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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壹壹壹、、、、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在民主浪潮的激盪下，台灣地區公民社會的發展，愈益成熟，尤其自政治威

權式微後，社會急劇邁向自由、民主、多元與開放發展，政治環境也歷經多項變

動，先是政府解除戒嚴，終止動員戡亂時期，改善兩岸關係；接則修訂憲法，積

極推展民主憲政，國內情勢也由威權逐步走向平權化的公民社會，然而台灣人民

所應表現的公民意識與公民德行，似乎仍有相當大的改善空間。 

    教育為建國的基本工作，公民教育更是一切教育的根本。在許多國家的教育

制度上，公民課程常是中小學教育的核心，除了延續民族文化，傳遞社會價值，

促進民生發展與提高人力素質外，如何使國民了解做為公民的義務與權利，進而

積極參與團體生活，乃是基本教育的課題（台灣師範大學學術研究委員會，

1983）。在這民主化發展過程中，對公民教學的影響相當大。隨著時代的演變，

我國國民中學課程標準也順應時代潮流而多次修改，然而無論新舊教材，公民課

程扮演的角色不外乎具有政治社會化的功能以及培育現代化的公民（朱桂芳，

2000）。 

    我國公民教育的思潮，源起於 1906年（清光緒 32年），當時因鑒於日本重

視公民教育，進而戰勝俄國，引起我國有識之士的重視，開始提倡公民教育。民

國建立後，為培養民主共和國家的國民，更加倡導公民教育，因此在學校中單獨

設科，教導有關公民應具備的知識、道德與技能，以期培育現代國家的健全公民

（陳光輝，1983）。 

    台灣地區在戒嚴時期，公民教育乃以培養國家公民為目的，課程內容多以宣

揚政策，鞏固當局者政權為主；從 1987 年解除戒嚴起，隨之而來的是多樣化的

社會，開放黨禁、報禁、修憲、一直到總統直選、政黨輪替等，這十多年來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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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變革，使台灣地區愈朝向民主的社會邁進。此時，培育「民主的公民」，使其

具有民主知識、態度等內涵，為教育的重要方向。 

    國中公民課程使青少年透過教育了解政府政策的運作，培養民主的態度與價

值，善用合法的政治權利，擴大政治參與。因此隨著台灣政治環境的變遷，課程

內涵也隨之改變。1990 年代前期是依據教育部七十四年頒佈的課程標準而改編

的公民與道德教科書，該版剛好界於台灣民主化轉型的年代；繼之而起的是依據

八十三年課程標準所編的認識台灣（社會篇）及公民與道德教科書，因強調本土

化課程，簡化了原有的社會科（地理、歷史、公民與道德）的內容。接著教育部

又於 2000年公佈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國中部份於 2002年陸續實施九年一貫

課程，並於 2003 年正式公佈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將過去細分的諸學科統整為七

大領域，公民教育則融入於社會領域之中。 

    由於課程的發展深受社會脈動的影響，課程是複製社會規範的重要工具，並

非價值中立的，不同的價值體系與意識形態會衍生出不同的課程內涵，而社會或

政治環境的變遷所帶來的新價值體系，對課程的改革更是有直接的影響（甄曉

蘭，2001）；公民教育的成敗，影響著國家政治目標的實現；國家政治社會環境

的演變，也影響著公民教育的內涵及方向。加上現今實施九年一貫課程，教科書

由統編本改為審定本，形成教科書市場上百家爭鳴的局面，讓課程內容呈現相當

自由多元開放的現象。因此想要了解在台灣政治民主化的轉變下，我國國中階段

公民類科的課程內涵是否真的受其影響？有著哪些演變？此乃本研究的動機。 

 

貳貳貳貳、、、、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中公民類科教科書民主政治內涵是否受到台灣民主化發

展而有改變，乃以威權體制時期的版本、民主轉型時期的版本及民主鞏固時期等

三種版本為分析對象，包括國民中學公民與道德及九年一貫社會領域等教科書，

了解並比較其中的民主政治內涵的呈現情形；並探討各版與台灣政治民主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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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的關係，再予以綜合討論台灣政治民主化的發展與公民課程的民主政治內涵

演變的關係。具體而言，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一、分析並比較 74 年版「公民與道德」、83 年版的「公民與道德」與「認識

台灣社會篇」；89年版的「九年一貫社會領域」的教科書中民主政治內涵

的異同。 

  二、探討三種版本教材之民主政治內涵的發展趨勢，以及其與台灣政治民主化

發展之關係。 

  三、歸納研究發現，以作為國中社會領域課程發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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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待答問題待答問題待答問題待答問題 

