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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臺灣於 2017年頒布「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以下簡稱課程大綱），課程大
綱的課程與教學轉化，成為臺灣近十年幼教課程學術與實務界重要議題。本研究

為一位幼教師資培育者（以下簡稱師培師），因反思自己的身分與關注師培教育

理論與實務斷裂的議題，而至幼兒園實施課程大綱之臨床教學。本研究採行動研

究法，並透過與研究參與者共同觀課與議課的循環歷程，目的為探究師培師實施

課程大綱之課程與教學轉化的實踐歷程，研究問題有三：(1) 師培師對課程大綱理
論與內涵轉化的知覺課程為何？ (2) 師培師對課程大綱的教學轉化為何？ (3) 師培
師建構的課程大綱實踐知識為何？本研究結論有五：(1) 能提供幼兒第一手經驗的
探究性議題是課程大綱轉化的方向；(2) 課程大綱課程與教學轉化是強調教學意圖
且採過程模式理念運作；(3) 課程定位與教學走向有賴教學者課程意識所定錨；(4) 
立基於總綱精神，學習指標的教學轉化可按幼兒特性、經驗與主題內容連結，轉

化為具體引導語並依現場做即時調整；(5) 具意識將理論與實務持續來回對話與慎
思，是理論與實務連結的路徑。最後對課程大綱推廣學習現場、幼教師資培育者

和教保服務人員進行兩點建議，以提供課程大綱實踐、教育理論與實務的架橋參

考：(1) 強化教保服務人員課程概念，以落實課程大綱課程與教學轉化；(2) 具意
識引導教保服務人員對理論與實務之間的討論與思辨。

關鍵詞：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師資培育者、理論與實務連結、課程與教學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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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 issued “The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Curriculum Framework” 
(ECCEF) in 2017, accompanied by Taiwan’s academic researches and practices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 terms of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transformation for the ECCEF. 
This study, conducted by a preschool teacher educator attempting to link theory and 
practice, aimed at exploring the teaching practice processes about implementation the 
ECCEF in preschool. Three questions were proposed as follows: (1) What were curricula 
with the principles of the ECCEF developed by preschool teacher educator? (2) What 
was teaching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ECCEF by preschool teacher educator? (3) What 
was practical knowledge in the ECCEF conceptualized by preschool teacher educator? 
Adopting the action research method, this study emphasiz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transforming the perceived ECCEF theories by the researchers into 
operational curricula; it was also complemented by the cyclical process of observing and 
discussing lessons by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s. There were five findings as follows: (1) The 
content of the ECCEF and curriculum transformation can start from providing children 
with first-hand experience and inquiring issues; (2)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within the ECCEF is closely dominated by teaching intentions with its focus 
on the process of model concept operation; (3) The orientation and teaching direction 
depend on the anchoring of teachers’ curriculum awareness; (4) Based on the spirit of 
general framework, the teaching transformation of learning indicators can be linked to 
children’s characteristics, experiences, and theme contents, transformed into specific 
guides and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real classroom scenario; (5) One of the best 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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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pply theories into practices can be done through continuous dialogues and deliberation 
between the two. There were two suggestions for learning sites in the ECCEF, preschool 
teacher educators and preschool educators, suggestions which woul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bridging curriculum practices and educational theories. First, strengthen the curriculum 
concepts of preschool teachers to implement the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transformation 
in the ECCEF. Second, consciously guide preschool teachers to discuss and speculate upon 
possibl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ories and practices.

Keywords: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Curriculum Framework (ECCEF), teacher educator, 
linking theory and practice, transformation of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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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覺醒理論與實務連結的新課

程推廣意識

臺灣為回應社會變遷、世界發展潮

流與恢復幼兒教育原有的風貌與實質（蔡

敏玲，2014），以提升幼兒教育教學品
質，於 2012年頒布「幼兒園教保活動暫
行大綱」，再歷經四年研修，於 2017年
8月正式公告為「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
綱」（以下簡稱課程大綱）（教育部，

2017）。課程大綱課程與教學轉化成為
臺灣近十年幼教課程學術與實務界重要

議題。研究者於 2011年參加課程大綱推
廣人員培訓課程，通過擔任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辦理教保研習課程大綱課程的

宣講人員，以及幼兒園輔導學者之資格，

並在 2012年開始投入課程大綱的推廣。
2015年研究者開始反思自身的推廣方式，
也發現在課程大綱推廣與實踐現場，技術

性的引導居多，而歐用生（2003）檢討九
年一貫課程實踐「去理論化」問題和陳美

如（2007）提到以理論為根基的改革視
框，就讓研究者覺醒理論與實務連結的推

廣意識，而開始梳理課程大綱背後的教育

理論，並漸次挹注於推廣現場。

二、投注教育理論與實務鏈結之

力

課程理論是課程現象與課程設計

解釋與引導的根基（黃光雄、蔡清田，

1999），而加強師資生教育理論與實務
連結，是師培教育長久以來的關注（王

金國，2016；黃源河，2010；Goodlad et 
al., 1990）。2017年教育部頒布《教育部
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精進師資素質

及特色發展作業要點》，其中的「精進

師資素質」計畫，乃希冀師培師能與時俱

進，加強自身專業之教學實務能力，於授

課課程中結合實務，提升教學實用性，以

協助鏈結師資培育理論與實務（教育部

臺教師（二）字第 1122603241A 號令，
2017）；而也於 2018年《中華民國教師
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暨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中，規範師培課程

應兼具理論知識與實務經驗的內涵，而要

求需規劃 14學分的教育實踐課程（教育
部臺教師（二）字第 1070087193B號令，
2018）。強化自身教學實務能力，為師培
教育理論與實務的斷裂盡一己之力，是身

為師資培育者的責任與義務。

三、關懷教保服務人員實施課程

大綱的問題

「課程轉化」（curriculum transformation） 
是指將具有價值的抽象理念逐步轉型變化

到師生使用的具體教學材料，是理想化

為實作，抽象化為可具體運作的課程之過

程（張芬芬等人，2010）。新課程轉化
由上而下就分為理想課程、正式課程、

知覺課程、運作課程與經驗課程五個層次

（Goodlad, 1979）。理想課程內含教育
理論、價值與意義的抽象概念，其常以書

面文件的型態出現，轉化為教育當局所接

納與採用，也稱為正式課程（李子建、黃

顯華，1996）。而教保服務人員欲實施課
程大綱，就需對正式課程有所理解，而釋

義與轉化為課程設計，是為知覺課程，之

後再實施於班級，是為運作課程。然課程

大綱宣講與輔導人員的工作，其實也像教

保服務人員一樣，會經歷課程大綱課程轉

化的歷程，只不過因行動場域不同，產生

的轉化與實踐問題會有所不同。但教保服

務人員實踐課程大綱會面臨的問題，是身

為推廣人員應有所關懷的。

綜上，乃引發研究者至幼兒園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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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的臨床教學。是以，本研究採

行動研究法（action research），強調理
論與實務連結，目的為探討幼教師資培

育者（簡稱師培師）實施課程大綱之教

學實踐歷程。而「教學轉化」（teaching 
transformation）是探討教學者從選擇
教材、透過教學方法與使用各類媒材以

達成教育目標的歷程（唐淑華，2011；
Shulman, 1987）。本研究對課程大綱理
論與內涵的理解與釋義後所設計的課程以

「知覺課程」稱之；而以行動研究的精神，

強調教學實踐時「設計活動→教學→反思

→修正→再設計→再教學→⋯⋯」的循環

歷程，就使用「教學轉化」一詞。本研究

問題有三：（一）師培師對課程大綱理論

與內涵轉化的知覺課程為何？（二）師培

師對課程大綱的教學轉化為何？（三）師

培師建構的課程大綱實踐知識為何？

貳、文獻探討

一、理論知識與實務知識

（一）理論知識與實務知識二分之釋義

Aristotle提出理論（theoria）、生產
（poiesis）與實踐（praxis）三種人類基
本活動，而延伸出三種不同形式知識產

生的討論。theoria 與 “episteme” 同義，
是指通過科學與沉思產生的理論知識，而 
poiesis 與 praxis 相關聯，前者是如何製
作某物的工匠知識（craft knowledge），
是 “doing”，做出某物之義；而後者是 
“making”，有行動實踐之義，具實踐智慧
的概念（Balaban, 1986; Nilsson Hammar, 
2018）。亦即實踐乃在理論的基礎上行
動，並蘊含理論的慎思。

