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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臺灣教科書開放政策之後，衍生出教科書價格與品質等相關問題。本研

究藉批判教育學的觀點，重新思考教科書編輯的過程。首先，先說明「轉化

型知識份子」的意涵，藉以論述教科書編輯者作為「轉化型知識份子」的可

能性；再以批判教育學的觀點說明教科書編製過程的知識與權力運作；最後

提出教科書編輯者作為「轉化型知識份子」之實踐方向如下：一、看見「看

不見」的連結點；二、承擔社會責任；三、發展真正的一綱「多本」；四、

鼓勵出版社編輯者在職進修與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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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sibilities and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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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llowing Taiwan’s open textbook policy, issues related to the price 
and quality of textbooks have been raised. This article re-examines the 
process of textbook edi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pedagogy. First, 
the meaning of “t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s” is interpreted in order to 
discuss the possibility of textbook editors as “t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s”. 
Next, the knowledge and power operations of the textbook development 
process are describ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pedagogy. Finally, the 
following practical directions for textbook editors as “t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s” are proposed: 1. Discover the implied meanings behind 
phenomena; 2. Take social responsibility; 3. Develop authentic 
implementations of “one-guideline-multiple-versions”; 4. Encourage 
publishing editors to complete in-service training and ability enhancement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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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981年以前，教科書是國定制，但隨著政治民主化與教育自由化，在

1991年後，臺灣的教科書在立法委員和民間業者的推動下，教育部逐步開放

教科書審定，1996年國小教科書全面開放，2002年再開放國中教科書。教科

書開放民間出版社編輯後，知識與權力之間的運作，使教科書不僅是文化

物，更是經濟商品，教科書制度所傳達的，不僅是一種文化的政策，更是政

治的、經濟的政策（歐用生，2006a；Apple, 1993）。教科書是依據課程綱

要，經由人規劃、設計出來的，過程中須考量特定團體的權力、出版社的經

濟限制與市場利潤，它在教師的眼中是正式課程、是與學生互動的重要文

本；在出版社的眼中是將轉化為利潤的商品；在實際上它是政治、文化、權

力、預算與利潤妥協下的成品。  

配合九年一貫課程，教育部依據《國民教育法》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

學教科圖書由教育部審定，中小學教科書全面開放由民間出版社編輯，希冀

透過市場自由競爭，使課程多元化、提升教科書品質。但教科書開放民編

後，衍生教科書漲價及品質問題（彭致翎、詹美華，2011），且權力和利益

的運作愈來愈明顯，加上民間出版社重視的是教科書版本的市場占有率，而

不一定是內容品質，且為了投教科書選用者之所好，各版本互相模仿，企圖

囊括所有版本的教材內容，多元成了假象，各版本特色淡化（張芬芬、陳麗

華、楊國揚，2010）。教科書開放這20幾年間，教科書版本的競爭，由教科

書的內容是什麼，逐漸轉向教科書的贈送配套有哪些、出版社業務人員的服

務品質是否優良、能否提供教師研習、擔任講師或教科書作者的機會等。  

歐用生（2006b）指出，臺灣的教科書制度一直走在權力與利益爭奪的

陰影下，呈現了資源的爭奪、政治的角力與權益的運作，但卻完全缺少了專

業的對話和哲理的辯論。藍順德（2003）發現教科書開放民間出版社編輯之

後，部分編者認為，民間教科書業者較重視能否通過審查、市場占有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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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重視教科書品質，業者投入於教科書研發編輯之費用，與花費於行銷、公

