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秀菁

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課程教學及教科書組

壹、議題的重要性

       國教院⼗⼆年國⺠基本教育社會領域前導研究針對我國的歷史課綱學習內容編排及對教學現場的影響，提出以

下問題：第⼀，學習內容的連貫與統整⽅⾯，現⾏國中和⾼中的歷史科，皆採臺灣史、中國史、世界史的劃分，從

課程綱要到教科書編寫內容過度重複，臺灣史的重疊情況尤其嚴重。第⼆，學習內容的知識量⽅⾯，受到⽬前中學

每週1⾄2節課的限制，以「通史」形式的課程設計所需要涵蓋的知識量顯然過於龐⼤，對教與學的負擔皆相當沉

重。教師只能努⼒追著史實跑，很難顧及思考概念的訓練。第三，不同教育階段的學習內容表述⽅式，現⾏的國、

⾼中課綱規劃，並未考慮兩個階段的學⽣在⼼智和認知上的差別⽽設計出相應、適當的，且⼜有區別的學習內容

（張茂桂等⼈，2013：136－143）。⼗⼆年國教《總綱》在普通型⾼級中等學校的學分數分配，將歷史科必修學

分數由原來的8學分刪減為6學分（教育部，2014：15），更引起現場教師的焦慮。在許多諮詢場合，皆有⾼中歷

史教師關切⼗⼆年國教歷史課綱的研修狀況，擔⼼如原有學習內容未適度刪減，不但無助於解決現今歷史教育的問

題，反⽽使教學現場的負擔更為沉重。考察其他各國歷史課程的安排，同樣的範疇在不同教育階段進⾏加深加廣的

學習，並非唯⼀選擇，甚⾄是否要遵循由近⽽遠的「同⼼圓」架構思考，各國亦有不同的考量與安排。本文期望透

過不同國家／地區歷史課程學習內容架構的比較、分析，提供我國歷史課程規劃的不同可能性。

貳、各國（地區）歷史課程學習內容架構

       各國隨其政府體制的不同、教育權責的劃分，對於是否需研擬國家層級的歷史課綱也有不同的處理⽅式。我們

鄰近的幾個國家或地區，如⽇本、韓國、中國⼤陸、香港等，⼤多採取⼀綱多本的形式，由中央主管機關發布課

綱，⺠間出版社出版，經主管機關審核通過後始得進入校園。在歐美等聯邦制國家，如美國、德國、英國等，教育

政策和課程規劃屬於州（邦）政府職權，故頂多有各州（邦）的歷史課綱，⽽無全國性的歷史課綱。本文以⽬前所

蒐集到的課綱為基礎，將各國（地區）歷史課綱學習內容的架構分為「不同教育階段學習內容重疊」、「分年級劃

分學習範圍」，及「不同學習階段採取不同架構」三個類別，分別說明如下。

⼀、不同教育階段學習內容重疊

       本文所蒐集到的歷史課綱，多數依年代編排，但組合⽅式各有不同。此處所說不同教育階段學習內容重疊，係

指同時期、同區域的內容，在國⼩、國中、⾼中三個學習階段，重複出現，我國的課綱即屬於此⼀類型。⽇本現⾏

的歷史課綱亦可納入這⼀類型，但與我國的編排有許多差異。⽇本歷史教育在國⼩劃歸於「社會科」的範疇，於⼩

學六年級教授，在國、⾼中則屬於分科教學，與臺灣類似。在國⼩部分，主要教授⽇本史，內容包括：狩獵、採集

與農耕⽣活、⼤化⾰新、源平戰爭、鎌倉幕府、織⽥、豐⾂統⼀天下、江⼾幕府、明治維新、⽇清戰爭、⽇俄戰

歷史課綱學習內容架構之跨國比較歷史課綱學習內容架構之跨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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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華事變、⼆次⼤戰，以及戰後的發展等，涵蓋史前⾄現代的範疇（文部科学省，2008：26－27）。國中同

