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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主編的話

《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14 卷 2 期主題為「課程與教學」，經過嚴謹的匿

名審查，再經品質促進小組的仔細審查與討論，與本刊編輯委員會全體委員的

檢視與再討論後，本期共收錄四篇論文：〈從街友到導覽員：萬華經濟弱勢者培

力課程實踐歷程的個案分析〉、〈從能力本位到素養導向教育的演進、發展及反

思〉、〈從編審歷程分析國小社會學習領域教科書文本知識之轉變〉及〈以巨量

資料探勘氣候變遷主題詞彙網絡應用於教與學之探究〉。

第一篇〈從街友到導覽員：萬華經濟弱勢者培力課程實踐歷程的個案分析〉，

是一篇運用 Goffman 理論，視角特別的在地化研究。本文提供了一個很好的架

構，如「行動者角色與互動關係」及「空間規則轉換」概念設計課程，藉由半結

構式訪談、反思日誌撰寫和活動攝影等方式蒐集資料，分析街友當導覽員學習過

程，其印象整飾的策略運用與動機的差別，其過程如何使得街友如何從學員逐漸

邁向導覽員。挑戰性的研究議題，卻能運用古典的社會學理論，善用概念處理不

是校園的課程與學員，其研究創新的價值，頗值得被肯定。

第二篇〈從能力本位到素養導向教育的演進、發展及反思〉一文則是爬梳美

國與歐陸，對於能力本位教育理念的歷史發展與背景，並歸納三個晚近發展的取

向：整合與平衡取向、歷程與發展取向、行動與陶養取向，並據此提出作者認為

的新的學習者圖像、新的教學意涵、素養導向的教學模式、素養導向的評量策略

以及學校本位課程的有機統整等策略的建議。值此 12 年國教新課綱強調養導向

課程，本文主題頗為應景，釐清什麼是素養導向課程理念，以及學校現場應為之

處，文章頗具參考價值。

第三篇〈從編審歷程分析國小社會學習領域教科書文本知識之轉變〉，沿襲

教科書相關研究路徑，蒐集國小社會學習領域第二階段教科書不同版本之審查意

見，以分析教科書文本在編審過程中，知識觀點的轉變。本文發現五個面向的文

本知識轉變情形：從成人觀點回到學生經驗、從單一觀點到多元觀點、從有限的

取材到多樣的實例、從低層次轉化到高層次的提問方式、減少政治正確與道德勸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卯靜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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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的內容。此五個面向的文本知識的轉變，顯見審查過程具有的檢查效果，值得

教科書編輯者與審查者參考。

第四篇〈以巨量資料探勘氣候變遷主題詞彙網絡應用於教與學之探究〉，則

是採資料探勘技術，以大量的新聞語料就氣候變遷主題詞彙進行篩檢，配合詞彙

資料庫比對、專家檢核、教師問卷等，萃取氣候變遷關鍵詞彙群，並透過視覺化

詞彙網絡圖呈現，併同學生紙筆測驗及師生訪談、蒐集回饋資訊等方式，探究教

與學應用之可行性。研究發現，巨量資料之詞彙網絡特點包含：一、巨量實徵：

詞彙資料來源客觀，視覺化圖像有助明瞭；二、探索關鍵：藉由詞彙之關聯，窺

知詞彙代表意涵；三、跨域學習：跨越領域 學科，推敲詞彙共現形成之知識概貌；

四、統整詮釋：突破單科限制，促進統整詮釋思維方式；五、批判反思：提供機

會線索，反思新聞背後隱含意義。本文以巨量探勘技術，擷取生活脈絡中有意義

的資訊，發展適切輔助資源，協助教師融入創新教學。

以上四篇論文的議題，以及研究方法的使用與設計皆相異，但對於課程與教

學的研究，卻具有重要參考價值。最後，本期論文得以順利出版，感謝所有論文

投稿者熱心投稿，論文審查委員專業審查，精闢意見，以及品質促進小組，與全

體編輯委員的不辭辛勞，審閱論文，提供寶貴意見，讓作者的文章品質更上一層

樓。本刊執行編輯與助理編輯居間聯繫，備極辛勞，併此致謝。本期執行主編藉

此表示衷心感謝，無限敬意！

執行主編  卯靜儒 謹識

2018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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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街友到導覽員：萬華經濟弱勢者培力

課程實踐歷程的個案分析

徐敏雄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教授

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了解導覽培力課程對經濟弱勢者可能的影響，為此，研究

者採取個案研究方法，以半結構式訪談、反思日誌撰寫和活動攝影等方式蒐集資

料，分析曾經參與本課程的講師、學伴和街友之參與經驗及其歷程。研究結果發

現，導覽培力課程能嘗試透過導覽技巧示範、導覽活動的親身體驗、多元場所規

則適應，以及「學員」和「導覽員」之新社會角色扮演，搭配師生和同儕間信任

關係的支持，便可引發街友印象整飾動機，讓他們較具安全感的氛圍下，持續調

整既有的言行儀態、展現不同於以往流浪生涯的生活風格，促使街友從學員逐漸

朝向導覽員的角色目標邁進。

關鍵詞：培力、經濟弱勢族群、街友、導覽員

  
徐敏雄電子郵件：mhhsu@ntnu.edu.tw

DOI  10.3966/181665042018061402001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June 30, 2018, Vol. 14, No. 2  pp. 1-34

From Homeless to a Tour Guide: A Case Analysis 
of Training Course of Empowerment Process 

among the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Groups of Taipei’s Wanhua District

Min-Hsiung Hs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dult & Continuing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potential effects that tour guide training courses may 

have on the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this study has chosen to employ a case study 
method. Data have been collected using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reflexive journal 
writing and event photography. Together, these tools have been used to analyze the 
experiences of instructors, fellow students, and homeles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training 
course.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by using firsthand experience methods of 
instruction such as tour guide skill demonstrations and tour guide activities; developing 
adaptation strategies for different rules from locale to local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social relationships among differing spaces; the acting out and narration of new roles 
and community relationships in both “learners” and “tour guides”, all coupled with the 
support of a relationship of trust between instructors, learners, and peers, the tour guide 
training courses have the power to trigger changes in motivation and intent with regard to 
impression management among the homeless. Within this safer environment, there was 
a continued adjustment of existing behavior and speech, resulting in a departure from 
previous vagabond lifestyles, which, in turn, spurred the homeless to gradually evolve 
from the role of learners to that of tour guides.

Keywords: empowerment,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groups, homeless, tour guide

  
Min-Hsiung Hsu’s E-mail: mhhsu@ntnu.edu.tw



從街友到導覽員：萬華經濟弱勢者培力課程實踐歷程的個案分析徐敏雄 3

壹、緒論

無論國內外，街友服務均集中在物資與醫療費用提供、臨時安置與租賃津貼、

物質濫用或精神病患諮商，以及法律諮詢等方案（方孝鼎，2011；高雄市政府，

2012；臺北市政府，2014；鄭麗珍、張宏哲，2004；Daly, 1996；Doak, 2008；

Wasserman & Clair, 2010）。至於教育服務以協助街頭兒少回歸學校的中途之家，

及針對成人街友職業訓練（方孝鼎，2011；陳自昌，1995；Doak, 2008）、時間

與財務管理、自我表達及人際關係為主（Daly, 1996; Karinshak,1996）。至於大眾

媒體眼中的街友，經常等同於好吃懶做、暴力傷人、髒亂不堪的代名詞；被書寫

的街友卻少有自我表達的機會，只能被動地任憑負面言詞汙名（吳秀琪，1995；

Daly, 1996；Reynalds, 2006；McNaughton, 2008）。就此來看，目前街友服務方案

較少從其社會角色和生活風格著手，或提供一般大眾更了解街友的「去汙名化」

課程。

對此，Karinshak（1996）曾建議採用個人傳記書寫或故事敘說等多元策略，

讓街友想法有機會被聆聽，並找出適合他們貢獻社區的方法，協助其重返社會。

所以研究者乃與臺北市萬華社區大學（以下簡稱「萬華社大」）、萬華社會福利

中心（以下簡稱「社福中心」）及臺灣芒草心慈善協會合作，從 2013 年 9 月至

2014 年 6 月開授兩階段導覽培力課程，邀請曾經流浪或正在流浪的經濟弱勢者參

與。為深入分析此導覽培力課程的執行過程，其可能的影響，研究者乃以個案研

究方法（case study method），採取 Goffman（1959）的「戲劇理論」，透過講師、

小天使及街友的非結構式訪談、研究者反思日誌撰寫、活動攝影等多元資料蒐集

法，分析其利弊得失，希望提出未來街友培力方案之參考。

但不同於心理治療師關切個人動機、情緒和潛意識等內在狀況，由於本課程

希望藉由多元場所或空間規則的適應，及個人和社區機構故事敘說等方式，引導

街友持續調整角色扮演策略和生活風格，使之從流浪者、學員、逐漸適應導覽員

的新角色，進而對社區居民做出貢獻、形構自身新的自我認同。所以主要研究問

題設定在：從「行動者角色與互動關係」及「空間規則轉換」之兩大部分課程與

教學設計，分析講師如何引導學員逐步認識、操作導覽技能，形構新的自我認同

與生活風格？換言之，研究者將不會如同 Mezirow（2000）或 Brookfield（1987）

般，從轉化學習或批判性反思的角度探究街友內在認知或情緒面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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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

由於本研究主要運用 Goffman 的理論，分析導覽培力課程如何引發街友整飾

印象動機，以達角色轉變、新場所規則適應和自我認同形構之學習成果。所以，

底下將從摘要 Goffman 核心論述開始，並回顧街友生活風格及其認同形構的可能

關聯，最後再整理出其執行導覽員角色所必須之基本技巧，以作為本研究分析之

重要基礎。

一、戲劇角色、反思式計畫與自我認同

在社會理論學派分析中，Goffman 的戲劇理論通常被歸為符號互動論，這派

理論家認為人類與其他動物最大的差異，就是能透過人際互動習得各種語言和動

作之符號意義，以此進行思想與行動。過程中，人們會以既有符號詮釋思想和行

為意義，並且不斷檢視、評量行動的利弊，進而適度修改既有符號系統。整個互

動及符號系統修改的過程，構成了人類社會及其自我認同（柯朝欽、鄭祖邦、陳

巨擘譯，2004）。所以比起大型結構功能論或結構衝突論，符號互動論者眼中的

人類思想行動固然會受符號系統或社會規範影響，卻又不完全喪失主體性和能動

性，因此正適合用來分析本研究參與者如何修正其社會角色扮演策略和生活風格，

進而扮演導覽員的新角色。

特別是 Goffman（1959）的戲劇理論，把日常生活比喻成一個舞臺，「表

演」則是人們在特定「區域」（region）內為扮演特定角色肩負的權利和義務，

以便對其他參與者施予種種影響的行為。至於表演進行的地方是「前臺」（front 

region），包括舞臺裝置、裝飾、物理布局（physical layout）或其他道具等「布景」

（setting），及服裝、體態、談吐、面部表情等外表或舉止的「個人門面」。這些

元素具一定普遍性和客觀性，可提升表演者和觀眾對角色表演的認同與理解。事

實上，現實生活中的多數人為了「贏得面子」或「避免丟臉」，也會像演員般以

各種姿勢向互動對象製造角色印象，達成「印象整飾」（impression management）

目的；與之互動的對象（即觀眾）也可能配合各區域表演框架，積極替演員修復、

合理化各種表演疏失，以形成角色互換的互惠關係。特別在某些區域中個人與群

體的面子很難切割，於是人們就會以相互掩飾保護各自和集體面子，進而形成心

照不宣的合作（tacit cooperation）（曾凡慈譯，2010；Goffman,1959, 1967；S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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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erson, 1987）。相對於前臺，「後臺」（back region）則是演員準備表演的

地方，為避免觀眾誤闖破壞臺前完美形象，它通常會被嚴加管制。

在前臺面對面互動秩序中，演員們對角色的主觀表演必須被觀眾接受才能體

現、認識「自我」；但該自我無法被演員獨占，而是整個舞臺場景中演員和觀眾

在信任狀況下共同演出的客觀產物。所以人們的「自我」不僅存在各區域規範內，

與社會角色特質綁在一起，也體現在不同演員和觀眾互動關係，及其權利與義務

內涵中（Goffman, 1959）。但有時演員不見得會照單全收某些區域框架期待的言

行或互動模式，特別是與其認知的實質自我落差甚大的角色，他們通常會以特別

的言行拉開「角色距離」（role distance），削弱該角色與自我認同的關聯或依附（曾

凡慈譯，2010；Goffman, 1961）。對那些預期可能損及自身顏面的人事物或情境，

演員們還會禮貌性地撤退或隱藏自己；甚至為維持自我認同的一致性，還可能改

變既有社會期待而形成另一種新劇本或角色（Goffman, 1967）。所以在 Goffman

（1959）眼中演員的身體好似一種掛釘，讓演員和觀眾合作生產的產品（亦即自我）

能暫掛其上；演員的自我一方面是被期待的社會角色性格，又是為詮釋該角色性

格而被引發的性格。甚至，有多少場表演，就有多少種自我。

Goffman 這種具時間和空間規範性和封閉性的概念，被 Giddens（1984）稱為

「場所」（locale）；於其中，人們多能感知彼此處於相互暴露、彼此監視的狀態，

他們既會參照共享社會標準、調整自身言行，也能藉由持續修正建構出新場所規

則。在此情況下，所有人際互動都可被視為一種語言或肢體敘說，當我們對自己

或他人陳述想法或期待的關係時，除了是表明「過去的自己」、複製既有社會標

準，也可能宣示「未來的自己」想與他人維持怎樣的關係。重點不是一個人本質

上的自我究竟為何，而是期待自己被如何敘說（朱儀羚等譯，2004；Gergen, 1999; 

McNaughton, 2008）；特別是這樣的自我乃是透過各類場所規則及其延伸的社會角

色，不斷在各類社會關係和互動關係中，持續被重新改寫。

就此來看，Giddens 的「場所」與 Goffman 的「區域」及其與「自我」的論述

都認為：共同在場的人會相信彼此共享某些價值規範，並藉由持續反思、調整自

身與他人互動過程的策略獲得安全感。但不同於 Goffman 關切小範圍、短時間內

人們如何透過表演歷程形構自我認同，Giddens（1991）更重視社會制度下人們怎

樣蒐集生活中快速變動的資訊及理性思維，產生跨越生命週期和社會空間的「自

我的反思式計畫」（reflexive project of the self），形構生活風格與自我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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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觀點返回本研究現場，理想上各類導覽培力人際互動歷程、場所或空

間規則及其延伸出的角色期待等課程與教學設計，提供了街友前臺的諸多新元素，

使其預期到講師或同儕的行為方式，並在安全氛圍下透過人際互動與實際演練，

從流浪者、學員、遊客逐步熟悉「導覽員」角色，甚至不斷建構新的空間規則與

生活風格。然，某些街友因歷經人生重大衝擊，不見得照單全收課程設計中規劃

的新場所規則或角色內容，也可能為了不被汙名化而努力拉開與其他街友的角色

距離，因而對教學帶來挑戰。故，本研究以下將細緻探究那些培力課程與教學設

計元素，有助於產生預期的「行動者角色與互動關係」及「空間規則轉換」的影響，

進而引發街友整飾形象及自我認同型構的動機與行動。

二、街友常見的生活風格與自我認同

根據林萬億（1994）、鄭麗珍與張宏哲（2004）的研究，40％左右的遊民會

從事清潔工、陣頭、拾荒、發傳單和臨時演員等工作；李媚媚、林季宜和鍾聿琳

﹙ 2002 ﹚的研究也顯示 54％的遊民會打零工，且外觀乾淨整齊、不易從外觀判

斷。研究者親身接觸街友的經驗也發現許多街友都有打零工，收入多時可租賃雅

房暫時脫離流浪，反之則又會重返街頭。換言之，「街友」並非固定身份，而是

一種流動的生活狀態。但是在理性化和文明化城市發展下，大部分街友普遍會以

主流社會的刻板印象看待自己；為避免讓別人知道自己正在流浪，以保全自尊，

他們會努力讓自己的身體不暴露於公眾面前。有些街友甚至會神秘化或隱匿自己

的生活，降低與他人互動機會，以致持續削弱自我表達能力（吳秀琪，1995；郭

慧明，2004；Snow & Anderson, 1987）。然而，缺少人際交往的相互回饋也「可

能讓人變得多疑、沮喪、有敵意、焦慮與困惑」（曾凡慈譯，2010：15）。

某些街友為重新被人群接納，通常會敏銳覺察民眾如何誤解他們，將他

們貼上懶惰標籤；同時又亟欲他們振作起來、離開流浪生活（戴伯芬，2014；

Wasserman & Clair, 2010）。所以他們通常會先「學習正常人的觀點並認識到他自

己是不合格的；然後是學習應付其他人對待他這種人的方式。再接下來……是學

習如何矇混過關」。（曾凡慈譯，2010：94）。不少街友流浪初期也曾懷有改變

動機，只是流浪時間越長，流浪街頭的事實與身份就越來越不易自圓其說，也就

得找出另一套說詞與負面自我認同對抗（方孝鼎，2011；吳秀琪，1995）。例如

郭慧明（2004）、Wasserman 和 Clair（2010）發現，某些街友會將自己的落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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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化為冒險行動，或自詡為擺脫主流文化制約的反叛者，以順理成章地違抗法律

道德，或採取特立獨行的生存策略。用 Goffman 的話說，就是街友會將自身處境

「視為是福不是禍，特別是把受苦看作可教導我們關於生命與人的道理」（曾凡

慈譯，2010：12）。此外，有些街友也會顧及彼此自尊與安全感，不提及或詢問

各自往事，好讓距離感保護彼此隱私；但依然有部分街友還是會責怪親友，或以

主流社會看待街友的標準數落其他街友（吳秀琪，1995；黃克先譯，2009；郭慧明，

2004；Karinshak, 1996; Snow & Anderson, 1987）。

綜合來看，不同街友面對主流社會價值時，為避免遭受歧視，可能藉由減

少與他人互動來降低可見性，或透過自詡為文化反抗者來合理化流浪行為，也可

能曲意迎合社會大眾期待來自我保護。但這些暫時脫離現實的生活風格，不僅可

能持續削弱他們的人際能力，損害其自我認同的完整性或穩定性，更可能對本培

力課程執行帶來一定的挑戰。究竟參與本研究的街友是否會展現文獻中常見的生

活風格與自我認同？它們對課程執行又可能帶來何種影響？這些都將在本研究中

一一討論。

三、導覽員的核心能力

本研究探究的「導覽」，一般被視為資訊提供、教育、娛樂、宣傳或探索

性服務（閻惠群譯，2006）。多數導覽員核心能力的研究都提到，導覽員人格特

質、待客態度、表達技巧、肢體互動能力、衣著打扮，以及涉及導覽主題的知識

經驗，都會影響導覽成效（吳忠宏譯，2000；黃有傑、張瑜娟，2012；張家銘，

2001；陳炳輝，2006；陳嬿嬿，2013；閻惠群譯，2006；楊明賢，2008；McLean, 

1993）。

此外，導覽過程若能反映導覽員獨特個性或文化，便可能形成自身風格；若

能顧及遊客背景，使用貼近其生活經驗的語言、比喻或軼事（吳忠宏譯，2000；

張明洵、林玥秀，2002；陳嬿嬿，2013；閻惠群譯，2006），甚至具備人文藝

術或哲學素養，更可引發遊客體悟地景藝術之美（陳炳輝，2006）。至於導覽解

說內容中的故事可以是史實、人生歷練或虛構軼事，重點是要有深度、生動、能

扣連遊客生活經驗，並揭示景點深層意義。也因為這樣，導覽和解說除了希望帶

給民眾愉悅的參訪經驗，也希望幫助他們看到事物背後的道理，引發關愛動機，

甚至改變不良關係（吳忠宏，1999；吳忠宏譯，2000；陳炳輝，2006；楊明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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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戴有德、林濰榕、陳冠仰，2010）。

當然，有些研究者（吳忠宏譯，2000；閻惠群譯，2006；楊明賢，2008）發

現新進導覽員可能因經驗不足，不確定觀眾會如何看待他們，也不知道自己的表

現是否堪稱專業，所以會出現焦慮或恐懼；對此他們建議導覽員可透過不斷排演

加以克服。另外，導覽中有時也會遇到遊客普遍存在的迷思或偏見，此時不宜過

早失望或發怒，而要將迷思轉為遊客感興趣的議題。但做此引導前，導覽員得先

感同身受地體悟所欲導覽主題的另類意義，才能傳遞出關懷的熱情，而非只是理

性說服（吳忠宏譯，2000：185；楊明賢，2008）。

上述導覽員核心能力的討論，在接下來的研究中不僅能成為研究者評量導覽

員培訓是否合宜的參考依據，亦可用於說明某些導覽行動之所以成功或還需要調

整的可能原因。

參、研究方法與研究參與者

以下研究者將從回顧本研究緣起開始，介紹培力課程設計的理念與內容，課

程評量、資料收集與分析方法，最後並摘要研究參與者的背景。

一、課程緣起

2013 年 4 月研究者收到一段英國街友導覽的紀錄片，影片中介紹英國倫敦的

社會企業透過培訓街友成為城市導覽員，緩解街友經濟問題，也促進在地觀光。

研究者認為若能透過導覽技巧培訓，善用街友社區生活經驗，使之成為在地觀光

助力，將可增進街友和在地店家經濟來源，於是便與萬華社大廖副校長洽談開授

街友導覽培力工作坊的可能性。同年 7 月，留學英國的曾小姐返臺拜訪社福中心

張社工員，表達有意在萬華推動街友導覽課程。之後，廖副校長申請到臺北市文

化局和臺北地檢署緩起訴的經費補助，加上研究者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同支

應了 2013 年 9 月至 2014 年 6 月兩階段導覽培力課程所需費用。

二、課程設計與執行

為避免複製大眾對「街友」的刻板印象，第一階段課程開始時，包括張社工、

廖副校長、社大同仁、兩位講師及研究者在內的工作團隊（以下簡稱「工作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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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統一稱參與課程的街友為「學員」（底下均以「學員」稱之）。第一階段課程

由工作團隊從「行動者角色與互動關係」及「空間規則轉換」兩大原則，共同討

論出主要方向，再由兩位講師設計各單元主題。考量到學員對導覽活動和導覽員

樣貌了解有限，且多數學員缺乏人際互動和體驗多元空間文化機會，便由講師挑

選自己較熟悉的大臺北地區人文景點，邀請學員一同走讀。至於正式課程內容，

除走訪學員熟悉的生活空間（如龍山寺和剝皮寮歷史街區），也會進入文創空間

（如紅樓與紀州庵）及休閒空間（如植物園與圓通寺），並於第一階段末規劃剝

皮寮戶外演練。至於第一階段課程各次主題與進度如表 1。

表 1　第一階段課程主題與進度

日期 課程內容

8/27 工作團隊與兩位講師及小天使討論「學伴」制度及課程進行方式

9/3 讓學員和小天使相互認識，了解各次課程主題

9/10 走訪萬華梧州街和廣州街歷史遺址

9/17 走訪剝皮寮歷史街區

9/24 製作手作小飾品

10/1 走訪萬華貴陽街蕃薯市舊址

10/8 走訪萬華大理街糖廍文化園區

10/15 走訪新北市圓通寺

10/22 走訪萬華祖師廟

10/25 邀請學員敘說自己聽過的動人故事

10/29 走訪龍山寺及艋舺公園

11/12 走訪 228 紀念公園

11/19 走訪萬華雁鴨公園、金義宮及舊河濱碼頭遺址

11/26 走訪紀州庵和植物園荷花池

12/3 利用種子和簡易材料手作小飾品，成為實地演練的一個據點

12/10 指導學員重要導覽技巧和態度

12/27 戶外實地演練

第一階段課程結束後，研究者訪問講師、小天使和學員，多數參與者建議未

來課程內容不要太多，主題要有範圍且扣連學員經驗，並規劃更多學員交流和導

覽技巧演練時間。再者，講師也建議可用單一據點導覽方式讓學員先熟悉單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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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再逐步擴展其他據點；過程中亦可協助學員整理小抄，增加文本掌握能力。

這些建議後續都被工作團隊納入第二階段課程參考，並由研究者和研究助理 A4 主

責設計和執行各次主題。此外，也因萬華既有文史工作者和古蹟導覽活動已相當

飽和，為與之區隔，也落實扣連學員生活經驗的建議，工作團隊乃決定將第二階

段導覽培力主軸聚焦「人物旅遊」而非「古蹟導覽」。

在第二階段課程裡，研究者運用多元藝術媒材（包括繪畫、剪貼、音樂等）

引導學員整理生命經驗，並藉由參訪在地服務貧窮者的社福或社區機構，幫助他

們連結自身與社區關係。至於社區據點挑選，工作團隊考量到「人物旅遊」的重

點在認識熱心助人的在地人物，能扣連街友議題更好。於是，便挑選萬華社福中

心張社工員、愛愛院創辦人施乾、人安基金會創辦人曹慶及長期關懷高齡者的長

壽茶桌仔店（以下簡稱「長壽茶桌」）老闆鄭姊，並接洽 4 個機構負責人，規劃 4

場參訪活動。待個人和社區故事整理完後，再將 4 個社區據點分派 4 位學員導覽；

換言之，研究者的課程與教學設計希望藉由引入萬華既有場所規則，讓學員與之

產生連結，進而取得具體導覽員角色，使之能展演操練。至於第二階段課程內容

與進度如表 2。 

表 2　第二階段課程內容與進度

日期 課程內容

3/03 畫一個動植物或水果代表自己，再請其他夥伴畫出他們眼中的「我」，兩相對照

3/10 走訪萬華長壽茶桌和社福中心

3/17 走訪人安基金會和愛愛院

3/24 請學員們口敘參訪據點的心得並由研究者以海報紙協助摘要成導覽文稿

3/31 請學員用一幅畫敘說自己開始流浪的主因和一則接受幫助的溫暖故事

4/07 請學員用一首歌敘說自己流浪經驗或當下心情

4/14 研究者以海報紙協助學員紀錄自己流浪主因和一則溫暖故事

4/21 持續完成上週任務

4/28 教室內彩排

5/12 現場彩排

5/26 現場彩排

6/4 邀請大學青年志工當遊客聆聽 4 組導覽員演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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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評量與資料收集、分析

由於本研究旨在分析參與兩階段導覽培力課程過程中，講師如何透過多元教

學技巧引發街友整飾印象的動機，以持續調整身體儀態及自我認同，並習得新角

色互動技巧，亦即關切特定團體（即本研究中的「個案」—導覽培力課程的師生）

長時間投入某些活動之整體經驗的分析。故研究者乃以「個案研究方法」（case 

study method）進行考察（Bogdan、Biklen, 2007）。

在研究資料取得上，研究者於第一階段中期（2013 年 10 月中）、末期（2014

年 1 月初），及第二階段的每個月底和課程結束時，均以「半結構式訪談」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訪談講師、小天使和街友參與經驗。至於採取「半結

構式訪談」的原因，主要考量到多數學員、小天使與研究者的信任感尚待建立，

故研究者雖先根據研究問題設計訪談大綱作為指引，但為創造更輕鬆且開放的訪

談氛圍，所以訪談過程並不完全依照訪談大綱順序進行，而是在引導式問題後緊

接開放說明式問題，以利更深入了解學員參與過程的想法、感受與建議（潘淑滿，

2003）。

此外，A4 在第一階段課程參與過程中均以小天使身份撰寫反思日誌；至於第

二階段課程，則由研究者和 A4 共同規劃、執行，並隨時撰寫反思日誌。在第一階

段實地演練及第二階段各次課程中，研究者也徵得研究參與者同意後，以攝影機

拍攝重要課程進行及街友演練過程。整個訪談及記錄過程，所有研究參與者均被

充分被告知基本權利且自由選擇是否參與。

至於編碼的過程，研究者立基於主題分析方法，先將上述各類資料繕打成逐

字稿，再根據逐字稿文本涉及之主題類別及其關連性，依循紮根理論編碼邏輯進

行開放編碼、主軸編碼、選擇編碼及歷程編碼（吳芝儀、廖梅花譯，2001），建

構出學員對課程參與經驗、導覽工作、自身及社區故事的理解，並根據各類核心

主題 / 類別和次主題 / 類別歸納出描述性、解釋性和發展性論述。在編碼方式上，

研究者將講師、小天使及學員分別以 T、A、S 代表，並以「訪」、「錄影」、「日

誌」的簡稱，分別代表「訪談記錄」、「活動錄影」及「反思日誌」的資料來源，

並將錄影和日誌的日期清楚標記。例如，「20131227 攝影」代表 2013 年 12 月 27

日的活動攝影記錄；「T2 訪」則是講師 T2 的訪談記錄。由於本研究蒐集資料的

對象包含講師、小天使、街友、研究者及研究助理，並跨越兩個時期不同研究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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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頁）

