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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鄉土教學活動課程轉化

之個案研究

郭至和

本研究旨在探討目前國小鄉土教學活動課程轉化之狀況，分析

教育部所艾布國小鄉土教學活動課程標準之內容、台中市教育局、

學校、教師等，在各層次之間課程轉化的差距情形。

本研究方法分1.?@..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參在全土主黨哇哇哇:t
議、各校i零星，指導活動座談會及相關研習活動等，分析在教育局層

級對整個台中市圈 .J、鄉土教學活動椎動的方向與實際運作的狀況。

第二部分則選擇一個索學校及班紋，進入現場實際觀察，持以分析

學校行政人員及任課教師層級課程轉化之情形。第三部分以部分相

關人員為對象進行訪談。第四部分採周文件分析法的方式，探討台

中市整體實施教學的內容及方式。

本研究發現，由於各地環境不同，各層紋的人員對該課程亦有

不同的詮釋，使得課程標準與教育局正式課程、課程檬準與學校正

式課程、教育局正式課程與學校行政人員知覺課程、教育局正式課

程與教師知覺課程、學校運作課程與教師運作課程、教師知覺課程

與運作課程，均因課程轉化產生差距。最後根據本研究結論，提出

具體建議，以供教育行政人員及教師等相關人員，作為園小鄉土教

學活動的實施與未來發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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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壹、緒論

本節分為三個部分，分別說明研究動機、研究目的及名詞界定，茲陳

述如下:

一、研究動機

自八十七學年度開始，國民小學三年級新增一門鄉土教學活動課程，

鄉土教學活動設立的主要目的，在使學生認識自己生活週遁的環境，對自

己的家鄉產生認同感，並熱愛自己的鄉土，進而激發他們改善地方環境與

建設地方的情意目標。而課程的設計、發展或實施，並非自特定的某一群

人所能完成，課程能夠成為一連串可以實施的活動或材料，必須經過許多

不同層次的團體成員，分別針對該層次的任務與需求，進行課程的計畫及

發展工作。

課程師然是由不同層次的團體成員逐步發展而來，在理想上應存有一

個所有層次所認定的共同目標，每個層次皆環繞這個目標進行課程發展及

實施的工作。可是實際上，在各層次轉化的過程中，各成員對於課程目標

及內容的認知不同，就會產生差距。我國課程轉化的情形，由過去歷次所

實施的舊課程可看出，大都採中央集權或由上而下的發展摸式，首先教育

部頒定課程標準'再由國立緝譯館緝輯教科書，學校與教師在課程的選擇

與實施上有限，由 Goodlad ( 1979 )所區分的五種課程加以歸類，我國正

式課程是以教育部委託專家學者、教師、教育人員訂定的課程標準，以及

國立繃譯館所編輯的教科書為主翰，課程標準的訂定就是將理想課程轉化

為正式課程的歷程。自八十四學年度起，教育部將國民小學教科書制度，

由原先的統編制改為審定制 ，國民小學各校有權從通過教育部審定的各家

出版商所出版的教科書，選擇適合者使用，而八十七學年度自三年級開始

每週增設一節鄉土教學活動，該課程的設置，賦予各地方、學校及教師更

大的參與空間，由於國小鄉土教學活動無統一教科書，授課方式可按各地

方、各校的實際需要而做調整改變，因此，從教育部所公布國民小學鄉土

教學活動課程標準之內容，到地方政府推動鄉土教學的方向，及學校、教

師所知覺和實際運作的情形，其間所產生的差距，引起研究者相當大的興

趣。因此，研究者藉由課程轉化所造成差距的觀點，探討國小鄉土教學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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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課程的實施情形。

二、研究目的

針對國小鄉土教學活動課程，本研究希望能夠達成下列的研究目的:

(一)T解國小鄉土教學活動課程轉化過程之內容。

(:=)探討國小鄉土教學活動課程轉化的過程中，不同層次所遭遇的問題。

臼探討各轉化層次鄉土教學活動課程之間的差距 ，以及造成差距的重要因

素。

四獲得課程轉化的研究成果，供日 f愛國小鄉土教學活動課程研究之參考。

三、名詞界定

(→鄉土教學活動 心/

本研究所稱之「鄉土教學活動」是根據教育部八十二年公佈新修訂

「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中，增設國民小學鄉土教學活動課程，並於民國八

十三年公佈「國民小學鄉土教學活動課程標準規定於國小三至六年級

每週一節四十分鐘，並可和輔導活動科、團體活動科中的相關內容與活動

配合。於民圓八十七年九月起，從國民小學三年級逐年實施。該活動課程

採用彈性教學，內容包括:鄉土語言、鄉土歷史、鄉土地理、鄉土自然及

鄉土藝術等五大類。

位j課程轉化 γ

本研究所稱之!課程轉化」是指課程由塵鎧鹽1比售賣然的過程中，從

教育部所公布國小鄉土教學活動課程標準之內容、台中市教育局及學校行

政人員所建摯的方向、教師對該課程所w6型型晝1iffi等于 1璽墊層*-q:.，所涉

及的氫彈;扭捏和運作課程。

貳、文獻探討

Goodlad ( 1979 )針對課程目標和內容的選擇組織與評鐘，將課程的

探討分為「應然」和「實然」兩個部分，為說明其應然與實然之間的差

距， Goodlad 將課程轉化過程區分為五個階段(黃政傑，民 78 楊益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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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88b ; Goodlad ' 1979 ) 

(寸理想的課程( ideal curriculum )是課程設計者(政府、基金會、利益

團體所成立的委員會或學者個人等)對課程所抱持的觀點，它是理想的

或可作為樸範的。

(::)正式的課程( formal curriculum )是經過教育行政機關同意，藉選擇

或命令的方式，由學校或教師採用者。正式的課程為了獲得同意，必須

以書面的方式出現(如課程指引、科目大綱、教科書或學習單等) ，正

式的課程的特點在於它是經過官方認可的。

<=J知覺的課程( perceived curriculum )是教師或家長所知覺到的課程。

因為官方同意的正式課程，在學校人員、教師或家長心中有不同的認

知，因此知覺的課程是屬於心目中的課程，家長或教師對現行課程的態

度，往往促使他調整課程的行動。

個運作的課程( operational curriculum )在教室和學校中實際發生的課

程。在實際教學中，囡為學校人員或教師在將其所知覺的課程轉化為運

作課程時，常出現許多實際上技衛和方法之困難，造成知覺課程和實際

教學的課程不盡相同。

個經駿的課程( experiential curriculum )學生所經駿到的實際課程。學

生是具有思想的主動個體，他們會依自己的興趣、價值與需求，自種種

學習活動中尋找自己的意義，建構自己的經驗，他們會自我抉擇、創

造，而不只是接受的容器。

從「應然」的層面來看 ， 在各層次問轉化的課程，應該是一套符合共

同理想的課程，然而從「實然」的角度來看，課程由於經過層層轉化，一

直到學生所經驗到的課程，可能與課程發展最初的理想有很大的差距。

Brophy ( 1982 )以圖一說明課程在各層次之間轉化所造成的差距: f一)

