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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

       本期介紹《教科書研究（第⼗卷‧第三期）》及《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第⼗三卷‧第四期）》此⼆本期刊均榮獲

2017年TSSCI核⼼期刊。前本《教科書研究》收錄5篇專論文章，紙上論壇及書評。後者《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

收錄編輯與當期主題「教育⼼理、輔導與測評」相關的4篇論文進⾏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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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本期《教科書研究》刊登5篇專論文章。⾸篇「英格蘭公⺠資質國定課程的課程管控之演變及其啟⽰》，是⼀

篇以課程管控為主題的跨國課程比較研究，討論三個版本公⺠國定課程管控的歷史，建議我國在課程掌控上，應釐

清掌控項⽬，以利教科書編審。第⼆篇「從課程校準觀點探討新加坡科技教科書對我國⽣活科技教科書的啟⽰」⼀

文則以課程校準的理念，透過內容分析，探討其設計與科技的課程、教材、教法和評量校準情形，並建議我國⼗⼆

年國教⽣活科技課程教科書的編審，應該要重視設計與製作兼顧的科技教育核⼼價值，並以質量並重的學習評量引

導學⽣學習成效。

       再者第三篇「技術型⾼級中等學校技能領域課綱理念、發展⽅式及其轉化為教科書之挑戰」，探討技能領域課

綱理念之轉化歷程與實踐，認為務實致⽤、職能本位、縮短教科書研發與教學現場的距離是技術型⾼中技能領域課

綱發展的挑戰。接續第四篇「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綱的實踐─⼀位輔導訪視⼈員的觀察」及第五篇「幼兒園教保

活動課程⼤綱之多元文化教育意涵評析」⼆文，前者訪視觀察了解教保活動課程⼤綱的實踐困境；後者透過文獻分

析，探討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綱的多元文化教育內涵。

        論壇專欄由本期兩位主編主持，邀請專家學者及⾼中教師就「符應⼗⼆年國教課綱之教科書編審」議題進⾏討

論。與會者都期望教科書的研發試⽤能更完整，時間更充裕，提供良善回饋以利修正，並應強化各階段課程銜接，

不論是編者或審查者，都要能掌握教學現場實際情形。最後書評專欄則是介紹與評述《讓證據說話，讓知識成為教

育⾰⼼的⼒量──評John Hattie 看得⾒的學習三書》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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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本期主題為「教育⼼理、輔導與測評」，收錄刊登與主題相關的3篇論文及1篇非主題論文。⾸篇「進⾏多層次

建模最⼩可⾏的樣本數建議：⾙⽒模擬取向」係採取模擬研究法來比較⾙⽒⽅法和ML估計法在多層次模型以及成⻑

模型建構時，所需最⼩可⾏的分析樣本單位數。研究結果顯⽰⾙⽒⽅法進⾏多層次模型以及成⻑模型建構時，所需

的樣本數較⼩。

       第⼆篇「量表⻑度簡化研究：〈簡式中⼩學教師主觀幸福感量表〉修訂」本研究將過去所編制之「主觀幸福感

量表」修訂為「簡式中⼩學教師主觀幸福感量表」，以符合臨床應⽤與實務研究上之經濟性與效率性的需求。研究

結果顯⽰簡式量表具有不錯的外在效標關聯效度。

       中介效果模式為教育與⼼理學研究正夯的重要課題之⼀，第三篇「國⼩學童正向情緒與創造⼒關聯之研究：以

創造⼒傾向及創意⾃我效能為中介變項」，剛好趕上此課題，研究是採取結構⽅程模式，以了解創造⼒傾向與創意

⾃我效能中介於正向情緒與創造⼒之間的間接影響效果。最後⼀篇「分布認知觀點的教師認知歷程：以教師⾃編評

量為分析焦點」，是以某國⼩為研究個案，以學校實施「雙向細⽬表」的教師⾃編評量為中介物，⽬的了解教師的

認知歷程。研究結果顯⽰：教師認知階段依次呈現質疑、反思、轉向、創新等，認知系統⼤致呈現朝向上升⽅向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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