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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19 課綱研修審議的爭議之處很多，其中之高中歷史課綱本年度開始實

施，批評聲浪仍未止息。2020 年 1 月總統大選及立委選舉，候選人競爭活動如

火如荼，每個候選人都端出政策牛肉，尤其是總統選舉，不但有後援會，還有政

見研擬小組做為智庫，社會各界也利用選前機會，提出教育政策建言，要求候選

人背書，這類思維和行動隨著選戰日趨白熱化，愈來愈強烈，顯示教育與政治掛

鈎乃不得不然，政治成為教育改變希望之所寄。本文以社會領域課程綱要（簡稱

社會領綱臺的歷史課程為例，扼要說明其特色，分析各界批評，討論其中之政治

性問題，並提出建議。 

二、歷史新課綱的特色 

    歷史是中小學社會領綱的一部分，社會領綱草案於 2017 年 7 月由國家教育

研究院（簡稱國教院）公布，並於 2018 年 9 月經高級中等以下課程審議會（簡

稱課審會）審議通過，教育部於 2019 年 10 月 26 日發布。社會領綱之高中歷史

變革，必修由 8 學分減為 6 學分，中國史的比重降低，傳統朝代編年史的設計改

為區域史型態，以主題方式呈現並融入東亞史。高中歷史課綱規劃的選修課程為

「族群、性別與國家的歷史」、「科技環境與藝術的歷史」、「探究及實作」等科目。

國教院指出，歷史課綱特色包括國、高中課程明顯區隔，國中採長時段通史設計，

高中以專題呈現，中國史不採編年史並改放在東亞史，以避免政治爭議，更重視

培養學生的思辨、解決現實生活問題等素養（自由時報，2018.9.16；聯合報，

2017.7.4）。國教院也指出歷史新課綱以人民、學生、臺灣為主體的觀點出發，略

古詳今，重點放在臺灣近五百年的脈絡，連結學生的生活經驗與社會現狀，並設

計探究與實作課程。臺灣史重點，放在如何認識過去，包括原住民族、移民社會

及現代國家形塑，討論臺澎金馬如何成為一體及追求自治與民主的軌跡。 

三、對歷史課綱的批評與相關單位的回應 

(一) 批評 

    社會領域課綱之歷史科遭到許多批評。中國國臺辦發言人指出（新頭殼，

2018.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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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當局上臺以來，破壞兩岸關係政治基礎，支援縱容形形色色

