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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有關國民小學的鄉土教育，自從民國八十二年九月教育部所公佈的課程標

準，國民小學的教學科目從三年級開始有一節課為鄉土教學活動後，可說逐漸被

重視;同時，為落實鄉土教育，從民國八十四年起，教育部更以專款補助，鼓勵

各縣市應積極設置鄉土教育資源中心，以便為各校的鄉土教學做資源蒐集、建檔

與推動的工作，於是，各縣市的鄉土教育資源中心便有如雨後春筍般的紛紛設

立，有的縣市還不只成立一個中心呢! 

  重視鄉土教學活動，在各縣市形成一股浪潮後，猶憶八十五至八十七學年

度，教育部還邀請學者專家對各縣市所推動的鄉土教育進行訪視與評鑑，並以高

額獎金獎助績優縣市，而使得各縣市鄉土教育資源中心都能展現具體的成效，這

真是一件可喜的事。無奈!好的政策卻無法持久，從八十八學年度起，教育部限

於人力與經費的不足，已不再對各縣市進行評鑑與訪視，加上九年一貫課程於九

十學年度從國小一年級開始實施後，鄉土教學活動就不再單獨設科，而是融入七

大學習領域進行教學，或任由各校發展成學校的本位課程;頓時，許多縣市的鄉

土教育資源中心，便有何去何從的失落感，甚至還有被裁撤的危機，這對部份特

別熱愛鄉土教育的同仁，真有 「此一時彼一時」的感慨，因為鄉土教育到底才

剛剛蓬勃發展，怎麼一下子這股熱火就被澆熄了呢? 

貳 、九年一貫課程實施前各縣市國小鄉土教育資源中心設置的立意、

目的與展望 

  個人熱愛鄉土教育，也實際擔任桃園縣國民小學鄉土教育資源中心的主任，

同時，進行碩士論文時，更曾以各縣市鄉土教育資源中心的運作成效進行分析比

較，而對各縣市國小鄉土教育資源中心的設置經過與運作情況有概略的瞭解，茲

將各縣市國小鄉土教育資源中心設置的立意、目的與展望介紹如下(林和春，民

90)： 

一 、教育部鼓勵各縣市設置鄉土教育資源中心 



  民國八+二年，教育部所公佈的國民小學新課程標準，其特色之一，就是重

視鄉土教學，於是國教司為推動並落實國民中小學鄉土教育，便擬定了長期性 

(民國 84 年至民國 90 年)的專案輔助計劃，該計劃的具體目標如下: 

  1.鼓勵以直轄市、縣 (市、區)、鄉(鎮、市、區)為單位，撰寫適合學生之鄉

土教材，以提供相關之鄉土知識，增加學生對鄉土的瞭解，進而培養對鄉土的關

愛之情。 

  2．鼓勵以直轄市、縣 (市、區)、鄉(鎮、市、區)為單位，製作與鄉土相關

之圖片、幻燈片、錄影帶等媒體資源，供教師教學使用，以提高兒童對鄉土的學

習興趣。 

  3．鼓勵以直轄市、縣 (市、區)、鄉(鎮、市、區)為單位，配合鄉土教材撰

寫適合之活動設計，並撰寫成教師手冊，供教師教學之參考，以增加教學效果。 

  4．鼓勵以直轄市、縣 (市、區)、鄉(鎮、市、區)為單位，辦理教師之鄉土

教學研習，以增加教師對鄉土知識、教學活動及媒體資源的深入瞭解，使得鄉土

教學得以有效進行，提高教學效果。 

  5．鼓勵以直轄市、縣 (市、區)、鄉(鎮、市、區)為單位，辦理國民中/J、學

鄉土教學資源蒐集、建檔、推廣工作，以提供鄉土教學資源來源，擴大教學效果。 

  教育部依該計劃目標擬定補助項目之優先順序如下: 

(一)編輯鄉土活動教材。 

(二)編輯鄉土活動教材教師手冊。 

(三)辦理鄉土教學教師研習。 

(四)製作教學媒體。 

(五)鄉土教學資源蒐集建檔。 

  仔細分析教育部本專案計劃的具體目標，其第五點就是在鼓勵各縣市設置鄉

土教育資源中心，以便為各校的鄉土教學做資源蒐集、建檔與推動的工作，進而

擴大鄉土教育的教學效果。儘管其是列在教育部經費補助優先順序的最後一項，

但各縣市仍有感於其設置的必要性與重要性，便紛紛成立，因為各個鄉土教育資

源中心，畢竟是整個鄉土教學推動工作的指揮中心。 

二: 、各縣市設置鄉土教育資源中心的目的與願景 

  根據杜玥潾 (民 88)和林和春 (民 90)的研究，瞭解各縣市的鄉土教育資源中

心，其設置的主要目的不外是: 



