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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四年級本土教材推廣之適用程度探討 

范達彰 

苗栗縣錦水國小教師兼教務主任 

摘 要 

本土教材是九年一貫社會領域課程與家鄉事物連結的重要橋梁，更是學生

學習家鄉風土民情的必備補充教材。為了讓學生認識與瞭解家鄉的人事物，培

養愛鄉愛土的高尚情操，進而在世界觀與國際化的趨勢下，開創屬於自己的一

片天。   

因為這種意識與關注，促使本縣社會領域輔導員，義無反顧的投身於本土

教材的編輯與推廣工作，並配合國家教育研究院研究員秦葆琦副研究員的研究

計畫，展開苗栗縣四年級本土教材資料的蒐集與彙整，希冀透過實驗對照的方

式進行驗證與編修，使得本教材成為適合全縣老師參考使用的補充教材，從而

探討目前本縣四年級本土教材的推廣現況與適用程度。 

研究歷程大致分為三期：規劃準備期、統計分析期、完成報告期 

研究步驟：設計調查問卷、蒐集參與人員心得問卷、參照問卷與統計意見、

分析實施結果與適用性。 

研究方法：採問卷調查方式研究，藉以客觀暸解本土教材的適用程度。 

研究結果：受訪教師對苗栗縣四年級本土教材的編輯與應用，大部份持肯

定與支持態度。但在使用上，仍然受到現有課程時數的限制，

以致於併入領域課程實施的時間相對減少，有些教師只能當成

課外參考教材。 

研究結論：本縣四年級本土教材的編輯，符合能力指標的要求，就適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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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而言，是很好的本土教材，值得推廣使用。但在教育主管機

關，甚至學校方面應該有鼓勵性或建設性的課程配套措施，讓

本土教材能深入各個教室，為教師所善用，從而培養學生知鄉

惜鄉愛鄉愛土的觀念與情操。 

 

 

關鍵字：本土教材、調查問卷、適用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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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土教育是九年一貫社會領域課程的基本內涵，也是重要的課程目標，如

何能因地制宜的，將相關課程編入現有的教科書，是各大教科書出版商所要審

慎考量的重點所在。 

但是，由於各地的民俗風情有異，難以編出一套完全適用於每個地方的本

土教材，致使在內容編排上，在儘量符合能力指標的前提下，僅能就全國能見

度或知名度較高的鄉土事物，加以重點提示或類舉範例。所以，本土教材的編

輯與教學，就變得非常重要。 

本縣在推動本土教育方面的積極與用心，一直不遺餘力，這可以從許多主

題性的本土活動中窺見一斑，特別是對本土教材的重視與編輯，縣府扮演著主

要推手的角色。不管是編纂計畫的細膩規劃，或是經費的支援配合，都投注了

相當多的心力，希望能藉此培養家鄉居民熱愛鄉土的情感，打造苗栗新故鄉。 

隨著本土化概念的蓬勃發展，全國各地的本土主題特色活動，如雨後春筍

般的四處萌芽，本土教育的重要性再度獲得社會大眾的重視。本縣教育處國教

輔導團社會領域小組，從民國 93 年起，便主動辦理一系列本土教學網站的資料

蒐集與彙編工作，並邀請新竹教育大學的楊雲龍教授專題指導，逐步建置完成

苗栗縣十八鄉鎮的重要鄉土資料，緊接著編著了數冊與鄉土民情相關的主題式

鄉土教學手冊，例如：話說茶鄉、新港彭家祠堂、小小考古員~過港貝化石等

等，進能將本土概念深化融入社會領域課程中。 

近兩年來，本縣教育處國教輔導團社會領域小組，除了配合國家教育研究

院秦葆崎副研究員的鄉土教材研究計畫之外，更積極爭取相關經費，將之前編

輯的苗栗縣四年級本土教材與教師手冊付諸印製，並透過「到校輔導」的時機

轉發推廣給各校使用，期使縣內的教師都能共享此份得來不易的教學資源，精

進社會領域本土教育的教學能力，提升教學成效。 

在此，希望以親自參與的經歷，提出個人對教材編輯與適用的淺見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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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的目的與設計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在了解「苗栗縣四年級本土教材-苗栗是我的家鄉（以下簡稱本土教

