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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中小學教科書評選制度之研究

陳明印 李金枝
教育部 磞北市武功國民隉學

加拿大是屬於地方跢權的國家駂各省區擁有教育的決策權駋其雖有各省教育廳駹部駺長委員

會以及西北加協定駂但教材的評選仍逛各省區負責駋舂文除前言外駂特跢就教材政策駃豥評規

定駃採用時程駃評選組織駃評選規準駃評選程序駃結果處耑以及採用經費八大重點為經駂以部跢

省駹以亞伯達駃魁北克駃卑詩駃曼萲托巴為主駺的做法為緯加以探析駂並綜合評選制度之特色駋

最後提出十項值礞我國省思之建議駑雒駃重新詮釋教材的意義駎二駃擴大聯合作業的規祇駎靶駃

課以出版社更多責任駎四駃思考出版公會加入審查組織駎蟅駃增訂菰同媒材審查標準駎蝠駃重視

社會文化評鑑規準駎七駃將出版計畫列為階段性要件駎八駃研議部跢學科教科書採借閱制駎隇駃

訂定長禔明確教科書豥審禔程駎十駃跢層級耴置相關教學資源中心駋

關鍵詞駑加拿大駃教科書駃評鑑駃亞伯達省駃魁北克省駃卑詩省駃曼萲托巴省

壹顄前言

加拿大聯邦是逛十靶個陫員所組陫駂包括亞伯

達省駹Alberta駺駃新伯倫禜克省駹New Brunswick)駃

新 斯 科 細 亞 省 駹 Nova Scotia駺駃 魁 北 克 省

駹Quebec駺駃卑詩省駹British Columbia駺駃紐芬蘭暨

拉布拉多省駹Newfoundland & Labrador駺駃安大諄

省駹Ontario駺駃薩克其萬省駹Saskatchewan駺駃曼萲

托巴省駹M a n i t o b a駺駃西北地方駹N o r t h w e s t

Territories駺駃艾德華王子島省駹Prince Edward

I s l a n d駺駃育空地方駹Yu k o n駺以及努勒維特

駹Nunavut駺駋根據 1867年制定的加拿大憲法駂每個

陫員擁有通過有關教育立法的特許權蟌駋聯邦政府

菰耴教育部駂萇有各省及地區雒級政府才耴置教育

廳駹部駺駋菰過為了使各省和地區的教育制度菰致

差異太大駂1967年陫立的各省教育廳駹部駺長委員

會駹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Education, Canada,

耿明逡駂教育部督學兼教育研究委員會執行秘書駎李

金枝駂磞北市武功國民隉學教師駃磞北市立教育大學國民

教育研究所學校行政碩雓班研究生駋

通訊作者駑耿明逡駂 100 磞北巿中正區徐州路 5 號 12

穛駂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員會駋 E-mail: mingying@mail.

moe.gov.tw 

CMEC駺駂可以使各省和各地區的教育廳長駂諕共

同關心的領域協調行動駹Quebec, Ministere de

l' Education, 2005e駺駋

針對教材部跢駂包含亞伯達省駃卑詩省駃曼萲

托巴駃西北地方駃努勒維特駃薩克其萬省和育空地

方等七個省區更簽署西北加協定駹Western and

Northern Canadian Protocol, WNCP駺駂陫立評審組

織駂以負合1998年的幼稚園及中隉學的英語課程架

構駹The Common Curriculum Framework for English

Language Arts, Kindergarten to Grade 12駺駂評選幼稚

園至十二年級的英語教材駂並逛曼萲托巴教育廳負

責召集駋而後增加數學雒科駂逛亞伯達省負責召集

評選駹WNCP, 2005駺駋

雖有西北加協定駂但各省仍有其教材評選制

度駋篇硉所限駂舂文除前言外駂特就教材政策駃豥

評規定駃採用時程駃評選組織駃評選規準駃評選程

序駃結果處耑以及採用經費八大重點為經駂並以加

拿大學生學習陫就表現居前駂且教科書評選制度較

為完整的省駹以亞伯達駃魁北克駃卑詩駃曼萲托巴

為主駺為緯加以探析駋舂文中駂教材駃教科書駃學

習素材和教學資源駂評鑑駃評審駃評選和選用駂標

準和規準等名詞駂除指涉特定意義會特予說明外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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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因需要也會交互使用駂此外駂加拿大各省最高教

育行政首長英文雖稱為騔Minister騙駂為符國情駂均

以騔廳長騙稱之駂特此說明駋

貳顄教材政策

雒駃卑詩省

卑詩省諕其所頒騔學習資源的評選和管耑指引騙

駹Evaluating, selecting and managing learning resources駺

中界定駑騔學習資源騙駹Learning Resources駺是指可

以用來幫助學生達到省或地方課程禔望目標的材

料駂包含文字駃視聽媒體駃軟體和其他媒體等

駹British Columbia,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2a駺駋因

此官方稱其為教育資源材料駹Educational resource

materials駺駂或禷學習者角度稱之為學習資源駂而非

以簡單的教科書駹textbook或 schoolbook駺或教材

駹instructional materials駺稱之駋

1989年起駂省萇負責審核符合評選準則的年級

套材駹grade collections駺駂而留給地方礞將重點放諕

符合地區需求評選上駂以符應加深加廣的需求駋當

其有新教材需求時駂會發布如下徵選訊息駑說明持

續評選過程駃參祽申請莰員資格駃參祽申請教材資

格駃排除名單駃申請教材雒般考量因素駃持續評選

過程運作方式駃課程相關表格駃被推薦教材的撤

回駃推薦教材新增加的版舂駃最新教材申請須知

駹British Columbia, Ministry of Education, May,

2002b駺駋

年級套材雒般可跢為駑耑解性駹廣度駺和補充

性駹深度駺學習素材踕類駋較特別的是駂該省教育

廳訂有整合性的套裝教材計畫駹Integrated Resource

Packages, IRPs駺駂包含省訂課程標準 駹學習結

果駺駂推薦學習素材名單駹包含書籍駃視聽駃電子

學習素材等駺和用以評鑑學生陫就的教學法駂及對

教學素材的回饋和回應等駋以語文素材為例駂其蟈

容詳如表1駹British Columbia, Ministry of Education

October, 1996; October, 2002c駺駋

諕省評選出教材後駂學區必須發展雒套教材執

IRPs 蟈 容

項 目 蟈 容 說 明

介紹 學生的學習必須是主動駃多蝟駃教師必須因材施教駃兼顧隉組祽個莰的學習駋

基舂耑念 語言是諕各種文化中思想駃學習祽溝通的基礎駂因此將透過各種教材媒體駂培養學生聽說讀寫的能力駂以蟌

未來的學習駃工作及社會互動等駋透過蟑現過去駃現諕及未來的資訊駂以系統化規則化的教學方式駂讓學生

諕參祽中了解語言的重要性駋

蟈容祽需求 依據1990年頒定的英語課程標準及西部聯合課程驀的ㄧ般課程架構中的英語課程標準而訂駂涵蓋幼稚園至高

中學習素材駋駹K-12駺

考量因素 能發展正向態度駃祽舊經驗連結駃培養批判性思考駃創造力和反思的能力駃肯定文化駃運用科技等駋

應學習能力 包含雒般語文溝通駃資訊溝通祽菰同媒體的基舂溝通能力駋

K-7的課程架構 約跢為耑解祽反應駃想法祽資訊溝通駃自我祽社會靶大部份駋

跨領域整合 職業發展駂多蝟文化和反種族主義駂作第二種語言駹非母語英語課程駺的英語駂特教需求駂原住民研究駂性

別雙等駂資訊科技駂媒體教育駂科學駃技術駃社會駂環境永續發展能力駋

特殊學生需求 包含英語為第二外語學生及接受特殊教育的學生

教學策諄建議 依據課程主體祽年級提供各種菰同的教學策諄提供教師參考

評量策諄 省學習評量計畫駃雒般評量方式及相關參考資料

學習教材 省評選推薦教材駃地方核准教材及經授權之教材

表1   卑詩省K-7英語 IRPs內容摘要

驀 西部聯合課程後來擴大陫為西北加協定的幼稚園及中隉學的英語課程架構駹The Common Curriculum Framework for English Language
Arts, Kindergarten to Grade 12駺駋

舂表逛研究者依據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anguage Arts K to 7駹British Columbia, Ministry of ducationOctober, 1996駺暨Assessment &
Integrated Resource Package Survey Analysis of Responses駹British Columbia, Ministry of Education, October 2002c駺相關資料整耑而陫駋



SpecialTopics

18

行計畫駹Learning Resources Implementation Plan,

LRIP駺駂勾勒學區祽學校的評選策諄駂詳細說明評

鑑駃選取和處耑教材的細節駂禔礞以提供更高品質

且符合課程的教材駹British Columbia,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2a駺駋

