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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四套語文教科書的價值取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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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是從公民的道德價值來研究臺灣四套現行初中語文教科書的價值取

向，以了解這四套初中教科書價值取向的內容、比重和呈現方法。透過研究，我們

才能更有效地評估這些教科書有沒有落實課程綱要中教學目標的價值取向。研究首

先利用文獻建構教科書價值取向的分析框架，然後採用先定性，後定量的研究方

法。 

數據顯示，這四套教科書的三個年級都缺了世界層面價值取向的範疇，其他

一些年級在家庭、國家、民族或自然等都有不足，可以說，四者都未能發揮「教科

書是價值取向的載體」的應有功能。但各項範疇的比重則還有商榷的餘地，例如，

四者在個人的量太多，而國家、民族與世界的比重就有不足，這樣課程文件中的教

學目標就難全面落實。教科書的價值取向應按學生認知心理發展的方式來呈現才較

合理，但不少呈「Λ」或「V」的發展，說明選材量比較隨意。如果課程文件能在

不同範疇價值取向的質與量方面皆有一個明確的比重建議，則教科書的編寫才有依

據，教科書也才能有質量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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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Four Sets of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s of 

Junior Secondary Schools in Taiwan 

*Man-Sing Ho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value-orientation embedded in the current four sets of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s of junior secondary schools in Taiw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tizen’s moral value. It aims to understand the content, the proportion and ways of 
presentation of the value-orientation in the textbooks. Through such a research, it is more 
effective for us to examine whether the value-orientation, which is set as one of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in the curriculum syllabus, has been implemented in the textbooks. 
This research began with building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en it employe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in first plac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 in the second place for data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showed that the category of value-orientation at the 
world level was missing in the textbooks throughout all the three forms of the secondary 
schools, while those at the levels of family, nation, ethnicity and nature were also found 
missing more or less. In short, the four sets of textbooks failed to play the designated 
function such as that “textbooks are vectors of value-orientation”.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room for improvement on the proportion of each category. For example, category at 
individual level accounted for too much in the four sets of textbooks while categories at 
national and ethnic levels were far less in the proportion of them. This made it hard to 
implement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set by the curriculum document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value-orientation of the textbook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students’ psycho-cogn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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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a number of “Λ” or “V” indicated that it is 
on a random basis that the textbook material was selected. Recommendations are made as 
follows. If there were definite criteria in suggesting the proportion on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value-orientation in various areas, not only a basis for the textbook compiling 
could be laid, but also the quality of the textbooks could be ass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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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為迎接新世紀的來臨，臺灣教育部門根據「教育改革行動方案」進行九年一貫

課程的規劃工作，2003年教育部門推出《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語文學習

領域》（簡稱課程綱要）。出版社按課程綱要的要求編寫了四套經政府審批的九年

一貫「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供學校選用（何文勝，2007：172-173）。 

教科書是呈現課程內容的一個重要文本，它是知識、技能、價值取向的載體。

因此，透視課程內容意識型態和價值取向的有效途徑是對教科書的分析（吳永軍，

1996：13-17）。那麼，臺灣四套「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蘊含哪些價值取向，值

