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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小學科學課程演進與回顧(下) 

劉俊庚 1 邱美虹 2* 
1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2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科學教育研究所 

三、我國歷年中小學科學課程科目與名稱演變  

我國小學各年級科目名稱與每週教學時間，自光緒 28 年《欽定學堂章程》於高小階

段始設科學課程（理科），民國 18 年正式訂定《小學課程暫行綱要》，歷經多次修訂，

增減情形詳如表 3。  

表三、歷年小學科目名稱與每週教學時間表彙整  

年級  
年份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光緒 29 年  
初等小學堂 (5 年 ) 
格致 (每週 1 小時 ) 

 
高等小學堂 (4 年 ) 

格致 (2 小時 ) 

宣統 2 年    
高等小學堂 (4 年 ) 
格致 (2 小時 ) 

民國 18 年  自然 (90 分 ) 自然 (120 分 ) 自然 (150 分 ) 

民國 21 年  自然 (90 分 ) 自然 (120 分 ) 自然 (150 分 ) 

民國 25 年  常識 (150 分 ) 常識 (180 分 ) 自然 (150 分 ) 

民國 31 年  常識 (150 分 ) 常識 (180 分 ) 自然 (120 分 ) 

民國 37 年  常識 (150 分 ) 常識 (150 分 ) 自然 (120 分 ) 

民國 41 年  常識 (150 分 ) 常識 (150 分 ) 自然 (120 分 ) 

民國 51 年  常識 (150 分 ) 自然 (90 分 ) 自然 (90 分 ) 

民國 57 年  常識 (150 分 ) 自然 (90 分 ) 自然 (120 分 ) 

民國 64 年  自然科學 (120 分 ) 自然科學 (160 分 ) 自然科學 (160 分 ) 

民國 82 年  自然 (3 節 ) (120 分 ) 自然 (4 節 ) (160 分 ) 自然 (3 節 ) (120 分 ) 

民國 90 年  生活 (社會、藝術與人文

和自然與生活科

技 )(15%) 

自然與生活科技 (15%) 自然與生活科技 (15%) 

民國 97 年  生活 (社會、藝術與人文

和自然與生活科

技 )(15%) 

自然與生活科技 (15%) 自然與生活科技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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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課程問題，除課程目標外，便是科目的分合（司琦，1971）。隨著經驗不斷地增加，

科目亦逐漸有分化的情形。低年級偏重於合科編制，從民國 18 至 57 年皆為「社會」與

「自然」合併成「常識」，隨後則採取「自然」單獨設科，但民國 90 年九年一貫課程又

將「社會」、「藝術與人文」和「自然與生活科技」等三科合併為「生活」，很明顯地

低年級科學課程總在合科或分科之間擺盪，課程名稱變化如圖 2 所示。中、高年級大致

採取單獨設科的方式，名稱以「自然」為主，民國 90 年改稱「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圖二、小學低年級課程名稱與結構變化圖  

 

參、我國小學科學課程與政治社會

之關係  

百 年 來 我 國 小 學 科 學 課 程 著 重 於 教

學目標、教材內容與各科時間分配和教學

方法等方面進行修訂。教學目標方面，從

以生活為中心轉變為以自然改進生活，最

後則強調人與自然環境的互動關係，顯示

課程有極大的變化。而課程亦從先前配合

國 家 政 策 ， 順 應 社 會 之 需 求 ， 至 九○年 代

教育全面鬆綁，課程慢慢地擺脫政治等意

識形態。此外，小學教科書全面開放為審

定制，更促使我國科學課程走向更為開放

與多元的境界。  

課 程 發展 與 政 治 社會 有 著 互 動關 係 ，

課程修訂隱含時代背景、社會變遷（李坤

崇，2010），換言之，課程反映社會的需

要，社會情勢影響課程，使其內容隨社會

需要而變動（司琦，1971），更是國家政

策的實踐與運作（張淑芳，1993）。底下

將針對各階段課程目標與事件來探討。  

 

