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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教科書的編製與轉化 
黃儒傑 

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教授 
 

一、前言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已於 108 學年正式逐年開始實施，其中，核心素養

為課程發展主軸，用來連貫各教育階段之間、以及統整各領域/科目之間（教育

部，2014），顯示素養導向課程已是此波課程改革所關注的核心焦點。能否掌握

素養導向課程進行教科書的編製與轉化，將是課程實施與推廣的關鍵。因此，本

文希望透過素養導向教科書的編製與轉化之分析，提供出版業者進行素養導向教

科書編輯之參考，也提供學校與教師進行素養導向教科書適性轉化之參考。茲就

素養導向觀點、教科書編製與轉化、當前教科書編製與轉化的挑戰、以及教科書

編製與轉化的可能發展方向等四方面，加以說明於下： 

二、素養導向觀點 

核心素養是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發展主軸，而如何清楚、明確的掌握素養導

向觀點，更是探討當前教科書編輯與轉化的重要核心。由課程總綱對核心素養的

敘述來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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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核心素養」強調不宜以學科知識及技能為限，而應關

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透過實踐力行而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同時，「核心素

養」強調培養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分為「自主行動」、「溝通互動」、「社

會參與」三大面向（教育部，2014）。顯示生活連結，面對未來挑戰，兼顧知識、

能力、態度與實踐力行，自主學習，溝通互動，社會參與，均為核心素養的重要

內涵。 

另外，在學生學習引導方面，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強調呈現具體的學習策

略、方法、歷程，引導學生學習。在學習方法上，重視思考探索的能力。在總綱

的總體課程目標之一的啟發生命潛能中指出，要啟迪學生的學習動機，培養好奇

心、探索力、思考力、判斷力與行動力，而願意以積極的態度、持續的動力進行

探索與學習；同時，在教學實施中，亦指出教師備課時應分析學生學習經驗…，

提供學生學習、觀察、探索、提問、反思、討論、創作與問題解決的機會（教育

部，2014）。由此可知，引發學生探索思考應是當前素養導向教科書的重要設計

內容，也是教師進行教科書的實施與轉化中需要關心的重要教學事項。 

前述觀點，對照於芬蘭新課程所提出的現象本位學習（phenomenon-based 
learning）及 PISA 的國際學生評量，亦可看到類似的關注焦點。芬蘭國家基本教

育核心課程（The National Core Curriculum for Basic Education）所提出之現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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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學習，強調學習課題需來自真實世界的實際現象，如城市規劃、恐攻、歐盟、

水資源、能量等，而且此種課題的學習必須深入情境脈絡，整合許多領域/科目

的學習，才能夠有整體的理解，進一步去解決問題（洪詠善，2016；于承平，2018）。
在學習方法上，強調由學習者自己發掘生活周遭感興趣的現象進行探究，運用跨

學科或領域的統整學習及同儕合作搭建鷹架，共同完成學習任務或解決問題（李

懿芳，2019）。顯示出好的學習課題，應是源自於真實世界現象的課題，透過跨

領域/科目的學習，來整合多方面的知識、態度、能力，而對整體現象課題有通

透的理解，進行探究學習、解決問題。如此與我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核心素

養所強調的與生活連結，兼顧知識、能力、態度與實踐力行，跨領域學習，以及

探索/探究思考等重要內涵，有著相類似的改革趨勢。 

另一方面，PISA 的國際學生評量對於各國教育政策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與

參考作用。其評量焦點在於能否使用習得知識技能，面對真實世界的挑戰，而且

需要理解資訊，並加以統整、評鑑、與省思，自行建構問題情境的答案；此外，

除了閱讀素養、數學素養、科學素養及解決問題能力之外，2015 和 2018 年分別

新增合作式解決問題及全球素養（臺灣 PISA 國家研究中心，2018）。顯見面對

真實世界的挑戰、統整思考、合作解決問題、全球素養，應該是當前學生學習所

需關鍵素養。這些部分與我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核心素養所強調的生活連結、

面對未來挑戰、跨領域統整學習、探索思考、溝通互動（合作解決問題）、國際

理解（全球素養），有著共同的期待。 

綜括前述初步分析來看，生活連結，兼顧知識、能力、態度與實踐力行，跨

領域學習，探索/探究思考，面對未來挑戰，溝通互動，國際理解等，都屬於核

心素養的重要內涵。理想上，前述核心素養的重要內涵，應當具體展現在當前的

教科書編輯與轉化中。 

三、教科書編製與轉化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的實踐與推廣，除了課綱與領綱的提示與宣傳、相