得我們去研究。本文主要是從公民的道德價值來研究臺灣這些教科書的價值取向。 

本研究的目的：一、為深化課改語文教材的建設；二、系統整理分析臺灣四套

「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的價值取向內容；三、考察課程綱要教學目標中價值取向

的範疇，以及探討教材選擇有無落實語文教學的目標；四、分析這些教科書價值取

向的內容和呈現方式；五、供日後修訂課程檔、編寫語文教科書、選取教材的價值

取向時參考。 

貳、研究方法 

研究的方法是先利用文獻建構教科書價值取向的分析框架，然後以此進行教科

書課文篇目的定性與定量工作，最後就有關資料做出分析、討論與建議。 

研究的對象為四套九年一貫「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一、李癸雲、連文萍、

郭麗華、馮聞、黃文吉與楊如雲等人（2003），康軒文教事業出版的《國中國文》

（簡稱康軒）；二、宋裕與蕭蕭主編（2004），翰林出版社出版的《國民中學‧國

文》（簡稱翰林）；三、莊萬壽主編（2004），南一書局出版的《國民中學‧國

文》（簡稱南一）；四、文蜀陵、王明月、王湘梅、李瓊英、吳凱莉與林黛君等人

（2003），育成書局出版的《國民中學‧國文》（簡稱育成）。 

篇章數目的計算為每冊教科書中各單元的閱讀篇章。如果有些單元內的單位由

三篇課文組成，則作三篇計算，依此類推。 

研究是通過教科書中每篇課文陳述的具體內容和思想，做為統計樣本，分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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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隱含的價值取向。一篇課文如有多於一個價值取向的，本研究只就其主要方面或

根據通常認識作出判斷，然後加以統計。 

每篇課文由研究者與具語文教育碩士學歷的研究助理，分別根據價值取向架構

作出判斷，如判斷不一致時則做重點討論，以求達一致共識，否則就另請具博士學

歷的第三者裁定。 

參、研究架構 

一、價值取向與語文教科書價值取向的定義 

價值取向的界說至今雖無統一的定義，但根據《社會科學新辭典》（汝信，

1988：401）、《哲學價值論綱要》（馬志政，1991：339）、《價值學引論》（袁

貴仁，1992：350）、《當代中國詞庫》（毛信德，1993）、《價值學大辭典》

（李德順，1995：286）及《中日價值哲學新論》（王珏樑、岩崎允胤主編，

1994：403）之有關表述，可歸納為「傾向性」、「價值標準」及「行動取向」三

種類型（顧繼玲，2004：9）。三者都認為價值取向是一種行為取向，主體根據自

身的價值取向對有關的目標、方向、手段及各種結果進行評價、判斷，從而做出取

捨。換言之，語文教科書的編選從特定的背景和立場出發，選擇或傾向於某一價值

方案或意向，以實現語文科所追求和嚮往的價值理念和目標。 

二、建構語文教科書價值取向架構的理論依據 

臺灣方面，詹楝樑、王浩博、汪學文、陳伯璋、歐用生及黃政傑等人在八十年

代初，學者翻譯西方國家相關研究的基礎上，開始關注教科書價值分析的問題研究

（傅建明，2002：17-36）。大陸方面，在1996年之前，學者趙文華（1993：22-

26）、朱曉斌（1994：52-57）與曾天山（1995：34-39）的研究主要是教材中性別

角色的差異。此時期幾乎未見有對語文教科書價值取向做全面而有系統的研究（吳

永軍，2000：3）。可以說，上世紀末臺灣與中國大陸在教科書價值取向的研究，

範圍大都屬於性別角色的價值取向（傅建明，2002：17-36）。 

區婉儀（1995：197）將基本價值取向歸納為四個維度：自我取向價值觀、社

羣取向價值觀、社會取向價值觀及國家取向價值觀。 

林孟平（1995）提出個人及社會教育所期望教導的基本價值，包括個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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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團體、學校、社會、國家和人類等層面。《海峽兩岸國民（初級）中學國語文

類科教科書之比較研究》的「中學國（語）文類科教科書比較研究主題類目表」

（國立編譯館，無日期）分為個人、家庭、社會、國家、民族和自然等範疇。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把各國道德教育計畫的道德價值觀念分為個人、社會、國家、世界和

科學等五個範疇（馬勝利、高毅譯，1997：185）。吳永軍（2000：180）制定的

「價值取向類目量表」內容離不開個人、家庭、社會、國家等範疇。朱志勇比較大

陸和臺灣初中語文教科書中社會角色的問題，把個體我分成「適應」和「超越」的

價值取向（朱志勇，1998：39-43，2000：35），內容主要包括人自身、人與他

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等四個層次（朱志勇、劉葉，2005：140-147）。傅建明