圈中A代表是由州或地方層次所選用的正式課程。(司在地區(學校層次)

轉化時，被校長或教師所組成的委員會加以改變，這些改變包括自正式課

程( A )中刪除Ao的部分，以及加上B的部分。目學校採用的正式課程

( C )已非原本的A課程 (C=A+B-Ao) 。回每一位老師在解釋學校所

採用的課程( C )時，可能依據教師本身的喜愛以及對於學生需求的理
念，而刪除圓形中 co的部分，加進D的部分。 (5)因此每個個別的教師所採

用預定的課程E (E=C+ D- Co) ，既不同於官方的正式課程( A) ，也

和非官方的正式課程( B )不同。開教師在很據自己預定的課程( E )於
實際教學的過程中，可能由於時間限制而刪除部分課程( Eo) ，又以錯

誤或偏差的方式教錯了一部分( F) ，因此學生就被灌輸一些錯誤的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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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正確的知識。的在學生學習的層次，所有個別的教師實際上所教的正

確的( E )或不正確的( F )材料中，學生所學習及保留的部分只有固和

凹，某些部分學生可能因為教師教得太簡略或含糊不清而漏失調(凹，

F2) .叉可能因為學生本身錯誤的先入概念，扭曲了部分的知識( E3 • 

F3 )。到最後，只有El部分是教師預定所採用的課程( E )中，成功所教
授的部分。

C A I (一)州或地方的正式課程
[丕| IB | 口校長或教師委員會對正式課程的解釋

c 由學校採用的正式課程

[~~~] I D I 個教師對學校課程的解釋

主一一」個教師預定採用的課程

[~~~] I D |的教師實際教學所實施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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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再由課程實施的方面來看，對於課程實施的觀點，直到 1980 年

代，學者們主要分為兩類，一是忠實觀( fideli ty perspecti ve) .二是相互
調適觀( mutual adaptation perspective) (黃政傑，民的 Fullan & 

Pomfret • 1977 )。在 1990年代，由於教育人種誌( educational ethnography ) 

、符號互動論、建構主義等傾向微觀之學說的發展，學者們提出第三類的

觀點，即課程的演示觀( curriculum enactment perspective) (郭玉霞，民
的; Synder • Bolin & Zumwalt • 1992 )。

課程實施的忠實觀之基本假設是:課程實施的理想結果，是忠於原先

課程計童時設計者所具有的意圈，因此課程或其計畫是事先決定的，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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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是由課程專家依其專業知識所設計發展的，只有少部分可能有教師的

參與。教師的主要任務就是將課程專家所發展設計出的課程加以實施，並

依據實際實施的結果和原先計畫的意圖來評鑑課程，教師所傲的愈接近預

期的計畫，則愈為忠實，課程實施的程度也愈高。由此看來，從課程的設

計到實施是一直線式的過程，教師與學生都只是被動的課程接受者，教師

從課程專家所傳遞給予的課程融入學校課程中，教師的目標與課程專家的

目標是一致的;學生則主要在學習教師所教給他的內容，並努力達成課程

目標(林進材，民的;郭玉霞，民的;歐用生，民 82 Fu))an' 1991 

Posner ' 1992 ; Synder ' Bolin & Zumwalt ' 1992 )。

所謂相互調適觀所強調的是:課程實施並不是軍方向的傳遞接受，而

是雙向的相互影響改變的歷程。一方面課程專家改變學校教育的措施，另

一方面則由學校的教育人員針對當地特性、學校環境、學生特質等，將課

程專家的改革計畫或課程加以調整，由此二方面產生交互作用。這種觀點

認為教師和課程專家各自有不同的次級文化，在信念與價值觀上也有差

異，所以在課程實施的過程中，兩者之間的合作、溝通調遍是課程實施成

功的重要關鍵。在這種課程的觀點中，隱含教師的角色是課程發展者，他

們可視本身及學生的需要、興趣、技能來調整課程，然而更重要的是這些

調整包含教師本身的意識型態、建構、態度、以及價值觀與課程改革的情

形(林進材，民 88 郭玉霞，民 85 ;黃政傑'民的 Posner ' 1992 

Synd缸， Bo1in & Zumwa1t ' 1992 )。

採課程演示鶴的學者認為:課程知識是個人建榜的、個別化的，其必

須符合個人的及外在的標準;學生的心靈不是容器，可用課程專家所發展

出來的課程所能填滿，學生的心靈是等待被點燃的火炬，由教師透過自己

心中的火炬將其點燃( Synder ' Bolin & Zumwalt . 1992 )。因此強調課程

是師生之間共同、創造的教育經驗，教材與教學策略都只是一種手段，只

有師生用這些手段所建構出來的教室經驗才是課程。課程成功的實施必須

了解到教師的角色是課程的真正發展者，真不只紛演被指定的角色，直接

否定課程是一可經由教師來傳送之具體物品的觀點。Doyle ( 1992 )明白

指出:課程研究轉向所謂經驗的課程，不再強調教學的遙控，取而代之

的，是閱始關切教師個人實際的知識和課程製造者的責任角色，以及學生

的特質，包括老師和學生如何在課堂中建構共同的意義。因此郭玉霞(民

的)認為此類課程用「課程實施」這個名詞似乎並不恰當，應以「課程建

構」這個名詞較為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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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Goodlad和 Brophy等人的觀點來看，可以了解在課程專家、教育行

