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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民國九十一年九月，國中階段正式實施九年一貫課程起，已有五年的施行經驗。在科學教

育而言，九年一貫課程是一種課程改革。而課程改革的重要工具應是課程材料，雖然，發展新的

教材和使用新教材的方法是很重要的，但使這些教材付諸實現的過程更是具關鍵性，而教師則是

關鍵性的重要角色。就如同Schneider 與Rivet (2000) 所指出，如果教材是通往課程改革的一個有

利工具，這個教材必須能有效的被教師在課室情境中廣泛的運用。所以，本研究擬探討試教過程

對教科書發展的影響，並藉由此新版教科書的試教情境來探討教師面對新版教科書的觀點及影響

教師觀點的因素。研究對象為參與試教的北、中、南三所國中的八位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研究

之資料收集以質性資料為主，包含了與專家之座談、個案教師晤談及問卷調查等，並以三角校正

法分析多元資料，以佐證本研究之結果與發現。研究結果顯示，試教過程對教科書的發展是相當

重要，不但可以具體的改善教科書，也可以使教師對教科書內容及理念有更深入的認識。另一方

面，教師對教科書的看法多著重於文字、圖片、內容分量等，影響的主要因素則為進度壓力、學

生的成績及教師的教學經驗。而對教材是否符合九年一貫的理念與精神？是否有助於學生認知發

展與學習能力？是否能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及是否有助學生學習與思考等，則較少有教師提

及。研究結果將提供未來教科書發展之建議。 

關鍵詞：九年一貫課程改革、教科書發展、教師對教科書之觀點  

 

 

 

 

 

 



壹、前言 

教育部(2003)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的內容已說明九年一貫課程修訂的緣起、基本概