（2002：17-36）研究小學的語文教科書，他從黨國和個人品德兩個層面來分類。

雷實與王帥（2005：5-6）把選文主題（價值觀）分為八個範疇，但可歸納為個

人、社會、國家、民族、國際等範疇的學習。 

香港的中國語文教育一向重視學生價值觀和態度的培養（香港特別行政區課程

發展議會，2002：20），早在香港《學校公民教育指引》及1990年代的課程已提出

家庭、鄰里社會、地區社會、國家民族社會、國際社會（香港教育署課程發展委員

會，1985：12-15，1996：27-42）等範圍的學習。二十一世紀，課程發展處具體提

出中國語文教育中價值觀和態度的學習重點（香港特別行政區課程發展議會，

2002：34-36）。 

新加坡在《中學華文課程標準》的教學目標、教學內容與選材原則提出核心價

值觀，內容包括：個人方面、家庭方面、社會方面、國家方面及世界方面（新加坡

課程發展處，2002：28-33）。 

根據上述資料的分析，就算不同的研究或不同的課程綱要都顯示教科書的價值

取向可以劃分為個人、家庭、社會、國家、民族和自然等範疇。 

三、語文教科書價值取向架構的建構 

學校的各門課程都有著明顯的價值取向要求，這種要求首先體現在各科課程標

準的教學目標、任務和教學內容的規劃上。語文科的內涵與性質決定語文科的教學

目標和任務。語文科性質中的工具性決定了教科書的編選體系，而人文性決定了教

材編選的價值取向，因此，這些價值取向需要符合教學目標中人文性的培養。 

不同時期對語文教科書的價值取向都有不同的要求，《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

課程標準》（實驗稿）（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05：4）和《上海市中小學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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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課程標準（試行稿）》在教學目標及教材編寫方面（上海市教育委員會，2004：

27-28，45），就提出相應於個性、人格、社會、愛國、民族、世界視野、道德、

科學、文化、人生態度等正確價值觀的建議。 

課程指引的課程宗旨與學習目標都強調培養審美情趣，陶冶性情；培養品德，

加強對社群的責任感；體認中華文化，培養對國家、民族的感情。加強對家庭、社

會及國家的責任感；積極的態度及正面價值觀；拓寬國際視野。培養品德情意，提

升個人素質。有審美情趣、有道德操守、體認中華文化。對文化及道德都有具體的

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課程發展議會，2002：1-2，18，22）。至於品德情意的學

習重點分成「個人」、「親屬／師友」及「團體／國家／世界」三個層面，體現了

傳統人倫關係由親及疏、推己及人的觀念。 

臺灣的課程綱要在語文學習領域的基本理念：「語文是溝通情意、傳遞思想、

傳承文化的重要工具……並應重視品德教育及文化的涵養。」（教育部，2003：

19）。本國語文（國語文）的基本理念，關於價值取向的要求為：「陶冶性情，啟

發心智」、「擴充生活經驗，拓展多元視野，面對國際思潮、「提升欣賞文學作品

的能力，以體認中華文化精髓」。課程目標及基本能力要求為：「尊重、關懷與團

隊合作：透過語文互動，因應環境，適當應對進退」、「培養參與團體的精神，增

進人際互動」、「體會出作品中對周遭人、事、物的尊重關懷」、「增進對不同文

化背景及不同族群的理解與溝通」、「傳遞對環境及人群的人文關懷」、「表達對

他人的關懷」，「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透過語文學習，體認中華文化，並認識臺

灣不同族群及外國之文化習俗」，以及「認識中華文化，並擴充文化視野」（教育

部，2003：21，48-49）。實施要點中的教材編選原則：「閱讀教材：a.宜含括古今

中外，及鄉土文學中具代表性的作品，以增進學生對多元文化的認識、了解及尊

重」。閱讀能力的教學原則「引導閱讀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族群的文學作品，培養

學生對多元文化尊重的態度，以及對不同族群和文化的關懷」（教育部，2003：

56，59）。 

根據上述文獻的分析，從學生的生活經驗和認知心理發展及參考語文教學目標

的要求，語文教科書價值取向的主要範疇可以個人為基礎，然後向家庭、社會、國

家、民族、世界和自然等方面擴展。至於各範疇價值取向的內容，我們可從課程綱

要的課程理念和課程目標、教材編選原則與教學原則，以及上面有關文獻找到相應

的元素。表1為語文教科書價值取向的架構。 

根據新加坡的華文課程綱要對語文教科書不同價值取向的比重做出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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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語文教科書價值取向架構 