與者之多員訪談、活動攝影及反思日誌，所以頗能從多重資料來源及串連證據鏈

（a chain of evidence）的相互對應，提升研究效度與信度。

四、研究參與者

第一階段課程的主要規劃者為兩位講師（底下以 T1 和 T2 代表），考量到導

覽員須具備穩定的情緒、口語表達及人際互動能力，所以張社工員便從以往求助

個案中邀請 10 位狀況穩定且有意願的街友參與（底下以 S1 至 S10 代表）。另外，

為增添課堂互動活力，工作團隊乃邀請幾位該年度臺北市儲備社區規劃師擔任「學

伴」（在課堂上稱為「小天使」，其靈感來自大一新生為相互認識所進行之「小

天使－小主人」活動，底下以 A1 至 A5 代表）與學員共同學習，並於課程開始前

進行三小時倫理座談，使其對街友屬性、課程進行方式及倫理議題有基本了解。

其中，A4 既是第一階段小天使，也是第二階段研究助理。

經第一階段培力，工作團隊更清楚體會到過去研究（吳忠宏譯，2000；黃有

傑、張瑜娟，2012；張家銘，2001；陳炳輝，2006；陳嬿嬿，2013；閻惠群譯，

2006；楊明賢，2008；McLean, 1993）所說，導覽涉及邏輯、口語表達和人際互動

等多項能力，是門檻頗高的工作。仔細評估學員第一階段參與狀況後，團隊認為

S3、S4 和 S5 未來較可能執行導覽任務，便邀其參與第二階段課程。但為提升後

續班級動力，也增加人數來提高成功率，張社工員和研究者又邀請當時亦參與街

友繪畫班的 S8 和 S9 加入。只是 2014 年 4 月底時，S8 表示故事敘說過程讓他喪

失男子氣概，希望退出；所以最後僅 S3、S4、S5 和 S9 完成培力，並由芒草心慈

善協會規劃宣傳行銷和運作機制，以收費導覽方式營運。至於研究參與者基本資

料如表 3。

表 3　研究參與者基本資料

代號 性別 年次

T1 女 43

T2 男 42

A1 女 65

A2 女 54

A3 男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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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研究參與者基本資料（續）

代號 性別 年次

A4 女 77

A5 女 56

S1 男 36

S2 女 60

S3 男 39

S4 男 43

S5 男 47

S6 女 54

S7 男 64

S8 男 55

S9 男 59

S10 女 58

肆、研究發現與討論

本研究之導覽課程分兩階段進行，2013 年 9 月至 12 月由萬華社大 T1 和 T2

老師負責，2014 年 3 月至 7 月則由研究者和 A4 負責。因此底下的分析將依循兩

階段時間進程，參考 Goffman 戲劇理論理路，從「行動者角色與互動關係」及「空

間規則轉換」之兩大部分課程與教學設計，分析講師如何引導學員逐步認識、操

作導覽技能，甚至形構新的自我認同與生活風格。

一、第一階段培力行動：體驗導覽魅力

（一）不同行動者的影響：講師、小天使和學員的角色關係和學習

1. 講師維持基本秩序協助學員建立新互動規則

在互動規則方面，課程開始前兩位講師根據過去對街友的印象，猜想學員中

可能不少人已不習慣班級秩序；於是決定由 T1 負責維持班級秩序，T2 示範文史

導覽技巧，但彼此可相互支援。果然，不少早已忘卻課堂秩序的學員不僅分享的

內容離題，也常閑散不專心，甚至還在課前喝酒或課堂抽菸。對此，T1 認為要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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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他們撤除標籤，最好將他們視為「一般學生」進行規範，才能引導他們回歸生

活規則。

有時候混久了，大家相處久了，我偶爾就會發一點脾氣告訴他不可以在那

邊頂嘴。因為我是老師嘛，我擺出那個架子來了，所以他們就會乖乖的就

緒。……因為我把他們當成是一般的學生，你要受我的約束，因為你在學習

（T1 訪）。

比較不好的狀況是他們有時候會喝酒來啊，或是上課的時侯抽菸啊！還好有

時候都會被 T1 老師制止（A2 訪）。

2. 講師活潑的俗俚語引發學員參與動機

在教學策略上，剛開始多數學員都是被動觀摩講師導覽技巧，以瞭解「什麼

是導覽員」或「怎樣導覽才吸引人」，甚少表達自己想法（T1、T2、S3、A1 和

A4 訪）。過程中，S2、S6 和 A1 提到，講師 T2 常會以活潑的俚俗語導覽，增添

課堂趣味性，凸顯萬華文化特色。對此，T2 也認為「俚俗語他們比較有去注意

聽，拿這一些來做我們的題材，講出當下的歷史、近代史，那是最好的一種有聲

文化」。

只是有些俚俗語用字淺詞較特殊，學員聽過後很容易忘記，更難將之轉為自

己導覽特色（S6、A1 訪）。此外，由於課程初期師生和同儕信任尚未建立，為顧

及彼此面子，加上時間有限，S2 和 S5 都提到，當自己的記憶或經驗與講師導覽內

容有所出入時，雖然心中還是覺得狐疑，當下還是不會提出疑問，而是會帶著疑

問回去。

我記得第一堂課去那個仁濟院的時候，老師有帶我們走去一條巷子裡面，那

邊有一個廟那邊，老師有介紹他的牆壁，什麼都用土做的。我那時後在想，

用土做的，那下雨的時候房子不就垮了嗎？老師講的我聽不懂（S2 訪）。

3. 學員關係必須靠小天使活絡

課程初期，T2、A2 和 A4 觀察到學員即使知道彼此姓名或綽號，也很少在課

堂互動，他們有話都會找小天使說。A2 認為這除了反映出學員平時在打工場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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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競爭關係，也因為多數學員是中年男性，而小天使又多為對貧窮或街友議

題懷抱好奇心的年輕女性，所以「有年輕的女生跟他們聊天，他們會很開心，而

且會講很多話」（A4 訪）。

但 A3 和 A4 也發現，少數小天使將自己定位在「觀察者」，無法從共學角度

與學員平等相處，有時還會向學員詢問過於敏感的問題，滿足好奇心後也不繼續

參加。遇此狀況，多數學員會憑自己人生歷練應對，例如被問到為何來參加培力

課程時，有學員會用小天使不可能完全相信或極度誇張的說詞，讓小天使覺得尷

尬而停止追問。就像 A4 描述的，

有些小天使會直接問學員：「你們為什麼會變成街友？或是知道他們的孩子

離開他們，就直接建議他們就打電話給他們就好了啊」（A4 訪）！

（二）不同空間規則的影響：生活、文創、休閒與新工作空間的關係和學習

1. 日常生活空間內的熟悉感與學習

由於課程初期走訪的地方，乃是多數學員日常生活的萬華場所，所以 S2、

S4、S5 和 A4 表示，導覽內容頗能扣連他們的經驗、引發學習興趣，講師講述的

故事也能留下深刻印象。此外，課程進行過程中學員的生活經驗分享，也實質豐

富了課程內涵（T1、T2、A1、A2 和 A4 訪）。就像走訪仁濟醫院時，T1 提到，「因

為那個地方是 S3 掃地的區域，所以感覺有卸下心防的感覺。他脫掉口罩，笑容多

了一些，也很主動跟周圍的人講話」。此外還有小天使和學員分享到：

T2 老師講的那個事，其實很多都跟華西街以前的性產業有關係嘛，然後就有

學員就跟我講說他以前也都在這邊當兵啦，也會來這邊怎樣怎樣，就是有一

個對照（A1 訪）。

因為我這邊所提供的跟其他朋友所提供出來的，跟老師所介紹的融合，會發

現原來更多的一些知識是我們所不曉得的（S6 訪）。

有時學員還會因為自己族群文化或工作經歷，聽了講師導覽後延伸出自己特

殊體悟或回憶。所以 T2 和 A3 都認為，如果能讓學員解說自己熟悉的環境，不僅

導覽內容能更貼近真實，還可提供一般民眾無法從教科書中查到的資訊；換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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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來說，也不用讓年紀大、記性差的學員，背誦一堆硬梆梆的文史資料。

到青山宮的時候大家都要拿那個香要拜，但我們在日本都空手拜，……第二

個是我們先拍兩下，表示我們是帶著誠心空手來的，我們沒有帶什麼，只有

帶自己的誠心來參拜。臺灣好像是拿香就代表誠心（S2 訪）。

因為我本身搞建築，我會注意這些建築的東西，包括那天在祖師廟那個瓦片，

我就在那邊想是不是有甚麼作用？我就問老師，T2老師跟我講：啊！你對啦！

它是裝飾沒錯，但是它也是有一個功能叫做水擋（S5 訪）。

2. 休閒和文創空間內的新鮮感與學習

當師生走出萬華的生活空間，進入圓通寺和植物園的休閒空間時，多數師生

都表示當天氣氛十分輕鬆，交流氣氛也熱絡起來。

圓通寺因為它是屬於在山裡，……阿就是感覺一直放空，沒有說在市區內的

那種一些煩煩的感覺，會一直好像拋掉什麼東西一樣，在那邊會想要靜靜的

坐這看一切（S6 訪）。

在植物園的課程裡，T2 老師也請大家圍在荷花池旁邊分享自己的故事。

S4 有貢獻一段他的順口溜給老師，然後老師聽了也很開心，就說這真的很

好。……經過幾次這樣學員分享，讓學員比較跟老師，跟旁邊的人比較熟悉，

也比較敢講自己心裡面的話出來（A1 訪）。

走訪修復再利用歷史建築的過程中，T2 和 S6 都注意到，這些歷史建築的獨

特外型十分吸引學員；但有些學員也因為過度注意物理空間，而忽略講師導覽內

容。至於萬華大理街的糖廍文化園區對 S1 和 S7 而言，只是幾個無法繼續發揮生

產作用的製糖舊機器；然而，還是有像 S3 和 S2 等學員能透過講師的導覽學習到

不少傳統智慧。

放糖的那個倉庫是木頭做的，我有問老師如果下雨天木頭碰到水，那糖受潮

的話不就壞掉了嗎？老師說：不會！……因為那個房子有氣窗，那個空記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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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通可以保持裡面的溫度（S2 訪）。

3. 新角色的工作空間的真實感與學習

為了讓觀摩一段時間導覽技巧的學員有小試身手的機會，工作團隊於 12 月 27

日在剝皮寮歷史街區規劃第一次戶外演練。演練前 T1 將學員和小天使分組，讓學

員從小段文本開始練習，再串成完整講稿。過程中小天使在旁觀看卻不提供協助，

讓學員學習獨當一面；同時，也熟悉學員未來講稿內容，以便正式上場忘詞時可

以巧妙地給予提示（T1 訪）。但由於導覽涉及人格特質、待客態度、表達技巧、

肢體互動能力，並非所有學員都能上手；而且諸多學員都曾經歷重大人生衝擊而

缺乏自信（T1、A3、A4 訪），所以最後僅 5 位學員參與戶外演練。

這 5 位學員的導覽都是根據自身興趣或喜好的主題規畫，演練當天每位學員

負責一個導覽站，並搭配一位小天使；每站導覽時間約 20 分鐘，時間到隨即由工

作同仁提醒遊客到下個站。為了讓學員感受到導覽現場遊客的多元性和陌生感，

也讓他們更慎重地看待這次活動，工作團隊活動前便公開邀請一般民眾參加。實

地導覽當天詳細分組狀況如表四： 

表 4　戶外導覽的分組狀況

組別 導覽主題 成員

1 街友 S3 的故事 S3+ A2+ A4

2 艋舺的土會黏 S4+ A1

3 隘門的前世今生 S5+ A3

4 憶想蓮花 S6+ A5

5 艋舺童玩趣 H 老師 + S10+ 小天使 W

S3：街友 S3 的故事

演練當天，S3 敘說了自己過去混黑道、流浪與轉變的故事，以及他對街友生

態的觀察。整體而言，T2、A5、和研究者（20131227 攝影和日誌）都認為 S3 的

表現相當不錯，

像這樣的一個任務放在身上的時候，人都有那個壓力。……但是就是人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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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自尊嘛，我覺得自我認知的那個部分還是可以透過這樣子被提升的（A5

訪）。

表演那一天他真的頭頭是道，講了讓這一些聽眾聽了真的如癡如醉，這真的

是我們預想不到的一個情形（T2 訪）。

S4：艋舺的土會黏

由於 S4 以往有跟社工員出外分享的經驗，加上談吐幽默，講師們很看好

他。果然演練當天，S4 運用他獨特的幽默及個人故事，向遊客介紹萬華的人情味

（20131227 攝影和日誌、T1、T2 訪）。

S5：隘門的前世今生

在準備階段，S5 就表達想導覽萬華的隘門；演練當天，S5 將防禦敵人入侵的

「有形隘門」，與每個人防衛機制（心防）做連結，觸動了很多聽眾心，也讓大

家更能想像流浪者受傷的心靈（T1、T2、20131227 攝影和日誌）。

沒想到在演練的時候他講出來的那一種心理，每一個人心理都有一個隘門那

一段，讓我去感受到說他們街友其實在心靈方面都受到很多的傷害（T1訪）。

至於 S6 平時言談就有些脫離現實，S10 則是沈默寡言，致使講師和小天使很

難透過課程設計引導他們演練，所以 S6 和 S10 當天的表現並不理想，沒有繼續受

邀參與第二階段課程。最後，僅 S3、S4 和 S5 共 3 位學員受邀進入第二階段課程。

（三）第一階段培力成果檢討

綜合來看，第一階段課程與教學設計主要是藉由講師維持課堂秩序和示範導

覽技巧，讓街友透過觀摩講師的言行舉止，及參與不同空間規則所期待的人際互

動關係，產生「學員」和「準導覽員」的新社會身份，引發其調整言行舉止、模

仿導覽技能的動機。

1. 例行化課程與教學設計及穩定人際關係讓學員做中學

首先，研究者發現講師的幽默風趣，扣連生活經驗俚俗語的課程與教學設計，

既可提升學員參與動機，更能從中認識在地文化特色，這與過去關於導覽用語的

研究發現類似（吳忠宏譯，2000；張明洵、林玥秀，2002；陳嬿嬿，2013；閻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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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譯，2006）。其次，小天使的友善態度，也提供學員整飾印象、調整言行態度

和扮演新角色的安全感。縱然少數小天的互動策略可能讓學員尷尬，但學員還是

會用 Goffman（曾凡慈譯，2010；Goffman, 1959）所說「矇混」（passing）策略

加以化解，使共學氛圍和學伴關係得以維持。即使講師以教師中心的課堂秩序及

小天使的友誼並無法延續在日常生活中，但這些「正常的」人際關係，還是讓學

員覺得自己正逐漸擺脫流浪者污名。整個過程不僅有 Goffman 所說隨「學員」新

角色扮演而產生的言行態度改變，更有場所內新舊規則的複製、修正或重構，以

及學員如何從以往被勞動市場和社會拋棄的無助感，轉向新的人際關係和職業角

色期待。就像有學員和小天使分享到，

來上課我可以認識很多的朋友，上課之間大家談笑風生；說老實話，這是我

十年來最快樂的時光，我已經自閉了十年。我很喜歡上課，我至少說每天上

課，我每天去（S5 訪）。

有一些大哥就是比較封閉，因為就覺得自己現在狀況不好，所以他也不想出

去交朋友……後面一兩次的時候他已經比較能夠講自己就是心裡的話，而且

越講越多（A1 訪）。

當然，還是有些學員在熟悉的生活空間內，會像文獻所提到（吳秀琪，

1995； 黃 克 先 譯，2009； 郭 慧 明，2004；Karinshak, 1996; Snow & Anderson, 

1987）為了不想被畫入「同一類人」，於是選擇 Goffman（Goffman, 1961；曾凡

慈譯，2010）所說拉開角色距離的策略，避免其他街友接觸；但短時間內他們又

無法與之劃清界線。所以，當問到 S7 在萬華有沒有朋友時，他的回答是：「有認

識啦！但是他們就是愛喝酒，我就不喜歡阿，很少跟他們在一起」（S7 訪）。S3

也提到類似經驗。這反映出某些研究（吳秀琪，1995；黃克先譯，2009；郭慧明，

2004；Karinshak, 1996; Snow & Anderson, 1987）提到，多數街友都有不為人知的

故事，較不願提及過往，以致容易形成表面和諧卻極度陌生的人際關係，他們甚

至會以主流社會價值貶低彼此。由此也更可以了解學員與小天使有較多互動的原

因，就像 Goffman（曾凡慈譯，2010：126，127）所說，「他會對那些污名程度比

自己明顯的人，採取如同正常人對他採取的態度。……愈跟正常人同盟，就愈可

能以非污名的方式來自我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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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一提的是，「因為這次課程的街友都是有挑選過，不是想像中的那種比

較令人擔心的」（A2 訪）；此外，每次課程結束後社福中心張社工員也會關切學

員參與狀況，並針對特別狀況給予學員叮嚀（20131025 日誌）。所以，課程執行

過程才會像 A4 所說的：「這些學員不像我們在公園裡看到的那些街友，他們對老

師管秩序的時候都是很順服的」。

2. 不同空間規則能對學員產生新角色引導

從 Goffman（曾凡慈譯，2010；Goffman, 1959）的角度來看，扣連萬華日常

生活空間的課程與教學能引發學員較多分享，是因為長期在這裡生活讓他們更懂

得如何與街坊應對才不致讓彼此尷尬，並且也累積一些確定的故事可以敘說。此

外，也以如相關研究指出，導覽內容若能扣連聽眾經驗，更可引發學習興趣（吳

忠宏，1999；吳忠宏譯，2000；陳炳輝，2006；楊明賢，2008；戴有德、林濰榕、

陳冠仰，2010）。

至於進入休閒或文創空間後，新場所規則提供他們「遊客」的新角色，使其

暫時跳脫污名化的街友身分，改從旁觀者角度陳述自己對龍山寺及圓通寺的觀察。

如 Goffman（1959）所言，倘若學員能暫時脫離帶有負面情緒的場所，進入有助內

省或分享的新空間氛圍，將可提升其自我價值或分享動機，甚至逐漸熟悉新的社

會角色。

到了實地演練的新工作空間，剝皮寮建築成為學員整飾「導覽員」角色形象

的場所，使其努力表現出被期待的言行舉止。就像在準備階段 S5 便曾跟小天使提

到：「很希望這是一個給他自己翻轉的機會，他可以重新站起來」（A5 訪）。雖

然如同文獻指出，學員們由於是新手，所以可能因經驗不足產生焦慮，但卻能透

過不斷演練加以克服（吳忠宏譯，2000；閻惠群譯，2006；楊明賢，2008）。

第一階段實作演練當天，與 S3 搭配的 A2 分享到，當她第一次聽到 S3 說自己

成為街友的過程覺得很驚訝，也很佩服；因為感覺 S3 對自己過去混黑道和流浪的

日子已能面對。另外，多數觀眾也都十分聚精會神地聆聽 S3 解說，並在故事敘說

完畢後給予正向回饋（20131227 攝影和日誌）。遊客和學員的關係就像 Goffman

提到的，

因為他人會小心尊重他的秘密、淡然地忽略他的敗露，或漠視那些會破壞秘

密的證據；至於這些人能夠賦予這樣得體的對待，是因為受污名者會自願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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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對接受度的要求，不會太超過讓正常人覺得舒服的臨界點（曾凡慈譯，

2010：153）。

這個狀況呼應了過去相關文獻提到，如果能善用遊客普遍的迷思或偏見，將

之轉化為導覽議題，依然可能透過導覽鬆動這些刻板印象（吳忠宏譯，2000；楊

明賢，2008）。但不可否認，這也可能如戴伯芬（2014）、Wasserman 與 Clair

（2010）所指出，有些街友因為能敏銳覺察民眾如何將他們貼上懶惰標籤，又亟

欲他們振作起來、離開流浪生活，以致出現 Goffman（曾凡慈譯，2010；Goffman, 

1959, 1961）所說透過自願展示出污名象徵，並表達出努力想要扭轉該特徵的自我

揭露策略，以換得「浪子回頭」的正向形象。換言之，S3 心中的想法究竟為何，

還是未知數。

二、第二階段培力行動：敘說個人生命和社區機構故事

（一）透過梳理學員和社區機構故事重新認識彼此

1. 整理並再現學員重大生命事件與溫暖故事

梳理學員故事時，研究者先邀請他們敘說自己陷入流浪生活的重大事件，再

順著時間軸找出可能的影響因素，以及過程中曾獲得幫助的溫暖故事。例如，S4

提到自己出生在靠海的漁夫之家，後因年紀漸長無法繼續跑船，又找不到其他工

作，便開始打零工、酗酒、流浪；過程中，萬華某教會牧師曾長時間給他經濟和

情感支持，令他十分感激。另外，S5 也提到自己參加紅衫軍活動後，因家人失睦、

健康惡化，失去固定工作而流浪到萬華；後來得到社福中心張社工的協助，取得

臨時安置的居所（20140407 攝影）。

待學員陳述完各自故事後，由其他夥伴提問，並由研究者以海報與關鍵字為

其摘要。之後，學員再根據這些摘要，自己用紙筆和慣用語寫出未來導覽可能講

述的故事文本；文本過長或不足時，研究者還會與 A4 協助他們增減（20140407

攝影與日誌）。

故事整理完畢後，研究者再運用多元藝術媒材邀請學員再現自己的生命故事。

例如 S5 因為以前是土木工程科畢業，對繪圖有些興趣，年輕時也玩過音樂，所以

便能透過繪畫和音樂來傳達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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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歡「亞細亞的孤兒」這首歌，因為他說出了我心中的寂寞。……上次

我畫行乞的那一幅，我是覺得我被人家這樣，我心裡很嘔！為什麼我今天會

走到這種地步（S5 訪）？

至於 S3，也會透過圖畫或音樂表達他對黑道生活的懊悔，希望未來導覽時能

有更多人從他身上得到借鏡。

我用剛剛畫的那個鐵欄杆啊，然後一個人關在裡面啦，我只是來形容說所謂

的「歹路不可走」，就是因為你的下場一定是監獄，就是去關嘛！……音樂

很好，就是能夠讓自己有一種感覺，用「歹路不可走」那首歌來形容說自己

以前曾經走過的那種不堪回首的那種生活（S3 訪）！

2. 認識並連結社區機構

個人故事整理完畢後，研究者接著邀請學員走訪萬華特色社區據點。首先，

由於萬華社福中心是每個學員都曾求助的機構，大家在此都有自己的故事；特別

是大家都曾受張社工員幫助，當他們「搭配生命故事來描述一個空間的時候，會

讓一個空間活了起來的感覺」（A4 訪）。但如前所述，學員導覽該據點時，還是

會以主流刻板印象來評判空間內的其他經濟弱勢者（20140324 攝影）。

這邊也是算是龍蛇混雜的地方，有時候看那些真的是無所事事的，整天就是

聊天打屁，反正這邊有什麼資源可以拿我就儘量拿。……來這邊存心就是來

這個，打混、喝酒、鬧事（S5 訪）！

到了人安基金會，狀況與社福中心類似；因為大家都曾在這裡吃過飯，對該

場所並不陌生，多少可分享自己和該據點的小故事。

這裡吃飯的地方在地下室啦！我一定知道的啦，我在地下室吃飯吃好多次了

啊！也洗澡喔，五樓樓頂有搭一個棚子，違章建築的浴室給人洗澡。還有洗

衣機讓人洗衣服（S4 訪）。

之後，大家一起參訪完長壽茶桌，活動結束後所有學員都提到：老闆娘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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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老茶友，經常會教導長輩使用 3C 產品與兒孫輩溝通；她甚至會像照顧朋友或

家人般關心茶友的健康。看到這個畫面，S9 感慨地分享到：「連我們自己家人都

很少這樣坐下來一起聊一聊」（20140324 攝影）。另外，雖然長壽茶桌不是 S5 負

責導覽，他也回想到

以前我家旁邊就是一家茶館啊，我小時候就在那邊跑來跑去啊，有那種親切

感！而且老闆娘說老實話，她一個很直率一個人，她跟你講話她不跟你拐彎

抹角（S5 訪）。

至於最後一個據點「愛愛院」，早期雖是收容、照顧乞丐的「愛愛寮」，但

近年來已轉為老人長照機構，遂與街友議題脫勾。但因為 S5 和 S9 先前曾參加萬

華社大、愛愛院及研究者合辦的打擊樂課程，對該空間有些生活記憶，便分享到：

「看到愛愛院的老人在那裡唱歌唱得很高興，我也會很希望自己的爸爸媽媽也能

來這裡養老，即使我現在能力沒辦法做到」（20140324 攝影）。特別是 S5 還在那

兒擔任短期志工，有更多角色和故事可以融入導覽文本。

我那天剛好去啊，老人家在包水餃，我也跑過去。我教你怎麼包，跟你聊聊

天啊；我來煮，煮一煮給老人家吃，這是一個很快樂的事情啊（S5 訪）。

（二）透過社區機構實地導覽演練重構空間規則

待個人與社區故事整理完畢，並且引導學員將自己的生活記憶融入各社區據

點後，研究者與 A4 接著再協助學員以分段練習方式書寫出近 20 分鐘的導覽文

本，再搭配學員於課堂上繪製的生命故事圖畫及代表自己心情的音樂，逐一彩排

（20140505 攝影與日誌）。經 3 周練習，再邀請十多位大學生扮演遊客，讓學員

以分站導覽方式介紹社區機構和自己的故事。

實地導覽演練當天，學員雖不用再看紙本小抄，還是需要研究者和 A4 透過提

問的方式，提醒遺漏段落。首先，S5 用畫作敘說自己流浪時曾遭黑道強迫行乞的

故事，還以此連結愛愛院創辦人收容乞丐事蹟令他感動的原因；另外，他還以羅

大佑創作的「亞細亞的孤兒」，表達流浪時極度孤單的心情（20140606 日誌與攝

影）。

至於 S3，研究者與 A4 都認為他的組織表達能力相當優異，加上願意分享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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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過去混黑幫、流浪及接受張社工員幫助的故事，所以整場導覽相當完整且豐富。

相較之下，S4 腦部曾受傷開刀，加上年紀較長，容易忘詞；但憑著他幽默的性

格及善與人互動的特質，所以無論個人故事或所介紹的長壽茶桌，都鄉土味十足

（20140606 日誌與攝影、A4）。至於 S9，因為尚未準備好要分享自己的故事，只

能堆砌一些說教的詞彙（20140606 日誌與攝影）。

（三）第二階段培力成果檢討

綜合來看，第二階段課程與教學設計，主要是藉由講師帶領學員整理、敘說、

再現個人生命故事，加上社區據點參訪及故事連結，使學員更清楚自己未來扮演

導覽員時的臺詞與互動模式，了解自己未來對社區可能的貢獻，進而引發其印象

整飾和持續調整自我認同的動機。

1. 活潑的課程與教學設計及專業關係可深化學員敘說

首先，「藝術媒材對某些人可能也有幫助，就像讓他們畫畫，用音樂，會比

較容易聯想到自己的故事」（A4 訪）；這部份的課程與教學設計，發揮了類似

Goffman（1959）所說前臺道具和布景引導的功能，讓學員更能自在地進行分享。

所以即使 S3 和 S4 一直說自己不會用蠟筆、畫得不好，但課後訪談時還是表示：

繪畫敘說提供他們反思生命故事的機會（20140331 至 20140421 日誌）。至於學員

願意分享生命故事的原因，就像A4所說，「可能是信任老師吧！每個禮拜都看到，

也大概知道說就是來上導覽課，就要這樣配合」（A4 訪）！這也就是 Giddens

（1991）提到對專家體系的信任及場所規則的遵循。

但對於 S3 的分享，研究者（20140303 日誌）和 A4 都感受到「有點像是在交

功課的感覺，感覺是刻意說給我聽的，比較沒有像 S5 說得那麼真誠」（A4 訪）。

從 Goffman 的理論來看，可能他希望以大眾期待的「浪子回頭」的形象轉化「懶

惰流浪者」的社會認同（曾凡慈譯，2010；Goffman, 1959, 1961）。另外，研究者

（20140303 至 20140421 日誌）和 A4 也發現，某些學員的故事存在邏輯斷裂的原

因，因然可能是時間太倉促致使無法細緻整理，也不排除是學員選擇性跳過不願

意讓人知道的部分。

就像 S5 說他參加紅衫軍之後就陷入流浪的生活，這當中感覺跳過很多細節。

因為他既然是這麼有能力的人，那為什麼在紅衫軍之後就沒辦法去找新的工

作呢（A4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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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 S9，因為尚未準備好要分享自己的故事，只能堆砌一些說教的詞彙

（20140606 日誌與攝影）。其原因除可能如戴伯芬（2014）、Wasserman 與 Clair

（2010）所說，是為了滿足聽眾對他們盡早擺脫流浪生活，獲得正向認同的期

待；也可能是要透過與街友的社會認同保持距離，凸顯自己並非懶惰者（吳秀

琪，1995；黃克先譯，2009；郭慧明，2004；Karinshak, 1996; Snow & Anderson, 

1987）。用 Goffman（曾凡慈譯，2010；Goffman,1959, 1961）的角度來看，也是

希望藉此降低工作夥伴對他暫時無法達成目標的尷尬，或削減自己與街友的關連。

例如當天導覽時 S9 便提到：

你們明明很努力在做幫助遊民的工作，可是你們可能也會懊腦，為什麼成果

很有限。……有的人你不能怪他，有的人明明可以振作起來，他們卻不把

握。……所以不要難過，雖然成果有限，你們也許幾百個人裡面會有一個人

站起來，那就值得了（20140606 攝影）。

最後，研究者也發現除了 S8 外，其他學員並不像郭慧明（2004）、

Wasserman 和 Clair（2010）描述的街友般，會透過合理化反社會行為取得英勇反

叛者的自我認同。只是自我敘說的過程中，研究者（20140303 至 20140421 日誌）

和 A4 也覺察到多數學員甚少相互聆聽，還會依循主流社會看待街友的標準貶低他

人。甚至 S3 也說

我在街友這段時間我的生活圈子本來就很小了。所以別的同學他的講法我絕

對不會去做，我等於說講一句比較難聽的，我自掃門前雪啦（S3）！

2. 學員新角色重構了自身與社區機構的規則及自我認同

由於第二階段走訪的社區機構多是學員熟悉或感到溫暖的地方，因此課程進

行過程中有較多經驗或感受可分享。只是在流浪階段，他們若非只能在空間內扮

演「依賴者」（即社福中心和人安基金會），就是因無法負擔費用而無法取得「消

費者」角色進入其中（即愛愛院和長壽茶桌）。所以當他們透過課程設計從「依

賴者」或「陌生人」，轉為「學員」和「準導覽員」時，所敘說的個人經歷及其

與社區機構故事，除代表過去的自己與機構的關係，導覽過程中展現的新角色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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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也在宣示、整飾「當下」及「未來」的自我認同，及其與社區機構的新關係（朱

