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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當今多元化的教育環境中，傳統的教學模式正在被各種創新方法所挑戰與

替代。蒙特梭利、華德福等另類教育方式已行之有年，並持續受到家長與教育者

的青睞（Lillard, 2013）。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和科技的快速發展，新興的教育方

法不斷湧現，更加凸顯出教育形式的多樣性和靈活性的必要性（Robinson, 2011），

特別是在幼兒園階段，作為孩子教育生涯的起點，更應關注每位孩子的獨特特徵，

滿足其個人化的教育需求（Whitebread, 2012），這個階段不僅奠定孩子未來學習

的基礎，亦是形塑創造力和社會技能的關鍵期。因此，不斷地探索和創新教學方

法是教育者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需求和技術進步之重要任務。 

另類教育如蒙特梭利、華德福，不僅在教學方法上強調學生的自主學習和個

性化發展，亦在課程設計與評量方式上有所不同。蒙特梭利教育強調環境的準備

和教具的使用，鼓勵孩子自主探索和學習，並通過觀察和記錄來評量學生的發展

（Marshall, 2017）；華德福教育則強調藝術和人文科目在課程中的重要性，並注

重孩子情感與社會能力的培養，採用質性評量如教師的描述性報告來取代傳統的

分數評量（Petrash, 2002）。 

這條充滿挑戰的新教育之路也蘊藏著無限的機遇。通過擁抱和實施創新的教

育策略，我們不僅可以提高教育的效果，還可以為孩子們提供更全面、更豐富的

學習經歷（Hunt et al., 2017）。本文深入探討這些教育創新的實際面向、挑戰與機

遇，並為臺灣的未來教育政策和學校經營實踐提出了具體建議。 

二、面對家長多樣觀念挑戰之因應 

隨著報章雜誌與網路媒體盛行，種類繁多的另類教育方式映入眼簾。一篇短

短三分鐘可閱畢的文章，已影響數百位照顧者，然多數家長未必系統性的學習過

各類教育的教學方式、意涵與利弊，也未必清楚這些方式是否適合自己的孩子，

儘管如此，這不妨礙他們在幼兒園中暢談對理想教育的看法（張淑芳，2018），

此時，幼兒園應秉持尊重與合作的態度面對家長的多元觀點，引導家長深入理解

另類教育的價值與意義何在，以古今教育演變歷程，觀想家長提出的理想教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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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具備執行意義，並應利用有效的溝通與協商的技巧，整合各家意見、評估現實

資源與規劃實際執行步驟，才能使創意的種子落地生根，成為幼兒成長的助力。 

此外，實施任何一種替代教育方法皆須配合適當的資源運用，於教學現場常

見的資源短缺，便是幼兒園實施另類教育面臨的共同挑戰。教育工作者必須培養

以各種方式將理想的資源環境轉化為現實的技能，以低成本的材料維持高品質的

教學品質。這促使我們更謹慎地運用有限的資源，尋找更有效的支持方式，欲在

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以可得素材創造超乎期待的教學效果，便不能忽視生態系統

的助力（Gopnik et al., 1999）。 

三、因應另類教育挑戰下的課程教學調適 

在不斷前行的道路上，幼兒園需要保持開放的心態，考量現有的環境條件及

文化背景，借鑒他人的創新經驗，縱貫古今的變革歷程，並以融會貫通的方式加

上勇於創新的精神，積極應對各種困難和挑戰（Wagner, 2012）。唯有如此，我們

才能共同打造一個更加美好的教育未來，讓每一位孩子都能在另類教育的海洋中

尋找到屬於自己的航向，茁壯成長，成為擁有獨特思維和創造力的未來領袖。 

如同每位幼兒的獨特性，教師們也是來自不同的成長環境，擁有不同的天賦

長才，因此，幼兒園需要重視教師研習的辦理，除了發掘教師的潛力之外，刻意

練習創新創造的能力也有其必要性（Craft, 2005），不僅如此，幼兒園評量與課綱

壓力帶來的挑戰，需要我們思考如何在創新精神與傳統教育之間找到平衡。教育

工作者的身心是否足以負荷同時兼顧忙碌的日常照顧與教育革新，亦或現行法規

是否容許更多彈性的作法皆有更多討論空間（Fullan, 2007）。 

(一) 課程調適 

1. 多樣化課程設計：根據不同孩子的需求和興趣設計多樣化的課程。蒙特梭利

教育中，課程應強調環境的準備和教具的使用，並讓孩子自主選擇學習活動

（Cossentino, 2006）；華德福教育則應於課程中融入藝術和人文科目，強調情

感與社會能力的發展（Uhrmacher, 1995）。 

2. 整合主題教學：結合多個學科的內容，設計綜合性主題教學活動。例如，可

將科學、藝術和語言整合到一個關於自然的主題中，鼓勵孩子通過實驗、繪

畫與講故事來探索和表達他們的理解。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10），頁 135-139 

 

自由評論 

 

第 137 頁 

(二) 教學調適 

1. 個性化教學策略：教師應根據每個孩子的學習風格和發展水平，採用不同的

教學策略。比方說對於動手能力強的孩子，可更多的使用實物操作；對於喜

歡閱讀的孩子，可提供更多的閱讀材料與自主學習的機會（Craft, 2005）。 

2. 合作學習：鼓勵孩子之間的合作學習，通過小組活動和專案合作，促進社會

技能與團隊合作精神之發展，好比設計小組科學實驗或合作藝術創作活動，

讓孩子在互相學習中成長。 

(三) 評量調適 

1. 質性評量方法：採用質性評量方法，譬如觀察記錄、作品分析和教師的描述

性報告，來評估孩子的發展和學習成果，這類評量方式能更全面反映孩子的

能力和進步，而並非僅僅依賴分數（Popham, 2008）。 

2. 持續性評量：建立持續性的評量機制，定期對孩子的發展進行觀察與記錄，

並根據評量結果調整教學計劃。如此便可確保教育策略能夠及時響應每個孩

子的需求和變化（Fullan, 2007）。 

困境常常孕育著機遇，每一次來之不易的協同合作都可能開啟一段段美好的

緣分，促使我們更堅定地在幼兒園教育實踐中，勇於面對挑戰，持續探索另類教

育的可能性。此時切不可忘記，我們努力鑽研、改革教育的初衷，是為了符合孩

子的需求，以創新的教學方式引導他們，勿以貪圖便利的態度重複運用已不合時

宜的人脈資源，或因不捨長期研究的成果及其積累的沉默成本，而強行將教師團

隊的期待帶入幼兒的學習中，教育首先是對孩子負責，而後才是成就教師的教學

生涯（Hargreaves et al., 2012）。 

四、結語 

新穎的另類教育能以迅雷之勢崛起，傳統教育模式卻並非一朝一夕能改變，

幼兒園的挑戰與契機同時存在，關鍵在於我們如何以長遠的角度考量應對和把握

機會。綜上所述，幼兒園應以開放的心態，面對時代的變遷及家長的意見，在資

訊過量的時代，覺察幼兒應培養的關鍵實力，結合觀察幼兒的需求，培養其成為

符應時代的未來公民，正如 Ken Robinson 所言，創造「教育革命」不僅是改變教

學方式，更是讓教育真正適應每個孩子的需求（Robinson, 2011），通過共同努力

與合作，我們可以攜手克服困難，開創更加美好的教育前景。讓我們齊心協力，

共同探索另類教育之路，為孩子們建立一個快樂豐富，更有意義的教育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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