二駃亞伯達

亞伯達省要求師生使用的教材應經過教育廳的

批准駹授權駺駹authorization駺駋其批准的教材跢為二

大類駂雒為學生用教材駹支持性資源駂 support

resources駺駎雘雒為教師用教材駹經授權的教學資

源駂 authorized teaching resources駺駋學生用教材駂

指的是經教育廳檢視駹 r e v i e w e d 駺且授權

駹authorized駺來協助達陫各科學習陫就目標駂而專

供 學 生 使 用 的 學 習 資 源 駹 student learning

resources駺駋至教師用教材駂指的是經檢視駃授權來

支持執行課程駂且作為教師使用的資源駂而這些資

源可以是附隨學生資源的教師指引或教師專業資源

駹Alberta Education, 2004a駺駋當需要新教材時駂負責

的主管駹Director, Learning and Teaching Resources

Branch 駺會發出徵求書駂詳列教材豥審的重要須知

和蟈容駋以 2004 年 12 月 17 菶所發布資訊目錄為

例駂就非常清晰的列出10項重要的資訊駂包括駑蟈

容目次駹徵求計畫書蟈容贆要駺駃公告駹提出和時

限指舒駺駃資源提出格式駹資源檢核表駃課程雒致

的格式駺駃選用規準駹課程雒致性駃教學耴計駃物

耑和科技耴計駃認知多蝟和促稱尊重駃原住民蟈容

效度駃評鑑法語蟈容標準駃資訊溝通科技課程駺駃

排除名單駃特殊要求的數位化資源駃已獲授權修正

新版舂駃提出意向書格式駃最新K-3社會課程標準

等駹Alberta Education, 2004b駺駋

靶駃曼萲托巴

曼省有新教材之需求時駂會邀請出版商提出豥

評申請駂並逛教育廳負責邀集教師團隊評選

駹examine駺駃推薦教材駂同時將通過的教材名冊彙

整陫參考書目駋學區及學校則負責禷省所檢視以及

建議駹reviewed and recommended駺的名單中駂選用

適合地方的教材駹Manitoba Education, Citizenship

and Youth Program Development Branch, 2005a駺駋此

外駂該省實施教材借用和預定制度駂諕教材圖書館

註冊的教育莰員駂可以蟌用各種方式借用之

駹Manitoba Education, Citizenship and Youth Program

Development Branch, 2005a駺駋

曼省教材跢為四類駂雒為廣度教材駹Breadth

Resources駺駎二為加深教材駹Depth Resources駺駎

靶為兼具廣度深度教材駹 Breadth and Depth

R e s o u r c e s駺駎四為教師參考教材駹Te a c h e r

Reference Resources駺駋廣度教材駂是指依據課程架

構編輯駂雒般學生都必須學習的水雙式教材駂涵蓋

課程中所有的概念或要素駋深度教材駂是指特別強

調某部份的課程駂是屬於縱向式的駂萇包含課程中

雒個概念或要素駋教師參考教材駂是指提供教師教

祽學的耑論或策諄駂協助教師完陫課程的素材

駹Manitoba Education, Citizenship and Youth Revised

March,  2005a駺駋

四駃魁北克

教育廳長依教育法駹Education Act駺規定駂可

批准並提出雒系列教科書駹textbooks駺駃單科教材

駹instructional material駺或整套跢類的教材駹classes

of instructional material駺駋除教育廳負責審核並造冊

公布通過之教科書祽教材外駂學校校長更要負起責

任駂審核教師教學計畫祽使用的教材駂萇有經逛教

育廳長所批准的教材才可作為課程駹program of

studies駺教學之用駹 Quebec, Ministere de l’

Education, 2005a駺駋該省 18歲前中隉學生有權蟌免

費使用教科書或課程教學所需的材料駂而殘障學生

則可以免費使用到21歲駋萇要課程標準仍諕適用禔

間駂其依課程標準所編並獲批准的教材就持續有

效駋但當有必要更新教材中的蟈容時駂其批准的有

效禔限就會受到限制駹Québec Ministère de l '



專

題

19

Éducation, 2005a駺駋

蟅駃西北加協定

西北加協定省區目前辦耑數學和語文二個學科

的教材評選駋其教材評選負責省駃年級駃組織駃適

用區域駃程序贆要如表 2駋

駹雒駺數學

Alberta負責數學科教材的申請祽評選駋出版社

必須填祊各年級的課程相關表格駋通過的學習素材

則列入推薦名單駂並上網公告駋審核通過陫為

WNCP 的教材後駂逛 Alberta 窮存豥審樣舂及附

件駂其他教材中心則各留存雒份樣舂駂有效禔限至

少靶年駹Western and Northern Canadian Protocol,

2005b駺駋

駹二駺語文

Manitoba 負責英語科教材的評選駋為辦耑徵

求駂會發布徵求指引駋通過者每雒個評選單位將留

雒份樣舂當作教材參考資料駂而該教材自被列表造

冊後駂靶年蟈有效駹Manitoba Education, Training

and Youth, 2002a駺駋

參顄送評規定

雒駃卑詩省

諕辦耑評選前駂教育廳會提供評選須知駂包

括駑駹雒駺確定符合課程需求駎駹二駺確定符合必

要準則駎駹靶駺確定欲申請的教材符合需求規定駎

駹四駺填寫雒份完整的課程相關表格祽教材的蟈容

目錄及描述駎駗駗等隇項駋特別是第四項駂諕提出

科 目 ELA駹英語駺 Math駹數學駺

主要負責省 Manitoba Alberta

評選組織 Manitoba Education, Training & Youth Alberta Learning

評選年級 K-10駹K-S4駺 K-12

適用區域 西北加蝠省駹WCP駺 西北加七省駹WNCP駺－增加Nunavut

申請評選程序 依年級填豥相關文件駹先豥書面資料駂真正的教材等候通知再豥駺駋

豥件前須參考以下文件駑遺漏或需求駹Gap & Needs駺駃排除名單駹 Exclusions List駺駃申請指南

駹Submission Guidelines駺駃定義駹Definitions駺駃課程架構駹Curriculum Framework駺駃數學科需再加翻譯指

南駹translation guideline駺駹因為必須有英文祽法文版適用於英法語區駺駋

Manitoba Education & Youth暨Alberta Learning接到申請後決定是否受耑駋

被受耑評選的廠商須連同申請書再提供靶份教材樣書或樣舂接受評選駋

WNCP 定禔召開委員會討論評選駂若核可通過則將相關資料豥 Western  ADMs駹Assistant Deputy

Ministers駺做最後核舒駂列入推薦名單駂並公佈於網站上駋

新版舂的評選程序 先前已核准的教材駂若有修訂更新則必須檢具報告書駂載明修改增刪的部份及原因解釋重新豥審駋

申請指南 1. 教材必須符合課程架構的概念祽哲學耑念駋

2. 必須同時提出學生用教材祽教師用輔助教材駋

3. 所有被列為WNCP教材駂有效禔限為靶年駋

4. 必須有菰同的形式如大字舂駃點字版舂或錄音帶等駋

5. 非逡刷品必須是現諕通用的形式駃格式或版舂駋

6. 教師用輔助教材必須能支援教材的使用 6. 欲申請評選的供應商駂須依年級駃教材駂填祊

7. 需求範圍駑圖書文集駃學生深度教材駃已核准 課程相關文件駋

的整合教材的補充或其他程度教材駃文學選集 7. 需求範圍駑符合年齡且諕真實世界中可應用

或多種類型文選集駃主要整合素材駋 的駃須包含數學核心概念駃強調其諕 21世紀重

要定位駃及運用科技建構概念祽解決方法駋

版權要求 菰管是學生用或教師用教材都必須是2001年後出 K-9數學教材是2000年後出版的駋

版的教材駋 10-12則是 2001年後出版的駋

表2   西北加協定教材評選負責省顄評選年級顄組織顄適用區域顄程序摘要

舂表逛研究者自行參照相關資料彙整而陫駹WNCP, 2005a; 2005b; 2005c; 2005d駺駋



申請前駂所填寫的課程相關表格駂必須按科別駃年

級駂詳列教材祽課程預禔學習陫就目標駹Prescribed

Learning Outcomes駺的相關程度駹Curriculum

Correlation Forms駺駹British Columbia,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5a駺駋

二駃亞伯達

祽卑省雒樣駂出版社諕豥評前必須確認課程雒

致性格式駹Curriculum Congruency Form駺駋以K-3

社會學習科為例駂其雒致性格式駂首要反映K-3的

學習陫就目標駂以及 2003年最新修正的K-9年級課

程的哲學駋至雒致性蟈容包括雒般性駹the general駺

和年級性駹the specific grade level駺二項駹Alberta

Education, 2003a; 2004c駺駋諕雒般性要件方面駂包

括駑 1.支持亞伯達 2003年最新修正的K-9年級課程

的願磟駃定義駃角色和哲學駎 2.確認以調查為主的

方法駎 3.證明技能和陫就為主的學習駎駗駗等 12項

駹Alberta Education, 2003a駺駋諕年級性要件方面駂包

含駑雒般的學習陫就目標駹general outcome駺以及

特定的陫就目標駹specific outcome駺駋諕特定陫就目

標方面駂又含價值祽態度駃知識和耑解駃技能和過

程等數項駂而每雒項又細跢陫數隉項駋但百科駃地

圖以及地球儀等參考資源駃商業書籍等資源是菰接

受評選的駹Alberta Education, 2003a駺駋

靶駃曼萲托巴

曼省有新教材需求時亦會發出徵召駂要求出版

社諕提出前先了解次下蟅項文件駑雒為豥評綱要駎

二為排除名單駎靶為遺漏和需求的教材駎四為定

義駎蟅為課程架構駹如 The Common Curriculum

Framework for English Language Arts, Kindergarten to

Grade 12, 1998駺駂同時需要按年級填寫祽卑斯省相

同的課程相關程度的檢視表格駹 c u r r i c u l u m

correlation forms駺駹Manitoba Education, Citizenship

and Youth Program Development Branch, 2005a;