Korthagen 與 Kessels（1999） 運 用
Aristotle理論與生產的概念於教育界，其
認為透過研究產生的教育理論是「大理

論」（a big T），而由實務產生的教育理
論是「小理論」（a big t）。然深究之會
發現其所謂的小理論，其實也具 Aristotle
實踐的概念。而 Korthagen 與 Kessels 將
小理論轉化到教育脈絡的論述改採用「實

務」（practice）一詞，其強調兩者是師
培教育的重要教學知識，並呼籲兩者連結

的必要性。

在教育現場，研究所產生的學理理論

是用來教給師資生，是讓他們能運用在教

學現場或進行教學的改進，而實務理論則

是現場教師，在教室場域產出的經驗知識

（黃源河，2010）。兩者的產出與歷程，
本屬不同。而理論知識與操作（工匠）實

用性的實務知識廣為教育領域所運用，也

被作為檢討師培理論與實務斷裂的問題所

在（Hiebert et al., 2002; Korthagen & Kessels,  
1999; McIntyre, 2005）。

理論與實務知識的二分，源於前者

是由學者所建構，而後者為實務工作者

所產生（Hiebert et al., 2002; McIntyre, 
2005），其相異性如表 1。理論知識雖提
供課堂教師需要，但實際現場的實用性不

足（Korthagen & Kessels, 1999），瞬息
萬變的教學現場，理論知識所提供的立即

性幫助不及實務知識。Yinger（1999）就
提醒理論是專業知識的標誌，教學知識

若能通過理論與實務所陳述最具實用性。

然理論知識常是學者為建構抽象命題知識

所產生（Hiebert et al., 2002），而鮮少
實務工作者能聲稱其實務知識乃通過教育

研究所建構，於是研究學者還是以生產

學術知識為要，理論與實務之間缺乏對話

（Hargreaves, 1999）。因而，理論與實
務斷裂的情形難解。

在張爽與林智中（2012）的研究就發
現，教師認為課程理論偏於深奧、不易理

解，但大多數教師卻認為理論有用，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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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高，但會應用理論處理現場實務問題的

比例卻很低；且進一步發現造成鮮少運用

理論與運用理論困難的原因，乃源於教師

未能正確掌握理論，也無充分時間對理論

進行搜尋、閱讀、討論、思辨、統整與規

劃理論的運用與實踐。另外，該研究中也

發現教師大多認同理論由學者建構，但卻

認為自身並未於師培階段學到足夠的課程

理論；然教師鮮少運用理論，是否也與自

身理論知識貧瘠有關，而致使現場的理論

與實務斷裂，是頗值得深思的問題。

（二）理論知識與實務知識連結

1. 理論知識與實務知識連結的作法

關於理論與實務知識攜手與搭橋的教

育論述眾多（符碧真、黃源河，2016；黃
源河，2010；歐用生，2010；McIntyre, 
2005; Korthagen & Kessels, 1999）。
Osterman 與 Kottkamp（2004，轉引自張
爽、林智中，2012）提出連接理論與實
踐的反省模式，強調學習理論本身並非

目的，乃應讓理論與教育真實情境有所聯

繫，強化學生理解與實踐反省的能力；而

Hiebert等人（2002）就指出理論乃教師
對現場教學與學生學習之間關係的假設或

預測，是透過現場觀察而進行的詮釋與論

述所建構，是藉由「為什麼要設計這種教

學活動來提供這種學習？在教學過程中，

學生的思維會以何種方式發生變化？為什

麼（沒有）發生這種變化？」的反思歷程，

是一種將實務轉化為知識形式的作法，可

引發其他教師連結自身現場從事反身性思

考。然而，若能從單一個案跨大到多重個

案，就能進一步發展理論而形成以實務為

本的理論知識。

而 McIntyre（2005）也提到可進行
「理論知識與實務知識不斷對話」、「專

為提供實務所用的研究設計」，以及「開

拓知識生產學校的概念」的作法。而能提

供實務的研究設計具有「能對課堂教學產

生實際的新理解」、「新理解能明確提供

教師進行教學實踐與改進的指引」，以及

「新理解能引發教師進行專業對話」等三

項特徵，是 McIntyre強調能藉此產生實
用教學理論知識的重要指引。

2. 產出實踐知識

課程理論與實踐關係雖存在二分的

「技術」觀點，然「相互理解」觀點提供

教師個人與現場實踐經驗反思所建構的實

務知識，是教師能建構與發展理論的主

張，已漸成為學術與實務現場的顯學，而

表 1
理論知識與實務知識之比較

項目

知識類型

理論知識 實務知識

創製者 學者、研究工作者 實務工作者

功能 命題知識 教學知識

引導實務 實際可用

特徵 邏輯性 具體、詳細與實用性

抽象與理論化 脈絡與情境化

公開化 個別化

準確可供檢證 孤立化、無法一體適用

文本 概述與原理原則 複雜與細緻性

資料來源：Hiebert 等人（2002, pp. 6–9）；McIntyre（2005, pp. 358–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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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自由」觀所強調的是教育過程中的

主體、權力與意識形態的關注（張爽、林

智中，2012）。相互理解觀強調理論從教
師經驗建構，然經驗須經由覺知、反思與

梳理才能「理論化」（歐用生，2003），
亦即需經歷如 Schön（1991）所強調的實
務工作者，需透過行動中認知（knowing-
in-action）與行動中反省（reflective-in-
action）的方式方能建構，亦即實踐知識
的產出乃於行動前、中、後歷程與層層相

疊並再交織的反省與思考所得。理論工作

者所建構的理論，應於理論所涉及的問題

情境中被經驗過，理論才易被理解（陳

美玉，1996），若於歷程中再透由 Schön
的行動中與對行動反思的歷程，就能產生

實踐知識。林佩璇（2012）就指出實踐
知識具變動、反省、整體脈絡性、直觀

（intuition）與論理化（reasoning）五大
特性。

為免於理論與實務二分，符應由

下而上的課程變革潮流與研究典範的遞

變，「教師研究」蔚為風尚（甄曉蘭，

2004）。其中眾多現場實務工作者就藉
由行動研究法解決教學實際問題，進而產

出實踐知識而建構教育理論（林佩璇，

2012；潘世尊，2007，2014）。本研究
議題乃源於研究者實務現場的問題，希望

透過臨床的行動研究，形塑課程大綱相關

之實踐知識，以提供實施課程大綱的實踐

建議。

綜上，師培教育學者採用理論與生產

概念，檢討教育理論與實務二分的師培現

場困境。然根據文獻發現 Aristotle三種知
識內涵之間有其重疊之處，且教學者真正

在教育實務現場其實是先持有某種理論做

教學實踐（游振鵬，2004），只是教學者
不自知；因而，實務的內涵不僅只有生產

性的工匠知識概念而已。研究者認為，若

職前師培教育能引導師資生有意識將兩者

反覆地進行連結與對話，而所產生的生產

知識就會具 Aristotle 所言之實踐知識的
精神；而建構實踐知識也是 McCutcheon
（1995）所提的發展教師實務理論的概
念，是在以理論知識為根基，轉化並運用

於現場的實踐行動與反思。是以，本次教

學實踐就將具意識的以McIntyre（2005）
所提的三項特徵，於幼兒園現場運用課程

大綱理論設計課程活動與實施教學，也

採 Schön（1991）反思性實務工作者（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的概念，並透過自 
我與團體慎思（sole and group deliberation） 
（McCutcheon, 1995）的重點，進行理論
與實務之間往返對話，以獲得課程大綱理

