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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踏入偏鄉 

研究者於民國 104 年，擔任起臺東海線某偏鄉的幼兒園教師兼任主任，回顧

過去幼兒園的課程模式，是採用簿本的傳統主題式課程，缺乏與在地生活的連

結，也太過於偏向知識性的灌輸。在偏鄉，我們面對的班級是從三歲到六歲的混

齡班級，且在家庭功能大多不強的情形下，即便師生比相較於都市學校來說良好

許多，但偏鄉地區學校的教育經費受限於縣市政府的財政狀況；或許有好的教學

設備與資源，但卻無力維護；有優秀的教師人才，但卻人手不足、流動率高；有

優美的山林、海灘，但卻沒有讓學生應付將來會考的圖書館或補習班，至於隔代

教養或家庭功能不彰，甚至學童放學回家後，一人身兼數職的情況更是屢見不鮮

（牟嘉瑩、楊子嫻，2016）  

在偏鄉，在多半是隔代教養，以及價值觀不同之下，孩子常常會有輕鬆、沒

有壓力的感覺，有部分的家長對幼兒學業的成就上也不如都市地區那樣的要求；

或是說，因為對於幼兒教育資源的恐慌，因此更注重於「看的見」的學習，像是

注音、學習單等可以實際看的見的課程。在課程的發展上，如何從原先的傳統主

題與簿本的課程，逐年轉換成方案以及本土語結合的模式，並讓家長逐漸走入校

園、走入班級，進而展開課程的新篇章。本研究即研究者在三年多在現場的課程

變革心得做整理，並將其概述。 

二、課程變革的歷程 

(一) 初次踏入校園 

本研究者於 104 年 8 月考上臺東縣公立幼兒園教師，踏入幼兒園時翻查過去

所留下來的資料，包含課程紀錄、簿本、教學會議等。主題的題目包含：認識自

己、認識部落等。內容雖然包含了幼兒本身以及環境的探索，但是總歸而言，還

是像是小單元的方式，在課程上也多半是老師灌輸觀念，而缺乏幼兒以及家長的

參與。近年來「地方意識」抬頭，「地方本位課程」、「鄉土課程」備受重視（王

顗婷，2014）。因此在初入幼兒園並擔任主任後，便先邀請有在臺北課程指標性

學校的代理教師來偏鄉任教，並藉由教學會議、課程討論等方式，初步草擬出，

以方案課程為基礎，配合母語，並逐步減少簿本使用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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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轉型第一年-認識情緒與果乾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中指出(教育部，2018)，情緒本身為課程大綱中的