  1．透過田野調查與訪問，協助蒐集先民所遺留下的文史、資料、典籍與生

活古器物，以保存固有文化。 

  2．廣泛的蒐集鄉土教學相關資料、書籍，然後加以展示，以充實學生學習

的內容，並能提供各校諮詢服務。 

  3．研發鄉土教學活動課程，編撰鄉土教材與教師手冊，以方便師生進行鄉

土教學活動。 

  4．加強辦理與鄉土教學活動有關的教師進修與觀摩研習，以增進教師的教

學知能，進而提昇鄉土教學的品質。 

  5．透過各項鄉土教學活動的舉辦與展演，以激發學生參與鄉土活動的興趣

和熱愛鄉土的情懷。 

三 、各縣市設置鄉土教育資源中心的主要工作內容 

  根據林和春 (民 90)的問卷調查與實地訪視，瞭解各縣市鄉土教育資源中心

其設置的主要工作內容，主要包括如下: 

  1．研發課程:聘請學者專家研發合適的課程架構，以供做全縣市推動鄉土教

學活動的準則。 

  2．編撰教材:依據縣市層級的課程研發小組，所研發合理的課程架構，遴選

教材編撰小組，編寫全縣市各鄉鎮市區的鄉土教材，以分送各國小學生使用。 

  3．進行教學輔導:組成鄉土教學活動科教學輔導團，到各校實地輔導，進行

教學演示、教材教法研習，或利用電腦資訊媒體，建立鄉土教育網頁，以提供各

項諮詢服務。 

  4．舉辦教師進修:經常舉辦母語教學種子教師研習，或與鄉土教學有關的研

習、進修，以增進教師的教學知能，進而提昇鄉土教學的品質。 

  5．舉辦鄉土活動:舉辦各類鄉土活動，諸如鄉土語文競賽、傳統技藝展演、

地方戲曲、民謠演唱、古蹟之旅、古詩詞吟唱……等，以激發學生熱愛鄉土的情

懷長。 

  6．製作視聽媒體:如製作鄉土教學活動錄影帶、錄音帶、鄉土歌謠 CD 或其

他與鄉土教學相關的教材、教具，以輔助教學，達成鄉土教學的良好效果。 



  7．提供諮詢服務:蒐集與鄉土教育有關的書籍、文物、史料，置放於資源中

心，供各校索閱，並能提供各校資訊服務與疑難問題解答，以協助各校方便進行

鄉土教學。 

四、各縣市設置國小鄉土教育資源中心運作的具體成效 

  根據林和春 (民 90)的研究，調查台灣省七個同屬績優縣市層級的國小鄉土

教育資源中心，其在八十八學年度運作的具體成效，可由下表一窺究竟: 

 

◎分析與討論 

  由上表可知:各縣市可謂都有自己的運作成效展現，惟因各縣市的背景條件

不同，故難以做分析比較，只能約略瞭解各縣市鄉土教育資源中心一年來的工作

內容而已。 

  總之，綜觀各縣市鄉土教育資源中心，其設置的主要目標，都在傳承固有文

化、與激發學生熱愛鄉土的情懷;而研發課程、編撰教材、製作視聽媒體、舉辦

教師研習、提供諮詢服務-等，都是各中心的主要工作內容;且各中心皆有其發展

特色，有的強調系統規劃，有的重在多元服務，也有的要求各項諮詢服務全面電



子化，由此可見，各縣市鄉土教育資源中心的運作，已產生一定水準的具體成效，

同時，也各有自己發展的願景。 

參、九年一貫課程實施後各縣市國小鄉土教育資源中心運作的現況 

  根據林和春(民 90)的研究，其所進行的調查問卷與實地訪視，得知 A+九學

年度各縣市鄉土教育資源中心，正積極進行國小六年級鄉土教材的編撰與試教和

修訂的工作，同時，也在進行三至六年級有關鄉土教學活動的教材教法研習，當

然，各項與鄉土教學有關的活動也照常在進行;只是有關鄉土教材的編撰，待六

年級鄉土教材編撰完成後，即達成了階段性的任務，此時又得知:九年一買課程

即將於九十學年度從國小一年級開始上路，且鄉土教學活動已不再單獨設科，而

是融入各學習領域進行教學，便造成了「鄉土教學活動」不再被重視的錯覺，於

是，各縣市鄉土教育資源中心的工作態度與運作機制，便稍稍有了鬆動的現象發

生，因為反正等九年一貫課程全面實施後，鄉土教學活動就不用在固定的時間進

行教學了，大家都有這個錯誤的心態! 

