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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目的

我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社會領域中，高中公民與社會科學習

內容以疑問句形式呈現，在亞洲國家為一項創舉。疑問句形式課綱凸顯公民與社

會科基於探究及問題導向的學科特性，期望打破過去聚焦學科知識內容的學科中

心課程與教學設計，轉向學生中心的探究取向課程與教學設計。雖然社會領域綱

要實施要點提示課綱使用者運用探究及提問設計建構教學活動及引導學習的重要

性，然而，課綱僅以疑問句表述學習內容，並未提供課程架構及教學設計的具體

指引，讓教科書編者有自行發揮的空間。教科書設計對教師課堂教學策略使用及

教學實踐有重要的影響，教科書編者對疑問句形式課綱的理解、如何轉化疑問句

為具體學習內容，並進一步設計教學及編製教材，為課綱落實的關鍵因素之一。

因此，疑問句課綱理念如何落實於教科書文本或課程與教學實踐，實為重要的研

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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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理論或概念架構

不適用。

研究設計／方法／對象

本研究旨在探究高中公民與社會科教科書編者對疑問句課綱的理解及詮釋、

轉化疑問句課綱為教科書設計的策略及方式，以及轉化歷程中面臨之問題及挑

戰。本研究透過訪談蒐集資料，以教育部2018年10月發布之社會領域課程綱要所
編製、經國家教育研究院教科書研究中心審定通過之普通高中公民與社會科必修

第一冊教科書編者為研究參與者。高中公民與社會科市售教科書共有四版本，研

究者以立意取樣方式，分別於四版本教科書編輯團隊中選取主要負責教科書整體

課程內容規劃以及實際編撰教科書之人員，各版本受訪編者皆包括主編教授、統

籌編輯、編寫教授及教師，總計共17位教科書編者參與訪談。研究者採用主題分
析法分析資料，依據研究問題連結精煉概念及萃取主題。

研究發現或結論

本研究發現，高中公民與社會科教科書編者對疑問句課綱的詮釋及教科書設

計方式包括：（一）以問題先行激發問題意識、學習過程中持續提問引發學生探

究動機，編者轉化疑問句課綱為課文的形式包含問題回答、問題推論、問題解決

三類型；（二）由演繹式編寫轉向情境脈絡中引導探究的歸納式編寫；（三）於

課文外元件增加提問，評量設計呈現探究歷程及步驟。編者轉化疑問句課綱為教

科書設計的困境包括：（一）疑問句未指涉具體內容，產生學習內容範圍界定之

爭議；（二）高中階段學習內容指涉之情境較複雜，知識脈絡化的歸納式編寫遭

遇困境；（三）教科書篇幅限制下，文本設計難以回應引導多元論辯的探究式提

問設計。

理論或實務創見／貢獻／建議

依據研究結果，本研究最後針對高中公民與社會科未來課綱修訂及教科書探

究教學設計提供相關建議。

關鍵詞： 公民與社會科、探究教學設計、教科書設計、教科書轉化、疑問句
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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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ing the High School Civics and 
Society Textbooks: From Question-based 

Curriculum Guidelines to Textbook Design

Yuan-Yu Su, Meihui Liu

Abstract

Purpose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textbook editors have transformed “question-based” 

curriculum guidelines into the design of high school Civics and Society textbooks. 

Main Theories or Conceptual Frameworks
Not applicable.

Research Design/Methods/Participants
This study conducte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textbook editors to explor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question-based curriculum guidelines and the challenges they 
faced when transorming textbooks.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September, 2024, Vol. 70 No. 3  pp. 1-42

Yuan-Yu Su,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eihui Liu,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lium@ntnu.edu.tw
Manuscript received: Feb. 22, 2024; Modified: Jun. 30, 2024; Accepted: Aug. 28, 2024.

05-1_蘇苑瑜+劉美慧_p001-042.indd   3 2024/11/1   下午 02:25:13



4　教育研究集刊　第70輯第3期 

Research Findings or Conclusions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editors’ interpretation of 

question-based curriculum guidelines included: (1) three types of text formats: question 
answering, question inference, and problem-solving; (2) a shift from deductive to 
inductive writing; (3) the addition of questions in components outside the main text, 
with assessments encompassing steps of the inquiry process. Second, the challenges of 
question-based curriculum guidelines into textbook design included: (1) controversies 
over the scope of learning content; (2) complex learning content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implement inductive designs; (3) textbook page limits which make it 
challenging to effectively address inquiry questions.

Theoretical or Practical Insights/Contributions/Recommendations
The study concludes by offering suggestions for future curriculum revisions and 

inquiry-based design of textbooks.

Keywords:  Civics and Society, inquiry-based design, textbook design, textbook 
transformation, “question-based” curriculum guid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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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以下簡稱108課綱）以核心素養及學習

重點取代99高中課綱的核心能力及教材綱要，其中，社會領域課程綱要（以下簡

稱社會領綱）的課程目標以培育學生面對未來、開展不同生涯所需的公民素養為

核心，強調多元價值思辨、探究實作、跨學科／跨領域探究能力、問題解決及公

民實踐等元素（教育部，2018，頁1）。在公民與社會科部分，學習內容由四大

主題「A. 公民身分認同及社群」、「B. 社會生活的組織及制度」、「C. 社會的

運作、治理及參與實踐」及「D. 民主社會的理想及現實」所構成，各主題項目

下，大部分學習內容條目打破過去課程標準「直述句」課綱慣例，以「疑問句」

形式呈現。有別於過去99課綱以直述句表述學習內容，且單元下每一主題及學習

內容次序被嚴格規範、明確界定學科知識內容範圍，108課綱賦予課綱使用者發

展課程的彈性，教師及教科書編者可彈性組合不同的學習內容條目提問形成課

程，開展課程與教學更多元的可能性。

社會領綱指明，公民與社會科學習內容條目以提問方式呈現的目的在於「指

引分析、思辨與探究的重要，避免知識內容的片段累積」（教育部，2018，頁

26）。由此目的可知，疑問句課綱蘊含對知識的處理與運用、課程與教學設計的

期待。在教材發展及教科書編寫上，社會領綱實施要點中之教材編選（十一）指

出，公民與社會科教科用書之編撰應「反映學習內容條目的提問精神，提供探究

學習及發展高層次思考與問題解決能力的學習素材」（教育部，2018，頁49）。

疑問句課綱凸顯公民與社會科基於探究及問題導向的學科特性，欲扭轉過去聚焦

知識內容的學科中心課程設計，轉向探究取向的學生中心課程設計。雖然社會領

綱實施要點提示運用探究及提問設計建構教學活動及引導學習的重要性，然課綱

僅以疑問句表述學習內容，並未指引課程架構及教學設計，而讓教科書編者自行

發揮。然而，社會領綱以疑問句形式敘寫學習內容條目引導探究教學的做法引發

許多論辯。依據陳麗華（2019）的觀察，反對者從課程轉化理論的角度，證成課

綱屬於理想課程及正式課程，規範官方採用或認可的課程內容，而教師知覺課程

及課堂運作課程屬教師專業自主層面，疑問句未指涉具體學習內容，無法引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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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編寫與教學重點。

教師使用課綱的成長過程經歷依賴期、獨立期和互賴期三階段（Covey, 

2013），我國教師在課綱使用上長期落於依賴期，需由他人使用課綱以提供教

材，早期倚賴國立編譯館，九年一貫後則倚賴出版社，教科書編者成為課綱主要

使用者（呂秀蓮，2017）。教科書課程與教學設計，對教師課堂教學策略使用及

教學實踐有重要且深刻的影響，不僅影響教師教學內容，亦影響教師如何教學。

我國公民與社會科採疑問句課綱設計，在亞洲國家為一項新穎的創舉，目前國內

針對疑問句課綱理念落實於教科書文本或課程與教學實踐，尚無相關的課程轉化

研究。教科書編者對課綱疑問句形式學習內容意義的理解、如何轉化疑問句為具

體學習內容，並進一步設計教學及編製教材，為課程理想落實的關鍵。緣此，本

研究透過教科書編者訪談，探究高中公民與社會科教科書編者對疑問句課綱的理

解，以及其轉化疑問句課綱為教科書過程中面臨之問題。本研究提出的問題有

二：

一、教科書編者對疑問句課綱的理解及詮釋，以及轉化疑問句課綱為教科書

設計的方式為何？

二、教科書編者轉化疑問句課綱為教科書時，面臨之問題及挑戰為何？

貳、文獻探討

一、108課綱公民與社會科課程的轉變—探究取向的課程設計

目前我國高中公民與社會科之名稱、學科屬性歸屬、課程內涵皆始於《普通

高級中學暫行課程綱要（以下簡稱95暫綱）之基礎。95暫綱時期，公民教育課程

以社會科學知識內涵為基礎，公民教育社會科學化衍生許多問題，如過於強調社

會科學專業知識內容、缺乏公民教育基本架構、不利公民價值及情意教學等，以

致公民教育目標未能達成（張茂桂，2009）。因此，新修訂的《普通高級中學課

程綱要》（以下簡稱99課綱）刪除或修訂95暫綱較難的專業知識內容，試圖將社

會科學知識整合於公民養成教育，並增加活動時間至25%，教材綱要學習內容分

為「心理、社會與文化」、「政府與民主政治」、「道德與法律」、「經濟與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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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發展」四單元，單元下各主題及內容次序被嚴格規範，作為編撰教科書之參考

