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談教科書 

 

    「教科書」或「課本」是指學校或任課老師指定的官方讀本或書籍，在台

灣中小學上課使用的教科書通常是依據官方審定的課綱編寫的，作為教師教學

教材和各級考試時命題的依據，學生只要熟讀教科書內容，便可應付測驗及考

試。在高等院校中，一般任課老師也會指定教科書(有時不止一本)作為老師教學

及學生學習主要的參考書籍。 

 

    本文談的主要對象是大學的原（英）文教科書。一本書既然主要目的是作

為大學的教科書，作者在寫作時自然寫法和編排方式也要依據一定的格式和要

求，它與一般的專業書籍是不同的。同學們可以翻開任何你手邊的幾本教科

書，自己分析看看一般的教科書通常有哪些共同點？ 

 

  大多數專業領域可供選擇的教科書何其多，我們要怎麼分辨一本教科書的

品質呢？其實選擇好教科書的方法和篩選一部好電影是差不多的。首先要看封

面，再由封面中的以下資訊來看出端倪： 

 

1、 作者 

     這相當於電影的導演和主角。通常在專業域愈知名的學者，編寫

的教科書一定會具有可靠的水準，就像知名導演或知名演員不會去接拍

沒水準的劇本。 

 

2、 版次 

     除了第一版(初版)不標以外，後續的版次一般會印在封面上，版次

愈多，就表示愈是歷久不衰，如果已達十幾版次的那一定是熱門書。原

文版的教科書，版次(edition)和刷次(print)是不同的，不同版次的書，內

容變動(增刪)較多，內容的頁次也會改變。不同的(印)刷次(數)意味著同

一版前一次印刷的書賣完後再加印的，所以同一版次不同刷次的書除了

修改錯別字以外，內容是一樣的。以原文版的教科書來說，比較認真勤

快的學者，快的話每三年會改版一次，如果已出到第十版，表示此書原

則上已暢銷至少 30 年了，因此絕對不會是泛泛之作。而刷次一般不會

寫在封面上，而是在版權頁中的下方以阿拉伯數字表示，如果我們在版

權頁的下方看到 10 9 8 7 6 5 ，就表示這本書是第 5 刷，到第 6 刷時再

把 5 蓋掉，我們就會看到 10 9 8 7 6 ，同學可隨便找一本原文教科書，

驗證看看。 

若有同一本教科書（指書名和作者均相同）它的版次相同刷次不

同，就代表內容是一樣的，章節和頁碼基本上也會一樣。但如版次不



同，內容就會有增刪的改動，章節和頁碼基本上和上一版次也不會一

樣。學生如買二手書時要注意版次，因為書的章節和頁碼和同學的不

同，上課時就比較麻煩了。台灣出版的書籍對這點不太講究，有不少書

的內容並未修改，只是再加印一次就多算一版，致使版次和刷次混淆不

清，其實是不妥的。有的知名教科書版次數很多，有的甚至達十幾版，

我們同時會發現作者的人數也由一人變成二人或三人，這是因為二、三

十年下來，原作者（一般都是知名學者）年事漸高或退休，於是就由他

的得意弟子加入來共同完成編修改版工作之故。 

此點是不是也和電影一樣，出片以後如果大賣座，片商常常會再拍

續集，甚至一直續下去，如《第一滴血》、《速度與激情》…等。 

 

3、 出版年份 

     此資訊會出現在版權頁中，有的教科書還會把所有每一版的出版

年分和出版商都在版權頁中交待，同學不妨在自己現有的教科書中找找

看。除了經典著作，原則上一本書的出版年分愈近表示書中的課題和資

料愈新，這點也和電影一樣，愈新上映的影片題材愈時尚或愈符合時

代。 

 

4、 出版社 

            愈有名的出版社出版的書愈有一定的水準，知名出版社是不會隨

便替阿狗阿貓出版書籍的，一定是通過了該出版社聘請的出版委員審

查通過，他們才會同意出版。由於每個出版社的特色專長和通路不

同，在各領域的教科書中自有其名聲，當然作者也希望找個最有名望

和最合適的出版社來出自己的書。這就像有名的電影公司會特別擅長

拍某方面的電影而且不會出爛片一樣。 

 

  接著，我們再看看整本教科書的架構。教科書除封面以外，要了解它，還

有以下幾個重點： 

 

1、 推薦序 

     作者如果自己不夠大牌，通常會邀請比自己大牌的專家、學者、

長官、前輩替自己的書寫推薦序，如果推薦序作者寫前是真的看過原

作，撰寫者又是此領域的前輩或專家，他會指出此書特色和值推薦之

處，那就對讀者閱讀此書很有幫助了，但如果只是客套應付，此部份就

不值得看了。我們只需看一下內容，自然就能判斷這點。 

 