一、第一階段（民國元年~40 年）  

此 階 段 初 期 因 社 會 氣 氛 反 對 教 育 脫

離實際生活，而美國教育思潮正符合當時

教育界的目標，如教育即生活與兒童中心

論，自然也成為我國教育模仿的目標，「社

會」因素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後期則

因「戰爭」因素，教育目標反映戰爭需要，

課程內容也關注於戰爭常識與戰時國防設

備研究，如增添關於防空、防毒器具、軍

事火藥等課程內容，但也對科學教育產生

極大影響，忽略對科學基本理論的學習（蔡

鐵權和陳麗華，2010）。  

 

格致  自然  自然 常識 自然科學 生活  常識 自然  

民 國 18 年  民 國 25 年  民 國 64 年民 國 57 年 民 國 89 年  民 國 21 年

衛生  社會、
衛生  

衛生 社會 社會、藝術
與人文  

衛生 黨義  

分科  合科 分科 合科? 合
科

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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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階段（民國 41 年~56 年） 

民國 41 年《國民學校課程標準》的

高小自然課程綱要教材編選提及：“要根據

民生主義，把國父「建國方略」中關於物

質建設方面的各項計劃做基礎…”。明顯課

程是為符合當時的政治氛圍，配合國家政

策，換言之，此階段課程受到「政治」因

素的影響。  

 

三、第三階段（民國 57 年~63 年） 

此 階 段 科 學 課 程 配 合 教 育 潮 流 和 國

家經濟建設需要，以培養基層建設的人才

為主，課程明顯受到「社會」與「經濟」

等因素之影響。  

 

四、第四階段（民國 64 年~81 年） 

課 程 仍受 到 許 多 的限 制 ， 缺 乏彈 性 ，

如課程編制首次出現：「本課程標準，是

課程編制的基準，各科須依據本課程標準

中各項規定實施之。」可說是歷年控制色

彩最重的課程標準（歐用生，2011），換

言之，課程明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

但此階段科學課程受到外國課程影響更甚

於「政治」因素，課程與教科書編訂即參

考世界各國最新教材，作為編輯新教材之

依據，並著重於培養學生科學方法與過程

技能，課程目標均詳細列入各階段須達到

的過程技能，可謂此階段科學課程的重要

特色，也對以後小學自然課程產生極大的

影響。  

 

五、第五階段（民國 82~89 年）  

民國 76 年解除戒嚴，社會進入多元

化的階段，政府為因應社會變遷與教育發

展需要，修訂課程。但此階段我國小學自

然課程仍延襲民國 64 年之課程目標，未有

太大的轉變。但在教材編輯方面則著重於

鄉土的題材，愛護環境，強調環境議題（教

育部，1993），明顯地受到當時社會氛圍

的影響，換言之，課程受到「社會」與「經

濟」等因素之影響。  

 

六、第六階段（民國 90~100 年）  

為符合世界各國教育改革的脈動，以

及社會各界對於教育改革的期許，本階段

課程設計除增加許多彈性外，如以「課程

綱要」取代過去「課程標準」，亦反映出

當時的社會與政治意義，課程仍受到政治

社會環境的影響（白亦方等人，2011）。  

綜合上述，我國小學課程因政治、社

會與戰爭等因素而有所變化，雖然科學課

程未若「國語」或「社會」等科目受限於

當時黨國氛圍，受到過度的政治干預，但

也看出我國科學課程仍不免受到上述因素

的影響，如政府遷臺後，課程配合教育潮

流和國家經濟建設需要，培養基層建設的

人才，以達到反共復國的目的。依據司琦

（2005）的研究，他認為教科書內容亦受

到 上 述 之 衝 擊 ， 如 「 戰 亂 期 」 （ 民 國 26

年～37 年）因對日戰爭，以及抗戰勝利後

內戰，受「戰爭」和「社會」因素的影響

較多；「非常期」（民國 38 年~56 年）因

內戰失利，政府遷臺，受「政治」因素的

影響較多；而「延長期」（民國 57 年～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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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則因工商業繁榮，國民所得提高，實

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受「經濟」的因素

較多。兩者相互比較，更可說明我國小學

科學課程不論課程與教材在不同時期受到

政治、社會與戰爭等不同因素的影響。  

 