關的成本，兩者相對不對稱。再則，教科書的相關研究大部分針對意識形

態、詞彙、議題進行內容分析，或透過問卷瞭解教師對教材的滿意度，以及

教師如何運用教科書（李翠玲，2011；徐偉民，2017；張美雲，2017；莊善

媛、李隆盛，2011；許民陽、陳秀雯，2013；郭丁熒，2012；黃志成、游家

政，1998；葉興華，2009），對於教科書編輯者的專業、培訓與在職進修，

以及教科書發展課程的過程並不重視。較少由局內人出版社編輯團隊和

執行編輯者的角度進行檢視，論述出版社的編輯者應具備哪些能力？應扮演

什麼樣的角色？若教科書編輯者僅依據市場及權力者的意見修改教科書，扮

演「順應型知識份子」的角色，那麼教科書將只呈現某些團體的觀點，成為

完全的經濟商品；反之，欲使教科書在文化、權力、經濟的角力下取得平

衡，成為趨近課綱的產物，教科書編輯者應具有批判性的思考與行動力，作

為「轉化型知識份子」。因此，本研究以教科書編輯者作為「轉化型知識份

子」的可能性進行論述。  

本研究先說明Giroux「轉化型知識份子」的意涵，藉以論述教科書編輯

者作為「轉化型知識份子」的可能性；再透過局內人批判的觀點說明教科書

編製過程與權力運作，其如何暗中破壞教育與教科書一綱多本，亦即研究者

以親自參與有關教科書編輯相關事務所悉進行分析；最後提出在臺灣的教科

書出版環境下，教科書編輯者作為轉化型知識份子的實踐方向。  

貳、教科書編輯者作為轉化型知識份子的可能性 

教科書的推手是出版社的編輯者，其參與權力、知識的運作，以及哪些

知識被納入或排除，但從事教育研究時，大部分關注的焦點在教師上，如

Dewey（1934）提出「教師是藝術家」，教學是複雜的工作，須有反省和想

像 力 ，具 實驗 精 神， 所以 是 最好 的藝 術 家才 能勝 任 ； Greene（ 1973）提出

「 教 師 即 陌 生 人 」 ， 提 醒 教 師 應 察 覺 例 行 活 動 中 的 潛 在 影 響 力 ； Giro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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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提出「教師即轉化型知識份子」，鼓勵教師發展批判性的語言與可

能性的語言，並培養學生成為具備知識的公民。那麼教科書編輯者應具備哪

些能力？應扮演什麼樣的知識份子？才能使教科書在「文化物」與「經濟商

品」之間有更佳的平衡點。以下藉Giroux對知識份子的分類，再進一步說明

編輯者作為轉化型知識份子的可能性。  

一、轉化型知識份子的意涵  

在Giroux（1993）的論述中，將知識份子分為以下四類：  

(一)霸權型知識份子（hegemonic intellectuals）  

妥協於學術和政治團體，或打著客觀主義的旗幟。他們透過為統治階級

提供道德和知識上的領導，通常扮演與統治階級為合夥人的角色。  

(二)順應型知識份子（accommodating intellectuals）  

通常選擇偏向統治群體，自由的遊走在階級衝突和黨派之間，屬於「西

瓜倚大爿（pîng）」的角色。  

(三)批判型知識份子（critical intellectuals）  

能批判社會中的制度、文化與思想，但甚少與他人團結進行集體奮鬥，

意即他們較少將批判轉化為實踐行動。  

(四)轉化型知識份子（t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s）  

能從知識建構的觀點，瞭解主體如何受到歷史脈絡中的社會形式所 控

制，並覺知這些社會形式隱含的特殊利益關係，且能與各類團體共同參與解

放的行動。  

Giroux 「 轉 化 型 知 識 份 子 」 的 概 念 主 要 是 受 到 Gramsci （ 1976 ） 提 出

「有機的知識份子」（organic intellectuals）的影響，並主張教師即轉化型

知 識 份 子 ， 而 Giroux 所 謂 的 「 轉 化 」 就 是 要 做 到 「 有 機 化 」

（ organicalization） ， 意 即 要 先 瞭 解 自 身 所 處 的 情 境 脈 絡 ， 建 立 知 識 的 判

準、轉化的目標或方法，而非僅是批判。以下藉Giroux主張教師即轉化型知

識份子之論述，使「轉化型知識份子」的意義更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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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即轉化型知識份子  

