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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出现了危机，而历

史教育的变迁是其关键性因素。历史教育是一种形

塑青年知识和意识形态的实践活动，更是培养和塑

造青年群体“国族认同”的最佳机制。如何应对历史

教育变迁所造成的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危机，正逐

渐为两岸学者所关切。本文拟回顾台湾地区历史课

纲的调整和变迁的历程，并对历史课纲调整的原因

及其影响作一探讨和分析，最后就大陆如何妥善应

对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一、台湾地区历史课纲调整和变迁的历程

1945年台湾光复后，为了去除日本殖民教育的

影响，国民党当局开始加强中国历史文化教育。

1949年国民党当局败退到台湾后，为了彰显其政权

的“正统性”和进一步加强对教育的控制，确立了以

民族本位为理念的教育方针，在教育中不断彰显中

华文化与中华民族意识，使得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文化在台湾重焕生机。但在两蒋时期之后，从李登

辉执政时期开始，台湾地区历史课纲的调整和变迁，

受岛内政局变迁与两岸政治对立的波及，渐渐走上

了一条与中华文化背道而驰的歧路。

(一)李登辉执政时期的“台湾主体性”教育

1987年“解严”后，台湾社会与文化逐步摆脱威

权统治的束缚，朝向多元化发展，台湾教育部门制定

的“统编本”教科书因此遭到挑战。在政治“本土化”

的大趋势下，台湾的历史教育也开始渗入“本土”研

究。1990年李登辉挟着高民意支持度上任后，开始

推行“一纲多本”的教科书编写模式，出版界可以根

据教育部门制订的课纲自行编写教科书，送教育部

门审定后出版。1996年，李登辉再次当选台湾地区

领导人后，正式开始进行历史课纲改革，并于1999年
开始实施“88课纲”。该历史课纲依“同心圆史观”，

以台湾历史为学习历史的起点，“台湾史”首次以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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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章节出现，但仍附属于中国史；课纲删除了“培

养中华民族精神”“复兴民族”等字词，还压缩了中国

史的学习时间，①其强化“台湾意识”的意图非常

明显。

(二)陈水扁主政时期的“去中国化”教育

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大力推行“台独史观”。

2001年民进党当局就开始进行新课纲的编订工作。

新修订的历史课纲中，“台湾史”脱离中国史，首次独

立成册；明清两朝的历史则被纳入世界史范畴；主张

学生应先学习台湾“本土”历史，进而学习中国史与

世界史。②这份历史课纲首次公开即受到广泛抨击，

导致课纲修订暂停。2004年连任后，陈水扁重新推

动历史课纲修订，因该课纲未完成完整的修改流程，

被称为“95暂纲”。随后修订的“98课纲”以“95暂

纲”为基础，基本框架不变，于2009年开始实施。以

此课纲为依据所编写的历史教科书，有效地配合了

陈水扁当局的“一边一国论”，加深了“去中国化”教

育的步伐，将“台湾中国，一边一国”的观念“成功地”

灌输给岛内学生，形塑了今日台湾青年的历史观。

(三)马英九任内对课纲的“拨乱反正”

