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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鄉土教材的評鑑與設計

林瑞榮

鄉土教育在我國漸受重視，但其實施與研究仍未臻理想，因

此，本研究擬對我囡囡民小學的鄉土教育進行較周延與深入的研

究。本研究主要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國小鄉土教材評鏈，由

本研究主持人、協同研究員與研究助理分別針對不同時間之縣市

鄉土教材發展狀況，及各縣市所發展出來的鄉土教材進行評鐘，

一方面可供被評鍾縣市做為修正或改善的依據，另一方面亦可供

其他縣市做為參考，以利於實際教，學;第二部分為國小鄉土教材

設計，依文獻探討及教材評鐘之結泉，指導國小教師與師院學生

建構縣市國小鄉土教材大綱與單元活動設計，魚、後提出其中較佳

之教材設計成品做為縣市發展鄉土教材的參考實例。

為了達成上述的研究目的，本研究將依研究目的與研究對象

的不同，分剎採用不同但迫切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獻分析法、教

材評縫、與教材設計等方法。透過上述研究方法，本研究獲得六

點結論，益依據結論分別提出在教材評娃、敘材設計、以及未來

研究與課程改革三方面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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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鄉土教育在我國漸受重視，但其實施與研究仍未臻理想，本研究的主

要目的是對我囡囡民小學的鄉土教育進行較周延與深入的研究，包括鄉土

教育的相關文獻探討，以及圓小鄉土教材的評鑑與設計。

研究者從民國八十五年起，接受國科會補助，進行兩年期專案研究計

畫 「說囡囡民小學鄉土教育的實施與發展卜 TT J .並於民國 86 年4 月出版

「國民小學鄉土教育的理論與實踐」一書(林瑞榮，民的) .同時指導研究

生楊智穎(民87) 和社調濟(民 88) 進行圓小鄉土教材的評鑑與設計之研究，

對於台灣地區各縣市圓小鄉土教材的出版概況、發展過程、與教材內容已

獲得初步的探究。但是各縣市國小鄉土教材目前仍不斷地在發展中，實有

必要掌鐘時間的脈動，繼續進行進一步地後續研究，以供做為國小鄉土教

育理論與實踐的參考。

當教育部決定自八十七學年度起，於園小三年級逐年實施鄉土教育

後，各縣市政府便在教育部經費的補助下，著手進行鄉土教材的發展工

作，這種現象象徵著我國的課程發展權已開始下放到地方。當課程發展權

下放到地方後，雖能提高地方或學校的課程自主權，和符應課程因地制宜

的理想，然而對於我國長期以來課程統一的情況而言，隨著自主而來的工

作和責任，對大部分地方行政當局或學校教師而言都是一種挑戰，而促進

課程自主的方法，便是加強評鑑的工作(周淑卿，民84 • 208-214) 。從評

鑑的目的來看，評鑑不應只是評定孰優孰劣，更重要的應是回饋課程與教

學設計 (Stuff1ebeam • 1971 Eisner.1979 周淑卿，民 84) 。因此，對於目

前各縣市發展不一的鄉土教材而言，除了進行教材的評鑑之外，更有必要

很據評鑑的結果，提供一套較完善的鄉土教材範例，包括國小鄉土教材大

綱及其單元活動設計。

很據以上的論述，本研究擬整理先前初步的研究成果，並更進一步地

進行後續研究，即對我囡囡小鄉土教材進行評鐘與設計。本研究第一部分

為國小鄉土教材評鑑，由本研究主持人、協同研究人與研究助理分別針對

不同時間之縣市鄉土教材發展狀況，及各縣市所發展出來的鄉土教材進行

評鑑'一方面可供被評鑑縣市做為修正或改善的依據，另一方面亦可供其

他縣市做為參考，以利於實際教學;第二部分為國小鄉土教材設計，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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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探討及教材評錐之結果，指導研究生、大學生與國小教師進修人員建構

縣市國小鄉土教材大綱與單元活動設計，然後提出其中較佳之教材設計成

品做為縣市發展鄉土教材的範例。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旨在對我囡囡小鄉土教材的發展與實施，

進行曲日深加廣的研究，亦即針對台灣地區各縣市國小為因應八十七學年度

即將實施之「鄉土教學活動所發展之國小鄉土教材進行教材評鑑的工

作，並根據評鑑的結果建構一套完善的鄉土教材方案。具體言之，本研究

之目的有三:

(一)評鐘不同時間台灣地區各縣市國小鄉土正式教材的發展狀況，及所

發展出來之鄉土教材的特色與優劣，一方面可供被評鑑縣市做為修

正與改善的依據，另一方面亦可供其它縣市參考。

口建檔國 IJ、「鄉土教學活動」之教材大綱及單元活動設計，在教材大

綱方面，系以台商縣為例，在單元活動設計方面，則學研究者指導

之研究生、大學部與進修部學生之優良作品 ， 提供各縣市與教育人

員參考，以利於園小鄉土教材的設計與實施。

臼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諾，以供未來國小鄉土課程理論與實

踐參考。

三、研究方法與技術

如研究目的所述，本研究將評鐘台灣地區各縣市所發展的國小鄉土教

材並進行教材方案建構工作。為了達成上述的研究目的，本研究將依研究

目的與研究對象的不同，分別採用不間但適切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獻分析

法、教材評鐘、與教材設計等 ， 茲將各種研究方法與技術敘述如下:

(一)文獻分析法

首先搜集與本研究有闋的文獻和資料，如鄉土教育的理論探討、相關

的研究等 ， 然後經由文獻的分析、批判、綜合、整理，最後歸納出研究發

現。

匕〉教材評鑑

茲將評鐘對象、工具 、 與方法分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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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評鑑對象

在評鐘對象方面，依不同時間有不同的研究對象，在教材發展過程方

面，首先針對台灣地區北、中、南、東區縣市進行評鑑，接下來再擇教育

部評鑑之優良縣市比較之;在正式教材內容方面，首先針對台商縣、台南

市與盒蘭縣所發展出來的國小鄉土正式教材進行評鐘，接下來再針對台灣

地區北、中、南、東區及外島抽樣八縣市，所發展出來的國小鄉土正式教

材進行評鑑。

2. 評鑑工具

在評鑑工具方面，本研究參考歐用生等人(民的b) 發展的「國民小學

教科書評盡量表」﹒並考慮關鍵指標的評鑑意義，經試評後發展出本研究適

用的「圓小鄉土教材評鑑表 J (林瑞榮，民 86) 。本表採用質的評鑑方式，

將評鑑項目分為四大項，包括一、出版特性，二、物理特性，三、內容特

性，四、教學特性。四大評鑑項目之下，再考慮關鍵指標，各分數項評鐘

次項目，各次項目之下再發展出評鑑標準。

3. 評鑑方法

為提高教材評鑑的信度及效度，本研究藉由多位人員的參與、討論，

包括研究人員、研究生、國小教師等，期間並對各人所負責評鑑的教材進

行交叉互評的工作，之後再進行共同討論，最後再將上述各縣市國小鄉土

教材的評鑑結果加以相互比較，分析其特色與優劣，並進行綜合比較。

〈司教材設計

本研究的教材設計 ， 設計的對象係指縣市國小鄉土教材大綱及單元活

動設計，在教材大綱方面，是以台商縣新化區為例，在單元活動設計方

面，是針對其中之優良作品做學例;設計的人員包括研究者所指導之研究

所、大學部及進修部學生;設計的流程，在教材大綱方面，是由研究者指

導研究生楊智穎(民87)針對台商縣新化區國小三至六年級鄉土教材大綱設

計而成，在單元活動設計方面，主要分成四階段，每個階段各約一個月，

分別是第一階段: 1 、課程設計的主要概念的介紹. 2 、縣市國小鄉土課程

的實ØlJ介紹;第二階段:每人(組)提出單元設計的計畫;第三階段:初

稿完成、展示、與評鑑 ; 第四階段:修訂初稿，定稿、展示、與評鑑，再

將成品回饋給國小課程設計人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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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我國國小鄉土教育的發展

從時間的發展與鄉土教育設科與否來分析。我國過去忽視鄉土教育，

且未正式設科教學;現在則已正式設科，但室正視「矯住過正」的正功能

與副作用，因三年之病，須求七年之艾，所以近程可支持階段性的正式設

科，但戒之在過，切莫一昧捉住;未來應追求平實地、恰適其分地實踐鄉

土教育，為7減輕學生學習的壓力，如真能重視鄉土教育的實施，從長遠

的觀點來看，鄉土教育似不宜單獨設科。換言之，未來雖應重視鄉土教

育，但宣融入各科教學與潛在課程，在正式課程方面，鄉土教育雖未單獨

設科，但整個教育環境卻有重視鄉土教育之賞。從名實的關係上，我國鄉

土教育的設科與落實，應由過去的 r :無名少實 J 現在的 r -有名少實」

到未來的「有名有資並以「無名有實」為終極目標，以利減輕不當學

習壓力，真正落實鄉土教育 。 而近年，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及其相關課程規

定，對於鄉土教育的定位與發展的影響，則值得繼續深入探討。

茲將上述看法 ， 整理成下表:

