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高國文教科書的教材設計有別於以往嗎？ 

【教科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李涵鈺】 

  以往高中國文教科書偏向經典文章的選取，常就選文的意義或價值性來考量是否

收錄至教科書中，這一波課綱強調素養導向的學習與教學下，教科書有什麼改變呢？ 

  教科書編著者如何轉化課綱，是課程從理想落實到實際的關鍵，也是形塑教科書

樣貌的重要因素。從建議課程（課綱）到書面課程（教科書），在編撰過程會面臨兩個

層次的問題：第一個層次是對課綱內容意義的理解；第二個層次是教材意義的轉化（包

含學習與教學）。亦即，除了對課綱文字層面的意義理解外，還須根據課綱據以轉化為

實質的學與教內容，後者對習於選文為主的編撰方式較具挑戰。因此本文聚焦在教材

設計的轉化，從編排設計、選文、問題意識的引導、整合運用能力等面向進行探討。 

  本研究訪談高中國文科教科書出版業者，每家訪談 2 位，其一為主編或總審訂，

其二為具高中國文教師身分的編著者，共訪談 10 位。 

一、課本有別於以往的編排設計嗎？ 

  依據課綱教材編選原則「每課內容可附題解、作者、注釋、問題討論、賞析、延

伸閱讀」，多數版本均以此作為課文編排架構，或在此基礎上再添加學習重點，或增加

課首引言、閱讀檢測、知識+，或刪去賞析，增添導言、提問、Box （補充關鍵知識）、

寫作練習。此外，在「延伸閱讀」處，不只是提供清單，亦有書籍簡介；或不僅是書

目，還有音樂、電影等多元媒材。可看出課本編排結構多參照課綱規定，部分版本有

些許彈性設計，尤其在導引課文學習之問題意識、檢視閱讀理解、擴展課文知識題材

等設計。 

二、選文有更多元嗎？ 

  在文言文選方面，課綱規定文言文 3 年課數平均為 35%至 45%，各版本 3 年文言

文課數比率均接近高標，且 5 個版本中僅有一篇〈禹鯀治水〉未曾收入，其餘篇章均

曾收錄過。文言文選變動不大的原因為文言文比例調降，5 個版本的總文言課數約 24、

25 課，編著者均會納入課綱 15 篇文言推薦選文，剩餘可彈性選擇空間約有 9 或 10

課，加上以往的白話古典小說，如紅樓夢等，此次歸為文言文，因此，文言文選改動

幅度有限。在白話文選方面，以第一冊為例，徐志摩〈再別康橋〉、琦君〈髻〉、魯迅

〈孔乙己〉均有 3 個以上版本選錄，其餘各版本或有 1 篇、2 篇、6 篇未曾收錄的文

選。大體上，白話文選方面，編著者均意識到要涵蓋跨領域、扣合時代脈動、納入多

元性質的題材，少數版本也逐漸打破白話文選的經典性，非文學地位崇高者才能選錄。 



三、有閱讀策略或問題意識引導嗎？ 

  問題式的引導，可能出現在「課文前」、「課文中」、「課文後」，課綱教材編選原則

中提到每課可附「問題討論」，較屬於課文後的引導，此次亦有編著者在「課文前」及

「課文中」加入提問設計。「課文前」的提問，能引導學生更有意識的學習該課，可作

為引起動機、課前暖身、引導思考等作用。而「課文中」較多是採隨文提問，引導學

生自讀、自學、自問，透過問題思考來建構對文章的想法。因此，不論是課前的文本

預測、興趣或問題激發，或是課中提問、檢索、判讀，均在促使學生更能掌握文意、

深化思考。然而並非每個版本都有設計提問，有的版本是放在教師用書或備課用書中，

供教師自行選擇運用，建議若能在課文前或課文中，針對文章重要概念進行提問，或

能帶動學生主動去思考文本，引導學生有意識的閱讀。 

四、有連結生活經驗或情境脈絡嗎？ 

  除了選文時會考慮社會及生活題材外，編著者提到會在「問題討論」加以著墨。

「問題討論」除了從課本出發，著重訊息擷取、文意理解外，此次編撰更會關照到生

活或議題融入，設計情境式的思考問題，比如〈髻〉，問題討論的最後一題就會延伸到

情感交誼的相關問題。大致上各版本各課會有一題偏向高層次的延伸思考。此外，「賞

析」也可發揮連結或延伸生活經驗的探討，惟多數版本較著重從文章結構、寫作手法

進行鑑賞，建議可依文章性質，適切連結文本與現代社會生活處境的思考，例如〈孔

乙己〉，除了原本的主旨探析、小說技巧的元素外，亦可從「看客文化」延伸至社會中

對遊民、弱勢族群的看待。 

五、整合運用能力或任務實作嗎？ 

  高中國語文所欲培養的素養不只是聽、說、讀、寫的語文基礎教育，更朝向有文

化脈絡、社會情境的語文活用及解決問題能力，以及培養具備公民意識的文化素質。

各版本也大多朝向語言能力、理解思辨、人文素養等方向編撰，惟課本在提供整合運

用語文能力的機會較少著墨，建議可搭配文本，連結當代社會議題及生活情境，提供

學生有創作或發表的任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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