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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進改革？
從國中社會學習領域觀察改革的跡象

宋佩芬

淡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摘　　要

台灣於近年推動九年一貫課程改革，強調統整教學，期望教師專業自主，能選擇不同的教學內

容與方法，培養學生帶得走的能力。本研究以社會學習領域為例，針對全台灣公私立國中的社會領

域教師進行問卷調查，以瞭解九年一貫課程改革實施在國中階段的現況，探究是否有漸進改革的跡

象。有效樣本2429人。研究發現，改革有漸進的跡象，但是亦有極大的拉扯力量，大多數的教師及

學校仍受升學環境影響，教學沒有改變。然而有近十分之一之教師教學品質變更好，五分之一學校

實施非升學準備的學校本位課程。在眾多影響教學的因素中，教師專業信念是突破結構限制，影響

教學的最重要因素。本研究主張政策宜堅持學生中心的教學，並激發教師的專業信念，務實地鼓勵

變種的學生中心教學方法。

關鍵詞：九年一貫，升學結構，專業信念，改革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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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灣近年來推動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改革，重要的目的為減少學習壓力，並能反應國際競

爭的趨勢，期望透過課程的鬆綁，走向多元而能將教學品質提升（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民

��；教育部，民�9）。鬆綁的政策表現在期待教師能夠自行設計統整課程、領域時數及彈性時數可

以各校決定、學校進行本位課程、教科書市場化使多樣的教科書出現、以及教師的教學專業自主等

項目上。九年一貫課程改革是台灣第一個大型的、朝學生中心的教育思想進行的課程改革。從�99�

年公佈「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教育部，民�7）、試辦、到2002年正式全面實

施，已於200�年全面產生第一屆國中畢業生。我們如何評估此改革？若有2�%的教師改變，而7�%

的人沒有改變，這樣的改革是否算成功？若此2�%的改變又僅是表面的改變，是否算有功效？如果

從絕對的標準評估改革，絕大多數的改革應該是都失敗的。然而，如果從歷史的角度瞭解改革，

則可能發現教育改革一直就是修修補補（tinkering）、漸進的（incremental），有些東西留下來沒

變，有些東西，短期看不見，但長期而言，確實變了（Cuban, �99�; D. Tyack & Cuban, �99�）。改

變可能不是全盤的成功，本研究因此有興趣的是，九年一貫課程改革是否有漸進改革的「跡象」，

即是否有些證據可以顯示部份教師與學校的改變。

若欲知道改革是否有效果，必須要知道發生在教室當中的具體情況―教師的教學是否改變，學

生的學習是否達到預期的目標（Fullan, �99�）。本文根據質化研究的發現（宋佩芬、周鳳美，民

92；宋佩芬，民9�），進一步從量化的資料中觀察一些具體的事項的實施狀況，可以瞭解教學現場

的改變情況。本文觀察的面向有：

一、教學自主的改變

我們可以從教學時數的使用、是否自行設計課程、以及是否有統整教學等具體面向觀察是否

鬆綁帶來了教師自主的改變。質化研究發現時數影響社會領域教師的教學（宋佩芬、周鳳美，民

92），但是目前我們並不知道台灣整體而言各校決定分配給社會領域多少時數。以單獨的領域而

言，時數的多寡影響教師使用學生中心教學方法的意願，間接影響其自主的空間。其次，教科書的

選擇是教師具備自主能力的表現。質化研究曾描述某校個案，當地理教師發現某選用版本地理部分

不好，會另外要求另一家出版社印該科的抽印本，但是不自行設計課程（宋佩芬，民9�）。目前我

們並不知道是否有教師使用自行設計的課程，教師越能使用自主權自行設計課程，越達到課程鬆綁

的目的。另外，政策希望社會領域的歷史、地理、公民能夠統整，但是我們並不知道台灣各校的社

會領域是以何種方式進行教學，統整是否發生，以及教師是否歡迎統整課程。質化研究發現學校有

分科（教師和過去一樣，單獨教歷史、地理、或公民）或合科教學（同一位老師教三個學科）的情

況（宋佩芬，民9�），然而，我們仍然不知道整體國中社會領域的教學情況，及是否可能有其他的

形式出現。教師越能嘗試合科教學，越對統整政策表示興趣，越表示其教學有改變與自主的跡象。

二、教學的變化

九年一貫之後，教師主觀上認為其教學品質是否受到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的影響？一般報章雜誌

有關九年一貫教學的報導負面消息較多。質化研究似乎也是如此反應（宋佩芬、周鳳美，民92），

少數對此改革有正面的回應（宋佩芬，民9�）。實際上，教師在改革實施之後如何評估自己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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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而什麼是影響其教學的重要因素？實際教學上，他們是否開始使用比較少的講述，與比較多元

的教學方法？個案研究發現社會領域教學從課程、教學取向、教學信念到教學文化，並沒有顯著改

變；改變都是教師個人差異所產生的，而非學校領導或同儕文化，政策對整體改革的影響很小；在

教師的文化上，教學仍然是相當個人的事，且學校中「輩分倫理」觀念強，相對資淺的人不願「僭

越」起來領導，使得改革成為少數教師個人自己教室裡的事（宋佩芬，民9�）。什麼是影響教師教

學的重要因素？影響教師的教學因素是升學制度、學校的領導/行政、同儕文化、家長的意見，還是

教師個人的信念？如果教師越多傾向教師個人專業信念，則其專業自主的可能性越大。又如果有部

份教師的教學方法與教學品質在改革之後變多元與變好了，則表示改革對於教學有正面的影響。

三、學校自主的改變

近幾年學校領導越益受重視（林明地，民9�）。九年一貫政策的落實，在學校層級特別強調學

校校長、教務主任、甚至領域召集人的課程領導，透過學校舉辦工作坊，來宣導九年一貫的理論與

實務，利用各領域的教學研究會（現稱課程小組）來進行教師的專業發展，促成教師之間的對話。

學校及教師都製作歷程檔案來記錄及呈現其課程的推動過程與成果。學校交辦了許多工作，並且遵

循教育部與教育局的指示建立機制與要求績效，但是，個案研究發現，許多時候教師都以「做功課

的態度」應付學校的需求，實際上仍然重視的是升學（宋佩芬、周鳳美，民92）。學校是否不受升

學主義影響，開始使用彈性課程的時間發展特色？如果學校與教師越不受升學準備影響，且彈性時

間越被用來發展具有特色的課程，則越達到學校自主的目的。

有關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的研究有許多，大多為理念與政策推廣，包括課程的設計與能力指標轉

