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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87 年臺灣解嚴後，政治上的開放促使社會中代表各族群與團體的聲音

因應而生，其中，尊重鄉土成為訴諸過去戒嚴下鄉土文化和語言受不平等待遇

的主要論述，而官方與民間對此所形成的解決方案殊途同歸，讓社會大眾與政

治力量產生連結，形成當時明顯而強烈的國家氛圍，加上縣市長與立法委員改

選所帶來的人事變遷，讓立院議堂中對鄉土議題的激烈論辯從重拾鄉土價值到

了鄉土課程單獨設科，並且同時，代表理論基礎發展的學術陣營也悄悄在鄉土

氛圍下向主管單位提出增設系所的需求。本研究期望以政策的視角來瞭解決策

者與當時社會氛圍的互動關係，從中探究論述對立下的意識型態差異，以及倡

議者表述問題之方式為何，使得鄉土課程設科成為決策者勢必實施的政策；在

課程的視角中，則探求設科政策內隱了什麼政治策略與工具性目的，而大學相

關系所的設立又為整體鄉土課程設科帶來如何的影響，最後，多元的要素是如

何各自扮演關鍵角色進行匯流，促發鄉土課程設科政策的浮出與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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