由於教師每天工作繁多，且受到中央意識形態限制，需長時間獨立 工

作，較少有與其他教師討論的合作機會（Lortie, 1975），形成了「無產階

級化」（proletarianization）的現象，教師被簡化為學校官僚體系中的專業

技術工人，其功用只在於管理與實施課程，而非發展或批判課程，以符合社

會脈絡的教育考量（Giroux, 1988）。在這樣的情況下，教師工作貶值化、

去技能化（de-skilling），因此Giroux力倡教師不是技匠，而是轉型的知識

份子（歐用生，2019）。這樣的論述提醒我們提升人類思考與實務能力的價

值，以及教師是反思實踐者的意涵。  

Giroux（1988）指出教師即轉化型知識份子，並說明轉化型知識份子的

核心在於使「教育更政治化，政治也更教育化」，促使教師發展出轉化社會

結構的力量，讓學校成為轉化壓迫的場所。在「教育更政治化」的部分，教

師應具備批判的反思與行動力，發現社會、學校中習以為常的不公平與不正

義，透過批判的思考與行動改變它，對抗權力與壓迫，發揮人性關懷的實踐

力量；在「政治更教育化」的部分，教師應將學生視為批判的行動主體，可

以質疑所學的知識，利用批判與證實的對話，為所有人爭取一個更民主的社

會。再則，轉化型知識份子必須發展出「批判性的語言」與「可能性的語

言」，他們須質疑、反對學校內外於經濟、政治與社會不公平的現象，並致

力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讓學生有機會成為有知識和能批判、實踐的公民。

換言之，教師作為轉化型知識份子的角色，除了展現其教師教學專業，更重

要的是發揮教師的社會責任、批判反思能力與關懷，以具體行動改變社會上

的壓迫及不正義。  

許誌庭（2002）論述教師作為轉化型知識份子的可能性、限制與實踐方

向，指出這樣的角色實踐有三個特色，包含： (一 )承擔社會責任，時刻提醒

自己對學生的潛在影響力； (二 )對社會中不公平不正義的現象了然於心，但

非直接參與黨派活動來改變社會結構，而是培養學生的心靈，孕育未來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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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力量； (三 )在日常枝節之間，培養學生成為未來公民，間接行使對未來社

會的強大影響力。葉子勝（2003）以Giroux批判教學論之教育與轉化型知識

份子之理念，可為臺灣教師建構可能的行動方向，包含： (一 )要能質疑學校

存在的目的為何，不能將社會現有的一切視為理所當然； (二 )要能站在社會

正義與追求解放的立場，批判不公不義的社會施為與現象，並結合可能性的

語言作為付諸實踐之策略； (三 )要能擺脫去技能化的限制，有能力設計與發

展課程，使學生的歷史、文化、經驗、夢想變得富有意義，從而批判與轉化

之； (四 )要能拓展學校成為民主的公共領域，培養師生成為有勇氣與責任的

公民； (五 )要能邁向結盟合作的社群生活。楊麗芳（2005）探討原住民教師

如何作為轉化型知識份子，研究採用質性研究，研究對象為六位在國小服務

的原住民校長、主任與教師，研究指出：原住民教師作為轉化型知識份子的

條件為「意識形態條件」與「物質條件」，意識形態條件包括原住民教師的

意識覺醒、產生集體行動與對抗學校行政規訓的策略；物質條件則是尋求經

費支持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由上述可知，轉化型知識份子具備以下特質：  

(一 )具有「批判性的語言」：能夠覺知經濟、政治及社會中不公平與不

正義的現象。  

(二 )具有「可能性的語言」：能夠利用批判與證實的對話，提出具體可

行之策略，再透過行動改變社會不公平與不正義的現象。  

(三)實踐人性關懷的力量：能夠關懷被壓迫者，並勇於對抗權力。  

(四 )創造民主的社會：能夠透過多元的方式，引導他人質疑習以為常的

知識與權力關係，成為批判的行動主體。  

(五 )孕育未來的改革力量：能夠在日常工作與生活中，間接發揮對未來

社會的影響力，使學生或他人有機會成為有責任感的公民。  

三、教科書編輯者與「轉化型知識份子」之間的連結  

教科書是中小學教學的重要教材，是教師課堂上教學的主要來源，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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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學習中所使用的主要媒介，更是考試命題的依據（黃政傑，1998），而且

