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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各篇評論均經匿名雙審通過

      台灣生育率屢創新低，少子化現象在動搖社會人口結構
的同時，也衝擊國家未來經濟發展。因此，衛福部門與教育
部聯合研擬鼓勵生育政策，並通過《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
》於民國102年起積極協助各縣(市)政府增設非營利幼兒園，
逐年擴大公共化教保服務的供應量，提供平價、優質、普及
、近便的多元教保服務以擴大幼兒就學機會，協助家庭育兒
負擔，迄107學年度，全國已增置133所非營利幼兒園。

    非營利幼兒園的營運模式是政府委託公益法人或核准公
益法人在公設的環境中提供教保服務，是一種公私協力的合
作方案。非營利幼兒園的設立，對長久只有公立及私立幼兒
園分立的幼教環境而言，除了能提供家長另一種托幼的新選
擇外，相對其平價的收費及延長托育時間的服務，也衝擊幼
兒園的經營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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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序 

台灣生育率屢創新低，少子化現象在動搖社會人口結構的同時，也衝擊國家未來經濟發

展。因此，衛福部門與教育部聯合研擬鼓勵生育政策，並通過《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於

民國 102 年起積極協助各縣(市)政府增設非營利幼兒園，逐年擴大公共化教保服務的供應量，

提供平價、優質、普及、近便的多元教保服務以擴大幼兒就學機會，協助家庭育兒負擔，迄

107 學年度，全國已增置 133 所非營利幼兒園，而未來的數年內將有更多非營利幼兒園會在

全台灣的各個縣市中開辦，提供各個社區與家庭幼兒教育及保育的服務。  
    非營利幼兒園的營運模式是政府委託公益法人或核准公益法人在公設的環境中提供教保

服務，是一種公私協力的合作方案。非營利幼兒園的設立，對長久只有公立及私立幼兒園分

立的幼教環境而言，除了能提供家長另一種托幼的新選擇外，相對其平價的收費及延長托育

時間的服務，也衝擊幼兒園的經營生態。而公益法人對幼教理念的理解、實踐及加入非營利

幼兒園的經營動機，也影響其辦學的良莠。因此，本刊第八卷第五期評論主題訂為「非營利

幼兒園的經營」，主題評論請於主題範圍內自訂題目，撰稿請針對當前非營利幼兒園設立的

政策方針、法令規範、實施與辦理、遭遇的問題及經營的方向或策略，提出評論見解，以提

供政府部門、非營利幼兒園的經辦者(包括公益法人、園長或教職員工、及場地管理人)、甚或

家長等作參考，亦可做為未來政策研議與法規修正之重要參酌。 
本期主題評論共投稿 13 篇、自由評論 38 篇，經匿名審查後，主題評論推薦刊登 7 篇、

自由評論刊登 24 篇、專論文章刊登 1 篇。主題評論範圍包含非營利幼兒園制度的探討、從教

育哲學觀來看非營利幼兒園的教育價值，以及多篇非營利幼兒園園長針對該制度經營的實務

說明及經驗分享，雖然內容不見一般學術性的論述，但的確能提供教育界的夥伴們，對過去

非公利即私立的第三經營型態幼兒園制度與價值有進一步的認識。而自由評論則涵括特色課

程與教學、親師溝通、特殊教育、教育機會、偏鄉學校轉型、原住民等多元教育議題之探討，

值得關心教育者參考。感謝台灣教育評論月刊編輯團隊的協助，使本期論文如期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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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評論 

 

第 1 頁 

從自身經驗談~非營不可~ 
陳佳菁 

臺北市私立樟新非營利幼兒園 園長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研究生 

  