材）」，在本土教育推動上是否適用於教學現場，進而對本縣社會領域教師提供

實質性的幫助。 

筆者以自身參與編製與實際教學的經驗，試圖了解本土教材能否提升學生

對家鄉的知覺與情感，增進感動、感受到家鄉的美好事物，最終能愛鄉愛土貢

獻自己專長，為家鄉盡一份心力。從鄉土知能的認知，到愛鄉的情意，至善用

自己的技能，去改善家鄉的弱勢，開拓家鄉的新未來。 

因為這種想法與好奇，所以發展出一份對本土教材適用程度的調查問卷，

主要針對以下幾個面向加以探討： 

第一個面向是本土教材的使用率是否普及？ 

第二個面向是本土教材的內容編輯是否適用？ 

第三個面向是本土教材與現有社會領域教科書的配合程度？ 

第四個面向是本土教材的推廣是否達成預期目標？ 

第五個面向是本土教材的發展限制？ 

希望能有所收穫，並得知本土教材的適用程度。 

二、研究方法： 

(一) 本研究針對三類研究對象（包括編輯人員、試教教師、各校教師代表），

採用問卷調查法，進行統計、意見歸納與質性分析。 

(二) 可能遭遇的困難與解決途徑在調查問卷的回收率不會很高，需積極進

行催卷與請託學校協助作答，藉以提高回收率與增加有效樣本。 

三、研究樣本： 

為得知學校實際情形，本研究樣本預計發出全縣所有學校 90 份調查問卷，

包括編輯人員、試教教師及各校教師。計回收 75 份問卷，其中有效問卷為 72



苗栗縣四年級本土教材推廣之適用程度探討 233 

 

份。回收情況如表 1： 

表 1 問卷樣本與回收情形統計表 

樣本對象 發出份數 回收份數 有效份數 回收率(%) 

編輯人員 12 10 10 83.3% 

試教人員 2 2 2 100% 

各校教師 76 63 60 78.9% 

合    計 90 75 72 83.3% 

參、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次研究內容分為本土教材的使用率是否普及（普及程度）、本土教材的內

容編輯是否適用（適用程度）、本土教材與現有社會領域教科書的配合程度（高

低程度）、本土教材的推廣是否達成預期目標（達成程度）、本土教材的發展限

制（自由發表）等五大向度。分項統計結果如下： 

一、本土教材使用的普及程度 

苗栗縣教師使用本土教材的普及程度統計見表 2。 

表 2 苗栗縣教師使用本土教材的普及程度統計表 

使用 
程度 

對象 
完全使用 部分使用 偶爾使用 不常使用 未曾使用 總計 

編輯 
與試教 

2 
(3%) 

6 
(9%) 

4 
(6%) 

0 0 
12 

(16.7%)

各校老師 
2 

(3%) 
13 

(18%) 
11 

(15%) 
21 

(29%) 
13 

(18%) 
60 

(83.3%)

合計 
4 

(6%) 
19 

(26%) 
15 

(21%) 
21 

(29%) 
13 

(18%) 
7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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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者與試教：其中以「部份使用」比率最高佔 9%，「偶爾使用」次之佔