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仍沿用“98课纲”，引发了

岛内学界与社会舆论的强烈不满与批评。历史课纲

因此延迟至 2010年才开始修订，新修订的“101课

纲”预定在 2012年启动实施。由于教育部门课纲小

组成员的绝大部分还是陈水扁执政时期的亲绿人

士，因此新修订的课纲仍维持“98课纲”的史观结构，

仅增加了中国史学习时间。到了马英九第二任期时

开始重新修订课纲，但由于绿营的舆论攻击，国民党

当局只能微调“101课纲”，进行“错字勘误、内容补正

及符合‘宪法’之检核”，将一些媚日倾向明显的表述

改为中立用语。该课纲于2014年公布，拟订于2015
年实施，此即“104课纲”。但该课纲一公布就立刻遭

到陈水扁执政时期的课纲委员、亲绿的教育团体和

社运团体、学运团体的抗议，引发了 2015年 7月的

“反课纲微调运动”，最终马英九主导修订的课纲就

在各界力量的反对下，以“新旧版教科书并行”的结

局落幕。

(四)蔡英文执政时期的“文化台独”教育

2016年蔡英文一上台便宣布废止“104课纲”，开

始大刀阔斧地进行课纲修订。经过两年多的酝酿，

2018年台湾教育部门课纲审议大会在争议中强行通

过了“12年‘国教’高中历史课纲”。依据这个课纲，

“中国史”被并入到东亚历史中，历史课本将分为“台

湾史”“东亚史”“世界史”三个主题进行教学，中国的

古代史将彻底消失。新课纲于 2019年 8月实施，是

为“106课纲”。其中“台湾史”独立成册，中国史被纳

入东亚史架构中呈现。表面上看，这似乎很具有全

球化视野，但其背后推动“去中国化”、切断两岸历史

联结的政治意图不言自明。由此，在台湾的历史教

育中，中国史变成了“外国史”，海峡两岸的联系彻底

被割断，再加上教科书中充斥着美化日本殖民统治

的“皇民史观”，拉近台日关系而淡化“两岸一家亲”，

将导致台湾青少年彻底摆脱“中国情结”，做一个疏

远中国却亲近日本的“新台湾人”。

二、台湾地区历史课纲调整和变迁的原因

台湾地区历史课纲经历了从“统编本”到“一纲

多本”的变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来说，历史

课纲的调整和变迁既是台湾教育改革的诉求，也是

台湾社会发展变迁的需要，主要原因可归结为“本土

化”政策的推行、“去中国化”文化思潮的盛行和岛内

表1 台湾地区历史课纲修订情况表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李登辉时期

陈水扁时期

马英九时期

蔡英文时期

简称

“88课纲”

“95暂纲”

“98课纲”

“101课纲”

“104课纲”

“106课纲”

实施年份

1999年
2006年
2009年
2012年
2015年
2019年

课纲修订情况

“一纲多本”编写模式，“台湾史”首次独立为单元。

“台湾史”首次独立成册，但因争议未正式实施。

“台湾史”独立成册，采用“去中国化”用语。

维持“98课纲”史观结构，增加中国史学习时间。

基本框架不变，微调部分描述用语，引发争议。

消解中国史，按主题改为：台湾史、东亚史、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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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绿阵营的政治斗争三个方面。

(一)“本土化”政策的推行

“本土化”多是用来描述移民对迁入地的认可和

同化。这里所指的“本土化”也叫“台湾化”，即逐渐

增加台籍人士在台湾当局权力中枢的比重。③ 20世
纪70年代，台湾岛内省籍矛盾重重，国际上不仅被美

国抛弃，还遭遇被逐出联合国的打击，内外交困导致

国民党的统治面临严峻挑战。为了走出困境、东山

再起，蒋经国开始推行名为“革新保台路线”的“本土

化”政策。1987年“解严”之后，不仅台湾当局推动的

“政治本土化”走向愈演愈烈，教育改革也开始以“本

土”作为导向。台湾的“本土化教育”政策始于李登

辉时期，其目的是通过历史教育使学生明白、意识到

自己长期居住的地方环境和乡土文化，更期望因此

能培养学生的“台湾意识”与“台湾认同”。20世纪90
年代，随着“本土化”意识的日益抬头，实施“本土

化”、落实乡土为主轴的教育方针应运而生。作为

“教育本土化”的首创者李登辉曾公开声称，“台湾的

教育改革就是要引导新生一代认识自己的乡土、热

爱自己的‘国家’”，教材的内容必须体现“本土

化”。④台湾教育部门于1995年提出要将“中国意识”

和“台湾意识”区别开来的转轨信号：1.小学领域：从

1996年开始小学开设“认识台湾”课程，内容包括台

湾地理、历史和社会三部分；⑤还设定了详细的施政

目标，即让近两百万名小学生必须学习乡土语言课

和近一百万名初中生选择学习乡土语言课。⑥ 2.初
中领域：从1996年开始初中增设“乡土教育活动”，教

材由各地自行编写。⑦1997年初中历史课程率先使

用“认识台湾”系列教材，以社会、历史、地理三部分

整合台湾相关史地成单一课程。3.高中领域：历史

课纲中将“台湾史”独立成册，且不断增加“台湾史”

