己評判要不要接受自己是 Atayal人的事實。（訪 BT3 1100818:5）

所以本案以 Atayal 生命教育作為結尾；（2）現代 Atayal 人婚姻與

遵守男、女分際的相處之道。比較讀本《十三歲新娘》（葛羅莉亞‧魏

蘭，2000 ／ 2001）中女主角的生命故事與現代 Atayal 女性展現撐起家

庭與世界的生命力。以上陳述總結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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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本案主題課程民族文化內容與閱讀文本組織

編

號          
課程主題 Atayal 文化內容與體驗活動 閱讀敘事與多元文化文本

1    燕心果

認識 Atayal 人傳統食物小

米、 占 卜 鳥 希 利 克、 知

道 gaga 勤奮、誠實、順從

（gaga）

《燕心果》、《猴子去種

田》及《靈鳥希利克》

2    Atayal 獵人的養成 認識 Atayal 狩獵文化

《射日傳說》及《一位南

澳 Atayal 獵人的故事》、

動畫片「射日」、紀錄片

3    Atayal 織女的故事 認識 Atayal 織布文化

《希望快點長大》及《虹彩

織手》（嚴淑女、米路‧

哈勇，2011）、電視節目

4    你 Atayal 了沒？

Atayal 名字由來及社會組

織：認識父系社會及 Atayal
的名字

《泰雅少年巴隆》、影片

與電視節目

5    
Tatto 與 Ptasan（文

面）

Atayal 文面及其他民族刺青

文化

《泰雅少年巴隆》、網路

資料及紀錄片

6    
Dawu 與 Atayal 文

化差異

Atayal 山林文化與 Dawu 海

洋文化

《蘭嶼行醫記》、網路資

料及影片

7    世界狩獵文化比較
比較臺灣原住民狩獵文化

與世界狩獵文化

閱讀《手斧男孩》及透過

影片比較不同文本的狩獵

生活

8    Atayal 社會我知道

認識 Atayal 人起源及婚姻

（Lmuhu 唱的語言）及議

婚儀式（紀錄片）。            

閱讀《十三歲新娘》及不

同文本世界的文化比較：

印度種姓制、婚姻制度與

女性地位

9    現代 Atayal 女力     

（1）閱讀《彩虹橋的故事》

認識祖靈的審判及生命教

育；（2）敘寫現代 Atayal 女
人的生命故事

續讀《十三歲新娘》及比

較女性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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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從部落看到世界」之空間軸組織多元文化文本

我們希望透過多元文化文本的閱讀讓學童發現文化差異，透過閱讀

得以從部落看到世界，並經由閱讀活動提升學童讀寫素養。我們以下

列四種資源模式組織語文課程與教學活動：符碼的（coding）、語義的

（semantic）、實用的（pragmatic）／交互作用（interactional）及批判

的（critical）／文本分析的（text analytic）（Luke et al., 2011）。在閱讀

指導歷程中，引導讀者應用文化背景知識（符碼的理解）於閱讀及解釋

文本意義（語義的理解），引導讀者能與文本產生交互作用（實用的／

交互作用的閱讀理解），讀者能利用文本世界的線索或多元社會（文化）

的線索產生閱讀思考及獲得文本的意義（批判的／文本分析的理解）。

本文 CRC 課程組織連結了民族傳說與神話、多元文化文學的敘事文本

等以建構閱讀與寫出的課程（literacy curriculum），閱讀教學活動以指

導學童理解族群文化意義，並特別著重教師能協助「他們」獲得與學業

成就相關的閱讀理解力（comprehension）為教學重心。

指導學童閱讀民族文化文本，其目的是希望學童能發現文本的社會

脈絡、言說型態、及意義之間的特殊關係，於脈絡中發現民族文化的意

義。閱讀教學建議以敘事結構分析文本的意義優先，進而討論文本脈絡、

人物的言說方式（語言使用方式）與文本意義之關係，得出文本摘要，

再發展推論思維，適當引導學童發展敘事理解（簡良平，2011；Cortazzi, 

1993; Emmott, 1999）。我們也應用各種媒介及載具傳輸文化內容，諸

如：電影、紀錄片、報導、網站訊息及研究記錄等資料，在觀賞影片時，

提供學童敘事結構或說明式文體結構，協助學童理解文本中有那些人物

（who）在說話、他們於言說情境中（where, when）所展現的身分、行

為舉止（如：儀式）及其目的、以及傳遞資訊方式（how）及其意義（what），

引導學童理解生活脈絡中對話者的對等關係、於脈絡中的特殊表達方式

及發現民族文化特徵（簡良平，2020；Bui & Fagan, 2013）。我們的閱

讀活動可歸納為：文本脈絡的討論、推論意義的變化、及摘要文本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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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等，最後能監督理解，比較不同文本世界生活內容與文化意義，最

後能詮釋文本意義及批判詮釋文本所傳輸的價值觀（簡良平，2011）。

本案以「從部落看到世界」的空間軸組織多元文化文本，提升學

童多元文化意識。我們希望在時間軸上的課程組織後，學童可以理解

Atayal 文化傳統與現代的演變，以空間軸來說，我們組織民族文化敘事

文本延伸到比較文化，進而組織多元文化文學作品讓學生閱讀，除了熟

悉敘事的閱讀策略之外，能認識到不同民族的世界。我們也希望學生能

應用科技看向現代化及全世界，了解文化生活中的現代學科知識。CRT

教學時，我們提供說明式文體（expository text）的架構，協助學生於

觀看各種載具的知識內容，能發現顯露及隱含的內容知識，掌握學習策

略且延用至各學科學習活動。

主題課程連結了學科知識、比較文化及跨越文本的閱讀，從一年級

下學期「燕心果」就已開始。我們設計認識燕子及觀察家燕的活動（認

識動物）、小米育苗（盆栽，認識植物）、閱讀《一顆種子的旅行》及

《燕心果》等。前兩項導向了學科知識，閱讀活動目的在提升識字能力

及朗讀的流暢度，亦取向文化比較。舉例言之：《燕心果》主旨是「友

誼」，故事中燕子對海狗守諾言，價值核心是「信」與「義」，完全是

Han 人的價值觀與用詞，已經開始了原、漢文化差異的閱讀。

二年級上學期認識獵場及獵物的單元，BT3 的學科知識教學有：

（一）利用現代科技 Google Earth 搜尋部落地理位置及認識獵場；（二）

利用研究單位觀察動物生態紀錄片認識獵物習性，要求學童模擬獵人觀

察能力，畫出動物特徵；（三）模擬幾何圖形塑造獵寮，發展數學概念。

二年級下學期認識的學科知識有：（一）認識苧麻與製絲、薯榔與染布

原理；（二）織布工具（材料與製程）、織布原理與技能及與服飾（成品）

的關係。

閱讀教師 T-T 指導學童閱讀《射日傳說》與《希望快點長大》（楊

寶山、陳文雄，2011）後，要求撰寫摘要及認識語詞，並與學童一起改

編為劇本，引導學童以人物分析、劇情分析、及劇演方式深入文本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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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成長過程必須經過的考驗與痛苦，認知到 Atayal 人的驕傲。最後，

幫助學童完成朗讀、吟唱與演劇等活動。

三年級整學年閱讀《泰雅少年巴隆》，教師 T-T 與 BT5 於閱讀教

學時，帶領學童適應長篇小說的閱讀，讓學童朗讀、認識語詞（字）、

文本理解及撰寫摘要。BT3 應用平板電腦蒐集資料及民俗誌研究報告的

資料，引導學童閱讀及比較名字與文面文化的內容。她利用紀錄片及電

影、下載媒體資訊等，發展社會文化比較活動。利用 Google Earth 了解

其他族群地理位置（如：紐西蘭的 Maori），促使學童於網路科技的應

用更得心應手。

四年級開始的文化比較活動，我們將多元文化經驗融入課堂，目的

是要提升學生文化比較意識，透過文化差異感更能認清自己族群文化特

徵，同時具備多元文化與多元族群的世界觀（Abrahamson, 2009）。《蘭

嶼行醫記》（拓拔斯‧塔瑪斯瑪，2012）這本書作者是 Bunun（布農族），

文中的視角是 Bunun 族人看到 Dawu（達悟族）與 Han（漢族）文化（現

代化）之間相遇而不相知的問題。閱讀教師 T-T 組織教學焦點在學生提

出各篇摘要，教學策略是與學童一起討論作者遇到的事件、心境與發現

的問題，以敘事架構協助學童整理大意（訪 T-T 1090825）。教師 BT3

利用平板電腦介紹Dawu漁撈文化，再帶領學童寫出海洋漁撈文化特徵，

以「人與土地（生活環境）」的架構進行文化比較。後來發現 Amis 也

是海洋文化的一支，進而介紹其文化內容。教學時，BT3 引導學童發現

教室中出現的四種文化視角：Atayal、Dawu、Bunun 及 Han，由書中的

描述而發現文化差異產生的問題。當學童說出有些蘭嶼問題是 Dawu 人

害怕現代化，有些問題是政府方的 Han 人不了解原住民文化所致，她進

一步討論原、漢（Han）的衝突與矛盾，在學童好奇時，提出原住民基

本法的重要性，說明原住民目前生存的權利範圍（觀 BT3 1100118）。

四年級下學期認識全世界多元文化的狩獵生活。BT3 指導學童閱讀

《手斧男孩》（蓋瑞‧伯森，1987 ／ 2005）及撰寫摘要，並利用學童

的狩獵文化知識引導學童將文本文字影像化。利用 Google Earth 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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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地圖，勾畫高緯度原住民生活條件，觀看現代雪地求生影片及比較

狩獵環境差異。BT3 說：「《手斧男孩》是主角（布萊恩）在森林裡面

尋求生存，跟獵人在山裡面是一樣的」（訪 BT3 1100831），BT3 聚焦

主角求生存的思維與行動，提示對照 Atayal 獵人習慣及推論理解文本內

容，並反身覺察 Atayal 狩獵文化特性（觀 BT3 1100315）。因為狩獵文

化的熟悉感，具備狩獵的先備知識及強烈的閱讀動機，學童閱讀本書的

進展很快，未受疫情停課影響。

五年級時，藉由《十三歲新娘》的閱讀發展文化比較活動。上學期

時，藉由書中對印度社會的理解，BT3 引導學童比較社會制度、婚禮與

女人的地位等，特別關注印度種姓制對人民的影響。BT3 也介紹臺灣的

原住民 Paiwan 及 Rukai 存在貴族與平民之分，進而發現不同族群社會組

織的差異（訪 BT3 1100818；影 BT3 1100911；影 BT3 1100913）。下學

期以「現代 Atayal 女力」為題，引導學童報導優秀的 Atayal 現代女性，

理解 Atayal 女人與以往不同的角色與生命力。本案 CRC 實施後，學童經

學習活動習得民族文化及民族知識（含技能與價值觀）等總結列於表 5。

表 5　本案主題課程民族知識與學習活動組織 

編

號          
課程主題 Atayal 文化活動與民族知識

1    燕心果

（1）自主閱讀《靈鳥西利克》（識字）；（2）閱讀《一

顆種子的旅行》（識字）；（3）種植小米、觀察與紀錄（認

識植物）。（4）認識燕子（認識動物）。                               

2    Atayal 獵人的養成     

認識狩獵文化與現代知識：

（1）找出獵人的家，利用 Google Earth 標示部落地理位

置（資訊科技）；（2）認識獵物與生物特徵（動物）及

獵場維護自然守則（自然生態）；（3）訓練觀察力，描

繪動物特徵（畫圖）；（4）建造 Atayal 獵寮：摺紙與認

識數學幾何圖形 ( 數學 )；（5）射日傳說四格繪畫（小組

繪畫）。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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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本案主題課程民族知識與學習活動組織（續）

編

號          
課程主題 Atayal 文化活動與民族知識

3    Atayal 織女的故事     

認識 Atayal 織布過程的知識：

（1）認識苧麻與薯榔構造（植認識物）；（2）認識織布

原理（數學圖形）；（3）編織手環（勞作）；（4）織布

歌舞蹈編輯與教唱（音樂舞蹈）；（5）彩筆繪畫文面（美

勞）。

4    你 Atayal 了沒？  
認識 Atayal 社會組織：

（1）Atayal 與 Paiwan 名字及社會組織比較。（2）認識南

島語系文化特徵；Maori 族文化特徵。（多元文化）

5    
Tatto 與 Ptasan（文

面）

（1）認識現代 Atayal 織布工作及拜訪織女工作室；（2）
▼參訪傳統家屋（建築）；（3）畫出 Atayal 文面（繪畫）。

6    
Dawu 與 Atayal 文化

比較  

山林狩獵文化與海洋文化比較：

（1）看影片製作 Atayal 的 tata（勞作）；（2）Atayal 勇士

自畫像（繪畫）；（3）認識海洋文化特徵（多元文化）；

（4）▼蘭嶼的問題／綠島海汙問題（永續發展）；（5）
▼認識原住民基本法（政治）；（6）▼介紹 Amis 海洋文

化（多元文化）。

7    世界狩獵文化比較     

（1）比較臺灣原住民狩獵文化：高山 Bunun 與中、低海

拔 Atayal 狩獵文化差異。（2）比較世界狩獵生活：觀看

影片比較世界獵場生態及生存差異。（地理知識及多元文

化）

8    Atayal 社會我知道     
（1）認識Atayal巫醫及醫療（認識 rutux）；（2）重回古道，

認識古地名、地形與部落遷徙路線（社會領域知識）。

9    現代 Atayal 女力     
（1）男女關係／正向婚姻觀點；（2）▼避免性侵（法律）；

（3）性別平等（社會領域知識）。

註：▼表示為學童學習回應後，所增加的內容。

伍、議題討論

依據本案課程組織歷程及結果，以下討論兩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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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文化」具有流動的性質，教學者應適時回應及調

整內容

依據 Klump 與 McNeir（2005）的看法，反思我們的課程行動，我

們的文化學習活動具有以下的特點：（一）師生一起參與閱讀與文化學

習活動，促使學童獲得經驗課程（experienced curriculum）；（二）敘

說 Atayal 文化內容時，能連結學童真實的部落生活；（三）依據 Atayal

聆聽敘事的認識論，能引導學童專注聆聽敘事及主動提問，積極參與每

一節的學習活動；（四）依據學童的回應分析，教師以與學生對話式、

討論式及引導實作的活動，更能引起學生關注文化內容。在師生共構文

化知識的過程中，學生的文化回應讓我們發現 Atayal 文化正以現代化方

式繼續存在於部落生活中。舉例如下：

1.獵人設陷阱的技術不同於以往，普遍現代化與科技化 

S-70：爸爸跟我哥哥去射山豬，然後我爸爸是設陷阱，把那個線

綁在樹的最上面，然後那個（獵物）踩到（陷阱）後，那個陷阱

不圓圓的嗎？然後就會吊上去。

BT3-70：你們的陷阱不一樣ㄟ，是直接吊上去，吊在樹上這樣子。

（影 BT3 1071012:5）

BT3-74： tata（獵寮）怎麼做？

S-78-80：用木頭⋯⋯然後用鐵皮⋯⋯還要用釘子。（影 BT3 

1071012:6）

BT3-4：⋯⋯你去打獵的時候，你的 tata裡面放什麼？

S-：槍、捕獸夾、紅外線、十字弓、鐵絲陷阱、卡丁槍、弓箭、

長茅。

S-：準備繃帶，怕我們會受傷。（影 BT3 1071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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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傳統的狩獵文化與 gaga規範仍在父系社會關係中傳承

BT3：如果你今天放山豬的陷阱，要放幾天你才能去看？⋯⋯所

以一陣子就要去看（陷阱），那誰告訴你的？

S-：爺爺。

BT3：那誰告訴爺爺的？

S：爺爺的爺爺。（影 BT3 1071207:3）

S:：打獵的時候阿公打到一隻猴子，然後阿公給它烤了。

S-：猴子在爬樹的時候，爸爸用石頭丟它的頭，然後它的腳骨折

的時候，爸爸過去殺它的頭。（影 BT3 1071212:1）

以上二則是由學童分享說跟從狩獵的經驗，補充了原先講義裡沒

有內容。這些敘說告訴我們 Atayal 人學會用現代科技與現代知識於

狩獵及保護自己。他們知道在部落典章制度式微時要學會適應，諸如

複合式家庭的組成，學童在文化比較活動中了解不同族群命名的意思

（影 BT3 1090924）。文化局內人同樣有與時俱進的認知，在討論蘭嶼

Dawu 所面臨的問題時， BT3 適時介紹了《原住民族基本法》（觀 BT3 

1100118）。

「文化」在生活中產生，文化具有流動（fluid）的性質，此流動與

時俱進。雖然，現代化的生活讓我們從外觀上看起來都差不多，可是文

化流動的性質（物質文明）與不流動的性質（信仰）卻仍然存在於文化

的底層，凸顯出族群的差異性與殊異性。例如，Atayal 傳統觀念、實踐

gaga 及習慣仍存在著，諸如：Atayal 人不吃猴子但是仍會烤它，維持砍

動物頭（如：蛇）的舊例。我們應該相信文化並非消失或已死亡，文化

的流動性帶著更新本質，代間傳承文化以不同形式存有（being）。CRC

行動者不應固著於傳統文化定義，反而應該展現教育力量讓學生清楚知

道文化價值，由他們自己創發文化及決定以何種形式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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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化局內人的立場與信念影響其文化取材，課程決

定者應多關注以變通文化學習活動

誠如 Castagno 與 Brayboy（2008）所言，CRC 需要受到參與者多

元文化認知與教學能力的支持，包括：（一）具備文化素養（cultural 

literacy），了解課程內容所述的多元文化內容，具備連結學童經驗、文

化認知與知識的能力；（二）能反省與分析自己的態度與信念，貫穿課

程計畫、實施與反省階段；（三）能營造彼此關懷、信賴及接納同學的

多元文化教室；（四）承認與尊重文化與族群間不可更改的根本差異

（diversity），並鼓勵學生欣賞文化與進行交流；（五）能將課程內容轉

化為教室內有意義的學習內容，一種即時回應學童反應及活化課程的教

學能力。課程需要全體教師的支持，課程實施關鍵因素在創造一個舒適

的教室，一個尊重文化差異及讓所有學童感受到自己族群文化值得受重

視的環境，能將學童文化意識帶起來，同時也能帶領學童獲得知識及取

得優秀學業成績，至少能降低輟學率，提升學童學習動機。參與本案的

教師基本上皆認同 CRC 的理念，並以這些原則反省課程行動，但在文

化內容與學習活動的選材與組織順序上仍有立場與信念的差異。

我們團隊的關鍵人物 BS、BT3 及 BT5 皆為 Atayal 籍教師，身為文

化局內人的他們於文化自信與文化永續發展的理念不同，但在課程行

動上卻很一致。BS 及 BT3 都認為，部落從山上遷徙下來，改變的不僅

是生活的樣貌，實質上還有身心靈的狀態（訪 11010825）。李亦園等人

（1963）的研究報告指出：Atayal 各部落從山上遷徙到平地，部落環境、

生計與生活的改變甚大，族人的思想與精神皆跟著改變。經過近一個世

紀遷徙及現代化之後， 族人族群意識日漸抬頭，恢復傳統文化的聲音

獲得共鳴，然而，我們的夥伴教師堅持現代化。BS 善於帶領學童獲得

地理踏查知識，BT3 與 BT5 皆善於利用資訊科技及學術研究報告，於

課程中帶入 Atayal 傳統文化元素、現代學科知識及納入多元文化內容。

BT3 甚至挑戰傳統 Atayal 女性角色，痛斥部落有人賣女兒事件（觀 B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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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906）。

CRC 所遇到的困難在於文化局內人於傳統文化開放程度及現代化內

容的選擇，前者所指與其文化自信有關，後者與文化的永續經營有關。

文化局內人的民族自信與文化信念影響其揭露文化意涵的範圍，包括：

可言說及不可言說的意義，而大部分文化底層是不對外揭露的或不外

傳的，例如：「他已看過花開花謝 18 次」（訪 BT3 1100831:5），這是

Atayal 計年方式，至於是什麼花，只有局內人知道是那些樹花或芒草花

才算數。目前部落祖靈祭主要由男士參加，男童須靜默地跟隨家中成人

前往部落聚集，祭典後由長者擔任分配肉類的工作，如果分配不好仍會

遭族人抗議（訪 BS 1071125）。傳統醫療行為只有巫醫身分才能習得醫

療知識，向巫醫求助者獻祭後須分肉食給族人，絕對不能分給 gaga 以

外的人，這是禁忌。這些族群內部的默識文化，沒有必要在課程裡公開

言說，更不需要向文化局外人做解釋。Atayal 共議解決部落問題的傳統

幾乎被打破了，部落永續經營、族人彼此間的矛盾及土地擁有權與使

用權等問題，實際上需透過民主政治訴求與法律手段得以解決。我們

應該相信 Atayal 人的智慧，尊重他們文化自主決定的權力，教育人員於

學校中建構 CRC 時應多促成成員間產生跨文化理解及提出適切的課程

建議。

陸、結語 

本文聚焦討論 CRC 文化內容組織結果之適宜性與否的研究問題。

在課程行動前，我們檢視了 B 校課程脈絡，並採納文化局內人意見與

經驗。我們認定 CRC 是以文化為本的課程，將 Atayal 文化視為 CRC 課

程知識的來源，行動的初始在釐清 Atayal 文化特徵，歸納整理那些民

族文化與敘事文本可以轉化為國小低、中、高年級的讀本。我們決定了

Atayal 文化組織原則是由具體且外顯的文化至抽象與隱藏的內容，並以

文化觀念組織文化概念與事件及事實。我們以 Atayal 兒童社會化歷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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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課程主題，敘事的認識論為基礎統整文化與知識的學習活動，並在組