念、課程目標、基本能力等。而事實上，九年一貫主要是強調各學習領域的知識結構及學習心理

之連續發展原則(教育部，2003)。可是，一般人只看到九年一貫的課程，及九年一貫由原來分化的

學習科目，改成學習領域，卻忽略了本次課程改革的重要意涵與作法。尤其，在重視培養國民的

基本能力，來取代傳統上偏重於知識的傳授。此外，在實施策略上，九年一貫課程應著重於學科

的統整與學校本位的課程，這些皆是本次課程改革的重點，也是有別於以往的課程，這些都是進

步的表徵(張惠博，2001)。 

自民國九十一年九月，於國中階段正式實施九年一貫課程，並推行一綱多本政策起，已有五

年多的施行經驗，多種教科書版本雖然滿足了不同的學生需求；然而，由於各種版本所涵蓋的內

容不盡相同，反而造成學生在學習準備上的困擾。因此，為了因應國內民眾的需求，教育部遂決

定邀集國內科學與科學教育的學者與中學教師，著手進行新版教科書的編撰工作。然而，由於教

材對於教學的影響甚鉅，斷無法單靠少數幾人就可完成的，因此，在教科書正式發行的前一年，

先進行試教工作。在試教的過程中，融合編書者與使用者雙方面的意見，並不斷的檢討改進，使

教科書同時發揮理論與實務之功能，更臻完善。而本研究主要的目的便是擬藉由新版教科書試教

的情境，紀錄、分析教科書編輯者與使用者(在職教師)的對談，並進一步探討教師面對新版教科書

時，其對新版教科書的觀點及影響其觀點的因素。因此，本研究的研究問題有： 

一、新版教科書的試教過程對教科書本身的發展的影響為何？ 

二、國中生物教師對教科書的觀點及其影響因素為何？ 

貳、理論基礎 一、九年一貫是實質

的課程改革  

對科學教育而言，九年一貫課程應是一種課程改革。而課程改革的重要工具應是課程材料，

在整個課程發展方面，Goodlad (1979) 也提到當討論到許多課程活動時(政策性的決定、設計和發

展、評鑑和執行)，可以有清楚地由巨觀到微觀有三層區分，分別為社會或系統的層次(Macro) 、

教學或學校的層次(Meso) 和課室的層次(Micro) 。也就是分為整個社會，包含中央與地方所做的

政策或課程決定；學校或教師時所決定的課程或教學；和學生在課程實施過程中所主動進行的決

定。由於不同成員的想法及其所處的時空脈絡並不相同，因此從社會到個人或經驗之間，必定會

產生各種不同的課程銜接內容，課程研究者除了要了解不同層級之銜接課程的轉化過程與內容，

同時還要探討不同層級的課程銜接所造成差距原因為何。 

Anderson（1992 ）在針對課程改革時曾指出，課程改革是一項複雜的工程，至少可由心理、

社會文化、哲學、學科以及經濟等面向加以分析。它也包含許多面相：（一）教材的發展，（二）

選擇合適的教學途徑，（三）能將前述教材與教學途徑付諸實現之改變的歷程，（四）發生課程

改革的社會情境。據此，我們可以預期，成功的課程改革，除了應戮力於教材發展之外，相對應

的教學策略及改變的歷程，與有關的社會情境，諸如：學校、文化、社區、家庭、學生同儕甚至

於社會整體等皆應一起改變和參與（如圖1）。 



 

圖1：課程改革的理論與實務 (Anderson, 1992) 

而針對科學課程的改革，Akker (1988) 提出在分析課程革新所努力的成果時，可以 

分為幾個類型來看：「理想的課程(Ideal Curriculum) 」指的是課程原本的憧憬。「正式的課程(Formal 

Curriculum) 」包含課程所有的文件資料。「知覺的課程(Perceived Curriculum) 」被使用者(尤

其是老師)所詮釋的課程。 

「操作的課程(Operational Curriculum) 」課室中真實的教學過程。 

「經驗的課程(Experiential Curriculum ) 」學生真實的學習經驗。 

「獲得的課程(Attained Curriculum) 」學生的學習成果。 

而課程改革主要的目的是在減少新的理想和目前學生學習之間的不一致，然而，過去許多的

研究往往只重視或直接去比較學生的學習成果(獲得的課程)和教育政策的意圖(Ideal Curriculum) 

之間的差距，卻沒有考慮到所有中間的過程。 

因此，綜上所述，課程發展及革新所涵蓋及牽涉的範圍和人員是非常的廣泛，必需做完整且

持續的考量，就如同Fullan (1991) 所提出，改革不是終止於自身(Innovations are not ends in 

themselves) ，改革是從開始(Initiation) 、執行(Implementation) 、持續(Continuation) 以迄於結果

(Outcome) ，是一個歴程而不是一張藍圖，不是計劃好就可以完全按章行事。事實上，改革的過程

中有衝突、有妥協與順從，不但無法急就章，更是一個不斷變動的歷程。相同的，教育政策也並

非研擬好，就可以全然推展開來，整個教育改革必須要經過縝密的思考與實徵的研究。 

二、教材是課程改革的重要工具  

根據Singer, Marx, Krajcik 與Chambers(2000) 在其以科技協助學生學習的課程之中，指出其課

程教材設計的理論，應包括：（一）情境（二）以全國或州的標準為基礎（三）探究取向（四）

強調合作（五）學習工具（六）學生作品（七）鷹架學習等，這也是一個教材所應含攝的編輯原

理及方向。而除了教材所應涵蓋的內容外，教材發展的過程也是相當重要的。Singer (2000)曾針對

課程教材發展與建立的過程提出了一個模式，他指出最初的發展應先經過預試、資料收集、評鑑、

資料分析、而經由資料分析的結果再改進，最後才能正式實施，然而實施之後仍需持續的資料收

集、評鑑、分析，再改進，這整個是一個交互、循環的過程(如圖2)。反觀我國目前的教材發展，

往往為符合經濟效應，完成後便直接發行，很少有經歷完整的預試(試教)、資料收集的階段。然而，



一個課程教材若要能真正的幫助學生的學習，並符合教師及學生的需求，則是需要不斷的修正與

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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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Development and Revision Cycle (Singer, 2000)  