樣以⽇本史為主幹，但將⽇本史放在世界史的脈絡，認識每個時代的特⾊（分為古代、中世、近世、近代，與現代

的⽇本與現代五個時期）（文部科学省，2010：22－24）。⾼中歷史劃分為世界史A、世界史B、⽇本史A、⽇本

史B四個課程。A版為簡略版，2學分，以近現代史為主要學習範圍。B版為詳盡版，4學分，為通史。世界史為必

修，但可選擇A版或B版。另外，須再從⽇本史A、⽇本史B、地理A和地理B中擇⼀修課。⽇本⾼中的「世界史」並

未將⽇本史排除在外，與國中相比，國中歷史係以⽇本為主，世界為輔，⾼中世界史則以世界為主，⽇本為輔，兩

者皆強調⽇本與世界的連結（文部科学省，2009：5、18－86）。各年級課程安排請⾒表1。

表1

⽇本現⾏歷史課程安排

年級 重要內容

六 調查⽇本史的重要⼈物及文化遺產，藉此了解先⼈的活動（⼤化⾰新⾄

今）。

七⾄九 將⽇本史放在世界史的脈絡，理解各時代的特⾊（分為古代、中世、近

世、近代、現代的⽇本與世界等）。

⼗⾄⼗⼆ 世界史A（簡略版，2學分）

**世界的邀請、世界的⼀體化與⽇本、地球社會與⽇本。

世界史B（詳盡版，4學分）

**世界史之窗、諸地域世界的形成、諸地域世界的交流與再編、諸地域世界

的結合與變容、地球世界的到來。

⽇本史A（簡）

⽇本史B（詳）

說明：世界史為必修，但可選擇A版或B版。另外，須再從⽇本史A、⽇本

史B、地理A和地理B中擇⼀修課。

⼆、分年級劃分學習範圍

       分年級劃分學習範圍係將從史前⾄現代切割為幾個部分，分別在不同的年級教授，英格蘭、加州與澳洲皆採⾏

此⼀⽅式，3個地區的規劃如下，並參⾒表2。

        （⼀）英格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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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公布的英格蘭歷史課綱，配合英國學制將歷史教育劃分為3個階段，第⼀學習階段（5－7歲），主要認

識⼀些重要的⼈物及其對國家、國際的貢獻，包括伊莉莎⽩⼀世、維多利亞女王等。第⼆學習階段（7－11歲），

主要學習英國從⽯器時代到1066年間的歷史，包含羅⾺帝國對英國的影響、盎格魯薩克遜及蘇格蘭⼈的移入、地⽅

史研究等。第三學習階段學習，主要學習1066年以後⾄近現代的英國歷史發展，包括「中古英國的宗教、國家與社

會發展」、「理念、政治權⼒、⼯業與帝國」、「1901年⾄今英國、歐洲與世界⾯臨的挑戰」等（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13）。整體來看，英格蘭是將本國史放在世界史的脈絡中來思考，並以英國、歐洲與世界⾯臨的