化的應用性研究（如黃炳煌編，民9�；潘才石，民9�；張子超，民94），或教科書分析的研究（如

曾郁庭，民94），實施過程與結果的評估的實證研究相對少很多（如蘇素慧、詹勳國，民94；吳瓊

洳，民94）。更多實證研究才可以增加我們對於改革現況的瞭解，鋪陳與掌握改革的脈絡。本研究

以社會領域為例，對全台灣公私立國中的社會領域教師進行問卷調查，以瞭解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的

教學現況。

貳、理論觀點

過去台灣曾經有過學生中心取向的改革，但是通常為小範圍的改變，並且時常沒有實證的研究

報告，所記錄在文獻中的僅為回憶的報告（高新建，民�7）。本研究透過普查的問卷，試圖捕捉改

革初期的狀況。並主要以Cuban（�99�）的歷史研究發現作為參照，解釋目前的改革狀況，要如何

放在比較長遠的角度看。

我們需要將改革放在比較長的歷史架構看的原因是，改革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困難的，如果

不以長遠的角度看，改革很容易被認為是失敗的。而事實上，改革需要時間，美國�960年代出現

的許多改革方案，被認為是失敗，原因並不是這些方案不好，而是這些方案並沒有被落實（Hall & 

Hord, 200�）。改革的文獻解釋了為什麼教師抗拒（Hargreaves, �994），為什麼領導重要（Fullan, 

200�, 200�; Spillane & Halverson, 200�），為什麼改革經常只是小範圍的成功，而非大型與長久的

成功（Elmore, �99�; Stein et al., 2004），甚至為什麼某一個國家的改革，在另一個國家會失敗的

（Altbach, �977; Ginsburg et al., �990）。這些發現都很重要，但是很重要的觀念是從事大型改革

研究的學者一直不斷提醒的―改革需要時間（Hall & Hord, 200�）。事實上，很少創新的改革能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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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制度化的階段，成為教師每天生活的一部份（Anderson, �994; Fullan, �99�）。教育研究者需要