上一個世代的教育學者對課程改革的圖像可能只是在發展新的教學材料。但現在的課程改革

應不只侷限於教材的發展，並且教材發展的任務也變得更多元，應包含了撰寫新的教科書內容、

發展實驗室活動及準備多媒體的教材等，而除了發展新的教材外，新的教學方法、教師去使用新

教材、新方法的意圖也都是必需重視的（Anderson, 1992）。因此，Fullan (1991) 便曾提出任何新

的課程改革要有其成果，改變的過程要有三個面向：第一，使用新的或革新過的教材（Teaching 



Materials ，如新的教材或教學媒體）；第二， 使用新的教學策略（People’s Behavior ，新的教學

方法或活動）；第三，可改變的信念（People’s Beliefs ，教學想法假設的改變及改革方案的教育

理論的反省）。 

綜上所述，不可諱言的，課程改革的重要工具應是課程材料，雖然，發展新的教材和確認使

用新教材的方法是很重要的，但使這些教材付諸實現的過程更是決定性的一環，而教師則是這一

環中的最重要角色。就如同Schneider 與Rivet (2000) 所指出，如果教材是通往課程改革的一個有

利工具，這個教材必須能有效的被教師在課室情境中廣泛的運用。因此，而本研究便是利用一個

新教材發展的過程中預試(試教)的階段，了解參與試教教師對新教材的看法，藉以做為新教材改進

之依據。 

三、教師對課程或教材的觀點 

杜威曾說「賦予教材生命的是教師」，一個成功革新課程的執行是需要依賴教師在課程改革

的過程中完全、有效的參與( Ben-Chaim, Joffe, & Zoller, 1994) 。Fullan(1993) 曾提出，就國家、社

會的層面來看，教師是課程改革的執行者；就學校的層面而言，教師是學校課程發展者與教室課

程設計者，倘第一線的教師無法在教學活動中落實，課程改革勢必無法達成改革的願景。唯教師

願意，才有可能改革；因此在推動教育改革之時，瞭解教師的感受、需求及態度是不容忽視的基

本課題。 

科學教育改革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可能是針對科學教育的實務和教師在課室實務中的角色，教

師本身的教學價值及信念需要產生顯著的改變(Anderson, 2000) 。一些研究的結果也說明了教育改

革要付諸實行是一個困難且高要求的任務，需要花費許多的精力和時間。主要的是教師對於他們

課室中角色的信念和價值感受到了壓力，而其中最可能面臨的兩難困境便是教學是否應包含所有

的內容或是讓學生深入理解的教學(Akker, 1988) 。Anderson (1992) 也指出，教育要改變，同時也

需要教師角色的重新調整，從知識的施與者轉變為一個教練或是促進者。……但在學校文化中，

教師有個根深蒂固的想法，如果要刪去他們知道學生在未來課程中將會到的任何一個主題，那會

讓教師覺得不安。 

另一方面，Weaver, Coble, 與Mattheis (1993) 曾提出在課程改革中，中央常不斷傳遞新的理

想，教師也不斷地被期望要持續改變，但中央卻很少給與教師足夠的支持。Wallace 與Louden (1998) 

便指出，教師如同學生，他們也需要機會去依照科學課程教材中新的理想去重新修定他們目前的

教學實務，他們也被期望去執行這些新的理想。然而，許多文獻顯示當教師不了解課程設計的意

圖、當他們對改變感到壓力，或他們無法在課程設計中表達他們自己的聲音時，他們僅會重新塑

造新的課程去符合他們傳統的教學實務(Apple, 1990; Ball & Cohen,1996; Clark & Peterson, 1986; 

Dow, 1991; Olson,1981; Sarason, 1982) 。因此，Boyer (1988) 指出，如果我們希望改革成功，我們

不應只是重視在管理、調節，而是，更應聚焦於教師的認同，應從僅是將改革的課程教材傳達給

教師(done to teachers) 的觀點轉變為和教師一同合作(done with teachers) 。所以，瞭解教師本身對

課程教材的想法，才能真正有效的發揮課程教材的功效。 

四、影響教師使用教科書的因素  

Kon (1995) 提出，很多教師認為教科書如同聖經般的具有權威性，非常依賴教科書，也視教

科書為教學的主要來源，甚至是教學的全部。陳麗妃(2001) 的研究指出，影響教師使用教科書之

因素有教師個人、學生的特徵與情境三項因素。若考量教師的因素方面，教師的專業知識、教學

經驗及信念皆會影響教科書的使用。而Alverman (1989) 在研究教師使用教科書的教學上，也提出

在課堂上教師的三種觀點上：第一、教師認為教科書是唯一的權威，完全依據教科書中的每一個



部分，過度信賴或依賴教科書的內容；第二，教師和教科書是皆是權威，教師會自行補充其它的

資料，但學生卻沒有自己提出問題及思考的能力。因此，若教師專業知識不足，則容易產生問題。

三、教師有足夠的專業知識，選擇性的調整使用教科書，並鼓勵學生提問及主動學習。洪若烈(2003) 

進行相關文獻分析後也指出，教師依賴教科書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教科書具有完整的組織且循序

