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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課綱高中美術教科書編／審互動歷程研究 

【教科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詹美華】 

  我國中小學教科書由民間教科書出版商依據課程綱要理念編輯後送政府審查，經過來回修訂過

程並通過審查與核定程序後，再經學校的選用，而成為課堂上師生使用的教學用書。在教科書編輯、

審查及往返修訂的互動過程，編者和審者是決定教科書內容與品質的關鍵人物。但自教科書開放審

定以來，教科書的編輯與審查及編審之互動，似乎一直存有不少問題。在各領域科目中，或因知識、

技能強調的不同，考科、非考科地位的不同，教科書在教學功能和定位的不同，都可能成為影響教

科書編輯、審查及修訂互動的相關因素。 

  高中美術一科強調藝術鑑賞、創作展現及實踐力行，非屬於普通班升學的考試科目，較少有記

憶背誦的內容，較沒有課堂趕課進度的壓力，常常是被借調課的科目，甚至在有些學校不是人手一

本美術教科書。縱使如此，高中美術教科書仍同一般升學考試科目，由教科書出版商籌組編輯團隊

編書，然後依照教科書審定辦法送審查。因此在教科書編審互動過程中，除可能產生與一般科目相

似的共通問題外（如編審對課綱的解讀不一），是否有高中美術科本身值得關注或獨有的編審問題

及互動爭執？本研究針對五位曾經參與 99 課綱（民國 97 年公布，99 年實施）的高中美術教師採

半結構式深度訪談，其中二位是教科書編者；二位是教科書審查者；一位曾是審查者、現為教科書

編者。 

  研究結果顯示，高中美術教科書編審互動及其爭執問題，包括編審者在理想與實務之間形成一

種張力下妥協、各退一步的互動關係：審者認為回審意見的修改情形約僅一半，審查結果整體看來

雖不滿意，但考量編輯已花費心力且往返修訂多次，最後多不堅持，交由市場選書做決定；編者則

認為符合審查時限，盡量配合審查意見修改，取得執照以趕上學校選書時間，是教科書市場的基本

守則。部分審查意見的堅持，恐怕是曲高和寡、不懂一線教學問題或誤認編輯內容太簡單卻不知學

生程度低落的情況，這種編審之間從來回攻防到最後妥協產出教科書的過程，顯示教科書審查對課

綱轉化具有一定程度的實質影響力；且無論考科與否，高中美術教科書的編審者，也認為應審查以

確保品質，同時可引導編輯方向以符合國家對藝術教育的發展目標。其次，編審雙方對於議題融入

的認知及融入程度要求不一，更甚於雙方在課綱解讀的差距：審者或因居於判官的角色，對課綱的

解讀並沒有特別指出困難，但認為藝術源自生活，應用於生活，議題融入美術教科書並不困難也有

其重要性，但各版本教科書的議題融入往往不足也不夠深入；編者則認為課綱開放自由空間越大，

編審之間或編輯群內部的解讀越容易不一致，導致不知該明確編寫到何種程度方能符合課綱要求。

而議題融入的困難在於議題目標和課綱目標結合的不易，且有何者為主、何者為輔的困擾。換言之，

就美術科而言，課綱（含議題融入）的規範性目標如何與追求多元彈性的藝術精神與核心能力（創

作和鑑賞）取得平衡，是編審者皆須面對思考的課題。編者在此也建議，高中美術教科書審查給予

大方向的修訂意見或概念即可，以免讓審查形成一種創意的限制。 

  其他編審互動中出現的問題，包括審者對於教科書中選擇的藝術作品是否經典、具代表性，及

圖說表達是否合宜，常提出必要修訂的意見；編者則反映，近年來藝術作品的授權或取得越來越不

容易，加上經費預算的限制，不可否認，有部分編者直接取用了網路圖文。另外，審者認為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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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字遣詞過於口語化，但編者反映，這是考量能貼近學生的角度來學習。也有編者指出，許多新興

教學方法，如翻轉教學、學思達，逐漸影響課堂教學，教科書的編與審，都應思考及因應其可能的

改變。 

  本研究對於美術教科書未來編審的建議，包括：一、目前教科書政策開放一綱多本，在編審前

除了對課綱本身、也應對議題融入的詮釋與解讀建立共識，可邀請課綱研修委員、編輯者與審查委

員做三方的溝通與疑義的釐清，降低編審過程中因解讀的不同而產生爭議。二、審查標準應以大方

向為原則，掌握課綱精神，且審查意見中的「建議修改事項」應多於「必要修改事項」，以免過多

的限制而限縮了教科書創意展現及各種可能性，因為「自由」與「創意」是藝術的本質，當藝術教

材變得制式化時，無異悖離了藝術的精神。三、教科書是一種知識文本，雖然大部分受訪者認為教

科書的審查有其必要性，但審查制度應多元、更有彈性，如視不同領域科目的屬性，而調整審查委

員的角色，或可成為一種提供諮詢與輔導的功能。四、現今學生處於網路便捷時代，資訊垂手可得，

撼動了教科書的尊崇性，也影響了教科書在教學中的主導地位。未來教科書的角色與形式應有所突

破，更重視研發、創新性，因應數位化時代，教科書宜思考朝數位化發展、結合行動載具，迎接及

開創教學新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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