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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編審人員在教科書發展上的角色與定位 

 

【文／教科書發展中心助理研究員 李素君】 
【圖／教科書發展中心 邱崇偉】 

本院教科書發展中心本（102）年啟動的「臺灣國民中小學教科書發展之口述歷史研究

（1952 至 2001 年）：知識論與課程觀的演變」專題研究，為期對歷年來國立編譯館（本院前身）

研究人員參與教科書編審工作的角色有更深入的瞭解，研究團隊於本（102）年 9 月 24 日邀請曾

參與統編本教科書編審工作之退休及在職同仁進行訪談，並分享教科書編審的心得。本文謹就訪談

過程相關議題探討的發現，擇要整理並略述如下。 

教科書編審人員的角色 

統編本時期，國立編譯館編審人員均擔任教科書編審委員會委員，除須負責研究各該科課程標

準、協助解決編審問題、校正書稿等工作外，針對教科書內容妥適與否，尤須在編輯委員者與審查

委員間扮演中介角色，居間協調相關編務。教科書出版後，對於學校教學及各界反映之問題與教材

疑義，也需要進行整理、分析，以作為教科書再版修訂時之參據（國立編譯館，1993）。因此，

教科書編審同仁角色與權責的拿捏，端視其與編者、主任委員間三方的關係，及其在該學科之專業

程度而定。 

教科書實驗與發展 

談到教科書編輯，便不得不提及舟山模式與板橋模式。所謂舟山模式乃指國立編譯館編輯教科

書的一套過程，此模式係邀集學科專家、教育心理學者、教育行政人員等組成編審委員會，依據課

程標準，進行教科書的編寫、出版，因國立編譯館位處台北市舟山路上，故有「舟山模式」之稱；

板橋模式則為教育部於民國 61 年指定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辦理小學課程研究計畫，歷經教

材翻譯、研擬教材大綱、設定教學單元、編寫教材、試教修訂等歷程，最後再送國立編譯館審查修

【教育交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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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後出版（王浩博，1991；吳志惠，2012），因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位處當時的台北縣板橋市，

故有「板橋模式」之稱。簡而言之，「板橋模式」的實驗教材是先規劃好教學流程（即規劃好教師

手冊內容），再依教學活動轉化成學生使用的課本；相較於板橋教師研習會的時間充裕，國立編譯

館卻必須在短暫的一年內組成編審委員會後，如期編輯出版教科書、習作與教師手冊。由於「舟山

模式」缺少教科書最重要的實驗過程，以致於常常在教材出版後，迭遭批評。 

民國 78 年，國民中小學教科書進行適切合理化修訂工作，國立編譯館除延用板橋教師研習會

實驗發展的自然與數學二科外，在當時館長曾濟群博士堅持下，更擴及社會、生活與倫理等科；而

國小國語科則未採用實驗教材，由國立編譯館延聘林海音、林良、吳宏一等知名文學家親自執筆。 

教科書全面開放後的定位 

解嚴後，教科書制度開始鬆綁，國民中小學藝能科目陸續開放為審定本。之後，因應外界教改

的呼聲，並配合民國 82 年新修訂之課程標準之實施，國民小學於民國 85 年全面逐年開放審定；

國中配合九年一貫課程之實施，延至民國 91 年才全面開放審定；高中則於民國 88 年全面開放審

定（藍順德，2010）。 

教科書雖已於 85 學年度起全面逐年開放為審定本，但基於品質無虞、供應無缺、價格平準的

考量，國立編譯館仍繼續編輯國語、數學、社會、自然、道德與健康五科教科書，與民間版本一併

送審發行（陳清溪，2005）。由於中小學教科書的審查向為國立編譯館的業務，於此統編、審定

併行時期，為達編審分立原則與制衡作用，教育部乃將國小教科書審查委由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

習會辦理；國立編譯館主編之教科書亦須送經教育部審定後始得發行，一稱「部編審定本」。89
年 3 月，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公布，國立編譯館又恢復為教科書審定專責機關，也退

出中小學教科書編輯市場。 

從政府遷臺至今，教科書制度之演變歷程，歷經國定與審定併行，最後終又回歸到審定制。多

元、開放是正確的理念，世界各國教科書編審制度，也大多趨向選用或審定制。過去國立編譯館時

期的教科書編審人員，人員對於教科書編審過程與進度的管控、書稿品質的掌握以及外界質疑問題

之答覆處理上，均有相當豐富的經驗，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如今國立編譯館已整合為國家教育

研究院，其編審人員仍在職者，均已轉換角色，從教科書編審，朝向教科書審定專業人員的方向深

耕、精進。過去積累的教科書研究能量，將成為國家教育研究院教科書研究發展的動力；此也是與

會退休編審同仁對中心同仁的期許與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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