漸進、提供豐富的教學活動及教學資源、予以教師安全感及節省教學準備時間等優點。 

因此，專業知識較為不足或具有視教科書內容為唯一權威觀點的教師較為依賴教科書，而教

材內容組織是否循序漸進、是否提供豐富的教學活動及教學資源、是否可以節省教師的教學準備

時間等應是教師考量選擇教科書的主要原因。 

整體而言，在課程或教材的發展過程中，若教師能實際參與教材的發展、有機會表達他們的

想法，使其更了解教材設計的理想，則對新教材的推廣應有正面的幫助，且更有利於新課程理想

的實現。而另一方面，在新教材實行的期間，收集教師對新教材的想法及建議，除有助於課程研

究者及編輯者更瞭解現場教學實務，也能進一步瞭解教師在整體課程改革中教學的價值與信念。 

參、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收集之資料以質性為主，並依據研究之目的，藉由新版教科書試教的情境，來探討

教師面對新版教科書時，教師對新版教科書的觀點及影響其觀點的因素。 

一、研究情境  

教育部在國中階段正式實施九年一貫課程及一綱多本的第三年，決定邀集國內科學與科學教

育的學者與中學教師，著手進行新版教科書的編撰工作已因應不同的需求。而一個新教材的發展

過程中，第一線教師的看法及建議應是相當重要的，而教科書的預試工作（試教），更可提供教

科書修正及改進之具體意見。因此，在許多科學教育學者的建議之下，進行新版的教科書的試教，

俾使教材更符合教師及學生的需求。本研究即利用此新版教科書試教的情境進行為期一學期的資

料收集，並進一步分析研究。 

二、研究設計及流程  

為了解新版教科書試教之情形，首先，研究者先對整個試教模式進行了解，再進一步與參與

的教師訪談，了解其本身的背景、教學經歴與學校的規模等。接著，參與三所學校的試教會議，

詳細紀錄教科書編輯者與實施試教教師的座談內容，之後再與試教教師的進行晤談，最後將所收

集的資料進行整理與分析，探討試教教師對新版教 

科書的觀點及影響其觀點的因素。研究步

驟如下： 

1.與教科書編輯者及試教學校行政單位、教師協調研究相關事宜。 

2.試教教師進行試教，並於學期中召開座談會議(每校一學期進行兩次，共六次)， 請教科書

編輯者與試教教師，針對新版七下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教科書之可用性、適切性及學生之學習情

形進行討論，而教科書的範圍包括課本、活動紀錄簿、教師指引及其他相關輔助教學資源。 

1 4.每次段考後，晤談參與試教的教師。 

2 5.彙整相關資料進行分析，並撰寫研究報告。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分為兩個部分，一為七下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新版教科書，內容為生物科，

由二位學科專家及四位資深的中學教師主筆。在教科書編寫完並送審後，則進行試教。試教過程



也由九位科學教育的專家進行指導。另一個研究對象為自願參與七下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新版教

科書試教計畫的學校中的七位在職教師。而北、中、南三區各有一所學校參與試教，分別為台北

縣某一小型、山區學校，其中有一名有一年的教學經驗的教師參與，該教師為非師範體系生物背

景之碩士，曾於大學時修過教育學程；中部有四位教師任教於彰化縣某一中型、鄉村型的國中，

其中有三位畢業於師範體系生物相關科系，分別有三年、十八年及三十年的教學經驗，而另一位

則為非師範體系護理背景之碩士，教學經驗為一年；南部為高雄縣某一大型的都會區國中，有二

位教師參與試教，一位有二年教學經驗，大學為師範體系地科背景，另一位為生物及科學教育碩

士，有五年教學經驗之教師。 

三所學校座落於不同的環境，規模也完全不同，全學年的班級數分別為二班、七班及二十班。

參與的七位教師教學經驗有一到三十年不等，其背景也各有不同。因此，研究所收集的資料能較

多元，更具有參考的價值。 

四、研究工具  

（一）座談會議之紀錄：每校一學期兩次，由教科書編輯者、試教教師及試教學校行政人員

召開座談會議，共六次。針對新版教科書七下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教科書之可用性、適切性及學

生之學習情形進行討論與建議，而教科書的範圍包括課本、活動紀錄簿、教師指引及其他相關輔

助教學資源。 

（二）七下教科書試教晤談紀錄：每次段考後，對試教教師進行開放式晤談，以教師在教學

後對教科書之整體意見為主，包括，教科書的優、缺點，特色、學生的學習情形及最需要改變的

地方等，內容設計經科教專家檢視後由研究生進行晤談。 

五、資料收集與分析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的資料收集為主，分為座談會議紀錄及晤談資料。會議進行全程錄影及錄