依據（教育部，2009）。99課綱之教材綱要以社會科學學門範疇為分類方式，教

材設計及教學實施偏向社會科學知識教學，在主題間統整、反思探究及參與面教

學上仍有不足（蘇苑瑜，2021）。因此，108課綱再次減少社會科學知識分量，

以涵育公民素養為核心，強調獲取知識的素養及能力，包括多元價值思辨、探究

實作、跨領域探究、問題解決及公民實踐等元素。為符應學科公民養成的基本理

念，108課綱公民與社會科學習內容由四大主題：「A. 公民身分認同及社群」、

「B. 社會生活的組織及制度」、「C. 社會的運作、治理及參與實踐」及「D. 民

主社會的理想及現實」構成（教育部，2018）。主題項目下，大部分學習內容

條目打破過去課程標準「直述句」課綱慣例，以「疑問句」形式呈現（如表1

之示例），凸顯社會領域／公民與社會科基於探究（inquiry-based）及問題導向

（problem-based）的學科特性，希望藉此打破教條化的學習、突破內容記憶的窠

臼，指引分析、思辨與探究的重要，避免知識內容的片段累積（教育部，2018；

董秀蘭，2018）。

表1
學習內容主題、項目、條目示例

主題 項目 條目

C.  社會的運作、治
理及參與實踐

a.  民主治理 公Ca-V-1民主治理的核心概念是什麼？我國有哪些民
主治理的實踐？

公Ca-V-2民主治理如何課責？

相較於直述句傳達出單面向、固定答案、應然既定的框架，疑問句模糊知識

界線，讓學生擺脫對絕對知識的追求，賦予教師及課綱使用者發展課程的空間及

教學彈性，讓學習者有更多建構知識的迴旋醞釀空間（陳麗華，2019）。公民與

社會科課程內容常涉及社會爭議，疑問句課綱提供發展多元價值的空間，促進更

具包容性的課程設計，以及社會議題不同面向的對話（洪承宇，2021）。而如何

運用提問式學習內容發展課程及實施教學，社會領綱實施要點課程發展（四）指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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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進行社會領域課程發展時，宜聚焦於學習者中心、問題導向及團隊

合作等精神，結合學生興趣、教師專業、生活環境、社會時事與議題

等，培養學生觀察、訪問、調查、蒐集資料、繪製圖表與主題地圖、

專題報告等探究與實作能力，以落實社會領域課程理念。（教育部，

2018，頁47）

由上述課綱課程發展指引內涵可以看出，透過學生中心、問題導向及互動合

作的課程設計，培養學生運用社會科相關工具的技能及探究與實作之能力，以落

實社會領域培育公民素養的課程理念。而社會領綱實施要點教學實施（一）亦指

出，探究及提問設計在建構教學活動及引導學生學習的重要性：

教師應依據社會領綱的基本理念、課程目標、核心素養及學習重點，結

合各地區自然、族群或文化特色，設計具有探究精神與重視提問的有效

教學活動，引導學生學習。（教育部，2018，頁49）

綜合前述，公民與社會科疑問句課綱試圖引發課堂教學實踐的改變，透過提

問開啟課堂互動，鼓勵學生探究及思辨多元觀點，在課程實踐中成為主動積極的

參與者，由過去聚焦學科知識內容、由專家決定教材的學科中心課程設計，逐漸

轉向以學生為中心的探究取向課程設計。

二、運用提問建構社會領域課程與教學

我國社會領域課綱的研修及課程規劃，是參酌美國社會領域協會（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Social Studies, NCSS）的課程標準架構。NCSS出版的兩份社會

領域課綱，皆以疑問句形式表述其內容，分別為2010年出版的《美國社會領域

課程標準》（National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Social Studies: A Framework for 
Teaching, Learning, and Assessment）及2013年出版的《C3美國社會領域州課程

標準架構》（College, Career, and Civic Life Framework for Social Studies State 
Standard，以下簡稱《C3架構》）。《美國社會領域課程標準》共有10項主題，

主題下列有課程目的（purpose）、探究問題（questions for exploration）、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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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學習歷程（process）及學習結果（products）。《C3架構》為

教學計畫取向的課程標準，探究弧（inquiry arc）為該架構的核心，提供社會領

域教師建立學生批判思考、問題解決及參與技能的課程架構指引（Grant, 2013; 

Herczog, 2013; Swan & Griffin, 2013）。探究弧包含四面向（Swan et al., 2012）：

（一）發展問題、計畫探究（developing questions and planning inquiries）。

（二）運用學科概念和工具（applying disciplinary concepts and tools）。

（三）評判資料及使用證據（evaluating sources and using evidence）。

（四）溝通協商結論，採取有知識基礎的行動（communicating conclusions 

and taking informed action）。

探究設計模式（Inquiry Design Model, IDM）基於《C3架構》探究弧開展

而來，運用探究教學設計三項共同基本元素，即問題（question）、表現任務

（task）及資源（sources）架構教學流程，以協助教師計畫及實施教學（Grant et 

al., 2015; Journell et al., 2018; Swan et al., 2023）：

（一）問題：探究始於問題，問題定義探究的主旨中心，透過問題引導蒐集

資訊而學習，以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引導創造性的研調和深入分析。教學設計

以主導性問題（compelling questions）和輔助性問題（supporting questions）結合

知識內容、架構探究學習。

（二）表現任務：強調探究實踐中問題和論證間的關係，教學設計包含總結

性、形成性、額外的表現任務，引導學生協商結論、建構基於證據的論證以回應

問題。

（三）資源：教學設計著重發展能支持論點的知識及概念之學科資源，如文

獻、文件、工具、影片、地圖等資源，以探究問題背後的知識內容並發展支持的

論證。

探究設計模式強調提問在建構課程與教學中的重要性，教學主要建立於一項

主導性問題，主導性問題陳述基於學科學術原則以及依據學生經驗與想法所界定

的重要議題（Grant et al., 2015）。主導性問題可切分為多個輔助性問題，教師為

每個輔助性問題連結知識內容、先備資源及經驗，設計形成性表現任務，讓學生

在每個輔助性問題中選擇及運用資源以完成任務（Thacker & Friedman, 2017）。

將知識內容、先備資源及經驗連結提問以架構探究程序，是問題解決教學設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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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因處理和應用問題係以學生有獲取資訊的能力及程序知識為前提（Seel et 

al., 2017）。在探究教學設計中，教師可彈性運用事實性、概念性和辯論性等不

同層次的探究問題於教學歷程，引導學生由特定主題或事例思考，以達到深入的

概念性理解（Erickson et al., 2017）：

（一）事實性問題（factual questions）：以知識內容／事實為基礎、與技能

相關、由證據加以支持、探究性陳述中的專有名詞、經常性話題、促進回憶和理

解。

（二）概念性問題（conceptual questions）：能連繫事實和主題的重要思想

觀點、著重比較和對照、探索矛盾、引導更深入的學科和跨學科理解、促進學習

遷移、鼓勵分析和應用。

（三）辯論性問題（debatable questions）：能運用事實和概念對立場觀點進

行辯論、多視角探索重要思想觀點和問題、可爭論、具爭議性，以及鼓勵分析、

綜合與評價。

我國公民與社會科疑問句課綱希望透過較少的指導，讓教科書編寫、學習現

場的課程與教學設計享有更大的自主與彈性空間。教科書編者可自行組合不同

條目提問形成課程架構，依據提問架構教科書各章節順序及教學內容。其中，社

會領綱提及公民與社會科教科書編寫應符合實施要點教材編選（十一）之規範：

「教科用書之編撰應反映學習內容條目提問精神，提供探究學習及發展高層次思

考與問題解決能力的學習素材」（教育部，2018，頁49）。由教材編選規範內涵

觀之，課綱期望編者將疑問句學習內容轉化的課程與教學設計內涵，與《C3架

構》探究弧欲達成之教學目的「建立學生批判思考、問題解決及參與技能」內涵

相似。我們可以借鑑NCSS出版的兩份疑問句形式課綱，轉化探究問題為主導性

問題、輔助性問題，由上而下地架構探究學習歷程，並在每個輔助性問題中的表

現任務設計上，運用Erickson等人（2017）提出之事實性問題、概念性問題、辯

論性問題三層次探究問題，由下而上地引導學生於情境中探究、歸納及發現知

識，培養學生運用學科概念及工具、分析資訊、形成觀點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建

構探究取向的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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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響課綱轉化至教科書之相關因素

