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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九年一貫新課程自九十學年度實施至

今，社會領域第二學習階段的三、四年級在

92學年度已全部實施。除了九十一和九十二

學年度三年級升四年級的銜接問題外，在教

育研究院籌備處所辦理的「以焦點座談蒐集

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修訂意見專案報告」

（2003）中，還發現：能力指標未明列具體

學習內容，使課程規畫失據，也缺乏審定教

材之依據；在社會領域深耕輔導員所提出的

各縣市輔導問題中，也發現第二學習階段老

師對於各版本以「家鄉」為主要內容的教材

內容，普遍發現教師手冊所提供的資料不

足，教師需要花許多時間來備課，使第二學

習階段社會領域的教學，遭遇相當嚴重的問

題。

因此本文依據第二學習階段社會領域能

力指標的分析，檢查通過審查的三個教科書

版本所設計的單元，以了解問題的所在，然

後參考過去社會科曾經實施過而反應不錯的

單元，試著提出解決這些問題的可能策略，

期能減少社會領域教師教學的困擾。

貳、社會領域第二學習階段能
力指標分析

依據課程綱要的內涵，社會領域第二學

習階段的九大主題軸，共列出29條能力指標

（教育部，2000，257-263頁），這些能力指

標所呈現的第二學習階段主要學習內容，可

作如下的分析：

一、在「人與空間」主題軸，有八條能

力指標，是以「地方、區域、生活環境、家

鄉、鄉土、聚落」等空間範圍的自然與人文

特性及其相互關係為學習重點。但是由於這

些空間範圍所用的概念，與第三、第四學習

階段並沒有明顯的差異（教育部，2000，

257-258頁），因此可能產生學習範圍不易確

定的問題。

二、在「人與時間」主題軸，有2條能力

指標，明確規範第二學習階段的範圍是居住

城鎮（縣市鄉鎮）（教育部，2000，258

頁）。可見在以「時間」為重點的人文環境、

經濟活動的變遷、古蹟、考古發掘和民俗等

內容，是明確以縣市鄉鎮為範圍的。其實在

「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草案）---社會

學習領域」（教育部，2000年4月）中，「人

與時間」主題軸是第一個主題軸（12頁），具

有規範「人與空間」範圍的作用。但是不知

道什麼原因，民國89年9月公佈暫行綱要時，

「人與時間」與「人與空間」兩個主題軸的位

置卻作了對換，使「人與空間」失去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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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時間」的規範，因而造成「學習範圍」在