一、前言 

2012年9月公布之非營利幼兒園實施辦法，規劃多元性之辦理型態，由政府

及公益法人協力設置非營利幼兒園，挹注補助經費，協助非營利幼兒園開辦；透

過公民合作模式，建立平價、優質及弱勢優先之教保服務機構，係符合國際學前

教育發展趨勢之行政作為。 

非營利幼兒園的政策是從教育部原先推動的友善教保服務計畫（教育部，

2007）發展而來，初期以公民參與、公平正義與優質平價三個核心價值，作為非

營利幼兒園規劃及實務運作之參考 （歐姿秀、陳淑琦、李淑惠，2013） 。隨著

法令漸趨完備，非營利幼兒園的辦學目標朝向，現今已更具體的平等尊重、社區

互動、公私協力、專業整合來達推廣優質平價及弱勢優先的教保服務，保障教保

人員的薪資福利，提供友善教保環境之辦學目標。 

依據全國教保資訊網 2019 年 3 月份資料顯示，全臺非營利幼兒園從 10 家至

2019 年擴增至 133 家，提供民眾優質平價的教保服務，也解套無法廣設公立幼

兒園的實際現況，讓年輕人生養得以受到妥善照顧。而非營利幼兒園雖性質同屬

私立幼兒園，但其規範及經營上是有相當的不同，可說是在公幼與私幼間異軍突

起的黑馬，筆者以自身經驗探討此二種私立幼兒園之差異。 

二、從實際經營看非營利幼兒園與私立幼兒園的差異 

猶記得五年前投入非營利幼兒園擔任園長一職，此園為臺北市第一批由公辦

民營轉型之非營利幼兒園，很多政策規範尚在摸索中，加上臺北市的分攤方式與

其他縣市的不同，適法性及辦理方式也無從依循，因此走過不少溝通協調共議的

歷程。接著在 2017 年開辦新設於國中小之非營利幼兒園，2018 年 1 月再回舊園

完成續約第二期之任務至今；茲就自身在私立幼兒園十五年與非營利幼兒園近五

年的經營面向進行分享。 

（一）適用法令保障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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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營利幼兒園有著「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的保障，並有相關辦法的規範，

讓經營者有所依循，保障營運上的成效，此與一般私幼初設立時，從建築規劃到

適法性自行摸索相當不同。當然，也多了更多的約束及所謂必要遵守的規定，而

這也是很多私立經營者不認為投入非營利幼兒園是好的選擇之因。 

（二）管理規範明確 

非營利幼兒園依實施辦法規定，由政府委託公益法人或核准公益法人申請興

辦，並聘任審議會每年開會二次，經審議會通過後公開招標，審議會評選完成確

定得標，及開始履約管理的執行，其管理機制包含審查上下學年工作報告與工作

計畫、上下學期到園檢查和學年度績效考評三項；到園檢查項目有財務管理、人

事管理、教保服務與衛生管理及緊急事件處理等五大項；績效考評項目較細微：

有學年度預算執行情形、招收幼兒情形、收托不利條件幼兒情形、家長滿意情形、

履約情形、各次檢查符合法令規定情形等。績效考評結果達九十分以上者，得發

給工作人員績效獎金。 

以臺北市非營利幼兒園契約而言，應配合及辦理之服務項目包含:1.提供符應

優先招收不利條件幼兒之教保服務、2.配合教育局政策提供服務或辦理活動、3.

每月1次或每學期至少4次辦理育兒友善活動、4.每年至少辦理2次免費對外開放

發展遲緩兒童初步篩檢工作、5.每半年至少辦理2次免費對外開放親職講座、6.

每年至少辦理2次報經機關核定之免費對外開放之服務方案。上述六項服務即是

審核工作計畫與報告的重點。從招生準備、行事曆規畫就要整體考量，執行與落

實過程中進行記錄與檢討，最重要是盡公民義務共同推動社會關懷與照顧的使

命，如此園內同仁要有共識，具備更積極的服務態度與專業的素養，接受較多的

培訓與推動政策。非營利幼兒園工作同仁經常認為相形之下，私幼雖然無法確實

保障勞動條件，但可換來簡單單純的幼教服務工作內容，也是不錯的選擇。 

（三）精算成本，營運控管 

非營利幼兒園依實施辦法明文規定，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包括人事費、

業務費、材料費、維護費、修繕購置費、公共事務管理費、雜支、行政管理費及

土地、建物、設施與設備之租金等；其收費以四學年之總營運成本，除以四十八

個月，再除以主管機關核定之幼兒人數計算月費。每年的會計查核與規定公開財

務報表，讓財務完全透明；對私立幼兒園來說，這也是另一層管束，無法以自我

營運彈性應用，綁手綁腳的會計處理原則，其實是單純幼教服務的工作之外甚難

負荷的重擔，這也是私幼難以加入非營利之重要原因。  

（四）無償提供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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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一般私立幼兒園，動輒龐大租金壓力，非營利幼兒園政府無償提供場

