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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課本編選機制：教育局的角色 
 

霍秉坤  葉慧虹  黃顯華1 

 

課本是教育系統中的重要環節，也是重要的教學內容、系統知識

的組織、課程與教學間的連結。然而，香港對課本的探討仍然不足，

課本的品質亦有待提升。本文嘗試評析教育局在香港課本編審機制中

的作用。全文主要分為兩部分，首先會探討教育局在課本編審機制中

的作用，然後提出加強教育局作用的建議。本文作者認為，教育局在

課本編選機制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然而，除維持現有角色外，教

育局也應與其他相關的組織配合以及統籌與課本有關事宜，進行更多

的課本研究，以及研究優化編審課本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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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books, crucial in educational systems, consist of  essential teaching ma-

terials and represent the organization of  systematic knowledge and the bring-
ing together of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Hong Kong, however, needs to carry 
out more research of  textbook an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xtbook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roles of  the Education Bureau in textbook editing and se-
lection mechanism and suggests ways to enhance those roles. The authors con-
firm that the Education Bureau plays crucial roles in the textbook mechanism. 
We suggest, however, that in addition to its present roles, the Education Bu-
reau should cooperate with other relevant organizations to coordinate textbook 
affairs, conduct more textbook research, and strive to improve the textbook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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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引言 

教科書是教育系統中的重要環節，任何瞭解教育制度的人都不會低

估其作用（黃政傑，1995）。在美國，教科書已在課程建立重要地位，

Tyson-Berstein（1988）稱：「按各科之實際情況來看，教科書已成為公立

學校實際的課程。」臺灣學者也強調教科書的作用顯著，並認為它在教

師教學和學生學習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如：它是中、小學生主要的學習

資源；代表合法的知識、系統的知識；是文化的精華，形塑社會價值；

是教學活動的主要依據，也是教育學術界和實務工作者的共識等（游家

政，1996；鄭世仁，1992；藍順德，2005：183）。香港學者也有相似的

觀點，如馮以浤、陳建英（1984：24）曾說： 

學生在學校的求知過程中，除教師的講授外，教科書對學生的認知亦起

了關鍵性的作用。……一本質素優良的教科書不但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

興趣，並且可以加強他們對課程內容的瞭解。 

這些例子反映教科書在各地備受重視，並在課堂教學產生重要的影

響。邵瑞珍、皮連生（1989：421）在《教育心理學》中曾說： 

教材作為一種最普通的同時也是最重要的媒體，在傳播知識方面發揮非

常重要的作用。在學校教育中，教材是學生獲取知識的主要來源和教師

教學的主要依據。 

Chambliss 及 Calfee（1998）精巧地描述教科書的重要性：「今日的

教科書，明日的心靈」。簡言之，教科書是教學的重要內容、系統的知

識、課程與教學間的連結、教師與學生的互動橋樑。雖然教科書仍有侷

限，如：限制教師和學生的創意、無法適應學生個別差異、未能包括新

知識和新議題等（藍順德，2005：15），但仍是教學不能缺少的一環（霍

秉坤、黃顯華，2005c：143；藍順德，20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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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局近年關注課本及教材的出版，1成立「課本及電子學習資

源發展專責小組」（以下簡稱「課本專責小組」），檢視課本及電子學習

資源的發展情況。小組在探討課本時，強調「課本對本港課程和教育改

革的順利推行十分重要」（教育局，2009b：15）。然而，課本雖是學校教

學活動的重要工具，但香港各界對課本的探討不足，課本的品質仍有待

提升。教育局（2009b）探討課本評審時，提及「課本的評審機制」。本

文嘗試從「機制」的基本意涵入手，評析教育局在香港課本編審機制中

的作用。全文主要分為兩部分，首先探討教育局在課本評審機制中的作

用，然後提出加強教育局作用的建議。 

貳、香港教育局在課本編審機制中的作用 

出版商編撰課本，乃根據課程發展議會編訂的課程指引或課程綱

要，並參考教育局《優質課本基本原則》及相關科目的編纂指引（教育

局，2009b：15）。雖然課本編選機制涉及多層面的組織、利益相關者，

但是教育局仍是機制中關鍵的組織。 

一、課本評審機制 

談及課本評審機制，本文作者首先探討機制（mechanism）的定義和

意涵。機制一詞源於希臘文，指機器的構造和動作原理。生物學借用此

詞，常在研究生物的功能時分析身體的機制，用以表示有機體內發生的

生理或病理變化時，各器官之間相互聯繫、作用和調節的方式。後來，

機制引入管理、經濟、社會的研究，用機制表示組織內，各構成要素之

                                                                                                                    

1 textbook 可譯作「教科書」或「課本」。香港教育局談及學校採納的教學用書時，多稱

為課本；而且，清楚說明兩者為共通詞（教育局課本委員會，2007；教育局，2009b）。

在本文中，課本專指經教育局審定的教學用書，但不包括課外習作、課外參考書籍、

課外讀物等書本。本文主要探討教育局在課本評審機制中的作用，全文主要使用課本

一詞。然而，若引用學者著作或討論該些文獻，仍會沿用教科書一詞。簡言之，本文

作者不會嚴格區分「教科書」和「課本」，因為香港學界沒有清楚劃分兩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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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相互聯繫和作用的關係及其功能（百度百科，2010）。近年機制一詞越

來越時髦，並經常出現於香港社會，如「篩選機制」、「通報機制」、「應

變機制防範豬流感」等，也用於課本評審，即「課本評審機制」。 

在 Merriam-Webster Online Dictionary（2010），機制（mechanism）的

定義有 4：（1）a.一部機械；b.一個要達致成果的過程、技術或系統；（2） 

機械操作或動作；（3）某些自然現象（如生命）的物理、化學規律，可

以完整地解釋該些現象；（4）參與或負責一個行動、反應或自然現象的

基本過程。《現代漢語詞典》（2010）定義機制為：（1）機器的構造和工

作原理，如計算機（即電腦）的機制；（2）有機體的構造、功能和相互

關係，如動脈硬化的機制；（3）指某些自然現象的物理、化學規律，如

優選法中優化物件的機制，也叫機理；（4）泛指一個工作系統的組織或

部分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和方式，如市場機制、競爭機制等。按上述定

義的各種解釋，最接近「課本評審機制」的「機制」定義為「一個要達

致成果的過程、技術或系統」和「一個工作系統的組織或部分之間相互

作用的過程和方式，如市場機制、競爭機制等」。由於在分析課本評審

機制時，重視各個組織或部分之間的配合；因此，本文作者界定機制為

「一個工作系統的組織或部分的配合作用」。 

有關機制的意涵，彭朱如（1998：2）在論及管理機制時，定義管理

機制是「一種程序，包括計劃、監督績效衡量與評估、回饋等活動，同

時經由整合與協調所有組成分子的參與，而能正確執行策略達成個別的

即全體共同目標。」據此，機制包含 3 個要素：共同目標、組成分子、

活動或活動程序。孟繁華（2002：6-7）探討機制時，認為須掌握兩方面：

「一方面，事物各個部分的存在是事物存在的前提，這就是說，只要事

物各個部分存在，就有一個如何協調各個部分之間關係的問題；另一方

面，協調各個部分之間的關係一定是一種具體的運作方式。機制是借助

一定的運作方式把事物的各個部分聯繫起來，使它們協調動作而發揮作

用的。」孟繁華（2002）主要從兩方面分析機制，一是各個部分及其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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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二是各部分協調後的作用。彭朱如（1998，2000）及彭朱如、

