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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华文独中课程总纲下 
课本编撰的沿革

 统一课程委员会 / 张喜崇

一、背景

课本，教材，或者教科书，是课程

设计者贯彻课程理念至前线教师的主要桥

梁。透过课本，课程设计者可以将一门课

程的主要想法转换成学科内容，传递给教

师。教师再借由对课本内容的理解，依据

课程的主要培养目标，建构学生的知识、

技能，和情意，形成学生的学科素养。

世界各国的教育体系基本在课程设

计、课本编撰，以及教师培训都有明确的

分工。课程设计或发展人员只负责课程发

展的工作和纲要的设计，课本编撰有专门

的出版社负责构想，师训学院则是负责培

养教师传递或者建构知识的能力和技巧。

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教育体系（简称独

中教育体系）拥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因此

并不是依循这样的分工和顺序。

独中课程发展可以追溯到1973年发

布的《华文独立中学建议书》（简称“独

中建议书”）。《独中建议书》提出“四

大教育使命、六大办学方针”确立了独中

教育的办学路线，也奠定课程发展的基

础。独中工委会1在1975年举办了第一届

统考，并于隔年成立了统一课程编辑委员

会（后来才易名为统一课程委员会），专

门负责规划与拟定独中统一课程和编撰各

科统一课本（统一课程委员会，2023）。	

换言之，早期独中教育体系是从统考主

导，课本作为补助的发展模式。统一课程

编辑委员会更侧重于扮演课本编辑人员的

角色，因为当时独中教师极其需要的就是

课本。

因此，统一课程编辑委员会在1976

年投入于独中各科教材的编写，并在

1977年陆续出版。截至2020年，提供给

独中使用的教材多达182种，部分教材也

进入了第四版的重新编写工作。课本编写

满足了独中教师的教学需求，以应付统考

的需要。同时，课本也稳定了独中教育体

系的发展，提供了独中办学者最直接的办

学依循。在当时的独中，就是使用董总出

版的课本，考取统考文凭的学校。

初期的独中课本撰写缺乏整体统一

的协调，各个学科都有自己的委员会来负

责规划课本的内容。当然自1976年拟订

1	 董教总依据独中发展的工作需要，成立的工作委员会以负责课程、考试、师资、学生等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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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课程和编撰统一教材以来，一些独