  果然，九十學年度國小一年級開始實施九年一買課程後，全國教育界關注的

焦點，都在九年一買課程的實施與研習，加上教育部已不再評鑑各縣市辦理鄉土

教育的績效，而使得大家根本忘了國小三至六年級仍要上一節課的鄉土教學活

動，尤其是現今教育部對鄉土教育的政策稍有轉彎，即特別重視鄉土母語的教

學，而規定從國小一年級開始，每週要選修一節課的鄉土語文，於是許多縣市的

鄉土教育資源中心，其重點 1 作便把方向轉為編撰鄉土母語教材和推動鄉土母語

教學。以個人所服務的桃園縣鄉土教育資源中心為例，便是最好的例子，就是其

他縣市也大同小異。桃園縣以往每年皆編有八、九佰萬元的經費，用來編撰各鄉

鎮市的鄉土教材和辦理各項鄉土教學活動研習，當然也舉辦了各種鄉土活動，包

括傳統民俗技藝展演、鄉土語文競賽、鄉土社團博覽會．…等等;可是反觀今年，

也許受限於政府的財政緊縮，加上各年級學生所要使用的鄉土教材已編撰完成，

所以，所編列的經費已大幅縮減，大約僅有四百萬元左右;而所辦的活動就僅止

於各族群母語教材的編撰和母語教學種子教師的研習而已，至於其他鄉土歷史、

鄉土地理、鄉土自然、鄉土藝術．…．等等教材教法的研習，不是被省略，就是

只是點綴性而已，因為根本沒有經費，就是有經費也沒有餘力。 

  茲將桃園縣國小鄉土教育資源中心八十九學年度和九十學年度運作情形表

列如下: 



 