的授课时间。4.高等教育领域：许多台湾高校纷纷

创立了台湾文学系、台湾文学研究所、台湾史研究

所等。

总之，无论是“乡土教学活动”和“认识台湾”系

列教材，还是渗透本土意识形态的“九年一贯课程纲

要”，都成为台湾当局实施其“教育本土化”理念的重

要载体。经过多年的“本土化教育”，台湾历史课纲

在“多元化”和“民主化”的掩盖下，全面塑造青年学

子的“台湾主体意识”和“台湾认同”，为贯彻执政者

的“文化台独”的施政理念服务。可见，台湾当局力

推所谓的“本土化教育”，实际上是基于“台湾主体意

识”进行的“去中国化”教育。而历史课纲就是其实

施“去中国化”教育的载体，课纲调整的目的是培植

青年世代的“台独”意识。它披着“本土化”的外衣，

企图淡化与割断两岸的历史关联，以“乡土文化”和

“多元文化”模糊学生的文化认同与“国族认同”；还

将“台湾人”划分为“我群”，将“中国人”划分为“他

群”，这种排他性质的族群划分只会使台湾社会更趋

情绪化和非理性化。诚然，台湾当局要求开展“本土

化”研究，实施“本土化”的历史课纲具有一定的合理

性，但“台独”分子借此来排斥中国文化，则走向了极

端。这种异化的“本土化”从客观的政治建构到主观

的心灵重塑，重新建构台湾民众的政治认同和文化

认同。20多年来，历史课纲的反复调整已大幅降低

台湾教育的质量，历史教育的“去中国化”和“本土

化”反复折腾，也将加速台湾教育的“平庸化”，这使

得台湾不仅丢失了优秀的中华文化，更在社会经济

文化等各个方面全面式微。

(二)“去中国化”文化思潮的盛行

“本土化”是台湾历史课纲调整初始的内在动

力，而“去中国化”是其最终的目标指向。“本土化”旨

在培养学生的乡土意识，而“去中国化”则意在割断

与祖国大陆母体的联系。“去中国化”文化思潮是由

岛内“本土化”运动繁衍出来的“台湾民族意识”，而

逐渐演变为“台独”势力服务的文化思潮，其实质目

的是想要通过文化上的“去中国化”来达到“台独”目

的。关于“去中国化”的文化思潮，到现在也只是一

些“台独”分子的言论汇总而已。他们宣称台湾文化

是多元的，是先进的、开放的海洋文化，是与中华文

化不同的。他们认为不能被中华文化所同化，所以

必须选择“去中国化”，他们试图借此来削弱甚至根

除中华文化对台湾的影响。⑧在“去中国化”文化思

潮的影响下，台湾历史课纲的调整就成为必然选择。

如前所述，回顾台湾历史课纲的变迁，可知在台

湾岛内盛行的“去中国化”文化思潮影响之下，台湾

中学的历史课纲已经一步步朝着“去中国化”的方向

迈进。李登辉时代让“台湾史”在中国史内部凸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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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陈水扁时代将课纲改变为“台湾史”、中国史和世