中办学者也努力协调各个学科之间编写

课本的原则。于是关于独中课程编制、

统一教材编写的原则和改革建议都陆陆

续续的被提出。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统

一课程委员会于1992年在福隆港举办了	

“面向21世纪华文独中课程规划工作

营”。该工作营之后汇整了与会者针对

独中统一课程、高初中课程总目标、学

科分类和组成、各学科的教学目标与

课时分配等建议和意见结集成册。这

份文件对于后来独中统一课程的规划和

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统一课程委员

会，2023）。

2018年，董总推介了《马来西亚华

文独中教育蓝图》（简称“独中教育蓝

图”）。为了贯彻《独中教育蓝图》提

出的理念，以及划一学科发展的步伐，

统一课程委员会遂于2020年提出《独中

课程总纲（试行版）》（简称总纲），

并在2023年定稿。《总纲》的意义在于

统一了独中课程发展的步伐，提供各个

学科发展的依据，并进一步摆正了课本

编写在独中教育体系中的定位。本文便

是在此背景下，探讨在《总纲》提出前

后，课本编撰定位、内容、行政操作等

方面的变化。

二、�基于课程总纲下的课本编
撰定位

《总纲》提出之前，每一个学科都

有各自的课程纲要，主要是服务于各个

学科的课本编撰目的。如上一节所述，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展开的独中课本之编

写，是为了协助独中生备考独中统一考

试，让教师在教学上有所依据，课本在

整体课程发展中占着主导的地位。学科

与学科之间较少协调，也没有总体的指

导文件供各个学科的发展参考。

独中课本编撰定位的变化始见于

2018年《独中教育蓝图》的提出。《独

中教育蓝图》第五章“课程发展：学习

的基础”中提出“优化课程标准的目的

是要完善各个学科的课程设计和规划，

着重学生为学习主体的课程理念；同时

也希望培养教师使用学科课程标准的习

惯，加强教师的课程意识，打破‘课程等

同于教材’的刻板印象”（第75页）。	

《独中教育蓝图》进一步提出“强化教

师对于课程标准的掌握和运用的目的，

主要是为了未来‘提供课程’兼‘提供教

材’，或‘只提供课程’而‘不提供教

材’的运作模式做准备”（第78页）。	

从这段文字描述中可以看出，独中课程

发展欲端正过去“课程=课本”的思路，

从而让“课程”指导“课本”的编撰工

作，“课本编撰”应该是“课程发展”

的下游工作，而非主导的地位。

图1：2023年定稿之《独中课程总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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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纲》延续了《独中教育蓝图》

的构想，以统一协调课程发展的内容为

核心。《总纲》的核心内容主要以课程

目标、核心素养、架构、实施要点等作为

指导方针，并以建设和协调各科“课程标

准”为主要的目的。统一课程委员会接着

在2021年2月发布了《领域／学科课程标

准编制格式指引》（简称指引）的内部文

件，进一步将各科发展“课程标准”的工

作具体化，划一了各科编写“课程标准”

的格式。其中《指引》在图一（第8页）

清楚标识出“课程标准”的其中一项目的

是服务于“教材编写”的工作，而不是唯

一的工作。

《指引》在指导教材编辑的工作有着

一段明确的说明：

教材编辑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教学材料

的组织，以达成领域／学科课程目标。作

为一个教材编辑人员，其关注的项目和教

师一样，唯侧重点不一样。教材编辑人员

需要依据课程标准，特别是课程内容的部

分组织学习材料，并能妥善处理材料的顺

序，以及适当地定位材料的重要性，这包

括了哪些材料必须在课堂上讲授、哪些材

料可以布置让学生自学，以及哪些材料属

于延伸阅读，扮演拓展学生学科知识的功

能。当然，一套好的教科书也能够指导教

师的课堂教学，包括设计一些精彩的课堂

教学活动和工具。无论如何，再好的教科

书也不可能满足每一个教师，和每一所独

中的教学需求。（第13页）

	

以上揭示了在《总纲》之后，独中

课本编撰定位的改变。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独中课本的编撰工作存在“复兴独中”的

意义。在那个教学资源匮乏的年代，独

中教师需要能够支援他们日常教学工作的

材料，从中也是让独中工委会可以迅速高

效整合课程和考试的举措。独中教师使用

董总出版的课本，参与董总举办的统考，

理念的传递一目了然，直接了当。当时的

统一课程编辑委员会因应时代的需求，卯

足全力编撰独中课本，拯救了风雨中的独

中，满足了独中教育生存的条件。

随着时代的变迁，教育理论的提升，

科技的变化，以及资讯的流通。踏入二十

一世纪，独中对于“课本”的需求已经发

生了巨大的转变。部分独中不仅发展蓬

勃，甚至寻求与国际教育接轨；同时，也

有部分独中依然停留在求存的边沿。这种

巨大的落差，以致一套教科书已经很难满

足所有独中的需求。此外，资讯科技融入

教育的趋势在疫情之后突飞猛进，纸本教

科书已经不能满足教育资讯化的需要。科

技发展的一日千里也使到知识的更新率愈

加迅速，董总课本的更新速度远远赶不上

知识内容的更迭。最重要的是，“学生作

为学习主体”论的教育理念已经成为基础

教育的主流。课堂教学更强调的是“知识

的建构”，教师需要更多的弹性以应对不

同需求的学习者。

图2：《领域／学科课程标准编制格式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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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教育需要教师“使用课本”，而