表 I 我圈台灣地區鄉土教育的發展分析表

過去 一一一一令 現在 一一一一令未來(近程 )-一一一→未來(遠程)

無名少實 一一一一今有名少實 一一一一今有名有實 一一一一--7無名有實

二、我國鄉土教材評鑑與設計的相關研究分析

目前鄉土教材設計的相關研究極少，有關的研究如陳枝烈(民 84) 從多

元文化的觀點設計排灣族古樓園小社會科鄉土教材方案，共計八個單元，

四個單元為四年級，四個單元為高年級。同時險投烈(民 88)又以多民族觀

點設計六個教學活動設計。

楊智穎(民87) 則以鄉土化、兒童化、教學化與活動化四項指標，及歐

用生等(民的a)提出的「國小鄉土教學活動概念綱領做為設計鄉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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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的依據。提出台南縣新化區三至六年級的國小鄉土教材大綱，及國小三

年級上學期的單元活動設計範例，三個單元活動分別是單元一「我住台商

縣-一家在新化區 J 、單元二「家鄉的交通及單元三「歡歡喜喜上學

去」。每個單元內容包括單元目標、聯絡學科、教學時間、地方資源、課

文和補充教材六部分，並配合國小三年級學生的認知程度，在每個單元活

動設計均附上注音符號，而這些單元活動設計的過程，並且經由研究者與

同事，對服務學校三年級學生進行試教，然後再予以修改。

林瑞榮近幾年亦指導國小教師與師院學生進行縣市國小鄉土教材的單

元活動設計，時間分成四階段，每個階段各約一個月，分別是第一階段:

1 、課程設計的主要概念的介紹. 2 、縣市國小鄉土課程的實例介紹;第

二階段:每人(組)提出單元設計的計畫;第三階段:初編完成、展示、與

評鑑;第四階段:修訂初楠，定稿、展示、與評盡量，再將成品回饋給國小

課程設計人員參考(林瑞榮，民的)。

綜合上述有關鄉土教材設計的相關研究分析，可發現以下幾點:

1.教材設計包括縣市與學校層級的國小鄉主教材。

2. 有些研究已經對縣市或學校鄉土教材大綱及單元活動設計做聯貫性

的呈現。

3. 僅陳枝烈(民 84) 的研究是針對鄉土教育與社會科統整所進行的教材

設計，其他則針對國小「鄉土教學活動」科進行教材設計。

參、圈 'J、鄉土教材之評鑑

茲分別從「教材發展過程」與「正式教材內容」加以評鑑如下:

一、就「教材發展過程」的評鑑

本研究分別從教材發展初期，學北、中、南、東區各數個縣市為例，

進行分析比較;在教材發展後期，則對台灣地區二十五縣市國小鄉土教材

發展現況進行分析比較，然後再針對初選出的十二個表現較優良之縣市國

民小學鄉土教材進行分析比較。

總結來看，在教材發展初期，各縣市對鄉土教材的發展都相當投入，

但嚴格的檢討仍有以下幾個困境需突破:

(一)從縣市層面來看，仍是偏向由上而下的行政取向的課程發展，較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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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學校層面，或教室層面的課程發展。