王維元、張錦文和黃松共（1997）把機制應用至組織領域，認為合作關

係的管理機制分為三種：第一種是市場機制，管理依賴外在市場力量，

存在一交易價格，並以價格機能來傳遞資訊、調整行為，以達成目標；

第二種是關係機制，管理依賴信任關係及共識，雙方基於彼此建立人際

關係或往來關係，以此來調整行為；第三種是科層機制，管理依賴權威、

法治規則，合作雙方有專責人員彼此監督，訂有具體績效指標，以約束

行為。事實上，彭朱如（1998，2000）及彭朱如等人（1997）和孟繁華

（2002）的應用，都指出機制是包括「各個部分及其運作」而產生的「作

用」。 

由上明顯可見，設計機制是複雜的系統工程，各項體制和制度並非

孤立存在，各體制之間的關係也並非簡單和直接的因果關係，而是靠不

同層次、不同側面必須互相呼應、相互補充，整個機制才能暢順運作。

誠然，在任何系統中，機制產生重要而根本的作用。若運作理想，良好

的機制可以使一個社會系統自行調節，遇上外在環境或內在環境發生變

化時，能自動迅速反應，調整原定措施，實現優化目標（百度百科，2010）。 

評審機制是指評審系統中的目標、評審準則、評審者、評審方法和

評審對象等要素以及各要素與宏觀脈絡的相互關係，目的是使接受評審

的事物有更佳的品質。香港課本編選機制，包括編寫、審定、選用、購

買 4 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涉及不同的部分，而教育局則在每個階段均扮

演重要的角色，也發揮一定的作用（見圖 1）。在探討香港課本的編選機

制前，本文作者先簡述各地學校課本的編選和管理情況（見表 1）。 

按各國課程與評量架構評論（International Review of  Curriculum & 

Assessment Frameworks，簡稱 INCA）（2009）對各地學校課本編選及管

理的分析，可從課本出版、政府提供認可課本書目、選擇課堂使用的課

本、課本供應等 4 個維度來描述課本編選的概況。簡單而言，除極少數

國家或地方由政府直接出版外，各地區都是以商業模式出版課本；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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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供認可課本書目方面，部分政府或地方政府規定內容、審定課

本、提供課本推薦書目，但也有部分政府或地方政府沒有參與；選擇課

堂使用的課本方面，其責任或權力多交給學校或教師；課本供應則主要

是由學校提供或借出，以及由家長自行購買（唐磊，2005；教育局，2009b；

歐用生，2003；INCA, 2009）（見表 1）。2 

香港課本編選機制，包括編寫、審定、選用、購買 4 個階段，各階

段涉及不同組織或人士。這 4 個階段與 INCA 的 4 個維度相若，它們分

別是：編寫階段與課本出版、審定階段與政府提供認可課本書目、選用

階段與選擇課堂使用的課本、購買與課本供應模式。本文作者將探討教

育局在編寫課本、審定課本、選用課本和購買課本 4 個階段的作用，以

分析香港課本編定的概況。 

 

 

 

 

 

 

 

 

 

 

 

 

 

 

 

                                                                                                                    

2 各地情況主要參考 INCA 的資料；然而，本文作者認為各地幅員廣闊，很可能有多種

編選及管理模式，表中「選擇課堂使用的課本」是主要的方式，不必然是單一方式。 

圖 1  香港課本編選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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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地學校課本編選及管理 

 課本出版 
政府提供認可 

課本書目 

選擇課堂使用的

課本 
課本供應模式 

英格蘭 商業 否 教師－自由選擇 學校提供或借出 

愛爾蘭 

商業；政府可

能提供指引及

部分資料的發

行外判 

否 教師－自由選擇 
家長通常從學校購

買或借用 

北愛爾

蘭 
商業 否 教師－自由選擇 學校提供 

蘇格蘭 商業 否 
教師－與學校董

事會諮商 
學校提供 

威爾斯 商業 否 教師－自由選擇 學校提供或借出 

法國 

商業－政府批

准；地方團體

可能提供教學

材料，補充全

國使用的課本 

政府規定內容和

格式，批准在學

校使用的課本及

提供認可課本名

單 

教師－從認可課

本名單選取 

義務教育－學校提

供； 

義務教育後－家長

購買 

德國 
商業－政府批

准 

政府規定價錢、

內容、格式和質

素，並提供認可

課本名單；宗教

科課本的批核亦

會徵得教會權威

同意 

教師－從認可的

課 本 名 單 選 取

（有時似乎視學

處的允許或諮詢

家長和學生） 

學校提供或借出 

匈牙利 

商業－政府批

准；政府為出

版商提供銀行

借貸 

政府規定內容，

以及提供課本推

薦書目表；教師

自由選擇其他資

料作補充 

教師－大致從認

可課本名單選取 

家長購買；政府援

助低收入家庭，且

提供少數民族語言

教育的課本 

義大利 商業 

政府就價錢及改

版 次 數 制 定 指

引，但不規管內

容 

教師議會－自由

選擇 

免 費 供 應 小 學 課

本；家長購買中學

課本 

荷蘭 商業 

無（政府規定教

育成果目標，但

不會規定或出版

教學資源） 

教師－自由選擇 

供 應 / 借 出 小 學 課

本；家長購買中學

課本，亦有學校借

出課本 

澳洲 

大 部 分 商 業

（科目組織出

版教材） 

否 教師－自由選擇 
家長購買（或向學

校租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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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地學校課本編選及管理（續） 
 

課本出版 
政府提供認可 

課本書目 

選擇課堂使用的

課本 
課本供應模式 

加拿大 

商業（政府批

准）；地區亦

出版試驗書 

地方政府通常提

供課本推薦書目

表 

地方政府或學校

通常從課本推薦

書目表選取 

學校通常免費供應 

日本 
商業（政府批

准或發行） 

政府批准，商界

出版（但有些課

本有規定內容） 

地方教育組織或

校長從規定書目

中選取 

義務教育－學生每

年獲免費課本；義

務教育之後，家長

購買（高中） 

南韓 

政 府 或 商 業

（ 政 府 批 准

或授權） 

政府編寫部分課

本，及批准或授

權課本出版 

取代單一課本，

每 科 引 入 多 樣

化，屬政府版權

及批准的課本，

供教師選用 

免 費 供 應 小 學 課

本；家長購買中學

課本 

紐西蘭 政府及商業 

一間政府全資公

司 Learning Media
出版一系列資源 

教師－自由選擇

（ 不 需 強 制 使

用） 

公司免費供應；在

義務教育之後，學

校借出，家長購買

附加材料 

新加坡 
政 府 及 商 業

（政府批准） 

政府規定內容和

提供認可課本書

目表；認可課本

有效期為 5 年 

教師－主要從認

可課本的名單中

選取 

家長購買（低收入

家庭免費） 

美國 

商業（主要由

10 間公司出

版） 

一半州有課本評

審推薦課本（依

據 州 的 課 程 指

引） 

教師（學校委員

會）選用；一半

州選自認可課本

書 目 表 （ 如 加

州；除特准外，

學校要從書目表

選擇課本） 

大 部 分 由 學 校 提

供；有些州，由家

長購買（除低收入

家庭外），亦有在高

中向學生索取捐獻

補足費用 

香港 商業 

政府制定課程指

引、審定教科書

及提供認可課本

書目表 

教師－自由選擇 
家長購買（低收入

家庭可獲津貼） 

臺灣 商業 

政府制定課程指

引、審定教科書

及提供認可課本

書目表 

地區、學校或教

師－自由選擇 
家長購買 

資料來源：唐磊（2005）；教育局（2009b）；歐用生（2003）；INCA（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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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局在編寫課本的作用：自由市場的論述 

