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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歷史教科書中鄭成功形
象的書寫 (19犯挖UU1年 )

吳嘉琪
*

為釐清教科書與歷史教學之關聯 ,以求提高教學之成效 ,

讓學生更能從學習的過程中理解歷史 ,本文主要針對戰後台灣

1%2年到 2UU1年的國 (初 )中學課程標準 (綱要 )內涵與各

階段時代背景作一檢視 ,冀能清楚政府規劃課程之用意 。再

者 ,針對不同階段之教科書內容試作分析 ,以探討不同課程標

準 (綱要 )的規劃下 ,鄭成功形象及其在台經營之相關記述在

國中歷史課本中如何被書寫 。回顧台灣過去五十年來課程標準

的歷次訂定 ,除 2UU1年 實施的九年一貫課程外 ,一直要到

1994年頒布的 《國民中學課程標準》及其歷史教育目標內涵下

的課程才出現結構性的變動 ;而 19蛢 年以前台灣的歷史科教育

目標主要在貫徹國家立場的主體性 ,以進行民族精神教育為主

要宗旨 。最後 ,透過本文的探討可知鄭成功的形象在國 (初 )

中教科書裡之歷史書寫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縱使各版本書寫的

方式不盡相同 ,但所欲形塑其忠君愛國形象的本意卻如出一

轍 。這除了受課程標準所規範外 ,應該也與中國治史素來具有

濃厚的道德意識 (尤倡忠孝仁德 )息息相關 。

關鍵詞 :鄭成功 、教科書 、課程標準 、九年一貫 、課程綱要 、

歷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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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I、 目t目

回首過往 ,突然間發現 自己從事教職馬上邁入第 9個年頭

了 。自從教師甄試結束後 ,自 己的歷史課堂便不再講求華麗的教

材和豐富的教學活動 ,靠著一本教科書和自編教材 、一枝粉筆和

一張嘴 ,就這麼地過了七年的國中教學生涯 。兩年前因著機緣考

上了師大在職進修班 ,重拾求學的生活 ,與歷史教學與研究又重

新接上軌 ,覺得 自己似乎又從死板無奇的教學生活模式活了過

來 ,就好像從電腦的螢幕保護程式中重新啟動了一般 。透過今年

選修 「清史研究與教學 」這門課 ,除了對清代相關重要制度有了

更深入的瞭解外 ,也想趁著修課寫報告的機會讓自己重新檢視歷

史教學活動的重要素材之一——教科書的重要性 。

在教學過程中扮演重要一環的教科書 ,雖然知道它只是教學

素材之一 ,並非唯一的教材 ,也非學生學習的全部 ,但長久以來

也未曾有機會檢視教科書的本質與內涵 。趁著這次修課之便 ,也

給自己一個學習的動力 ,期盼藉由 1竻 2年以來的中學課程標準至

2UU1年九年一貫課程社會領域課程綱要 ,一一檢視各階段課程標

準與教科書編寫之要領 ,釐清教科書與歷史教學之關聯 ,以求提

高教學之成效 ,讓學生更能從學習的過程中理解歷史 。

臺灣早期對教科書的定義採取比較狹義的觀點 ,即 「根據課

程標準經由國立編譯館編訂而使用教學上的圖書 」 。
I而

論其功

能 ,對教學而言 ,教科書乃中小學教師最主要的施教依據 ,也是

該階段學生最主要的學習資源 ;對成績考核而言 ,教科書乃升學

考試制度的命題藍本 ;對文化發展而言 ,教科書可用以傳遞人類

l黃政傑 ,《 課程評鑑》(台 北 :東華書局 ,1991),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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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經驗與知識的精華 ,也可作為形塑大眾社會價值觀的一種共

識 ,並攸關個人能力發展和國家整體水準的提升 。由此可知教科

書在中小學教育上實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
2不

論是在傳遞學術

消息 ,培養寫作習慣 ,甚或建構民族傳統與意識形態 ,教科書都

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 。
3

在教學現場 ,教科書既是教師教學的重要規範 ,也是教師組

織其教學架構的依據 。
4一

本理想的社會科教科書應該兼具組織性

和統整性 。在組織性方面 ,應提供學生進入學習前的一些綱要 、

摘要 、學習 目標 、章節結構 、附加問題 ,以及學習內容的流程

圖 、語意地圖等 ,使教科書的內容可以轉化成圖表式的結構 ,讓

學生好學好讀 ;統整連貫性方面 ,教科書整體的設計則應具階層

性 、透過結構性的形式使句子 、段落 、章節 、單元都能做有意義

的轉換並互相調和一致 ,以幫助學生能做更有效的學習 。
5為

了讓

學生能更有效學習 ,教科書的編纂除了要注意上述的組織性與統

整性之外 ,也必須考量國中生的認知發展能力及其語文理解能

力 。

為釐清教科書與歷史教學之關聯 ,以求提高教學之成效 ,讓

學生更能從學習的過程中理解歷史 ,以下將先針對 19兒 年到 2UU1

年的國 (初 )中學課程標準 (綱要 )內涵與各階段時代背景作一

楊露萍 ,<歷 史 、性別與教學 ;高 中歷史教科書中的婦女及其敘寫之研究 >

(台 北 :台 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 ,2UU7),頁 14。

葛兆光 ,〈 歷史的意義一讀兩種歷史教科書和入門書的隨想〉,《 歷史月刊》

(2UU1) ,頁 99。

鄭文芳 ,〈 國中歷史教科書在教學教學過程中使用情形之探討〉,台 南 :國 立

成功大學教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兜 。

吳俊憲 ,<國 外社會科教科書革新研究及對我國之啟示 >,《 人文及社會學科

教學通訊》,13:l(加” ),頁 ” 。



% 吳嘉琪 歷史教育第 13期

檢視 ,冀能清楚政府規劃課程之用意 。再者 ,針對不同階段之教

科書內容試作分析 ,以探討不同課程標準 (綱要 )的規劃下 ,鄭

成功形象及其在台經營之相關記述在國中歷史課本中如何被書

寫 ◇至於鄭成功形象及其在台經營在學術界的相關討論 ,將不列

於本文中的討論範疇 ,唯恐造成讀者閱讀的誤會特於此說明 。

貳 、課程標準

教科書編輯必須依據 「教材大綱 」 ,此一大綱就如同一座建

築物的藍圖 ,提供了這建築物一個最基本的架構 。
‘
因此在分析國

中歷史教科書對鄭成功之形象之歷史書寫前 ,有必要先對戰後台

灣歷次的課程標準進行相關的認識與瞭解 。

過去五十年來 ,台灣教科書的編與審幾乎皆由政府所掌握 。

教科書與一般著作最大的差別即在於教科書必須受到政府的監

督 ,即便是民間編輯的審定版教科書也都必須經過教育部審查通

過後 ,才能取得 「執照 」發行 。而 《課程標準 》中的 〈教材大

綱 〉即為眾家版本共同遵行的規範與約束 。
’一個國家的教育之所

以必須要有統一的標準 ,主要也是要讓教與學能有所依循 ,並方

便統一管理 。而課程標準實隱含著國家教育的總體 目標 ,期待在

教學過程中能夠達成某些特定 目的 ,對於教材的選擇及教學內容

佔有決定性的影響力 ↗

粗略回顧戰後台灣教科書編審的歷程 ,大致可參考藍順德在

‘王仲孚 ,<談高中歷史的教學目標與教科書的編輯〉,《 人文及社會學科教學

通訊》,1U:5(2UUU),頁 13。

’王仲孚 ,〈 談高中歷史的教學目標與教科書的編輯 >,頁 1U-14。

8胡
昌智 ,〈 歷史教育目標的理論與實際一從實踐理性的觀點論歷史教育〉 ,

《史學評論》,ll(19跖 ),頁 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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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開放政策的演變與未來發展趨勢 〉一文中的說明 :光復