編碼 價值取向的細類目內容 價值取向的範圍

個人 1.品德價值與追求，2.生活追求，3.審美情趣，4.抒發情感。 A 

家庭 1.長輩關懷，2同輩愛護，3.夫婦和諧，4.親戚情誼。 B 

社會 1.社會公德，2.社會現象。 C 

國家 1.愛國精神，2.革命事業，3.國家文化。 D 

民族 1.民族精神，2.民族互存，3.民族文化。 E 

世界 1.了解世界，2.國際合作，3.人類文化，4.人類福祉。 F 

自然 1.科學知識，2.自然知識，3.生物知識，4.地球資源。 G 

其他 1.歷史知識，2.文學經典，3.文藝欣賞，4.未能歸類的。 H 

 

的建議，因此，每個範疇價值取向的平均數值，比重上限不應高於25%，而下限不

應少於10%。 

肆、研究結果 

一、價值取向的範疇與分析 

四套教科書分別於個人、家庭、社會、國家、民族、世界、自然及其他等八個

範疇的價值取向，如表2所示。以下分別就各範疇分析之。 

四套教科書在一些年級，缺少部分價值取向的範疇，尤其是世界範疇，三個年

級都沒有相應的選材，這樣的價值取向是不全面的，因此，它們沒有全面發揮教科

書的應有功能。除個人範疇外，其餘各個範疇都有不同程度的欠缺。在有關範疇的

數量上是否合理呢？例如，「個人」在總數及各年級都占絕對優勢，數量大都超過

70%，尤其是在翰林，平均達80%。四套教科書個人價值取向的量是否太多呢？家

庭範疇的量尚屬合理，但其餘各項都遠在平均數之下，數量是偏低的。 

四套教科書三個年級價值範疇的呈現方式為：翰林在「國家」和「其他」；南

一在「個人」、「社會」、「國家」和「民族」；育成在「個人」和「社會」等範

疇的量，隨著年級而漸增。康軒、翰林、南一和育成在家庭範疇的量則隨著年級而

漸減。康軒在「社會」、「國家」和「自然」；翰林在「個人」和「社會」；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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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育成在「國家」、「民族」和「自然」等範疇的量，呈「Λ」（少多

少）。康軒在「民族」；翰林在「自然」等範疇的量，呈「V」（多少多）。四套

教科書在「世界」；翰林在「民族」範疇的量，呈零（0）的狀態。或根據學生的

認知心理發展，整個價值取向範疇的分布，有隨年級漸減，有隨年級漸增或不變

的，發展趨勢基本是合理的。但呈「Λ」、「V」或「0」，都是不規則、不合理

的，同時，我們很難看出它的發展規律。這就反映出這些教科書的價值取向隨意性

比較大，甚至令人懷疑，它們有沒有一個合理的規劃。這樣要落實教學目標、教材

編寫和教學建議的要求就不容易了。 

根據個人、家庭等範疇的資料顯示，四套教科書都能達到課程綱要中教學目標

的要求。臺灣符合綱要所說的「重視品德教育」、「陶冶性情，啟發心智」、「對

周遭人、事、物的尊重關懷」等要求。 

根據民族範疇的資料顯示，四套教科書都難以達到課程綱要教學目標中「對不

同族群的理解與溝通」、「認識臺灣不同族群及外國之文化習俗」、「培養學生對

多元文化尊重的態度，以及對不同族群和文化的關懷」、「傳承文化」、「文化學

習與國際了解」、「認識中華文化，並擴充文化視野」及「培養參與團體的精神，

增進人際互動」的要求。 

在世界範疇的價值取向，課程綱要強調「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四套教科書

必須適量提高世界範疇價值取向的教材量，否則，這項教學目標就無法落實。 

課程綱要的教學目標沒有社會、國家和自然範疇的價值取向內容要求，這是值

得商榷的。 

二、各範疇價值取向的內容與分析 

（一）個人 

四套教科書在個人範疇的價值取向為：康軒（75.56%）、翰林（80.00%）、

南一（74.44%）、育成（73.17%），如表3所示。這個量都太多了。四套教科書個

人範疇細項中抒情與品德占的比例最多，其次是生活和審美，此說明了四者在個人

的價值取向的細項大致相同，這可能與一般的文學作品都以抒情為主有關。 

四套教科書在個人範疇的呈現方式：三個年級的選文數量，康軒、翰林和南一

都是隨年級漸減，育成隨年級漸增；根據學生的認知心理發展，前者的趨勢是合理

的，後者就值得商榷了。 

資料顯示，四套教科書在個人範疇的價值取向方面都能落實課程綱要中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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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和要求，但量就太多了。 