政人員及教師所計畫的意圖課程與學生實際學到的經驗課程之間，存在著

很大的差異。黃上芬(民86 )在比較各層次的園中理化課程之後，發現轉

化過程的確造成教學目標、教學時間以及教學內容方面的差距;會郁敏

(民 87)在分析國小音樂課程由課程標準轉化為教科書的歷程中，由課程

標準的總綱轉化為音樂課程標準，再由音樂課程標準轉化為音樂教科書，

各階段的轉化內容有的部分無差距存在，有的部分則有差距存在。

教師對課程的看法及態度，會影響教師對課程做出調整的行動，以課

程實施的三個觀點中，對課程的定義抱持不同的看法，因此教師在其中所

扮演的角色亦有所差異，但近年來逐漸強調教師在課程實施角色的重要

性，特別是當教師與學生間的互動逐漸成為課程實施的核心時，教師如何

影響課程實施就愈形重要。 Clandinin 和Connelly ( 1992 )認為教師是教室

中課程建構和課程實施的整合部分。林幸姿(民的)以訪談方式對於具有

學校層級以上課程發展經驗者，分析其參與情形、感受及對教師參與課程

發展的看法，其中包括參與地方層級鄉土教材的續積成員，根據研究發

現:教師有能力成為課程的研究者與生產者，並與其他領域的專業人員共

同合作，依據不同的興趣與專長，做適當的分工;教師參與課程發展之後

所獲得的正面影響遠甚於負面影響，且多肯定教師參與的功能和能力，但

可惜的是參與校外課程發展的教師，很少將獲得的經驗與新觀念帶回學

校，和未參與的教師分享;就整個課程發展的權力運作取向而言，仍多屬

「由上而下」的行政模式，大部分教師仍處於被動的角色。單文經等人

(民的)以文獻分析及意見調查兩種方法，探討在國民教育階段推展鄉土

教育的檢討與規章的，在調查設計部分，以分區意見座談及抽樣問卷調查的

方式，分析教育人員對鄉土教育的看法及理論與實際之間的落差;蔡佳雯

(民 88 )以實際搶任一班三年級的鄉土教學活動諜的教學，並與同學年教

師所組成的鄉土教學活動課程規量的小組合作進行課程計量凹的事宜，研究結

果發現以活動為主的科自需大量的人力與物力支蟹，研究者與三年級教師

以合作規章~J課程的方式，教學資源與理念可以共事，達成教學的目標。

最後從鄉土教學活動課程標準的內容觀之，其中雖然對於課程內容與

實施方法有所規定與說明，然而中年級的範圖以鄉、鎮、市、區為主，因

此不可能出現全國統一的教科書，教材的選擇，各校可由活動內容綱要中

自行緝築或自由選擇適當的教材，進行教學活動(教育部，民 82 )。台中

市在教育局的策畫下，召集市內教師繃輯鄉土教學活動教學手閉、學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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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及教師參考手加等，課程的安排和活動的設計三年級自校園開始，擴展

到學區，將來擴大到行政區，以至全台中市，採由近而遠，由淺而深的螺

旋式課程設計(台中市教育局，民87)。全市又有統一的教材，但三年級

以學校、學區為範圈，教材的肉容勢必、無法兼顧各枝、各區的不同歷史和

特色。在鄉土教學活動課程實施的過程中，經由層層的選擇，課程會有所

轉化，使得實施結果與原先意圖不同。教育部所公布的課程標準，在台中

市教育局所緝輯的鄉土教學活動教材和學習單之正式課程中，已經產生了

轉化 ， 各校又依當地的情況不同加以增滅，教師對正式課程的知覺詮釋便

成為教師的知覺課程，進而在教室情境、時間等因素影響下，教室中所實

施便成為運作課程。從教育部的課程標準、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學校及教

師等不同層次中，其間所產生的差距，引起研究者相當大的興趣，研究者

乃選定「園小鄉土教學活動課程轉化之個案研究」進行探討。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節主要說明本研究之研究方法、研究對象、資料蒐集、研究歷程、

信度及效度等，茲分別敘述如下:

一、研究方法

為7深入了解台中市國民小學鄉土教學活動課程轉化的狀況，研究者

進入學校及教室實地觀察教學的情形，因為許多教學上的問題和困難，必

須走入真實的教室情境中，才可能發覺的到。 Yin ( 1994 )認為個案研究

是針對「如何 J (how) 或「為什麼 J (why) 等研究問題的一種研究策

略，特別是當研究者無法對行為事件有所控制(變項的操弄) .以及研究

者的研究焦點是關切發生在真實生活情境脈絡中當時的現象時，便可運用

個案研究。本研究基於以下三點理由，採用個案研究法:一 、 本研究除了

了解台中市園小鄉土教學活動課程轉化的內容( what )之外，亦探討其轉

化的過程( how )及所造成的因素( why )二、研究者未控制研究對象

的行為;三、本研究希望經由學校及教室真實情境的觀察，深入了解學校

行政人員和教師如何「理解」鄉土教學活動課程的內涵，並透過學校所推

動的工作項目及每次教師實際所教學的課程內容，分析台中市教育局及學

校所認可的正式課程，以及教師所實施的課程之間的轉化有何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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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研究者在個案對象的選擇上，考慮到以下二點因素:←)由於個案研究

