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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的語言與圖像： 

國小社會領域中年級教科書本土意念之解構 

甘文淵 

新北市國小社會領域輔導團深耕輔導員 / 新北市新店區雙城國小教師 

摘 要 

依現行國小社會領域能力指標，第二學習階段主以學生在地本土作為教材

核心，其重點約可化分為「自然環境、人文特性、生活方式、人口向度、交通

狀態、歷史探討、地圖使用、差異理解與家鄉關懷」等九個面向。 

對此，筆者就目前三家出版業者所編寫之教科書予以分析，其編排順序大致

為三年級上學期「家庭與學校」、三年級下學期「居住的地方(社區、鄰、村里、

鄉、鎮、市)」、四年級全年度介紹「縣、市內的自然與人文景觀、活動與特色」，

由此可見本土的定義，在此並非恆定，而是不斷向外擴充的概念，將隨學生年級

的漸增而越趨放大，從三上最根本的家庭與學校逐步向外延伸擴展到縣、市。 

教科書所呈現的意念與內容，儘管是從敘寫家鄉做出發，但所呈現之照片

或例證卻無法貼近學生的生活經驗，主因在於課本舉證元素擴及全國各地，各

版本著重區域各不相同，康軒與翰林以雙北市為主，南一則以高雄市為首要；

基隆市、嘉義市與連江縣受舉案例過低實有檢討之必要；各縣市國小學生人數

與各版本引用例證成顯著相關。 

因此，本文旨在從解構霸權的角度做出發，分析三大版本六本教科書中的

圖片與舉證例子，以此為論述核心，試圖引領教科書編輯者與現場教師正視此

一課本素材分佈不均的缺點與可能產生的問題。 

關鍵字：教科書、本土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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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日出之道：原鄉、緣鄉，從熟悉、解構到看見 

學生對於居住地區的熟悉度在哪？有感覺嗎？有觀察嗎？有體悟嗎？有了

解嗎？當軟性的地方故事、老舊的傳統建物、深具情感與溫度的地方文化，變

得陌生之時，就如外星語一般在空氣中形成客體與冷硬的他者，「原」鄉雖近，

但「緣」鄉卻是淺薄與無意的，取而代之的是網路與電視所報導的主流文化，

學生對環境的認識是具像裡的抽象、模糊中的散亂解構與認識。「愛鄉、愛土、

愛臺灣」似乎僅是政治選戰下的口號，不易看見學生對這塊土地的熱情與關懷，

畢竟，假若真是如此，他，一位 10 歲的孩童，似乎已被注定，終將成為這塊土

地的過客與失根的蘭花。 

於此，本土教育有它推動的必要與重要性，承如杜威(John Dewey)所主張

的「教育即生活」觀點，認為教育的內容應該與學生的日常生活有所關係，換

言之，我們無時無刻都在接受本土教育的薰陶，本土教育不應該只是學校教育

當中的一門科目，而應該是一股靜默的力量與教學當中的必然元素，在生活當

中潛移默化，因而，所有學校的活動都應該詮釋其文化脈絡，與學生的生活及

切身的經驗做聯繫(方德隆，1998；張雋婷，2004)，如此，本土教育才能具體

落實，也才能看見它存在的價值與必要性。 

就目前國小社會領域來說，當以中年級教材內容與學生最為貼近，其談論

的主軸線即以學生的生活環境做出發，概括班上所有學生的居住處所與可能到

過的風景區，教師所教將不是抽象的語彙或圖騰影像，而是學生從小與之接觸

最深的生活環境，在這樣深具安全且熟悉的環境底下，當可表現出較佳的學習

成果，亦可實踐社區有教室的理念(余安邦，2004；陳美如，2001)。 

貳、官方跑馬道：能力指標中的本土教材圖像 

學校中所教授的課程，不會也不該是中立的知識，課程中具合法性與合理

性的知識內容安排，實際上是不同團體彼此之間互相角力與妥協下的結果

(Apple,1992)。本土教育之所以被重視與開展即是 1987 年政治解嚴後的歷史產

物與對先前大中國教材的反動，於今，即便「鄉土教學活動」已在課表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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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而將大部分的元素融入九年一貫課程的社會領域能力指標之中，但既存的價