論與實務連結之實踐知識。

二、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

（一）課程大綱理論根基

課程形成包含社會、發展理論、學

習本質與知識本質等理論根基（Parkay & 
Hass, 2000），歐用生（2001）指出課程
是處理教育內容或材料的問題，並提醒

哲學面向的關注，而 Ornstein與 Hunkins
（1998）是從課程觀點、課程定義、課程
根基、理論與實務，以及課程關係等面向

描述課程。以下將對「課程大綱」書面課

程，從知識本質、課程內容與課程設計模

式與教法梳理課程大綱之理論，呈現本研

究對課程大綱的知覺課程。

1. 課程大綱之知識觀

知識與課程緊密連結也影響彼此，因

而瞭解課程必須先理解知識（Davis et al., 
1996）。Zais（1976）從知識本質探討課
程哲學基礎，歸納知識是透過上帝啟示或

觀念思維方式獲得的「俗世之外」、經由

感官和理性探索而得的「俗世中心」與透

過個人經驗而建構的「人本中心」等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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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立場，說明三種獲取知識方式 1。不

同知識論假設會延展出不同課程觀點、立

論、主張與應用。

從課程大綱的文本中發現，其以學習

者為主體，強調應從其生活經驗出發，加

強教材與生活環境的連結，並著重從經驗

反思的學習，主張知識的產生是透由幼兒

自身與周遭環境互動的經驗所建構（教育

部，2017），是人本中心的知識觀點。而
課程大綱欲培養孩子具備六大核心素養，

而素養是一個不斷的界定、不斷的選擇之

過程（蔡清田，2011），素養的內涵會
因時代變遷而有不同的需求。是以，若說

「素養」是課程大綱要讓孩子所學的「知

識」，而這個「素養知識」乃藉由個體與

周遭環境互動而建構與產生，亦是人本中

心的知識觀。

2. 課程大綱之課程內容與課程設計模式

「學科中心」、「學習者中心」與

「問題中心」是三種不同課程內容的課程

設計。學科中心的課程設計強調人類重要

知識內容與概念的獲得，課程的思考從學

科而來，不但重視學科知識的獲得，也強

調建構各學科精神與能力的獲得；而學習

者中心則關注學習者主體，課程設計理念

強調學習應以個體的興趣與經驗為中心，

學習是學生與生活環境中的事物產生交

互作用，而引導學習對於學習經驗的反思

所得；而問題中心也稱為社會中心，課程

的設計一方面強調應協助學生適應社會生

活，一方面也關注學生需求與興趣的問題

解（Ornstein & Hunkins, 1998）。目標模
式、過程模式與情境模式為三種常見的課

程設計模式（黃光雄、蔡清田，1999），
目標模式是技術－科學與手段－結果思

維的課程設計觀（黃光雄、蔡清田，

1999）；過程模式乃立基於學習者發展、
學習心理與特性，強調兒童在經驗與學習

的主動性，認為學習的發生乃個體與所處

環境產生交互作用與意義的連結，是從學

科知識內容觀的目標模式，轉向學習者個

體與學習歷程的關注（李子建、黃顯華，

1996；Ornstein & Hunkins, 1998）。

「課程大綱」關注學習者主體，學

習主題從幼兒生活環境的問題出發，學習

重點是引導幼兒對於學習經驗有所參與、

體驗、試驗、反思與統整，以促進幼兒心

智成長與形塑幼兒核心素養（教育部，

2017），重視學習歷程而非學科知識內容
獲得（幸曼玲等人，2017），就具有過程
模式的課程設計觀點。「課程大綱」指出：

幼兒對生活環境中的一切充滿好奇

與探究的動力，在不斷發問、主動

試驗與尋求答案的歷程中學習。他

們需要親身參與，和周遭的人、事、

物互動，在其中觀察、感受、欣賞

與領會。他們會時刻觀察與探究生

活環境的自然與人文現象，主動的

理解、思考與詮釋其所探索的現象，

尋求現象間的關係，嘗試解決其所

面臨的問題。（教育部，2017，頁
3–4）

上述的觀點都強調以學習者為主體，

提供解決問題相關的學習媒材與情境，並

引導幼兒與其互動，帶領幼兒與這段學

習經驗進行思考、討論與整理，也是以

學習與問題為中心的課程設計取向觀點

（Ornstein & Hunkins, 1998）。

1 中譯用語乃參酌甄曉蘭（2004，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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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施課程大綱之教學方法 2

常用的教學法包含直接教學、問題

中心探究教學、欣賞教學法等（王財印等

人，2019；Estes et al., 2011）。實施問題 
中心探究教學法的步驟為：(1) 選擇與呈
現問題；(2) 蒐集資料；(3) 提出假設或暫
時性結論；(4) 試驗、行動與驗證（Estes 
et al., 2011）。欣賞教學法是關於態度、
興趣與理想的情意領域重要教學法，是指

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教導學生對於自然、

人生、藝術等方面認知，並瞭解其評價

標準，進而發揮想像力，使身歷其境與激

發深摯感情，以建立自己在這些方面的理

想或陶融自己的心性（教育大辭書，無日

期）。

問題中心探究教學方法的概念也涵

納學習者和問題中心的課程設計取向的精

神；另外，因應探究議題、教材與內容的

不同，也會涵納欣賞教學法的引導歷程。

綜上，課程大綱的理論為：強調知識

需透過個人經驗而建構的人本中心知識觀

點，是重視學習者主體與學習歷程的課程

設計模式，採學習者中心與問題中心的課

程設計取向，以及具問題中心探究教學法

的實施精神。

（二）課程大綱實踐之現況

課程大綱實踐之相關研究大多為碩博

士論文，僅有少數的發表期刊。以下僅選

擇與本研究相關、著重在整體實踐面向的

研究（如表 2），瞭解其現況，以提供本
研究視框與對話。

綜上，教保服務人員實施課程大綱之

現況如下：主題選材與幼兒生活經驗連結；

教學漸朝引導與提供幼兒親自操作，以及

探究的學習規劃，並以發展幼兒問題解決

能力，作為課程設計的基礎。另，未能確

實理解與掌握課程大綱精神與內涵，以致

產生實踐困境；而活動進行步調過快，缺

乏經營幼兒共同經驗，與延續學習經驗之

引導與規劃不足；先有活動再想目標的思

考模式，造成活動連貫性不足，出現僅有

活動而未具有課程發展的思維，致使出現

成「點」狀，未能有「線」及連結成「面」

的學習歷程，亦即對「課程」的概念不清，

致使強調幼兒學習歷程與形塑核心素養的

成效不彰。

參、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乃以研究者

所知覺的課程大綱理論轉化為運作課程，

並透過與研究參與者共同觀課與議課的循

環歷程，探究課程大綱課程與教學轉化的 
歷程。

一、研究場域與對象

（一）場域的選擇

育育（化名）幼兒園，位於彰化縣一

所地處生態、大自然與稻田環抱的國小附

設之非營利幼兒園。研究者曾受邀至該幼

兒園進行課程大綱宣講、擔任多次短期課

程輔導、講座與課程討論。與園長熟識，

對該園組織文化與教保服務人員具熟悉度

與信任關係。

（二）研究場域與參與者之背景

1. 育育幼兒園

2017年立案，並於 8月 1日正式營運。
園內有大、中、小班共三班，採主題為主、

學習區為輔的課程模式，主題偏向採單元

的方式進行，缺少讓幼兒從事探究性課程

2 乃指以課程大綱內涵實施教學時所使用的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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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規劃。由於為新設園，園內大多為