教科書還有發展個人知識與技能、傳遞思想與文化、建立社會價值及國家意

識等重要功能，其品質的良窳影響著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更牽動著整體教

育。因此，規劃與編輯品質良好的教科書，實為出版社的教育道德責任與社

會責任。  

出版社編輯或修訂教科書時，通常先進行市場調查，瞭解大部分教師的

意見，但納入修改的不一定是符合課綱或符合學生發展的，而可能是握有決

定多數版本的教師所提出的意見，出版社為了版本占有率、節省成本與獲取

利潤，常將這些意見視為「聖旨」，教科書編輯者無決定權，僅被要求逐條

修正。在此情況下，教科書編輯者的工作被貶值且去技能化，被簡化為「蒙

住雙眼、遮住耳朵」的技術工人，其功用僅在書寫他人期望的文字、管理編

輯進度，而非發展教科書和批判市場調查的意見，教科書編輯者僅是出版社

如機器般的工具。  

一本教科書若沒有嚴謹的編輯團隊，按編輯計畫進行編輯，很容易讓人

有整本教科書看完了，卻看不出教材的「牛肉」在哪裡之慨歎（歐用生，

2006b）。因此，教科書編輯者須具有架構整套教材之規劃能力，不因版本

占有率隨波逐流，將內容東拼西湊，納入某部分教師認為好教、易發揮的主

題或課文，但整體評估卻是排除某些重要議題，或某些特定主題疊床架屋。

有研究指出，教科書內容最後所呈現出來的內容與形式，與其編輯群原先規

劃的設計理念有落差，而具有向市場傾斜的「內容簡單」、「容易教授」、

「容易批改」、「內容趨同」等特性（邱千芳，2006；鄧鈞文，2001），例

如：國小閩南語課本的練習題，大多納入圈圈看、連連看、勾選題或填代號

的題型，盡量排除書寫閩南語漢字的練習題，以符合「容易學」、「容易

教」、「容易批改」的市場調查意見。為避免教科書走向各家趨同化，甚至

因為模仿而破壞了事先規劃好的整體架構，以及促使教科書成為引導學生主

動思考、發現需改變的社會現象，並成為教師由傳統講述教學轉向為素養導

向教學方式的媒介之一，編輯者應具備批判的反思與行動力，發展出「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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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語言」與「可能性的語言」，反思、批判納入的知識、修改意見背後代

表的意涵，以及其將如何影響教育，並質疑、反對將教科書被過度簡化，使

學生陷入「假的快樂學習」，缺乏思辨機會，應該設法發展解套的方式，在

知識、市場、權力中盡量尋得平衡點。因此，教科書內容不應偏向某一政黨

或特殊權力團體，成為特定族群或利益團體的代理者，納入他們的知識與文

化價值，教科書須價值中立，致力於創造民主的社會。  

基於上述觀點，教科書編輯者的角色不應是「霸權型知識份子」，妥協

於學術和政治團體，為統治群體編輯符合其內在思維體系的知識，造成文化

再製的社會現象；也不應是「順應型知識份子」，選擇站在統治群體的意識

形 態 和 現 實 物 質 之 中 ， 如 同 牆 頭 草 的 投 機 者 ； 也 不 應 是 「 批 判 型 知 識 份

子」，僅批判社會制度、文化與思想，僅是抱怨著編輯違心之論的教科書，

卻不將批判轉化為具體的實踐行動。教科書編輯者須能自我批判、洞察各種

權力下的意識形態及利益糾葛，並將上述覺知實踐於教科書規劃與編輯歷程

中，引導學生將所學連結於生活中，成為具有責任與正義感的公民，亦即具

備「批判性的語言」與「可能性的語言」，透過教科書規劃與編輯，實踐人

性關懷，成為改變教育與創造民主社會的幕後執行者之一。  

綜合上述，教科書編輯者作為轉化型知識份子有其必要性，教科書編輯

者須具備「批判性的語言」與「可能性的語言」，才能在社會結構、政治、

文化中，覺察知識與權力間的關係，並願意肩負起責任，在複雜的脈絡下，

找到合宜的課程發展方案。在這種論述中，編輯者如何批判教科書的編製過

程？以下從局內人的觀點說明教科書的編製過程，以及其中權力運作的問

題。  

參、局內人的觀點教科書的編製過程與權力運作 

後 再 概 念 化 學 者 Malewski （ 2010 ） 指 出 ， 若 課 程 研 究 分 為 「 局 外 」

（outside）與「局內」（ inside），這樣二元對立的分法是被過分簡單化，



100 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 二十卷一期 
 

 