Goodlad（1979）將課程分為理想課程、正式課程、知覺課程、運作課程與

經驗課程五個層次，從理想課程到經驗課程，每一層次的課程決定彼此間緊密關

聯且相互影響。依據Goodlad五層次課程定義，課程改革理念即為理想課程，課

程綱要為正式課程，但須轉化為學校課程方案或教材，再經由教師知覺課程、運

作課程，始成為學生的經驗課程。

教科書為課綱正式課程至教師知覺課程間主要的轉化媒介，教科書編者依據

課綱規範設計教學活動及相關教學資源。課綱內容之明確性及完整性攸關教科書

理念轉化的實踐（楊國揚、林信志，2011），而課綱囿於官方文件規範，無法詳

盡地說明所有概念，僅提供簡短定義及教學大綱，即使增加說明，也未必能完全

解決課綱理解的問題，因此，課綱轉化至教科書階段，課綱委員、編者與審查委

員間之溝通對話十分重要（周淑卿，2013）。然而，編審立場不同、對課綱的詮

釋、教科書的期待亦不同。編審協商彼此差異時，因教科書通過與否的決定權掌

握在審查委員手中，編者原則上會儘量按照審查委員的意見修正（周祖誠、劉美

慧，2018）。

編者在設計教科書的過程中，亦會考量教師的知覺課程—教師如何理解及

詮釋課綱、對教科書的詮釋及與教科書的互動，此對教科書編寫有重要影響。

教師不只是課程使用者，也是轉化者，教師會依據課程的方向與架構、對內容知

識的認識、教學經驗、學生和環境狀況，對教材進行反思性的修改，發展對教材

的想法與實際作為（Ben-Peretz, 1990）。教師直接面對學生、熟悉其學習特性，

常需要依據學生學習的特質與潛力，轉化課綱及專業知識、教科書與教學方式

等（卯靜儒，2015）。教科書編者會綜合教師教學環境及學生狀況、考量教師偏

好及習慣設計教材，例如著重方便教師教學及提升學生學業表現的教學設計（朱

美珍，2019；周祖誠、劉美慧，2018）。考量學習階段知識內容深淺，高中教科

書編者多持內容導向思維，著重流暢且精準呈現知識內容，活動設計及案例亦著

重學科知識內容及概念，與國中小相比，較少考慮學生經驗及學習過程（Lee & 

Catling, 2017）。

綜合前述，課綱轉化至教科書的過程中，課綱內容的明確性及詮釋彈性、編

審互動歷程、出版業者對教師知覺課程的考量為重要的影響因素。108公民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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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科課綱規範強度及明確性較過去99課綱低，疑問句形式的學習內容、允許彈性

組合學習內容的課程架構方式，雖賦予課綱使用者發展課程的空間及教學彈性，

開展課程與教學更多元的可能，但未指涉具體學習內容的疑問句，亦給予編審雙

方很大的空間各自解讀課綱。對教科書編者來說，如何轉化疑問句為教科書設

計、由教師中心的學科本位教學設計轉至學生中心的探究取向教學設計，以落實

社會領域課程理念，亦為一項挑戰。

參、研究方法

課綱轉化至教科書是一複雜的歷程，教科書編寫涉及多面向因素及編者主觀

的考量，為深入瞭解教科書編者對公民與社會科疑問句課綱的詮釋及編寫方式、

將疑問句課綱轉化至教科書面臨之問題與挑戰，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方法，以編

者訪談為資料蒐集方式。

一、資料蒐集

本研究以立意取樣方式選取研究參與者 ，選取考量條件如下：

（一）普通高中公民與社會科必修教科書共有三冊，第二、三冊受第一冊審

查經驗的影響，編寫方式及活動設計有趨同現象，考量第一冊相較於第二、三冊

教科書，能窺見較多教學設計爭議及教科書編撰困境的討論，為充分理解疑問句

課綱轉化至教科書面臨之問題與挑戰，以教育部2018年10月發布之社會領綱所編

製，且經國家教育研究院教科書研究中心審定通過之普通高中公民與社會科必修

第一冊教科書（南一、翰林、龍騰、三民）四版本之編者為研究參與者。

（二）由於各家出版社經營理念、編輯團隊組織分工及教科書出版流程有所

不同，研究者選取編輯團隊中主要負責教科書整體課程內容規劃以及實際編撰教

科書之人員，其熟稔教科書編寫歷程及高中公民與社會科教材內容，曾參與99課

綱教科書及教材編撰工作，能敏覺99課綱至108課綱教材編寫的轉變。包括主編

教授、編輯（含企劃）、編寫教授或教師，以深入瞭解編者對疑問句課綱的詮釋

及編寫方式。

四版本共選取17位教科書編者，每版本受訪編者皆包含主編、編輯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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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選取五位主編教授、五位統籌編輯、七位教師作者，進行每位一至二次、每次

一至三小時的訪談。訪談期間集中於2020年12月至2021年2月。表2為17位受訪編

者列表，由於各版本在編撰團隊的組成及分工上有明顯可區辨的差異，例如某版

本主編兼任作者、僅某版本有兩位主編、某版本作者皆為現職教師等。為保護受

訪者隱私及權益，表2僅列出17位編者的專業背景及參與教科書編寫之角色，不

揭示編者之版本、性別，避免交叉比對洩漏編者身分。

表2
受訪編者簡介

受訪編者 專業背景

主編1 政治學領域教授

主編2 政治學領域教授

主編3 政治學領域教授，主編兼作者

主編4 法律學領域教授，主編兼作者

主編5 社會學領域教授

編輯1 行政學領域畢業，負責企劃統籌

編輯2 行政學領域畢業，負責編修統籌

編輯3 經濟學領域畢業，負責企劃統籌

編輯4 社會學領域畢業，負責企劃統籌

編輯5 社會學領域畢業，負責編修統籌

作者1 現職高中公民與社會科教師，政治學／社會學專長

作者2 現職高中公民與社會科教師，政治學專長

作者3 現職高中公民與社會科教師，政治學專長

作者4 現職高中公民與社會科教師，政治學／公民教育專長

作者5 現職高中公民與社會科教師，公民教育專長

作者6 現職高中公民與社會科教師，公民教育專長

作者7 現職高中公民與社會科教師，公民教育專長

為避免訪談失焦及維持訪談的彈性，採用半結構式訪談。訪談問題架構如

下：

（一）如何轉化領綱學習內容至教科書主題架構、教材組織及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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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99課綱相比，108課綱下高中公民與社會科教科書的編製方式，例

如內容選材、編寫體例、教學設計等，做了哪些調整與改變？

（三）依據課綱編寫教科書的過程中，面臨哪些困難、問題或挑戰？請舉例

說明？如何解決或克服？

二、資料處理與分析

研究者將蒐集之訪談資料依版本、編者身分、日期進行編號，第一碼為版本

碼，四版本分別以A、B、C、D標示，因涉及研究參與者隱私及保密原則，故不

揭示編號對應之版本。第二碼為編者身分，P為主編教授、E為出版社編輯、T為

教師作者，剩餘後七碼為訪談日期。本研究的資料編號管理方式詳見表3。

表3
資料編號管理方式

資料引用編號 編號示例說明

AP1100104 A版主編教授於2021年1月4日受訪資料
AE1100109 A版編輯於2021年1月9日受訪資料
AT1100204 A版教師作者於2021年2月4日受訪資料

