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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兒魚兒水中游─ 

創造譬喻述說現代性、後現代性與九年一貫課程 

 

黃譯瑩 

 

名之為「九年一貫課程」的這波台灣教育改革，從教改諮議與課程研究的前置作業、政

策的辯論、審查、協商、公告、施行，再到各種研習培訓工作的推動，恐怕也已有十年，它的

發展背景與理論基礎一直受到關注（或質疑），其中，有許多研究是以後現代論作為理論基礎，

提出對課程發展深刻的反省。不過，有趣的是：不僅對九年一貫課程，許多對現代性的批判，

在文本的呈現上仍慣常地使用現代主義的方法與結構，讓現代主義的旨趣反而藉此再現，一個

對現代性進行反省與批判的後現代研究文本（或後現代課程研究文本），或應嘗試著體現後現

代精神，實踐創造。 

基此，本「文」有三大目的：（1）試解構一般研究文本之正當化形式，試讓自身的呈現

作為一後現代作品；（2）對照九年一貫課程其發展、現況與實施過程中相互嵌含的現代性與後

現代性；（3）透過所創之譬喻（魚兒魚兒水中游）中符號與象徵的漸次演化，述說現代與後現

代思維如何形成與發展，並進一步地嘗試自系統典範觀點覺察現代性存在的道理以及後現代反

省中的可能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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