社會領域教科書編輯和審查上極大的問題。

三、在「演化與不變」主題軸，第二學

習階段只有一條能力指標，是以「家庭內外

環境變遷和調適」為主。

四、在「意義與價值」主題軸，第二學

習階段有2條能力指標，以探討人我意見的異

同和自己感興趣的自然、超自然現象為主。

五、在「自我、人際與群己」主題軸，

共有3條能力指標，以自我發展、參與群體發

展、認識自我及周遭環境、學習與工作等內

容為主。

六、在「權力、規則與人權」主題軸，

共有4條能力指標，以權力關係所產生的效

果、各種與自己有關的權利、個人對群體權

利和義務的實踐、尊重保護個人、群體與文

化等內容為主。

七、在「生產、分配與消費」主題軸的4

條能力指標，是以消費、儲蓄、貨幣的發

明、資源的消失、創造與再生等內容為主。

八、在「科學、技術與社會」主題軸的2

條能力指標，是以人類科學技術發明的原因

和影響為主要的內容。

九、在「全球關連」主題軸的3條能力指

標，是以關係網路對全球關連的影響、文化

的多樣性、外來文化的影響等為主要內容。

以上的分析顯示，第二學習接段的範

圍，以兒童生活的範圍鄉鎮縣市為主，小自

個人、家庭、學校等群體，大則可從全人類

和全球關連著眼，探討與兒童生活經驗相關

的各種學科知識。依據這些能力指標發展

三、四年級的教科書，比較困難的問題就是

能力指標未明列具體學習內容，各版本在教

材的選擇上，可能產生極大的差異，例如：

*空間的範圍要以「人與時間」所提出的

「縣市鄉鎮」來規畫嗎？

*「人與時間」所提出的「縣市鄉鎮」的

範圍，要擴及其他主題軸嗎？如「科學、技

術與社會」要限定在「縣市鄉鎮」的範圍

嗎？如何界定其範圍？

*每一個主題軸都要設計單元嗎？

這些能力指標本身的問題，對於各版本

的教科書的審查而言，也是沒有標準的，因

此可以想見各版本間一定產生很大的差異，

以下將繼續加以探討。

參、各版本教科書對於社會領
域第二學習階段特性的掌
握

由於能力指標本身的不確定性，以及各

版本對能力指標的不同解讀，他們所設計單

元到底有哪些？是否能適合三、四年級的兒

童學習？為什麼各縣市輔導團在訪視學校

時，會發現許多問題？以下將進一步加以探

討。

社會領域第二學習階段三、四年級四冊

都通過審查的教科書，共有南一、康軒和翰

林三個出版社。以下將此三個出版社的單元

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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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一版第二學習階段的主題名稱見表1。

表1 南一版第二學習階段的主題名稱表

從表1南一版三、四年級的主題中，可以

進行下列的分析：

（一）「人與空間」主題軸的八條能力指

標，主要出現在三下的「我就是這樣長大

的」、四上的「哈囉，家鄉」、「家鄉追想

曲」、「咱的家鄉咱的情」和四下「家鄉的交

通、資源與生活」、「家鄉新風貌」等六個主

題中。但是內容卻包含台灣的鄉鎮縣市，教

師必須以自己家鄉的鄉土教材內容來進行教

學，使教學的難度提高。

（二）「人與時間」主題軸的兩條能力指

標，主要出現在四上的「家鄉追想曲」和

「咱的家鄉咱的情」兩個主題。

（三）「演化與不變」主題軸的一條能力

指標，只出現在三下「我就是這樣長大」主

題中的家庭組成的改變，份量非常少。

（四）「意義與價值」主題軸的兩條能力

指標，主要出現在三上「打開心窗」的發表

個人意見並與他人比較異同，和四上「咱的

家鄉咱的情」的生活中的祭祀活動中。

（五）「自我、人際與群己」主題軸中的

三條能力指標，主要出現在三上的「打開心

窗」、「歡喜來做陣」和三下的「當我們同在

一起」等三個主題中，兼顧學校與家庭。

（六）「權力、規則與人權」主題軸中的

四條能力指標，主要出現在三上「歡喜來做

陣」、「社區文化檔案」和三下的「我就是這

樣長大的」、「當我們同在一起」以及四下的

「家鄉新風貌」等五個主題中。

（七）「生產、分配與消費」主題軸中有

關消費、儲蓄和貨幣的三條能力指標，主要

出現在三下「我會使用金錢」的主題；與資

源有關的一條能力指標，則主要出現在四上

「哈囉，家鄉」和四下「家鄉的交通、資源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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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兩個主題中。

（八）「科學、技術與社會」主題軸中的

兩條能力指標，主要出現在四下「家鄉的交

通、資源與生活」和「生活變變變」兩個主

題中。

（九）「全球關連」主題軸的三條能力指

標，主要出現在三上「社區文化檔案」和四

下「生活變變變」及「家鄉新風貌」兩個主

題中。

南一版的十二個主題，似乎較為多樣，

並且能分配在各主題軸中，隨著主題軸能力

指標數目的多寡而呈現相當數目的主題數。

只是有關「家鄉」的單元，內容包括台灣的

縣市鄉鎮，教師需以本縣市鄉鎮的鄉土教材

來進行教學，較能符合能力指標的規範，因

而增加教學的難度。

康軒版第二學習階段的單元名稱見表2。

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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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康軒版第二學習階段的單元名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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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2的康軒版三、四年級單元中，可以

