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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歷史課程中的中國史
 歷史學 柑仔店 發佈於 7 年前   

⾦仕起（國立政治⼤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教不完的中國史

 

圖1  臺灣⺠眾臺灣⼈／中國⼈認同趨勢分佈（1992年06⽉~2014年06⽉）

圖片來源：政⼤選舉研究中⼼，http://esc.nccu.edu.tw/course/news.php?Sn=166

2011年夏天，教育部在備受歷史學界質疑的情況下，公告了⾼中歷史「101課綱」。
[1]顧名思義，這份課綱從2012年秋天開始實施。翌年（2013）春天，⾼中中國史的授
課時數也按這份課綱的規劃，由「95暫綱」中的1個學期擴增為1.5個學期；不僅如
此，⾼中歷史教科書裡的中國史內容也同步增加了。為什麼要增加⾼中中國史的授課
時數呢？官⽅說法是，⾼中歷史教師反映：「中國史授課時數不⾜」。[2]不過，「101
課綱」實施⾄今，「中國史授課時數不⾜」的問題依舊，教不完的情況仍然時有所
聞。在教學現場裡，除非老師們⾺不停蹄地趕進度，否則，不是⾼⼀上學期的臺灣史
得被迫縮⽔提早上完，就是⾼⼆上學期後半的世界史得受到擠壓晚點上，中國史才能
勉勉強強在2個學期內教完。換⾔之，同步增加授課時數與教學內容，並未如預期地解
決問題，⽽是使問題更加惡化了。在惟恐中國史教不完、學不了的情況下，不但老師
教學的⾃主空間受到排摒，同學們從做中學的餘裕也跟著消失。無論如何，教學現場
的災情出現了，我們該怎麼收拾呢？繼續依增加中國史授課時數和份量的⽅向修改課
綱嗎？

實在很遺憾，因為政府教育主管部⾨「教條」優於「事實」、「政治」⾼過「專業」
的考量，短期內我們是很難根據歷史事實和史學專業，把課綱修改得比較適合教學
了。可是，為了未來的公⺠著想，關⼼⾼中歷史教育的朋友們也不妨現在就未雨綢
繆，試著先想想以下幾個問題：⼀、⼀⾨課程之所以無法如期上完，除了歸咎「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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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數不⾜」這項因素外，還有沒有其他可能原因？會不會是課程⽬標、教材設計、教
具運⽤、師資養成，或其他的配套出了問題的結果？⼆、在⼀個⾃由社會中，網路資
訊爆炸的世界裡，考慮課綱的⾓⾊，是為了⽅便官⽅照本宣科，把教科書的編寫和教
學⾃主性綁死，還是應該尊重教科書編寫和使⽤者的主體性，根據史實和專業共識，
以柔性⽅式提出建議呢？三、在已經有超過6成的成員認為⾃⼰是臺灣⼈的國家中，主
政者要求未來的公⺠不成比例地去學習明明是另⼀個單⼀國家的歷史，正當性何在？
能不能把格局放⼤、眼光放遠，替未來公⺠多著想，從動態的世界史視野和歷史核⼼
能⼒的養成⾓度去多作點思考？

 

⼆、「微調」版中國史課綱的問題

 