重視對某一特定之對象作深入的描述，需要大量的時間進入現場暸解分

析，因此研究的接本不可能太多。研究者以一所國小為個案，學校中以校

長及教務處與該課程實施關係最為密切，因此研究者在學校行政單位部份

以校長及教務處人員為主。口為了顧及長期的研究和深入的描述，研究者

需選擇對本研究有參與意願的該科任教教師為對象。此外，台中市鄉土教

學活動課程，各校大多將時間安排在星期六的第三或四節，受限於時間上

的影響，只能針對一個班級加以觀察。

在上述因素的考量下，研究者於民國八十七年八月底，針對台中市朝

陽國小(化名) .在三年級中還敢可能的研究對象，首先於九月初分別向

校長、教務處人員說明希望以該較為研究場所，並將研究主題、目的和所

使用的研究方法約略陳述，說明本研究在個案方面，希望探討學校行政人

員及任課教師在該課程所欲實施的方式及實際運作的內容;俟校方同意

後，研究者分別徵詢任課教師是否願意成為本研究的對象，其中陳老師表

示願意參與研究的進行，因此研究者就以陳老師為本研究的研究對象。

朝陽國小於民國四十八年成立，目前總計有四十七班，每個班級學生

人數大約三十八名左右。學校辦學的校風開放、學生活潑;自民國八十三

學年度起，學校教師即利用每次定期戶外教學的機會，設計活動手燭，實

施鄉土戶外教學，且獲得教育局督學及學生家長的肯定。

陳老師，女性，二十八歲，已婚，平日注重休閒生活，興趣以畫畫、

聽音樂為主。民國八十五年專業於師院美勞系，在大學修業期間所修課程

中，有「中國地理』一科，任課教授讓他們研究自己的家鄉，陳老師自認

為學習到許多學物，也是她印象最深刻的一科。畢業後到朝陽國小服務至

今第三年，期間主要擔任中年級導師，上課喜歡和小朋友一起探討。

三、資料蒐集

為了獲得更完整的資料，本研究採用觀察、訪談及文件分析等方式，

作為蒐集台中市國小鄉土教學活動課程轉化之資料來源。

付觀察

本研究觀察可分為二個部分:1.參與台中市國小教材搧輯會殼、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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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迴輔導活動座談會及相關研習活動等，藉由實際參與錄音紀錄，分析在

教育局及鄉土教學中心學校層級，對整個台中市國小鄉土教學活動推動的

方向與實際運作的狀況，並了解課程轉化的過程中所產生的差距。 2. 在個

案學校及教室觀察部分，除了藉由詳細的田野筆記，並輔以錄影、錄音記

錄課程進行中教師、學生以及師生互動情形等詳細教學過程。觀察完畢

後，隨即針對上課內容進行非正式的訪談，以釐清研究者的部分疑問及觀

點。

t:)訪談

為求本研究的完整性與深入性，訪談對象可分為三個部分1.針對教

育局人員、台中市國民教育巡迴輔導國鄉土教學活動科輔導員及其他相關

人士等進行訪談，了解其國小鄉土教學活動在教育局層級的實施狀況。 2.

以個案學校的校長、教務主任及教學組長等進行訪談，以了解學校層級行

政人員所知覺到的及實際運作的課程為何 。 3. 以陳老師為訪談對象，在課

程實施之前，先對陳師進行初步的訪談，以獲得其對於課程、教學內容的

詮釋和教學所抱持的目的為何，以及參與此次研究的動機與期望 。 按著在

課程實施中，就課堂上所發生的現象、問題，或研究者覺得需要澄清之事

實，在下課時請教教師，以深入了解其現象及產生的原因。最後在學期結

束時，分析教師對課程內容、教學目標、教學上所遭遇到的問題，和學校

對鄉土教學活動的支援、實施整體的效果等，作全盤的探討。

臼文件分析

本研究所採用的文件，在教育局層級方面，包括台中市教育局有關鄉

土教學活動推展之計割、公文、教材續提會等相關之會議記錄，以及台中

市國教導團鄉土教學活動科巡迴輔導資料。在學校層級方面，包括該校推

動之計劃、組織、相闊的會議記錄、行事曆、學校所總輯的補充教材等。

在教室層級方面，包括鄉土教學活動教學手肪(上、下學期各-00) 、鄉

土教學活動學習手加(上、下學期各-00) 、鄉土教學活動教師參考手加

(上、下學期各一般)共六筋，有關鄉土教學活動的研習資料、教學者省

恩記錄等資料。

四、研究歷程

本研究實施流程如圖 1 '主要實施歷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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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獻探討 ←一一刊確定研究問題|
‘』\\\\\‘~.

圓 1 研究流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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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與相關之座談會、鄉土教材編輯會及研習活動:於八十七學年度關始

參與台中市國教輔導團鄉土教學活動科巡迴各校輔導活動( 民國八十七

年十月至民圓八十八年五月) ，並參與教材編輯會議(民國八十七年十

月至八十八年六月，共二十八次會議) ，藉此分析台中市國小鄉土教學

活動教育局層級之實施情形。

己個案學校及教室觀察:研究者於民國八十七年八月底開始參與學校相關

的會議，並記錄開會時的情形。另外，由於朝陽園小鄉土教學活動排定

在星期六上午第三節，所以每隔週六實施一節，研究者於民國八十七年

九月十九日進入陳老師的教室，至民國八十八年六月五日止，扣除學生

定期考查、學校運動會等活動，共計觀察了一整個學年計十次課程。

已進行訪談、作深入的探討:選擇適當的訪談對象，擬訂訪談的內容大綱

及時間，並將訪談的資料加以整理分析，以獲得進一步的訊息，俾供研

究最後結論的參考。訪談時間的安排，民國八十七年九月十七日開始正

式進行，直至民國八十八年十月結束，共訪問十五名相關人員。

個對於鄉土教學活動相關資料、進行文件內容分析:在本研究實施的過程

中，可透過訪談機會，廣泛蒐集台中市有關鄉土教學活動的研習資料或

會議記錄等資料，探討教育局及學校教學活動可能進行的方式。

五、研究的信度與效度

由於量化研究所依據的是統計的概括，而個案研究所依賴的是分析性

的概括，兩者研究取向不間，故不能以一般傳統實證主義量化研究的信度

與效度考驗方法來判定個案研究的標準。 Yin ( 1994 )提出建構效度、內

在效度、外在效度及信度來提昇個案研究的品質，惟本研究比較偏向質的

個案研究，以研究者本身為研究的工具，進入現場蒐集資料，因此本研究

參考LeCompte ' Prissle和 Teach ( 1993 )對於提高研究之信度與效度的策

略所作之建議，設法提高本研究的信度與效度。

為提高本研究的內在信度，研究者所採取的方式如下: (一)研究者對於

每次觀察或訪談告一段落時，研究者便會尋求被觀察者或訪談者的看法，

以事後問題的再澄清，使研究者所呈現的內容，盡量以被觀察者或訪談者

的觀點來呈現，避免以自己的主觀價值判斷來詮釋被觀察者或訪談者的觀

點。(=，)研究者和研究所的同學相互討論，並交換彼此的心得，從不同的立

場來看研究者的報告，幫助自己澄清許多的盲點。此外，邀請一名研究生

協同編碼，並隨時和教授討論。因本研究盡量多用現場原始筆記或訪談逐

字稿，並作詳細的觀察記錄，少作推論的描述。在經受訪者同意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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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用錄音機輔助記錄訪談內容，並作成逐字稿，逐字稿儘可能經受訪者