肆、我國中小學科學課程銜接問題

之探討  

一、我國中小學科學課程銜接問題  

長久以來，中小學科學課程最為核心

的問題在於銜接性和連貫性。民國 51 年，

教育部同時修訂中小學課程綱要，民國 57

年實施九年義務教育，頒布《國民中小學

暫行課程標準》，民國 64 年修訂小學課程

標準，或是民國 78 年小學進行修訂工作亦

在時間上與國中修訂相互配合，其修訂特

點均為貫徹九年一貫精神，強調課程銜接

（唐守謙，1977）。此外，教育部亦針對

此問題，於民國 64 年修訂課程標準時，委

託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和師大科教

中心辦理課程實驗研究，並在課程組織與

人員方面，取得密切連繫，使總目標一致。

民國 78 年，教育部亦為統整中小學課程內

容，配合延長國民教育的政策，同時成立

「中小學課程標準統整架構及實施研究小

組」，訂定「中小學課程標準統整架構及

實施方案」，以作為各階段課程發展之參

考（張淑芳，1993）。上述種種措施均可

看出我國對於中小學科學課程銜接的重視

與作為。  

(一 ) 公布期程前後不一  

雖 然 我 國 中 小 學 科 學 課 程 歷 經

多次演變，透過教育部主導課程修訂

工作，均可看出我國中小學課程修訂

希 望 達 到 課 程 連 貫 與 銜 接 。 但 從 六○

年代以後，中小學課程公布期程前後

不一，以民國 82 年《國民小學課程

標準》為例，民國 83 年頒布《國民

中學課程標準》，實施期程未充分銜

接，不僅難以共同研議課程，更無法

落實縱向連貫與橫向統整。此外，我

國 中 小學 課 程 採 取兩 個 階 段 來設 計 ，

研訂課程時難免各自為政，雖有九年

一貫的精神，但九年一貫理想卻難以

實現。民國 89 年實施九年一貫新課

程時即針對此問題，將中小學課程綱

要做一貫性的設計，冀能達到課程的

連貫與銜接。  

(二 ) 教材內容分析具連貫性  

若從教材綱要來分析，本文以民

國 82 年《國民小學課程標準》與民

國 83 年《國民中學課程標準》之「力

與運動」和「酸鹼」概念來探討課程

連貫的關係。此外，本文亦選用民國

97 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做為前後課程之比較，藉以了解我國

中小學課程連貫與銜接的問題。結果

詳如表 4 和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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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教材內容分析與比較－力與運動概念  

概念  年段  
民國 82 年《國民小學課程標準》

民國 83 年《國民中學課程標準》

民國 97 年《中小學九年一貫

課程綱要》（自然與生活科技） 

運  

動  

現  

象  

國

小

階

段  

低年級  觀察物體運動的樣子。   

中年級  觀察生物運動的快慢。   

高年級

 觀察空中灰塵、水中微粒的運動

現象。  
 記錄並描述物體運動的快慢、方

向變化。  

 運用時間與長度，描述物體

運動的速度。  
 察覺施力可使物體運動速

度改變。  

國

中

階

段  

理化  

 讓學生觀察日常生活中的運動

現象：  
(1)僅限於單向直線運動；  
(2)速度、速率等宜由實驗生活上

的事例及實測活動去學習。   利用距離、時間及方向，描

述物體運動。  
 知道圓周運動是一種加速

度運動。  
選修理

化  

 介紹瞬時速度的概念。  
 介紹直線的等加速度運動。  
 探討物體在等加速度運動過程

中，隨時間改變所發生位置變化

的關係。  
 介紹自由落體。  

力  
與  
運  
動  
的  
關  
係  

國

小

階

段  

低年級

 風、水或手推均可使東西動起來。 
 電池可使燈泡發光、馬達轉動。

 磁鐵能吸引鐵的物質。  

 察覺風、水及手的推力，可

使物體運動起來。  

中年級

 地球引力使物體具有重量。  
 力有大小、方向的性質。  
 力可改變物體的形狀與運動速

度。  
 自定測量力的工具。  

 知道物體受力的大小可由

形變的程度得知 (例如彈簧

拉長、球被壓扁 )。  

高年級  運用簡單機械使工作輕鬆方便。

 察覺物體受好幾個力的作用，

仍可能保持平衡靜止不動。 
 實驗發現槓桿原理(例如利用

翹翹板懸掛不等重的東西)。 
 察覺摩擦力會影響運動，摩

擦力的大小與接觸面的性

質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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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中

