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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全學習區之路 ~  

以一所幼兒園全學習區課程實踐歷程為例 
吳錦惠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助理教授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員 

李介至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教授 

 

一、前言 

某天，接到一位熟識 10 多年的園長來電，園長興奮地說：「我一定要跟你分

享我們幼兒園全學習區課程的實施，它呈現出我想要的幼兒學習美好圖像，這種

幼兒的投入操作與專注學習的情形，啊！這就是我夢想中想要帶給幼兒的學習方

式，跟主題教學真的太不一樣了！」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提及，幼兒天生喜歡遊戲，在遊戲中自發的探

索、操弄與發現。幼兒也在遊戲情境中，學習與人互動及探索素材的意義。教保

服務人員在編寫課程時，須避免知識和技能的灌輸，建議在生活環境中選材，並

重視幼兒個別發展的狀態，並以統整方式實施。同時亦需顧及幼兒的主體性，讓

幼兒有直接參與與體驗的機會，建構幼兒的六大核心素養（教育部，2017）。 

在眾多的幼教教學課程模式中，如主題課程、高瞻課程、方案課程、華德福

課程、蒙氏教學課程與學習區教學等。近年來部份幼兒園開始積極地從教師主導

性較強的主題課程、高瞻課程、方案課程等課程模式轉型為強調以幼兒主體性為

關注焦點的「學習區教學」課程模式。因為在學習區教學中，幼兒可以依照自己

的興趣以及優勢能力來選擇學習區，並且從幼兒自主學習的過程中，逐步提升各

項能力。在學習區操作過程中，幼兒是主動學習者，從觀察性階段較強的「別人

這樣做好像很有趣，我也想做做看」到操作體驗階段的「我可以這樣做，我想試

著改變這種方式試試」，進而達到獨立自主學習與問題解決能力提升，最後達成

幼兒能對自己能力的肯定。並在幼兒自主學習的過程中，專注與富想像創造力，

教師在其間的角色改變，也運用各種策略引導幼兒深入思考。這是教室裡的第三

位教師即是-環境，正在進行直接性與間接性影響幼兒學習的樣貎。 

本文訪談一位具有 53 年幼教經驗的園長，該幼兒園的課程模式從早期的蒙

氏課程、過渡到主題課程，近 5 年來轉型到全學習區式課程模式，藉由受訪者的

分享來瞭解全學習區課程實踐歷程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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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全學習區教學的歷程中，其所持信念來自「做中學」幼兒才