（二）家庭 

四套教科書在家庭範疇的價值取向為：康軒（12.22%）、翰林（7.06%）、南

一（14.44%）、育成（10.98%），如表4所示。資料顯示，南一、康軒和育成的量

較合理，翰林的量較少。四套教科書家庭範疇細項中長輩關懷占的比例最多，其餘

都遠低於平均數，此說明了四者在家庭的價值取向的細項大致相同，如果從中國文

化的角度來看，我們不難找到原因。 

四套教科書在家庭範疇的呈現方式：三個年級的選文數量，都是隨年級漸減。

根據學生的認知心理發展，這樣的趨勢是合理的。 

資料顯示，四套教科書在家庭範疇的價值取向方面，除翰林外，其餘三者都能

落實課程綱要中的教學目標和要求。 

（三）社會 

四套教科書在社會範疇的價值取向為：康軒（5.56%）、翰林（3.53%）、南

一（5.56%）、育成（3.66%），如表5所示。資料顯示，四者的量太少了。四套教

科書社會範疇細項中社會現象比例最多，公德較少，說明它們在社會價值取向細項

的量大致相同。 

四套教科書在社會範疇的呈現方式，三個年級的選文數量，南一和育成隨年級

漸增，康軒隨年級漸減，翰林呈「Λ」的狀態。可以說，南一和育成的發展趨勢比

康軒的合理。翰林就比較隨意，我們很難看到它的發展規律。 

資料顯示，四套教科書在社會範疇的價值取向方面，要落實課程綱要中的教學

目標和要求，是不容易的。 

社會層面的價值取向範疇，三年的量是否需要增至12%較為合理呢？四者在七

年級及九年級，完全不選社會公德的篇目，這是不全面、不合理的。 

（四）國家 

四套教科書在國家範疇的價值取向為：康軒（1.11%）、翰林（5.88%）、南

一（2.22%）、育成（2.44%），如表6所示。資料顯示，四者的量太少了。四套教

科書國家範疇細項都集中在愛國一項，其餘都為零篇目，說明它們在國家價值取向

細項的量大致相同。 

四套教科書在國家範疇的呈現方式，三個年級的選文數量，翰林和南一隨年級

漸增，育成隨年級漸減，康軒呈「Λ」的狀態。可以說，翰林和南一發展趨勢比育

成合理。康軒就比較隨意，我們很難看到它的發展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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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顯示，四套教科書在國家範疇的價值取向方面，量都不足，難以落實課程