織過程中努力減少族群刻板印象及提升民族自信。

歸納課程內容由兩個軸線交織構成：一、以「成為合格的 Atayal 人」

之時間軸順序性組織民族文化，透過文化觀念「人與土地」、「人與部

落（社會）」及「人與自然」組織文化概念與事實（事件）；二、以「從

部落看到全世界」之空間軸統整民族敘事與多元文化文本，發展比較

文化活動及學科知識的學習活動，以提升學童多元文化素養及獲得學科

知識。

我們發現了兩個值得討論的議題：一、「文化」具有流動的性質，

教學者應適時回應及調整課程內容；二、文化局內人的立場與信念影響

文化取材，課程決定者應多予以關注及變通學習活動。本文建議：CRC

實踐者掌握兩項議題討論，慎思文化變遷及文化永續發展因素，以持續

於學校中發展適切的文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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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學術詞彙」（academic vocabulary）為學術語言（academic language）

中較為明顯且關鍵的元素之一（Coxhead, 2000; Schleppegrell, 2004; Schuth 

et al., 2017; Townsend et al., 2012）。不只有學者主張，妥善運用學術詞

彙可增進使用者於多個專業學科的學習歷程、知識習得、閱讀理解等認

知活動的品質（Bailey & Heritage, 2008; Schleppegrell, 2004），而且實徵

研究也支持，對學術詞彙的掌握程度確實顯著預測學生之學業成就表現

（Schuth et al., 2017; Townsend et al., 2012）。建立學術詞彙的詞表，能

發展詞彙學習目標、評量詞彙知識、分析文本難度、設計詞彙學習工具、

發展學習活動，亦能引導學生獨立學習。雖然學術詞彙之意涵可能因學

科不同而有些許差異，但學者認為學生根據詞表學習其核心語義，有助

於在不同的學科達成更佳的理解（Coxhead, 2000; Nation, 2013; Nation 

& Webb, 2011）。基於學術詞彙對學術發展與學業成就的重要性（Masrai 

& Milton, 2018; Schuth et al., 2017; Townsend et al., 2012），學者建置了

不同的學術詞彙表（Coxhead, 2000; Gardner & Davies, 2014; Greene & 

Coxhead, 2015）以輔助現場教師的教學品質以及教科書編製者的運用。

然而中文對於學術詞彙的相關研究極為稀少。劉貞妤等人（2016）

提出「中文學術常用詞表」，但編製目的在於補充針對外語使用者的華

語文能力測驗（Test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OCFL）參考詞

表「華語八千詞表」的不足。Snow 與 Uccellli（2009）主張學習學術語

言不僅對於外語人士來說是很大的挑戰，對學習階段之母語人士亦如

是，因此編製適用於中文母語且於學習階段之學生所使用之學術詞彙表

應是重要的研究方向。在眾多學習階段中，Townsend 等人（2012）以實

徵研究指出中學階段之學術詞彙掌握程度可預測學生學業成就表現，而

國內學生在國中結束時即面臨第一場影響生涯發展的重大學業評量─

國中教育會考，建立國中學習階段適用之中文學術詞彙表有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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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學術詞彙不同於日常用語與專業術語（Beck et al., 2013），建

置「國中學術詞彙表」須斟酌語料庫的選擇與詞彙之排除與納入的指

標。本研究以文獻回顧釐清學術詞彙的定義，彙整以往學術詞彙表建置

時的指標，也指出中文詞彙須經斷詞軟體處理的特性，作為研究方法的

基礎。此外，雖學術詞彙具備跨領域之特性，但 Hyland 與 Tse（2007）

指出學術詞彙出現於各領域之情形並不相同，因此本研究亦將進一步描

述國中學術詞彙於不同科目的分布狀況。

貳、文獻探討

一、學術詞彙的定義與特性

學術詞彙的意義可從 Beck 等人（2013）提出的三階層詞彙框架

（the three tiers framework）來了解。Beck 等人指出教學現場存在三種

詞彙，分別為階層一（tier one）之基本詞彙（basic words）、階層三

（tier three）之專業術語（technical terms），以及兩者間的階層二（tier 

two），即學術詞彙。基本詞彙指在各種文本或日常生活中都會出現的

高頻詞，人們會於非正式言談中透過潛移默化的方式逐漸學會語義，

不需直接教導。專業術語指除了相關學科文本外，較少於其他場域出

現的低頻詞彙，通常代表學術文本中各單元的核心觀念，往往會於第

一次提及時給予定義和實例，並常出現於搭配的圖表中，需要教師專

門介紹並特別給予教導，並在教學後評量學生的掌握程度。而介於兩

者之間的即為學術詞彙。出現頻率是區分不同階層的標準之一，這使

得階層與階層之間的分界是模糊的、武斷的，研究者選擇的頻率標準

會決定一個詞彙的歸類。除出現頻率介於基本詞彙與專業術語之間外，

學術詞彙亦存在幾項特性使其不同於另外兩者，分別為跨領域（across 

disciplines）、輔助性（supportive）、多義性（polysemous）、抽象性

（abs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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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專業術語，學術詞彙為跨領域詞彙，學生於學習過程中會

於各科目接觸到同樣的詞彙，用以形容、描述、介紹專業術語。因存

在此特性，學者於編製學術詞彙表時常以「該詞彙出現於多少個次語

料庫」作為篩選標準，只有超過一定數量之詞方可通過篩選（Coxhead, 

2000; Gardner & Davies, 2014; Greene & Coxhead, 2015）。而儘管學術

詞彙為跨領域之詞彙，但在各科目出現的次數會隨不同科目而有所不同

（Hyland & Tse, 2007）。

學術詞彙常被用來定義及介紹專業術語，因而產生輔助性的特性。

例如，「分解」、「作用」、「演變」等學術詞彙會出現於介紹專業術

語「化石」的前後文。學術詞彙的輔助角色使其較不顯眼（salient），

且不若專業術語與篇章或教學主題有直接且密切的關聯，教師往往忽略

學術詞彙的指導，或者假設學生已明瞭學術詞彙而未加說明（Hiebert 

& Lubliner, 2008; Ogle et al., 2015; Townsend et al., 2012）。因此學者

提醒教學現場中應關注學生對學術詞彙的掌握程度，以免阻礙專門學

科的知識學習（Coxhead, 2000; Greene & Coxhead, 2015; Nation, 2013; 

Townsend et al., 2012）。

因學術詞彙的跨領域與輔助性特性，延伸出另一特性─多義性，

即學術詞彙之語義可能會隨學科的不同而有所不同（Baumann & Graves, 

2010; Greene & Coxhead, 2015; Harmon & Wood, 2018; Hiebert & Lubliner, 

2008; Ogle et al., 2015）。例如，「分析」（analyze）一詞，在自然科學

領域時常指確認物質組成的方法，在社會領域出現時則常指將事情考慮

清楚（Hyland & Tse, 2007）。此外亦可能因搭配的詞彙不同，所指涉的

事物及詞彙的內涵就略有差異。例如，「基礎」（foundation）之核心

語義為「讓其他事物建立於其上」（base on which something else can be 

built），但表面語義可能會因為搭配的詞而有些許不同，例如，建築物的

「基礎」、抽象理論的「基礎」，或甚至是信任的「基礎」（Crosson et 

al., 2019）。學術詞彙之多義性特性，也反映學生應該在具有脈絡的情境

下理解及學習學術詞彙（Hyland & Tse, 2007; Nagy & Townsend,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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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詞彙亦具抽象性。抽象性通常被解釋為較不具知覺特性、難

以形成心像，無法在語文編碼之外形成圖像的內在表徵（Kounios & 

Holcomb, 1994），或者不容易連結多元脈絡到記憶網絡中，故而較難從

先備知識中提取到相關訊息（Crosson et al., 2019; Schwanenflugel et al., 

1988）。例如，英文 “see”除可指「視覺上看到」外，亦可指「理解」之義，

而後者的抽象性高於前者。前後文提供的脈絡可以降低抽象性所造成的

理解難度（Schwanenflugel et al., 1988），因此在有脈絡的情況下學習與

運用學術詞彙，可以突破其抽象性所導致的障礙。

以下以國中自然與生活科技課本之課文為例：

生物死亡後，遺體大多會被分解或破壞，若遺骸被包埋在泥沙中，

隨著時間推移，上方的泥沙層層堆疊，會逐漸形成堅硬的岩層，

將遺骸保存在裡面。在此過程中，如果有礦物質滲入這些遺骸的

骨骼或牙齒等堅硬部位，經過結晶及壓力等作用，這些遺骸就會

漸漸形成化石。科學家可藉由化石推估這些生物生前的樣貌、生

存的方式和演變的情形。（陳世煌等人，2014，頁 66-67）

專業術語「化石」為此段課文的重點。然而要確實理解化石的意涵，

必須同時也掌握如「分解」、「壓力」、「作用」、「演變」等詞彙的語義。

這些輔助詞彙在日常生活上的出現頻率偏低，具有多義與抽象性，且老

師們未必會花時間說明其義，例如，「演變」是指演變成什麼呢？具體

語義為何？在生物科中和歷史科中的語義是一樣的嗎？由於學生可能不

清楚這些輔助性詞彙的語義，進而阻礙學生理解專業術語（Hiebert & 

Lubliner, 2008）。

綜合文獻回顧，學術詞彙存在「跨領域」、「輔助性」、「多義性」、

「抽象性」等特性，並廣泛出現於學術場域中之不同學科領域，雖核心

語義不變，但表面語義可能因學科不同而不同，且為介紹專業術語概念

時使用的抽象詞彙。因此，學者認為學習者對學術詞彙的掌握程度與閱

讀理解和學業成就表現有密切的關聯（Harmon & Wood, 2018; Law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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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19; Masrai & Milton, 2018; Mokhtari & Velten, 2015; Schuth et al, 

2017; Townsend et al., 2012）。

二、學術詞彙表之編製

學術詞彙表的編製涉及編製目的、語料庫範圍、篩選詞彙的標準。

Coxhead（2000）編製的「學術詞彙表」（academic word list, AWL）以

大學階段的教科書文本為語料庫，總字數約 350 萬字，涵蓋藝術、商

業、法律、科學此四個學門，其下再各自細分為七個科目。為滿足學術

詞彙之定義，Coxhead（2000）採用三個選詞標準：詞頻（frequency）、

專業性（specialized occurrence）、領域廣度（range）。詞頻標準為詞彙

必須在全語料庫中至少出現 100 次，以避免選用過於冷僻之詞彙；專業

性標準為透過排除 West（1953）所編纂的「一般使用詞彙表」（general 

service list, GSL）中前 2,000 個常用詞彙，以確保詞彙非基本詞彙；領

域廣度標準為詞彙必須在四個學門中皆至少出現 10 次，且在全部科目

中至少有 15 個科目出現該詞，以確保詞彙具備跨領域之特性，而非學

科專業術語。最後從語料庫中擷取以共同字根為單位，包含字首字尾變

化衍伸之 570 個詞族（word family）。

Gardner 與 Davies（2014）使用新進且更龐大的「美國當代英語語

料庫」（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COCA）其下之學術語料庫

為基礎語料庫，以編製新學術詞彙表（academic vocabulary list, AVL）。

學術語料庫總詞數約為 1 億 2,000 萬詞，並涵蓋教育、人文、歷史、社

會科學、哲學宗教心理、法政、理工、醫藥衛生、商管等九個學門領域。

選詞標準為比率（ratio）、領域廣度、均勻度（dispersion）、領域指數

（discipline measure）。比率之標準為該詞彙出現於學術語料庫之頻率

必須為出現於 COCA 之下的其他非學術語料庫（如：小說、流行雜誌等）

之頻率的 1.5 倍以上，以確保所選詞彙非基本詞彙；領域廣度標準為詞

彙應出現於至少七個學門領域之中，以滿足跨領域之特性；均勻度之標

準為，詞彙於各學門領域之分布均勻度應為 .80 以上，愈趨近 1 表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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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學門領域出現之頻率一致、愈趨近 0 則表示其僅出現於特定學門領

域且頻率差異甚大（Juilland & Chang-Rodriguez, 1964），詳細計算公式

請參考附錄；領域指數之標準為避免詞彙出現於某一學門領域之頻率過

高，以確保所選詞彙非該科目之專業術語。與前述 AWL 僅以共同字根

計算之詞族不同，AVL 將字根之語義及詞性納入考量，共收錄 3,015 個

詞群（lemma），如 proceedings（名詞的訴訟程序）、procedure（名詞

的程序）、procedural（形容詞的程序），三者為同一詞族、但各自獨立

為三個詞群。

劉貞妤等人（2016）為華語學習者編製之中文學術常用詞表。其蒐

集人文社會科學中文電子期刊之 1,000 篇文章為語料庫，共約 900 萬字，

涵蓋教育學、管理學、文學、歷史學、政治學、法律學、社會學、區域

研究與地理學、語言學、經濟學等 10 個學術領域。選詞標準為詞頻、

專業性、領域廣度。詞頻標準為參考 Hyland（2008）之高頻詞標準，詞

彙須出現九次以上，以確保所選詞彙為學術領域之高頻詞彙；專業性之

標準與 AWL 的做法類似，乃參考「華語八千詞表」，刪除入門級與基

礎級的詞彙，保留進階級、高階級、流利級的詞彙，以確保所選詞彙非

基本詞彙；領域廣度之標準為詞彙須至少出現於 8 個學術領域，以確保

所選詞彙具備跨領域之特性。最後共收錄 2,405 個詞彙。

Greene 與 Coxhead（2015）則針對中學學習階段，編製中學學術詞

彙表（Middle School Vocabulary List, MSVL）。其以美國公立中學各科

教科書作為語料庫，共約 1,800 萬字，涵蓋英語文法寫作、健康、數學、

科學、社會與歷史五個學科。詞表目的在於為五個學科個別編製內容領

域（content area）詞表，而五項詞表內容同中有異，以回應 Hyland 與

Tse（2007）應考量領域不同之主張。Greene 與 Coxhead 排除「閱讀與

文學」乃因這一科目內容多為小說體裁，不適合納入學術語料庫中。詞

表編製流程與 AWL 相同，選詞標準仍為詞頻、專業性、領域廣度，按

語料庫大小之比例採用與 AWL 同樣的詞頻標準及領域廣度標準，亦同

樣排除 GSL 中前 2,000 的常用詞彙外。最終五張詞表分別含有 3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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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不等的詞族，每張均兼含跨領域性質的核心學術詞彙，以及具特定學

科性質的專業術語。

綜上所述，編製學術詞彙表之標準不外乎為詞頻、專業性及領域廣

度。為確保所選詞彙為常出現於學術語料庫之詞彙，因而設定標準篩選

（劉貞妤等人，2016；Coxhead, 2000; Greene & Coxhead, 2015）。為確

保所選詞彙之專業性，因而排除一般使用詞表之基礎詞彙（劉貞妤等

人，2016；Coxhead, 2000; Greene & Coxhead, 2015），或者如 Gardner

與 Davies（2014）設定比率標準，確保詞彙於學術語料庫中的出現頻

率為非學術語料庫的倍數以上，以同時滿足常出現於學術語料庫及專業

性兩個標準。最後為確保所選詞彙之跨領域特性或非專業術語，因而排

除未滿足領域廣度標準之詞彙。亦可使用均勻度指標，計算詞彙於各科

目之均勻度並設定標準，以篩選雖在多數領域均有出現之詞彙但分布不

均、難以認定滿足跨領域特性之詞彙（Gardner & Davies, 2014）。

由於書寫特性不同，編製中文詞表必須考量斷詞（segmentation）。

中文以「字」（characters）作為文字的基本單位，但「詞」（word）才

是表達語義的最小獨立單位（黃居仁，2005）。而一個詞內所包含的文

字數量並不固定，可能為雙字詞（如：「電腦」）、可能為三字詞（如：

「惡作劇」）、甚至可能為單字詞（如：「花」）。由於中文並未存在

如拼音文字的空格以區隔不同的詞，因而不易判別文句中之字是否為

詞。例如，「花」，其可以為一個單字詞，但亦可能為「花費」、「花俏」

的首字。因此製作中文詞表與拼音文字最大的不同處在於必須先進行斷

詞，使斷詞成為中文語料庫分析的起點。本研究使用國內學者發展、適

合人文社會學科研究者使用的語料庫分析軟體「庫博中文語料庫分析工

具」。該軟體針對中文的特性進行設計開發，適合用以分析中文文本，

且工具簡單易用，毋須資訊工程人員的協助，幫助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

獨立操作、突破以往難以處理大量文本資料的限制，並可藉由辭典校正

功能，增補新詞彙以提高斷詞的正確度（闕河嘉，2018；闕河嘉、陳光

華，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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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問題

本研究以我國國中課本的語料進行「國中學術詞彙表」的編製。科

目包含數學、理化、生物、地科、地理、歷史、公民共七科，乃排除國

文科與英文科以外的所有國中會考科目。而排除國文科及英語科乃參考

Greene 與 Coxhead（2015）在建置中學詞表時排除「閱讀與文學」的考

量。由於國文科包含新詩、散文及小說等體裁，甚至不在現代生活使用

的文言文，而英語科的英文非我國國中生之母語，因而排除國文與英文

兩科。

過往文獻在編製學術詞彙表的步驟可歸納為三原則：一、選用常出

現於學術語料庫之詞彙。雖劉貞妤等人（2016）使用 Hyland（2008）

的詞頻標準，但本研究中由於各次語料庫詞數較少，故改採出現單元數

以篩選過於冷僻之詞彙。二、避免選用基本詞彙。由於國內缺乏適用於

國中生的非學術詞彙語料庫，我們無法採用 Gardner 與 Davies（2014）

的比率標準，而如同多數學術詞彙表的作法（劉貞妤等人，2016；

Coxhead, 2000; Greene & Coxhead, 2015），採取排除基本詞彙列表之詞

彙。三、避免選用學科之專業術語。本研究與文獻同樣採用領域廣度指

標，並於操作過程中調整適用本次研究之標準。

因 Hyland 與 Tse（2007）發現學術詞彙在不同科目存在有不同的分

布情況，本研究也將檢驗國中學術詞彙在各科目的分布狀況。同一學術

詞彙在各科的出現單元比率之相關（詳見下節「研究方法」）可以作為

分布狀況一致與否的指標之一，而且也可依詞彙在各科的出現單元比率

進行分群，以了解哪些科目會較一致地常用某些學術詞彙，而罕用另一

些學術詞彙。例如，《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2008）分為數

學領域、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社會領域等不同的教學領域別，而學術

詞彙出現的狀況可能於領域內較一致，而跨領域間會較不一致。

綜上所述，本研究之研究目的：（一）以教科書語料建立國中學術

詞彙表。（二）探討國中學術詞彙出現在各科的分布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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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國中教科書全詞彙語料庫

本研究採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2008）國中各版本

之課本內容作為建置學術詞彙表之語料來源。因研究進行時，依據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編製之課本尚缺九年級課本，未完整發行。依

據前文對課本科目選擇的說明，語料來源包含七至九年級之數學科、理

化、生物、地科、地理、歷史、公民共七科，各包含三個版本（N、K、

H），總計 54 本課本、597 個單元（見表 1 第 2 欄）。

表 1　國中教科書詞彙語料來源

科目
單元數

（三版本相加）
斷詞詞次

全詞彙語料庫

詞彙數
詞彙保留比率

數學 185 1,302,480 121,328   9.32%

理化   54  485,209 103,678 21.37%

生物   35  250,650   59,420 23.71%

地科   15  126,496   32,707 25.86%

地理 104  295,223   79,669 26.99%

歷史 102  287,079   65,567 22.84%

公民 102  270,713   82,248 30.38%

總數 597 3,017,850 544,617 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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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 54 本教科書內容、轉存文字檔之後，以庫博中文語料庫分析