階

段  

理化  

 介紹力在物理學上的意義，力的

合成以及靜力平衡等概念。  
 談摩擦力時只介紹摩擦力的概念。 
 以日常生活中運動實例說明牛

頓三大運動定律，並設計實驗以

歸納 F、m、a 三者間的關係，並

藉以培養數據整理分析的能力。

 設計簡易生活化的實驗，至少能

包括：力矩、省時、省力和操作

方便的簡單機械，且只作定性的

探討。  

 察覺力矩會改變物體的旋

轉運動。  
 知道達到平衡的物體所受

合力為零、合力矩為零。  
 瞭解槓桿原理是力矩作用

的結果。  
 知道力會以「場」分布的形

式存在 (例如重力場及磁力

場 )。  
 探討影響摩擦力的因素。  
 探討物體受力時，運動量改

變的現象。  
 知道物體做加速度運動

時，必受力。  
 知道物體的質量決定其慣

性大小。  

選修  
理化  

 介紹力的分解概念。  
 探討摩擦力與接觸面的性質及

其下壓重量之間的關係。  
 延伸牛頓運動定律應用，解釋物

體等速率圓周運動的現象。  
 介紹萬有引力。  
 介紹常用的簡單機械，讓學生了

解簡單機械在不同的操作使用

時，其省力或省時的情況。  

表五、教材內容分析與比較－酸鹼概念  

概念  年段  
民國 82 年《國民小學課程標準》  

民國 83 年《國民中學課程標準》  

民國 97 年中小學九年一貫課

程  

酸  

鹼  

性  

國

小

階

段  

低年級  

 察覺檸檬汁酸酸的，肥皂水滑滑

的等現象  
 察覺液體有味道及一些可辨認的

特性。  

 

中年級  
 由 液 體 和 其 他 液 體 或 物 質 的 反

應，了解液體性質。  
 能利用氣味、觸覺、味覺簡

單區分常見食物的酸鹼性。 

高年級  

 由實驗對酸、鹼及中性下操作型

定義。  
 酸與鹼的了解與生活上的應用。

 了解酸雨。  

 能 知 道 及 區 辨 常 用 酸 鹼 物

質的特性，及其在生活上的

應用。  
 由 實 驗 瞭 解 鹽 類 溶 於 水 的

酸 鹼 性 與 酸 鹼 鹽 的 操 作 型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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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國 82 年《國民小學課程標準》與民