從改革的延續性（sustainability）瞭解改革及解釋改革的影響因素（如Cuban, �99�; Hargreaves & 

Goodson, 2006;  Tyack & Cuban, �99�）。

筆者認為國外的長期研究結果對台灣有參考與預測上的幫助，雖然本研究並非長期追蹤的研

究，但是可將目前蒐集到的資料視為改革在200�年資料蒐集時間點上的「跡象」，鋪陳改革的部

分脈絡。如果不以長期或歷史的角度觀看目前的改革狀況，可能會過早判斷改革失敗。由於Cuban

（�99�）已經在美國進行過一百年的學生中心教學變化的研究，Cuban的發現有助於分析與評估台

灣目前的狀況，並可預期改革未來的可能。以下介紹其研究，作為本文的分析觀點。

Cuban在How Teachers Taught這本書中分析解釋美國��90-�990以來的教育改革，特別檢視實際

課堂裡的教學是否改變。以下幾點是他發現一百年來美國朝學生中心理想改革的結果：

一、教師中心的教學仍然是中小學的主流，但是「變種」
�
（hybrid）的學生中心教學從二十世紀初

開始，持續在擴展，且正在成熟中。而變種的學生中心教學多半發生在小學。

二、高中的教學仍然是由教師中心的教學主導。偶而有一些變種的教學，但是為時都不長。

三、過去一百年來，小學發展出許多學生中心的教學方法，尤其是低年級。 

四、一個學區中，選擇使用並發展學生中心教法的老師跟行政人員，很少超過四分之一。 

五、教師受環境影響，僅有有限的自主權選擇他們要教什麼及如何教。但，雖然環境（整個文化對

於知識是什麼，如何教與學的信念，以及學校的結構）形塑教師的教學，它並不能指揮教師的

教學。也就是，一般而言教師受到限制因此展現受現實環境影響之後的傳統教學，但是有些教

師可以做相當大的改變。 

Cuban認為只要學校的主要社會功能不變（即為了增進經濟發展、國家安全、解決社會問題、

篩選人才），或學校的結構沒有變（依年級分班、階層結構），則教師中心的教學會繼續是主

流，但它仍然會受到挑戰。改革之所以沒有變化，是因為學校的「文法結構」沒有改變（Tyack, & 

Tobin, �994）。環境沒有改變的情況下，短期內讓大多數教師改變其教學是不太可能的事。但是，

Cuban卻認為越來越多的老師會慢慢地，且有意地在教學中融入學生中心的教法，特別是那些會影

響教師與學生關係與教室氣氛的教學，例如，比較彈性的座位安排與小組合作教學。尤其是在小

學，Cuban發現即使在制度限制的環境下，教師仍然有辦法適度或甚至劇烈改變課堂組織，因此他

認為教師會持續地修改他們教師中心的教學，朝向變種的學生中心的教學。Cuban判斷混合教師中

心與學生中心的變種教學與漸進改變的趨勢會繼續下去。

另外一方面，Cuban認為如果美國社會對高中的期望與目的沒有改變，則高中是學生中心教學

的墳場。高中所面臨的結構因素是老師都注重學科內容的傳遞，高中老師與學生接觸的時間比小學

老師少很多，高中生面臨各式的考試與職業預備的外在壓力。然而，Cuban認為融合教師中心與學

生中心的變種教學將持續進行下去。雖然社會文化與結構對於課程的影響很大，但這些不具決定性

的影響力，不完全指導教學，仍然有一些教師可以因其信念，突破結構做改變。特別是教師會選擇

用那些增進師生互動的教學方式。另外，在美國，願意使用學生中心教學的行政人員與教師人數通

常少於四分之一。

從上面Cuban的研究結果推論，在台灣有升學壓力的環境下，國中階段可能面臨和美國高中階

段一樣，仍然是教師中心的教學為主。然而，變種的學生中心的教學仍然會持續出現。教師雖然受

�  Hybrid可以翻譯成「雜種」、「混種」、或有人說「混合」，但是都沒有真正表達此字原意。Hybrid
是達爾文演化說裡使用的概念(Darwin, �909)，表達的是物種因為適應環境，基因突變（mutation）等
因素，而產生的新物種。此新物種若用「雜種」、「混種」、或「混合」都沒有表達出其因演化過
程而產生的新改變。因此採用「變種」為hybrid的翻譯名詞，表達任何一種混合教師中心及學生中心
的教學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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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的影響，自主權有限，但是有些教師突破限制做很大的改變。這些人多半是少數。本研究試圖

提供數據，描述台灣在九年一貫課程改革中的實施狀況，瞭解教師及學校是否在改革中有改變的跡

象，並檢視Cuban的研究是否也能解釋台灣的改革。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於200�年�月至6月間，對全國公私立國民中學，私立�0所，公立70�所，共7��所學校之

社會領域教師進行調查，未含完全中學國中部。正式問卷寄送前，逐一針對全國公私立國民中學

進行電訪查詢各校社會領域教師人數，計�2��人，共郵寄問卷�2��份，有效樣本2429份，回收率

4�.96%。回收的4��所學校中，4�0所為公立學校，�所為私立學校。依區域分，北部學校佔�2%，

中部20%，南部，�6%，東部9%，離島�%，符合母群體比例（表�）。專門科目背景上，歷史老師

佔40.�%，地理老師��.9%，公民老師22.�%，國文老師4.0%，其他�.�%；由於教育部沒有分科老師

的人數統計資料，樣本代表性僅能從一般學校歷史老師較多，公民老師最少（國文老師配課公民）

的經驗法則判斷，應仍然大致符合母群體比例。

表�　樣本與全國公私立國中學校分佈

地區 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離島 總和
縣市 台北縣、桃

園縣、新竹

縣、苗栗

縣、基隆

市、新竹

市、台北市

台中縣、彰

化縣、南投

縣、台中市

雲林縣、嘉

義縣、台南

縣、高雄

縣、屏東

縣、嘉義

市、台南

市、高雄市

宜蘭縣、台

東縣、花蓮

縣

澎湖縣、金

門縣、連江

縣

樣本校數 ��9（�2%） �6（20%） ��6（�6%） 40（9%） �4（�%） 4��（�00%）
全國校數 2��（��%） ��6（�9%） 2��（��%） 67（9%） 24（�%） 720（�00%）

二、研究方法

本論文為「社會領域教師學科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識觀之研究」國科會計畫之部分問卷資料構成
2
，共�2題（見下面）。題目主要為類別變項，目的在取得九年一貫實施現況的描述性資料。此部

份的題目，在內容效度上經過三位歷史、二位地理、二位公民老師做認知訪談，並根據教師疑問

2  本研究問卷共分成五部份。第一部份為基本資料。第二部分為歷史觀點（史觀），共�大題。第三部
份為歷史知識，共分台灣史2�題，中國史2�題。第四部份為該校九年一貫教學實施現況，共��題，
為本論文主要問題來源。第五部份為歷史教學，僅給教過歷史的社會領域教師填答，共6大題。

� 完整問卷共�頁，考量長度的問題，因此捨地理與公民，僅以社會領域的歷史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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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建議修改問題，確定教師對於內容的理解認知與出題者相符。有關教學方法的題目則以歷史教學

為例
�
，僅問所有教過歷史之人的教學方法，有效人數為��96人。其中歷史老師佔�9.2%，地理老師

20.9%，公民老師�4.6%，國文老師4.0%，其他�.�%。這些題目，分為三面向，主要在瞭解九年一

貫在各校實施的實際狀況。出題的基礎已在「前言」部分說明。

第一、教學自主的改變 

�.教學時數為何？

2.使用教科書或自編教材？ 

�.是否以統整方式進行社會領域教學？

4.教師對於課程統整的主張為何？

第二、教學的變化 

�.認為學生的學習興趣比較過去如何？

6.教學品質是否改變？

7.教學方法是否因而改變？

�.什麼是影響其教學取向的主要因素？

9.以歷史為例，使用了哪些教學方法？

�0.以歷史為例，通常一節課有多少比例講述？

第三、學校自主的改變

��.老師在教學上有多重視學生的升學準備？

�2.學校彈性時數如何使用？

肆、研究結果

根據以上的研究問題，主要利用描述統計，佐以卡方檢定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法，分析結果。