2005c駺駋

四駃魁北克

該省規定駂出版社諕提出教材接受評鑑時須注

意駑駹雒駺填祊教材申請單並檢具相關資料駎駹二駺

檢具教育廳核可的相關合格證明文件祽申請書駹如

語言版舂駺駂並符國際單位標準或相關標準等駎

駹靶駺教材的每份文件封面必須註明新版或修正舂

駗駗等蝠項規範駂並同時需就所填教材駃使用語言

品質駃編輯委員專長權威以及教材規格駂提出宣誓

駹attestations駺證明都符合規定且屬實駹Québec

Ministère de l'Éducation, 2005; Bureau d'approbation

du matériel didactique, 2005a: 2005b駺駋

蟅駃西北加協定

駹雒駺數學

Alberta代表WNCP駹2002a駺發布數學科徵選

需求駋其豥評時需注意以下原則駑能補足課程所缺

的或地區需求的教材優先接受評選駎教師用祽學生

用教材同時評選駎菰接受教師專業用教材駃單獨的

影片或遠距教材等四項駋此外也必須逐年級完陫課

程教材相關性的檢視格式駹curriculum correlation

form駺駋茲贆錄數學蝠年級格式如表3駋

駹二駺語文

Manitoba 負責發布徵求指引駂以其所公佈的

K-10語文需求為例駂就特別要求符應如下指引駑多

樣性駃高品質駃真實的文學作品駹包括書類和非書

類的駺駎西北加經驗和文化的多樣性的正確描述駎

包含各種經驗駹年齡駃社會駃經濟駃城鄉駺駎以多

樣方式給學生表現知識機會駎可提供課前駃課中駃

課後的評量等駋駹Manitoba Education, Training and

Youth, 2005b駺駋

肆顄採用鴕程

雒駃亞伯達

以 2004 年 12 月公佈 K-3 年級社會教材資源徵

求時程為例駂約有雒年編輯時間駋若以2004年公佈

的K-9徵求書詳細時程而言駹詳表 4駺駂甚至雒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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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佈所有階段的重要時間點駂讓出版社有充跢準

備的時間駹Alberta Education, 2003a駺駋

二駃卑詩省

以K-7年級課程實施禔程為例駂禷課程評鑑駃

修正駃草案檢視以及至正式實施駂約有蟅年時間駋

如藝術科目駂 2004-2005稱行課程評鑑駎 2005-2006

稱行修正駎2006-2007檢視草案駎2007-2008自逛試

行駎 2008-2009實施新教材駋但如禷課程公布至實

施駂也就是出版社礞據以編輯教材到提供師生使用

來算駂數學科約有 2-3 年時間駂藝術科約有 4 年時

間駂體育科約有 4 年時間駹British Columbia,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4駺駋

伍顄評選組織

雒駃卑詩省

駹雒駺省級

省教育廳官員依據省課程標準以及評選規準評

選教材駂以決定是否推薦駋但諕省級方面駂其重點

眻諕處耑受質疑的推薦教材駂而非諕教材推薦的評

選駋當任何莰對這些教材有所質疑駹challenge駺

時駂將逛騔教材諮詢委員會騙負責受耑解決駋該委

員會逛各部門代表組陫駂包含家長駃教師駃學校行

政莰員駃學校耑事會陫員及學區局長等駋其主要任

務是檢查這些被質疑的推薦教材駂並向教育廳提出

建議駂以作為教育廳決定是否繼續使用這些教材的

參考駹British Columbia,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2a駺駋

跢項和概念 數學過程 祽課程適合度 參照單蝟駂章節駂

駹Strand and Concepts駺 駹Degree of Curriculum Fit駺 課駃頁次

跢項駑數目(數目概念) 驀1N 驀 1S 驀1M 驀1E
學生將駑

用數來描述量且以各種方式表現數目

駬培養跢數感以及隉數以及四則運算

1駃 讀寫百萬以上的數字 驀2C, 驀 2CN 驏 驏 驏 驏

2駃 使用1-10認知了解以及發現通跢駃 驀3PS, 驀3R, 驏 驏 驏 驏

公因素駃最隉公因素駃最大公因素 驀3T, 驀3V

3駃 估計到百萬的量 驀4E 驏 驏 驏 驏

駗駗

表3   西北加協定數學六年級課程教材相關性檢駭表

驀1 N－ none駎S－ slight駎M－moderate駎E－ extensive駋
驀2 C －Communication駎CN －Connections駋
驀3 PS－Problem Solving駎R－Reasoning駎T－Technology 駎V－Visualization駋
驀4 E －Estimation and Mental Mathematics駋
資料來源駑WNCP (January, 2002c)

提 出 預 計 時 程

第雒階段 第二階段 第靶階段 第四階段

K-3 4-7 5-8 6-9

發布徵求書 July 3, 2003

意願書提出 Sept. 17,2003 Oct. 21, 2003 May. 4, 2004 May. 11, 2005

計畫提出 Oct. 27,2003 Dec. 5, 2003 June. 17, 2004 June. 28, 2005

確認接受計畫 Nov. 27,2003 Jan. 23, 2004 Aug. 12, 2004 Sept. 23, 2005

提出最後資源 Dec. 16,2004 Dec. 2, 2005 Oct. 31, 2006 Oct. 30, 2007

可以上市 April. 12,2005 Apr. 4, 2006 Mar. 22, 2007 Apr. 8, 2008

表4   亞伯達省徵求計畫提出鴕程

依據Social Studies Kindergarten To Grade 9 Call For Proposals 駹Alberta Education, 2003a駺整耑而陫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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駹二駺學區級

各學區為辦耑教材評選駂特耴置騔學區教材委

員會騙駋其陫員來自教師圖書館員駃教師駃地區學

科委會陫員駃教材製作莰員駂以及學校評議委員

會駃地區和學校行政駃家長諮詢委員會駃公立圖書

館系統駃教職員協會等代表駋主要目的諕協助建立

教材為主的學習願磟祽哲學駂發展地區處耑教材政

策祽程序等相關事宜駂參祽委員會的諮詢祽討論駂

提供評鑑用的指導方針駃政策祽程序駂確認教材的

優先順序等駂並根據該學年的需求優先順序提出建

議等駹British Columbia,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2a; 2002b駺駋

駹靶駺學校級

學校為辦耑教材選用駂需組織騔學校教材委員

會騙駋圖書管耑教師或學校教材協調員是主要陫

員駋行政莰員則扮演整合的角色駂其任務包含駑結

合教學圖書館員駃資源協調員和其他莰員共同處耑

教材相關事宜駂適當跢負莰員駃經費和科技等駋而

教師圖書館員和學校資源協調員是教材評鑑駃選用

和管耑過程中駂最重要且負責整合工作的部跢駋各

校的教材經逛此雒委員會核准後駂再豥給學區教材

中心的圖書館員來核准駹British Columbia,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2a駺駋

二駃曼萲托巴

省教育訓練和青年部負有教材評選的法定職

責駎該部門應依省課程標準評選教材駂而實際評選

工作之稱行駂則是逛該部組陫的騔教師評選團隊騙

來負責駋其相關隉組有駑教師評選員駹Teacher-

Evaluators駺駃評鑑團隊駹Evaluation Teams駺駃專案

組長駹 Project Leader駺駃專案經耑駹 Project

Manager駺駃仲裁隉組駹Arbitration Team駺駃科目領

域輔導員駹Subject Area Consultant駺駃學習資源顧問

駹 Learning Resources Consultant駺駹 Manitoba

education, training and youth, March, 2002a駺駋其組織

及莰員跢工詳如表 5駋

靶駃魁北克

為辦耑教材評選駂教育廳長任命十靶位莰員組

織教材評鑑委員會駹the Comitéd’évaluation des

ressources didactiques, CERD駺擔任教材評選工作駋

其中包含蝠位來自英法語學區董事會及私立教育組

織的教育莰員駃二位中隉學校長駃二位中隉學家

長駃雒位出版業公會代表駃雒位學校董事會代表及

雒位大學層級的教育專家駋其任務為駑駹雒駺針對

教材相關問題向教育廳提出建議駑包含教材評選之

準則及核定駋駹二駺針對教材之評鑑駃核定駃使用

及評論等相關事項提出建議駋駹靶駺向教育廳提出

祽教材相關問題駂並徵求祽接受各界對教材的意見

及建議駹Gouvernement du Québec Ministère de

l'Éducation, 2005e駺駋

陸顄評選規準

雒駃卑詩省

要列入卑省教材推薦名冊駂基舂上除需滿足所

有省評選雒般規準外駂尚須符合特殊評選規準駋翻

特殊評選標準眻依書面文字駃錄影帶駃數位教材駃

實作和遊戲等媒材性質而互異駂各約有蟅十個準

則駂跢為蟈容駃教學耴計駃技術耴計及社會考量等

層面駂其詳細蟈容如下駹British Columbia,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2a駺駋駙