(斗在教材內容的設計方面，偏向同心圓的課程組織模式，而少有螺旋

式的組織模式，這種模式與兒童的心理發展是不相符的。

臼參與人員方面應有適切的組織與分工:參與人員應依角色的功能，

在不同的發展階段發揮應有的專業角色功能，但實際上卻常有角色

越位與功能膨漲的現象，角色分工也不夠明確，學者專家群缺乏課

程、兒童文學和美術方面的人員，而教師編輯群則缺乏兒童文學，

或負責試教的教師;另外，釷區人士的參與也是比較少見的一環。

四研習的辦理缺乏通盤的計創，通常只有一般老師的研習，而較少緝

輯和試教教師的研習，研習內容較偏向各分科學科知識，較少有關

鄉土教育精神與特色的研習。

回教學資源的發展缺乏長期的計畫，大都採取附加式的課程發展。

的試教(試用)的計劃、執行、與回饋，常流於形式，部分縣市甚至完

全未曾試教。

在教材發展後期的評籠中發現，以空間的地理區來比較，東台灣的發

展現況優於西台灣，南北地區的發展優於中區。以時間的發展關鍵期來比

較，在解嚴之後，鄉土教育受到較多的關注，進而促使其正式設科。在各

縣市評鑑中，台南市與台東縣是最符合「國小用、鄉土化、教學用、活動

化」的發展指標，台北市與高雄市在推展鄉土教育上是配合開放教育的實

施，以學習學與學習步道的方式輔助鄉土教學，這些優良與創新的經驗，

是各縣市推動鄉土教育的珍貴參考資源。

二、就「正式教材內容」的評鑑

在縣市鄉土教材發展初期，台商市、台商縣與宜蘭縣三縣市國小正式

鄉土教材的評鑑結果有相當好的表現，上述三縣市皆相當用心於「鄉土教

學活動」正式教材的發展與編輯，此三縣市在台灣地區各縣市中係屬較佳

者。

在鄉土教材發展後期，對台灣地區北、中、南、東區及外島等八縣市

發展出來的鄉土教材的評鑑結果可得知，各縣市政府教育局及學校為發展

鄉土教學課程，皆投注了相當的人力與物力，所有參與教材編輯之人員的

用心與辛苦絕對值得肯定與嶺詐。整體而言，各縣市自編之教材已有不錯

的表現，但也因為各縣市分別是以鄉、鎮、市、區或學校為單位自主緝

輯 r.水準不一」亦是各縣市鄉土教材之最大特色。歸納八縣市鄉土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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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評鑑結果，可得以下的特色:

付出版特性方面

1. 各縣市緝輯人員大多以教師為主，宣爭取更多社會人士參與。

2. 落實教材的試用與評鐘。

3. 教師研習的規章VJ應更具還嗨，怪，宜加強參與人員的普及性。

已〉物理特性方面

1 版面設計方面，版面的美化與國文的融合度仍有進步的空間。

2. 印製方面，大部分教材字體大小及間隔適切。有部份教材印刷較粗

糙，只以黑白或單(﹒雙)色套印，使得圖文清晰度大為降低，影響可

讀性。

臼內容特性方面

1.內容方面，各縣市鄉土教材大多符合正確性、生活化，但在鄉土

味、可讀性、難易度上仍有待改進。

2. 教材組織方面，單元間的還輯順序性、統整性宜再加強，鄉土歷

史、地理、自然、藝術、語言等五大類盒融合統整其中。

(副教學特性方面

1.在教學設計方面，仍應加強多樣化的動靜態、室內外的活動，並彈

性運用分組合作、親子活動等不同活動方式，以促進學生閩、親師

間、及親子間的互動。

2 在學習評量方面，評量人員以教師評量為主，缺乏學生自評或互評

及家長評量;評暈目標較偏向認知、技能評量，缺乏情意目標評

量。

3. 在教學資源方面，教學資源的提供情形普遍不佳，宜儘速建立教學

資源的取得管道。

由以上的研究分析可得知，在教材發展過程中，各縣市會對教材發展

的各種因素不斷的進行修正與改進;在教材發展的架構上，均從粗糙逐漸

轉化為精緻;在教材內容的設計上，國小用、鄉土化、教學用與活動化已

是各縣市教材發展共同努力的方向;在縣市教材發展的比較上，呈現彼此

競爭、學習與超越的現象，亦反映出教材發展的較佳趨勢， .l!p教材是發展

出來的，而不是憑空創造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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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國，j、鄉土教材之設計