值性與意義均維持不變，並因曾大力推廣與正視過，教師均已普遍存有此一課

程意識並將之轉化入課室教學之中(吳忠宏、呂淑芬 2004；周梅雀，1999；單

文經，1997)，所以，那怕教科書已開放由民間編撰與出版，但教育部仍透過課

程綱要的規範和教科書的審查機制，來形塑學生對於這塊土地的認同(董秀蘭，

2008)。 

九年一貫課程以培養學生帶著走的能力為主要目的，學生從日常體驗的生

活空間即實感的區域作出發，透過區域內經濟、社會與文化等現象的實際觀察，

體會了社會的組成、變動與問題解決策略，並在此一基礎下學習到區域社會的

結構與原理，並從此延伸至更大的區域如國家與世界(郭金水，1992)，換言之，

我們當可從小結構裡體驗大結構的思維，並因有所學習與體悟，生活能力自然

能夠養成與建立。 

而今國小社會領域能力指標，第二學習階段主以學生在地本土作為教材核

心，其重點約可化分為「自然環境、人文特性、生活方式、人口向度、交通狀

態、歷史探討、地圖使用、差異理解與家鄉關懷」等九個面向。其論述的核心

與起始點為學童所居住的地區，但考量此一教材不易被教科書所完整編輯，所

以特別在能力指標的註解中詳述「應協調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協助授課教師取得

以當地居民的生活方式為主要內容的補充教材」，由此可見得學校或教師當要有

轉化能力指標的能量，並在此一脈絡規範下，蒐羅或適時編輯本地教材，以與

所選用的教科書作完整的教學搭配。 

如此，才能回應能力指標所期盼的教學核心，即應以學習者做為主體，教

師所設計與實踐的課程當要滿足與調適每位學生的需要，而非由學生去適應制

式化的課程內容系統(黃嘉雄，2007)。尤其本土教材的屬性是具個殊化兼具情

感性的內容知識，也為社會共通意識下的產物，若未能以學生所居住的處所做

為出發點，那麼教材內容彷彿仍是客觀性與中立性的假定，「愛我家鄉」也就成

為命定式的官方語彙，學生終究無法走入家鄉的時空情境之中。 

官方跑馬道既已劃定了所欲奔走的大致路徑圖與方向，騎士當要帶著馬匹

順風而行，如此，馬匹在幾經訓練之後，才能了解固中含意，將之轉化為自身

的能力，以在未來適切的場域中有所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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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陌生的寬廣大道：中年級教科書本土教材「齊步」走 