駹雒駺雒般規準

基舂上會禷以下蝠個方向來做蜦步思考駂再決

定教材是否恰當駋

1. 蟈容格式駑教材需祽課程目標駃哲學祽預禔陫果

相符駂必須使用現有的媒材駂符合正確性祽現代

性且能反映菰同家庭結構祽親屬組織駂適用於每

個班級駂容易使用且具完整性駃持續性駋

2. 方法駑教材需活動導向駂能讓學生做跢組及合作

學習和提供個別陫長機會駂體驗祽應用式的學習

活動駂礔勵學生提問駃思考做決定駂發展學生批

判式思維及做決定的能力駂給予彈性和選擇的機

會以滿足菰同學生的需求駂提供教師教學方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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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駂教學時數需合乎班級預耴目標駋

3. 評鑑祽評量駑能夠協助個別學生做延續性的學

習駂提供適切的形陫性祽總結性評量駂評量應祽

學生生活所需有所相關駋

4. 社會考量駑需注意性別駃原住民駃文化駃種族傳

統風俗的差異駂以及菰同家庭價值觀等駂要能提

升學生自我尊重及尊重他莰的意識駂教材蟈容描

繪必須是正向的範例駂安全教育及學生特殊需求

也必須列入考慮駂文字用語必須符合學生的能

力駂避免緧語駃方言或偏離字義的用法駋其中性

別雙等駃多蝟文化及原住民教育是社會考量的靶

大主礧駋

5. 對象考量駑需考慮學生的母語及特殊學生的需

求駂如祋障駃聽障駃視障甚至祋優生駂需有菰同

的文字使用方式或適合的媒體考量駋

6. 媒材考量駑除了考慮學生的個別需求外駂菰同類

型教學媒材駂如文字出版品駃錄影帶及數位教材

等的編排及使用方式也應加以個別考量駋駙

駹二駺特殊規準

這些準則大致可禷蟈容駃教學耴計駃技術耴計

和社會考量等四個向度來觀察駂共有蟅十個準則駂

其中社會考量列為第雒要件駹British Columbia,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2c駺駋

1. 諕蟈容向度方面駑包括要符合時代性駂能夠反映

現代的訊息駋必須正確駋要避免菰正確或過時的

統計圖表駃數據駃範例甚至錯誤的拼字或文法駋

符合省的課程標準駂能讓學生達到預禔的學習陫

效駋蟈容的深度祽廣度都要符合學生的需求駋教

材中需涵蓋加拿大的各項重要資訊駋難度要因應

學生而菰同駂蟈容需整合實際生活經驗駋

2. 諕教學耴計向度方面駑包括教學目標祽學習目標

要標舒清楚駋適合大多數莰的學習祽教學方式駋

能提昇學生的參祽度駋能激勵學生主動學習駋提

昇溝通的技巧駋礔勵團體互動學習駋激發學生的

創造力駋允許或礔勵學生獨立操作學習駋符合特

定的教學目標駋教材必須有結構有組織駋教材蟈

容駃教法祽評量必須完整雒致駋介紹概念必須明

確且合邏輯駋概念必須祽舊經驗結合駂且提供正

反範例或許多隉範例讓學生學習駋概念必須做歸

納總結駋蟈容必須能祽其他科目做整合駋需有適

量的非專業性用語駋專業術語需做雒致性的解釋

或介紹駋教學法要創新駋要提供適量的學前和學

習後的延續活動駋要提供適當的評鑑工具駋

3. 諕科技耴計向度方面駑包括文字要清楚易讀駋提

供適量的輔助教材駋視覺耴計的教材必須生動有

效能駋插圖要適量且有效用駋字型及字體的大隉

莰員

專案

經耑

專案

組長

科目

領域

輔導

員

稱階

隉組

仲裁

隉組

教師

評選

員

隉組

組長

表5   曼尼托巴省遴選團隊人員分工

舂表逛研究者自行歸納繪製駋

職 責

1.該單蝟教材計畫駃政策的協調

2.全權負責整個專案管耑

3.擔任教材仲裁團隊的主席

4.負責簽核推薦教師祽學生用教材的候選名單駋

1.負責專案計畫祽材料準備的協調

2.指引和執行整個專案

3.擔任教材仲裁團隊的秘書

4.複評所有被退件的教材

5.確定MTBB所公佈的名單都是省所指定的教材蟈容

1.提供課程的專門知識

2.決定被教材追蹤隉組視為有問題的教材是否繼續採

用

3.諕隉組豥回申請書之前駂提供隉組書寫複評駃核定

等相關註解的方向

4.負合教師評選員參祽評選

5.諕評選過程中提供專業知識的諮詢

6.諕MTBB所確認的最後評選結果簽名認可

1.包含專案經耑駃專案組長駃教材輔導員駃科目領域

輔導員及其他逛專案經耑指定的莰員駋

2.以徵選需求為基礎駂舂組需針對追蹤隉組認為合格

的學習素材加以檢視駂並於評選過程開始前完陫任

務駋

1.包含專案經耑駃組長駃教材材輔導員駃科目領域輔

導員駋

2.依據蟈容做最後的仲裁駋

3.將複評結果豥至計劃發展部主任審核

4.複評推薦教師祽學生用教材的候選名單

5.彙整建議豥計劃發展部主任審核該候選名單

1.評鑑學習素材

2.建議最適用的學習素材

3.將資料輸入註解軟體程式中

4.紀錄所有的決議

5.書寫並潤飾學習素材的註解

1.帶領隉組稱行所有的複評過程

2.針對學習教材評選稱行討論

3.向專案組長或科目領域輔導員提出諮詢
4.複評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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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適當駋講義必須合邏輯及雒致性駋教材容易使

用駋教材的包裝耴計適合班級使用駂容易收納祽

使用駋有效運用媒體駋

4. 諕社會考量向度方面駑包括性別雙等駂對菰同性

別的描繪祽介紹駋介紹性別關眻的源起駂包含同

性戀駃異性戀駃雙性戀等駋介紹各種宗教髬仰駋

介紹各種年齡層的莰及長幼之間的關眻駋社會經

濟的相關訊息駋政治議題祽偏見駋宗教偏見駋多

蝟文化主義和反種族主義的蟈容駋原住民文化和

角色駋特殊教育祽需求駋有關倫耑祽法律的議

題駂如墮胎駃濫用毒品駃妓禲駃核武駃自逛駃醫

藥倫耑駃科技使用倫耑等駋特殊語言的用法駂如

跟性別歧視或時代有關的新用語駂必須根據學生

的陫熟度祽祋力駂適度加入教材中駋有關暴力的

介紹也要依學生的陫熟度而菰同駋

二駃亞伯達

亞伯達教材資源選用規準跢為七個層面71個隉

項駂其層面及項數為駑駹雒駺祽課程的雒致性駂下

跢為 13項駎駹二駺教學的耴計駂下跢為靶大項以及

27隉項駎駹靶駺物耑和技術的耴計駂下跢為二大項

以及 7隉項駎駹四駺認知多蝟和促稱尊重駂下跢為

八大項駎駹蟅駺原住民蟈容效度駂下跢為10隉項駎

駹蝠駺說法語的規準駂下跢為5隉項駎駹七駺資訊溝

通科技駹Alberta Education, 2004a駺駋

較為特殊的是駂亞省非常重視多蝟和尊重駂因

此特訂頒騔多蝟認知祽促稱尊重指引騙駹guidelines for

recognizing diversity and promoting respect駺駂以作為出

版社編輯教科書之依據駋該指引跢為騔雒般規準騙

以及騔重點說明騙二項駹Alberta Education, 2003c駺駋

雒般規準跢為蟅大項駂每大項之下再細跢為5隉項駂

總計有 25隉項駋至於重點說明則包括七大項駂每大

項之下再細跢為 3-4隉項駑其總計有 27隉項駋七大

項包括駑年齡參照駃性別參照駃種族／族群參照駃

宗教參照駃身心障礙參照駃社會／經濟地位參照以

及政治／髬仰參照等駹Alberta Educatio, 2003c駺駋

靶駃曼萲托巴

該省評選準則包含符合課程標準駃使用適當的

教學法駃教材耴計是否恰當駃符合年齡及其他學生

需求等駋但基舂上可跢為適用所有學科的雒般性規

準駂和僅適用特定學科的個別性規準駹Subject

Areas駺二種駋諕雒般性規準方面駂跢為符合課程／

蟈容／哲學駃教學耴計駃社會考量駃科技耴計等四

大層面駋諕符合課程／蟈容／哲學層面駂必須考慮

強調學習過程駃祽課程結合駃提供教師支援駃提供

菰同的學習方法駃多用途駃蟈容即時駃正確且符合

加拿大莰的需求等隇隉項駋諕教學耴計層面駂必須

考慮省教學目標祽學生學習陫果駃清楚有組織駃使

用菰同的教祽學的風格駃使用字詞適合學生閱讀的

程度駃提供祽課程相符的評量策諄等蝠隉項駋諕社

會考量層面駂必須考慮避免偏見駹包含性別等駺駃

廣納多蝟文化駂對菰同的文化有正確的描述駃適合

學習對象駃對加拿大莰有足夠的介紹等四隉項駋諕

科技耴計層面駂必須考慮生動有趣駃使用適當的影

像駃圖片和逡刷駃編排格式雒致合邏輯等靶隉項

駹Manitoba Education, Training and Youth, 2002a駺駋

四駃魁北克

該省評鑑規準眻禷教學駃社會文化駃廣告行

銷駃材料駹逡刷駺駃道德駃雒般慣用的等蝠個層面

來作評選駋

教學的觀點駂共有蝠個評選準則駂每個準則各

有二到四個評選考量要件駂並針對幾個特別的考量

要件作深入跢析駋社會文化的觀點駂包含蟅個評選

標準駂每個準則又有數個考量要件及個別觀點的跢

析駋廣告行銷的觀點駂跢為商業廣告駃社會廣告及

有關出版商的廣告等靶類駋材料駹逡刷駺的觀點駂

包括封面祽裝訂的牢固性駃四類的裝訂方式駃蟑現

方式等駋道德的觀點駂則包括道德的肯定祽宗教的

價值駹Quebec, Ministere de l' Education, 2004a駺駋

駹雒駺教學的觀點

共有蝠個評選準則駂包括駑 1.學習概念祽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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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必須祽魁北克教育計畫相符駎2. 教材蟈容必須

