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
理

論
的

探
討

、
教

科
書

現
況

的
了

解
、

及
學

生
的

意
見

中
亨

發
現

欲
以

教
科

書
作

為
達

成
教

學
目

標
的

有
效

工
具

夕
現

行
國

申
國

文
教

科
書

尚
須

加
以
研
究
改
進
寸
改
進
之
方
法
如
左
:

一
/改

變
教
科
書
的
結
構
夕
並
充
實
內
容

 現
行

國
中

國
文

教
科

書
中

有
範

文
、

練
習

卻
詰

艾
常

識
。

對
初

學
國

文
的

國
中

學
生

來
說

夕
都

走
重

要
的

教
材

夕
但

彙
訂

在
一

冊
之

內
夕

使
學

生
僅

 重
視

範
文

夕
而

忽
視

練
習

或
語

苯
常

識
。

因
此

建
議

將
此

三
部

分
教

材
分

別
 成

冊
夕

並
充

實
其

內
容

。

 就
範

又
來

說
，

範
文

教
學

是
國

中
國

文
教

學
的

重
心

所
在

夕
完

備
的

範
 文

教
學

可
以

達
成

多
項

教
學

目
標

夕
因

此
範

文
教

材
的

編
選

極
為

重
要

。
改

 進
範
文
教
材
可
從
精
讀
、
略
讀
範
文
&範

文
的
選
擇
和
範
文
的
組
織
三
方
面

考
慮

^
其

方
法

如
下

:

 廿
明
確
分
劃
精
讀
、
略
讀
的
界
限
^充

分
發
揮
其
效
果

 以
範

文
作

為
學

習
語

文
的

工
具

寸
既

要
有

精
讚

的
範

文
，

使
學

生
細

心

研
讀
以
深
入
了
解
語
文
的
結
構
和
文
章
的
意
旨
;更

須
有
略
讚
的
範
文
夕
以

 增
加

學
生

閱
讀

的
廣

度
寸

充
實

其
經

驗
。

將
範

讀
教

材
單

獨
成

冊
之

後
戶

可

 以
充

實
內

容
夕

真
正

發
揮

精
讀

與
略

讀
的

效
果

。
國

中
國

文
教
學

既
以

基
本

語
文
訓
練
為
首
要
任
務
^因

此
精
讀
的
範
支
應
以
具
備
某
項
語
文
特
色
為
主

 宵
如
^有

新
的
詞
彙
、
新
的
語
法

^或
在
作
法
上
有
獨
特
之
處
寸
使
學
生
研

讚
之
後
^在

增
進
語
文
能
力
方
面
有
確
定
的
收
穫
夕
然
後
再
注
意
在
內
容
實

 質
上

達
到

精
神

陶
冶

和
文

藝
欣

賞
的

目
的

。
作

為
精

讀
的

範
艾
寸

篇
數

不
必

求
多
分
確
實
共
備
精
讚
價
值
的

文
章

^每
學
期
約
選
十
篇
左
右
即
可
夕
但
每

 篇
範

文
須

附
上

有
關

的
詳

細
資
料

宵
即

生
難

字
詞

的
注

釋
、

作
者

的
介

紹
、

 作
法

的
分

析
、

文
法

的
講

解
、
欣

賞
的

途
徑

等
。

其
中

生
難

字
詞

的
注

釋
除

有
注

音
和

解
釋

之
外

夕
須

有
字
形

結
構

的
說

明
方

便
學

生
能

識
字

正
確

且
增

加
對

國
字

的
興

趣
夕

並
須

有
該

字
詞

的
用

法
說

明
夕

使
學

生
在

作
文
時

能
正

 確
地
應
用
新
學
的
詞
語
。
而
作
者

的
介

紹
應

看
重

其
思

想
、

學
說

的
闡

發
^

 作
品
特
色
及
內
容
的
介
紹
等
。
精
讀
範
文
篇
數
減
少
^可

以
有

充
裕

的
時

間

真
正

的
精

讚
夕

而
且

有
足

夠
的
時

間
從

事
習

作
教

學
或

課
外

讀
寫

教
學

方
如

 此
國
文
教
學
的
工
作
才
算

做
得
完
備

。

略
讀
的
目
的
除
了
增

加
學
生
閱

讀
的
廣
度
^充

實
其

經
驗
外

^還
在

於

使
學

生
有

機
會

多
練

習
在

精
讀

範
文

中
所

學
到

的
閱

讀
技

巧
寸

以
達

於
精

熟

 。
所

選
文

章
須

與
精

讀
範

文
有

關
言

或
是

體
裁

相
同

而
內

容
互

異
、

或
是

內

 容
相

似
而

作
法

有
別

、
或

是
作

者
的

其
他

作
品

等
。

如
此

學
生

可
以

相
互

比

 本
文
根
據
「
國
民
中
學
國
文
科
教
材
之
研
究
」
一
文
，
摘
取
文
中
對
於
國
中
國
文
「
教
科
書
」
之
建
議
部
分
^以