的「臺獨」分裂活動。……強行修改高中歷史課綱並將中國史納入

東亞史，就是在教育領域推行「去中國化」、「台獨」分裂行徑的又

一實證。不僅荼毒臺灣年輕一代，更進一步破壞兩岸關係，加劇兩

岸對抗。 

    前國民黨青年團總團長以「修改課綱，才能打倒臺獨文化霸權」一文投書媒

體。他指出新課綱下，黃帝唐虞夏商的歷史優先性已被降低（呂謦煒，2019.11.2）： 

中華民國的歷史更被拆成「臺灣史」跟「中國史」兩個部分教授，

若學生沒有接收教科書以外的知識或獨立自主的意識，殊難理解中

華民國是自民國元年迄今一脈相承，主權及於全中國大陸的國家，

擁有五千年的悠久歷史。在地理課本上，臺灣跟中國更是徹底被拆

成兩個國家教授……。 

    他更指出執政黨透過操作社會文化的方式，將其臺獨世界觀以「多元」之名

成為主流社會規範，正是臺獨所塑造的「文化霸權」，他要求藍營選民與國民黨

支持者再起身捍衛國家、修改課綱，以免全體臺灣人民承擔「獨果」。 

    包前總統馬英九、中國國民黨立委、歷史教育新三自運動協會（主張歷史自

己救、自己寫、自己教）等，都出面反對依照 108 課綱審定的高中歷史教科書提

及的「臺灣地位未定論」。新課綱歷史時數減少、教材刪減及採主題式編寫也受

到關注，中華語文教育促進協會秘書長指出，中小學各階段的歷史都有問題，高

中的中國史碎片式的嵌入東亞史，本國史地位微不足道，無法培養對國家的認同

與榮耀感，其中「臺灣主權未定論」的內容，不知要把將把中華民國青年帶往何

處（段心儀，2019.8.7）。 

    不滿新學期高一歷史課本充滿「臺灣地位未定論」，以多元文化或海洋文化

之名矮化中華文化主體地位，專家學者發起「新三自運動」（中時電子報，

2019.8.27）。他們認為， 108 年出版歷史教科書中充滿「天然獨」內容，更有很

多不符臺灣史的論述，強行灌輸學生心靈，呼籲大家必須撥亂反正，捍衛民族大

義。他們指出，目前的課本在民族上去中國化，以南島語系取代中華民族，甚至

以血源 DNA 否定臺灣人與中國人的關係，再以海洋民族取代亞洲大陸的中華民

族，課本也直接否定 1943 年的《開羅宣言》及《波茨坦宣言》，造成下列後果（ET 
Today 新聞雲，2019.8.30）： 

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治理完全失去合法性；以多元文化的臺灣，取代

以中華文化為主流的歷史事實，完全漠視兩岸的地緣與歷史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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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粗魯地推動去中華文化中心論，試圖把中華文化對臺灣的文化

絕對影響力，等同於東洋、西洋和其他外來文化。 

    在批評之外，歷史教育新三自運動協會呼籲總統參選人，必須表達是否同意

108 年違反歷史事實的臺灣史？若當選 2020 年的總統，是否比照蔡英文政府的

作法，廢除 108 年歷史教科書？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韓國瑜夫人李佳芬代夫出訪菲

律賓，在海外造勢場合上說：「韓如果當選，一定會做勤政愛民的政府，更保證

一定會把課綱修回來。」（自由時報，2019.10.28）。 

(二) 相關單位的回應 

    國教院指出 108 新課綱與歷史教科書兼顧品質與多元，並未去中國化。教育

部澄清說，108 課綱經過嚴謹研修及專業多元公開透明的審議過程，且是依法發

布。歷史科於課綱研修過程中，廣泛諮詢學者專家及第一線教師意見，他們普遍

認為中華文化納入「多元文化」中，完整呈現臺灣不同時期不同族群帶來的多元

文化發展。教育部具體說明 108 新課綱歷史課程採「分域」設計，可突破過往單

一區域的歷史學習（ET Today 新聞雲，2019.8.30）： 

高中更採專題式教學，讓學生思考各區域歷史間的關聯與互動，鼓

勵學生進行歷史議題的探究，在紛雜多元的論點中，本於歷史事實

與證據，提出自己的觀點，並能與不同意見相互對話，從而建立自

己的認同，臺灣史、中國史、世界史比重份量與過往相當，唯課程

設計更朝向以學生為主體而設計。 

    教育部長在行政院院會報告「108 課綱實施與配套措施」時說，臺灣史、中

國史與世界史的規劃而言，乃是以學生為主體，培養學生思考臺灣、中國與世界

彼此互動的關聯性，讓他們更多元探索和思辨，無關乎去中國化（風傳媒，

2019.8.8）。 

    關於臺灣地位問題，臺澎國際法法理建國黨等獨派認為「臺灣地位未定論」

才是歷史事實，他們說（TVBS，2019.11.6）： 

依據新課綱編定的高中一年級歷史教科書，有 6個版本都提到「臺

灣地位未定論」，但又說「中日和約」確認將臺灣歸還中華民國，

內容自相矛盾。……臺灣人在血統上不是中國人，不論是「開羅宣

言」還是「中日和約」，都沒有將臺灣交還給中華民國。國教院基

於「內容正確的審查原則」，應立即改錯，刪除這些錯誤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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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指出各版本教科書均能依據課綱規定，透過條約、宣言或公報的解讀