新進教保服務人員，園長希望透過本研究

的進行，提升自身與園內教保服務人員課

程大綱知能與實踐力。

2. 參與行動研究之班級、幼兒、教保服
務人員與研究者

參與行動研究之班級為中小混齡，中

班幼兒 18名，小班 12名。參與之教保服
務人員與研究者背景如表 3。育園長雖接
觸課程大綱近十年，但未曾有班級實踐經

驗；愛老師對課程大綱精神與內涵的掌握

度優於園長與心老師，對於探究式課程與

活動連貫性的概念尚待提升；而心老師僅

具課程大綱的研習而未具實踐經驗，對課

表 2
課程大綱實踐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年代） 問題意識 研究發現

幸曼玲等人（2017） 核心素養為導向的
課程大綱教學實踐

1. 關注學習者生活，視幼兒為學習主體，重視其反
應與想法。

2. 提供從生活中取材並選擇合宜的探究性主題。
3. 採以幼兒經驗出發，提供幼兒足夠的一手經驗；

接納其思考的多元性，以引導幼兒朝目標學習。
4. 重視學習歷程而非固定知識內容，掌握幼兒的學

習歷程，非結果導向學習。
5. 強調學習目標訂定與教學意識化的教學實踐。

幸曼玲、周于佩（2017） 幼兒園實踐課程大
綱的現況

1. 從生活中取材，以統整方式實施課程。
2. 改變教學者主導，漸轉向提供幼兒參與、體驗與

可操作的引導方式。
3. 活動內容呈現熱鬧進行步調過快，缺乏經營幼兒

共同經驗的情形。
4. 有活動而無課程的概念。
5. 幼兒園課程取向理念不清，各類型活動意義不

明。
6. 對課程目標與學習指標的理解與掌握不足。
7. 缺乏幼兒主體性、教保服務人員意圖與實踐之間

的慎思。

潘世尊等人（2017） 從實施主題課程反
思統整性課程設計
的可行方式

1. 缺乏掌握發展幼兒能力的課程設計與實施。
2. 「整體、細部、整體」與「彈性交錯」原則，能

引導課程設計與發展。
3. 課程大綱精神與內涵知能有待提升。
4. 強調幼兒問題解決歷程能力的培養，可作為課程

內容設計的思考方向。

林娟伶（2014） 課程大綱融入方案
教學之教學實踐

1. 提升課程大綱知能，能提升實施效能。
2. 實踐前重視課程計畫的擬定。
3. 應規劃讓幼兒主動參與與親身體驗的學習引導與

環境。
4. 有計畫地蒐集幼兒學習評量資訊，能提供課程發

展的參考與指引。

吳佩瑾（2014） 實施課程大綱之歷
程、問題及因應的
過程

1. 對課綱內涵理解之落差，造成實踐過程各自解讀
與誤用之現象。

2. 課程設計以活動為取向，缺乏課程概念，較無培
養幼兒能力的思維，致使未出現能力轉化的教
學。

3. 教師的教學意圖不清，教學實施時易受當時活動
的影響，缺乏課程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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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大綱內涵掌握度不足。另，愛老師為園

內教學組長與課程領導人，是園長選擇該

班級作為本研究個案的主要原因，是希望

能透過本研究的進行提升愛老師實施課程

大綱的知能，以落實園內課程領導。

二、研究設計與步驟

本研究依規劃行動研究階段、實施行

動研究階段與結束行動研究階段三步驟進

行，研究設計與流程如圖 1。規劃行動研
究階段中的主題選擇，以不影響園內課程

規劃、考量幼兒興趣、舊經驗，以及利於

班級教師之後沿續與實施該主題，因而選

擇於暑假期間，進行「泡泡世界」的主題

課程（如圖 2）。行動研究階段自 2022

年 7月 11 ~ 22日為期兩週，主要設計與
實施第一、二個主要概念的一連串活動。

每次教學實踐都經歷圖 1 中「行動中反
思」的循環歷程。「教學研討會」成員由

園長、兩位教保服務人員，以及研究者

組成，目的在使研究者所設計與實施的活

動，能與幼兒經驗與教室的文化連結，而

研究參與者能從觀課與議課的過程，強化

課程大綱知能，提升課程與教學轉化能

力，利於之後課程的延伸，也扮演第三方

的觀點，檢視研究者的教學實踐歷程。

三、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資料包括：

（一）文件資料：包含教學活動計畫表與

課堂幼兒學習單。

（二）教學省思與札記：包含研究者於整

個行動歷程中的省思札記，以及

兩位教保服務人員議課後的省思札

記（札記題目為：1. 今日課程與
教學的相關想法與建議；2. 今日
觀課與你自身的連結與反思為何；

3. 課程、教學與課程大綱之相關提
問）。

（三）教學討論對話紀錄：園長、教保服

務人員與研究者於教學討論會中的

發言與對話。

（四）教學紀實：研究者與幼兒活動歷程

中的教學紀實逐字稿。

本研究資料的分析，首先將所有蒐集

資料按資料類別進行編號，再按 Miles與

表 3
研究參與者與研究者之背景

研究參與者 學歷 幼教／課程大綱年資

育園長 教育大學幼教系畢、行政管理碩士 40 餘年／ 10 年

愛老師（教學組長） 科技大學幼保系畢具教師資格 8 年／ 7 年

心老師 科技大學幼保系畢具教師資格 11 年／ 2 年

研究者 課程學者；課程大綱宣講、輔導與社群帶領人員 2 年／ 11 年

圖 1　研究設計與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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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erman（1994）的互動模式與張芬芬
（2010）的抽象階梯方法，依序進行資料
的反覆閱讀，將資料精簡與摘要，再閱讀

資料，再匯集與統整，產生主軸概念與命

題的產生也與文獻對話，以檢測主軸概念

與命題是否合適，最後產生結論。

資料的編號：育園長以「育 P」、愛
老師以「愛 T」、心老師以「心 T」而研
究者以「研」表示。資料分類意義的說明，

如表 4。

肆、研究發現與討論

一、課程大綱轉化的知覺課程

（一）課程大綱理論轉化的課程設計

1. 從幼兒經驗出發，連結教師意圖，選
擇具探究與統整性的主題規劃課程

「泡泡世界」主題為研究者於行動研

究前已預先規劃，然為考量研究場域的需

求，也事先與兩位教保服務人員就班級幼

兒舊經驗與興趣，做「泡泡」相關發想的討

論，再將相關想法歸納並分類，形成主要

概念大致如圖 2所列。規劃本主題之學習
目標為：樂於與他人合作、經驗問題解決

思考的歷程與享受泡泡創意的創造與樂趣。

2. 採探究方向或待答問題的方式進行主
要概念的命名

主要概念分類的方法，是將每一個想

法，想像是一個小孩，以「哪些小孩可能

是一家人」的思考方式歸類，之後再進行

命名，並來回檢視主要概念之間的互斥。

進行主要概念命名時，

愛老師：「什麼是泡泡？」和「泡

泡的特徵」是否相同、哪一個較好？

一定要用問句嗎？

圖 2　「泡泡世界」主題網絡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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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使用問句的方式，是提醒