圖2 《課綱危機之引爆台灣史》演員關係表

圖片來源：「捍衛臺灣文史青年組合」2014年2⽉7⽇臉書動態時報，http://goo.gl/srxyeq，2014.8.8擷取

相較於⾼中中國史的比例問題，2011年夏天以來，中國史課綱更讓⼈頭痛的，其實還
包括了其中的措詞、觀點和內容。2014年春天，教育部⼜在歷史學界的⼀片抗議聲
中，公告了經過「微調」的⾼中歷史課綱。[3]這份「微調」課綱的臺灣史部分問題很
多，曾遭學界撻伐，不待贅述；[4]中國史部分除沿襲「101課綱」，⼤體以王（皇）朝
為中⼼、為正統的論述觀點外，⼜進⼀步展現了主政者及其附從以政治偏好取代學術
論述的「決⼼」。最令⼈難以想像的是，這份「微調」版的中國史課綱竟根據「符合
憲法」的原則，提出了兩項重⼤調整：⼀、將「101課綱」中的「中國」全數改成「我
國」或「中國⼤陸」。⼆、新增第六單元「兩岸分治」重點⼀節，增列了「說明國共
內戰、政府遷臺後，我國之主權範圍仍及於全中國，惟治權不及於⼤陸地區」⼀項。
[5]總結從「101」版到「微調」版，這部中國史課綱已經積累和曝露的重要問題，可說
⾄少已有以下數端：⼀、不論是課綱的編修者或課綱的內容，都與中國史的專業嚴重
斷裂，無法充分反映近四⼗年來國內外歷史學相關專業社群早已提出的研究成果。
⼆、設計理念陳舊，課綱編修者對國⺠歷史教學意義的想像，仍然停留在把歷史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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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當主政者傳聲筒，當官⽅意識型態宣傳⼯具的層次上。三、刻意忽視臺灣已由直接
選舉成為⼀個獨立的國⺠主權國家的事實，並嘗試抹去臺灣⼈瞭解中國史的主體觀
點。四、否定歷史教學的⾃主性和討論歷史爭議的開放性，並以「符合憲法」之名，
企圖令主政者或課綱編修者的政治偏好成為教科書編寫和歷史教學的前提。對這樣⼀
部脫離專業和現實的封閉性課綱，我們能有什麼期待呢？

我們可以瞭解，上⾯這些問題不單是反映了主政者對歷史作為政治奴婢的刻板印象、
對歷史作為⼀⾨現代學術專業的無知，也⼀定程度呈現了若⼲來⾃⾼中歷史教學現場
似是⽽非的迷思、習焉不察的成⾒。重要的是，⾯對這些問題，我們與其期待主政者
鬆綁、施惠，或覺醒，也許不如先認清思想、⾏動的主體是我，解放桎梏、改變現狀
也在我的事實，讓我們主動先作點⽬前能作的反省和努⼒吧。

 

三、中國史「份量重」的迷思

 

反省⾼中歷史教學上出現的問題，不妨先從「中國史教不完」這個問題開始看起。課
綱編修委員非關專業的考量不論，為什麼會有⾼中歷史老師主張增加授課時數來回應
中國史教不完這個問題呢？常⾒於於教學現場和各式會議記錄的說法主要有兩個：
⼀、中國史源遠流⻑、博⼤精深，份量本來就很重，授課時數本來就少不了。⼆、學
測或指考的中國史試題往往冷僻艱澀，如果教科書⽄兩不⾜，老師⼜不補充教材，那
麼，考⽣所得成績肯定很菜、學習的胃⼝也會跟著提前報銷。但這兩個理由能不能成
立呢？

這裡先講「份量重」這個提法。其實，任何課程的「份量」並不是不證⾃明、先天⽽
具的；相反的，決定教材份量、授課時數的，應當是教學對象、教學⽬標才對。打個
比⽅說，乍看之下，要交代香港的「佔中⾏動」似乎不難，因為相對來講，事件佔有
的空間幅員不⼤、跨越的時間不⻑，但「佔中⾏動」如果開成歷史專題課，放在研究
所裡上，要擺在全球互動的脈絡下，結合翻轉教室、史料蒐集、專題分析、GIS⽥野考
察，和產學合作專案（比如製作記錄各個街⾓抗議活動的Apps），鉅細靡遺地處理這
個⾏動涉及的香港歷史變遷的各個⾯相，那麼，兩個學期、每週3⼩時的課程規模恐怕
仍然會有意猶未盡之憾吧。但拿來教⼩學⽣，這套作法就不適合了。另⼀⽅⾯，從新
⽯器時代到明清時期的中國史無疑千頭萬緒、異常龐雜，但在台北故宮博物院擔任導
覽的志⼯，在受過⼀定訓練後，卻仍然可以選擇重要的切⾯，透過多媒體等⼯具的輔
助，在2⾄3個⼩時內，⽣動有趣地完成向國內外參訪者簡介數千年歷史發展⼤勢的任
務。同樣的，這套導覽⾏程要叫滿腹經綸的中國史專家跟著跑，⼤概也會有點強⼈所
難吧。換⾔之，「份量」不應該是歷史教學中的「⾃變項」，⽽是「應變項」。從這
個意義去看，把「份量重」當作前提去設想教材內容和教學時數，可以說是顛倒教學
⽬標和教學⼿段主從關係，沒搞清楚教學對象是誰的⼀項迷思。

