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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08 新課綱展開以來，報章雜誌熱烈地討論著「素養學習」、「核心素養」，

偶然間在親子天下雜誌 2019 年教育特刊封面，看到打著斗大字樣「素養教育打

造未來人才」，令人不由得思考著素養教育在學前教育該如何建構？如何實施？

「核心素養」又是甚麼？教育部﹙2014﹚定義「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了適應

現在生活和未來生活，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近年來科技進步，世界許

多國家為了提升競爭能力，紛紛探索 21 世紀人才培養的教育理念與方法。美國

首倡 STEAM 教育並將其作為提升國家競爭力的戰略之一，STEAM 教育與核心

素養，是當今國內外熱門的教育議題。綜觀「108 課綱」、「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

大綱」課程活動皆強調「核心素養」，強調學習與生活的結合，透過實踐、力行

來探究學習﹔而 STEAM 教育鼓勵兒童探究問題、動手做與生活運用、發展創新

思維與解決創造性問題能力、跨領域整合教育，正好與核心素養的學習精神相符

合。換句話說，幼兒園學習區是個跨領域整合教育的學習區域，但學習區如何融

入 STEAM 教育呢？則是教師們面臨的考驗。 

二、STEAM 教學的內涵 

學者（汪素榕，2001）指出，學習區不僅能增進幼兒自主、自由探索的機會，

提升幼兒主動探索解決問題的方法建構能力，也提供了幼兒統整、豐富多元的學

習環境，滿足幼兒間的個別差異，發展良好的自我概念，提供幼兒從同儕互動中

發展幼兒討論、分工、協助、合作、等待、輪流以及語言溝通等能力，也是提供

教師觀察與評量幼兒的環境。 

「STEM」是一個跨領域、統整學習、動手實作的概念，是含有科學、科技、

工程、藝術、數學等跨領域的教學架構（趙慧臣、陸曉婷，2016）。STEM 分別

是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數學（Mathmatics）
四個領域的縮寫，後來的學者認為藝術（Art）很重要，把藝術（Art）加入形成

了 STEAM 教育。任婉毓（2018）認為 STEAM 教育包含了五大功用，分別為：

跨領域的學習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實作的精神、將所學應用在生活中的能力、

五感學習能力。周淑惠（2018）也歸納 STEAM 的四大特徵與做法為：面對生活

真實問題，以解決問題為目標；運用探究能力以求知、理解的「探究取向」；運

用設計、製作與精進的「工程活動」；運用科學、數學與各類技術的「統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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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其功用觀之，在 STEAM 教學中，老師要根據幼兒的興趣設計符合現實生活的

活動，從日常發覺探究的主題，而課程必須透過幼兒自由創新、動手設計作品、

尋找問題的解決方法，透過感官的學習來增加孩子學習上的吸收能力，培養幼兒

能運用在日常生活中解決問題的能力，也就是目前課綱所倡導帶得走的能力~核
心素養。 

三、STEAM 教育融入學習區之困難 

 目前 STEAM 教育正在國內如雨後春筍般萌芽，教師們對 STEAM 的認知也

如雪片般紛飛，自做自的，自己有自己的解讀及作法，本研究者發現幼兒園教師

們在STEAM教學上有以下幾點迷思︰(1)缺乏STEAM專業認知~教師對STEAM
定義認識不足一知半解，以致做法有偏頗，認為讓孩子自己動手做就是 STEAM。

(2)看到的 STEAM 教育影片或期刊文獻大都是科學教學，因而誤導老師，STEAM
教育就是科學教育。(3)進行 STEAM 教學之前，教師必須具備科學、科技、工程、

數學等基本能力，因此教師覺得 STEAM 教學困難度很高。 

    綜上所述，因為教師對 STEAM 教育的定義認識不夠導致以上的迷思，加上

缺乏 STEAM 學習資源，所以將 STEAM 教育運用於學習區就會產生問題，認為

STEAM 是探究、是科學，且不知如何融入學習區，因此，認為實施 STEAM 教

育非常困難。 

四、STEAM 教育融入學習區之對策 

    STEAM 如何運用於學習區？本研究者認為可以有以下作法，首先，先讓教

師釐清 STEAM 教育的定義且深化本身 STEAM 知識，去除上述的迷思。大部分

幼兒園教師看到 STEAM 教育大都無法接受，認為幼兒怎麼運用科技、工程、科

學，這實在是太難了，殊不知幼兒園教師每天都在引導幼兒進行主題與學習區的

跨領域融合學習，已經初具 STEAM 跨領域、動手做、探索精神，因此，接下來

需要修正的是教師的信念，亦即，當教師具有探究、動手做、運用科學、數學等

STEAM 的四項跨領域統整課程的精神、信念，就能引導幼兒學習並面對生活問

題、解決問題。 

    本研究認為老師可以施行的方法如下︰一是以幼兒為師︰把教室主權歸還

幼兒，教師只需在旁觀察協助，幼兒為主教師為輔；二是融入幼兒與幼兒一起學

習︰降低年齡姿態把自己變成幼兒朋友，與幼兒一起發想問題、一起思考解決問

題；三是把自己變成鷹架製造廠︰依據幼兒問題發展的需要，幫幼兒預備好學習

區各領域所需的環境鷹架、材料鷹架、同儕鷹架、讀寫鷹架、回溯鷹架、架構鷹

架、言語鷹架；四是改變與幼兒互動模式︰採取開放式問答，這是甚麼？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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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怎麼做？有甚麼方法？ 

    當教師能與幼兒一起討論出日常生活真實問題，做為探究主題，充實自身

STEAM 知識，搭配四項信念，把學習區規劃好，並隨時以 STEAM 領域表來做

課程檢視，必能將 STEAM 教育自然地融入學習區裡。 

五、結語 

幼兒經由環境互動來學習，學習環境與學習者的互動會因人、因事、因物、

因地、因時產生變化，就會產生不同的影響。每個學習區都有其功能，在課程設

計上應依循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宗旨、學習區規劃原則，以幼兒為本位、幼

兒為中心，老師要採取彈性開放的胸襟態度尊重幼兒個別差異，肯定幼兒能力。

這種 STEAM 的教學模式，不僅讓學生們自己動手完成他們感興趣的、和他們生

活相關的事物，從操作的過程中，學習各種學科以及跨學科的知識，因此，幼兒

不僅能獲得創造能夠應用於真實生活的知識外，更需要向同學、朋友、老師介紹

作品，因此亦能發展幼兒的語言表達能力和邏輯思維的能力。 

因此當老師將 STEAM 教育精神透過學習區來預備環境，從日常真實問題中

發現問題，讓幼兒在團體或個人設計思考過程中，習得設計思考能力，從起初的

發現問題、過程中的思考解決問題之道，最後習得問題解決能力，皆能協助幼兒

提升跨領域思維、探究精神、解決日常生活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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