儀羚等譯，2004；Gergen, 1999; McNaughton, 2008）。

整體來看，實地演練階段的街友不再只是機構的依賴者或陌生人，而是必須

向遊客敘說個人和社區機構故事的倡議者或導覽員。此時雖然各社區機構物理空

間和場所規則沒太大改變，但隨著街友角色轉變，加上課堂上以多元藝術媒材製

作的導覽輔助圖畫和音樂，都在協助學員根據民眾對導覽員的形象期待，持續調

整自己的言行策略。因此，透過「導覽員」的印象整飾，他們逐漸從以往「街友」

的生活風格及其與社區機構的關係，轉向新互動模式，亦即與周遭人共同形構出

自己更期待的場所規則和自我認同（Goffman, 1959）。就像 S3 和 S5 都清楚指出：

比起清潔工作，導覽更能翻轉社會地位，更適合自己的個性。

我想轉型啊！我不想只靠掃地的這種工作。我能夠永遠脫離街友這種生活，

也就是說不要再浪費社會局這種資源啦！……一直掃地的話，是要依賴社會

局啊，那就等於還是街友的標籤貼著（S3 訪）。

我看導覽對我來講的話，或許我可能比較有興趣。因為我比較喜歡人文素養

這種東西，你叫我掃地，我真的我很擺爛（S5 訪）。

伍、結論與建議

從 Goffman 的角度來看，參與導覽培力課程前，社區公共空間中的街友由於

缺乏一展長才的「前臺」，也沒有安心處理隱私的「後臺」；只好在大庭廣眾的「前

臺」處理他們的「後臺」需求，以致經常引發民眾尷尬。為協助街友重建前臺，

工作團隊規劃了兩階段導覽培力課程，並邀請身心狀況較佳的街友一起透過「行

動者角色與互動關係」及「空間規則轉換」，希望引發其印象整飾的動機和行動，

進而從街友過渡到學員、遊客和導覽員，創造其與社區新的場所規則、自我認同

和生活風格。

在第一階段課程裡，講師營造的課堂秩序及師生關係，有助於街友從社區公

共場所的「生活空間」或「流浪空間」進入「學習空間」，取得「學員」新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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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訪休閒和文創空間的課程設計，讓街友有機會在新空間中操作「學員」和「遊客」

等新角色，與其他遊客建立具「包容性」而非「排除性」的新社會關係與自我認同，

而這也有助重建街友本體安全感。加上講師大量採用平易近人的俚俗語進行教學，

可增添其學習興趣，強化取得「導覽員」角色的動機。還有小天使的友善態度，

更能讓他們在安全狀態下，持續調整言行舉止、整飾新的「學員」、「遊客」與「導

覽員」形象，修正以往「街友」的自我認同。即使有些街友無法一步到位，講師、

小天使和街友還是會以彼此可接受的理由，讓對方在不過度尷尬或心生放棄的情

況下，持續教與學的互動，亦即使各場所規則和自我認同持續被調整著。

當然，這種強調「行動者角色與互動關係」及「空間規則轉換」的課程與教

學設計，並無法確保每位街友的價值觀或思考模式都產生改變，而只能幫助他們

在言行方面重新適應場所期待。畢竟多數街友都歷經人生重大衝擊，為避免自己

尚未安頓好的苦痛重新被觸及，他們還是可能與他人保持表面和諧卻極度陌生的

關係。但本研究也發現，若能增加他們與「非街友」的互動連結，將有助其以非

污名方式調整自我認同。

鑒於第一階段課程著重透過新角色的印象整飾、磨練新的言行互動模式，較

少陪伴街友整理生命故事，找到自己在社區生活的新角色。所以第二階段課程重

點便轉向梳理、敘說街友個人流浪生涯的重大事件與溫暖故事，及其與社區機構

的共同記憶，希望藉此確立導覽員的敘說文本，使其從社區的「依賴者」或「陌

生人」逐漸轉為「導覽員」和「行銷者」。只是礙於有限人力和時間，工作團隊

始終無法與愛愛院或長壽茶桌等社區機構，建立更深入的互動關係，能為街友搭

建的新社區關係和場所規則也相對薄弱。

在教學方法上，為了讓街友更放心地整理與分享生命故事，第二階段研究者

改採多元藝術媒材為其整理故事，並持續透過例行性課程及專業關係，提升街友

的安全感。持平而論，比起第一階段的導覽技巧體驗實作，第二階段教學設計已

更深一層地陪伴街友重新賦予自身及社區生活新意義。由此可見，作為人類重要

的溝通媒介，藝術不僅可以乘載濃厚的價值與情感成分，也能成為形構各樣社會

關係的重要工具（Leite, 2013; Lewis, 2011）。

此外，無論出於 Giddens 所說對專家與場所規則的信任，或是為了更完整地

扮演 Goffman 口中導覽員的角色，以獲取他人肯定，參與第二階段培力的街友已

更熟悉導覽活動模式，且更有意願調整自己的表達方式，以貼近社會期待的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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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形象。但也是這種導覽員角色扮演的培力模式，可能讓街友僅是言行符應場所

規則，至於其內心真正想法或感受，還需更穩定的信任及更長時間才可能慢慢了

解。

再者，整個培力過程也不免蘊含政府社工體制和大學教師對街友生活世界的

滲透；參與本次培力課程的街友，也都是經由與之有長期服務關係的社工員評量

合適性和穩定性後，才主動邀請。但由於工作團隊和街友是在專業知識、庶民文

化和污名化經驗相互碰撞的過程中，彼此調整角色期待、參與模式和場所規則，

沒有任何一方能獨攬培力行動的決策權。持續建構中的新場所規則和社會角色關

係，既未以武力或專業管理限制街友行動自由，也沒有強迫其從事與自身體力或

興趣差異過大的工作，而是將其生命經驗和發展意願融入培力方案課程與教學設

計。

換言之，透過生活空間、休閒空間和工作空間等多元場所規則適應，以及持

續性新社會角色引導，本培力課程得以激發街友整飾新角色印象動機，並藉由講

師和小天使的人際連結提供本體安全感，使之在敘說自身與社區共同故事的過程

中，與社區機構和遊客建立新場所規則和社會角色模式，亦即 Goffman 所說的「前

臺」。在後續導覽活動中，遊客也有機會透過聆聽導覽員分享流浪經驗，及其在

社區機構生活的溫暖故事，打開對貧窮文化的視野，甚至逐漸修正對萬華污名化

的刻板印象。

綜合以上結論，研究者建議未來規劃街友培力課程時，除可跳脫傳統教室內

知識或技能傳遞的課程與教學形式，改從可能影響街友認知、情緒及與自我認同

的場域規則和體驗學習策略著手，亦即善用不同「行動者角色與互動關係」及「空

間規則轉換」的引導功能，搭配貼近街友生活實況的故事、活潑多元之藝術媒材

作為前臺布景，並安排能與之建立信任關係的學伴共同學習。其次，亦可逐步採

行個人生命和社區生活敘說策略，引導街友安頓過去的生命經驗，發現箇中值得

珍惜或調整的段落，進而與在地正向力量產生連結、提升自我認同之價值感。如

此，便可能漸次引導其進行新社會角色和生活風格轉化。最後，街友培力方案若

能跳脫傳統個人物資救濟，改採跨領域社區教育策略，賦予街友期待或更適合的

社會角色及生活風格，將更能引發其印象整飾動機，進而不斷磨練新角色的言行

舉止、取得新自我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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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能力本位教育（今日稱為素養導向教育）起源於美國，因應二次大戰軍事訓

練以及戰後科技與經濟競爭之需求，講求效率、精確、績效管理與品質控制，頗

具行為主義色彩；1980 年代之後與新自由主義結合，九○代之後全球化浪潮席捲，

能力本位教育更強調競爭力、高標準和成效本位，並實施學習成效評量，延續到

21 世紀，由於高壓控制也導致許多教育人員鋌而走險。大約早在九○年代，能力

本位教育就隨著全球化的腳步向全世界擴散，但歐陸國家不走英、美路線，轉向

強調整合性的素養與終身學習，將素養視為個體在特定情境中的綜合性整體表現，

包含知識、技能、程序、方法、態度、倫理與行動等，且是一個終身發展的動態

歷程。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提出「素養的定義與選擇」架構，在哲學上也趨向整合

觀點，逐漸形成新的取向。本文反省了傳統能力本位教育背後長遠的理論思潮與

歷史背景，指出它的風險與困難，再整理晚近發展的趨勢，歸納出三個新的取向：

整合與平衡取向、歷程與發展取向、行動與陶養取向，然後據以提出建議，包括

新的學習者圖像、新的教學意涵、素養導向的教學模式、素養導向的評量策略以

及學校本位課程的有機統整等策略。

關鍵詞：素養導向、能力本位教育、歷史發展、理論思潮、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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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 (CBE) originat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n response to the needs of training soldiers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of educating 
competitive younger generations after war. It pursued accuracy, effi ciency,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nd quality control, with behaviorism behind. Because it connected with 
neo-liberalism after 1980s and went with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after 1990s, it became 
an educational movement which emphasized competition, high standards, and outcome-
based evaluation. This trend continued to the 21st century and lead to misconducts of 
educators who suffered from the high-stake competency test. After 1990s, CBE has 
spread in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continental European countries met the 
pressure but did not conform to the American and English tradition. They turn to a 
holistic perspective about competency which comprehensively includes knowledge, 
skills, attitudes, ethics, and action. Under the new perspective, the learner is expected to 
perform in a specifi c situation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competencies and to be a life-long 
learner. The DeSeCo framework proposed by OECD has a similar view to the holistic 
perspective about competency. The current paper reflects on various philosophies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s behind the traditional CBE, points out their risks and diffi culties, 
and sorts out some new trends that emphasize integrated and balanced perspectives 
of personhood, appreciate developmental process, and advocate the implications of 
action and bildung. Under those new approaches, the current paper proposes some 
suggestions for a new image of students, a new connotation of teaching, a new model for 
competency-based instruction, a new series of tips for evaluation, and a new expectation 
of organic integration of school-based curriculum.

Keywords: competency,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ories, 
curriculum of 12-Year Bas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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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臺灣的課程改革經常受到國際教育思潮的影響，現行九年一貫課程強調培

養學生「帶得走的能力」，其課程綱要制定了許多基本能力指標，而即將施行

的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則強調培育「素養」，其課程綱要描述了「核心素

養」的各種面向與項目，但其實「能力」與「素養」這兩個概念都源自英語的

competence 或 competency 這兩個詞。在英語世界，雖然有人認為 competence 較常

指行為表現所對應的內在能力，而 competency 較常指內在素質或特質，但並未形

成共識。無論是哪一個英文詞，臺灣早期大多翻譯成「能力」，晚近大多翻譯成「素

養」，連帶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CBE 一詞，也從「能力本位教育」改譯

成「素養導向教育」，這都是反映歐美世界對於這些概念的看法產生了變遷。簡

單來說，CBE 出現於美國，早期受到行為主義、泰勒主義（Taylorism）和福特主

義（Fordism）等思潮的影響，隨著歷史脈絡的發展，又受到精粹主義（essentialism）

和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並隨著全球化的浪潮擴散到歐洲等地，遂也受到歐陸終身

學習、全人教育、情境主義、歷程觀點、行動主義和陶養（bildung）理論等思潮

的影響，所以，CBE 的內涵不斷在演化，翻譯名詞也就隨之調整。

「能力」一詞雖改成「素養」，但只靠名詞轉換並不能自動轉化其複雜的

內涵，所以十二年國教課程仍須處理「何謂素養」、「何謂素養導向教育與教

學」等基本問題，這些問題目前已有若干洞察與論述（洪裕宏，2008；陳聖謨，

2013；蔡清田與陳延興，2013；林永豐，2014）。本文擬從 CBE 歷史發展的過程，

反省其背後學理思維的變遷，凸顯「能力本位」與「素養導向」不只是名詞的不同，

而是在教育思潮上的重要轉向。

貳、CBE 在美國的起源與發展

CBE 大約起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美國（Joyce, 1971）。當時美國需要

快速訓練士兵與飛行員等人力，很講求效率與精確，所以就將期望能力全部訂成

具體的行為目標，並組合成單元，再設計操作練習方式，而後透過評量系統取得

反饋訊息。正因為有這樣的原型，所以，CBE 有時候又被稱為 CBET，其中的「T」

就代表訓練。這樣的訓練模式與內涵，明顯與當時盛行在美國的行為主義、泰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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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福特主義，甚至科學管理等思想有密切關係（Schilling & Kötting, 2010）。

一、戰後到 1970 年代：從績效、公平到品質

冷戰時期，美國開始檢討 20 世紀前半葉自杜威以來所啟發的進步主義思

潮，批判進步主義太過於學生中心且降低了教育表現水準，其國防部在 1957 年

蘇聯發射史波尼克號人造衛星之後，隔年就發布國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of 1958），主張教育要回歸基礎能力、重視數理、強調科目內容與

智能訓練、採取高標準要求、加強測驗考試、支持資優者上大學等（Kessinger, 

2011）。這是精粹主義的轉向，因為強調能力、標準與測驗，而成為 CBE 的源流

之一。此時，甚至職業教育與師資培育領域也採取「能力本位訓練」作為人力培

育的主要方式（Hodge, 2007）。進入 1960 年代之後，反種族隔離的社會氛圍開

始發酵，美國政府在教育上才開始注重「公平」議題，並對各州的貧窮與弱勢區

域學校進行補助（楊巧玲，2007）。進入 1970 年代，美國遭逢日本在經濟上的強

烈競爭，業界出現「日本第一」的說法，他們發現日本產品的優點是品質，所以

開始反省泰勒主義、福特主義和科學管理的做法，批評過去太偏重成本與效率卻

忽略品質；之後，業界逐漸加強兼顧績效管理與品質控制，教育系統則開始要求

「回歸基礎」（back to the basic），並實施基本學力測驗（minimum competency 

testing）（Stout & Smith, 1986），也企圖兼顧「公平」與「品質控制」兩大主流

價值。

二、1980 年代之後：從新自由主義到全球化

美國整個 1980 年代的政治與經濟，基本上是由雷根（Reagan）總統掌權，英

國是由柴契爾（Thatcher）首相領導，兩人隔大西洋遙相呼應，都倡議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概略而言，新自由主義是把古典的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推得更

徹底、更放任，它包含了極為複雜的內容，其中對 CBE 比較有直接影響的論述是：

（1）個體是獨立的原子，個人自由重於相互倚賴；（2）競爭才能促成進步，人

際競爭重於合作；（3）個人成敗應由個人負責，國家福利與國家保護越少越好，

犯罪問題應以重懲的方式來抑制。

此外，由於人民更加關注教育品質的議題，雷根政府為了替教育改革布線，

在 1983 年公布了《國家在危機中》（A Nation at Risk）報告書，以驚悚的語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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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美國文盲率偏高、校園缺乏紀律、學生犯罪率提升、學力低落、國際成績評比

不佳、教師數量不足與師資品質不佳等問題，並提出美國學生在學業成就方面的

四大隱憂：（1）工作技能與思考能力低落、（2）閱讀與寫作能力低落、（3）學

術性向成績低落、（4）國際學業成就評比低於其他先進國家（李寶琳，2014）。

接著，雷根政府便順勢推動表現本位（perform-based）、標準本位（standard-based）

和成果本位（outcome-based）等相關教育觀念與管理手段，以績效責任運動作為

當時教育改革的主導力量。根據 Spady（1994）的觀點，所謂「學習成果」（learning 

outcomes）原指學生經由情境中有意義的學習而積累的高品質表現，強調學生獲

得的真正能力而非分數或成績，但是，中文「成果」一詞易被理解為「學生作

品」，而教育界又常將「成果」和「效果」、「績效」等詞連用（例如：李坤崇，

2009），並以「成效」一詞統稱之（例如：胡倩瑜、張國保，2013），故以下行文，

改稱「成效本位」，明示它的意涵轉向。這一波績效責任運動，企圖透過評估學

校目標、學生表現和學校經營等資料判斷學校的辦學成效，並使學校相關人員負

起學生學習成敗的責任（吳清山，2001）。此波新運動批評傳統教育管理太著重「輸

入、過程以及遵守規定」的做法，主張揚棄「只問耕耘不問收穫」的態度，轉而

關注「學生的學習表現」以及「成果誰來負責」等議題；換句話說，其關注焦點

從「時間」轉向「成效」，而 CBE 的內涵也就幾乎等於「成效本位教育」。

這一波新自由主義的思潮伴隨著全球化的浪潮，在時間上持續很久，在空間

上擴散很廣。進入 1990 年代之後，老布希總統公布「2000 年目標：美國教育法

案」（Goals 2000：Educate America Act），非常強調成效導向與可量化的學習成

就進步。即使民主黨的柯林頓接任總統後，政策的大方向也沒有改變，甚至把全

球化經濟體系推動得更徹底，他簽署了多項教育法案，要求各州必須為自己的學

生在每一個領域都設定嚴格的標準，因此，各州開始發展所謂效標參照（criterion-

referenced）能力測驗，以便監控學生的表現；有些州甚至設立獎懲措施，讓教育

人員為學生的測驗分數負起責任。

進入 2000 年之後，小布希總統推出「不讓任一孩子落後」（No Child Left 

Behind，NCLB）法案，集歷代教育改革之大成，但仍以學習成效與學生表現為關

注焦點，甚至將「標準本位」的管理措施，應用於監控教師的表現與學校的品質，

使得「標準」在學習者、教育工作者、決策者、家長及社會大眾之間扮演了關鍵

角色。這波改革浪潮，促使美國各州紛紛推行課程標準、學生學習標準以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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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評量，並再度強化以績效責任制來促進學校革新的策略（劉慶仁，2001）。

標準本位與績效責任的做法，有其優點，也有其惡果。優點方面，由於美國

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與學術等各層面的思想相當多元，因此，除了新自由

主義之外，民主主義、實驗主義、建構主義以及學習者中心等觀點，也會共同參

與作用或產生抗衡，所以，我們會看到主張或推動 CBE 的人當中，有些仍然很

重視學生的個別差異，採用所謂的「個別化能力教育」，這種做法延續精熟學習

的精神，故有時也被稱為「精熟本位（proficiency-based）教育」，他們著重深度

學習與真實理解，以學習者為中心，依照學生個別的需求、技能、興趣以及學習

的速度來安排學生的學習經驗（Hodge, 2007）；有些州的學習系統則允許學生採

取精熟學習的方式累積學分，並引進科技媒介協助教師進行個別化教學。時至今

日，美國的能力本位教育，仍受到標準化與個別化兩股運動力量的共同作用（Le, 

Wolfe, & Steinberg, 2014）。

在缺點方面，標準本位的執行很容易落入瑣碎目標的訂定，績效責任的要求

很容易落入外在控制的扭曲。複雜能力通常很難測量，但以行為主義為基礎的標

準本位教育，卻要求量化目標，以致於許多教育實踐者只好捨棄複雜、抽象和高

層次的學習目標，專攻具體、可切割、可測量的瑣碎目標。此外，行為主義和績

效管理都非常倚賴外在獎懲，以致於有些教育實踐者逐漸喪失意義感、自主感與

能力感，轉為被動應付、掩飾缺點、斤斤計較與功利取向，甚至為獎懲而走險。

Strauss（2015）就曾經報導過一個著名的案例：亞特蘭大市教育局長霍爾（B. 

Hall），曾為學區內的學生在基本能力測驗上的顯著進步，而獲得美國年度局長

獎，不料事後卻被發現，她為了達標而採高壓績效管理，並與數十位學校教育人

員集體作弊，竄改測驗分數等，被判有罪。Strauss 估計該案至少有上百人捲入，

全美可能有 40 州都有類似情況。我們可以說：高風險的能力測驗加上高壓的績效

管理，摧毀了許多教育人員的倫理。

參、CBE 在全球的擴散與轉化

美國的 CBE 運動大約在 1990 年代，就隨著全球化的腳步向全世界擴散。

世界各國都想努力成為經濟強國，並將知識視為科技時代最重要的資本（OECD, 

2013；王如哲，2000），在知識經濟與人力資本的概念下，CBE 逐漸成為世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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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運動。例如澳洲的「國家訓練委員會」（The National Training Board）在

1992 年就公布了七大關鍵能力，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 1996 年提出

了學習的四大支柱，並在 2012 年擴增成五大支柱，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

從 1997-2002 年開始發展「素養的定義與選擇」（Definition and Selection of 

Competencies, DeSeCo）架構；所有這類努力，都是對於 CBE 的反應。由於受影

響的國家眾多，本文無法一一介紹，基於目前國內的十二年國教課程走向較受歐

盟與 OECD 的啟發，故本節的介紹將以這兩大國際組織為主。

一、歐陸的轉向：素養導向與終身學習

歐盟對能力教育所持的觀點，與其同盟目標和文化價值有密切關係。歐盟的

主要精神是在多元中進行統合，透過基金會、計畫與研究案來促進制度上的一體

化（梁福鎮，2009）。但是，歐盟有 20 餘個成員國，各國的異質性頗高，例如英

國（脫離歐盟中）與歐陸就頗為不同，卻與美國比較接近。英國在 1980 年代，為

了提升競爭優勢並回應青年失業率攀升的問題，就採取了改善職業教育品質與提

升產業管理人力的策略，引入美國的 CBE（Bates, 1995），建置跨產業部門的標

準系統以及國家職業人才架構，這些人才標準的建置，甚至回頭影響了美國的標

準化運動（Horton, 2000）。兩國都將 CBE 當成一項政治運動，透過標準化管理

與績效責任制，轉向中央集權的教育改革，加強就業機會與教育訓練的政策控制

（Bates, 1995），使得 CBE 從小學貫穿到大學，影響各階段教育變革。不過，英

國更強調工作成分，並據此界定最低限度的職業表現標準（Brundrett, 2000），卻

避談內在特質，因此比美國更趨向極端的行為主義（Horton, 2000）。

歐陸國家對於英、美兩國的 CBE 較具批判性。尤其是德國與北歐各國，比較

傾向社會民主主義的價值體系，在 CBE 運動的風潮下，不走工作成分分析、標準

化表現以及績效控管等策略，而是強調工作者在知識經濟社會當中所需的終身學

習能力。1990 年代，歐盟陸續推動終身教育，並發表三份白皮書，希望促使歐盟

成為學習型社會（吳明烈，2001）。在 2000 年的里斯本高峰會時，歐盟確認將

教育系統現代化視為經濟變革的最重要策略，並從終身學習的角度為教育與訓練

系統建構一套關鍵素養，作為共同教育目標，以期成為世界上最具動能與競爭力

的經濟體。2001 年歐盟成立專責機構，研議關鍵素養之建置，並於 2002 年提出

八大關鍵素養（劉蔚之、彭森明，2008；Halász & Michel, 2011），其內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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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國語溝通、外語溝通、數學／科學與技術、數位、學如何學、人際與社會／公

民、企業與創新精神及文化表現等。學校教育則逐漸從學科本位轉向跨域課程，

教學從限制走向彈性、從教室走向戶外，並讓學生在真實情境與體驗歷程當中發

展更多有用知識，故素養導向成為教育主流（Han, 2009）。歐陸較重視工作者的

整體專業品質，認為有能力的工作者不是只會聽話並擁有機械式技能，而是擁有

決策能力，能幫助公司或企業在技術創新與組織管理等方面迎頭向上（Gadotti, 

2009）。所以，歐陸傾向將「素養」視為個體在特定情境中所達成的綜合性整體

表現，尤其重視專業品質，並以知識、技能、程序、方法、態度與倫理作為專業

發展的核心，企圖兼顧靜態涵養與動態發展的意義。

歐陸國家將學校課程架構中的素養區分成通則（generic）素養與學科特定

（subject-specific）素養（Tchibozo, 2010），此一架構朝向解放科目領域之間的藩

籬，但仍保留學科知識的必要性；更強調培育素養的歷程，包括團隊工作、田野

調查、發展想法、跨域連結、職場情境評析與科學方法應用等（Gadotti, 2009）。

德國與荷蘭的職業教育就屬於知識本位（knowledge-based）的素養教育，並偏向

採用建構主義的學習理論（Illeris, 2009）。

二、OECD 的轉向：整合取向與終身學習

OECD 早期的終身學習觀強調回流教育及個體在一生當中的工作、休閒、

退休與其他活動循環輪替的成人教育，到了 1990 年代末期，OECD 與 UNESCO

的終身教育主張（所謂五大支柱）逐步聚合，OECD（1996）《全民終身學習》

（Lifelong Learning for All）報告書，明確指出終身教育的目的是：透過終身學習

促進個人發展、社會凝聚和經濟成長，讓所有人不論年齡或教育階段，都受到激

勵並積極參與學習。其基本觀念是強調一個人處於文化與科技快速變遷的社會，

過好生活必須終身不斷學習。

在此脈絡下，「素養」的內涵是動態的，是個體終身不斷發展累積的內在素

質，表現在外則是個體成功完成特定情境下的複雜要求。這個定義包含了任務和

功能取向，但又將個體視為複雜的行動系統，其表現整合了知識、技能、態度和

其他非認知的成分（Rychen & Salganik, 2003）。在終身學習的框架下，學校教育

的實施也由知識或技能取向轉為素養發展。OECD （2003）的「素養的定義與選擇」

架構，就嘗試界定所有成員國人民所需的共同核心素養，希望促進「成功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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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健全的社會」，這些核心素養必須符合三大條件：（1）在個人與社會層次有

重要的貢獻，（2）在廣域的情境脈絡中能因應複雜的要求及嚴峻的挑戰，（3）

對所有人都重要。在瑞士、美國及加拿大等國的主導與合作下，透過成員國之間

的會議、各領域專家的研討會以及重要文件的發布，OECD 最後歸納出三大類的

核心素養 -- 能使用工具溝通互動、能在社會異質團體中運作與互動、能自主行動

（OECD，2009）。

三、對臺灣中小學課程政策的影響

臺灣在 1990 年代末期推動九年一貫課程時，已經受到 CBE 運動的影響，特

別強調基本能力、能力指標、課程統整與協同教學，並在發展課程綱要時，參考

了澳洲與加拿大的「關鍵能力」架構，提出十大基本能力來統整各學習領域的課

程目標（成露茜、羊憶蓉，1997），也在各學習領域研發「能力指標」，但在十

大基本能力、各領域能力指標、學習歷程、教學設計與能力表現之間，仍存在不

少斷層（陳伯璋、張新仁、蔡清田、潘慧玲，2007）。

當 OECD 的 DeSeCo 計畫完成之後，臺灣當時的國科會（科技部前身）也在

2006 年啟動相似計畫（洪裕宏，2008），並將譯名從「能力」逐漸改為「素養」，

「關鍵能力」則改成「核心素養」。十二年國教課綱在發展時，延續此一用詞（陳

伯璋，2007），採取歐盟及 OECD 的整合性（holistic）觀點，將「素養」界定為：

個體為了健全發展及因應生活情境需求所不可欠缺的知識、能力與態度（蔡清田，

2010，2011），並經核心素養小組討論，提出「自主行動」、「溝通互動」、「社

會參與」三個面向以及衍生的九個對應項目（蔡清田、陳延興，2013），且以「學

習表現」和「學習內容」來取代九年一貫課程當中的「能力指標」。

其實，CBE 的影響不只限於十二年國教課程，而是縱貫小學、中學、大學到

成人教育，而且橫跨普通教育、職業教育與人力資源管理，這在很多國家都類似，

但限於篇幅，本文不再擴展論述範圍。

肆、CBE 的哲學反思與新趨勢的浮現

本節嘗試超越歷史發展與國家社會的脈絡，抽取學理的觀點對 CBE 運動進行

反思與再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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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統 CBE 所遭遇的困難

（一）原子論與化約論的問題

早期 CBE 經常隱含原子論（atomism）和化約論（reductionism）的觀點，認

為所有事物都可以層層解析成最基本的單位，然後加總所有單位就得到整體，其

具體做法就是將核心能力分解成多層次和多項目的行為表現，然後要求學習者熟

練底層所有具體的小單位行為。但要將一個複雜、抽象的能力分割成許多精確的

小單位其實並不容易（Lum, 2004），其分割結果經常成為繁瑣的行為表現，組合

結果又經常無法等同於高層次的能力（Hyland, 2006），尤其以工作成分分析所得

的能力，是針對目前社會的工作或需求所界定出來的，可能不包括因應未來社會

所需的潛力，所以不符合終身學習脈絡下的素養（Oyao, Holbrook, Rannikmäe, & 

Pagunsan, 2015）。此外，在個人與社會之間，原子論與化約論也傾向採取個人主

義，認為個體的總和就是社會，只要理解每一個體就自然可以理解整體社會，這

種思考方式比較容易忽略社會結構與文化氛圍等整體無形因素對於個體的影響。

Brundrett （2000）就曾經擔心，化約論傾向的 CBE 無法培養複雜社會所需的思考

智能。

若要避免落入極端的原子論、化約論與個人主義，通常就需要整體論

（holism）、系統理論與社群主義來平衡，才能理解為何整體系統通常大於內部元

素的總和，才能觀察元素之間是如何複雜地交互作用，並洞察結構關係。

（二）先天論與後天論的矛盾

許多使用 competency 一詞的學者，都帶有先天論的色彩，例如語言心理學大

師 Chomsky（1965）就主張普世語法能力是內在的、先天的，不需要學習，也無

法學習，後天的語言環境與經驗只不過扮演了「扣動扳機」的角色，讓人類「獲得」

語言而非「學得」語言，人類大腦中擁有「語言獲得機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那是遺傳的成果。後繼者如 Fodor（1983）仍然強烈堅持先天論的立場。