之後 、國府遷台至 1%8年九年國教推行前 ,這段時期採取統編 、

審定並行制 。19“ 年實施九年國教後 ,國中小教科書改為全面統

編制度 。19胖 年解嚴後 ,在民主自由思潮的氛圍下 ,19鋁 年二月

召開的 「第六次全國教育會議 」 ,建議中小學教科書應考慮逐年

開放為審定制 ,至 1%9、 1991年 ,先後開放國中與國小藝能學科

及活動科目教科書為審定本 。
’

配合上述各階段 中學課程標準的發展 ,2UU1年以前 ,國

(初 )中歷史教科書共歷經七次修訂 ,正式在台灣編寫者計有六

次 (19犯 、19ω 、19θ 、19砲 、19“ 、19舛 年 )。 其中又以 1%2

年所修訂公布的 《中學課程標準》為 19犯 -19竻 年間國 (初 )中歷

史教科書的主要內容 。其間因九年義務教育的實施 ,課程略有修

訂 ;但課程結構性的變動則一直要到 l994年 《國民中學課程標

準》 ,將台灣史獨立出來 ,自 成一冊 ,施行於國一 。
l°

至於九十學

年度開始分段實施的九年一貫課程 ,主要則是依循 l”8年 ,根據
“
開放

”
、
“
統整

”
與

“一貫
”
三大原則所頒定的 《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

要》而修訂 。九十學年度起從國小一年級開始推動 ,九十一學年

度起二 、四 、七年級同步實施 ,相關教科書也因課程的革新而改

換審定的新版本 。
ll

以下即分別 自 1%2、 19ω 、19θ 、19砲 、19路 、19艸 年的

《中學課程標準》以及 1”8年的 《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中所

’
藍順德 ,

31 (2UU3
〕°
彭明輝 ,

纏結》(

Ⅱ
藍順德 ,

<教科書開放政策的演變與未來發展趨勢 >,
),頁 5。

<台 灣的歷史教育與歷史教科書 (19的趁UUU)

台北 :麥田出版社 ,∞叨 ,頁 幻4。

《國立編譯館館刊 》

>,《 台灣史學的中國

〈教科書開放政策的演變與未來發展趨勢〉,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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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及歷史教育目標的內涵及其時代背景略作分析討論 ,希望透過

各階段的時代脈動與社會需求之體察 ,以檢視課程標準 (綱要 )

的制定是否適切合用以及是否顧及學生的興趣與能力 。

19兒∼19%年國 (初 )中歷史科教育目標一覽表

時間 歷 史 科 教 育 目 標

ω” 年 一 、明瞭中華民族演進的及歷代疆域的變遷 。

二 、明瞭我國政治制度及社會生活的演進 。

三 、從建國悠久 、文化燦爛史實中 ,認識民族的傳統精神 ,以

啟發復興國家責任之自覺 。

四 、明瞭世界各主要民族演進的大要 ,及我國在國際上的地位

與責任 。

19ω 年 同 上

19“ 年 一 、使學生明瞭中華民族演進的及歷代疆域的變遷 。

二 、使學生明瞭我國政治制度及社會生活的演進 。

三 、從建國悠久 、文化燦爛史實中 ,使學生認識民族的傳統精

神 ,以啟發復興國家責任之自覺 。

四 、使學生明瞭世界各主要民族演進的大要 ,及我國在國際上

的地位與責任 。

19η 年 同上

”“ 年 一 、使學生明瞭中華民族演進的及歷代疆域的變遷 。

二 、使學生就國民小學社會科學所學基礎 ,進一步明瞭我國政

治 、社會 、經濟 、文化的發展 ,以增強其愛國家 、愛民族

的情操與團結合作的精神 。

三 、使學生從我國悠久歷史 、燦爛文化的史實中 ,認識民族的

傳統精神 ,國民的地位與責任 。

四 、使學生明瞭世界各民族歷史的演進 、文化的發展 、時代的

趨勢 ,以及我國在國際上的地位與責任 。

19舛 年 一 、引導學生瞭解歷史知識的本質 。

二 、引導學生對歷史發生興趣 ,俾能主動學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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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歷 史 科 教 育 目 標

三 、引導學生認清國家創建的艱辛及個人的責任 。

四 、培養學生具有開闊的心胸並成為具有世界觀的國民 。

19%年 <人與時間> (此 只引國中第四階段 ,另引有第三階段有關

台灣史部分 )

多〦1探索台灣社會制度與經濟活動的歷史變遷 ,並了解其價

值觀念的形成 。

Z3挖 探討台灣文化的內涵與淵源 。

Z｝3了解今昔台灣與亞洲和世界的互動關係 。

2-牛 1認識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思想 、文化 、社會制度 、經

濟活動與政治興革 。

Z牛2了解今昔中國與亞洲 、世界的互動關係 。

2-牛3認識世界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思想 、文化 、社會制度 、經

濟活動與政治興革 。

Z牛4比較人們對歷史的不同說法和不同解釋 。

Z牛5從演變與革命的觀點 ,分析歷史的變遷 。

2-4巧 從直線前進與循環的觀點 ,分析歷史的變遷 。

由上表可知在 l少θ4年以前台灣的歷史科教育目標主要在貫徹

國家立場的主體性 (課程目標皆強調明瞭
“
我國

”
之⋯),以進行民

族精神教育為主要宗旨 (「 認識民族的傳統精神 ,以啟發復興國

家責任之自覺 」)。 然這樣的歷史教育 目標其來有自 ,早在十九

世紀以來在 「國家主義」 (llatiUllalism)的 興起時 ,歷史教育便成

為形塑民族與國家認同的重要手段 ,而教科書在其中則扮演了舉

足輕重的角色 。台灣因為現實政治 、特殊的時空背景以及歷史經

驗 ,故在歷史教育及其教科書的編寫特別重視民族精神教育 ,歷

史成為形塑國家意識之利器的情況也就不難理解了 !I2因 此 ,台灣

I2彭
明輝 ,〈 台灣的歷史教育與歷史教科書(1945-2UUU)〉 ,頁 2U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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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特別重視中國史的教授 ,這也可從中外史的授課時數比例略