6%， 使用教材者計達 12 人，使用率是百分百。從數據顯示可以推論出

編輯群與試教老師，對於本教材是有信心且願意使用的。 

2. 各校教師：其中以「不常使用」比率最高佔 29%，「部分使用」次之佔

26%，使用教材者僅有 37 人，使用率僅過半。從數據顯示可以推論出各

校老師，對於本教材的使用不如預期，且有部分學校校內老師未曾使用

過，讓我們感覺挫折與不解。為了得知箇中原因，於是筆者繼續訪查下

去，摘錄其中主要原因如表 2。 

3. 未使用原因為開放式答案，並非每位都敘寫，內容整理見表 3： 

表 3 苗栗縣教師未使用本土教材的原因統計表 

主要 
原因 

對象 

不知有 
此教材 

正課時數
不夠 

定期評量 
有困難 

學校 
不支持 

其他 
未填

答 
總計 

編輯 
與試教 

0 
1 

（1%） 
2 

(3%) 
3 

(4%) 
0 

6 
(8%) 

12 
(16.7%)

各校 
老師 

14 
(19%) 

21 
(29%) 

16 
(22%) 

4 
(5%) 

5 
(7%) 

0 
60(83.3

%) 

合計 
14 

(19%) 
22 

(31%) 
18 

(25%) 
7 

(10%) 
5 

(7%) 
0 

72 
(100%)

 

1. 編者與試教：其中以「學校不支持」比率最高佔 4%，定期評量有困難

次之佔 3%。從數據顯示可以推論出編輯群與試教老師，對學校不支持

或困難推動感覺沮喪。 

2. 各校教師：其中以「正課時數不夠」比率最高佔 29%，定期評量有困難

次之佔 22%，再者「不知有此教材」的教師也佔了 18%。從數據顯示可

以推論出各校老師，對於本教材的使用時機疑慮與擔心較高，深怕佔用

了所謂「正課」的時數，並增加定期評量命題的困難度，與破壞測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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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性。另外，也有不少老師是因為不知道有此教材而未加以應用，或

許是領回教材的老師未加以轉達給任課老師所導致。 

二、苗栗縣教師對本土教材內容編輯的滿意程度 

苗栗縣教師對本土教材內容編輯的滿意程度統計見表 4。 

表 4 苗栗縣教師對本土教材內容編輯的滿意程度統計表 

滿意 
程度 

對象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不滿意 

非常 
不滿意 

總計 

編輯 
與試教 

4 
(5%) 

6 
（9%） 

2 
(3%) 

0 0 
12 

(16.7%)

各校 
老師 

14 
(19%) 

36 
（50%）

6 
（9%） 

4 
(5%) 

0 
60 

(83.3%)

合計 
18 

（24%） 
42 

（58%）
8 

（11%）
4 

(5%) 
0 

72 
(100%)

 

1. 編者與試教：其中以「滿意」比率最高佔 9%，非常滿意次之佔 5%。從

數據顯示可以推論出編輯群與試教老師，對於本教材的滿意程度較高，

有 10 位編輯老師對自己協助編輯的內容具有信心；但也有 2 位對教材的

內容專業度提出部分質疑。 

2. 各校教師：其中以「滿意」比率最高佔 50%，非常滿意次之佔 19%，覺

得不滿意的僅有 5%，整體滿意度接近七成。從數據顯示可以推論出各

校老師，對於本教材的內容編輯滿意度甚高，整體來說是值得推廣的本

土教材；至於不滿的教師，或許是因為對內容的專業度有所顧慮吧。 

三、苗栗縣教師對本土教材與社會領域教科書配合程度的意見 

苗栗縣教師對本土教材與社會領域教科書配合程度的意見統計見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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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苗栗縣教師對本土教材與社會領域教科書配合程度的意見統計表 

配合 
程度 

對象 
非常配合 配合 普通 不配合 

非常 
不配合 

總計 

編輯 
與試教 

6 
(9%) 

6 
(9%) 

0 0 0 
12 

(16.7) 

各校老師 
20 

(28%) 
30 

(42%) 
8 

(11%) 
2 

(3%) 
0 

60 
(83.3%)

合計 
26 

(36%) 
36 

(50%) 
8 

(11%) 
2 

(3%) 
0 

72 
(100%) 