其中一個領域，內容包含覺察與辨識、表達、理解、調節，並從自己以及他人與

環境兩者中去實踐。在幼兒逐漸穩定後，便開始以吃不完的水果製作成果乾為出

發點，帶領幼兒解決生活中的問題，進而解決問題。 

而在這時，課程變革的策略一是先從解決生活中的事件出發：對於課程變格

第一個可能產生的阻力，從生活經驗的出發，可以幫助家長對於幼兒的學習有參

與感，也更能感受到幼兒的進步。果乾製作成形後，教師與幼兒討論後，以開店

的方式，陪伴幼兒合作完成以及解決各式問題（如宣傳海報的繪製、果乾的包裝、

販售商品的價格亦是由幼兒決定等）。 

策略二是與社區做連結：開店活動所得的資金，亦投入於部落孤老的照顧，

以求得於部落還於部落的目的，並讓課程走出課室，開始與社區有更多的連結。  

研究者發現，即便現有的班級採混齡難以兼顧，但是只要從生活經驗出發，

教師仍然能夠在班級中運作，讓幼兒初探方案課程中的從生活中發現問題，解決

問題的方式。第一年的課程嘗試，因為受到電視台的採訪，家長也更願意瞭解幼

兒園所進行的課程，並且願意加入幼兒園的課程活動中，從原本的旁觀者變成合

作者，打開課程變革的契機。 

(三) 轉型第二年-阿美族野菜文化的初探 

在幼兒園內，目前與原民相關的文化政策包含：沈浸式母語、本土語課程。

放眼國家的教育政策上，在現行的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教育部，2017)中，

與多元文化相關的課程目標分別為：「社 -1-6 認識生活環境中文化的多元現

象」、「社-3-5 尊重生活環境中文化的多元現象」、「認-1-3 蒐集文化產物的訊息」、

「認-2-3 整理文化產物訊息間的關係」。有了第一年的課程轉變，且得到家長的

認同後，第二年便延續度一年的策略，從原民文化出發，包含了生活經驗與文化

的傳承，並更能將社區的資源帶入，讓社區內更多的成人了解到幼兒園正在進行

的課程模式轉變，以及對於幼兒的助益。  

選擇野菜的原因，乃是由於「食」仍然是幼兒園普遍碰到的問題，因此如何

陪伴孩子認識野菜，進而喜愛野菜、蔬菜，並養成均衡飲食的好習慣，便是研究

者在第二年的課程目標。 

在課程結束後，發現確實能提升幼兒對於傳統文化與野菜之間形成連結，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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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延續其家庭中。最後已訪談幼兒、家長、搭班教師，與測驗幼兒對於野菜認

識等方式。發現從幼兒對於野菜認識、家長回饋、搭班教師感受上，皆感受到幼

兒對於阿美族野菜文化的了解，並且也提升幼兒對於蔬食的接受度，達到文化傳

遞與幼兒安全與健康的統合，同時也間接喚起家庭對於野菜文化的認識與幼兒飲

食文化之認同。 

(四) 轉型第三年-收穫與埋下種子 

至今已經第三年的幼兒園課程變成，目前已經全然的將傳統簿本移除，同時

也不會有幼兒園沒有教注音的困境，課程逐漸走向穩定與符合課程大綱的狀態

下，我們藉由申請本土語言的經費，進行校園整體的彩繪，由同樣參與課程變革

的幼兒園老師主筆，將阿美族文化的特徵、當地特色風景等，藉由著畫筆、噴槍

一點一滴的繪製於牆面上。幼兒也共同參與牆面的彩繪，進而也能夠以不同的方

式，重新認識在地文化，埋下對於土地認識與保育的心。 

經過了與生活經驗相關聯、邀請社區參與融入，以及配合當地文化背景的策

略施行後。目前的第三年，家長與社區的參與亦變得更為緊密，達到從幼兒園影

響家庭，進而達到共好的狀態。課程的變革也確實達到了初步的功效。 

三、課程變革的困境 

在實際施行的三年課程的轉變後，研究者整理出以下三點在進行課程變革時

可能會遭遇到的困境三點，以供其他人做參考： 

(一) 家長的觀念 

對於家長而言，幼兒應該在幼兒園時期培養讀寫的基本能力，為了銜接到小

學的分科學習。其一，地處偏鄉，多半為隔代教養，因此教養、教育的方面都希

望由教師為主要的教導者。其二，由於資訊的流通，許多家長對於幼兒教育的實

質內容並非清楚了解，常常認為是一個「托育」的地方，但卻又希望教師能教導

基本能力。 

(二) 教師的心態 

對於教師而言，幼兒園教師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陪伴幼兒一天八小時的

時間，舉凡生活自理、語言、大小肌肉發展等，都需要幼兒園教師細心的觀察與

陪伴學習，但如教師本身認為工作已經很繁瑣而不願意再做課程的變革時，自然

也就無心力去與家長溝通、設計新的課程模式。因此，萬事起頭難，最難的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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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讓教師在心態上做好調整。 