建構鄉土教材，基本上應符合國小周、鄉土化、教學用與活動化四項

指標，而歐用生等(民的a)也提出了「園小鄉土教學活動概念綱領做

為設計鄉土教材的參考依據。若要使鄉土教材符應國小用、鄉土化、教學

用與活動化四個指標意義，必須在教材大綱、教材內容、教學活動、評量

活動等方面依據當地特色予以緝遷、組織與設計，才能成為學生能夠接受

的經驗課程。

鄉土教材大網是教材編撰的依據，從各縣市所發展出來的鄉土正式教

材大綱來分析，可得知各縣市教材大綱的類型各不相同，有的是以主題為

主，如台商市，有的則是以學科領域為主，如台南縣。以現有台商縣新化

區國小鄉土教材大綱來看，橫的組織是以學科為主要的單元架構，共分鄉

土地理、歷史、自然、美術和音樂五大領域，而在每一大單元之下又有幾

個小單元，這種設計方式的缺點在於容易造成學科間的對立，且無法展現

鄉土本身的完整性;而在縱的組織方面，中年級以生活區為學習範圈，高

年級以全縣為範圈，這種設計基本上是很據「國小鄉土教學活動課程標

準為同心圓的教材組織方式。

建構台商縣新化區國小鄉土教材大綱，係從本研究專案主持人林瑞榮

指導本研究專案研究員楊智穎之碩士論文一『台商縣新化區國小鄉土教材

發展之研究 J (楊智穎，民87) 中整理摘述而成，建構的主要原則有二，一

是遵循「國小鄉土教學活動課程標準」中總目標與分段目標的基本精神，

二是參照歐用生等(民的a) 所提出的國小「鄉土教學活動」的概念綱領，

以下對教材大綱的建構原則加以說明:

在教材大綱的建構方面，秦謀琦(民 86) 、屠炳春(民 84) 和陳麗華等

(民 84) 針對國小社會科新課程，陳國 )11 (民 84) 針對中學地理科，陳枝烈

(民 84)針對排灣族文化，都分別提出教材大綱建構的原則及其案例，研究

者參考上述多位學者的看法，及國內外已發展出來的鄉土教材，並配合鄉

土教材本身的特性，提出下列五項原則，做為建構台南縣新化區鄉土教材

大綱時應注意的事項。

1. 注意教材大綱的整體與部分間的關係

2. 以行政區為教材學習基礎，並配合自然和人文特徽，予以適度修正

3. 明確指出每個單元所包含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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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單元主題的選擇與命名應具鄉土化與兒童化

5.很據國小整體課程結構的時間分配

t畏據以上教材大綱的建構原則，本研究以台商縣新化區鄉土教材為

例，試擬出國小三至六年級的各學期教材大綱(楊智穎，民87) 。茲學第八

置身(最後一珊)為例，如表 2

表2 台南縣新化區圓小三五六年級的鄉土教材大網之建構(以第入冊為例)

第八肋鄉土教材 教授年級:國小六年級下學期

單元順 大單元名稱 小單元名稱 教學內容 課程標準 課程標準 時間

序 項目內容 教材類別 (節數)

二十二 照顧鄉土大 1.造銜運動 l 認識造街活動的 社區活動 鄉土照史 5 

家一起來 內容及意義

2.公益活動 2.認識家鄉的公益 社區活動 鄉土歷史

巡禮 活動

3 好好愛我 3.認識家鄉一些照 公益活動

顧弱勢團體的軍

位

4.綜合活動

二十二 明天會更好 I 展望台商 1.認識台商縣未來 家鄉展望 鄉土歷史 5 

縣的遠景 的發展趨勢，及

對我們的影響

2 再造地方 2 認識台南縣的地 此;教活動 鄉土歷史

新文化 方化活動

3.走出傳統 3.認識台南縣的一 家鄉農望 鄉土歷史

農業，迎 些科技建設

向科技

4.綜合活動

總復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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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茲將本研究的研究發現，歸納整理成本研究的結論如下:

份我國鄉土教育的發展至1見，出擺蠱現象， I!p Ib過去的「忽視J

現在的過度「重視J 未來應努力朝向恰迫其分的「平實」。

我國過去忽視鄉土教育，且未正式設科教學;現在則已正式設

科，但宣正視「矯在過正」的正功能與副作用，近程可支持階段性的

正式設科，從長遠的觀點來看，鄉土教育似不宜單獨設科。我國鄉土

教育的設科與落實，應由過去的「無名少實 J 現在的「有名少實」

到未來的「有名有實」﹒並以「無名有實」為終極目標，以利減輕不

當學習壓力，真正落實鄉土教育。近年來，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及其相

關課程規定，對於鄉土教育的定位與發展的影響，則值得繼續深入探

討。

匕〉鄉土教材的評鑑工作色括建立鄉土教材評鑑的重要指標、重

視學校本位的鄉土教材評鑑、同時評鑑的範圍應包括正式教

材、教材發展、教材實施、與學生所得到的經驗等課程層

，夫。

在評鑑的範圈方面，就Goodlad(1979) 所提出課程轉化的五種不同

層次來看，課程由應然轉化為實然過程包括理念課程(jdeal curriculum) 、

正式課程 (formal curriculum) 、知覺課程 (perceived curriculum) 、運作

課程 (operational curriculum) 、經驗課程 (experiential curriculum) ，為暸

解課程發展的全貌，以提供課程修正與改善的依據，教材評艦上述五

種層次的評鑑，亦即有關課程材料、教材發展、教材實施、與學生所

得到的經數等都是評鋒的範圈。

在評鑑指標方面，釐清優良教科書的關鍵性特往與附屬特性，可

能是發展出真正有用、有效的評鑑指標的必要條件。我們必須先談優

良教科書的必要條件，然後再談期望條件。所謂必要條件，當然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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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教科書的使用者:學生、教師以及作為教科書的本質性條件三方面

來考量，而期望條件則是考量使用上的方便性及附加妓果。

在評鐘的層級方面，未來九年一貫課程將鄉土教育納入各科，各

校在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架構下，有更大的彈性空間設計學校本位的

鄉土教育課程，但因教師長期享受不用自行設計教材的情況下，已逐

漸喪失「教材設計 J 的能力，對於突如其來加諾在教師身上的課程

「創造權 J 必感到無法適應，缺失也在所難免，因此透過學校本位

的教材評鑑來進行教材的診斷與改善，便成為一項極重要的工作。同

時九年一貫課程總綱也指出課程評鍾的工作將由中央、地方政府與學

校分工合作，各依權資實施(蔡清田，民88) ，因此未來有必要加強學

校人員具備學校本位課程評鑑的能力。

〈且鄉土教材的設計色括教材大綱的設計、教材內容的編選、以

及單元活動的設計，建立鄉土教材設計的原理原則有助於教

師進行鄉土教材設計的參考。

在鄉土教材大綱的設計方面，包括1.鄉土教材的教材大綱設計應

因地制宜，課程標準中的相關規定僅供參考 2. 國內外出版的鄉土教

材大都偏向社會科或地理科，因此對於目前國小「鄉土教學活動」的

正式教材而言，只能當作參考之用 3. 因應鄉土教材本身的獨特性與

活動化 r游牧式的課程」設計可作為國小「鄉土教學活動 J 教材大

綱的一種設計芳式。

在教材內容的緝選方面，包括1.具備鄉土教育的價值 2. 注意教

材內容的知識性和現代感 3. 能滿足兒童的學習興趣。

在單元活動的設計方面，包括1.教學目標的擬訂兼重目標導向和

過程導向 2. 倩境的分析包括學校肉和和學校外的分析 3依據教學

資源的性質，以決定教學活動的方式，設計多樣性的教學活動 4. 注

意空白課程的彈性運用 5. 教學設計應以教師容易教、學生樂易學為

原則 6. 整個教學活動應包括開始的活動、進展的活動、和結束的活

動 7. 提供家長和釷區人士參與的機會。

個)從我國鄉土教材評鑑與設計的相關研究分析可得知，這方面

的研究仍非常缺乏，未來應加強學校本位的鄉土教材評鑑、

重視鄉土教材背後的潛在課程分析、落實教材評鑑與教育研

究的結合，同時還要繼續加強發展學校本位鄉土教材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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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但)對各縣市鄉土教材發展與教材內容進行評鑑'主要在彰顯教