其他還有反皮亞傑學派（Anti-Piagetian）的一些學者，也採用 competency 一詞來

表達先天論的立場。

行為主義在知識論上屬古典的實證論，在心理學上是徹底的後天論，所以會

避開談論 competency 這一類的概念，因為這類概念無法被直接觀察，不適合科學

研究；行為主義只研究行為或表現，並認為行為決定於環境刺激，所有行為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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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天經驗學習的結果（Skinner, 1957）。

但說來諷刺，早期 CBE 運動竟然同時擁有先天論與後天論兩種矛盾的觀點，

這是因為CBE的推動者經常會採用一組行為來定義能力；筆者整合行為論的觀點、

Raven（2001）的主張、Ruth（2006）的分析、Hyland（2006）的批判以及其他相

關文獻，發現 CBE 的操作採用了四項假定：（1）能力是不可觀察的；（2）特定

能力會產生特定表現；（3）如果特定能力沒有產生期待的特定表現，該項能力就

沒有被學到或甚至不存在；（4）教育、管理與品質控制都應該將焦點放在可觀察

的表現。上述操作方式至少帶來五種風險和困難：

1. 剛開始以表現來測量能力，慢慢就將能力等同於表現，最後就用表現取代

能力，結果能力就不知不覺消失了。所以，太強調「表現」的 CBE 推動者，常常

不知不覺把「能力」空洞化，而成為極端的行為主義者。CBE 若只強調表現與成

效，就很容易忽略心理歷程與內隱知識（Burbules, 2008）。

2. 行為主義喜歡採用獎懲手段去控制個體，當標準或目標越清楚、越具體的

時候，就越容易控制。這賦予教育行政系統更多機會和工具去控制學生的學習成

效，甚至控制師資培育與教師工作成效。CBE 運動容易使某些專業領域的實踐者

失去專業自主性（Brundrett, 2000）。

3. 若將能力視為穩定的內在特質，而將表現視為同時受能力、環境條件和不

穩定因素所影響的行為，那麼，表現不佳時並不能否定能力的存在，此時，又很

容易成為極端的先天論。

4. 若問：「你如何推知某種特定能力的存在？」回答：「以該種特定能力所

產生的特定表現來推知！」再問：「那你如何推知會有該種特定表現？」回答：「因

為它背後有該種特定能力！」這就在知識論方面陷入了循環邏輯（Hyland, 1997; 

Westera, 2001）。

5. 僅觀察行為表現，無法推知內在心理特質如何發生的過程，而且旁觀者僅

能從表現的情境脈絡當中找尋有限線索，以判斷個體是否具備某種內在能力，但

片段的觀察很難區辨哪些是個體能力的表現，哪些是偶發行為（Lum, 2004）。

上述的風險與困難，並不是將「能力」的字眼換成「素養」就可解決。若要

徹底解決，CBE 仍需注入人本論去平衡行為主義，採取互動論與建構論來消解先

天論與後天論的矛盾，同時也需補足歷程觀點，描述個體的內在心理運作歷程、

個體與環境的互動歷程以及個體的學習發展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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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情境、脈絡與文化因素受忽略

以工作成分分析、標準本位和績效責任為核心的 CBE，在評量學習「表現」

的時候，容易偏向行為主義，太講究觀察、測量和控制，一不小心就將「表現」

等同於「行為目標」；但在論述「能力」的時候，卻又偏向「特質論」，隱含「能

力可以放諸四海而皆準」的假定，忽略了情境、脈絡與文化因素對能力內涵界定

的影響，抵觸了素養由情境脈絡中生成的觀點（Ruth, 2006）。即使在全球化的思

潮下，個人與當地文化交互作用，也仍可能讓相同素養在各國衍生出不同的內涵，

亦即，同一個上位概念可能包含不同的下位概念，例如，「培養好的工作習慣」

看起來頗具普世性，但其實很空洞，在某些國家，「好的工作習慣」可能意含彈性、

效率、忠誠與願意配合，在另外一些國家，則可能強調細心謹慎、工作品質與追

求完美（願意犧牲效率），還有其他國家重視團隊合作。這些內涵之不同，也可

能發生在不同企業文化之間。所以，素養無法從真空環境中生成，素養的界定必

須整合情境主義（situationism）、脈絡主義（contextualism）與多元文化觀點。

二、後期 CBE 的理論趨勢

後期的 CBE，至少包含了三大類的理論取向：整合與平衡取向、歷程與發展

取向、行動與陶養取向；三種取向之間互有關聯和重疊，通常主張其中之一者，

也經常會涵蓋其他兩者的範疇，只是強調的重點不同。

（一）整合與平衡取向

許多後期 CBE 的理論都想超越傳統 CBE 所遭遇的困難，並保有傳統 CBE 的

某些優點，所以，理論架構通常會變得比較龐大和複雜，但對於人的看法也比較

完整，因為寧願過度複雜也不要過度簡化；對於概念之間的矛盾也比較包容，因

為矛盾統合以動態平衡的方式存在，有利於未來的辯證發展，也可避免任何一方

走向極端。以下介紹一些學者努力的重點。

早在 1990 年代，Hager 和 Beckett（1995）就提出過一個嘗試整合個體的行動

意圖、特質、全人發展以及文化脈絡的素養概念，以平衡行為主義和個人主義的

觀點。Cheetham 和 Chivers（1996）則認為素養包含「功能性素養」、「個人／行

為素養」、「知識／認知素養」和「價值／倫理素養」四大類，這是明顯想要包

容英美（重視前兩類）與歐陸（重視後兩類）兩大陣營的思潮，會有內在矛盾，

但可動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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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 21 世紀之後，努力建構整合與平衡觀點的人更多。法國學者 Le Deist

和 Winterton（2005）主張素養包括知識概念、經驗和行為三個維度。德國因著名

的職業教育傳統，學者們特別提倡行動素養（action competence），強調學科領

域知識以及跨情境場域的技能與方法，主張各教育階段的素養皆應包括個人、社

會、認知及方法論之整合（Brockmann, Clarke, & Winch, 2008; Schulze, Kanwischer, 

&Reudenbach, 2011），其中，所謂「社會」面向通常包含人際智慧、文化脈絡與

倫理道德，所謂「認知」面向包含知識與思考，所謂「方法論」包括實踐方法與

操作技能。其他還有荷蘭學者的努力，例如 Westera（2001）強調「素養」不應限

於事實性的「知識」，而應包含促進特定行為表現的認知結構，包含了因應複雜

未知情境的高層次思考、行為表現及後設認知能力。Mulder, Gulikers, Biemans 與

Wesselink（2009）更依據整合性觀點，主張素養的特性應包括：（1）知識、技能

和態度的群集整合；（2）展現在特定專業領域、組織、工作、角色、情境及任務

當中，有效能地解決問題；（3）鑲嵌在特定情境中，由特定工作脈絡賦予其意義

和達成水準；（4）透過行為或任務取向來展現。

在歐陸之外，澳洲學者 Beckett（2004）特別強調人文取向、脈絡化經驗

和反思性實踐，後來更促成澳洲以「判斷力」為核心素養來串連過程技能之知

（knowing-how）、事實事物之知（knowing-that）以及原因理由之知（knowing-why）

三大面向（Beckett, 2008），他的架構呼應了歐陸觀點，但更凸顯人文精神與高層

次思考的色彩，並且把各種類的知識與各種層次的思考貫穿。OECD 的 DeSeCo 整

合架構則參考了 Weinert（2001:62）所提出的五項界定素養的基準，分別是：（1）

個人或群體能成功地符應邏輯與心理結構所衍生出的複雜需求；（2）這些符應需

求的內涵包含認知、動機、倫理、意志和社會的成分；（3）需求和任務必須是複

雜的，且原則上可以被具像化；（4）素養必須透過學習歷程才可能形成，但不能

被直接灌輸而成；（5）核心素養與後設素養有所不同，核心素養是在不同的日

常生活、工作或社會情境中達成重要需求的表現，後設素養則是關於自己的素養

的陳述性知識或程序性知識（p.62）。OECD 將核心素養視為通則素養（generic 

competence），是「非特定學科的、跨界的素養」，例如問題解決、溝通、批判思考、

創造力、團隊合作、公民行動等。這樣的素養觀點，通常傾向鼓勵跨科統整教學。

英、美兩國雖然傾向行為主義與功能論，但也有另類觀點。美國學者

Hunter、White 和 Godbey（2006）很重視「全球性素養」，但認為這種素養是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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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和社會文化互動之後建構而成，無論知識、技能、價值或文化規範都是重要成

分。Bristow 和 Patrick（2014）則提出以學生為中心的動態整合模式，強調四項主

張：學習是個人化的、學習是素養導向的、學習發生在任何時間與地點、學習者

可以掌控自己的學習；他們如此強調個別化與自主學習的教育取向，其實頗具人

本論的精神。英國學者 Horton（2000）主張個體在與環境互動時，需要整合認知、

技能與價值等心理特質，並從工作情境與執行任務的歷程當中，透過決定、行動

與反思而發展素養。Lester（2014）認為素養除了可從工作成分中分析而來，更應

從整體專業能力養成的角度來看。

上述觀點雖然多元而複雜，但都趨向較全人的觀點，整合來看，素養包含認

知、情意與行動，其中，認知包含知識與思考，情意包含態度與倫理價值，行動

包含意圖、技能與表現；更具體來看，知識包含事實、程序與理由之知以及學科

知識，思考則強調創造、批判與後設認知等高層次思考。認知、情意與行動三者

都有動態發展歷程，也都需要考量社會文化與物質環境脈絡。

（二）歷程與發展取向

關於素養的觀點，無論是基因決定論或環境決定論，都缺乏心理發展歷程；

換句話說，任何一種素養，如果是由基因決定，那就只有生理發展歷程，如果是

由環境決定，那就只要安排環境刺激的順序來塑造學習歷程，所以，兩者都不必

理會心理發展歷程，而且兩者也不必互相理會，因為，基因決定論可以忽略環境

對於生理與心理特性的調節，而環境決定論可以忽略個體差異與心理歷程對於環

境刺激的詮釋。

Beckett（2008）認為，核心素養是學習者從情境經驗當中，透過判斷、決策

與反思性行動發展而成，所以，自我調節（self-regulation）歷程對於素養的形成非

常重要。Illeris（2009）更直接主張：談素養導向教育應該直接談素養發展，而不

能只談靜態的素養定義；他認為素養發展與學習理論密切關聯，而學習理論必須

重視歷程導向與整合性觀點（Illeris, 2003）。他指出學習包含兩大基本歷程以及三

大向度。歷程發生於：（1）學習者與其社會、文化和物質環境之間的外在互動歷

程；（2）新學習經驗與其先前學習結果之間的心理歷程。向度則有（1）認知向度：

包含知識與技能等；（2）情緒向度：包含情感與動機等；（3）社會向度：包含

溝通與合作等。這些學者的看法，基本上都比較傾向建構論，認為素養的學習與

發展，不決定於先天，也不決定於後天，而是兩者長期交互作用和共同建構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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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學習者終身主動與環境互動，在先天基礎與先前學習結果上，對環境進行觀

察、理解、選擇、行動與反思，並據以建構後續的學習結果。Stoof、Martens、

Van Merriёnboer 和 Bastiaens（2002）進一步指出，「素養」的定義本身就是建構

出來的，因為參與定義的人都會根據自己既有的知識和他人對「素養」的多元看

法，來建構自己的觀點；他們認為「素養」的意義是由人、目的和情境三種條件

的動態關係所形構出來，所以，「素養」的定義不會固定下來，而會像一隻變形

蟲一樣，一直處於變形與轉化的歷程之中，我們不必期待創造一個真理式的定義，

但可以努力建構一個比較可行、可應用、可存活、可成功（viable）的定義，來幫

助教育實踐者。

（三）行動與陶養取向

行動素養的概念盛行於歐陸，而且一直是環境教育或永續發展教育所最重視

的。行動導向與行為主義大為不同，因為「行動」一詞意含主體性、主動性與目

的性，通常行動者在心中有一些關懷的問題和解決的方法與策略，並有意圖改變

自己和環境；而「行為」一詞比較中性或被動，通常是根據被制約過的規則來對

刺激進行反應。

深入一點分析，行動導向的素養教育含有若干層不同意義，第一層意義與「體

現（embodiment）」這個概念有密切關係，其延伸概念包括體現認知、體現學習

與體現經驗等，在教育上強調操作、實踐、探索、體驗、做中學、戶外教育和全

人教育等，主張學習歷程不應只發生於大腦，也不應只限於訊息與認知層面，應

該以整個身體系統直接和外在環境互動，其內在學習歷程與結果應包含生理狀態

的變化以及動機、情感、價值與默會（implicit knowing）等心理狀態的變化（Ollis, 

2008）。

第二層意義與「行動主義（activism）」這個概念有密切關係。行動主義主張

個人透過反思來改變自己的行為，並透過團體、社區或組織等集體力量，以公民

參與、藝術表達、社會運動或政治遊說等方式，來改革社會與改善環境，在參與

社群實踐時，與他人協商或共構意義，並透過批判思考與後設反思而得到新的洞

識（Berger, 2005; Norris, 2002）。在教育上，行動主義者的學習特別強調在真實

情境與實踐歷程中的學習，包括在職場實習、工作情境、社會運動或處理人生難

題的歷程中學習。美國波斯頓的社區與環境另類方案（Alternatives for Community 

and Environment, ACE）就是一個很典型的案例（Argyeman, 2008），他們支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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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行動方案，其中之一在 Roxbury 地區對年輕人推動增能賦權，就是從阻止石油

污染與開展食農教育等行動做起，也協助公立學校推動環境教育的行動方案。

第三層意義與「陶養」（bildung）這個概念有密切關係。馮朝霖（2008）將

「bildung」一詞翻譯成「陶養」，並指出陶養理論的六種精神：（1）教育沒有一

個固定的終極目的，它是一個開放性的轉化歷程，本身即為目的，這種精神很符

合民主與後現代；（2）學習的過程必須要能容忍模糊、體驗真理的曖昧、並從事

無止盡的自我實驗；（3）教育的意義在助人自我完成、打開世界觀、看見差異、

包容多元；（4）旅行與漂流是自我陶養的最佳途徑；（5）人的自我知識十分有限，

要在網絡連結與跨界聯繫當中建構意義；（6）陶養的作用在於助人從自我中心解

放而能自由參與互動、遊戲與共創。

根據Mogensen和Schnack（2010）的看法，行動素養是一種教育理想，源於「行

動」的內涵與「陶養」的理念，這樣的理想與人力資源管理領域對於「素養」的

看法大為不同，而與 OECD 的 DeSeCo 的觀點比較接近，因為前者太偏個人取向，

而後者比較有學科知識取向。他們進一步指出：陶養理論，在歐陸國家擁有長久

的歷史，主張教育的本質就是在幫助他人「成為一個人」（Mogensen & Schnack, 

2010, p.60），這句話意含一種終身學習的過程，強調「personhood」，類似中文

的「成人之美」，主張人性、人格與自主性是作為一個人的基本條件，並且與公

民素養、平等尊嚴及民主社會密不可分。所以，行動素養導向的教育應該培養學

生的自主能力、反應民主社會的價值並成為終身學習的過程。

Willbergh（2015）的立場更徹底，她認為：「能力／素養」這個概念缺乏一

個有關教育內容的理論，如果不更換名詞概念，這個問題無法被解決。所以，她

建議改用陶養理論來代替。她的分析指出，陶養理論源於歐洲早期希望脫離宗教

和政治支配的努力，所以才和人本、民主以及自主等概念有密切關係；陶養的精

神在於助人完成自我、實現潛能、成為一個人，而不是成為上帝的意象，「陶養」

的意涵包括（Willbergh, 2015）：

1. 教育的責任在於幫助學生發展想像力、獨立思考、自主決策和群體共創，

讓學生將來在民主世界成為一位負責任的公民。

2. 教學是自主的教師、自主的學生以及學科內容三者的相會，教學的可能性

來自於教師對於每一個班級的特殊性理解。

3.「核心能力／素養」的概念通常不涉及學科內容，但陶養必然涉及學科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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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所以，陶養理論更適合知識社會之所需。

4. 學科內容必須具有開放性，容納某種程度的普世性與在地化，才能對於學

生具有意義感。

5. 學科內容同時具有主觀性與客觀性，主觀性來自於師生對學科內容進行詮

釋、猜測、選擇和建構，客觀性來自於真實世界，教學應維持在主、客觀的中間，

讓內容可被討論、辯證和重新創造。

6. 學習評量不應限於評估那些重複性的技能，應讓教師發揮專業去評估學生

獨特的高層次思考。

7. 在「教師－學生－內容」的三角互動當中，師生共創一個擬真（mimetic）

的情境，透過想像力將內容脈絡化並連結到學生的自我與在地生活，以提高意義

感與學習動機。

由此看來，「陶養」一詞具有比較完整、適切、內在一致的教育理論作為基礎，

相對地，「能力／素養」的概念卻比較空洞，能被填進任何相互矛盾的理論系統；

所以，Willbergh 建議用前者替代後者。

伍、結論與建議

CBE 源於美國二次大戰期間的軍事訓練需求，戰後回應美蘇冷戰期間的蘇聯

太空科技壓力，在七○年代回應過日本的經濟競爭力，八○年代注入新自由主義，

然後在九○年代隨著全球化的浪潮逐步向全世界擴散。這一段期間的 CBE 先是被

等同於訓練，講究可被操作的具體目標，然後被當作追求科技競賽與經濟競爭力

的工具，將能力化約成表現，對學生訂定高標準，對教師要求績效，對學習成效

進行品質控制。反省 CBE 這些特徵，不難發現它的背後伴隨著各式各樣的理論思

潮，包括哲學上的原子論與化約論，心理學上的天生論與行為主義，管理學上的

福特主義與泰勒主義，以及政治上的個人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等。原子論與化約論

很容易落入瑣碎、切割和缺乏系統觀，天生論會喪失學習的必要性，行為主義除

了有瑣碎的問題外，也與福特主義、泰勒主義一樣喜好控制支配，個人主義容易

忽略情境、脈絡與文化因素，新自由主義則太強調自由競爭且加劇了貧富差距。

所以，當 CBE 的浪潮向全球擴散之後，各國不同的哲學傳統與文化背景對 CBE

又進行了批判與轉化，在進入 21 世紀之後，CBE 思潮逐漸浮現了一些新取向，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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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整合與平衡取向、歷程與發展取向以及行動與陶養取向，本文根據上述這些新

取向，提出了下列建議。

一、建構學習者的新圖像

在新的取向之下，學習者是一個與生活脈絡適切互動並終身動態平衡發展的

全人。這圖像包含下列五大重點：

1. 所謂「生活脈絡」包含社會、文化與自然環境等脈絡，因為沒有人能脫離

脈絡而生活，所以素養的定義也不能脫離脈絡主義（contextualism）與情境認知

（situated cognition）等觀點，而素養的學習必須經過脈絡化（contextualize）與去

脈絡化（de-contextualize）的歷程，也就是先經過具體化、情境化、在地化與個別

化，然後再透過反思歷程達成抽象化與通則化。

2. 所謂「適切互動」意指：學習者受脈絡影響，但不受脈絡決定；會詮

釋、選擇並影響脈絡，但不剝削他人與環境，而是與脈絡相互依存、共善共

好。所以，素養的定義應該考量互動論（interactivism）、詮釋學、社群主義

（communitarianism）、多元文化與永續環境等觀點，而素養的學習，特別是從長

期發展的觀點來看，必須經過外在互動與內在互動，亦即先經過與他人互動（例

如師生互動和同儕互動等）、與環境互動（例如做實驗和做中學等）、與文化互

動（例如閱讀和觀賞等），然後再於內心進行詮釋、推理、想像、選擇、組織、

轉化、建構、創造、反思與抽象化等內在互動歷程。

3. 所謂「動態發展」表示學習者的素養不受先天決定，不受後天決定，

而是在先天與後天的交互作用下，由學習者主動建構整體的經驗（embodied 

experience），透過非線性發展的歷程，恆久自我調節與成長變化。這些觀點

的背後理論由歷程哲學（process philosophy）、自我組織理論（self-organizing 

theory）、建構論和自我調節理論所支持。

4. 所謂「平衡發展」是主張素養的內涵必須兼顧認知、情意與行動，兼顧知

識與能力，兼顧倫理與技能，兼顧具體表現與高層次思考，並兼顧職業功能與一

般公民素養。這是跨學習領域與跨教育階段的整體思考，雖然希望矯正傳統 CBE

的偏頗，但並不希望擺盪進入另一個極端，而是在思維上企圖兼顧具體與抽象、

微觀與宏觀、傳統與創新。

5. 所謂「終身發展的全人」當中，全人並不是一個完人的靜止狀態，而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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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終身陶養的過程；全人不一定是通才，更不必精通各種領域，而是除了在自己

所擅長的領域自我實現之外，也同時是健全幸福的公民。換句話說，一個學習者

不論成為一個醫師、教師、警察、工程師、作業員或建築工人，他們都有權利同

時是一個健全幸福的公民。

二、提出教學的新意涵

在 CBE 的新取向之下，教學就是教師、學生和內容三者之間的動態平衡。這

句話意含：教學不能單以教師為中心、學生為中心或教材為中心，不應由教師支

配、學生支配或教材支配。這句話的背後是以陶養理論為主，希望包含三種動態

平衡：

1. 學生與內容之間是一種自主與結構的動態平衡：學生的自主性存在於選擇

與詮釋內容並建構自己的理解與經驗，但內容若缺乏適切的潛在結構（例如邏輯

混亂、知識錯誤、難度錯置或概念矛盾等），學習將發生困難；只有當自主與結

構並存時，學習才可能發生。此外，自主性產生主觀性，內容結構則提供客觀性，

所以，自主與結構的平衡也會促成主觀與客觀的平衡。

2. 教師與學生之間是一種雙主體的動態平衡：教師與學生在課程內容方面有

專業程度的差異，在教學過程有角色責任的差異，但兩者沒有主體性的差異，擁

有同等的人性尊嚴與詮釋建構的權利。教師雖然扮演專業社群的代理人，但不是

以權威改變學生，而是以理性對話、討論辯證、證據說服、共同探索或共同創造

的方式，去引導學生自主調整與自我決定。

3. 教師與內容之間是一種控制與轉化的動態平衡：無論是國家的教育或企業

的訓練，都會將教育內容組織成課程，透過課程目標的設定、內容的選擇與結構

的設計，企圖幫助、控制或限制教師的教學行為，以便達成初始設定的目標。但

是，教師的教學對象有個別差異、班級差異、學校差異和地方差異，而教師也有

自身的經驗與理想，因此，對於國家、商業或專家設計的教材，可以善用但不能

倚賴，可以選擇但不必丟棄，可以轉化但不必排斥，可以超越但不能沒有更適切

的內容。

三、發展素養導向的教學模式

本文嘗試建構一個可行的素養導向教學模式（圖 1），希望能整合 CBE 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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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優點以及新取向的精神。首先，這個模式是以教與學的歷程為核心，包含圖中

五個圓圈所建議的歷程，可以從左到右有步驟性地執行，也可以隨著學習任務的

需求而成為環環相扣的往返路徑。若依順序執行，首先可安排特定的學習任務或

問題情境，引導學生發展問題意識或提出關鍵問題，讓學生自訂任務或由教師交

代工作目標與任務，然後讓學生思考、討論、使用探究方法、發展解決問題的策

略，以便學生在行動當中達成任務、解決問題或應用實踐，並透過反思歷程來調

整學習或深化素養；工作任務可以限於某一領域，也可以跨領域，應視主題、問

題或任務的性質而定，但一般來說，跨領域的統整學習比較有助於核心素養的培

育，因為核心素養的範圍通常涵蓋廣闊，而真實世界的複雜問題通常不理人類世

界對於知識領域的人為劃分，所以芬蘭在 2014 年發布的基礎教育新課綱（在 2016

年實施），就是以統整課程作為素養導向課程的基石，採用七大主題橫向統整各

領域課程，且每位學生每一學年都必須參與一個主題探究課程（Halinen, 2015）。

由於主題或議題式的統整課程在進行探究活動時，學生的學習歷程經常會自然導

向工具使用、溝通合作、解決問題和關懷行動等核心素養，因此，課程所欲達成

的核心素養與國內十二年國教課程總綱的三面九項核心素養也很容易契合。

其次，這個模式建議教師扮演引導者與協助者的角色，儘可能協助學生成為

一位自主的學習者，進而成為終身學習者。為培養學生的自主能力，教師在教學

態度上應隨時保持雙主體的互動，在教學策略上盡量給予學生覺察問題、嘗試錯

誤、組織知識和利用反饋訊息來自我調整的機會。

最後，這個模式指出素養導向教學的目標，從具體到抽象共有三個層次：學

習表現、素養和核心素養，三者之間具有累進發展的關係，但不是獨立的類別。

學習表現是教學歷程當中在特定情境下為了達成工作任務所被期待的特定行為表

現，包括每一次任務探究歷程後，學生可以表現出來的某些認知、情意或行動，

這些通常是教學的立即目標，例如在小組討論當中表現出遵守輪流表達意見的能

力。

素養是由認知、情意和行動統整而成，可限於特定領域，也可以跨領域；通

常是在一個單元或一個主題中培養，作為教學的中程目標，透過學習活動的串連，

讓學生的素養逐漸形成；例如：透過輪流表達意見、對別人的意見加以讚許、給

予正面回饋、並在尊重別人的情況下說出自己的想法，這一連串聆聽能力的表現，

都是溝通與合作的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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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則是抽象性的通則素養，包括特定領域最上層、最重要而關鍵的素

養，也包括跨領域的通則素養，通常是教學的終極目標，在主題完成時或經歷幾

個教學單元後形成，例如：當學生在一個大主題的小單元下或一個學期的數個單

元中，不斷地透過學習任務，有機會練習聆聽並與人溝通，這樣的聆聽與表達傾

向會類化到其他單元或主題（不同情境）的分組學習活動，而形成「與人良好溝

通與合作」的核心素養。

表現、素養與核心素養三個層次必須串連，才可以避免學習表現落入瑣碎，

同時避免核心素養落入空洞。但在進行教學設計時，難以從三個層次同時開始，

故建議教師採取「以終為始」、「逆向設計」的策略，先掌握最終目標的核心素養，

再逆向回推素養和表現。例如，在一個以「製作燈具」為主軸的藝術課程當中，

教師首先確認希望培養學生的最終核心素養是「藝術創作」與「合作」，其次再

設定至少兩個中程的學習目標（廖健茗，2017）：1. 能透過小組合作方式，以「繭」

之意象，嘗試使用複合媒材製作燈罩，展現創意，完成作品；2.能透過討論、設計、

創作與發表等歷程，學習與人合作。然後就要推論學生的可能表現，作為總結性

評量的依據。最後，教師就可以設計或是補充、重整原先已經預想的各種學習活

動，在教學中引導學生探索與思考，讓學生經由多次討論，有機會表現或調整其

聆聽與合作能力，以及掌握藝術創作的元素，並據此完成創作。

較高層次的知識或較為複雜的技能與態度，通常包含很多次級成分，需要經

過多次活動或任務才可能完整學習，因此，學生在單一活動或任務結束時可能無

法將素養整合表現出來。教師如果採取逆向教學設計，比較不會陷於行為主義的

窠臼、專注於具體表現或忘記中程與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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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展素養導向的評量策略

在素養導向教學中，各種形式的教學策略會導致多元的表現評量，例如口頭

發表、實作、做實驗、產出作品、演劇、報告、紙筆表現評量等，教師宜掌握預

期的階段性素養或核心素養，在教學與評量相互搭配、交替運作的歷程中，評估

單元教學內應有哪些形成性與總結性評量，並在總結性評量中進行素養的評量（吳

璧純，2017）。從素養學習與發展的觀點來看，學校可依總體課程規劃來建置評

圖 1　素養導向教學模式圖

核心素養

（抽象通則素養）（一個主題或跨數個單元）

素養

（將認知、情意和行動之統整）（一個主題或一個單元）

學習表現

（認知、情意和行動的部分表現）（有任務的學習活動）

教與學的歷程

脈絡化的

學習情境

教師交付或

學生自訂的

工作任務

學生思考

或討論

學生採取行

動，嘗試達

成任務的方

法及策略

學生反思、

自我調整

學生是自主

的學習者

教師是引導者

與協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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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系統，並與教學設計相互調整，這樣的評量系統不是只有科技系統與評量工具，

