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骨山出五廿
 □

、
廿

材
的

一
些

看
法

"男于-，
，

""

平

 民
國
七
十
三
年
秋
天
^
國
立
編
譯
館
出
版
了
高
中
英
語
科
的
教
材
。
在

 此
之

前
夕

高
中

英
語

教
材

都
是

由
民

間
書

局
自

由
編

撰
，

因
此

伊
市

面
上

經

 教
育

部
審

定
合

格
的

夕
至

少
有

七
、

八
種

不
同

的
版

本
。

自
從

國
編

館
的

教

 材
出
版
以
後
^
一
般
二
審
定
本
」
已
很
少
見
了
夕
全
國
所
用
的
英
語
教
材
寸

 大
多

數
為

國
締

館
的

「
部

定
本

」
。

至
此

夕
法

令
雖

沒
改

伊
高

中
仍

非
國

民

 義
務

教
育

夕
而

其
教

科
書

亦
非

必
須

由
「
部
定
」
統
一
不
可
J ^L但

事
實
上
不

 用
「
部
定
本
」
英
語
教
材
的
學
校
幾
乎
絕
無
僅
有
夕
於
是
h
「
部
定
本
」
也

 就
自

然
地

成
為

「
統

一
木

」
了

。
這

本
部

定
教

材
︵

以
下

簡
稱

為
「

新
教

材

 」
b
以
求
語
意
上
的
中
立
︶
使
用
三
年
以
來
^
為
全
國
高
中
英
語
教
學
帶
來

 些
什
麼
變
化
^
我
們
仍
末
得
知
，
因
為
針
對
這
問
題
斤
仍
未
做
過
全
國
性
的

 廣
泛
調
查
。
然
而
^
有
關
新
教
材
本
身
的
研
究
夕
郵
有
一
些
初
步
嘗
試
。
︵

 參
看

景
美

女
于

高
級

中
學

^一
九

八
七

．
，
另
外
寸
教
育
部
針
對
新
教
材
的
每

 一
概
^
都
有
一
些
小
規
模
的
研
究
報
告
。
︶
看
了
這
些
研
究
報
告
^
我
們
不

 禁
對

新
教

材
的

內
容

及
使

用
情

形
有

一
些

反
省

。
︵

這
兒

所
指

的
新

教
材

才

 是
狹
義
的
指
必
修
的
讀
本
:
選
修
的
「
聽
講
」
、
「
會
話
」
、
「
作
文
」
h

 及
「

文
法

」
的

教
材

不
在

考
慮

的
範

圍
以

內
。

︶
這

篇
短

文
夕

並
不

是
學

術

研
究

的
文

章
占

而
只

是
根

據
我

自
己

非
正

式
的

觀
察

以
及

對
文

獻
的

研
讀

所

 獲
得

的
一

些
雜

念
。

 首
先
^
多
年
來
很
多
教
師
︵
甚
至
有
些
家
長
︶
都
希
望
高
中
英
文
能
有

 標
準

本
。

其
理

由
不

外
乎

是
可

以
避

免
每

年
從

七
、

八
種

版
本

選
用

至
少

兩

 種
教

材
的

困
擾

日
學

生
只

用
一

套
統

一
教
材
可
以
省
些
錢
J  ^t

重
要
是
希
望

 大
專

聯
考

命
題

以
標

準
本

為
範

圍
等

等
。

關
於

這
些

理
由

，
我

們
可

以
作

如

下
的

想
法

亡
第

一
寸

語
文

科
是

開
放

性
質

的
課

程
寸

其
考

試
是

整
體

能
力

的

 評
量

才
不

可
只

將
範

圍
侷

限
在

六
冊

書
︵
總
共
才
八
十
四
課
︶
裹
面
。
證
之
於

對
高

中
新

教
材

的
一

些
看

法

 今
年
聯
考
英
文
科
的
題
目
夕
對
命

題
抱

這
種

希
望

的
人

^
定
感
失
望
。
第
二

 寸
學
生
有
沒
有
因
新

教
材
而

省
了
些

錢
r^i教

師
選

用
教

材
夕

是
否
從

此
不

再

 有
困
擾
呢
p
這
些
問
題
*
末
經
調

查
很
難
答
得

上
來
。

然
而
夕
以
常

識
為
基

 礎
去

想
一

想
寸

以
前

審
定

本
的

正
式

教
科

書
寸

雖
有

七
、

八
種
之

多
夕

但
政

 府
有
「
限
價
」
G
每
本
只
能
賈
幾
十
元
占
現
在
新
教
材
當
然
也
不
會
賈
得
貴

 。
不

過
亨

現
在

因
為

只
有

一
種
版

本
了

&應
運

而
生

的
參

考
書
可

多
起

來
。

 這
些
書
沒
有
「
限
價
」
*
每
本
隨
便
都
賈
一
兩
百
元
宵
而
完
全
不
買
參
考
書

的
學

生
並

不
多

;如
此

夕
一

般
學

生
的

書
費

又
能

省
多

少
呢

0^老
師

方
面

夕

 以
前

是
選

教
科

書
的

困
擾

^
現

在
也

許
只

變
成

了
選

參
考

書
的

困
擾

罷
了
。

其
實

^
我

們
如

果
仟

細
想

想
夕

上
面

這
些

希
望

教
材

統
一

的
理
由

寸
都

是
一

 些
供
需
上
與
「
量
」
方
面
的
考
慮

寸
並

未
碰

到
問

題
的

核
心

。
實

際
上

^
我

 們
該
間
的
問
題
是
：
教
材

統
一

是
