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科書出版自評指標：落實自律當責並展現創意特色 

【教科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王立心】 

中小學教科書係出版業者出資，邀集學者專家組成團隊進行研發編輯，經審定通

過取得執照，由學校自主選用讓教師及學生使用的文化產品。在現行制度下，出版端

檢附「書稿」（包含教科書及教師手冊）及「編輯計畫書」（包含編輯理念，冊數及節

數規劃，教材架構、領域核心素養及學習重點，統整、連貫及學習策略，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教育檢視指標等面向）申請審定，但「編輯計畫書」列舉教材內容與課程綱

要的符應配搭說明，尚未擴及出版端整體研發機制、編輯團隊、編務運作與分工，亦

較少創意亮點及品保機制之呈現。審查端就「書稿」依審查基準進行內容審查，未得

理解書稿研發重要脈絡，以整全式評估書稿品質，相關善意建議與提醒，易被誤解為

「以審代編」或是不信任出版端的專業，編審互信與溝通不足的僵局，無法激勵出版

端勇於展現創意與特色編寫教材，建立自我品牌特色。 

教科書自評指標發展芻議 

中小學教科書的編寫歷經出版端的團隊組成、課綱解讀、確立架構、研發內容、

編擬文稿、圖文排校、試讀試教等程序，出版端對其品質負完全責任。然而，因為教

科書市場運作與產品性質的特殊性，其編輯、審查與選用各有分工且時程有限，以致

長期以來，雖然各業者均建立自我品質管理機制，然而在市場競爭壓力下，少數業者

或科目亦有先送邊改，未能事前做好自我品管情形；審查端發現部分教科書架構不甚

完善、內容錯誤不少，以及學習內容重點與設計未盡符合課綱精神時，來回修正或申

覆，徒然耗費雙方行政成本與時間。加上社會對教科書的高度期待，若審查端把關稍

有疏漏，未來產生錯誤或爭議，則難以釐清彼此權責關係，造成社會各界對教科書內

容與審查制度的不信任。 

為了讓出版端能充分展現編輯特色與創意，同時落實當責精神及品質確保，對自

我產品內容負責，在目前既有的制度下，讓出版端提出自評說明，以讓審查端理解其

品保機制（含內部評鑑及外部評鑑）的運作細節與落實程序，達成專業分工且權責分

明。審查端於「編輯計畫書」內容納入「研發機制」、「內容編輯」、「編務運作」、「數

位嵌入」及「教材評估」等面向，作為申請審定的必要文件（如圖 1）。 



圖 1、教科書自評架構與指標 

 

 

讓教科書產業更具活力 

教科書自評機制及指標的目的，在透過各層面的書面文件，作為雙方共識溝通的

橋梁，出版端落實當責精神與品質確保，審查端聚焦必要基準具體提供意見，避免各

行其是耗費行政成本，進而提升內容特色，減少編審爭議，並改善市場秩序。就出版

端而言，強化其自主性，透過內部品保機制，各研編團隊可依據領域∕科目特色，朝

向多樣化與差異化的發展，藉由自我評鑑機制及指標，兼顧出版端內部自我檢核，確

保產品應有的品質，也能展現編輯理念與特色；就審查端而言，有自評內容作為書面

溝通的重要文件，使雙方在角色定位與權責分際有所平衡與釐清，出版端發揮自主與

績效責任，在組織品質文化下完成適切的自評報告，審查端著重於檢視事實偏差或知

識錯誤等「與正當教育顧慮有合理連結」的內容，而非基於因審查人的觀點與偏好提

出意見，或介入編務的細微末節。在此機制下，出版端有更多機會得以書面說明教材

研發與課綱轉化的歷程與特色，行銷自身的編輯理念與教材亮點。同時，也應說明品

保的程序與重點，特別是在美術編輯、文字校對、專家審閱等之出版基礎項目的自我

要求。若能落實此機制，審查端能由出版端自評的過程與說明中，理解、尊重多元的

教材設計，不再淪為教材內容的校對者，或因不理解而造成誤解，達到有效降低審定

動員的人力與物力成本、縮短審定時程、減少審次或編審溝通的時間。在良善的制度

運作與相互信任的氛圍下，讓教科書出版業者得以突破框架，落實自律當責，發展品

牌定位，成就眾聲爭鳴多元繽紛的教材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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