建議轉向「局外人走進來」與「局內人走出去」的觀點，以協助我

們探討「增殖繁衍」（proliferating）。增殖繁衍是指引起快速的成長或增

加，它在一個研究領域中，並不能夠存留於特定的形式、結構或機制當中

（楊俊鴻、蔡清田，2010）。此概念提醒我們，權力不是一元化的運作，而

是交互作用的關係，所以藉此論述，期望局外人能走進來，改變原有的權力

關係，開放新的視野、聲音、知識或研究成果；期望局內人能走出去，嘗試

與突破思維的框架，檢視自己工作日常的細微枝節，如同Greene（1973）以

「教師即陌生人」的隱喻提醒教師應以探究、新奇的視野面對日常生活，如

「返鄉遊子」去察覺過去不曾留意的細節、去質疑不曾疑惑的習慣，用新的

視野重新檢視過去認為理所當然的現象，並再詮釋所見所聞，再建構新意

義。接著，以下先說明教科書的編輯與規劃，並以Apple（1990, 1993）的官

方知識與相關論題，提出說明教科書的知識與權力運作，再嘗試由局內人的

觀點反思教科書編輯過程如何暗中破壞教育與教科書一綱多本。  

一、教科書的編輯與規劃  

教科書編製是一個長期、昂貴、複雜的過程（Keith, 1991）。隨著每一

家出版社的規模與文化差異，工作流程與責任分配也有所不同，但相同的是

教科書的編輯與規劃須符合課程綱要，考量社會發展、知識系統、學生的學

習發展等。以下說明一般教科書編輯與規劃的步驟，以及其中可能潛藏的權

力運作問題。  

(一)準備階段  

教材規劃前，大多會先由教科書企劃人員提案，根據課程綱要擬定教材

計畫大綱，並進行市場調查與版本分析，派遣業務專員諮詢教師各種教學需

求、對教科書的意見等，最後由出版社、教師編輯群和執行編輯者建立基本

共識，形成教科書初步的理念、風格、體例及全冊總頁數等。在此階段中值

得思考的問題包括：哪些教師被納入或排除諮詢教科書的意見？教科書被設

定的總頁數代表什麼意思？是妥善規劃課程的節數，還是以頁數議價的利



郭家華 教科書編輯者作為轉化型知識份子的可能性與實踐方向 101 

 

 

潤？  

(二)編輯與印製階段  

教師編輯群和執行編輯者撰寫教科書初稿，完成後執行編輯者再與 美

編、攝影師溝通，進行版面規劃、插圖設計、照相等工作，完成文稿校改

後，聘請學者教授進行審稿，最後進行小規模的教科書試用，彙整試用結果

並修改後，再送交國家教育研究院審查。審查通過後，由編輯部門協助製

版，完成後由發行部門印刷、處理特殊頁、膠裝成書。在此階段中值得思考

的問題包括：為什麼邀請某位教授、教師加入編輯群？背後隱藏的勢力範圍

是什麼？將帶來什麼後續利益？在編輯閩南語教科書時，為什麼設定的臺羅

拼音課程分量是如此？是參考學生的發展、教師的意見，還是想拉攏哪一類

教師族群？  

(三)行銷與服務階段  

行銷前，出版社業務部門進行教育訓練，並規劃行銷波段與宣傳品項，

為了提高銷售量，出版社可能會舉辦教師研習、教材座談會、教科書展覽

等，最後部分縣市會舉辦教材說明會，請各出版社派一名代表，統一向教師

介紹教科書的特色。在此階段中值得思考的問題包括：哪些教師被納入此階

段的服務對象？這些過程是為了選擇適合師生的教科書，還是能提供資源、

服務或利益的出版社？  

開放教科書出版的目的是期盼教科書更多元、打破部編的一元化，但事

實上只是轉移戰場，且愈戰愈激烈，在此並非批評一綱多本的政策，而是期

盼如何使一綱多本更好，使師生有更多適合且內容真正多元化的教科書版本

可選擇。  

二、教科書的知識與權力運作  

Apple與Christian-Smith（1991）在《教科書政治學》（The Politics of 

the Textbook）引導讀者思考教科書與權力、利益、政治之間的關係，使課

程知識的發展由Spencer提出「什麼知識最有價值」轉向關注「誰的知識最



102 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 二十卷一期 
 

 

有價值」，並提出教科書並非簡單的「傳遞系統」或「事實」，而是與當下

政治、經濟、文化等層面角逐與妥協的結果，是由具有權力或利益者共同規

劃與製造而成的商品。  

Apple（1993）在《官方知識》（Official Knowledge）指出，改革者以

為改革學校教育便能改革一切，但事實不然，使得教育經常成為政治、經濟

與文化等問題的代罪羔羊，且握有權力或利益者認為某些團體的知識為正式

的知識，該知識便被認定是最重要的，亦即被視為官方知識（Apple, 1990, 

1993）。教科書與學校教育傳遞的官方知識，使學校課程彷彿文化霸權的代

理者，部分內容選擇特定統治階層的知識為正式課程，合法化學校課程背後

所隱藏的階級、性別與種族等意識形態（Apple, 1990）。  

在臺灣，教科書經過國家教育研究院審定通過後，具有合法化的特質，

成為學校傳遞知識的重要媒介，但在知識選擇、內容撰寫、圖片或照片搭

配、編印與發行等過程，皆出現一些令人質疑與批判的聲音。基於教科書編

製的過程包含複雜的知識與權力運作關係，教科書研究的方向，不僅要關切

教科書編寫的技術性問題，還要探究教科書選擇官方知識背後的意識形態。

以下接續闡述教科書知識選擇與決策背後的權力運作關係，以及其如何破壞

教育與一綱多本之教育政策。  

三、教科書如何暗中破壞教育與一綱多本  

經過國家教育研究院審查通過的教科書，因取得合法化，使潛藏於其中

的知識與權力運作能理所當然地被送至教育現場，再加上出版社的經營運

作，產生暗中破壞教育與教科書一綱多本的力量。而教科書與其附加的有

形、無形產物如何暗中破壞教育與一綱多本之教育政策？研究者以曾任職教

科書出版社編輯工作之關經驗，以及與其他出版從業人員互動之經驗，茲說

明如下。  

(一)貼心的服務使教師「去技能化」  

出版社為了推銷教科書，「極度貼心」為教師服務，除了贈送教具，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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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補充教材、測驗卷、教學電子書，也為學校編寫課程計畫，這些「貼