窺究竟 ,除了 1竻919“ 年間兩者比例相同外 ,其他在 19兜 年以

前的中外史課程幾乎都是 ω%、 們%的比例 。
I3

由上可知戰後初期所訂定的課程標準與歷史教育 目標實受當

時環境的影響 。自政府遷台初期 ,「 反共抗俄 」一直成為政府高

舉的大旗 ,凡施政 、教育 、文化等活動 ,莫不以達成復國建國的

目標 。
∥
因此也才會有 「從建國悠久 、文化燦爛史實中 ,認識民族

的傳統精神 ,以啟發復興國家責任之自覺 。」一語之教學 目標 。

其實不只歷史科 ,作為意識型態形塑之相關學科 (如國文 、地

理 、公民等 )皆被納入此一民族精神教育之大旗之下 。一如彭明

輝在 〈台灣的歷史教育與歷史教科書 (1945-2UUU)〉 所指出 ,

1舛5年二戰結束 ,台灣在歸屬中華民國統治後 ,政府一方面展開

“
去 日本化

”
的教育與宣導 ,另方面則又要加強

“
中國化/內地化

”
的

政策 ,尤其歷史 、地理與語文教育更為官方掌握意識型態的重要

憑依 。
15

而 1%2年也是台灣官方主持國定本教科書編撰的開始 ,由政

府所訂定的歷史教學目標一直沿用至 1994年 。甚至在 1983年以

前的歷史教育 目標敘寫語言基本上也都承襲 1%2年而來 ,只是

1兜3年第二條的歷史教育目標比較強調國中小課程的銜接 (就國

民小學社會科學所學基礎 ,進一步明瞭⋯ ),但 內涵仍不出期待

透過學校教育達到增強學生 「愛國家 、愛民族的情操與團結合作

的精神」 。不過 1983年國民中學課程標準第五次的修訂中亦有其

13彭 明輝 ,<台灣的歷史教育與歷史教科書 (1945挖UUU)>,頁 幻7。

I4張
雲翔 ,《 論國 (初 )中 歷史教科書中鴉片戰爭教材之編寫》(台 北 :台 灣師

範大學歷史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論文 ,2UU2),頁 俖 。
15彭

明輝 ,〈 台灣的歷史教育與歷史教科書 (1945挖 UUU)〉 ,頁 2U8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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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過往之處 ,在教材綱要 、實施方法都有所改變 ,特別是在

本國史大量刪減古代史的內容 ,增加現代史份量 ,並將原本外國

史偏重歐洲的敘述 ,改為兼顧世界各主要國家 ,並以東方觀點論

史 。
1‘

回顧台灣過去五十年來課程標準的歷次訂定 ,除 2UU1年實施

的九年一貫課程外 ,一直要到 1少94年頒布的 《國民中學課程標

準》及其歷史教育 目標內涵下的課程才出現結構性的變動 。 (詳

見下表 )

19卿 年版國民中學課程標準與 《認識台灣 (歷史篇 )》 歷史課程

教學目標一覽表

1994年版的課程標準及教學目標與以往課程標準最大的不同

在於 ,它開始強調歷史作為一門學科所應注意的歷史知識本質 ,

並且重視到學生作為學習的主體 ,應該要咡 〡導學生對歷史發生興

1‘

張雲翔 ,<論國(初 )中歷史教科書中鴉片戰爭教材之編寫〉,頁 47。 關於課

程標準內容的詳細規定可參考 :教育部 ,《 國民中學課程標準》(台 北 :正 中

書局 ,”“ ),頁 46U。

歷史 認識台灣 (歷史篇 )

1.引 導學生瞭解歷史知識的本

質 。

2.引導學生對歷史發生興趣 ,

俾能主動學習 。

3引導學生認清國家創建的艱

辛及個人的責任 。

4培養學生具有開闊的心胸並

成為具有世界觀的國民 。

1.認識各族群先民開發台 、澎 、金 、馬

的史實 ,加強承先啟後 、繼往開來

的使命感 ,並培養團結合作的精

神 。

2:認識自己生活周遭環境 ,培養愛鄉愛

國的情操與具有世界觀的胸襟 。

3增進對台 、澎 、金 、馬文化資產的瞭

解 ,養成珍惜維護的觀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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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
”
。由上表亦可看到台灣歷史教育素來強調的國家立場的主體性

在這次的課程標準中與培養世界公民取得等量的重視 ,不 再局限

在以民族精神教育為宗旨的歷史教育 。在課程教學 目標的敘寫上

也可發現先強調愛鄉 、愛國 ,並增加了培養世界觀的胸襟 ,17雖說

能做到的有限 ,但與過去的課程標準及教學 目標相比 ,確實已有

相當之開拓 。此次課程標準另外一個很大的突破係打破中國史的

思維框架 ,讓一直被納為中國史一環的台灣歷史終於獨立為一科

目 ,顯現以台灣為主體性思考的台灣史教學內涵 。歷史課程在 目

標 、教材 、綱要上也見極大的改變 。
18教

材分配上 ,台灣史 、中國

史與外國史的比例分別是 2U%、 4UU/U與 4UU/U。 台灣歷史的課程比

例相較於之前的確明顯增加了許多 。此以國一教授台灣史 、國二

教授中國史 ,國三教授世界史與 1996年杜正勝針對歷史課程架構

提出 「同心圓」的構想似乎即不謀而合 。
1’

而 1994年的課程標準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改變 ,主要與台灣自

1%7年解嚴後的時空環境有關 。台灣的解嚴除了作為政治民主化

的一大里程碑之外 ,也開啟多元文化發展的契機 。另外在張雲翔

也提到此次課程標準除了受解嚴的影響 ,也是為了因應 1%9年國

民小學課程標準著手修訂的連貫性 ,以及現行國民中學課程實施

以來學生負擔過重 、缺乏一貫性 、彈性與不合時宜等課程問題而

有所修訂 Um時代背景反應在教育思潮上 ,台灣歷史教育因而有此

I’

彭明輝 ,<台 灣的歷史教育與歷史教科書 (” 45老UUU)〉 ,頁 幻肛239。

比
彭明輝 ,<台 灣的歷史教育與歷史教科書 (1945挖 UUU)>,頁 24U。

l°

杜正勝 ,〈 歷史教育的改造 >,《 台灣心 台灣魂》(高雄 :河畔出版社 ,

1998) ,頁 14U-142。
2U張

雲翔 ,〈 論國 (初 )中 歷史教科書中鴉片戰爭教材之編寫〉,頁 47。 詳細內

容亦可參考教育部 ,《 國民中學課程標準》(台 北 :正 中書局 ,1994),頁

797。



國中歷史教科書中鄭成功形象的書寫(19犯挖UU1年 ) 刃

重大轉變 ,讓戰後四十年來不被看重的台灣歷史有了正名的機

會 。不過 ,雖然 l9θ4年 《國民中學課程標準》的意識形態在歷史

課程中已經削弱許多 ,但國家立場的主體性和民族精神教育的內

涵仍然維持 ,而且也必須維持著 。
外

二十世紀末最後一次的課程改革 ,則又是歷史課程結構另一

次的重組 。19好 年 ,教育部基於強調新課程理念的 「統整 」與

「一貫 」 ,將國民中小學課程分為七大領域 ,其中歷史 、地理和

公民三科被
”
統整

”
為社會領域 。雖然當時引起不少反對浪潮 ,認為

一門獨立而完整的學科 ,絕不能被分裂 ,否則將不能彰顯其民族

精神教育之宗旨等等 。
η
然反對之聲並未能阻止新課程改革的進

行 ,歷史科終就以統整之名被納入社會領域的大帽之下 。

仔細觀察九年一貫課程所謂的 「分段能力指標 」 ,會發現一

有趣現象 ,那即是 1994年被正名 ,而能自成一冊的台灣歷史教材

在布魯納 (J.S.Bruner) 「螺旋理論 」 (spi㏕ curriculum)的考量

下 ,一改過去的三次螺旋 ,而決定採國中小和高中各一次的螺旋

課程 ,因此 台灣史的課程架構被移 至第三階段 (國 小五六年

級 )。 令人覺得弔詭的是九年一貫正式實施之後 ,參看各家版本

的編寫 ,唯有仁林版和翰林版的社會課本 (歷史部分 )符合能力

指標的規定 ,國一即進行中國史課程 。而今 日在教學市場中佔最

大版圖的南一版和康軒版則是 自始至今都將台灣史納入國一課

21彭
明輝 ,<台 灣的歷史教育與歷史教科書 (1945-2UUU)>,頁 巧8。

”
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 ,《 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台 北 :行政院教育