自 97 學年下學期到 99 學年度，兩年半的時間裡新北市國小社會領域輔導

團陸續於全市九大分區辦理教學輔導座談，於正式會議召開之前，本團會先邀

請與會教師針對平時授課情形提出問題，經整理後列舉重要議題，供所有在場

伙伴思索、討論其可行解決之道。於今 27 場次辦理下來本團共蒐羅並回應 655

道題目，探究其中尤以現行教科書不符學生生活經驗並與生長環境脫勾以致無

法理解最常被提及，於此，筆者以 99 學年度為例，整合並歸納教師所提問題於

後，以供閱讀者了解現行教科書在教育現場推展所遇瓶頸與問題。 

一、課程內容無法與學生生活經驗相結合 

雖說九年一貫課程希望學生擁有帶著走的能力，但是我們卻不難發現課程

內容和學生既存的生活經驗有著些許的差距，例如課本當中所提及的早期物

品、外縣市鄉鎮、各種農具的用途等等……，對此，僅能強迫學生記憶(重陽國

小 991013；蘆洲國小 991013；成功國小 991013；白雲國小 991201；北峰國小

991201；青山國中小 991215；秀峰國小 991215；安溪國小 1000330；民義國小

1000413；三芝國小 1000525)。 

二、教科書出版商未能提供在地的素材以協助教學工作 

教科書業者所提供的教材，未能適用於不同區域之學校，所以內容不專攻

於某一地區，在顧此失彼的狀況下，無法完全切合各生活地區的特性，需自行

找尋資料補足，就以四年級社會課程「家鄉的地圖教學」為例，必須要有一份，

包含位置、地形、名勝古蹟與特產的統整式地圖，來做教學上的使用，假若沒

有對於任課教師而言是不便的，也會帶來教學上的壓力(蘆洲國小 991013；秀

峰國小 991215；桃子腳國中小 1000330) 。 

三、在地特色不足難以彰顯影響教學工作推行 

家鄉特質的不明顯，在社會科教學上，很難有著墨之處，說服力不足恐難

引起學生的共鳴(蘆洲國小，991013；秀峰國小，991215；育英國小，100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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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分地方鄉土資料難以蒐集影響課程推展 

對於教科書中所應配合的在地課程，因沒有現成的教材，再加以無論是政

府或是民間各單位的資料皆僅止於文字上的記載，較缺乏適合融入小學社會領

域教學使用的資料(三和國小，991119；光榮國小，991124；白雲國小 991201；

青山國中小，991215)。 

五、教師背景知識不足、課務繁多備課不易 

多數學校無社會領域專任教師，課程由導師授課或行政人員兼任，專長不

一，對於社會領域不一定具有相關背景知識，課程設計深度不足，無法做到精

熟教學(永福國小，991124；白雲國小，991201；青山國中小，991215；桃子腳

國中小，1000330；山佳國小，1000413；文化國小，1000427；昌福國小，1000504；

中泰國小，1000518；屯山國小，1000518；乾華國小，1000525)。 

六、地方特色或重要仕紳安排不易無法有效建構學生課程經驗 

結合社區產業文化進行相關教學，受限於節數，行程較為緊湊，教學時間

不足而拖延課程，或因交通工具安排不易，故難確實成行，甚為可惜(蘆洲國小，

991013；秀峰國小，991215；三多國小，1000413；建安國小，1000413；文化

國小，1000427；中湖國小，1000504；鳳鳴國小，1000504)。 

七、小結：他者的語言、他者的空間、他鄉的情懷與感受 

學校是一個給予時間與空間來培養學生各種能力的地方，所欲強調的不能

僅是單純的認知層面(Noddings,1992)，更包含情感的投入與自我對於生長環境

的認同情懷。 

然而，就上述的摘要中可以發現，由於目前教科書主要是委由民間書商編

撰，所欲銷售的對象是全國而非單一縣市或鄉鎮，因此多半僅提供認識家鄉的

「方法」，而無法呈現適合當地家鄉的「內容」，因此，無論是偏遠亦或都會地

區，教材內容對於教學者與使用者而言，的確會在家鄉的認識部分產生困難。 

所以，在看似「不陌生」的教學路途上，教師應以「陌生」的角度細看並

反芻自己的教學歷程(歐用生，2003)，作一位轉化型的知識份子(t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Giroux,1988)，試著以在地的角度去體察、去發現、去傾聽教學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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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周遭的鄉土民情，將之整理轉化為個殊性的在地教材，以貼近學生的生命經

驗，並對書中內容加以轉化並思考，此些內容究竟隱含著是誰的知識？而此些

知識又何以具有價值性(Apple,2003；甘文淵，2010a)？而非侷限於教科書中的

內容，成為教科書編輯者與課程政治學下的執行者。 

肆、誰的道路？誰的圖像？數字底下的藏鏡人 

長期以來許多教師將教科書視為等同於全部的授課內容，即便九年一貫課

程推動以後仍是如此(黃嘉雄，2007；楊雲隆、徐慶宏，2007)，其主要原因為

教科書提供了結構性的知識為教師節省不少準備教材的時間，也提供學生閱讀

的便利性，再加以多數學校都會安排定期評量，因此更凸顯出教科書的重要性，

因為教科書是同年級所有教師轉化課程的「共同文本」，以致教科書更成為大家

一定得上的課程內容(郭金水，2009；楊雲隆、徐慶宏，2007)。 

對此，凸顯出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明顯缺乏自身應有的課程意識與目的，

而是跟著教科書的內容隨波逐流，所以依臺灣目前的現況，真正決定知識內容

並非教師或能力指標的編撰者，而是教科書的編輯者，教科書也就被視為唯一

的教材，教師授課內容等同於教科書，學生學習等同於背誦並理解教科書(周珮

儀，2002；黃政傑，2002) 