本研究以主題分析法作為分析資料基礎，研究者仔細閱讀訪談逐字稿，不斷

地檢視、比對資料及反思，透過多次重複閱讀資料，篩選出和本研究之目的相關

之概念或現象的一般意義單元，將資料多次出現的意義單元及概念連結形成共同

主題，並不時地將共同主題放回情境脈絡中檢視，持續發展、精煉主題並加強概

念間連結，直至能適當說明經驗及情境為止。本研究的主題命名示例如表4。

三、研究信實度

本研究主要採參與者檢核及專家檢核方式檢核信實度，研究者將資料詮釋與

分析結果交由研究參與者、具專業背景的專家及同儕檢視，尋求相關意見，並針

對疑慮之處進行討論與澄清，思考詮釋及分析上可能的問題或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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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主題命名示例

主題 概念 意義單元

回應條目提問 回答問題 以各節標題或次標題提問，將課文內容作為回答提問的答

案

推論答案 運用提問串連條目內的知識點，課文呈現推理論述過程

解決問題 以解決問題方式回應條目提問，透過提問引導學生思考如

何運用所學解決日常生活問題

學習內容範圍 條目範圍 教科書編寫難界定學習內容條目範圍

說明欄

審查標準

第一次審查才瞭解說明欄為編寫主要範圍

因應說明欄範圍編寫而大幅調整教科書內容

疑問句轉化 問題意識 為什麼的提問引發思考和探究的動機

問題導向 以問題導向學習作為教科書探究學習設計策略

提問增加 為了反映學習內容條目的提問精神，教科書大幅增加提問

探究教學設計 情境案例

歸納式編寫

情境案例中引導學生發現、歸納知識概念

課文由「定義—說明—舉例」倒裝為「案例—說明—定

義」的順序

提問設計 提問設計著重引導探究學習及高層次思考

提問改成有探究精神的提問

此外，本研究運用三角檢證進行資料交叉檢證，將訪談資料與教科書文本內

容、官方課綱及教科書編審座談會議紀錄等文件進行交互比對檢核，輔助訪談資

料的分析，使資料詮釋更周延。

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以下說明教科書編者對疑問句課綱的詮釋及編寫方式，以及轉化課綱至教科

書所面臨之問題及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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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科書編者對疑問句課綱的詮釋及編寫方式

（一）�以問題先行激發問題意識，並於學習過程中持續提問引發

學生探究動機
當問及編者對課綱條目以提問形式呈現的看法時，C版編者指出：「過去課

綱為直述句，課本撰寫大多談what、甚少提及why和how，現在我們要讓學生懂

得為什麼，從what轉而強調why和how（CP1100104）」。檢視108課綱學習內容

條目的內涵，除了針對what知識內容的提問（例如「公Be-V-1民主國家有哪些常

見的政府體制？」）外，另列有不少why和how的提問（例如「公Ac-V-2為什麼

公民身分是現代國家認同的基礎？」、「公Bf-V-2法律如何解釋與適用？」），

其中，why為什麼探究（探究原因）與問題意識有關、引發探究學習的動機；

how如何探究則聚焦探究知識的過程，包含探究過程中的探究步驟及方法等。他

版編者雖未直接提及what到why和how的編寫轉變，但半數以上編者皆提及問題

意識及學習過程的重要性，編寫著重激發學生問題意識、引發探究動機，引導學

生思考「為什麼學習」及「如何學習」。如A版編者指出，其編寫以爭議問題為

始，透過「為什麼」的提問，探究爭議問題的背景脈絡及知識概念，進一步思辨

爭議問題。

編寫時參考法國教科書，法國教科書會清楚說明問題意識，為什麼

產生這樣的議題及爭論，問題延伸出哪些你需要知道的知識⋯⋯。

（AT1100204）

教科書提問引發學生比較多的思考，過去教科書直接給一二三，現

在教科書編寫希望引導學生理解不是只有一二三，而是可以連結到

四五六⋯⋯。（AP1091229）

各版編者於教科書中大幅增加提問以回應社會領綱公民與社會科教材編選

「教科用書之編撰應反映學習內容條目的提問精神，提供探究學習及發展高層次

思考與問題解決能力的學習素材」的規範，於學習過程中持續引發學生探究動

機，促進學生對議題的思辯。例如節次標題以提問方式呈現、課文中增加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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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問取代說明等。

編者對條目提問的理解影響其編寫的方式，編者認為條目提問無標準答案，

各版本可自行建構答案回應條目問題，或為問題尋找解決辦法。編者主要將條目

提問內涵轉化為教科書課文內容，教科書活動設計多屬形成性評量性質，不一定

含括條目提問所有內涵。由編者訪談歸納，各版本教科書課文反映條目提問精神

的設計方式包括三類型：

1. 以條目提問為基礎設計標題提問，內文回答標題提問

在回答條目的策略上，各版本教科書多以條目提問內涵為基礎，依據條目特

性，合併、拆解或獨立運用各條目，形成各課之各節標題或次標題。以各節標題

或次標題提問，並將課文內容作為回答提問的答案（示例如圖1）。

有時候一項條目有好多提問，我們通常會挑其中一個作為節名，課文看

完能扣著節名提問回答。（CT1091227）

過去節跟著課綱編、課綱怎麼編就怎麼編，新綱要有素養精神，各冊各

節次的段標皆以提問方式設計，回應條目提問方式敘寫，再思考如何編

寫內容以回答各項提問。（BE1100109）

2. 以條目為問題起點，以提問串連學習內容來推論條目答案

有部分版本教科書著重最初問題及最終答案間的歷程脈絡，以小節標題及次

標題為起始問題，課文中運用一連串提問引導學生邊閱讀邊思考： 

內文順序盡量做到脈絡連貫，不要A接B沒有關聯，盡量說明A為什麼

接到B，用一個問題一個問題銜接起來。（BE1091211）

我們有一個問題起點，這個起點會衍生下一個問題，下一個問題再衍生

下一個問題。問題從課綱條目還有一些我們認為要講到的知識點去串，

跟邏輯推理有關，寫法上運用一個一個的問題去帶。（AE109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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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教科書內文回答標題提問之設計示例

註：採2019年高中公民與社會教科書B版第一冊（頁36-39）。

此類型課文著重每項提問間的關聯，多交互使用提問與說明的方式書寫。由

條目預想可能的知識點，運用提問將條目下的知識點加以串連，課文呈現推理論

述過程，運用課文中不斷提問的方式，讓思考延續，避免知識堆砌。將提問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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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於課文中，一段課文中會有許多問題引導，透過問題銜接段落學習內容，引導

學生一邊閱讀一邊思考（示例如圖2）。

圖2
教科書以提問串連學習內容推論答案之設計示例

註：採2019年高中公民與社會教科書A版第一冊（頁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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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裡行間會稍微點到「為什麼」的問題，介紹總統制會順便回應為什

麼沒有內閣制的特徵，重點在比較不同制度差異，我把分析比較的概

念放到文字敘述裡，運用問題引導學生一邊讀一邊分析比較制度。

（AT1100122）

3. 以解決情境案例問題方式回應條目提問編寫

編者從「教科用書之編撰應反映學習內容條目的提問精神，提供探究學習及

發展高層次思考與問題解決能力的學習素材」的教材編選原則中，理解發展問題

解決能力學習素材的重要性。編者以「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 Based Learning, 

PBL）作為教科書探究學習設計策略，以解決問題方式回應條目提問編寫，透過

提問引導學生思考如何運用所學解決日常生活問題。

學生能藉由所學在社會中解決生活需求，具備解決問題、探究實作的能

力，要解決問題不只學習知識，能力及態度都要具備。因此編寫強調解

決問題的能力，用PBL的概念站在學生角度思考提問。（BP1091221）

議題設計和教材選擇偏重思辨和討論法，讓學生從多元論辯及思考中尋

找解決問題的途徑，教材配合問題導向學習，選取具思辨、推理和高度

討論取向的素材。（CE1100109）

此類型設計各課章節標題提問後，首先呈現情境案例，而後針對案例提問、

呈現相關思辨素材的討論，引導學生思考解決問題（示例如圖3）。

（二）由演繹式編寫轉向情境脈絡中引導探究的歸納式編寫
編者指出，過去教科書編寫偏向演繹式寫法，課文多依據「定義—說明—舉

例」順序編寫，108課綱素養導向教學設計則強調情境脈絡中引導探究，強調從

日常生活情境脈絡中發現、歸納、分析並獲得知識概念的過程。歷經教科書審查

後，編者發現情境案例先行的書寫方式較受審查委員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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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委要的是很大的脈絡性案例帶出知識內涵，希望學生在閱讀過程中發