或詮釋，並陳述多元觀點或主張，讓學生理解臺灣當前國際地位和處境的歷史背

景。教育部強調，教科書的審查，只要其內容未違反課綱規定、不牴觸國家法律，

且未有正確性疑慮的話，都會尊重其題材選擇與內容的多元呈現（風傳媒，

2019.8.8）。 

四、問題討論與建議 

    2019 年新課綱研修審議到實施過程中，最受注目的爭議是高中歷史，先歷

經 2015 年課綱微調之爭議，連高中生都出面反對，稱微調課綱為黑箱課綱。2016
年民進黨執政，先廢除微調課綱的實施，重新啟動新課綱社會領域課綱草案之規

劃，送課審會審議後順利通過。 

    不過新課綱之歷史爭議，在課綱開始實施以來並未終止，各界批評的焦點導

向新編歷史教科書內容，並與 2020 年 1 月的總統選舉掛鉤，向候選人喊話，顯

示社會課綱（尤其是歷史）研修審議具有很強烈的政治性。從課綱修訂的歷史來

看，課綱的政治性展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課綱內的政治內容，二是課綱修訂的政

治過程，前者像是公民與社會的政府、政黨、道德、倫理，地理中的領土疆域，

歷史中的 228 事件、臺灣中國和世界之定位等。社會民主化之後，多數政治內容

都可以充分討論建立共識，惟獨國家定位十分困難，以至在課綱究應如何設計，

時時出現爭執。 

    以本次歷史課綱的批評來看，主要仍是中國主體或臺灣主體的問題，若為中

國主體，就會把臺灣納為中國（在此是指中華民國）的一部分，教歷史可從臺灣

史出發，進到中國史，再到世界史。若為臺灣主體，則會先教臺灣史，進到東亞

史，中國史為東亞史之重要成分，探討過往以來中國與東亞的交流互動關係，再

進到世界史，探討整個世界尤其是東亞世界之外的歷史發展。2019 新課綱採取

的是臺灣主體模式，但因為共識尚未充分形成，因而主張中國主體者便不斷批評

反對，並要求修訂。 

    為了讓主張的政治內容納入課綱，各方會動用政治過程來爭取。所謂政治過

程是指關心課綱的人，為了讓自己的主張被接納，所採取的爭取手段，這包含結

盟、遊說、抗爭、投書、發表聲明、舉辦論壇、辦記者會、利益交換等等，爭取

過程中可能動員學生、教師、家長、校長、學者專長、立法委員、監察委員、機

關團體、外國勢力來遊說或施壓，甚至向總統或其他政府官員陳情，尤其是在大

選前，要求候選人納入競選政見，或者承諾改革。當然，政治過程不單出現在課

綱政治內容的修訂，非政治內容的修訂也都存在，例如議題融入的政治過程亦十

分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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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不喜歡政治內容和政治過程，他們甚至十分厭惡，避之唯恐不及，當

然不會去參與討論。不過政治有關的價值、信念、符號、制度、組織、人員和運

作也是課綱的重要內容，中小學生必須認識和學習。接觸及理解政治過程，可了

解其中的利害關係人及其關心的利益、權力、互動、影響、價值及其所運用的政

治過程，進而知所因應。政治過程會有很多爭議和衝突、多元價值和主張，需要

正式和非正式的溝通協調程序，以形成課綱研修審議的最後決定，促進後續課綱

落實實施。政治是人類生活的一部分，沒有人能夠脫離它，與其嫌棄它，不如去

接觸、理解、討論、接納或回應。在課綱研修審議時，讓各種政治價值和主張大

鳴大放，促成各方對話，但仍應以學生學習和社會發展需求和利益為核心，當焦

點對了以後，共識就能夠建立。基於此，茲提出下列建議，做為未來課綱研修審

議之參考。 

1. 檢視現行課綱研修審議機制，建立更有助於利害關係人交流溝通的課綱修訂

決策程序，建立適合的法制並嚴格遵守。 

2. 依課綱修訂組織和人員的資格條件及組成辦法，切實遴選具備專長、客觀及

具有代表性和能承諾參與的修訂成員。 

3. 探究課綱修訂的重要爭議問題，了解其中的政治性，認識各種不同的主張，

及其倡議者、利害關係人及其政治過程。 

4. 修訂草案的研擬宜更有效地蒐集利害關係人的意見，提出回應。 

5. 對政治議題或非政治議題，課綱修訂宜視之為待決問題力求兼顧各方主張和

價值，多面並陳，讓學習者學習批判反省及解決問題。 

6. 對於爭議性的議題，教科書編審宜兩面並陳或多元並陳，讓學生能接觸各方

觀點，學習如何分析判斷。 

7. 教師教學上，需要學習如何教爭議性的歷史及其它議題，採取證據本位方式，

讓學生蒐集和分析相關資料，依證據進行論辯。在問題討論中，教師也要培

養學生的溝通協調能力及相互尊重的態度。 

8. 社會各界關注課綱，不宜為追求自己的利益，在課綱中插旗或樹立山頭，而

宜以學生為學習主體，為學生著想，讓學生熱愛學習及終身學習。 

五、結語 

    本文探討課綱研修審議的政治性，以社會領綱的歷史課程為例，分析其修訂

特色，檢視各界的批評和國教院及教育部的回應，討論其中之關鍵問題，提出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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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建言。本文指出課綱的政治性包含政治內容和政治過程，在政治解嚴後的課綱

修訂中一直存在很大爭議，預期短期內仍不可能解決，期待教育上包含課綱修

訂、教科書編審及教師教學等，切勿採取灌輸方式，相反地宜持著比較開放的心

態，讓各種合憲合法的不同觀點，在課程教學中讓學生有機會討論和反省。未來

課綱研修審議爭議性議題的各種決策，也要重視其中的政治過程，切實進行討論

溝通和協調，才能建立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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