地，應是私立經營者相當羨慕的；只是非營利幼兒園政府場地使用者的權力，也

要善盡管理場地的義務，從前公辦民營轉型之非營利幼兒園多半獨立設於合署辦

公大樓，以房客角色處理現場場地狀況，也需要承攬大樓事務，甚至要以採購法

來進行投標流程等等，這些與幼教領域南轅北轍的工作，應是尚未經歷過的人無

法想見的。 

近年新設之非營利幼兒園多半使用國中小校園，即是將校園結構重塑，處

於現場的公私單位雖同為教育界，但服務對象的差異，產生不同的立場需求，

彼此磨合與理解的歷程，亦要逐步克服才能達到公私協力的目的。這樣的場地

限制，也是私立幼兒園經營者寧可單純化現有承租場地，自主運作的模式，不投

入非營利幼兒園之因。 

（五）招生成效卓著 

因為少子化現象，各級學校收托人數逐年遞減，一般私立幼兒園若無特好的

口碑與特色教學，在招生上實難達到以往的標準，而非營利幼兒園屬於公私協營

的模式，在服務品質上深受家長滿意與信賴，加上其收托時間較公立幼兒園更能

符合家長需要，因此自營運開始年年抽籤爆滿，部分新設原因開辦時間超過開學

期，或地處太過偏遠之地，普遍並無招生之問題，肯定不會因為招生不足影響營

運。這也是私立幼兒園會認為非營利幼兒園與其爭利之因。 

（六）保障勞動條件，穩定人才 

托育政策從零歲開始的托育家園、托嬰中心及非營利幼兒園普設，幼教人才

需求量大，現今畢業生超過半數都不投入幼教，僅靠在幼教現場耕耘十幾年以上

的資深夥伴持續穩定營運，而關於這點，資深園所就比新設園具有優勢；新設園

需招募新人，還要顧慮在園務經營管理和運作流暢度、家長信賴感多重壓力；即

便如我二年前開辦的新園，有半數是從資深園調任的同仁，同樣要面臨不同場

域、服務對象需求差異，以及開疆闢土的共識凝聚期波折。無論非營利幼兒園或

私立幼兒園，最為煩惱的其實不只是少子化，少老師、少工作人員才是更為迫切

的。 

只是，工作除了考慮勞動條件、薪資福利之外，工作量與教保要求是現在新

鮮人最常考慮的重點，非營利幼兒園因應相關履約規範，園務多元發展、照顧幼

兒個別需求，鼓勵朝向專業優質教保服務，因此相關文書紀錄與個別教育計畫自

是不少；相較於私立幼兒園，僅要符合基礎評鑑指標要求即可的工作量，這也是

同仁選擇工作時考量的重點。在此條件之下，非營利幼兒園並非立於不敗之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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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非營利幼兒園是現今教育政策推動擴大公共化的重要一環，在經營的過程

中，來自政府挹注的資源，多過難以克服的問題，現場經營者需要清楚掌握政策

內涵、規範與制度，並且落實履約管理以實踐核心價值；如此的經營模式，在政

策上提升嬰幼兒就學率，促進家長就業率，保障工作人員勞動條件，提供優質平

價托育服務，堪稱多贏的教育政策，身為其中一份子，亦承攬社會責任及使命，

盡到公民義務；相信這條非營之路，必然為投注一生的幼教畫下新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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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非營利幼兒園實務建置問題與因應策略 
陳佳鋐 

彰化縣秀水鄉育民國民小學教導主任 

一、前言 

從民國 102 年開始，配合行政院「擴大幼兒教保公共化計畫」及前瞻基礎建

設，教育部秉持「優質平價、普及近便」教保理念，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非營利幼兒園

作業要點」，於各縣市開設非營利幼兒園。 

非營利幼兒園由政府無償提供土地、建物及設備，委託非營利社團法人經營

管理。政府對非營利幼兒園的「財務」、「課程」(教學正常化)與「人員」(聘用

合格教保員，享有薪資保障)等皆訂有辦法考核，定期由縣(市)政府教育處(局)進

行每學期一次的到園檢查，以及每學年一次的績效考評；此外，非營利幼兒園相

當重視家長意見和需求，以確保園所幼教品質。 

非營利幼兒園擁有「收費合理」(與私幼相較)及「延長托育」(與公幼相較)