首先，香港課本屬教育範疇的產品，深受香港自由市場的影響。自

1960 年代起，香港政府一直採取較自由和積極不干預的管治政策。有學

者質疑這「積極不干預」管治政策是否確切實施，如：1970 年代興建地

鐵、十年建屋計劃；1980 年代實施聯繫匯率；1990 年代以近 1,200 億港

元分別出擊外匯、股票、期貨市場，投資數碼港和香港迪士尼樂園；2002

年梁錦松出任財政司長，曾提出「政府的角色應是掌握經濟發展方向，

積極為市場發展創造條件（proactive market enabler）」；2006 年特區政府

行政長官曾蔭權更明確表示已不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而是以「小政

府、大市場」運作（李曉康，2010；許寶強，2009：53）。事實上，香港

對積極不干預政策若即若離，然而香港仍是相當自由的體系。按林智中

（2008：28-29）的分析，「強調自由經濟，讓市場發揮其功能，是香港

一直以來所奉行的」。香港政府儘管曾干預市場，美國傳統基金一直評

定香港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系：「這是連續第 16 年，香港贏得自由市

場的美譽」（American Heritage Foundation, 2010）。 

香港教育局沒有編訂任何教科書，出版商負起編寫教科書的重任，

故出版教科書也成為經濟活動；政府常以經濟活動的原則管理教科書，

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林智中，2008）。「課本專責小組」探討課本出版

時，有意見認為香港政府應參考內地，由政府出版課本，提供廉價課本，

以回應公眾對課本價格連年上升的關注（教育局，2009b：32）。對於由

政府出版課本，以課本為官辦商品，引起不少的爭議。林智中（2008）

認為教科書不採用官辦模式，可以避免 3 種不良狀況：官員負責編寫和

研發教科書，質素沒有保證；教科書編寫既帶有科學性，也有高度的原

創性，官辦模式難以達致這些效果；公營教科書更傾向承載「保守」與

「傳統」價值體系，未能切合香港自由的氣氛。「課本專責小組」成員

也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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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仿效內地由政府出版課本的做法，雖可以保證課本的質素，降低課本

的價格，卻加重政府的負擔，有市民會認為是政府壟斷市場，與民爭利，

侵佔出版社的空間，導致課本內容千篇一律，不符合香港的自由市場政

策。政府出版的課本將會被視為權威學習材料，學校毫無選擇，個別學

科例如歷史科，甚至可能招致灌輸思想的批評。（教育局，2009b：32） 

參考各地課本政策後，本文作者認為香港以市場機制出版課本，仍

與香港整體脈絡，以至全球趨勢一致。因此，暫時似無更佳的方法，故

仍應沿用以自由市場機制出版課本。換言之，讓出版社編寫課本，讓商

業機構出版課本，引入市場機制，切合香港的管治哲學。 

三、教育局在課本審定階段的作用  

雖然上節提及香港按市場機制出版課本，但不表示政府應放棄監管

的角色。本文作者認為，教育局應在課本審定階段發揮主要的作用。按

現行機制，中小學各科課本若要列入「適用書目表」，出版社須把課本

提交教育局評審。教育局設有課本評審小組，成員包括現職教師、科主

任及教育工作者等，評審小組按評審員的評級及意見，加以分析，把課

本評為「可列入『適用書目表』」或「不會列入『適用書目表』」（教育

局，2009b：16）。教育局以「適用書目表」確認獲審定的課本，且把書

目置於網上，供學校參考。教育局對於評審課本的內容，一直有清晰的

指引，而且訂定具體的準則（參見附錄）。大體而言，課本評審報告書

顯示教育局重視課程改革精神和具體優質課本準則。 

（一）課本與課程改革精神 

教育局（2009b：14）認為課本應與課程密切連繫，應切合現今課程

改革的精神。香港自回歸中國以後，開展了大規模的教育和課程改革，

《終身學習  ——  全人發展：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教育統籌委員會，

2000）、《學會學習  ——  課程發展路向》（課程發展議會，2001）、《基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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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課程指  ——  盡所能‧發揮所長》（課程發展議會，2002）、《高中及高等

教育新學制  ——  投資香港未來的行動方案》（教育統籌局，2005）等更成

為重要的課程文件，規劃課程設計和實施。課程改革確定香港學校課程

的大方向，重在提升學生自學能力，達成全人發展、與時並進、終身學

習等目標。同時，課程發展議會為每個學習領域編訂課程指引，清楚展

示課程架構、課程宗旨、學習目標和學習重點（教育局，2009b）。教育

局的課程發展議會課本質素專責委員會（2003）清楚說明，課本必須涵

蓋「配合課程指引/課程綱要所訂的宗旨/學習目標/重點/基本原則」，

是優質課本的必備條件。若這項被評審評為 D 級或以下（全部分 A, B, C, 

D, E 及不適用），則相關課本將不會列入適用書目表內。 

（二）優質課本具體準則 

其次，教育局雖然沒有參與編寫課本，但仍透過課本質素專責委員

會擬定《優質課本基本原則的具體準則》，對內容、學與教、語文、編

印設計、課本編印設計提供指引。在內容方面，專責委員會強調課本要

「體現科目課程的四大要素（目標、內容、學與教的策略、評估），以

協助學生的學習」；在學與教方面，課本要「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培養

共通能力，以助學生學會學習」；在學習活動方面，課本要「提供必要

的學習活動，以達成學習目標。教師可從學生在學習活動中的表現，瞭

解他們的學習情況，並用以擬訂未來學與教的路向」；在語文方面，課

本「須審慎留意課文的質和量」；在編印設計方面，課本應在編排邏輯、

插圖與圖表、採用紙張重量、課本輕巧度、採用通行的字體、採用紙張

等各方面，都有清晰的指引（課程發展議會課本質素專責委員會，2003）。

可見，編定課本具一定準則。 

在這些具體指引中，本文作者認為應關注 3 項特點。首先，具體準

則引入課程改革的元素。舉例來說，在內容方面的具體準則，引入了協

作能力、溝通能力、創造力、批判性思考能力、運用資訊科技能力、運

算能力、解決問題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和研習能力等 9 項共通能力；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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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念及態度；加入跨學科的元素，如環境教育、公民