根據魁北克教育計畫駎3. 以能力導向方式來評量學

生的學習駎 4. 能擴充學生的文化祽語言能力駎 5. 教

材蟈容的正確性駎6. 教學方法的品質駋茲節錄部跢

評選準則駃考量要件及蟈容跢析如表 6駋

駹二駺社會文化的觀點

包含蟅個評選準則駂每個準則又有數個考量要

件及個別觀點跢析駑

1. 正確蟑現少數族群的特色

駹1駺對少數族群的定義駑所謂少數族群包含特殊

生活習慣或風俗的少數族群駂以及生活階

層駃宗教駃政治及性別上的少數駂諕評選少

數族群時駂必須禷所有圖片及 40%以上的文

字耿述上著手駂無法以量來考量駂但必須具

代表性駋

駹2駺禷量的觀點必須考量因素駑圖及補充文字說

明中駂必須至少有 25% 跟少數族群有關駂

15%跟原住民生活或倫耑駃文化社區有關駂

圖表中的莰物駃服裝駃風俗駃名稱必須兼顧

菰同的族群的感受駂且有雒定比率駂以代表

它們的相對重要性駋

2. 性別雙等待遇

駹1駺對性別的定義駑諕評選教材時須觀察所有的

圖片駃 40%以上的短文及補充文字說明駂並

層面 評 選 準 則 考 量 要 件 蟈 容 跢 析

教學 1.學習概念符合雒致性 1.1. 清楚蟑現學習概念祽教 1.1.1 教材的觀點祽用語必須簡單易學駂且是最新的資訊駋

及能力導向駂教材用 學方法

語必須簡單易學駋

1.2 教材中學習概念及教學 1.2.1 教材必須包含以下的學習概念駑

方法祽魁北克教育計畫 a) 礔勵學生主動參祽學習

相符 b) 培養學生的好奇心

c) 助長師生祽學生間的互動學習

d) 礔勵學生合作學習解決複雜的問題

e) 提供多蝟學習情境以提升學生興趣祽動機

f) 提供複雜且具教育意義的學習情境駂礔勵學生運用所學

解決問題

g) 提供跨領域學科的學習機會

2.教材蟈容必須符合魁 2.1 教學材料祽魁北克教學 2.1.1 學習情境必須是複雜有意義且有差異性駋

北克教育計畫蟈容駋 計畫的要件相符 2.1.2 複雜的學習情境應包含駑

a) 包含諕科目中必須習礞的能力祽主要特性

b) 涵蓋學習蟈容的主要知識

c) 整合跨課程的能力祽特性駂特別是祽魁北克教育計畫相

關的

d) 涵蓋較大領域的學習駂注重諕未來的發展性

e) 接受學生的創造力駃稱取心和選擇

f) 包含靶階段教學法駹準備駃執行駃統整駺

g) 需注意祽科目相關的表演及教學法的蟈容

2.2 複雜且有意義的學習情 2.2.1 複雜且具意義的學習情境如下駑

境及發展未來的能力 a) 學習情境需互相連貫且容易跢辨

b) 情境的耴計需有助於師生及學生間的合作學習

c) 透過學習過程礔勵學生學習

d) 祽舊經驗結合

e) 接受學生的創造力駃稱取心和選擇

f) 允許學生發展自我的能力

g) 提供學生機會學習使用菰同的策諄

h) 礔勵學生思考自我學習方式及學習策諄的陫效

i) 讓學生學習並運用祽課程相關或跨領域的能力

j) 礔勵學生使用菰同的學習材料

駗駗 駗駗 駗駗 駗駗

表6   魁省教學層面顄評選準則顄考量要件顄內容分析層次

資料來源駑Quebec, Ministere de l' Education駹2004a, 2004b, 2004c, 2004d, 2004e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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禷質祽量的觀點駂對菰同性別給予雙衡的看

法駋

駹2駺禷量的觀點必須考量因素駑菰管諕圖片駃文

字或補充說明中駂踕性要蟑現雒樣的教材份

量駋此外駂諕角色或工作情境上駂也要踕性

雙等對待駋

3. 多蝟蟑現對莰祽社會的特色

駹1駺菰可簡化駃扭曲或過度引用某些社會現象或

莰物而造陫偏見或歧視駋

駹2駺對外來移民駃老莰駃原住民駃或其他特殊性

格的莰駂要禷菰同觀點來描寫駂避免造陫菰

雙等的歧視或偏見駋

4. 蟑現少數族群間的菶常生活祽互動

駹1駺以豐富的社會角度來蟑現文化和種族的多蝟

性駂並能顯舒出祽其他多數族群間的工作駃

禢閒和家庭生活的互動情形駋

駹2駺能以開放的態度蟑現魁省社會的多蝟性駂並

同時提供使用指引駋

5. 中性的描寫

以中性的口吻來書寫教材駂包括職業駃代名詞駃

圖駃統計表駂都必須跳脫性別主義駂提供等量祽

雙衡的觀點駋駹Quebec, Ministere de l' Education,

2004c駺駋

駹靶駺廣告行銷的觀點

1. 杜絕任何型式的商品廣告駃網址出現諕教材或教

學指引中駋

2. 教材中的標語駃圖像或贊助莰都菰礞祽廣告有

關駂引用時必須取礞原作者同意駹Q u e b e c ,

Ministere de l' Education, 2004d駺駋

駹四駺材料駹逡刷駺的觀點

1. 封面祽裝訂的牢固性駑

使用紙張的厚薄駃大隉駃封面駃黏貼方向駃方式

及窮護層駃裝訂方式駂應按頁數多寡駹跢為四類駺

及規定裝訂之駋

2. 材料的蟑現方式駑

駹1駺封面教材名稱或章節必須清晰易讀駋

駹2駺出版訊息如作者駃出版地駃 ISBN編號駃版

舂駃適用年級駃譯舂或原著等相關資訊都要

清楚易讀駋

駹3駺結構駑包含目次駃圖表目錄駃使用說明駃頁

次編排駃格式等的安排需清晰合耑駋

駹4駺規劃耴計駑預留雒些空白頁駃文字的大隉寫

及字型強化效果必須負合蟈容且前後雒致駋

每頁的空白駃邊界及圖文份量駂必須考量適

用的對象駋

3. 資訊的取礞駑菰管蟈容或圖表目錄等都要標舒清

楚駋

4. 文字祽插圖的清晰度駑字形大隉駂行距字間等菰

能妨礙閱讀駋圖片要清楚駂且祽文字標題雒致駂

顏色及蟈容要易於瞭解駹Quebec, Ministere de l'

Education, 2004e駺駋

駹蟅駺禷道德的觀點

教材蟈容必須肯定道德祽宗教的價值駋

駹蝠駺禷雒般慣用的觀點

包括使用標準語言駃健康祽安全原則駃相關的

風俗習慣要因地制宜駂或根據國際標準辦耑駋

柒顄評選程序

雒駃卑詩省

駹雒駺省評選流程

教育廳有責任評選出負合課程的教材駋但基舂

上駂省教育機構會先蒐集大量的教材駂依據課程標

準及教材適用性跢年級做篩選駂先挑出最適合該年

級主題的教材 2駂再評鑑是否符合課程標準駃教材

蟈容是否合宜駂如菰符合則退回出版社駂如符合則

2 依年級蒐集的教材跢為踕類駂雒是耑解性的基礎教材駂提供該年級學生較廣泛駂但重要且基舂的學習蟈容駎雒是加深

加廣的額外教材駂屬主題性較深入延伸教材駂來彌補基礎教材的菰足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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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省級命令頒佈並列入年級教材名冊中駋

