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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所要探討的研究目的包括：1九年一貫課程涉及人與動物互動的面向

為何？2.各種人與動物互動的面向，在各領域之呈現頻度及意涵為何？3.各版本

在各年級涉及人與動物互動的分佈狀況及其連貫性為何？本研究根據內容分析

研究結果，回應本研究欲探討之目的。 

本研究採用「內容分析法」，分析三個版本在不同領域中所呈現人與動物互

動的內容；並輔以座談每家教科書出版社來蒐集研究資料，藉以探討研究者所關

切的教科書中人與動物互動其呈現的緣由為何。 

 

第一節  結論 

依據上一章的發現與討論，可歸納出以下幾點結論： 

一、人與動物互動出現於現行教科書情況 

（一）在人與飼養動物方面，買賣與認養出現的次數相當稀少；流浪動物則偏重

於社區環境衛生的探討，以及大多數將流浪狗與髒亂、危險劃上等號；照

顧方面則同伴動物在文學中符合動物福利，在插畫中卻出現其尾巴被綁蝴

蝶結或綁氣球等較有爭議的圖畫。此外，經濟動物因為被視為自然資源，

因此編輯者多以人類經濟觀點的考量，而忽略經濟動物也是有感知能力，

因此，未談論到經濟動物的福利問題；工具化、娛樂化方面則常出現以動

物為交通工具的介紹課文，甚至成為多元學習體驗坐牛車的單元，此外，

撈金魚的題材是把動物當成娛樂工具，從研究結果發現人與動物的關係自

古以來皆以利用為主要目的，因此，忽略役用動物也應該考量動物本身的

承載量與感受，以及動物被當成娛樂工具，是因為一般人皆忽略動物也有

感知能力；飼養小型野生動物方面以養蠶、紋白蝶和蜥蜴為主要題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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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議題若以動物福利觀點而言，是不恰當的行為，即使此議題放入課程

中，也該探討這樣的飼養行為是否恰當，以及動物的來源與未來不養該如

何處置等問題。 

（二）動物園方面則偏重於認識動物，缺少對圈養動物真正的情意關懷。 

（三）人與野生動物方面，在狩獵部分多以文化觀光或家鄉特產等方式介紹東港

黑鮪魚，以及介紹各原住民的狩獵文化，僅有一兩處在國中提到反思層面 

；刻意營造方面多是介紹各種野生動物保護區，以及設置餵食器與不用除

草劑，以吸引野生動物駐足；棲息地方面則是探討台灣哪些瀕臨絕種動物

或是台灣原生種的棲息地介紹，僅停留在對棲息地的認知層面。此外，賞

鯨、浮潛等生態旅遊對動物本身是否受到干擾這一層面的探討則不夠完

備；在自然物收集方面，蒐集貝殼的內容是不該出現於教材中，只是教科

書低年級的課文介紹我的寶貝，出現貝殼和海星等圖片，以及高年級提到

去海邊撿貝殼以完成一項美勞作品，似乎就藝術與人文的觀點而言，要製

作一幅美麗的作品，更應該審慎思考使用的媒材。 

（四）其他方面，出現次數不多，主要以生物科技、實驗動物、人與食物三項為

主，在內容上僅是現象的陳述，而較少進一步的探究。 

 

二、人與動物互動在各領域的分佈概況 

（一）從七大領域統計結果，發現在各主類目中以「人與野生動物」類出現最多，

共計236次。 

（二）人與飼養動物在七大領域中，以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出現的次數最多，共

計37次；其次是社會領域，共計36次。 

（三）人與野生動物在七大領域中，以社會領域出現的次數最多，共計80次，其

次是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共計79次。 

（四）動物園與其他則是零星出現於各領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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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小低、中年級以「人與飼養動物」類出現最多；國小高年級與國中階段

則是以「人與野生動物」類出現最多次。 

 

三、三版本在人與動物互動內容之比較 

（一）整體而言以翰林版所出現的人與動物互動內容的次數最多，共計217次。 

（二）三版本共同的迷失概念是「飼養小型野生動物」以及「狩獵」；共同的正

確概念是「刻意營造」與「棲息地」。 

 

