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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碩士生 
 

一、前言  

   教科書在我們的教育系統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多數的教師在教授知識時，多

會運用此一媒材來進行教學；學生也透過閱讀教科書來學習各式各樣的知識。教

科書在教學過程中應用廣泛，且具有重要的功能。就有形的功能而言，教科書提

供教學的依據、方便學生進行學習、作為升學評量範圍、保障基本的教育品質、

實現教育目標、減輕家長的經濟負擔，而品質優良的教科書更成為課程改革的指

標（黃政傑，1998；藍順德，2006）。 

    在黃譯瑩（2000）的研究中提到，早在 1970 年代，美國一研究報告指出所

有教室裡所使用的教材就有百分之七十八是印刷製品，而學生所接受的訊息高達

百 分 之 九 十 八 來 自 這 些 印 刷 式 的 教 材 而 非 教 師 （ Frymier, Davis & 
Clinefelter,1977; McCutcheon, 1982）。另外，國家教育研究院於 2019 年針對國

小教師教科書使用現況進行研究，結果發現超過九成的國小教師以教科書來進行

教學（陳淑娟，2019）。蔡清田（2012）認為教科書在臺灣是課程落實的重要媒

介，也是最具體的教育內容，更是教學主要資源，其在教學過程中扮演著教育系

統的核心角色，因此教科書對於師生的教與學習成效密不可分。由此可知，教科

書是學生學習知識的主要來源，因此教科書的內容編寫是否能貼近學生生活並讓

學生理解極為重要。從上述發現，無論國內外，教科書在教育現場皆占有極大的

地位。 

    對多數師生而言，教科書是傳遞學生學習內容的主要工具，它將我們對教

育、課程與教學的理念、願景和目標具體化，將其分門別類，透過循序漸進的過

程加以實踐和累積（周佩儀，2012）。教科書的內容，皆依循教育部頒布的課綱

進行編寫，因此，我們可以說教科書是課綱精神的實體化。在此概念之下，2019

年八月正式上路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對於身處教育現場的教師們來說，如何

實踐課綱精神尤為重要。教師除了審視自身的教學外，更在乎教科書的內容是否

能將課綱精神、目標具體化，並提供教師協助，幫助學生學習。為了符應十二年

國教課綱的精神，所謂「學習者中心」或「素養導向」的教科書應該呈現怎麼樣

的風貌？這自然是各界關注的焦點，更是新課綱能否順利踏出穩健第一步的關鍵

所在。 

    在眾人企盼之下，各家出版商如火如荼的展開編寫，一方面要符應十二年國

教課綱的精神，另一方面要依據時程將教科書送審；但是素養導向的意涵為何及

如何讓學生學習，皆是編寫人所面臨的重大考驗。有別於九年一貫課綱已實施多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9，8（12），頁 140-146 

 

自由評論 

 

第 141 頁 

年，有例可循；十二年國教才剛起步，眾人皆對「素養」二字處在摸索階段，導

致今年四月時，仍有部分科目教科書未定案。雖然教育部表示在五月底全部審查

完畢；然而今年五月各校在進行教科書選用時，碰到的問題最主要是國小一年級

教科書來不及審核完畢，以至於國小教師在選擇時，只能以範本參考，選出他們

認為最合適的教科書，對於身處教育現場的老師，尤其是教授一年級的老師而

言，無不擔憂慌恐。二到六年級是九年一貫課綱，因此教科書選用上沒有太大的

問題，但仍讓人不免擔憂下一學年度小一升小二時，是否又會碰到同樣的情況。

此外，筆者發現，雖然教科書宣稱符應十二年國教課綱的精神，但其教科書內容

編排和過往並無太大的差異。以數學為例，雖然在每一單元的扉頁有結合生活情

境引導學生思考，但一旦進入單元內容時，馬上轉換為過去重點式的教學。另外，

雖然課本內容呈現了許多問題，但答案仍是直接在下方呈現，難以讓學生思

考……類似這樣的情況仍和過往的教科書一樣，讓人不禁擔憂這樣的教科書是否

真能落實課綱精神。 

    以此為前提，本文先簡單說明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之整體圖像，並以十二年

國教課綱的精神為架構，試圖梳理教科書的樣貌；並針對教科書編寫提供幾點作

為參考；欲藉由此一過程，增進對當前課綱精神的理解，並思考未來教科書發展

的方向。 

二、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綱的整體圖像 

教育部於民國103年公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總綱，內容提及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的課程發展本於全人教育的精神，以「自發」、「互動」、「共好」為

理念，強調學生是自發主動的學習者，並以「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為願景，期許孩子成為具有社會適應力與應變力的終身學習者。為了落實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的理念與目標，乃以「核心素養」做為課程發展之主軸，