進行下列的分析：

（一）康軒版中有關1-2-1能力指標的主

要概念---家鄉的自然特性，僅在三下「家鄉

的地名」單元中談到「地名與自然環境」，無

論縣市或鄉鎮市區範圍的自然特性都沒有深

入探討，顯然有所疏漏。

（二）康軒版家鄉的單元是以人文特性為

主，也談到讀圖技能，這些單元及其主要對

應的能力指標編號如下：

1.三下「家鄉的地名」中的「讀圖技

能」---1-2-4

2.四上「生活的場所」和四下「家鄉的人

與地」中的「居住形態」---1-2-8

3.四上「生活的安排」---2-2-2、4-2-1和

9-2-2、9-2-3

4.四下「家鄉的人與地」中的「居民增加」

和「人口變遷」---1-2-5

5.四下「家鄉的產業」---2-2-1

6.四下「家鄉的交通」---1-2-7和9-2-1、

9-2-3。

可見「人與空間」和「人與時間」這兩

個主題軸，是康軒版最重視的，單元的份量

非常重。但是這些內容出現在教科書中時，

是包含台灣的鄉鎮縣市的，教師需以自己鄉

鎮縣市的鄉土教材內容，進行教學，才合乎

能力指標的敘述，因此使教學的難度增加。

（三）至於三下「家鄉的行政組織」和

「家鄉的地名」這兩個單元，並非能力指標的

重點，尤其「家鄉的行政組織」與兒童的生

活經驗相去甚遠；而三下「家鄉的生活」單

元，係以村里和社區為主，也非第二學習階

段的主要學習範圍。這樣三個單元，佔去了

十二個單元的四分之一，所佔的份量似乎過

重，而且同時出現在三下，使三下的內容對

老師形成極大的挑戰。

（四）至於三上「家庭生活」和「家庭倫

理」兩個單元，和「自我、人際與群己」、

「權力、規則與人權」兩個主題軸的能力指標

相關，也有部分「生產、分配和消費」的能

力指標，但是「家庭」的份量似乎太重，忽

略了其他群體如學校，尤其是「自治活動」

和「學習」的內容，卻未見單元出現，使兒

童在有關學校活動的內容，有所不足。

（五）在四上「生活的變遷」和四下「家

鄉的交通」兩個單元，主要可以落實8-2-1和

8-2-2以及1-2-7等三條能力指標，可見康軒

版是將「科學和技術」的範圍界定在生產工

具和交通工具兩項。但是在「生活的變遷」

中，以農業生活的過去與現在相比較，對於

生活在都市地區的大多數兒童而言，與其生

活經驗是無法連結的，因此在教學上產生許

多困擾。

（六）三上「兩性關係」單元與「自我、

人際與群己」主題軸及重大議題的「兩性教

育」相關，似乎份量也很重，但是對於其他

重大議題如「環境教育」、「生涯發展教育」

等，卻未能同時兼顧。

（七）康軒版缺少或份量不足的其他內

容，依第二學習階段的能力指標分析如下：

1.有關2-2-2能力指標中家鄉的古蹟、考

古發掘等內容，只在四上「生活的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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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中提到三合院、老街和廟宇，在

其他各單元則未明顯出現，份量較

少。

2.有關5-2-3中非常重要的「工作與學習」

概念，在各單元的出現，大部分以工

作的合作為主，極少與學習、競爭有

關的內容，這也是康軒版不足之處。

3.有關7-2-1、7-2-4能力指標中的消費和

儲蓄等內容，只在三上「家庭生活」

中出現家庭的收入與支出和儲蓄的內

容，真正與消費相關的份量極少。

翰林版第二學習階段的主題名稱見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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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翰林版第二學習階段的主題名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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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3所呈現的翰林版三、四主年級題名

