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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教科書不再只是教科書-教育部啟動具創新意義之教科書人才培育機制 

希望未來教科書不僅是知識傳遞功能而能兼具美感教育與創意啟迪等多重效益 

(圖文/ 國中小及學前教育組陳佩玲提供) 

2013 年由三名交大學生發起的「美感細胞-教科書再造計劃」成果造成轟動，成果備

受各界讚譽。教育部去年底邀請美感細胞等單位代表，成立教育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

科圖書品質推動會（簡稱「教科書品推會」），歷經三次委員會議，日昨在全體委員支持下

決議通過具創新意義的「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圖書編寫與設計人才培育實施計畫」，

為我國未來教科書人才培育機制，開啟新的一頁。 

教育部范政務次長巽綠表示，教科書編排已陸續開放規格開數及字體字型等鬆綁措施，

這次品推會通過的教科圖書編寫與設計人才培育實施計畫，希望引進專業，培育更多具備

設計與美感教育的教科書編採人才，希望我國未來的教科書不再只有知識傳遞功能，而能

兼具激發兒童美感教育與創意啟迪等多重效益。 

教科書品推會置委員 20 人，包含美感細胞協會、家長團體、教師團體及財務、會計、

設計等學者專家，以協助規劃教科圖書政策及提升品質發展方向。自 107 年 10 月 24 日正

式運作以來，共歷經三次委員會議。日前由范政務次長巽綠主持召開「教育部國民小學及

國民中學教科圖書品質推動會」的第 3 次會議，通過「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圖書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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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設計人才培育實施計畫」，後續將由教育部國教署持續邀請推動會委員進行細部規劃，

希望在今年暑假就能有第一波課程的推出。 

有關「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圖書編寫與設計人才培育實施計畫」之重點包括以下

幾項：  

一、重視新課綱教學需要與教科書產業發展 

教學內容與型態的改變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理想實踐之關鍵；教科圖書的

內容與型態則為教師教學設計之重要參考。新課綱重視核心素養之培養，優良之教科書可

助教師一臂之力。為符應新課綱教學的需要、提升教科書品質，並促進教科圖書產業發展，

據以規劃計畫內容。 

二、兼顧在職人員增能與長期人才培育 

教科書的編輯須以長期的研發為基礎，需要編寫與設計人才投入。因此，未來規劃除

應顧及現職編輯人員的增能，並能對現職教師、師資生及有興趣從事教科書編寫與設計之

人員，進行長期之培育。 

三、培育課程兼具教育基礎知能及編寫與設計之實務 

教科書之編輯包括文字內容之編寫，及內容之編排與設計，因此編寫與設計實務知能

最為重要。然教科書與一般圖書不同，編寫者應對於課程綱要、課程設計、教學與學習方

法、教科書制度與評鑑等能具備基礎知識，編寫之教科書將更能符應教師教學需求與學生

學習歷程。 

四、開課方式、辦理時間及相關配套具彈性及支持性 

在規劃課程時，為符應參與人員的實際需求，提供彈性的課程規劃(如基礎知能、編寫

實務、設計實務等選習)、課程時間安排(如集中式、分散式、混合式)，並配合修習證明書

核發等相關配套機制，以達到提供願意投入教科書產業人員的支持，並且發揮資源效益。 

教育部表示，未來將持續透過「教育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圖書品質推動會」的

運作，蒐集專業意見並與民間團體對話與合作，以凝聚提升教科書價值與品質的共識，進

而優化臺灣合理的教科書產業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