由於主要為教師自陳式的資料，因此結果仍然有社會期望（social desirability）的限制。以下為結果

之分析：

一、教學自主的改變

（一）從教學時數與教科書變化觀察

九年一貫之政策在制度上影響最大的是授課時數。九年一貫為使學校有彈性時數發展學校本位

課程，重組課程時數，而各校多減少社會領域教學時數，由原先的每週6節，改為每週約�-4節。由

於原始資料本題誤答狀況多，因此另外以電話訪談的方式取得7��所學校96.��%的回應，發現各校

4  九年一貫改革的過程中，有許多有關統整的翻譯書籍及國外文獻被學者引用來引導統整課程的實施
(Beane, �99�; Clark Jr., �997; Drake, �99�; Forgarty, �99�; Jacobs, �9�9)。其中由多科並列到超學科主題
統整的模式皆有，但是學科架構越明顯，越不被認為是真正的統整(Beane, �997)。翻譯的書與引用的
文獻在此改革中引導學校教師進行統整，如林佩璇等（民�9）翻譯James A. Beane課程統整的書。其
他有關九年一貫統整理論與運用的論文十分多，但都在國外學者的理論框架下進行論述與發展（中
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主編，民��、�9；中華民國教材研究發展學會主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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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領域平均一週上課時數為�.�9節，若加上各校利用彈性時間或第八節課的時間，則到�.9～4.0

節。

時數減少，再加上各校大多採取分科教學的取向，社會領域原本期待的主題式或科際整合式

目標落空
4
。針對「貴校目前社會領域以什麼方式進行」的問題，有6�.�%的老師表示該校目前實施

七、八、九年級分科教學；��%七、八、九年級合科教學（史地公同一人上）；7.�%七年級合科，

八、九年級分科；4.2%七、八年級合科，九年級分科；另外，有6.6%的不同形式的綜合型，例如，

如果擔任導師則合科，其他人則分科教學。表面上看起來，有約��.2％的教師實施某種程度上的合

科教學，若與學校使用什麼教科書的題目合起來看，則發現，實際上合科教學只是由同一個人教的

分科教學。無論何種模式的「合科」，因為皆使用民間分科取向的教科書，實際上都是分科教學。

問卷統計的結果顯示：��.6%的老師表示其學校採用康軒出版社的教科書；2�.2%使用翰林；

26%使用南一；�0.4%使用仁林；�.�%的老師表示其學校拆開科目，分別購買不同出版社的教科

書。其中，沒有教師表示其學校的教科書是自編的。而目前各出版社的教科書皆為分科設計，因

此，社會領域的教學基本上仍然是分科教學。如果就教師的專業自主程度而言，教師在此改革中僅

是可以選擇教科書，但是因為學校仍然有段考等共同的考試，須使用共同的教科書，基本上個人教

師無法選擇，必須是同一年級同領域的教師共同決定一本共同使用的或拆開的教科書（宋佩芬，民

9�）。教科書市場化對教師的課程自主性而言，影響十分有限。每班教授時間減少，各校仍然使

用分科教科書，教師仍然沒有因九年一貫而有比較完整的自主教學空間。然而，漸進的跡象在於一

點點的進步，教師雖然未必自己設計課程，但是他們討論選擇何種教科書，以及評估各教科書的良

窳，對於教科書的使用上面可能漸有自己主張安排設計的概念（姜添輝，民9�；宋佩芬，民9�），

教師對於教科書的使用及其對教師課程意識的影響，仍有待繼續觀察。目前卻由於社會領域教師每

週每班教學時數減少約一半。各校皆使用民間分科取向的教科書，合科教學等於分科教學，教師專

業自主空間有限。

（二） 從統整的主張觀察

問卷問「在領域時數的限制下，您主張社會領域課程如何發展？」，教師回答「原則上分科，

視需要部分統整」佔�4.2%，「不贊成統整，應維持原來的分科」佔��.�%，「合科，目前教科書不

是統整，應更進一步真實統整」佔6.4%，「沒有意見」佔�.4%，「其他」佔2.�%。以上資料顯示，

教師並非全然抗拒改革，�4.2%的教師主張適時統整。這個結果與宋佩芬（民9�）的質化研究發現

相符，該研究之教師主張在分科架構下，就某些可以統整的主題統整，例如，一學期有一單元主題

的統整課程，如以西亞為主題，地理與歷史老師共同來協助學生理解該地區。主張維持完全分科的

教師有��.�%，若加上前面的�4.2%的教師，則表示，90%的教師偏向主張分科為主的教學。這並不

盡然表示教師不認同統整，因�4.2%贊成適時統整，6.4%主張更進一步統整。顯示因為改革而產生

的新思想有某些程度的影響―大多數教師主張以分科教學為主，超過半數教師仍然願意在目前結構

下有些變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題目問「在領域時數的限制下」教師認為社會領域應分科或統

整，結果是，即使在目前時數皆為減少的情況下，90%的教師仍然認為應分科為主，表示統整教學

在目前的情況下，並沒有成熟到讓教師願意以統整為主，不應該強迫進行。應該採行更漸進的變種

或混合型作法（Cuban, �99�），如教師所建議的分科教學，然後適時統整，如此比較能兼顧教師的

實際與理想，若能接納教師的建議則改革仍可如Tyack及Cuban（�99�）所言，修修補補朝改革的理

想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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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的變化