界史三分法，使“台湾史”实际获得了“本国史”的地

位，形成了“两国论”的史观叙述；蔡英文则直接将中

国史并入东亚史，不仅消解了中国史，而且试图更深

入地抹杀两岸在历史与文化上的联系，大大加快了

“文化台独”的步伐。在历经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

的课纲篡改和“台独化”改造，以“去中国化”为显著

特征的文化思潮和历史观已植根于历史教育之中，

导致“文化台独”从量变向质变推进，完成了对历史

的割裂与篡改，造成了台湾社会在认同问题上的

混乱。

(三)岛内蓝绿阵营的政治斗争

政治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政治可以

影响、甚至扭曲历史文化。“台独”分子为了实现其

“台湾建国”的政治迷梦，试图通过意识形态来扭曲

历史文化事实，这在历史领域就表现得相当明显。

历史课纲的反复调整与修改，绝不是单纯客观的历

史事实的斗争，其实质是蓝绿阵营的权力之争。台

湾蓝绿阵营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两大阵营在历史

课纲问题上的斗争由来已久，每次政党轮替就要修

改历史课纲，激化蓝绿、统“独”矛盾，导致社会再次

分裂。岛内政客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对历史教科

书反复进行篡改，而学生却是最大受害者。绿营力

推“台湾史”教育，打造所谓“台湾民族”的“国家史”，

其修订的课纲，一方面不断切割台湾与祖国大陆固

有的联系，还将分册出版“台湾史”与“中国史”进行

教学；另一方面则通过美化日本的殖民统治以达到

“去中国化”的目的。这些修改使得历史教科书面目

全非，导致台湾历史的真实面貌全然被掩盖。在 20
世纪末，李登辉当局开始修改中学教科书，包括字词

的改动、对日本的侵略进行美化等。21世纪伊始，陈

水扁当局更加肆意地对历史课纲进行了改动，尤其

是针对“慰安妇”历史内容的模糊化，是对深受其害

的人群极不尊重，也给日本帝国主义开脱了罪行。

民进党还将“台湾史”独立成册，将台湾历史与中国

历史一分为二，意图将“台湾人”独立出来，使人们遗

忘大陆与台湾本是同源同宗的历史渊源。马英九当

局摒弃“文化台独”，采取正视日本的侵略行为，更改

历史课纲中美化侵略行为的叙述等举措，在一定程

度上纠正了“台独”教育。但这次修改引发了蓝绿阵

营的对抗和社会人士的反弹，最终爆发了以高中生

为主体的“反课纲微调”运动。因此，马英九时期修

订的历史课纲也在各种力量的反对下以“新旧版教

科书并行”草草落幕。如今蔡英文当局全面实施以

“文化台独”为目标的历史课纲，中国史被完全肢解

并纳入到世界史中，彻底割断了“台湾史”和“中国

史”之间的历史联结。至此，台湾历史课纲的“台独”

化改造顺利完成。

总之，历史课纲之所以成为蓝绿阵营频频交手

的原因，是因为它是台湾当局塑造“国家意识”的重

要手段。蓝绿阵营在教科书问题上的斗争将是长期

而复杂的。台湾历史课纲，争议的是政治而不是历

史。绿营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妄图以教科书为工

具切断两岸的文化联系。而国民党则坚持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的立场，摒弃“文化台独”，试图更改用“台

独史观”书写的历史课纲中美化侵略行为的叙述等，

必然遭到民进党及“独派”人士的反对。事实上，蓝

绿阵营的政治斗争才是历史课纲调整的最深层的原

因，其目的都不在于教育，而是在于把历史课纲当作

武器，来宣扬和灌输本阵营的意识形态，意欲将年轻

学子培养成为本阵营意识形态的信徒，以此拓展本

阵营的支持基础。

三、台湾地区历史课纲调整和变迁的影响

台湾地区历史课纲的调整和变迁不仅对台湾民

众历史观与历史认知的形塑影响深远，历史课纲的

调整不仅造成台湾青年的政治认同被扭曲，还导致

岛内政治生态恶化，两岸关系发展陷入僵局。

(一)岛内青年学生的政治认同被扭曲

学校是政治社会化的天然土壤，它不仅让青少

年习得政治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青少年内化于心

的政治认同。历史教育正是构建政治认同的重要手

段，岛内关于历史课纲调整的争议，从现实层面上，

让校园里的学子过早卷入了意识形态斗争中，长远

来看则是造成年轻一代的政治认同受到“去中国化”

教育的影响，这将成为严重影响两岸和平统一的重

要因素之一。从李登辉时期的“台湾主体性”教育，

再到陈水扁的“去中国化”教育，“台独史观”早已深

入人心，台湾民众对中国的认同早已被淡化和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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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认同”已经成为主流民意。总体看来，根据近