心」的附加商品與服務，暗中將教師「去技能化」。由於現代科技進步，教

材教法中結合科技媒材不勝枚舉。但是，科技媒材只是一種工具與技術，原

本是用來提供運用不同尋找或傳遞資訊的方式，不應取代教師教學引導的策

略或師生互動。研究者於任職教科書出版社編輯工作時，經常聽到教師反

應：「快要開學了，如果教學電子書光碟不能在開學前送到學校，我就沒辦

法上課了」（編輯工作紀事0617）、「沒有教學電子書怎麼上課？」（編輯

工作紀事0815）。換言之，部分教師上課一定要用到教學電子書。原本教師

是運用工具者，但卻受限於教學電子書，這種「異化」的現象不僅使教師

「去技能化」，也使學生習慣教學電子書的聲光效果刺激，而降低了教與學

的品質。  

(二)市場競爭下的「偽一綱多本」  

臺灣教科書有三家主要出版社，加上其他規模中小型的出版社，依常理

而言，教科書類型應是百花齊放，但事實上各家的內容、教案活動類似，沒

有教科書出版社勇於大幅度修改，使教師難以改變原有的教學策略與教學模

式。出版社業務人員經過市場調查，瞭解教師選書的需求與原則，再經過幾

次的教科書修訂後，各家出版社的教科書內容與設計漸趨相近。例如，研究

者於任職教科書出版社編輯工作時，曾聽過教師反應：  

 

這次我們在選課本的時候，先把封面撕掉了，避免有主觀的選書意

見，但是發現有兩個版本的主題和體例接近，我還猜錯選到的版本是

哪一家出版社的課本。（編輯工作紀事0613）  

 

雖然自由經濟下，模仿市占率較高的產品是正常現象，但在這樣操作的過程

下，出版社已不重視什麼是「一綱多本」、教科書開放的精神何在，不用再

思量如何規劃課程，也不需聘任具課程觀、教育專業的編輯者，只要聽從市

場調查的聲音即可，教科書修改東拼西湊，為了修改而修改，缺乏特色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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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性。  

(三)教科書「新瓶裝舊酒」  

佐藤學教授提到過去的兩種學習， learning 1是知識的學習，這是可見

的，指知識的背誦理解； learning 2是學習方法的學習，這是不可見的，是

一種思考方式的學習。在現在變動的時代，這兩種學習已經有極限，所以佐

藤學教授建議進行 learning 3，指發展自己的觀點，形成自己的心智工具，

來管制自己的認知，讓自己的認知看得到，即所謂的「後設認知」（陳麗華

等，2018：132）。如果教科書內容沒有改變，教材教法依舊，新課綱將無

法改變任何事情（Jobrack, 2012）。研究者任職教科書出版社編輯工作時，

在學校進行市場調查，訪問教師對教科書的使用意見，曾有教師反應：  

 

○○課本就像拼裝車，有的只改課文沒有改練習題，有的就換一下題

目，有的內容跟以前一樣，只是換了新的圖，所以用起來都差不多。

（編輯工作紀事1127）  

 

研究者認為教育改革並非僅是將「基本能力指標」改為「核心素養」，而是

調整教育課程和實踐，若教師對新課綱改變的教育目的、理論和內容沒有充

分瞭解，加上出版社只是為了因應新課綱而局部抽換部分內容、新增一至二

個新體例，實質上沒有改變，那麼只是一些挖東牆補西牆的課程。例如，語

文領域的教材改版，不應只是換課文、增減生字和語詞量，或調整部分練習

題的難易度，而是教材要做什麼不同的設計，使課程的重心轉移至師生互

動、學生同儕互動，改變教師的教學模式。  

肆、教科書編輯者作為轉化型知識份子的可能性之

實踐方向 

在論述轉化型知識份子的意涵，並由局內人的觀點批判教科書編製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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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科書偽一綱多本的現象之後，本研究有必要發展出「可能性的語言」，