國 83 年《國民中學課程標準》課程連

貫之關係  

「力與運動」的主題可分為「運

動現象」和「力與運動」等兩個次概

念來分析。「運動現象」部分，國小

階段的低中年級部分，主要從觀察物

體運動現象開始，高年級則描述運動

的快慢與方向變化，國中階段仍從觀

察日常生活中的運動現象開始，再介

紹速度與速率等概念，最後則深入介

紹加速度與其應用，兩個階段於觀察

物體運動有重疊部分。速度概念方面，

國 小 階 段 仍 著 重 於 物 體 運 動 的 快 慢

與 方 向變 化 ， 國 中階 段 則 予 以量 化 ，

並加入加速度概念。「力與運動」部

分，國小低年級為觀察物體受到力會

產生運動現象，中年級介紹力的概念，

以 及 力 可 改 變 物 體 的 形 狀 與 運 動 速

度等，高年級則說明簡單機械。國中

國

中

階

段  

理化  
 以日常生活中常見物質為例，簡

單介紹酸、鹼、鹽和 pH 值。   由 實 驗 探 討 金 屬 與 非 金 屬

氧 化 物 在 水 溶 液 中 的 酸 鹼

性，及酸性溶液對金屬與大

理石的反應。  
 以實驗觀察酸、鹼溶液反應

的 溫 度 變 化 及 產 物 ， 以 及

酸、鹼、鹽類在日常生活中

的應用與危險性。  

選 修 理

化  

 介紹酸鹼值 pH 的表示法，定義

[H+]=10-pH ， 但 不 宜 用 對 數 作 說

明。  
 由酸鹼中和實驗，將中和後的產

物予以蒸發，求得生成物－鹽。

 由 已 知 濃 度 之 酸 與 鹼 ， 藉 由 滴

定，探討酸與鹼的關係，並做簡

易計算。  

指  

示  

劑  

國

小

階

段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能運用石蕊試紙或花汁當指示劑

區分酸鹼。  

 由 實 驗 知 道 生 活 中 有 些 花

卉 菜 葉 會 因 接 觸 酸 鹼 的 環

境而改變顏色。  
 能運用指示劑觀察酸、鹼溶

液混合的酸鹼性變化。  

國

中

階

段  

理化  

 只介紹常用指示劑，至多三種。

 中和：(1)設計實驗，觀察指示劑

顏色變化，不作計算。(2)介紹中

和反應在生活上應用的實例。  

 能 認 識 實 驗 室 中 常 用 的 指

示劑 (例如石蕊、酚酞 )及指

示 劑 能 藉 呈 現 的 顏 色 顯 示

酸、鹼性。  
 能 利 用 廣 用 指 示 劑 的 顏 色

變 化 判 定 酸 鹼 物 質 的 pH
值。  

選修  

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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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則著 重 於 力 在物 理 學 上 的意 義 ，

日常生活中力與運動的實例，以及從

簡 易 生活 化 的 實 驗來 了 解 簡 單機 械 。

兩 個 階 段 分 別 於 觀 察 物 體 受 到 會 有

運動、力的概念，以及簡單機械概念

等三個部分有重疊的現象，最後再慢

慢 地 將 力 的 概 念 與 簡 單 機 械 等 概 念

予以加深和加廣。  

酸鹼概念亦分為「酸鹼性」與「指

示劑」兩個次概念來予以分析。「酸

鹼性」部分，國小低年級為觀察物質

是否具有酸鹼的特性，高年級則對酸、

鹼及中性下操作型定義，國中階段則

從 日 常 生 活 常 見 物 質 來 介 紹 酸 與 鹼

的特性，再深入至 pH 值定義，以及

酸 鹼 中和 等 概 念 。「 指 示 劑 」部 分 ，

國 小 高 年 級 是 利 用 石 蕊 試 紙 或 花 汁

當指示劑做為區分酸鹼的方式，國中

階段則是介紹不同的指示劑，以及設

計實驗，觀察指示劑顏色變化等。很

明顯地，酸與鹼概念亦和力與運動概

念類似，國中與國小兩階段均有部分

重疊的概念，而隨著年齡不斷地加深

與加廣。  

2. 82 年《國民小學課程標準》與 97 年《國

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比較  

若比較 82 年《國民小學課程標

準》與 97 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

課 程 綱要 》 ， 以 力與 運 動 關 係為 例 ，

均 從 觀 察 物 體 受 到 力 會 產 生 運 動 現

象來探討力與運動的關係，最後再探

討物體受力時，運動狀態改變的現象

及量化，如加速度或物體的質量決定

其慣性大小。酸鹼概念部分，仍延續

原有民國 82 年和民國 83 年課程標準，

但 在 指 示 劑 概 念 方 面 加 入 運 用 指 示

劑觀察酸、鹼溶液混合的酸鹼性變化，

明顯地已加入酸鹼中和的概念。  

雖然我國中小學科學課程標準公

布時程不一，但從教材內容分析來看，

可看出科學課程隨年級而有不同的規

範說明，並且不斷將力的基本概念或

是酸與鹼概念加深與加廣，類似於布

魯 納 （ Bruner） 所 提 倡 重 視 學 科 知 識

結 構 發 展 而 來 的 螺 旋 式 課 程 （ spiral 

curriculum），換言之，我國中小學科

學課程符合課程銜接的概念。 

 

二、我國中小學科學課程銜接問題  

我國中、小學課程標準修訂委員並非

完全相同，對於制定課程目標、節數和教

材內容均會有差異，所以容易產生課程連

貫與銜接的問題，課程銜接應以「學生主

體」和「課程連貫」為核心理念，而結構

除縱向連貫外，亦需橫向統整。因此，本

文有幾點建議：  

(一 ) 課程設計連貫原則  

針 對 上 述 中 小 學 課 程 標 準 修 訂

委員並非完全相同的問題，宜在課程

組織與人員方面取得一致性，並針對

中小學課程做九年一貫之設計。此外，

我 國 課 程 修 定 係 由 不 同 學 科 專 長 的

學者所主導，若缺乏充分的協調與配

合 ， 則將 難 以 達 到科 目 統 整 之目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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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修 訂 亦 將 成 為 各 學 科 政 治 角 力