現知識概念，不希望給學生簡單定義和例子，後來課文編寫朝審委期待

的方向調整。（AT1100122）

審委說擇例探討不是寫完一大串定義再例如什麼就結束，而是透過例子

說明⋯⋯所以我們撰寫課文的過程會試著寫一個例子，讓學生從例子去

探討⋯⋯。（CP1100104）

因此，歷經教科書審查後，編者調整編寫方式，由過去將知識定義適用於案

例的演繹式寫法，逐漸轉向強調情境脈絡中逐步發現知識的歸納式寫法，課文由

「定義—說明—舉例」倒裝調整為「案例—說明—定義」的順序編寫。亦即由具

體情境案例出發、逐步說明分析情境案例、引導學生於情境中思考並歸納原則概

念（示例如圖3）。

課文由定義、說明、舉例，倒過來改成案例、說明、定義，用社會生活

現象帶出為什麼要學這個知識，我們有跟教授說希望以案例、說明、定

義的順序寫，有些教授還是會先寫定義，就要引導他們用案例套再講後

續。（DE1091215）

過去編寫是定義、例子、延伸，現在要先給學生一個情境、討論的議

題，再用這個情境引導後續思考、達到結論。（BT1091222）

編寫從具體情境開始，如學校運動會或班級活動⋯⋯從學生生活開始慢

慢地講抽象概念，再用概念回過頭來看同樣的情境，可能會有不同理

解。（AT1100204）

（三）於課文外元件增加提問，評量設計呈現探究歷程及步驟
前述（一）及（二）反映條目提問精神的設計為課文編寫設計，而編者亦在

課文外的元件，如圖示、側頁及邊欄設計增加提問（示例如圖4至圖7），包含針

對圖表、課文內容的提問，或延伸課文內容另闢議題提問，引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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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開始跟主編討論希望符合課綱提問精神，主編認為有意義的提問

很重要，放側頁應該蠻凸顯的。（BE1091210）

側頁提問用高中生可以理解的議題開頭，問題解答可以在課文中找到線

索。（DE1091215）

過去圖文設計偏重素材整理分析、幫學生歸納整理概念，但新課綱強調

啟發學生思考，因此在圖片設計上增加提問、不再有答案。過去邊欄提

問較少，這次把邊欄提問給補上、增加素養。（CE1100109）

編者指出，新課綱教科書編寫與過去相比，有較多why和how的敘述，探究

現象形成之原因、強調學習過程，避免直接呈現知識結果。因此，在評量設計

上，運用圖文資訊呈現社會現象，運用提問引導學生分析資訊及現象問題成因、

於教學過程中融入相關概念的思考，並將活動的探究歷程及步驟策略呈現給學

生，引導學生理解「為什麼學習」以及「如何學習」。

過去社會安全制度課程設計偏重歷史演變介紹，要學生背德國勞工疾

病保險、英國貝里佛報告⋯⋯現在的課本提供家戶人口數減少的數

據、扶老比變遷趨勢圖，讓學生思考家庭互助功能下降、政府在社會

安全的角色，也帶入分析並運用公民與社會相關資料的學習表現。

（CE1100109）

探究活動的流程不是跟學生講知識的結果，有點像老師自己在探究一個

知識轉化給學生的過程，把那個過程再現給學生。（BT1100122）

（四）分析與討論：疑問句轉化為教科書設計之內涵分析
研究者依據前述編者訪談內容，並比對編者於訪談中所提及之教科書文本內

容，歸納三類型回應疑問句課綱的課文編寫方式（詳見頁17-20）。以下將三類

型編寫方式與《C3架構》探究設計模式及課綱理念對話，進行分析與討論，並

提出相關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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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圖文資訊提問設計示例（1）

註：採2019年高中公民與社會教科書C版第一冊（頁70）。

圖5
圖文資訊提問設計示例（2）

註：採2019年高中公民與社會教科書A版第一冊（頁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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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邊欄提問設計示例

註：採2019年高中公民與社會教科書D版第一冊（頁13）。

圖7
活動呈現探究歷程之設計示例

註：採2019年高中公民與社會教科書B版第一冊（頁26）。

第一類「以條目為基礎設計標題提問，內文回答標題提問」的編寫方式僅於

標題提問、激發學習前的思考，提問後內文即呈現答案、說明知識內容，若內文

未回扣標題提問引導思考、或各段落標題間提問關聯性不高，則較不易引導探究

學習。此類型編寫設計聚焦回應問題答案而非引導探究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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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以條目為問題起點，以提問串連學習內容來推論條目答案」的方

式，係以條目為問題起點，將具主導性探究問題性質的條目依知識點切分為幾項

「輔助性問題」，形成提問架構以引導回應條目問題。該類型於內文串連幾項輔

助性問題，以回應主導性問題之標題，重視提問間的連結、問題與論證的關係。

然教科書提問同時亦呈現說明及答案，未於學習歷程設計表現任務及提供資源，

以引導學生於每項輔助性問題中選擇及運用資源發展論證、回應問題並完成任

務，編寫方式近似編者示範探究，而非引導學生主動探究問題。

第三類「以解決情境案例問題方式回應條目提問編寫」的方式，是希望透過

問題導向教學設計引發探究，問題導向教學設計聚焦學生資料蒐集、分析及問題

討論的歷程，以發展問題解決方案。然而，資料蒐集和討論不易於課文呈現，因

此多數教科書課文多轉化疑問句條目為標題提問，提問後直接呈現資料分析結果

及問題解決方案。在問題被提出到解決的過程中，若僅呈現資料及陳述知識，而

未引導學生分析資料、運用知識思考問題，則僅是以問題解決的外殼包裝知識，

難以引導探究學習。

運用文獻探討提及IDM的三項基本元素—問題、表現任務及資源之內涵，

分析前述三類型反映條目提問精神的課文設計，可以發現不論是回答問題、推論

問題或解決問題的設計，教科書提問後多直接呈現答案、給予既定論證及解決方

案，而少關注探究過程，本質上仍傾向專家決定教材的學科中心課程設計。雖有

課文外元件提問及探究評量設計等表現任務，但這些表現任務與課文明顯區隔，

未對焦課文條目問題及融入探究教學歷程。未思考如何運用疑問句條目蘊含之知

識概念設計輔助性提問以引導探究，抑或忽略歷程中的表現任務及學習策略設

計，提問及課文安排僅引發學習前的問題意識，未於學習中持續引發探究，課文

編寫易淪為學科知識說明。社會領綱明言，公民與社會科學習內容疑問句設計目

的在於「指引分析、思辨與探究的重要，避免知識內容的片段累積」（教育部，

2018，頁26）。如何於最初問題及最終答案或解決方案間運用不同層次的提問，

結合知識內容架構課程與設計教學，引導學生發現、理解及運用知識解決問題，

是教科書探究設計宜思考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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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疑問句課綱轉化至教科書面臨之問題及挑戰

（一）疑問句未指涉具體內容，產生學習內容範圍界定之爭議
疑問句形式條目雖然給予教科書編寫更多彈性、帶入對議題更多元的觀點，

亦拓展了課程詮釋的空間，使得教科書編寫難以界定學習內容範圍及難易度。

每個條目都是大哉問，要我們回應條目，也沒給標準答案，大家都在摸

索。（CT1091227）

很多東西沒有說明或解釋空間很大。例如國民所得指什麼？是GDP、

GNI還是NI？可支配所得是指哪一個？到底要講多少？（AE1090424）

我這課的條目雖然有說明欄⋯⋯但完全讀不懂條目到底要寫到什麼程

度⋯⋯。（BT1091216）

因疑問句條目未指涉具體學習內容，編者間對疑問句條目的回應及詮釋出現

分歧意見，教科書編寫需有更多折衝協商的討論。

「公Ca-V-1民主治理的核心概念是什麼？」我的價值選擇是要更民主更

制度化、對激進民主的想像，可是主編覺得全民參與不可能、要專業

分工。我的價值選擇影響我寫的東西，主編修改的話，等於有兩個不同

聲音出現在課文⋯⋯主軸非常繁亂。主編希望我加入領導的部分，但對

我來說領導不是民主治理核心，條目也沒寫，我覺得不適合放在課本。

（AT1100204）

為了讓各家出版社瞭解條目內涵，課綱委員對條目內容做了一些說明，列於

課綱附錄三學習內容說明（簡稱說明欄）。在審查前，多數編者認為課綱中的附

錄說明屬建議性質，他們在公聽會及三方座談會中接收到的訊息是可自行組合條

目編寫、說明欄為編寫參考。直至第一次審查，編者才瞭解說明欄為編寫主要範

圍。雖然編者認同直述句形式說明欄內容及範圍較疑問句形式條目聚焦和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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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編者已按其對疑問句條目的理解編寫教科書，多數編者在第一次審查後，為因

