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4），頁 121-124 

 

自由評論 

 

第 121 頁 

「以學習者為中心」理念在幼兒教育實踐之芻議 
張靜文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以學習者為中心是世界教育趨勢之一，受人文主義以及建構主義的影響，強

調學生是學習的主人，學習者在教師鷹架、同儕互動的環境中，積極投入並主動

建構學習（Aytaç & Kula, 2022; Lee & Hannafin, 2016）。《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

綱》也明載教師應該「從幼兒的角度出發，以幼兒為中心，關注幼兒的生活經驗」

來規劃發展課程，有計畫的提供幼兒學習的機會（教育部, 2017, 頁 3-4），以落

實以幼兒為主體的理念。 

這個理念看似簡單，但實際教學場域中，教師是否深切掌握以學習者為中心

的意義？幸曼玲、周于佩（2017）發現教師以為重視幼兒興趣是經營主題課程的

唯一準則，但缺少進一步的引導，以致活動熱鬧有餘學習不足（p.126）；王金國

（2018）分析教育現場中教師進修活動、教學觀察表以及教學活動設計，認為以

學生為中心的理念並未受到應有的關注與實踐。第一線與學生互動的教師究竟要

如何考量學習者興趣、能力、經驗來規劃與實踐課程呢？筆者整理過往幼兒園課

程與評量輔導的經驗，認為「觀察學生學習理解表現」是實踐學習者為中心教學

的關鍵，並試著從幼兒園課程規劃到實施的歷程，提出幾個建議供教師參考。 

二、以學習者為中心在幼教課程之實踐 

(一) 課程規劃階段：善用先前經驗以及他人對幼兒學習理解的觀察 

「考量幼兒能力/經驗/興趣/需求」來規劃課程是幼教老師都知道的道理，但

實際上，教師在開學前進行課程規劃時（尤其是接新的班級時），通常無法先了

解班上幼兒狀況之後再來規劃課程，在這樣的情況下，要用什麼為基礎來規劃以

幼兒為中心的課程呢？ 

1. 過去教學經驗中對幼兒學習的觀察 

開學前教師雖然無法先認識班上的幼兒，但是教師過去教學與幼兒互動的經

驗是寶藏。教師可以回想過去與這個地區、這個年齡幼兒互動經驗中幼兒的學習

反應，以此作為課程規劃的參考。這些反應或許不一定與新接班級的幼兒一樣，

但在千頭萬緒的備課之初，卻是是值得參考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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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展與課程文獻對幼兒學習的研究或描述 

除了過去的經驗，已經出版書籍或課程實例也是幫助教師掌握幼兒學習能力

的有用資源。一般幼兒發展書籍可以讓教師了解某年齡層幼兒學習的方式、特徵，

而特定領域或議題的幼兒發展研究則可以讓老師更具體理解幼兒學習某項內容

時可能會出現的狀況或進展（例如：幼兒數量發展、科學概念發展等）。此外，

課程示例或幼兒課程研究中，通常也會呈現教師教學歷程下幼兒的學習反應，教

師可以選擇與自己課程相近的實例閱讀，從前人的經驗中了解幼兒學習狀況，作

為自己以幼兒為中心課程規劃的參考。 

3. 借重同事、家長對幼兒的觀察 

新接班級的教師可以請教之前帶領這群幼兒的教師，或者向家長了解幼兒狀

況，通常也可從中獲得豐富的資訊，幫助教師理解幼兒學習需求進行課程規劃。 

最後，教師還可以在備課時預想幼兒可能會出現的學習狀況，預先規劃 1-2

種腹案，這樣開學正式實施課程時，就比較有餘裕可以因應幼兒的狀況作彈性調

整，如此更能落實以幼兒為中心的教學理念。 

(二) 課程實施階段：觀察幼兒學習啟動教學省思與調整循環 

課程規劃後，在實際教學過程中觀察幼兒的學習狀況並適時地作調整，是落

實以幼兒為主體教學不可或缺的重要關鍵。 

教與學師生互動過程中有非常多的事情在發生，教師能夠觀察的面向非常的

廣泛，但是回歸到以幼兒為中心理念，教師應該將較多的注意力放在幼兒的學習

理解上。也就是說，在教學目標的方向下，教師應該把觀察的重點放在幼兒在教

學活動脈絡中、教師教學引導下的學習表現，包括：幼兒的說話、提問、做事的

過程，甚至幼兒作出的成品。教師收集並分析這些學習表現，以確定幼兒是否理

解，或者哪邊有疑惑或遇到什麼困難，如此才能適切的回應幼兒的學習需求。 

而這個以幼兒學習為焦點的觀察，隨著課程的進行會啟動「實踐—觀察—省

思」的循環（見下圖 1)，並且應該讓這個「觀察--省思」的歷程貫穿在整個課程

實施的過程中，以確保課程與教學能持續回應幼兒學習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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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幼兒學習觀察與省思循環示意圖 

(三) 課程實施後期：形成性評量了解每位幼兒 

教師一邊教學一邊觀察幼兒，雖然可以大方向的掌握多數幼兒的學習狀況作

即時課程調整之參考，但教師若要確切了解每位幼兒真實學習的狀況，還是需要

透過有計畫的評量來幫忙。因此，筆者建議教師在教學一段時間後進行以幼兒為

主體的形成性評量，以更確切的了解每位幼兒的學習狀況，作為後續課程規劃、

調整，甚至個別幼兒輔導的依據。教師可以參考課程手冊（下冊）及幼兒學習評

量手冊對幼兒學習評量的建議，在課程目標以及課程脈絡中規劃幼兒學習評量活

動，並且規劃出一段時間來進行幼兒學習評量；評量活動過程中教師暫停對幼兒

進行引導，可以比較客觀的觀察到幼兒經過一段時間學習之後的學習狀況，教師

分析、省思形成性評量所獲得的資料，對教師調整課程、落實以幼兒為主體的教

學理念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三、結語 

Weimer（2002）認為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教師角色要從傳授者轉變為觀察

者，要為學生建構物理、社會、情感以及促進智能發展學習的環境，也要能在教

學活動中適時地介入、提供支持（Froyd & Simpson, 2008）。而要落實這樣的理

念，觀察到學生「學習理解狀況」（Jacobs et al., 2010; Munson, 2020; Star & 

Strickland, 2007）是其中重要的關鍵。本文從課程規劃到實踐的歷程，提出幾個

實作的建議，期盼對教師實踐幼兒為中心教學理念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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