1. 編者與試教：其中「配合」與「非常配合」比率相同為 9%，與教科書

配合率是百分百。從數據顯示可以推論出編輯群與試教老師，對於本教

材與社會領域教科書配合程度是高度正相關的，適合運用在社會學習領

域的本土教育教學上。 

2. 各校教師：其中以「配合」比率最高佔 50%，非常配合次之佔 26%，非

常不配合則沒有。從數據顯示可以推論出各校老師，對於本教材與社會

領域教科書配合程度的大致還是給予正面肯定的。 

四、苗栗縣教師對本土教材推廣的達成程度 

苗栗縣教師對本土教材推廣達成程度的意見統計見表 6。 

表 6 苗栗縣教師對本土教材推廣達成程度的意見統計表 

達成 
程度 

對象 

完全 
達成 

大都 
達成 

部份達成
部分 

未達成 
全部 

未達成 

總計 

編輯 
與試教 

2 
(3%) 

4 
(5%) 

4 
(5%) 

2 
(3%) 

0 
12 

(16.7%) 

各校老師 
7 

(9%) 
16 

(22%) 
20 

(28%) 
14 

(19%) 
3 

(4%) 
60 

(53.3%) 

合計 
9 

(12%) 
20 

(27%) 
24 

(33%) 
16 

(22%) 
3 

(4%) 
7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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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者與試教：其中以「大都達成」與「部份達成」比率相同，約佔 5%，

全部未達成則無。從數據顯示可以推論出編輯群與試教老師，有 10 位老

師認為本教材在推廣的目標上是有達成的；但也有 2 位老師覺得達成率

偏低。 

2. 各校教師：其中以「大都達成」比率最高，約佔 36%，「部份達成」次

之，約佔 28%。從數據顯示可以推論出各校老師，有接近六成教師認為，

本教材在推廣的目標上是達成的；但也有 19 位老師覺得還要再更努力宣

傳。 

五、苗栗縣教師對本土教材發展限制的意見 

苗栗縣教師對本土教材發展限制的意見為開放題，由教師自由敘寫，其內

容經整理歸納見表 7。 

表 7 苗栗縣教師對本土教材發展限制的意見統計表 

自由表
意 

對象 
不受限制 

部分 
不受限制 

普通 有點限制
全部 

受到限制 
總計 

編輯 
與試教 

5 
（7%） 

6 
（9%） 

1 
（1%）

0 0 
12 

(16.7%) 

各校 
老師 

9 
〈13%〉 

23 
（32%） 

11 
（15%）

10 
（14%）

7 
〈10%〉 

60 
(83.3%) 

合計 
14 

（20%） 
29 

（41%） 
12 

（17%）
10 

（14%）
7 

〈10%〉 
72 

(100%) 

 

1. 編者與試教：其中以「部分不受限制」比率較高，約佔 9%，「不受限制」

其次，約佔 7%，「全部受到限制」則無。從數據顯示可以推論出編輯群

與試教老師，認為本教材在持續發展上是不受限制的，可以持續編修與

充實。 

2. 各校教師：其中以「部分不受限制」比率最高，約佔 46%，「普通」次

之，約佔 15%，「全部受到限制」也有 13%。從數據顯示可以推論出各

校老師，有接近六成教師認為本土教材在持續發展上是不受限制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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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接近 27%的老師認為本土教材在持續發展上，會受到環境變遷的限

制。由此來看，本土教材的永續發展，多少會受到教師本身背景知識與

教學現場環境的影響，需更加宏寬的探究一番。 

六、填答百分比分析 

為瞭解編輯群與試教和各校教師填答的傾向，將各題中屬於正向的 5 和 4

兩項填答人數相加，呈現在表 8。 

表 8 編輯群與試教教師在各項問題的正向填答統計表 

正向填答對象

研究內容向度 

編輯與試教人數 

與佔該項百分比 

各校老師人數 

與佔該項百分比 

一、 本土教材使用的普及程度 8/12（100%） 15/60（43.3%） 

二、 苗栗縣教師對本土教材內

容編輯的滿意程度 
10/12（83.3%） 50/60（83.3%） 

三、 苗栗縣教師對本土教材與

社會領域教科書配合程度

的意見 

12/12（100%） 50/60（83.3%） 

四、 苗栗縣教師對本土教材推

廣的達成程度 
10/12（83.3%） 43/60（71.7%） 

五、 苗栗縣教師對本土教材發

展限制的意見 
11/12（91.7%） 32/60（53.3%） 

 