供
教
科

 書
編

輯
者

及
國

中
國

文
教
師
參
考
。

教
科

用
書

編
輯

文

民
申

學
國

文
科

教
材

之
輔

究

 ｜
對
於
教
科
書
之
建
議

一一八叫口

 何^^iii弄「司^一a、



 較
宵

互
相

參
照

，
以

每
篇

精
讀

範
文

為
主

而
選

的
略

讀
範

文
夕

可
按

難
易

程

 度
選
三
、
四
篇
左
右
2
因
此
每
學
期
的
略
讀
範
文
篇
數
約
在
三
、
四
十
篇
左

 右
。
略
讀
範
文
可
由
學
生
於
課
外
閱
讀
^
教
師
只
須
稍
加
提
示
或
指
導
^
因

此
篇

數
雖

多
宵

但
不

占
太

多
的

教
學

時
間

夕
而

且
教

師
可

按
學

生
程

度
指

導

 學
生

作
選

擇
性

的
閱

讀
夕

合
於

編
選

教
材

的
彈

性
原

則
和

個
別

適
應

原
則

。

 因
為

略
讀

範
文

是
提

供
學

生
應

用
、

練
習

閱
讀

技
巧

的
機

會
分

所
以

不
必

有

 詳
細

的
附

錄
資

料
才

若
有

生
難

詞
語

分
則

指
引

學
生

自
行

查
考

的
方

法
，

如

 此
可

養
成

自
學

的
能

力
。

照
以
上
方
式
單
獨
成
冊
的
範
文
教
材
才
不
但
在
內
容
上
充
實
^
增
加
學

生
閱
讀
的
機
會
寸
而
且
因
為
教
學
時
間
充
裕
^學

生
獲
得
更
多
的
習
作
指
導

 寸
也

增
加

了
寫

作
的

機
會

。
如

此
而

談
提

高
學

生
的

國
文

程
度

，
才

是
實

際

 可
行
之
法
。

 □
範

文
內

容
儷

配
台

學
生

的
心

智
發

展
寸

並
發

揮
其

擴
展

學
生

經
驗

的

功
能

精
神

陶
冶

並
非

國
文

教
學

的
專

責
寸

範
文

的
內

容
實

質
只

須
儘

量
配

合

此
教

育
目

標
即

可
寸

更
重

要
的

是
和

學
生

的
心

智
發

展
程

度
與

學
習

需
要

相

配
合

兮
學

生
才

能
深

入
理

解
文

章
的

要
旨

寸
收

潛
移

默
化

之
效

亨
而

範
文

的

 學
習
才
有
助
於
學
生
心
智
的
成
熟
^與

學
習
需
要
的
滿
足
。
舉
例
言
之
夕
青

少
年
極
欲
尋
求
崇
拜
或
認
同
的
對
象
寸
選
擇
名
人
傳
記
作
為
範
文
時
^應

擷

 取
其
青
少
年
時
期
可
作
模
範
的
敘
述
^供

學
生
研
讀
方
以
激
發
學
生
「
有
為

 者
亦

若
是

」
的

心
志

。

此
外

範
文

內
容

應
包

含
學

生
目

前
或

日
後

會
有

或
可

能
有

的
經

驗
寸

這

 些
經

驗
包

括
思

想
觀

念
、

為
人

處
事

、
生

活
態

度
等

方
面

寸
以

協
助

學
生

擴

 展
其
經
驗
夕
增
加
其
適
應
生
活
的
能
力
。
例
如
^青

少
年
正
臨
反
抗
強
烈
的

時
期
^常

遭
遇
價
值
衝
突
的
情
況
夕
選
擇
以
調
適
衝
突
或
價
值
取
捨
為
內
容

的
範
文
占
不
論
是
以
何
種
形
式
呈
現
^都

有
助
於
增
加
學
生
解
決
困
境
的
經

國
民

中
學

國
文

科
教

材
之

研
究

 驗
。

範
文
的
內
容
若
注
意
到
學

生
的

心
智

發
展

^
及
擴
展
學
生
的
經
驗
份
才

 能
使

教
材

難
易

適
度

夕
和

生
活

密
切

相
關

^
容

易
引

起
學

習
興

趣
。

 國
文

教
學

還
能

從
傳

遞
文

化
方

面
^
盡

到
精

神
陶

冶
的

責
任
。

可
於

一

年
級
開
始
寸
正
式
編
列
中
國
文
化
基
本
教
材
^
以
論

語
為

主
伊

選
出

淺
顯
易

 懂
寸

且
和

生
活

中
應

對
進

退
、

為
學

修
身

有
關

的
段

落
夕

列
在

精
讚

範
文
之

 後
戶

詳
加

闡
釋

。
一

力
面

使
學

生
在

日
常

生
活

細
微

的
事

物
中

寸
逐

漸
認
識

中
華
文
化
的
博
大
精
深
^
一
方
面

不
失

為
文

言
文

的
理

想
教

材
夕

同
時

可
減

 輕
高

中
國

文
科

中
國

文
化

基
本

教
材

的
分

量
伊

而
在

程
度

上
也

易
於

銜
接
。

 目
改

進
範

文
綑

織
方

式
，

顯
示

其
特

色

 每
冊

範
文

教
材

應
有

明
顯

的
特

色
或

學
習

重
點

。
精

讀
範

文
既

是
培
養

 語
文

能
力

的
重

要
憑

藉
寸

其
組

織
應

由
語

文
的

應
用

方
面

顯
示

特
色

。
由

調

查
得

知
不

論
閱

讀
或

寫
作

分
學

生
都

認
為

記
敘

文
和

抒
情

文
容
易

且
感

到

興
趣

寸
因

此
精

讀
範

文
的

組
織

不
妨

從
學

生
感

到
興

趣
夕

覺
得

容
易

的
文

體

開
始
才
每
冊
以
兩
種
體
裁
的
文

章
為

主
寸

由
淺

入
深

&循
序
漸
進
夕
如
此
學

 生
可

以
確

實
深

入
了

解
、

熟
悉

每
種

文
體

的
功

用
、

作
法

及
特

色
。

但
略

讀

範
文
的
組
織
不
在
此
限
夕
可
在

體
裁

或
內

容
上

求
取

變
化

^使
學
生
能
相
互