稱，可以做以下的分析：

（一）翰林版在三年級出現七個以「村里」

為範圍的主題，顯然並未依據「人與時間」

的縣市鄉鎮範圍來規畫「人與空間」的內

容，使三年級的社會領域，與一、二年級以

「住家和學校附近」為範圍的生活課程，產生

嚴重的重複，造成老師教學上極大的困擾。

（二）「人與空間」主題軸中的八條能力

指標，大部分在四年級有關「家鄉」的單元

中出現，如四上「我會用地圖」、「家鄉在這

裡」、「家鄉的自然環境」、「家鄉的土地和

產業」、「家鄉的名勝和古蹟」、「家鄉逍遙

遊」、以及四下的「可愛的鄉親」、「家鄉的

機構」、「家鄉的發展」、「鄉親的生活」等

主題中，但是所舉的例子都是台灣的縣市和

鄉鎮，和南一、康軒兩個版本的問題是一樣

的。

（三）「人與時間」主題軸中的兩條能力

指標，主要出現在四上的「家鄉的土地和產

業」、「家鄉的名勝古蹟」和四下的「家鄉的

民俗和藝文」三個主題，其問題和「人與空

間」各主題的問題相同，都無法落實鄉土的

教學。

（四）「演化與不變」主題軸的一條能力

指標，主要出現在三上的「家庭生活」以及

四下的「鄉親的生活」中。

（五）「意義與價值」主題軸的兩條能力

指標，主要出現在四上「家鄉逍遙遊」和四

下「鄉親的生活」、「家鄉的民俗與藝文」等

主題中。

（六）「自我、人際與群己」主題軸中的

三條能力指標，主要出現在三上的「學習與

休閒」的認真學習、「與朋友相處」、「校園

生活」的有趣的學習活動，以及四上的「家

鄉逍遙遊」和四下的「家鄉的問題與展望」

等主題中，似乎較重視學校，而家庭的份量

較少。

（七）「權力、規則與人權」主題軸中的

四條能力指標，主要出現在三上的「學習與

休閒」、「和朋友相處」、「校園生活」、「家

庭生活」、「我們的家園」和四下的「可愛的

鄉親」、「家鄉的機構」和「家鄉的發展」等

主題中。

（八）「生產、分配與消費」主題軸中有

關消費和儲蓄的的能力指標，主要出現在三

上「我會買東西」的主題，與資源有關的能

力指標，則出現在四上「家鄉的土地和產業」

以及四下「家鄉的發展」和「家鄉的問題與

展望」等主題中。

（九）「科學、技術與社會」主題軸中的

兩條能力指標，主要出現在四上「家鄉的自

然環境」、「家鄉的土地和產業」、「家鄉逍

遙遊」以及四下「鄉親的生活」和「家鄉的

問題與展望」等主題中。

（十）「全球關連」主題軸中的三條能力

指標，主要出現在四上的「家鄉逍遙遊」和

四下的「鄉親的生活」兩個主題中。

翰林版因為每個學期都設計六個單元，

所以即使有七個不屬於鄉鎮縣市範圍的社區

單元，其他十七個單元還是可以落實九大主

題軸的能力指標，呈現多樣化的教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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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以上三個版本的分析，似乎南一版