（一）教學品質的變化

問「以您過去的教學經驗為根據，您認為您目前的學生對於學習歷史、地理、或公民的興趣較

九年一貫以前如何？」，回答「較以前有興趣」有�.9%人，「和以前一樣」有26.2%人，「較以前

沒有興趣」有4�.�%人，「無法判斷」有2�.�%人。 

問「九年一貫之後，您認為自己的教學品質是否改變？」，回答「變更好」有9.2%人，「維持

原來水準」有4�.�%人，「變比較差」有4�.4%人，「變差很多」有�.2%人。

九年一貫之後，4�.�%的教師認為學生較以前對學習歷史、地理、公民學習興趣下降，49.6%

的教師認為其教學品質變差。原因可能是前面提到的，時數減少，影響教學品質。然而，仍然有

4�.�%的教師認為其教學維持原來水準。如果授課時間減少近一半，對於4�.�%的教師而言並沒有

影響，根據質化研究的觀察，教師都以講述教學為主（宋佩芬，2004），合理的推論可能這些教師

原本的教學即是以講述並且快速的方式進行教學。這表示九年一貫希望教師能夠有更多元的教學方

法，更學生中心與更重視知識內化的目標，對於4�.�%的教師而言，是沒有影響的。這也說明了台

灣的升學環境延續不變（後面分析），教科書也仍然分科的情況下，教師的教學方式可能也因而延

續。 

然而，仍然有9.2%的教師有可能因為政策的關係，學習多元的教學，使其教學品質較之前更

好。質化研究也發現仍然有少數教師認同統整與多元評量的政策，試圖改變自己的教學，而這改變

主要是個人老師因自己信念的因素而改變；這些人通常是少數，在學校中也因學校年資等輩份倫理

的關係，不試圖影響他人（宋佩芬，民9�）。以Cuban（�99�）的觀察而言，這些少數的教師是漸

進改革仍然會發生的原因。統計發現，共有2��位老師表示九年一貫以後其教學變更好。而這2��位

教師分佈在�47所學校當中（表2）。其中有4�.�%的教師，分佈在96所國中，是該校社會領域內，

唯一一位認為九年一貫課程改革後其教學變更好的老師。僅有9所學校有三位以上教師認為其教學

變更好。呼應Cuban（�99�）的觀察以及質化研究的發現（宋佩芬，民9�），學生中心的教學改

革，主要是少數個人的改變，而非整體的改變。

漸進的過程當中，也可能有些拉扯、退後的力量。以上兩題似乎也顯示，教師對其九年一貫之

後的教學評估呈現效果各半的狀況。有一半的教師認為自己教學變差，而另一半的教師認為其教學

品質維持原水準或變更好；有近一半的教師認為學生的學習興趣變差，但也有大約一半的人認為和

以前一樣、無法判斷或變更好。變較差的人數仍然很多，拉扯的力量相當大。

表2　教學變更好之學校人數分佈

每校人數 �人 2人 �人 4人 �人 總和

校數 96 42 � 2 2 �47
人數加總 96 �4 �� � �0 2��
人數佔% 4�.� �9.4 7.0 �.� 4.7 �00.0

（二）影響教師教學取向的因素

九年一貫政策的推動之下，一般認為教師沒有太大主導權，學校交代下來的功課，必須完成，

質化研究也確實發現教師必須配合行政的情形，教師通常是以消極的應付心態來完成上級所交付的

工作，實際上學校似乎對於教師的教學影響十分有限（宋佩芬、周鳳美，民92）。什麼是影響教師

教學的最主要因素呢？教育文獻及一般人的看法會認為影響教師教學的因素不外乎「升學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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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時間」等結構的影響（宋佩芬，民9�）；近年來由於教改鼓勵家長參與的機會較