能有興趣並進而在園所內設立玩具館到學習區運作 

教師個人信念相當具有影響力。信念的形成則包含三個因素，分別為認知、

情意與行為。當人們透過日常生活的經驗形成信念後，這個想法就會普遍性的存

在人們的心中，信念亦將會引導人們的行為，並影響其判斷與思考的方向。信念

則是一種主觀的想法，其具有理性和非理性的成分，其藉由錯綜複雜的思考與行

為表現呈現（高強華，1992）。 

受訪園長表示推動全學習區教學的想法信念來自於先前的幼教教學經驗，受

訪者回憶著說：「53年前那時候，我在屏東的國小附幼教書，校園的環境就不是

一個專門給幼稚園小孩子活動的空間，都要跟國小的學生共同使用，那時侯我就

會帶學生去撿石頭，你就會發現，小朋友對那些東西很有興趣，所以我就慢慢發

現孩子做中學，有操作可能比較好，也奠定了，我對教具的看法。後來我就返回

家鄉設立私立幼稚園，那時候只有角落的概念而已，我就覺得我一定得突破，所

以我在當時的幼稚園裡就設立一個玩具館，有 300多種玩具。每一種都有 5份以

上玩具，讓家長可以兩個禮拜來借一次回去陪孩子玩」（訪 20241227）。 

並歷時多年後，受訪者才知道有學習區課程模式，故而受訪者經營的幼兒園

即朝著讓學習區方向努力。如同受訪者表示「對小孩子來說，孩子只有手動，才

會專心。只有聽老師講述，孩子的能力只有吸收 7%，那我為什麼要讓 93%都學

習效果都不見了，我要改變我的觀念，學習區是最能達到我想要的效果的。我要

讓孩子最大的成長就是幫助孩子的基本能力要奠定好，例如說這個玩具的基本玩

法，孩子他要會先能夠去模仿，有圖例給他，模仿完以後，他才會創作，這是最

高境界，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說鄉下的孩子，也能夠享受到適合的教學法，能

夠去讓孩子享受他應該享受到的東西」（訪 20241227）。 

因此，個案幼兒園從主題課程模式到全學習區課程模式，希望能夠在幼兒的

自主學習過程中，孩子會學會觀察、操作、互相討論、紀錄、動手嘗試，最主要

的是，不在是單方面的接受知識，而是能夠成為一個能夠思考及願意學習的主體。 

三、幼兒園在推動全學習區教學的歷程中，學習區整體內涵之發展情

形 

而幼兒園在推動全學習區教學時，其在教學空間、教學時間、教學內容、教

學方法等情形則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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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室空間規劃之發展情形 

受訪者表示因為擴大學習區的使用空間，在初期推動之時，受到教師很大的

排斥，教師認為擴大學習區的空間，首先會造成幼兒沒有地方午睡，後來經過課

程實驗才說服教師們的觀念改變，將學習區視為幼兒的「隱藏區」，並在課程發

展會議（以下簡稱課發會）時與園長討論幼兒所需要的學習區、素材及想達到的

學習指標（能力）。例如：受訪者表示「因為教學法的不同，空間也要大大的調

整，學習區不是東西都在牆壁旁邊，中間空空的。剛開始要推動學習區教學時，

老師特別反對，老師說那這樣沒地方給孩子睡覺。我就跟老師說，孩子會很喜歡

走到角落的地方，就像是隱藏區，他們會覺得那個是我的區域，更有安全感。我

就跟老師說不用怕，試試看，如果不行的話，我們再回復過來。現在老師都不會

去支配小孩要睡的地方，只要跟小孩說：我們現在開始睡覺，孩子就馬上拿了自

己的被子，自己找空位，每個都很愛笑的，目前老師在心裡已經打開了，會覺得

孩子到處睡都是無所謂的」（訪 20241227）。 

(二) 全學習區時間運用之發展情形 

全學習區時間的分配，還是依據幼兒園的一日作息表而定，主要是延長學習

區操作的時間，週一到週五每天上午實施 1 個小時，下午實施 1 個小時。各班學

習區與大肌肉活動時間輪流配合。一般學習區時間會安排在上午 10：30-11:30，

下午則安排在吃完下午點心之後，15:30-16:30。 

(三) 學習區中教具教材之發展情形  

受訪者表示，學習區中的教具教材發展方面，因為幼兒園整個學期沒有主題，

故而會在召開課發會之時，會進行學習區素材設置的討論會議。另外，考量到教

師們都很忙錄，大部份學習區中教具教材會經由課發會討論之後，依據想發展的

幼兒能力，由教師們開列購買清單，由園所統一購置，會在課發會時再次討論幼

兒的能力發展情形，再適時調整教具教材。  

(四) 全學習區中教師教學運用與教師角色發展情形 

1. 教師能力的需要成長並將學習指標分階段實施減輕教師壓力 

幼兒園轉型為全學習區課程模式，首要衝擊到的就是教師的能力，因為老師

們之前求學時學習到的知識，大部份是以教師為主導型的主題教學、方案教學、

蒙式教學模式等，對於學習區教學模式，大部份是陌生的，故而受訪者表示必須

在課發會時引導教師們認識學習區及引導教師學習觀察記錄能力。例如：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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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表示「老師要有能力去看到小孩需要的能力，就像要讓老師學會開藥一樣。