改革審議委員會 ,抄%),頁 38。 其中提到對國中小課程的建議 ,期待 :「 積

極統整課程 ,減少學科之開設 ,並避免過分強調系統嚴謹之知識架構 ,以 落實

生活教育與學生身心發展的整體性 ,減 少正式上課時數 ,減輕學生課業負

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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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筆者認為其中不無市場的考量 ,留待後文再敘 。

九年一貫課程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即其強調培養學生 「帶著走

的能力 」 。在九年一貫的課程綱要中不見過去課程標準所列的詳

盡教材大綱 ,而改以能力指標取代 。陳伯璋曾針對九年一貫課程

的理念與理論進行分析 ,他提到以往中小學教育 目標陳義甚高 ,

或不夠具體 ,而且深受考試制度的影響 ,學習大都偏重知識記誦

方面 ,無法與社會實際生活配合 ,造成 「學非所用 」或流於偏

狹 。而九年一貫 「課程綱要 」依據國民教育十項 目標轉化為十大

基本能力 ,並在各學習領域中轉化為 「能力指標 」 ,作為課程設

計及實施的依據 ,強調以能力取代知識 ,即著眼於生活經驗的強

調 ,以及國民基本素質的提昇 。
力

正因為能力指標具有規範性 、可擴充性等特質 ,2國內學者對

於能力指標的看法與解讀頗為分歧 。例如林慈淑便認為九年一貫

課程強調 「能力本位 」立意甚佳 ,卻未能在能力指標中顯現其真

意 。一如九年一貫第二主題軸 「人與時間 」 ,觀其名應係突顯歷

史學研究最重要的一環 :“時間意識
”,仔細逐一檢視其下的能力指

標 ,卻找不到任何關於培養時間觀念的原則 。另外 ,雖稱能力指

標 ,然除 Z4-4、 2-4-5及 2-4-6外 (強調比較 、分析等能力 ,關於

此部分林慈淑老師係予以肯定的 ),其 餘雖謂能力指標 ,實更似
“
學習範疇

”
的指標 ,頗有名不符實之虞 。

筠

扔
陳伯璋 ,〈 九年一貫課程的理念與理論分析 〉,見 台灣教育部國民教育司主

編 ,《 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理念與實務》(台 北 :教 育部 ,1999),頁 16一

66。

羽
可參考高新建 ,<能 力指標轉化模式 (一 ):能 力指標之分析及其教學轉

化〉,載於黃炳煌主編 ,《 社會學習領域課程設計與教學策略》(台 北 :師 大

書苑 ,2UU2),頁 51一 94。

2s林
慈淑 ,<「 學歷史」與「歷史學」之間一九年一貫「人與時間」領域規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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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一貫的課程改革乃承襲解嚴以來的民主自由 、多元文化

發展之風氣而來 ,陳伯璋從社會變遷與課程發展的因應來分析 ,

認為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修訂 ,乃反映了二十世紀末的三大時代

精神 :反 「集權 」 (或權威 )、 反 「知識本位 」 (或專業 )、 反

「精英 」導向 。
2t相

較於過去的課程改革 ,此次更強調由下而上 ,

以學生為主體 ,以能力為本位 ,從既定的課程框架鬆綁的新課程

特色 。

參 、教材分析

不可諱言的 ,構成人類歷史的幾個要素一人 、事 、時 、地 、

物等 ,人是其中最重要的主體 ,雖然沒有人類也會有歷史 ,但那

不會是人類的歷史 。換言之 ,在人類的歷史中 ,「 人 」絕對是不

可獲缺的一角 。人物在歷史教學中 ,扮演一定的重要地位 ,正如

司馬光撰寫 《通鑑 》之取材標準 :「 凡關國家之盛衰 ,繫生民之

休戚 ,善可為法 ,惡可為戒 ,帝王所宜知者⋯ 。」便在在強調以

古為鑑 ,以人為鏡 。而早期台灣學者在討論歷史教育時也多強調

其實用性 ,從功能的角度來看歷史教育 目標 。如李國祁教授即認

為歷史教育的功能即在對國家文化的體認 ,從了解出發 ,進而產

生認同感 ,最後期以發揮鑑往知來的史學 「實用 」價值一強調以

史為鑑的功能 。李國祁更直指歷史教育具有四項任務 :(1)樹立

聖賢典範 ,以作為世人仿效的標準 。 (2)堅定自我 ,激發國人愛

國家愛民族的激昂情操 。 (3)明辨是非 ,建立絕對的社會道德批

判 。 (4)維護傳統 ,指導思潮 ,使其發展方向符合國家民族的需

《東吳歷史學報 》,7(2UUl),頁

<九年一貫課程的理念與理論分析 〉

商榷 >

%陳
伯璋

155-162。

,頁 16巧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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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
”
由上可知 ,李國祁教授相當推崇歷史人物在歷史教育中所能

發揮的典範作用 ,他也曾經提醒從事歷史教育的工作者 ,必須對

歷史人物的介紹有所掌握 ,方能真正發輝歷史的教育功能 。
然
因此

身為教師的我們 ,在歷史人物的教學中更應隨時有所警惕與注

意 。

在回顧了 1竻2年以來歷次國 (初 )中的課程標準 (綱要 )

後 ,接下來將檢視在各階段課程標準 (綱要 )的規範下 ,國中歷

史教科書如何書寫鄭成功形象及其在台之經營 。為了方便釐清各

階段課程標準與教科書書寫之相關性 ,茲將 1%2年以來國 (初 )

中各版本教科書有關鄭成功形象及其在台經營之記述與相關資料

的比較 ,列表如下 :

v李
國祁 ,<歷 史教育的目的與使命 >,《 近代中國》,3(1999),頁 41名6。

捆
李國祁 ,〈 歷史人物的評價 >,《 歷史月刊》,” (19夗 ),頁 88。

澲 置入章節

�紽

�笢 書 寫 重 點 附 圖

�祤

�翑

19ω 年

9版

19∫ 1年

課標

第 18章 明代

的統一及其政

治

第 5節 明代的

滅亡和遺臣的

奮鬥

�

閃

�笪

幻

標題 :<南明的奮鬥>

l南明的危難局勢

2鄭成功登場 (人物介紹\北伐失利\據

台反清\病逝台灣 )

3鄭經在台之經營

4鄭克塽失台

鄭成功像

(圖八 )

眳�祣

19巧 年

再版

19” 年

課標

第 17章 清朝

的盛世

第 1節 清朝的

統一和初期的

政治

�

≒
�笪

洸

標題 :<鄭氏治臺和台灣內屬>

l鄭芝龍之變節相對於鄭成功之反清

復明

2北伐失利 ,轉據台灣 ,招民墾殖

3鄭經在台之經營 、拒清招撫 ,頗承

父志

鄭成功像
紬�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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澲 置入章節