教育、德育、性教育和職業安全意識（課程發展議會課本質素專責委員

會，2003）。在學與教方面的具體準則，引入了共通能力、高層次思維技

巧、後設認知能力等。明顯的，具體準則吸納課程改革的新元素，與課

程改革的理念相符（課程發展議會，2001）。其次，具體準則強調客觀中

肯的角度，包括多角度和不同觀點的探討，提及和認同殘疾人士，在內

容和插圖中不能有性別、年齡、種族、宗教、文化、殘障等歧視。這與

近年課程改革的學生學習取向（課程發展議會，2002）和平等機會委員

會建議處理課本性別的方法（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2002）相

近。最後，具體準則包含技術性要求，如「採用較輕的紙張，並以薄冊

或按課題單元分冊印製，或採用活頁形式釘裝，以減輕課本重量」、「根

據前教育署（今教育局）發出的『保護眼睛』通告，應使用不小於等同

Microsoft Word 12 號的字體」、「為免學生視力勞損，採用淡黃和不反光

的紙張，避免採用全白色或反光的紙張」（課程發展議會課本質素專責

委員會，2003）。這些都與家長及社會人士關注學生書包重量、學生視力

等問題有關（林智中，2008）。上述的分析，可見編訂課本的具體準則，

除與其基本內容和一般要求外，也照顧課程改革、歧視問題，以及對兒

童發育等方面的關注。 

（三）課本質素的審定水平 

第三，在審定課本的階段，教育局扮演至為關鍵的角色。除專責委

員會擬定《優質課本基本原則的具體準則》外，教育局也藉審定課本程

序，確保課本的質素。課本經過審定程序後，便可列入「適用書目表」

內。按本文作者的瞭解，這些審定課本程序的細節並沒有公開列明，但

一位前官員描述梗概： 

這些由出版社投資編製的教科書若要被教育部門接納為推薦教材，先要

交付課程發展處的專科組檢視，處內有一個專門處理教科書的組別負責

統籌一切事宜。每一冊教科書都由所屬專科組小心審閱，並會邀請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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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參與評審。（梁慶樂，2009） 

林智中（2008：38）多年來編寫地理科課本，對課本評審制度有深

入的瞭解，他提及課本評審報告的主要內容有： 

在這些評審報告中，除了各指標的評審外，還有建議修改的地方，當中

分為兩點，一點是必須修改的，多屬概念、資料、表述上的錯誤之處，

又或者有嚴重的歧視性或政治上敏感的用語；第二類的是修改建議，出

版商可自行决定修改與否，這類建議多數不牽涉嚴重問題，例如增強學

習活動中學生的主動參與性等。 

若評審報告屬正面，課本委員會便把課本列入「適用書目表」內；

而且，出版商可在該通過評審的課本的封底或封面上，加上「已列入適

用書目表」的標誌，以便與未經送審的教材有所識別。換言之，這些「適

用書目表」內的課本，都依官方課本的內容、文字表述、數表設計、教

學活動等的要求，一般教師視課本有質素保證（林智中，2008：36）。若

課本評審結果未符理想，有關課本將會被評為「B」級，及不會列入「適

用書目表」內供學校參考。出版商可按課本委員會提供的意見，重新整

理，隨時將課本再送審，而無須在 6 個月之後才再送審。但如該課本兩

度被評為「B」級，則課本委員會有權不接受第三次評審（黃顯華，2005b：

347）。林智中（2008：42）認為課本評審標準沒有出現很大的問題： 

在審查方面，香港的教科書開發系統並未出現很大的問題。一般的審查

水平還算是不俗的。由官員邀請富經驗的前線教師或大學專家，以匿名

形式進行評審。他們按照統一的標準，來審訂教材的水平達標與否。除

了審視教科書的水平外，他們也提出改善的建議。按本文作者參與教科

書開發的經驗來看，評審能做到公正，也能提出有用的修改建議。 

從他的經驗來看，香港的課本評審仍算公正。本文作者認為，從課

本編者的角度，他們都接受審定的程序及尺度。然而，尺度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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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否改善空間？下文將再討論。 

四、教育局在學校選用課本階段的角色  

對於學校選用課本的程序和安排，教育局有清晰的指引。指引的目

的是確保選書的程序公開、公正，使學校能選用適切的課本（教育局，

2009a）。教育局發出《學校選用課本及學習材料須知》，要求學校設立科

目/主要學習範疇/幼稚園課本委員會，負責挑選課本供學生使用。各委

員會的成員，應包括校內所有任教有關科目的教師。再者，學校須訂定

正式程序，規定課本委員會成員申報影響選書的利益衝突（教育局，

2009a）。 

此外，教育局（2009b）非常關注學校如何選用課本，強調選用課本

應著重評選準則和程序，而評選的基本原則包括： 

1. 課本內容應依照最新的課程文件編寫，能體現課程目標及預期學

生可達到的水平，並包含課程的基本元素。 

2. 課本應符合學生的學習需要和能力，能引發學生的興趣，讓他們

更積極地投入學習。 

3. 課本應提供不同難度的學習活動及多樣化的學習經歷，並能讓教

師按其專業知識調適內容，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以達到教學/

學習目標。 

4. 提供獲取知識的途徑及逐步建構知識的框架，能補足及延展學生 

在課堂上的學習，從而促進學生獨立學習。 

5. 課本的紙張必須是輕而薄、耐用及不反光。 

6. 課本的價格和重量亦應在考慮之列。 
 

除上列基本要素外，選擇課本應切合學生的學習需要和能力，應按

照優先次序臚列建議書目，辦學團體應容許屬下學校按需要選擇課本，

學 校 只宜 在現 行 使用 的課 本 或學 習材 料 不再 適合 學 生使 用才 作 出 更

換，擬定課本出版社捐贈的原則，以及須考慮學生的消費權益及經濟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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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等。學校必須仔細考慮各項因素，也應妥善紀錄在案（教育局，2009a）。

可見，教育局對該學校課本委員會成員的組成、學校評選課本的準則，

都有清晰指引。 

香港仍算廉潔，在亞太區 16 個主要投資國家及地區中，廉潔度排

名第三（Political and Economic Risk Consultancy Ltd, 2010）。政府對課本

的編選活動規管非常嚴格。香港學校選用課本，情況較健康，極少出現

貪污腐敗的情況。廉政公署（2005：16）和教育局（教育統籌局，2004） 

對於學校選用課本有明確的規定。廉政公署（2005：16）清楚列明學校

選用課本時的指引，包括： 

1. 學校不因供應商提供捐贈而影響課本的選用，因為挑選課本的原

則是課本切合學生的學習需要及質優價廉。 

2. 學校可接受出版商提供教師使用的課本贈閱本、教師手冊及輔助

教學資源，例如掛圖、高映片、錄音帶或電腦軟件等。 

3. 學校不應接受出版商捐贈的教具，例如高映機、電視機、電腦硬

件；或購置器材的津貼，或其他形式的利益，如獎學金、獎品等。 

4. 如校方認為有必要接受捐贈，必須具備充分理據及得到校董會批

准，並紀錄在案。 

5. 學校需設置捐贈冊，紀錄一切捐贈或利益的細節，並必須公開讓

他人查閱。 
 

廉政公署與教育局重視學校選用課本的程序和規則，都有嚴格的規

定，而且要求具透明度和清楚紀錄，這些都有助廉潔地選用課本。 

五、教育局在購買課本階段的角色 

在購買課本的階段，教育局並沒有扮演積極的角色。如上文所言，

政府採用市場機制出版課本，讓出版社編寫、出售課本，故在購買階段

沒有積極介入。然而，書價每年都引起爭議。因此，教育局（2009a）採

取多項措施，務求減輕家長購買課本的負擔。首先，在「適用書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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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明課本價格供學校參考。其次，制訂 3 年不改版的規定，即一般被評

