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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哈尼遇刺事件談起 

克里斯．哈尼（Chris Hani）是南非武裝力量「民族之矛」的領袖。他極富魅力，

在反抗種族隔離的運動中相當受到愛戴。1993 年 4 月，哈尼在住家附近遭到一位政治

傾向極右的波蘭移民殺害。在當時，南非總統戴克拉克（F. W. de Klerk）與包括納爾

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在內的各政黨領袖，正試圖終止彼此間的武裝對抗，尋

求以和平談判的方式建立民主體制。哈尼遇刺，不但震撼南非黑人社群，也讓和平談

判的進程蒙上嚴重的陰影。 

今日我們已經知道，哈尼的奉獻與犠牲並未白費。他遇刺的事件實際上迫使各政

黨領袖加速和平談判的進程，最終促成南非在 1994 年舉行首次民主選舉，曼德拉順

利當選總統，領導南非邁向民主轉型之路。有鑑於刺殺事件在歷史上的重要性，再加

上哈尼在反對運動中的重要地位，南非歷史教科書納入此一刺殺事件並不令人意外；

而編寫的重點可能會設定在事件發生當時的政治與社會背景，與此一事件對南非民主

進程帶來的影響，以協助讀者理解此事的歷史意義。 

如果依照我國教科書的編寫習慣，大致上會將事件的政治脈絡、發生經過、事發

後的社會反應與事件的影響等，放在正文中進行說明。餘如相關的圖片或資料，則放

在正文兩側邊欄，做為補充的參考資訊。有心的作者，則可能在正文結束時提供幾道

問題，做為課堂討論的依據。 

二、不一樣的教科書編寫方式 

不過，我們在研讀南非的高中歷史教科書後發現，有些版本並不採用這類編寫方

式。以馬斯克・米勒・朗文出版社（Maskew Miller Longman）發行的《焦點歷史》（Focus 

History）為例，該書作者將哈尼事件編在「重啟多黨協商」一章的第 2 節。課文的正

文以三個段落概略說明刺殺事件，包括哈尼在抗爭運動中的地位，刺殺事件發生的經

過，曼德拉在事發後發表的電視演說，以及各政黨因此事加速和平談判。在正文之後，

作者隨即提供三則資料（source）： 



資料 M：這則資料的內容是一段節錄自專書的文字，詳述刺殺事件發生的經過，

包括兇手犯案的過程，哈尼的鄰居（一位白人女性）目睹經過而記下車號報警，警方

因而得以在案發 15 分鐘後順利逮捕兇手；最後說明哈尼在反抗運動中具有的影響力，

尤其在「民族之矛」年輕成員心目中的地位。 

資料 N：節錄自另一本專書的文字，前半段摘錄曼德拉電視演說的一段內容。曼

德拉提到一位白人男性來到南非犯下如此重大的罪行，但另一位白人女性卻冒著生命

危險向警方提供線索，他為此呼籲全體南非人民團結起來捍衛自由。接著，專書作者

評論曼德拉的表現指出，戴克拉克或許仍是南非總統，但從電視演說來看，曼德拉才

是南非的領導人。 

資料 O：一則在哈尼的追思儀式辦理期間所發表的漫畫。哈尼的追思儀式估計有

超過十萬人參加，其中有二萬人隨著靈柩，步行 50 公里至哈尼下葬的墓地。此則漫

畫呈現的，是無法看到盡頭的人群——包括黑人與白人——安靜的排隊，向哈尼的靈

柩獻花致意。 

在三則資料之後，作者設計了一個活動（activity），其中包括三道問題： 

1. 第一道問題要求學習者閱讀資料 M 之後，解釋哈尼遇害的原因。 

2. 第二道問題要求學習者閱讀資料 N，然後提出三個子問題，分別是：（1）解

釋曼德拉的電視演說為何重要？（2）我們如何從曼德拉的演說中看出南非

的權力平衡已經發生轉移？（3）這則資料的內容是否帶有偏見？請解釋原

因。 

3. 第三道問題要求學習者閱讀資料 O，解釋此幅漫畫的意義及其隱含的觀點。 

從上面的例子來看，南非教科書的內容包括正文、資料與活動三個主要元素，與