和翰林版每個主題軸都有相關的單元，康軒

版所欠缺的內容較多；但是三個版本關於

「鄉鎮縣市」的家鄉單元，卻並非真正以家鄉

為主要的內容，教師們還需自行蒐集家鄉的

鄉土教材才能進行有效的教學。此外有關

「家鄉」的主題或單元，份量也似乎太重，難

怪許多老師甚至建議：乾脆採用依據八十二

年課程標準所編的各版本教科書。不過在八

十二年課程標準中，有部分單元並不適合九

年一貫的能力指標，如「各行各業的人」已

被安排到第三學習階段學習，此外有關四年

級「台灣」範圍的內容，在九年一貫的課程

中，已安排到五、六年級教學。可見過去三

年級的六個單元，要在九年一貫的三、四年

級中使用，勢必是不足的，需另作考量才能

解決九年一貫第二學習階段所面臨的問題。　　

肆、解決社會領域第二學習階
段面臨問題的方法

面對各版本教材內容的差異，教師們可

以設法調整所使用版本的單元內容。作者曾

在「九年一貫社會領域之教學設計探討」〈秦

葆琦，2002〉一文中，依據第二學習階段各

主題軸的能力指標，並參考八十二年的課程

標準，發展出不少適合三、四年級兒童學習

的單元，今加以小修後呈現在表4。

課
程
與
教
學表4 社會領域第二學習階段能力指標可產生的單元舉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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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中的十二個單元，分別來自八個主題

軸，也就是除了「三、演化與不變」這個主

題軸，因只有一條能力指標而未能發展出適

合的單元外，其他八個主題軸均可發展出至

少一個單元，供三、四年級的兒童學習。當

然每個單元中，並不是只有這一條能力指

標，而可以和其他社會領域、重大議題或其

他領域的能力指標，共同組成內容豐富的單

元〈秦葆琦，2002〉。

這十二個單元可以做以下的說明：

1.有四個在八十二年課程標準中就有，

即「學校的自治活動」、「學習與成長」、

「我的家鄉00鄉（鎮市區）」和「我的家鄉00

縣（市）」〈教育部，1993〉等，這些單元包

含真正的鄉土教材和班級自治、學習等概

念，在過去的教學中，並未產生太大的問

題。

2.「發明與生活」這個單元，在78學年

度國立編譯館推出的社會科改編版中，是安

排在四年級下學期教學的〈國立編譯館，

1992〉，內容包括家庭用具、交通工具、通

訊設備和生產工具等發明，與兒童的生活息

息相關，反應不錯。

3.「團體生活」和「消費與儲蓄」的單

元，在82年課程標準中，都是在二年級的單

元〈教育部，1993，頁〉，九年一貫中因相

關的能力指標出現在第二學習階段的關係，

可以提昇到三年級學習。

4.至於「家庭生活」、「家鄉（鄉鎮或縣

市）的經濟發展」、「家鄉（鄉鎮或縣市）的

名勝古蹟」、「家鄉（鄉鎮或縣市）的民俗與

藝文」和「生活中的外來文化」等五個單

元，則是過去的三、四年級課程中沒有出現

過，但因有能力指標而可以設計成單元。

以上的分析顯示：九年一貫在三、四年

級可以設計的單元，依據第二學習階段的能

力指標和過去的課程標準，至少有十二個，

正好可以安排每個學期至少三個單元；加上

各縣市依據特殊的人文環境，可將家鄉的人

口、家鄉的交通等內容獨立出來，成立單

元；亦可以重大議題為主設計單元，這些都

可以增加每個學期的單元數，不限三個。可

見三、四年級可以設計的這些單元，既可落

實各主題軸，亦可落實相關的能力指標，更

因過去的教學而確定對兒童的適合性，可以

提供三、四年級的老師參考，以解決現行各

版本教科書中部分單元或主題不適合使用的

問題。

伍、結語

社會領域第二學習階段的教材內容，因

為能力指標的不確定使各版本間的差異非常

大；又因與鄉土相關的教材編寫不易，使課

本的內容無法適合所有地區的學生使用，造

成教師教學上的困擾。

社會領域的教師可以發揮改編教材的精

神，參考82年課程標準所發展出來的教材，

以及各縣市為「鄉土教學活動」所設計的鄉

土教材，以各民間版本為基礎，進行教材的

改編，將不適合當地的教材刪去或改編為當

地可用的教材，使兒童能學得紮實，學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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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才能真正落實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的精

神。

課
程
與
教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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