關的配套與支持系統之外，課程的發展、實施與評鑑也是重要關鍵。其中，教科

書編製屬於課程發展階段，而教科書使用與轉化則是屬於課程實施階段，這些過

程對於學校課室中的實踐與推廣具有實質的影響。好的教科書可以提示教師進行

素養導向課程的參考方向，也可以透過教科書的內容，引導學生進行自主學習。

然而，一本教科書要能適合不同學校背景、教師專長、以及學生能力與興趣，確

實有其困難。許多時候，教科書設計與編輯者常會基於市場考量，著重於中產階

級文化、一般學校區域、中間能力程度等學生需求來加以設計。對於偏遠地區、

弱勢背景等方面學生的需求，較難以顧及到。也許有時會在教科書中提供數個不

同學生的想法，或針對能力較高者提供一些較深入的思考探索內容，然而，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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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教科書的篇幅與成本，其內容設計相當有限。 

基此，面臨學生個別差異、多元背景狀況的第一線教師，就將承擔多元適性

之課程實施的挑戰。如何進行合適的教科書轉化，進行因材施教，挑戰著教師的

專業、智慧、時間、心力與耐心。每位教師在教室中所面對的學生是不一樣的，

他們的個別差異、學習興趣、以及特質背景，也都是不一樣的，不太可能用同一

版本教科書去滿足所有學生的學習需要，因此，教師需要因應學生的特質背景與

學習需要進行教科書的轉化，提供學生多元與適性的教學與引導。在此種情形

下，若能提供好的支持體系，例如：教師專業社群、專家協作、共備觀議課、特

色教師的經驗分享等，增進教師相關的教科書轉化知能與實務，更顯得重要，有

助於增進教師的教科書轉化，滿足更多學生的學習需要，激發其自主學習的潛能。 

四、當前教科書編製與轉化的挑戰 

隨著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總綱的實施，當前的教科書編輯與轉化也面臨

了許多新的挑戰，茲分述如下： 

(一)教育機會均等議題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總綱中，規範校訂彈性學習課程由學校自主發展，

此種方式有助於呼應學校願景，增進學校發展學校本位及特色課程，協助適性教

育發展。然而，不少縣市、學校將彈性學習課程用來強化了某些領域/科目的學

習，包括英語轉化課程、閱讀等課程，相對的提早或強化了英語與國語文的學習

程度。再加上各縣市之間、以及城鄉之間的學校資源落差，經費充裕的縣市、都

市學校，其資源非常多元、豐富；而經費不足的縣市、偏鄉學校，資源有限，師

資專長亦受限於現實環境。此種情勢，對於教科書的編輯與使用，具有很大的挑

戰。舉例來說，部訂英語課程是從國小三年級開始實施，但有些縣市、學校，在

彈性學習課程中，於國小一年級就開始規劃英語轉化課程，讓小朋友先學習英

文。使得教科書的編輯，需要分別因應不同時期學習英語的學生，來設計教材內

容。再者，不少家長讓小孩子從國小一年級或更小，就開始到補習班學習英文，

如此更加大了班上學生英語程度的落差情形。此種情勢，使得教科書的編輯與使

用可能間接加大了教育機會不均等的現象，這是教科書編輯與轉化所需要面對的

首要挑戰。 

(二)素養導向內容設計的程度之別 

 素養導向課程的內涵，如前所述，可以初步分析出生活連結，兼顧知識、能

力、態度與實踐力行，跨領域學習，探索/探究思考，面對未來挑戰，溝通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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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理解等重要內涵。然而，這些內涵只是概念性的指引，並沒有明確的標準，

