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蓮縣太昌國民小學教科書選用辦法（草案） 

壹、依據： 

一、國民教育法第 8 條之 2 第 2 項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教科圖書，由學校校務會議訂

定辦法公開選用之。」 

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圖書選用注意事項，中華民國 107 年 4 月 27 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070037601B 號令訂定。 

貳、目的： 

為提昇本校教學品質，促進教育正常發展，尊重教師專業自主能力，適切回應學校本位課程 

發展及社區本位之教改趨向，特訂定本辦法。 

參、選用原則：  

 一、學校本於教育專業，以合法、公平、公開與公正之原則選用教科書。 

二、教科書應採用審定合格、領有未逾期限執照，並經教育部核價之教科書。 

三、各領域教科書於同一學習階段內應採用一種版本；若變更版本，由提案學年教師提供 

「會議記錄」、「銜接教學計畫」及「銜接教材」送教育處核備。 

四、以教育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各學習領域教科書評鑑指標作為評選依據（附件） 

伍、教科書選購程序與日程表： 

一、每年五月三十日前選用，確實時間於校務行事曆訂定。 

二、流程說明： 

1.各領域樣書提供教師閱讀檢視。 

2.召開教科書選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進行橫向審查。 

3.針對第一次會議結果作縱向審查。 

4.若上述兩次會議選用教科書版本不一致時，召開課發會討論後議決之。 

5.統計選用版本送交校長核定後公告。 

陸、教科圖書選用委員會組織： 

一、組織成員 

職稱 執掌 備註 

教務主任 負責召集召開評選及審查會議  

教學設備組長 

1.擔任本校教科圖書選用委員會執行秘

書，負 責彙、蒐集相關資料及樣書。 

2.負責各項會議紀錄之登錄及保存。 

 

第一次會議委員 

（學年主任-各學年任課教師及家長代表） 

負責橫向審查、選用該年級之教科書。  

第二次會議委員 

（領域召集人-各學年領域教師代表） 

負責縱向審查各年級選用之教科書之

連貫性 

 

二、參與（或曾參與）各版本教科圖書編審或顧問之人員，不得擔任教科圖書選用委員會成員；

為教育部所聘之教科書審查委員不在此限。 

三、校長得列席參加選用教科書圖書委員會之各項會議。 



柒、本辦法未盡之適宜，悉依相關法規及要點辦理。 

捌、本辦法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之，修正時亦同。 

 

附件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各學習領域教科書評鑑指標 

一、教科書評鑑一般指標： 

本評鑑指標研究小組曾建構教科書評鑑的一般性指標，分為六大項目的 30 個細目指標，作

為各學習領域教科書評鑑指標研究小組進一步發展各學習領域教科書評鑑指標的參考。茲將該

一般指標及其定義說明如下： 

(一)出版特性：指作為出版品的教科用書之物理屬性，如教科書的版面設計、圖文搭配、文句組織、

紙張品質、字體大小、色彩視覺和堅固程度等。本項目一般指標為： 

1、文字流暢易懂。 

2、圖畫文字搭配合適。 

3、紙質良好。 

4、印製美觀。 

5、堅固耐用。 

(二)課程目標：指教科書及其相關附屬材料所呈現用以實踐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目標的程度或

特性。本項目一般指標包括： 

1、能實踐課程綱要能力指標。 

2、目標來源具備合理性。 

3、具體、明確。 

4、兼顧認知、情意和技能等層面目標。 

5、目標合乎學習者身心發展層次。 

(三)學習內容：指教科書及其相關附屬材料所選擇供學生學習，用以實踐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