 

圖3《台灣史學的中國纏結》書影

圖片來源：筆者⾃⾏影印



此外，「中國史授課時數不⾜」的說法之所以在2006-2012年「95暫綱」實施期間反
覆出現，不斷被當成主張增加中國史授課時數或擴編中國史教科書的理由，恐怕也多
少涉及了⼀些⻑期的結構性因素。其中特別值得留意的，就是戰後以來，臺灣的⼤學
歷史學系、所以中國史為⼤宗的師資結構，以及可以反映（或複製、繁衍）這⼀結構
的⾼中師資專業養成背景。[6]否則，我們⼤概很難想像，為什麼在不同的場合，常常
可以聽到來⾃教學現場的這些聲⾳，如：「臺灣史老是重覆，⼜沒什麼新穎或有趣的
東⻄好教」（這可能反映老師對臺灣史研究的新進展不⼤熟悉或沒啥興趣）；「中國
史份量很重，必須照顧的⾯相很多；教材若編寫得不夠，到頭來就得花更多時間額外
補充」（這可能反映老師知道哪些中國史的課題可以深入發掘，也有較⾼的討論興
趣）；「世界史不必嘮嘮叨叨什麼都講，教那麼多也不知道要幹嘛，像中東、非洲、
美洲和⼤洋洲的題⽬反正也沒考過幾次」（這可能反映老師對歐洲以外的世界史相當
陌⽣，⼜缺乏積極瞭解的興趣，比較重視教學和考試結果的聯結）；「誰搞得清楚選
修專題課的重點到底是什麼？形同雞肋⼜艱澀的東⻄，還是能免就免，以免浪費學⽣
準備考試、複習功課的時間」（這反映老師可能對1990年代以後臺灣歷史學者的研究
動向不⼤清楚、沒有興趣，或不覺得值得深究）。如果說，⾼中中國史的「授課時數
不⾜」問題果真是⼤學和⾼中歷史師資基於養成背景堅持個⼈偏好的結果，或是⾼中
歷史師資「思不出其位」的反映，那麼，我們恐怕就得認真檢討：為什麼⼀個反覆強
調訓練設⾝處地「同情想像」（empathy）能⼒的學科，卻會訓練出「思不出其位」
的師資了？

話說回來，現在⽣米煮成熟飯了，課綱太繁冗，中國史教不完是既成事實了，我們要
在未來三、五年內改變和解決這個令⼈頭疼的問題，確實不⼤容易。不過，也因為教
學現場的災難當頭，我們正好可以多多留意1990年代以後，國⺠教育課程改⾰過程中
所出現的⼤⼩問題，作為未來持續調整課程結構的張本。

 

三、⼤考是綁縛歷史教學的惡棍嗎？

 

把「份量重」當成「中國史教不完」的理由，是個本末倒置的迷思。可是，把考試制
度當作使⾼中歷史教學⽬標看來不切實際，⼜令⾼中歷史教學不免綁⼿綁腳的禍⾸，
應當不⼤會錯吧？在臺灣，「考試引導（或領導）教學」不是新聞，⼤家對學測或指
考的印象也往往負⾯⼤於正⾯，認為試題繁難是使⾼中歷史教學遲遲無法正常化的元
凶。不過，令⼈多少感到⽭盾的是：在交相指責考試制度的聲⾳中，也仍有若⼲老師
低調地表達，⼀旦少了學測、指考，⼤概也就沒有同學願意學習歷史了。無論如何，
來⾃教學現場的正反意⾒，其實反映的是不同教學環境中，⾼中歷史教師所背負的客
觀期待與承擔的⾃我期許。不過，必須指出，近年來，不論是試題品質、考⽣比例和
⼤學的入學管道都有不⼩變化，考試和教科書、補充教材份量間的關係，恐怕也需要
⾝在其間的老師們重新評估了。 

