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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介紹《我⼝說我話，我⼿寫我字：回顧與前瞻原住⺠族語⾔復興之路》⼀書及期刊《教科書研究》（第⼗

卷‧第⼀期）。前書為係「同⾏─⾛進⼗⼆年國⺠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系列叢書」之⼀冊，內容旨在建議並引導107課

綱中原住⺠族教育的課程發展。後者《教科書研究》，當期期刊特別撥出較多篇幅關注幼兒教保活動課程與教學議

題，包含兩篇專論文章、紙上論壇及書評，另外也收錄兩篇關於國中教科書分析之專論。簡述內容如下，以饗讀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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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基於原住⺠族教育相關法令規劃，及原住⺠族⾃治趨勢，推動⼗⼆年國教的此刻正是考量原住⺠族教育主體性

的最佳契機。本書係「同⾏─⾛進⼗⼆年國⺠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系列叢書」之⼀冊，出版⽬的旨在建議並引導107課

綱中原住⺠族教育的課程發展，從原住⺠族教育的觀點出發，先回顧九年⼀貫課綱的研訂與實踐歷程，再檢視現⾏

教育現場的發展經驗與資源，期望開啟公共討論的對話空間，藉此引導⼗⼆年國教語文課綱（原住⺠族語文）的落

實與展望。

       全書共計有八章：第⼀章「緒論」、第⼆章「第⼀之後：兩個最早推⾏族語教學學校的經驗」、第三章「瀕危

族語的書寫符號推廣」、第四章「族語扎根」、第五章「族語教學⽅法與推動模式」、第六章「族語文字化的第⼀

哩路」、第七章「領綱經驗薪傳」以及第八章「原住⺠教育法規的省思以及各縣市的實驗教育法規討論」。依序論

述族語程課程的落實，原住⺠族學校本位課程的發展與經營。

       透過本書的回顧、盤點與梳理過往族語教學經驗，紀錄各⾯向族語教學動態，原住⺠族教育的⼗⼆年國教第⼀

哩路是紮實的。最後，建議在⼗⼆年國⺠基本教育中，應持續投入原住⺠族教育，提供豐富的族語學習、⺠族文化

學習環境與教育資源，讓每⼀位學⽣能擁有最多機會，依其意願，充分學習原住⺠族語⾔及文化。也建議應該透過

法律的創制與修正，以及社會認同，肯定原住⺠族教育在臺灣教育史上奮鬥與精進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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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幼兒教育是⼀切教育的基礎，教保活動課程與教學品質攸關幼兒未來的成⻑與適應。本期《教科書研究》特別

收錄4篇相關幼兒教保活動課程與教學議題文章，另外亦有兩篇關於國中教科書分析之專論。⾸篇「從《幼稚園課

程標準》到《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綱》──談七⼗年來臺灣幼教課程的發展」，描述學前教育與臺灣幼兒教育之特

⾊，及幼兒園課程法規之修訂與制定過程，並認為在教保活動課程⼤綱實施後，臺灣幼教課程從多元開放⾛向⼀綱

獨⼤。

        第⼆篇「幼兒美感課程教學實踐之協同⾏動研究」⼀文則發現教學實踐⽅法有營造美感環境，提供多元藝術媒

材引導幼兒表現與創作，以及透過提問、⿎勵幼兒回應與欣賞等，這些研究發現可作為⽇後幼兒園實施美感課程之

參考。再者第三篇「從威權轉型⺠主──探究解嚴後國中公⺠與道德教科書發展與變⾰」，作者以⽣動的描述與精闢

分析，闡述解嚴後國中公⺠與道德之課程演變歷程，及其呈現的知識論與課程觀。第四篇「書寫歷史──教科書中性

別化國族主義的批判分析」以批判女性主義分析國中歷史教科書的國族論述，針對其中蘊含的性別權⼒關係進⾏批

判分析，作者認為這樣書寫歷史教科書恐難促進和平教育與⼈權問題的歷史教育，建議歷史教科書編輯者應具批判

與考證史料之敏感性。

        論壇專欄則邀請政策制定者、專家學者、幼教出版業者、幼兒園經營者及教保⼈員就「幼兒園課程輔助教材之

研究與發展」議題進⾏討論。他們分享了使⽤坊間教材之優點、限制與擔憂，也針對如何善加利⽤坊間輔助教材，

及如何逐步轉型到⾃編教材，提出不少具體建議。最後書評專欄則是介紹與評述2013年出版之《幼兒流變課程──

德勒茲、編織與課程學者的多種理解》圖書。（Young Children Becoming Curriculum：Deleuze, Te Whāriki

and Curricular Understa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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