工具進行語料斷詞。除去目錄、前頁、附錄，得到課本內文共計 301 萬

7,850 詞次（token）（闕河嘉、陳光華，2016），內容包含中文方塊字、

多字詞、數字、英文字母、標點符號，甚至亂碼以及不具語義的中文方

塊字組合。

接著以下列四個條件進行詞彙的整理。首先，刪除明顯不為中文詞

彙之詞次，如英文字、阿拉伯數字、亂碼等。其次，為去除斷詞系統的

錯誤斷詞及過於冷僻之詞彙，以各科目單元平均數（M = 85.29）減去

一個標準差（SD = 56.71）得到之標準 28，刪除出現總單元數未滿 28

之詞彙。其三，由於詞表獨立於文本脈絡之外，單詞較難有明確語義，

因此刪除單字詞。最後，刪除語義不明之詞次，例如，完全不明其義且

於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中查無資料者，可判定不應為詞（如：「的

實」、「的決」、「畫一」等）。剩餘的皆被視為合理、有實質語義之

詞彙，以此作為國中教科書全詞彙語料庫（表 1 第 4 欄）。

國中教科書全詞彙語料庫僅占初始斷詞系統所斷詞次的 18.05%

（表 1 第 5 欄）。而各科目最後保留的詞彙比率以數學科最少，僅占斷

詞後詞次的 9.32%，乃因數學科課文包括相當多之阿拉伯數字、符號

所致。

二、國中學術詞彙表

為確保學術詞彙表之詞彙專業性，以下列三種來源刪除非學術語言

之詞彙，一為 Beck 等人（2013）所指之基本詞彙；二為姓名、國名、

地名等專有名詞；三為兩種概念以上之詞彙。為篩選基本詞彙，本研究

參考劉貞妤等人（2016）之作法，將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所編

製並最新修訂之「華語八千詞表」（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無

日期）準備級一級、準備級二級、入門級、基礎級視為基本詞彙，從詞

表中刪除這些詞彙，但保留可在 AWL 或 AVL 中對應之中文詞彙。本研

究亦擴充華語八千詞表中「單詞」的應用，例如，準備級「來」的單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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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將詞表內包含「來」的詞亦一併刪除（如：「用來」、「帶來」、「來

自」、「來看」、「以來」、「來說」等）；第二，由於專有名詞不符

合學術詞彙之抽象性特性（Townsend et al., 2012），因此不予列入學術

詞彙表中；第三，黃居仁（2005）認為表達語義的最小單位為詞，但於

本次研究中斷詞系統錯誤地將兩種概念以上之組合視為詞彙，由於可再

行拆分，不符合黃居仁所指之詞的定義，因此於學術詞彙表中排除，例

如，「環境問題」、「工商業」等。最後參考 Farrell（1990）編製「半

術語詞表」（semi-technical list）運用直覺刪除基本詞彙之步驟，本研究

亦透過主觀認定刪除明顯可歸類於基本詞彙之詞，包含時間（如：「西

元」、「民國」、「昔日」、「終年」等）、以人作為群體之代名詞（如：「科

學家」、「消費者」、「原住民」等）、課本編輯用語（如：「動動腦」、

「想一想」、「箭頭」、「示意圖」等）。除此之外，亦刪除「由於」、

「位於」、「何者」、「進而」等不表示實際語義之虛詞。

學術詞彙表亦需符合學術詞彙之「跨領域」特性，因此本研究採用

領域廣度與均勻度兩指標作為篩選標準，若詞彙在七個科目中僅於四個

科目（含以下）出現，則未滿足跨領域之定義，予以刪除（僅保留四個

可在 AWL 或 AVL 中對應之中文詞彙）。亦參考 AVL 計算各詞彙之均勻

度，並設定標準以進行篩選。若均勻度愈趨近 1 表示其在各學門領域出

現之頻率一致、愈趨近 0 則表示其僅出現於特定學門領域且頻率差異甚

大（Juilland & Chang-Rodriguez, 1964）。若參照Gardner與Davies（2014）

以 .80 為標準進行篩選，僅包含 25 個詞彙，且未達標準之詞仍有不少可

於 AWL 或 AVL 中找到對應的英文詞彙，顯示 .80 應過於嚴苛。因此，

研究者檢視詞表之均勻度分布，發現低於 .30 的詞彙多為特定科目出現

之專業術語，例如，「遺址」（均勻度為 .14）、「開墾」（均勻度為 .27）等，

因此將篩選標準訂為 .30。刪除均勻度未達 .30 的詞彙，但保留 12 個可

於 AWL 或 AVL 中找到對應的英文詞彙，包含「協調」（coordinate，均

勻度 .29）、「反應」（reaction，均勻度 .25）、「對應」（counterpart，

均勻度 .08）等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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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回應研究問題二，觀察學術詞彙之出現狀況是否會因為科目不

同而有不同，分別計算各學術詞彙於七個科目之出現單元數，將其除

以該科目的全部單元數，得到「出現單元比率」。例如，「利用」一

詞在歷史科的出現單元比率為 .41，表示該詞出現在歷史科的 42 個單

元，占歷史科總數 102 個單元的 41%；但「利用」於理化科的出現單

元比率為 1.00，表示該詞在理化科中所有單元皆有出現。同一詞彙於不

同科目的出現單元比率可逕行比較，而不受單元數量、語料庫大小影

響。此外，本文也依據學術詞彙在各科目之出現單元比率進行集群分析

（cluster analysis），後以推論統計分析比較不同組別之學術詞彙均勻度

是否不同。分群方式採階層性集群分析（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

的 Ward’s 法及計算平方歐氏距離（squared Euclidean distance）擷取適

當之距離後決定分組之組數，並以 K 平均數集群分析法將學術詞彙進

行分組。

肆、研究結果

通過對語料庫進行斷詞處理，並依照出現單元數、專業性、領域

廣度之各項指標篩選，最終得到包含 779 個詞彙的「國中學術詞彙表」

（https://tinyurl.com/ywstm346）。表 2 列出序號 1 至 48 之學術詞彙作

為範例，欄位包含序號、詞彙、出現總單元數（單元數）、領域廣度（R）、

缺少科目（缺）、均勻度（D）。此 48 個學術詞彙中，有 20 個詞彙於

AWL 存在可對應之英文詞族，例如，「利用」可對應到 “utilise”、「主

要」可對應到 “major”；45 個詞彙於 AVL 中存在可對應之英文詞群，如

「形成」可對應至 “form, formation”、「分別」可對應至 “respectively, 

sepa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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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序號前 48 之國中學術詞彙

序號 詞彙 單元數 R 缺 D

1 利用 447 7 .73

2 方式 391 7 .81

3 影響 383 7 .76

4 根據 375 7 .92

5 關係 368 7 .75

6 主要 361 7 .73

7 分別 358 7 .54

8 形成 349 7 .62

9 使用 336 7 .77

10 進行 335 7 .69

11 發展 333 7 .55

12 過程 331 7 .80

13 活動 330 7 .82

14 部分 328 7 .87

15 代表 315 7 .85

16 發現 310 7 .75

17 增加 309 7 .83

18 比較 306 7 .81

19 造成 303 7 .69

20 發生 303 7 .63

21 相同 301 7 .58

22 表示 299 7 .60

23 結果 288 7 .72

24 說明 286 7 .64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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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序號前 48 之國中學術詞彙（續）

序號 詞彙 單元數 R 缺 D

25 逐漸 280 7 .68

26 通常 267 7 .78

27 需要 264 7 .74

28 產生 263 7 .59

29 環境 261 7 .55

30 情形 259 7 .79

31 判斷 256 7 .79

32 提供 256 7 .67

33 改變 250 7 .73

34 能力 250 7 .60

35 面積 250 7 .38

36 方法 249 7 .71

37 變化 249 7 .68

38 觀察 247 7 .59

39 正確 246 7 .82

40 閱讀 246 7 .67

41 經濟 242 5 數、理 .55

42 包括 239 7 .70

43 組成 237 7 .80

44 依據 235 7 .80

45 現象 227 7 .66

46 政府 227 6 數學 .41

47 導致 225 7 .75

48 位置 225 7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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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術詞彙表性質描述

表 3 為國中學術詞彙全部七科總單元數及領域廣度之分布表，其中

詞彙平均總單元數為 90.06。縱軸依據學術詞彙在七科共 597 個單元中

出現之總單元數高低分成六類，出現總單元數不足全科目總單元數 25%

（150 單元）之學術詞彙共 85.24%（664 詞彙），符合 Coxhead（2000）

的研究結果，即學術詞彙並非日常生活常用之基本詞彙。橫軸為學術詞

彙之領域廣度分布，即學術詞彙在幾個科目中出現，領域廣度為 7 或 6

的占 80%，大致符合跨領域的特性。領域廣度為 6 的 227 個詞彙中，有

125 個詞彙獨缺數學科，其次依序獨缺地球科學科的為 42 個詞、公民科

19 個詞、歷史科 18 個詞、理化科 13 個詞、生物科 9 個詞、地理科 1 個

詞。領域廣度為 5 的 148 個詞彙中，以「數學 + 地球科學」的缺詞組合

為最大宗，共有 35 個詞，其次為「數學 + 理化」的缺詞組合，共 31 個

詞。計算「數學與其他任一科」的缺詞組合共有 103 個詞，占全部領域

廣度為 5 的詞彙中 69.59%。

表 3　國中學術詞彙全科目總單元數及領域廣度分布表

領域廣度

    7     6     5 4 總數

全 
科 
目 
總 
單 
元 
數

250  ~  　   35     0     0 0   35

200  ~  249   26     2     1 0   29

150  ~  199   44     4     3 0   51

100  ~  149   91   30     3 0 124

  50  ~    99 133   90   43 2 268

  28  ~    49   71 101   98 2 272

總數 400 227 148 4 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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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為國中學術詞彙均勻度及領域廣度分布表，其中所有詞彙的平

均均勻度為 .58。縱軸將學術詞彙之均勻度分成七類，由表中可觀察到，

領域廣度較高之詞彙常是均勻度較高之詞彙。

表 5 為各科目缺失及含有學術詞彙之數量及比率，顯示除數學外

其餘六科皆包含超過 86% 之學術詞彙，而數學科僅包含總表 70.35%

之詞彙。例如，「組織」，在除數學科外其餘六科之平均出現單元比

率為 .33，平均每三個單元就會有一個單元出現「組織」一詞，但在數

學科 185 個單元中一次皆未出現。同樣的狀況亦見於「引發」（其餘六

科平均出現單元比率為 .32）及「設立」（其餘六科平均出現單元比率

為 .29），僅於數學科一次皆未出現，表示數學科的學術詞彙屬性與其他

六科不同。

表 4　國中學術詞彙均勻度及領域廣度分布表

領域廣度

    7     6     5 4 總數

均 
勻 
度

.80  ~  　   25     0     0 0   25

.70  ~  .79 117   25     3 0 145

.60  ~  .69 115   61   10 0 186

.50  ~  .59   87   63   47 0 197

.40  ~  .49   37   48   53 2 140

.30  ~  .39   14   27   32 1   74

　  ~  .29     5     3     3 1   12

總數 400 227 148 4 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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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術詞彙之各科目差異

為回應研究問題二，以七科為自變項對全部 779 個詞彙在各科的出現

單元比率進行單因子重複測量變異數分析。表 5 最右欄為各科目之單元比

率平均數及標準差。由於未滿足 Mauchly 的球形檢定結果（p < .001），統

計結果將自由度以 Greenhouse-Geisser 法進行校正。結果顯示主要效果達

顯著，F (3.60, 2803.64) = 199.70，p < .001，partial η2 = .20，顯示七個科目

的單元比率不盡相同。後續事後比較，經 Bonferroni 法校正後，除數學科

之單元比率分別顯著小於所有其他六科，其餘各科目間兩兩差異也多數達

顯著水準（ps < .010），僅地理科及歷史科、地理科及公民科兩組比較未

達顯著（ps > .050）。

由於考量數學科僅包含總學術詞彙之 70%（見表 5），可能因過多詞

彙之單元比率為 0 而影響統計結果，我們另外針對領域廣度為 7 之 400

個學術詞彙進行相似的分析。結果顯示這 400 個學術詞彙出現於七個科

目的單元比率亦不相同，F (3.96, 1580.69) = 173.01，p < .001，partial η2 = 

.30。事後比較的結果多數達顯著，未達顯著差異的僅理化科及生物科、

表 5　各科目缺失學術詞彙數、包含學術詞彙比率及單元比率

缺失學術詞彙數 包含學術詞彙比率
單元比率 

平均數（標準差）

數學 231 70.35% .06 (.12)

理化   66 91.53% .23 (.24)

生物   41 94.74% .26 (.24)

地科 106 86.39% .31 (.27)

地理     8 98.97% .17 (.17)

歷史   42 94.61% .16 (.16)

公民   41 94.74% .19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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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及歷史科、地理科及公民科三組比較（ps > .050），結果相似於全

部 779 個學術詞彙的結果。

為了解各科目兩兩間之關係，表 6 為同一詞彙於不同科目間之出

現單元比率相關係數表（單元比率原始資料見完整列表之 AP 欄至 AV

欄）。若兩科目間之相關係數高，即表示詞彙於兩科目的出現單元比率

相似。表中可觀察到各科目間的關係，顯示數理領域（數學科及理化

科）、自然領域（理化科、生物科及地球科學科）、地球科學科與地理科、

社會領域（地理科、歷史科及公民科）四個子群內的相關係數皆較跨子

群的科目高。亦即若一個學術詞彙於理化科有高單元比率，也會在生物

科及地球科學科具有高單元比率，反之亦然。

為進一步回應研究問題二，我們以集群分析法對學術詞彙進行分

組。依據各學術詞彙在各科目的出現單元比率集群分析的結果，可根據

適當組間距離將學術詞彙分為五組，見表 7。第一組為高單元比率的學

術詞彙（n = 49），平均出現單元比率為 .60，表示在全部科目、全部單

元中，有 60% 之單元至少出現該詞彙一次，包含「使用」、「發生」

等詞彙；第二組為低單元比率的學術詞彙（n = 400），較不常出現於各

表 6　學術詞彙於各科目單元比率之相關係數表

數學 理化 生物 地科 地理 歷史 公民

數學 -

理化 .56*** -

生物 .39*** .74*** -

地科 .38*** .69*** .69*** -

地理 .19*** .29*** .43*** .52*** -

歷史 .11** .17*** .27*** .23*** .51*** -

公民 .22*** .25*** .40*** .26*** .47*** .62*** -

**p < .01，***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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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組，平均出現單元比率為 .10，表示有 10% 之單元至少出現該詞彙

一次，包含「工具」、「理由」等詞彙；第三組為常見於歷史公民組（n 

= 123），在歷史科及公民科之平均出現單元比率為 .35，但在其他科目

之平均出現單元比率僅為 .15，包含「設立」、「改善」等詞彙；第四

組為常見於生物地科地理組（n = 71），在生物、地科、地理等三個科

目中之平均出現單元比率為 .51，但在其他四個科目之平均出現單元比

率僅為 .19，包含「吸引」、「技術」等詞彙；第五組為常見於自然領

域組（n = 136），在理化、生物、地科等三科目中之平均出現單元比率

為 .44，但在其他四個科目之平均出現單元比率僅為 .10，包含「實驗」、

「操作」等詞彙。

為進一步增加分組合理性之佐證資料，另以組別為獨變項、均勻度

為依變項，進行單因子組間變異數分析以檢定五組之均勻度是否相等，

僅在部分科目較常出現、其餘科目較不常出現之組別，均勻度應小於在

各科目皆較常出現、或皆較不常出現之組別。由於不滿足變異數同質性

（p = .001），因此以 Welch 法及 Brown-Forsythe 法進行校正。Welch 統

計數之值為 F (4, 200.11) = 42.00，p < .001，Brown-Forsythe 統計數之

值為 F (4, 427.45) =29.07，p < .001，顯示各組之平均均勻度不盡相同。

後以 Games-Howell 檢定法進行事後比較，結果顯示除第二組及第三組、

第四組及第五組外（ps > .050），其餘各組組間差異皆達到顯著水準，

ps < .010。顯示第一組之平均均勻度大於第四組及第五組之平均均勻

度，亦大於第二組及第三組之平均均勻度。

集群分析結果顯示第一組（高單元比率組）的詞彙亦是均勻度較高

的詞彙。例如，「利用」、「發展」等詞彙，除了在各科目皆較常出現

外，各科目的詞頻均差不多，表示第一組確實為常出現於各科目組。第

四組（常見於生物地科地理組）與第五組（常見於自然領域組）的詞

彙則是均勻度次之的詞彙。例如，第四組的「吸引」、「技術」、與

第五組的「實驗」、「形狀」等詞彙，表示詞彙雖常出現於該主要科目，

亦會以較低詞頻出現於其他科目中。第二組（低單元比率組）與第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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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於歷史公民組）的詞彙則具有較低之均勻度，例如，第二組的「工

程」、「劃分」與第三組的「促進」、「教育」等詞彙，除在各科目出

現的單元比率較少外，科目間的詞頻亦分布不均，較集中出現於特定科

目、特定單元。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國中階段共七個學科各三版本的課本作為編製國中學術詞

彙表的語料來源。以頻率指標（單元數）、排除基本詞彙、考慮領域廣

度與均勻度等標準後，建置含有 779 個學術詞彙之「國中學術詞彙表」。

學術詞彙出現於各科目的分布狀況明顯不同，數學科尤為特別，僅包含

總表七成之學術詞彙，且出現單元比率也顯著較其餘科目少。隨後依據

表 7　依單元比率進行分組之各組平均數及標準差

數學 理化 生物 地科 地理 歷史 公民 均勻度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第一組

（n = 049）
.28

（.24）
.79

（.18）
.83

（.11）
.89

（.12）
.48

（.22）
.44

（.23）
.53

（.18）
.72

（.09）

第二組

（n = 400）
.02

（.06）
.11

（.10）
.13

（.11）
.15

（.13）
.09

（.08）
.09

（.08）
.11

（.09）
.55

（.13）

第三組

（n = 123）
.03

（.07）
.11

（.11）
.20

（.16）
.20

（.14）
.22

（.15）
.33

（.18）
.38

（.16）
.54

（.12）

第四組

（n = 071）
.07

（.11）
.31

（.18）
.43

（.20）
.67

（.16）
.42

（.20）
.17

（.12）
.20

（.14）
.63

（.14）

第五組

（n = 136）
.11

（.15）
.47

（.19）
.40

（.18）
.46

（.17）
.10

（.07）
.09

（.09）
.12

（.11）
.61

（.15）

註： 第一組為高單元比率組、第二組為低單元比率組、第三組為常見於歷史公民組、第

四組為常見於生物地科地理組、第五組為常見於自然領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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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單元比率進行學術詞彙的集群分析，結果分為五組最合宜，包括反

映出現單元比率高、低的兩組，以及常見於歷史公民組、生物地科地理

組、自然領域組，五組間的詞彙均勻度不盡相同，高單元比率組的學術

詞彙其均勻度較高，亦即這些學術詞彙普遍出現在較多單元、較多科目；

而低單元比率組的均勻度亦較低；其他三組則居中。

一、再論學術詞彙的特性 

首先，針對學術詞彙的多義性與抽象性。觀察「國中學術詞彙表」，

可能有些詞彙直覺上難以被認可為「學術詞彙」，如表 2 之「方式、主

要、分別、形成、部分、組成……」，似乎不具難度。然而這些詞彙多

數能對應到 AWL 與 AVL 之詞彙表，而且在建構學科知識的脈絡下存在

詞彙意義的多義性與抽象性。以「部分」（part）一詞為例，其意義的

探討可遠溯至希臘哲學的分體論（Mereology）；在自然科學中，部分

─整體關係可分為六種、部分部分關係至少兩種（陳世文、楊文金，

2008；楊文金，2007；Winston et al., 1987）；再考量心理學上如何看

待社會事件的「部分」，以及計算語言學上如何處理「部分」的語義關

係，就更顯示其意義並不簡單（楊文金，2007）。楊文金的實徵結果也

發現，讀了包含「血球分為紅血球、白血球和血小板」此一類屬（kind 

of）論述的文本後，國、高、大學生整體有 56% 接受「白血球是血球的

一部分」此種組成（part of）論述的描述。然而後者具有歧義性，若解

讀為「視血球及白血球為集合名詞，而血球這個集合包含白血球集合」，

或可接受；若為「一個血球中有一部分是白血球」，就屬錯誤解讀。此

外，表 2 的「形成」及「造成」兩個學術詞彙也曾被研究過（林文杰、

楊文金，2008）；而且前述這些研究都是針對使用母語的讀者，顯示學

術詞彙對母語使用者而言仍具深究之空間。「國中學術詞彙表」裡這些

在日常生活溝通無礙的詞彙，放在傳遞學科觀念的教科書中，因為學生

處於學習該學科、專業知識不足的狀態，掌握這些詞彙在學科脈絡下的

意義並協同建構學科知識，並非易事。尤有甚者，由於學術詞彙直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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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難度的特性，教師容易輕忽對學術詞彙的指導（Hiebert & Lubliner, 