 



圖4  2012-2013年指考國、英、數⼄、史、地、公⺠與社會各科成績⼀覽表

圖片來源：財團法⼈⼤學入學考試中⼼，〈102學年度指定科⽬考試試題分析—歷史考科〉，http://goo.gl/v1ygIe，

2013.12，2014.8.8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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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2003-2013年度指考歷史科全體考⽣成績分布

圖片來源：財團法⼈⼤學入學考試中⼼，〈102學年度指定科⽬考試試題分析—歷史考科〉，http://goo.gl/v1ygIe，

2013.12，2014.8.8擷取

這裡，就以指考為例作點說明。根據⼤考中⼼公開的資料，2009年（98學年度）以
後，由⼤學和中學歷史師資組成的試題研發部⾨，已經針對以往試題過於偏冷刁鑽的
問題進⾏修正了。2011年起，⼤考中⼼⼜進⼀步根據各界的反應，取消了歷史科單選
題倒扣分數的作法。整體⽽⾔，2009年⾄今，不僅試題的難易度和鑑別度相對穩定，
與其他科⽬相比，考⽣的平均得分雖然仍有少許落差，但相較以往確實已有顯著提
⾼。[7]當然，我們無法將考⽣的指考得分和其學習意願、學習成效直接劃上等號，也
無從斷⾔中國史教科書的份量減少是否反⽽有利提⾼考⽣得分。不過，這些現象⾄少
顯⽰，試題的品質、類型和隨之⽽來的引導效果的確可能獲得改善，並扭轉考⽣對指
考很難考好的負⾯印象。此外，尤其值得⼀提的是，2009⾄2013年的指考試題是以
「95暫綱」的內容為基礎研發的，⽽「95暫綱」中中國史的授課時數僅1學期，教科書
的份量僅佔1冊，是歷來授課時數和教科書份量最少的。那麼，它的意義何在？擴編中
國史的教學時數或教科書份量是否仍有其正當性？顯然值得三思和進⼀步探討。

除了上⾯講的，我們還可以留意兩項相關的結構性變化：⼀、2002年實施⼤學多元入
學⽅案後，經由指考分發的⼤學新⽣⼈數比例即已持續下降。因此，2012年⼤學招⽣
聯合會曾經決議：「參加本招⽣之各⼤學，其招⽣名額佔該校當學年度新⽣招⽣總名
額之比率，以不低於百分之四⼗為原則」；[8]不過，此議⼀出，隨即就有學校表⽰：
「希望不要硬性規定招⽣⽅式，讓⼤學可依照⾃⼰的招⽣考量訂定標準」。[9]可⾒，
即使招聯會作出「規定」，但對若⼲⼤學⽽⾔，指考分發作為招⽣管道之⼀，似乎仍
有調降比重的需求。⼆、2002年以來，參與指考的考⽣中選擇報考歷史科的⼈數比
例，10幾年來⻑期穩定維持在6成上下。⽽參與歷史科指考的考⽣絕對⼈數，則因為少
⼦化因素呈現了逐年下滑趨勢。[10]

 

http://goo.gl/v1ygIe


圖6  2002-2014年指定科⽬考試報名⼈數統計表

圖表來源：財團法⼈⼤學入學考試中⼼，〈指定科⽬考試統計資料〉，http://goo.gl/BCx92R，2014.8.8擷取

回頭審視上⾯和⼤考有關的發展，應當⾄少有兩點值得注意：⼀、⼗多年來，指考分
發已經不再是⼤學入學的單⼀或主要管道（⽬前的比例已經低於5成，預估將來還可能
更低），近5年的指考考題也不復艱深冷僻，那麼，⾼中的歷史教學是不是也可以多從
⼤處著眼，試著從較具結構意義、影響比較深遠的⾯向，⿎勵同學在背誦、記憶之
餘，多做些有利養成歷史思維能⼒的批判性思考？⼆、對於近4成選擇不考歷史科指定
考試的⾼中⽣，作為歷史師資，除了淡定以對或冷眼相待外，在必修課程階段，是否
也可能稍稍費⼼安排，為這類未來不選擇歷史科指考的同學，提供⼀些從做中學的學
習機會呢？或者，我們可以更進⼀步，邀請⼤家⼀⿑思考看看：如果有朝⼀⽇沒有了
⼤考，⾼中的歷史教學⼜可能怎麼做呢？