自己接下來要設計一連貫活動，

讓幼兒進行參與、探究與體驗後，

以回答該問題；若使用「泡泡的特

徵」怕會流於去設計「教」幼兒泡

泡有哪些特徵的活動。（對話／

20220711）

然概念命名，採直述句或問句、幼兒

化語言或成人語言，端視教保服務人員的

教學意圖，並無標準答案。

心老師：為什麼用「泡泡玩創意」

而不是「泡泡遊戲」？

研究者：是考量到孩子過去有不少

玩泡泡的經驗，而選擇以「泡泡

玩創意」命名，是想藉此培養幼兒

「創意與創造」的能力。（對話／

20220711）

在說明課程規劃時，會先連結幼兒玩

泡泡遊戲的舊經驗，再透過體驗與試驗，

逐步引導其朝向富創意的創作與表現。

3. 朝回應待答問題所需的一連貫探究活
動設計，著重歷程知識而非內容知識

的獲得

「哪裡有泡泡？」與「什麼是泡

泡？」主要概念轉化設計的一連貫活動，

如表 5與表 6。

「什麼是泡泡？」中規劃一連貫讓幼

兒與各式泡泡進行五感體驗，主要是以幼

兒在「哪裡有泡泡？」的探究中歸納與整

理生活中泡泡為主要探究素材。因而，泡

泡大多以幼兒能從自身自創與生活環境中

有的泡泡。關於傳統的泡泡水和太空泡泡，

由於僅用來提供幼兒體驗與互動，因而將

由教學者提供。而為讓幼兒能與各式泡泡

更深刻與深入地互動，由各組自行決定，

每次以兩種泡泡為限進行玩索與探究。

另外，設計以幼兒感興趣，貼近幼

兒經驗的泡泡議題，提供幼兒透過親自操

作、體驗與試驗的機會，也引導幼兒藉由

自己與同儕共同合作，解決與獲得「哪裡

有泡泡」與「什麼是泡泡」的歷程能力知

識與內容知識。

而圖 3是以「什麼是泡泡？」主要概
念中「認 -2-3：整理文化產物訊息間的關
係」的課程目標為例，呈現說明關於幼兒

目前經驗、預設目標、待答問題的一連貫

活動設計示例。

表 4
資料類別編號與意義

資料類別 資料編碼 意義說明

研究者於行動前、中、後的
教學省思

研／省思（前）／ 20220714 研究者於 2022 年 7 月 14 日在教學前的
省思

教保服務人員於觀課與議課
後的回饋與省思札記

愛 T ／札記／ 20220715 愛老師於 2022 年 7 月 15 日進行的觀課
與議課後的回饋與省思札記

教學討論對話紀錄 育 P ／對話／ 20220718 育園長於 2022 年 7 月 18 日於教學討論
會中的對話逐字稿

教學紀實 研／紀實／ 20220718 研究者於 2022 年 7 月 18 日課堂中的教
學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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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書面課程轉化知覺課程之討論：理
論與實務連結

1. 課程大綱知識觀、課程內容與課程設
計模式之課程轉化

Krogh 與 Morehouse（2014）指出，
幼兒的天生好奇心是探究之支柱，其建議

應提供符合幼兒興趣，進行議題（theme/
topic） 的 探 究（investigative learning）
與探索（inquiry-based learning），以獲
得與該議題相關的深度知識（in-depth 
knowledge of a topic），其稱之為統整性
課程。將議題採問題為本進行設計，運用

跨學科領域技能，以有目的的方式匯集並

聯繫在一起，而解決欲探究的問題，本研

究稱之為「統整性之探究性議題」。是

以，能提供幼兒第一手經驗並具探究性的

議題，可作為課程大綱轉化的課程設計方

向。其與幸曼玲等人（2017）所言之探究
性主題（big idea），與潘世尊等（2017）
和羅鳳珍（2015）所提到的，以發展幼兒
問題解決歷程能力作為課程設計基礎的概

念是一致的。

「泡泡世界」探究議題的課程轉化，

乃按主要概念的待答問題，設計貼近幼

兒生活，提供與周遭環境隨手可及的事

物，讓幼兒藉由自身或與同儕，親自參

與、實作、操弄、試驗與互動，且每一

次探究歷程也著重引導幼兒作經驗的統

表 5
「哪裡有泡泡？」主要概念之教學實施前的活動設計

項目 內容

主要概念 哪裡有泡泡？（3 天）

課程目標 (1) 社 -2-2：同理他人並與他人互動
(2) 認 -1-3：蒐集文化產物的訊息
(3) 語 -2-5：運用圖像符號

學習指標 (1) 社 - 小／中 -2-2-3：依據活動的程序與他人共同進行活動
(2) 認 - 小／中 -1-3-1：觀察生活物件的特徵
(3) 語 - 小 -2-5-2：運用簡單的圖像符號標示或記錄

活動名稱 (1) 活動 1（1 天）：「說」與「話」泡泡
(2) 活動 2（2 天）：蒐集與記錄生活中的泡泡

引導重點 (1) 起始活動
a. 經驗分享：請幼兒說說與泡泡互動的經驗。
b. 校園尋泡初探：請幼兒到校園去尋找各式樣態的泡泡，並且回來分享。

(2) 發展活動
a. 採探究小組方式，玩索與再探校園泡泡。

(a) 以前一日探尋的經驗為基礎，請幼兒思考是否需更周詳計劃如何去找泡泡，並
且用各種方式記錄回來。

(b) 形成探究小組，引導幼兒分組，中小班人數平均分配。
(c) 探究小組完成「哪裡有泡泡？」、「有什麼泡泡？」學習單。

b. 延伸活動：回家找泡泡，與家人合作與討論，完成個人學習單。
(3) 綜合活動

a. 覺察生活中的泡泡
(a) 各組分享探究與玩索經驗。
(b) 再形成泡泡經驗。

b. 統整現階段泡泡經驗
(a) 引導幼兒在每一天分享後，就做初步的「生活中的泡泡」統整，引導採經驗圖

表方式呈現。
(b) 統整接下來要進行「五感體驗」的泡泡。

c. 統整生活中的泡泡：完成「哪裡有泡泡？」的待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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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如此幼兒的經驗課程（experiential 
curriculum），除了獲得問題解決的歷程
知識，也連帶瞭解並學習到「哪裡有泡

泡」與「什麼是泡泡」的內容知識；而該

內容知識的建構與學習，乃是幼兒親自與

各種泡泡互動，而研究者於歷程中引導幼

兒覺察、歸納與整理所得，即是「人本中

心」的知識觀點。這樣的學習歷程，是「過

程取向」課程設計模式的概念，也是以

「學習者」與「問題中心」的課程設計觀。

2. 課程大綱教學法之課程轉化

建構主義強調學習者在認知與學習

歷程中，必須以先備經驗為學習基礎，

且採主動而非被動參與知識建構的方式

與周遭環境進行互動（Olusegun, 2015; 
Ornstein & Hunkins, 1998），亦即知識是
透過個體與周遭環境互動所建構（Kamii, 
1979/1997）。因而，課程大綱是奠基於
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的課程與教學觀。

另外，課綱大綱文本中也提及：

表 6
「什麼是泡泡？」主要概念之教學實施前的活動設計

項目 內容

主要概念 什麼是泡泡？（4 ~ 5 天）

課程目標 (1) 語 -2-2：以口語參與互動
(2) 認 -2-3：整理文化產物訊息間的關係
(3) 語 -2-5：運用圖像符號
(4) 美 -1-2：運用五官感受生活環境中各種形式的美

學習指標 (1) 語 - 中 -2-2-2：以清晰的口語表達想法
(2) 認 - 小／中 -2-3-1：依據特徵為生活物件分類並命名
(3) 語 - 中 -2-5-2：運用自創圖像符號標示空間、物件或記錄行動
(4) 美 - 小 -1-2-1：探索生活環境中事物的色彩、形體、質地的美
(5) 美 - 中 -1-2-1：探索生活環境中事物的色彩、形體、質地的美，感受其中的差異

活動名稱 (1) 活動 3（4 ~ 5 天）：探究泡泡、歸納與統整泡泡特徵

引導重點 (1) 起始活動
a. 回顧校園泡泡經驗

(a) 呈現上次的經驗圖表。
(b) 以「生活中的泡泡」的統整，作為探究與體驗的開始。

(2) 發展活動
a. 探究與體驗泡泡

(a) 按之前所整理的校園中泡泡，透過五感進行體驗。
(b) 以探究小組方式進行。
(c) 五感探究與泡泡互動（蒐集訊息）。
(d) 記錄泡泡特徵。

b. 初步建構與統整
(a) 引導幼兒敘說泡泡特徵（你怎麼形容你的泡泡好朋友）。
(b) 為讓各組及每一個幼兒有足夠的敘說與表達的機會，採分成三大組（兩位帶班

老師和研究者）的方式進行。
(c) 修改經驗圖表的內容。

(3) 綜合活動
a. 建構泡泡特徵

(a) 各組分享探究經驗。
(b) 共構三大組的探究結果。

b. 統整泡泡特徵
(a) 完成「什麼是泡泡？」的待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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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社會參與。⋯⋯藉由與生