2008; Ogle et al., 2015; Townsend et al., 2012），進而未能察覺學生可能

建構了不精準的學科知識。

其次，本研究從領域廣度及出現頻率的資料呈現了學術詞彙既具

跨領域又具分領域的特性。在七科中至少出現六科的國中學術詞彙超

過 80%，且除了數學科之外的六科都包括 86%（地科）~99%（地理）

的國中學術詞彙，顯示這些詞彙相當普遍地出現在各科。然而在各科都

有出現，並不代表出現的頻率類似。針對 779 個學術詞彙考驗在各科的

出現單元比率（表 5），結果科目間有顯著差異，事後比較也顯示絕大

多數的兩兩比較都達顯著差異；即使僅針對領域廣度為 7 的 400 個詞彙

進行考驗，也得到類似的結果，這顯示相同的學術詞彙出現在不同科目

的單元比率顯著不同。此一現象也反映在表 6 各科單元比率之相關係數

表，雖然相關係數（rs = .11~.74）都達顯著，然中位數 .39 不算高。進

一步的集群分析顯示可分成五群詞彙，高單元比率的 49 個詞同時也是

高均勻度的詞彙、低單元比率的 400 個詞屬低均勻度的詞彙，另外三

群則是較常出現於歷史與公民科的 123 個詞、較常出現於生物、地科，

與地理的 71 個詞，以及較常出現於理化、生物、地科等自然領域的

136 個詞，這顯示自然科與社會科的傳統區分，確實也存在學術詞彙的

差異。

第三，延續頻率的議題，學術詞彙以出現頻率作為判準之一，並非

只為了學者分類，而是詞彙頻率影響語言使用者的認知狀態。因學術詞

彙在非學術文本中不如基本詞彙的高頻，使讀者對其意義的掌握不像基

本詞彙那麼好，而認知狀態才是學習與教學必須關照的重點。例如，

「面積」在小學階段可能是專業術語，必須透過正式教學方能理解其意。

但到了國中階段，面積一詞的詞頻變高了，也成為介紹新的專業術語的

輔助性語詞，此時面積一詞的角色就從專業術語轉變為學術詞彙。由此

可知，詞彙位於何種階層不是固定的，必須考量學習情境以及學習者的

認知狀況，這呼應了 Greene 與 Coxhead（2015）詞彙並非絕對屬於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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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詞彙、學術詞彙、專業術語之主張。此一觀點說明了國中學術詞彙

表有其獨特性，但也有其局限性。此外，此一思考路線將衍生學術詞彙

在專業術語到基本詞彙之光譜間發展的可能性，這也是未來研究可探討

的問題。

第四，本研究凸顯了數學科的學術詞彙相當特殊，值得從數學的本

質與教科書編輯的角度加以探討。「數學是一種語言」是經常被討論

的觀點，不論認同這主張（Usiskin, 1996）或者認為僅是譬喻（Pimm, 

2019）的學者，都會承認數學文本相較於其他學科文本存在明顯高比率

的數學符號與算式，使得文字的比率較低。而學術詞彙是以文字為標

的，較低比率的文字可能是數學科學術詞彙不同於其他學科的原因之

一。然而，表 1 顯示在刪除數字、英文字母、標點符號之後的全詞彙語

料庫中，數學科有 12 萬多個詞，是七科中最多的，因此並不能僅以數

學科的文字較少來解釋。第二種解釋是數學演繹的本質不同於自然科學

與社會科學之歸納的特性；數學知識是建立在抽象的假設上，論證所得

的結果也未必與現實世界有對應，在真實世界之外所建構的數學世界甚

至不需要討論對人類的影響，這與自然與社會科學透過觀察、歸納，以

及推論其作用，差異甚大。因為思維與探究方式的差異，可能使不少數

學科獨特的學術詞彙無法通過跨領域指標，最後保留在跨領域學術詞彙

表中的語詞又非數學科會使用的。第三種解釋是從語文說明的重要性來

探討數學科的獨特性；數學專業領域的論證主要仰賴證明，語言的解說

無法達到證明的精準要求，因此數學學術期刊的文章主要依賴符號與算

式，故而既精簡且文字稀少。國中階段的學生理應需要語言的解說方能

掌握數學原理的意義與程序，但教科書常見以運算或圖示為例，致使文

字的解說相對簡單。學術詞彙是輔助解釋專業術語概念的語詞，愈強調

解釋學術概念的文本就愈需要學術詞彙的輔助，而數學教科書似乎以運

算或圖示來承載概念解釋的責任，而降低了學術詞彙出現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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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術詞彙表建置程序的反思

首先，中文在建置學術詞彙表會有不同於拼音系統的文字議題。

AWL 與 AVL 等英文學術詞彙表需要處理詞族或詞群的問題，而中文則

需斷詞。中文斷詞系統在專業術語常常需人工校對的步驟（黃仲義等

人，2021），但在學術詞彙層次上的正確性則尚不清楚。本研究以庫博

中文語料庫分析工具分析國中教材之語料，乃借助該軟體適合人文社會

學科研究學者使用的特性與針對中文使用語境的優勢，使人文社會學

科之研究者可獨立運用，而不需仰賴資訊工程人員的協助，然而本研

究在斷詞合理性的檢查尚有不足；庫博中文語料庫分析工具有內建如自

建詞典、同類詞整合等功能以修正斷詞結果，但此種方式需逐科、逐詞

地修訂內建詞典，且最易錯誤斷詞的是各科的專業術語而非學術詞彙，

因此本研究未進行此一步驟，是研究限制之一。未來比較各種斷詞系

統在學術詞彙層次的斷詞正確性，例如，庫博中文語料庫分析工具、

線上開源軟體─ Jieba 中文分詞（https://github.com/fxsjy/jieba），

或中央研究院中文詞知識庫小組（Chinese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KIP）之中文斷詞系統（https://ckip.iis.sinica.edu.tw/）何

者較佳，是個值得進行的研究方向。

其次，排除語料中基本詞彙之程序的檢討。過去研究存在兩種方

式，第一種是 AWL（Coxhead, 2000）、中文學術常用詞表（劉貞妤等人，

2016）、MSWL（Greene & Coxhead, 2015）採取的方式─以具公信

力、可對應之合適詞彙表作為基本詞彙的依據，加以排除；優點為對照

他人建置之詞表，程序較不費力，然而必須存在合宜的詞彙表。第二種

作法為 AVL（Gardner & Davies, 2014）所採用的比率標準─學術詞彙

須於學術語料庫中的出現頻率為規模類同之非學術語料庫的倍數以上，

未達此倍數的詞彙被視為基本詞彙並排除之；優點為此標準更呼應學術

詞彙之基本定義，即學術詞彙出現於學術語料庫之頻率應高於非學術語

料庫，然此作法除須建製學術語料庫外，亦須蒐集非學術語料，並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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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對照，程序上難度較高。AVL 所選用之非學術語料庫為 COCA，乃

當代最大之免費英語語料庫，除學術語料庫外亦包含如口語、小說、雜

誌等非學術語料庫。而本研究於國內未能搜尋到基於國中階段所建置之

非學術語料庫，因此無法採用第二種的比率標準。同時本研究也未找到

官方或具公信力且適用於國中階段之基本詞彙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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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領域：國語文》

（2018）雖規範第三學習階段（小學五、六年級）學生應認念 4,500 個

常用語詞、使用 3,700 個常用語詞，然未明列語詞內容以對照，因此各

版本國語課本的習寫與認讀語詞也不盡相同；《國小學童常用字詞調

查報告書》（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2000）雖依照詞頻排列共收錄

46,666 個相異詞，詞頻或許能提供基本詞彙界定之參考，然該詞表之高

頻字詞與目前教科書語詞與新聞用語（如：國語日報）的重疊性有限（吳

鑑城、邱重毅，2021；李詩敏等人，2020），甚至「所列常用字在近期

語料中都有超過 30% 的字已非屬於常用字」（吳鑑城、邱重毅，2021，

頁 28），因此《國小學童常用字詞調查報告書》並非適合用來篩選基本

詞彙之詞表。本研究僅能選用為華語學習者所建立的華語八千詞表，雖

未能配合研究對象為華語母語者的狀態，但其具有將詞彙明確區分為準

備級、入門級、基礎級、進階級……而便於據此刪除基本詞彙之優點。

此外，本研究排除華語八千詞表之基本詞彙還發現有另外兩個問題：一

是華語八千詞表未必能涵蓋中文語詞的變化，例如，單詞「來」，可延

伸出華語八千詞表上未包含之基本詞彙（如：「用來」、「來自」等）；

二是斷詞後出現虛詞附著在實詞上，難以與華語八千詞表的詞彙完全吻

合。上述兩者情況皆需仰賴人工校對才可決定詞彙的去留，是採取排除

基本詞彙之程序會面臨的主觀性問題。未來研究國內若因應不同年齡層

之非學術語料庫逐漸被建置，採用比率標準不只能避免上述需要人工校

對的狀況，亦更能符合學術詞彙在學術場域詞頻較非學術場域高之定義。

第三，延續上一小節的第二點，既然學術詞彙同時具備跨領域與

分領域性，那就需要重新思考篩選學術詞彙的均勻度指標。以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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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g et al., 2017; Gardner & Davies, 2014; Lei & Liu, 2016; Paquot, 

2007）並未對「足夠均勻分布」的標準達成共識，甚至也未列明公式。

Dang 等人（2017）提出之口語學術詞彙表（academic spoken word list, 

ASWL）標準為 .60、Lei 與 Liu（2016）提出之醫學學術詞彙表（middle 

academic vocabulary list, MAVL）標準亦為 .60，但皆未附上均勻度計算

公式，總表資料亦未附上詞頻以協助釐清。本研究編製國中學術詞彙表

是以 Juilland 與 Chang-Rodriguez（1964）提出之均勻度公式來反映詞彙

於各科目中之分布情況，並在過程中上下調整標準，最後以 .30 為篩選

標準。均勻度會從文獻的 .60 調降到 .30 的主要原因，是因為若以 .60 為

標準，將有不少與 AWL 或 AVL 詞表具對應性的中文詞彙無法被納入，

而降至 .30 之後，就開始出現較多的專業術語。我們推測本研究的均勻

度會降低到 .30，可能與本研究全詞彙語料庫總數僅 54 萬詞有關。未

來若擴大語料庫，如納入不同課綱之國中課本，或許可選用較嚴格之

標準。

三、研究建議與限制

國中學術詞彙表在教育實務上有以下促進教學、學習，與教科書編

寫之功能。其一，多數教師側重專業術語的教學，容易忽略學術詞彙的

難度。學術詞彙表具有提醒教師關注學生能否掌握此類詞彙意義的效

果，也能促使教師留意同一學術詞彙在不同科目中的細微差異，並在教

學時多加區辨。而分領域較為獨特的學術詞彙（如：「改善」一詞較常

出現於歷史及公民科），也能引導該領域教師著力協助學生理解。其次，

學術詞彙測驗能篩選有學習困難可能性之學生以及評估教學介入之效

果，進而促進學習。Townsend 等人（2012）的研究顯示，學術詞彙的

掌握程度可預測學生學業成就表現，若學生未良好掌握學術詞彙，未來

的學業發展將落後於同儕。第三，本研究之國中學術詞彙表應可做為教

材編製的參考。一個學術詞彙的頻率與其理解難度有關，在特定主題脈

絡第一次出現時，可能需要佐以舉例，以協助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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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總結本研究的限制，並提出可能的改善方向：一、本研究語

料庫規模不夠大，容易造成指標的偏誤；考量前後課程綱要對學術詞彙

影響可能有限，或許同時納入前後期課程綱要下教科書的語料是擴大語

料庫的方法；二、斷詞系統在學術詞彙層次的品質未經考驗，此一議題

值得獨立進行探究；三、本研究採用排除華語八千詞表基本詞彙，以及

自行擴充其表中單詞的衍生詞，此一作法有主觀之嫌。未來改採選一非

學術語料庫做為詞頻對照的基礎，可能是較合宜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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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均勻度（Dispersion, D）

於本篇研究中，針對各詞彙在各科目之詞頻（單位：每一萬詞）進

行計算。

Dispersion(D) = 1
Cv

－
N － 1

= 1－
σ⁄μ

N － 1

N 為次語料庫總數，本篇研究為數學、理化、生物、地科、地理、

歷史、公民七科，因此 N = 7。

Cv 為變異係數（coefficient of  variation），用以表示資料之分散程

度，可比較單位不同或單位相同但資料差異甚大之資料分散情況。計算

方式為 σ（標準差）除以 μ（平均數）。此處各項統計數因用以描述資

料分散情況，並未涉及推論統計，因此符號以及計算上皆將資料視為母

體，並非 s（σ 之不偏估計數）或 x（樣本平均數）。

以「使用」為例：

科目 原始出現次數
全詞彙語料庫

詞彙數

詞頻

（每一萬詞）
詞頻平方值 2

數學 146 121,328 12.03   144.7209

理化 515 103,678 49.67 2467.1089

生物 168 　59,420 28.27   799.1929

地科   34 　32,707 10.40   108.1600

地理 113 　79,669 14.18   201.0724

歷史 102 　65,567 15.56   242.1136

公民 239 　82,248 29.06   844.4836

總數 159.17　 4806.8523

平均 　22.7386   686.6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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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σ =

N

∑(X － μ)2 ∑X2

= － μ2 =
7

4806.8523
－ 22.73862

                   686.6932 － 517.0439≈ = 169.6493 ≈ 13.0249

Cv = σ⁄μ = 13.0249⁄22.7386 ≈ 0.5728

Cv
D = 1－

N － 1
= 1－

0.5728

7 － 1
≈ 1－

0.5728

2.4495
≈ 1－ 0.23 = 0.77

因此，「使用」一詞之均勻度（D）為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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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

SDGs融入中小學教科書／ 
自編教材的現況與展望 1

時　間 2022年 1月 7日（星期五）下午 2時

地　點 國家教育研究院（臺北院區）603會議室

主持人 劉美慧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特聘教授

陳麗華 淡江大學教育與未來設計系教授

與談人 朱肇維 新北市立北大高中圖書館主任

何昕家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吳怡慧1 新北市立三重高中國中部教師

周維毅 臺北市立內湖高中教師

張子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教授

彭增龍 新北市立忠山實驗小學校長

前言

劉美慧：在全球化的社會裡，由於氣候變遷、經濟成長、環境保護、

社會平權、貧富差距等議題日益嚴峻，2015 年聯合國宣布「2030

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包含

可歸類為社會進步、經濟成長、環境保護三大面向的 17 項永續

發展目標，指引全球共同努力、邁向永續。當時，有 193 個國家

同意在 2030 年前，努力達成消除貧窮、減緩氣候變遷、促進性

別平權等 SDGs 17 項目標。為盡國際社會一分子的責任，行政院

1 當日因故未能親自出席，會後撰寫發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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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2019，頁 22）在 2019 年 7 月公布「臺灣永續發

展目標」，並增列本土的「核心目標 18：逐步達成環境基本法所訂非

核家園目標」。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等，也從城市治理的角度出發，

研擬城市的 SDGs 策略計畫（臺北市政府，2021；新北市政府，2021；

桃園市政府，2020），提出 SDGs 自選自願評估報告（Voluntary Local 

Review, VLR），將目標落實成執行細節。

在教育方面，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2021）（以下

簡稱十二年國教總綱）呼應 SDGs 之落實需求，列出 19 項議題融入領

域，提供學校及教師議題融入之教學指引。這項教育目標亦向上銜接至

教育部推動大學社會責任計畫的意旨，鼓勵大學教育連結社區／社會發

展，落實 SDGs。大學深耕 SDGs 的具體成效，展現在英國《泰晤士高

等教育》特刊（The Times Education）近三年進行的「世界大學影響力

排 名 」（THE impact rankings, 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

impactrankings）上。在 2022 年臺灣有 45 所大學入選，為三年來新高成

就。該項排名，有別於傳統的世界大學排名，是以 SDGs 為根據，從終

結貧窮、消除飢餓、促進健康福祉、性別平權等 17 個項目，衡量全球

各大學的社會影響力。

SDGs 涉及的議題與全球議題教育息息相關。近年來教育部及教育局

處推動的國際教育政策，全球議題課程與實踐一直是關注的焦點，例如，

臺北市 2019 年「臺北市就是我的大教室」（https://sites.google.com/

view/tp-sdgsrh#h.cmy762khmn46）及 2020 年「城市大教室 2.0─北北

基探索趣」（https://sites.google.com/view/tp-sdgsrh#h.o56iydhg663x）

皆連結各項 SDGs。此外，臺灣各縣市有些重視世界公民教育的學校，

在發展校訂課程時也會連結 SDGs，且在教育部的教學卓越獎項中頗有

斬獲，卓有豐碩成果。

在國際教育 1.0 推動期間，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19）出版

《中小學國際教育課程資源手冊：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主題課程》，內

容收錄 34 篇中小學各個教育階段的國際教育 SDGs 跨領域統整課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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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以行動取徑的課程發展針對 SDGs 17 項目標設計課程，引導學生對

全球與國際性的議題產生關懷、思考與行動。2020 年國際教育 2.0 推動，

延續對國際議題之關注，並回應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的課程發展，強調

國際教育概念為本的課程設計、探究與實作的教學引導與學習活動，以

及多元評量的實施，期望提供學生跨界的思考與行動力，SDGs 融入課

程為推動並落實國際教育探究實作取向課程的重要題材。

但 SDGs 在教育場域的落實，不僅僅靠教育部與教育局處、各級學

校或教科書產業的投入，更重要的是要有教育願景，集合眾人之力，培

養具有公民素養與行動力的新世代。本次論壇旨在邀請關注國際教育課

程、教材與教學實踐的重要關係人，一起來檢視與分享目前根據十二年

國教課綱發展的教科書、地方與學校自編教材，在 SDGs 的實踐上做出

的貢獻與實踐智慧，遇到的困難、挑戰，以及未來精進的方向與重點，

以期在全球同心耕耘 SDGs 的努力中，臺灣的教科書與自編教材能積極

投入、不缺席。

SDGs 在中小學教科書的應用與困境

朱肇維：其實 SDGs 融入到中小學教科書產生的一些變化跟過往是不同

的，我覺得過去在做國際議題的融入設計時，會面臨的問題就是為融入

而融入，或者是只流於形式，比較缺乏國際的元素。在課程設計上比較

偏重在知識面的了解，比較少深入的探究跟感受。也因為十二年國教課

綱強調素養導向，我們的課程也可以開始變得更重視探究與實作，特別

是 SDGs 這個部分。包含從發現問題、擬訂策略、採取行動到最後的省

思回饋，就可以稱作深度學習的循環。另外，我們也發現 SDGs 的議題

是非常適合跨領域共備的，因為這些議題及其牽涉的相關主題，都可

以在不同領域之間產生對話與合作。例如，我們之前曾經設計一個跟

SDGs 7：乾淨能源議題的相關課程，各個領域都可以融入討論。例如，

社會領域最常進行能源政策的反思、辯論；自然領域針對能源運作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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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去做比較分析跟整理，甚至可以設計實作；語文領域就可以透過多

元的文本，進行能源政策或能源發展脈絡的探究；甚至是數學領域，我

們常會覺得數學領域融入議題有一點困難，但是數學領域也可以透過大

數據分析，去理解從世界或是臺灣的能源配比的狀態；包含資訊領域就

可以結合網路平臺，讓學生進行倡議，所以我認為 SDGs 讓跨領域之間

更容易整合。另外，SDGs 是現在進行式，對於師生來說，應該是教師

的共鳴比較多，學生對於這一塊還是有些陌生，但我認為只要有技巧地

引導學生，對於這些議題開始產生一點連結，就會讓他們覺得自己身在

這些議題中，而且是可以努力實踐的。

其次，關於編錄教材的困境、挑戰跟實踐。我提出三個目前面臨到

的狀況：第一，SDGs 是非常熱門的名詞，有的時候會有誤用的情形，

我們雖可以看到許多教材與課程搭配 SDGs 的議題，但有時往往是望文

生義，也就是說這 17 個目標有一定的翻譯名稱，當沒有去細查內涵時，

就會用字面的解釋討論這些議題，就會有些危險。另外，有些老師認為

課程設計與 SDGs 相互扣合很重要，因此連結非常多的目標。實際上我

們知道要很專注討論某些問題，又把這個目標放到非常廣泛時，反而容

易失焦，應該聚焦深入討論與並提出解決方案；第二是 SDGs 的議題彼

此都有關連性，SDGs 是三個面向構成的，包括環境、社會、經濟，但

經濟面常被忽略，甚至強調環境，就會有一些反向的情節出現。SDGs

強調的是多元與平衡，甚至是包容的概念，如果只偏重某一個面向，會

有潛在的風險；第三，特別是在國際教育的課程的定位，如果把 SDGs

放在國際教育的課程脈絡，非常強調「國際」的元素，學生必須要有全

球的視野，進一步反思所生活的區域，或者思考國家繼續精進的地方，

再擬訂策略等。雖然很期待學生採取行動，可是不只是喊口號，能付諸

於生活當中實踐？譬如之前我們在做永續消費跟生產的時候，都希望學

生可以選擇負責任的途徑，可是它們常會覺得自己的力量很微小，認為

在這當中好像做了這些事情也於事無補，這個時候我們該怎麼樣去面對？

或者是我們要如何引導？這對教學現場的老師來說是很具有挑戰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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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很重要的關鍵，因為學生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做一些概念的釐清。