◎分析與討論 

  綜觀上表:可知經費的編列，在九年一貫課程實施後，幾乎減少了一半;而工

作的重點中，已由編撰各鄉鎮市的鄉土教材，改為編撰各族群的母語教材，至於

鄉土教學研習則減少了許多，僅止於母語教學種子教師研習;而有關各項鄉土活

動的舉辦，也紛紛省略，只剩下辦理鄉土語文競賽而已，尤其是最大的不同，就

是原有的鄉土教學活動科輔導員已被裁併，根本無法到各校進行鄉土教學的實地

輔導，現在的輔導員是被併在語文領域，各類鄉土語言輔導員的編制僅有兩名，

純做鄉土語言的教學輔導。此外，視聽媒體教材的製作更沒有經費!當然，各種

諮詢服務的提供也減少了許多，因為許多人都有鄉土教育不再被重視的錯覺。也

因此，整個鄉土教育資源中心似乎只偏重在鄉土母語教學的推動，而少有餘力去

做其他鄉土教學活動的規劃。由此可見，由於政策的走向以及其他主客觀因素的

影響，可說已改變了各縣市鄉土教育資源中心的運作，甚至少部份縣市還造成停

擺的現象，因為反正坊間賣有許多版本的鄉土母語教材，各縣市的鄉土教育資源

中心根本不必為此操心。  

肆 、九年一貫課程實施後有關鄉土教育的定位 

  為迎接二十一世紀的來臨，與世界各國之教改脈動，政府必須致力於教育改

革，期以整體提升國民之素質及國家競爭力。於是教育部於民國九十年一月所公

布之 「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暫行綱要」，可說已使我國的國民教育邁入另

一個新的里程碑。衡諸此次的九年一貫課程，其與過去的課程標準相比較，應有

十二項的重點改變，而其中的第六項就是重視本土觀及國際觀，也就是說在國民

教育階段，必須培養每個國民具有文化學習與國際瞭解，即能認識並尊重不同族



群文化，瞭解與欣賞本國及世界各地歷史文化，並體認世界為一整體的地球村，

培養相互依賴、互信互助的世界觀。 

  由此可見，九年一買課程的實施是重視鄉土教育的，只是大家對鄉土教育應

有更宏觀的認識才對，即所謂 「鄉土教育」，就是在使學生認識自己生長或長

期居住的鄉土，使其認同鄉土並願意加以改善 (林瑞榮，民 87，頁 17)。當然也

可以說是利用鄉土教材 (包括鄉土中的物質層面和精裨層面)，使學生學習鄉土

文化，認知生活地區的自然環境、歷史發展、語言文化及經濟情況等，使學生對

本地區產生新的認識、新的態度與新的作為 (王啟宗，民 77，頁 5)，所以，我們

可以清楚的瞭解:鄉土教育是以兒童生活周遭的事物為學習的起點，兒童在學習

鄉土語言、歷史、地理、環境和文化中，肯定自己、認同鄉土，由愛家、愛鄉進

而愛國，並且發展多元文化觀和世界觀 (歐用生，民 83，頁 15)。 

  鄉土教育的推動，不管是學校或是學生所居住的鄰里、社區，都可發揮鄉土

教育的功能，只是鄉土教育絕非一個偏狹、窄小、自私的地域主義，其所以會受

到外界的質疑，甚至是責難，完全出自一些無知的教育工作者本身偏頗的態度和

不當的方法所致，而非鄉土教育本質上存有的缺失。如歐用生 (民 83);藍順德(民

85)就認為鄉土教育具有以下的特質:(一)鄉土教育是一種人格教育，(二)鄉土教育

是一種生活教育，(三)鄉土教育是一種民族精神教育，(四)鄉土教育是一種世界

觀教育;而黃森泉 (民 86)也認為:多元文化與鄉土教育之間有密切的關係，所以，

也是一種多元文化教育。但很遺憾，台灣過去的教育卻只採融合的觀點，以強勢

文化吸納弱勢文化，可說違反了多元文化教育的基本精神，這種錯誤的觀念，在

推動九年一貫課程後，首先應予以釐清並加以導正。 

  其次，九年一頁課程的設計，是改為以學生為主體，以生活經驗為重心，進

而培養現代國民所需的基本能力。換言之，它是以個體發展、杜會文化及自然環

境等三個面向，提供語文、健康與體育、社會、藝術與人文、數學、自然與生活

科技及綜合活動等七大學習領域，因此，鄉土教學活動已不單獨設科，它必須融

入各學習領域進行教學，如鄉土語言可融入語文領域、鄉土歷史地理可融入杜會

領域、鄉土自然融入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鄉土藝術與鄉土文化則融入藝術與人

文領域;至於彈性課程時間，更可能選鄉土教材做為發展學校特色的本位課程，

相信許多人都有這個經驗，當在發展學校本位課程，並進行統整課程設計時，鄉

土教學是最好的選擇，也因此，大家絕對不可誤以為九年一貫課程鄉土教育不單

獨設科，就不用進行教學了。 

  此外，各族群鄉土語言，必須從國小一年級開始供學生選修，每週安排一節

課，也是九年一貫課程的一大特色。這些鄉土母語的教學，第一階段以培養聽、

說能力為主，讀、寫、作能力為輔，第二階段除加強讀、寫、作訓練以外，並兼

口語表達能力之提升，第三階段力求聽、說、讀、寫、作五項能力均衡發展。由



於有完整的課程目標和學生學習分段能力指標，學生必能獲得較有效的學習，只

是這件繁重的工作，許多縣市都落在鄉土教育資源中心身上，而必須由它來負責

規劃與推動。 

伍 、九年一貫課程實施後各縣市國小鄉土教育資源中心所應扮演的角

色 

  回顧當初，教育部鼓勵各縣市設立鄉土教育資源中心的立意、目的與實際的

工作內容，再經過國小九年一買課程實施的轉折，現今鄉土教育資源中心已不必