優勢，其具備公幼的監督機制，同時又具有私幼的教學彈性，以推展「公共化教

保服務」為目標，期許提供家長「平價優質」的友善托育環境。 

二、國小非營利幼兒園實務建置問題 

國小非營利幼兒園為國內這幾年大力推動之教育政策，設置過程當中仍會面

臨一些須待解決之問題，於實務面大致會面臨下列幾項問題： 

(一) 國小校舍使用執照遺佚缺漏 

民國 60-70 年代，國內校園建築依例常以國家校舍建築標準圖委請營造商建

造，當時建築法規皆未臻完備，校方人員對建築專業知能亦不足，因此完工後可

能會有未做校舍產權登記及申請使用執照之情形，致使現今國內仍有許多校園建

築產生無使用執照，甚者尚有學校土地產權為私人所有，學校每年還需繳交租金

之問題，而非營利幼兒園依規定必須有幼兒園用途之使用執照才能設立，此為建

置非營利幼兒園所面臨的首要問題。 

(二) 非營利幼兒園經營團隊與學校共處問題 

    非營利幼兒園經營團隊為縣(市)縣府依政府採購法進行統一招標，學校須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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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標後才知未來將於校內經營之社團法人，彼此原就較為陌生，且雙方又使用相

同校園空間，難免會產生場地設備規劃內容不同，以及使用時間重疊等問題。 

(三) 非營利幼兒園行銷宣導問題 

「萬事起頭難」，除了長期關懷幼教的家長外，新成立的非營利幼兒園較不

受學童家長所注意，在地收費便宜的公托及具口碑的私立園所仍為家長首要考

量。 

(四) 國小與幼兒園生活作息不同，易產生彼此干擾情形 

幼兒園學童初就學易有分離焦慮情形，嚎啕大哭無可避免，幼兒過度啼哭有

時會影響到國小學童上課的情緒；另國小學生活動時間亦與幼兒園作息不同。 

(五) 國小與非營利幼兒園特色經營問題 

國小與經營非營利幼兒園之社團法人各屬「國民教育」及「學齡前教育」不

同專業領域，且國小與幼兒園學生特質亦有所不同，雙方不易凝聚共同特色發展

共識。 

三、國小非營利幼兒園實務建置之問題因應策略 

依據上述國小非營利幼兒園實務建置問題，提出幾點建議如下： 

(一) 依據非營利幼兒園設置急迫性，規劃解決「校舍無使用執照」問題 

1. 非營利幼兒園申請設置時間急迫時： 

可先規劃具使用執照之教室供非營利幼兒園使用，因教室為國小用途，後續

則需依現行建築及設備法規將國小教室更改為幼兒園用途之使用執照；此外，校

內其他無使用執照校舍建築則提報上級機關以申請相關補照及改善工程費用。 

2. 非營利幼兒園申請設置時間較為充裕時： 

(1)詳細盤點校內既有使(建)照，成冊排列方便查詢。 

(2)依地號向縣(市)政府申請「套繪」，調閱學校已向政府登記之使照。 

(3)申請補建(使)照及改善工程(含消防及無障礙)，全面解決校舍無使用執照問

題。 

(4)提供給非營利幼兒園使用之教室必須辦理用途變更，以符應非營利幼兒園法

規及學習需求。 

(二) 了解非營利幼兒園經營團隊想法，進行專業協商及多方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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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進行非營利幼兒園工程發包及設備採購前，應先會同設計、監造單位與

