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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年一貿新課程審定本教科書是以課程綱要能力指標作為教材編寫之依據，開

 放民問出版社集思廣益編寫教材，使教科書呈現出不同的面貌，但各出版社雖然依

 據相同的能力指標卻編寫出不同的教材內容，導致九十四年即將舉行之九年一貫新

 課程實施後的第一次基本學力測驗，在各版本內容其有歧異性的情況下，基本學力

 測驗怎麼考?考什麼?對大多數國中教師、學生和家長而言，這些問題已從九十一

 學年度入學時即困惑至今。面對這種壓力，使九年一貫新課程的教材內容，受到更

 多的關注。

 據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旨在分析比較現行各審定本教科書在中國歷史和中國

 地理兩個範圍之章節架構安排、能力指標的運用情形與所包含之中國史地相關知識

 概念之異同與共通處。為達到上述之研究日的，本研究採內容分析法分析九年一貫

 課程審定本各版本社會學習領域教科書，並輔以訪談法以便更加了解目前教科書之

 使用現況。

 本研究藉由分析各版本"中國歷史"和"申國地理。兩個範圍相關之教學目標

 及其與能力指標的關係，以及各版本的知識概念及其差異性。得到幾項發現如下:

 一、各版本史地章節架構編排差異不大，然而在各冊出現的時間起始不一，會

 造成學生轉學後因使用不同版本教材而有教材重覆或缺落的問題。

 二、中國史地教材內容相對應的主題軸運用其有學科的獨特性，中國地理可銓

 釋第一、二、四、七、八、九主題軸，而中國歷史則較偏重在第二主題

 軸的發揮。

 二、各版本編纂中國史地教材時，對主題軸的運用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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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各版本編纂中國史地教材時，其能力指標的運用亦不一致，除了第四學習

 階段的能力指標外，也向下運用第三學習階段的能力指標，而使用能力

 指標的數量上有的版本使用57慷中的56條，而也有僅使用^^n3i能力指標

 的版本。

 五、部分能力指標的內涵並非全然是能力的培養。

 六、各版本教科書的教學日標此不完全符應能力指標之內涵，教學目標之層次

 低於能力指標，故各家出版社以教學目標回應能力指標之作法便過於狹

隘

 血。

 七、單元教學日標迎末與教材的內容完全吻合，顯示九年一貫教材的編輯尚未

 成熟。

 八、教材內容的撰寫因校對不周延而有錯誤或是編排不順的現象，此也是造成

 教學現場教師之怨聲載道的原因之一，故教科書之編緝及校對素質仍有

 待提昇。

 九、各版本的歷史教材內容雖大方向一致，但仍有局部的差異性存在。

 ̂、在分析比較後提出各版本申國史地教材知識概念共通處。

 本研究針對貿際教學、教科書編寫、基本學力測驗、末來研究等方面提出下列

 一、九年一貫課程透過能力指標強調學生問題解決的能力更勝於概念的學習，

 故鼓勵教師將教材與能力指標互相做對比，找到對應的關係，作為解讀

 能力指標的方式，並可運用相關的能力指標進行教材補充，以培養學生

 各項思維能力及處理問題之能力。

 ，、建議教科書編輯者採用不同角度撰寫教材中所要呈現概念的意義，並且用

 深入淺出的方式，在有限的教科書篇幅下，將某幾個概念作更清楚明確

 的說明即可，而不一定是耍編寫內容繁多的教科書。

 三、建議國民申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務必於九十四年基本學力

 測驗正式題本施測前先行檢驗是否能夠「研讀一本，即可通曉一綱」，

 如此才能解決學生、家長與教師們的疑慮。

 四、未來可冉持續進行教師手冊申教學目標與能力指標之轉化與地理學及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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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第二層次概念等研究。

 社會領域教科書在九年一貫課程實行近五年以來，各家出版社在教材內容上每

 年皆有變化，無論是在整體課程架構的設計上，或是各單元的概念活動編排上，教

 師在面臨教科書的變化時付出的卻是更多的調適與備課時間，不免因審定本教材末

 臻成熟而深感困擾，然出96學年度起，由教育部研究發展完成的社會領域基本內

 容成為教材編寫上的參考準則，規範國中各年段百分之六十的教材內涵，不僅將可

 免去學生在轉學時的教材銜接問題，也更能清楚掌握國中學生該習得的基本且重要

 的能力，屆時社會領域教科書又將進入另一番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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