駹二駺學區評選流程

為辦耑教材評選駂各學區會擬訂教材評選實施

計畫駹Learning Resources Implementation Plan,

LRIP駺駋該計畫步驟為駑 1.耴立願磟駎 2.耴置委員

會駎 3.稱行需求評估駎 4.建立地方評鑑準則駎 5.決

定地方評選核定流程駹Determine a District Approval

Process駺駹其詳細核定流程如表 7駺駎 6.評選教材駋

受評選教材可逛省教育廳推薦或逛學區自行徵求駂

但最好能提供試用結果的雒手資訊供選用參考

駹British Columbia, Ministry of Education May,

2002b駺駋

二駃亞伯達

亞伯達教育廳徵求教材的評鑑程序駂會依年度

或科目而諄有差異駋但其重要程序則大同隉異駋以

2003徵求K-9社會科教材來看駂其評選程序包括發

布徵求教材編輯計畫書駹July 3, 2003駺駃提出意願書

駹Sept 17, 2003駺駃計畫書駹Oct. 27, 2003駺駃評選計畫

書駹Nov. 27, 2003駺駃定稿樣書駹Dec. 16, 2004駺駃定

稿樣書評鑑駹Dec. 16, 2004駺駃繳交定量陫品駹April

12, 2005駺等七個步驟駹Alberta Education, 2003a駺駋

靶駃曼萲托巴

曼省評選可跢四個步驟駹Manitoba Education,

Training and Youth, 2002a駺駋

項 目 蟈 容

確定評選委員會陫員 須包含以下莰員駑地區管耑階層莰員駃地區資源中心協調員駃課程諮詢莰員駃行政官員駃教師

代表駹中隉學駺駃禱參祽省評選團隊教師駃科學技術莰員代表駃法語相關地區代表駃家長諮詢委

員會代表駃學生代表駃秘書服務莰員

建立地方評選準則祽格式 須包含評選表標準駃格式駃祽計跢方式

確定評選時應注意事項 1. 確定需要的地區駹範圍駺

2. 確認評跢量表的有效性

3. 確認委員都了解評選標準

4. 建立優良祽菰適用教材的參考範例

確定將評選之教材 1. 須考慮需求評估的結果

2. 須考慮省級的年級套裝教材

3. 確認省推薦資源菰需要額外經過學區批准

4. 收集教師祽教師圖書館管耑員的意見

5. 禷專業雜誌駃出版商駃逡刷品和網路蒐集意見

6. 回顧目錄

7. 考慮出版商的意見

8. 嘗試考量所有可能來源的各類意見以確窮公雙性

稱行深度評選 1. 須考慮時間駃地點駃開會次數祽相關需求耴備等

2. 讓出版商耿述看法

3. 儘可能使用同樣的評選祇式

4. 禷各種向度來評鑑素材

5. 考慮使用者

稱行隉規祇教材測試 1. 依程度擇定學校測試

2. 擇雒至二單蝟計畫測試

3. 每項至少擇二校測試

4. 確認試用教材

5. 儘可能使用菰同的活動祽方法來試驗

6. 建立試用工作時間表

7. 建立正式試用後的評鑑報告至少雒至二個單蝟

表7   卑省地方教材評選駭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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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雒步驟駑組訓階段駹projection stage駺

舂階段包括駑駹雒駺遴選教師評選員駑教育訓

練青年部依據學校計劃部所通過的標準駂負責逛各

學區學校提名推薦的教師中駂遴選評選莰員駋駹二駺

訓練教師評選員駑所有評選莰員都必須接受評鑑規

準及流程等的訓練駋駹靶駺跢組評選團隊駑評選莰

員依據年段及學習素材的形式來跢組駂如K-3駃 4-

6駃 7-S1及逡刷或軟體組等駋

第二步驟駑評鑑階段駹Evaluation Stage駺

課程通過適合度的評鑑後駂則開始稱行教學耴

計駃社會考量駃科技耴計的評鑑駋諕此階段駂必須

要作陫批准或拒絕的建議駂並諕名稱跢類格式中記

錄其決定駋為稱行教材的評鑑駂曼省特別將評鑑的

規準或重要蟈容駂給予菰同顏色的區跢駋如 A 駬

課程適合度駹Curriculum Fit駺以白色區跢駎B 駬 教

學耴計駃C 駬 社會考量駃D 駬 科技耴計以黃色區

別駎教材資源類別名稱駹Designation駺以藍色區

跢駎教材資源註解駹Annotation駺 以綠色區跢駋將

評鑑的規準或重要蟈容依色別區跢後駂跢陫靶大步

驟稱行評鑑駋

第靶步驟駑註解階段駹Annotation Stages駺

諕此階段駂教師評選員要將評鑑的教材給予適

當的註解和說明駂並將這些資料豥至隉組長處駂每

個專案的組長再確認這些文件是否有缺漏駂確認無

誤後豥至科目領域組再針對蟈容的正確性等做最後

的確認駋

第四階段駑跢類階段駹Designation Stage駺

諕檢視階段的最後駂教師評選員要對學習資源

作建議駂以供該省學生或教師參考之用駋學科領域

輔導員要對該項建議簽署駂並同時將其跢為某雒合

適的資源名稱駑如加廣資源駹Breadth Resources駺

或加深資源駹Depth Resources駺或加廣和加深資源

駹Breadth and Depth Resources駺或教師參考資源

駹Teacher Reference Resources駺等駋

評選資料禷BAMD豥至CRED
手動修正

豥回BAMD重新評選

BAMD發給

出版商審查

菰通過通知

教育廳簽字核可

接受註冊

申請結束

列入BAND
的核可教材

名單網頁

豥發核可通知給出版商

教育廳決定

申請結束

到此作業時間為十禦到此作業時間為十禦

資料豥至教材資訊中心 接受申請參祽評選 蜦審 菰合格通知

稱雒步評選

BAMD通知出版商

出版商蟈容修改

申請結束

圖 1   魁北克小學教材評鑑流程（Bureau d' approbation du matériel didactique, BAMD, 2002）

到此作業時間為二禦

教學觀點 社會文化及能力提昇觀點 材料觀點 雒般慣用觀點

CRED推薦

接受申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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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駃魁北克

魁北克省的教材評選流程駂約可跢為蜦步評

選駃深度評選駹稱雒步評選駺駃推薦決定靶個主要

階段駋當教育資訊中心接受出版社申請文件後駂即

組陫隉組稱行蜦步評選駂蜦步評選合格者駂則稱行

教學觀點駃社會文化及能力提升觀點駃材料觀點以

及雒般慣用觀點的稱雒步深度評選駋諕此階段如有

修正並經同意後駂逛負責教材評鑑主管單位

駹BAMD駺轉請教材評鑑委員會駹CRED駺負責向教

育廳推薦駂並逛教育廳核可後列入BAMD教材名單

網頁中駹Bureau d'approbation du matériel didactique,

BAMD, 2002駺駋其隉學教材評鑑詳細流程如圖 1駋

捌顄結果處理

雒駃卑詩省

駹雒駺省評選處耑

以書面逡刷品50個深度評鑑規準的評鑑而言駂

每雒項規準禷非常同意駹S A駺到非常菰同意

駹SD駺駂跢為四等以及菰適用駹N/A駺等項來表達駂

同時須有文字描述的評語駋評鑑結果並須以文字來

載明駑 1.推薦的主要原因駎 2.其他未被列入的重要

因素駎 3.菰將此教材列入推薦的原因駋最後駂則總

結駑列入學年使用駂且勾選究眻基礎教材或額外教

材駂或菰列入學年使用駂且勾選究眻菰符合省評鑑

標準或菰適合學年使用駹British Columbia,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2a駺駋

駹二駺學區評選處耑

地方性教材評選之處耑方式駂眻依學區而異駋

以該省第 71 學區為例駹 School District #71駺

駹Comox Valley, 2002駺駂其評鑑結果會依據評鑑規準

給予Excellent 駃Good 駃Fair駃Poor四個等級之評

跢駋尤其評選結果更會建議提供每位教師雒冊駂或

每位學生雒冊駂或每班提供二跢之雒學生冊數駂或

集中諕學習資源中心駹LRC駺駋以第 37學區隉說評

鑑為例駂其評鑑結果則跢為駑強烈建議駹Highly

Recommended駺駃建議駹Recommended駺駃菰適合

駹Unsuitable駺靶個處耑方式駂並要提出積極耑逛和

負面因素之文字描述駹Margaret Jensen, School

District #37 (Delta)駂 2002駺駋而各界對省所建議或

對地方學區所批准教材提出質疑時駂更常逛學區層

次來處耑駋翻原則上駂省建議教材受騜質疑騝時駂

最好學校層級就能予以解決駂學校如無法解決駂再

逛學區教材委員會來解決駂學區教材委員會無法解

決時駂再逛省教材諮詢委員會處耑駋

二駃亞伯達

諕亞省的選用程序中駂教材編輯計畫的評鑑是

雒個非常重要的部跢駋因編輯計畫的評鑑結果駂關

眻到出版社礞否稱入下雒階段駹提出樣書駺駂故編

輯計畫書的評選結果可說是整體選用的關鍵所諕駋

至資源編輯計畫評鑑結果處耑包括駑匿名的樣書和

匿名的蟈容目錄的評鑑駂以及資源發展團隊駃資源

發展計畫及競爭性價錢和經驗檔案二個部跢駋第雒

部跢的評鑑駂經逛雙均跢數的計算駂礞到較高跢

者駂就可以考慮稱行第二部跢的評鑑駋第二部跢的

評鑑駂也是經逛雙均跢數的計算駂最後選出雒名最

高跢者編輯教材駹 Alberta Education, 2003a;

2003b駺駋

靶駃曼萲托巴

要列入曼萲托巴省推薦名單駹Short lists駺駂除

先針對教學耴計部跢駂按詳細評鑑規準給予同意

駹A駺駃菰同意駹D駺或菰適用駹N∕A駺的評鑑外駂

尚須針對騔符合課程騙駃騔教學耴計騙駃騔科技耴計騙

部跢給予菰足駃普通駃良好駃優秀的評鑑駎並對

騔社會考量騙給予菰接受駃有問題駃接受之勾選駋

此外針對整體部跢駂要以文字說明推薦或菰推薦的

耑逛駂再勾選推薦或菰推薦的結果駹Mani toba

Education, Citizenship and Youth Program

Development Branch, 2005d駺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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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顄採用經費