應說明欄範圍編寫而大幅調整教科書內容：

課綱要我們用學習內容條目組合各課內容，當初公聽會講按條目寫⋯⋯

但審查說按附錄說明欄撰寫？這是影響我們編排學習內容順序和相應學

習表現遇到的最大問題⋯⋯。條目「公民身分如何演變？」一開始有三

家出版社寫三代人權，後來都被砍掉。因為說明欄要你從權利主體與權

利內涵的擴展分析公民身分的演變，包括女性和少數群體獲得平等公民

權的演變歷程，這樣不會寫三代人權，會以女性和少數為主體，寫他們

獲得公民權的過程⋯⋯。（BE1091210）

編者認為，疑問句條目原先用意在於模糊知識界線、開展不同觀點的討論空

間，因此，如何回應疑問句條目應交由各版本自行決定，「審查依據說明欄，

對我們來說是很硬性的設計⋯⋯為什麼條目一定得談這些？」（AT1100204）。

換言之，審查以說明欄限縮條目範圍，讓原本具彈性的軟性課綱變成硬性的設

計。編者指出，肯定句形式的說明欄不足以充分詮釋疑問句條目的內涵，某版編

者以課綱條目「公Ca-V-1民主治理的核心概念是什麼？我國有哪些民主治理的實

踐？」及其說明欄「說明國家與人民不只是統治的關係，也有協力的可能，並以

實例探討人民對行政權的參與」為例，說明編審間對於疑問句條目的詮釋落差。

編寫教授認為該說明欄並非學界一般認知的核心概念，其內容無法精準回應條目

內涵。

條目我國有哪些民主治理的實踐「以實例探討人民對行政權的參與」和

「我國有哪些民主治理的實踐？」一個比較廣一個比較窄？還是根本是

不同層面？根本沒人知道⋯⋯。主編說在學界民主治理有幾個共同認知

的核心概念⋯⋯結果審查要我們按說明欄寫公私協力⋯⋯但教授認為公

私協力是民主的展現方式不是核心概念⋯⋯。（BE1091210）

編者認為，開放式的疑問句條目卻以說明欄作為審查標準，代表說明欄是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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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委員預設的學習內容範圍。若已預設學習內容範圍，課綱學習內容主文使用直

述句表述會比疑問句來得明確具體。疑問句不必然會引發探究，使用問句架構編

寫，教科書最終還是呈現標準答案，探究教學關鍵在於教學實踐。 

明明是開放式條目，又要寫一個有標準答案的東西，實際審查就是看說

明欄⋯⋯那條目不是多此一舉嗎？我覺得條目問句沒有必要，問句層次

應該放在教學實踐，既然已預設學習內容要學哪些東西，那大可用直述

句讓編寫的人清楚知道要寫什麼。重點不是課綱用問句或直述句，即使

用問句架構還是可以寫出有標準答案的東西，問句不必然會引發探究，

直述句也不一定不會，重點是老師怎麼教。（AT1100122）

儘管教科書審查後，編寫範圍由條目調整至說明欄，影響教科書原有編寫架

構。但編者亦指出，「教科書是多方角力形成的產物，不是個人的意志，完全沒

有說明欄會太發散、顯得很多問題」（AT1100204），直述句說明欄對教科書編

寫來說，是相對較清楚的審查依據，在學習內容範圍的界定上有標準可循。

檢視2018年課綱及教科書編審三方座談會議紀錄，編者曾對學習內容條目與

附錄學習內容說明提出疑義。編者提問：「學習內容條目與學習內容說明的關

連性為何？補充說明及舉例項目需要在編寫教材時，全部放入教材達成嗎？」，

課綱研修小組回應：「學習內容說明為指引學習內容分量的恰當性，及避免敘寫

方向偏離。請配合建議時數，避免內容太多、太難，並呈現學習內容條目之重要

精神與內涵，不須全部放入教材」（國家教育研究院，2018）。由提問可知，當

時編者認為附錄為補充說明，編者對研修小組的回應理解為聚焦學習內容條目之

重要精神與內涵，條目為編寫主體，補充說明的附錄不須全部放入教材。此外，

編者針對課綱疑義詢問教科用書審查基準：「若放入因課程需要但課綱未明確對

應之內容時，審查端會如何處理？」，課綱研修小組回應：「課綱載明為必要撰

寫，課綱未規範，在教學時數及相關內容符合下，則可同意增加」（國家教育研

究院，2018）。然而，會議紀錄中並未釐清課綱指涉範圍究竟以「條目」或「附

錄說明」為主要範圍。若如編者所說，審查過程中被要求按說明欄寫，推論審查

委員對課綱範圍的理解可能是「包含條目及附錄說明，且附錄說明指引必要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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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範圍，若放入說明欄外之內容，在教學時數及相關內容符合下可同意增加」，

此與編者「條目為編寫主體，說明欄為建議補充」的理解不同。而未界定學習內

容範圍，又要如何界定相應的教學時數和相關內容？在編者「審查時如何判定教

材內容已充分表現此條目？」的提問上，研修小組回應「著重在『質』的問題而

非『量』，重點在是否有將內容講述清楚且完整」（國家教育研究院，2018）。

由前述訪談分析內容可知，編者認為肯定句形式的說明欄不足以充分詮釋疑問句

條目的內涵，即編審對於疑問句條目的核心概念（「質」的問題）有不同理解。

此呼應文獻探討所述，課綱囿於官方文件規範，無法詳細說明所有概念，即使增

加說明，也未必能完全解決課綱理解的問題（周淑卿，2013），而疑問句條目加

劇了編審間之詮釋差異及觀點衝突。

（二）�高中階段學習內容指涉之情境較複雜，知識脈絡化的歸納

式編寫遭遇困境
編者指出，探究式編寫著重問題情境脈絡鋪陳，須將知識概念轉化為線索融

入於情境脈絡中，先呈現情境案例，再運用提問引導學生於學習情境中思考、發

現並歸納知識，此與綱舉目張、先說明概念原則再適用案例的演繹式教學設計相

比，編寫難度更高。引導探究的歸納式設計為了提供較完整的背景脈絡及資訊線

索，使教科書案例敘述篇幅增加：

內容選材及編寫偏重案例探究，以情境案例講解帶入課程知識點，而非

過去介紹知識為主、案例是配角。如介紹政府體制時以美國與我國的

事件作為切入點，而非先介紹總統制特色，圖文整合上強調情境脈絡分

析。論述方式跟過去不同，我們比過去更嚴格要求編者各課撰寫分量不

要太多，情境化很容易字數超過規定篇幅。（CE1100109）

編者指出，108課綱強調問題解決的素養能力，問題解決屬於高層次學習活

動。而知識為解決問題的基礎，教導學生解決問題的背景知識，提問引導和反思

才能發揮其效。因此，在編寫上強調知識背後的概念結構邏輯，引導學生運用所

學知識進行高層次思考。大部分版本的教科書傾向於標題提問後呈現說明案例背

景及知識內容，再引導學生運用知識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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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問題要先有背景知識，我們的理解是課本不應只有問題、還要有背

景知識、有提問，配合課綱內容引導學生思考。（DE1091215）

沒東西沒辦法思辨，有學識為基礎才是素養教育，先給學生學習內容，

讓他們學習後透過議題、活動思辨。（DP1100105）

各版本教科書解決問題的課文編寫順序多為「情境問題案例—說明（定義、

知識）—解決問題—反思」，其中須將知識融入於情境說明。編者指出，即使情

境案例先行，若情境案例與知識說明區隔編寫，易被審查委員認為定義條列化、

知識內容堆砌而要求修改。

課文有一個案例或情境，接著進入內文⋯⋯就是知識、知識完接反思，

那時候編寫老師認為應該讓學生先瞭解知識，點出問題再反思。但審查

時被認為不夠素養，覺得我們幫學生整理知識，說是條列化、知識體系

化、零碎化⋯⋯。（BE1091210）

因此，如何在情境編寫中布局並給予學生足夠基本知識，引導其探究、解決

問題是一項難題，知識和情境的編寫比例如何拿捏及巧妙融合，亦為探究教學設

計的挑戰。

沒有知識為基礎，沒辦法解決問題。還是得把一些知識放進去情境，

但一不小心就被說知識堆砌。最大的難題是知識堆砌要修，有時候要

花時間想到底怎麼樣才不算知識堆砌，又能夠給學生基本知識解決問

題？情境和知識的編寫如何拿捏很難，課綱本身是抽象概念，就看審

委判斷。審委說你寫三行都是知識怎麼不是堆砌？那我也可以說我前

面寫二十行都是情境說明和提醒、最後三行給一個知識點有什麼關係？

（BP1091221）

編者指出，高中階段知識濃度較高、每項學習內容條目都是大哉問，於教科

書有限篇幅下要融合知識定義與情境脈絡編寫有其難度。編者綜合過往專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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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的教學經驗及對學生狀態的理解，判斷有些學習內容條目指涉之生活情境複雜