教科書開放，委由民間出版社編輯與發行，其原意在於希望藉由多元的教

材內容和呈現形式及彼此的競爭，激勵教材和教科書品質的不斷提升(黃嘉雄，

2007)，但出版社終究需要營利，為求全國能夠一體適用，在這樣的考量之下，

實無法針對個別縣市、各種文化背景的學校與學童設計教材內容，致使教材與

學生的生活經驗無法密切的配合，不僅學生的學習興趣降低，也導致學習成就

下降(王秋蘭，2007；楊雲隆、徐慶宏，2007)，再者，在有限的版面之下，教

科書裡所呈現的論點會是誰的論點呢？它所引用的素材會偏向那個地方呢？實

值得我們加以關注與探討。 

所以，筆者針對市售三家出版社(康軒、翰林與南一)中年級教材加以探討，

發現當中內容所呈現的意念儘管是從敘寫家鄉做出發，但所呈現例證卻有集中

於部分縣市之感，所以，乃將教科書課文內容所舉縣市例子與照片逐一統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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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二、三表格，以反應目前現狀。其統計單位以頁計算，假若該頁重複

出現兩次以上臺北市圖片，仍記一次，課文當中所舉例子亦相同。 

由附件一至三統計表格，我們可以看見幾項出版社編輯取向與市場區隔要

點： 

一、所引例證康軒與翰林以雙北市為主，南一則以高雄市為主 

從統計表格中可以清楚發現康軒與翰林所引例證主要以雙北市為主，前者

佔全部例證的 21.5％，後者更高佔 24.22％；但南一卻以高雄市為主佔 12.77％，

新北市佔 10.58%，臺北市更僅佔 5.84％，低於嘉義縣的 6.20％，此點編輯手法

與其他二者有很大的不同，也可見得不同出版社所著重的縣市類別不同，也可

看出不一樣的市場取向，但是否有同步反映在該教科書的市場銷售狀況實有繼

續探討之必要。 

二、部分縣市編輯比例過低實有檢討之必要  

按教育部「99 學年度國小學童按縣市別」統計資料顯示，基隆市、嘉義市

與連江縣學生佔全國比例分別為 1.55％、1.39％與 0.03％，但就三大版本所引

例證統計表格中卻可發現基隆市所佔比例僅為 0.36-0.47 之間；嘉義市與連江縣

在翰林與康軒版中更不見所舉例證，僅有南一稍有提及，就居住在當地的學生

來說，課本仿若就是介紹他縣市的文化圖書，實難產生有效的共鳴，在學習上

更難以產生有效的學習遷移，對教師而言，更需花費心力予之準備，否則很難

達到有效的教學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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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縣市國小學生人數與各版本引用例證差異比 