為教科書編輯者提供可行的實踐方向。教科書編輯者作為轉化型知識份子

時，並不是對著社會大眾發聲，也無法向每一位教師與學生發揮直接的影響

力，而是將自己的聲音藉由教科書的圖、文來傳達，透過符號來實踐轉化型

知識份子的力量。由上述相關文獻與曾任編輯工作之相關經驗，說明教科書

編輯者作為轉化型知識份子的可能性，可從下列四個方向實踐：  

一、看見「看不見」的連結點  

為什麼教科書編輯者忽略了教科書的內容是什麼？什麼是好的教科書？

一方面來自編輯者「聽話」與「看不見」，無論是外聘的教師編輯群還是出

版社的執行編輯者，都是領薪工作，為出版社賺取利潤的角色，即使有覺知

性的想法，最終會屈服於市場考量；另一方面是編輯者缺乏批判思考能力，

「看不見」現象背後的真相及深層意義，也看不見自己編寫的內容隱含著什

麼意識形態與刻板印象。以下以研究者曾任教科書出版社編輯工作的經驗為

例，說明教科書編輯者某些時刻無法發現自己存有的意識形態。  

 

審稿後，編輯A告訴編輯B：「全冊的○○部分必須整體檢視，因為

太多性別刻板印象。」編輯B說：「我哪有性別刻板印象？難道要我

寫『爸爸在廚房煮飯』嗎……」後來，教科書審查意見以「違反性別

平等和太多性別刻板印象的內容，例如：外出、工作的都是男性，做

家事的都是女性。」列為必要修改意見。編輯B看完審查意見說：

「這是備課用書，是給老師看的，又不是給學生看的，老師如果覺得

違反性別平等，就省略不要用這部分就好了啊……。」（編輯工作紀

事1029）  

 

這樣的例子提醒教科書編輯者：我們用誰的知識去認同，自己能不能發

現自己戴了什麼樣的「眼鏡」看世界？我們不能過度依賴同一副「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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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不質疑眼前看到的「黑」是社會本身的問題，還是自己戴的「眼鏡」出了

問題。因此，我們有時須摘下「眼鏡」，檢視它的合宜性。  

再則，教科書編輯者不應只是完成文字書寫的工作，應覺知納入與排除

的內容是一個「教學主題」還是「意識形態」。如同Philip W. Jackson書寫

《教室生涯》（Life in Classrooms）的方式，他細緻地描述教室中師生的日

常生活，並將所見所聞的影像和對話象徵化，透過這樣的觀察，看到的不再

是表象的互動，而是形成此現象的背後脈絡或意識形態。因此，教科書編輯

者應覺知自己納入與排除的主題或內容，反思形成此教科書主題架構與內容

的背後脈絡或意識形態，對教師教學、學生學習真正的影響力有多深，必須

時刻提醒自己看「看不見」的潛在影響力，並不斷地學習與批判思考。  

二、承擔社會責任  

轉化型知識份子的工作不是親自挺身去對抗政治文化的巨靈，或直接參

與黨派活動來進行轉化社會結構，而是去孕育未來的改革力量（許誌庭，

2002）。教科書編輯者作為轉化型知識份子應透過敏覺的心靈，發現社會的

不公不義，透過教科書的規劃，使教師能引導學生思辨，不應認為教科書印

刷後，責任已結束，教學與解碼文本是教師的責任。雖然編輯者不需參與教

室生活，但不能因為自己不需面對教學結果而迴避需承擔的社會責任。  

教科書發展是合作的歷程，但是在教科書審查過程中，因編輯者、審查

者和使用者各具立場，權力不同，各有心結，甚至形成嚴重的對立，這絕對

非教科書制度之福（歐用生，2006b）。審查委員積極為教科書是否符合課

綱、教育理想把關，使用者考量教學和學習的效果，編輯者應串連審查的意

見、多數使用者的聲音，為編輯好的、實用的教科書而努力。編輯者、審查

者和使用者應共同體認發展教科書的社會責任，三者之間應有更多的溝通機

會，共同研討如何將課綱具體化於教科書中，承擔發展愈來愈理想的教科書

之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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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展真正的一綱「多本」  