非營利幼兒園未來經營團隊進行對談，交流協商，確實滿足其需求，以避免日後

爭端。 

另國小可規劃「場地租借登記簿」，若非營利幼兒園須使用校園場地辦理活

動時，可事先申請填寫，方便國小依此安排與調整場地設備使用事宜。 

(三) 善用行銷，多元宣導，拉近與民眾的關係 

非營利幼兒園設置之初可於在地社區民眾人潮匯集處(如市場等)發放招生

DM 與小禮物，並與國小配合於校門 LED 跑馬燈、網頁以及 FB 粉絲專頁進行宣

傳。另可以辦理非營利幼兒園招生說明會，除有利非營利幼兒園招生外，亦能有

效行銷，提升學校能見度。另可利用列席鄉民代表會時進行招生說明，增加地方

意見領袖及民眾對非營利幼兒園的認同；此外，與在地公私立幼教園所應維持良

好關係，避免惡意攻訐情事，並適時遏止不實傳言發生。 

行銷非營利幼兒園特色時可包含下列項目：「弱勢兒童照顧」、「結合社區托

育」、「設置社區教保中心」，並跟家長說明「每月需負擔經費」、「延長收托時間」

(方便家長接送)，並依在地「區域特色」及「生活經驗」設計幼兒主題式教學內

容，充分展現非營利幼兒園與其他幼教園所不同之處。 

(四) 國小及非營利幼兒園應妥善規畫各自獨立教學空間 

國小及非營利幼兒園各自教學空間若能錯開(如分棟)最佳，如果因場地空間

不足，幼兒園主要教學區域盡量避開國小班級教學主要區域，讓國小科任教室與

幼兒園同棟分樓也是可考量之方式；另因應幼兒號哭問題，可在「主要教學區」

外另設「安撫專區」，減少彼此影響與干擾。 

(五) 國小與非營利幼兒園主動邀請對方參與己方辦理的活動，增益彼此認同 

建議國小與非營利幼兒園互相參與彼此辦理的活動，除了能增加雙方的互動

外，也能了解不同領域的教學過程及學生特質，提升雙方的理解及認同。 

此外，在此過程中可逐漸探索雙方可共同經營的學校特色，國小亦可善用教

育部補助國小「業務活動費」及「場地租借獎勵金」，與非營利幼兒團共同合作，

提出未來一貫性特色社團經營，讓幼小整合無縫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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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小非營利幼兒園未來展望 

秉持「幼教專業」、「公私協力」、「弱勢關懷」及「社區連結」等精神之非營

利幼兒園，除期望達成幼教公共化的目標，亦有下列各項未來展望： 

(一) 就「社區」而言： 

非僅是教育部及縣(市)政府補助幼兒入園學費，透過結合「社區教保中心」

運作方式，更為社區幼教挹注專業資源。 

(二) 就「家長」而言： 

除提供教保服務多元選擇、彈性的托育時間，以及減輕家庭經濟負擔外，更

能提供穩定的教保師資，與「生活化」、「在地化」的主題體驗教材，相信會給幼

兒帶來不同的學習感受。 

(三) 就「國小」而言： 

除了共同經營學校特色外，非營利幼兒園收托時間若能與國小課後照顧配

合，減輕家長交通接送的負擔，對於吸引學區內或學區外的學生到校就讀亦能有

所助益。 

國小與非營利幼兒園可共同建構「有心教育」、「用心經營」及「貼心服務」

的教育共識，互利共生，攜手共創教育新模式，打造未來新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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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營利幼兒園的非廣告─ 
漫談非營利幼兒園的不同觀點 

宋明君 

朝陽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助理教授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員 

  

一、楔子_非誠勿擾 

盈盈是個科技大學幼保系的應屆畢業生，畢業後不斷努力地找工作，無奈眼

前看到的工作職缺，都不符其找工作的三項原則─錢多、事少、離家近。因此仍

待業在家，每天花很多時間滑手機找工作。某天盈盈滑手機時，從 Line 群組發

現一個徵才訊息。 

*誠徵教師(非誠勿擾) 

*職缺：教保員 

*環境佳、薪資高、福利優 

*休假正常、年年調薪 

*適合幼保幼教相關科系學生 

*工作輕鬆、無經驗可 

*意者請洽莉莉園長 

*Line ID: lilikindergarten 
                            圖 1 徵才訊息 

盈盈看到這則廣告、非常的心動。於是盈盈立刻與莉莉園長加 Line，並發了

一封訊息。 

二、師資聘任的非廣告 

          

莉莉園長：我想找工作 

盈盈你好：你要應徵教

保員的工作嗎? 

是的 

你有教保員資格嗎?  

 

應該有吧!我是幼保系畢業的 

 非常好，那我寄給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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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合約書，請詳閱

簽名後傳給我 

 

不用面試嗎? 

你來報到時我再進行

面試 

 

  合約書.doc 

  下載期間: ~ 3月 20日 

  檔案大小: 100K 

我簽好了 

 

 合約書(1).doc 

  下載期間: ~ 3 月 21 日 

  檔案大小: 200K 

 

裡面有好幾處資料未

填寫，請補上。 

請順便寄給我你的大學

畢業證書和成績單。 

 

 合約書(2).doc 

  下載期間: ~ 3 月 22 日 

  檔案大小: 250K 

 

 

畢業證書.pdf 
  下載期間: ~ 3 月 22 日 

  檔案大小: 850K 

 

 成績單.pdf 
  下載期間: ~ 3 月 22 日 

  檔案大小: 900K 

收到，下週一請你到

XX 市 XX 路 XX 號報

到。 
                           圖 2 非廣告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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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盈順利進入幼兒園擔任教保員，盈盈很高興的在社群網站中說他找到工