音，晤談為全程錄音，再將錄影、錄音內容逐字轉錄，進行編碼。而本研究採詮譯學的觀點，不

斷地分析及閱讀所收集的資料，並在資料中持續比較與檢驗，從中指認資料的共同屬性與特徵。

使用教師描述其觀點或建議形成類別，並依據研究的方向進行歸納與整理，以建構研究的發現與

主張。而編碼方式分為會議或晤談再加上四個符號： 

第一位1 則代表北部學校、2 則代表中部、3 則代表南部， 

第二位1 則代表生物背景教師、2 則代表非生物背景教師， 

第三位M 則代表男性教師、F 則代表女性教師， 

第四位則為流水號。 

因此，如：晤談_1-2-M-4 ，則代表北部非生物背景的男性教師在晤談中所提到的內容。而晤

談內容，排除社交性談話、重複問題及與試教不相關之談話，只留下相關內容，再進行分析。而

為求結果之客觀性，晤談後之錄音經研究者轉錄後，均再請科教所研究生進行檢視，最後，寄給

被晤談者及會議參與者檢視，以求其客觀性。 

肆、研究結果 一、試教對於新版教科書發展

過程的影響  

在一學期的座討會議中，教師對教科書所提的具體建議中，針對課本內容提出了40 個建議；

針對教師手冊，提出了5 個建議；針對學生活動紀錄簿提出了2 個建議，並提出了15 個內容或架

構上的整體性建議(如表1)。而其中，一半以上都得到編輯委員的認同，並作為下一版修訂之重要



依據。除了試教教師外，參與的行政人員也針對學校推行教科書的行政層面，提供相關的建議「學

校的地科教師較少，所以排課、師資的調配會有問題」。讓編輯委員也能從學校的實務面去考量

教科書的編輯問題。 

表1: 座談紀錄分類及內容舉例 

教科書次數內容舉例 

課本 

圖4 圖1-2 ，腿關節的圖，表示的不夠清楚 

文16 第六行，腸液分解應該包含醣類、蛋白質、脂質等 

 

組織結構8 這個圖是一個整體的概念，應放在泌尿系統前面，這樣的內容會更完整。實驗活動12 這個實驗用指甲

油刷、用印的，效果不好，可以用撕的 

教師手冊 5  第六題，答案錯了，應為C  

  圖的專有名詞說明較不足 

活動紀錄簿 2  實驗太多，要寫的也很多，常常沒有時間寫實驗紀錄 

整體建議 14  旁邊可以補充科學小故事，可以增加學生的瞭解及興趣 

 

教科書的撰寫及編輯過程，歷經許多專家及第一線教師的檢視，也通過教育部相關單位的審

查。在實際實行時，仍會面臨許多教學現場的問題及不同的聲音，正也顯示出課程發展過程中，

試教過程的重要性。這也與Singer (2000)所提出的課程教材發展與建立應先經過預試、資料收集、

評鑑，再不斷地改進、循環的理念相同。 

此外，在座談會議中，試教教師會針對教科書內容、相關學科知識或學生的學習情形與學科

專家或科學教育專家提問，如「第二冊課本，p.8 掃瞄式電子顯微鏡的圖是怎麼拍出來的，有加

任何的處理或原理為何呢?」、「本冊課本，p.142 為何要用酵母菌」等，在討論當中，教師對新

版教科書內容及教育改革的理念會有更多的認識，相信更能減少正式的課程(Formal Curriculum) 