縣市 
比例 

基隆市 臺北市 新北市 桃園縣 新竹市 新竹縣 苗栗縣 臺中市 彰化縣 南投縣 雲林縣

99 學年度 
學生比例 

1.55 9.60 16.34 10.23 2.12 2.61 2.45 12.78 5.93 2.27 3.10 

康軒例證 
比 例 

0.47 8.88 12.62 5.14 1.40 2.34 2.80 3.27 8.41 5.61 4.67 

康軒 
異  比 

(％) 
-69.93 -7.56 -22.79 -49.76 -33.73 -10.62 14.52 -74.41 41.88 146.57 50.96

翰林例證 
比  例 

0.45 11.66 12.56 1.79 1.79 2.24 1.79 3.59 2.69 6.73 5.83 

翰林差 
異 比 

(％) 
-71.14 21.40 -23.17 -82.47 -15.21 -14.22 -26.73 -71.93 -54.61 195.77 88.33

南一例證 
比  例 

0.36 5.84 10.58 5.47 3.65 4.01 5.47 4.38 4.38 3.28 4.01 

南一差 
異 比 

(％) 
-76.52 -39.20 -35.23 -46.49 72.52 53.58 123.61 -65.73 -26.12 44.43 29.70

差異比 
總 計 

-217.59 -25.36 -81.19 -178.72 23.58 28.74 111.4 -212.07 -38.85 386.77 168.99

縣市 
比例 

嘉義市 嘉義縣 臺南市 高雄市 屏東縣 宜蘭縣 花蓮縣 臺東縣 澎湖縣 金門縣 連江縣

99 學年度 
學生比例 

1.39 2.13 7.57 11.30 3.60 1.96 1.43 0.98 0.35 0.26 0.03 

康軒例證 
比  例 

0.00 6.54 7.48 8.88 7.48 4.67 1.87 3.74 1.87 1.87 0.00 

康軒差 
異 比 

(％) 

-100.0 206.65 -1.27 -21.46 107.68 138.84 31.10 282.40 430.37 606.85 -100.0

翰林例證 
比  例 

0.00 5.38 7.62 7.17 5.83 7.62 5.38 5.38 3.59 0.90 0.00 

翰林差 
異 比 

(％) 

-100.0 152.23 0.67 -36.53 61.93 289.64 277.44 450.45 917.92 239.16 -100.0

南一例證 
比  例 

1.09 6.20 4.74 12.77 4.01 5.11 3.6 5 5.47 3.28 1.46 0.73 

南一差 
異 比 

(％) 

-21.26 190.82 -37.35 12.99 11.52 161.16 155.99 460.00 832.01 452.06 2028.78

差異比 
總 計 

-221.26 549.7 -37.95 -45 181.13 589.64 464.53 1192.85 2180.3 1298.07 182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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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試以 99 學年度各縣市國小學童比例做為基礎線，作各版本差異比分析

(中年級版本出現比例 － 該縣市國小學童佔全國比例 / 該縣市國小學童佔全

國比例；差異比越高代表與基礎線差距比值越高)，發現康軒版教科書在編輯上

雖引自新北市比例最高，但差異比卻為負數的 22.76％，澎湖縣與金門縣在編

輯引用上雖僅佔全部例證的 1.87％，但在差異比上卻很高；翰林版教科書關於

新北市的教材比例與差異比反應與康軒版差不多，但在臺北市的差異比上卻是

成正數的 21.4％，由此可知翰林版相較其他兩個版本更著重臺北市的鄉土教育

素材，在高差異比部分以澎湖縣與臺東縣最高；南一版教科書相較其他兩個版

本在臺北市與新北市差異比均較大，此點與上述論點一結論相吻合，而在高差

異比部分則更為著重連江縣、澎湖縣、臺東線與金門縣，由此可知南一版教科

書並未忽略學生人口比例佔全國最低的四個縣市，亦可看見南一版教科書在取

材上的多元面貌。 

若就三大版本差異比加以統計，以嘉義市最低，基隆市其次，此二者統計

結果亦可佐證論述二的觀點，但臺中市何以負數差異比排在倒數第三且與基隆

市相去不遠實值得後續作探討。 

四、各縣市國小學生人數與各版本引用例證積差相關統計 

筆者就「99 學年度各縣市國小學生人數比例」與「各版本引用各縣市素材

所佔比例」兩項因子進行皮爾森積差相關(Pearson Correlation)統計，其結果如

下方表格所示，以康軒版最高，翰林版相對較低，但三者均成顯著差異，由此

可見，各出版社為讓該教科書適用於全國各地，因此在取材上均有兼顧，但畢

竟本土教材有強烈個殊差異性質，各校在選用上均應詳加審查，以挑選出較為

適切之教科用書。 

版 本 名 稱 相 關 系 數 

康軒版 0.726** 

翰林版 0.562** 

南一版 0.705** 

**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雙尾)，相關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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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山不轉路轉：保留共項、改變殊項 

