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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目前中小學教科書審定制度的法規，以及教科書市場運作的慣例，主要都依

循「整冊書」的思維與架構發展，優點是架構內容具有整體規劃與脈絡，綱舉目張；

然而，線性編排不免限制了教師運用的彈性，以及讓教師依據教學專業重新組織教材

內容的可能性，也無法因應地區學校、教學風格、學習發展之差異化需求，隨需定製

在地需求與個別特色的教科書。再者，差異化教學倡議讓教師依據不同學生的個別差

異及學習風格，有彈性地調整教學策略，引導適性發展，然目前審定本教科書僅容許

學校以「整冊書」選用，課程安排與規劃多依循選定的教科書版本單元內容順序，對

於該版本內容取材或難易程度難以再增刪調整，其他版本若就同一學習重點有較適合

之內容，教師僅能自行加以補充、延伸，此種教材「套餐」模式雖在行政採購、課程

安排與教學評量較為方便，然而欠缺「自助餐」式的多元選擇與組合，實難全然符應

差異化的教育趨勢。 

一、解構教科書常規的體例形制 

在科技發展或社會期待的衝擊與挑戰下，審定本教科書在制度、內容與形式不可

避免需提前部署有所因應。配合學校選用端教科書彈性運用需求，以及出版端數位教

科書技術的成熟，教科書或可借鑑工業或軟體常見的模組化設計形成產品，進一步讓

使用者隨需定製教科書，透過通用性的規格與功能模組，使教材開發人員或使用者根

據自身需求，選擇和組合既有的模組，構成內容多樣化的產品，以最少成本達到個別

化、客製化的需求。審定本教科書是依據課程綱要進行編輯，在知識概念、學習重點

等有高度相似，在學習內容可以同時滿足客製化開發與組合，促成更符合教師與學生

需要的學習內容，進而達到更具創新性的學習表現。 

二、建構自由組合的教科書 

該用什麼來作為教科書模組化與通用性設計的依據？依循課程綱要的精神與要

求，學習重點（學習內容、學習表現）及議題，就是不同版本、不同章節間最佳的通

用原則與單位，整合形制規範與知識選擇鋪排上的歧異，其可行模式如次： 

（一）單一業者模組化：由個別教科書出版業者就其教科書內容編排及出版發行進行

模組化，此方案優點在有效解決編輯溝通、著作財產權、介



面與體例，以及整體售後服務問題。缺點則在於教材內容與

組合彈性較受限。 

（二）跨業者間模組化：由不同業者間提供教材內容，此方案的優點是彈性與自由度

最大。其挑戰則在須政府或專業協會介入制定標準與法規，

使得彼此間內容素材的介面銜接合宜。 

就政策推動而言，建議可以由社會、藝術、綜合活動等領域著手。因為自國民中

小學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以來，課程特色重視學習領域的統整與學校本位課程的設計，

因此教科書的編排設計均採領域為基礎，進行內容之統整與連貫。然而，國民中學之

師資培育或教科書內容編排，基本採取分學科或分單元的模式，由於同領域由不同教

師分別教學，或不同學習領域各有其特色，社會領域（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藝

術領域（音樂、視覺藝術、表演藝術）、綜合活動領域（家政、童軍、輔導）等領域可

依據單元、學科或大概念的方式，進行教科書內容的分割與試辦，由易而難使政策推

動更具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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