活環境互動的機會，幼兒發展成健

康的個體，又能在社會中與他人一

同生活、互動，並能體驗文化或創

造化。（教育部，2017，頁 3–4）

是具社會建構論的主張，強調知識

的產生無法獨立於個體心智架構與真實

世界而運作（Fosnot & Perry, 2005; von 
Glasersfeld, 1995），認為學習是個體主動
建構知識的過程，因而教學應該是提供學

生學習經驗和動機，而非提供知識進行傳

輸（von Glasersfeld, 1995）。課程設計強
調可安排具啟發性，與選擇以問題解決為

中心的教材，其學習情境是自由、開放與

合作的，讓學生透過探究學習的方式，不

僅可以建構知識，也可獲得問題解決的能

力（林生傳，1998）。

是以，本次教學實踐以「泡泡世界」

探究議題，採統整性主題課程設計進行課

程活動的規劃，將主要概念以「待答問

題」的方式，朝回應待答問題與預設目標

所需的一連串探究活動的思考所設計（如

圖 3之示例），引導幼兒透過探索、體驗、
思考或覺察的歷程，以發現答案、解決問

題與建構知識。幼兒除了經歷問題解決歷

程也建構出泡泡的內容知識。這不但是問

題中心探究教學法也是建構主義取向教學

法的課程轉化；是著重歷程知識獲得，而

非固定的內容知識之學習；是掌握幼兒學

習歷程，而非結果導向；是能藉以形塑幼

兒能力與素養的教學方法（幸曼玲等人，

2017；潘世尊等人，2017）。

3. 具課程概念的課程轉化

「有活動而無課程概念」是課程大綱

實施現場常出現的困境（周于佩，2018；
幸曼玲等人，2017）。「課程設計」 

（curriculum design）或「課程發展」
（curriculum development）的定義，有視 
為同義詞也有認為後者包含前者，中外學

者說法不一（施良方，1997；黃光雄、蔡清
田，1999；Ornstein & Hunkins, 1998; Zais,  
1976）。而其中Ornstein與Hunkins（1998） 
認為將課程設計視為名詞，強調的是課程

包含的目標、課程內容的選擇與組織、教

學方法與策略，以及評量四要素；而將課

程設計視為動詞，就是課程發展的概念，

更強調課程選擇背後立論、根基與轉化為

教學的歷程與發展，其是一個不斷演進、

改進的動態歷程觀點。

課程內容與選擇的教材，若不加以組

織，將支離破碎，毫無教育意義（黃光雄、

蔡清田，1999；歐用生，2003；Ornstein & 
Hunkins, 1998; Tyler, 1949）。課程組織的
程序性（sequence）與繼續性（continuity），
是指學習經驗的安排，在不同學習階段反

覆的出現，以因應學生因著成熟度與經驗

的不同，產生學習的累進與精進，強調先

後的引發與再引發之後，致使學生能對於

所學產生連結與深化所學。因而，若僅將

課程淪為單一活動的設計與思考，且活動

與活動之間不具連貫性，是缺乏課程組織

的思維。

本次教學實踐乃以課程設計動詞觀、

課程發展概念亦強調程序性、繼續性、活

動與活動之間連貫的課程組織概念進行課

程轉化，本研究稱之為「課程概念」。其

歷程舉例說明如下：「經驗問題解決思考

的歷程」為泡泡世界主題的學習目標之

一，在「什麼是泡泡」的主要概念中，是

朝幼兒能獲得「蒐集訊息」與「整理訊息」

能力而設計課程，此課程乃以「泡泡在哪

裡？」的探究為先備經驗，再藉由五個連

貫活動所組成，提供幼兒與泡泡進行第一

手經驗的互動，引導其親自並與同儕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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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感體驗與探索，再引導幼兒整理訊息。

如此一連串的探究、梳理與統整，就讓幼

兒主動覺察與建構出泡泡的特性。這是透

過不只一次，而是有系統性規劃多個有連

貫的活動，去經驗「認 -小／中 -1-3-1」、
「認 -小 -2-3-1」、「認 -小 -2-3-2」與「認 -
中 -2-3-1」的學習指標，而深化與形塑出
「蒐集訊息」與「整理訊息」的能力。

課程設計與課程發展，兩者都是課程

概念的重要知能。然課程設計與發展都包

含「評量」，本次教學實踐的課程規劃就

較缺評量規劃的思考，若再連結評量的思

考，將使課程轉化為連貫活動與達到學習

目標的方向更具整全。

二、課程大綱知覺課程轉化為運

作課程之教學轉化歷程

（一）依現場幼兒學習與教師意圖之間，
具意識的慎思，放慢、細緻化與調
整活動的進行

教學實施前雖大致已針對各活動目標

與引導方向先行規劃，然實際執行會因應

當時環境、班級經營與幼兒學習狀況，而

有所調整；亦即雖然「心中有指標」，但

實際實施之時，卻不得不調整引導的方向

與改變活動目標。表 7為教學實施過程中
因應幼兒學習情形，而調整引導方向的對

照表。

本次教學規劃教室內含研究者共三位

成人，分成三組，和幼兒共同組成探究小

組，依序進行兩個主要概念的探究學習活

動。在「哪裡有泡泡？」的一連串活動設

計中，「分組活動」的流程原只是規劃讓

幼兒經驗「社 -小／中 -2-2-3：依據活動
的程序與他人共同進行活動」，該學習指

標的課程目標為「社 -2-2：同理他人，並
與他人互動」。但實際進行時發現，由於

大部分幼兒分組經驗不足，缺乏分組的概

念，造成在進行分組活動時，延誤了原本

活動規劃的時間。在議課中愛 T提到：

班上孩子的分組經驗很少，所以

光分組就花了很多時間排解紛

爭⋯⋯。我們之前的經驗就是一起

出去而已。（對話／ 20200713）

當天在分組時也出現「在分組取隊名

時，班上有位孩子因取的名稱未獲得同組

同學的認可而挫折⋯⋯」（心 T／札記／
20220712）的情形。

對於是否要設計分組活動，或是用

什麼方式分組，研究者就引導老師們從該

事件去思考「社 -2-2：同理他人，並與他
人互動」和「社 -2-3：調整自己的行動，
遵守生活規範與活動規則」這兩個課程目

標的相關性，同時也要考量該班幼兒的

學習需求與經驗。於是在幾番對話、釐清

與思考後，我們共議由於幼兒分組經驗不

多，因而延長分組活動的引導時間，讓

幼兒深刻經驗分組活動，而再深化「社 -
小 -2-3-2：聽從成人的指示，遵守生活規
範」和「社 -中 -2-3-2：理解生活規範訂
定的理由，並調整自己的行動」的經驗，

之後再朝「社 -小／中 -2-2-2」的經驗引
導。心老師就發現「⋯⋯幼兒對於老師

的提問從一開始未思考就回答，到今日

已能先思考後再回答」（心 T／札記／
20220721）。

有時候會覺得要孩子去蒐集訊息解

決問題，也要有規範，沒有規矩，

常規沒有建立，談其他學習似乎太

早。（育 P／對話／ 20220712）

調整過後的教學，似乎讓幼兒能漸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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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他人與社會規範之間、自己與他