為可列入「適用書目表」的課本，3 年內不獲再次評審。第三，對於列

入「適用書目表」的課本，如只作資料修正，教育局只容許出版社重印

再版；「重印兼訂正」的課本不會被正式列入「適用書目表」。最後，鼓

勵學校比較課本價格，考慮選取價格較為廉宜的一套。 

除在學校選用課本的指引外，教育局致力降低課本的成本以減輕家

長的經濟負擔，包括：呼籲課本出版社不作大幅加價，要求出版社編印

課本時採用廉價而恰當的印刷方式，鼓勵學校籌辦舊書捐贈活動，積極

發展多元化教材，為教師提供新高中科目（如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

技與生活）的學與教網上資源，直接資助經濟有困難的中小學生購買課

本，將課本與附送教學資源分拆出售以及其他相關措施（教育局，2009b：

18-19）。 

值得一提的，消費者委員會以較中立的身分，每年都研究課本的價

格和改版情況，並於《選擇》月刊發表（見表 2）。價格調查和改版調查

兩者關係密切，都與家長和學生花費金錢購買課本有關，這也與消費者

委員會的職權範圍相符。 

從表 2 的分析，香港教育局在課本編選機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整

體而言，教育局在課本的編選尚能恰如其分。在編寫課本階段，教育局

沒有直接參與課本的編寫，然而仍按宏觀脈絡協調課本編寫，由商業機

構處理，引入市場機制，切合香港的管治哲學。在審定課本階段，教育

局扮演主導的角色，包括使課本符合課程改革精神、提供優質課本具體

準則、確保課本質素等。在學校選用課本和家長購買課本 2 個階段，教

育局雖然沒有直接參與，但是仍發出清晰的指引，使學校選用課本的安

排切合公平和公開的要求、採取措施以減輕家長購買課本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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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香港消費者委員會課本的調查研究 

《選擇》月刊期數（日期） 頁碼 題目 調查焦點 

261（1998 年 7 月） 33-35 98 年度教科書價格調查 價格調查 

309（2002 年 7 月） 44-47 教科書價格首次凍結 價格調查 

313（2002 年 11 月） 42-45 教科書改版調查 改版調查 

321（2003 年 7 月） 42-43 教科書價格繼續凍結 價格調查 

325（2003 年 11 月） 44-45 教科書改版調查 改版調查 

333（2004 年 7 月） 38-39 教科書價 3 年來首度上升 價格調查 

336（2004 年 10 月） 40-41 《無揀道》－教科書的消費文化 價格調查 

337（2004 年 11 月） 44-45 改版教科書有改善 改版調查 

345（2005 年 7 月） 37-39 教科書價升幅擴大 價格調查 

349（2005 年 11 月） 38-41 教科書改版必須有理 改版調查 

357（2006 年 7 月） 43-45 中小學教科書價格升幅擴大 價格調查 

361（2006 年 11 月） 34-36 改版教科書調查報告 改版調查 

369（2007 年 7 月） 40-42 中小學教科書加價 5%至 6.8% 價格調查 

373（2007 年 11 月） 40-41 改版教科書調查 改版調查 

381（2008 年 7 月） 37-41 中小學教科書加價 7.4%及 6.6% 價格調查 

383（2008 年 9 月） 39-41 中小學購書費連續第 5 年上升 價格調查 

385（2008 年 11 月） 35-37 改版教科書調查報告 改版調查 

393（2009 年 7 月） 41-43 中小學教科書價格微升 價格調查 

395（2009 年 9 月） 38-40 
新高中一年級平均購書費較舊制

中四略貴 
價格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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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強教育局在編審課本機制作用的建議 

雖然香港課本編選安排仍屬恰當，但是仍應探討如何提升課本品

質。以下從課本研究、政府評審階段的角色、政府審定課本的尺度等方

面，探討如何改善教育局在課本評審機制中的作用。 

一、教育局對課本的研究 

香港教育局對課本的研究不多，然而研究是改善教科書品質的知識

泉源。1992 年 Weinbrenner 指出教科書的研究可分 3 類：過程取向研究、

產品取向研究、接受取向研究。過程取向研究與教科書整體生命歷程有

關，其間又可分 6 個階段，即發展、批准、推銷、採用、應用和報銷，

每個階段都有它的研究目標、角度和方法。產品取向研究是針對教科書

作為產品的研究，視教科書為教學媒介和視覺溝通工具，一向以來，有

關研究都是以此為研究範疇，常用的方法是內容分析法。接受取向研究

是學校和教學分析的一部分，教科書被視為影響師生教學的因素，此類

研究旨在瞭解公眾對某類教科書的反應、溝通與闡釋（引自黃顯華，

2005b）。 

本文前面提及，教科書在教學上占重要的地位。然而，香港對教科

書的研究不多，也不深入。教育局在這方面下的功夫不多，較重要的是

2008 年成立「課本專責小組」，檢視課本及電子學習資源的發展情況。

此外，由教育局牽頭或資助的課本研究為數甚少。近年，出現了一些探

討課本的研究，如從理念探討教科書，如從認知心理學、先行者組織、

書圖表設計、內容偏見、理念與實踐（霍秉坤、黃顯華，2005a，2005b，

2005c，2005d）；從學科本位探討教科書的內容編寫或學校選用，包括中

國語文科（何文勝，2007a，2007b；何文勝，2009；梁佩雲、馮翠兒、

黃仁娜、梁振威，1997；黃顯華、霍秉坤、吳茂源，2005；潘慧如，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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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李子建、施敏文、秦家慧，2001）、中國歷史科（方駿，1997）、

公民教育（曾麗珠，1996；謝均才，2006）；從教師、學生與教材關係來

探討教科書的設計（黃顯華，2005a，2005b）；以及針對香港教科書編定

和選用（林智中，2008；黃顯華，2005a，2005b）。鑑於這些研究為數不

多，故未能顧及不同科目的教科書，也未能針對教科書不同維度的研

究，更沒有引起廣泛關注。 

雖然上述列舉的文獻仍欠全面，但仍顯示香港教科書多探討產品取

向研究。在臺灣，國立編譯館的實行值得參考，它花了大量的功夫和資

源進行研究，臺灣教科書研究蓬勃，與 1996 年開放教科書出版關係密

切，於該時期的前後，出現大量研究。比方說，在 1996 年開放教科書編

訂前後，國立編譯館進行不少教科書評鑑的專案研究（見表 3）。此外，

國立編譯館於 2008 年起，出版專門探討教科書的期刊《教科書研究》，

登載與教科書及教材教法等議題相關之研究論文、論壇、書評、相關資

訊及統計資料。期刊每年 2 卷，現已發行 5 期，每期約 10 篇文章。雖然

僅為短短 2 年時間，但成果豐碩，歐用生（2008）、林智中（2008）、陳

麗華（2008）等都是其中的例子。當然，民間的教科書研究亦甚蓬勃，

如大量專書、博碩士論文、期刊論文等（霍秉坤、葉慧虹、黃顯華，2010；

藍順德，2005）。 

相對臺灣地區民間與政府的教科書研究，香港政府對教科書研究未

見踴躍，學者也不積極。本文作者深感，香港教科書研究必須加強，除

參考臺灣的經驗外，加強 3 類教科書的研究，仍屬恰當的建議。首先，

補充理論上的缺失。至目前為止，詳盡而公認的「教科書理論」仍然缺

乏，而且，本文作者仍未能充分瞭解教科書的教學和方法上的功能；其

次，補充經驗上的缺失。本文作者對師生在課堂上或課外應用教科書的

情況所知甚少；第三，補充研究方法上的缺失。在教科書研究的領域中，

仍未能設計出一套可信的探究方法和工具，亦未能發展出一套理想的分

類方法（黃顯華，2005b：187；Weinbrenner, 1992）。在教科書研究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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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國立編譯館教科書專案研究舉隅 