綱要的教學目標和要求。 

國家層面的價值取向範疇，三年的量是否需要增至12%才較合理呢？而四者革

命及文化篇目的量太少，是不合理的。 

（五）民族 

四套教科書在民族範疇的價值取向為：康軒（2.22%）、翰林（0.00%）、南

一（2.22%）、育成（2.44%），如表7所示。資料顯示，四者的量都太少了，且多

集中在文化，說明它們在民族價值取向細項的量大致相同。 

四套教科書在民族範疇的呈現方式，三個年級的選文數量，康軒與育成呈

「V」的狀態，南一隨年級漸增，翰林為零（0）的狀態。可以說，南一的發展趨

勢比其餘的合理。康軒與育成就比較隨意，我們很難看到它的發展規律。翰林不選

有關篇章，就更不合理了。 

資料顯示，四套教科書在民族範疇的價值取向方面，三年篇目的量太少，是不

合理的。要達到課程綱要的教學目標要求，民族層面的價值取向範疇，量是否可以

增加7%～8%，才比較合理呢？而且七年級的量是否應向九年級遞增才算合理呢？ 

（六）世界 

四套教科書在世界範疇的價值取向為：康軒（0.00%）、翰林（0.00%）、南

一（0.00%）、育成（0.00%），如表8所示。資料顯示，四者的量都是零，這是極

不合理的。如要達到課程綱要的教學目標要求，世界範疇的價值取向，三年的量是

否要有10～11%？同時，量應由七年級向九年級遞增。 

（七）自然 

四套教科書在自然範疇的價值取向為：康軒（3.33%）、翰林（2.35%）、南

一（1.11%）、育成（4.88%），如表9所示。資料顯示，四者在自然價值取向的量

比例不足5%，太少了，是不合理的。 

四套教科書在自然範疇的呈現方式，三個年級的選文數量，育成隨年級漸減；

康軒與南一呈「Λ」的狀態，翰林呈「V」的狀態。由於數量不多，發展趨勢都不

明顯，也很難看到它的發展規律。 

自然層面的價值取向範疇，三年的量如果能增加6%～7%就更好了。有些年級

不選此範疇的教材是不合理的，如果量是逐年遞增就更好。 

（八）其他 

四套教科書在其他範疇的價值取向為：康軒（0.00%）、翰林（1.18%）、南

一（0.00%）、育成（2.44%），如表10所示。資料顯示，四者的量都很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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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其他範疇價值取向的量愈少愈好，因為它們都屬不能歸入任何範疇，所以，康

軒和南一沒有這個範疇的篇目是合理的。 

伍、問題討論 

一、課程綱要中教學目標的價值取向是否全面 

臺灣課程綱要的教學目標在個人方面有：「陶冶性情，啟發心智」與「重視品

德教育」；社會方面有：「培養參與團體的精神」、「對環境及人群的人文關懷」

及「對他人的關懷」；民族方面有：「增進對不同文化背景及不同族群的理解與溝

通」、「文化的涵養」、「傳承文化」、「體認中華文化精髓」、「文化學習與國

際了解」、「外國之文化習俗」及「對多元文化的認識、了解及尊重」；世界方面

有：「擴充生活經驗，拓展多元視野，面對國際思潮」。這樣的價值取向範疇，欠

缺了家庭、國家與自然範疇的價值取向。因此，從教科書編選者來說，因為課程綱

要沒有要求，所以教科書不選家庭、國家與自然範疇價值取向的教材篇目是合理

的。不過，一個全面課程的教學目標和價值取向如果只有個人、社會、民族和世界

是不全面的。從四套教科書的價值取向來說，綱要有世界範疇的價值取向要求，但

四套教科書都沒有落實，是不合理的。綱要沒有家庭、國家和自然等價值取向的要

求，而四套教科書都有相關的選材，尤其是家庭方面的量不少，這說明課程教學目

標的制定和教材的建設都有一些落差，兩者都有不足。 

二、教科書有沒有發揮應有的功能 

資料顯示，四套國民中學語文教科書三個年級世界範疇的價值取向，以及翰林

和育成九年級的家庭範疇；翰林和育成七年級的社會範疇；康軒和南一七年級，康

軒和育成九年級的國家方面；翰林、南一和育成七年級，康軒、翰林和育成八年

級，翰林九年級的民族範疇；康軒和南一七年級，翰林八年級，南一和育成九年級

的自然範疇，都未選相關的教材篇目。可以說，四者都未能完全發揮「教科書是價

值取向的載體」的應有功能。 

三、各範疇取向的量與比重是否合理 

怎樣的量才算合理？如果參考新加坡課程綱要在這方面所提出10%～25%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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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可以肯定的是，各範疇的量超過50%以上，或不足10%的，都是不合理的。而