為避免課本所談論的範疇與中年級學生的生活經驗無法相結合，教師應適

時轉化當中的課本內容，看見各版本的差異與不適切之處，保留課本裡在地化

的精神即共項，改變在地化的區域例證即殊項，如此，教科書對於學生而言將

是在訴說與詮釋自己生命的讀本，而非淪為他者的語言及圖像。 

試以康軒三下單元一家鄉的生活第一節敦親睦鄰為例，該課內容先以桃園

縣做為例子，如行政區域圖、身份證、門牌等，對此，教師應善用電子或紙本

地圖，讓學生看見自己的鄉鎮、村里位在該縣市、鄉鎮的哪裡，也以學校門牌

或街坊鄰居的門牌號碼做為例證，告訴學生地址的意義與行政劃分的階層關

係，如縣以下可區分為鄉鎮市，之下有村里鄰等等，透過在地化的地圖與舉例，

學生當可對於課本所欲傳達的知識架構有所理解；該課後半段則談到「遠親不

如近鄰」、「鄰居應有的禮貌與態度」等情意層面，此點，因屬基本概念且可適

用於全國各地，所以教師得依課本所撰寫的內容進行教學，無須更改與調整。 

概括言之，如何將在地化的素材「轉化」進入課本現有的框架裡，應該是

多數教師所應思考的，畢竟，在有限的時間裡，若教學的內容既包含他鄉的知

識也包含在地的故事與內容，那麼不僅課堂時數不夠使用，對於學生的學習也

是一大負擔，所以，轉化式的課程，並非在堆砌與累加知識，而是在既有的脈

絡裡，重構並刪減原本的不適宜教材，如此，不僅增強了教師的課程意識，也

讓學生思考的面向更為真切，看見更為真實的在地文化(甘文淵，2010b；莊明

貞，1999)。 

陸、我的思索、我的路：多一些用心與體悟、少一點記憶與背誦 

居住場域是客觀的自然結構，與之接觸是人與環境的情感培養與互動，當

學生知悉其所生長的環境，他才可帶著意識的鏡頭回頭探究陪伴他已久的居住

場域，然後加以思考與反思，進而轉化與改變其慣習的生活環境，於此，一個

人才算達到完全的解放，並重新建構其思想體系與行動。「人生何處不問題」，

只是看你有無打開那個習慣的假定罷了，若有且願意揭發自己的固定假想，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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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能也就達到「人生何處不問題」的境界，然而，此一以懷疑為基礎的思考觀

點，若過渡的被使用，則容易流於多慮的困境裡頭，因此，儘管問題意識是重

要的，但需夾雜著理性的感知在裡頭，以好奇的「情感」為探知的起始點，然

後帶著大膽冒險的思緒做出最大的假設，但卻也小心的求證，意識將可不斷的

洗鍊直至永遠，而這樣的生存也才能不被習慣所過度的制約。如是，學生從深

具安全感的場域裡作出發，他學會了帶著自我的意識與懷疑的假定探索這世

界，其所知、所覺、所感將是具有厚度的本土意像，而非僅是課文裡的片段知

識記憶。 

教科書所扮演的角色，不僅是教學的主要資源，更是傳遞了文化的精華，形

塑了社會的價值，對於個人的知識發展及文化素養扮演了不容忽視的重要角色

(鄭世仁，1992)，但假若其提取的素材刻意或不經意的忽略了部分地區，又或強

化了部分地區的繁榮與特色，那麼對少數弱勢文化的學生而言，因文化衝突或不

被認同，容易形成社會與心裡的需求無法滿足，對主流文化的學生而言，這樣的

課程設計，不但養成錯誤的優越感，也容易導致他錯誤的概念(吳美娟，2005)  

反思上述探討教科書引用各縣市例證表格，我們更可清楚看見「本土教材」

不再是地域性的，學生對此的學習是有距離感的、是陌生的、是不易學習的，

致使課本的內容盡是「他鄉」的地理空間與歷史情感，他者的知識藉由教學場

域的強勢導入，主客之間因而異位，從所謂的主流意念(臺北價值或高雄價值)