師的課程「創造權 J 協助課程發展相關人員發現課程發展

過程中的優缺點，以及有利於各縣市自我評鑑、改善與相互

超越。

在教材發展過程方面，初期係舉北、中、南、東區各數個縣市為

例，進行分析比較;後期則先對台灣地區二十五縣市園小鄉土教材發

展現況進行分析比較，然後再針對初選出的十二個表現較優良之縣市

國民小學鄉土教材進行分析比較。在正式教材內容方面，初期係學台

商縣、台南市及宣蘭縣所發展的鄉土正式教材進行評鐘，後期則針對

台灣地區北、中、南、東區及外島抽樣八縣市，所發展出來的國小鄉

土正式教材進行評鑑。

在教材發展過程中，各縣市會對教材發展的各種因素不斷的進行

修正與改進;在教材發展的架構上，均從粗糙逐漸轉化為精緻;在教

材內容的設計上，國小用、鄉土化、教學用與活動化已是各縣市教材

發展共同努力的方向;在縣市教材發展的比較上，呈現彼此競箏、學

習與超越的現象。亦反映出教材發展的較佳趨勢，即教材是發展出來

的，而不是憑空創造出來的。

的教育的遑論與實踐應經由對話的過程，不斷的交互創生。本

研究以研究者指導之研究生、大學部與進修部學生為例，

進行一項國小「鄉土教學活動」的課程設計的實踐，以彰顯

師院遑論與國小實踐的封話闢係。

上述鄉土課程設計的成果豐碩，誠如「窗邊小豆豆」一書中小林校長

所說的孩子(學生)的夢想遠比成人(教師)的預期偉大參與本實

踐之人員所投入的心血，遠超乎研究者原先的預期 ， 大多數學生均對鄉土

教育的課程設計有更深入的了解與極高的興趣。

本實踐涉及的研究對象包括研究生、大學部與進修部學生 ， 前二者正

接受師院學術研究洗禮，後者則為國小教育現場的課程實踐者。課程界常

警惕勿 r 以過去的知識，教現在學生，培育未來的公民』。師資培育機構

也怕被譏為「以過去的課程，教現在的師範生，希望培育未來的師資』

教育面對歷史的長河 ， 如欲了解過去、把捏現在及展望未來 ， 亟須重建教

育的結構與流手里，彰顯理論與實踐的動態辯證關係'以開展教師與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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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性。

從課程結構的概念來分析，教師是正式課程的轉化者、非正式課程的

設計者、潛在課程的處理者(蔡清田，民 81 ) .更是懸缺課程的彌補者、

空白課程的經營者(林瑞榮，民85 )。

二、建議

茲依據本研究的上述研究與結論，提出建議如下:

付在教材評鑑方面

1.加強學校本位的教材評畫畫工作

當教育部在民國八十二年在國小正式課程中設置「鄉土教學活

動各縣市政府才開始積極發展縣市層級的鄉土教材，因此目前許

多的研究文獻大都針對縣市層級的鄉土教材進行評鐘，而很少針對學

校層級的鄉土教材進行評鐘，但在九年一貫課程中，已將 t 鄉土教學

活動」科目廢除，同時強調以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為主，意指未來學校

必須自編學校本位的鄉土教材，因此未來應加強學校本位的鄉土教材

評鑑。

Z繼續針對不同層次的課程進行評盆

Goodlad0979 )指出課程具有五種不同的發展層次，分別是理念課

程、正式課程、知覺課程、運作課程、經驗課程，為了能對課程發展

的全貌有一清楚的透議，以便有效的進行課程的診斷與改良，課程評

鑑的範團應包含上述五種層次的課程。本研究限於研究時間與人力，

僅針對鄉土教材的發展與內容進行評鑑，未來宜再繼續針對不同層次

的課程進行評鑑。

3. 深入評鐘鄉土教材背後的意識型態或潛在課程

潛在課程存在不同的課程層次，因此其影響力有時比正式課程與

非正式課程還大，從相關研究發現，針對鄉土教育背後意識型態或潛

在課程的評鑑或分析的研究仍非常少，未來有必要加強這方面的評鐘

工作，例如教材內容中所隱藏的各種族群觀、性別觀 、 生態觀或政治

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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匕〉在教材設計方面