挑戰作為整段通史的結尾。更難為可貴的是，英格蘭並未因重視英國與世界的連結⽽忽略本地的歷史發展，故在每

個階段都可看到「地⽅史研究」這個主題，提供當地歷史探究的空間。

        （⼆）加州

       加州教育委員會（State Board of Education）在2016年7⽉14⽇通過新的「歷史－社會科」課綱（2016

History-Social Science Framework），基本上沿⽤2000年以來所使⽤的課程架構，採美國史與世界史穿插學習的

⽅式進⾏，僅在各年級學習的時間斷限上有所調整。根據最新的課綱，學⽣從四年級開始學習歷史，在四年級主要

學加州歷史，五年級學習「美國歷史與地理：創造⼀個新國家」，著重⻄元1800年以前的美國史。六、七年級學習

「世界歷史與地理，六年級著重早期文明（⻄元300年前）的世界史，七年級著重中古到近代（300AD-1750）的

歷史。八年級學習美國獨立⾄1914年間的美國史，⼗年級學習1750年以後的世界史，⼗⼀年級學習19世紀末以降

的美國史（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05、2016）。

        （三）澳洲

       澳洲現⾏的課綱，在⼀⾄六年級，將歷史納入「⼈文社會科」，採取統整教學，七⾄⼗年級採取分科教學。澳

洲的學⽣從四年級開始學習澳洲的歷史，七年級以後以世界史為主，但在九⾄⼗年級的世界史中帶入澳洲的課題。

此外，⾯對世界多元的文化與歷史發展，澳洲歷史課綱採⽤「擇⼀」的模式，在許多主題上，讓學⽣擇⼀學習即

可。各年級主要學習內容如下：七年級學習古代世界的歷史（60 000 BC- c.650 AD），包括探索早期世界、地中海

世界（以下內容擇⼀：埃及、希臘、羅⾺），及亞洲世界（擇⼀：印度、中國）。八年級學習古代到近代世界

（c.650 AD -1750），包括⻄⽅與伊斯蘭（擇⼀：奧圖曼、文藝復興、維京⼈、中古歐洲）、亞太地區（擇⼀：⾼

棉、⽇本、波⾥尼⻄亞）、擴張接觸（擇⼀：蒙古、⿊死病、⻄班牙征服美洲）。九年級學習現代世界的建立

（1750-1918），包括建立⼀個更好的世界？（擇⼀：⼯業⾰命、改⾰思潮與運動、⼈類遷移）、澳洲與亞洲（擇

⼀：亞洲與世界、建立⼀個國家）、⼀次世界⼤戰。⼗年級學習現代與澳洲（1918年以後），包括⼆次世界⼤戰、

權利與⾃由、全球化（擇⼀：⼤眾文化、移⺠經驗、環保運動）（ACARA, 2015）。

表2

加州、英格蘭、澳洲歷史課程安排

年級 加州 澳洲 英格蘭

五 美國歷史與地理：創造⼀

個新國家

⼈文社會科（包含歷史、

地理、公⺠、經濟，七年

級後採分科教學）

Key Stage 2（7－11歲）

1、英國從⽯器時代到鐵器時

代的改變
六 世界歷史與地理：早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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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羅⾺帝國及其對英國的影

響

3、盎格魯薩克遜及蘇格蘭⼈

的移入

4、懺悔者愛德華時的維京與

盎格魯薩克遜的掙扎

5、地⽅史研究

6、1066年以後的英國歷史：

主題探究

明（-300）

七 世界歷史與地理：中古與

近代（300-1750）

古代世界（⻄元6萬年前

－⻄元650年）

1、探索早期世界

2、地中海世界（擇⼀：

埃及、希臘、羅⾺）

3、亞洲世界（擇⼀：印

度、中國）

Key Stage 3（11－14歲）

1、中古英國的宗教、國家與

社會發（1066－1509）

2、英國的宗教、國家、社會

發展（1509－1745）

3、理念、政治權⼒、⼯業與

帝國：英國（1745-1901）

4、從1901⾄今英國、歐洲與

世界⾯臨的挑戰

5、地⽅史研究

6、1066年以前的英國歷史：

主題探究

八 美國歷史與地理：成⻑與

衝突（美國獨立⾄1914）

從古代到現代世界（⻄元

650－1750年）

1、⻄⽅與伊斯蘭世界

（擇⼀：奧圖曼、文藝復

興、維京⼈、中古歐洲）

2、亞太地區（擇⼀：⾼

棉、⽇本、波⾥尼⻄亞）

3、擴張接觸（擇⼀：蒙

古、⿊死病、⻄班牙征服

美洲）

九 選修 現代世界的建立（1750－

1918）

年級 加州 澳洲 英格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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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造⼀個更好的世

界？（擇⼀：⼯業⾰命、

改⾰思潮與運動、⼈類遷

移）

2、澳洲與亞洲（擇⼀：

亞洲與世界、建立⼀個國

家）

3、⼀戰

⼗ 世界歷史與地理：現代

（1750-）

現代世界與澳洲

（1918-）

1、⼆戰

2、權利與⾃由

3、全球化（擇⼀：⼤眾

文化、移⺠經驗、環保運

動）

 

⼗⼀ 美國歷史與地理：現代的

延續與變化（19世紀⾄

今）

  

⼗⼆ 1、美國⺠主的原則

2、經濟

  

年級 加州 澳洲 英格蘭

三、不同教育階段採取不同架構

       上述兩種歷史課程架構基本上都採取時序先後編排的⽅式，⽽第三種類型，則除編年的⽅式外，另採取主題式

的編排⽅式，分別在不同教育階段施⾏，芬蘭、中國⼤陸、香港皆採取此⼀模式。在芬蘭與中國⼤陸，⾼中階段皆

規劃有必修與選修課程，在香港的⾼中階段，則將歷史納入選修課程。芬蘭與中國⼤陸的比較請⾒表3。

       （⼀）芬蘭

       芬蘭的新課綱在2016年8⽉公布，此處主要以⽬前仍在施⾏的課程架構作為主要比較的基礎。芬蘭從五年級開

始學習歷史，在五、六年級主要學習史前時期⾄法國⼤⾰命期間的歷史，七⾄九年級主要學習芬蘭及17⾄20世紀的

世界史（Finnish National Board of Education，2004：220－224）。在⾼中階段分為必修與選修，必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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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環境與文化」、「歐洲」、「國際關係」、「芬蘭史上的轉折點」等四個主題。選修科⽬則有「從史前時