�  綜合上述結果得知，不同年級、不同階段，所關注的動物不同。因此發現其

連貫性出現落差，主要原因應是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並沒有直接道出「保護動

物，愛護動物」或「動物福利」的概念，因此沒有一個完整的架構可供教科書編

輯者依循的方向，然而人與動物的關係卻不時的出現於各領域中，因此本研究發

現動物保護內容在教科書中的確有存身之所，然而卻是片段、不完全的呈現，甚

至有些知識的傳達也非正向的動物保護概念，因此更需要將教科書中不正確或不

完備的觀念加以釐清，並且提出一個完整的課程架構，以供教師或教科書編輯者

有個依循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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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以目前的教育現狀及目標來看，各領域之間的界線不應再有明確的界線，從

文獻第二章第五節中探討各領域的主題軸，發現其實許多領域的主題軸是雷同

的，因此動物保護的觀念應該可以橫向融入各領域的內容當中。 

然而，現行有許多框架限制了教科書的發展，例如：經由三次焦點座談知道

編審的觀念不一是最大原因，所以此次研究藉由參與推動動物保護計畫與三家出

版社進行座談，藉以傳遞某些新的動物保護觀點，其實就是吸取各方建議，如果

出版社能夠修改的部分就盡量修改，像是出現撿拾貝殼的照片，也許更換成樹枝

或落葉等素材較佳。而放生(宗教)是近來的大議題，教科書可以再多深入與考量 

。再者，對於爭議性主題，例如飼養小型野生動物、狩獵、自然物收集等，要再

深入教科書的指引部份，有全觀性的說明與引導較佳。 

 

是此，基於上節的結論，研究者提出以下幾項建議，並參考國外文獻提供國

內應有的動物保護內容。 

 

一、對國立編譯館的建議－加強宣導動物保護觀念並將議題融入各領域 

探討人與動物的互動內容，各領域在發展課程綱要時，應考慮將動物

議題自然融入於各領域中。畢竟關心動物，也是關心環境。教師和教科書編

輯者在選擇提供學生學習之教材內容時，可選擇和環境議題相關之能力指

標，融入學習領域之中，或編寫在彈性學習節數或選修課程中。 

然而，動物保護觀念需要在各學習領域九年的課程中全部出現，還是七

大學習領域全部合起來包含即可？如果所有領域合起來包含即可的話，那麼

同一出版商在不同領域的教科書編撰時需要大力整合，目前並未發現有此現

象，而且各領域教科書編寫時各有一個委員會各自為政，這有可能造成無法

統整動物保護概念的原因。雖然動物保護內容已出現在各領域中，但過於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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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與零碎，因此建議教科書審查委員會在審查時，必須要督促出版商改進，

並加強九年一貫課程裡對動物保護的情意關懷。 

 

 

二、對教科書中人與動物互動內容的建議 

    本研究發現教科書裡提到人與動物互動內容中，有以下幾點需避免： 

（一）避免購買動物：飼養動物在「認養」類目所出現的次數過少，建議九

年一貫教科書出版商能將飼養教育-例如以「認養」取代「買賣」的觀

念，結合在課程單元裡，讓課程更與社會脈動的相結合。 

（二）降低飼養小型野生動物的數量，可以參考RSPCA教育中心的作法，利

用針孔攝影機或建立一個觀察昆蟲的小花園，定期做觀察，既是認識

動物的好方法，也可減低飼養小型野生動物的數量。 

（三）課程前後盡可能減低動物的痛苦並避免造成動物死亡，例如不適應環

境、生疏的飼養技巧和不當的對待，都是造成動物死亡的原因。 

此外，建議在教學指引中說明：課程設計盡量以現有可取得的動

物為主，避免再購買新的動物；不熟悉飼養方式的動物則不應嘗試著

飼養。若要介紹家中寵物，建議可以拍下照片，如此可避免寵物遭受

搬運的痛苦及被學生圍觀時的恐懼。 

 

 