去解構自己所生處的地方，自我對於家鄉的認同因而不易被建立，所以，學生

對於臺灣這個地域的認識，將會是由家庭直接跳至全國的範疇，中間應存有的

村、鄉鎮市區與縣市將形成一個巨大的斷層，此點將會讓他少卻對自我家鄉應

有的全然認同感。 

面對此，唯有教師從課程綱要著手，深切了解能力指標，思索本土教育在

小學社會領域中的真實圖像，如是才能確切知道什麼才是在小學社會領域中所

應表達的課程內容，而不被教科書內容所綑綁(吳月鈴，2005)，再者，教師應

以文化研究者、差異發掘者及公共的知識份子自居，在教學的歷程當中應不斷

的思索著「應促進誰的文化？」「有所謂共同文化的東西嗎？」「學生是帶著什

麼樣的文化進入教室當中？」「教室在引領學生認識在地文化時又是扮演著什麼

樣的角色？」，於此，教師在如是的反問當中，將可有效度的澄清教科書當中的

意識型態或雜亂素材，擴張學生應有的視野，將在地的議題同步帶入教室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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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得以有機會釐清自己的認為、看見屬於自己的文化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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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國小中年級康軒版課文與圖片例證統計表格 

   縣市 
出版社 

基隆市 臺北市 新北市 桃園縣 新竹市 新竹縣 苗栗縣 臺中市 彰化縣 南投縣 雲林縣

康 軒 三 上 
課 文 例 證 

0 0 0 0 0 0 0 0 0 0 0 

康 軒 三 上 
圖 片 例 證 

0 0 0 0 0 0 0 0 0 0 0 

康 軒 三 下 
課 文 例 證 

0 0 1 1 0 1 0 1 2 3 0 

康 軒 三 下 
圖 片 例 證 

0 8 15 6 2 1 2 3 6 5 4 

康 軒 四 上 
課 文 例 證 

0 0 0 0 0 0 1 0 1 0 0 

康 軒 四 上 
圖 片 例 證 

1 8 9 4 0 3 2 3 7 3 5 

康 軒 四 下 
課 文 例 證 

0 0 0 0 0 0 0 0 0 0 0 

康 軒 四 下 
圖 片 例 證 

0 3 2 0 1 0 1 0 2 1 1 

總 數 1 19 27 11 3 5 6 7 18 12 10 

比 例 ( ％ ) 0.47 8.88 12.62 5.14 1.40 2.34 2.80 3.27 8.41 5.61 4.67

   縣市 
出版社 

嘉義市 嘉義縣 臺南市 高雄市 屏東縣 宜蘭縣 花蓮縣 臺東縣 澎湖縣 金門縣 連江縣

康 軒 三 上 
課 文 例 證 

0 0 0 1 0 0 0 0 0 0 0 

康 軒 三 上 
圖 片 例 證 

0 0 0 0 0 0 0 0 0 0 0 

康 軒 三 下 
課 文 例 證 

0 4 0 2 1 0 0 0 1 1 0 

康 軒 三 下 
圖 片 例 證 

0 8 4 8 7 4 2 1 1 2 0 

康 軒 四 上 
課 文 例 證 

0 0 1 0 0 0 0 1 0 0 0 

康 軒 四 上 
圖 片 例 證 

0 2 8 5 6 4 2 4 0 0 0 

康 軒 四 下 
課 文 例 證 

0 0 0 0 0 0 0 0 0 0 0 

康 軒 四 下 
圖 片 例 證 

0 0 3 3 2 2 0 2 2 1 0 

總 數 0 14 16 19 16 10 4 8 4 4 0 

比 例 ( ％ ) 0.00 6.54 7.48 8.88 7.48 4.67 1.87 3.74 1.87 1.87 0.00

 



他者的語言與圖像：國小社會領域中年級教科書本土意念之解構 41 

 