藉此將各教育階段以及各領域/科目間進行連結、統整（教育部，2014）。 

此外，十二年國教的課程架構也和過去不同。在所公布的總綱之中，將課程

架構劃分為部定課程和校訂課程──部定課程由國家統一規劃，校訂課程由學校

安排，皆以達成「基本學力的養成」和「學生的適性發展」為目標。在國民中小

學階段，一方面重視基本學力的養成，為各個領域的深化學習打下基礎；另一方

面更保有一定比例課堂節數的多元領域學習，以培養學生多元智慧的發展，以及

對各領域學習的興趣；其次，更鼓勵學校在彈性學習課程中開設社團活動與技藝

課程，讓學生可以自由選擇修習，以發展自己的學習興趣（教育部，2014）。 

課程架構確立的同時，教育部（2014）所頒布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總綱中

亦提到課程設計上需融入性別平等、人權、環境、海洋、品德、生命等十九項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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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提供彈性多元的學習課程，以促成學生適性發展。教學實施要能轉變傳統以

來偏重教師講述、學生被動聽講的單向教學模式，轉而根據核心素養、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與學生差異性需求，選用多元且適合的教學模式與策略，以激發學生學

習動機，學習與同儕合作並成為主動的學習者。在此概念之下，素養導向教學希

望整合知識技能與態度、透過脈絡化的學習、輔以學習方法及策略的運用、實踐

力行的表現。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圍繞在三大願景上，分別是提升中小學教育品質、成就

每一個孩子，以及厚植國家競爭力。為了達成此一目標，課程編寫變得極為關鍵。

在十二年國教課綱精神之下，強調情境化、脈絡化的學習，希望學生透過真實情

境思考問題，並進一步將其所學應用到現實生活中（教育部，2014）。 

三、十二年國教下的教科書之建議 

臺灣教科書的發展已數十年，從一開始的國家統一編寫到現今開放給民間團

體參與，教科書樣貌愈加多元。隨著十二年國教課綱頒布，教科書編寫如火如荼

的展開。教科書應該要如何呈現？應該要包含哪些知識？這些都是各界所關心的

部分。 

十二年國教能否順利推動，課綱精神能否落實，教科書在這之中佔有重要的

地位。為此，筆者試圖從已頒布的課綱、教科書相關的研究，思索十二年國教下

教科書可能的樣貌。在符應十二年國教課綱的精神下，筆者認為教科書應具備四

個特點，包括：「以學習者為中心」、「教材呈現著重探究能力及高層次思考的

培養」、「強化學科發展及領域連結，並適時融入議題」以及「教材多元設計，

提供教學策略」。在此之下，筆者針對教科書編寫提出幾點看法，簡要說明如下。 

(一) 以學習者為中心 

    過去的教科書內容多呈現學科材料，卻很少引導學生思考和應用；滿滿的重

點卻未考量這樣的編寫是否能引起學生的共鳴，而只是一味的灌輸。而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的願景是「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並於總綱所揭

示的實施要點中提及學生是學習的主體；為落實十二年國民教育的理念與目標，

茲以「核心素養」做為課程發展之主軸 （教育部，2014）。在此一概念之下，

范信賢（2015）認為教材應強調學習的意義，必須把學習內容和過程與經驗、事

件、情境、脈絡作適切結合，意義才會彰顯出來。教科書應重視學生的經驗、針

對學生所關心的或有所疑問的進行內容編寫。葉錫南（2016）、陳麗華（2017）
亦認為教科書應以學習者的興趣與需求為中心，因此筆者認為教科書內容應該以

學習者的角度出發，取材自真實的生活情境，以問題引導學生思考，而非單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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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給予片段知識。 