三、對教材內容的建議 

� � � 七大領域中以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提到動物的次數最多，如果依照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所述，研究者認為對於動物保護認知應該以同種動物有

系統有層次的介紹，才能對動物有更深刻的瞭解與認識，進而關懷動物，

尊重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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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研究者參考Education Women’s Humane Society（2000）對於國小

一年級到九年級所寫的動物保護作法，經研究者根據三家版本的教科書內

容以及教育部所規定各領域的課程綱要內容，修正成可適用於國內中小學

教材的內容：  

（一）針對以下台灣已有提到的層面，可以再更深入探討，例如： 

1.照顧動物：可從國小一年級開始建立起正確的照顧動物觀念與作法。   

2.瞭解與動物相關的組織單位之目標與任務：此項可搭配社會領域認識家

鄉的人事物，以及綜合活動的環境教育議題。 

3.動物的行為與溝通-瞭解動物的語言：此項可結合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的動物行為或動物學習行為單元。 

4.與動物相關的職業介紹，例如動物園員工、獸醫師、狗醫生⋯等：此項

可搭配社會領域認識家鄉的人、事、物，因為現在有寵物的家庭不少，

而課程強調貼近生活面，因此這些人物的介紹是可以納入課程中。 

5.瞭解與認識瀕臨絕種的動物：此項與自然與生活科技中的學習主題「資

源有限」其中的「認識台灣瀕臨絕種生物」內容相同。 

6.棲地與原生種：瞭解不同動物面臨求生的差異。此項在自然與生活科技

領域中可以做深入探討與比較。 

7.與動物相處的安全教育：處身於不友善的或支使性動物的周圍之安全 

，例如：如何預防被動物咬傷。此項在國小生活課程和健康與體育兩大

領域中提到安全教育的課程，只是教科書對於與動物相處之道卻不夠

詳實，因此若能建立正確對待動物的觀念，相信當面對虎視眈眈的野

狗，也可減少被咬或受傷等意外發生。 

8.認識與人類一起工作或協助的動物，如導盲犬、警犬、搜救犬等，以及 

與牠們有關的法律保護條款。在社會領域已有提到搜救犬以及在機場 

協尋毒物的工作犬，只是出現次數只有一次，其實可以隨著年級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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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更多這些為人類工作動物的一些動物福利問題，以保障牠們所應 

有的權益。 

 

  （二）對於台灣未提到的層面，建議可納入教科書中，例如： 

  1.動物濫用－明白此行為所涉及到的法律與道德問題：此項可納入國中階

段的綜合活動課程中，因為綜合活動是「綜合」所有的「課程」。此

領域可介紹目前會出現動物濫用的情形，例如：實驗動物因不必要的

實驗而遭受折磨，或為了育種而大量繁殖名犬、名貓等，這些在現今

法律已有相關的規範與約束，可以試著在教科書中探討。 

2.社區服務與志工－幫助與支持當地動物收容所：此項可搭配社會領域強

調的多元學習體驗，或是國中服務學習的課程。 

3.增進對動物的同理心：此項建議從國小一年級的生活領域開始教導，從

小養成對動物的同理心，這樣可避免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無辜傷害各種

動物，甚至是迷你野生動物，例如：蝴蝶、昆蟲、蜜蜂⋯等。 

4.瞭解人與動物在不同時空背景下的關係：此項可從社會領域切入，建議

有系統的介紹人與動物的關係會因時空背景而有不同的對待方式。 

5.人道的選擇：此項可放入健康與體育中的人與食物，尤其在選擇肉製品

或蛋奶類時，盡量選擇是從飼養到運輸、屠宰等過程中都是合乎人道

的產品。 

6.迷思／傳說／符號與事實－閱讀有關藝術、宗教、歷史中人與動物的故

事：此項可利用藝術與人文課程進行之。 

7.動物過剩／道德兩難：例如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中提到的養蠶課程，在  

未來還是繼續存在的話，那麼當生過多的蠶寶寶，該如何處置，教師

可和學生一起探討。 

8.參觀動物收容所－主要是認識收容所的服務內容與職業。此項可搭配綜

合活動的生命教育或認識家鄉的人事物等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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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訓練－動物透過正規加強訓練所獲得的結果，此訓練是指對動物進行一 