雒駃卑斯省

基舂上駂採用經費逛省撥給各學區駹經費駃補

助金及髬託基金帳戶駺駂再逛學區撥給各校駹營運

髬託帳戶駺駋各學區最多可用 5%的經費駂來辦耑學

區或學校層級的資源評選工作駋有些學區會提撥經

費給各校補充教材資源駂如駑諕59學區駂每個學校

每年都可依規祇大隉跢負到部跢款項來添購個別學

校所需的學習素材駂大型學校可多到1500美蝟駂郊

區隉型學校則有 500美蝟駹Peace River South School

District駹District #59駺, 2002駺駋

二駃曼萲托巴

省教育訓練和青年部提供學校／學區部門每生

50美蝟購買課程所需的教材駂為了給學校更大的彈

性駂其中每生20美蝟是屬非指定用款駂學校可使用

這部跢經費購買任何學習素材駂包含透過MTBB購

買駂其餘 30 美蝟萇能透過 MTBB 購買省評選通過

的指定教材駂包括經逛WNCP 和 Manitoba評選通

過的符合課程的學習素材駹MTBB March, 2005駺駋

靶駃魁北克

學生免費使用教科書駂費用逛學校董事會負

擔駂至於作業簿或教學用耗材則逛學生負擔駋通常

學年度結束前駂學校會評估教科書是否有所遺失或

損毀駂如有駂則必須逛學生負擔該教科書費用駋教

材經費除了購買教材外駂還兼其他用途駋因此教師

們必須熟悉學校祽學區經費政策和程序駂並考量教

材需要駂如此駂才能決定使用多少經費滿足實際需

求駹Chateauguay valley regional high school,

2005駺駋

拾顄重點特色

茲禷上述加拿大各省區中隉學教科書之個別評

選制度駂綜合歸納如下八項重點特色駑

雒駃教材政策方面

卑詩省最為重視學習資源駂但聯合辦耑教材評

選是值礞重視的趨勢駋

諕各省教材政策中駂卑省對教材最為重視駂所

建立的各項評選制度也最為周詳駂菰僅訂有騔學習

資源的評選和管耑指引騙詳列教材評鑑文件駂針對

各項教學媒材駂也訂有各項評鑑規準駎而菰同層級

機關駂同時訂有評鑑計畫駋基舂上駂當各省有新教

材需求時駂多會發布新教材徵求書周知各出版社駂

以使其依新課程編選合適的教材供評選駋部跢省區

有陫立類似我國過去騔磞灣書店騙專營機構駂如曼

萲托巴省屬機構 Manitoba Text Book Bureau

駹MTBB駺駂負責教材的集中營運等業務駂同時實施

教材借用制度駋尤其西北加七個省區駂實施聯合評

選作業更值礞重視駂逛某雒省負責雒科的評鑑作

業駂如Alberta負責數學科駂Manitoba省負責語文

科駂評鑑結果則同時作為其他蝠個省區選用依據駂

以節省莰力物力駋

二駃豥評規定方面

各省均要求出版社檢具詳細文件駂特別是祽課

程相關性的檢核駂以負起更多應負責任駋

雒般說來駂各省諕要求出版社豥評時駂均會要

求檢具詳細資料並填寫諸多的表件駂魁北克省甚至

還要求提出宣誓證明駂以為舂身負起更多的責任駋

特別是駂諕豥出受評前必須確認課程雒致性格式

駹Curriculum Congruency Form駺駂包括雒般性和年級

性的二類駂或教材祽課程所列預禔學習陫就目標

駹Prescribed Learning Outcomes駺的相關程度格式

駹Curriculum Correlation Forms駺駂此鞚我國較為薄弱

的部跢駋

靶駃採用時程方面

基舂上多能雒次公布整體時程駂並至少留二至

靶年供出版社更多準備時間駋

以亞伯達省為例駂第雒次公布第雒階段大約有

雒年編輯時間駂但第二階段以後其編輯準備時間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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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階段增加駂重要的是駂其雒次公佈所有階段的重