 

研究項目 研究者 年份 

「日本教科書及其發展」98 年赴日考察成果報告  饒邦安等 2010 

96 年教育部中英文翻譯人才能力檢定考試逐步口譯評分機制

第一期研究期末報告  藍順德 2007 

96 年教育部中英文翻譯人才能力檢定考試一般文件筆譯評分

機制第一期研究期末報告  藍順德 2007 

「建立我國學術著作翻譯機制之研究」期末報告  賴慈芸 2006 

「建立國家翻譯人才評鑑標準」第三期研究期中報告  劉敏華 2005 

「建立國家翻譯人才評鑑標準」第二期研究期末報告  劉敏華 2005 

國民中小學鄉土語文教科書評鑑報告  鄭良偉 2004 

建立國家翻譯人才評鑑標準之研究  楊承淑 2003 

九年一貫社會學習領域課程本土化之研究  陳麗華 2003 

高級中學教科書審定制實施成效之研究  沈姍姍 2000 

高級職業學校專業科目教科用書審查標準之研究  沈姍姍 1999 

高級職業學校一般科目教科用書審查標準之研究  許美瑞 1999 

一九九七義大利波隆那國際兒童書展參展報告  蘇琇敏 1997 

高級中學數理類科教科用書審查標準之研究  陳昭地 1997 

高級中學語文及地理類科教科用書審查標準之研究  黃政傑 1997 

高級中學歷史及社會類科教科用書審查標準之研究  邱錦昌 1997 

第四十屆國際體育健康休閒與舞蹈教育總會會員大會報告  趙麗雲 1997 

公民與道德 ——  教育理論及課程教材規劃之研究  瞿海源 1996 

國民中小學教科用書印製規格  黃政傑 1995 

國民小學教科書審查標準之研究  黃政傑 1995 

高級中學一年級國文科改編本教科用書編輯方式及編寫內容

之調查研究  黃春貴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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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仍應扮演重要角色，全面地探討課本的編寫、審定、選用等議題，

以提升課本的品質。 

二、教育局在課本審定階段的角色 

教育局在課本審定階段的角色，仍是重要而具爭議的問題。早於 2000

年，教育當局曾有意停止多年的中央審查課本的機制，並以新機制取

代。在完全取消中央審書前，它將設過渡期，同時運用中央評審及學校

評審兩類機制，讓教師適應。為保證推行學校選書機制維持高質素課

本，教育當局會定期出版課本評審報告，供學校查閱（許仲祺，2000）。

這些建議，其實與當時施行的取向並無太大的差異，只是以不確認「適

用課本」的課本評審報告代替教育當局正式的評審。按本文作者估計，

學校仍會按官方的教科書評審報告的意見，選用教科書。事實上，當時

的建議，至今未見實施。 

教育局（2009b：16）探討課本評審機制時，探入分析應否取消現行

課本評審機制。雖然部分專責小組委員認為應取消課本評審機制，但是

大部分委員認為現時機制行之有效，建議保留。反對取消現行評審機制

的委員，認為會出現三方面的缺點：一是不能保證課本質素；二是引起

傳媒和公眾的疑慮；三是教師需自行評審課本，工作量大增。 

除考慮撤銷課本評審機制外，教育局因課程內容廣泛及變化急速或

其他原因，不接受一些特別科目的課本送審，包括視覺藝術、綜合人文、

英語文學、通識教育、生活與科技、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及音樂（中四

至中六）（教育局，2009b：16），這方面的爭議極大，教育當局宜審慎考

慮。以「通識教育科」為例，教育局不建議使用課本，故不接受出版社

將該科課本送審，一般相信，教育局所持的理由為該科以當代議題作為

探究學習的手段，故教學內容應與生活結合，應因時制宜，應為校本設

計，不應有既定答案等。而且，教育局亦有相應措施協助任教該科老師，

如把課程發展處製作或與其他機構協作的電子學習資源及與之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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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存放於香港教育城「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方便教師下載

使用，為教師在沒有課本使用時的教學資源（教育局，2009b：19）。然

而，6 間出版社編製通識教育科課本，以爭取市場占有率。現時，約有

60%-70%的學校沒有按教育局的建議自訂教材，反而使用通識教育科課

本（鄭漢文，2010）；相信與學校教師自行編定課本需花費極多時間、花

費大量資源、教師欠缺經驗和信心有關。相反地，出版社擁有經驗豐富

的編者、雄厚的財力、豐富的教學資源，更容易編定優質的課本。現實

上，學生使用未經教育局審定的通識教育科課本，學習效果仍然存疑。

教育局進退維谷，審定該科課本有違其設計的理念，不審定則導致要學

生使用未經審定的課本。 

再舉新高中學制「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為例。教育局不建議用

課本，然卻有書商出書。這課本只是參考書，未經教育局審定，也未列

於適用課本書目；然而，這參考書成為老師教授學生的倚靠。程尚達

（2010）清楚說明不審定課本出現的問題：未經審定的參考書變為學校

課本。 

學校教師是否倚賴課本，關鍵問題在於能否自行設計校本教材。林

智中（2008）解釋香港教師較少發展校本教材的原因，包括長時間以來

習慣使用課本，使用出版社提供配套的教學材料，例如掛圖、簡報等等，

香港教師的工作量極重，教師欠缺編寫課本的專業知識。若在教師仍普

遍採用課本時，教育局如何設定合理的評審機制、界定須經評審的材

料，依然是重要的問題。 

本文作者認為，教育局應繼續保留現行的課本評審機制，因為這較

符合香港現時的情況（教育局，2009b）。首先，教育局（2009b：67）的

調查顯示，約 56%的校長和教師選擇課本時會評審 4 套或以上的課本，

約 39%會評審 3 套課本，不足 3%的校長和教師評審 1 套及 2 套課本。

這種情況雖然仍不錯，但是若要求教師在檢視課本時沒有任何參考，也

不瞭解該書是否能達理想水平，則他們審定、選用課本時，困難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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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花費也更多。本文作者同意，課程發展處各科組同工審定課本工作

繁重，責任重大。然而，若教師自行評析不同課本，更不合理；教師在

忙碌的教學工作外，如何能抽空審定、選用課本呢？且教育局由具經驗

的專人統籌、評審，其效果應更佳。再者，若政府不審定，全交市場機

制決定，會出現各種問題。課本屬商品，香港政府原則上採取自由市場

的模式；然而，經驗顯示市場絕非萬能，故政府仍應監管教科書（林智

中，2008）。 

在繼續保留課本評審機制後，教育局應透過課本委員會與出版社檢

討現況，優化評審機制（教育局，2009b）。這可分兩方面分析。一方面，

教育局應研究委託教育團體或機構評審課本的可行性。教育局探討課本

評審機制的研究顯示： 

約41%校長和教師認為有需要把課本評審的工作開放給其他團體負

責；回答沒有需要的約佔32%；沒意見約佔23%；而只有不足3%的校長

和教師認為可容許出版商自行負責質素保證而毋須送審。認為有需要的

回應中，約39%認為成立獨立專責委員會負責；約27%認為應由大專院

校負責；而約21%認為應由其他教育機構/團體負責。（教育局，2009b：

68） 

家長對同一問題的回應，有52%認為有需要開放給其他團體負責，

4%認為出版商自行負責質素保證而毋須送審，有17%認為沒有需要，以

及有27%沒有意見。雖然研究的意向並非一致，但是在維持評審機制後

誰審定課本，值得進一步探討。另一方面，如何增加審定課本的透明度，

必須深入研究。比方說，評審報告可考慮按準則評分，以匿名方式公開

評分、評審意見、評審過程，以供學校和教師選用課本時作參考。又比

方說，經常檢討評審員的人數、背景及評審紀錄，確保能照顧不同持分

者的利益。 

無論如何，現時課本評審機制由教育局負責，繼續保留應有其穩定

意義；後續發展，仍需探討其優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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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局課本審定的尺度 