吳怡慧：SDGs 從企業界到教育界，似乎變成一門「顯學」，連各種教

案比賽都要求融入 SDGs。身為教育者，一方面要掌握這個議題的國際

脈絡，應該也要保持著批判意識，個人認為教育者在備課前，應該保持

以下三點的警覺：第一，這是人類共同願景還是集體大拜拜？還是富裕

國家單方面的一廂情願？ SDGs 的施行沒有強制性，沒有法律上的履行

義務，其成效究竟如何衡量？第二，是否再次忽略原住民的需求。這次

新課綱在公民科最大的不同是加入部落的概念，也看到課綱終於正面迎

來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姑且不論深淺多寡）。但 SDGs 的發展是否符

合原住民族自決的需求與全球性的轉型正義？這是關心人權議題者需要

捫心自問的；第三，只有 17 項就夠了嗎？

在我和生物老師的跨領域 SDGs 課程合作中，就讓學生思考只有這

17 項就足夠嗎？是否還有其他沒有被照顧到的面向？例如上述的原住民

族？ 2020 年初的肺炎疫情危機，凸顯出目前 17 項 SDGs 尚不完整的現實。

倡議公平正義的全球非營利組織「未來地球」（Future Earth）執行董事

Luers（2020）指出，數位科技的發展應該為人類和地球提供公平的服

務，並且提出了自己所主張的 SDGs 18：數位科技（Digital Technologies 

Serving People and the Planet），補上失落的一角。

在國中的彈性課程融入 SDGs 時，以上三點或許無法一一帶學生探

究，但我認為教育者的問題意識很重要，要知道自己為何而教，而不是

大家都在這樣教，我也跟著這樣教。

SDGs 回應新課綱促進素養關鍵生活情境， 
需要了解其脈絡內涵，才有助於深化課程

何昕家：第一，其實十二年國教在新課綱議題的融入，還有包含 SDGs

如何融入中小學的教科書這兩件事情。我覺得可以分成兩個部分，第一

線的老師通常問 SDGs 與新課綱的關係？我會把它拉回到素養，經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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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一直強調素養的培養是在回應真實世界的課題，也很直接指出

SDGs 是關鍵的課題。所以與第一線老師分享時，我會先說明這之間的

關係。目前最核心的主軸還在新課綱的脈絡，我很擔心 SDGs 進來之後

會讓大家覺得好像要多做一件事；第二，再連結到的新課綱談素養，外

圍談的生活情境，SDGs 就是真實世界的縮影，所以真實的情境（生活

的情境）這件事情，SDGs 就會與新課綱更靠近一點；第三，會談到的

就是在「進行」，因為它是一個真實情境，不管你在做探究實作或相關

素養的教學時，戶外教育這件事情也會跟著進來。我通常會透過這幾個

面向向老師們做引導與說明。但是最近有發生幾件事情，SDGs 過去與

學校的互動，大致上有發生幾種融入的狀況：一是部定課程當作延伸教

材；二是校訂課程會找到主軸做發展；三有些學校當作是校務治理的方

針；四有些學校會辦很多的活動或做一些行動，其中就會用 SDGs 當作

行動的方向，或跟在地社區作連結。但是剛好也蠻巧的，今年 1 月也有

很多學科的老師在討論 SDGs 假設在做學科教學的時候，如何融入？最

近跟老師們討論後有一些想法，希望先初步了解 SDGs 整體的意思，並

非停留在字詞上的意義，而是對於教科書、整個學習的內容與本質清楚

之後，再思考教導這個單元（或文本）可以延伸出來的生活情境，教科

書的編撰中，也會列舉非常多實際的例子。假設指設目標二，「確保糧

食安全，消除飢餓，促進永續農業」，會讓教學的老師知道我在教這個

單元時，舉出實際的例子，當生活情境進來就能夠產生比較好的對接與

連結，尤其是高中端學科的老師，對於這件事情是比較有需求的，大致

上還是以學科為主。當學校課程把 SDGs 帶入自編教材時，我提出五個

困難與挑戰：第一，大家對於永續發展的脈絡不清楚時，只會覺得那是

國際在談的東西，所以梳理脈絡是很重要的，讓他知道為什麼永續發展

在這個時機點出現，而不只是為了要回應國際的趨勢，把 SDGs 塞入我

們的課程，而是因為在整個人類發展的過程呈現出的思維轉變；第二，

大家對於 SDGs 目前存在淺碟化和標籤化的現象，需要更深化其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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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就必須要深入處理 SDGs 在不同的層次內涵，包含業界、政府（無

論中央或地方政府），而在教育這一塊，需要對 SDGs 17 項目標有一定

的教育論述，不然老師們就會覺得沒有對應的連結，而到底連到的是什

麼？深入了解則是重要的過程；第三，我也會和學校的老師討論 SDGs

這件事情，他們常認為那是國外的東西，但我會將思考的方向引導回在

地，尤其是國中小的校訂課程，一定是從在地，甚至是高中端的地方學

起。很多高中在推動、探究地方學的過程時，這 17 項課題是否有被看

見？從在地到國際，而不會純粹只看國際，可能會面對到的困境與挑戰；

第四，假設 SDGs 進入課程，一定要處理知識、價值態度與技能，如果

要很深刻的連結，就必須思考知識面、態度價值面或技能面，尤其技高

端的學校，他們是很職業導向的，其實 society 5.0 就有提到科技與技術

是在解決社會問題的，但技高端的老師會覺得那是一種學理，殊不知這

是在解決，學生的訓練等於是培育技職的過程，是可以去回應這件事情

的；第五是 SDGs 跟目前新課綱在談的素養是同樣的一件事：「行動」，

當然我覺得第五個課題，前提是前面運作得非常順暢，我們更期待的是

最後的行動，這也是我都會跟學校老師說的：「你能夠為這件事情做一

點什麼行動呢？」因為行動也是在檢視素養、整合素養，希望我們不要

一直停留在討論 SDGs 的問題，而是去做一點什麼事情，以上我稍微分

享一下過去這幾年的工作跟學校互動的一點淺見。

劉美慧：謝謝何老師多年的研發經驗，還有在帶領各校發展自己的課程

的經驗，我覺得這五項挑戰的觀察非常的敏銳，我們也常常看到會有類

似這樣的情況出現。

SDGs 融入逐漸受重視， 
現場尚缺更完整的教學及評量指標 

周維毅：我參與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城市大教室」國際教育資源手冊

兩年的編撰，主要就結合 SDGs 融入到教科書，讓學生能夠自學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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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的 SDGs 議題；除了這樣的經驗外，學校的校訂必修課程也融

入一個 SDGs 主題；在編撰公民必修的教科書時也有這樣的經驗。以

我個人觀察來說，通常我們都是在既有的課程，從課程的角度出發融

入 SDGs，而不是在某個課程主題中的一個脈絡穿插 SDGs 主題。在十

二年國教課綱下，我們發展課程時會有一點轉向，會有比較大的空間能

夠融入 SDGs。以我們學校探究與實作的教材來說，我們整個學期討論

SDGs，便是以減少不平等這個目標（SDGs 10）為主軸，跟過去做比較，

最大的差別在於十二年國教課綱釋放更多的課程種類，包含多元選修、

校訂必修，還有彈性課程等，讓高中端的課程可以去發展探究性的學習

活動。

第二個主題是目前融入遭遇了那些困難跟挑戰？我蠻認同前兩位先

進的說法，大家在融入時常常會說結合了某項目標，但事實上也沒有告

訴我們如何結合和融入，確切的脈絡和關聯性其實是脆弱的。這個過程

常常呈現著「我有談到，所以我好像有跟上趨勢」的錯覺，但是否適切

融入 SDGs 的細項指標？是需要被檢核的。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要攤開

來看，一個校訂必修課程或是各種課程，細看 169 項的細項目標的話，

它可能未必切合。另外，許多課程常常想一次結合多項目標，但實際上

它都是較淺的知識，例如，單字和課文內涵有搭配到這個目標，就好像

有結合，有些結合方式主要是 SDGs 目標和概念的配對，卻沒有規劃更

深入的探究活動，能夠了解為什麼 SDGs 議題具有重要性，並且需要透

過同學的視角去思考如何實踐永續發展目標。另外，我觀察到如果要讓

SDGs 進入到校園當中，有兩個需要跨越的門檻：（一）許多人以為永

續發展目標是國際教育的一部分，而且看到英文後，有些老師會感到害

怕，可是真正去了解它的細項指標之後會發現，要去認識並理解不是一

件困難的事。很多人常會認為像這樣的融入是屬於社會科老師和英文科

老師要做的事情，而不是說每一科的老師都需要去融入；（二）因為它

牽涉到永續發展議題，很多老師對於議題探究感到生疏且害怕，他們會

覺得自己對議題並不了解，以至於他們會認為需要花一些時間去認識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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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背景後，他才會知道是不是有結合 SDGs。所以，大家會發現這幾道

門檻都是它難以融入教科書，並讓老師轉化到課程設計的原因。我擔任

公民部定必修的教科書作者，我們要討論在某冊次融入 SDGs，使其成

為必要的存在，我們希望它不再只是一個可有可無的東西，避免讓大家

覺得這是不一定要去教的內容，或者認為需要的時候再來接觸。在高中

公民與社會的學習內容裡，比方說我們有「公平正義」可以結合 SDGs 

16，真正去討論一個議題。我們就希望它可以自然地融入在每一個課

次，變成一個理所當然的存在。另外，若是教育主管機關有進一步推動，

相關概念就能打入教學現場，我們就可以有更多的發想空間。另外，我

提到的一個困難點在於評量設計，現場不管是教學或評量，以及學生能

否理解或應用 SDGs 的相關內涵，其實欠缺相關的檢核指標，我們無從

去了解學生學習前後的差異性。如果能規劃出具有系統性的指標，讓教

學者透過檢核指標看看自己的課程及教學設計是否扣緊 SDGs，以及比

較學習者學習前後是否更了解 SDGs 內涵，並能實踐相關目標，相信對

於教學、評量及 SDGs 實踐的評估都會有頗大助益。

劉美慧：周老師的分享與剛剛何老師的這個觀點是相互呼應的，包含在

教科書裡面的核心概念跟 SDGs 是不是可以扣合？如果可以扣合的話，

可以用連結的方式，從這個核心概念為主，拉出 SDGs 的議題或是實

例做連結。另外一點可以相呼應的是脈絡的問題，為什麼我們要推動

SDGs ？有很多學校可能在這個課程進行的過程當中沒有跟學生多做脈

絡背景的解釋就直接推動，學生可能不知道為什麼我們要參與 SDGs 的

課程或行動。最後是提醒我們在評量設計上面還應該要有更多的設計。 

SDGs 是探究與實作的好主題， 
讓學習的意義跟生活情境充分連結

張子超：針對第一題在 SDGs 對現在的議題融入跟探究與實作裡面產生

什麼變化？和過往有什麼不同？我認為 SDGs 是一個非常好的探究與實



教科書研究 第十五卷  第二期122

作的主題，不管是從國際的尺度或是我們地區的尺度來說，它是我們生

活當中密切相關的問題，換句話說，它的生活情境連結是非常強的。針

對所謂的議題探究這個概念來說，傳統在教科書裡面所談的議題概念，

都是在抽象概念上的調查探索，比較不會與生活情境連結。我個人覺得

SDGs 最大優點在於它的探討尺度，它可以小到周遭日常生活的資源回

收甚至是交通的問題；也可以大到全球性的氣候變遷、糧食、海洋污染，

最大特點是它都跟我們生活相關，例如，以議題融入的方式談 SDGs，

可以從報章雜誌的報導，或者是從實際上 2021 年在英國舉辦的 2021 年

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P 26）為議題情境的起點，進一步探究氣候

變遷、淨零排放……；從生活相關的連結性跟意義性來說，SDGs 的 17

個目標都是非常適合進行教學的課題，放到教科書來說我都覺得是很不

錯的。至於第二點談到它跟以往有什麼不同？以前我們講探究，其實都

是從教科書或課本裡面來討論一些比較抽象概念，進行一些自然現象變

化的趣味活動的思考，不太願意處理生活中的問題或是與生活的意義做

連結。如果探究與實作 SDGs，就是探討 17 個目標，相當於 17 個人類

面對重大的問題。所以我覺得如果 SDGs 放到我們的課綱，最大的特

點是它讓我們教學的意義跟生活情境充分連結。我想提醒教學現場的

老師應該自我挑戰的是我們在學校所教的內容無論多麼的抽象化，都要

讓學生在生活當中能夠有連結，意義上的連結，這樣的教學才有意義。

SDGs 教育的目標與內涵

張子超：我們教 SDGs 的目的何在？如果談不出 SDGs 的目標是什

麼，該怎麼教呢？當然最後的結果是怎麼評核也都不知道。當我們要

教 SDGs，要自問教 SDGs 的什麼？目標會是什麼？要討論 SDGs 的意

義、背後的哲學是什麼、背後的理念是什麼？當我們不清楚上述的問

題，不確認 SDGs 最核心的內涵是什麼，就會認為只要把 17 項目標的

內容置入一本書，就是一本永續發展目標的教科書；但我認為那只是



論壇 SDGs 融入中小學教科書／自編教材的現況與展望 123

所謂的參考閱讀資料而已。當我們決定要把 SDGs 當作是我們教育的內

容主題時，就必須釐清我們要談的 SDGs 的目標，這個目標當然包括認

知、情意、技能（或是行動），認知的知識應該包括哪些知識？至少要

教 SDGs 的源起及發展；情意價值指的是什麼？ SDGs 強調公平正義、

尊重關懷、包容和合作……；至於技能（行動），SDGs 重視解決問題

的行動參與，也是探究與實作的重要成果。原則上我想回應剛剛大家所

講的，如果我們不能釐清 SDGs 的目標及內涵，大家談 SDGs 就是把 17

項目標輪流教，不同的人教不同的主題而已。

劉美慧：張老師在 SDGs 的教學跟推動上有很豐富的經驗。剛剛也提醒

我們，並不是只有看到 SDGs 的 17 項目標，就是在教 SDGs，也回應前

面兩位老師談的。也就是說我們在進行 SDGs 的課程設計時，要設想在

這個目標下面的哪些細項目標能夠對接與回應，而不是只有我今天談性

別議題，就是在談 SDGs 的性別，這個部分是需要再更聚焦、再更明確，

這樣才能夠讓我們的目標可以變得更清晰。另一個就是 SDGs 希望能夠

改變，所以「行動」的目標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教科書內容取向，仍在出版業者、選用老師及 
審查委員間推拉擺盪，SDGs 議題融入尚未多見

彭增龍：先來談談子題一，配合十二年國教課綱中 SDGs 融入中小學教

科書的現況。我們試著就文本內容、活動歷程及學習表現等三個向度來

觀察。

首先，在文本內容上，包括教科書、習作與教師手冊，就教科書的

內容而言，在臺灣是老師們教授各領域很重要的文本的依據，因此，文

本產生的流程當中，會有教科書業者、現場老師使用者以及審查委員等

三個力道形成的推拉與擺盪；如果是一本理想的教科書，照道理講應是

皆大歡喜。問題是教科書業者仍然會有市場取向，因為畢竟要求得生

存。因此，我們懸掛於理想性的 SDGs 如何融入到教科書中，使其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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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排上議題成為現場可以操作的文本，的確是滿重要的課題。目前來看

的話，雖然教育現場有一些轉向了，但是幅度並不是很大，就我手邊某

版本的教科書來講，它是三年級的文本，一冊裡面大概有分成六個單

元，但是我從裡面並沒有辦法很明顯找到融入的議題。各位試想一下，

假設一本完整的領域教科書，上完一整冊之後還沒有辦法讓現場的老師

去做議題探究，這樣的 SDGs 議題要導入到現場來做教學的取徑，恐怕

是有一些困難的，這是從教科書內容分析後發現到的現象，這也是理想

跟市場仍在推拉擺盪的事實。目前，這個趨勢雖然有一些轉變，但距離

我們想要操作的取徑還相當遠，這是有關教科書內容的部分。

如果教科書文本沒有辦法融入，那可不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來代替

呢？我們知道教科書還搭配習作和教師手冊，因此我們同時也檢視了這

些資源，教師手冊是談得比較深入，而且有一些小偏方，或者是小技巧

可供操作，這是目前教科書業者提供給現場老師可做議題融入的輔助及

參考。但是，我們回頭來看習作的部分，仍然偏向知識結構，而且多是

記憶性的，它反應在整個學習歷程中，一些高層次思考、實作，或是探

究的部分，是比較沒有被觸發的。我們也試著去做簡單的市場調查，不

少現場老師會覺得封閉性的習作比較好操作，而且有標準答案；如同前

面幾位師長們提到的，如果現場老師在學習評量上沒有做到更開放、更

多元，而只能從教科書文本裡面的學習內容來做評量依準的話，那這個

問題仍會存在蠻長的一段時間。但是 2030 年 SDGs 將要告一段落，因

為這是聯合國 2030 年要達到的目標，目前已經是 2022 年了；所以，在

教科書的發展上，這可能還需要大家用力再去推一把。

接著，從學習的活動歷程來檢視，有些版本的教學手冊已經開始提

供學習者中心的設計，目前我們從教育現場也看到了這樣的契機。那

麼，怎樣讓它持續發揮擴散效應，可能是現場老師或有心推動融入議題

設計的師長們，可以進一步思考與創新作為的部分。關於習作，我覺

得可能要透過教科書審查委員會或出版業者來做堅持，並用力推一把。

如果教科書內容及編寫方式沒有改變，那它相應設計的習作還是會回



論壇 SDGs 融入中小學教科書／自編教材的現況與展望 125

到閱讀理解與封閉性答案的慣性裡，而要試圖去融入這個議題，就比

較困難一點。

再來，就學生的學習表現來看的話，我們看到學生的學習比以往更

為多元，尤其有一些學校的校訂課程，已經嘗試結合環境教育、戶外教

育、國際教育，或者是雙語教學等，藉由學校可以彈性應用的節數來做

更多元的發展，讓學生可以從探究一個議題，或是實作一個方案，來達

成我們今天討論的 SDGs 議題融入的部分。只可惜，以教科書為範本的

學科知識取向評量方式─紙筆測驗，作為學生學習表現的判準工具，

目前在我們的教育現場仍然是偏高的，這可能也是在長期以教科書引導

教學的環境下，遲遲無法向前跨越的無形障礙之一。

鬆綁課程、展現教師專業與跨領域教學， 
讓 SDGs 在自編教材找到著力點

彭增龍：關於子題二，如果我們要將 SDGs 要融入自編教材有哪些困難？

我們從幾個面向來看。

第一、地方教育跟學校行政作為方面，如同前面幾位師長提到的，

面對太多太廣的各項議題，如何去做取捨呢？這個包括城市治理本身也

不可能各項議題全做，更何況一般學校只有利用二到四節，或者以議題

融入學習領域課程來做實施。因此，到頭來可能只是按照各校行政、教

師的偏好，或加上地方教育、學校特色需求選擇，不見得每一個學校都

會把 SDGs 統統納入到校訂課程裡，這個是我們在現場看到的事實。

第二、在教師專業成長方面，我們發現許多老師固著於專業背景，

願意改變思維與接受挑戰的，仍然偏低；那麼，要怎樣從中滾動、攪動，

或者是激勵，提升他們的專業成長動機與研習進修機會，可能是我們要

更積極去做的。

第三、在課程與教學的部分，怎麼引導教師去做議題的融入或進行

跨領域教學的挑戰，包括可以應用的時間和可以發散的內容，尤其是學



教科書研究 第十五卷  第二期126

生跟家長端的考量，可能就是我們更要關照的。像我們學校因應實驗教

育理念，以涵育學生公民素養為目標，老師們在課程設計時，解構了十

二年國教課綱，再重新建構成為 24 個學習主題，同時，也把部分 SDGs

議題分散在這些主題當中自編教材，進行探究實踐，這是我們近年來致

力的教育實驗，效果還有待以後的檢核，但在這過程中，著實已經漸漸

改變了老師們的心智模式，更願意接受創新與挑戰。

第四、談到學習表現的部分，如果我們是以教科書導向的教學，可

能學習內容跟學習表現，會偏重於認知性，怎麼讓技能性的、實作性的、

情意性的、價值性的表現，從各種活動當中開展出來，也是我們將來要

努力的；尤其是高層次思考的部分，如何去結合自主行動或是參與共學，

或是學生協同合作的表現等，讓他們在多元評量時能夠展現學習成效，

這個可能是我們在現場更要去引領的。 

回過頭來看，教科書引導的教學現場，還真的是會綁手綁腳，因此，

在我們在申請成為實驗學校的時候，同時也在去教科書化，這是一個很

冒險也很激進的行動，但是如果我們要探討更多的議題，可能要重新解

構教科書，讓我們自己再建構數個議題或是主題，做為學習、探究與行

動的教學取向，以及發展自編教材的構件。

劉美慧：彭校長除了提醒我們在課程設計上要以學生為中心之外，同時

也分享了學校的經驗，尤其是在課程的領導部分，如何讓更多的老師在

專業成長、課程設計，以及學生的學習評量上面可以跟 SDGs 議題融入，

謝謝彭校長！

第一階段我們與會的專家都已經針對前面的兩題作了分享。我稍微

統整第一題的發言，首先，大家認為 SDGs 讓我們的教科書開放了更多

元的空間，尤其 SDGs 的議題都是非常跨領域的，所以它也提供了我們

的課程作跨領域統整協作的空間；第二、因為 SDGs 議題跟我們日常生

活是息息相關的，可以小從切身的層面，也可以大到全球議題的層面，

不管是任何一個學科，都有其核心的知識跟概念。教科書的編撰也提供

了核心概念跟實例之間連結的機會；第三、十二年國教課綱很強調的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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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與實作，SDGs 提供給我們探究與實作很好的空間，也就是說 SDGs