在引導老師能力的時侯就要讓老師認識到學習區的概念很好，教具及教材的發展

就是讓老師可以談心。我要去引導老師學習如何讓孩子能夠有基本的能力，如果

孩子最基本的操作能力都不會，我們就會找圖給他示範，等他過關了以後，老師

就記錄下來，把那項能力勾起來，通通勾完了以後，孩子的能力就會慢慢培養起

來」（訪 20241227）。 

其次，為避免教師一學期面對學習指標過多而產生抗拒心理，則採指標分散

逐月完成策略。受訪者分享說「你說整個的指標這麼多，我以 1個月為基礎、一

學期分成幾個月來分段完成，每滿一個月就加新的指標進去，我只是給老師幼兒

能力培養的概念，其實實際要怎麼操作，就由老師自己彈性實施，其實就是在教

學中，老師會累積教學經驗，我們園所都會有老師考上公幼」（訪 20241227）。 

2. 幼兒自由選區與自由遊戲 

學習區在選區的時侯，每位幼兒會有自己的一張每月每天學習區選區表，每

個月會有一個顏色從 1-31 號的數字貼紙，幼兒自己去找到日期號碼貼，貼在自

己所選取的學習區空格欄上面，老師不會強迫也不會引導幼兒選區，完全是開放

由幼兒的興趣決定，也並不會造成幼兒「偏食」現象，因為每個學習區可以貼上

的貼紙數量有限，當幼兒發現常去的學習區貼不上去了，就會自己改選到另外一

個學習區操作。同時，選區表每個月也會提供給家長檢視，幼兒園的家長們也都

能接受幼兒園的自由選區方式。諸如受訪者談及「像今天是 27號，孩子選的是

美勞區，這樣就是今天 12月 27號，把 27號的藍色貼在那個學習區上，自己寫

上日期，自己貼，自己寫上主角，這種方式主要是以孩子為主，來達成學習區的

最高境界。選區表拿回去的時候，家長會知道，就算每天都在積木區，他們也會

尊重小朋友的興趣，喜歡就好了，所以老師，基本上也不會去引導他要去哪，讓

他自由，我等他貼滿了以後，他會說老師，我沒地方貼了，我已經貼滿了啊。我

還想去啊，孩子就會先貼別的區，先去別的學習區轉轉，慢慢慢慢的移轉，這真

的是自由學習的概念」（訪 20241227）。 

3. 三階段教學：幼兒自主規劃及模仿－基本能力培養、分組提示做觀察記錄與

分享 

幼兒園的全學習區課程教學，主要分成三個階段進行。分別為第一階段：幼

兒自主規劃與模仿-基本能力培養、第二階段分組提示做觀察記錄、第三階段為

分享。 

在第一階段的幼兒自主規劃與模仿，主要是在培養幼兒的基本能力，教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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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幼兒先自己做學習區的規劃，教師則透過幼兒自己操作教具的過程來進行觀察