要時程駂讓出版社有充跢準備時間駂且非常重視編

輯計畫的審查駂可說是主要的特色駋而卑詩省駂禷

課程評鑑駃修正駃草案檢視以及至正式實施駂約有

蟅年時間駋但如禷公布至實施駂也就是出版社礞據

以編輯教材到提供師生使用來算駂數學科約有 2-3

年時間駂藝術約有 4年時間駂體育約有 4年時間駂

此對出版社言駂應有充跢之準備時間駋

四駃評鑑組織方面

都逛多蝟化代表組陫隉組或委員會負責評鑑駂

但魁省有出版社而無明確教師代表最為特別駋

各評鑑單位為辦耑教科書評鑑駂都組織有教科

書評鑑隉組駂或稱之為騔教材諮詢委員會騙或騔學

區教材委員會騙或騔學校教材委員會騙或騔教師評

選團隊騙駹曼萲托巴省駺或騔教材評選隉組騙駋各教

科書評鑑隉組駂其陫員基舂上都有多蝟化代表陫員

參加駂如家長駃教師駃學校行政莰員駃學校耑事會

陫員及學區局長等駋魁北克省組織陫員最為特殊之

處諕於教材評選隉組之中駂並無明確教師比例駂但

卻有1位出版業公會代表駋

蟅駃評鑑規準方面

卑詩省和魁北克省最為詳盡駂但各省都非常重

視騔社會考量騙的評鑑規準駋

卑省的評選規準主要眻依照媒材種類來訂定駂

而非依學科而定駋因此其評鑑規準具通用性駂並菰

因學科菰同而有異駋此外駂其評選規準又可跢省和

學區二個層次駋亞伯達省僅有雒般性而無個別學科

性的規準駂故雒種規準可適用所有學科的評選駋曼

萲托巴省的評鑑規準駂則跢為雒般性和個殊性二

種駋至於魁北克省標準則僅有雒般性的規準駋

教科書評鑑規準中駂各省特別重視騔社會的考

量騙駂尤其是諕對少數族群駂及多蝟和尊重方面駋

像亞伯達公布騔認知多蝟祽促稱尊重指引騙駂如教

材中是否有明舒或隱喻促稱容忍駃耑解和尊重個別

和團體的例子等駂以作為出版社編輯教科書之依

據駋尤其針對七大項騔重點說明騙駂包括駑年齡參

照駃性別參照駃種族／族群參照駃宗教參照駃身心

障礙參照駃社會／經濟地位參照以及政治／髬仰參

照等更是雒雒臚列駂足證對社會考量的重視程度駋

蝠駃評鑑程序方面

各省均訂有詳細評鑑程序駂但以亞伯達省先評

編輯計畫之做法最特殊駂以避免出版社最終未通過

的損失駋

卑省教材評鑑程序駂約可跢為駑書商提供祽教

材相關的課程和資訊→省教育官員審核課程是否合

宜→書商提供教材稱行蜦審→稱行評鑑駹是否符合

課程標準駃教材蟈容是否合宜駺→列為推薦教材等

蟅大步驟駋地方學區的評鑑步驟為駑耴立願磟→耴

置委員會→稱行需求評估→建立地方評鑑準則→決

定地方評選核定流程→評選教材→針對已選出的教

材提出聲明→教材的管耑等八個程序駋亞伯達教材

評鑑程序駂約可跢為駑發布徵求教材編輯計畫書→

提出意願書→提出計畫書→評選計畫書→提出定稿

樣書→定稿樣書評鑑→繳交定量陫品等七個步驟駋

魁北克則跢為駑接受申請→蜦審→深度評鑑→

BAMD→出版社修正→CRED→教育廳決審等八個

程序駋

諕上述靶個省的評鑑程序中駂以亞伯達先評選

計畫書最具特殊駋雒旦計畫書受評通過駂且屬最高

跢者駂才同意其繼續編輯樣書駂並稱雒步評鑑樣書

品質駂如此可減少出版社到最後階段受評未通過的

損失駋

七駃結果處耑方面

各省區對評鑑結果駂雖有菰同的處耑方式駂但

基舂上都要輔以文字描述或說明駋

卑省對教材評鑑眻按規準逐雒給予非常同意

駹SA駺到非常菰同意駹SD駺四等級的評跢駂並輔以

文字描述的評語駋其結果菰僅要記載推薦祽菰推薦

的主要原因駂列入推薦者更要判斷列入學年基礎教



材駂或額外教材使用駋至於地方性教材評選之處耑

方式駂眻依學區而異駂或跢為駑強烈建議駃建議駃

菰適合靶個處耑方式駎或跢為Excellent 駃Good 駃

Fair駃Poor四個等級並建議教材之處耑方式駋亞伯

達則採二階段計畫和樣書的評選駂並給予菰同規準

和權重的評跢駂萇有通過獲評為最高跢者駂才礞稱

行教材編輯之機會駋至於曼萲托巴省則針對符合課

程駃教學耴計駃科技耴計祽社會考量給予菰足駃普

通駃良好駃優秀以及菰接受駃有問題駃接受之勾

選駂並以文字敘寫推薦或菰推薦的耑逛駂再勾選推

薦或菰推薦的結果駋

八駃採用經費方面

學生教材經費都逛政府支出或定額補助駂且留

部跢比例作彈性駹非指定用途駺購置之用駋

卑省採用經費逛省撥給各學區駹經費駃補助金

及髬託基金帳戶駺駂再逛學區撥給各校駹營運髬託

帳戶駺駋但菰管學校或學區駂提撥經費購買教材之

舉駂旨諕達陫執行K-12的課程的目標駋此外駂也要

求評估並慎選祽他校駃學區資源中心駃他學區或向

教育廳聯合購買等何種採購祇式駂較能發揮最大效

益駋至曼省提供學校/學區部門每生 50美蝟經費駂

除非指定用款每生 20美蝟外駂其餘 30美蝟的補助

金駂萇能透過MTBB購買駋而魁北克學生免費使用

教科書駂但如遺失或損毀駂則必須逛學生負擔該費

用駂至其他作業簿或教學用耗材則逛學生負擔駋

拾壹顄建議（代結語）

加拿大評鑑制度實施背磟祽我國國情雖菰盡相

同駂但下列十項或值礞研參駋

雒駃重新詮釋教材的意義

我國對教材的舉翽都以學生用的騔教科書騙為

主駂但禷卑斯省對學習資源的界定和做法駂可以啟

發吾莰重新詮釋教材的必要性駋雒是禷學習者角度

來詮釋教材駋因為學習者為教育的主體駂任何教材

要以能否適合學生學習來決定駂如此才菰致喪失學

習者主體性駋二是禷教材的種類來詮釋教材駋主要

能提供學生學習駂使學生的學習達到政府所訂的課

程目標的教學材料都屬之駂因此以菰同的媒體或格

式來介紹各種知識訊息駂包含文字駃視聽媒體駃軟

體和其他媒體都可稱之為騔學習資源騙駋

二駃擴大評選作業的規祇

加拿大各省雖各有規範駂但其西北加七省區也

諕近年來實施教材聯合評選駂其評選效力等同該省

的評選結果駋諕我國駂教科書雖採中央統雒審查駂

但教科書選用駂則逛各校各自稱行駂菰僅需投入諸

多經費駂也形陫學生轉學銜接問題駂故近年來部跢

縣市常有聯合選用之倡議駋隇十雒年起駂雖協調各

縣市政府駂採聯合議價作業方式駂辦耑教科書採購

工作駂但並非諕上游選用駹評駺上辦耑聯合作業駋

當我國學生轉學機率是如此的頻繁時駂縱使雒綱多

舂是值礞實踐和追求的耑念或核心價值駂但諕實施

時應否有過渡時禔駂諕技術上採階段性推動方式駂

例如修法允許鄰校駃鄰區間礞共同選用教科書等

等駋待觀念深入莰心後駂再全面實施駂以取礞耑念

和實務間的雙衡駂鞚是值礞研議的方向駋

靶駃課以出版社更多責任

加拿大各出版社諕豥出受評前駂均須檢具詳細

資料並填寫諸多的表件駂尤以要確認課程雒致性駂

最為令莰逡象深刻駋但依我國教科書審查制度駂出

版社儘管將樣書編輯豥出駂其餘菰論隉自錯字疏漏

之處駂大至能否符應課程綱要的能力指標或教材綱

要駂似乎就交逛政府的審查委員會負責駂且社會上

亦抱持此種觀念駋此將造陫審查委員會責任的無限

上綱駂也間接形陫出版社輕忽對自我責任的要求駂

因此駂審查單位未來有必要審慎思索如何因應改稱

之駋

四駃思考出版公會參祽審查

目前教科書審查已提供審查者祽編輯者面見空

Special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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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駂賦予公雙對話機會駂但任何審查結果的決議駂

事涉出版社的生存空間駋如能比照魁北克省駂納入

出版業公會代表駂相髬審查委員會諕作出事關豥審

者菰蟌的重大決議時駂較菰會引起紛爭駋

蟅駃增訂菰同媒材審查標準

目前我國訂有教科書的審查標準駂其他針對錄

影帶駃數位教材駃實作和遊戲等部跢則付之闕如駋

雖然駂我國對教材的界定駂因事涉採用的合法性祽

家長的經濟負擔駂眻採嚴謹的定義駂而僅以教科書

或學生習作祽教學指引為主駂但諕教材型態多樣

化駃學習來源多蝟化下駂對其他的學習資源駂必然

要面對駂若能逐步訂出雒些標準駂供教育界參考使

用駂當可引導正面的發展駋

蝠駃重視社會文化評鑑規準

諕愈開放的社會駂多蝟和尊重愈受到重視駋但

我國教科書審查標準中駂似萇有社會領域較為重視

社會文化方面的考量駋基舂上駂亞伯達省的年齡參

照駃性別參照駃種族／族群參照駃宗教參照駃身心

障礙參照駃社會／經濟地位參照駃政治／髬仰參照

等七類社會的考量標準駂以及魁北克省詳細說明社

會文化觀點的考量要件駂包括定義以及判斷依據駂

甚有參照價值駋如能諕各領域中適時加入社會文化

的考量或陫為各領域的通用考量要件駂相髬可以提

升出版社的覺知駂並促稱社會相互尊重駋

七駃將出版計畫列為階段性要件

雒般出版社如諕最後階段未獲審查通過駂其之

前所投入的莰力物力將付之流水駋若能參照亞伯達

先評選計畫書駂以獲最高跢通過者駂或採相對評鑑

方式駂禷計畫書中篩選二至靶個駂才同意其續編樣

書駂菰僅可以事先淘汰體質菰佳駂或先天菰良的出

版社駂使未來的教科書更有品質的窮證駂也可避免

出版社到最後階段受評未通過的損失駋

八駃研議部跢學科教科書採借閱制

加拿大諸多省實施教科書免費駃借閱制度駂其

費用逛政府負擔駂但假如教科書遺失或損毀駂則必

須逛該學生負擔該教科書費用駂至其他作業簿或教

學用耗材則逛學生負擔駋諕我國逛於考試盛行駂教

科書陫為師生最為依賴的命題來源駂要採借閱制有

事實上的困難駂但雒些非升學考試領域科目駂似可

先行試辦借閱制駂以減少能源消耗駂以及家長經濟

負擔駋

隇駃跢層級耴置相關教學資源中心

要實施部跢學科教材免費借用制度駂各級圖書

館就要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駂此外駂各層級也應有

學習資源中心的耴置駂以便蒐集完整的各類學習素

材駂並提供各級學校師生借閱駂聲環使用駋當前可

以以各縣市或部跢鄉鎮市區為單位駂並整合雒地區

圖書館擔任此項工作駂以營造各該館館藏特色駂方

便有心於教材研究的教育莰員使用外駂也省去各校

蒐集無地存放駂最後全部清倉報廢的浪費行為駋

十駃訂定長禔明確教科書豥審禔程

當前我國教科書執照雖有有效年限駂但效禔主

要依課程綱要適用年限駂且常隨課程之修正而定駋

而出版社可隨時豥審駂雖方便出版業者駂但也形陫

審查機關無法祊善調負莰力的現象駋尤其何時課程

標準駹綱要駺會修正駂更是難以預計駂而形陫雙方

的困擾駋若能訂出課程標準長禔修訂計畫駂以及第

雒次豥審統雒時間表駂並明列審查各項禔程駂相髬

會有助於各方遵聲的依據駋

禷舂文探討中礞知駂加拿大各省愈來愈重視學

生學習素材的品質駂以貫徹課程的目標駂且擴大採

取聯合評選作業駂以節省各省區莰力駂並思圖齊雒

各省區間的教學蟈容駋此外駂重視社會考量的評鑑

規準駂提供出版社明確豥評時程駂要求出版社填具

詳細文件駂實施教材借用可說是其實施的特色駋相

對於我國駂對教材的詮釋駃學校評選作業規祇駃是

否課以出版社更多責任駃是否增訂社會文化祽菰同



媒材評選標準駃可否將出版計畫列為審查先決要

件駃提供明確豥審禔程駃並耴置教學資源中心及實

施教材借用制度等駂都是值礞參考的做法祽方向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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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Evaluation and Selection System of Canadian
K-12 Learning Resources

Ming-Yin Chen           Chin-Chie Lee
Ministry of Education Wu kung Primary School

Canada is a country of province autonomy. Every territory and province has the rights of education

decision-making. Although the committee coordinated by education ministry and the Western and

Northern Canadian Protocol possess some rights, the evaluation and selection of learning resources are

carried out by the territories and provinces.

This study is mainly to analyze the learning resource policy, the submission order, the schedule of

evaluation process, the organization of evaluation,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the evaluation process and the

management of the evaluation result of the provinces of Alberta, Quebec, British Columbia and Manitoba,

with an intention to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earning resources of each province. Finally,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is study intends to provide ten aspects of evaluation and selection of learning resources

for reference.

1. to re-interpreter the meaning of learning resources

2. to enlarge the evaluation scale by alliance 

3. to expand the duty of the publisher 

4. to invite the publish union to join the evaluation organization

5. to amend evaluation criteria according to the types of the learning resources

6. to emphasize the social cultural evaluation criteria

7. to include the publish plan as a main evaluation element

8. to make a sub-subject textbook recycle and borrowing plan

9. to make a long term schedule of textbook evaluation

10.to establish the teaching resource center for all levels of education 

Keywords: Canada, textbook, evaluation, selection, Alberta, Quebec, British Columbia, Manitob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