�紽

�笢 書 寫 重 點 附圖

�祤

�翑

4施琅攻台 ,中國始告統一

199U年

改編

初版

19“ 年

課標

第 15章 明朝

的內政與對外

開拓

第 3節 鄭成功

抗清與台灣的

開發

�

早

�笪

�

主標題 ;<鄭成功抗清與台灣的開發>

次標題 l:南明的抗清與鄭成功的事

業

l強調先有史可法殉國→後有鄭成功

長期奮戰 ;相對於鄭芝龍的降清

2清朝的海禁十荷艦影響鄭氏海上貿

易事業→促使鄭成功決定收復台灣
,作為抗清基地

次標題 2:台灣的開發

l先回顧兩岸互動的歷史歷程 (三國-

夷州 ;元朝一澎湖設巡檢司 ;明朝＿

鄭芝龍率眾在北港一帶開墾 ;荷西

在台發展 )
2鄭成功光復台灣→鄭經承父遺志 ,

在陳永華的輔佐下經營台灣 (課文

將鄭成功父子在台的建設貢獻列為

五點介紹 )

鄭成功像

(註明台

灣省立博

物館珍藏

)、 荷蘭

向鄭成功

投降圖 、

延平郡王

祠 (註明

在台南市

)、 明鄭

時代台灣

建置圖 (

地圖 ,未

附相關文

字說明 )

紬�祣

19” 年

版

l”4年

課標

第四章 鄭氏治

臺時期

第 1節 政治與

文教

第 2節 墾殖與

貿易

�

␄

∩

紩

<第 1節 政治與文教>

標題 l:鄭成功將荷蘭人逐出台灣

標題 2:政治制度的初建

標題 3:鄭經的改革措施與出兵中國

大陸

標題 4:文教的推展

<第 2節 墾殖與貿易>

標題 1:墾殖的背景

標題 2:實施墾殖

標題 3:與中國大陸的貿易

標題 4:與英國人的貿易

標題 5:與 日本及南洋的貿易

鄭成功畫

像 、日本

人筆下的

鄭荷海戰

圖 、荷蘭

史節晉見

鄭成功求

和圖 、台

南市孔廟

等相關三

張照片 、

鄭氏治台

時期墾殖

圖 、鄭氏

�笤

眳�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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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曆通寶

2UUl

年

版

19%年
九年

一貫

課程

綱要

康軒版 :

一上第 2章第

l節 台灣早期

的政治發展

一下第 4章第

l節 早期經濟

活動

※小檔案一屯墾

地名

一下第第 2章

第 3節 大航海

時代的來臨

※小檔案一大航

海時代

�

痋�笪

�羝

硊

�

？

硍

�

翊�笪

τ

標題 :<明鄭政權的建立>

l驅逐荷人 ,在台建立漢人政權

2鄭成功在台建設 (劃分行政區 )

3鄭經在陳永華輔佐下 ,在 台展開各

項建設開始將中國的文教制度帶入

台灣

4鄭經死後 ,內爭不斷 ,鄭克塽繼承
,已元氣大傷

5施琅領清軍入台 ,結束明鄭政權

標題 :<明鄭時代的開發>

1.為解決糧食問題 ,積極發展農業 (

官田\營盤田 )

2海外貿易更是明鄭重要的經濟支柱

。明鄭時代的台灣 ,與 日本 、中國

、東南亞連結成一個來往頻繁的貿

易網

標題 :<漢人文化的初步移植>

1.官方一為奠定開國進取的基礎 ,陳永

華建議鄭經發展文教事業 (建孔廟

、立學校 、行科舉 )

2民間一文人 (如沈光文等 )推廣文教

3小結:明鄭時代成為大陸漢人文化移

植台灣的萌芽期

標題 :<重商逐利的海洋文化>

l台灣優越的地理條件 ,發展歐亞轉

口貿易

2明鄭時期進而發揚光大 ,國 際貿易

的龐大利益 ,成為立足台灣的重要

憑藉

台南市延

平郡王祠

內供奉的

鄭成功像

、鄭荷海

戰圖 (後

附文字說

明 )、 明

鄭時代台

灣建置圖

(後附文

字說明 )

、十七世

紀台灣海

路位置示

意圖 (後

附文字說

明)、 台

灣漢人移

墾擴散圖

、台南孔

廟 2、 戎克

船 、十七

世紀的中

國帆船

南一版 :

單元 13唐山

過台灣

�

�

∩

漂題 :<鄭成功攻臺與治臺>

l鄭芝龍對清朝的 「抗」 (擁立唐王

)與 「降」

鄭成功攻

臺路線圖

、荷蘭求

老

址

�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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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UUl

年

版

19鋁 年

九年

一貫

課程

綱要

※放大鏡一南明

。國姓爺 、延

平郡王

2鄭成功招集其父在福建沿海的殘餘

勢力繼續抗清

3北伐受挫 ,反清無望 ,決定東取台

灣 ,作為反清復明的基地

4鄭成功在台建制 ,建立台灣歷史上

第一個漢人政權 ,而且將漢人的典

章制度移植於台灣

5為解決軍民的糧食問題 ,實行軍屯

政策

標題 :<鄭經的改革>

l在陳永華的輔佐下 ,推動各項新政-

政治制度 、教育文化 、土地拓墾 、

原住民政策

2.與清朝有過幾次的和談 ,始終無法

達成協議

3當清朝內亂時 ,鄭經也曾率兵占領

閩 、粵部分地區 ,後來兵敗退回台

灣 。大體上兩岸是處於緊張對立的

狀態

標題 :<海外貿易>

l開文即說明貿易為鄭氏興起的憑藉

2清朝的海禁政策→鄭經以走私貿易

因應

3與 日本 、英國 、南洋地區的商業往

來密切 ,換取軍火 ,有助於抗清

標題 :<施琅攻取台灣>

一

鄭經去世 ,兒子鄭克塽繼立 ,大權旁

｜落 ,政局不穩 ,清朝派遣施琅用兵台

晷

‥ 練 軝 豫 訊 在纚 臟

和撤出台

灣圖 、鄭

氏時期台

灣行政區

域圖 、孔

廟明倫堂

(後附文

字說明 )

、全台首

學圖 (後

附文字說

明 )

仁林版 頁 漂題 :<勇登鹿耳門> 琵耳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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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第 4章 末

代王朝的榮辱

百寶箱-「 清世

祖入關之後 ,

仍面臨南明四

王的反清 ,以

及鄭成功 、鄭

經父子在台灣

的抗清

百寶箱一南明政

權

穴

∩

�粔

l南明政權的延續

2國姓爺的由來

3鄭芝龍在清朝的誘使下投降 ,但鄭

成功始終堅持 「反清復明」的理想
(強化兩人形象的反差 )

4鄭成功北伐南京失利 ,退守金 、廈

門 ,改以台灣為長期抗清的基地 ,

⋯建立台灣歷史上第一個漢人政權

標題 :<台灣的經營>

l鄭成功在台之經營 (政治建制 、軍

屯政策 )

2鄭經在陳永華的輔佐下 ,持續推動

各項建設 (政制 、文教一原住民教育

)

3清朝的海禁政策→鄭經以走私貿易

因應

標題 :<清初的政局>

鄭經去世 ,子克塽年幼即位 ,難以掌

控全局 ,台灣政局不穩 ,聖祖便命施

琅率軍攻台 ,鄭克塽於康熙二十二年

降清 ,結束了鄭氏三代在台灣的統治

陸紀念碑

、荷鄭海

戰圖 、與

明鄭拓殖

相關的地

名 、明鄭

時代的台

灣建置圖

、台南孔

廟今貌

澎湖縣施

公祠神龕

上供奉的

施琅像

海洋台

生

呶

�窏

眽

豺

邪

�笘

�

≒
標題 :<明鄭政權的經營>

l明亡 ,鄭成功為取得反清的根據地
,渡海驅逐荷人 。鄭成功領有台灣

後不久就去世

2鄭經在陳永華的輔佐下 ,在台展開

各項建設 ,從此漢人文化在台灣奠

下了基礎

3同時 ,積極發展貿易

4鄭經去世 ,其子鄭克塽年幼繼位 ,

大權旁落 ,政局不穩 。西元 16“ 年

鄭成功團

城記 (後

附文字說

明 )、 鄭

成功與荷

蘭人的締

和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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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派遣施琅進攻台灣 ,鄭軍在