般常規訓練，而非特技表演。 

10.比較野生動物、馴化、同伴動物之相同與不同之處。此項可放入自然與

生活科技領域中，讓學生瞭解生活中各種動物會因與人類關係的遠近

不同，而其行為表現或所受到的對待方式，會有所不同。 

 

（三）有效利用九年一貫中所提到的彈性課程1－研究者參考Education 

Women’s Humane Society（2000）中提供關於動物的資訊和使用的經

驗，例如： 

1.成立「友善對待動物週」並提供有關於動物的圖片或文學作品。  

2.在課堂上討論某些動物成為絕種之過程 。 

3.邀請慈善團體到校演講並讓孩子與一些動物互動。  

4.放映與動物有關的電影並於播完後討論。  

5.帶學生去動物收容所進行校外教學。  

6.帶學生去自然中心，觀察野生動物或在自然中心中欣賞動物解說展示。  

7.教師可準備關於人道價值的課程材料與學生一同討論。 

 

 

四、對於教科書編輯者的建議 

（一）多參與研習吸收新知 

當九年一貫課程要加入動物保護這樣的概念時，很顯然得先游說讓教

科書編輯者、學校教師及行政人員⋯等成人，需具有動物福利的概念，畢

竟第二章文獻探討提到動物倫理的光譜很廣，從動物虐待、動物使用、動

物福利、動物權到動物解放，以及要如何達到使用動物，但又不剝奪其應

                                                 
1 「彈性學習」由學校自行規劃辦理全校性和全年級活動、執行依學校特色所設計的課程或活動、安排學
習領域選修節數、實施補救教學、進行班級輔導或學生自我學習等活動（教育部，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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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五大自由，需透過傳播動物福利消息並且促進良好的做法，結合國內

外動物保護團體的資源，才能引起更積極的行動，例如：辦理學校人道教

育的課程、教師工作坊、成人教育、動物訓練與行為課程，以及社區大學

等，都是推動動物保護教育的管道。此外，各領域教師們可以透過參加現

場研習或線上研習，獲得動物保護相關的知能，有利於教學時融入。 

 

（二）編寫動物保護教育相關教材 

對動物保護和自然科學教育有興趣的教師，可以試著編製相關教材，

因為還有許多動物保護的概念尚未融入。要對教材更深入瞭解，才可能將

動物保護相關概念順利的融入在七大領域教材。 

 

 

四、對農委會相關單位的建議 

動物保護機構可以開設動物保護種子訓練教師的課程或研習、自然中心

的學習、田野方式的調查，並且擴大參與教師的層面，不限於自然與生活科

技領域教師，歡迎各領域教師參加。在國民中小學各領域各科教師都應該具

備此一觀念，對於推動人與環境和諧共處的永續發展一定有相當大的幫助。

而且可以將研習的對象區分為具有動物學系背景與非動物學系背景教師，對

於研習的成效將有很大的助益。 

 

 

五、對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的建議 

        從2004年針對教科書中提及動物的內容，到2005年找出與動物保護相關

的內容，歷經兩年，教科書研究小組對於動物保護的概念已漸漸熟稔，因此

未來再分析教科書也許可以將所設計的類目表再精緻化，尤其經由第四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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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對於次類目內容，應可以再劃分清楚，例如飼養動物可以考慮區

分成經濟動物、同伴動物。此外，依據九年一貫課程理念與發展的精神，有

系統的建構出動物保護概念在課程中應該有的呈現方式。 

     

 

六、對未來的研究方向的建議 

本研究僅針對同一年度不同領域的教科書進行比較分析，建議未來研究

可以擴及不同階段的教科書進行比較，例如：比較動物保護法尚未實施前（民

國六十四年版和八十六年版）的教科書與實施後九年一貫的教科書之縱向比

較。 

另外，亦可以設計評鑑問卷，探討環境近似（如同一行政區），不同學

校選擇不同版本教科書，對學童動物保護觀念形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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