教科書趨同化，此種「偽一綱多本」的現象，通常是市場取向的因素—

—向市占率高的版本看齊，甚至有時為了模仿市占率高的版本，不只破壞了

自己原有的課程規劃，而且還僅模仿了表面的皮毛。這樣的教科書現象，如

同方孝孺《遜志齋集‧越車》一文中，越國人效仿他國造車的事例：越國原

本沒有車，有一越人在郊外發現一輛車輪、車轅已經毀壞的車，因為不知其

真實樣貌，以為那就是堅固的車子，大家就一味的做成相似的模樣。直到外

敵侵略時，越國就用這樣簡陋的車去禦敵，結果不僅打敗仗，而且始終不知

道真正的車是怎麼造的。因此，只看市場意見，忽略教科書整體的規劃與理

論，短暫的獲得版本，但是卻失去了本身教科書的特色，也破壞了一綱多本

的教育理念。  

再則，教科書中的提問通常和事實有關，如主角是誰、發生什麼事、為

什麼發生，但是要求學生論說與做出評斷則較少，如你的意見是什麼、你為

什麼這樣想（陳麗華等，2018：123）。與事實有關的問題較簡單、有明確

且單一的答案，若是開放性、批判思考性的問題，教師引導討論與批改作業

相對需要較多的時間，所以有時教科書會以「教師輕鬆備課，學生快樂學

習」為行銷方向，促使練習題大多是非開放性的題目，如是非題、選擇題、

勾選題或配合題等。但是教科書的發展除了要符合新課綱，在問題設計方面

也要符合前文佐藤學教授提及的 learning 2和 learning3，使教育改革逐漸趨向

可能，而且當各版本的內容發展真的不同了，「選版本」才能發揮教學專

業，不會再是計較插圖中電視機有沒有換成液晶電視、智慧型手機是不是最

新的型號，或課文總共有幾個字、練習題的份量有多少等。基於上述內容，

建議政府鼓勵各出版社發展具特色的教科書，如透過教科書鑑賞制度，使出

版社有誘因和道德責任，能勇於走出習以為常的教科書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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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鼓勵出版社編輯者在職進修與提升能力  

一般出版社將教科書的內容交由外聘的教師編輯群書寫，再由內部執行

編輯者彙整並進行相關編製流程，不同規模的出版社在流程上也有不同的調

整，如有些出版社由內部執行編輯者寫稿後，再由外聘的教師協助審稿；有

些出版社則由內部執行編輯者負責，再輔以領域學者或教師作為顧問諮詢意

見。無論何種執行方式，出版社內部的執行編輯者都須全程參與，因此他們

不僅應具備書寫、編輯能力，更應理解新課綱的內容及課程理論，不能僅是

對教材做「表面式的修改」，例如，將備課用書中的基本能力改為核心素

養、能力指標改為學習表現，但實質設計概念依舊。  

教育改革不能僅依靠教育學者和教師的力量，學校外的教育相關人員也

應納入，但在教育研究或在職進修中，大部分以學校教師為主，甚少有出版

社編輯者、作者或行銷企劃人員等，研究者建議新課綱的宣導與研習也應將

出版社從業人員納入，提升其相關能力，以避免錯誤詮釋新課綱，或過度簡

化 新 課 綱 的 意 義 ； 再 則 ， 由 於 師 資 培 育 過 程 對 於 上 文 佐 藤 學 教 授 提 出 的

learning 2與 learning 3較少觸及，若教科書可將這部分可視化，應能夠幫助

教師理解 learning 2，進而發展自己的 learning 3（陳麗華等，2018：144）。

這樣的理念甚好，但教師在師資培育過程較少觸及，相對的教科書編輯者亦

缺少這樣的思維，因此應鼓勵編輯者再進修，將學者的研究與論述實踐於教

科書，提升教科書的專業性。  

伍、結語 

教科書是教學中的重要工具之一，在教育改革中也被視為重要的產物，

但有關教科書的研究大多集中於內容分析、教師使用滿意度、教科書選用標

準等，對於教科書編輯者的專業、培訓與在職進修，以及教科書發展課程的

過程並不重視。教科書編輯者不應成為製作教科書的技術工，應作為轉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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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份子，發展其「批判性的語言」與「可能性的語言」，慎思教科書的一

字一句、圖文安排、議題規劃、課程發展等，促使教科書再概念化。  

我們期望有愈來愈好的教科書，但卻沒有完整的教科書編輯者的培育制

度，也沒有相關的在職進修方案，要如何使它更好、更符合新課綱與理論？

即使規模較大的出版社，能聘請學者教授擔任領域主編，也有教師編輯群，

但若出版社執行編輯者缺乏課程理論的概念與該領域的專業知識，也無法與

教授和教師們進行良好的溝通，使審查、編輯、市場意見做有效的統整，因

此須重視教科書編輯者的專業能力，使其成為轉化型知識份子。  

誌謝：  感謝匿名審查委員與編輯老師所提供的寶貴意見，讓作者能即時修

正本文的若干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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