確認;在實際教學部分，運用錄影機錄下陳老師的教學情形，並立即完成

逐字稿及處理現場所傲的筆記，力求資料記錄的完整性。

為提高本研究的外在信度，研究者所採取的方式如下: f→研究者對於

研究的過程、計劃，及對資訊提供者(朝陽國小及陳老師)的特質與背景

加以描述，並說明選用該觀察對象的原因與過程。口詳細說明本研究資料

分析的方法， 資料蒐集的策略與整理，並清楚描述資料記錄與分析的做

法。

本研究為提高內在效度，研究者所採敗的方式如下:卜)研究者以一學

年度的時間長時期進入現場觀察，除了班級教學觀察為每隔周六一節課之

外 ， 其餘學校部分，從朝會、升旗、相關會議、活動等，隨時保持對研究

現場的敏銳度，化熟悉為陌生。且在逐字篇編喝完成之後，研究者將其影

印 ， 滋請受訪者或被觀察者進行資料檢核的工作，此外，亦將受訪者或被

觀察者在資料檢核後所反映的意見及言行記錄下來，澄清並比較其他相關

資料。目以觀察、訪談及文件分析等資料蒐集方法，進行資料的三角校

正 。

本研究在提高外在效度方面，研究者所採取的方式如下:付研究者將

學校的背景以及教室的場景詳加描述，另外也針對陳老師的學歷、服務經

歷等個人資料作深入了解，表明研究者與現場的關係﹒以利後續研究者作

相似研究的比較分析。口研究者自我的反省能力亦相當重要 (Ely' 的zul'

Frieclman • Garner & Steinmetz • 1991) .所以從教室情境觀察出來，研

究者一定會從這些資料中作自我反省的功夫，以求下次進入教室中，不會

再重蹈覆轍，也使自己不會陷入自我詮釋的框框中。

肆、結呆分析與討論

本節主要是對台中市國小鄉土教學活動課程實施過程中，在不同層次

間空三處哪些差距及造成差距的原因，並進一步探討教師正也三墅里里實施中

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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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標準與教育局正式課程的差距

村鄉土範圍的規畫

里據鄉土教學活動課程標準內教材鏽選之原則哼~tE年級的範團為

鄉、鎮、市、區，但以台中市三年級鄉土教材的範團來看，上學期以學校

為主，下學期以學區為範圈，四年級再擴展到各行政區，此與課程標準內

之鄉土範圍產生差距，如此安排的原因，是因為教材編輯人員希望圓小三

年級讓學生培養情意上的教學，所以在範圖上降低到從認識學校開始，台

中市鄉土教學活動科輔導員資主任(亦是三年教材的緬輯人員)就會表示

r 鄉土教學的目的，在三年級是培養簡單的技能教學，調查、訪閥、紀

錄，比較簡單式的，最主要還要培養小朋友情感上的，所以我們設計降低

到從認該學校開始，…有的學生只認織自己上課的地方，六年畢業，整個

00國小沒有全部好好的了解過，…從認識學校開始，然後培養簡單的觀

察、紀錄的方法，三下的時候認識學區- ••• J (會議a品-03 )。因此，台

中市鄉土教材中年級的範圍縮至學校一 、學區，而此一鄉土能圓的規劃與其

他縣市鄉土教材明顯不同，亦成為台中市鄉主教材臨特色之一。

/ ω教材編寫方式及取向

在塑主塾聖重重重垂直單車塾皇糧墨主愿只I.L~整對益盟軍益主璽式

續寫，並應注意統整性、多樣性及均衡一位，而台中市三年j閥土書生對編寫

東式採課程標準五大類別中之鄉土地理、鄉土歷史、鄉土自然及鄉土藝術

等，各編寫成一個單元，非採單元主題式將王永璽坦理整單單 三由主主三年

級鄉土教材範團是以學校『門學區為主，所以是由各學校自行緝輯教材或由

全市成立編輯小組籌編一套統一的教材，當時就有一番的討論(研習的-

。4)-後來三年級的教材緝輯工作就採納各校校長、主任及教師的意見，

由全市成立編輯小組統一續輯(會議a.03-15 )。在民國八十六年七、 J\兩

個月期間，四位鄉土教學活動科輔導員蒐集資料並完成E整個教材架構，每

位輔導員很據自己的專長負責一個單元，之後其他緝輯人員加入，花了半

年的時間開會討論、修改，到民國八十七年二月份定稿、印刷，完成三年

級教材試用本，在緝輯時間緊迫及簡化編輯流程的考慮下，形成以鄉土教

學活動科輔導員為主軸，鄉土地理、鄉土歷史、鄉土自然及鄉土藝術各續

寫成一個單元的編輯方式(會議a.04-02 、訪談。6-05 )。此扎L教材中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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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鄉土語言部分，因為編輯小組表豆苗文育部援緝母語的統緝教材」 台中一市