不是“教授课本”。“使用课本”更重

视教师的“课程观”，从理解“课程

标准”到使用“课本”来完成教学的目

的。“教授课本”则会被课本约束，跳

脱不出课本的知识框框。这一个变化反

映在《总纲》前后独中课本编撰的定

位。课本编撰依然重要，但是已经不是

完成课程培养目的的唯一途径。独中课

程发展需要更全面思考学科课程的推展

工作，这是统一课程委员会于2021年提

出《指引》的主要目的。

三、�课程总纲指导下的课本编
撰沿革

虽然课本编撰的定位在《总纲》

提出之后产生了变化，但这并不意味董

总课程局在课本编撰业务上有所松懈；

反之，课本编撰的工作更系统、划一，

以及全面落实《总纲》所提出的教育理

念。表一陈述了《总纲》提出后董总课

程局积极展开的课本和教师手册撰写的

工作。截至2024年一共出版了14套课本

和教师手册。

表1：	配合《总纲》出版的课本和教师手
册（截至2024年）

序 课本 使用年份

1 高中《英文》第一册 2022

2 高中《英文》第二册 2023

3 高中《英文》第三册 2024

4 初中《马来文》第一册 2024

序 课本 使用年份

5 初中《音乐》 2024

6 《高级数学》高一上册 2024

7 《高级数学》高一下册 2024

8 《商业学》第一册 2024

9 《经济学》第一册 2024

10 《会计学参考书》第一册 2024

11 《通识教师手册——国家与
政府》（电子书）

2024

12 《通识教师手册——公民与
社会》（电子书）

2024

13 《通识教师手册——通识教
育入门》（电子书）

2024

14 《通识教师手册——社区、
环境与生态》（电子书）

2024

资料来源：董总课程局提供。

《总纲》之后的课本编撰或课程局

的编务工作有以下几点变化。

（一）素养导向的课本撰写目标

《总纲》依据《独中教育蓝图》提

出的六项核心素养2，及因应课程发展需

要增加的三项核心素养，组成九项核心

素养（见图3）。在规划初高中课程发展

阶段时进一步说明其内涵。核心素养强

调人的综合素质，也涵盖了知识、能力

以及态度（统一课程委员会，2023）。	

这九项核心素养全面贯彻在每一个

学科的“课程标准”，以及后续的课本

编撰工作中。全部课本会在编辑说明使

用上述核心素养图，或是文字叙述，或

是在新教材说明会加以阐明。这一项改

变是过去独中课本编撰工作从未出现过

2	 知识、思维、态度与价值观、领导与团队合作、母语与第二语言、国家认同与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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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象，也是第一次划一了所有独中学科