（如政府體制、選舉制度）或知識內涵超乎學生既有生活經驗，因而要在教科書

有限篇幅內清楚說明條目內涵，並同時兼顧情境脈絡化編寫，引導學生熟稔基本

知識並於情境中解決問題，頗有難度。

編寫要有情境故事鋪陳再慢慢凸顯概念，難度蠻高。我們也嘗試這樣

做，不過有時候真的很難，因為條目本身就有很多知識的東西不能忽

略。（CP1091221）

如何透過選舉和罷免參與政治？很多選制超乎學生生活經驗⋯⋯不易透

過文字理解、要做過很多操作或看過很多實作，以學生年紀不易真正

體會。要在教科書有限文字內描述⋯⋯我覺得這件事情做不到⋯⋯。

（CT1091217）

原本先談我國體制運作問題、參考其他國家體制解決問題⋯⋯。但考量

我國政府體制較複雜、有點高層次，直接丟，學生可能接不住，因為學

生要先知道我國體制、運作問題，要先建立在前面這麼多東西才有辦法

往下討論。（AT1100122）

一些版本的教科書將知識說明連結情境案例，於課文中帶入較多提問，引導

學生於情境中思考解決問題，或運用比喻的方式深入淺出說明知識內容，以避免

過多艱澀定義、類型化、表淺化、零碎化與教條化的編寫難題。但此類編寫方式

有別於過去教科書編寫著重知識邏輯架構的演繹式寫作，考驗編者將艱澀知識定

義脈絡化為情境案例的編寫功力。

（三）�教科書篇幅限制下，文本設計難以回應引導多元論辯的探

究式提問設計
社會領綱編選原則指出，編寫應「反映條目提問精神，提供探究學習及發展

高層次思考與問題解決能力的學習素材」，歷經教科書審查後，編者認知到發展

高層次思考教學素材的關鍵之一在於提問設計。編者指出，108課綱下，教科書

提問設計內涵著重是否引導探究學習及高層次思考、反映條目提問探究精神，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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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功能由過去可於課文內找到標準答案、擷取知識的事實性提問，轉向引導探究

思考、不一定有標準答案的反思性及探究式提問，這對教科書編寫來說是一項挑

戰。原先引導擷取課文知識、有標準答案的提問設計，歷經教科書審查後，被要

求改為探究式的提問：

審查希望不要針對內文去提問，因為內文就有解答了。（BE1091210）

提問被審委要求改成有探究精神的提問⋯⋯提問設計我們花很多時間摸

索。（CT1091227）

編者指出，與認知性提問相比，引導分析資訊的探究式的高層次提問對應之

文本需包含更多資訊線索以引導探究，在教科書篇幅限制下，回應探究提問的文

本編寫遭逢挑戰：

原本議題欄提問設計是擷取訊息功能，審委覺得只擷取訊息不夠⋯⋯希

望文本可以分析資訊，但如果要分析資訊文本要更多篇幅⋯⋯課本沒有

那麼多篇幅準備完整知識概念⋯⋯。（CE1100109）

議題討論和即時評量提問設計，從過去情境脈絡鋪陳少、多為檢核知識理解

的小篇幅問答，轉向需要較多篇幅敘述情境案例、引導思考的探究活動式評量設

計。

原本課本設計簡短情境讓學生即時檢核段落學習理解，但審委覺得讓

學生記憶、背誦。Q&A設計變得困難，要再想方法。目前課本Q&A

設計比較大，例如若臺灣改成總統制會有什麼情況，但這個規模如果

每課都要有，可能要再思考篇幅怎麼拿捏才不會寫到200多頁⋯⋯。

（AE1090424）

原先編者預設為引導學生從多元觀點思考、不一定有標準答案的辯論性提問

設計，部分被審委認為文本資訊不足以引導探究多元答案來回應提問，而要求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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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文本資訊或設計探究活動：

當初側頁思考設計只是個小花邊，引起學習動機、反思一件事的不同解

法，可是委員覺得課文量不足以回答⋯⋯沒給學生足夠文本知識回答問

題⋯⋯導致我們文本愈補愈多。我們為圖片加提問引導思考，委員要求

設計成活動⋯⋯但我沒有要設計很大的課後活動，只想就這張圖提問。

（CE1100109）

引導高層次思考的分析探究式提問，通常引導多元觀點思考、沒有標準答案

或引發多元答案思辨，近似於辯論性探究提問。為使文本資訊足以引導多元思考

回應提問，教科書文本大幅增加。然而，受限於教科書篇幅，教科書無法囊括多

元探究下所有可能的答案。

（四）分析與討論：編者轉化教科書之問題及困境分析
1. 未充分定義的問題難引導思辨探究—疑問句範圍界定之爭議分析

探究教學設計應基於充分定義的問題，問題需被清楚定義，而後才能適用相

關問題解決策略或探究步驟，如區分待解決的次問題、於探究過程設計引導學生

學習所需的工具及步驟等。疑問句條目是探究的起點，然而，條目提問是充分定

義的問題嗎？教科書審查前，多數編者理解疑問句條目為未充分定義的問題、沒

有標準答案，教科書編寫可自由發揮，此與108課綱透過疑問句模糊知識界線，

包含知識建構過程中的多種觀點，讓學生擺脫絕對知識的理念大致相符。但矛盾

的是，主導師生教學的大考有標準答案，因而配合教師教學使用的教科書也總有

「答案與結果」，編者回應條目的三類型方式，都在試圖為條目問題尋找答案。

歷經審查後，編者認知審查委員對條目預設的答案為說明欄，即說明欄為期

望的探究終點（編寫範圍）。依編者所述，可推知108課綱說明欄作為編寫範圍

主體，但保留給編者部分解釋條目的彈性空間，未列於說明欄的內容非編寫主

要範圍。此與過去99課綱固定章節內容作為最低編寫門檻，可額外增補其他內容

的方式不同。理想上，課綱提供問題的起點和終點，將起點至終點的探究教學設

計保留給編者發揮，教學設計為解決條目問題的過程。疑問句設計原先是為了避

免單面向、固定答案、應然既定的框架，然而，在問題定義不明確的狀態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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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起始和探究終點不明，使得教科書設計歷程中關注知識範圍界定、納入多元

答案，而未聚焦學習過程中的探究步驟及指引設計。本研究亦呼應Lee與Catling

（2017）研究結果，高中階段教科書編寫著重流暢且精準呈現知識內容，勝於學

生經驗及學習過程。

2. 知識情境脈絡化難題—探究取向教科書設計困境之分析

108課綱本質上欲解構過去教師中心的課程組織方式，朝學生中心的方向前

進。以教師為主的學科中心取向關注學科系統及知識邏輯架構，學習者中心取向

則重視學生學習經驗、考量學生認知發展及生活情境經驗設計教學。教科書編

寫選擇的核心取向不同，編寫方式及教學設計思考邏輯亦不同。過去99課綱教科

書編者習慣以學科中心、教師中心的演繹方式編寫，與108課綱強調探究學習的

學生中心歸納式編寫方式有所不同。編者歷經教科書審查後，倒置原有演繹式編

寫，轉向問題案例前置的「案例—知識—反思」歸納式編寫，試圖於情境脈絡中

引導探究。然而，知識脈絡化的歸納式探究教學設計不只案例先行，若僅倒置原

有演繹式編寫為「案例—知識—反思」的歸納式編寫，情境案例及知識定義區隔

仍明顯，即以情境案例包裝、案例僅作為引言功能，整體文本探究設計仍為原則

適用的演繹式教學設計，學生難於情境中循序漸進地理解學科概念及歸納知識原

則。

此外，高中階段學習內容知識結構及概念指涉之情境較中小學學習階段複

雜，要充分說明學習內容知識內涵及兼顧情境脈絡化編寫頗有難度。在引導解決

問題及高層次思考的教學設計上，學生需基於相關經驗及背景知識，才能由情境

中洞察、歸納概念原則並解決問題。探究教學設計建立在引導「發現過程」的問

題，以及基於問題的學習方法，其教學設計重點在於情境案例中引導學生主動歸

納並整合知識概念。歸納法和演繹法皆為問題情境中引導學生發現知識結構、解

決問題的策略，應視學習內容及問題的性質相輔為用。在知識濃度較高、超乎學

生生活經驗學習內容的情境中，可運用基於演繹推論的類比法引導發現學習，基

於學生先備知識和經驗，透過類比引導學生釐清學習內容與相關資訊間的關聯、

辨認情境關鍵概念和知識結構，更有效率地引導學生發現情境中的問題及線索、

增進概念理解及更有效的學習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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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構多元知識的難題—教科書探究式提問設計之困境分析