作，不過與之前想像不同的，聘任的機構是一個文教組織，而且工作地點是一個

國中的部分閒置教室。不過盈盈雖遇而安，暫時接受這樣的工作環境。 

盈盈對能進入非營利幼兒園工作非常高興，在網路社群中 po 了找到工作的

事，同學都很羨慕盈盈可以畢業沒多久就進入公共化的幼兒園工作，而且薪水也

不錯。爸爸媽媽和親戚們也對盈盈在公共化的幼兒園當老師相當稱許。許多家中

有幼兒的媽咪們都說非營利幼兒園和公立幼兒園要送小孩進去很不容易，抽籤往

往都抽不到。 

三、各種不同身分看非營利幼兒園的觀點 

的確從許多家長的眼光中，非營利幼兒園最大的誘因就是收費相當平價，平

均每月約八千元左右的托育費用〈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民 107 年 02 月 01
日〉，對於大部分的家庭而言都有能力負擔。相較於私幼的註冊費加月費每學期

平均下來約一萬五千元至二萬五千元而言，確相當的實惠。而且非營利幼兒園在

活動與教學上也相當正常，每天都有室外的大肌肉活動、遊戲及探索課程﹙幼兒

園教保服務實施準則，民 106 年 10 月 20 日﹚。因此許多家長都認為是性價比相

當高的幼托選擇。雖然相較於公立幼兒園每個月每個月只有四到五千元的收費，

還是貴了二到三千元，不過這個價差對於大部分的家庭都負擔得起。若再加上課

後延托與寒暑假二個因素，對於忙碌的雙薪家庭而言，非營利幼兒園簡直是完勝。 

因為許多雙薪的年輕父母家庭，寒暑假仍須工作，而公立幼兒園放寒暑假

時，幼兒該如何安置是一大困擾。此外年輕父母往往工作須要加班，因此無法於

配合公立幼兒園於四點鐘放學的接送時間，因此很多工作忙碌的父母只好將孩子

送到私立幼兒園。但是年輕父母的薪水都仍單薄，私立幼兒園的高收費對於仍在

付房貸車貸的小家庭而言是一筆相當大的負擔。而非營利幼兒園的平價收費，又

有私立幼兒園的接送彈性與寒暑假，不啻解決了托育的一大問題。 

就承接非營利幼兒園的法人和團體的觀點，經營非營利幼兒園省下了租用土

地和房屋的成本，對許多幼兒園而言，在市中心交通方便的地方租用一片夠大的

土地和房屋，每個月動輒一、二十萬的租金，對於小型的私立幼兒園而言，這佔

了成本相當高的比例。除此之外，縣市政府還提供開辦費，供部分的人事費及設

備費來補助幼兒園的經營。對許多有教育理念的公益性組織，這已足夠支持其想

要實現的目標與精神。因此很多公益組織與非營利組織，都對經營非營利幼兒園

躍躍欲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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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教育部亦打算將擴大讓一般的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益能夠參與非營利幼

兒園的經營。對於欲經營非營利幼兒園的法人及團體而言，打打算盤看到可以省

下了大筆的土地房舍租賃成本及人事、設備的固定成本，只須專注於流動成本即

可，而這部分可以從家長繳交的註冊費及月費來支應且應該沒有問題。至於到了

期末幼兒園不允許有任何獲利，則可以透過辦理活動、擴增教材…等各種方法讓

最後的營運結果呈現沒有盈餘，甚至是呈現虧損狀況，以顯示不惜為了理念貼錢

來辦教育。 

而就政府的觀點，辦理非營利幼兒園相較於公立幼兒園，可以與就讀非營利

幼兒園的家長共同分攤營運的成本〈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民 107 年 02 月 01
日〉，減少了許多人事預算支出，並控制編制內的正式教職員數量，省去了退休、

撫卹、公保、考核…等各種正式教師的相關權益福利的財政支出與行政業務。此

外可以活化各級學校由於少子化狀態閒置的空間，避免於校園的死角發生學生的

意外事件或霸凌事件，可以說一舉數得。 

    再者，可以省下許多管理公立幼兒園相關業務的麻煩。可以另訂一套高標準

的辦法進行財務管理、課程規範、人員聘用的管理與考核〈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

法，民107年01月05日〉，亦可以就課程進行較嚴格的控管，要求非營利幼兒園統

一使用幼教新課綱，運用統整性課程設計的模式進行教學〈幼兒園教保服務實施

準則，民106年10月20日〉。另外，可以將經營的責任轉由承接非營利幼兒園的業

主來承擔，教育主管機關的承辦人員只要負責監督業務，聘請專家學者進行評鑑

及訪視即可〈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非營利幼兒園作業要點，民107
年11月09日〉。對政府而言，有介入的權力又不必承擔責任。因此各縣市政府對