 

四、培養核⼼能⼒的歷史教學

 

如所周知，在國⺠教育中，歷史教學應當重視的是歷史思維能⼒、⾯對異⼰的態度、
瞻矚未來的眼光，和辨別是非好惡的品味的養成。要達成這些⽬標，課綱與其無所不
包，不如更應留意系統性；與其失之繁冗，不如簡要明⽩；與其讓老⼈家沉緬過去，
不如讓年輕⼈前瞻未來；與其強⾏灌輸，不如尊重教學的主體性，⿎勵學習者⾃發地
探索。其實，這些看似⾼調的理念並不乏可以參照的對象。以2008年10⽉28⽇遭前教
育部⻑鄭瑞城「擱置」的「98課綱」為例，[11]這份課綱就不認為⾼中中國史的必修課
程必須什麼都教。相反的，它認為教科書可以依著訓練核⼼能⼒的需求，和因應⼤學
入學的評量機制，按「略古詳今」、「影響深遠」、「文化遺產」、「結構取向」、
「教學需求」等原則去編寫教材。

http://goo.gl/BCx92R


為了落實從做中學的理念，「98課綱」也提出了可以稱作「歷史的留⽩」的「建議的
單元」，「讓教師發揮教學⾃主權，並彌補課綱中未受充分注意的弱勢族群、地⽅史
等課題。教科書的編輯者及教師應珍惜此項設計之理念，多加彈性運⽤」。基於這項
開放性設計，這份課綱的中國史不僅延續了「95課綱」的精神，只編了1冊、六個單
元，其中也只「安排13個主題，共13週的課量」，並「預留三週供任課教師彈性運
⽤。教師可以利⽤該時段，安排分組討論、報告寫作、資料研讀……等活動，或者補充
課程」。[12]可以說，這份課綱清楚表明，⾼中歷史課程的中國史教學不是為特定團體
的意識型態或政治想像服務的。相反的，它是在承認和尊重個⼈主體性、在地特殊性
的立⾜點上，透過中國史的素材，⿎勵同學學習在⾯對異⼰時，形成⼈文關懷（比如
⺠初「新文化運動」中的「鄉⼟中國」）、瞭解在地觀點（比如中古時期的北
「胡」、南「蠻」怎麼看「漢」）的。並希望在課綱的柔性共識下，可以讓不同的書
寫、教學特⾊都得以⾃由彰顯。

不過，「98課綱」終究是按學習歷史由近及遠的認知進程規劃分冊的；同時，不容否
認，這個課綱繼承了「95暫綱」，也⼀樣帶有和輿論現實妥協的⾊彩。那麼，如果我
們要撇開⾼來⾼去的權⼒捭闔，拐彎抹腳的文字遊戲，根據專業替我們未來的公⺠著
想，我們可以怎麼安排國⺠歷史教育中的中國史教學呢？

 

五、在世界史脈絡中的中國史

 

在臺灣的歷史學界中，⼤概少有成員不能同意，不論古近，臺灣史和中國史都應當也
可以放在世界史的脈絡下來考察。以臺灣的臺灣史研究為例，前不久過世，⼤家尊敬
的曹永和先⽣早在1960年代之初，便已利⽤荷蘭文獻、歐洲古圖研究臺灣了。1990
年，他更提出「臺灣島史」的研究概念，建議學者，「應將臺灣島放置在當代的國際
架構內，進⽽從世界潮流的⾛向、國際局勢的動態演變中，認識臺灣所扮演的⾓
⾊」。[13]1970年代留學返臺的語⾔學家李壬癸先⽣，90年代在研究南島語族的擴散
與分佈時，也把臺灣和⼤洋洲、非洲東岸和南亞地區的島嶼群聯繫了起來，認為「臺
灣中部地區最有可能是原始的擴散中⼼」。[14]可以說，把臺灣史放在全球的區域互動
架構下來認識和研究，不僅是上個世紀60年代以後基於資料和事實所形成的重要共
識，也早已經由具體實踐獲致豐碩的研究成果了。