1.建橋鄉土教材設計的規章

從研究者指導學生進行鄉土教材設計，以及從鄉土教材設計的相

關研究中可發現，鄉土教材設計規準的建立已部分獲得初步的探討成

果，未來仍須更進一步建立更明確的原則與規準。在課程發展多元化

的時代，雖給予學校及教師很大的課程發展空間，但在每個學校及教

師心目中的良好鄉土教材設計規準不一致的情況下，導致目前各地所

發展出來的鄉土教材良勢不齊，雖然各校所發展的教材不一定要相

同，但其教材設計的基本要素仍必須存在的，因此未來有必要透過集

體智慧建構出鄉土教材設計的規準。

2.加強教師具備教材設計的能力

在國續本時期，教師只是課程的執行者與貫徹者，並不需要有課

程設計的能力，未來要落實學校本位鄉土教材的發展，必須重新賦予

教師教材設計的能力。因此未來師資培育機構在師資培育課程的安排

上，應加強培養準教師有活化課程的能力，亦即能有轉化理想課程、

正式課程或運作課程，成為學生所能接受的經驗課程的能力，在教學

時也能應用本身的專業知識，結合本身服是哲學校的鄉土特色，設計一

套本土化的教材。

3.發展學校本位的鄉土教材

從鄉土教育這種極具地方獨特性的科目來看，最理想的課程發展

模式，應是一種由下而上之學校本位的課程發展，但學校本位課程發

展的落實，並非是單方面的將所有權貴全部下放給學校，必須重新思

考學校的角色及功能，及各種課程決定系統如何配合。具體的作法包

括學校可利用教學研究會或教師進修時間，依年段或教師的興趣別，

分成幾個教學組，教師根據不同主題而設計不同的學習單元，然後學

校再將優秀的作品緝輯成份，或依不同主題的學習單元整理歸類成

燭，教師教學時可依學生興趣或配合季節時令，找出自己所需須要的

教學單元。其相關的配合措施，例如透過教師的進修課程，加強教師

專業能力及自主意識;降低教師不必要的行政負擔;組織學校課程發

展委員會，以實施課程評鑑;和尋求中央、地方政府、家長及扯區人

士等的合作等，以提升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品質。以縣市所發展之現

有鄉土教材為基礎，形成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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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由在未來研究與課程改革方面

1.鄉土教育應與九年一貫課程，及其他現行與近程的教育改革有效結

A
口

就教育改革而言，即將實施的九年一貫課程，有關學校本位課

程發展、統整課程及綜合活動等措施，及其他相闊的教育改革措

施，如開放教育、社區教育、學習步道、戶外教學、親師合作等，

在理念與作法上，應與鄉土教育作有效積極的整合與落實，一方面

避免資源與人力的過度浪費，同時可促進教育改革的整體性與系統

性的發展。

2.鄉土教育在即將實施的九年一貫課程中，應有適切的定位

雖然教育部於民國八十九年三月公布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

課程(第一學習階段)暫行綱要 J 反映出鄉土教育的重視， 其基本

理念明示跨世紀的九年一貫課程應培養具備人本情懷、統整能

力、民主素養、鄉土與國際意識，以及能進行終身學習之國民 J

(教育部，民 89) ，並於其課程目標、基本能力、實施要點等強調鄉

土教育的重要性，但未來在學習領域內涵與鄉土教育有關者，僅在

「社會」 學習領域中提及鄉土教育，以及在「語文」學習領域部

分，確定園小一至六年級學生，必須就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

等三種鄉土語言任選一種修習，園中則依學生意顧自由選習，學校

亦得依地區特性及學校資源開設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以外之

鄉土語言供學生還習(教育部，民 89) 。相較之下，對鄉土語言的重

視顯然高於其他鄉土知識的學習，雖然學敏在綜合學習活動及彈性

時間中可實施鄉土教育，但在知識市場化及評量方式未做改革的情

形，很難想像會出現學校本位的鄉土教育的課程發展與實施。致國

過去忽視鄉土教育，且未正式設科教學;現在則已正式設科，現在

近程應支持階段性的正式設科，待未來己能名實相符地落實鄉土教

育，再考慮鄉土教育「無名有實」的統整合科教學。

3. 鄉土教材應採長期位與共同參與的發展方式

雖然教育部已將鄉土教材發展權下放到地方，在九年一貫課程

中更必須落實至學校，但並非將教材發展的工作完全交由學校或教

師負責。事實上，教師就例行性的班級經營與教學任務，工作的負

擔已是非常重，何況有些教師必須擔任行政要職;若教師每日只忙

於教材設計的工作，其他的教育工作必將疏忽，因此必須將將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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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一個社群，將鄉土教材發展工作交付予挂群中適當的人去做。

鑫體學校社群成員必須長期地、集體地參與，同時縣市或學校也有

必要成立鄉土教材資料庫，以節省教師教材設計的時間。目前縣市

已發展出來的鄉土教材，可做為未來學校本位鄉土教材發展的基

礎，以提供教師做為鄉土教學與課程設計的主要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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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A Study of the Evaluation and Design of 

Homeland Study Elementary School 

Curriculum Materials 

Lin, Jui-Jung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as fo lJows: 

l.To evaluate the developmental condi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rmal 

homeland study curriculum materials of each county and city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s of Taiwan. 

2.To construct the material outline and the unit activity design of homeland 

study teaching activities in elementary schools. 

3.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this study provides conc1usions and sugges

tions for the reference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uture elementary homeland 

study curriculum. 

Six conclusions are organized from the research, Based on these conclusions, 

suggestions of three aspects are provided on material evaluation, material design , 

curriculum reform, and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homeland study materials , curriculum evaluation , curriculu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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