(三) 幼兒的經驗 

相較於都市地區幼兒生活擁有較多的刺激，偏鄉的幼兒園因為多半為隔代教

養，或家長工作時間長等因素，幼兒的經驗相對很貧乏，加上傳統文化技藝的流

失，幼兒的經驗往往只有在手機、平板或電視上所得到的資料，很多時候連生活

自理能力都需要花時間去陪伴與教導。而因為幼兒經驗的匱乏，在方案課程進行

時的討論便需要更多的指引，才能夠逐漸讓討論產生結果，因此在課程的帶領

上，會需要教師幫忙增加更多的經驗，包含：閱讀、校外參訪、家長分享等方式，

讓幼兒的經驗增加。 

四、課程變革的展望 

經由上述所提到課程變革的困境，研究者提出以下三項期許讓偏鄉課程能有

效變革的期許與展望： 

(一) 家長融入課程 

家長就像是一代又一代的傳承，在這海線的小社區內，家長多半都有親戚或

朋友關係，因此在逐漸建立起課程的口碑後，家長們的口耳相傳與分享，讓更多

家長願意將自己的經驗、能力融入到學校的課程中，進而讓幼兒園的課程不單單

只有在校園當中，而是在家長共榮的狀態下，成為社區鄰里一起努力的目標。 

而他們的進入，也無形中未沒有簿本、不教注音等容易被質疑的問題逐漸被

瓦解，進而讓課程的變革更為順利。幼兒園團隊的課程設計、教學歷程改變了家

長對幼兒教育的刻板印象。課程活動的實施，園方也應邀請家長提供人力資源的

協助，不僅能提供家長自身的豐富經驗，也能使家長對幼兒在學校的學習歷程更

加瞭解，漸漸認同教師的教育理念。 

(二) 教師的精進 

除了家長的投入，教師本身的精進同樣也很重要。Powers(2004)認為在地文

課程可以幫助教師的專業成長，包括運用在地資源進入學校、與其他教師共同合

作、教師的個人成長，以及更強的課程規劃技巧。現階段的課程來自於過往教師

的經驗，但是在近幾年，幼兒園教育課程亦有了很大的發展。從過往的主題、方

案課程，逐漸走入了學習區、鬆散素材等方式。對於偏鄉的教育而言，能夠以學

習區以及鬆散素材等方式，或許更能夠避免過往方案教學中，幼兒因為經驗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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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所產生的問題。 

但要如何以新的課程模式來引導幼兒，方需教師自身的精進，藉由著閱讀、

研習，讓課程的模式能夠與時俱進，在現有的基礎下繼續發展。並且透過各縣市

教育局處舉辦的教保專業研習，讓教師能在假日進行進修，經講師提供專業的知

能讓教師進行現場課程的結合，且於本園教保服務人員進行研習心得分享。 

(三) 幼兒經驗的傳承 

在偏鄉地區，幼兒園與小學部關係密不可分，偏鄉教師人數較少的優勢便可

在此展現。在校內，應由校長將幼兒園與小學牽線，讓沒有進度壓力的幼兒課程

活動，以及畢業後幼兒學習狀況，做一個統合，除了讓人更了解以非傳統簿本形

式的幼兒在上小學後表現的情形，做為課程變革的佐證，亦可讓家長對於此課程

變成更為放心。 

加上，幼兒彼此之間多半有的親戚關係、玩伴關係，以及畢業後同樣在同學

學校就讀的經驗，讓幼兒不會在畢業後就完全脫離幼兒園。因此對於偏鄉幼兒園

課程的變革上，如能引入更多幼兒以及學長姐的經驗，更能讓幼兒園的經驗得以

累進成長，一年一年有更深入的變化。 

五、結語與建議 

偏鄉教育的課程，隨著大環境的改變漸漸的走向在地化課程。傳統的讀寫算

已經不是主流趨勢，取而代之的是在地化課程，或者是開放式的課程。為期三年

的課程變革，最重要的還是需要來自家長的認同，教師如何能夠將課程變革的原

因以及背後的理念讓家長知道，贏得家長的支持，並且讓家長從原先的旁觀者進

而成為合作者的關係。方能夠讓整體的課程變革達到效果，在偏鄉達到拋棄課本

的正常化教學。 

對於很多人而言，如何能在偏鄉繁瑣的事務中，找到新的課程契機，相信並

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但唯有開始進行教學計畫的變革，以教學會議的方式凝聚

起幼兒園的共識，之後拉長整體課程變革的期程，以一年一年的變化取得家長的

信任，方能夠在最後看到成長豐碩的果實，而幼兒亦能夠在這樣的課程中有所成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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