同時應思考評量哲學、評量態度與評量制度是否具備以下六項特徵：

1. 支持學習：提早發現學生的學習困難或迷思概念（misconception），以便

適時提供鷹架、減少挫敗感、提升效能感。尤其在形成性評量的設計，應該是「促

進學習的評量」（assessment for learning），而不是為評量而學習。

2. 支持教學：提供好用的評量系統，讓教師很容易將評量融入教學，使多元

評量成為教學方法的一部分而不是外加於教學的評價工具，是「促進教學的評量」

（assessment for teaching），而不是為評量而教學。

3. 降低風險：高風險評量比較容易促使學生掩飾缺點、增加壓力或採取不正

當手段，特別不適合情意和價值相關素養的評量；即使在認知領域，也不適合診

斷性和形成性評量；此外，高風險評量也代表學生、教師或甚至學校受到一種強

烈的外在控制，會導致教育失去自主性。

4. 多元整合：由於素養教育走向整合觀點，評量向度與方法當然也必須走向

多元整合，這代表評量向度不宜只限於知識，或只限於少數領域，或只限於低層

次認知能力，而必須思考如何看待一個全人的各種角度以及如何將各種角度加以

整合，讓個體變成像一顆多面體的鑽石。這也代表評量方法不宜只限於紙筆測驗，

或只限於客觀式測驗，而必須兼採自然觀察、同儕評量、另類評量、真實評量、

實作評量或情境測驗等各種方式蒐集資料。

5. 行動研究：當我們把評量系統變成一個多元化蒐集資料的系統之後，這些

資料就可以成為行動研究的一部分，剛好可以用來回應十二年國教課程總綱對於

學校進行「實驗與創新」以及對於教師進行「教學實驗或行動研究」的要求，這

些要求更可以回饋到課程綱要之研修（教育部，2014）。

6. 連結外界：學校無法自外於這個世界，因為，家長會關心子弟的學習狀況，

政府會關心教育目標達成的程度，社會媒體會關心教育的品質，甚至國際組織會

比較各國的教育表現。學校回應外界關心的最好方式，就是拿出讓人信賴的資料，

看出學生在一般素養的進步與核心素養的成長。

五、進行學校總體課程的有機整合

素養的培育可以由教師串連許多教學活動來完成，但核心素養的培育則通

常需要全校性的課程規劃以及教師間的協同合作才能竟其功。國家教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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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所出版的《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指引》指出：核心素養的培育

需秉持漸進、加廣加深、跨領域／科目等原則，可透過各教育階段的不同領域／

科目的學習來達成。十二年國教的課程架構除了包含部定課程之外，更賦予學校

擁有校訂課程的責任與彈性空間，為了達成素養導向教育的終極目標，學校宜以

整合觀和動態觀進行總體課程規劃，融合部定與校訂課程（彈性學習課程），連

結正式與非正式課程，來發展學校本位課程，並逐年實施與修訂，宛如學生的自

我調整學習過程。

過去已有許多學校發展出精彩的特色課程，在邁向素養導向教育的過程中，

學校本位課程的建構，宜採取多向度交互調整的方式，一方面根據學校願景以及

學生的核心素養圖像，來調整學生在領域課程、彈性學習課程與非正式課程的各

種學習表現；另一方面根據教師的課程實施與教學實踐，透過教學研究會、教師

學習社群或學校課發會等相關機制，來調整學校總體課程結構、建置評量系統、

獲取反饋訊息。

素養導向教育的新取向對於理論發展與實務現場有豐富的涵義，以上建議只

是拋磚引玉，更重要的是，實踐者要能理解傳統 CBE 的問題與風險，掌握新取向

的特徵與精神，在實踐歷程當中建構出自己的模式、方法與策略，表現出專業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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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科書文本是經過協商之後的產品，在編審互動歷程中，有些知識被保留、

修正或刪除，無論是何種結果，背後都潛藏教科書編者與審查者的意識型態與權

力關係互動。本研究分析國小社會學習領域教科書文本轉變的歷程與結果，探討

教科書在編審歷程中，知識觀點如何轉變？本研究採用內容分析的質性分析方法，

檢視國小社會學習領域第二階段教科書的三個版本，每個版本含教科書的審查版

與教科書審查意見表。本研究發現五個面向的文本知識轉變情形：從成人觀點回

到學生經驗、從單一觀點到多元觀點、從有限的取材到多樣的實例、從低層次轉

化到高層次的提問方式、減少政治正確與道德勸說的內容。最後，本文依據研究

結論提出教科書編審歷程中應注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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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ent of textbooks is retained, amended, or deleted during the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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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研究者近幾年擔任國小社會學習領域教科書審查委員，在審查委員會議及編

審溝通歷程中，產生了一些疑惑。首先是教科書文本敘述方式的問題，教科書開

放政策已經實施多年，但是編者對教科書文體的想像非常單一，社會科教科書的

文體幾乎都採用說明文的方式，這種理性說理的方式很難吸引或感動學生。課文

內容通常包括通則性敘述，陳述概念、事實與原理原則，再利用圖片舉例、呈現

差異，例如提到家鄉命名原則包括歷史、族群、動植物、氣候等，圖片則分別呈

現不同的地名與命名方式的連結。由於國小中年級課文內容有限，教師命題時如

果侷限在課文內容，幾乎所有內容都會變成評量的題目，造成學生不僅要背課文，

也要背圖說的學習負擔。

其次是如何呈現學科知識概念的問題，研究者在審查教科書時，發現某版本

教科書將「社區」這個概念全部用其他類似的名詞取代，改以「居住地方」、「生

活周遭」、「住家附近」、「生活圈」取代，理由是社區這個概念對中年級學生

太難、教師不容易解釋。但是，每個人對上述這些替代名詞的涵蓋範圍認知不一，

反而更容易造成混淆。況且「社區」是社會學習領域重要的概念之一，教科書編

者應協助師生探討社區這個概念，而非以其他名詞取代。為了顧及學習者的認知

與遷就教師的教學能力，學科知識概念應該簡化嗎？這是研究者在審查歷程中產

生的疑問。

第三是教科書內容無法因應地區差異的問題，教科書編者為顧及廣大消費者

的需求，時常會採取「最大公約數原則」來決定教科書內容（卯靜儒，2012）。

但共同的內容難以顧及地區的差異性，需要依賴教師將內容轉化為符合學生經驗

與文化脈絡的運作課程，例如「家鄉」單元即是一例。但是，部分教學現場的實

際情形卻是教師照本宣科，未能掌握教學轉化的原則，以致於學生不是學習自己

的家鄉，而是「全台走透透」，認識別人的家鄉，對三年級學生而言，社會科的

學習難以和自己的經驗相連結。

Barr、Barth 與 Shermis（1977）認為社會科有三種傳統，分別是公民資質的傳

遞、社會科學與反省思考能力，不同的傳統抱持不同的知識觀，也有相對應的教

學目標、內容與方法。因此，不同的社會科傳統會產生截然不同的教科書文本。

教科書的編寫方式可區分為文本為中心（text-centered）或讀者為中心（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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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ed），不同的方式代表對學習主體不同的假設（Sewall, 1992）。卯靜儒（2012）

研究高中歷史教科書編寫與審查制度運作過程中的編審互動歷程，研究發現編審

教科書的討論過程仍是「文本為中心」勝於「學習者為中心」的思考邏輯。

教科書文本是經過協商之後的產品，在編審互動歷程中，有些知識被保留、

修正或刪除，無論是何種結果，背後都潛藏教科書編者與審查者的意識型態與權

力關係互動。緣此，本文系統性的分析國小社會學習領域教科書在編審歷程中，

文本知識如何轉變，以作為教科書編審之參考。 

貳、文獻探討

一、教科書是多重競爭下交互作用的產物

長久以來，教科書在課程中一直居於強勢主導的地位，教師對教科書的依賴

性強，相較於其他教材，教科書極具影響力。歐用生與洪孟珠（2004）認為教科

書不僅是一種文化產物，更是一種經濟商品，是政治、經濟和文化活動爭奪與妥

協的結果；是利害關係人構思、設計和出版的，是政治權力和市場經濟交互作用

的產物。這段話明白點出教科書不是價值中立的，教科書是爭奪合法化知識的場

域，是權力競逐後的結果。

在當前教科書開放政策下，教科書文本的形成，需經過課程綱要、編輯與審

查三個向度的交互作用，才能形塑出最後的成品。其中，課程綱要具有位階性和

指導性，往往規範了教科書編輯和審查的運作空間，誰掌握了課綱內容的發言權，

誰就能左右學校教育傳遞的知識價值。因此，Apple（1979）提出下列問題，提醒

我們去思考課程潛藏的價值與權力議題。

1. 學校呈現的是誰的知識？

2. 課程的內容是由誰來選擇的？

3. 課程為什麼以這種方式來組織和施教？又為何只針對特殊的群體？

4. 是誰的「文化資本」（包括「外顯的」和「隱含的」兩部分）被安置在學

校課程之中？

5. 社會正義是依據誰的原則來界定，並納入學校的課程與教學中？

6. 為何及如何將特殊群體的文化觀，作為學校課程的客觀和真實呈現？



從編審歷程分析國小社會學習領域教科書文本知識之轉變周祖誠　劉美慧 69

7. 官方知識如何具體地表現出社會中優勢階級利益的意識型態？

8. 學校如何將一些已建立且僅代表某一標準的知識，合理化為不可懷疑的真

理？

9. 學校中所施教的知識（包括事實、技巧、興趣和性向）是代表誰的利益？

課程即制度化文本的詮釋，Taubman（1995）認為要瞭解課程發展時，不可忽

略官方知識在政府及官僚系統體制下，對於教學內容、受教對象、哪些知識值得

被傳遞、傳遞方式以及教學原則上的規範。

教科書是經過研編系統、審查系統、出版系統、行銷系統與選評系統運作歷

程的結果，這五個系統是動態、交互影響的，其交互運作的結果最終都會回饋到

教科書設計（塗宥騏、陳麗華，2014）。其中，教科書在審查系統中受到的內容

規範與審查意見的制約影響最大，在此歷程中教科書知識如何轉化，反映了 Apple

所言的課程潛藏的價值與權力議題，相當值得探究。

二、社會科教科書編審歷程相關研究

九年一貫課程強調能力指標，教科書編寫必須顧及能力指標的轉化，但是能

力指標是抽象的，在解讀過程中，常造成「一條能力指標，編者各自解讀」的情

形，部分編者並非先解讀能力指標，再發展教科書內容，而是採用同心圓模式，

從家庭、學校、社區、鄉土、台灣、世界的範圍編寫教材，再對應相關的能力指標。

最後只求每一條能力指標在不同的冊別出現，至於指標與教科書內容的關連度如

何，並非編輯的關鍵，以致於能力指標常從主角變成配角地位。

近幾年，國內有許多研究關注九年一貫社會學習領域教科書編審歷程的相關

研究。有具體建構教科書審查規準之研究，例如賴光真（2000）的研究提出了四

類十三項的審查規準，第一類為「與規準建構程序相關的原則」，包括：適當程

序原則、專業共議原則。第二類為「與規準基本定位相關的原則」，包括：分科

建構原則、審查專用原則、質性處理原則。第三類為「與規準結構相關的原則」，

包括：程序區隔原則、必要規準原則。第四類為「與規準內容相關的原則」，包

括：廣泛周延原則、適切水準原則、效度原則、具體明確原則、內在標準原則、

項目獨立原則等。塗宥騏與陳麗華（2014）探討審定委員對國小中年級社會學習

領域教科書設計的關注焦點，發現審定委員最關心教科書的文本設計，包括教材

的正確性、文句流暢性、提升高層次思考以及多元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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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確立明確的審查規準之外，也有學者主張應強化教科書編輯與審查者之

間的溝通，才能讓編審雙方在充分瞭解課綱精神下，落實外部審查機制的精神，

確保教科書的品質（藍順德，2001）。教科書既然在健全且完備的教科書審查制

度規範下生產，為何還會面對社會輿論的批判？教科書生產歷程中是不是存在著

非線性、無法全然訴諸理性判準的灰色地帶？歐用生與洪孟珠（2004）的研究發

現，社會學習領域教科書審查歷程的爭議與問題包括：教科書編輯團隊更換頻繁、

能力指標詮釋分歧、審查規準不明確、教科書分階段分冊同時送審造成內容縱向

銜接困難、審查時間嚴重不足等。卯靜儒（2012）分析高中歷史教科書編審互動

過程發現，編審之間的權力行使關係、對課綱的認同不一、對歷史知識與教學的

爭議、以及對核心能力解讀的差異，皆會影響編寫者與審查者的互動歷程與經驗。 

如上所述，教科書除了是政治權力角力下的合法性知識外，更是市場競爭下

的經濟商品，因為教科書的價格、形式，甚至內容都受到市場機制的影響，教科

書編輯、發行的考量均以銷售利潤為依歸，而非教育的理想與專業。為了獲取最

大利潤，教科書編者常採取「最大公約數原則」，由於教師有教科書選用權，編

者在編輯時常會考量教師的使用習慣，因此教師的教學慣性常會左右教科書的編

寫，太具創意的教科書因為變化太大，教師適應困難，從而無法獲得大多數教師

的青睞，因此教科書編者常選擇一條最安全的路線，即中間保守路線。為了避免

爭議，社會上的爭論性議題也在教科書中缺席了，只剩下客觀的知識內容。這就

是為什麼教科書編寫常沿襲多年傳統，一直很難突破的主因，也造成不同版本教

科書內容同質性愈來愈高，失去教科書開放的用意。朱美珍與董秀蘭（2011）的

研究發現，教科書內容因書局商業競爭的利誘和審委特定的審查理念等因素，使

得教科書的審定結果未必合乎公共利益和多元化，造成教科書開放審定政策立意

與預定期待相互背離。

三、社會科教育的目標與內涵

社會科應達到哪些目標？應包含哪些內涵？社會科與人類生活息息相關，其

目標與內涵會隨著社會變遷不斷改變。傳統的社會科以歷史、地理、及公民為主，

強調公民資質的傳遞；新社會科以社會科學為主，注重社會科學知識的探究及批

判思考能力的培養。Barr、Barth 與 Shermis（1977）將社會科分為三大傳統：首先

是公民資質的傳遞，課程目標在教導學生成為好公民，課程內容強調國家公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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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的價值系統。第二是社會科學傳統，課程目標在培養學生學習社會科學知識，

課程內容包括學科主要概念與通則，以及探究社會科學知識的方法。第三是反省

思考能力，課程目標在培養學生高層次思考能力，並且運用能力解決社會問題。

課程內容以議題為核心，並強調議題的多元觀點。

第三種傳統回應多元文化教育的知識觀，多元文化教育批判主流文化課程的

知識合法性，挑戰知識中立的假定，認為知識是社會建構的，強調重新思考課程

知識的定位。多元文化教育不但和「不實的陳述」奮鬥、解放學術霸權，同時也

處理具體的知識、概念與符碼意象。Banks（1993）提出轉化型知識的概念，作為

多元文化課程的根基。他認為轉化型知識挑戰主流學術知識並且擴展歷史與文化

正典，它的知識論假設與主流學術知識完全不同。轉化型知識挑戰知識的單一標

準與普遍的真理，強調差異觀點的建構，對歷史、族群文化、性別和社會群體提

供了不一樣的理解；它擴展了學科的標準，呼籲去除主流文化中心支配的學科知

識。

社會科課程如果支持多元文化觀點，應該在教材內呈現轉化型知識，這樣的

知識該如何轉化為具體的文本內容？可參考 Banks（1993）的四種課程設計模式。

首先是貢獻模式，強調在特殊的節日或適當的機會，將少數族群的英雄、節慶與

文化納入主流文化課程中。第二種是附加模式，在不改變課程架構的情形下，將

文化概念、主題與觀點納入課程中。第三種是轉型模式，此模式強調改變課程架

構，從不同族群文化觀點分析重要議題。第四種是社會行動模式，除了從不同觀

點探討重要議題，更要針對議題作決定並採取行動，是一種動態課程。後兩者改

變主流文化課程架構，比較符合多元文化教育希望達到的社會正義目標。

至於社會教科書應呈現何種知識形式？李涵鈺與甄曉蘭（2016）從歷史教育

的觀點，認為教科書中歷史知識的目的有其重要意義，其價值不只是處理「誰的

歷史」的問題，更核心的思考是「如何處理歷史知識」、「建構怎樣的歷史視野」

的問題。這就是一種探究知識的方法，也是一種歷史思維。希望學生從文本中看

到多元的詮釋觀點、歷史探究方法、進而引發批判思考並形塑自己的判斷能力，

這樣的教科書文本強調的是一種探究與思考的知識形式。

九年一貫課程除了帶來新的課程型態外，背後更象徵著知識典範的轉移、教

育思維重構以及對於未來教育理想的想望。但可惜的是，多年來社會學習領域教

科書內容仍舊被批評與學生生活切割，教科書內容充斥著僵化片段的知識，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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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帶著走的能力究竟在哪裡？教科書出版商是課程發展中最有影響力的群體，其

影響力展現在教科書的內容編纂上，因為對於大部分的教師而言，當課程的實施

幾乎是以教科書內容為藍本時，學校決定採用某一版本教科書時，也同時確立學

生將要學習的具體內容（Eisner, 1985）。Marsh 與 Willis（1995）的研究發現，出

版商為了增加教科書「獲得批准與被採用的可能性，通常會刪除爭議性的主題，

或者非常謹慎地引用這些題材，因此教科書常以最大多數學生適用的「最低閱讀

層次」來書寫。換言之，教科書為求全國一體適用，而編寫「最低閱讀層次」的

內涵，這些廣為教師使用的教科書，無法滿足不同環境脈絡的學校與不同文化背

景學生的需求。

參、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依據九年一貫社會學習領域課程綱要修訂之第二階段教科書，目前出

版的三個版本為康軒、南一與翰林，每個版本從第一到第四冊，含教科書與習作。

為求全面性理解，本研究分析此三個版本的審查意見。

教科書審查共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初稿審查時每位委員先自行審閱書稿，

提出個人書面意見，每個委員皆提供一份「教科書審查意見 A1」，經整合人彙整

各委員之「教科書審查意見 A1」後產生「教科書審查意見彙整表 A2」，作為審

查會議討論之用。初稿審查會議結束後即整理出「教科書審查意見表 A3」給申請

審定者寫回覆意見，接著即進入第二階段「修正稿審查」，依續審次數多寡產生

「教科書第一次續審審查意見表 B1」、「教科書第二次續審審查意見表 C1」、

「教科書第三次續審審查意見表 D1」等。本研究所指「教科書審查意見表」為合

併 B1、C1、D1 三檔案之完整文件，共 12 份審查意見。每一份審查意見合併檔頁

數從 60 到 186 頁不等，共 1139 頁。

「教科書第一次續審審查意見表 B1」內容主要分兩大區塊，第一部分為綜合

評述意見，第二部分為細項修正意見。綜合評述意見部分主要內容為審查委員針

對整本教科書文本知識內涵所做的綜合評述，以及申請審定者的回覆意見。細項

意見修正主要內容為審查委員針對教科書初稿（包含課本及習作）所提的修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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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以及申請審定者的回覆意見，再由審查委員回覆之第一次續審意見。本研究

檔案編碼方式沿用國立編譯館原始登記編號，例如 G100201、G100202 等，分別

代表不同版本的審查與回覆意見表的檔案文件標號。本研究在此編號後再加上頁

碼，例如 G100201：25 表示資料引用來自文件標號 G100201 的審查意見第 25 頁，

其餘依次類推。

二、質性的內容分析法

本研究的審查意見資料非常龐大，但並非每一則意見與回應皆能呈現文本知

識轉變情形，因此需要先篩選資料。審查意見的綜合評述部分包括課程綱要精神

與能力指標、課程架構、教材內容、圖表設計、教學活動設計等五個面向，針對

能力指標的意見，編者大多接受意見並以增加能力指標的方式回應，看不到知識

轉變的情形。課程架構涉及單元順序調整，此部分審查意見較少，也比較看不到

知識協商空間。此二面向不在分析範圍內，因此本文的分析以教材內容、圖表設

計與教學活動設計為主。有些審查意見關於構句不佳、文辭不順、編排、圖片大

小或清晰度等問題比較沒有詮釋空間，編者容易接受及修改，看不到知識轉化情

形，本研究也不納入分析，例如「課文用字遣詞及編排應多留心，並力求符合中

文語法及編排方式」（G100206：5），「圖面、圖表內容或地圖或圖例過小」

（G100205：9）等。

本研究採用質性的內容分析法（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這個方法是

Mayring（2000）為突破傳統內容分析為計算頻率而將文本去脈絡化的限制，所提

出的方法。這個方法並非先依據理論建立一套明確的分析架構，而是先將文本意

義編碼（coding），再將同性質的編碼歸類轉化為類別（category）。本研究先閱

讀教科書審查意見表，廣泛瞭解教科書審查意見，並針對每一項意見進行意義編

碼，再依據編碼將所有審查意見歸類，選取有意義的類別進行分析，最後對照送

審初稿與最後定稿的教科書，分析其知識內容轉化的情形。

教科書的審查意見都有明確的核心概念，易於編碼，例如「『家鄉巡禮』主

要介紹三合院、廟宇與老街等漢人的住屋和生活面貌，比較傾向於漢人中心的觀

點，比較缺乏多元文化教育精神。」（G100201：2）將此項意見編碼為「漢人中

心」；又如「所舉鄉親的休閒生活，偏向都會、中上階級、成人安排的生活與休

閒，欠缺多元觀點，易造成鄉村、偏鄉與基層學童的認同危機。」（G100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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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此項意見編碼為「主流觀點」。此兩項意見都與多元文化的「單一觀點」有關，

再歸為同一類別。然後對照回應修改情形，分析知識如何轉化。研究者將所有類

別資料進行比較，以凸顯現象的特質，從資料中形成主題，例如「從單一觀點到

多元觀點」。

本研究雖以教科書與教科書審查意見表為主，但分析時會參酌社會學習領域

課程綱要、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圖書審定辦法、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書

審定委員會組織運作等文件，以求脈絡化的理解。

三、研究倫理

本研究透過公文向國家教育研究院申請調閱教科書審查意見表，國教院瞭解

本研究的目的並同意資料使用，因此符合知情同意原則。對於每一份審查意見都

以代號處理，不會標示出版社與審查委員姓名。

肆、研究發現

本文從教科書審查意見與編者的回覆意見及修改情形，分析文本知識改變的

情形。如果涉及知識性錯誤的意見與更改，因為錯誤明確，編者一定會接受並修

改，這樣的修改歷程比較少沒有協商空間，也較看不出觀點差異，因此本文不針

對此部分進行分析。

一、教科書文本知識改變的情形

（一）從成人觀點回到學生經驗

教科書的對象是國小學生，但是在審查意見中常看到審查意見提及範疇謬誤，

亦即編者以成人的觀點書寫，忽略了教科書的對象是國小學生，應該從學生的立

場與經驗書寫。例如在「書香推手」文章中提及，成人只要用故事就能開啟孩子

的夢。審查意見提及：

R1-「書香推手—散播幸福的種子」，此段落以成人角度作書香推手方案

成效的報導，建議能從學童參與書香推手計畫的案例與經驗書寫，以激

1 為利於閱讀，在引言前加上 R 或 E 區隔，R 表示審查意見，E 表示編者的回應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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勵學童自主學習。

編者接受審查意見，將成人中心轉化為兒童中心，課文調整為：

E- 高雄市立圖書館招募了一群熱愛說故事的「書香推手」。這些推手從

活動中學習說故事的技巧，培養說唱俱佳的表演能力。經過他們的熱情

推動，已經有很多的孩子走進閱讀的繽紛世界，或成為書香小助理。

書香小助理發現，在活動過程中，可以享受閱讀的樂趣，同時透過朗讀、

戲劇等方式，帶給其他小朋友更多閱讀的歡樂。參與這樣的活動，不但

使自己的視野開闊，也學會珍惜自己擁有的幸福和事物。（G99205：90-

91）

又如，審查委員認為課文提及家鄉的機構與組織時，都是從機構和組織的角

度出發，未能考量這些機構與組織和兒童的關係。

R- 整個單元課文的敘寫，都是從機構和組織的角度出發，這兩頁尤其明

顯。這些課文基本上是寫給機構和組織遵行的，未能切合學童經驗和生

活世界。請修改調整。

編者認為已經從學生的生活經驗敘寫，因此僅作局部修正，並提出申覆意見

如下：

E- 課程設計理念為：第 1 課介紹機構、組織；居民運用機構、切合兒童

經驗與生活世界的內容在第 2 課呈現，請審委諒察。 2. 參酌審委意見，

修改第二段課文為「如果發生災害，政府機構要整合民間組織的力量，

共同投入救災工作；居民也可以依照自己的需要尋求協助，減少生命及

財產的損失。」3. 配合課文調整，圖面重新設計，並為讓兒童了解災害

時各政府機構或民間組織的職責，於四圖加註說明文字「成立應變中

心」、「協助災民撤離」、「搶救受困災民」、「搶救供電設施」。圖 3

圖說修改為「各機構和組織通力合作，降低災害對災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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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認為局部調整仍未成功轉化為以兒童經驗為中心之敘述，因此要求

再修改。

R- 前審意見係指第 11 頁與第 12 頁課文內容的書寫方式為「成人中心」

的角度，並非針對第 13 頁與第 15 頁之內容。然而，貴公司於本修正稿

中所呈現的修改內容仍未成功轉化為以兒童經驗為中心之陳述，請再詳

閱前審及本審審查意見並調整相關內容。

編者回應為符應審查意見，將課文轉化為以兒童經驗為中心的敘述。將逐頁

修改情形說明如下：

E- 第 10 頁課文修改為「家鄉機構與組織應通力合作，才能提供居民更好

的生活環境，例如：村（里）長和環保、衛生單位為了防治登革熱，一

起清理環境，請居民清除容器中的積水，避免病媒蚊孳生。」 第 11 頁課

文修改為「每年颱風季節，政府機構和民間組織會互相配合，進行防災

工作，例如：修剪路樹、疏通水溝、宣導防災的方法等。一旦災害發生，

他們會立即投入救災，例如：疏散災民、搶救受困民眾、發放物資等。」；

下方圖片刪除「協助災民撤離」、「搶救供電設施」兩張照片，更換為

「疏通水溝」「救護演練」。圖 3 圖說修改為「各機構和組織互相支援，

降低災害對居民的影響。」

審查委員認為編者僅刪除部分文字，這樣的微調方式還是成人中心取向，希

望編者再修改：

R- 貴公司的修改方式「僅將部分文字刪除或微調」，然其整體調性仍未

脫離成人中心取向，是從成人或機構角度介紹機構，請從這些機構對兒

童的意義及其與兒童生活經驗的關連性的方向思考。

編者增加一些他們認為學生比較有機會參加的藝文、體育、節慶等活動，並

回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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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 第 10 頁課文第一段改為「為了讓家鄉居民的生活更豐富，我們需要

周全的生活服務，這些服務往往要透過地方政府機構與民間組織通力合

作來達成。」第二段改為「平時，地方政府機構與民間組織會共同規畫

藝文、體育、節慶等方面的活動，提供家鄉居民參與的機會。」圖 1 改

為「政府機構與民間組織合作舉辦攝影展，讓民眾增廣見聞。」圖 2 改

為「政府機構與民間組織一起舉辦棒球育樂營，讓人們發揮運動技能與

興趣。」圖 3 改為「地方政府與民間組織共同舉辦節慶活動，讓居民欣

賞地方的文化特色。」

E-2. 第 P11 頁課文第一段改為「遇到重大事件時，政府機構與民間組織

會維護我們的健康與生命安全，例如：防治流行疾病、災難救助等。」

第二段改為「由於政府機構和民間組織的相互配合與努力，不但滿足我

們的生活需求，也讓我們擁有更好的生活品質。」圖 4 改為「環保單位

和民間組織志工一起清理環境，防治登革熱，以維護我們的健康。」圖

5 改為「消防隊和民間組織的通力合作，提供我們風災時的安全協助。」

原第 10 頁放眼世界配合課文調整移至第 11 頁，圖說改為「智利政府結

合民間組織的力量，順利救出聖荷西礦災的礦工。」（G100206：10-

11）

審查者希望編者思考為什麼小學生要認識家鄉的機構與組織，小學生與家鄉

的機構與組織有何互動經驗，這些經驗對其產生何種影響等，要讓學生對家鄉的

組織與機構有感覺，而不是在學習與生命經驗無關連的知識。這項內容調整往返

多次，最後比較明顯的改變是圖片中的成人變成學生，加上許多「我們」的統稱，

企圖拉近文本與學生的距離，朝「學生為中心」的書寫方式調整。

（二）從單一觀點到多元觀點

教科書初稿最常見的問題就是觀點不夠多元，未正反觀點併陳或僅呈現某些

利益團體的觀點。最常看到的是僅談優點，忽略缺點或限制。以下是審查者提醒

編者教科書應納入交通建設對環境生態影響的觀點。

R- 在討論到交通可能帶來的不良影響，其中未觸及交通建設對環境生態

的影響，這是當前臺灣在面臨交通建設、修復與重建時最常面臨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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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讓師生有機會認真面對與探討，請補正。

通常對於敘述不夠周全或觀點單一的問題，編者都會依照審查意見修改課文

內容。針對上述意見，編者調整內容如下：

便捷的交通為生活帶來便利，卻也可能衍生其他問題。例如：過多的運

輸工具帶來噪音、塞車與環境污染，興建道路造成環境破壞等問題。

（G100204：42）

教科書在提及人我差異時，時常侷限外表與個性差異，並希望學生尊重與包

容，忽略更深層的文化差異。課文初稿為：

每個人的生命都是平等的，除了保護自己，也要尊重他人的權利；要設

身處地為他人著想，瞭解並包容家人與同學在外表與個性上的差異，營

造和善且安全的生活。

後經審查意見提醒，編者已增加「不同文化」，並加入習慣、語言的差異，

但沒有對文化差異多加說明。 

E- 課文修改為「每個人的生命都是平等的，我們要了解不同文化有其獨

特意義，尊重並包容家人與同學在外表、個性、習慣、語言、能力等方

面的差異，因此，除了要保護自己，也要尊重他人的權利，營造和睦且

安全的生活。」（G99205：75）

因為編者自身的文化與經驗侷限，常會從自己的性別、族群或階級出發，

以致於沒有敏覺教科書內容呈現刻板印象或偏見。其中，最常見的就是職業的性

別區隔。例如下圖左的男司機、女行員、男醫生、女護士、女教師。審查委員提

醒：「圖片中不同職業的人有性別區隔的情形，容易造成學生的性別刻板印象。」

（G100205：54-55）編者後來將男醫生改為女醫生、女教師更換為男教師，以避

免再製性別刻板印象。

教科書初稿也常見單一性別的情形，例如左圖的解說員都是男性，後經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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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將其中一張更換為女性志工的圖片。