期⾄⾃治的芬蘭史」及「文化交會」兩個主題（Finnish National Board of Education，2003：179－186）。

       （⼆）中國⼤陸

       中國⼤陸在國中部分，分為中國古代史、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史、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現代史六

個部分（中華⼈⺠共和國教育部，2011）。在⾼中分為必修與選修，必修分為 I、II、III，I著重反映⼈類社會政治

領域發展的重要內容、II著重反映⼈類社會經濟和社會⽣活領域發展進程中的重要內容、III著重反映⼈類社會文化

和科學技術領域的發展進程及其重要內容。選修課程共有六個主題，分別為：歷史上重⼤改⾰回眸、近代社會的⺠

主思想與實踐、20世紀的戰爭與和平、中外歷史⼈物評說、探索歷史的奧秘、世界文化遺產薈萃等（中華⼈⺠共和

國教育部，2003）。

表3

芬蘭與中國⼤陸的歷史課程規劃

年級 芬蘭 中國⼤陸

五⾄六 史前時期⾄法國⼤⾰命期間  

七⾄九 芬蘭及17⾄20世紀的世界史 中國古代史

中國近代史

中國現代史

世界古代史

世界近代史

世界現代史

⼗⾄⼗⼆ 必修

1、⼈類、環境與文化

2、歐洲

3、國際關係

4、芬蘭史上的轉折點

選修

必修

1、政治制度史

2、經濟社會史

3、文化與科學技術

選修

1、歷史上重⼤改⾰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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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從史前時期⾄⾃治的芬蘭史

2、文化交會

2、近代社會的⺠主思想與實踐

3、20世紀的戰爭與和平

4、中外歷史⼈物評說

5、探索歷史的奧秘

6、世界文化遺產薈萃

       （三）香港

       在香港，歷史在⼩⼀⾄中三主要放在「個⼈、社會及⼈文教育學習領域」，該領域共有6個學習範疇，類似臺灣

九年⼀貫社會領域課綱的編寫⽅式。香港官⽅所提供的課程指引提到：「本指引提供⼀套開放⽽靈活的中央課程，

包括學習⽬標及重點和必須學習的內容。……。然⽽，課程指引不等同在所有學校向所有學⽣劃⼀施教的課程指定

綱要，因為我們清楚知道，世上並沒有⼀本通⾏的課程文件」（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2：73）。該課程指引在附

錄中提供⼀所學校開設「歷史與文化」校本課程（每週4節課）的教學重點如下：

年級 課題

中⼀ 1、歷史研習簡介（歷史是什麼？為什麼學習歷史？學習歷史的技能等）

2、⼈類的起源

3、世界文明的起源

4、東⻄文明的發展與帝國（2070BC-220AD）

**共分為中國、希臘羅⾺、東⻄文化的分別、東⻄文化交流四⼤項。前三項皆分述

政治、經濟、社會、⺠族的重點內容，但各僅須選1－2項。以下凡內容較多的課題

皆採取此⼀作法。

5、東⻄帝國的分裂與北⽅⺠族的內遷（220AD-589AD）

6、香港史

7、專題研習（提供古代文明、絲綢之路等六個主題，任選⼀項）

中⼆ 1、東⽅統⼀帝國的再現與東⻄文化的發展（4-14世紀中葉）

2、東⽅帝國的衰弱與⻄⽅向近代邁進（14⾄19世紀中葉）

3、⻄⽅列強向東⽅擴張與中、⽇的回應（19世紀中葉⾄20世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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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專題研習

中三 1、兩次世界⼤戰與中國

2、戰後的中國與世界

3、20世紀的發展：回顧與前瞻

4、專題研習

       在⾼中階段，歷史被列為選修，分為中國歷史與歷史科。根據2014年頒布的「課程及評估指引」，每科皆有必

選與選修，其中中國歷史⼜包含不列入公開評核範圍的「中國歷史概論」及「歷史研習的態度與⽅法」兩部分。⽽

2015年的修正版，中國歷史仍⼤致維持原有架構，在歷史科部分則刪除「選修」課程（香港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