课程与课本的编撰都朝向同样的素养目标

发展。这项改变突破了过去学科发展缺乏

协调的处境，统整了学科发展的步伐。

（二）依循总纲的课程结构设置

《总纲》为之后的课程发展和课本编

撰奠定了两项基础：其一是对于新课程的

规划，也促使了新课本的编撰工作。其二

是协调了各个学科在课本编撰上需要关注

的节数分配。《总纲》的初高中课程结构

中催生了一些新的课程，比如《初中表演

艺术与生活》、《学习与探究》、《高中

通识》，以及《高中科学》，并且将“历

史、地理、公民教育及辅导活动”涵摄于

《社会科学》的框架之内。这些课程都是

在《总纲》设定时考虑了独中生素养内涵

的培养需要而增设，而不像传统课程般因

应统考的需要来展开。《总纲》提出后端

正了课程发展的定位，以及课本编撰是服

务于学生素养内涵的培养。

此外，在节数上，各科的课本编撰工

作也依循《总纲》的时间配置。比如初中

华文课本虽然在《总纲》定稿前就已经展

开编务的工作，但是在课本编撰时依然将

初中华文节数定位为一周五节课，以符合

《总纲》提出的建议。

（三）课本撰写内容的多元开放

《总纲》在提及学科课程标准拟定注

意事项中，特别强调“学科课程内容的处

理除了考虑学科知识的广度和深度问题，

也应增加探究和操作的部分，同时也要有

具生活化和实用性的内容”（第15页）。	

此外，也要“以趣味性、适性，多元的内

容激发学生参与活动课程，以培养学生成

为学习主体为目的”（第15页）。

这些原则在《总纲》之后编撰的课

本都得到充分的发挥。比如《初中马来文》

就介绍了不同的阅读方法给学生，《高中

商业学》也引入了体验式学习，引导学生

思考和解决问题。《高中经济学》在每章中

设定了“延伸学习”、“问题与讨论”，	

以及“趣味经济”等等。

（四）课程标准理念的具体落实

如上一小节所述，《独中教育蓝图》

提出“强化教师对于课程标准的掌握和运

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未来‘提供课程’

兼‘提供教材’，或‘只提供课程’而	

‘不提供教材’的运作模式做准备”（第

78页）。因此在《总纲》之后，部分新

增课程或许不会开展课本的编撰，主要着

重在于提供“课程标准”和“教师手册”

或“教案”。

比如《初中表演艺术与生活》会以

教案的方式来提供教师教学的材料，《高

中通识》已经完成四册教师手册（见表	

1），《体育与健康》目前也完成了“课

程标准”作为指导独中体育课程发展的

重要文件。《总纲》前的课程发展模式

都是有课本，才有会有课程大纲；但是	

《总纲》之后，摆正了“课程标准”和	

“课本”的定位之后，各科都以“课程

图3：核心素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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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标准”为优先，再逐步的发展后续的课

本、作业簿、教案，和教师手册等。

（五）课本撰写长远系统的规划

《总纲》的推出让课程委员会意

识到课本编撰的工作需要作出更长远的

规划。主要原因是若各个学科不划一课

本编撰的进度，就会出现各科“课程标

准”和课本编撰无法配合《总纲》的提

出而及时作出更新。对此，董总课程局

也作出《总纲》定稿后的十年规划，即

现有《总纲》在2023年定稿后沿用10

年，则下一轮《总纲》的更新将落在

2033年。届时，各科“课程标准”的更

新应在《总纲》定稿后的一、两年内完

成，新课本也将随后推出。唯有这样才

能全面凸显课程改革的全新样貌，全面

落实新课程总纲的内涵。

此外，为了解决学科之间知识点的

重叠、横向联系等问题，课程局也特别

在“董总E启学线上学习平台”教师资

源区开设了学科横向联系的栏目。在此

栏目下，每一个学科都与不同学科的知

识点作出对比，以便更能够掌握跨学科

知识点的一些情况和问题。这也是在课

本编撰知识点跨科协调部分的一项新突

破，以便统整课程的内容。

	

四、总结

课本编撰是一项繁杂的知识建构工

程。董总在人员财力局限的情况下，出

版迄今超过200类教科书是一项不简单

的创举，也是支撑独中教育体系持续发

展的其中一根支柱。教育现场对于课本

的需求也随着时代的前进有了不同的诉

求，虽然董总课程局极力精益求精，但

是也不可能满足各个独中，不同教师的

需要。过去数年随着《独中教育蓝图》

和《总纲》的提出，独中课本的编撰工

作也变得更为系统细致，同时也推出了

电子书的平台——“董总E启学”以满足

资讯融入教学的需求。

虽然现今资讯发达，教学资源充

沛在虚拟空间的各个平台，但是要教学

业务繁忙的独中教师自身去整理这些材

料并不实际。董总课程局在提供教学材

料的支援方面，无论是纸质或是电子版

本，依然责无旁贷。只是教师在使用教

学材料的思维也必须同时改变，不能一

味地依赖课本，而最终被课本约束。未

来，教师需要掌握所教学科的“课程标

准”，继而有效使用课本以达到最好的

教学效果。教师要“使用”课本，而不

是“教”课本。唯有建立正确的课程观

念，课堂教学才会变得弹性活泼，“乐

教爱学”的美好愿景才有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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