澎湖潰敗 ,不 久鄭克塽投降 。次年
,台灣納入清朝的版圖 。

以下即配合各階段國民中學課程標準 (綱要 )及各版本內

容 ,將鄭成功形象及其在台經營之歷史書寫依其外部的 「章節架

構」及內部的 「課文書寫」試以分析 。

一 、章 節 架 構

從上表可知 ,至 1兜 U年代為止 ,台灣本主的歷史在捍衛中國

傳統文化的國家教育考量下多只能棲身於中國史的 「明末清初 」

等時期 。由於台灣當時並非官方所強調的國家主體性 ,因此台灣

歷史就只能片斷的 ,以非常少的篇幅出現在教科書上 。
”
杜正勝亦

曾指出過去五十年台灣的歷史教育充滿著
”
大中國主義

”,甚至窄化

成
“
大漢沙文主義

”
。從小學到大學 ,台灣史沒有自己的地位 ,只能

附屬於中國史的系統中 。
∞
關於這點由各版本的課文章節及標題觀

察 ,大致即可見之端倪 :19ω 年版的歷史教科書將鄭成功及其在

台經營之相關記述納入明未來介紹 ,並未為之編寫獨立標題 ,只

是置入南明遺臣的奮鬥這個脈絡作為敘寫 。19乃 年版則是將鄭氏

相關記述置於清朝的統一和其初期的政治來談 ,雖然描述的篇幅

仍相當少 ,但至少在標題部分已見專屬標題一 「鄭氏治台與台灣

內屬 」 。199U版又將之回歸明朝的歷史來書寫 ,但較之前面的版

”
彭明輝 ,<台 灣的歷史教育與歷史教科書 (1945-2UUU)>,頁 209。

3U杜正勝 ,<歷 史教育的改造〉,頁 15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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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此版首次將鄭成功及其在台經營 自闢一節 (「 鄭成功抗清與

台灣的開發 」),書寫的篇幅也較過去增加許多 (佔整整四頁篇

幅 )。 一如胡昌智所言 :「 教育 目標是該科在教學過程中希求達成

的目的 ,對於教材的選擇及教學內容佔有決定性的影響力 。」
31由

上可知 ,19兒-19路 年的 《國民中學課程標準》基本上一脈相承 ,

皆強調使學生能明瞭中華民族之歷史演進 ,繼而期待培養其愛國

家 、愛民族的情操 ,以貫徹民族精神的國家教育目標 ◇

然因為解嚴後國內環境的急遽變化 ,台灣歷史的重要性慢慢

受到關注 ,終在 1994版的課程標準得到正名 ,基於 「立足台灣 ,

胸懷大陸 ,放眼世界 」的原則 ,正式於國中一年級課程中開設

「認識台灣 」的課程 ,分歷史篇 、地理篇與公民篇三科 ,希望使

國中生對自己生活周遭環境有整體性及更深一層的瞭解 。因此關

於鄭成功及其在台經營之相關記述在 1”9年版的 《認識台灣歷史

篇 》課文中有其獨立一章 ,由於當初的課程標準研訂小組強調對

台灣歷史發展的敘述應以
“
客觀中性

”
為原則 ,因此台灣史通稱的

「明鄭時期 」在 《認識台灣 (歷 史篇 )》 改為 「鄭氏治台時

期 」 ;其中又分為 「政治與文教 」和 「墾殖與貿易 」 ,大致即就

政治 、文化與經濟發展三方面來書寫 。
珍

二十一世紀 ,隨著九年一貫課程的逐年上路 ,相關教科書也

因課程的革新而更換成審定的新版本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能力

指標將台灣史的認識與瞭解置於第三階段 (五 、六年級的課

程 ),國 中 (第 四 )階段歷史教學的重點應為中國史與世界史 。

31胡
昌智 ,<歷 史教育目標的理論與實際一從實踐理性的觀點論歷史教育〉,頁

57。

地
黃秀政 ,<國 中「認識台灣┘(歷 史篇 )課程標準的訂定與特色>,《 人文及

社會學科教學通訊》,5:5(19%),頁 ll-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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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綜觀當時四家版本中 ,唯有仁林版和翰林版遵照指標的階段性

規範 ,因此將鄭氏的相關記述仍置於中國史的框架下來書寫 。但

同中有異的是 ,仁林版將鄭氏納入明末清初的歷史脈絡來記錄 ;

翰林版則是以主題呈現 ,將之放入 「海洋台灣 」的架構來談 ,更

強調鄭氏政權的崛起與其集團的海洋性格有密切關係 。而較為市

面所採用的康軒版和南一版則仍依循舊課程架構 ,將台灣歷史放

在國一的課程 ,筆者認為這可能與出版社的市場考量有關 。站在

教學第一線的老師們面對教改的第一年實施 ,在不甚熟悉的情況

下可能多數傾向與舊有版本差異較小的教科書為第一考量 。兩版

本同中求別的是康軒版在當時課程的規劃係將台灣史中有關政

治 、經濟的部分放入上學期 ,而將社會文化置於下學期 。南一版

則以主題式呈現 ,將 「鄭成功攻台與治台 」與清領前期一起放在

「唐山過台灣 」的單元裡來行文 。

二 、課文書寫

(一 )行文安排

國 (初 )中教科書裡有關鄭成功形象及其在台經營的歷史書

寫 ,在配合國民中學課程標準 (綱要 )的情況下 ,早期都納入明

末或清初的中國史架構下來談 ,因 關注的重點擺在中華傳統文

化 ,因此不管是篇幅也好 ,內 容也好 ,都顯然偏少 ,並且皆著眼

於鄭成功忠君愛國的形象塑造 。其中的書寫方式不出以其父鄭芝

龍之變節來突顯 、強化鄭成功反清復明的國家英雄形象 。各版本

的相關行文可見於 1%2版的 「清兵殺唐王後 ,唐王的遺臣鄭成

功 ,不贊同他父親投降清朝的舉動 ,退據南澳 ,專力作復明的工

作 。⋯」 (頁 43)。 199J￣ 版的 「當唐王在福州稱帝時 ,全靠鄭芝

龍支持 。不料他竟變節 ,投降清朝 ,以致唐王失敗被殺 。他的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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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鄭成功反對投降 ,就以廈門和金門為根據地 ,積極展開反清復