2、 自序 

     有多少同學會看教科書中作者自己寫的序？很少吧！為什麼？同



學的回答很簡單：「因為考試不會考！」。這不能怪大家，因為大多數同

學從小看書就是考試導向的，可是現在是在讀大學了，要趕快改掉這個

壞習慣！我們不論看什麼書，第一步都是要先看作者自己寫的序！一般

作者會在自序中交待他為什麼寫這本書、書是寫給什麼對象看的、適合

作為幾學分課程的教科書、本書的主要內容有哪些、特色在哪裡、學生

要怎麼讀這本書、目錄中的記號(如*號)是什麼意思……等。有的作者還

會建議授課老師怎麼配合學分數和學生背景作適當的調整教學，所以看

序對讀者來說是很有幫助的。如果你看完作者序以後發現作者對以上這

些提都沒提，也沒寫到什麼具體內容，那就可以判斷：連序都寫不好的

話，這本書也不會有什麼驚人之處了。 

 

3、 目錄 

     目錄有同學認真看嗎？看目錄幹什麼？考試又不會考！目錄是做

什麼用的？目錄中一定附有頁碼，當然是用來找內文主題所在頁數用

的。這點當然是目錄的功能，但這只是附帶的功能。真正的重點是：目

錄中所列的章節就是整本書的主要內容架構。讀者應該注意的是它包含

了哪些大主題(即「章」)？這些大主題下包含什麼內容(即「節」？章節

的順序是怎麼安排的？什麼放在前面，什麼放在後面？為什麼要這樣

排？了解了這些，我們自然會對這本教材有一個整體的概念，這對往後

的學習是很有用的。當然，學校期中考、期末考很少會考這些，但是不

要忘了，我們唸書的目的是學習知識而不是為了考試分數，我們不應該

以考試導向來決定該讀什麼。 

 

    接著，進入教科書的內容了，通常編寫教科書與一般書籍不同的是，它們

通常具有以下共同的特點： 

 

1、 層次分明 

例如每一章一開始可能先列出一個「學習目標」、「導(前言)論」、

「摘要」……等；有的內頁旁邊會留白比較大，這是為了方便學生作註

記；最後又有一個「結論」；再接著就是「問題討論」、「個案」以及

「習題」。雖然並不是每一本教科書這些項目都會有，或者各有各的特

色，但其目的都是在引導學生有層次的學習。那些「摘要」、「結論」、

「學習目標」……等等都是對整章內容很好的重點提示。 

 

2、 列出不同觀點 

     在討論某個理論或觀點時，作者會收集正反兩面或不同學派的觀

點，各種背景資料齊全且論述完整。既為教科書，就要客觀公正，學生

可從正反兩面或不同學派的觀點建立對討論主題的完整了解。書中可能



舉出各種實務案例加以引申說明或佐證，這些實務案例也對學習非常有

幫助。 

 

3、 文獻引用 

     教科書中凡有引用他人論述時，一定依照學術慣例的格式加以引

用，以示其立論的依據。讀者亦可依其引用方式，參考學習該在何狀況

以及如何正確的引用(引註的格式)他人之文獻。尤其在自己撰寫論文

時，對何時該引用和該如何引用或引用格式有疑問時，記得翻開教科書

參考。 

 

4、 圖表的使用 

     教科書中免不了會用到各種圖表，你可以看到每一個圖或表均有

專屬的編號，一定不會發生重號或跳號的現象，圖或表的名稱也一定不

會重複。一般圖或表是放在內文提及該圖或該表那段文字結束後的下方

或者放在該頁的上方或下方，雖然不是每本書都一樣，但同一本書中全

書格式上一定是一致的，這些都是學生在自己撰寫論文時可以學習的地

方。 

 

5、 用心的例題和習題編寫 

            與數理有關的教科書內文中就會納入許多例題，其計算的每一步

驟和解說邏輯都非常清楚，不會亂跳，可作為學生在參與考試驗收解

題時決定該詳細到什麼程度的參考。有些教科書的作者在編列章後習

題時非常認真用心，題數和題型也會依該章主題和教學目標作適當分

配。很多教科書還提供部份習題(如奇數或偶數題)的答案，供學生作習

題時核對參考。 

 

    以上的解說主要是醒同學，讀教科書不是僅止於抓重點應付考試，考完過

關，教科書就用不到不要了，還急著上網拍賣，有時為了賣得好一點的價錢，

還刻意保持書本的整潔(號稱八成新、九成新)，不敢在內頁畫線寫字，這是錯誤

的觀念！一本好的教科書是值得我們一讀再讀且長期保存的，尤其是主要的專

業，例如企管系的「管理學」、行銷系的「行銷管理」等主要基礎科目或是學生

個人所選定的專業方向的主要書籍，都應該由封面到封底，至少熟讀三遍，章

後的作業每一題都作，徹底達到教科書作者的期待。請問有多少人能做得到？

沒錯，很少很少！可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未嘗不是一個機會，只要自己能

下定決心，努力依上述目標去做，自己能做到別人做不到的，還怕不能出人頭

地嗎？記得經濟學的一句名言：「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加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