人想法與感受，以及規範與自身和他人之

間的關係與連結，進行學習經驗的游移。

而增加「情 -小 -2-1-1：嘗試表達自
己的情緒」的引導，源於在全班一起探究

「太空泡泡」特徵活動中，研究者錯估幼

兒能力，活動當天幾乎沒有孩子能順利吹

出太空泡泡作為探究的素材。然為了順利

延續該探究活動，於是包含我在內，三位

成人轉向擔任吹泡手，吹泡給幼兒探索，

但因為購買的泡泡品質不佳，而影響產出

的速度，造成大多數的孩子因沒有泡泡而

心慌意亂，現場呈現失序狀況，在混亂中

研究者竟忘了曾經對一個小班女孩的承

諾，直到站在一旁枯等靜默的她，因遲遲

沒有拿到泡泡而大哭之時，研究者才想到：

⋯⋯因為高估了孩子的經驗與能

力，發現大部分的孩子不會用細小

的吸管用力的吹泡泡，因為想玩玩

不到，所以不少孩子很挫折，而有

難過的情緒出現。起初因為一直堅

表 7
教學實施後的學習指標與引導

項目 內容

主要概念 哪裡有泡泡？（三天） 什麼是泡泡？（五天）

課程目標 ✓社 -2-2：同理他人並與他人互動

✚社 -2-3： 調整自己的行動，遵守
生活規範與活動規則

✘認 -1-3：蒐集文化產物的訊息

✓語 -2-5：運用圖像符號

✓語 -2-2： 以口語參與互動

✓認 -2-3： 整理文化產物訊息間的關係

✓語 -2-5： 運用圖像符號

✚社 -2-2： 同理他人並與他人互動

✚社 -2-3： 調整自己的行動，遵守生活規
範與活動規則

✚情 -2-1： 合宜的表達自己的情緒

✘美 -1-2： 運用五官感受生活環境中各種
形式的美

學習指標（後） ✚社 - 小 -2-3-2： 聽從成人的指示，
遵守生活規範

✚社 - 中 -2-3-2： 理解生活規範訂
定的理由，並調
整自己的行動

✓社 - 小／中 -2-2-3： 依據活動的程
序與他人共同
進行活動

✘認 - 小／中 -1-3-1： 觀察生活物
件的特徵

✓語 - 小 -2-5-2： 運用簡單的圖像符
號標示或記錄

✓語 - 中 -2-2-2： 以清晰的口語表達想法

✚認 - 小／中 -1-3-1： 觀察生活物件的特
徵

✓認 - 小 -2-3-1： 依據生活物件的特性與
功能歸類

✚認 - 小 -2-3-2： 比較生活物件特徵間的
異同

✓認 - 中 -2-3-1： 依據特徵為生活物件分
類並命名

✓語 - 中 -2-5-2： 運用自創圖像符號標示
空間、物件或記錄行動

✚情 - 小 -2-1-1： 嘗試表達自己的情緒

✚社 - 小／中 -2-2-3： 依據活動的程序與
他人共同進行活動

✚社 - 小 -2-3-2： 聽從成人的指示，遵守
生活規範

✘美 - 小 -1-2-1： 探索生活環境中事物的
色彩、形體、質地的美

✘美 - 中 -1-2-1： 探索生活環境中事物的
色彩、形體、質地的美，
感受其中的差異

註：✓號是指原本教學前規劃的；✚號是指教學後增加的；✘號為沒有引導到而刪除的學習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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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心中有指標）整理訊息的引導

重點，而試圖忽略孩子情緒的，直

到現象擴及，才「放下」心中有指

標的堅持，轉向安撫與引導幼兒的

情緒。（研／省思／ 20220719）

當天在綜合活動中便轉向增加與幼兒

討論適時表達自己情緒的引導，愛老師提

到：「課前可以請幾個孩子試玩太空泡泡，

看看孩子的能力狀況」（愛 T／札記／
20220720）的建議，就讓經驗不足的研究
者學習良多。

另外，當天的議課中也對學習指標、

活動引導與教學意圖之間有所討論與對話：

愛 T：花了點時間示範如何吹太空
泡泡，這過程中孩子需要學習如何

以老師的方式（模仿）來擠出泡泡，

我心中有疑問，是否也能扣「身 -
小 -1-2-2」模仿抓、握、扭轉的精
細動作。

研：⋯⋯我們來仔細解析如何吹太

空泡泡⋯⋯重點不再扭轉，是在吹

氣的速度與力氣，還有今日的太空

泡泡偏硬⋯⋯但，是不是要轉向身

體動作領域的引導，只有老師你最

清楚；而「身 -小 -1-2-2」指標的經
驗，是要「吹出泡泡」嗎？⋯⋯還

有班上孩子對該指標的經驗會不會

已經很多了？（對話／ 20220719）

McCutcheon（1995）提到教學脈絡
與教師課程慎思，是形成實務行動理論的

關鍵。教學現場瞬息萬變，往往計畫不及

變化。是以，教學者應時刻於行動中反

思，審慎的在實際現場、幼兒學習與教師

意圖之間，具意識慎思與調整歷程中的活

動引導方向。因而，本次教學實踐，除了

增加社會領域與情緒領域的活動設計與引

導外，也為深化幼兒蒐集訊息與整理訊息

的能力，而放慢了活動進行的速度，且細

緻了歷程中的引導，亦即為要讓幼兒有充

足的時間進行深度的投入與探究。使原本

規劃的美感領域活動，就因著上述課程目

標的轉向，而調整於「怎麼玩泡泡創意」

的主要概念中實施。

（二）在總綱精神下，學習指標就似汽車
GPS 導航系統，是教學活動引導與
到達目標的定位器

在「哪裡有泡泡」的第一個活動中，

「社 -小／中 -2-2-3：依據活動的程序與
他人共同進行活動」指標的教學轉化，乃

是希望藉由以組為單位進行活動，幼兒需

遵守組內規定進行校園的探索，實際運作

時發現由於幼兒分組經驗不足，因而就轉

向「社 -小 -2-3-2：聽從成人的指示，遵
守生活規範」和「社 -中 -2-3-2：理解生
活規範訂定的理由，並調整自己的行動」

的指標引導，而對於學習指標如何轉化為

引導語，也引發了討論。

研：明天活動要讓小班幼兒經驗「聽

從成人的指示，遵守生活規範」的

學習指標，我們要如何變成引導語

呢？

愛 T：之前在南一區的課綱學習社
群裡，我們常提到學習指標就像是

GPS導航一樣，讓教學有方向⋯⋯
我懂這個概念⋯⋯但實作上總是不

容易⋯⋯有時雖然懂指標的意思，

但要在活動中變成告訴孩子的話

（引導語），我覺得不容易。

育 P：對呀！⋯⋯就想問教授時如
何做的。

研：其實我也沒有什麼好方法，

我就是練習將學習指標的文字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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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和活動內容合起來想，並且以