從表 8 的統計，我們可以看出編輯群的正向填答比率很高，幾乎都超過 80%

以上，有兩項甚至達到 100%水準，顯示編輯群對於本土教材的適用程度是屬

於高度認同與配合支持的。反觀各校教師的部分，正向填答的比率則僅有兩項

超過 80%，一項超過 70%，有一項甚至低於 50%，即對「本土教材的普及與推

廣」明顯感到不滿意與失望。 

從問卷調查的統計與填答的百分比數據顯示，筆者推論本土教材的編輯與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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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老師，在本土教材教學的觀念與支持上，較一般學校老師為佳，或許是本身參

與和身為社會領域輔導員的責任感使然。本土教材的編製為教師帶來許多教學便

利，即使善加利用的教師人數不多，大部份教師對「苗栗縣四年級本土教材」的

編輯與應用，抱持肯定與支持態度。但未能善用本土教材的教師，也不能全然歸

責於他們身上。畢竟，有時候學校的活動或事務繁多，教師受到現有課程時數的

限制，上「正課」都來不及，還要上「補充教材」，對教師來說是稍嫌重了一些。

在此，我們不得不承認，本土教材的補充教學有一定的困難或限制。 

本次填寫問卷的教師也反應，社會領域教師的異質性較大，在中小型學校

裡，導師擔任社會課情形比比皆是，在備課與內容熟悉度上，與大型學校社會

科任教師的差異性較大。再者，學校總體課程在規劃時，是否將本土教材納入

編排？ 

在定期評量時，是否能兼顧公平性與適用性等，也是實施本土課程所要面

對的實際狀況。另外，考量社會領域課程的節數有限，有些教師只能當作課外

補充教材「參閱」，對於本土教材的推動成效有限。 

肆、結論與建議 

「苗栗縣四年級本土教材-苗栗是我的家鄉」從整體的調查結果來看，是作

補充教材來教學，對學生在家鄉的了解與認同上，都能提供積極正面的意義。

但在使用上卻受到一些教學實際面如時數不足，課程相互排擠問題的影響，致

使教師在進行教學時無暇兼顧，甚至有些學校僅能充當參考用書使用，置之於

圖書館，束之高閣，等待有緣人來借閱。考量理論面的需求與實際面的使用困

難，即使有再好的本土教材，能適用於各種版本與教學現場，若是無人使用或

無法使用，這樣就有些資源浪費了。藉此研究機會，筆者提出一些可行性的觀

點與建議，提供給有關單位與相關人員審視參酌： 

一、 本土教材的實施，不能僅靠教師個人埋頭苦幹，悉聽尊便式的外加課

程，尚需仰賴學校與主管機關積極協助與授權。 

二、 主管機關應規劃本土教材實施的原則與時數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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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師應配合參加本土教材使用的知能研習。 

四、 本土教材應納入學校總體課程計畫社會領域課程編排。 

五、 本土教材的審定，需要經過專業人員客觀的認證與檢定，以成為比較

嚴謹可用的教材。 

伍、省思 

筆者身為苗栗縣社會領域輔導員，理應發揮自己的責任與義務，協同其他

夥伴，主動行銷與推廣本土教材。另外，既然發現了本土教材的適用性很高，

即使遇到了困難與問題，應該思考解決問題的策略或方法，善用各種場合與機

會，努力去影響其他教師，在社會領域的教學時，接受與應用本土教材。如此

一來，本土教材的課程才有機會深耕下去，學生們也會更加了解自己的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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