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戰後國民教育課程標準、課綱與
教科書中的原住民族 

政策回顧、課綱與課文檢視之初步成果 

歷史小組 
107年12月21日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 

第八次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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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貳、過往課綱與教科書政策回顧與檢視 

參、12年國教課程綱要之擬定與審議 

肆、後續工作重點 

報告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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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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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決定一個社會中什
麼是「真理」，形塑下一
代的知識與文化，並反映
了社會不同群體的互動關
係。 

前言： 
為什麼探討教科書如何呈現原住民族？ 

知識權力 鑑古知今 

探討教科書內容以及背後的
意識形態，是理解原住民族
在不同時期社會裡處境的參
考，也是推動現在以及未來
原住民族歷史正義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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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表面化或扭曲 

課文篇幅是否充分 

能否展現原住民族文化 

是否只呈現社會和諧假象 

前言： 
為什麼探討教科書如何呈現原住民族？ 

選擇性地忽略 

刻板印象 

缺乏主體性 

以偏概全 

違背事實 

支離破碎和孤立 

不平衡 

常見呈現類型 不同時期課綱與
教科書中住民族
內容 

我們試圖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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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課綱政策回顧與教
科書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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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課程標準名稱 

1940（民29年） 教育部頒布修訂初級中學歷史課程標準編輯,並於
36年4月修訂 

1942（民31年） 小學課程修訂標準 

  
1948（民37年） 

小學課程標準 （三修） 
中學課程標準 
12月教育部頒佈修訂初級中學歷史課程標準,並教
材大綱。 
12月修訂中學課程標準→修訂中學歷史課程標準 

1950（民39年） 《戡亂建國教育實施綱要》 
教育部核定中等學校補充教材編輯計畫 

1952（民41年） 修正中學課程標準（中學公民國文歷史地理科課
程標準） 
12月初級中學歷史課程標準 
高級中學歷史課程標準 
台灣省國民學校各科教材調整說明課程標準 
國民學校國語,社會兩科修訂標準 

1962（民51年） 中學課程標準 
國民學校課程標準 

教育主軸為去除日本殖
民教育，強化中國化教
育，核心精神為民族主
義及國家主義。 

1945-1967 

民族主義與 

國家主義教育為核心 

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施行 

仍見強烈政治思想 

教育改革開放時期 

鄉土教育納入課本 

反思與調整時期 
多元文化與素養能力為核心 

1968-1988 1989-2000 2001迄今 

教科書制度採編審並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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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國語讀本》，第四冊第七課。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編輯，1946。  

「番人的祖先大部分也是以前住
在中國沿海」 

 

「山上的番民他們比咱們漢人來
得更早，不過住在山間智識比較
淺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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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領域教科書內容，呈
現逐漸強調反共抗俄、領
袖崇拜、國家至上等政治
思想內容。 

1945-1967 

民族主義與 

國家主義教育為核心 

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施行 

仍見強烈政治思想 

教育改革開放時期 

鄉土教育納入課本 

反思與調整時期 
多元文化與素養能力為核心 

1968-1988 1989-2000 2001迄今 

教科書採全面統編制  

 

年 課程標準名稱 

1968（民57年） 國民中學暫行課程標準 
國民小學暫行課程標準 

1971（民60年） 高級中學課程標準 

1972（民61年） 國民中學課程標準 

1975（民64年） 國民小學課程標準 

1983（民72年） 國民中學課程標準 
高級中學課程標準 

1985（民74年） 國民中學課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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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立編譯館，
《生活與倫理 第十一冊》。
國民小學生活與倫理等四
科教科書印行委員會，頁
31-32。 

國小國語、社會及生活與倫理教
科書，「吳鳳」相關主題內容傷
害、扭曲、誤導原住民族歷史與
形象者最為嚴重。 

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施行 

仍見強烈政治思想 

1968-1988 

山胞：野蠻風俗 
吳鳳：捨身取義 

10 



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施行 

仍見強烈政治思想 

1968-1988 

國中及高中歷史教科書 
原住民族歷史與文化闕如 

歷史：使學生明瞭中華民族的演進及歷代疆
域的變遷。 

公民與道德：培育以四維八德為中心的道德
觀念，陶冶善良品性，發揚中華民族固有的
美德。 

國民中學課程標準（1972）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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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教育改改革者指出過往教科書內容偏向男
性中心、漢族中心、大中國主義。 

 

1993年起，「鄉土教育」與
「認識台灣」逐步納入國民
教育課程標準與教科書。 

1945-1967 

民族主義與 

國家主義教育為核心 

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施行 

仍見強烈政治思想 

教育改革開放時期 

鄉土教育納入課本 

反思與調整時期 
多元文化與素養能力為核心 

1968-1988 1989-2000 2001迄今 

 教育部逐步開放國中小教科書採審定制度。 

年 課程標準名稱 

1993（民82年） 國民小學課程標準 

1994（民83年） 國民中學課程標準 
國民小學鄉土教學活動課程標
準 

1995（民84年） 高級中學課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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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原住民教育 

修改課程標準，將族群關係、多元
文化與原住民文化社會題材，融入
各級學校課程與教材，並編纂各族
補充教材。 

原住民族教育相關政策建議 
教育改革開放時期 

鄉土教育納入課本 

1989-2000 

行政院教育改革審
議委員會 

1996 

《諮議報告書I》 

第三章 綜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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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雖有推展原住民教育的共識，但效果不彰，主要關鍵在於原住民教育
未能針對原住民之特色規劃 