 

圖7  「臺灣島史」倡議者曹永和先⽣ 

圖片來源：臺灣⼤學歷史學系網⾴，http://goo.gl/mbMz36，2014.8.8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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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南島語族分佈圖

圖片來源：中央研究院⺠族所數位典藏平埔文化資訊網，http://www.ianthro.tw/p/46，2014.8.8擷取

中國史呢？已故中央研究院歷史語⾔研究所創所所⻑、前臺灣⼤學校⻑傅斯年先⽣早
在1920年代晚期便已直接、間接地主張，要從歐亞⼤陸和環太平洋世界不同區域間互
動的⾓度，⽽不是從政治疆域，或「漢」、「虜」族群分異的觀點去考察中國的歷史
了。[15]在臺灣，1980年代初留學返臺的邢義⽥先⽣，也主張從「世界史」的⾓度去
重新思考當時國內的歷史研究與教學的前景。[16]同樣的，這些⾒解也並不僅⽌於個⼈
主張的層次。傅先⽣著名的〈夷夏東⻄說〉，邢先⽣有關秦漢與羅⾺帝國的比較性研
究，就都富有超越政治疆域藩籬的世界史旨趣。事實上，1930年代以後，中國境內越
益蓬勃的考古發現和區域研究成果尤其可以說明，要拿政治疆域作框架去認識傳統或
現代中國是⾛不通、⾏不遠的；⾝在臺灣的我們，⾃然更沒有理由繼續坐井窺天，把
中國關在政治疆域內來理解。

 

圖9  傅斯年1935年5⽉傅斯年（左⼀，前者）、梁思永（右⼆）攝於河南⻄北岡遺址

圖片來源：中央研究院數位典藏資源網，https://kamatiam.org/wp-content/uploads/2014/11/h18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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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邢義⽥，〈「世界史」抑中國文化立場的「⻄洋史」？〉，《史學評論》3（1981）。

那麼，在未來的國⺠歷史教育中，我們可以把臺灣史和中國史都放到世界史的框架中
處理和編寫嗎？⾄少，根據現有的、可靠的歷史知識，我們沒有理由不能這麼做。事
實上，本世紀初，參與研擬⾼中歷史「95暫綱」的臺灣歷史學界同仁就曾經努⼒嘗試
過。遺憾的是，當時的社會氛圍和來⾃臺灣歷史學界內外的反對意⾒，沒有讓這些嘗
試成為事實。[17]然⽽，在「臺獨」早已不再是「罪」、「禁忌」和「臺毒」的臺灣，
在網際網路、全球旅⾏已經逐漸成為個⼈⽣活不可或缺經驗的今天，國⺠學習歷史的
⽬的，不應該是讓我們的未來公⺠成為政治動員的⼯具、服膺主政者國族認同的棋
⼦。我們的國⺠歷史教育，⾃然也不必再在「回歸祖國」或「去中國化」這類煙霧裡
打轉、浪費時間了。在國⺠的歷史教育中，中國，作為⼀個歷史探究的對象，必須放
在世界史中的具體位置來理解。我們應該做的，不是給予中國特殊待遇，把中國奉為
上國祖宗，⽽是站在⼈文關懷的基礎上，及早順應地球村成為事實的趨勢，讓臺灣未
來的公⺠能夠邁開⼤步、打開⼼窗，「認識世界多元文化的特質與演變，養成互為主
體、彼此尊重的開闊胸襟」。[18]當我們的未來公⺠能夠擺脫不當的⼲預，⾃由⾃在、
健健康康地學習歷史時，不必擔⼼，中國史作為世界史的⼀部份，也⾃然會成為臺灣
⼈歷史認識的⼀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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