附件二：國小中年級翰林版課文與圖片例證統計表格 

   縣市 
出版社 

基隆市 臺北市 新北市 桃園縣 新竹市 新竹縣 苗栗縣 臺中市 彰化縣 南投縣 雲林縣

翰 林 三 上 
課 文 例 證 

0 0 0 0 0 0 0 0 0 0 0 

翰 林 三 上 
圖 片 例 證 

0 0 0 0 0 0 0 1 0 0 0 

翰 林 三 下

課 文 例 證 
0 0 0 0 0 0 0 0 0 0 0 

翰 林 三 下

圖 片 例 證 
1 2 4 1 0 1 1 1 1 2 2 

翰 林 四 上

課 文 例 證 
0 3 0 0 0 0 0 0 1 1 1 

翰 林 四 上

圖 片 例 證 
0 13 18 3 3 1 2 5 3 9 4 

翰 林 四 下 
課 文 例 證 

0 0 1 0 0 0 0 0 0 0 1 

翰 林 四 下 
圖 片 例 證 

0 8 5 0 1 3 1 1 1 3 5 

總 數 1 26 28 4 4 5 4 8 6 15 13 

比 例 ( ％ ) 0.45 11.66 12.56 1.79 1.79 2.24 1.79 3.59 2.69 6.73 5.83

   縣市 
出版社 

嘉義市 嘉義縣 臺南市 高雄市 屏東縣 宜蘭縣 花蓮縣 臺東縣 澎湖縣 金門縣 連江縣

翰 林 三 上 
課 文 例 證 

0 0 0 0 0 0 0 0 0 0 0 

翰 林 三 上 
圖 片 例 證 

0 0 1 0 1 0 0 0 0 0 0 

翰 林 三 下

課 文 例 證 
0 0 0 0 0 0 0 0 0 0 0 

翰 林 三 下

圖 片 例 證 
0 3 0 3 0 4 1 1 1 1 0 

翰 林 四 上

課 文 例 證 
0 0 1 2 0 1 1 0 1 0 0 

翰 林 四 上

圖 片 例 證 
0 1 12 7 7 5 6 10 3 1 0 

翰 林 四 下 
課 文 例 證 

0 3 0 0 0 1 2 0 1 0 0 

翰 林 四 下 
圖 片 例 證 

0 5 3 4 5 6 2 1 2 0 0 

總 數 0 12 17 16 13 17 12 12 8 2 0 

比 例 ( ％ ) 0.00 5.38 7.62 7.17 5.83 7.62 5.38 5.38 3.59 0.9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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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國小中年級南一版課文與圖片例證統計表格 

縣市 
出版社 基隆市 臺北市 新北市 桃園縣 新竹市 新竹縣 苗栗縣 臺中市 彰化縣 南投縣 雲林縣

南一三上 
課文例證 0 0 0 0 0 0 0 1 0 0 0 

南一三上 
圖片例證 0 0 0 0 0 0 0 0 0 0 0 

南一三下
課文例證 0 2 0 0 0 0 0 0 2 0 0 

南一三下
圖片例證 0 4 1 0 1 2 1 3 5 3 1 

南一四上
課文例證 0 2 3 2 0 2 1 1 1 0 0 

南一四上
圖片例證 1 2 10 9 0 4 6 2 1 3 5 

南一四下 
課文例證 0 0 3 2 4 0 1 2 0 0 0 

南一四下 
圖片例證 0 6 12 2 5 3 6 3 3 3 5 

總 數 1 16 29 15 10 11 15 12 12 9 11 

比 例 ( ％ ) 0.36 5.84 10.58 5.47 3.65 4.01 5.47 4.38 4.38 3.28 4.01 

縣市 
出版社 嘉義市 嘉義縣 臺南市 高雄市 屏東縣 宜蘭縣 花蓮縣 臺東縣 澎湖縣 金門縣 連江縣

南一三上 
課文例證 0 0 1 1 0 0 0 0 0 0 0 

南一三上 
圖片例證 0 0 0 0 0 0 0 0 0 0 0 

南一三下
課文例證 0 0 0 0 0 1 0 0 2 0 0 

南一三下
圖片例證 0 5 2 10 1 2 2 5 3 2 0 

南一四上
課文例證 0 2 0 3 0 0 1 1 0 0 0 

南一四上
圖片例證 1 5 3 10 8 5 3 6 2 1 0 

南一四下 
課文例證 0 1 1 0 0 1 0 1 0 0 0 

南一四下 
圖片例證 2 4 6 11 2 5 4 2 2 1 2 

總 數 3 17 13 35 11 14 10 15 9 4 2 

比 例 ( ％ ) 1.09 6.20 4.74 12.77 4.01 5.11 3.6 5 5.47 3.28 1.46 0.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