幼兒操作情形是否與其學習區自主規劃的內容相符，並同時記錄幼兒的學習困

難。例如：受訪者指出「第一個就是基本能力的培養，其實就是模仿，提供幼兒

一些動作示範或是示範圖，停在幼兒旁邊觀察幼兒操作，雖然老師看起來好像相

對不起眼，沒有教幼兒要做什麽，但是你可以看到幼兒在教具操作時展現的那個

熱情」（訪 20241227）。 

而第二階段教師的教學法其實就是分組提示，然後做觀察記錄，不僅幼兒的

能力在提升，同時對於教師的專業成長也有所助益。誠如受訪者提到「積木區的

大單位積木，就是讓小朋友去堆疊，搭建的，KAPLA木片積木小朋友也很喜歡，

我們會用分區操作的方式，然後教他基本的操作能力，模仿再進而創作，其實就

是引導他，他不會做的時候，老師引導的那個畫面多美，老師會說我很喜歡你這

個、那個，孩子會專心要做他的工作，他們也會自己去觀察，然後自己去發現解

決問題的能力，他們真的是在遊戲，然後在學習，其實這個就是問題解決的素養

培養，老師的能力可能也都一直在提升」（訪 20241227）。 

最後，在每次學習區操作時間結束之前，很重要的就是讓幼兒進行分享，透

過分享才能瞭解幼兒的能力及潛能專長。例如：受訪者提及「在分享的時侯，你

會很清楚小朋友少了什麼能力，有的時侯可能在觀察幼兒操作的時侯，老師完全

沒有發現小朋友需要什麼或是小孩的潛能在哪裡或是否有發揮出來，透過幼兒分

享，老師可以再做確診，幫孩子找出來他的專長地方」（訪 20241227）。 

四、代結語－全學習區教學對現有的幼教課程與教學現場產生之衝

擊與建議 

由上述可知，全學習區教學對主題教學課程模式產生的衝擊與建議，可以從

教師的角色與課程規劃、幼兒的學習方式、幼兒的參與度及幼兒的學習評量等方

面說明： 

(一) 教師的角色主要在引導幼兒學習並做觀察記錄，以便能看到幼兒需要的能力 

研究中發現，教師的角色呈現更具複雜性。在全學習區的教學中教師不再是

單向傳授知識的角色，而是學習的引導者和支持者。教師必須在教學過程中更有

能力去觀察與記錄幼兒的能力與需求，並根據幼兒的學習狀況透過不同學習區的

素材調整與設計來協助發展幼兒的能力與個別學習需求。例如：在本研究中的個

案幼兒園教師在觀察幼兒學習區操作過程時會記錄下幼兒的基本能力以及尚需

要培養的能力，在調整與引導幼兒的過程中，如果通過所需的能力就進行打勾，

以適時瞭解個別幼兒的能力進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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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師的課程規劃在提供幼兒依興趣自主學習的多樣性與差異化教學 

主題教學課程在選定主題時通常是教師根據幼兒的生活經驗、社會議題等，

選擇能夠引發幼兒興趣與思考的主題。而全學習區教學則是在提供更多樣貎的學

習方式，如自主規劃動手操作教具、探索遊戲、合作討論與口頭分享等不同的學

習經驗，使不同學習風格與能力的幼兒都能獲得適合的學習經驗。例如：個案中

的幼兒園的全學習區課程教學，主要分成三個階段進行，分別為幼兒自主規劃與

模仿（基本能力培養）、分組提示並觀察記錄、幼兒分享。 

(三) 幼兒的學習方式多著重在小組合作學習 

全學習區教學通常設計為小組遊戲方式進行。幼兒可以在不同的學習區中先

自主規劃想要完成的工作任務，並合作完成任務，其助益於發展人際溝通能力，

並藉由團隊合作遊戲-工作的方式促進知識建構。 

(四) 幼兒的參與度提高並符應課綱幼兒自主學習核心素養 

全學習區教學強調幼兒的自主探索能力，建議教師能夠在每個學習區提供不

同的學習資源和活動，使幼兒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適合的學習方式。如同本

研究中的個案幼兒園提到當幼兒從模仿到教師引導創作的過程，此一師生共構出

的「幼兒專注-教師投入」的教學圖像，是美好且相輔相成的。除了能夠讓幼兒透

過不同學習區的學習，更能培養自主與獨立探究的精神。 

(五) 幼兒的學習評量著眼於問題解決與探究能力 

全學習區教學提供多種學習活動，評量方式涵蓋幼兒作品、口頭分享、幼兒

學習單等方式。教師透過幼兒的遊戲與探究過程進行紀錄，去發現個別幼兒能否

主動提出問題？在遇到困難時能否嘗試不同方式解決？能否透過操作或討論來

驗證想法?等。其在幼兒學習評量方面更加強調幼兒的能力及潛能專長的培養。 

綜合上述，在全學習區教學中，教師預先檢視幼兒能力發展並進一步規畫課

程活動、預備好適合幼兒學習能力的環境設備及教具材料等資源，提供幼兒能有

適性適齡的學習機會，並巡視與觀察幼兒在學習區中操作情形，反思與調整素材

難易程度及進行個別化教學等。從訪談中發現教師能力是需要培養的，是需要慢

慢的累積與成長的，而且是呈現連續的發展。 

其次，全學習區課程的教學，有時侯教師還會遇到打擊與挫折，但如同受訪

者談到「運作學習區到某個階段時，到最後總會讓自己反轉過來了，如同陽光的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5，14（2），頁 103-109 

 

自由評論 

 

第 109 頁 

那一面，總會有辦法可以解決的，如果真的遇到挫折就把自己封鎖與關掉，陽光

這兩個字就看不到」。最後，從幼兒自主學習的過程中，去實踐提升幼兒的各項

能力，此為孩子主動性表徵，教師也需適時放手給予幼兒主動去做決定的機會，

還給幼兒「做中學，學中做」提升優勢能力的表現機會，讓幼兒也能開始嘗試其

他不同能力，成為學習的真正主體，回歸到真正的幼兒自由遊戲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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