三年級鄉土教材編輯人員便不將鄉土語言部分納入教材內(會議b品)。

二、課程標準與學校正式課程的差距

付學校排課時間的安排

車且陽園小三年鄉土教學活動該科安排時間在每隔週六排一節，大約一

學期互上五至六節課，此與課程標準中所訂定中高年級定期活動每週一節

課四十分鐘產生差距，使得該科實際授課時數減少一半，朝陽園小教學組

長說明該課程在當初排課時所考量的因素是「因為我們今年所排的課呃，

-原則上在屯區開會的時候，大家共同討詣排在禮拜六，排在禮拜六又碰到

兩週休二日，所以和上般原先的理念好像有一點點的出入。因為團體活

動、輔導活動、鄉土呢，三者是要搗助、 E相論謂的，給謂的結果呃，設

想以後輔導活動再進來，又有一個鄉土活動再進來，可能就會馬虎一點

點， ••• J (訪談。9-18 )。鄉土教學活動課程標準修訂完畢正式實施之

後，政府又實施隔週休二日的政策，在一般認為國語、數學等為主科的觀

念下，這些科目假如安排在週六，使得每隔週六會減少一節(訪談。6-3

3) ，因此將新增的鄉土教學活動、輔導活動兩科，及原本的團體活動安

排在週六。

口上課的型態

在課程標準中有關教學活動實施要點部分，對於定期活動實施可採以

理盟皇巨型?當或分組方式編組進行;在師資方面，各校可與附近學校聯絡，

交換具有不同專長之教師，進行也同教學，亦可聘請挂區人士及具有實際

經驗之專業人士擔任。朝陽國小鄉土教學活動進行的方式是以原班級型態

進位數聖:對於教學活動進行的方式可能因僅三年級--1圓年級實施該課

程，無法以年段或三至六年級為單位混合續組，加上教材編輯敢向就以班

級為單位，形成j基~壁壘型壟準行哲學(觀察 870919-觀察 880605 )至於

師資來源考量到教師授課時數、時間安排及經費來源等因素，以各班級任

教師擔任該科教學者，朝陽園小教務主任就表示『因為這是新的科目，原

則上由三年敘各班導御自已來上，因為除了這一科，三年級還增加像輔導

活動等新的科詞，個果自科任老師上，一方面沒有人顧窟，另一方面排課

也很麻煩， ...請校外人士來學校教學，這是蠻難做到的，因為學校經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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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請人來就要給鐘點費，增加學校支出，而且要諸種比較適合，我們也

不太知道， ••• J (訪談。7 - 28 )。

三、教育局正式課程與學校行政人員知覺課程的差距

哇豐f些描寫教學描充教材方面，教育局1f;望負校墮ft型主墊學活動推

動得?一組續寫補充教材，因為三年級教材的範團由學校、學區出發，內容只

提供任課教師一種參考的架構，各校及佳句禮教師必須趕當地坦坦J 再蒐集

補充教材，台中市國教輔導國幹事呂老師在各校巡迴輔導活動時表示「由

本市輔導員所共同緝輯是三年級的教材，這份教材是適用全市怪的，但是

每一個學校必須還要依照各校的特色，來掘出你們自己的論充教材，因為

它是一個適鐵教材，它沒辦法針對每一個學校、每一個點來舉出有關歷史

的部分、地蓮、自然、草草衡、語言等等，沒有辦法針對五十幾所學校來續

五十幾本，所以這五十幾本都要靠學校老師來緝輯、來蒐集這方面的資

料。 J (會議 a.Ol-20 )。而輝主聖嘆遣軍~.~~國月十二年金價買增此一科

目，民國八十三年公佈鄉土教學活動課程標準'其中至少有三年的時間可

供籌查，但朝陽國小教務主任認為鄉土教材一定會由上級單位總輯提供，

所以遲遲未展開學校的綠輯工作，以致後來學校教師在邊教邊蒐集資料的

過程中，完成學校的補充教材，朝陽國小教學組長就表示 r~們學校原先

早就要動手了，那張主任(教務主任)她就說，市政府會續一套給我們，

我說不太可能吧!因為是學校的補充教材的話，應該是我們每個學校來處

理吧!她說不會不會，上面一定會給我們，所以我們久久都沒有動手，但

是呢!道一段時間只要找到資料，就趕快蒐集起來，真正的緝呢!就從我

們八十七學年度開始，不然的話，早在一、兩年前，說們就開始蒐集資料

了，只是她一直說不舟，不用的話，我想大概真的含有吧 J (訪談。9"

54)。

由於教育局重視鄉土教材煽輯的工作，朝陽國小校也在短時間內盡力

完成學校的補充教材，雖然其中仍不脫由上而下行政方式來推動，不過使

得-朝晚霞I.!N組E責緝輯教材的機會，讓教師在該課程之角色由課程的接受

者慢慢轉變為課程的發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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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局正式課程與整直理想覺課手里的差距

付教材內容的選取

三主要級鄉土教材屬於台中市教育局所同意的正式課程，但陸老師對教

師手加內所附的參考資料或教學活動表示並不足以應付實際教學所需，陳

老鹽彗示 r草草下課還要找時間去找資料，就好像現在學校的資料，目前三

年級是學校，校傲、校歌、學校的演變史﹒有時候資料還不齊全，我們還

要去找，很緊張，不知道怎麼教… J (訪談。1-15) .所以陳老師運用自

己學校所緝輯的補充教材進行教學，或假日去圖書館查閱相關資料，亦會

自行設計學習單於上課時使用(訪談。1-21 、觀察 871003 、觀察 871017 、觀

察 880605 )。

(::)教材份量的取捨

教育局教材內所提供的活動畫可能的多，希望教師在授課的時候，能

因時因地而作彈性的選擇，三年級鄉土教材緝輯委員劉主任就會說明 r 我

們在教師參考手Ifi裡面，給老師一個明確的訊息，就是教育局提供的份量

可能多，但是老師在教的時候，你自己要做個彈性的取搶，…吉拉你覺得對

學生最有用的部分，最需要講的部分，你可以介紹最生動的部分，你來做

充實，其他的部分有困難，學校姐果有困難，或者學校這部分你沒有辦法

介紹很多東西的話，那你應該做一個彈性的取捨， ... J (會議b助-18 )。

壁畫師仍以傳統的觀念認為上面所提供的教材盡量把它教完，陳老師認為

r我會盡量把教材的內容教完，現在給錢們兩燭，上下學期各一般，小朋

友要探索的東西又很多，所以隔遇一畫面一小時實在稍直接太少。 J (訪談。1-

29) .而此與教育局當初煽輯三年級教材時的想法有所不同，在這可看

出，教師在該課程主要扮演的角色是將教育局所績好教材加以實施，不過

原先教材續穩人員的意圖與教師所欲努力達成的目標有所不悶，其中差異

的部分正是該課程在不同層次轉化的過程中所造成的差距。

五、學校運作課程與教師連作課程的差距

朝陽園小曾招集校內中年級教師分工合作蒐集資料，一位教師分派一

個單元(會議c.02-11) .朝陽國小教學組長就說明『三年級和四年紋的老

師大家分工合作，分配給他們一個單元一個單元的，一個人負責一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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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然後自己就自己所能夠找到的資料呢!到圖書館啦!或者他的家長