提供教科書編寫的跨領域的空間、概念跟實例連結的空間，以及探究與

實作的空間。關於第二個問題，我也根據大家的發言稍微做了一些統

整，也就是遇到了什麼樣的挑戰，還有 SDGs 議題融入教科書有哪些提

醒或是實踐知識。第一個就是剛剛大家都提到的「為什麼要推動？」「為

什麼要去探究 SDGs 的議題？」所以脈絡很重要，我們在課程設計的時

候要讓學生知道為什麼我們要在這個時候來參與、關心這樣的議題；

第二個就是盡量避免誤用 SDGs，今天並不是教性別的議題，就是在談

SDGs 的議題，應該要進入 169 個細項的目標，仔細評估這個課程到底

是希望達到哪一項的目標，然後做更貼近的連結；第三個就是我們要強

調在全球的脈絡之下來思考議題，也就是本土跟全球的連結，我們可以

是全球議題的探討，同時是在地行動的實踐，提供給學生實踐的機會；

第四個是我們在 SDGs 要達標一定要有行動，不能只有認識。如果只有

認識的話，2030 年其實還是很難達到這個目標，因此課程設計要讓學

生有實作的機會。這是第一輪大家的分享。接下來我們進行到第二輪的

討論，我們有 30 分鐘，請大家根據我們的第三題和第四題來分享你們

的想法。第三題是值得推薦的教材跟資源，大家在書面都有提出來，也

可以就這些資料的特色跟大家分享。第四題就是 SDGs 融入中小學的教

科書，教材實行的精進方向跟建議。

SDGs 在中小學教科書編輯的教學資源

朱肇維：接下來這兩個主題，我想先就我們過去在課程中有使用過的一

些相關參考的教學資源，我覺得這都是未來可以納入教科書或是自編教

材很重要的參考。以下我大概列了五項。

第一個是 The World’s Largest Lesson（https://worldslargestlesson.

globalgoals.org/），這裡面有很多跟 SDGs 相關的教案，它是國外的一

個網站，當中有各式各樣適合不同主題且不同年齡層的課程，課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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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不同的長度、週次等。後來在發展校內的課程或是教材時，就會去參

考國外老師針對這樣的主題，看看他們會做哪一些知識性的介紹、態度面

的培養，甚至是行動面的設計。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蠻值得我們參考。

另一個是高中老師會常常接觸到，過去有一些相關的研習也有辦過

的 2030 SDGs Game 的體驗活動，我們最近一次體驗是由國際引導者協

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Facilitators, IFA）引進這個遊戲，這個

遊戲是透過不同的角色扮演，讓大家從不同角色中一起在全球未來的發

展採取行動，非常適合跨領域的教師社群或學生，這些相關遊戲或桌遊

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是「引導」，也會有相關的手冊或是指引，這個部

分在我們探究 SDGs 的脈絡時，可以透過遊戲式的方式，讓孩子們在其

中更深刻地去感受議題與他們之間的關聯性，老師們經過這樣的遊戲，

也能比較了解 SDGs 在談什麼，可以從中思考與他們的專業領域可以如

何扣合或是連結。

第三個部分是我最近在班上也有帶過的一個玩轉學校開發出來的議

題遊戲《K.O.L.》（https://pleyschool.org/csr/kol/），它講的是關鍵

議題領袖，指涉永續消費的議題。之前我們也在全校的備課日進行了這

個正向議題式的遊戲，我們可以感受到這個遊戲的設計最主要就是強調

包括你的選擇、後續會造成的影響以及之後可以改變的行動。另一個就

是以國家為主體去討論彼此之間要如何交換不同的想法意見，最後達成

共識。我們這幾年大概都會運用玩轉學校發展出來的議題式遊戲去進行

操作，然後再進一步引導學生認識國際的議題，玩轉學校的遊戲設計有

一個固定的模組可以抽換，譬如進行的回合，可以把任何的主題放進

去。像我們在操作校訂課程的時候，就把課程轉化成與地方創生有關，

叫做「重返碧螺村」，我們覺得其實這樣也蠻好的。在這當中的確就回

應到前面幾位老師提到的，當我們從地方出發的時候，我們怎麼樣跟國

際議題連結？包含永續消費跟生產，就會讓學生比較能夠直接感受到當

我在地方上進行一些努力或是發展時，我可以採取什麼樣的行動，我又

可以怎麼樣去回應到全球的趨勢。有一本書《SDGs 我們想要的未來》



論壇 SDGs 融入中小學教科書／自編教材的現況與展望 129

（一般社團法人，2018／2020），可能很多學校也都會讓老師們閱讀，

裡面有針對每一個目標目前發展的概況，以及一些新的想法，可以讓大

家去思考如何應用在在地實踐上。另一個是之前去研習時有接觸到的

氣候系統模擬遊戲，這個是 MIT 開發出來的。他們有相關的科學統計

數據，就可以帶著學生思考，當政府訂定不同的能源政策或是推動重要

的政策時，可能會對氣候變遷造成什麼樣的影響。我覺得這也是一個蠻

值得讓學生去感受他們的行動會產生什麼樣的變化。最後一個在教材精

進跟發展的建議當中，第一個就是因為 SDGs 牽涉到的議題是非常廣泛

的，所以如果在進行教材編輯時可以去做跨域課程的整合，特別是讓不

同領域的老師一起針對同一個議題提出各種想法，然後再去統整，在教

材的發展上也會比較完整且全面。第二個也考量到現行課程當中操作時

間上的限制，如果我們能夠把這些課程變成模組化，也就是說可以利用

一節課或者是 20 分鐘，針對這個議題去做一個小型的操作或者是小型

的探究實作活動，其實更能夠讓不同領域的老師發現：第一個不會影響

到課程進度，第二個又可以帶著孩子們去做引導與反思，我覺得會對

SDGs 的推動會更有幫助。

SDGs 帶入教學，是一種師生跨域共學的歷程

何昕家：剛剛透過第一輪的分享，也看見了很多現場老師在關切 SDGs

導入課程的一些現況。在這裡面也學到很多，我想後續如果未來有機

會再跟現場的老師做討論的時候，老師們提供的寶貴的意見，我想我

也會一併納入去做思考。第三個問題談到的是教材資源這一塊，我目

前提供的有五個，但是我過去在這幾年的涉獵有蠻多廣泛的。很值得

推 薦 的 是 Global Schools Program（https://www.globalschoolsprogram.

org/），其實我跟第一線的老師也都有推薦過，尤其是有在做國際教育

的老師。目前在國際教育中常都會苦於合作的學校，在 Global Schools 

Program，可以申請加入一個 Program，它有非常多的 Program，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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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定期有第一線的老師線上的聚會。如果你要尋找合作的學校，那是

一個非常棒的平臺。我目前也都有在推動與鼓勵一些學校來加入。目

前臺灣只有大概四、五所學校加入而已，它是聯合國項下的一個組

織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SDSN）籌組的 Global 

Schools Program，有些學校會擔心說是不是臺灣的學校不能加入，但它

不會限制臺灣的加入，所以也推薦給現在在線上所有的老師。另一個是

Teach SDGs（http://www.teachsdgs.org/），也是聯合國項下的一個組

織，它裡面也包含了非常多的教材跟工具。還有一個是 Youth Solutions 

Report（http://www.youthsolutions.report/），它是一個青年人的解決

方案，也是聯合國項下的一個組織，每年徵求 50 個青年，就有 50 個方

案，性質有一點像社創的團隊。我剛剛一直在想每年的 50 個方案如果

老師們要當成教材的話是蠻值得的，這也是另外一個可以推薦的。

接下來推薦的是聯合國出版的一本書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Learning Objectives（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2017），這本書是當時聯合國在推

動教育一直在談的，全球也都在問要怎麼教，其中將這 17 項目標的認

知、情意跟技能，以及可以討論的專題與議題，也很明確的寫出來。我

讀了這本書後，協助資科司規劃臺灣版本 SDGs 教育指南，以前述這一

本為藍本，規劃臺灣永續發展目標的教育指南，目前正在改版中。當時

我們全部採用的是國際的資料，後來出版當然有一些問題要克服，有很

多老師覺得比較沒有臺灣在地脈絡，更新成目前在地的教材與內容，這

本書預計下半年度會完成行政程序，完成行政程序後，資科司會行文到

各校。再來要提供的是剛剛老師與主任有提到的 SDGs 日本研發的 2030 

SDGs Game，兩、三年前也跟這一群引導師有碰到面，提到其實我想發

展臺灣的，直到今年我們也有研發出來了，是與目前在第一線非常知名

的遊戲開發團隊合作。我們開發的桌遊是永續家園實踐家，在這個遊戲

裡面融入了 169 項的指標內容。接下來要分享的是我自己在做的事情，

大概在半年前開始，我每天會在臉書整理一篇跟 SDGs 有關的教學，包



論壇 SDGs 融入中小學教科書／自編教材的現況與展望 131

含了教學策略，也包含了這 17 項目標，甚至很多老師都在問 19 個議題

跟這 17 項目標的關係。我就陸續的整理，整理至今大概已經有 400 多

篇（陸續增加中）。裡面我不斷地想要支持第一線的老師去了解怎麼教，

怎麼做，甚至是怎麼去與課程更接近，所以如果第一線的老師有興趣的

話，我都會跟他們說你可以看我的臉書（搜尋我的名字即可），那些整

理的文章其實每一篇都不長，也彙整了很多國際的資料。再來有一個是

我自己所建的 Notion，在 Notion 裡面剛剛提到的 17 項目標的內容還有

相關案例也能看見，有興趣的老師可以透過臉書與我聯繫。最後一題談

到的是與教科書這一塊，我倒是有幾個想法：第一個是有沒有可能是部

定課程加深加廣教材的補充研發，因為最近也發生了兩件事情，一個是

英文科，一個是地理學科中心，他們也在想是不是可以在深廣課程裡面

去調整，然後去把 SDGs 加進去？但這也會延伸一件事情，因為他們也

會問我說如果教科書商在調整的時候，因為要審查，也擔心會不會得到

審查委員的認同？倘若他們調整了之後就送進來，在審查時直接被拒絕

的話，對於教科書商也會是一個打擊。所以我想說是部定課程深廣教材

的補充研發或者是在做調整的時候把 SDGs 帶進來。第二個是我覺得如

果有機會，我們應該做一個系統性的永續發展教育的教材，就如現在的

必修課、選修課，是更系統性的在談永續發展教育的教材或者是課程。

我覺得教材可以是一塊，如果有機會，這個教材的研發應該可以研發單

冊的教學手冊，它是一冊一冊，讓老師們方便去取用。最後一個談到的

是 19 項議題，第一線的老師會問我 19 項議題已經等著融入了，17 項目

標再出現，老師們都會擔心要融入的是 19 項議題還是 17 項目標？我覺

得有機會應該把 19 項議題跟 17 項目標做全新的整合，老師們可以無縫

的銜接，我想對於第一線的老師要做議題融入的時候很有幫助。

劉美慧：何老師提出一個很重要的論點，就是把 19 項議題跟 17 項目標

做串聯。何老師在臉書上有很多的例子，我們趕快在臉書加何老師為好

友，與何老師學習。也希望剛剛提到的那一本專書趕快發行，因為我覺

得需要非常多在地的實例。



教科書研究 第十五卷  第二期132

SDGs 融入的第一步：永續發展目標教育手冊

周維毅：首先想先介紹的是《永續發展目標教育手冊─臺灣指南》

（何昕家，2020），我分享的基本上是我有運用過的，在現場教學是一

份蠻合適的教材。在我探究與實作的課程中，我們連續三個學期都將

這本手冊作為學生分組討論的閱讀教材。我們在第二週就帶領學生去

了解 SDGs，它的編撰我認為令人感覺到優越性的地方是可以快速掌握

SDGs17 項目標的內涵。我會帶學生花兩節課的時間去了解這個教材中

的全球性問題、聯合國主張，以及中學教育應該實踐目標的重要性，還

有學生感興趣的專題。我蠻喜歡它開頭有整頁的數據，當然我覺得這對

於學生來說，閱讀是比較可親近性的，學生可以從中了解目前某項目標

的全球性概況。另外，聯合國對於特定目標的主張，有文字脈絡可以提

供學生閱讀，讓學生透過閱讀理解掌握重點。在高中端，可以讓學生了

解以中學生來說，對於 SDGs 你可以了解到什麼程度，另外學生們必須

要在課堂中去發現與界定問題，所以在學期初運用這份教材，可以讓他

們先去探索跟這個目標有關的探究主題。根據這份教材，學生在課堂

上進行 20 分鐘的閱讀，每組需要上臺發表。他們可以根據剛才這一份

手冊去閱讀主要目標，跟同學們分享今天讀到的目標內容是什麼。我

們的課程主題扣緊 SDGs 10，根據該學期的需求找尋相關的目標讓學生

分組實作。這是一份我蠻推薦的教材，也非常很高興今天可以看到作者

本人。

深入探究 SDGs 的學習資源： 
城市大教室國際教育資源手冊

周維毅：另一個是我們自己參與編撰的教材，它是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的

國際教育資源手冊，目前也放在臺北酷課雲中作為開放的學習資源。

第一本是《臺北市就是我的大教室》（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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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本是《城市大教室 2.0─北北基探索趣》（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2020），前者的地景範圍是臺北市，後者的探索範圍則擴及北北基地

區。這兩本手冊扣緊了城市探索和 SDGs，大家可以看到這上面包含基

隆車站、正濱漁港，還有南機場的食物銀行等地景，這些地景都有不

同的主題，我們都希望 SDGs 與城市地景、探究與實作之間做結合，並

以學生自主學習的手冊作為一個設計方向，希望同學們可以在了解在地

議題後，與其他國家相關做法進行比較，並且從全球回到在地，去思考

在地解決方案。這份教材當時由北市跨校跨科的老師共同規劃設計，教

材性質主要是延伸學習資源，許多老師常運用在各式課程、綜合活動和

班級經營活動中。以《臺北市就是我的大教室》（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2019）這本書為例，其實我們就有設計像臺北清真寺（頁 23-29）、北

投圖書館（頁 53-57）、大稻埕（頁 2-9）以及臺北車站（頁 17-22）等

地景，結合 169 項細項目標進行教材發展。目前有許多中小學會想要了

解這份教材，我也常有機會到現場分享和推廣，這邊也提出來跟大家交

流，希望能夠激盪出不同的火花。

劉美慧：除了分享運用何老師的教材的心得外，也分享自己實際參與臺

北市的計畫書寫，這也是教材在地化非常好的實踐。我覺得這個階段的

討論非常有意義，看到這些教材非常豐富，也很吸引人。

SDGs 的網路教學資源

張子超：永續發展目標的教材很多，先提列了兩個，第一個教材是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在這裡面每一個主題都有很多教科書，

這是 UNESCO 網站（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的資

料，可信度很高，資料也相當可觀、豐富。第二本教材是 Recommended 

Books for Teaching the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California 

Global Education Project,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n.d.），這個這是

美國 California 大學推薦的。所以大家想教的話，可參考的教材是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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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支持昕家教授剛剛說的，國內也可以根據 17 項目標，用很好的

“case study” 來教。“Case study” 優點是生活化與情境感，對學生來說有

吸引力。但是很難把 “case study” 融入教科書，所以當我們談教科書與

永續發展目標的時候，我覺得我們可以好好思考這個問題。

SDGs 與核心素養

張子超：核心素養 C1 跟 C3 都在談永續發展，目標是一樣的，而永續發

展目標融入核心價值，基本上不是問題。問題在於我們老師對於核心素養

的概念不想深究，就是在教學上只是表象上融入核心素養，但其實沒有深

刻去了解核心素養是什麼。SDGs 是重要的全球素養，OECD 所主導的

「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除了數學、科學及閱讀素養，也在評量全球素養（global 

competence），其所代表的概念非常像是我們講的永續教育或者是環境

教育，如何從一個議題，國際議題文化層面不同的價值分析，到最後採取

行動，這樣的概念很適合議題探討。所以我覺得臺灣也可以思考一下全球

素養的教學流程：從議題調查開始，接著理解議題背後不同的價值觀點，

然後連結與包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組織、和想法，最後再以行動促成

共同的福祉與永續發展。最後我想談的是，大家談了很多教科書要做的

事情，我覺得我們真的不缺 SDGs 內容的素材，我們缺的是如何去教以

及能不能簡單陳列從小一到高中 12 年級的核心目標，因為我們教科書

能給的空間有限，如果不先把整個的核心理念、要教的內涵、實際操作

的教學策略是什麼講清楚，只會成為 SDGs 17 項目標的資料堆積而已。

我建議從教科書角度來看，我們真的可以將永續發展目標當作是核心概

念，進行概念發展研究，再根據學習階段發展學習目標和學習內容。

劉美慧：張老師提到 SDGs 其實是非常好的國際教育素材，因為裡面有

非常多的 “case study”，我們可以透過 “case study” 的方式，了解同樣的

議題別的國家是怎麼樣思考與行動，我們就可以了解多元的觀點，我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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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這是很好的想法。另外，提醒我們在這麼多的 SDGs 的文本資料裡面，

如何在我們的課程中能夠比較有系統性且連貫性的思考，如何去把它從

K 到 12 串起來，這是非常好的思考。

借鏡優質教材資源， 
開展 SDGs 議題探究與體驗學習

彭增龍：關於子題三、可資借鏡參考的國內外資源，第一個想分享的

網站，是香港樂施會的教學套件跟教學簡報（https://www.oxfam.org.

hk/tc/what-we-do/development-education/global-citizenship-education/

teaching_kits），這是以世界公民及全球關聯觀點設計簡報及教材的網

路平臺，教學策略創新多元，具議題探究及體驗學習風格，且富國際教

育觀。老師們為什麼應用它呢？樂施會是一個消除貧窮的組織，很能

符應 SDGs 理念，它發展的教學套件與簡報很多都是以貧困當作議題，

剛好《今周刊》在 2021 年的〈臺灣 SDGs 永續發展大調查〉中指出，

消除貧窮是我們國人很關注的一個議題，它僅次於氣候變遷的行動（廣

告企劃製作，2021）；我們學校也有在做消除貧窮相關的議題，剛好可

以應用，並將其做統整。這些套件裡，其實有很多創意教學的小偏方，

跟引導學習的體驗活動與方法，比較適合國小階段的小朋友。有部分的

中學生也在運用這些套裝的教案，還蠻受用的。第二個要分享的資源，

就是剛剛主任提到的玩轉學校，它是全臺教師共備的教案集成平臺（玩

轉學校／全臺教師共備教案／SDGs 教案，https://www.pleyschool.org/

pleyteaching/teacher-result/），在這網站中收錄了近百套有關 SDGs 議

題的教案跟方案，按照 SDGs 17 個項目分類，方便大家參考，目前教

案仍不斷地在產生當中。其中有很多遊戲化的模組式的課堂教材，已經

在我們學校應用，感覺上還不錯，學生跟老師的反應，甚至家長也還蠻

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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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支持與師培系統， 
建置 SDGs 專責中心與協作共享平臺

