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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科書制度——鬆與綁的拉鋸 

圖片製作：策略溝通辦公室 

【教科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李涵鈺】 

壹、議題重要性 

  順應多元化、自由化與民主化潮流，臺灣自 2002 年起中小學教科書全面實施審

定制度，開放由民間業者自行編輯，象徵著政府對教育知識掌控權力的鬆綁。審定制

實施至今已近 20 年，當初期望教科書多元化與品質的提升也有著不同討論聲音。從

這一波課程改革下，如何因應或微調，成為教科書制度改革須思考的議題。 

  香港除了與臺灣地緣環境相近外，教科書1在兩地的課堂教學、學習、考試均占有

重要地位。香港由政府（課程發展議會）負責制定各科課程指引，民間（商營出版社）

編寫教科書，再將教科書送交政府評審，認可的教科書便可供學校選用，審定程序大

致與臺灣相同。雖然香港教科書制度也是審定制，惟其不強制課本一定送審，且以「適

用書目表」作為選書推薦。在自由市場機制下，香港教育局對於教科書的編輯、審查、

                                                        
1 Textbook，香港較常指稱「課本」，臺灣常稱「教科書」，均為課堂中教與學的主要工具或媒介。本

文在引用上多遵循派駐人員的用語，其餘則以「教科書」為主，因此本文中，「課本」及「教科書」混

和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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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用、使用等有一套制度設計（駐香港臺灣經濟文化辦事處，2016），香港學者形容是

「徘徊於控制與自由之間」（霍秉坤，2019），筆者認為是在自由之中，設定相關規範，

以防止自由失控。 

  香港教科書制度長期以往採取自由市場導向，有寬鬆也有若干規範，臺灣現正朝

向鬆綁的路上，若過於控制，易失去多元，自由與品質該如何兼顧？要規範到什麼程

度？鬆綁之間如何拿捏？依此，本文從國際教育訊息中的香港教科書資料，整理出有

關編寫、審查、選用、書價等做法，並汲取可反思借鑑之處。 

貳、香港教科書制度特點 

一、闡明優質課本的特質，以《優質課本基本原則》引領課本編寫 

  香港課本的編寫指引及原則，除了有個別學習領域／科目的課本編纂指引外，還

有《優質課本基本原則》。該文件清楚說明，學習並不侷限於課本或課堂上，更包括各

種學習材料和學習經歷。儘管課本並不是獲得知識的唯一途徑，有鑑於課本是學生重

要的閱讀材料，優質的課本不僅能激發學習興趣，更能使學生積極參與學習，因此，

課文的質與量必須審慎編寫（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2016）。 

  此基本原則分為 5 個範疇，包含「內容」、「學與教」、「組織編排」、「語文」、「編

印設計」，在數位教科書方面，另有「技術及功能要求」、「運用電子功能於學與教」（香

港教育局課本委員會秘書處，2020）。每個範疇下各有數個細項指標，如「內容」範疇

下有 10 項指標，體現科目課程的四大要素（目標、內容、學與教策略、評估），以協

助學生的學習；又如「學與教」有 9 項指標，旨在透過不同學習活動培養共通能力，

均衡發展學生不同層次的認知技能（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2016）。 

  香港教育局所公告的《優質課本基本原則》是各科目共通性的指引，這些指標對

於教科書內容、如何設計問題、學習活動的安排與組織、學習的評估與回應等有具體

建議，是教科書出版社實用的編撰設計原則。筆者認為課本編撰前提供具體的指引，

或許比審查時提出有關學與教等設計方面的修改建議更具參考或影響力。 

二、選取部分優質課本原則作為審查通過的必備條件，把關基本品質 

  為確保課本的品質，香港教育局設立了評審程序，送審的課本須由教育局的科目

專家、前線教師和大專學者所組成的科目評審小組進行評審，審查範疇包括課本的「內

容」、「學與教」、「組織編排」、「語文」和「編印設計」等（駐香港臺灣經濟文化辦事

處，2014a），亦即在優質課本基礎之上，香港教育局選取部分原則作為評審通過的必

備條件： 

  內容：（1）配合課程指引的宗旨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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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內容有效配合課程要求，不須附加材料，仍足以獨立使用。 