噓! ...用這個方式。 J (訪談。9-32) ，錯星星投教師金在道她A之對學

區內不甚了解，在圖書館亦較難查詢小地域性的資料，結果教師所蒐集的

資些普遍不多，難以達成學校預期目標，朝陽園小教學組長就表示「電睡

在蒐集上可能是比較辛苦一點，他不知道從哪裡著手。而我們。。這邊，

可能以前在歷史的苦搶上面，好像沒有什麼歷史的書本，所以真的很難找

到，或許這種的人以前不太重視這些。…他們都說我盡力了，可是他們這

力主變居二專集的單墮有限。 J (訪談。9-34 )。分析其中題目包車型師級

務過多J 部分教師對鄉土教學的不重視、學區自資對較難蒐集及普通觀念

仍停留在學校或土級應提供教師教材及資輕互 訪談。1-05 、訪談 13-29 、訪

談 15-14 、會議 c.02-33 ) 

六、教師知覺課程與連作課程的差距

陳老師認為將教學活動手筋的內容盡量教完(訪談。1-29) ，並另外

設計相關的學習單(觀察 871017 、觀察 880417) ，但由於該課程總授課時

數續遇; 陳老師不饅不省略教材其中某些部分，使得教師長日覺與程奧運作

課程產生差臣。不過陳老師盡量請學生完成學生學習手加內的活動，並會

和其他科目做聯絡教學，員日扯會科、美勞科。

主還提主孟之盟主且盡若有士主但要歐和小朋友一起探討，我不喜歡一直

講課，只給小朋友單方面的接受 t ...大家彼此互動，喜慶小朋友有思考的空

間。 J (訪談。1-08) ，並且認為 r小朋友現在接受太多書面上的知穢，…

地名的由來念給小朋友聽，他們一點興趣也沒有。 J (訪談。1-22 )。陳

教師覺得內容不妥的教學活動會跳過不教，並會挑選該校具有特色的部分

進行教學，甚至會補充教材內容的不足，例如朝陽國小已有校徽，但陳老

師會請小朋友另外自行設計校徽(觀察 870819) ，這與陳老師所學的背景

有閱(訪談。1-03 )。在陳老師的知覺課程中，雖然認為光是知識性的灌

輸是引不起學生的興趣，希望以活撥生動的方式設計教學活動，但在課程

實施過程中，仍偏重講述式的教學，其中特別偏重鄉土歷史的介紹，例如

學區內的奮地名、沿革等(觀察 870919 、觀察 871003 、觀察 880320 、觀察

880417) ，陳老師表示「這些地名歷史的來源或演進應該介紹給小朋友了

解 J (訪談。1-47) ，研究者在學年結束後送給陳老師整學年的上課錄影

帶，陳老師表示看了自己的教學後覺得很好笑，說明自己還是以講述上課

方式居多(札記880914 )。

- 66-



國小鄉土教學活動課程轉化之個案研究

而造成陳老師在轉化課程過程中所遭遇的問題包括教材份暈過多、教

學時間不足、參考補充資料不足及導師工作負擔過重(訪談。1-63 、訪談

。1-71 、訪談。1-76 、訪談。1-86 )。其中陳老師教學活動中偏重歷史的介

紹，這與學校及學區的鄉土歷史資料較多有闕，比較容易用條列方式講述

上課，教師準備也比較輕鬆(訪談。1-89 )。

七、綜合討論

←)課程標準在課程實施與教材編輯中的定位與功能

一個國家為了控制教育的水準、課程、效率和國民的認知及社會的主

流價值，往往透過課程標準來達到管制教師和學生的目的，而台灣的國民

教育實施至今，不可諱言人民教育達到一定的水准，相對地亦產生一些批

評，如課程標準內容缺乏彈性、目標懸鵲過高不切實際、科目繁雜瑣碎、

教材份量過多等(陳伯璋，民 88 楊益風，民 88a )由訪談結果中亦發

現，個案學校行政人員及任課教師知道、但不太清楚課程標準中的內容，

鄉土教學活動本就因時因地制宜，教材的編輯更需配合各地的特色，欲用

一套「標準」來規範各地獨特的人、事、物，顯見有其困難性。未來課程

改革的方向將課程標準改為課程綱要，朝彈性、多元、統皇室的方向發展，

似乎頗符合鄉土教學的特色。

ω跨層次認知不同所產生的問題

在課程轉化的過程當中，各層級人員可能依據自己本身的喜愛以及對

於學生的需求，刪除或增加部分課程，示有兩語靠種fA耐克蘭前經驗詮釋

課程內容，在本研究中就發現，教材緝輯人員在編輯教科書時，是否富農實

際進行教學的教師暸解教材編輯的理念與使用時應注意哪些要點，正如教

材緝輯人員在緝輯三年級教材時所抱持的想法，希望多提供教學活動及資

料讓授課教師能有彈性的選擇，但一般教師仍認為上級所給予的教材內容

必須教完，期間所造成差距的原因，值得我們深思!

(;)課程轉化差距所代表的意義

從上述內容中，可以看出台中市鄉土教學活動課程轉化過程中所造成

的差距，這些差距有的來自於從課程標準到鄉土教材的轉化過程，有一些

是來自於任課教師轉化為教學內容的過程，本研究所分析出各個層級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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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宣告差距，並非去評覽這些差距所代表的是正面或是負面的意義，例如台

中市三年級鄉土教材以學校及學區為範圈，雖然與課程標準不太符合，但

在訪談中，學校行政人員及任課教師對於國小三年級階段將「鄉土」一詞

的能圍界定在學校、學區、鄰里，獲得大多數的認同，這也說明7差距並

非代表缺失。

從鄉土教學活動課程轉化的差距可提供一些值得深思的問題，以我國

目前的教育現狀 ，學生學習十分依賴教師，角色的轉變使得教師不只是拿

著現成的教科書便可進行教學，而今教師自己要選緝教材、或自緝教材、

或創新教材，也許有人質疑圓小教師是否具備此種專業的能力，但更重要

的似乎是教師在心里島上是歪旦經調適、準備好了;或許在課程改革中一直

強調學生的學習方向，但也應深思我們的教育環境又給予教師什麼樣的資

源與協助，促使教師從「心」出發。

伍、結論與建議

很據以上資料的綜合分析與討論，獲致以下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由於各地環境不同，各層級的人員對該課程亦有不同的詮釋，使得課程