彭增龍：子題四、對於相關的建議，我提出五個想法：第一，在中央或

師培機構方面，我們最近幾年跟淡江大學（現在新創設了一個教育與未

來設計學系，它前身有一個課程與教學研究所），也因緣際會跟香港的

樂施會做了世界公民教育的方案，持續了五年多，與教授協作，陪伴現

場教師和研究生發展出數十組相關的套裝教材。我們是用世界公民教育

的角度，從三個層面來看待教材的發散：（一）是覺知關懷，就是說覺

察這些議題存在的事實；（二）是探究增能，針對這些已經存在的事實，

我們感受到它的存在，然後有一些探究，增加自己能量的機會；（三）

是反思行動，有一些反省批判，並採取相關的行動，這也符合 SDGs 相

關議題目標。舉例來，譬如我們學校針對氣候變遷行動，應用了一個「消

失的雨林」的主題，這個雨林的主題是探討棕櫚油以及與氣候變遷的現

況，同時也請小朋友去覺察它的存在事實，探究其成因與影響，最後形

成創意行動，我們帶著這個課程到南投去旅行，在日月潭邊跟遊客做倡

議。這樣的行動就讓孩子與老師對於整個主題的印象更深刻。類似這樣

的課程與教材，藉由師培機構開班授課，可以相得益彰。再者，建議各

級政府籌組一個專責中心，像新北市已經有一個自己的網站，但還是包

裝在國際教育相關平臺裡，不是由專責的中心來整合資源。研發課程這

塊也要持續來進行，部分的師培機構已經往這個方向邁進，這也是我們

感到可喜的現象。

第二，在地方教育跟學校行政作為方面，應該要提供更寬裕的發展

空間跟時間，因為校訂的課程有太多需要融入，例如，海洋教育、雙語

政策、資訊素養等，好多議題需要融入，如何去做跨領域，可能要整體

的思考，然後建置出屬於學校的支持系統。

第三，在教師專業成長方面，我認為教師的自我覺察是蠻重要的，

如何精進自我，把課綱 19 項的議題和 17 項 SDGs 發展目標進行統合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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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與學校教師協作對話，從跨領域或校訂課程發展出有利於學生統整

學習的議題，讓學生去做探究與實作，這個我認為是蠻必要的。學校也

可以藉此形成專業社群，成為精進教師專業的支持系統與協行夥伴。課

程與教學方面真的要改變傳統的教學模式，講述或是單一評量的做法應

該要變革了，尤其在學生學習表現上，我們要鼓勵他走出教室、往戶外

移動，才能夠改變現狀，讓全球在地化，在地全球化，這樣的話 SDGs

就會落實在日常當中，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戮力翻轉教科書內容，融入更多 SDGs 元素， 
引導教師選用改變以增進閱讀理解

彭增龍：第四，是對教科書審查委員的建議。關於教科書的編輯工作，

我跟周老師一樣有很長的資歷，參考了幾個主要版本教科書，剛剛老師

提到的一句話很中肯，就是市場導向。如果老師的心態不改變，選書的

方向也不會改變，積累下來自然形成一個保守的市場取向，也連帶滯礙

了教科書業者的編輯和出版創新發展。如果要把創新思維變成教科書發

展的重要部分，可能我們就必須要從審查委員這一端來加大推力，讓創

新先於市場，蔚成事實後，再從市場端回過頭來去做因應，進行教師的

新思維建構增能。

第五，是給教科書業者及編輯的建議。教科書在將來還是一個被選

用的趨勢的話，在文本上的調整是必要的，如何把教科書的內容從文本

式的變成互動式？所謂的互動式，雖然它還是紙本，但可能在內容上已

經進行變革；現在的教科書文本，主要以知識性文章，再加上圖文說明、

一些動動腦問題框及加油站等補充元件，偏單向式鋪陳包裝成幾個單

元，幾乎兩個跨頁編排一個課次，言簡意賅，內容往往點到即止，很難

稱得上多元豐富。如果能夠參酌許多國外比較精緻的教科書編輯風格，

譬如日本的東京書籍的社會教科書就編輯得蠻好的，而且很著重在文本

內容跟閱讀者之間的互動關係，用心構建的圖文與插畫就有很多探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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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作式的引導元件在裡頭，這樣可能會是蠻好的一個選擇。當然，

這可能也要教科書業者自我品管、研修精進，或者目前掌握教科書市場

的選書老師們轉變思維，以及教科書議價機制調整等，同步進行方能克

竟全功了。

劉美慧：彭校長剛才講了一個讓我們覺得很振奮的事，他的課程實踐讓

我們知道小二的學生也可以參與 SDGs 的學習與行動。剛剛這個階段的

發言這是針對第三跟第四題，在第三題的部分，大家都提供了非常豐富

的相關的教材資源，有包含網站的、書籍的還有遊戲的，裡面也有國際

常用的資料，也有自己本土研發的，內容非常豐富，讓現場老師要推動

SDGs 的時候，有更多的資料可以參考，都是非常寶貴的資料。關於第

四題，大家也提了非常多寶貴的意見，尤其現在大家真的都很忙，忙著

各種不同的計畫、不同的議題，要把這些全部都融入，真的是需要好好

的規劃。如何把 SDGs 的核心概念，從小學一年級到大學階段，能夠有

層次性的將它列出來，還有能力的深化能夠列出來，完善一個系統性的

思考，這樣才有辦法變成是可以加深加廣的課程。

教科書要掌握 SDGs 的教育目標與核心概念

張子超：我覺得在議題融入這件事情，在環境教育領域已經談很久了；

但是從教科書角度來看，議題融入並不容易，教科書要包含的資料不

少，不管是 19 項議題，17 個 SDGs 的目標，內容絕對不少，所以教科

書的編撰，一定要以基本的核心概念來表徵繁雜的資料，例如，17 項

永續發展目標就包括 169 項的指標，絕對會撐破一本教科書的容量，所

以教科書融入永續發展，融入的是永續發展教育的理念和目標，以及相

配合的教材內容。SDGs 這是一個非常熱門的名詞，而且是世界的趨勢，

當我們都無法抓清楚它到底在講什麼，就不能發展成一套知識系統，而

不是說有連結或有談到永續發展，就認為我們在做永續發展教育。所以

我們應該把永續發展目標當作是重大的議題融入，從永續發展議題的教



論壇 SDGs 融入中小學教科書／自編教材的現況與展望 139

育目標、教學內涵（包括學習內容和學習表現）及教學策略的釐清，再

提升的教學實務及教科書融入。談到評量，也是對教師教學的自我評

量，不是在評量學生，是對於我們自我的交代，是否達成了課程目標。

如果我們自己都不清楚教的目標是什麼的時候，其實我們無法評量自己

教好了沒有。我們評量都是在評量學生考得好不好，我覺得那是其次，

重要的是教師自我反思。自我反思第一步是問自己到底要教什麼？如果

目標都訂不下來的時候，那我們教的只是在提供很多訊息給他們。所以

教科書融入永續發展，就要依循永續發展教育目標，據以提供合適的教

材內容！

劉美慧：這個提醒很重要，回應到我們在教育領域談到的 Peters（1966）

講的教育的規準，第一個就是教育要合價值性，我們為什麼要教？我們選

的是不是最重要的知識？為誰而教？這個就是我們在談的價值性的規準。

SDGs 可以擴張教育廣度，以及深厚教育內涵，
促進跨域對話與教學

何昕家：我想分享幾個我自己這段時間的看見。如剛剛子超老師提到

的，縱使我們的教科書會改變，我們提供了無數的教材，最關鍵的還是

在於老師。因為 SDGs 出現之後，有很多老師有一種教學上的惶恐：「我

覺得我好像什麼都要教」。但是我通常會跟老師說這 17 項目標不是集

點，並非每個都要集到才心安，而是會鼓勵他們不要被這 17 項目標綁

住，這 17 項目標其實能夠打開教學的視野，就像剛剛大家談到的，學

校都有在做性別平等教育，那是不是就等同於有去回應 SDGs 5 的性別

平等？其實不盡然，因為臺灣的性別平等教育有自己的脈絡，SDGs 5

裡面其實有各式各樣的東西，甚至是我過去這段時間因為臺灣有幾個議

題的中心，剛好性平等教育中心在國立和美實驗學校，我就與此中心合

作，因為他們是性別平等教育非常重要的研發者。首先，我們必須先了

解 SDGs 5 裡面的性別平等裡面談了什麼，同時總共 17 個目標，如果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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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放在中間去看其他 16 個目標，即可發現都有蘊含著性別平等

的課題，當他們看見以後，他們才恍然大悟地認知到：「原來性別平等

其實有這麼多元的東西」。接下來的課題是到底有哪些東西是要他們要

推動的？這是這一段時間我很深刻的感受。

第二個感受是剛剛提到第一線的老師很重要，現在在線上所有的校

長跟老師，大家都運用了很多的教學策略在裡面，尤其是剛剛周老師分

享的簡報，運用了很多的引導策略。有時候我就在想當老師們知道這 17

項目標時，很擔心的是教他目標一是什麼、目標二是什麼、目標三是什

麼，其實已經有一點不是我們要把 SDGs 帶給學生的這個目的了，就如剛

剛子超老師提到的價值。我認為，老師如何引導延伸出來的課題是非常關

鍵的，而且這也是目前素養導向課程裡面希望可以增能老師的部分。

第三個我分享現在外部的民間組織，現在有非常多民間組織，包含

大家可能也知道的臺灣童心創意行動協會（DFC），DFC 他們在談設

計思考其實也導入了 SDGs，他們用設計思考的方式希望老師們去探究；

另外一個是黑松教育基金會，他們也用提問的方式想要引導老師們去

把 SDGs 帶入。第四個是我剛剛有分享了，因為剛剛子超老師有分享了

SDG Book Club，其實臺灣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也在推閱讀教育，他們

意識到一件事情，因為 SDG Book Club 有六種聯合國的官方語言，他

們希望能有繁體中文的書單，在過去我跟他們一起工作了半年以上（跟

全臺灣其實有很豐富經驗的選書委員），後來也選了大概 80 幾本書，

但是選書的背後我有跟他們提一個問題，我們不是讓孩子讓老師知道這

個書跟這個目標有關係，而是可以有三個提問。當你點進去 SDGs 兒童

永續書房網站（https://sdgreading.cw.com.tw/）時，每一本書裡面都有

三個提問，會引導老師們與這本書產生更多的連結。最後我一直覺得臺

灣有一點可惜，看起來好像有非常多第一線的老師在做這件事情，但是

我覺得臺灣在 SDGs 的教育推動上，沒有一個大的平臺來收攏豐富的本

土的教學經驗與教學教材研發，甚至是不能號召全臺灣已經有很豐富經

驗的推動的老師。很多老師都在問，那到底我可以怎麼教？他們各自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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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的過程裡面，其實我覺得已經很有經驗的老師的教學方法，應該都是

這些想推動的老師，他們可以去相互交流的連結。

劉美慧：如果是學會這邊有可能來做統整嗎？我覺得統整這個議題還蠻

重要的，因為大家都在做，然後材料也很多，大家都有各自的經驗，也

希望能夠有一個共享的平臺可以整合，不知道就是學會有可能做這件事

情嗎？還是一定要政府部門來做？

張子超：我建議學會來做比政府部門來做比較好，因為政府部門一開始

就會遭遇一些困難，會像是「標準本」的概念，現在已經有很多資料，

資訊存在於不同的團體，我認為用夥伴關係來形容協會的角色會更為適

當，用夥伴關係的概念，讓大家把它當成平臺，也鼓勵大家各自發展，

但是用平臺來做促進也很好。所以用夥伴關係的概念，而不是「選用標

準」，更能達到資源加成的效果，也能對應第 17 項夥伴關係。

劉美慧：對，夥伴關係真的很重要，尤其是如果是由學會來做這件事情

的話，我覺得大家的接受度應該會很高。 

建議政府推動 SDGs 融入各領域教學， 
讓教育現場有效接軌永續發展國際趨勢

吳怡慧：在國中的教育現場，新課綱下所形塑的彈性課程，可以為跨領

域撐出一個教學的空間。在實務上，為了避免老師把彈性課程拿去上所

謂的「正課」在排課上有特別安排。例如，某班的英文是 A 老師來上，

那麼，這個班所謂的英文科領域開出來的彈性課程─國際溝通，就會

由 B 老師來上。這樣彈性課程才有完整的自主性。我就是在這種狀況

下，以閱讀推動教師的身分入班跟國際溝通的老師做跨領域教學。先透

過影片與中英對比拼圖小遊戲，簡單認識 SDGs 的由來與目的。然後課

程上學期聚焦在 SDGs 13 氣候行動：帶領學生認識 ICRT Lunch box（時

事英文），然後 Lunch box 剛好有兩集都在談氣候，其中之一是講氣候

少女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的故事。之後透過桑柏格在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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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演講稿，一方面由英文老師帶領他們如何簡單快速抓取英文文章的

要義，另一方面也認識氣候變遷的急迫性。最後透過該年國際特赦組

織（Amnesty International）寫信馬拉松的活動，挑選與氣候變遷有關

的個案，理解問題後，寫明信片給本人之外，也讓學生整合所學，進入

社區做氣候正義的社區倡議。下學期則是緊扣 SDGs 16 公平、正義與

和平，結合島嶼的集體記憶課程計畫，訪問阿公阿嬤對於時代的歷史記

憶，融入人權議題，並參訪國家人權館，與政治受難者家屬藍芸若進行

座談。

第二年的課程則是我個人的彈性課程「從臺灣看世界」，並結合教

育部國教署的閩南語沉浸式教學計畫，以大約 50% 的比例將臺語作為

授課語言之一。上學期扣緊 SDGs 5 性別平等並融入 SDGs 16，最後結

合國際特赦組織寫信馬拉松的活動，挑選性別個案加以認識，寫明信片

之外，以臺語走入社區向在地居民進行性別平權倡議。

此外，透過「島嶼的集體記憶」課程，融入 SDGs 11 永續城鄉，

訪問阿公阿媽之後，要帶學生參訪離學校走路只需 15 分鐘的眷村文化

保留園區─空軍三重一村，讓學生學習採訪報導，訪問眷村第二代村

民、當地里長、三重社群媒體負責人、文化協會等等，並產出雜誌報導。

以上課程，我們結合國文老師、公民老師、英文老師、表藝老師、美術

老師，在每一科的學科知識基礎上，融入 SDGs 的理念與核心價值，進

行問題探究與行動實踐。同時，因為有許多不同科目的融入，學生習得

的技能不會受限單一科目有限節數的限制，反而得到統整的技能。

周維毅：現狀下的教科書還是被大考的框架所控制，也就是說大考要考

學習內容和學習表現時，它很難考到實作與參與這一塊，比較能夠考的

是能不能運用公民知識去理解不同的觀點跟相關的概念，還是處於比較

在認知和應用層面，這是大學學測和分科測驗的一個困局。了解到此一

限制，我就在探究與實作的課程中做更多的融入，讓學生依據這個目標

去訂定研究問題並實作。我覺得蠻有趣的是，我們真的讓學生規劃並實

踐 SDGs 行動，像是環境行動及友善移工的方案。近期，我接到許多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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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很多老師會想了解教學現場會如何融入，因為他們關注這個國際上

的趨勢，也想要了解如何在自己的課程中切入 SDGs。我自己也觀察一

個現象，大家在接觸或是參加研習，常常以學科中心和各縣市教育局處

為核心，去參加這些單位主辦的研習活動，可能是公文都會送達各校，

較多人能夠掌握到活動訊息。可是如果今天是其他單位主辦的活動，就要

看有沒有接觸到相關訊息，所以我才會認為，當我們在談 SDGs 融入的

問題時，應該思考能否從教育主管機關的政策方向進行推動，讓各領域

的老師認識並了解 SDGs，讓教育現場接軌永續發展的國際趨勢；我認

為建構長期穩定的夥伴關係，並交流相關教學資源，可以讓現場的大家

不必總是單打獨鬥，那麼 SDGs 融入教科書或教學就會更容易。這是我

所觀察到一個面向，或許未來大家還可以再想想看可以怎麼做。

劉美慧：謝謝周老師提到教科書市場導向的問題。我覺得其實現場有這

麼多熱心的老師，也想要做一些改變，我們對於教科書的期許還是很高

的，希望透過教科書的引導，讓課綱的精神發揮出來。

結語

陳麗華：我和美慧老師是中小學的教科書審查委員，因為這一次的社會

領域跟自然領域一樣，很強調探究實作。但現在觀察到的教科書，確實

還有改善的空間。譬如小學，目前是一冊裡面要規定有一個單元是探究

實作單位，每一個單元裡面要有一個探究實作的活動。在審查的時候，

我們發現教科書中所設定的探究實作主題，不太能夠激發小孩子去認真

去探究跟實作，比較像生活中的一些選擇，譬如說我們今天要去旅行要

選哪一種天氣、哪個日期去旅行。目前的教科書設計，並未真正引導學

生從多元角度、多元觀點的去探究實作。剛剛我記得是張子超老師有稍

微提到，我們怎麼建構從一年級一直到十二年級甚至到大學的 SDGs 核

心概念的體系，還有建構實際應該學習的內容。就有機會讓教科書編輯

者去思考，是不是在不同的階段、適當的年級，適度的出現一些主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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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融入。其實課綱倡議的每一項議題融入都跟 SDGs 有關，但是個別

學習領域要關照的很多，我們也知道沒有辦法要求要大量的融入，但它

至少可以在每一學期、每一本教科書裡面的探究活動能著墨在 SDGs，

我就覺得這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改變跟躍進了。

另外，比較要關照的是一年級到九年級 SDGs 內涵體系，具循序漸

進的銜接連貫性，以及加深加廣的延伸性。這個體系也是教科書審查委

員可以去思考的，然後跟教科書出版社或者是編輯委員學者來共同建構

出一個適當的議題融入。我個人認為應該是適當而有節制的融入，因為

不太可能包山包海統統要融入。教科書要關照的真的很多，什麼課綱、

法令法規也真的很多，沒有辦法統統是 SDGs，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融

入的應該是質精、關鍵性的，而不是在數量的多寡。

我另外一個想法是除了教科書外，各縣市政府可從城市治理的角度

參加 SDGs VLR，那麼也就有地方課程就可以著墨了。參加 VLR 的城

市，可規劃在各級學校的教育實踐上有一些表現，例如，規定或鼓勵學

校在一個學年或一個學期，有一個跨領域的 SDGs 活動。可以在期末考

試結束的空白時段，規劃一段總結學習時間，挪出三天、五天，有一個

全校性的類似 SDGs 小型模組的學習活動，分散式的去實施的 SDGs。

剛剛周老師講到的，臺北市那兩套教材就很能夠拿來運用。我剛好跟美

慧老師是審查到這兩套教材，有關注到這教材的優秀，所以邀請主要參

與者周老師來參加這場論壇。我們可遊說地方政府說，如果你要做這

個 VLR 的評估報告時，是可以倡議學校來做這樣的事情。學科教科書

有它教的學科知識範疇，沒有辦法把 SDGs 統統融入教科書裡面，我們

知道，能做的跨領域學習，其實也有限。因此我們很熱忱地要去倡議這

個 SDGs，也應該要有節制，因為你過度的擴展，反而惹厭了老師。要

叫老師做這麼多，老師們就乾脆不做了，或老師們覺得很感冒，反而就

產生反效果。除了期末的空白時段，做 “summer camp” 或者是 “winter 

camp” 的時候，也可以考慮做這樣的小型模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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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序言

1658 年由約翰‧阿摩司‧康米紐斯（John Amos Comenius）所

著之《世界圖繪》（Orbis Pictus）（Comenius, 1658），不僅被譽為

近代教科書的先驅，該著作亦被視為國際社會間實現和平（防止民

族間爭端）之重要手段。因此，已然可將教科書研究，視為是國際

間深受關注的事項，以及促進國際社會成員彼此間理解的主要方法

之一。而該當精神實際上亦由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之

前身，亦即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的國際智慧財產權合作

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 ICIC）

所承繼。由於該委員會曾決議著手處理歷史教科書之編撰問題，

故爾後的 UNESCO 亦十分關注教科書議題的研究與發展。除此之

外，世界各地也有從各據點發揮教科書研究功能的機構。其中，以

宋峻杰，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E-mail: jaydonsung@ 
mail.naer.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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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之 GEI 國際教科書研究中心（Georg Eckert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Textbook Research Braunschweig）較負盛名。該研究中心曾深入研究與比