明的工作 ,⋯ 」 (頁 1U9)199U年版的相關書寫甚至提到了史可

法 (此人物獨見於 l99U年改編本版 ),強調 「南明時期 ,史可法

壯烈犧牲於先 ,鄭成功長期奮戰於後 。鄭成功在堅決抗清的過程

中 ,兼經營台灣 ;既表現出浩然氣節 ,又開創一番偉大事業 。」

(頁 8U-81)而 「清兵進入福建時 ,鄭芝龍投降 ,成功不從 。他拒

絕清朝誘降⋯」 (頁 81)。 上述課文之編寫皆緊扣各階段的國

(初 )中課程標準 ,簡言之即冀望學生從中國 「建國悠久 、文化

燦爛史實中 ,認識民族的傳統精神 ,以啟發復興國家責任之 自

覺 」 。而這種以歷史作為民族 、國家 、族群或地區認同的基礎由

來已久 ,從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方言文學 ,到啟蒙時期近代國家

觀念的興起 ,皆將歷史被視為形塑國家意識的重要工具 。
芻
由此觀

之 ,台灣的國家教育顯然也未能免俗於外 。

至解嚴以後 ,在 1994版的課程標準下所撰寫的 《認識台灣

(歷史篇 )》 便不再特意以強調鄭成功父子行為的反差來突顯鄭

成功的愛國形象 。從教科書的行文看來 ,確實比之前的版本來得

客觀中性 ,不像先前帶有評價式的書寫 ,而改以平鋪直述的方式

來呈現 ,:「 西元一六四四年 ,清兵進占北京後 ,明朝部分遺臣

在南方 ,先後擁立幾位宗室為王 ,組織政府 ,繼續抗清 ,而延平

郡王鄭成功在一六四六年起義於金門 ,⋯ 」 (頁 23)、 「鄭氏在

中國大陸抗清遭受重大挫折後 ,決定進取其父鄭芝龍曾占領過的

土地肥沃 、有發展潛力 、戰略地位重要的台灣 」 (頁 24)。 在

《認識台灣 (歷史篇 )》 中雖然承襲著鄭成功忠君愛國形象之塑

“
周惠民 ,〈 歷史教育與國家意識 〉

際漢學會議 」加UU年 6月 ” 日刁 月

中央研 究院主辦 ,「 中央研 究院第三屆國

1日 ,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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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但其父鄭芝龍卻不再以變節的形象上場 ,而是強調他慧眼獨

到之處 ,曾率眾來台開發一事 ,與其過去數十年來出現在歷史教

科書中的叛臣形象有明顯之不同 。

隨著九年一貫上場的眾家版本中 ,康軒版和翰林版在形塑鄭

成功愛國的理想形象時皆未談及其父鄭芝龍 。而南一版和仁林版

則又似乎依循著早期的書寫方式 ,利用鄭成功父子 「抗 」清與

「降 」清的行為對比來強化 、提昇鄭成功忠君愛國的崇高情懷 。

如南一版在 「鄭成功攻臺與治臺 」的標題下 ,首段闢文即談到

「十七世紀中葉 ,鄭芝龍在福建擁立唐王 ,成為南方抗清的勢力

之一 。清兵一路南下 ,反清組織一一瓦解 ,鄭芝龍也投降清朝 。

其子鄭成功招集父親在福建沿海的殘餘勢力繼續抗清 。」 (頁
166)仁林版則是兩句話點出鄭成功父子的忠逆形象 :「 鄭芝龍在

清朝的誘使下投降 ,但鄭成功始終堅持
“
反清復明

”
的理想 。」

(頁 45)

由上可知 ,鄭成功的形象在國 (初 )中教科書裡之歷史書寫

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縱使各版本書寫的方式不盡相同 ,但所欲形

塑其忠君愛國形象的本意卻如出一轍 。這除了受課程標準所規範

外 ,應該也與中國治史素來具有濃厚的道德意識 (尤倡忠孝仁

德 )息息相關 。李國祁教授曾歸納出數種歷史人物評價的共同標

準 ,其中一類即為 「頌揚禦侮抗辱或開疆拓土的英雄 」 ,他提到

雖然此種人物容易有窮兵黷武之嫌 ,然對其所屬群體而言 ,卻是

救亡圖存 ,維護 自尊 ,榮耀團體的行為 ,在社會上本應獲得眾人

的尊敬 。再者 ,人在本能上也有崇拜英雄的傾向 。
鉾

在此附帶一提的 ,為貫徹民族精神的教育 目標 ,鄭成功形象

M李
國祁 ,<歷 史人物的評價 >,頁 91



伯 吳嘉琪 歷史教育第 13期

及相關記述中除了以鄭芝龍作為對比教材 、199U年改編本版提及

史可法的殉國 ,承續書寫鄭成功的愛國行動之外 ;各版本幾乎也

都提到鄭成功來台後不久去世 ,由其子鄭經承父志 ,在陳永華的

輔佐擘畫下展開在台各項建設 ,相關行文如 1%2年版的 「鄭成功

收復台灣的第二年四月 ,永曆帝被殺 ,成功聽到這不幸的消息 ,

大受刺激 ,病了一個多月 ,也就死了 。鄭經嗣立 ,” 承繼成功未

竟的志願
” ,修孔廟 ,興學校 ,增殖土地 。」 (頁 44)19乃 年版

記述 「鄭成功入台以後 ,便招來移民 ,從事墾殖 ,⋯ 但不久他就

去世了 。他的兒子鄭經嗣立 ,興建孔廟 ,創辦學校 ,修訂法制 ,

增闢土地 ,並且拒絕清朝幾次的招撫 ,很能
“
承父志

” 。」 (頁

1U7-1U8)l” U年改編本版亦提到 「鄭成功收復台灣後 ,即積極推

動建設 ,他雖不幸早逝 (享年 39歲 ),其 “
遺志則由兒子鄭經繼

承
” ;在 名臣陳永華的輔佐下 ,奠 定台灣 日後的建設開發基

礎 。」 (頁 83)而 19胼 年以後的各版本在記述鄭經之繼位 ,便不

再強調
“
承父遺志

”
的愛國形象 ,書寫方式較解嚴前的眾版本更加中

立 。

受限課程標準的規範與篇幅 ,1983年以前的國 (初 )中歷史

教科書談鄭氏政權在台經營的部分相當少 ,幾乎只有一至兩行的

敘述 。至 1%3年後的版本才將鄭成功與台灣開發的相關記述自闢

獨立之章節 ,對於鄭氏政權在台之相關建設有較完整的介紹 。另

外 ,台灣史在 1兜4年課程標準自成一冊後 ,教科書在對鄭氏政權

在台經營的相關書寫中明顯可看出強調漢人文化有系統地自鄭氏

治台時期移殖台灣 :如 1999年版提及 「.‥ 鄭成功統治台灣 ,建立

台灣歷史上第一個漢人政權」 (頁 25)2UU1年 的康軒版一上則是

記述鄭成功病逝後 ,鄭經在陳永華的輔佐下 ,「 開始將中國的文

物制度帶入台灣 」 (頁 27)在康軒版一下談鄭氏治台的文化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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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講到 「明鄭時代成為大陸漢人文化移殖台灣的萌芽期 」 。