於非營利幼兒園都趨之若鶩，積極的增加設立的據點。 

因此，不論是從家長觀點、從承接非營利幼兒園法人或團體的觀點，或是以

及政府教育主管機關的觀點來看，非營利幼兒園簡直是三贏的方案，應該人人都

額手稱慶，大力歡迎擁抱才是。然這件看似都有利無害的方案怎麼過去長久以來

都沒有辦理過，到近年才出現呢？為何事情美好到讓人無法相信呢？ 

四、從其他觀點看非營利幼兒園 

其實非營利幼兒園的方案與體制，並非台灣目前獨特創新出來的幼教經營模

式〈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民 107 年 06 月 27 日〉。在許多幼兒教育達到幾乎全面

公共化的國家，如瑞典、芬蘭、丹麥…等，早已經有非營利幼兒園的型態，而承

接這些非營利幼兒園的機構，則許多是宗教團體，或是環保、性別等社會議題倡

議團體所成立，而這些機構經費往往自籌，並且也受到教育主管機構嚴格的監

督。然而非營利幼兒園到來台灣，則焦點則真的只有聚焦於「是否營利」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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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亦透過設下「非營利」的種種條件，希望幼兒園的經營者不為了追本逐利而

只把幼兒教育當成一門生意。 

然而過去 1970 年代台灣的經濟奇蹟，讓許多中小企業紛紛投資幼兒園的，

創下了幼兒園從二千多家暴增至七千多家的驚人紀錄。也讓台灣的幼教體系，私

立幼兒園長期下來都約佔其中的七成左右。即使近年來政府大力推動幼教公共

化，私立幼兒園仍約佔六成五上下。因此政府以非營利幼兒園為先導，營造良好

口碑以達宣傳效果，背後則希望推動「公私協力幼兒園」，希望快速地推動幼教

的「準公共化」〈擴大幼兒教保公共化計畫，民 106 年 4 月 24 日〉。 

然而公共化或準公共化真的只能以金錢這個向度來考量嗎?幼兒教育的品質

可是攸關未來國民素質的重要關鍵，我們豈可用先求有再求好的心態來賭一把我

們的國民素質呢？ 

非營利幼兒園的理想與立意雖然非常良好，不過就當今現實的狀況，非營利

幼兒園仍有二個隱憂。第一個隱憂是無法吸引優質的私立幼兒園來承接，目前承

接非營利幼兒園的團體，是一些很有愛心與理念但缺乏經營幼兒園的經驗的公益

性組織。就筆者近來偶受邀至幼兒園進行統整性課程議題的探討的經驗，常發現

第一線教師對於統整性課程仍有諸多的迷思，且對正在進行的 107 至 110 基礎

評鑑有很大的恐慌壓力。對於非營利幼兒園而言，相信也會有此評鑑的壓力，加

上非營利幼兒園本身亦有考核上的競爭，壓力相對更大。依目前的規定， 

營運成本為家長與縣市政府共同分攤類型之非營利幼兒園，其績效考評結果

與年終考核為甲等之比率，90 分以上者，甲等之比率最高只能有 90%；80~90
分者，甲等之比率最高只能有 75%；70~80 分者，甲等之比率最高只能有 65%；

未達 70 分者，甲等之比率最高只能有 50%。因此非營利幼兒園的評鑑及考核壓

力，對於經營者及員工而言都較私立幼兒園及公立園更高，很難吸引到優秀的私

立幼兒園業者來競標。 

非營利幼兒園方案目前的第二個隱憂，如同托育準公共化及幼兒園準公共化

政策的疑慮一樣，很容易有劣幣逐良幣的情形產生，有一些身陷於高額房舍土地

租金及高比例的人事成本的中低品質幼兒園，過去常靠減價、打折、人頭行銷等

方式，藉由拚量的方法來勉強維持經營。不斷苦於幼兒園是要繼續經營或是忍痛

結束經營的泥淖中。如今看到非營利幼兒園方案可以節省房舍土地成本及部分的

人事設備成本，因此就將原本的人員與設備轉移到承接的非營利幼兒園。若未來

無法繼續取得標案，也算是華麗的轉身下台，且可以省下一筆教師的資遣費，但

是其中的受害者可能就是這些幼兒園的教保員和幼教老師們，因其必須另外找新

的工作了。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9，8（5），頁 09-14 

 

