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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成員
課程專家：1人。
教育、心理、測驗學者：1人。
學科專家：10人（歷史3人、地理3人、經濟1人、法律1人、社會及心理1人、公民教育1人）。
現職校長、主任或教師：6人（國中3人、國小3人）。

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 林富士
國立政治大學 黃炳煌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院 洪碧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 林麗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陳國川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鄧毓浩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張長義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賴進貴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 王遠義



研修成員

中華經濟研究院 吳惠林
臺北地方法院 林孟皇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張茂桂
臺北縣頭前國中 王台琴
臺南市大成國中 鄭桂華
高雄市大仁國中 王愛君
臺北市金華國小 洪夢華
新竹市陽光國小 楊慧琪
宜蘭縣士敏國小 薛春華



研修歷程

修訂期程：2006/11/27~2007/6/28
研修小組會議：4次
（修訂課程綱要內容、回應公聽會所蒐集之意見）

現場教師諮詢研討會議：1次
編審諮詢研討會議：1次
公聽會：2次
（蒐集修訂回饋意見）



修訂原則

以「微調」為基本原則：
根據95年10月4日台國（二）字第0950143919號
函核定。
與其他學習領域進行整合與區隔。
配合「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
參酌研修小組成員、教師、教科書編者、教科書
審查者、教科書業者及各界之意見。
融入海洋教育能力指標。
融入媒體素養能力指標。



主要變革

增加「能力指標」之補充說明，並以註腳方式呈現。
增加海洋教育基本知能。 (1-3-11、1-3-12、1-4-9、1-4-10、1-4-
11、1-4-12共6條)
增加媒體素養基本知能。 (多以註腳方式呈現)
刪除過於艱澀之「能力指標」。
整併內容相似之「能力指標」或調整其學習階段。
社會學習領域第一學習階段（國小一、二年級）能力指標交由「生活
課程」整合其他學習領域之能力指標，發展更具整合性之指標，故本
學習領域第一學習階段不必編寫教材或授課。 (列於實施要點第3點)
社會學習領域七至九年級有編寫基本內容，做比較細的規範，在這次
研修過程中，除文字敘述的調整外，不做其他修改；國小部分依照原
有的能力指標修訂，不編寫基本內容。



工作檢討與建議

教育研究院籌備處已設置「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研修網站」
（http://opinion.naer.edu.tw），長期收集相關意見，各界應善加利
用。
建議教育研究院籌備處將所有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之內容格式統一，公
布於網路上的電子檔要有PDF檔與DOC檔，並用能滿足所有電腦或作
業環境的字體。
建議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能進行各學習領域課程目標與能力指標對
應關係之系統研究。
建議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能舉辦關於如何編出一本具有統整精神教
科書的研討會。
建議教育研究院籌備處針對社會學習領域裡所必須提出的核心概念做
相關研究。
建議教育研究院籌備處整理出一本關於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精簡版及
全文資料庫，以便於教師查詢參閱。



工作檢討與建議

92年所公布的九年一貫能力指標補充說明部分，網站已經無法連結
以取得相關內容，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或相關單位能再次公布，讓
教師參閱。
能力指標應有具體的教學示例，教育部已經請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
處作相關的研究工作，建議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能盡快展開相關
研究及工作。
建議出版社能建立協商統合的機制，各科、各年級的編者能進行聯
席討論的會議，讓課程有一個整體的精神。(列於實施要點第4點Ⅰ)
建議出版社辦理教科書編輯研討會，請專家學者評鑑所出版的教材
內容，來做為改進及推薦的依據。 (列於實施要點第4點Ⅱ)
出版社有建立提供意見交流的網站，建議教師對於教科書內容有疑
慮的，可以上網討論。 (列於實施要點第4點Ⅲ)
建議教科書之編輯者或審查者，對於教科書內容之編審，除了對應
能力指標外，也要注意是否能達成課程目標。



工作檢討與建議

國中小教科書內容重複問題嚴重，建議國立編譯館能同時審查國中小
的教科書。
部分教師手冊的內容品質欠佳，出版社在編寫教師手冊時，請多加留
意。並請國立編譯館將教師手冊納入審查，或由出版單位自行送審後
送國立編譯館備查。
建議審查委員在審查意見中能優劣並陳，不要只提缺點，多給編輯者
多一點鼓勵，增加編輯者自信。
教科書的優劣不應只看教材的知識內容，活動教學的要求及比重、習
作題目的型態、開闊性問題的比重等，都很重要，建議在審查過程
中，審查委員能做更周詳而全面的考量。
建議教育部舉辦研習活動，以提升教師之媒體素養、海洋知識及相關
的教學能力。



能力指標修訂結果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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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之能力指標

1-3-11了解臺灣地理位置的特色及其對臺灣歷史發展的影響。
1-3-12了解臺灣具備海洋國家發展的條件的優勢。
1-4-9探討臺灣四周海域的特色，分析海洋與居民生活的關係。
1-4-10了解海洋主權與經濟發展、國防、政治主權的關係。
1-4-11了解領海與經濟海域的管轄主權等海洋權益。
1-4-12認識水污染防治法、海洋污染防治法、國際海洋公約等相關法
規的基本精神。
6-4-4舉例說明法律與其他社會規範的差異及相互關係，以及違反義
務或發生衝突時所需面對的法律責任。
7-4-5舉例說明政府進行公共建設的目的。



刪除之能力指標

7-3-1了解個人透過參與各行各業的經濟活動，與他人形成分工合作
的關係。
7-3-4說明政府有時會基於非經濟原因，去干預社會的經濟活動。
7-4-5舉出政府非因特定個人使用而興建某些工程或從事某些消費的
例子。
8-4-1分析科學技術的發明與人類價值、信仰、態度如何交互影響。
8-4-2分析人類的價值、信仰和態度如何影響科學技術的發展方向。
8-4-4對科技運用所產生的問題，提出促進立法與監督執法的策略和
行動。
9-2-1說明各種關係網路(如交通網、資訊網、人際網、經濟網等)的全
球化對全球關連性所造成的影響。
9-4-2說明不同文化之接觸和交流如何造成衝突、合作與文化創新。



調整階段之指標(條文有修改)

5-2-2→5-4-2了解認識自我及認識周圍環境的歷程，會受主客觀
因素的影響，但是經由討論和溝通，可以分享觀點與行成共識。

6-4-3→6-4-5說明紛爭解決的機制及司法系統的基本運作程序與
原則。

8-4-3→8-3-3舉例說明科技的研究和運用，不受專業倫理、道德
或法律規範的可能結果。

8-4-5→8-3-4舉例說明因新科技出現而訂定的相關政策或法令。
9-2-2→9-4-3探討不同文化背景者在闡釋經驗、對待事物和表達
方式等方面的差異，並能欣賞文化的多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