否

能
保
證

其
「

質
」
的

提
升
o^i全

國
只

有

一
種

教
材

是
否

能
滿

足
所

有
不

同
地

區
不

同
程

度
的

學
生

的
需
要

0^這
方

面

師
大

附
中

在
七

十
四

年
所

做
的

全
國

英
語

教
學

調
查

中
方

有
些
資

料
是

值
得

 我
們
深
思
的
。
根
據
該
調
查
夕
有

二
五

。
二

四
%的

高
中
教
師
反
對
統
一
教

 材
*
其
理
由
多
為
「
質
」

力
面
的
理
由

︵
參
看

師
大
附
中
夕

一
九
八

五
*
頁

 一
一
^^ J|而

全
國
高

中
老
師

中
的

二
五

．
二
四

^ ︵
如

調
查

取
樣
夠

廣
泛
隨

 機
而
具
代
表
性
的
話
︶
可
不
是
「
少
數
」
b
值

得
我

們
重

視
。

 其
次
*近

年
來
所

謂
以
溝

通
能

力
︵

COIr已
Ilni^^已

Ve COmpetenCe^

 為
取

向
的

教
材

很
盛

行
夕

以
致

許
多

人
對

新
教

材
也

有
這

方
面
的

期
許

。
然

 而
^一

般
人
總
以
為
r^弓

^lilTn^a^iVp.   rx日
petenCe就

是
指
聽

與
說

方

面
的

能
力

夕
因

此
期

望
新

教
材
中

編
入

大
量

的
聽

與
說

的
練

習
夕

扭
轉

以
課

 文
為
重
心
的
閱
讀
主
體
教

科
書

的
傾

向
。
事

實
上

^ re^z已
n^與

乏
^i已

^^也

 是
溝

通
方

式
之

一
。

一
般

會
話
可

以
看

成
是

dialOgUe |而
一

般
的

文
章

夕

二
七



教
科

用
書

編
輯

文
集

 可
看

成
是

皂
OnolO^^e ︵

由
作

者
一

個
人
對
讀
者
就
文
章
主
題
「
說
」
出
其

 看
法

^   h日
nnO^nomU^在

英
語

文
教

學
上
夕
特
別
是
在
既
沒
有
說
英
語
的
社

 會
環
境
^又

是
大
班
制
的
教
學
情
況
下
^亦

自
有
其
優
點
︵
參
看
AbbOtt,

 一
九

八
七

︶
。

新
教

材
為

一
種

綜
合

性
質
的
必
修
教
材
夕
在
國
內
目
前
師
資
、

語
言
環
境
的
限
制
下
^以

閱
讀
為
主
體
而
以
聽
說
及
寫
作
練
習
為
輔
的
編
排

 寸
尚
算
允
當
亨
也
不
違
反
所
謂
^OSE臣

Ve/Co^mUnicatiVe  apprOaCh
 ︵
當
然
寸
其
前
提
是
對
^n^^^li^^^^已

Ve  cOmpetenCe有
確
切
的
了

 解
︶
。

後
^很

多
老
師
反
映
了
希
望
新
教
材
中
能
有
系
統
地
加
進
介
紹
文
法

 的
單

元
夕

更
好

的
就

是
以

文
法

為
骨

架
井

去
編

寫
課

文
。

但
是

從
經

驗
中

得
 知
&這

種
crraamn^n^r-^Sfr^^t^irpri  fp^t^並

非
好

的
教

材
伊

其
課

文
為

遷
就

某
一

單
元

所
介

紹
的

文
法

結
構

或
句

型
夕

加
重

其
出

現
次

數
及

訓
練

夕
 往

往
寫

的
很

不
自

然
。

這
種

課
文

井
在

初
學
階
段
︵
如
國
中
第
一
、
二
冊
︶

 還
妊
才
到
了
高
中
的
層
次
^實

在
並
不
理
想
。
其
實
甘
任
何
一
篇
自
然
寫
成

 的
好

文
章

寸
都

是
語

言
的

整
個

文
法

︵
語

法
︶

系
統

綜
合

運
用

的
結

果
寸

不
 可
能
只
用
少
數
一
兩
種
結
構
。
試
想
一
想
夕
如
果
為
了
介
紹
「
sUb^eCt十

 ̂t^ ^^^^已
n^l舀

^^二
的
句
型
夕
整
篇
課
文
都
是
二
an‥

‥
」
h「

YO^

 are‥
」
b「

Tt^^     Qi^ilrJ^n^^    a^e‥
‥
」
等
句
子
寫
成
&這

種
課
文
是
很

 難
令

人
忍

受
的

︵
教

與
學

皆
然

︶
。

所
以

夕
理

想
的

做
法

是
夕

文
法

是
要

有
 系

統
地

教
伊

但
要

編
寫

獨
立

的
教

材
夕

配
合

綜
合

的
讀

本
︵

郎
現

行
的

新
教

 材
^h而

且
由
高
中
一
年
級
開
始
便
教
亨
每
週
授
課
一
至
二
小
時
。
從
文
法

書
上

學
到

的
結

構
夕

在
讀

本
申

去
印

證
夕

而
不

是
反

過
來

硬
是

要
把

文
法

編
 進
讀
本
裹
頭
。
因
此
^現

行
制
度
把
「
文
法
」
列
為
選
修
課
分
到
高
中
三
年

 級
才
開
始
教
^實

在
是
很
不
合
理
的
做
法
^值

得
我
們
重
新
考
慮
。

 ︵
原
戡
「
英
語
教
學
」
士
零
二
期
，
七
十
六
年
一
月
出
版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