量在10%～25%之間的，就較為合理。由此看來，四套教科書個人範疇的量都太

多；家庭範疇的量還可以；社會、國家、民族、世界及自然等價值範疇都不足。 

如果要達到課程綱要的教學目標和要求，個人範疇的量要減至25%左右，而量

不足的範疇應提高到10%～15%較為合理。新加坡的華文課程綱要對語文教科書不

同價值取向的比重做出一些建議，很有參考價值。有了這個規劃，我們可以避免在

編寫教材時的隨意性和片面性。課程綱要如能在這方面提出質與量的要求，就能提

高教材編製的品質。 

四、教科書在價值取向的範疇上是否符合課程綱要的教學目標和

要求 

資料顯示，四套教科書在個人和家庭兩個範疇的價值取向都能符合課程綱要中

的教學目標和要求，而其餘各項則都未能符合要求。 

五、教科書價值取向的呈現方式是否合理 

價值取向的呈現方式若要符合實際的需要和學生的認知心理發展，則個人、家

庭及社會等範疇的量是否需要由七年級向九年級遞減，而國家、民族和世界等範疇

的量就要由七年級向九年級遞增，才較合理。至於所有呈「V」或「Λ」型的分

布，都是不合理的，反映選材的隨意性很高。 

六、語文教學中價值取向的處理問題 

語文教科書中的價值取向，一般採用隱蔽課程的方式來處理，通過隱含的方式

來體現，所以教學上側重滲透，而不是灌輸。因為語文學科中思想品德教育與專門

的德育課不同，根據語文科的性質，語文教學應在學生學習語文能力的過程中，培

養學生相應的思想品德等價值取向。這樣才能落實「文道合一」或「工具性與人文

性的統一」的指導思想。 

陸、建議 

若要使教科書的編寫在價值取向上有一定的品質保證，課程綱要就應有明確的

範疇和量化的要求或建議，這樣才能有效地發揮教科書的功能。因此，新加坡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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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值得借鏡的，當然，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在各範疇的內容比重上還可做一些調

整。量化的工作做好後，教科書編寫者就能按要求來編選教材，審定的工作就有依

據了。 

國家主流價值觀的有效傳遞，透過課程規劃及課程文件中的教學目標反映出

來。而這些價值取向就要有意識地在教科書的編寫過程中，全面地呈現。根據語文

科性質和目標，它有很強的思想性，如何在掌握工具性的過程中，培養學生的價值

觀，是語文教學的重要取向。因此，課程綱要對各範疇的價值取向沒有一個具體的

內容和量化要求，教科書的編寫者也應該把不同範疇價值取向的比重表列出來，以

確保在這方面的品質，做為教科書編審委員的參考。 

課程綱要的教學目標需要加入社會、國家與自然範疇價值取向的要求，這樣的

價值取向才較全面。 

四套教科書在社會、國家、民族、世界和自然等價值取向範疇的量都有不足，

需要提高到10%～25%之間較為合理，否則全面的教學目標就難以達成。 

四套教科書中隱含的價值取向要以國中學生能夠接受的方式來呈現。一個合理

價值取向的比重，以落實教學目標為依歸；同時，個人、家庭及社會等範疇的價值

比重應隨年級而遞減，國家至世界等範疇的價值比重可以隨年級而漸增，這樣，教

科書價值取向的呈現方式才能與學生的認知心理發展特點、需要和生活經驗一致。 

四套教科書價值取向的定位是要根據學科的性質來確定，語文教學要做到文道

合一。因此，我們不能把語文教科書變為品德情意或政治思想教育的教科書。它應

該在訓練學生的語文能力過程中，根據教材的價值取向培養學生的品德情意。 

柒、結論 

教科書是價值取向的載體。因此，借助教科書選材的品質研究，以了解教科書

價值取向的呈現方法，不同範疇價值取向的比重情況，並驗證教科書是否落實教學

目標中價值取向的要求，是有必要的。 

研究顯示，課程綱要在教學目標中社會、國家與自然等範疇價值取向的要求

上，需要加上適當的內容和要求。 

資料說明四套教科書，各價值取向的範疇都有不足，但各項範疇的比重就很有

商榷的餘地。如果每個範疇的比重在10%～25%就較為合理。因此，四套教科書在

個人的比重太多，其餘範疇選材的比重如不足10%，就有必要增加，這樣才能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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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的要求。同時，根據理論，個人至社會的量需要隨年級遞減，國家至世界

的量需要隨年級漸增，才較符合學生認知心理的發展。 

若課程綱要能有一個範疇全面的價值取向，並提出各範疇的明確比重建議，這

樣教科書的編選才有依據，品質才有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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