協商下的產物。  

課程除結構連貫與銜接外，也需

在教材與教法上予以調適。國中與國

小學生在心智發展均有極大落差，課

程修訂委員、教師或教科書編輯若未

能體認此差異，則容易形成中小學課

程無法銜接的弊端。  

(二 ) 透過課程內容分析以了解課程連貫

情形  

本 文 採 用 課 程 內 容 分 析 來 了 解

課程連貫性，透過課程標準所公布之

內容進行分析與比較，了解課程連貫

與銜接的情形。雖僅完成力與運動和

酸與鹼等兩個概念，未來仍可透過此

模 式 來了 解 課 程 連貫 的 情 形 。日 後 ，

本 文 作 者 亦 將 採 取 教 科 書 內 容 分 析

模式，對教科書內容連貫情形做更為

深入之探討。  

(三 ) 課程實施後之評鑑工作  

為 了 解 中 小 學 課 程 綱 要 之 實 施

情形，並針對課程實施後之評鑑工作，

藉以探討課程實施產生的問題，教育

部於《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亦 提 及如 何 進 行 課程 評 鑑 （ 教育 部 ，

2009）。本文參考美國最新科學教育

架構（A Framework for K-12 Science 

Education: Practices, Crosscutting 

Concepts, and Core Ideas）（NRC, 2011）

之概念，建議我國宜訂定 K-12 之核

心科學概念，分別以 2、6、9 和 12

年級作為檢驗的階段（endpoints），

訂 定 各 階 段 學 生 所 需 理 解 的 科 學 概

念，設計基本能力測驗，了解各階段

學生之學習情形，透過評鑑了解課程

否達到預期之目標。  

(四 ) 師資培育工作之加強  

我 國 歷 年 課 程 改 革 或 科 學 教 育

計劃中，均提及科學師資培育與在職

訓練，教育單位亦朝提升教師素質的

方 向 努 力 （ 邱 美 虹 和 劉 俊 庚 ，2011；

劉俊庚和邱美虹，2012）。課程標準

或綱要雖然只是課程的「標準」或教

學的參考依據，然而，許多教師對課

程綱要不熟悉，國中教師未能理解小

學課程內容，如何做好課程銜接呢？

此外，教師長久以來大多為分科教學，

缺乏統整教學經驗，因此，面對課程

銜接與統整工作，除課程設計外，師

資 培 育 工 作 亦 應 著 重 於 如 何 提 升 教

師的課程教學專業素養。  

我 們 衷 心 期 昐 未 來 新 課 程 能 達

到預期目標，教育單位亦能針對整體

課程實施結果進行檢討與評估，強化

原 有 中 小 學 一 貫 課 程 體 系 之 理 論 基

礎，如 此 才 有 利於 我 國 課 程之 發 展 。 

 

伍、我國小學科學課程改革反思與

展望  

綜觀我國小學課程改革，每次修訂僅

侷限於學科領域的架構範圍，如合科或分

科，科目名稱的變動，以及授課時數調整

等問題，當然亦反映當時的教育思潮與社

會意涵。許多不同論述在不同的時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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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會氣氛下主導著課程改革的進行，大

多數人亦認為每次改革應有一些新的事物，

以九年一貫課程為例，課程導入許多新概

念，如統整課程、主動探索和九年一貫，

但這些名詞似乎已在先前課程標準中不斷

地出現，我國於民國 57 年實施國民義務教

育即強調課程安排須採取九年一貫精神，

強調課程連貫與銜接。我們總以為課程加

入新名詞即可如解決原有的教育問題，殊

不知這些問題仍然存在。  

課程改革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回

顧過去，甚多問題早已浮現，面對未來課

程改革，教師需具備改變的觀點與能力，

亦需教育政策規劃者付出更多心力。本文

著重於我國百年小學科學課程發展與變革

議題進行探討，並針對中小學課程最為核

心的問題－課程連貫與銜接做分析，當然

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針對課程內容與教

材進行長期的研究，才能讓課程可以更有

效因應社會的發展。  

 

