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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提問在幼兒教育中的困境、策略與建議 
戴慧盈 

南臺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教育經營碩士班 

 

一、前言 

2017 年《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實施的理念中以幼兒為中心，教保服務

人員需創造豐富的情境引導和鼓勵幼兒在學習過程中表現（教育部，2017），因

此，教師以引導者的角色引領幼兒主動發問、對話裡尋找答案的精神（陳得蓉、

張瓅，2018）。但引導真的容易？創造豐富的情景、多元媒介的輔助再搭配適當

的提問是教師最好的工具。即使事前的準備充足，可能還是會面對不確定的因素。

爲了探究其中原因，本文依據自身經驗和文獻，分析「為什麼要引導提問」、「引

導提問的困境」和「引導提問的策略與建議」三個重點。 

二、爲什麽要引導提問？ 

藍偉瑩（2023，頁 52）在《提問力實踐指南》一書上說：「二十世紀擁有好

答案的人，能夠在跟隨世界上取得優勢；二十一世紀對困難提出好問題的人，能

夠在改變世界上取得先機」。與過去不同，現在不僅僅是擁有答案，更重要是提

問的能力，讓人們能夠深入思考並自行尋找解決方案。為了培養未來的棟樑，幼

兒教師的角色至為關鍵，尤其在致力於培養孩子思考能力的過程中，具備優秀的

提問技巧就如同打開思維大門的鑰匙一樣不可或缺。身為教保服務人員的我在臺

灣有教學助理和實習經驗。這些經歷讓我觀察提問的困難，針對這些困難提出應

對策略與建議，這同時也益於我對相關文獻的整理和瞭解。 

三、引導提問的困境 

(一) 不同年齡層的幼兒能力發展皆有所差異 

在幼兒園中，班級通常會根據幼兒的年齡做分班，包括幼、小中、大班，甚

至有混齡的班級。以混齡班級為例，不同年齡層的幼兒在語言和認知等方面的發

展存在著差異，因此，孩子們在表達自己的答案時可能會因能力的不同而呈現多

樣性，有些甚至可能遇到回答上的困難。張麗惠等學者（2023）以繪本和「六頂

思考帽」思考法來進行提問，他發現孩子在思考層面的認知會有差異和困難，像

是負面思考、解決問題、情緒層面等層面無法辨別和提出看法。 

(二) 教師按計畫提問，不符期望答案者，教師選擇忽略回應 

在教學前，教師通常會根據過去的經驗做好準備，包括教材的準備、提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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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以及教學流程的計畫，但實際教學中經常會遇到不確定的因素，例如問題失焦

或反問問題等情況。特別是在面對學生可能缺乏相關知識或能力難以回答問題的

情況下，教師可能無法解決問題而選擇忽略回應（黃麗鳳、陳雅鈴，2019)。其

二，受到固定課程時間的限制，教師可能更傾向於關注幼兒的學習成果，有時可

能會選擇忽略了學習過程，以確保課程的順利進行。 

(三) 教師對提問本身的困難，導致引導偏離，幼兒回答易於偏離 

在適當的時機，使用多元的引導提問技巧來啟動討論是必要的。然而，教師

的提問技巧不足、缺乏靈活性，或者提問過於開放或封閉，都可能導致幼兒難以

集中深層思考，引導失焦，以及缺乏足夠的啟發性，進而使得引導提問的方式變

得不當。林廷華（2009）指出，若幼兒教師在開放性提問技巧上缺乏精熟，可能

傾向於使用封閉式的提問方式，這可能會限制幼兒的回答。 

四、引導提問的策略與建議 

(一) 採差異化方式引導提問和同理尊重孩子的想法 

以混齡班級爲例，了解每個年齡層的認知和語言發展階段，以便調整提問的

難易度和方式。例如，對於較小年齡層的幼兒，可以使用繪本或故事情境，讓他

們透過圖像理解提問內容；對於較大年齡層的幼兒，可以引入更複雜的思考帽思

考法，促使他們進一步深入思考。其二，孩子有的時候在表達自己的想法時遇到

問題失焦或反問等情況，可立即展現同理和尊重孩子的回應，例如，當孩子開始

偏離主題時，先同理說：“是，你的想法很不錯，但是在這個部分可能並不是這

樣，我們再想想看”這樣的回應讓孩子感受到他們的聲音受到重視。林雅停

（2023）建議教師可以給予孩子接納和正向回應，讓孩子感受到教師的積極協助，

進而建立師生間互信的關係，這需要多次的實踐，讓孩子回歸主題。 

(二) 彈性的規劃課程時間並接納多元的回答 

在實際操作中，教師可以根據上課時間和內容彈性調整課程安排，了解學生

的學習節奏和需求，以「少量多餐」的概念分配時間，像是早上 3 次團討，下午

2 次，一次 15-20 分鐘。例如，根據劉佩萁（2016）的建議，將團體討論時間設

定為 15 分鐘，將討論主題分兩個部分，並確保每個主題都有三個學生參與回答。

這樣的安排讓教師有更多掌握討論進度的空間，同時保證每個學生都有參與的機

會，經過多次的實踐、記錄和反思，教師可以進一步調整時間安排。其二，當教

師面臨不符期望答案的情況時，應該避免忽略回應，而是鼓勵多元的回答方式，

包括接納不同的觀點和思考方式，並以這些回答為基礎引導進一步深入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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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專注於提問技巧的實踐，從觀察、瞭解問題的本質做提問 

教師可以透過實踐來不斷改進提問技巧，像是每日的教學日記，短短的反思

和感受，可以啓發自己提問不足的技巧。在實際課堂中，教師可以觀察孩子的回

應並隨時調整提問的方式，以確保引導的方向符合孩子的理解和思考水準。在提

問的方式上可以連結孩子可能經歷的生活經驗再做提問，較有可能引起孩子的共

鳴。因此，教師在提問中注意觀察幼兒的反應和需求，以更好地引導討論。以林

佳巧（2020）在積木游戲中，即感知幼兒觀察到的本質問題，以「宏觀」的視野

引導提問，讓孩子在「微觀」中發現問題。蔡文筠（2020）在鬆散素材游戲中提

到，教師應根據實際觀察情況進行提問敘述，有針對性地協助幼兒解決問題。這

些方法突顯了教師觀察和因應的實用性，使其在活動中更有效地啟發幼兒。 

五、結語 

引導提問是教學中的一項複雜和挑戰性任務，教師如何在提問中保持中立，

讓幼兒啟發思考和回答問題，尤其在多元媒介教材中，引導提問策略促使幼兒思

考和參與的關鍵。總體而言，教師需不斷反思自己的引導方式以提升教師自身的

專業素養、情感智慧以及對幼兒發展的深刻理解，讓幼兒能主動參與討論，使教

學更符合以幼兒為主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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