(頁 24)南一版在 「鄭成功攻臺與治臺 」的部分更清楚書寫著鄭

成功 「建立台灣歷史上第一個漢人政權 ,而且將漢人的典章制度

移殖於台灣 。」仁林版也講鄭成功驅逐荷蘭人 ,「 建立台灣歷史

上第一個漢人政權 」 (頁 45)。 翰林版談 「明鄭政權的經營」在

眾家版本中篇幅最精簡 ,對鄭成功在台建制一字未提 ,匆匆只以

「鄭成功領有台灣後不久就去世了⋯」一語帶過 ,但仍論及鄭經

在陳永華的輔佐下展開治台相關建設 ,「 從此漢人文化在台灣奠

下基礎 」 (頁 113)。

(二 )版 面配置

教科書研究除應重視敘述觀點外 ,所附的地圖 、圖畫 、參考

書 、問題或大綱之類等是否適當 ,目 錄 、書寫文字等也皆需注

意 。例如我們應該評估教科書中擺置的地圖 、圖片等 ,其標準是

什麼 ?與課文的關係是否緊密 ,這類的教材來源何在 ?竻因此筆者

在檢視了 1%2年 -2UU1年以來教科書如何來書寫鄭成功形象及其

治台經營後 ,接著想試以討論各階段各版本的教科書如何利用圖

片 、地圖 、註解或課後 (作業 )活動來補充 、呈現鄭成功的形象

及其治台經營 。

教材中插圖的安排 ,宜 質量並重 ,以輔助說明課文主題意

識 ,加深學習的印象 ,增進學習的樂趣 ,並增高學習的效果 。
“
觀

自歷來各版本 ,大致可發現教科書的版面配置不論是在圖片 、註

解或作業活動方面 ,隨著時間的演進有越來越豐富且詳盡之趨

郎
張元 ,〈 教科書只是教材的一部分〉 ,

局 ,妙98),頁 263-264。
%教

育部編 ,《 高級中學課程標準》(台 北

《談歷史 話教學》(台 北 :三 民書

:教 育部 ,19%),頁 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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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 。19ω 年版課文版面中只見鄭成功像圖片一張 ,並未作相關說

明 。兩題有關鄭氏的作業設計依布魯姆 (BlUUm)提出的教學認知

目標而言 ,明 顯偏向 「記憶 」層次 :「 鄭成功在台灣的情形怎

樣 ?」 、「台灣在鄭成功以後還有幾代 ?叫甚麼名字 ?」 前者的

問題設計 ,頗讓人有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之感 ,未能更明確的指

出要問的是哪方面的發展情形 ,甚是可惜 。後者則純為記誦之設

計 。此版本在註解的部分也是完全付之闕如 。19巧 年版類似上述

之排版 ,作業部分只有一題 :「 鄭成功怎樣抗清 ?並說明台灣內

屬中國的經過 。」既想突顯鄭成功之愛國形象 ,又要強調台灣內

屬中國的重要性 ,呼應當時課程標準的教育 目標 ,欲 「使學生明

瞭我國政治制度及社會生活的演進 。」 「從建國悠久 、文化燦爛

史實中 ,使學生認識民族的傳統精神 ,以啟發復興國家責任之自

覺 。」

到了 l”U版 ,鄭成功之相關記述獨立闢節 ,圖片的數量從一

張增至四張 ,並附上相關說明 。此外 ,為使學生更明瞭明鄭時期

在台灣建制的情形 ,也附有一張 「明鄭時代台灣建置圖 」 (地

圖 )。 作業規劃則承續民族精神的教育 目標來設計 :「 請同學講

述史可法抗清的英勇表現 。」以及詢問 「鄭成功父子對台灣開發

有哪些貢獻 ?」 後者的問題設計已較能跳脫強調中國的國家主體

意識 ,著重鄭氏父子對台灣本主的開發貢獻 ,當然其中也包括了

漢人文化之引進 。

而強調要 「生活化 」 ,以 「能力 」為本位來考量的九年一貫

課程 ,在眾家出版社傾力而出下所編寫的社會教科書 ,其版面與

色彩之豐富自然是其最大特色與賣點 。然教材的選擇與運用必須

符合主題意識以及教育意義 ,並應考量學生的認知發展程度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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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37關 於此點則尚有待各家出版社再接再勵 。有關教材選取與教

科書主題意識不符者 ,即以 2UU1年南一版的 (作業 )活動設計為

例說明 。其標題為 「水土不服 」 (頁 1“ ),活動裡提供兩條線

索 :(l)當時的風土病跟現在一樣 ,有昆蟲為媒介的 ,有動物傳

染的 ,也有腸胃病的發生 。 (2)台灣位處亞熱帶 ,氣候炎熱 ,蚊

蠅易於滋生 ;再加上當時醫療環境不好 ,疾病容易發生 。其間題

意識 :「 據說鄭成功是死於瘧疾 ,你知道台灣早期有哪些風土

病 ?是什麼原因造成 ?」 單從問題設計本身看來甚是有趣 ,有助

幫助學生了解台灣早期的自然環境 ,然活動設計卻無法與整個主

題扣結 ,感覺很像獨立於文的活動設計 ,若為如此便失去教材選

取的適切性了 。

依據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之能力指標除了列出一般的歷史內涵

之認識外 ,在 (國 中 )第四階段的能力指標裡亦期待學生透過歷

史教學 ,能夠 「比較人們對歷史的不同說法與不同解釋 」以及

「歷史變遷 」相關概念之分析 ,這些攸關歷史意識之培養卻無法

體現於我們所用的國中社會 (歷史 )教科書中 ,亦是可惜之處 。

肆 、結語

雖然教科書不全然等於教材 ,它只是眾多教學素材的其中一

種 。但不能否認地 ,教科書對於教學者或學習者而言的確是具有

其舉足輕重的地位與功能 。人沒有十全十美者 ;教科書當然也不

可能完美無缺 ,它必隱含了編者的史觀與價值觀 ,呈現編者所重

視的是大量歷史知識 (陳述性知識 )的灌輸 ,抑或是偏重於引導

”王仲孚 ,<試論中學歷史教科書的特性 >,《 人文及社會學科教學通訊 》

l1:6(2UUl) ,頁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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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們 了解 「如何理解過去一理解過去 的方法 」 (程 序性知

識 )。
鉻
很顯然地 ,在現階段的國中教科書主要還是偏重於記述性

知識的書寫 ,雖然基礎知識在學習的過程中是不可獲缺的 ,但若

能從中取得一些空間 ,賦予學生歷史思維能力之相關訓練 ,相信

更能落實九年一貫的 「能力 」本位之期待 。正如張元教授曾撰文

提到 ,教科書的撰寫對於教學 目標並非墨守成規 ,它可以隨學術

發展 ,配合教育理論與學習心理 ,讓教科書也能成為發展學生思

維能力 ,培養其歷史文化情感 、啟發其對歷史的樂趣的重要素材

之一 。
”

縱觀歷來各版本所書寫的鄭成功形象 ,皆不出忠君愛國的英

雄形象 。然人是有主觀意志的 ,人的行為會受自己主觀意志的驅

使 ,常常是錯綜複雜的 ,無法有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規則提供我

們予以評價 。不論史家如何強調其公正客觀 ,仍無法完成避免 自

己情感之投射 ,隨著史家視角與取材的不同 ,對歷史人物的評價

便會有所不同 ;們作為歷史教學工作者必須對此有所察覺 ,但亦不

能忽略歷史確有其 「善可為法 ,惡可為戒 」的借鑑作用 ,應妥善

運用於教學之中 。教師除了教授一般記述性的歷史知識 ,亦可利

用相關素材與教學活動從中培養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 。以鄭成功

形象之歷史書寫為例 ,除了愛國英雄的單一形象外 ,應該還可以

再提供一些不同視角 (素材 )提供學生觀察 。

外
吳政哲 ,<從教科書開放談歷史教學〉,《 歷史月刊》,165(2UUl),頁

54。

”
張元 ,<高 中歷史教科書 (龍 騰版 )的 撰寫原則 >,《 歷史月刊 》 ,179

(2UU2) ,頁 l14-12U。
的

李國祁 ,〈 歷史人物的評價 >,頁 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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