試及評核局，2014、2015）。2014年的內容架構如下：

課程 必／選修 重點

中國歷史 必修

（歷代發展）

分為上古⾄19世紀中葉、19世紀中葉⾄20世紀末兩⼤

部分

選修

（歷史專題）

以下任選⼀單元：

1、20世紀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承傳與轉變

2、地域與資源運⽤

3、時代與知識分⼦

4、制度與政治演變

5、宗教傳播與文化交流

6、女性社會地位：傳統與變遷

歷史 必修 引⾔：現代世界的孕育

主題甲：⼆⼗世紀亞洲的現代化與蛻變

主題⼄：⼆⼗世紀世界的衝突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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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 以下任選⼀單元：

1、比較歷史

2、歷史議題探究

3、本地文化承傳研習

課程 必／選修 重點

參、對我國的啟⽰與建議

       我國現⾏歷史課綱雖在形式上為「不同教育階段採取不同架構」，在國⼩、國中階段納入社會學習領域範疇，

將歷史相關學習內容融入九⼤能⼒指標，在⾼中則有單獨的歷史科課程綱要。但在實踐上，則採取「不同教育階段

學習內容重疊」的模式。雖然在課綱上載名，國⼩教育階段著重「認識今昔臺灣的重要⼈物與事件」，要求每個歷

史分期各舉⼀個重⼤⽽久遠影響的事件，並舉⼀或⼆名與該事件密切相關的⼈物做較深入的介紹，但現實運作上則

為臺灣史的通史教育。國中教育階段著重認識臺灣、中國、世界歷史的發展過程，但在九年⼀貫社會領域課綱公布

後所補充的基本內容，則採取臺灣、中國、世界分年級教學的模式，三者皆為通史架構（教育部，2005：4－5、

23－33）。普通⾼中歷史課綱同樣採取臺灣、中國、世界分別教授的通史架構，總共8學分（教育部，2014：

2）。對學⽣⽽⾔，臺灣史從國⼩到⾼中，上了三輪，內容重疊情形嚴重。中國史、世界史則有知識量過多，淪於

趕課的現象。

       本文所整理的三種模式，⽇本最接近我國現況，但⼜可做出⼀定的區隔。⽽近期⽇本正在進⾏的歷史課程調

整，在⾼中部分則規劃「歷史總合」作為⾼中歷史必修課程，以「近代化」、「⼤眾化」及「全球化」三個主題，

將⽇本放入世界的脈絡中，期待從更寬廣的視野來理解近現代的歷史，原有的世界史與⽇本史則納入選修課程（教

育課程部会，2016：129－130）。⽽在國教院2013年社會領域課程綱要的前導研究也嘗試提出三種不同的國、⾼

中歷史課程規劃：

       ⽅式⼀：國中階段的歷史採取⻑時段、以建立初步的歷史演變輪廓為主的通史架構，⾼中採⽤強調「深度學

習」的專題課程。

       ⽅式⼆：國中階段的歷史較偏向與學⽣⽣活較為相近的近現代歷史，⾼中階段著重在近代以前的歷史。

       ⽅式三：國中和⾼中的歷史以範疇為區隔，例如國中以臺灣史為主、中國史以及部分世界史為主。⾼中以亞洲

史、世界史為主（張茂桂等⼈，2013：136－143）。

       綜觀各國歷史課程規劃，依照時序編排雖為多數歷史課程規劃的基本原則，但在⻑達9⾄12年的基本教育中，各

教育階段歷史課程著重的時期、區域則有所不同。本國歷史雖為各國學習的主要重點，然⽽如何認識本國歷史，也

呈現多元的選擇。本國史與世界史並非決然⼆分，本國史與世界史可穿插學習，可在世界史的脈絡中認識本國歷

史，亦可將本國史納入世界史中⼀同學習。⽽無論何者，在不同教育階段反覆學習同⼀時間斷限、同⼀區域歷史的

架構規劃，顯非唯⼀選擇。參酌各國發展，⼗⼆年國教的新歷史課綱可以有更多不同的思考與規劃。雖然每次歷史

課綱的修訂，都觸動社會敏感神經，任何⼤的變⾰都可能染上意識形態的紛爭。然⽽，就如學者所述「若是課程之

發展與⾰新無法完全跳脫出政治文化或意識形態絕對論點的深切影響，或許更應回歸課程改⾰之本質與課程綱要發

展原則來思考臺灣課程的未來」（張宇樑，20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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