教科書時常呈現主流文化課程觀，例如從漢人的觀點論述歷史，忽略少數族

群的觀點，是教科書初稿常見的問題，但經提醒後，大致能呈現多元觀點。例如

在傳統男女有別一節中提及傳統漢人社會對男女兩性角色期待的差異，男生負起

養家及保衛國家的責任；女生負責照顧家庭與養育子女。審查意見指出這樣的敘

述忽略不同族群的差異：

R-「傳統男女有別」一節中，主要是介紹漢人的「父系社會」生活型態，

建議也介紹部分原住民族的「母系社會」型態。

E- 已重新調整內容，並於後面加上早期原住民的社會型態：「在早期原

住民社會，阿美族男女結婚後，男生會搬到女生的家裡居住，由女生擔

任家長，處理全家大小事情。」（G99201:72）

編者為了拉近和學生的距離，常會用「我們」呈現編者與學生立場及觀點的

一致性，但是，如果編者沒有敏覺「我們」代表的是誰，常會有排除「他者」的

情形發生，以下即為一個明顯的實例。

R-「我們的姓是依據家中父母而來，」這裡的「我們」似乎是指所有人，

但是第 8 頁介紹原住民的命名方式和漢人不同，可見第 7 頁的「我們」

不包括原住民，建議具體說明「我們」所指為何，避免「我們」成為主

流文化人士的代表。如站在原住民學生的立場，讀到第 7 頁時會發現自

己被排除在「我們」之外。請注意多元文化觀，避免我與他者的區隔。

編者回應刪除「我們的」一詞，改為「姓是依據家中父母而來，……」。但是，

這樣的修改方式不但沒有解決文化差異的問題，反而使得整句話缺少主詞，造成

構句不佳的情形。

也有僅修改圖片，未修改課文敘述的情形，這樣的呈現方式容易產生主體與

客體之分，未能完全符合多元文化精神。例如審查委員發現在敘述家鄉的開發時，

忽略了原住民的存在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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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第三單元第 1 課所舉家鄉開發的文物、生活方式、風俗民情，大抵屬

漢族文化，忽視早期家鄉原住民存在的事實。

編者的回應方式是不改變課文內容，在圖片加上原住民文化，但這樣的修改

方式屬於 Banks 提及的多元文化課程附加模式，而非轉型模式。

E- 為避免圖照的呈現有忽視原住民存在之虞，將第 35 頁文物館插畫之陳

列文物，更換為原住民文物，並在第 34頁牆上增加「文史工作室」招牌，

牆上加上「原住民文物館」字樣，說明人物所在位置。再藉由增加人物

對話「這是早期的土地證明文件」、「你看這是槍銃耶！」引導學生觀

察圖意，從跨頁課文與圖片認識早期漢族與原住民相關文化。（G100203：

32-39）

在提及學生的生活經驗時，圖文時常反映都會區中產階級的生活，尤其以台

北部地區的例子較多，未顧及區域、城鄉或階級的平衡。

R- 圖文大多反映都會區中產階級以上的活動內容，建議應考量城鄉、階

級、地方特色等因素，更多元的呈現，以擴展學童更多元的觀點與同理

心。如在空地上玩紅綠燈、鬼抓人等遊戲，又如幫忙家中長輩種植蔬菜、

除草、顧店等等的經濟活動。

E- 依審查意見進行修正，考量城鄉、階級、地方特色等因素，將第 16 頁

的圖 3和朋友下棋更換為「幫家人養雞」、第 17頁的圖 8欣賞美術展覽，

改為「晒烏魚子」，以期更多元的呈現。（G99203：16-19）

編者對於多元文化的掌握仍然停留在貢獻取向，內容偏重表面文化的理解，

較少抽象文化的介紹，這樣的課程教導學生文化多樣性以及欣賞美好的文化，避

談日常生活中常見的族群文化衝突議題，要培養學生尊重包容的態度並不容易。

R-1. 第二單元第 2 課教學目標之一，是希望可以「培養尊重、包容不同

文化的態度」，但是這四頁所呈現出來的課程設計，依然停留在「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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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的層次。雖然這是一種能快速統整少數族群文化於課程中的方式，

但是僅在課本裡插入一些外國節日、外國食物的圖片，課文中也只提到

政府以「舉辦活動」來讓大家接觸其他不同文化的生活特色，是否真的

能培養學生「尊重、包容不同文化的態度」？效果值得商榷。因此，請

思考設計一些問題，讓學生比較不同文化背景的族群對同一事件的看法

是否會有不同？ 

R-2. 整課關於新移民在台生活的介紹，大抵呈現族群的和諧景象，希望

學生體會多元文化之美，卻未討論因文化差異所產生的偏見與衝突。建

議適度呈現不同文化背景者的生活處境與問題，培養學生反思偏見歧視

現象，並付出關懷的行動。 

修改後的課程強調不同族群文化觀點的差異，但未能以現實的例子說明，還

是比較偏重多元文化原則的教導。

E-1. 修正，第 28 頁增加動動腦「你曾經在家鄉接觸過外國人嗎？說說看

你的經驗」。第 29 頁以插圖對話框，培養學童自小養成欣賞不同文化的

情懷。第 31 頁增加漢人、原住民學童的對話，呈現不同文化背景、族群

對狩獵的不同看法。

E-2. 修正，第二單元第 2 課第 30 頁修改課文，增加說明不同的文化因觀

念、習慣不同，難免造成偏見與誤會，應予以尊重與包容，並珍惜家鄉

多元文化。第 31 頁增加漢人、原住民學童對話，呈現不同族群對狩獵的

不同看法。（G100206：62）

（三）有限的取材到多樣的實例

教科書初稿另一個常見的狀況就是取材不夠多元，以相同的事例解釋不同的

概念，或類似的圖片出現在同一冊的不同單元，使得內容不夠豐富。三峽老街就

是常出現教科書中的例子。

R- 第 27 頁已出現三峽老街圖文，此處圖 4 又以三峽老街說明家鄉文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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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有所重複，建議以其他實例說明。

E- 修改，圖 4 換圖，圖說調整為「居民對大溪老街的保存與維護，吸引

來自各地的遊客參觀（桃園縣大溪鎮）。」（G100201：29）

教科書初稿除了使用同一事例，同一概念但不同事例的情形也時常出現，例

如使用不同的農產品教導學生產品生產到消費的過程。

R- 本頁的圖片呈現出農產品透過交易、交通運輸讓消費者可以在市場上

購買，和第 47 頁「柳丁生產銷售過程」類似，為能讓學生可以在有限的

篇幅學到更廣泛的內容，建議更換圖片以其他非農產品（如：漁產、畜

牧、林木等）來說明「產品生產到消費的過程」，以擴充學生的學習經驗。 

E1- 更換第 46 頁圖 1，圖說調整為「畜牧產品的銷售過程，需要透過交

通運輸業的協助，讓產品流通更快速。」

E2- 更換第 46 頁圖 2，圖說調整為「漁產品需要透過交易買賣的過程，

將產品批發到國內各地。」（G100202：46）

又如，課程內容偏重事實性知識的傳遞，少見以國小學生喜歡的敘事方式闡

明事理。

R-第三單元「家鄉的產業」偏向事實性知識的傳遞，欠缺情意面的涵養。

例如：舉各行各業中的達人為例，描繪其動人的敬業風範與堅定執著的

故事，以涵養學生生涯發展的素養，並播種敬業樂業的職業倫理。 

經審查委員提醒後，編者於課文中加入三個不同行業的典範人物故事，使文

本的書寫層次更加豐富。

E- 修改，於課本第 29 頁加入農業達人陳文郁的故事、第 34 頁加入漁業

達人顏榮宏的故事、第 41 頁加入服務業達人阿基師的故事，以增加學生

情意面的涵養。（G1002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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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提及關懷弱勢家庭時，教科書初稿大多以捐助物資的方式表達關懷行動，

缺乏其他的行動，舉例過於單一。

R-「關懷弱勢家庭」的行動偏向於物資幫助的部分，特別是四張圖片中

有三張都呈現「捐助物資」的行為，缺乏其他形態的關懷行動。若能教

導學生欣賞弱勢家庭同學的長處、和弱勢家庭的同學成為好朋友，而不

是一味的以「上對下施捨」的態度來「關懷」弱勢，是否更符合「尊重」

的觀點？ 

E- 更換圖 1，改為同學用行動關懷家庭陷入困境的同學；圖說修改為「我

們可以寫摺紙鶴、寫卡片關心家庭遭遇變故的同學。」（G99205：31）

（四）從低層次轉化到高層次的提問方式

國小社會學習領域教科書除了課文，也會設計「動動腦」或「思考與討論」

等活動，讓師生針對課文內容相關議題進行討論，這樣的設計是提供學生思考的

好機會，但是常見題目設計不佳，使得教學效用不大，例如封閉式題型，或是可

以直接從課文中提取訊息即是一例。

R-「你的家鄉是否有魚塭 ?」題目設計仍顯封閉性，學生若回答：我家附

近沒有魚塭，是否就不需在回答下列問題？宜再檢視題目設計的形式。 

此題也不適用於住在都市地區的學生，經建議修改後比較能顧及居住在不同

地區學生背景的差異。

E- 修改，P34 動動腦文字調整為「由於漁業設備更精進，可以捕撈更多

的漁獲，但是大量的捕撈，會產生什麼後果？」（G100202：34）

又例如問學生「哪一種志工服務最有意義？」志工服務都有意義，不應有特

別的區辨，要學生區辨對志工服務進行排序，教育意義不大。

R- 每一種志工服務都有意義，不宜問學生對那一種最有意義，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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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修改為讓學生思考最想參加何種志工服務，可以跟學生自身的狀況與條

件連結思考，這樣的提問方式比較能培養學生內省能力。

E- 動動腦題目修改為「你最想參與哪一種志工服務？為什麼？」

（G100206：15）

有些題目僅單純的問學生的感覺，例如「你覺得家鄉的人口在減少嗎？」「你

喜歡家鄉那些傳統飲食或服飾？」這些題目不太需要學生「動動腦」，難以培養

高層次思考能力。

R-僅問學童「『喜歡』家鄉哪些傳統飲食或服飾？」、「為什麼喜歡？」，

這樣的問題太過表淺，很難讓學童產生深入探索的興趣，況且，學生大

概不太會喜歡傳統的飲食和服飾，建議修改。

修改過後，可以引導學生思考家鄉中表面文化與環境文化脈絡之間的關聯性，

涉及較高的思考層次。

E- 動動腦修改為「家鄉有哪些特別的傳統飲食或服飾？它們和家鄉的生

活環境有什麼關係？」（G100206：49）

（五）減少政治正確與道德勸說的內容

教科書初稿時常呈現政治正確或道德勸說的內容，口號式的學習內容，難以

培養學生批判思考能力。例如：介紹為我們服務的人犧牲自己的時間為大家服務，

我們要用行動表達感謝，但幾乎未提及監督或建議等更積極性的公民行為。

R-「感謝」為我們服務的人」此類呼籲屬政治正確的語言，沒有人會否

定，但是，身為地方一分子，「監督」或「給積極性建議」更是重要的

學習課題，宜列入教材內容，以免成為懸缺課程。 

E- 修正課文內容：我們應該以實際行動表達對他們的感謝與支持，並適

時的提供建議，共同為美好家園努力。 

修改圖片情境，舉例以人行道破損時，透過村里民大會提案、居民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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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而後感謝讓環境變得更好的人。（G99204：59）

當提到為我們服務的人，編者大部分會聯想到感謝的情意目標，較少顧及服

務的認知與能力目標，文本知識略顯單薄，目標層次不夠多元。例如「參與及感恩」

主題的文本知識轉變情形如下：

R-1. 全冊已有多處強調感謝或感恩，建議能告訴學生參與服務活動的技

巧，而不是只有感恩與學習犧牲奉獻的精神等態度方面的學習。 

R-2. 對於學校裡的服務團體活動，除了從道德勸說角度，強調要感恩之

外，學會「監督」與「提供建設性改善意見」也是重要學習內涵。建議

調整內容設計。 

通常編者的修改方式，會加上「提供改善意見」，但全文敘述方式改變不大，

還是偏重道德勸說的本質。

E- 課文修改如下： 

參加服務學習活動，能累積服務的經驗，增進處理事情的能力。我們要

主動爭取參與服務的機會，也要在服務時盡心盡力，並改善缺點，讓自

己更優秀。

我們除了感謝為大家服務的人，學習他們犧牲奉獻的精神，也可以提供

改善意見，讓服務的品質更好。（G99205：57）

在「為地方盡心力」的課文中，初稿提及「你我有為地方盡心力的義務，也

有參與會議的權利；除了感謝為地方服務的人之外，也要愛護地方的公共資源，

培養為地方服務的精神。」審查意見認為敘述過於道德取向：

R-「你我有為地方盡心力的義務」講的似乎過於主觀道德取向，若真的

是「義務」，那沒有為地方盡心力的人又會受什麼處罰呢？建議重修文

句。

但是編者似乎未能掌握審查意見的意涵，將「義務」兩字刪除，並未降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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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取向的內容。修改情形如下：

E- 課文修改為「你我都是地方的居民，應該愛護地方公共資源，積極參

與地方會議，加入志工的行列，為地方奉獻心力，並感謝為我們服務的

人。（G99206：72） 

由於社會學習領域除了知識目標，情意目標也很重要，因此道德成分仍屬必

要，關於政治正確與道德勸說的內容只能提醒盡量減少，但無法完全避免。因此，

審查委員並未要求進一步的修改。

二、分析與討論

本文從教科書審查意見分析，歸納出五個面向的文本知識轉變情形：從成人

觀點回到學生經驗、從單一觀點到多元觀點、從有限的取材到多樣的實例、從低

層次轉化到高層次的提問方式、減少政治正確與道德勸說的內容。

（一）為什麼是這五個主題面向？

教科書審查意見很多，為什麼歸結出這五個主題面向？首先，因為本文強調

知識轉化情形，在教科書審查意見中有些屬於知識錯誤、語句不順、編排不佳等，

這些意見屬於必要修改，沒有協商與詮釋空間，編者在一審後幾乎全部接受意見

並調整，因此看不到本文強調的知識轉化情形。這些意見相當多，只是本研究不

納入分析。

其次，知識的選擇與分配是社會中握有權力者，依據某一特定的選擇或組織

原理而做的意識型態上的選擇（歐用生，2006）。教科書文本知識是在教科書審

查委員與編輯人員彼此協商歷程中逐漸形塑，身處不同立場的國小社會教科書編

輯與審查委員雙方，因著自己的身分不同，扮演的角色不同，對於社會學習領域

教科書有不同的認知與想像，影響他們對於教科書知識的選擇。本研究從文本中

發現編者兼採 Barr、Barth 與 Shermis（1977）公民資質傳遞與社會科學知識兩種

取向的社會課程，前者強調由成人決定課程內容，社會科目的在傳遞成人認為正

確且重要的知識與價值觀。後者則會強調社會科學的學科結構、概念和探究過程，

並以此為課程核心組織。相反的，審查者比較採取反省探究的課程取向，此取向

強調個人面對社會問題所產生的需求和興趣，視問題而訂定要學習的知識，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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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爭議性的議題探討與解決。以此取向安排教科書內容時，較不會以成人立場決

定學生應該學習的知識，而是站在學生的角度了解學生如何看待社會，以及對於

社會可能產生的疑惑而選擇教科書知識，並提出社會中爭議性的議題供學生反省

思辨。此種取向對於教科書文本知識的選擇與決定思考面向較多元且與真實社會

做連結，在教科書的敘內容安排上也會以學生為中心進行書寫。這是為什麼在審

查意見常提醒編者要連結學生生活經驗與觀點、增加高層次提問方式、減少政治

正確與道德勸說的內容。

第三，中年級的主題包括家庭、學校、社區、家鄉，這些課程正是多元文化

關注的範疇，卻也最容易受限編者的文化背景，而呈現主流文化觀點，呈現在性

別、族群、階級、城鄉、宗教、語言等方面。因此在五個面向，有兩個與多元文

化有關，分別是從單一觀點到多元觀點、從有限的取材到多樣的實例。

（二）編審如何互動達成共識？

教科書代表的意義是多元的，教科書本身無法被簡單定位。教科書中所呈現

的內容，代表教育系統中的合法性知識，教科書同時也扮演了社會守門者的角色，

規範著教室中應該傳授的知識和文化。而開放民間出版編輯後，教科書兼具市場

機制中商品的價值（黃政傑，2002；Apple, 1993）。在這樣的情況下，編審雙方

對教科書角色的期待不同，編審理念的差異在互動過程中摻雜揉合以達成共識，

也會影響教科書最後形成的樣貌。

教科書編者重視教科書內容的正確性及適切性，希望教科書文字敘寫或圖片

都能傳達完整概念、正確的知識，讓學習者習得，發揮教科書應有功能。亦即，

編者將教科書視為重要教育資源，強調教科書知識的正確性。但是，從審查委員

提出的意見中常可以看到對教科書的期待，應該要超越知識正確性，而朝向教科

書的理想性，因此常會出現這樣的審查意見：「較偏單向式的教導學童生活常規

與倫理道德，少讓學童思考或探討面對非典型或較不和諧生活情境的因應之道，

無法激勵學生自主參與和自主思考的能力」（G99201：3）。因此審查者關心的不

只是教科書的內容，更關心教科書的活動設計。此印證了卯靜儒（2012）研究高

中歷史教科書編寫與審查制度運作過程中的編審互動歷程，「文本為中心」勝於

「學習者為中心」的思考邏輯。

教科書不僅是學生閱讀的文本，應該是師生互動的中介，如果將教科書界定

位閱讀文本，內容永遠不夠豐富，在強調翻轉教學的年代，教科書應該被視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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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基礎，不是學習的全部，教科書提供師生共同建構學習經驗的起點。以文本

為中心的思考邏輯，很容易將教科書寫成百科全書。因此，當審查意見出現單一

觀點、有限的取材時，編者也只能在有限的頁數中，以一兩句話或修改圖片的附

加方式回應，以此代替多元觀點與多樣實例，教科書組織要素如果無法從概念轉

為議題時，修改幅度相當有限。

小學社會科教科書以課文內容為主角，課文內容的篇幅很多，刺激學生思考

「動動腦」或「提問與討論」永遠是配角，而且大部分是封閉式的低層次的題型。

編者也常用「依據現場教師的意見」，來回覆為什麼選擇簡單的教學活動設計。

此和美國的一份研究有相同的情形，此研究發現雖然大多數人認同問題解決、答

案開放的教育理念，但是教科書選用者卻偏好比較簡單、傾向於直接教導與反覆

練習的教材，因而此類教材的市佔率總是最高（Amstrong & Bray, 1986）。這也是

為什麼審查意見要編者將低層次提問改為高層次提問時，編者最不願意修改，甚

至搬出現場教師意見來背書。這類的意見大部分經過多次來回，編者小幅微調，

審查者在時間壓力下，「雖不滿意，但只好接受」的情形下過關。

教科書編審流露出的是編審兩造之間的知識協商，兩造其實都有權力，誰權

力大很難說，編者刻意持續留著某些文本，其實審者最後也就不了了之。在教科

書審查的過程中，雙方都有很大的時間壓力，編者為求儘速通過審查，審查者為

了不拖延進度，來回審查最多不超過三次，就有一方妥協，因此，幾乎沒有爭議

性的議題。

（三）知識流動的不確定性？

審查委員多半認為編審之間是對等的夥伴關係，將教科書文本知識的形塑視

為共同合作，視委員會為意見提供者，提供修改方向而非具體的書寫方式，以免

有「以審代編」之嫌。但編者一方面將審查委員定位在提供建議的角色上，認為

審查委員應予教科書編者尊重；另一方面又覺得教科書的通過與否，決定權握在

審查委員手中，編審之間存在權力不對等的緊張關係。因此，審查過程中，審查

者會針對書稿提出意見給編者，指導編寫；原則上，編輯者都會儘量遵照審查委

員的意見做修正，教科書的知識文本就在這種運作下形塑而成。

但是，編輯人員與審查委員互動主要是以書面文字往返，此種溝通方式可能

會造成表達上的限制，畢竟書面文字經過修飾且篇幅有限，不一定能真正完整說

明自我的想法，或者闡述更深層的意義或理念，倘若編審對於對方文字敘述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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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理解若有不清也只能自行猜測理解與詮釋，對於某些文字背後真正所要表明的

深刻意涵，可能無法透過字面上的閱讀理解而感知。彼此無法直接釐清對方所傳

達的概念，清楚明白對方實際的想法，因而編審很有可能在一種充滿未定與未知

的情況之下形成某種共識，決定了教科書文本知識。

審查運作歷程中，當審查委員針對送審教科書書稿內容提出書面審查意見後，

編輯人員必須自行解讀審查委員所提之意見，經思考判斷後再做教科書文本內容

的調整與修改，而編輯人員也必須將他實際的想法或做法透過書面文字再傳達給

審查委員，讓審查委員瞭解編輯人員對於教科書文本內容採取更動或不更動的緣

由與理念。然而，如此意見多次往返，僅透過簡短的文字交換想法，雙方不見得

都能真正互相理解，編輯人員也不一定能達到審委的要求，審委也不一定能接受

編輯人員的理念，書面溝通方式易使編審互動產生隔閡。此種溝通方式，讓意見

與意見之間存在著灰色地帶，編審無法觸及，也使得教科書文本知識的形塑歷程

充滿更多的不確定。朱美珍與董秀蘭（2011）的研究可印證本研究之發現，她們

發現審定過程產生受制於人、關係、立場及時間等因素，使得審委之間或審委和

編輯群之間，未能充分理性論辯。

伍、結論

知識的選擇與分配過程並非價值中立，而是由階級、政治、經濟、文化等複

雜因素運作、權力交互作用的結果，知識也是價值衝突的產物（Apple, 2000）。

學校中的課程內容並非中立的知識，課程背後的選擇與組織，涉及的是複雜的權

力分配與意識型態。課程的決策與權力及意識型態有關，而教科書是實體化的課

程，所以教科書內容的抉擇涉及權力關係運作與價值性的判斷。教科書在編審互

動歷程中，透過一來一往的建議與修改，最能看出彼此對學科本質、課程目標、

教學方法等的差異情形，也最能呈現知識如何在雙方的拉扯或妥協中形塑而成。

本文檢視國小社會學習領域第二階段教科書的審查意見與修改情形，歸納出

五個面向的文本知識轉變情形：從成人觀點回到學生經驗、從單一觀點到多元觀

點、從有限的取材到多樣的實例、從低層次轉化到高層次的提問方式、減少政治

正確與道德勸說的內容。要提醒讀者的是，此五個主題面向，不能代表國小教科

書審查意見的全貌，因為這只是針對第二階段教科書文本知識轉化情形；這也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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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窮盡第二階段所有的審查意見，因為部分審查意見涉及知識的正確性問題，編

者必須修改，沒有詮釋與協商空間，不能回應本文關注的知識轉化情形。

本文提供一個從文本分析切入知識轉化的觀點，提供編者深入理解在編審過

程中宜關注的議題。但另一方面，這樣的批判也反映既有教科書的侷限，例如，

「從單一觀點到多元觀點」「從有限的取材到多樣的實例」，這樣的批評與對教

科書的修改建議，固然都能促使教科書更為完善，但教科書無法跳脫既有結構，

僅添加內容或修改文辭，實際上的改變幅度不大。倘若，教科書的篇幅依然有限，

則在這些有限的文本當中，所能塞入的多元觀點與多樣實例，勢必也非常有限。

研究者很同意周淑卿（2008）重建教科書的概念，她認為教科書應以多樣化的教

材樣貌出現，可以是網路學習資源、視聽媒材和各種工作單的組合。而這些多樣

的教材卻能統合在教學者清晰的課程架構中，讓學習經驗既多元又有系統性。教

科書的定位與樣貌重新建構，或許是前瞻未來教科書改革的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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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巨量資料的社會，教科書已不易滿足學習所需，藉助科技擷取生活脈絡中

有意義的資訊融入教學，應為教學創新可行之途徑。本研究採資料探勘技術，以

大量的新聞語料就氣候變遷主題詞彙進行篩檢，配合詞彙資料庫比對、專家檢核、

教師問卷等，萃取氣候變遷關鍵詞彙群，並透過視覺化詞彙網絡圖呈現，併同學

生紙筆測驗及師生訪談、蒐集回饋資訊等方式，探究教與學應用之可行性。本研

究發現，採自巨量資料之詞彙網絡特點包含：一、巨量實徵：詞彙資料來源客觀，

視覺化圖像有助明瞭；二、探索關鍵：藉由詞彙之關聯，窺知詞彙代表意涵；三、

跨域學習：跨越領域學科，推敲詞彙共現形成之知識概貌；四、統整詮釋：突破

單科限制，促進統整詮釋思維方式；五、批判反思：提供機會線索，反思新聞背

後隱含意義。本研究嘗試跨越文本框架，以詞彙探勘及應用探究，構作貼近現實

世界複雜知識表徵之補充教材，深化詞彙理解在學習之意義，期能為教師於從事

跨領域跨科主題教學，或涉獵新興議題、時事結合、處於變化中事物時，開創更

適切之輔助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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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 society with an enormous amount of data, textbooks can hardly meet the needs 

of learning. Integrating the meaningful information acquired in the life context by us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teaching should be a feasible approach to instructional 
innovation. This study extracts keywords for climate change by using the technique 
of data mining to screen a news corpus based on climate change topics, along with 
comparing the corpus, expert checks, and teacher questionnaires. The study presents 
visual vocabulary network, using tests, interviews wi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collection of feedback information to explore its potential applications 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exicon network could be applied into several 
aspects of the empirical applications of data mining, the visualization of knowledge 
hybrid representation, the crosscutting instruction and learning, integral interpretation, 
and reflection. Finally,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technique of data-mining of the 
corpus could be an applicable research methodology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various 
knowledge systems of corpora, and the visualization of lexicon network could be an 
integral knowledge hybrid representation of facilitating instruction and learning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This study attempts to cross the boundary between different 
textual frameworks to deepen the signifi cance of vocabulary comprehension in learning, 
through vocabulary mining and its applic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that are close to the representation of complex knowledge in the real world. 
This study can facilitate teachers to engage with cross-domain and cross-curricular 
thematic teaching, integrate emerging issues and current events into teaching, or create 
more appropriate supporting resources in the midst of change.