無庸置疑，課本質素是每個關心教育者最著重的項目。選擇課本時

需要考慮的因素，校長和教師（92%）與家長（30%）都是把內容質素

視為最重要的因素。3談及質素，教育局非常重視，強調課本須在各項達

到合格水平，方可列入「適用書目表」；概括而言，標準包括（教育局，

2009b：16）：「（i）配合課程指引/課程綱要所訂的宗旨/學習目標/重點/

基本原則；（ii）涵蓋課程指引/課程綱要的核心內容；（iii）資料及數據/

概念準確、清晰及適切；（iv）內容組織編排及概念發展恰當合理；（v） 

具備必須的學習活動以達成學習目標；（vi）語文正確無誤。」談及課本

的質素，教育局的評審非常重要。評審由課本委員會負責統籌，專科組

小心審閱每一冊課本，並會邀請 2 位教師參與評審（梁慶樂，2009）。林

智中（2008：42）以個人多年經驗，認為教科書的審定仍算合理，教科

書開發系統並未出現很大的問題。 

就課本質素，本文作者認為可簡單從物理屬性設計和內容質素 2 方

面來探討。首先，是物理屬性的設計。在這方面，香港課本的水平不錯，

如梁慶樂（2009：50-51）評說中國歷史課本：「整體而論，商業利益的

競爭驅使香港的出版社把中史科教科書編製得愈來愈精美，在版面設

計、印刷顏色及用紙各方面都是美侖美奐和材料精緻」，林智中（2008）

也提及編印課本時考慮版面設計、印製、裝訂、紙質等，其中包括了插

圖、顏色，使學科內容信息和概念清楚顯示出來。 

然而，談及內容質素，其爭議較大。以一般教師及家長的角度，課

本質素不錯，他們都接納現有的水平（教育局，2009b）。然而，梁慶樂

（2009：71）的看法似有不同，他以其個人經驗剖析中國歷史教科書的

審定： 

 

                                                                                                                    

3 只有 30%家長選擇「內容質素」為第一因素；然而，他們選「教與學的應用效果」為

第二因素，其實與「內容質素」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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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審閱了逾 70 冊由出版社交付課程處的中史科教科書，大部分評審報

告都存在超逾 30 項「必須修訂」的錯誤，逾百項的亦不罕見。最誇張

的一次是在 2003 年評審為高中修訂課程而編製的教科書，其中一部教

科書的評審報告用紙逾 70 張，「必須修訂」的項目逾 250 項。……但按

評審機制，只要該出版社願意作出修訂，日後只要提交覆檢而又作出了

修訂，仍應被接納。……於是，該套教科書就在全部送檢書都未能符合

建構性學習精神的處境下，一齊通過，得以列入推薦書目之內。 

事實上，林智中（2008：38）也提及類似的情形：「近年發現有些出

版商並未有完全按照修改要求進行及改動就貿然出版」。所以，官方規

定出版商完成修改後，修訂稿要再送審，確定修訂恰當，才可正式出版

（林智中，2008）。然而，修訂後的送審，審定尺度如何，課本品質能否

保證，仍難確定。 

談及課本的質素，除了整體面之外，可以從課本的教學取向和內容

精確度分析，這二方面都是難以處理的問題。就課本的編寫取向，其偏

向統一，偏向完整，偏向傳輸知識，使其未能照顧學生差異，都是不容

易改變的現象。梁慶樂（2009：50）引中國歷史科為例說明這種情況： 

香港的中史科常被認為是「填鴨教育的典型代表」，教學固然著重於學

科知識的傳遞，成績考核也是偏重於學科知識的檢查。中史科教科書既

然是慣常被倚重的教材，為了滿足教師和學生的需要，自然是存在「注

重知識傳授的傾向」；特別是在高中，就有意見認為：「不少中學教科書，

內容卻類似補習教材，純為應付考試及方便教課而編寫的簡易課題」。 

事實上，審定課本的取向極為困難，因取向屬於概念問題，且各人

觀點不同，容易引發爭議。此外，審書官員和評審者也難於處理課本內

容的爭議： 

……教科書並非要是全無錯誤才可獲列為推薦課本，其中若有錯誤曾被

要求修訂，但未經修訂而照樣出版，課程發展處在機制上不能完全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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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事實上，在過去這些情況並非罕見，到今天我仍看到有部分教科書

內存有曾被要求修訂的錯誤。（梁慶樂，2009：71） 

因此，香港課本表面上編寫不俗、排版精美；然而，這些只是形式

上的高素質而已，其深層的問題，包括內容和編寫取向的問題，仍是難

以妥善解決。課本的編寫取向對學生學習影響至鉅，然而香港教育局對

取向的指引並不明確，而且審定時也不容易依循。按梁慶樂（2009：51）

的分析，有些通過評審的課本，其內容及編寫的理念不一定符合課程發

展處的要求。在內容方面，停留於撰述的階段，距離建構學習的取向尚

遠；而更有部分製作素質不高，甚至有前文不對後理、因果關係不清、

知識出現錯亂等情況。這些都清楚說明，課本的表面設計理想，內容及

編寫取向卻並不一定切合課程理念。 

對於教育局評審課本的效果未臻理想，則仍可以在機制上提高透明

度，而且可以開放評審者和編寫者的參與。在增加透明度方面，本文作

者認為可參考日本（唐磊，2005）或臺灣（藍順德，2005）的模式。舉

日本的評審制度為例，1994 年該國政府把《教科書制度概要》「審定程

序」部分的「申請教科書公開」改為「審定結果公開」，公開內容也有

所增加，同意將審定後的教科書和樣本公開，同時實施《公開審定意見

概要》。至 1997 年，公開方法增加了提供審定意見一覽，相當於審定意

見的具體記述概要以及不及格教科書的理由等，供參觀者閱覽（唐磊，

2005：87）。日本教科書審定制度越趨公開，有利公眾監督，有助公平評

審，也直接提升教科書素質（唐磊，2005：101）。然而，公開教科書評

審報告使評審工作變得十分謹慎，每提出一條審定意見都要顧及法律條

文，以預備面對訴訟（唐磊，2005：87）。本文作者認為，公開評審報告

有助教師選用教科書，但卻可能涉及政治和司法的風險；然而，若教科

書編定的品質受到質疑，增加透明度則為必須的步驟。換言之，增加評

審機制的透明度有一定意義，但仍須審慎研究，以免遇上困難，而得不

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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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有助提高課本質素的方法，就是在機制上增加開放元素，如