我國教科書的設計相似。但若觀察三個元素所占的篇幅比例，則南非出版社採取的編

寫方式與我國相當不同。在《焦點歷史》當中，哈尼遇刺事件總共占了三頁，其中正

文的三段文字占了第一頁的前四分之三，其後二頁的篇幅均用來呈現資料，只有第三

頁最末才用一個方框，留給活動這個元素。這樣的編排，與我國將資料視為配件、通

常都放在邊欄的習慣，可謂大異其趣。 

三、以資料為本的教科書編寫 



進一步來看，這三個元素在南非歷史教科書中的角色、功能、甚至相互之間的關

係，亦與我國教科書有不同的設定。 

（一）資料、正文與活動的關係 

從哈尼遇刺事件的編寫方式來看，《焦點歷史》的正文僅說明事件發生的梗概。其

餘協助讀者理解事件的歷史意義或當時社會脈絡之訊息，均透過資料來呈現。此處有

兩個值得關注的重點：第一，資料與正文之間為相互搭配的關係。資料不是附加的資

訊，而是學習內容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與正文共同構成一個整體。第二、藉由使用多

種來源的資料，不同的觀點得以進入教科書，避免僅出現作者單一敘事的缺點。 

再者，活動均緊扣著資料設計問題，引導學習者解析資料內容。整體而言，資料

一方面與正文相互搭配，另一方面又同時是活動的基礎；正文、資料與活動既共同構

成學習歷程，又分別發揮不同的功能：正文提供背景與基本知識，資料提供脈絡與多

元視角，活動作為聚斂，引導學習者理解、詮釋與思辨正文與資料的內容。 

（二）透過資料培養歷史技能 

歷史教科書使用資料最主要的目的，仍在於藉由資料的閱讀理解，培養建構歷史

知識的能力。林慈淑教授曾經在〈證據概念——從高中歷史課綱到教學問題探析〉一

文中說明，文本閱讀（textual reading）與證據概念（concept of evidence）二者，為歷

史課堂中學生應該獲得的思維能力。教師引介資料，可幫助學生學習閱讀資料文本，

以及評估資料作為證據的可能性。資料是溝通歷史教學和歷史學的中介，可提供學生

進入歷史學的憑藉，學習「像史家一樣閱讀」。由於南非教科書引用的資料類型十分多

元（如學術著作、傳記、媒體評論、政治漫畫、當事人的證詞等等），學習者在進行活

動時，即同時累積閱讀各種文類的能力。學習者也藉由提問的設計，練習不同的歷史

技能，例如從不同來源蒐集資料以建構事情的完整圖像，擷取資訊做為產出歷史敘事

的證據，或評估資料本身是否值得信賴、是否採取特定立場等等。 

四、結論 

在十二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綱中，對普通型高中的歷史教學有以下的說明：「普高歷

史必修課程依時序選擇基本課題設計主題，透過歷史資料的閱讀和分析，培養學習者

發現、認識及解決問題的基本要素」；而在說明歷史考察的實施方式時也指出：「教師



可透過引導學生閱讀與解析歷史資料、實地踏查、訪談，或進行各類歷史創作與展演，

提升學生的歷史思維……。」根據這些說明，新課綱十分強調歷史資料的重要性；要

言之，學會如何閱讀與解析歷史資料，被認為是培養歷史素養的主要方法，因此也是

歷史教育的重要環節。 

然不可諱言的是，在我國歷史教科書的設計中，作者的敘事仍為主體，資料的數

量不多，亦常淪為陪襯的地位。學習者在閱讀這樣的教科書時，不可免的缺少使用探

究方法閱讀不同資料的機會，終究只能採取記憶正文的方式，來習得教科書的內容。

南非歷史教科書採用了大量的資料供學習者閱讀，而其正文、資料與活動相互搭配的

方式，更使資料的教育功能得以發揮。南非教科書的案例，或許能為國內歷史教科書

的編寫模式，提供另一種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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