多，「家長意見」也可能是重要的影響因素（李天健，民9�）；教育界也一直發現「老師同儕文

化」（Martinez, 2004）、「專業信念」（包括對教學、學習、及學科知識的信念）影響老師的教

學（Errington, 2004; Van Driel et al., 2007）。重視「學生上課反應」也是屬於「專業信念」的一部

份，即教師重視學生的需要（Dewey, �964），在此將之抽出來特別詢問以有別於教師對於專業知識

的堅持等專業信念，特別強調對學生的重視。因為，在Cuban（�99�）的研究中，教師會嘗試使用

學生中心的教學，往往是那些能改變師生互動的教學方式，如改變座位，小組合作學習等方式。

在可以複選的情況下，問教師「決定您教學取向的最主要因素是？」僅�0.�%的教師認為學校

的要求是影響其教學的主要因素（表�）。

表�　決定教學取向的因素（N=2429）

是次數 有效百分比（%）
學生上課反應 �660 69.4

時間 ��2� 6�.9
考試制度/升學壓力 �499 62.7

專業信念 �420 �9.4
教科書 ��2� �6.�

老師同儕文化 2�� �2.0
學校要求 24� �0.�
家長意見 9� �.�

一般也認為家長有影響力，教師也常以家長壓力作為其無法改變教學的重要原因，然而，實際

上僅�.�%的教師認為家長是影響其教學的最主要因素。同儕影響反而大過學校要求與家長意見，但

也僅有�2%的教師認為這是重要因素。同儕仍然不是個人教師教學決定的主要影響因素。也就是，

實際上教師仍然在學校當中享有某種程度的自主性，雖然有影響，但是學校、家長或同儕老師都不

主導其教學決定，這也呼應了Cuban（�99�）的觀察，教師並非完全被動。

影響多數教師教學的最重要因素是制度與信念。「時間」、「考試制度/升學壓力」、「教科

書」可歸類為制度結構因素，因為這些因素都不是教師可以個人決定的。當然所有的結構因素，也

有個人影響的空間，但是結構的因素在此影響大過個人選擇。而「學生上課反應」及「專業信念」

為教師的專業信念，原因如前所述。選擇這些項目的教師都超過半數，遠超過其他選項（表�）。

這是值得重視的現象。制度結構因素指的是升學制度、以教科書為主的教學內容，以及影響教學深

度與引導學生思考的時間。這幾個因素彼此相互影響，時間若不是為了準備升學考試，要教所有內

容，否則未必是不夠的，教科書的內容也未必會影響教學。也就是，升學制度將教科書與時間與其

綁在一起，而非其他學校、同儕或家長因素。

如果有其他力量與制度抗衡，則是教師的專業信念。數據上看，教師似乎並沒有完全受到制度

影響而犧牲掉自己的專業信念，事實上教師並非不考慮學生的反應而一昧灌輸，學生是否對教師的

教學有反應是最多教師認為的主要教學影響因素。這也可能是教師為什麼在環境限制下仍然願意採

行一些學生中心教法的原因。為了增進其與學生的互動關係，教師仍然可以找得到方法，在有限制

的結構中做大改變（Cuban, �99�）。當然，教師的專業信念可以影響少數老師改變教學，同樣，它

也可以影響許多老師主張維持傳統的分科教學，然後再適時統整，或在教學上主張講述法的教學。

在大環境沒有改變的情況下，教師的信念也會受到結構的影響，因此九年一貫似乎呈現大多數沒有

改變，但少數認同政策的個人有改變的狀況。大多數教師的教學沒有改變或變更差，但是仍然有前

述9.2%的教師教學變更好，其間教師專業信念可能扮演改變的關鍵角色。

如果觀察教學品質改變與影響教學的因素之間的關係，而將每一項因素施以卡方檢定，則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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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間」、「專業信念」、「學生上課反應」與「老師同儕文化」與教師的教學品質改變程度

之間呈顯著差異（表4）。若以百分比交叉表觀察，依照各改變程度的組內選擇該因素為教學影響

因素的百分比看，則發現教學品質「變更好」與「維持原來水準」的教師最多人重視「學生上課

反應」、「專業信念」及「老師同儕文化」（但此項整體比例低，表�）；相對的，教學「變比較

差」及「變差很多」的組，教師比較不重視「學生反應」與「專業信念」，而較重視「時間」；

「教科書」與「升學考試」則是所有的老師都差不多重視（表�）。

整體而言，影響教師的教學取向並非學校要求、家長意見或老師同儕文化，而是制度結構與

教師專業信念。教學品質「變更好」與「維持現狀」的教師最重視「學生上課反應」與「專業信

念」。教學品質「變比較差」與「變差很多」的老師最重視「時間」（表�）。

表4　教學品質改變程度與教學影響因素卡方檢定（N=2429） 

Pearson卡方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時間 77.074 4 ***.000

專業信念 26.�0� 4 **.000
學生上課反應 �0.4�2 4 *.0�4
老師同儕文化 2�.0�4 4 ***.000

教科書 �.664 4 .4��
考試制度/升學壓力 2.29� 4 .6��

學校要求 6.�97 4 .���
家長意見 7.7�� 4 .�02

***p<.00�，**p<.0�，*p<0.0�

表�　教學品質改變程度各組內選擇該教學影響因素之比百分比交叉表（N=2429）

影響教學因素

＼

教學品質改變程度

內%

時間 專業信念 學生反應 老師同儕

文化

教科書 升學考試 學校要求 家長意見

變更好 49.� 6�.6 7�.2 �7.� �6.9 6�.0 ��.0 6.7
維持原來水準 ��.� 66.0 7�.0 ��.0 �7.6 64.9 ��.4 �.9

變比較差 72.6 ��.� 67.6 9.� ��.� 6�.0 �.� 2.�
變差很多 76.7 �4.� 67.2 �.� �2.9 6�.9 �2.2 4.�

（三） 教學的改變

本研究問教過歷史的社會領域老師教學時使用哪些方法。其中講述佔其教學70%以上的時間的

教師有92%人；20.2%，約五分之一的教師幾乎全部講述教學。然而，當問及教師其上個學期使用

的哪些教學方法時，加總其教學方法的次數，發現教師平均採用�.6種教學方法（平均數=�.6），最

多教師採用�種教學方法，中間次數為4種（眾數=�；中數=4）。雖然似乎教師平均使用�.6種教學

方法，有些教學的變化，但是如果講述佔據92%的教師70%以上的教學時間，其他教學方法的使用

便無法太深入。

在可複選的情況下問「上學期，您使用了哪些教學方法於歷史教學中？」，教師選擇各項的比

例以「講述」最高（9�.9%），「口頭問答」其次（�0.4%），第三為「讓學生閱讀課本附錄的史

料」（49.�%）。其他包括讓學生「看影片」（��.9%）、「接觸課本外史料」（�4.7%）、「做報

告」（27.�%）、「分組討論」（�6.7%）、「比較其他二手資料」（�0.�%）、「角色扮演/歷史戲



漸進改革？從國中社會學習領域觀察改革的跡象 ��

劇」（�.�%）、或「辯論」（2.9%），可見教師的教學仍然有多樣化。然而除了前二項，其他方

法，包括第三高的選項可能都無法成主要的教學方法，因為講述時間仍然佔70%以上的時間。最主

要的教學方法為講述及口頭問答。

即使如此，政策似乎仍然影響教師，多數的教師認為自己教學方法因九年一貫改革，有些

改變。問「九年一貫之後，您的教學方法是否因而改變？」教過歷史的教師回答「改變許多」

佔�6.�%（全樣本則為�6.�%），「改變一些」佔6�.�%（62.�%），「不算有改變」佔�7.�%

（�7.4%），「沒有改變」佔4.�%（4.2%）。其中改變的人數佔了77.9%（7�.4%），顯示多數教師

仍然在政策影響下做某些嘗試，並且是在70%講述時間外進行的。可能的解釋是只要有些不同教學

（如，一學期一次看影片）就會解釋為不同的教學，整體而言，教師的教學可能沒有太大改變。但

是，如前所分析，仍然有少數的教師在教學上做突破，且即使為一學期一次的影片欣賞或分組討

論，可能也是值得嘗試的教學變化。而這些小改變，或許就是漸進改革的力量。另外，教師說的改

變亦有可能是九年一貫之前有比較多的時間作教學變化，而九年一貫之後變化減少了，如果如此則

表示漸進現象中（9.2%教學變更好），亦有反撲，改革的過程可能不是一致的緩慢前進，而是相互

拉鋸，或前進或退後的互動過程。

（四）教學品質「變更好」的教師與其他教師的比較

值得注意的是，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教學品質與加總教學方法，發現教師的教學品質改變狀況