較該國與波蘭的教科書，並致力於教科書改善，以及增進相互理解之專案

計畫等牽動全球教科書研究發展的重要項目；位處瑞典的烏普薩拉大學

（Uppsala universitet）亦有累積教科書研究方面之豐碩成果。故在世界各

地的教科書研究據點性機構之間的主導與合作下，乃於 1991 年正式設立

「國際教科書暨教育媒材研究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on Textbooks and Educational Media, IARTEM）整合散落於國際社會當

中的教科書研究能量。完成此次調查研究報告書的日本公益財團法人教

科書研究中心（公益財団法人教科書研究センター，以下簡稱日本教科

書研究中心）亦為該研究協會的發起人之一（二宮皓，2020）。

1976 年 5 月日本教科書研究中心以中央政府掌管之財團法人的組織

形式設立，於隔年（1977 年）開始陸續針對國外教科書及其他相關議題

展開單點式之調查研究工作（以歐洲為例，該研究中心多以德國、法國

及英國為主要調查對象）。正因為過去所從事的調查研究形式多屬單點

式探究，且研究對象相對集中於歐美及亞洲已開發國家，因此社會上對

於該研究中心所提交的研究成果，乃不乏存在欠缺開發中國家的相關資

訊，或是未能及時更新舊有資訊等質疑聲浪（以我國為例，該研究中心

首次於 1989 年進行調查後，即無再針對我國執行相類似範疇之研究工

作）。因此為完成此次海外教科書制度調查研究報告書（以下簡稱調查

研究報告書），該研究中心自 2018 年 4 月開始規劃為期 2 年（至 2020

年 3 月止），且以區域形式執行的調查研究工作。此次工作計畫之執行，

不僅一改過去單點式之執行模式，亦在反芻上述質疑聲浪後，重新對於

世界各國教科書制度執行較為系統性的調查，並彙整相關最新資訊。 

貳、調查研究報告書內容簡介

迄今教科書制度研究文獻中，尚未存在如本次日本教科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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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針對「學校教育制度」、「學校教育課程」及「教科書制度」等

議題，將研究觸角廣泛地伸向全球 41 個國家及兩岸，並在教科書制度

的主題下，將其研究成果集結成冊出版（二宮皓，2020），故其重大之

學術價值不言而喻。又，舉凡實施義務教育抑或國民（基本）教育制度

的國家與地區，教科書 1 始終扮演著該制度運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江姮姬，2001；賴光真，2012）。站在人民立場言，教科書更是人民

在學校教育中經營社會生活的重要媒介，因而調查研究報告書才如同前

述一般，針對三大議題進行考察。惟教科書制度本身所涉及事務尚可區

分有「編纂」、「審查」及「選用」三個面向，故在教科書制度之調查

項目安排上，乃較其他兩項議題來得繁多。

依據本報告書之目次編排觀之，在「序言」、「調查研究執行委員

會委員長記出刊詞」、「研究概要」、「調查研究執行委員會芳名錄」

等內容之後，日本教科書研究中心依序整理「各國教科書制度簡表」，

以及涵蓋各國「國情」、「教育行政機關」、「教育課程官方文件」與

「教科書制度」等項目之概要整理等章節（相關項目整理如圖 1），後

續即進入由各調查研究人員所主筆的各國教科書制度內容之核心篇章。

最後並整理呈現各國學校教育制度的體系圖，供讀者參閱。

日本教科書研究中心於著手執行此次以國外教科書制度為核心的調

查研究工作前，乃有先行設定各國共通之調查項目架構，即：一、教育

制度；二、課程（國家課程）結構；三、教科書制度（舉凡教科書之定

義、教科書於法律上之定位、使用教科書之方式、使用義務之存在與

否、教科書之出版發行與選擇採用等流程內容、教科書之無償 ‧ 有償、

1 《國民教育法》（2016）第 8-2、8-3條中有使用「教科圖書」一詞，而在高級中等學
校教育階段的相關法制中則另外使用「教科用書」一語，因學界有論者認為該用語與

前述《國民教育法》上所稱「教科圖書」的內涵均無二致，同樣指涉經教育部審定並

使用於學校正式課程之教材，故可一律以「教科書」稱之。因此似乎在學說討論上，

「教科書」一詞較「教科圖書」抑或「教科用書」的指涉範圍為廣（曾大千等人，

2012）。本文亦依據此見解而在下文論述中概以「教科書」一詞指稱本文所關注之中
小學「教科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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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放與出借等制度面向）；四、數位教科書之現狀及其相關政策；五、

自調查研究人員個人的研究志趣設定對於該國教科書制度之其他考察重

點，如：「在官方語言並非為英語的國家當中，其國小階段之英文教科

書內容的編排若何？」、「如何才得以被認定為是能夠提升學生對數理

學科之學習意願及興趣的數理教科書？」、「其他新興學科之教科書內

容若何？」等（公益財団法人教科書研究センター，2020）。此項作法

不僅得以確保後續進行相互比較的可行性，亦能提示出自多方且多元性

觀點，探討此次對於各國教科書制度之調查研究成果，而增進此次研究

成果成為調整或是修正日本教科書制度的參考依據之重要性。

參、從不同視角閱讀理解調查研究報告書

於調查研究報告書的「序言」中，日本教科書研究中心期許該報告

書成果能夠不僅止於提供學術界或是相關業界人士參考，舉凡商業界人

士或是一般民眾若遇到有調任海外之必要時，該報告書成果亦能為之所

用（公益財団法人教科書研究センター，2020）。以下即根據特定之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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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調查研究報告書呈現之共通調查項目

資料來源：整理自公益財団法人教科書研究センター（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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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活用該報告書的研究成果，整理部分國家在教科書制度層面的相同

與相異處，以提示有效運用該報告書成果之方法。

一、從認識「全球教科書制度及政策」視角切入

誠如前文所言，日本教科書研究中心此次所編纂出版的調查研究報

告書收錄遍布亞太地區、北美地區、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歐洲地

區、亞西地區與非洲地區等全球約四分之一國家之教科書及學校教育制

度的重要資訊。除此之外，該調查研究團隊更賦予調查研究人員可以針

對研究期程中所發現的較為新穎、特殊的相關政策，進行自由記錄的發

揮空間。因此讀者除了可以透過統一規範的項目，掌握全球 41 個國家及

兩岸之學校教育及教科書制度的全貌外，尚且能夠透過調查研究人員之

研究關心，進一步地汲取目前正於該國度發生變化的教科書政策內容。

以我國政府近年來大力推動之「新南向政策」中相對受矚目，且在

交通部觀光局「歷年中華民國國民出國目的地人次統計」（https://stat.

taiwan.net.tw/statistics/year/outbound/destination）中，出訪東南亞人

次相對較多的泰國為例，日本教科書研究中心自 1989 年針對泰國進行

第一次的教科書制度調查研究後，可說是歷經 30 年後的「舊地重遊」。2 

根據負責該國調查研究工作的植田啟嗣（2020）指出，由該國政府主導

推動的「東協經濟共同體教育」（ASEAN 教育），乃是目前泰國學校教

育現場所發生的變化中，應予以矚目之處。

惟此項教育的推動工作雖有明訂應融入學校正規課程教學的目標，

但因相關教科書的編纂作業未能及時因應，而導致小學一年級學生在當

時（2020 年）未有教科書可加以使用。故彼時泰國政府乃是活用由民

間出版社所編纂的補充教材，交付學校進行教學之折衷辦法。

2 實際上，日本教科書研究中心於 2000年曾針對東南亞地區進行一次大規模的調查研
究工作，但因未能確切掌握該當年度之調查研究對象是否包含泰國，故於本文中單純

以 1989年至 2020年的間隔期程作敘述說明。但即使在前述 2000年的調查研究中有涵
蓋該國，距離本次調查研究工作之執行期程規劃，也已是經過約莫 20年的光陰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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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國政府之所以推動 ASEAN 教育無非是試圖強化國人對於東協經

濟共同體之其他國家的認知，並宣傳該經濟共同體應長久維繫存在之重

要性。故於反思與我國新南向政策相關的教育政策布局之際，實有一定

的啟示作用。此外，由於日本教科書研究中心此次所規劃之研究期程正

處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尚未全面爆發階段，

因此調查研究報告書中所涵蓋的有關各國數位教科書之發展現況的介

紹，實為各國後續面臨後疫情時代下教科書制度改革之重要指標，而值

得我國學界加以關注。

另一方面，由於本次調查研究報告書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並

未整理介紹我國邦交國（即貝里斯、瓜地馬拉、海地、宏都拉斯、尼加

拉瓜、巴拉圭、聖克里斯多福、聖露西亞及聖文森國等九國）（中華民

國外交部，無日期），而僅收錄位處該地區之智利、巴西、祕魯及墨西

哥等國家的相關資訊。亞太地區中亦缺少馬紹爾群島、諾魯、帛琉及吐

瓦魯國；非洲地區與歐洲地區則不見史瓦帝尼及教廷之介紹（公益財団

法人教科書研究センター，2020）。故本次調查研究報告書並無法予以

活用在進一步掌握我國邦交國學校教育及教科書制度的動機之上，乃是

頗令人扼腕之處。

二、 從觀察「全球最佳國家」教科書制度及數位教科書

發展之視角切入

依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 World Report）在 2021

年 4 月揭曉的「2021 年度全球最佳國家（Best Countries）排行榜」（張

鑫，2021），調查研究報告書網羅了排行前 10 名的絕大多數國家（即加

拿大、日本、德國、澳洲、美國、紐西蘭、英國、瑞典及荷蘭。除瑞

士以外）。由該刊物於 2021 年針對 78 個國家／地區所進行之調查工作

中，乃運用與「生活質量」、「社會目的」、「經濟軍事」、「商務開放」

等項目有關的多樣性指標進行評估，在與「生活質量」項目相關之指標

中，尚且涵蓋和教育制度相關的內容。因此，運用該報告書之成果，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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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再深入了解該當國家為何得以名列全球前 10 名最佳國家的緣由。

以全球最佳國家排名第 6 名的美國與第 7 名的紐西蘭為例，在國家

概觀之「教育課程官方文件」項目中，可知兩國均制定有相關重要文件。

前者在各州及各學區層級有核心課程、課程指標與指引等文件；後者則

有紐西蘭課程標準及 Te Marautanga o Aotearoa 兩項與教育課程有關的官

方文件。而就「教科書制度」言，首先在「教科書定義」方面，美國雖

將教科書視為教材及學習資源的一種，但與紐西蘭相同，兩國均在法律

層級上對於教科書一詞並無嚴謹之定義；在「教科書出版者」方面，兩

國均實施開放民間出版社自由編纂出版的制度；在「教科書審查」方面，

兩國原則上均採行自由發行制度；在「學校教育中是否有使用教科書的

法定義務」方面，兩國均無法制上要求，但美國則有明顯依賴教科書之

現象；在「教科書費用為有償抑或無償」方面，兩國對於學校所決定採

用的教科書，原則上均實施無償借貸給學生使用的教科書供應制度。最

後在「數位教科書使用」方面，兩國均積極推動數位教科書的普及工作。

以美國而言，該國並無類似日本一般地尚且區分教學者使用及學習者使

用的數位教科書編輯模式，而是開放各民間出版業者自行開發與販售；

紐西蘭則是由中央政府機關的教育省統籌開發與提供數位教科書給各校

使用（公益財団法人教科書研究センター，2020）。故綜合上述該報告

書的研究成果，可以得知美國與紐西蘭在教科書編纂、出版及審定方

面，均採行自由開放並降低國家公權力介入空間的作法；對於教科書之

供應，亦是以採取對於人民經濟負擔較為輕鬆的無償借貸制度為原則。

三、 從進一步了解「全球華人人口主要分布國家」視角

切入

過去臺灣人口外移的主要對象，正從以往的美國，逐漸轉向較快也

較易獲得移民簽證的加拿大、澳洲及紐西蘭等國家（楊瑪利，2012）。

而依據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無日期）所公布之「重要僑務統計資訊」

中的「海外華人人數資料」顯示，分布於亞洲、美洲、歐洲、大洋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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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海外華人人數自 2016 年底至 2020 年底均呈現有增加趨勢。惟該

當資料並無明確指出自臺灣人口外移之對象國家為何，故參照由該委員

會所編印的《各國華人人口專輯》（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2009），可

以推測臺灣人口外移之主要國家，除了前已提及的美國及加拿大以外，

也涵蓋越南、緬甸、泰國、馬來西亞、日本、印尼、丹麥、荷蘭、法國

及瑞典等國。而調查研究報告書之成果均涵蓋上述國家，故對於部分有

意自臺灣轉移其生活環境，積累另一段人生經驗的家庭或單身人群，以

及因商務往來而衍生有轉赴上述各國工作需要之人士來說，該報告書應

能夠滿足前述群體人員想預先進一步地了解該當國家的學校教育及教科

書制度之潛在需求。

以同處亞洲但政體相異的越南及馬來西亞為例，首先在「學校教育制

度」方面，越南年滿 3 歲至 14 歲人民所接受的學校教育為「普及教育（包

含學齡前教育、初等教育及前期中等教育；自 2020 年 7 月開始，初等教

育依法成為義務教育）」；15 歲至 17 歲則為後期中等教育；18 歲以後為

高等教育。馬來西亞同樣為年滿 6 歲至 11 歲人民設有初等教育（此階段

亦為義務教育）；12 歲至 16 歲則為中等教育；而年滿 17 歲至 18 歲人

民因尚有可能接受大學預備課程，故部分馬來西亞人民在 19 歲以後方

才正式進入大學接受高等教育之薰陶（公益財団法人教科書研究センタ

ー，2020）。

其次，在國家概觀之「教育課程官方文件」項目中，隸屬於越南中

央政府的教育訓練部有制定公布全國統一適用之普通教育課程文件；馬

來西亞則是依據初等教育及中等教育階段分別訂定有初等學校標準課程

（KSSR）及中等學校標準課程（KSSM）兩份文件供各校依循。而就「教

科書制度」言，首先在「教科書定義」方面，依據現行在越南所實施的

教育法制，所謂教科書乃具體展現上述普通教育課程文件中所規定之各

學年及各科目應傳授的知識與技能等內容的文本；而根據馬來西亞所施

行之《1996 年教育法令》（Education Act 1996）中有關國民教育制度的

第 12 章「設施與服務之提供」，則將教科書視為國家應補助（且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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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全國國立及政府補助學校的文本，該當補助工作亦為該國教育大

臣應職掌之權限內容的一部分。在「教科書出版者」方面，越南僅容許

由中央政府之教育訓練部所出資設立的越南教育出版社從事出版與發行

工作；馬來西亞大多數科目之教科書亦由中央政府的教育省負責出版與

發行，僅有部分科目開放給民間出版社參與。在「教科書審查」方面，

兩國原則上均採國家審查機制（近似於臺灣早期的國編本制度）。惟馬

來西亞有部分科目乃開放民間出版社參與出版工作。在「學校教育中是

否有使用教科書的法定義務」方面，越南之現行法制並無明確規範，但

在學校教育現場中幾近全數地會選擇使用教科書；馬來西亞則有初等學

校的所有教師應使用教科書，而中等學校教師則是針對國文、伊斯蘭教

育、道德、歷史與阿拉伯語等科目應使用國定教科書外，其餘科目則有

應使用政府審查後教科書的法定義務。在「教科書費用為有償抑或無

償」方面，越南除對於偏遠地區另制定無償提供制度以外，原則上均為

有償；馬來西亞則是在初等及中等學校階段均為無償提供教科書。最後

在「數位教科書使用」方面，越南教育出版社雖有編纂包含數位教科書

在內的多樣化教材，並於網際網路上公開販售，但政府方面並無明確制

定相關政策或是制度推動數位教科書的普及工作，因此在越南的學校教

育現場仍是以使用紙本教科書為主；而馬來西亞的教育省則是自 2014

年即積極投入數位教科書之開發及普及業務。目前在該國的學生、家

長及教師只要持有系統密碼者，均可透過 1BestariNet System（https://

saml.1bestarinet.net/）免費在網際網路上使用及瀏覽超過 300 種以上版

本的數位教科書（公益財団法人教科書研究センター，2020）。

經由上述取自報告書研究成果的內容可知，華人人口分布相對較多

的越南及馬來西亞兩國雖政體有所不同，但國家公權力對教科書制度介

入的範疇（包含教科書編纂、出版發行等），相對於前述被評定為全球

最佳國家之美國與紐西蘭較為廣泛。而在數位教科書的開發與推廣方

面，馬來西亞與美國和紐西蘭雖同樣積極地予以推動，但越南則是相對

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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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促進臺日雙方交流合作的另一種可能

由日本教科書研究中心主持，動員眾多日本教育學及比較教育學界

學者及研究人員，耗費兩年期程所完成的調查研究報告書，著實是在反

芻過去所執行之研究成果基礎上，達到更新過往舊有資訊、並開拓其他

重要研究對象的目的。而綜合上文各項目之視角剖析，可知我國未來整

體發展方向若是以全球最佳國家為指標時，或許在教科書制度與政策規

劃上需要與部分華人人口主要分布國家（如本文中所列舉的馬來西亞與

越南）的作法採取相異之道路，而重新審視與評價國家公權力對教科書

制度介入範疇的深度與廣度，建構更為自由開放之教科書出版發行制度。

其次，為因應後疫情時代的來臨，數位教科書之活用課題勢必成為

各國顯學。本調查研究報告書中所提及的各國作法亦應成為我國建構更

為完善之數位教科書制度與政策的重要參考材料。例如，泰國在推動數

位教科書政策作為上，亦與我國相仿（郭建伸，2021），曾於 2012 年

執行免費提供學生平板電腦的專案計畫。該計畫雖規定平板電腦在專案

計畫之三年期間視為學校財產，並提供學生免費使用，但因執行計畫期

間，學校教育現場混亂層出不窮，最終導致泰國政府不得不於該計畫期

滿的 2015 年，全面回收平板電腦（公益財団法人教科書研究センター，

2020）。故該當混亂的具體內容及其發生之前因若何，即為我國政府應

動員相關研究人力予以釐清之處。

最後，日本教科書研究中心經過此次研究過程中所琢磨建構出來的

研究議題及其框架，實已有效賦予該研究中心再持續針對其他四分之三

的國家與地區之教科書及學校教育制度，進行調查研究的方法和材料。

故本文以為，該中心的下一步或是在於思考如何擴大及整合研究人力，

以執行下一階段的調查研究任務。

有鑑於臺灣與日本素來交流頻繁，且社會各界亦對於雙方友好往來

均持有高度期待，因此未來或許能夠以共同執行教科書及學校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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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之名義，號召臺灣的有志之士或相關研究機構，針對臺灣邦交

國進行資料的蒐集與整合，以協助該中心完成下一階段之調查研究工

作，並強化臺日之間的交流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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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卷 2 期　主題：實驗教育教材發展 
（2023.08 出刊，截稿日 2022.10.31）

實驗教育三法於 2014 年制定公布後，國內掀起一股新興教育浪潮，基

於特定教育理念的各類型實驗教育計畫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無論哪一種

型態（學校、個人、團體或機構），由於實驗教育課程與教材教法不受

課綱限制，顯然為各計畫重點工作。隨著經驗累積，各類型實驗教育教

材之規劃與發展，已有若干成果可供檢視。主題包括實驗教育理念與教

材研發策略、自編教材實務、教材研發資源、教材融入核心素養分析、

教材融入 19 項教育議題分析、原住民族實驗教育教材發展等。

16 卷 3 期　主題：STEM 教材研發與評量

 （2023.12 出刊，截稿日 2023.01.31）

科學、科技、工程與數學（STEM）科際整合教育被推崇為培育 21 世紀

人力資源的重要教育改革方向。然而，由於 STEM教育為國際新興趨勢，

實徵研究相當有限，其有效性仍屬爭議。徵稿範圍涵蓋 STEM 教材、教

學、學習與評量、師資培育等，冀能為國內 STEM 教育的未來進展拋磚

引玉。

17 卷 1 期　主題：十二年國教課綱倡議的溝通與實踐 
（2024.04 出刊，截稿日 2023.05.31）

十二年國教課綱從 108 學年度逐年轉化為教科書並在各級學校中實施，

目前國中三個年級與高中三個年級的教科書皆在課堂中使用過一輪，國

小教科書也出版到四年級，並已在課堂中使用。十二年國教課綱倡議素

養導向課程、教學與評量設計，各個領域課程綱要亦有其領域獨特的革

新倡議。徵稿範圍包括，探討這些倡議在轉化為教科書、校訂課程或課

堂教學實踐時的成效如何？遭遇哪些溝通與實踐問題？如何克服而成功

轉化實踐？對於這倡議的反饋及未來調整的建議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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