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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國文」Q＆A 
96.10.23 定稿 

Q1：此次高中國文課程 95 課綱的修訂特色為何？ 
A1： 

此次高中國文課程綱要的修訂特色依據總綱修訂，其特色有以下幾點，簡述

如下： 
（一）在「壹、目標」上作了較大修改，確定高中國文「同時具有語文教育、

文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等性質」，作較具關連性的陳述。 
（二）規定了以「聽、說、讀、寫」的語文能力為「貳、核心能力」。 
（三）除了範文教學、寫作練習之外，明確規定，國文科課程應包括以廣泛閱

讀為主的「文學、文化名著閱讀」。 
（四）強調學校本位課程精神，落實自主選修精神，開設「區域文學」、「語文

表達」、「小說選讀」、「論孟選讀」等彈性選修課程，以供學生多元學習。 
（五）銜接九年一貫課程及大學基礎教育之精神，高中國文課程綱要修訂，重

視課程的一貫性，上接大學基礎教育，下續九年一貫課程之銜接。 
（六）兼顧多元文化，因應時代潮流，並注重開拓生活視野、加強人文關懷，

並培養關心當代生存環境、尊重多元文化的現代國民。 
 
Q2：此次高中國文課程綱要修訂的歷程為何？ 
A2： 

（一）採廣泛性意見之蒐集，並經多次全體委員工作會議討論修訂，最後擬定

出高中國文課程綱要草案。 
（二）召開北、中、南之專家的焦點座談交換意見。 
（三）舉行北、中、南區各區公聽會，向相關教師家長團體等說明課綱精神育

內容。 
（四）由國文學科中心做問卷調查，回收 870 份可供參考。 
（五）由審查小組審查課程草案，提出審查意見。 
（六）就審查意見及以上各種管道所蒐集到的反應加以評估，修訂完成國文科

課程綱要內容細節。 
（七）回復審查小組得其同意後，交教育部高中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討論與

核定。 
 
Q3：為提升國文能力，是否應增加高中國文科授課節數？ 
A3： 

（一）依高中課程總綱規劃，國文是所有學科中必修堂數最高的學科，若再增

加基本授課時數，勢必壓縮其他科目，也必定引起科目之間的爭端，

情勢上有所不能。 
（二）課綱精神強調學校本位、課程自主，各校可依學生差異及需求，設計選

修課程，爭取選修時數，提升學生素質。 
（三）提升國文能力首需培養學生閱讀習慣，新課綱明確規定課程應包括以廣

泛閱讀為主的「文學、文化名著閱讀」，教師宜在範文教學之外，廣泛

介紹適合學生閱讀的文化、文學名著，設計延伸作業，讓學生不只養成

閱讀習慣，也從根本提升語文能力及人文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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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是否應增加高中國文課程綱要中，文言文教材比例？ 
A4： 

高中國文課程綱要中文言文與白話文教材的比例，看似文言文較低，但課綱

允許每冊文白可增減 5％，整體而言，差不多是 50％：50％，可兼顧傳統古文作

品及現代語體文學，是相當合理的比例。若選修論孟，文言文的比例勢必超過白

話；選修小說的課程，亦可融入文言小說。加上所提供的四十篇參考古文，若能

應用於補充教材、課外閱讀，三年高中國文教學，文言文的比例未必比過去減少。

依課程綱要，文白比例變數相當大，教師宜發揮教學自主權，依學生程度及需求，

選擇適合學生的教材，無需在課程綱要中增加文言文教材之比例。 
 
Q5：高中國文課程綱要專案小組成員具有代表性嗎？ 
A5： 

高中國文課程綱要修訂委員會計有十九名成員，包括學科專家學者九名，教

育學者一名，高中校長一名，高中老師五名，國中教師一名及文學作家代表兩名，

各委員之遴選兼顧代表性及地區性。專家學者均為國文教學研究方面經驗豐富的

教授，分別聘自臺大、臺師大、政大、成大、清華、中央、靜宜等大學，及中研

院。而高中老師則是來自台北、宜蘭、嘉義、屏東等---，分佈於各地。另外邀請

國中代表教師一名，以期能兼顧配合九年一貫課程之銜接。除此之外，還邀請實

際從事不同文類寫作的文學作家，兼顧文學、文化的多元性，期使本次課程之修

訂，能面面俱到。 
 
Q6：高中國文教科書審查是否有意識型態考量？ 
A6： 

國文教科書審查，自 95 課綱實施以來，始終秉持尊重多元的精神，只要符

合課綱之規定，皆僅就題解、作者、注釋、問題與討論是否符合學界的研究成果，

提出修訂意見，並未對選擇的篇章作任何的干預。編者或編輯群容或有其個人及

群體的偏好與傾向，但審查者原則上不作介入，純就其掌握材料是否正確，提供

的學習與討論的方向，是否符合教育效果來作考量，因而審查只有專業問題，而

無所謂意識型態的問題。修訂課綱實施後，課本之審查亦當只要符合課綱的形式

規定，審查就只有對材料的掌握是否正確合宜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