與教學方法的多寡並不十分顯著，F=2.�27, p=.0�6>.0�。但是，若以卡方檢定單一教學方法與教學

品質的改變程度，則發現「講述」、「口頭問答」、「讓學生學閱讀課本附錄的史料」、「角色

扮演」、「做報告」及「辯論」與教學品質改變程度沒有顯著差異；而「分組討論」（p=.000）、

「看影片」（p=.002）、「讓學生接觸課外史料」（p=.0�6）、「讓學生比較其他二手資料」

（p=.0��）與教學品質改變程度呈顯著差異，p<.0�（表6）。

表6　教學品質與教學方法卡方檢定（N=��96）

Pearson卡方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分組討論 ��.7�7 � ***.000
看影片 �4.��7 � **.002

讓學生接觸課外史料 �0.��4 � *.0�6
讓學生比較其他二手資料 �.609 � *.0��

辯論 7.69� � .0��
角色扮演 6.640 � .0�4
做報告 6.�49 � .�0�

讓學生閱讀課本附錄史料 4.�72 � .���
講述 �.729 � .292

口頭問答 2.��6 � .496

***p<.00�，**p<.0�，*p<.0�

使用交叉表觀察這四種教學方法被各組的教師選擇的百分比情況，則發現教學品質「變更好」

的教師，比較高的比例選擇使用「分組討論」、「看影片」、「讓學生接觸課外史料」、「讓學生

比較其他二手資料」（此項次於維持原水準者）這幾種教學方法（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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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教學品質改變程度各組內選擇使用該教學方法之百分比交叉表（N=��96）

教學方法

＼

教學品質改變程度內

%

分組討論 看影片 閱讀課外史料 比較二手資料

變更好 26.� 46.9 4�.� �0.�
維持原來水準 �9.� �6.9 �6.4 �2.�

變比較差 ��.7 4�.7 ��.� 7.7
變差很多 �0.7 26.4 ��.� �.�

（五）專業背景差異

整體而言，專業背景在教學品質改變的程度上有顯著差異，卡方值=�4.�47（df=�6），

p=.00�<.0�。比例上，公民、國文及其他背景的教師比較高比例表示九年一貫之後其教學品質變更

好。而交叉表百分比顯示，歷史及地理教師較高比例認為其教學品質變較差或維持原來水準（表

�）。原因可能是由於仍然是分科教學，歷史及地理老師最感受到時間的壓迫，因歷史背誦內容最

多，而地理的涵蓋內容也多，公民主要為態度觀念的培養，較為容易使用多元的教法，宋佩芬（民

9�）描述的明原國中教公民的華老師即是這樣的代表。其他國文等背景的教師也比較容易表示教學

品質變更好，原因可能與公民老師的情況類似（多半配課教公民）。從此觀點而言，教師的教學多

元與自主性仍然是受到教科書與時間的影響。

表�　教學品質改變程度各組內專門科目所佔比例交叉表（N＝2429）

專門科目

＼

教學品質改變

程度內%

歷史 地理 公民 國文 其他 總和

變更好 �4.� 29.0 2�.7 �.6 �.9 �00
維持原來水準 �7.9 ��.� 22.7 4.9 �.2 �00

變比較差 4�.� �2.� 20.6 2.� �.� �00
變差很多 4�.� ��.7 2�.� �.2 0.� �00

三、學校自主的改變 

問卷問「貴校大多數社會領域老師，在教學上有多重視學生的升學準備？」，回答「非常重

視」佔�2.6%，「重視」佔6�.2%，「不太重視」佔2.9%，「不是老師的考量」佔�.4%。及「貴校

彈性時數，目前如何使用？」，回答「各領域教學」佔6�.9%，「學校本位課程」佔�4%，「課外

活動」佔6.�%，「其他」佔��.�%。 

與前述教師受制度影響一致的發現是，9�.7%的教師認為其學校教師重視學生的升學準備。教

師無法不在教學中考量學生是否能考好入學考試。表現在學校彈性時數的使用上即是，6�.9%的學

校將其用來加強學生的學科學習，若加上��.�%「其他」填答項目當中將彈性時數用來加強主科、

補救教學、自習等各式以考試準備為主的學習，大多數的學校並沒有實施具學校特色的學校本位課

程，其比例可增加到70%。然而，仍然有20.�%（含�4%學校本位課程及6.�%課外活動），或更多

的學校開始利用彈性時間發展其他非學科學習的活動，例如，國際禮儀、地方文史、社團或鄉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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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其他選項）。升學結構下，大多數學校沒有改變，但仍然有約五分之一的學校利用鬆綁的政