     （3）資料／數據準確及適切。 

     （4）概念正確、清晰和發展合理。 

  學與教：具備必須的學習活動以達成學習目標 

  語文：語文正確無誤 

  若上述任何一項未達基本要求，則為「不推薦」（NR），無法列入「適用書目表」

（香港教育局課本委員會秘書處，2020）。因此《優質課本基本原則》不僅是課本編寫

參考，亦是課本評審的依據，在此基礎上為教科書審查設立了基本通過門檻，從而也

可避免審查委員淪為出版社小編，幫忙校對修潤文字。 

三、以整個學習階段送審，確保品質與連貫 

  出版社根據各科目課程綱要／指引編寫的新課本，須以整個學習階段的形式送審

和批核（如小一至小三、小四至小六、中一至中三、中四至中六），以確保課本的連貫

性、品質及其涵蓋的範圍能符合課程的要求（駐香港臺灣經濟文化辦事處，2014a）。

部分指定科目／修訂課程可接受「分批送審」，但評審結果仍會依據整個學習階段，也

就是全套課本的整體評審而定。評審結果有「推薦」（R）、「不推薦」（NR），即使課本

評級為「R」，出版社仍須根據課本評審報告所提出的意見，修訂「必須更正部分」；

如送審課本（初版／改版課本）前兩次已被評為「NR」，課本委員會有權不再為有關

課本進行第三次評審（香港教育局課本委員會秘書處，2020）。部分科目允許「分批送

審」，或可減低因投入課本開發，結果審查後無法列入適用書目表而蒙受損失。 

  香港採取整個學習階段給予整體評定，確保連貫性與完整性，亦可避免學校所選

用的版本，若某冊未通過審查，如上冊通過，下冊未通過，學生可能面臨換版本的窘

境。 

四、賦予教科書出版社送審的自主性與學校的選書權 

  出版社不一定要將課本都送至教育局評審，但若有意將課本列入教育局「適用書

目表」／「電子教科書適用書目表」，便必須送審（駐香港臺灣經濟文化辦事處，2014b）。

經評審而能達至一定水平的課本，會獲列入香港教育局「適用書目表」內，供學校選

書之用（駐香港臺灣經濟文化辦事處，2014a）。通過評審的課本，出版社將收到教育

局提供的中、英文標誌的電子檔，「標誌」如下圖所示，可印於課本的背頁，除適用書

目表的課本外，不可在其他情況下使用（香港教育局課本委員會秘書處，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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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香港教育局未強制出版社必須將教科書送審，同時在選用規範上，即使未

送審、未通審的教科書，學校仍可選用，賦予學校選書權，可因應學生的學習需求及

教師專業自主與能力，得以採用「適用書目表」以外的課本和學與教資源。 

  惟香港教育局（2020b）於 2019 年推出高中通識科教科書專業諮詢服務，試圖以

「自願送審」機制，解決市面上流通多套未送教育局審查的通識科教科書，並考慮將

通識科「教科書」納入現行課本評審機制的可行性，也就是說香港的通識科教科書未

來可能面臨均須送審，學校才能選用的處境。 

五、為穩定課本價格及選用秩序，實施「課本、教材和學材分拆訂價」  

  香港的教科書書價高，有小學家長指稱，透過學校訂購全新的教科書一套，大約

須 3 千多元港幣（約 1 萬 2 千至 1 萬 5 千元新臺幣），而這已經是透過校方提供的折

扣購買（香港事務局，2019）。在自由經濟市場的原則下，香港教育局不會過度干預出

版社的商業決定，因此出版社得依公司營運、課本開發成本、市場情況等因素為課本

定價，但教育局會採取各項措施，以穩定課本的價格，如「課本、教材和學材分拆訂

價」（駐香港臺灣經濟文化辦事處，2014a）。 

  為有效解決課本與教材綑綁銷售的情況，香港教育局於 2014、2015 學年起全面

實施「課本、教材和學材分拆訂價」政策（分拆政策）（駐香港臺灣經濟文化辦事處，

2016），「分拆政策」是指教科書出版商須為課本、教材和學材分別訂價，不可將課本

連同教材／學材（如工作紙／「按需要列印」的原件、學習管理系統、作業、暑期作

業等）以綑綁方式銷售，亦不可向學校提供贈送，或讓學校借用教材；但供學校選書

用的課本樣板書，以及符合有關規範的免費教師用書，則可獲豁免（駐香港臺灣經濟

文化辦事處，2016）。 

  消費者按需求去選購課本、個別教材／學材或「套裝」（駐香港臺灣經濟文化辦事

處，2016），減輕家長購買教科書的負擔和避免資源浪費（香港教育局，2015），此政

策除了讓出版社有所遵循外，避免變相將開發教材或銷售費用加諸於學生用教科書之

中，也避免學校在選用時，因有關利益（如送測驗卷、作業本等），而影響選書結果。 

六、增加課本重用的條件與機會，鼓勵循環使用 

  為解決書價問題及培養學生的環保意識，香港教育局推行不同形式的課本重用計

畫，例如購買故事書和參考書讓學生借用、舊書捐贈、買賣二手書活動等。此外，在

《優質課本基本原則》的「編印設計」亦有具體建議做法，課本在設計時，就能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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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循環再用的角度進行編排，例如：盡量避免提供僅能使用一次的材料（例如只可使

用一次的貼紙）或從課本中撕出部分頁數等（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2016）。 

  另外，在課本「改版」部分，自 2010、2011 學年起，出版社必須遵守「五年不改

版」的規定（初中「生活與社會科」除外），若出版社提出的改版理由不充分或擬改版

內容較舊版差異不大，即使已符合五年不改版的期限，教育局亦不批准改版（香港教

育局課本委員會秘書處，2020），避免課本內容頻繁修訂更動。 

  出版社印刷課本時，必須以「附頁」或「勘誤表」形式，展示有關課本的改動或

修訂，並透過學校免費派發給使用舊書的學生。學校在書單上應清楚列明該課本的原

有版次舊書仍可使用，由出版商提供或從教育局「適用書目表」下載「附頁」或「勘

誤表」分發給使用舊書的學生，或通知學生有關修訂的資料（香港教育局課程資源組，

2020a），若出版社未能達到上述要求，教育局有權將課本自「適用書目表」內刪除。

教育局的這些作為均在創造增加課本重用與循環使用的機會與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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