    本研究是以內容分析法分析國中公民教科書，了解其民主政治內涵，並歸納

整理台灣民主化發展的過程，以期分析比較民主化下的台灣國中階段公民類科教

科書民主政治內涵的演變等問題。待答問題如下： 

壹、74年版「公民與道德」、83年版的「公民與道德」與「認識台灣社會篇」；

89年版的「九年一貫社會領域」教科書中民主政治內涵的呈現情形如何？ 

貳、74年版「公民與道德」、83年版的「公民與道德」與「認識台灣社會篇」；

89 年版的「九年一貫社會領域」教科書，各版本間民主政治內涵的差異

情形如何？ 

參、74年版「公民與道德」、83年版的「公民與道德」與「認識台灣社會篇」；

89 年版的「九年一貫社會領域」教科書中的民主政治內涵宣傳策略的文

字呈現內容有何差異？ 

肆、台灣民主化的發展對國中階段公民類科教科書的民主政治內涵有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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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名詞解釋名詞解釋名詞解釋名詞解釋 

壹、公民課程內涵 

    本研究所稱之公民課程內涵乃著重於公民教科書中所呈現的民主政治內

涵，研究中所分析的公民教科書僅指課本，不包括教師手冊及學生習作等。而民

主政治內涵指的是教科書中與民主政治相關的知識、態度、價值與實踐等有關之

內容。 

貳、民主化 

    本研究所稱之民主化（democratization）又稱為民主轉型（democratic 

transition），乃指一個國家貫徹人民主權原則，落實平等的參政權和普及的選舉

權，容許政黨的成立與競爭，並維持公平合理的選舉制度。是一個階段性發展演

進的政治過程。 

參、台灣民主化 

    本研究所稱之台灣民主化乃指 1949 年政府播遷來台至今的民主政治發展情

形，本研究將其區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威權體制時期（1949~1986 年），

由國民政府遷台直到民主進步黨成立為止；第二階段為民主轉型時期（1986~1996

年），由民主進步黨成立至第一次總統直選為止；第三階段為民主鞏固時期（1996

年起至今），由第一次總統直選開始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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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壹壹壹、、、、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 

    本研究的分析對象是國中公民與社會領域教材，包括 

一、依據民國七十四年的課程標準所出版的國中「公民與道德」第一到六冊，

本研究簡稱 74年版。 

二、依據民國八十三年的課程標準所出版的國中「公民與道德」第一到四冊以

及認識台灣社會篇全一冊，本研究簡稱 83年版。 

三、依據民國八十九年教育部所頒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社會領域暫行

綱要」所編制，教育部審查合格的教科書，為九十一年出版的「九年一貫

社會領域公民部分」第一到六冊。九年一貫版本，採取康軒及南一出版社

之社會課本做分析對象，本研究簡稱 89年康軒版、89年南一版。 

 

貳貳貳貳、、、、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 

一、在教材分析方面 

    在教材分析方面，1949年至 1986年間的威權體制時期，教科書共經歷了六

次的課程修改，但本研究僅取此階段最後一次的課程修改版本，也就是 74 年版

做為研究對象，此為威權體制時期教材版本選擇上的限制。由於此一版本乃根據

72 年版小幅調整而成，而此一年段又是台灣社會快速變遷的時代，因此，國中

公民與道德的內容修訂成為學科本位的知識教育，教材綱要也由原本個人至世界

的心理組織編輯，改為教育、社會、法律、政治、經濟、文化等六方面的內容，

由於這些內容與民主轉型時期的 83 年版的教材綱目較為類似，因此本研究只取

74年版做為威權體制時期的分析版本。 

而在民主鞏固時期的九年一貫版本方面，由於九年一貫版本採用審定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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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多本，加上各校選擇版本也不盡相同，目前七到九年級通過審查的版本有翰

林、康軒、南一、仁林等四個版本，僅通過七上版本的有育成出版社。研究者參

考康軒文教網的資料（http://www.knsh.com.tw），瞭解近年來九年一貫版本的市

場佔有率第一、二名的出版社為康軒和南一出版社，因此基於年級的連貫性及研

究時間考量，選擇康軒、南一社會領域課本做為民主鞏固時期的分析版本，故無

法呈現出台灣地區社會領域教科書的全貌。 

    此外，限於人力與時間，僅針對正式課程中與民主政治內涵最相關的課程教

科書進行分析。對於其他相關課程、非正式課程與潛在課程則未納入本研究範圍。 

 

二、在研究方法上 

在研究方法上，係採用內容分析法，僅對教材內容進行分析，並未對編輯者

的信念與想法進行訪談了解，此乃另一研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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