策，自主發展其課程。大多數學校與教師重視升學準備，彈性時數多成為學科加強時間，而非學校

本位課程。然而，仍有約五分之一的學校將彈性時間用於升學外課程或活動。

伍、結論與建議

從鬆綁與專業自主的角度而言，教師並沒有在此改革中開始自己設計統整的課程，教師仍然使

用教科書，教科書仍然是分科設計，教科書市場化並沒有促使教學多元。而社會領域的教學時數普

遍減少一半，教師受限於減少的教學時間，以及分科設計的教科書，仍然絕大部分維持傳統的講述

教學法，改革對於大多數教師的教學方式並沒有根本上的影響。大多數的學校也沒有發展學校本位

課程，彈性時數多半用於加強學科的教學內容上。但是，仍然有近一成的教師認為其教學因九年一

貫課程改革而變得更好，約五分之一的學校使用其彈性課程於學校特色或課外活動的非升學課程。

這表示九年一貫的課程改革，仍然促使一些改變，而改變大多出現在個人教師身上。

教師受制度結構及專業信念影響最大。這也使得改革的解釋趨向複雜。也就是，因為升學的制

度結構沒有改變――包括學校必須選用全年級一樣的教科書以便訂定考試的標準、學測考教科書內

容、教科書皆為分科設計、教師仍然分科教學、講述與口頭問答為最有效率的教學方法、學校本位

課程多使用來加強學科或升學準備等――使得教師的教學幾乎不可能從教師中心的教學改為學生

中心的教學。九年一貫教師專業自主的研究發現「教學進度的重要性遠超過自主權的運用」（姜

添輝，民9�，頁�90）。美國百年來的經驗，也發現在重視學科訓練的高中，學生中心的教學無法

成長（Cuban, �99�）。然而，也由於教師也在乎學生的上課反應與自己的專業信念，使得此改革

仍然看得見少部分教師與學校的改變。無論結果好或不好，大多數的教師表示其教學有些改變（佔

7�.4%）；而約一成的教師表示其教學在九年一貫政策推行之後變比較好；五分之一的學校仍然進

行學校本位課程；教學上以歷史為例，教師的平均教學方法有�.6種，教學品質「變更好」的教師

比其他教師多使用「分組討論」、「看影片」、「讓學生接觸課外史料」及「讓學生比較二手資

料」的教學方法。而本研究也發現，教學品質「變更好」及「維持現狀」的教師最重視「學生上課

反應」與「專業信念」。這些可能就是Cuban （�99�）以及Tyack與Cuban（�99�）所言的修修補補

的、漸進式改革的一些跡象與證據及可能原因。

如果教師的專業信念是除了制度結構之外，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素，那麼這些少數被說

服，認同統整教學等學生中心教學之理念的教師，就會在即使環境有限制的情況下，仍然作或多

或少的改變。而這樣的改變本質上就一定是漸進的，其形式必然是混合教師中心與學生中心的混

種或變種（hybrids）教學。證據是大多數的教師主張以分科為主，適時統整，因此統整課程是可行

的，只是必須以適當的形式在現行的體制中出現，例如一學期一次的統整課程。本研究認同Cuban

（�99�）對於改革的看法，即社會信念以及制度結構使得教學沒有太多改變，教師中心的教學仍

然是主流的教學方式，然而，制度也不完全指導教學，如果政策繼續引導與鼓勵學生中心的教學

（包括提供具體的教學方法與成果），變種型的學生中心教學可能會漸漸地繼續擴大，越多教師可

能會被學生中心的教學吸引，尤其是那些會改變師生互動的教學（最多教師認為「學生上課反應」

是影響其教學的重要因素）。但是，這個過程將是非常緩慢的，尤其是國中的「學校文法結構」

（Tyack, & Tobin, �994）還沒有改變的情況下，大多數教學仍然受極大的社會文化與歷史的結構限

制（Sarason, �990）。

本研究主張改革要有所突破，必須從制度及信念兩方面著手。制度方面，政策要務實，即應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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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實路線改革，如以分科為基礎，每學期進行一單元的統整課程。同時，政策必須堅持學生中心教

學的改革路線，以漸進改革的角度思考教育改革，給予改革時間來適應。

信念方面，應該持續專業信念的激勵、教育目標與理念的分享。教師仍然會受專業理念的影

響，不斷地激發教師的專業與道德目標，使其自發地在環境困難的情況下仍然願意成為改革者

（change agents）（Fullan, �99�）。九年一貫課程改革必須提出具體令教師羨慕的教學成效，使教

師被激勵朝其信念目標前進。並且，持續鼓勵教師使用變種的學生中心教學。

本研究呼應Cuban（�99�）學生中心教學的百年改革歷史的發現。九年一貫改革到目前為止，

實證資料似乎顯示漸進的跡象，但是，其中亦發現巨大的制度結構限制，使得大多數的教學仍然延

續傳統的模式，改革的拉扯力量很大。漸進的改革跡象是否延續，必須視決策者如何延續政策。如

果決策者期望學校培養自主的教師與學生，在國中與高中階段需要更多與升學制度與文化相關的研

究與政策，才能真正協助台灣的教育走出升學的結構侷限，走向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而在結構尚

未改變的期間，本研究發現專業信念是教師所堅持的，因此從專業信念的角度出發，凸顯能改變師

生互動狀況的教學方法與學習效果，有可能可以說服教師改變其教學。改革從漸進與歷史的角度觀

察，容許跌跌撞撞、修修補補，從少數改變中看到改革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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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mental Change? 
From the Junior-High School Social Studies 

Survey to Observe Signs of Change 

Pei-Fen Sung

Center for Teacher Education, Tamka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aiwan has implemented the Grade �-9 Integrated Curriculum Reform, in which 

integrated curriculum was emphasized as a way to promote teacher autonomy in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so that students would be able to develop abilities that they can take away with.  This study 

surveyed all public and private school social studies teachers at the junior-high school level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ow the reform was implemented and whether there were signs of incremental change.  Results 

prove that there are signs of change; at the same time, backlash is strong.  Most of the teachers and schools 

are still affected by the examination-driven system and have not changed their practices.  Nevertheless, 

nearly one tenth of teachers´ teaching quality is improved as a result of the reform and one fifth of 

the schools implement school-based curricula.  Of the many factors that affect teaching, teachers´ 

professional belief is the key to breaking the examination structure when making change.  This study 

contends that policy makers should steadfastly continue child-centered oriented policies; in the mean time, 

promote teacher professional beliefs and encourage hybrids of student-centered pedagogies.

Key words:  Grade�-9 Integrated Cur r iculum, st ructure of examination, professional beliefs, reform 

implement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