與知覺的課程(Perceived Curriculum) 之間的誤差。 

二、教師對教科書的觀點及其影響因素為何  

（一）教師對教科書的觀點 

將座談會議及晤談紀錄彙整，而每位教師每提一點建議或問題，則紀錄一點(若同一位教師

在會議及晤談所提的內容相同，則不記點)，最後將教師所提之內容歸類，可以分為下列幾類(如

表3)： 表3 座談會議及晤談紀錄統計表 

圖、文之建議 實驗設

計 

內容份

量 

編排順

序 

與以往

相比較

學生的

學習 
提問 其它 總計 

1-1-M-1   1  1  1   3   1  7  

2-1-M-2  3  3  5  1  1    2  15  

2-1-M-3   2  1   3  1    7  

2-1-F-4  14  2  4  3  1   2  1  27  

2-2-F-5  4   1      1  6  

3-1-F-6  9  2  4  2  5  1  2  1  26  

3-2-F-7  1   2      1  4  

總計 31  10  18  7  10  5  4  7  92  

 
1 1.整體看來，教師對教科書中的圖、文內容是最重視的，其次則是內容份量、實驗設計，

而學生的學習則較少有教師提出。此外，提出意見總數較多的三位教師，年資分別為三、五及十

八年；提供意見較少的兩位教師，則皆為非生物背景的教師。所以，在試教教師中，對教材的熟

悉度與年資不易看出關連性，但與教師的專業背景有關。 



2 2.若以Alverman (1989) 對教師使用教科書的觀點來分析，七位試教教師皆表示皆用講述法

上課，而其中兩位非生物背景教師表示，內容完全按照教材的編排且進度剛好，應是第一種觀點

「教科書是唯一的權威」。這也符合文獻所提，教師專業能力較不足的教師，較會有這樣的觀點。

另有四位生物背景教師表示整個內容概念太多，所以上不完，「現在學生需要教師幫他們做整理

與複習，教師仍要不斷的補充別的東西進去，東西實在太多了(2-1-M-3) 」是屬於「教師和教科書

是皆是權威，教師會自行補充其它的資料」的第二種觀點，而只有一位教師雖用大多用講述法上

課，但表示「我上課主要是根據我自己的想法跳著教，所以我覺得教科書中應儘可能多放較深入

的活動給教師選擇，以培養學生批判思考的能力(1-1-M-1) 」，則傾向於「教師有足夠的專業知識，

選擇性的調整使用教科書，並鼓勵學生提問及主動學習」的觀點。 

3 3.七位試教教師中有四位曾將新版教科書與舊的國編版作比較，例如「這樣的內容是不夠

的，以前的版本一個系統就會花一整章來教，現在一章就包含消化、循環系統及泌尿系統等，學

生學的內容會不夠（2-1-M-2）」、「在顯微鏡的使用方面，以往的版本都是教兩種顯微鏡，現在

只教一種複式顯微鏡，會不夠（2-1-F-4）。」「我們都是以往教過以前版本的教師，所以，會覺

得有些內容刪掉之後，就教起來不順，忍不住就想補充多一些內容(2-1-M-3) 」許多教師會依據以

往的教學經驗來考量教學內容的深度與廣度，並以此為基準來考量一本新的教科書，而非以課程

標準或學生程度等為考量依據。 

 4.有六位試教教師認為教科書應提供豐富的教具及題庫以節省教師備課的時間，例如「沒

有教具的搭配，是比較累。其他版本的教師備課好輕鬆，我沒有教具，想要自己做又沒時間，所

以，一直在不斷備課，好累(2-2-F-5) 」、「如果有題庫或參考書搭配會比較好(2-1-M-2) 」。這和

洪若烈(2003) 所提的有相似之處，教師依賴教科書的主因可能是教科書提供豐富的教學資源並節

省教學準備時間。 

 (二)影響教師對新版教科書觀點之因素 

4 1.教師本身的學科知識：具有專業學科背景的教師會提出較多概念相關之建議，並且，較

注重教材內容的結構順序、實驗的活動安排，例如「我認為孟德爾的遺傳法則中，我認為若先教

基因之後再教科學史，學生應比較能接受(2-1-M-2) 」。而非專業背景的教師較少提出建議，而較

注重文字敘述是否清楚、參考資源是否充足，例如「我是第一年任教，又非本科系，因此，有時

對課本內容有些疑問，需要多一些資訊(3-2-F-5) 」。 

5 2.教學經驗：除了本身學科背景之外，有較多年教學經驗的教師，有較多自己的看法。而

教學經驗非常豐富的教師也較傾向與以前的國編版做比較，並認為以往的安排較好。例如「在消

化作用的實驗，為何不用以前的唾液實驗就好，那個實驗效果很好(2-1-M-3) 」。 

6 3.根深蒂固的想法：可能由於教師本身的學科知識與教學經驗間的交互作用，教師會依過

往的經驗來決定什麼東西一定要教、一定要補充。教師在座談中常表示，新的版本新增加的內容

要教，但新版本沒有的內容，但是以前有的或別的版本有的，還是要補充給學生，否則不夠。因

此會覺得一直補充、怎麼教也教不完，需要另外找時間或利用寒、暑假時間補課。例如「我上課

主要是講述式，因為時間不夠，而有些內容，這本書中沒有。所以教師需要花時間一直補充、整

理，越教越多，所以活動的時間較少(2-1-M-2) 。」 

7 4.進度及學測的雙重壓力：因為學校進度與學測的壓力下，教師大多將重點放在時間夠不

夠，教不教的完、學生會不會考不好等，也有教師表示「我們要對得起學生，否則萬一學測考不

好，如何交待(2-1-M-2) 。」 

8 5.過度依賴教具和參考書：有教師表示，學生沒有參考書的重點整理及練習測驗題目，會

缺乏補充及練習，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果。而現在各版本都能提供精美教具，所以能否提供良好的

教具，則是選擇教科書的重要考量。 

9 6.對學生學習的看法：教師對學生學習的看法會影響他們教學及對教科書的要求，教師認

為幫助學生學習要幫他們整理重點並多練習，則會希望教科書多提供練習及重點整理；而認為學

生的思考及探究能力才是重要的教師，則會希望教科書能提供多元的活動，引導學生真正的理解。

例如「學習必須先經過思考，如果沒有經過思考的話 

 