年来的相关民调结果显示，在台湾岛内有过半民众

都承认自己是“台湾人”，并且其比例仍然在不断攀

升；只有极少数的民众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其比例

近年来还在不断下降；还有一部分人是处于中立的

状态，认为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比例

始终徘徊在 30％~40％之间。多数台湾青年对两岸

关系的认知为“一边一国”。2012年10月，台湾的一

项民调结果发现，19岁到29岁之间的台湾青年中只

有27.78％的人认为大多数台湾民众来自中国大陆、

两岸同属中华民族；而有66.67％的人虽然认同台湾

民众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但经过几百年来的发

展已经“独立”出来，认为自己是“台湾民族”；30岁

到 59岁的台湾中年人认同上述两种表达的比例则

分别是 58.11％与 37.84％。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

当然有很多，但教育无疑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影响

因素。这些现象反映了岛内激烈的政治对立与社

会冲突，也折射出台湾青年一代对中华民族和中国

人身份的日渐疏离。可见，“天然独”并不“天然”，

而是学校教育出来的“人造独”。几乎可以肯定的

是，在愈改愈“独”的历史教科书培养下的年轻一

代，其政治认同将被严重扭曲，岛内“人造独”的势力

仍将持续扩大。

(二)岛内政治生态恶化

经过20多年“台独”历史教育，“台湾主体性”“台

湾主体意识”“台湾人”等意识形态概念已被台湾民

众广泛接受，成为了社会主流民意的基础。它不仅

塑造了台湾民众的意识形态，而且影响了台湾政党

政治的未来走向。长期以来，岛内的“台湾主体意

识”被赋予极高的政治价值，这不仅让台湾社会陷入

政治恶斗的局面，而且导致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的

疏远与敌视，甚至排斥融入国际化与全球化的时代

潮流中，使其陷于狭隘的闭关锁岛心态，岛内政治生

态也因此逐步恶化。总之，近年来台湾经济停滞不

前、社会运动频发、政党政治纷争，岛内政局陷入混

乱的状态，这与历史课纲调整成功塑造了“台湾主体

意识”有不可忽视的关系。

(三)两岸关系发展陷入僵局

肇始于李登辉执政时期的历史课纲调整及此后

愈演愈烈的“去中国化”教育，对未来两岸关系的发

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导致台湾民众对

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民族认同的持续性断裂，从最根

本上阻断了两岸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情感记忆，继而

发展为对中华文化以及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的逐渐

淡漠，“两岸一中”的国家意识蜕变为“台湾主体意

识”，为两岸和平统一前景蒙上阴影。另一方面，

2016年蔡英文执政后，全面启动以“去中国化”为目

标的“柔性台独”工程，在历史教育领域强行通过

“106课纲”，推动“中国历史东亚化”等，其实质是从

精神生活和历史文化领域彻底消除台湾社会存在一

切的“中国”印迹，从而为实现“台独”目标创造条

件。蔡英文当局推动的“文化台独”工程相当于“制

度台独建构”，其危害性不亚于“政治台独”或“法理

台独”，更将导致两岸民间敌意的攀升，使得台海形

势严重恶化，导致两岸关系发展日益陷入僵局。

四、思考与建议

台湾地区历史课纲调整及由此实施的“去中国

化”历史教育对台湾社会和两岸关系造成的负面影

响，已成为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

一进程的重大阻碍。有鉴于此，大陆有必要采取相

应措施予以妥善应对。

(一)进一步加强对台湾教育的研究

基于台湾特殊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台湾的教育

中长期存在着明显的认同建构，从日据时期的“日本

认同”、两蒋时期的“中国认同”、李登辉和陈水扁执

政时期的“本土认同”、再到蔡英文当局的“台独认

同”，体现了台湾教育的特殊性，这种认同建构的倾

向对台湾民众的认同建构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且还

将会在今后的教育中继续存在。相关领域内的学者

应重视台湾教育的特殊性，进一步加强对台湾教育

尤其是历史教育方面的研究，全面揭示台湾教育与

政治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而预测台湾教育政策与民

众政治认同的未来走向。在此基础上针对今后大陆

对台工作提出更具针对性和时效性的政策建议。

(二)扩大两岸文教领域的交流合作

台湾民众的政治认同产生混乱和扭曲，很大程

度上源于两岸文教领域的隔离。因此，我们应进一

步扩大两岸文教领域的交流合作，以此强化对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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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进行正确的历史观与国家观的教育。要经常性

开展面向两岸青年的交流活动，丰富台湾青年对于

祖国大陆的情感体验。增强两岸民间文化交流交

融，扩大两岸合编教科书的使用范围。值得一提的

是，面对台湾当局罔顾史实的历史课纲调整，两岸合

编教科书是一条可行的应对之道。2017年福建师范

大学和台湾中华文化教育学会合编的《高中国文》在

台湾正式出版，并被台湾多所高中使用。两岸合编

并使用相同的教科书，可以增加两岸共同的集体记

忆，这对于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进而助推两岸同胞

心灵契合具有重要意义。不断扩大与深化两岸文教

领域的交流合作，携手共同守护共有的中华文化传

承，是两岸文化融合的一种表现，也是治理路径下未

来两岸文化融合发展的可行模式，对于民进党当局

的“去中国化”教育及各种割裂两岸联系的“文化台

独”，也是“无声胜有声”的有力回击。

(三)以中华文化反制民进党当局的“文化台独”

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族儿女在五千年历史过程中

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它不仅是维

系两岸人民的精神纽带，还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的强大动力。台湾是一个由汉族移民为主体构成

的社会，随同汉族移民社会而植根台湾的文化，是中

华文化在台湾传播和发展而成的一种区域文化。它

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与熏陶，今天台湾的语言文字、

风俗信仰等都凸显着中华文化的内涵。在当前形势

下，唯有充分发挥中华文化的民族凝聚力，积极探索

两岸文化融合的形式和路径，才能从根本上摧毁“文

化台独”的分离意识。一方面，大陆要不断增强包括

经济实力、民主政治和文化软实力在内的综合实力，

持续增强对台湾民众的向心力和吸引力；另一方面，

要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力度，强化台湾民

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总之，两岸只有回到共同弘

扬中华文化的正道，才能有效反制民进党当局的“文

化台独”路线，才能逐步消除“去中国化”历史教育的

负面影响，台湾社会的认同危机才能得到有效的

导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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