(二) 教材呈現著重探究能力及高層次思考的培養 

    十二年國教以「核心素養」做為課程發展的主軸，提出三面九項，強調培養

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

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強調學習與生活的結合（教育部，2014）。

為了達成此一目標，教科書的編寫應該要能夠引導學生思考和應用。誠如周淑卿

（2013）的研究中指出，有些自然科教科書在介紹植物葉子的長法時，直接介紹

「對生、互生、輪生」這三個專有名詞和意義，學生雖然背誦記憶了，但對他們

而言只是知識的堆砌；不過如果在教此一單元時，先呈現各種生長方式的葉片形

狀，引導學生實地觀察、紀錄，歸納出葉片生長方式的類型，並依其類型給予有

意義的命名，最後再與正式的名詞對照，學生將更能理解這些專有名詞的意義。 

當教科書以此方式呈現時，學生將不只是習得知識，更重要的是在這過程當

中，也學會了觀察、紀錄、分析、歸納等技能，而這些能力將可應用於探討其他

情境之中。此一例子說明了教科書應一改過去直接給予知識的編寫方式，在教材

內容呈現上，應該要有更多的探究、思考和實作，才能增進學生的學習動機以及

強化學生與知識的連結。陳麗華（2017）認為教科書要能夠引導學生進行「整合

性學習」、「脈絡性學習」、「策略性學習」、「活用性學習」以及「創生性學

習」。她指出學習要有脈絡，要能夠後設思維，要有方法策略並應用出來，並進

一步把學到的創生成自己的知識。為此，教材呈現著重探究能力及高層次思考的

培養是必要的。 

(三) 強化學科發展及領域連結，並適時融入議題 

在十二年國教課綱中，以「核心素養」做為課程發展的主軸，將各教育階段

進行連貫以及各領域/科目進行統整（教育部，2014）。由於十二年國教特別重

視跨領域的統整，因此教科書在編寫時，除了兼顧縱向與橫向的發展，針對學生

要學的知識逐一加深，並連結相關領域進行學習外，應該提供學習者跨學科經

驗，以達成此一目的。 

除了現有的學科知識外，議題課程亦是十二年國教重視的。議題課程的產生

源於時代變遷，而出現一些社會關注的議題。為此，學校有必要針對這些議題進

行課程設計與實施（張芬芬、張嘉育，2015）。有鑑於議題課程的重要性，十二

年國教課綱於實施要點中的課程發展裡提到「課程設計應適切融入性別平等、人

權、環境、海洋、品德、生命、法治、科技、資訊、能源、安全、防災、家庭教

育、生涯規劃、多元文化、閱讀素養、戶外教育、國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等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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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教育部，2014）。議題課程通常具有跨學門性質，宜從多學門去探究；此

外因學生學習節數已趨近飽和，在不增添學生負擔之下，以融入課程的方式進行

是較為合適的（張芬芬、張嘉育，2015）。因此教科書在提供學生重要的學科知

識外，亦要能夠融入相關議題，提供學生多元的學習經驗，使學生與社會產生連

結。 

(四) 教材多元設計，提供教學策略 

國家教育研究院於2019年的調查中指出，教師對於教科用書的期待與建議包

含了以下四點：教科用書應重視教材內容與學生生活的契合度、教科用書內容應

符合時代需求、教材應有多元設計，以方便教師做差異化教學、教科用書的文本

應具可讀性（陳淑娟，2019）。由上述可以得知，教師期待教科書可依據目標提

供多樣化的教學方式，將適當的學習活動安排於各單元中；教科書除了以文字編

寫呈現重要知識外，亦可結合圖、表、圖示等來引起學生的興趣。洪孟珠（2004）
的研究中曾提到，教科書中精確、恰當的圖表設計，不僅能引發學習動機，連結

文字內涵的重要概念，更可促進學習者理解，發揮解釋作用，增進學習成效。 

    教科書除了是學生學習知識的主要來源，亦是教師在進行教學時的工具。葉

錫南（2016）認為，在教材編選上，如能提供難度不同的素材或延伸教材、活動，

將有利差異化教學及適性學習。因此教科書如能提供策略，因應學習差異，例如

提供進階問題、動腦思考等，對於教師在進行教學時亦有幫助。 

(五) 蒐集資料，建立回饋機制 

十二年國教才剛起步，雖然各家出版商已完成新教材的編寫，但是否能夠確

實達成課綱精神尚待檢核。一套教材確立，除了編寫、審查、使用外，最重要的

是使用者使用後的心得。因此，可建立平台蒐集現場教師們使用的心得與建議，

在此之下進行修訂，促使教科書更能發揮其功效。 

此外，無論課程編排的多麼精彩，教師更在乎的是是否有足夠的時間去實

行，如果教科書在編寫上能將時間考量進去，我想對於現場的老師們來說，會更

樂意去實行。 

四、結語：教科書的編選問題與展望 

教科書在我們的教育系統中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多數的教師在進行教學

的同時，常會以教科書為主要媒材進行授課，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教科書的產生

是經過一連串的審核制定而成的。即便內容編排有所差異，但皆依循課綱內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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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具有嚴謹性和完整性。 

教科書能否確實呈現課綱精神並發揮功用，有賴於完整的編審制度；新課綱

的推動更有賴於此一編審制度把關。然而今年八月上路的十二年國教，其教科書

直至今年五月才全部審查完畢，筆者以為除了各領域課綱的確立時程不一外，「素

養」二字的理解以及如何透過教材讓學生學會，皆是編寫者所面臨的一大考驗。

有鑑於此，筆者針對十二年國教下的教科書提出五點建議：(1)以學習者為中心；

(2)教材呈現著重探究能力及高層次思考的培養；(3)強化學科發展及領域連結；

並適時融入議題；(4)教材多元設計，提供教學策略；(5)蒐集資料，建立回饋機

制。 

臺灣教科書發展至今，每每都會因應時代轉換、思潮更迭、國家發展和社會

期待而帶動教科書的發展與創新。如今，教科書發展來到了新的篇章，各界無不

期盼此次改革能為臺灣教育帶來新的火花。本文以十二年國教課綱精神為主軸，

提出符應課綱精神下的教科書圖像，並針對教科書編寫提出淺見，希冀做為日後

教科書編寫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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