那學習就沒有意義。所以我喜歡讓學生小組討論，若課本能多一些活動，可增加一些趣味，之後

再用引導的方式教學(1-1-M-1) 」。 

根據本研究的資料收集與分析，可得到上述六點影響教師對教科書的觀點之因素。而在教科

書的發展過程如能瞭解第一線教師對教科書的觀點及影響教師觀點的因素，才能有效幫助教師教

學，也進一步幫助學生的學習。 



伍、討論與結論  

Cuban（1992）認為：「將一個人送上月球比學校改革容易」(引自張惠博，2001)， 這句話

雖然對於科學課程改革抱著不太樂觀的想法，卻也呈現了課程改革的艱難。九年一貫課程的實施，

固然是在因應國家發展的需求及回應國內近幾年來教育改革的呼聲，然而，似乎也對在職教師構

成不少的壓力，而課程改革中的重要工具之一，教科書也確實存在著諸多挑戰。然而，新版教科

書的編輯者，皆是抱持自己理想與經驗，應能為此波的教育改革做出應有的貢獻。而本研究便是

藉由教科書試教的過程，一方面瞭解試教過程對教科書本身的發展的影響，進一步探討在職教師

在面對新版教科書時，所持的觀點及影響其觀點的因素，列述如后： 

一、試教過程對教科書的發展有實際效用，它能提供教師發現教材是否為學生所接受，並提

供建議以改善教材呈現的流暢性及適用性，對於課程改革與推行也有正面的影響。 

在整個試教的過程中，教師對於教科書本身、教師手冊及學生活動紀錄簿皆能提出相當多的

建議，不但可以具體的改善教科書，也使得教科書的內容更貼近第一線教師的需求。此外，試教

過程中，透過編輯者及試教教師的互動，也可以使教師對教科書內容及理念有更深入的認識。就

如同Boyer (1988)所指，若能使教師一同參與，並瞭解教師的想法，瞭解教師本身對教材的想法，

才能真正有效的發揮教材的功效。  

從課程改革的角度來看，新的理念及教材的發展和推廣，除了不斷的修正與改進，是否能在

課室中實行並符合教師及學生的需求也是關鍵。因此，如同楊龍立(2003)所提，若忽視與不理會

教師現有的知能，及其對於新課程的態度，只會使得課程改革在實施的時候，遭遇更多現場教師

消極甚或對立的回應。因此，在教材發展階段，正視教師的想法並和教師一同合作，倘能借重教

師的現場教學經驗，更可以傳達新課程的理念，進而建立彼此的合作關係，俾使新版教科書在內

容以及施行上能更趨於完善。  

二、多數教師仍持有教科書或教師是唯一且權威的知識來源之想法，以致，幾乎完全依賴教

科書進行教學。學生的學習興趣、主動學習與思考能力則較不重視，亦亟欲利用現成的題庫及教

具。 

在研究教師對教科書所持的觀點歸類後可以發現，多數教師仍有「教科書是權威」的觀點，

而且過於依賴教科書。此外，教師比較重視的是教科書中圖、文的正確性、內容份量、實驗部份

及是否有教具或補充教材，也能在前述這些部分提出較多的意見或建議。然而，可惜，對於實驗

方面的建議，泰半集中於實驗是否可以刪減?準備不易或會花太多時間等，而較少有設計理念方面

的建議。事實上，教師本身對於學生學習的看法也會影響他們對教科書的要求及本身的教學。若

教師認為要將概念完整教給學生，學生才能學習，則便會希望教科書能涵蓋所有內容；若教師認

為教科書是為了讓學生有興趣，則會希望教科書生動有趣；而教師若認為學生的學習是要透過重

點整理及練習，則會希望多提供習題……等，因此，教師本身對教學與學習的價值與信念是值得

後續的研究。  

在學理上，本新版教科書的編撰是依據九年一貫課程綱要－自然與生活科技領域，且每一單

元的指引中，亦明確指出學生常見的迷思概念，也增加了許多有助於學生學習與思考的活動內

容，期望提昇學生的學習興趣。然而，在座談及晤談之中，少有教師提及這些特色。可能的原因，

教師仍習慣以教材內容、時間使用、學生學習為主要考量，對於教科書的特色、精華所在，反倒

忽略，這是較為可惜之處。因此，如何使教師具備足夠的專業及教學知識，並能改變傳統的教學

觀點，不拘泥於已熟悉的教科書或其內容，改為著重於學生的學習與思考，應是值得努力的目標。  

三、專業學科知識與教學經驗為影響教師對教科書觀點的重要因素，此外，教師的教學知能

與態度的影響因素也不容忽視 

本研究發現教師本身的學科知識也會影響教師的觀點，生物背景的教師會提出較多的建議，



而非本科系的教師則較少意見，且信心不足，這也顯示我國師資培育機構應多重視自然與生活科

技的統整及跨學科在職教師的培訓工作。此外，宋佩芬(2004)曾提出，許多教師心中早有一版國

編版，作為參考座標，特別是有教學經驗的老師，因為過去使用國編版教學的經驗，使其習以國

編版來衡量如何「修正」(modify)正在使用的教科書，並且，也會以過去的教學經驗框架與知識

架構來幫助整理其教學脈絡。本研究也發現，資深的教師常以舊國編版的內容相互比較，或者表

示，其實他們心裡已早有個標準等。因此，教師本身的教學經驗是影響教師觀點的重要因素之一。  

Anderson (1992)曾指出，教師有個根深蒂固的想法，如果要刪去他們知道學生在未來課程

中將會到的任何一個主題，那會讓教師覺得不安。本研究中，教師也常提出以前有內容或其它版

本有的內容來建議增加，再加上進度及學測的雙重壓力，教師會擔心如果不教，會不會不足？學

