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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是政治的舞台，課程是教育的實踐，也因此，課程難以和

政治脫鉤。在教育利益團體彰顯其課程意識型態與運作權力時，我們

須加以探討與反思，因為，它有可能彰顯了正面的價值與意義，卻也

可能落入另一種霸權的宰制。 

本文首先探討教育利益團體的特性、定位及對課程政策的影響，

繼而剖析教育利益團體及其課程意識型態，以及教育利益團體傳遞其

課程意識型態的原因與方式，接著討論教育利益團體的權力運作策略

及類此手法對課程制訂所反映的意涵，包括「課程無法遠離政治」、「課

程承載著不同的價值信念」、「課程的內涵呈現非穩定、持續變動的特

質」、「最有價值的知識可能由教育利益團體所主導，而非專業課程學

者」、「最常被大力宣揚的課程未必是最被需要的課程」等五項，最後

提供建議，俾助於對教育利益團體的意識型態及其權力運作進行省思

及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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