 

改善：檢視現有課程與教材中的文化
偏見、或對少數民族的忽略，加以修
訂，使國民有基本的多元文化素養。 

原住民族教育相關政策建議 
教育改革開放時期 

鄉土教育納入課本 

1989-2000 

教育部 

1997 

《中華民國原住
民教育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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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國立編譯館，國小《社會》，第三章 生活的節奏 

1994年，國立編譯館，國
中《歷史》第一冊 

第七章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
的政治與經濟 

國小社會內容偏向一般性介紹或欣賞 

國高中歷史課本，原住民族內容多銜接於
史前文化後，清代統治至日治時期簡要介
紹原住民族相關之歷史事件，諸如牡丹社、
霧社事件等。 

教育改革開放時期 

鄉土教育納入課本 

1989-2000 

內容偏向零散、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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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教學」與「認
識台灣」併入社會領
域，課綱相較過往更
能呈現台灣多元文化
社會內涵。 

1945-1967 

民族主義與 

國家主義教育為核心 

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施行 

仍見強烈政治思想 

教育改革開放時期 

鄉土教育納入課本 

反思與調整時期 
多元文化與素養能力為核心 

1968-1988 1989-2000 2001迄今 

年 課綱名稱 

 2000（民89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
綱要 

2003（民92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2005（民94年）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 
綜合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 

2008（民97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2012（民101年）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歷史 

2014（民103年）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 -歷史
（103年微調） 

2016（民105年）廢止103微調課綱 

2018（民107年） 12年國教課程綱要 

教科書全面開放為審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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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1967 

民族主義與 

國家主義教育為核心 

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施行 

仍見強烈政治思想 

教育改革開放時期 

鄉土教育納入課本 

反思與調整時期 
多元文化與素養能力為核心 

1968-1988 1989-2000 2001迄今 

檢視過往國民教育課綱與教科書嬗遞 

原住民族相關內容自1990年代始納入，
2000年代逐漸增加數量與內容。 

課綱與教科書逐步採取開放編寫與專家審
議機制，但仍缺乏保障原住民族教育人員
與專家參與之設計。 

課文篇
幅增加 

缺乏參
與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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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國教課程綱要
之制定與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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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小組與國教院合辦「12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綱草案徵集並納入原住民族意見」原住民
族諮詢會議 

東部-花蓮 

2017.11.04 

13人 

部落社團代表 

北部-台北 

2017.11.11 

26人 

原住民專家和學者 

南部-台南 

2017.12.09 

14人 

平埔族群代表 

邀請原住民文化與社團代表、原住民族現任國中小
與高中教師、學者專家參與，共53人，提供108課綱
草案檢視意見。 

12年國教課程綱要之制定與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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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小組與國教院合辦 

「12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綱草案徵集並納入原住民族意見」原住民族諮詢會議 

歷史小組彙
整3場公聽會
意見與修改
建議。 

歷史小組與課綱
研修小組研討彙
整意見，修正納
入課綱草案。 

課綱草案交由教育
部課程審議會審議 

原住民族審議委員3人 

12年國教課程綱要之制定與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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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國教課程綱要之制定與審議 

國小 社會：9 

國中 歷史：9 

地理：6 

高中 歷史：7 

地理：5 

公民與社會：21 

高中選修：10 

12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綱中，教學內
容與原住民族直接與相關條目數量 

19項議題融入 

原住民族教育 

認識原住民族歷史文化與
價值觀；增進跨族群的相
互了解與尊重；涵養族群
共榮與平等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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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 

原住民族重點學校的社會
領域課程發展，應儘量結
合原住民族歷史、文化、
地理及公共議題，從族群
發展角度規劃課程內容。 
 

教材編選 

教材編選或教科用書編寫
應‧‧‧回應不同族群與文化
的特性，避免刻板印象、
偏見、歧視與威權內容，
文字敘寫不應落入單一族
群或性別的觀點；同時，
若干文化習俗潛藏之偏見
與歧視，應加以檢視與省
思。 

12年國教課程綱要之制定與審議 

課
程
綱
要
實
施
要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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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檢視108課綱，可以發現： 

已儘量納入原住民族史觀， 

正視原住民族在台灣不同時空下的情況與挑戰， 

關注當代原住民族文化復振與權利伸張等議題， 

相較過往課綱更具脈絡和系統地呈現原住民族歷史與觀點。 

12年國教課程綱要之制定與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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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工作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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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調查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與碑文設立意見，積極記
錄族人歷史記憶，並透過有形紀念碑讓所有的族群在所處
的生活空間學習多元的史觀。 

撰寫具原住民族史觀之《台灣原住民族歷史通論》、明年
度啟動「清領日治時期原住民族土地流失」專書計畫，推
廣原住民族史觀。 

相關田野調查之訪談、影音資料彙整後，將典藏於國家文
化記憶庫，以供全民共享使用。 

積極紀錄族群歷史記憶 
努力推廣原住民族史觀 

紀錄 

推廣 

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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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協助歷史小組的族人，以
及感謝教育部、國史館、國教
院等部會之協助。 
 
簡報結束，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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