108課綱強調探究學習與高層次思考，編者在課文外元件設計增加提問、評

量設計呈現探究歷程及步驟，提問及評量設計從擷取文本資訊的低層次認知提

問，轉向引導分析探究的高層次思考提問。高層次思考提問多為引導多元觀點思

辨的開放性問題、訴諸多元答案。歷經審查後，編者為充分回應提問，直接於課

文及評量題文增補資料，而非提供資源或工具以引導蒐集及分析資訊，使編者遭

遇「為使文本蘊含多元觀點答案以致教科書篇幅增加」的困境。我們可以思考教

科書的功能是在於引導探究思考？還是按既定劇本引導學生回答所謂的「標準問

題」？教科書即使超越篇幅限制、盡可能地含括多元答案，這些多元答案亦為編

者單方給定的答案，而非學生主動發現與建構之答案，難以落實疑問句課綱引導

學生在涉及社會爭議的開放式議題上建構知識、發展多元價值、促進不同面向對

話的理念。教科書設計宜著力於培養學生運用學科工具的技能及探究與實作之能

力，在表現任務設計上，運用輔助性問題連結先備經驗及相關學習資源與指引，

引導學生於文本外找尋多元答案，或許是教科書篇幅限制下探究設計的解方。

伍、結語

本研究透過教科書編者訪談及文件分析，探究高中公民與社會科教科書編者

對疑問句課綱的理解，及其轉化疑問句課綱為教科書過程中面臨之問題。本研究

發現，編者轉化課綱為教科書的歷程中，著重問題意識及學習歷程的編寫設計，

以問題先行激發問題意識、於學習歷程中持續提問引發探究動機，落實於課文

編寫的方式包含問題回答、問題推論、問題解決三種類型。此外，課文由演繹式

編寫轉向情境脈絡中引導探究的歸納式編寫，課文外元件增加提問、評量設計

呈現探究歷程及步驟。而編者將疑問句課綱轉化至教科書面臨之問題及挑戰，則

包括：疑問句學習內容設計未指涉具體內容，產生學習內容範圍界定之爭議；高

中階段學習內容較複雜，歸納式編寫遭遇知識情境脈絡化難題；教科書篇幅限制

下，文本設計難以回應多元論辯的探究式問題。依據研究結果，本研究針對公民

與社會科未來課綱修訂及教科書設計提供以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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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未來課綱修訂的建議

108課綱以培育公民素養為核心，強調多元價值思辨、探究實作、問題解決

及公民實踐等元素，疑問句形式學習內容為此次公民與社會科課綱的特色及重大

突破，意欲扭轉過去聚焦知識內容的學科中心課程設計，轉向學生中心的探究取

向課程設計。然而，社會領域公民與社會科課綱僅以疑問句表述學習內容，於實

施要點提示運用探究及提問設計建構教學活動（教育部，2018）。與《美國社會

領域課程標準》依探究問題列出相應知識、學習歷程及學習結果（教學設計或實

施的示例）相較，我國課綱將與疑問句學習內容（探究問題）相應的知識、預期

的學習歷程置於附錄說明，未列出建議的學習結果，課綱使用者需自行釐清知識

結構及學習內容範圍，再結合學習內容與學習表現形成學習結果。而目前社會領

域學習表現以目標分類為架構，不一定能引導探究取向的教學設計。

探究學習與問題解決教學設計的重點在於引導問題起點至終點的步驟、策略

及過程，在每個學科中，知識結構和過程結構都是必要的，以確保深度的理解。

探究教學設計需同步考量知識結構、探究結構及情境結構，系統性、組織性地引

導探究學習，其中由疑問句條目釐清學科學習內容及知識概念結構是首要之務。

建議課綱正文的學習內容提問設計可具體呈現學科通則及核心知識，確認課綱學

習內容的起點與終點，課綱使用者方能考量知識概念結構設計探究歷程，引導探

究取向的教學設計。此外，課綱可凸顯引導探究取向教學設計的鷹架，社會領域

課綱雖未如《C3架構》課程標準指引探究教學設計的架構，但若仔細檢視公民

與社會科學習表現「實作及參與」四構面項目之「問題發現」、「資料蒐整與應

用」、「溝通合作」、「規劃執行」，可以發現其近似《C3架構》探究弧「發

展問題、計畫探究」、「運用學科概念和工具」、「評判資料及使用證據」、

「溝通協商結論，採取有知識基礎的行動」四面向之內涵。目前社會領域課綱僅

於實施要點提示一般性的探究教學原則，課綱使用者難以理解探究教學設計的內

涵，加上高中階段知識內容較深，學習表現運用集中於「理解及思辨」構面，建

議未來課綱修訂可凸顯該構面內涵，彰顯探究取向的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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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探究取向教科書設計的建議

教科書是課堂教與學的主要文本，設計須考量師生的使用彈性以及教學時

間。108課綱有別於過去教師中心的知識性教學，著重學生中心的素養導向教

學。教師中心與學生中心教學設計有不同預設，教師中心編寫著重清楚呈現學科

知識架構及教材結構，而學生中心編寫著重學生生活情境脈絡的經驗連結。教科

書的積極角色在於同時協助教學及學習，因此，如何融合教學觀與學習觀設計教

科書，是教科書發展與設計的重要任務。高中學習階段涉及情境較複雜的學科專

業知識，若無結構及明確指引的探究教學設計，難以發揮學習效果，也可能導致

無意義的學習。因此，教科書編寫宜同時思考知識結構與情境結構，著重學習情

境分析，例如分析課前情境是否基於學生先備知識經驗、分析課中教學情境是

否妥善連結學習內容知識核心概念、分析課後學習評量情境是否能促進學習遷移

等，透過教學提問及學習策略引導學生辨識並理解情境脈絡中的知識概念結構。

而在連結知識內容與情境脈絡上，可運用事實性提問、概念性提問、辯論性提問

三層次的探究問題循序漸進地提問。在超越學生經驗的複雜情境中，若僅以概念

性或辯論性提問引導探究，學生可能因無知識背景而缺乏對概念的洞察，難以探

究及解決問題。建議運用事實性提問提示情境線索、確認學生對情境案例中之知

識內容及事實的理解，以建立知識基礎，再運用概念性提問串連情境中的事實、

引導學生辨識概念結構、形成對學科通則的理解，最後運用辯論性提問引導學生

跳脫文本、進行多元價值思辨。

108課綱教科書提問設計，由過去事實性提問轉向檢核學習遷移的概念性提

問及多元思辨的辯論性提問。然而，在文本篇幅及教學時間限制下，教科書難以

囊括多元探究下所有答案。疑問句課綱的目的在於透過提問鼓勵學生探究及思

辨多元觀點，在課程實踐中成為主動積極的參與者，教學設計聚焦探究歷程而非

最終答案。為避免教學設計淪於被動回答提問而非主動探究問題，教科書可借鑑

《C3架構》結構化探究流程，將探究建立於一項主導性問題，再運用連結先備

經驗、資源、表現任務的一系列輔助性問題，組織學生的思考及探究歷程，循序

漸進地引導學生於每項輔助性問題中選擇及運用資源，以完成任務，逐步發現情

境案例中的資訊線索，進一步歸納原則，增進對主導性問題的概念理解。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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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問題的多元答案及觀點不盡然都要呈現於教科書，教科書可將提問連結探究

工具、學習策略及相關學習資源，為學生搭建發現知識的學習鷹架，引導學生發

現教科書內未明說的答案。如運用圖表設計作為探究鷹架，幫助學生分類、分析

文件，從多元文件歸納資訊以回答探究問題等，運用不同類型的探究問題協助學

生於探究過程中處理資源、建構回應探究問題的論點，以解決文本未能囊括足夠

背景知識以解決問題的難題。

本研究主要由編者觀點探究疑問句課綱轉化為教科書設計面臨之問題，建議

未來研究可納入審查委員訪談，透過審者觀點檢視編審互動歷程，拓展對疑問句

課綱轉化至教科書歷程的理解。

DOI: 10.6910/BER.202409_70(3).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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