備註  

註1. 光緒 28 年 7 月為張百熙所奏定，惟

此章程於光緒 29 年 11 月廢止未實行

（教育部，1934）。  

註2. 光緒 29 年 11 月由張之洞、張百熙和

榮慶奏進，癸卯學制與壬寅學制的課

程差異不大，惟癸卯學制增加「格致」

為其最大特點（教育部，1934），並

體現張之洞所主張的「中體西用」思

想（蔡鐵權和陳麗華，2010）。  

註3. 「格致」是我國最早科學的統稱，癸

卯學制規定小學設立格致科，壬子癸

丑學制稱為理科（蔡鐵權和陳麗華，

2010）。  

註4. 清末民初，我國留日學生眾多，因此

受到日本影響最大，學校制度大多仿

倣日本，課程、教材與教法亦屬如此

（司琦，1981）。  

註5. 課 程 作 大 單 元 設 計 仍 須 注 意 下 列 兩

原則：問題的範圍要與學生的程度相

當，以及聯絡方面要出於自然，並且

是必需的，不可無中生有，而把不適

當的教材雜湊（教育部，1929）。  

註6. 光復後，教育政策在國民黨的主導下，

漸漸形成「反共抗俄」基本國策和三

民主義教育政策（歐用生，2011）。  

註7. 強調「教師應隨時隨地啟發兒童科學

的興趣，培養兒童科學精神，增進兒

童科學知能，指導兒童運用科學方法，

學校並應加強各種科學設備，以改進

科學教育的實施。」，注重現代科學

常識教材，加強「科學教育」的實施

（司琦，1971；教育部，1963）。  

註8. 因九年國民義務教育自民國 56 年 9

月籌備至民國 57 年 1 月公布，僅有

4 個月，課程標準仍需實驗、試教及

檢討，故稱為《國民小學暫行課程標

準》。而此次修訂亦為歷次修訂課程

標準費時最短的一次。  

註9. 行為目標是行為主義、實徵主義和科

學管理主義在教育上之應用，強調教

學要先設定學習目標，明確指出學習

後能知道什麼，再依行為目標設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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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活 動 ， 以 便 將 這 些 行 為 複 製 出 來

（歐用生，2011）。  

註10. 1970 年代，政府在外交危機、社會

民主化，以及黨內權力鬥爭等壓力下，

面臨嚴重的政治危機，但在國族認同

穩定情況下，也就沒有修訂課程標準

的必要性（侯元鈞，2010；引自歐用

生，2011）。但歐用生（2011）則認

為現代主義課程觀反歷史、反意義、

反政治，為威權者服務，而民國 64

年課程標準正符合其政治利益，所以

沒有修訂的必要性。  

註11. 依張淑芳（1993）訪談審查委員的結

果指出，因為「所有的科目都是兩個

字，當時在修訂，希望字不要太多，

很麻煩，所以除了道德與健康，其他

都改為兩個字」。但教育部（1993）

的課程標準提及，因在國小階段，自

然 科 偏 重 概 念 知 識 學 習 與 科 學 態 度

的培養，談不上科學研究，且更名後，

可與「社會」科名稱相配合，似乎也

呼應先前的觀點。  

註12. 張淑芳（1993）指出，當時「自然」

是從民國 61 年就開始在板橋研習會

發展教材、進行實驗，所以課程標準

大都是根據板橋研習會發展的結果，

沒什麼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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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utilize the Republic of China Yearbook of Education and curriculum standards, 
combined with the existing literatures in science curriculum, and with the description of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to learn about the trends of science curriculum reforms for elementary schools. Review of 
science curriculum reforms reflected the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urriculum standards changed over 
time. After 12 revisions,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set up natural science in the primary school,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Grade 1-9 curriculum, our primary science curriculum revisions show the influential 
impacts of social, political, war, and other factors in making decisions of their contents and underlying 
philosophy in science education. Although the announcement of revisions of curriculum standards varied 
between junior high and elementary schools, the key course contents remain consistent with connections 
among them. Finally, educational implications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curriculum standards are 
discussed. 

 

Key word: Grade 1-9 Curriculum, primary science curriculum, scientific litera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