 比
較
寸
從
發
現
文
章
的
精

巧
變
化

中
獲

得
學
習

的
樂
趣

。

至
於
講
體
文
和
文
言
文
的

安
排

夕
在

國
中

一
年

級
時

^
應
只
授
語
體
文

 夕
以

確
實

奠
定

學
生

閱
讀

、
寫

作
語

體
文

的
基

礎
。

而
在

文
化

基
本

教
材
中

夕
以

接
近

語
體

文
的

材
料

&作
為

引
導

學
生

學
習

文
言

文
的

階
梯

夕
使

其

 逐
漸
熟
悉
夕
以
減
少
學
習

文
言
文

的
困

難
。

範
文

教
材

若
能

依
以

上
三

種
方

法
加

以
選

擇
和

安
排

才
不

但
能

達
成
國

丈
教

學
的

目
標

伊
更

能
提

高
學

生
學

習
的

興
趣

夕
才

是
學

生
能

學
且

學
而
有

 效
的

教
材

。

就
練

習
來

說
夕

從
基

本
語

文
訓

練
的

觀
點

看
寸

練
習

是
不
可

少
的

材
料



明
確

標
示

學
習

目
自白

教
科

用
書

編
輯

文
集

 ．
。

單
獨

成
冊

之
後

夕
可

以
增

加
次

數
並
變
換
不
同
的
方
式
。
而
每
朋
練
習
應

和
範

支
配

合
夕

使
學

生
學

習
範

文
之

後
方

對
新

學
的

語
法

或
詞

彙
有

立
帥

多

次
練
習
的
機
會
占
不
但
能
增
強
印
象
占

而
且

郎
學

部
用

6
可

提
高

學
習

興

 趣
。

就
語
文
常
識
來
說
^除

了
應
以
深
入
淺
出
易
於
了
解
的
語
體
文
編
寫
^

 以
利

學
生

自
行

閱
讀

外
夕

在
內

容
上

應
增

加
語

法
、

修
辭

法
、

文
字

基
本

構

 造
、

工
具

書
使

用
法

、
演

說
辯

論
等

力
面

的
說

明
。

單
獨

成
冊

後
夕

按
學

生

 的
需

要
夕

將
所

包
含

的
內

容
循

序
呈

現
才

若
須

舉
例

，
則

以
學

生
學

過
的

範

文
為

主
方

可
使

學
生

有
複

習
和

印
證

的
機

會
夕

避
免

學
習

時
覺

得
枯

燥
乏

味

 。
為

了
提

高
學

習
興

趣
夕

編
寫

時
不

必
拘

泥
於

說
明

論
述

的
方

式
寸

可
以

故

 事
的

形
式

介
紹

，
使

學
生

在
趣

味
中

學
習

到
應

具
的

語
文

常
識

。

 會
^
不

但
能

加
深

印
象

夕
又

能
提

高
學

習
興

趣
。

教
科

書
間

的
銜

接
指

的
是

國
文
教

科
書

在
不

同
階

段
上

難
易

程
度

的
銜

 接
夕

是
指

教
材

間
縱

的
聯

繫
。

教
材
的

難
易

和
學

生
當

時
的

成
熟

程
度

、
經

 驗
背
景
、
心
智
發
展
狀
況
有
關
^必

須
以
此
作
為
安
排
教
材
的
依
據
井
才
能

 使
教

材
難

易
適

度
。

因
此

建
議

每
隔
相

當
時

間
夕

便
作

一
次

各
階

段
學

生
語

 言
興

趣
、

需
要

和
能

力
的

調
查

研
究
寸

再
根

據
調

查
結

果
夕

將
教

材
以

合
於

 學
生

興
趣

、
需

要
和

能
力

的
方

式
呈
現

。
如

此
各

階
段

的
國

文
教

材
在

程
度

 上
才

易
於

銜
接

才
學

生
才

能
在

有
系
統

、
有

組
織

的
學

習
情

境
中

培
養

出
應

 具
的
語
文
能
力
。

 ︵
摘
自
「
國
立
璧
灣
師
範
大
學
教
育
研
究
所
集
刊
」
二
十
四
輯

，
何
美
玲

 碩
士

論
文

摘
要

，
七

十
一

W^「
月
出

版
。

︶

了
解
學
習
目
的
寸
使
學
習
成
為
有
意
義
的
活
動
&學

生
才
知
道
學
習
的

 重
心
和
努
力
的
方
向
。
每
冊
國
文
教
科
書
應
有
其
學
習
的
重
點
寸
須
在
前
^

中
說

明
宵

使
學

生
知

道
一

學
期

中
在

國
文

課
裏

可
學

到
那

些
知

識
三

每
篇

範

丈
的

學
習

亦
有

其
目

的
夕

尤
其

是
在

該
範

文
中

所
要

學
到

的
語

文
用

法
夕

更

 應
在

範
文

之
前

標
示

清
楚

夕
提

醒
學

生
特

別
注

意
。

學
習

之
後

方
配

合
練

習

教
材

的
應

用
夕

學
生

可
以

根
據

學
習

目
的

自
己

評
鑑

學
習

結
果

夕
以

增
加

學
 習
興
趣
。

 三
、

注
意

教
科

書
間

的
聯

繫
與

銜
接

教
科

書
間

的
聯

繫
指

的
是

國
文

教
科

書
和

其
他

科
目

教
科

書
間

構
的

聯

 絡
夕
如
:地

理
科
教
材
介
紹
某
一
地
的
風
光
或
特
色
時
，
國
文
科
可
選
描
述

該
地

的
文

章
或

詩
歌

作
為

教
材

方
歷

史
科

提
到

某
一

時
代

的
文

學
背

景
或

特

 色
時

，
．

國
文

科
可

選
當

時
文

人
的

作
品

中
夕
適
合
國
中
學
生
閱
讀
的
文
章
寸

 供
學

生
研

讀
。

如
此

才
學

生
在

不
同

學
科

的
學

習
中

夕
得

到
相

互
參

證
的

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