孩子聽得懂的話來詮釋⋯⋯但確實

是要花時間的⋯⋯兩位班上老師

就可以一起腦力激盪呀！（對話／

20220713）

「什麼是泡泡？」的課程轉化，乃規

劃讓幼兒與各類泡泡進行五官的一連串探

索活動，「特徵」的形成與比較，是這個

主要概念的學習重點，「觀察生活物件的

特徵」除了「觀察」一詞是重要的引導外，

研究者認為「特徵」的引導語也很關鍵。

因為想保留思考空間給孩子，不想直接就

告訴孩子運用五感／官來與泡泡互動與體

驗，研究者在當中就經驗到指標合適性轉

化為引導語的難題，但最終在與幼兒經驗

連結及具體化的概念下，有了如下的嘗試：

⋯⋯剛剛有人說蘋果老師（研究者）

頭髮是長的、有戴眼鏡⋯⋯那等一

下大家可以想想，要怎麼介紹你的

「泡泡好朋友」。（研／紀實／

20220715）

「『說說你的泡泡好朋友』這句

話⋯⋯不容易想到餒！」（愛 T／對話／
20220715），學習指標的教學轉化實屬不
易，首先需正確理解指標內涵，其次是轉

化化為與活動內涵相關的引導語。而課程

大綱教學轉化的研究大都指出，教保服務

人員對於學習指標的理解不足（幸曼玲、

周于佩，2017），而出現不少誤用的情形
（吳佩瑾，2014；羅鳳珍，2015）。

研究者認為學習指標也是教師教學

意圖的概念，若錯誤解讀學習指標內涵，

活動進行與引導方向恐失焦，將會影響教

學與幼兒的學習成果。另外，課程大綱實

踐現場也有出現使用學習指標，進行傳輸

學習指標內涵的直接教學，同樣以泡泡主

題為例，將「認 -小／中 -1-3-1 觀察生活
物件的特徵」轉化為活動時，教保服務人

員同樣會提供泡泡給幼兒進行五感體驗，

但會出現類似「小朋友你們等一下可以用

眼睛看看、手摸摸看、也可以用鼻子聞聞

看⋯⋯看你們會不會發現泡泡是不是透明

的、黏黏滑滑的、香香的⋯⋯」的引導，

然其轉化內涵與思維，似乎與課程大綱對

幼兒學習與課程立論觀點不符，此舉恐讓

學習指標淪為教師主導的工具，是與課程

大綱的精神有所違背。

（三）強調幼兒與媒材的觀察與互動，協
助具體化其經驗，並引導對經驗的
統整

課程大綱教學轉化，強調應提供幼

兒親自與媒材進行探索與操弄的蒐集訊息

經驗，也強調應具意識的引導幼兒整理訊

息。在「哪裡有泡泡？」的主要概念中，

「說／話泡泡經驗」活動，是提起幼兒

舊經驗作為尋找泡泡的啟始活動。接下來

的「找泡泡」活動，就著重幼兒與泡泡互

動的第一手經驗與建立共同經驗，以作為

探究「什麼是泡泡？」的先備經驗，在泡

泡特徵的一連串活動，鷹架幼兒在每一次

與泡泡的互動中，透過五官觀察、五感體

驗或身體肌肉的探索，並引導幼兒透過口

語、圖像或身體動作，具體化自己所認識

的「泡泡好朋友」：

研：你們剛剛和幾個泡泡好朋友玩，

你跟他玩什麼？怎麼玩？

幼兒 1：我們剛剛用嘴巴做，是口
水的泡泡⋯⋯

幼兒 2：對，我就用舌頭碰⋯⋯
研：說說你的『泡泡好朋友』。（將

幼兒的分享記錄在壁報紙上）

幼兒 2：破了，會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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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喔！你的泡泡朋友是會破的，

還有呢？（紀實／ 20220715）

透過這四天的課程探索與引導，孩

子一步一步透過操作、思考進而累

積自己的經驗⋯⋯老師一直用幼兒

能理解的語句詢問，讓孩子說出和

泡泡互動的經驗。（心 T／札記／
20220721）

建構學習論是課程大綱的理論根基，

強調學習的發生，乃個體與所處環境產生

交互作用與意義的連結，其教學轉化著重

在引發學生學習動機，提供解決問題的情

境脈絡與學習媒材，並引導學生與其互動

（李子建、黃顯華，1996；幸曼玲等人，
2017），而本次教學實踐也採分組進行和
課堂分享的教學轉化方式，是希望引導幼

兒在進行自我對話之外，也強調共同對話

與協商對話，而也要引導幼兒於學習歷程

中與後，將這段學習經驗協助具體化，進

行討論、思考與統整。

伍、結論與建議

一、課程大綱實踐知識

（一）提供幼兒第一手經驗並具統整性之

探究性議題，可供課程大綱課程轉

化的內容

如何將課程大綱進行教學轉化，本研

究發現應從幼兒感興趣與舊經驗出發，選

擇能提供幼兒親自參與、體驗、試驗與探

索的探究性議題，採回答待答問題的一連

串活動設計，並引導對探究歷程進行思考

與統整，以經驗發現答案、解決問題或建

構知識的學習歷程。如此就可避免知識傳

輸、活動不具連貫性與僅有活動而無課程

概念的情形，而朝向幼兒自主學習與重視

幼兒學習歷程的課程設計與教學實施。

（二）教學者的課程意識，是課程定位與
教學走向的定錨

本次教學實踐發現，瞬息萬變的教學

現場，常有計畫趕不及變化的情形。然本

研究卻發現當教學者「心中有指標」，亦

即教學者若具教學意圖與課程意識，就不

會讓教學引導現場出現幼兒學習失序、學

習經驗的提供引導方向失焦，以及活動目

標未達成的情形，而能視當時實際教學與

幼兒學習情形，具意識的覺察與主體性的

在行動中讓學習與引導方向有所轉向，也

在教學後的省思中，以幼兒為主體和教學

意圖之間有所慎思、調整與定錨課程。

（三） 立基於總綱精神，學習指標的教學
轉化可按幼兒特性、經驗與主題內
容連結，轉化為具體引導語並依現
場做即時調整 

學習指標的使用，乃立基於課程大綱

總綱精神，對幼兒、對幼兒發展、學習特

性與課程立論概念的轉化。研究者認為汽

車 GPS導航系統是學習指標的傳神隱喻，
然每輛汽車其實都事先按汽車性能與構造

量身訂做而建置，且需要隨時更新，方能

啟動並正確到達目的地。是以，教保服務

人員應按幼兒特性轉化與主題、學習指標

相關的具體引導語，並且依現場需要隨時

調整，才能正確達到學習目標，以提升幼

兒學習成效。

（四）課程大綱課程與教學轉化強調教學
意圖，並採過程模式理念運作

幼教課程受自由遊戲觀點影響

（Goffin, 1989），自由遊戲學習和教師
引導學習之間，成為長久以來的二元論爭

（Thomas et al., 2011）。「有意圖教學」
（intentional teaching）的概念開始被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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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與逐漸受認可（Epstein, 2007）。「課
程大綱」強調應有計畫，選擇、安排與組

織幼兒學習經驗，並透過符合幼兒發展特

性的教學引導與策略以達到學習目標（教

育部，2017），此即有意圖教學的概念。
然教師具教學意圖，並非是目標模式的概

念；此教學意圖強調的是，從幼兒經驗

出發，重視整個學習與問題解決歷程，是

希望所學能運用於真實生活情境的素養目

標，而非只是事實與知識的獲得。亦即，

在目標設定、實際運作、教學引導與最終

達到的目標之間，是採過程模式的精神與

概念。

（五）具意識將理論與實務持續來回對話
與慎思，是理論與實務連結的路徑

透過行動研究歷程，研究者從「課程

大綱」的正式課程轉化為知覺課程，再到

現場進行實際教學、反思、修正、再設計

活動、再教學的循環歷程；而議課討論，

也強調參與者與自身課程的連結與反思。

這些都是理論轉化實務、實務回觀理論、

理論與實務對話之來來回回思辨的歷程，

而藉此強化與提升本研究參與者的課程大

綱知能與實踐。是以，具意識的將理論與

實務持續來回對話與慎思，是連結理論與

實務的路徑。

二、建議

以下提出對課程大綱推廣學習現場、

幼教師資培育者，以及教保服務人員進行

建議，盼能提供課程大綱實踐、師培教育

理論與實務的架橋有所參考。

（一）強化課程概念，以落實課程大綱課
程與教學轉化

課程包含目標、課程內容的選擇與組

織、教學方法與策略，以及評量四要素，

建議可強化教保服務人員與師資生對課程

概念的知能，並在解析課程大綱理念的課

程與教學轉化時，引導其進行課程概念與

課綱實作之間來回的檢視與討論。

（二）引導具意識進行理論與實務之間的
討論與思辨

學習是藉由反思自己想法、感受、

行動與決定而產生，並在歷程中發現知識

的建構方式（Lev et al., 2020）。本次的
教學實踐，研究者乃以認知學習理論的

觀點，後設認知與檢視自己的學習，也引

導教保服務人員經驗有意識的「看見」與

「覺察」自身的論述，以及理論與實務連

結之間的關係。是以，建議課程大綱推廣

學習現場與職前師培課程，可引導教保服

務人員與師資生具意識的清楚看見自己此

刻的學習，讓其於課程中經歷理論轉化實

務、實務回觀理論，以及理論與實務對話

的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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