而且這些內涵的教材設計，也存在著程度上的差異，從六年之中只要有就好、每

冊教科書都有、每個大單元或主題都有、或是每課/小單元都有，這些有很大的

差別，學生的學習效果也是不一樣。除此之外，設計的深度也會有很大的差異，

從形式上到實質內容，只是名詞上有提及或是真正深入去進行教學設計，亦有很

大的差異。因此，素養導向內容設計的程度之別，也是教科書編輯所面臨的另一

項挑戰。 

(三)學校與教師的接受度與轉化  

學校與教師所認同與接受的素養導向內容設計之改變程度，是助益或拉扯素

養導向教材設計的一股潛在力量，也是素養導向教材設計能否在課室中實踐的決

定因素。若是教師不願改變既有的教學方式與內容，再好的素養導向的教科書設

計，也可能會被省略掉關鍵的成份；而若是教師有心想要進行改變，不僅會參考

素養導向的教科書設計，進行課堂教學實踐的創新，也會進行教科書的轉化，符

應所任教學生多元適性的學習需求。因此，學校與教師的接受度與轉化，也是影

響素養導向教科書設計，所要面對的重要挑戰。 

五、教科書編製與轉化的可能發展方向 

面對前述當前教科書編輯與轉化的挑戰，本文提出有關教科書編製與轉化之

可能發展方向，供教育行政機關、學校與教師參考，以期能增進素養導向課程的

深化實踐與推廣。茲分述如下： 

(一)國家提供專款經費，獎勵同步出版紙本與數位教科書 

 美國數學教科書〈enVision Mathematics ©2020〉版本，已採用紙本與數位教

科書同步出版（Pearson Education, 2020），此種方式有助增進學生自主學習與提

供弱勢學生更多學習機會。由於美國教科書是採用借用政策，由學校購置而借給

學生使用，因此，教科書出版業者可以編輯豐富、多元、創新的教材，吸引學校

願意付出較高價格，來買合適的教科書給學生，呈現出一冊教科書可能達數百頁

的情形。而我國屬於由學生購買教科書的方式，受限於政策對售價的限制及擔心

弱勢學生家庭負擔較重等問題，使得出版業者在售價限制之成本考量，又要兼顧

課綱要求之下，難以充分編輯出豐富、多元、創新、深入的教科書。再者，前述

教育機會均等議題的挑戰，如何兼顧不同地區、不同背景學生的學習需求，讓弱

勢學生具有均等教育機會，確實存在很大的難題。但若能由國家提供專款經費，

評選出優良的教科書版本，給予獎勵經費同步發展數位版本的教科書，將更助於

促進教育機會均等，減少城鄉之間、弱勢與一般學生之間的教育機會差距。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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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提供所有學生數位版本的教科書進行自主學習，依據自己的能力、興趣，進

