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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歷史教師如何看待轉型正義的教學？ 

 

圖片來源：Pixta 

【教科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李仰桓】 

  多年來，臺灣教育現場討論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等轉型正義所要面對的歷史，

都會被認為是敏感且具有爭議，所以很多老師不願意與此類議題有什麼牽連。不過，

臺灣經過兩次政黨輪替後，社會一步步民主與開放，教科書對這段歷史也有更多說明；

而十二年國教課綱在普通型高中歷史科的選修課程中，規劃了「國家暴力與轉型正義」

單元，代表著國家正式宣示轉型正義應是教育內容的一部分。所以我們想問：經過了

這樣教育政策的變遷，在校園中討論轉型正義還那麼「敏感」嗎？在當前，老師們究

竟如何看待這個議題的教學？ 

  為此，我們以高中歷史老師為主要對象發放線上問卷，並邀請幾位對轉型正義教

學有豐富經驗的老師們參加座談，希望能瞭解當前老師如何看待轉型正義相關教學。

以下整理自填答問卷與參與座談的老師們所表達之意見，或許不能代表所有老師的看

法，但應能協助我們觀察到一個整體趨勢。 

一、轉型正義教育理念受到肯定，但應有更多元的觀點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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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調查結果統計，轉型正義教育的理念獲得多數老師支持，認為有助於培養學

生的民主、人權與法治價值，並可促進擁有不同歷史記憶或觀點的學生相互對話與理

解。但從另一方面來看，仍有接近 4 成的填答者認為轉型正義教學有可能造成社會對

立，更有超過 6 成擔心轉型正義教育會受到特定黨派觀點的左右。換句話說，雖然老

師們肯定轉型正義教學，但仍舊會擔心特定政治意識型態對教學現場造成的干擾。因

此，若能透過教科書編寫的技巧，或者採用更具互動性的教學方式，來開啟教學過程

的論辯，鼓勵不同的歷史觀點在當中相互激盪，當能在相當程度上化解老師們的疑慮。 

二、爭議性議題進入課堂的可能性已逐步提高 

  我們列出臺灣脈絡中 6 個與轉型正義相關的爭論，包括「應否追究威權時期的政

府官員於人權侵害方面的責任」、「應否保留或移除威權時期政治領袖的銅像」、「應否

追討威權時期的執政黨以不當方式所取得之財產」、「社會上對轉型正義相關歷史事件

為何存在著不同的記憶或理解」、「當前政府應如何回應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的要求」

以及「藉由其他國家的經驗來反思我國政府如何處理轉型正義相關議題」等，然後詢

問老師如果在課堂中討論這些爭論，是否符合轉型正義教育的目標？我們發現，對後

三項爭論表示同意者，其比例高於前三項，推論其原因，應該是前三項相當有指涉性，

因此老師們較為遲疑。不過即便如此，獲得同意最低的「應否追討威權時期的執政黨

以不當方式所取得之財產」這項，也有超過 6 成老師認為討論這個爭論符合轉型正義

的教學目標。我們認為，這個結果顯示老師們在當前比較同意在課堂中帶領學生討論

政治上具爭議性的問題，這對於學生掌握現實政治中的爭論相當有幫助。 

  而與此相關者，我們發現師資培育階段提供的戰後臺灣政治史或轉型正義相關議

題課程，以及不同單位所辦理的在職研習活動，對於老師肯認轉型正義教育的價值，

以及促進教師將爭議性議題帶入課堂中討論，有明顯幫助。相對而言，缺乏這些培訓

背景的教師，比較可能抗拒在課堂中帶入轉型正義議題。 

三、老師對教科書的評價相當分歧，期待出版業者精益求精 

  針對現行教科書能否協助學生整體掌握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之概況，以及認知

到社會各界對這些議題可能存在著不同的觀點或評價，老師們的看法相當分歧。根據

調查結果，對教科書持肯定態度者僅稍微超過半數，其餘接近半數傾向於認為教科書

的介紹並不完整，也未能反映社會各界的不同觀點；易言之，肯定與批評的比例約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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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對教科書的評價沒有明顯共識。進一步來看，相對多數同意教科書的教學活動

具可行性，也肯定問題討論的設計有助於培養學生的思辨能力，不過仍有近 3 成的填

答者對此持保留態度。事實上調查也發現，有接近 6 成老師表示會在教學時提供補充

教材，顯示教科書可能無法獨立滿足老師進行轉型正義教學的需要。基於精益求精的

期待，我們認為仍應持續鼓勵教科書編者謀求改善之道。 

四、學生很歡迎以轉型正義為主題的教學活動，但家長很遲疑 

  承上，或許是因為教科書內容未能完全滿足教學需要，有超過半數老師除了依據

教科書內容授課外，還會自行設計課程來進行轉型正義的教學。我們的調查指出，這

些自行設計的課程相當受到學生歡迎，顯然這個議題有學習上的需求。然而老師們也

坦言，她／他們的同事與學生家長最可能反對這類自行設計的課程，而來自學校領導

者與政治人物的反對並不如我們所預期者多；尤其，家長們的態度是低比例肯定，又

高比例反對，實在是值得注意的現象。 

  另外，有 4 成多的老師未自行設計課程。我們詢問其原因，發現多半與教學實務

有關。大多數困難來自於授課時數不足，比例上遠高於第二個原因，即擔心被控訴為

特定黨派灌輸政治意識型態，二者的比例幾為 2 比 1，第三個原因則為考量轉型正義

相關議題還有爭議，不大可能出現在大學升學考試當中。整體來看，授課時數受限才

是教師未能進行較多轉型正義教學的主要原因。 

五、結語 

  雖然調查結果呈現出多數填答者認可轉型正義教學，不過參與座談的老師也告訴

研究者，有些老師不願意填寫本研究發放的問卷，原因即在於不認同轉型正義的理念；

因此，我們不能排除政治上的爭議仍然影響老師看待此議題的態度。不過，從上述研

究結果來看，政治爭議影響的程度應該已經逐步式微，取而代之者，可能是教學實務

上所需面對的困難與挑戰。本文建議，針對因政治爭議以致較難接受轉型正義的老師，

政府應於相關政策中更努力闡明轉型正義中追求民主開放以及重建社會信任的理念，

以取信於老師，瞭解轉型正義教學並非教導排他的政治意識型態，而是更多元開放的

民主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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