標準與教育局正式課程、課程棟準與學校正式課程、教育局正式課程與

學校行政人員知覺課程、教育局正式課程與教師知覺課程、學校運作課

程與教師運作課程、教師知覺課程與運作課程，均因課程轉化產生差

距。

<=)在課程標準與教材內容的差距方面，鄉土教學活動課程標準內教材編選

之原則中，中年級的範團為鄉、鎮、市、區，但以台中市三年級鄉土教

材的範團來看，上學期以學校為主，下學期以學區為範圈，四年級再擴

展到各行政區，此與課程標準內之鄉土範團產生差距;命中市三年級鄉

土教材編寫方式採課程標準五大類別中之鄉土地理、鄉土歷史、鄉土自

然及鄉土藝術等，各編寫成一個單元，非採單元主題式將五大類別統整

編輯，此外，教材中亦無鄉土語言部分。

自在課程標準與學校正式課程方面，朝陽區小三年鄉土教學活動該科安排

在每隔週六排一節，此與課程標準中所訂定中高年級定期活動每週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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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四十分鐘產生差距，使得該科實際授課時數減少一半，其中主要因素

是該課程標準修訂完畢正式實施之後，政府叉實施隔週休二目的政策，

使得各學校課程安排需重新考量。

個學校行政人員及丘曹塾帥一扭扭傳雛型觀念單易上直所提供的教材一定要

把它教完，此與教育局當初編輯三年級教材峙的想法有所不同，因此，

學校行政人員及教師的觀念亟需再與重新建立。

二、建議

本研究很據文獻分析、研究發現與結論，提出下列幾點建議，供有關

單位及國小教師參考。

付成立各個層級的課程發展委員會，並彼』也互相溝通協調

未來教育行政單位在推動課程發展時，必須考慮課程實施的不同階

段，擬定工作計畫、統衡、整合與協調各單位。為配合未來課程改革方

向，成立各層級的課程發展委員會縣市 J 層級負責教學之諮詢服務及

協調功能學校」層級負責教學內容與活動的設計，在綠寫教材綱要及

從事課程研究、實驗與評鐘時，則由各層級人員共同負責;加強各層級之

間的溝通，不論是書面或口頭上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個人間或整體的溝

通。

∞鼓勵教師在職進修，充實研習活動課程內容

在職進修對課程實施是相當重要的工作，然而新課程實施的理解並非

鐘期幾個小時就能達到效果的，應建立長期有系統的在職進修計畫，於新

課程實施前JlP開始進行，並於課程實施中持續規J1J舉辦。研習內容可再多

樣化，並結合政府其他機構或民間社園，審慎設計與規劃有效的研習方

式，在研習活動之後進行討論活動，以幫助教師更進一步了解教學活動的

進行。

〈且落實學校本位的課程發展，增進鄉土教學的特殊性和適用性

強化目前國小各科教學研究會的功能，研討學校鄉土教學推展方法，

除研討教材教法及有關問題之外，對於教材的蒐集、編寫、教具製作、學

年課程規劑，從事分工合作。目前課程發展已逐漸脫離「中央一邊陵課程

發成模式將事權集中於中央，視教師為課程的傳遞者與執行者，未來

應成立各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結合校內教師與師範院校教授、校外專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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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以落實學校本位的課程發展。

(四)訓練課程設計的能力，鼓勵教師從事行動研究

加強教師課程設計與發展的能力，使教師有能力依據各地區、學校、

班級或學生的特殊需要，設計不同的課程，滿足個別差異的需求。教師對

於實際所面臨到的教學問題，鼓勵從事行動研究加以解決與探討，並可和

學校同仁之間作經驗分享，體認「教師即研究者 J 的特點，與學校向仁、

學生、學生家長或社區人士共同發現問題，尋找解決問題的計劃，經由執

行計劉、過程監控與評鑑，再省恩、再檢討。

伍)建立課程發展理念，採耳金主的態度實施鄉土教學
在持續的課程改革中，教師的角色已非過去忠實的呈現原本已經偏好

的教材〈 而將賦予教師更多的教學自主權，教師必須具備參與學校課程規
章甜的能力，同時也要負責編選教材或設計教學活動，決定如何安排課程。

因此，除了強化教師的專業信念之外，應培養教師具有反省及批判思考的

能力，使教師能運用其專業知能及實用智慧，在目前日新月異、知識爆炸

的資訊社會中，透過反省思考，不斷的自我充實，使學生達到最好的學習

效果。其次，教師需以開放的心胸瞭解實施鄉土教學活動課程的精神，不

以政治的立場過分強調地域性，而應以教育的觀點，從學生的生活經驗出

發，由近而遠，由簡而繁，培養學生愛家愛鄉的情懷;此外，即使在未來

的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後，亦能將鄉土教學活動的目標與精神融入七大學

習領域或彈性課程中，使該課程能夠永續發展。

-----、‘-的完成鄉土教學淵明竺垠的急出縛，進孵血經全
合方向 →-~ 

目前鄉土教學活動是以單獨設科的方式實施，其背景是由於過去太不

重視，只好以單獨設科方式來增加鄉土的教材份量，並強調學生學習的活

動性與多樣性。單獨設科固然有其優點，但僅靠一學期七、八節課的時

間，亦難以達成其教學目標，況且鄉土教學活動與其他科目(特別是社會

科)之間，有時是無法切割的，因此，未來實施的九年一貫課程中，將鄉

土教學活動融入七大學習領域中，目前台中市國小鄉土教學的實施，除了

開發教材、編寫楠充教材，教師亦會設計學習活動單，並強調以學校為本

位，這些觀念與做法在現階段完成鄉土教學活動單獨設科的任務之後，未

來逐漸導向統整融合的方向，將更強調學生學習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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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A Case Study of the Homeland Education 

Activities Curriculum Transition of Elemen

tary Schools 

Kuo , Chih-正品

The main purposes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curriculum transition of 

elementary homeland curriculum in Taichung City . The study method was mainly 

based on Ii terature analysis , participant obsevrvation ,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and interview. 

The curriculum transition of elementary homeland curriculum involved five 

parts: between curriculum standard and formal curriculum, between curriculum 

standard and the school in the ways of teaching , between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he 

administrators' perceived curriculum, between the schools' operational curriculum 

and the teachers' operational curriculum, and between the teachers' perceived 

curriculum and operational curriculum. There were numerous influencing factors 

involved in these levels of curriculum transition. 

Finally, the study provides administration authorities, schooIs , and teachers 

with suggestions about the implementation of elementary homeland curriculum. 

Keywords: native plave, homeland education activities, curriculum transition 

Tt~cher 01 Jj~n-Gong Eltmenl~ry School, T~jchung Ci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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