行多元適性的學習。 

(二)國家給予教科書充分研發時間與經費，並獎勵具深度素養導向設計者 

 創新、優質的教科書設計需要時間，而且研發時間也是成本。如果缺乏足夠

時間與成本支持，出版業者進行素養導向教科書之創新設計的動力就變得消極，

若是只要達到基本規範，或是來來回回審查等時間，一樣可以獲得出版資格，那

麼誰願意花許多心力進行研發。因此，好的教科書是需要耐心去研發的，更需要

教育部提供經費支持，這樣出版業者才會更有動力去研發素養導向教材。既然希

望馬兒好，當然要給馬兒更好的草。再者，如前所述，素養導向內容設計是有程

度之別，可以應付了事，也可以進行像現象本位學習般的深度學習。若能由教育

部評選出具深度素養導向設計的教科書，給予獎勵與研發獎金，不僅有助於提供

示範作用，讓學校與教師關注到好的素養導向設計，同時，也能引領教科書產業，

朝向優質具專業理想的方向發展。 

(三)國家提供教師額外付出的對應獎勵，增進實施素養導向課程的動力與專業 

 教科書的素養導向內容設計有程度之別，同樣地，而在學校端的課程實施

中，也是有程度之別。如果期待教師用佛心來進行額外的投入，如何能恆長持久，

只會讓更多優秀的教師消磨殆盡。其實教師們不在乎給予多少的獎勵，而是在乎

那份心意。若能由國家提供教師額外付出時間的對應獎勵，例如：減授部分鐘點、

或提供超時工作鐘點獎勵。如此一來，一方面可以讓認真努力的教師被肯定與看

見他們的用心，一方面也能具有示範與引領的作用，讓更多教師願意投注心力進

行素養導向教材的使用與轉化，才能達到普及的實踐與推廣。 

(四)兼採國家補助與使用者付費平衡售價，增進教科書良性發展 

 美國採用教科書借用制度，由學校經費購置而借給學生使用，售價並不像臺

灣所受到的限制，因此，出版業者可以編輯豐富、多元、創新的教材，吸引學校

願意付出高價格來買教科書。缺點之一是使用者不夠愛惜，可能平均 3 到 5 年的

壽命。像新加坡的圖書館借書制度，採用使用者付費的方式，讓讀者更懂得珍惜

書本。因此，若能兼採國家補助與使用者付費平衡售價方式，部分由國家補助，

部分由學生家長使用者付費。如此一來，一方面可以適度提高售價讓出版業者願

意編輯深入與創新的素養導向教材，另一方面由使用者付費，也會讓學生懂得惜

福，愛惜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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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師專業社群的建立與持續深化，增進教科書適性轉化 

素養導向教材的使用與實施，除了要有意願，更需要有時間、心力與專業培

力。因此，教師專業社群的支持才是決定推廣性與持續性的關鍵。舉例來說，若

是希望結合素養導向教材設計，進行前述連結生活議題、跨領域探究學習之現象

本位學習。此種符應素養導向課程的課堂實施方式，就需要老師費心費力，還要

有足夠的專業知能與實務經驗，因此，建立學校教師之間強而有力的專業支持系

統就顯得特別重要，其中，教師專業社群的建立與持續深化就是很好且長遠的專

業支持系統，可以透過專業對話、共備觀議課、實務經驗分享、跨領域合作發想、

以及心理支持，增進教師對於素養導向教材使用與實施的動力與專業，將更有助

於教師因應教學與學生需要，將素養導向的教科書設計，深入且適性的展現在課

堂實踐中。 

六、結語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以核心素養為主軸，是當前重要的課程改革，也是

提升國民基本素養與國際競爭力的重要途徑，對於台灣未來十年、二十年的發展

有著奠基與厚植潛力的作用，因此，素養導向課程設計、實施與推廣具有重要的

意義與價值，而教科書的編製與轉化，更是課程實施與推廣效果的關鍵。本文首

先初步分析核心素養的重要內涵，再提示教科書編製與轉化的重要性，前者屬於

課程發展階段，而後者則屬於課程實施階段，對於新課程的具體實踐與推廣，扮

演著關鍵性的角色。另外，再提出當前教科書編製與轉化的各項挑戰，包括：教

育機會均等議題、素養導向內容設計的程度之別、學校與教師的接受度與轉化

等，這些都考驗著教科書編輯者的專業倫理與市場利益考量，也是教科書發展的

重要議題。最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好的政策需要有好的工具，也需要

有好的人力支持與支持體系。因此，本文提出教科書編製與轉化之可能發展方

向，包括：國家提供專款經費，獎勵同步出版紙本與數位教科書；國家給予教科

書充分研發時間與經費，並獎勵具深度素養導向設計者；國家提供教師額外付出

的對應獎勵，增進實施素養導向課程的動力與專業；兼採國家補助與使用者付費

平衡售價，增進教科書良性發展；教師專業支持系統的建立與持續深化，增進教

科書的適性轉化。期望能提供教育行政機關、學校與教師參考，增進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素養導向課程，以深化實踐與推廣在各個課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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