測考了怎麼辦等。並且也有教師表示「新課程若要真的實施，可能要等我們這些老的都走了才

行」。進一步言，這一波的教改著實讓許多資 

深教師感到壓力，顯然，教育改革要成功，則在職教師的教學知能及態度的轉變則也是關鍵之一。  

九年一貫課程的實質應是一種課程改革，甚且，改革應是時時在進行，可是，我國的教育系

統，甚或教育工作者卻常視教育為一種慣性，以致，增加改變的困難。所以，教師、學生、學校、

家長、行政人員等皆應具備面對改變的觀點與能力，並共同努力達成改革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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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views of junior high schools’ science teacher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textbook relevant to the nine-year science curriculum. Also 

investigated we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aforementioned views. Eight volunteer 

science teachers from three junior high schools located in northern, middle, and southern 

Taiwan participated in this project. The research period lasted for a semester in 2005. 

Procedures concerning taking field-notes, videotaping expert meetings, interviews, and 

answering a five point Likert-style questionnaire were followed to investigate teachers’ 

perceptions about the new science textbook. All the procedures were administered to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middle and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with the purposes of exploring 

teachers’ views on new science textbook.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science teachers 

tend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wordings, sentences, pictures, and the amount of the 

content. However, whether the new textbook could reflect the ideas of nine-year science 

curriculum, fit the students’ capability,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promote their learning and 

thinking were rarely noticed. It was also found that the factors which affected science 

teachers’ views of the new textbook included their teaching schedules, students’ scores on 

the exam, and their previous teaching experiences. In summary, this study could provide not 

only teachers’ views of a new version of textbook, but also a referent for futur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curriculum.  

Key words: Grade1-9 Curriculum Reform, Development of a new textbook, Teachers’ 

views on a new textbo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