Keywords: big data, data mining, lexicon network, instructional innovation, secondary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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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晚近課程改革的國際趨勢從以往偏重事實知識的傳授，轉向重視知識的理

解、應用、分析、綜合與評鑑，將零碎片段的知識，轉化擴展到從脈絡應用學習

統整知識（UNESCO-IBE, 2013）。我國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亦強調素養

導向，課程改革呼籲貼近生活脈絡的學習，以及學習理解之重要性。

隨著網路發展電子媒體普及，快速產生出大量的文本資訊，宣告大數據（Big 

Data，又稱巨量資料）時代的來臨。語料庫即是一批為了特定目的，且根據特定

原則採樣或蒐集的語言材料，可透過電腦科技大量儲存、檢索、演算統計分析，

提供許多真實又豐富的語言樣態，跳脫傳統文本的限制，呈現知識多元性表徵。

由於語料來源不同，它們所用的名稱詞彙、關聯程度彼此間可能也不盡一致。網

路資訊蓬勃發展之際，知識範疇無窮無盡，來自各地不同來源的語料文本，複雜

化了彼此之間的關係，網路開始扮演起跨越專業和業餘科學家之間的斷層與鴻溝

的角色（Weinberger, 2012）。另一方面，新聞媒體透過網絡媒介傳播科學訊息，

具有相當能見度和輿論主導的地位。凡此種種，說明了科學知識傳遞的演變，在

現今社會文化脈絡中，科學傳播充滿了更多變數與雜訊，也讓科學學習多了重重

的考驗，教師和學生都需體認這個可能成為學習干擾的因素，並找尋有效的認知

策略或工具加以解決調適，化阻力為助力。

不論知識表徵如何多元，文字仍是最重要且不可或缺的媒介形式。而詞彙是

閱讀理解的基本元素，也是語言上可見最小的訊息單位，有相對應的意義。理解

詞彙意涵是學習進入各學門知識領域的基礎，就認知方面的應用分析、綜合評鑑、

創造等高層次學習，均須具備豐富的語彙知識。科學詞彙，或稱科學術語，需透

過其他詞彙來定義、說明或解釋，每一個詞彙都會和其他詞彙之間產生關聯。若

將科學詞彙比喻為概念系統架構中的節點，而說明詞彙關係的論述就如同概念系

統中用來串連節點的線條，具有聯繫與架構整個系統的功能。科學文本的關鍵詞

往往是科學詞彙，它們與學生理解學習效果息息相關，以往是由教師和專家學者

來判斷，列入文本或教科書內作為參考。然而關於自巨量資料擷取關鍵詞彙，以

及如何呈現應用於教與學的議題探討目前尚付之闕如，值得探究。

跨領域學科主題式教學可發展學生整合所學運用於真實情境的素養，學習

的內容往往是新興議題、結合時事，或正在變化中的事物，傳統教科書可能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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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故如何更精準窺見事件全貌、掌握概念核心與知識範疇，且不脫離社會脈

絡，成為教師教學時的重要考量。本研究針對永續發展之氣候變遷為探討主題，

進行關鍵詞彙探勘及教學應用之探析，乃基於其不僅為全球性議題、在地化問

題，更是和現實生活世界緊密連結，具跨領域跨學科知識性質，勢需正視。氣候

變遷最初作為一個科學議題，其研究結果在 19 世紀初並未獲得重視，但隨著許

多的科學研究報告，以及新聞上氣候異常所引起的極端事件在世界各地造成的災

難報導，各國意識到採取共同行動的重要性（楊惟任，2014）。自從工業革命以

來，人類所製造大量的二氧化碳、氧化亞氮、甲烷、氟氯碳化物等溫室氣體，對

大自然的影響已不再只是侷限於地表，而是擴張至大氣當中，而且藉由大氣的運

動，其影響逐漸擴及全球（許晃雄，2001）。根據聯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

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報告，近百年來全球平均

溫度上升的速度大約是五千年前到一萬年前的 30 倍；自 2000 年之後，全球溫度

屢創新高，受到暖化的衝擊，全球極端天氣頻率強度有逐漸加劇的趨勢（Stocker, 

2014）。究其科學知識的本質，氣候變遷乃是一門複雜科學，涉及大氣圈、地質

圈、水圈、冰雪圈、生物圈等，乃至於人類社會，變因眾多且各變因複雜相互影響；

氣候變遷發生的範圍是全球性，影響範疇包括生態環境、人類、社會和經濟等層

面。關於全球氣候變遷的觀測資料和研究，現今仍受世界各國矚目並持續更新中，

對於現象解釋及變化趨勢觀察，學界仍存有非常大的不確定性（周佳、劉紹臣，

2012）。臺灣基於環境因素，屬於高災害風險地區，受氣候變遷的衝擊影響近年

來尤其明顯，諸如全球暖化造成海平面上升；颱風強度增強，臺灣受颱風侵襲的

機率提升；北極振盪導致季節變化溫度落差極大；甚至極端的乾旱、強降雨……

等，都是居民最大的考驗。面對氣候變遷的影響與威脅，各國政府所採取的應對

作為，除了對溫室氣體排放控制的減緩（mitigation）措施，亦採取相對應的調適

（adaptation）等策略（國家科學委員會，2011）。如何從環境教育著手，提升國

民對氣候變遷重要性的認識與理解，值得投入更多的關注。

即將實施的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並未將環境教育所需術語或關鍵詞

彙予以蒐集編錄，本研究主張對環境知識建立在正確的認知基礎上，對理解環境

問題及其知識結構與關鍵內涵，應為學習環境議題之首要，而術語詞彙是構成學

科知識體系中的基本元素，亦是培養學科核心能力之前必須熟識的認知基礎，對

於術語詞彙定義的理解釐清及正確運用，就各種知識和概念尚待建立的學生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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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形重要（彭致翎、陳建民，2014）。為此，本研究開發適合教學應用的關鍵詞

探勘技術，試圖跨越媒體間不同新聞文本的框架，建構發掘知識架構的工具雛形，

並透過視覺化詞彙網絡方式呈現，從中窺見詞彙間共同架構形成的意義，突破傳

統單以圖片或文字呈現的知識表徵形式，而是以知識混合（knowledge hybird）風

貌呈現，兼具語言文字及視覺圖像之特質；此方法有別於另一種吾人熟知的概念

圖方法，超越其僅只呈現個人經驗知識之主觀與侷限性。為了體現教學創新，本

研究亦嘗試發展教師於科學教學時可茲運用的輔助工具，為新課綱尋求科技融入

教學實驗題材。

基於上述背景動機，本研究以「氣候變遷」主題為研究範疇，透過巨量資料

探勘技術產出關鍵詞彙網絡，同時探究關鍵詞彙網絡進行教與學之應用及可能遭

遇到的問題。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開發關鍵詞彙擷取系統，提供目標詞彙相關詞分布情形，並視覺化呈現目標

詞彙網絡。

二、探究詞彙網絡圖應用於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之可行性。

貳、文獻探討

一、科學素養即科學識讀能力

國際學生能力評量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將科學素養定義為，能夠運用科學知識來辨識科學問題、獲得新知、解釋

科學現象，並形成證據導向的結論；能理解科學特徵是一種人類知識探索的型態；

能覺察科學與科技用來形塑周遭物質、知識以及文化的環境；並且成為一個具有

意願投入科學相關議題、具有科學概念，及能反思的公民（OECD, 2009）。簡言

之，科學素養即指具備思考和判斷科學現象的知識，辨別與解決生活中科學的問

題，以及具備積極面對生活中的疑難，並作出理性判斷和決定的態度（國家教育

研究院，2013）。科學素養提升之關鍵是培育生活在當前科技時代的人們，都能

對科學和技術具備基本的知識，從而發展利用科學和技術的能力。

從識讀的觀點而言，有關國際對學生閱讀素養評量之評比，除了上述由經濟

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進行的 PISA 評量，針對 15 歲學生的數學、科學及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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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進行國際性的比較研究，檢驗學生從學校學得的知識與技能，應用於日常生

活、解決實際問題的能力；此外，另一項評比則是由國際教育成就評鑑協會（IEA）

所主導的「促進國際閱讀素養研究（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 

PIRLS）」。就閱讀素養而言，根據 PIRLS 2006 的定義，是指學生能夠理解並運

用書寫語言的能力，能夠從各式各樣的文章中建構出意義、從閱讀中學習，掌握

了解問題的意涵、運用適當的關鍵字來進行搜尋及有效查找訊息，並且能批判性

評估訊息的正確性與否。因此，閱讀不僅只限於國語科和國語教師的事，對於每

一位老師，都有介紹不同文體、不同文本內容給學生閱讀的責任（柯華葳、詹益

綾、張建妤、游婷雅，2009）。

那麼，PISA 又是如何了解學生的科學素養呢？其衡量的面向包括：（1）獲

取訊息的能力：學生是否能否從所閱讀的文字中，迅速找到自己需要的訊息；

（2）理解訊息的能力：學生能否在閱讀之後，從資料當中，正確解讀出訊息所傳

達的意涵；（3）思考和判斷能力：學生能否將所研讀的內容和自己原本既有的知

識、想法和經驗相連結，再經由綜合判斷以後，提出屬於自己的觀點想法（OECD, 

2007, 2009）。綜上所述，厚植科學素養科學識讀須重視學生概念理解、問題解決

的能力，反映於課程教學評量設計上，應以發展學生正確、關鍵且重要的科學概

念，整體性理解、系統性思考，將有助於提升學習理解與學習成效，並運用所學

分析與解決日常生活所遇到的問題。

二、科學學習應強調概念之連結

不論是 PISA 或是 PIRLS 從科學識讀理解觀點，均強調以概念連結為基礎。

Ausubel 認為影響學習最大的因素是在學生已知部分，指出有意義的學習應該是

將新的知識與學習認知結構中既存的適當概念，彼此間建立連結的過程。所以教

材必須要有意義、學習者須有選擇意識，能將適當概念構連到新概念 （Mintzes, 

Wandersee, & Novak, 1998）。科學教育強調具體經驗、動手實作，但是釐清

科學名詞、概念和陳述性的命題亦不容忽視。教師在正式授課前學習  定錨概念

（anchoring concepts），提供後續助長新學習的基礎。科學教育目標是質重於量，

意義重於記憶、理解重於知覺，易言之，課程教學應聚焦在核心概念上，強調這

些概念之間的關係以及連結（Mintzes, Wandersee, & Novak, 1998）。如果能將呈現

事實的術語與特定細節、要素的知識加以概念化，將可幫助學生釐清在學習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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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素知識時，彼此之間的結構連動關係。

  由此可知，詞彙理解是概念學習的基礎。而術語是各類學科知識體系中的基

本要素，也是培養學科核心能力必須熟識的關鍵詞彙，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必須充

分理解這些關鍵詞彙，才能有效進行觀念表達、意見溝通或問題討論（Anderson 

& Krathwohl, 2001）。學習關鍵詞彙與核心知識，從串接記憶事實到概念理解，並

不是記憶零碎片段的知識而已，就素養導向認知學習關注的重點，學習的成就並

非是記憶背誦，而是解決問題的能力。Barrass（1984）以及 Mintzes、Wandersee

和 Novak（1998）曾指出，科學教科書應篩選出必要學習的術語作為教學的目標，

使學生得以在充分的時間之下學好科學詞彙所蘊含的意義。科學教師也要有專業

能力，自行判斷選擇重要且必要的術語教學生，而不是將教科書上所有標示粗、

斜體，及附錄索引上的科學術語全都列為教學目標。透過深入理解掌握術語詞彙

知識的意涵，貫通構連相關的概念，超越單純記憶背誦孤立的資訊，以達真正理

解學習。

三、關鍵詞彙探勘之重要性

關鍵詞是指一篇文本中，對於描述該文之主題內容具有重要實質意義的詞彙，

因此文章或書籍等往往替描述重要概念或是特定事物的關鍵詞彙，建立關鍵詞列

表或是書後索引。在現今資訊爆炸的時代，巨量文本資料意味著豐沛的資訊，但

這也造成了讀者資料搜尋和判斷上的負擔，益發突顯文本關鍵詞之重要性。藉由

文章的關鍵詞，讀者能夠快速地掌握文章中欲呈現的主要概念；另一方面，透過

關鍵詞，讀者更可以有效率查找，並且取得相關概念的其他文本資料。

然而，大多數的文本資料並未具有關鍵詞資訊，若僅依賴人工為眾多文本逐

一增加關鍵詞表，實是曠日廢時。因此，自 1970 年代開始，學界已有關鍵詞自動

擷取的相關研究（Jones, 1972; Nagao, Mizutani, & Ikeda, 1976）。近半世紀來，自

動擷取關鍵詞的方法，從最初統計詞彙出現於單一文本的次數，並考量詞彙出現

於各文本的情形作為關鍵性依據（Jones, 1972; Robertson, 2004），進一步到考量

詞彙與詞彙之間的關係來提升擷取效能（Matsuo & Ishizuka, 2004; Ohsawa, Benson, 

& Yachida, 1998）。至於關鍵詞自動擷取技術，現更已普遍應用於資訊檢索

（Information retrieval）（Bracewell, Ren, & Kuriowa, 2005; Chien, 1997）、文件分

群（document clustering）（Hammouda, Matute, & Kamel, 2005; Tonella, Ri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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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anta, & Girardi, 2003）、自動摘要（automatic summarization）（Buyukkokten, 

Garcia-Molina, & Paepcke, 2001; Litvak & Last, 2008），以及輔助書後索引建立

（Tseng, 2002）等相關研究領域，被視為重要的前置技術。本研究過程亦採用了

關鍵詞彙擷取技術作為取得目標文本關鍵詞彙的方法。

參、研究方法

一、巨量資料之詞彙探勘

（一）文本關鍵詞組探勘

本研究嘗試開發並建置關鍵詞自動擷取系統，以取得文本關鍵詞彙，供後續

視覺化關鍵詞彙形成的網絡之用。該系統能綜合考量各詞語於目標文本中出現之

詞頻、判別是否屬於專業術語，以及各詞語之間的關聯性等，可作為詞彙關鍵性

評估之依據。茲將方法列述如下：

中文分詞與詞性之標注為處理中文語料過程中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步驟

之一。傳統中文分詞主要是利用辭典，以及人工撰寫之構詞規則進行分詞處理。

然而，構詞規則需透過專家撰寫，過程繁複，並可能存在人為之矛盾、衝突的情

形。至於規則式斷詞的缺點，則在於過度依賴內建詞典的品質，尤其是參考詞典

收錄的詞條數量，對於文本中出現的新詞彙（未知詞），自動分詞系統處理起來

能力將較為不足，無法有效處理新詞的問題。在結合機器學習理論的趨勢下，中

文分詞技術也趨向使用機器學習的方式來開發分詞模組及工具，目前常見的方法

包括使用支援向量機（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Asahara et al., 2005）、最

大熵（Maximum Entropy, ME）（Xue, 2003），以及採用條件隨機域（Conditional 

Random Fields, CRFs）（Peng, Feng, & McCallum, 2004）等方式。前述相關研究證

實使用機器學習方式所開發的分詞系統，可達到更佳的分詞準確性。以 CRFs 方式

為例，它將中文分詞視為一種序列標記的任務，藉由訓練資料以及所給予的各種

特徵（features），先行訓練其模組。此統計模型公式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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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是正規化因子（normalization factor），  是設定的各

種特徵函數， 則是各個特徵函數的權重值（weight）。在訓練過程中，系統將會

取得最佳的權重，以作為後續應用時的預設權重值。而後在應用時，透過訓練好

之模組，可以替每一個字進行詞首、詞間、詞尾或單字詞等標記，以方便後續將

一段中文文字分割成適當的詞組。

相較於傳統以辭典比對法所開發之分詞工具，此種以機器學習的方式，其優

點在於可透過訓練資料，幫助系統習得分詞之概念，例如訓練資料中有「壓力」、

「助力」等詞彙，表示「力」字常可為詞彙的結尾字。即使訓練資料中沒有「阻力」

一詞，機器學習型分詞系統，仍然有機會將「阻力」成功辨識並分詞完成，因此

對於未知詞（意指訓練資料未出現的詞彙），仍可達到較理想的分詞效果。在本

研究欲建置關鍵詞自動擷取系統的訓練階段，即採用條件隨機域方式，參酌中央

研究院平衡語料庫，並嘗試結合現有重要術語庫資訊，如國家教育研究院建置的

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http://terms.naer.edu.tw/）等，以提升分詞系統

處理文本新詞彙的處理能力，增強對於術語詞彙的辨識功能。分析系統流程圖參

見圖 1。

圖 1　本研究關鍵詞組探勘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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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文本雖可透過句法剖析獲得詞語之間的基本關係（如主詞、受詞等），

但對於詞彙之間的關聯性強度標示則往往付之闕如。為解決此一問題，本研究透

過大量的外部資訊，如新聞文本等，試圖藉由豐富的文本資訊，統計各詞彙之間

的相關度，以訓練出一套詞彙相關度分析模組。當訓練完成並建立中文分詞模組

及相關度分析模組後，於實際應用執行階段，系統對每一篇欲進行分析的文本，

首先會透過中文分詞模組將原始文本進行分詞處理（參見圖 2），於分詞完成後，

文本所包含的各個詞彙進一步再透過詞頻（較低頻者不採計），以及相關度分析

模組，探勘出各個符合相關程度條件需求設定的關鍵詞組，供後續視覺化繪製詞

彙網絡圖之用。

圖 2　中文分詞模組之文本分詞示例圖

茲以康軒版本國中《自然與生活科技》教科書之部分內容為例，說明關鍵詞

擷取之概念：

...... 當地表受到板塊運動、火山爆發或是隕石撞擊等影響，可能使地層無法

承受巨大的力量而發生斷裂或錯動，引起大量能量的突然釋放並產生波動，

當它傳送到地表時，所引起的地層振動即為地震。全球大多數的地震發生

在板塊交界處，例如臺灣位在歐亞板塊和菲律賓海板塊的交界處，與日本、

菲律賓、印尼等同樣處於環太平洋地震帶上，是地震十分頻繁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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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透過國家教育研究院中文分詞系統處理之後，可得以下分詞結果：

……當 / 地表 / 受到 / 板塊運動 /、/ 火山爆發 / 或是 / 隕石 / 撞擊 / 等 / 影響

/，/ 可能 / 使 / 地層 / 無法 / 承受 / 巨大 / 的 / 力量 / 而 / 發生 / 斷裂 / 或 / 錯

動 /，/ 引起 / 大量 / 能量 / 的 / 突然 / 釋放 / 並 / 產生 / 波動 /，/ 當 / 它 / 傳送

到 / 地表 / 時 /，/ 所 / 引起 / 的 / 地層 / 振動 / 即為 / 地震 /。/ 全球 / 大多數 /

的 / 地震 / 發生 / 在 / 板塊 / 交界處 /，/ 例如 / 臺灣 / 位 / 在 / 歐亞板塊 / 和 /

菲律賓海板塊 / 的 / 交界處 /，/ 與 / 日本 /、/ 菲律賓 /、/ 印尼 / 等 / 同樣 / 處

於 / 環太平洋地震帶 / 上 /，/ 是 / 地震 / 十分 / 頻繁 / 的 / 地區 /。

從分詞結果發現此段文本中，「地震」、「板塊」、「地表」屬於較高頻的詞彙。

同時，「地表」、「板塊運動」、「火山爆發、「錯動」、「波動」、「歐亞板塊」、

「菲律賓海板塊」等許多術語詞彙皆已收錄於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

詞暨辭書資訊網。因此，系統藉由參考專業術語資料庫並結合統計分析方法，不

僅可運用已知的重要詞彙資訊進行詞彙篩選外，併同詞彙關連性分析，藉由檢視

已收錄的重要詞彙之高相關度線索，也可發現出潛藏（尚未被收錄）之術語詞彙，

進而提供詞彙收錄建議。再者，本研究除了利用關鍵詞自動擷取系統外，為求嚴

謹，也續請專家學者、教師協助標記文本關鍵詞，以及參考教科書既有之索引，

共同進行三角驗證，以確認自動關鍵詞擷取系統之效能。

（二）關鍵詞彙檢索篩選

詞頻統計是分析的起點，透過「氣候變遷」相關詞彙出現頻率的統計，可

探究語料詞彙分布情形，以此判斷具有意義的重要詞彙群。本研究對於「氣候變

遷」相關詞彙群擇定之根據，參考自五個國外具有公信力機構所定義的氣候變遷

詞彙資料庫（climate change glossary），包括：英國廣播公司新聞（BBC NEWS）

（BBC, 2014）、聯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 2016）、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 2016）、世界自然基金會（World Wide 

Fund）（WWF, 2016）、美國農業營銷資源中心（Agricultural Marketing Resource 

Center）（AgMRC, 2016）（參見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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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國外有關氣候變遷詞彙資料庫

資料庫名稱 建置之機構

Climate change glossary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

Glossary of climate change acronyms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Glossary of climate change terms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

Glossary of common climate change terms World Wildlife Fund (WWF)

Glossary of global warming and climate change 

terms
Agricultural Marketing Resource Center (AgMRC)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關鍵詞彙萃取

匯集上述資料庫氣候變遷重要詞彙，並刪除重複詞後，取得 574 個詞彙，而

統計包含 2 個資料庫來源以上均收錄的詞彙計 121 個；繼之將這些詞彙與國家教

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參照比對收錄／未收錄之術語，並請 2

位國家教育研究院環境科學領域學術名詞審譯委員校正審譯。結果發現諸如海洋

酸化、生質燃料等 23 個詞彙未收錄於國家教育研究院術語資料庫。另外，考量中

學教育階段學習目標，本研究將審譯後之 121 個名詞，再由 3 位課程教學、術語

背景之專家學者及 2位高中自然科學領域資深教師（均具任教 20年以上教學經驗）

從中挑選，萃取 56 個重要關鍵詞彙。再進一步，研究者繼續透過線上及紙本問卷

調查臺北市、新北市中學地理、地球科學教師們的意見，以瞭解教師眼中的氣候

變遷關鍵詞彙狀態為何。經扣除無效問卷後，取得 66 名中學教師的看法。

二、建置詞彙觀測系統及繪製詞彙網絡圖

（一）相關詞彙觀測系統建置

本研究之新聞語料來源來取自中國時報和聯合報，前者為 1999 至 2014 年計

240 萬則新聞，後者為 2006 至 2015 年計 142 萬則，合計 382 萬則。先經國家教育

研究院中文分詞系統處理，以得到分詞後的資訊，共得約 11 億 5,700 萬詞，該分

詞後的資訊即為建置之新聞語料庫。繼之有關詞彙關聯度分析模組，本研究採用

Dice 係數（dice coefficient）（Sørensen, 1948）估算法，計算公式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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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n(x,y)

nx + ny
Dice (x,y) =

Dice 係數可用來計算兩樣本詞 x 和 y 的相關度，算法以兩倍之兩樣本詞一起

出現的頻率 n（x, y）除以樣本詞 x 出現之次數和樣本詞 y 出現之次數的總和，至

於兩樣本詞共現頻率的定義是兩樣本詞出現之距離不超過前後 5 個詞，也就是 x

樣本詞前後 5 個詞之內若出現 y 樣本詞，則計為共同出現 1 次。以「全球暖化」

為例，在已建置之「相關詞彙觀測系統」中輸入此目標詞彙，即可得出在新聞語

料中，目標詞彙與其他相關詞彙的相關度數值。如全球暖化和氣候變遷的共現頻

率得出結果為 435 次，相關度約 0.085，全球暖化和二氧化碳的相關度約為 0.064，

全球暖化和溫室氣體的相關度則約為 0.046…等，詳如圖 3 所示。

圖 3　目標詞彙「全球暖化」與其他相關詞之相關度數值

（二）詞彙網絡圖繪製

在得出不同詞彙間兩兩相關度係數值之後，再將數值資料輸入視覺化表徵軟

體工具 Pathfinder。Pathfinder為 Schvaneveldt研究團隊所開發之開放軟體（Software 

for Pathfinder Network Analysis）。本研究使用其網絡圖繪製功能中的 PathFinder

類型，首先將自詞彙相關度資料庫中，查詢並取得目標詞彙之高相關詞彙及其相

關度，並以此相關度作為 PathFinder 構圖時之分數來源，而其他參數皆使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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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之預設值。開啟軟體介面輸入指定的資訊，即可製圖。以「全球暖化」為例，

透過 Pathfinder 繪製得出之詞彙網絡圖，如圖 4 所示。

氣

圖 4　全球暖化詞彙網絡圖

三、詞彙網絡圖之教學評估

（一）教師訪談

本研究將上述問卷調查所得氣候變遷關鍵詞彙依序列之，再經與 3 位中學自

然學科領域資深教師討論後，選出 4 個現階段較具教學參考意義的目標關鍵詞彙，

分別為「全球暖化」、「聖嬰南方振盪」、「溫室效應」、「碳足跡」。其次，

將目標詞彙輸入本研究開發之相關詞彙觀測系統，各得出相關詞彙間之相關度數

值，繼續經視覺化處理得到 4 個目標詞彙的詞彙網絡圖。為檢核詞彙網絡圖效度，

本研究再請 6 名中學地球科學、地理科教師，進行網絡詞彙雜訊之校正，並訪談

其對詞彙網絡應用於教學之可行性，受訪教師基本資料如表 2。訪談步驟皆先取得

受訪者同意後進行錄音訪談，訪談結束後並將錄音檔轉錄成逐字稿，以利歸納分

析。資料分析結果亦均請參與人員重複檢核，以確認該分類及段落能忠實呈現受

訪者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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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受訪教師基本資料

代號 性別 學科背景 教學年資

A 女 地理 7 年

B 女 地科 19 年

C 女 地理 5 年

D 男 科教 24 年

E 女 地科 23 年

F 女 地理 20 年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學生施測訪談

本研究另探析了高中學生對於詞彙網絡圖的意見。為了解不同先備知識學生

對於詞彙網絡看法之差異，研究團隊先設計氣候變遷知識測驗檢視學生之先備知

識。該測驗包括二部分，第一部分為 25 題選擇題試卷，主要測驗偏重記憶性的知

識，內容涵括全球暖化、聖嬰現象、溫室效應及碳足跡等主題概念，該試題請 4

位學者專家進行試題檢核，提供意見據以修正試題，建立專家效度，另選取新北

市 30 名高二學生進行預試，內在一致性 Cronbach’s α 值為 .804，顯示試卷具研

究信度。測驗之第二部分詞彙網絡理解測驗，共計 3 題論述題，測驗偏重詮釋性

的知識。第 1 題請學生就研究者提供之全球暖化或聖嬰現象之詞彙網絡圖，撰寫

150 ～ 200 字短文描述各詞彙間之關係；第 2 題先提供學生閱讀全球暖化或聖嬰現

象之科普文章，閱畢後再將文章中曾提及之重要詞彙標示於詞彙網絡圖，若網絡

圖上沒有該詞彙則可自行增添並劃記連結至相關詞彙；第 3 題則請學生再次檢閱

於第 1 題所寫之短文，並比較列出前後修正差異之處。本詞彙網絡理解測驗亦抽

取 4 名高二學生進行預試，並請 2 位學者教師依據預試結果修正試題文字內容。

本研究正式施測受試對象為臺北市及新北市各一所高中共 120 名高二學生，

有效樣本為 115 位，依據先備知識測驗結果進行 PR 值排序，以 PR 值 70 以上作

為高理解群，PR 值 30 以下作為低理解群，將二個群組分別進行叢集抽樣（cluster 

sampling），每群以 PR 值 5 為級距，各個級距隨機選取 1 位學生，例如 PR70-74

隨機選取 1 位學生，PR75-79 隨機選取 1 位學生，餘此類推，因此高理解群可選取

出 6 位學生，低理解群選取 6 位學生，共 12 位學生進行半結構式訪談，以進一步

探知詞彙網絡圖對學生在學習與理解方面相關問題，作為教學應用之可行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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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一、教師眼中的氣候變遷關鍵詞彙

本研究將國內外詞彙資料庫及經學者專家篩選過後的氣候變遷相關詞彙，透

過問卷調查，瞭解臺北市、新北市中學教師眼中對於氣候變遷主題的關鍵詞彙為

何，並請其依重要性加以排序。在扣除無效問卷後，得出中學教師 66 名的看法。

中學教師認為氣候變遷最重要的前 10 個關鍵詞彙，依序為溫室效應（greenhouse 

effect）、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溫室氣體（greenhouse gas）、聖嬰南方

振盪（El Niño Southern Oscillation, ENSO）、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碳足跡

（carbon footprint）、京都議定書（Kyoto Protocol）、碳循環（carbon cycle）、懸

浮微粒（particulate matter, PM）、化石燃料（fossil fuel）與臭氧層（ozone layer）

（後二者排序相同）。本研究為利於詞彙網絡圖之呈現能更聚焦及深入探討，從

上述關鍵詞彙中擇取了若干個重要詞彙，如全球暖化、聖嬰南方振盪等，分別據

以進行網絡圖之繪製探討。

二、詞彙網絡圖作為教與學輔助工具

（一）詞彙網絡圖的教學應用

本研究以半結構式訪談 6 名中學地球科學及地理教師，訪問他們認為詞彙網

絡圖應用於課堂教學和學習之可行性如何？半結構訪談大綱包含：1. 詞彙網絡圖

之優點；2. 詞彙網絡圖之缺點／限制；3. 詞彙網絡圖在教師教學的應用；4. 詞彙

網絡圖在學生學習的應用；5. 對詞彙網絡系統建置的回饋和建議。茲將訪談結果

及發現綜合整理，對應研究目的列述如次：

1. 以巨量資料探勘的詞彙網絡圖於教學應用具可行性

根據受訪教師表示，詞彙網絡圖具客觀呈現現實情境脈絡的特色，因取材自

生活中的新聞語料，超越傳統課本內容的限制，可以幫助跳脫個人既有慣性思考、

訓練思維，具教學創新應用之可行性。

像心智圖，有統整，與其他科目有關聯，例如：化石燃料、溫室效應…，

能訓練跨科及跨領域能力（受訪教師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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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是它很客觀、完全是數據跑出來的，初看起來好像沒有那麼相關，

但可以去思考詞彙為什麼相關的原因，可以發現一些過去我們沒有注意

到的。老師往往會將課本內容很熟練地傳授給學生，但課本是某一群人

寫出來的，受到課綱思維脈絡的限制。故它其實是一個突破點，讓我們

可以去反思（受訪教師 B）。

因為是用新聞關鍵字去比對出來的，可以看到很多不一樣的東西，確實

是跳脫一般老師的思考。老師教學過了 5、6 年，甚至更久，思考很容易

跟著課本走，這可以幫助我們跳脫思考（受訪教師 C）。

老師教學時可以根據網絡圖找出詞彙關聯性、重要性，可以知道那個是

比較重要、需要強調的，關聯性高的可能就是學生更應該去了解的（受

訪教師 A、D、E）。

2. 詞彙網絡圖有助於拓展教師教學視野

根據新聞語料繪製之詞彙網絡圖，可能呈現出與科學知識網絡不一樣的風貌，

除了有助師生跳脫傳統思維框架，也可提供批判反思的空間，藉由不同的視野促

進探究科學新聞內涵的機會。

它的價值在於是一個創意的發想，可以是一個跳脫過去思維脈絡，只是

這個思維脈絡不見得是正確的，使用新聞詞彙會有些偏頗。優點則是跳

脫傳統專業的想法，是一個有趣的開端（受訪教師 D）。

網絡圖在教學上是較適合批判省思的部分可讓學生去思考為什麼這些詞

彙會在一起，發生了什麼事情，探討這些關鍵字背後的關係。以教學來

說，不能以它作為主軸來教學，而是一個輔助性引導學習動機的工具（受

訪教師 B）。

3. 詞彙網絡圖之運用需透過教師引導輔助教學

詞彙網絡圖除了運用在教學之外，受訪教師對於如何協助學生自學，則有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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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看法。若能賦予詞彙連結關係之意義，輔以教師引導探討，網絡圖將可促進