編鄉土教材，也較少辦鄉土活動，如此，各縣市國小鄉土教育資源中心的工作量，

似乎減輕了許多。於是，有的鄉土教育資源中心，便被授命負責全縣或全市鄉土

母語教學的推動工作，而如果不做鄉土母語教學的推動，該中心則有可能被閒

置，這是多麼可惜啊!試想:整個鄉土教育難道僅限於鄉土語言的教學嗎?而其他鄉

土文化的傳承與認識就不重要了嗎?更何況有人還認為，母語教學不一定要在學

校教，它應該在家裡教，而且既然是母語，就應該由媽媽來教;況且即使要在學

校教鄉土語言，也不一定非得固定安排一節課來進行教學，柑反的，如果能採融

入式的教學，應該更適當、合理，由此可見，現今的鄉土教學活動特別重視母語

教學，且規定必須從國小一年級開始實施，可說眾說紛紜，甚至還普受質疑。也

因此，許多縣市的鄉土教育資源中心，現今把重點 T 作只放在推動母語教學，而

與當初設置鄉土教育資源中心的用意，已有些微的出入，實在值得深思與加以修

正。 

  依據林和春 (民 90)的研究，其所進行的問卷調查與個別實地訪談，問到「為

因應九年一貫課程的實施，請問您對該鄉土教育資源中心未來發展的方向，有何

期許或建議?」所獲得的結論是:他們建議應將鄉土教育資源中心的功能稍微轉

型，即利用原有的人力、物力，讓它繼續成為鄉土教學資源的研發者、提供者，

同時也能成為培養更多種子教師的發動者及支援者。此外，如果能採成長工作坊

的方式，讓更多有志從事鄉土教育的老師，有持續成長的場所，這將是地方之福、

鄉土教育之幸。 

  很顯然的，站在第一線進行鄉土教學的老師，對鄉土教育資源中心所提供的

資源與服務，還是有所期待，因此，各個鄉土教育資源中心的工作人員，實在不

應妄自菲薄，反而應以更積極的態度投入工作，即除了鄉土母語教學的推動外，

諸如鄉土史料文物的蒐集、整理與分類、主題式鄉土教材的編撰、鄉土教學種子

教師的研習、鄉土教師成長工作坊的持續舉辦、民間鄉土文學歌謠的採錄，甚至

進行各種田野調查，都是很有意義的事，其都可提供資源幫助教師做好鄉土教學;

同時，更可傳承固有傳統文化，而使鄉土教育資源中心能真正發揮資源收藏、展

示與推廣的工作，也能兼顧教學、輔導與諮詢、服務的多重功能。 



陸 、結語與建議 

  總之，九年一貫課程強調現代的學生要尊重多元文化，且在課程目標也提到

要引導學生促進文化學習與國際瞭解，所以，它是重視鄉土教育的。儘管鄉土教

學活動已沒有安排固定的教學時數，而必須融入七大學習領域，或在彈性課程時

間以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的方式實施，但大家絕對不可因此就以為鄉土教育在此波

教改中又被忽略了，相反的，對它更應有宏觀的註解，而能在七大學習領域中確

實的設計課程，即除了鄉土語言的教學外，鄉土歷史、地理、自然、藝術與其他

人文社會文化，都能夠有計畫的施教，以激發學生熱愛鄉土的情懷，進而培養愛

家、愛鄉更愛國的觀念，這才合乎當今重視鄉土教育的本意。 

  其次，各縣市國小鄉土教育資源中心當初設立的宗旨，既然極為明確，現今

就應正本清源，依循往例繼續規劃推動各項鄉土教學活動，不可有所偏廢。換言

之，除了母語教學外，種子教師的研習、進階教師的儲備、史料的蒐集典藏、鄉

土專論的編寫、鄉土專刊的出版，甚至是鄉土視聽媒體教材的編製與配發，或是

各種鄉土教學的實地輔導與觀摩演示，都是各縣市鄉土教育資源中心的重要工

作，而不可讓其閒置或停擺，這樣，才不辜負當年教育部鼓勵設置的美意。 

  至於經費的問題，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許多政策的推動與活動的

舉辦，都需要龐大的經費，惟限於各縣市地方財政的困窘，每年要編列為數不少

的鄉土教育推動經費實在有困難，故建議教育部每年應編列經費專款補助各縣

市，或以績效獎金獎勵各縣市，這也是一種極為可行的辦法，因為人都有惰性，

如果缺乏評鑑與考核，行政的推動也就顯得不夠積極，也因此，教育部如能排除

萬難，每年仍繼續進行各縣市推動鄉土教育的評鑑與訪視，並依評鑑等級給予不

等額的獎金補助，如此，必可激勵各縣市鄉土教育資源中心的運作成效。 

  此外，各縣市國小鄉土教育資源中心，是要隨著九年一買課程的實施跟著轉

型，以提供基層教師更實質的諮詢和服務;惟許多鄉土教學的教師都有共識，那

就是 「鄉土」雖有區域性與獨特性，然而鄉土教育的推展，卻有一定的發展軌

跡與合理模式，因此，其相似性頗高，更何況，在台灣這個彈丸之地，不但要認

識自己的鄰里、鄉鎮，也要認識自己所在的縣市，而如果能再擴及至各縣市或全

省、全國，都是非常重要的事，也因此，教育部實在有必要規畫一個 「全國性

的鄉土教育資源中心」，負責蒐集、建檔與評鑑我國各地區辦理鄉土教育的柑關

資料和訊息，如此，不但可節省各縣市所花費的人力，也可讓有志從事鄉土教育

工作者，能獲得更多的教學參考資料與研究素材，這是值得有關當局思考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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