各學習領域課程目標的題材、事實、概念、原理原則、方法、技能和價值。本項目的一般指標

有： 

1、能有效達成目標。 

2、含重要之事實、概念、原理原則、方法、技能和價值。 

3、內容正確。 

4、合時宜。 

5、生活化。 

6、份量適中。 

7、難易適切。 

(四)內容組織：指教科書及其相關附屬材料所呈現將各種學習內容進行水平和垂直組織的方式和特

性。本項目之一般指標如下： 

1、章節結構良好。 

2、學習內容前後順序合乎學習原理。 



3、重要學習內容能適度延續出現並具擴展性。 

4、內容各部份和各要素銜接整合良好。 

(五)教學實施：指教科書及其相關附屬材料所呈現的進行教與學之各種活動設計及實施方式。 

本項目之一般指標有七： 

1、提供學生參與探索之機會。 

2、配合內容提供合適的教學策略。 

3、評量建議或安排能反映課程目標。 

4、激發學生學習動機、興趣。 

5、學生有機會表達和應用習得的知識。 

6、激勵學生主動解決問題、創造思考和更進一步的學習動力。 

7、提供適應個別差異的活動和機會。 

(六)輔助措施：指教科書出版者所建議或提供用以增進和發揮教科書功能的輔助性措施或材料。本

項目的一般指標包括： 

1、建議增進教科書功能的輔助性材料。 

2、持續研究並即時更新內容。 

3、提供學生及教師使用的諮詢和其他協助的資源。 

除上述一般指標外，各學習領域研究小組得就各學習領域課程的特性，於每一評鑑項目內

再補充其他評鑑細目指標，並以更明確、完整的敘述，列述各領域教科書評鑑細目指標。 

 

二、使用建議 

評鑑者使用本評鑑指標進行教科書評鑑時，建議如下： 

(一)精研各學習領域課程綱要： 

教科書是實踐課程綱要和教育理想的材料之一，評鑑人員若能精研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

程各學習領域課程綱要，必能掌握課程綱要的精神，體會其內容精義，提升專業判斷能力，如

此一來，即能善用甚至補充本指標，用以判斷教科書品質。 

(二)研閱各領域教科書評鑑指標的使用說明： 

本評鑑指標內的各領域教科書評鑑指標，均提供了使用說明，評鑑人員於評鑑前先研閱使

用說明，對於評鑑指標內容的了解與善用，極有幫助。 

(三)視需要調整各項目配分權重及補充細目指標： 

各領域教科書評鑑指標研究小組均建議了各評鑑項目的配分比重，唯評鑑者得視需要斟酌

調整各項目的配分權重。但是，出版特性和輔助措施兩項目之百分比應儘量降低，以免過於強

調了教科書的形式特性而忽略了教科書的實質內容。 

此外，基於使用的方便性和可行性，本小組在建構評鑑指標時，將細目指標數量設定於 25

至 35 個之間。這樣的指標數量當然無法窮列評鑑教科書的所有屬性，而且評鑑者進行評鑑的目

的和情境條件各有差異，因此評鑑者可發揮專業素養斟酌或補充其他指標。但所補充之指標應

信守效用、妥適、可行、精確和公正等原則，並於評鑑前事先討論議定後，再行評鑑。 

(四)依評鑑目的呈現評鑑結果： 

當進行比較性評鑑時，例如學校就不同版本教科書加以評比以選用最佳版本時，可就各評



鑑細目指標逐項評以等級分數，計算各受評版本教科書的得分，並詳述各版本教科書的特殊

優、缺點，以選擇最合適的教科書。 

(五)深入而完整的了解教科書及其輔材： 

為公平客觀地評鑑教科書品質，應對教科書的各種特性有完整而深入的了解，因此有關了

解教科書各項特性的各種材料，如教科書本身、教學指引、教師手冊、學生習作或手冊和伴隨

教科書而使用的圖片、教具、媒材等亦宜一併檢視評估。 

另外，真正的了解通常是使用後才能獲得。因此，當採用了教科書之後，宜由使用者紀錄

使用時的優劣得失，作為未來評選的參考。換個角度說，若評鑑時能有使用者參與評鑑，將會

是實施評鑑的好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