有效學習。

如果能夠賦予詞彙連結線的意義，學生就能夠自學。線條的意義，不管

是線段或是箭頭，不論是教師自己提供或學生自己處理，其實都可以是

提供學習的助力（受訪教師 A）。

在需要老師引導討論的前題之下，詞彙網絡圖不適合學生自己看了然後

去學，其中有太多的不確定性、太多的問題，但是它可以做為師生之間

自我檢視的平台工具，若已理解這些詞彙擺在一起的原因，對此議題知

道的會比想像的還要多（受訪教師 B）。

4. 詞彙網絡圖需考量使用條件

關於詞彙網絡圖之使用限制，目前仍存在需考量語料來源不同之判別、較難

呈現概念層次等狀況，故教學應用時仍須考量學習者先備知識、釐清網絡圖雜訊，

教師亦宜適當導引提供鷹架輔助學習。

要有先備知識，單看網絡圖無法瞭解該主題全貌。雜訊太多，新聞語料

因會重複播報，導致語料出現率大增，也有不當的詞彙連結，若使用教

科書會有較高的正確率（受訪教師 F）。

最主要的限制就是它主要來自新聞，有一些連結，比如排放，二氧化碳

和汙水，在學術上是兩個不同的排放，但在中文上，汙水可以排放，二

氧化碳也可以排放，到最後連結了一個廢水和二氧化碳是沒有任何相關

的。加上臺灣科學新聞常常是一篇同時摻進兩、三個問題，因為它的篇

幅很小，可能只有一點相關，記者把它們塞在一起呈現，所以才會出現

有一些的關聯，會讓有相關背景的人覺得很意外（受訪教師 B）。

若資料庫正確，網絡呈現會是有脈絡的，容易理解一個概念。相較心智

圖不同之處在於，心智圖是讀者看過文章後，用自己的概念畫出；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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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網絡圖是提供讀者一個網絡，可以了解的議題可能會更多更廣，也許

會變得天馬行空，若變得天馬行空，教師需要收斂歸納（受訪教師 E）。

學生如果在學習詞彙網絡圖時沒有一個主題性、相關聯性，對他們來說

就只是一張圖而已，學生使用網絡圖學習會有所限制。若能夠讓學生更

清楚地知道，或讓架構非常地有層次，比較能夠幫助學生，但這個部分

其實蠻難的，它的東西很多，如何去把它的層次分出來（受訪教師 C）。

因為文本是新聞資料庫，新聞用詞的正確度可能不如教科書，所以相關

詞，可能會有誤用或偏頗，如果讓學生自己閱讀這張網絡圖，可能會有

一些比較不正確的想法，所以這張圖要有老師來引導會比較好（受訪教

師 D）。

5. 詞彙網絡圖未來發展面向

對關鍵詞彙擷取及詞彙網絡系統，建議可於圖中透過線條粗細等繪製技巧，

來呈現概念層次、主題分布、相關度等意義，增進網絡圖之教學應用效益。

如果線條可以有粗細，可以看出相關性的高低，線的粗細有一個對照、

圖例，線較粗相關性較高，也許不用太多種，兩種到三種差不多就是極

限，線條有粗細能讓視覺化的效果更好（受訪教師 B）。

因為我們看到的這一串其實是取決於我們決定相關度的高低，我們設的

相關度不一樣，出來的結果也會不一樣，要如何去判定多少相關度，難

以去控制。可能相關度高一點的線條要粗一點，相關度比較低的線條要

細一點，可是這又牽涉設定相關度的間距。這張圖不一定要告訴我們怎

樣較高怎樣較低，至少有個高低之分，可能會更一目了然（受訪教師

D）。

（二）詞彙網絡圖的學習應用

本研究根據對選取自臺北市及新北市 12 位經過測驗的高中學生進行半結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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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以瞭解他們對詞彙網絡圖之理解及學習的相關問題。訪談題綱包含：1. 你

會先關注網絡圖的什麼地方？為什麼？ 2. 如何根據網絡圖撰寫短文？為什麼？

3. 從網絡圖中，你是如何找出哪些是關鍵詞彙？ 4. 網絡圖讓你對主題的理解有哪

些幫助？ 5. 在學習過程中，你覺得網絡圖在學習前、中、後，哪個階段最有幫助？

6. 你覺得可以從網絡圖中瞭解它試圖要告訴你的是什麼？是否有理解的困難及其

原因。所收集之結果資料中，將高理解群學生代號以 H 呈現，低理解群學生代號

以 L 呈現。對所有受試學生而言，這無非是一項新鮮的學習體驗。茲將訪談結果

重點摘述如次：

1. 識讀理解路徑：觀看詞彙網絡與既有概念或閱讀習慣之連結

學生如何開始關注詞彙網絡圖脈絡？受訪學生多表示，會先從主題位置，節

點連結最多的地方開始往外延展；有些學生會從熟悉的詞彙，或較能掌握的內容

脈絡開始；亦有受訪者表示是從閱讀習慣的方向，從右方往左方開始。例如：

先找關鍵字，中心點（受訪學生 H4）。

我一開始是先看連接的支點最多的，最主要、分出去分布最多的，我覺

得那應該是比較重要的地方（受訪學生 H6）。

我會先從中間去找它的關鍵主題在什麼位置，然後從主題往外看，或找

一些較特殊的詞彙，可能是最近有讀到的，找到一些以前已經知道的東

西（受訪學生 L3）。

先看中央的那個詞，就是在網絡圖比較中間的那些詞。如果是和有接觸、

看過的連在一起，就會想和看過有關的東西是有怎麼樣的關係（受訪學

生 L6）。

通常都是由右邊先看，所以我一開始都先注意到右邊，後來有時間的壓

力，所以左邊就關注比較少，右邊看了就開始動筆了。這邊先看到，想

法就在這裡了，雖然這邊都是有關聯的，可是想法會比較專注（受訪學

生 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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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詞彙網絡連結：使用網絡圖之策略

學生如何根據網絡圖撰寫短文？多數人是選擇熟悉已知，或貼近生活的詞彙

開始串連；若碰到不會的詞彙會略過，或是不知如何下筆。亦有受訪者表示，隨

機挑選詞彙，再想方法將這些詞彙串連起來。例如：

寫短文一開始我會先選擇海域這個區塊，後面再來補充聖嬰現象，就想

到海域可以連接到我們熟悉的太平洋，然後太平洋就可以講到我們熟悉

的事物，比較貼近我們生活的事物，像一些漁民或是珊瑚礁島之類的，

就盡量有什麼詞就用進去，再加上一些我的想法（受訪學生 H6）。

先看它旁邊的，想辦法把它串起來。看背景是否有所不同，有些地方我

就不知道是什麼意思了（受訪學生 L4）。

先看那個有印象比較深的開始寫，然後延伸有教過的就寫，沒教過的就

略過，盡量去想恢復記憶。要去想要怎麼把它連在一起有關係，看到不

會的詞彙會比較緊張，不知道怎麼下筆（受訪學生 L6）。

我其實是隨便挑幾個，想著一個就弄一個，然後想辦法把它串起來（受

訪學生 L2）。

3. 關鍵詞檢索：運用網絡圖尋找關鍵詞彙之途徑

如何從網絡圖中，找出哪些是關鍵詞彙？大多數受訪者表示他們從網絡的中

間詞彙、連結最多的節點來查找；也有受訪者表示，是從自己先備知識中去尋找

關鍵詞彙。例如：

像整個網絡圖中間，和越多東西有關聯的就是那一個區塊的重點，就是

有十個詞，有一個詞彙和另外九個都有關聯，根據自己的經驗，它就是

那一塊的重點（受訪學生 H4）。

我會比較屬於是那種先有想法，再去想我要怎麼從這些網絡圖，找出我

要的相近字。像我們在課堂上比較常聽的，通常會比較重要，代表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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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常提到，我們較常聽到，我就覺得那樣的字比較重要一點，比較有印

象的。遠近感覺比較沒那麼有關係，關聯性如果是連接這個詞彙再連出

去的，那這詞彙和另一個詞彙之間關係就是間接的，沒有直接連結的來

得重要（受訪學生 H6）。

4. 訊息定位：詞彙網絡圖對於學習之助益

關於詞彙網絡圖是否有助學生對學習主題的理解，受訪者表示網絡呈現多元

面向，有助於延伸理解、拓展思考脈絡及複習，惟條件可能取決於先備知識的是

否俱足？例如：

網絡圖提供協助找尋資料。如果有網絡圖，找到一個地方「臨界點」是

什麼，才開始查。不然一開始的時候很容易沒有方向。所以需提供引導，

如果是一個全新的東西，就一定要跟著脈絡走（受訪學生 L1）。

一個接一個，你就可以去想它會造成什麼影響。如果自己具備背景知識

不太夠，沒有很清楚，像我自己就有很多個看不太懂（受訪學生 L1、

L6）。

因為一些詞是沒學過的，或是有學過但已經忘記的，就可以再複習一次

（受訪學生 L6）。

它就是用關鍵字去連結的（受訪學生 H2）；它們之間連線的關聯、架構

都還蠻清楚的（受訪學生 H6）。

可以從比較中心的東西延伸出去，可以連到很多東西（受訪學生 L6）；

資訊充足（受訪學生 H3）。

不知道聖嬰現象會連結這麼多，看到的時候還蠻嚇到，就是自然現象可

能影響到這麼多種涵蓋的範圍（受訪學生 H5）。

5. 學習歷程：詞彙網絡圖使用之時機

關於詞彙網絡圖在學習前、中、後各階段之助益，有受訪者認為詞彙網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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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學習後複習；有些學生則指出對學習前的引發動機、引領學習等較有幫助；

亦有受訪學生認為在學習中，可以透過瞭解一半後，再透過延伸或老師協助學習。

例如：

學習之後，因為它內容比較細，所以會覺得在學習之後要有更深入的學

習（受訪學生 L3）。學完之後，因為已經了解概念，再試試看有那個關

聯性，自己就能整理一下這些知識。我覺得可以用來複習，因為我們學

到的東西像課本一樣還蠻亂的，列出簡單明瞭的圖形，比較好理解（受

訪學生 H5）。

如果看過一些東西後，這個網絡圖在腦子裡就已經是有的，所以如果再

看一次，還是會讓它變得更清楚，可是其實也跟原本差不多。學習後，

因為全部學完之後，再看那些詞，會聯想之前你學過的東西，然後就可

以整個複習，就可以不用看課本。你看一個關鍵詞，你就想到它其實是

在講什麼（受訪學生 H4）。

學習後複習，因為這些詞彙都知道只是不常用到，現在應該要學著使用

它們（受訪學生 L6）。

我覺得是學習前，因為像我在讀歷史的時候，我會先大概看一下每個篇

章時間順序，可能就是比較重要的再去細看它的過程，就是會去注意大

概會提到什麼東西（受訪學生 H3）。

學習前，可以引發學習的動機。可以先大致了解，再看文章較有幫助。

與文章相比文章的解釋比較多，會比較知道聖嬰現象。學習前較有幫助，

學習後應該是要自己畫會較有幫助（受訪學生 L4）。

我覺得是學習過程中間，因為沒什麼預習，老師上課蠻快的。學習中，

老師用這種圖講解，然後連結記憶。學習後可以再複習一次（受訪學生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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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中，大概了解一半，一半就可以自己慢慢延伸，老師可以幫助補充

（受訪學生 L5）。

6. 學習監控：對詞彙網絡圖之覺察與建議

在透過詞彙網絡圖進行的教學活動中，學生一邊看圖一邊與自己的既有概念

比對，透過研究者對學生有關詞彙網絡圖修正意見的提問中，可以瞭解他們在認

知、覺察、比對後，自己學習歷程的心得，及對於此知識區塊的理解。學生提出

包括可再擷取區塊主題學習、補充詞彙註解、再減少雜訊等建議。例如：

如果直接看線條會比較凌亂一點，可以再集中一點，變成幾個區塊。有

一些字是沒有看過的，第一眼沒辦法理解它們的關係（受訪學生 H6）。

可能針對普通大眾學生可能不懂的東西，在旁邊加個註解，讓學生了解

這是什麼意義（受訪學生 H2）。

可減少、去掉一些東西，例如冷氣、空調、變頻、電力，或是太簡單的

詞彙（受訪學生 H3）。

此外，若將科普文章和詞彙網絡圖對於主題學習理解情形加以比較，受訪者

表示文章和圖示分別具有不同的功能。若以圖文相輔助，可以促進理解及加深學

習印象。例如：

文章可以了解細節或甚至先後順序，可是網絡圖比較是主題下相關聯

性，如果是要整理資料，網絡圖會比較容易一些（受訪學生 L3）。

文章寫的比較詳細。圖則要自己聯想，要依據個人能力（受訪學生

L1）；文章較有連續性，網絡圖會跟著脈落走（受訪學生 L5）。

文章字太多，會讓人懶得去看，網絡圖看起來比較輕鬆，大概知道哪個

是重點（受訪學生 H3）。

綜上所述，本研究根據教師與學生回饋結果發現，採自巨量資料所建構的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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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網絡，其特性可歸納為：（1）巨量實徵：詞彙網絡基於客觀語料之依據，且透

過視覺化圖像呈現可一目了然；（2）探索關鍵：讓學生理解詞彙之間的關聯性，

可啟發探索重要詞彙；（3）跨域學習：內容跨越學科知識界線，從學習探究觀點

可窺見詞彙共現可能形成的多重意義；（4）統整詮釋：突破教科書傳統單向脈絡

限制，有利於師生發展出較為統整性的思維；（5）批判反思：提供機會促進探究，

並藉以反思科學新聞資料的內涵。另一方面，研究也發現詞彙網絡夾雜了部分雜

訊，這可能帶有教學上的隱藏意義，教師可善加利用來幫助學生練習覺察與探索。

至於在詞彙探勘的方法上，仍有幾項建議可供後續研究參考：（1）可拓展更多不

同語料來源，例如增加科學文本語料的比較，以擴大知識面向；（2）可嘗試讓網

絡圖更具教學意義，目前繪製網絡圖的線條僅能表示詞彙間的連結，不能推定概

念層次或因果等關係，而線條長短亦不代表關聯強度，未來可賦予線條代表詞彙

間之各種關係；（3）適度釐清雜訊，以增進網絡圖之可讀性；（4）提供鷹架輔助，

彌補學習者先備知識不足問題。

伍、結論與建議

在現今教育強調探究或探索學習的趨勢下，單憑傳統教科書內容，已無法充

分反應因巨量資料所衍生的各類訊息，適時滿足學校課程與教學需求。如何引進

科技輔助，在繁雜的生活情境脈絡中，擷取具有學習意義的資源融入教學，支援

師生教學與學習所需，提升學習效果，其重要性已不言而喻。

本研究採資料探勘技術，以國內兩大新聞媒體之語料就氣候變遷主題進行詞

彙篩檢，配合詞彙資料庫比對、專家檢核、教師問卷等，萃取出氣候變遷關鍵詞

彙群，將詞彙輸入視覺化軟體表徵工具，繪製詞彙網絡圖，並請教師進行詞彙網

絡雜訊之校正後，併同學生紙筆測驗及師生訪談、蒐集回饋資訊等方式，據以分

析詞彙網絡圖在輔助教與學方面之可用性。研究嘗試跨越不同文本媒介，從詞彙

探勘入手，致力描繪較貼近知識原貌、傳達現實世界多元錯雜之知識表徵架構，

為師生開創符合時需的補充教材雛形，所發展出的詞彙網絡圖兼容了生活語言、

文字語料及圖像輪廓之特質，深化詞彙在知識學習上扮演的角色。當教師欲從事

跨領域、跨學科的主題式教學，在其所涉獵內容是新興議題、時事結合，或處於

變化中的事物時，如何幫助學生掌握概念核心與知識範疇、精準窺見事件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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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偏離社會脈絡，選擇引入合適資源，便成為備課時的重要考量。本研究獲致之

結論與建議如次：

一、迅速處理資訊擷取關鍵重點

如何運用有效率的方法擷取文本中的關鍵詞彙？傳統作法可透過邀集專家，

以人工逐一檢視方式，再透過會議討論審議取得共識決定之，惟此法曠日廢時，

若擴大層面採行恐怕不易。本研究之價值，在於突破查找限制及縮短時效，以計

算語言學方法技術先探，利用機器自動擷取關鍵詞彙，繼之透過專家群、術語資

料庫及教科書索引比對等措施加以多重檢測，以構建工具信效度，此創新方法可

作為關鍵詞彙探勘的開放性工具雛形。

二、透過關鍵詞彙輔助文本理解

本研究突顯學生對詞彙關係之理解在科學學習過程中的重要性，透過重要詞

彙關係以及學生理解議題的研究，探討了學生對科學知識學習的重要關鍵。本研

究發現，透過相關語料建立的詞彙網絡圖具有輔助教學與學習應用之可行性，未

來可進一步深入探究學生對於詞彙網絡理解的情形，及在學習評量方面可供教師

作教學診斷與策略改善的參考。

三、符合素養導向學習趨勢所需

本研究突破以圖表或文字等單一知識表徵傳達科學內涵的傳統途徑，透過詞

彙網絡圖及關鍵詞彙展布知識混合的形式，採集偏屬社會情境脈絡的新聞報導語

料，呈現跨文本、跨領域、跨學科的風貌，符應了新課程綱要所提出的統整學習

精神，因其具有拓展多元知識面向的特點，在強調以素養為導向的新學習趨勢下，

別具教學創新意義。

四、提供教科用書編寫設計參考

本研究探勘所得之關鍵詞彙，可進一步利用將其與教科書詞彙索引進行比對

分析，瞭解其異同。值此倡議素養導向的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推行之際，如

何帶動與生活情境緊密連結及促進反思、問題解決的學習，建議中小學教科書的

編寫設計，應考量融入重要且關鍵的詞彙概念，而由本研究透過巨量資料探勘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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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的關鍵詞彙、生活詞彙，正可作為引領學校教學、課程教材編寫之啟發，協

助教科書內容設計更加切合時代發展與社會趨勢。

五、提供學術名詞術語審譯釋義參考

本研究曾探勘之國外氣候變遷有關術語資料庫，所得之若干詞彙經查仍未收

錄於國家教育研究院的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之中，此發現可提供其

作為術語更新審譯之參酌。各類學術、專業領域所涉及之專業術語，透過適切的

譯名（譯成中文）以及完整詳盡的解釋之後，在教學上可幫助學習者建構出更正

確的知識概念意涵，促進學生對相關主題知識學習的理解，若作為教師教學之參

考資料，亦可充實課程教學內涵。

本研究目的在順應社會趨勢發展，導入科技方法，開發創新教學應用輔助資

源，具有運用科技創新教學之前瞻價值。研究擇取了氣候變遷作為探討主題，進

行關鍵詞彙探勘及詞彙網絡應用之探究，未來可進一步發展詞彙網絡理解應用於

教學之實踐，及如何強化關鍵詞彙擷取技術與詞彙網絡圖繪製系統，研究過程為

大數據科技導入教育場域探尋了可行的發展方式，研究結果亦期能成為體現新課

綱教育精神之實踐例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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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10 編輯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2012.8.16 編輯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2016.3.21 編輯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為國家教育研究院發行之教育學術刊物，著重在教育領域內之研究與發展

（R&D）方面相關議題，並推廣國內外教育學術研究與交流。所有稿件之

徵、審稿辦法比照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臺灣社會科學引文索引」

資料庫（TSSCI）之相關規定辦理，歡迎踴躍賜稿。

徵稿事項

1. 本刊為季刊，全年徵稿，徵稿主題如下：

徵稿主題 出刊日期

教師培育與專業發展 3 月 31 日 

課程與教學 6 月 30 日

教育政策與制度

（含教育行政、學校行政等）
9 月 30 日

教育心理、輔導與測評 12 月 31 日

2. 所有稿件皆隨到隨審，原則上，編輯部於收稿後五個月內處理完成並告

知作者「刊登與否」。

投稿原則

1. 請以電腦打字，中英文不拘，中文撰稿文長以 15,000 字為原則，至多為

20,000 字（含中英文摘要、註釋、參考書目、附錄、圖表等），經審查

通過之修正文稿字數不得超過 22,000 字。中文摘要請勿超過 500 字，英

文摘要不超過 300 字，並列出中英文關鍵字至少各 3~5 個。如以英文撰

稿，請勿超過 12,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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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來稿請使用線上投稿系統，請有意投稿者至網址 http://journal.naer.edu.tw
註冊並上傳中英文摘要及全文電子檔（Word 或 PDF 格式），需詳細填列

共同作者、服務機關、最高學歷、專長領域、聯絡電話、電子郵件等資訊，

俾利編輯部確認身份。

3. 投稿正文及中英文摘要中， 請勿出現任何個人資料。

4. 來稿文件之註釋（採當頁註方式）及參考書目，請用 APA 格式【第六

版】。詳細規範可至本期刊網站下載說明文件，或來函（請附回郵信封）

至編輯部索取。

5. 未依本刊所要求之格式來稿，本刊將逕予退稿。 
6. 來稿如未獲採用，本刊將致函作者審查結果，但不寄還稿件，請投稿者

自留原稿。 
7. 本刊因編輯需要，保有必要之文字刪修權。

8. 兩名作者以上之稿件，應分別列明各人之貢獻。

9. 單一作者單期投稿並不限制 1 篇，但如當期該作者已通過審查之作品 2
篇以上，由編輯委員會議決定擇優刊登、刊登篇數及錄用期數；除當期

選錄刊登作品外，告知作者通過作品預定刊登之期數並徵得其同意，刊

登原則為一年之內。

著作財產權事宜

1. 為維學術倫理，請勿一稿多投，如有抄襲，改寫等侵犯他人著作權之情

況者，由作者自負相關法律責任。

2. 本刊授權方式為非專屬授權（Non-exclusive License）予出版單位，來稿

一經刊登，需於期限內簽署著作授權利用書掛號回寄編輯部，本刊將敬

贈作者當期刊物 6 冊，不另支稿酬。

稿件審查

1. 本刊所有稿件採雙向匿名內外審查制度，由本刊編輯委員聘請相關領域

學者專家二人審查之。經審查委員要求修改之文章，於作者修改之後再

由編輯委員決定是否刊登。

2. 凡本刊接受刊登之稿件，得視編輯需要，經編輯委員會同意後，擇期刊

登。

稿件交寄

來稿請使用「線上投稿系統」（http://journal.naer.edu.tw）註冊作者詳細資

料並上傳作品電子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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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JERD) is the official 
periodical of National Academ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the national level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in Taiwan. JERD provides a forum to discuss the 
issues regarding perspectives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to 
convey a brand new worldwide vision.

Publishing Schedule (2018) 

Subjects Date of publication

Teacher Education and Empowerment 31, March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30, June 

Education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30, September 

Educational Psychology, Counseling, 
Testing & Assessment 31, December

Information for authors  

1. Manuscripts must be word processed and double spaced on A4 (210 x 297 
mm) size paper with margins at least 1inch on all sides.  

2. The suggested maximum length of manuscripts is 12,000 words including an 
300-word abstract, texts, tables, footnotes, appendixes, and references. 3-5 
keywords or key phrases are required. 

3. The manuscript should be in MS Word Format or Portable Document Format 
(PDF), and the file size is limited to 5MB. Please go to http://journal.naer.
edu.tw/contribution_login.asp to register to the Online Submission and Peer 
Review system and upload your manuscript.

4. All submissions should follow standard APA style (6th Edition). 
5. The manuscript should be original, and has not been published previously. Do 

not submit material that is currently being considered by another journal. 
6. Authors of the articles being accepted are required to sign the Transfer of 

Copyright Agreement form.  
7. Author of the manuscript should fi ll a submission form. 
8. Author will receive 6 copies of the issue of the journal containing their article.  
 If more details regarding JERD are needed, please contact: 
 jerd@mail.naer.edu.tw 

Call for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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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Procedures  

1. The manuscripts not meeting the requirement will not be reviewed, or 
accepted and will be returned for modifi cation. 

2. The author should not place his/her name on any of the manuscript pages to 
ensure anonymity during the review procedure. 

3. All paper will be submitted for anonymous peer review by domain experts. 
4. Acceptance, revision, or rejection letter will be mailed within 5 months after 

the manuscript is received. 

　 Enclose three copies of the manuscript. Please send all manuscripts, the 
compact disk of the text fi les and the submission form to the following address by 
registered mail: 
Editorial Board,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National Academ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No.2, Sanshu Rd., Sanxia Dist., New Taipei City 23703,Taiwan (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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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稿辦法
2005.1.18 編輯委員會會議通過

2006.4.17 編輯委員會會議通過

2010.2.8 編輯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2011.2.10 編輯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2012.8.16 編輯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2014.8.25 編輯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壹、審稿流程

本刊之審查包括預審、初審、複審。 
一、預審

　　主編就來稿之性質、格式、體例及嚴謹程度進行審查。 
二、初審

1. 通過預審之文章由編輯委員會聘請兩位審查人進行匿名審查。

2. 初審意見分為五類： 
（1）極力推薦採用（90 分以上）、（2）推薦採用（80-89 分）、（3）

修正後不必再送原審者審查（75-79 分）、（4）修正後再送原

審者審查（70-74 分）、（5）不予採用（69 分以下）。

　分數達 75 分以上者列為候選刊登名單，並提經編輯委員會議議決刊

登。

3. 若兩位審查人分數相差過大時，且其中一位分數達 75 分以上者，應

送第三位審查人審查，本刊將依據第三位審查人之意見決定是否刊

登。

4. 兩位審查人分數皆 74 分以下者，予以退稿。

三、複審 
1. 若審查人建議為「修正後不必再送原審查者審查」及「修正後再送

原審查者審查」之文章，本刊將請作者修改，作者須於二周內寄回，

並隨文附上「修改、答辯相關說明」，本刊將把修改之稿件及此說

明文件交由主編或原審查人進行複審；本刊將根據複審意見提經編

輯委員會議議決刊登。

2. 所有通過複審之論文列為候選名單，並交由編輯委員會議討論收錄

之期數。

四、審查迴避

1. 本刊之編輯委員會成員及國家教育研究院現職人員以作者身分投

稿，不得參與審稿流程（預審、初審及複審）。

2. 本刊當期主編以作者身分投稿，由總編輯指定代理人進行預審。

3. 投稿作者未經編輯委員會議主席同意，不得參與擬收錄文稿之討論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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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編輯委員會聘請審查人時，應考量專長之符合性及研究表現優良者，

宜避免審查人與作者有下列關係：

（1）近三年曾任職同一系、所、科或單位。

（2）近三年曾有指導博士、碩士論文之師生關係。

　已獲聘請之審查人，如自行發現與該文作者有以下利害關係、宜予

迴避，請速與本刊編輯人員聯絡：

（1）近二年發表論文或研究成果之共同作者。

（2）審查論文時有共同執行研究計畫。

（3）配偶或三親等以內之血親或姻親。

（4）與該文有利益衝突之可能。

　審查迴避事項如有疑義，由編輯委員會議議決。

四、其他事項

1. 當期主題收錄以不超過 8 篇為原則，另收錄其它主題至少 2 篇，以

平衡部分作者等待刊登時間略長之困擾。

2. 等待刊登時間超過半年之論文，列為優先刊登名單。

3. 「審查迴避名單」可由作者提出 2~3 名作為主編預審推薦參考。

4. 同一作者（包含共同作者），其作品以一年刊登一次為原則；特殊

情況則於編輯委員會議上提案討論。

5. 於正式出版前：

（1）如發現違反學術倫理情況，由編輯委員會召開會議共同商議處

理方式；

（2）如論文存有限期內無法改善之問題，授權由該期主編決定處理

方式。

6. 為確保作者權益，編輯部聯絡審查人時明確告知：審查回件期限以

一個月回函為原則；若回件時間逾一周以上，即報告主編並另行推

薦審查人。

貳、稿件刊登

　　經審查為「極力推薦採用」、「推薦採用」、「修正後不必再送原審

查者審查」及原審查人複審通過之稿件，將提請編輯委員會進行刊登確認，

通過後本刊將寄發「接受刊登證明」及「出版同意授權書」，以利文章刊

登出版。 

參、撤稿作業原則

一、作者應以書面掛號方式，提出撤稿申請。 
二、對凡已進入初審階段之稿件，若作者提出撤稿申請，本刊一年內不接

　　受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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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投稿者基本資料表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ubmission Form

姓名

Author（s）
中文：

英文：

投稿日期

Submission
date

投稿篇名

Title
中文：

英文：

擬投稿之主題

Category of 
submission

□ 教師培育與專業發展（Teacher Education and Empowerment）
□ 課程與教學（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 教育政策制度（Educational Policy and Institution）
□ 教育心理、輔導與測評（Educational Psychology, Counseling, Testing & 
　  Assessment）
□ 其他（Others）　　　　

稿件字數

Word count
全文共　　　　　　　　字（含中英文摘要、正文、參考書目、附錄、

圖表等）（Abstract, text, references, appendixes, tables are included）

服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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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ili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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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學歷

Highest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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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er of Copyright Agreement

The copyright of this article is transferred to National Academ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NAER, Taiwan, R.O.C.), effective if and when the 
article is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in 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ponsored by NAER. 

Title of the article:                                                                                                 

Author(s):                                                                                                              

1.The copyright transfer covers the exclusive right to reproduce and distribute, 
including reprints, translations, photocopies, electronic reproductions, and 
other forms of electronic publication.

2.The signed Agreement ensures that the NAER has the author's permission 
to modify and publish the article.

3.The Author warrants that the article is original and has not been published 
before.

4.The Author ensures that co-authors are informed of the terms of the 
copyright transfer and signs on their behalf. 

5.The Author retains the rights to use all or part of this article for his/her own 
works, such as books, lectures, websites or teaching materials without the 
need to obtain further permission.

Signed:                                              Name printed: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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