考慮增加評審每本課本的人數、鼓勵非政府機構及非牟利機構出版課

本、開放評審責任給其他團體等。然而，加入開放元素，仍須漸進而行，

不宜操之過急。舉臺灣的例子來看，教科書開放政策，應該可以消弭統

編版所形塑之一元化思想，促進課程內容的多元化，也可以藉由市場競

爭機制，提升教科書的品質。然而，1996 年度首次全面開放國民小學教

科書為審定本的過程中，編輯、審定、試用、核價、選用等各環節都激

起激烈辯爭，甚至有認為版本內容仍充滿了「統編版」之色彩（王麗雲、

甄曉蘭，2009：20）。至於臺灣在教科書的審查工作上，現在是由教育部

委託國立編譯館辦理，但仍引起部分學者及民間團體的質疑。然而，由

客觀、公正的學術團體辦理，甚至由民間教科書出版業者共集資金，籌

組財團法人型態之民間單位辦理，時間仍未成熟（藍順德，2002：25）。

說回香港，雖然在機制上增加開放元素仍是發展的方向，但因現時教育

局評審課本機制未受質疑，且課本質素大體獲認同，故先考慮增加評審

每本課本的人數、鼓勵非政府機構及非牟利機構出版課本，更適合香港

的情況。 

肆、總結 

按本文作者的分析，教育局在課本評審機制中，扮演不可或缺的作

用。若從校長、教師、家長的調查意見來看，他們對現行機制下的成果

仍感滿意。按一項調查顯示，校長和教師對列入「適用書目表」的課本

質素感到非常滿意及滿意的約佔回應的 67%；而只對部分課本感到滿意

的約占 25%；有 6%校長和教師稱不清楚「適用書目表」的課本質素（教

育局，2009b：68）。家長則對現行課本的內容質素的滿意度程度較低，

但非常滿意和滿意的仍分別占 4%和 42%，滿意程度一般的則為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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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滿意和非常不滿意則分別占 6%和 2%（教育局，2009b：81）。4如前

所述，教育局是在評審課本機制中最重要的組織，維持其在機制中的角

色，能收穩定之效。因此，本文作者認為，現行機制行之有效，應漸進

優化，不應大幅修改。 

雖然教育局在課本評審機制中仍應扮演主導角色，但是現時評審課

本的透明度低，評審結果和評語不公開，學校教師選擇課本，仍需完全

自行評斷。本文作者認為，必須強調評審課本的重要。如何增加透明度

而不影響出版商權益？如何確保課本內容正確？如何改善現行課本評

審機制？仍是重要的問題。 

明顯的，課本的編寫至供應，涉及不同層面的人；本文作者認為，

不可能構建出一種機制，使它完全不需要人為介入而自行調適。因此，

體制再合理，制度再健全，仍需要視乎執行組織或人的工作。教育局在

課本評審的機制中，仍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而且它還應使機制中不同

層次、不同維度的組織或運作互相呼應、相互補充，以提供具質素的課

本。 

近年，課程改革對於課本的要求，多著重強調學生是學習的主體，

強調教學是師生互動的過程，必須讓學生主動參與、探究；精髓是：學

生為學習主體，學生並非課本的接受者，教師使用課本時扮演輔導者角

色而非照本宣科的權威（梁慶樂，2009）。不容否認，儘管香港課本仍以

自由市場模式運作，它仍受教育局的監管，而且課本仍有一定水平。本

文作者認為，教育局在這機制中的角色非常重要，它應在現時機制各編

選階段中扮演其應有的角色，應與其他相關的組織配合以及統籌與課本

有關事宜，應進行更多課本研究及優化評審課本的機制。 

 

                                                                                                                    

4 家長較校長和教師的滿意程度較低，應與家長不滿教科書的價格太高，他們把「課本

價格」作為考慮因素排於第三重要。相反地，校長和教師則排於第四位，而且只有 20%
接受調查的重視這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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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教育局課本委員會課本評審報告 

 

 

教育局課本委員會課本評審報告 

 

本書評語（註：本評審報告所用的準則，是根據 2003 年公布的《優

質課本基本原則》而定。以下所用的代號 GP 代表上述文件中的有關要

點，該文件見於課程發展處網頁。） 

A =甚佳；B =佳；C =可接受；D =欠佳；E =不可接受；N/A =不

適用 

 

此等項目為優質課本的必備條件，若其中任何一項被評為 D 級或以

下，有關課本將不會列入適用書目表內。 

此等項目不適用於幼稚園程度。 

 

（1-4 項為該課本的資料，與評審標準無關，故略去。） 

 

內容 

涵蓋範圍 

5. 配合課程指引/課程綱要所訂的宗旨/學習目標/重點/基本原則 

# 6. 涵蓋課程指引/課程綱要的核心內容 

# 7. 資料及數據/概念準確、清晰及適切 

 8. 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及態度  

 9. 包含跨學科元素 

 

處理方式 

 10. 深度及廣度之間有適當平衡 

 11. 深淺度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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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有趣味性 

 

客觀性 

 13. 從多角度探討事物，不偏不倚 

 14. 內容及插圖不帶有任何形式的歧視 

 

組織編排 

# 15. 內容的組織編排及概念發展恰當合理 

 16. 目錄能有效地顯示內容結構  

 17. 各章節能以標題、大綱等明確劃分結構  

 18. 能識別及突出關鍵字眼和概念  

 19. 內容適當地分配在各學習環節中，可因應需要組成不同學習路徑 

 20. 恰當地運用概覽、總結及學習指南以助學生學習 

 21. 選擇性地臚列參考書目/相關網址及索引 

 

學與教 

 22. 發展共通能力 

23. 涵蓋不同層面的認知能力，包括發展高層次思維技巧 

24. 發展學生後設認知能力：是指個人對思維過程的一種反省和監察

能力（thinking about thinking），包括分析、檢討、調控自己的思

考過程，及策劃自己行動的能力。 

 25. 包含學習策略 

 

學習活動 

# 26. 具備必須的學習活動以達到學習目標 

27. 能幫助學生把所學得的新知識融會貫通及作靈活運用（例如

CORE 模式：Connect ——  即引發學生聯繫已有知識、Organi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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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新的學習內容、Reflect ——  反思所學、以及 Extend ——  把知

識靈活地及適切地應用到其他情境） 

 28. 可供教師靈活運用，以適應學生能力 

 29. 能激發興趣和學習動機  

 30. 促進終身學習及全方位學習 

 31. 指示清晰 

 32. 學習活動多樣化及具意義 

 33. 設置能改善學習的評估活動 

 

語文 

 34. 課文用語深淺程度恰當，讓學生可獨立地從閱讀中學習，並自行 

建構知識 

 35. 行文連貫緊扣，以發展學生理解課文內容的能力 

* 36. 為學生提供充分運用語文研習本科的機會  

 37. 採用學生熟悉和有趣的表達方式  

# 38. 語文正確無誤 

 39. 提供適當提示以助學生理解和運用本科用語及專科語體     

 

編印設計 

 40. 編排合理統一，行距及留白得宜  

 41. 插圖切題正確，並附有適當說明  

 42. 能適當分冊/活頁釘裝，以減輕重量               

 43. 字型及字體大小恰當        

 44. 總評（按需要填寫） 

 45. 建議 

  （甲）必須更正部分 

  （乙）有待改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