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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的話

本期共刊登四篇研究論文與一篇書評。

第一篇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蘇苑瑜博士與教育學系劉美慧

教授合寫之〈高中公民與社會科教科書轉化：從課綱疑問句學習內容至教科書設

計〉。該文旨在探討108課綱高中公民與社會科學習內容條目改以疑問句形式呈

現（稱為「疑問句課綱」）後，教科書編者如何理解與詮釋，以及轉化為教科書

過程面臨的挑戰。研究發現，課綱轉化為教科書的形式有三類，面臨的主要問題

亦有三個，並於文末提出對未來課綱修訂以及探究取向教科書設計的建議。該文

有助於吾人瞭解編者在轉化課綱為教科書過程中，所面對的棘手議題與做出的判

斷與取捨，甚具實務性價值。

第二篇為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張耀宗教授所撰〈成為農民：日治時

期教育所實科課程發展之探析〉。該文探討日治時期蕃地（原住民）教育所實科

（即實用技術科目）課程發展，闡述教育所如何遵循總督府對蕃地的產業定位，

以學校教育課程型態進行產業指導，搭配集團移住措施，引進日式農業型態，進

而影響原住民部落社會，最終達成教導原住民成為國民與農民的目的。該文以豐

富史料建構出在官方產業定位下，蕃地教育所如何以學校之力落實實科課程，繼

而改變原住民部落生活型態。

第三篇為馬來西亞國立蘇丹依德里斯教育大學中文系許德發高級講師所撰

〈五四時期馬來亞華人社會的「走向底層」運動與通俗學校之興起〉。該文探討

五四運動對早期馬來亞華人（簡稱馬華）社會這個以文盲、勞動階層為主，且欠

缺文化建置與知識階層的移民社會，所造成的知識啟蒙實況。作者使用早期報刊

資料指出五四運動的平民教育思潮，尤其是「走向底層、走向民間」的新思潮，

如何具體推動通俗學校（folk school）這種專門提供失學者學校型態的啟蒙教育

形式，並以馬華夜校作為「五四走向工人」的最佳體現。該文或可提供吾人深究

同一思潮在不同社會語境下，如何因應社會實況以多元各異形式展現。

第四篇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周仲賢所撰

〈《周易》憂患意識及修德九卦之德育意涵〉。在科技急速進展下，諸多新興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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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議題浮現，如何妥善因應多變紛雜的生活世界，使生命免於危險困厄成為重要

議題。此篇論文以《周易》憂患意識中道德意義的闡發為旨趣，特別聚焦以「修

德九卦」為剖析文本，指明德育目的、內涵與方法上的蘊義。憂患意識、防患未

然的道德觀點，看似屬於消極，甚而功利導向，作者強調實則非也。《周易》憂

患意識反而有勉人吉凶禍福的關鍵，實則在於人的自覺反省與修德踐德，意即積

極行善的進取精神。修德九卦的指引在今日仍然展現出恆久價值，值得深思與踐

行。

本期邀請日本岩手縣立大學高等教育推進中心吳書雅副教授為《文部科學

省：搖搖欲墜的日本教育行政》撰寫書評。該書作者為青木榮一教授，他針對舊

文部省與舊科學技術廳合併後成立的文部科學省（簡稱為文科省），進行全面剖

析與檢驗。吳教授指出，該書以其豐富資料與深刻分析堪稱為研究日本教育行政

的重要指南，足見其含金量。各章分就內部與外部關係、組織架構運作模式、職

員工作實況與發展路徑、財政削減與緊縮下的補助金分配、國際學術評比壓力下

學校教師的勞動狀況、大學面臨的人力資源發展政策等問題進行探討，最後總結

文科省的困境、主要問題並提出改革建議。除於「評述」中指名「國立大學法

人化」、「重理工輕人文」的重要議題外，書評中點出的文科省機構哲學的轉

變—由「護送船隊」轉向「選擇與集中」，則再次凸顯「均等與卓越」的老議

題，值得再思考。

《教育研究集刊》誠摯感謝各位投稿者、審查者，以及編輯委員的辛勞與奉

獻，期盼有您的繼續支持。時值108課綱發布屆滿十年之際，本刊特別策劃「108

課綱回顧與前瞻」專刊，以公開徵稿方式，邀請學者方家惠賜稿件，盼能匯聚洞

見，共同回顧與檢討新課綱為教育界帶來的成效與挑戰，作為未來課程改革之參

考。

副總編輯　陳伊琳　謹誌
2024年9月

04_編輯的話_piii-iv(3-4).indd   4 2024/11/1   下午 02:24: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