主題評論 

 

第 14 頁 

五、代結語：盈盈、美黛‧子 

勞動節當天，盈盈有個好不容易的假期，但是為了完成評鑑的文書作業，找

了家麥當勞的位子並點了一杯美式咖啡繼續加班。剛好遇到在公立幼兒園教書的

美黛學姊帶著兒子來麥當勞的兒童遊戲室玩。盈盈、美黛二人許久未見，在此碰

頭十分驚喜。不過開頭的第一句話卻都是：「你今天怎麼不用上班」？盈盈說我

現在是非營利幼兒園的教保員，所以不用上班。美黛說我在公立幼兒園，今天仍

要上班，不過兒子在非營利幼兒園就讀，今天不上學，所以我請假一天陪他來麥

當勞玩。美黛說很羨慕盈盈今天不用上班，盈盈看著美黛及其兒子，握著手上的

評鑑文書工作，想著明年不知是否還存在的工作，心中充滿著迷惘與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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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非營利幼兒園運作之探析 
温富榮 

南投縣草屯鎮中原國民小學校長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博士生 

黃郁潔 
南投縣埔里鎮史港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教師 

 
一、前言 

非營利幼兒園的產生係因我國為全球出生率最低國家之一，已然成為我國國

家安全問題。政府透過各種友善生養政策及擴大幼兒教保公共化計畫以促進生育

率，並從民國 102 年起積極協助各縣(市)政府增設非營利幼兒園，提供家長一個

新的托育選擇，其實施辦法與現有的公立幼兒園與私立幼兒園有相當的差異。依

據教育部「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第 2 條的規定，非營利幼兒園係由政府委託

公益法人或核准公益法人，再由政府提供的環境中申請興辦，以協助家庭育兒、

家長安心就業、促進幼兒健康成長、推廣優質平價及弱勢優先教保服務為目的之

私立幼兒園。公益性質法人（以下簡稱公益法人）：指學校財團法人、幼兒教保

相關工會組織，及章程載明幼兒與兒童、家庭或教保服務人員福祉相關事項之財

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南投縣的非營利幼兒園目前有三間，分別為位於埔里鎮

的大成非營利幼兒園、南投市的德興非營利幼兒園以及竹山鎮的前山非營利幼兒

園，其母機構皆為財團法人三之三生命教育基金會。本文將探討其運作及經營面

向之問題，以作為後續反思之參考。 

二、南投縣的教保服務實施現況 

南投縣 108 年 1 月的人口統計中顯示每年仍有 3000 位左右的幼兒出生，當

家中幼兒逐漸成長或是因家庭因素需要讓孩子就讀幼兒園的家庭仍不在少數。因

南投縣的地勢關係，為照顧許多偏遠山區的幼兒，急需廣設公立幼兒園。在公立

幼兒園的師資方面，從 102 年開始，南投縣政府陸陸續續增加公立幼兒園教師的

名額及增加公立幼兒園班級。在私立幼兒園的部分，南投縣共有 68 所私立幼兒

園，其中有 24 所幼兒園加入準公共化幼兒園的行列。非營利幼兒園從 2017 年開

始陸續興辦，最近成立的竹山鎮前山非營利幼兒園則剛開辦半年多的時間，受到

許多家長的關注。從資料上看出南投縣政府積極的辦理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

園的決心，亦符合「擴大幼兒托育的公共化，提供價格合理、品質有保障的托育

服務，才能減輕家長的經濟負擔。這也是扭轉少子化危機的重要的政策方向。 

南投縣政府希望能透過公立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及準公共化幼兒園來減輕

家長的負擔，並落實關懷弱勢家庭及保障其權益。在南投縣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

幼兒園優先入園辦法第三條中，本辦法所稱之幼兒係指 2 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

 

第 15 頁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9，8（5），頁 15-19 

 

主題評論 

 
之人，入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當學年度具有下列條件之一者，其父母或監

護人應依下列順序向幼兒園登記優先入園： 
      一、低收入戶子女。 

      二、中低收入戶子女。 

      三、身心障礙。 

      四、原住民。 

      五、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六、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子女。 
    前項符合條件之幼兒以登記一園為限。 
及第五條、除依法令規定應強制安置之幼兒優先入園外，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

兒園依所招收之幼兒年齡編班屬性及下列順位辦理，同順位以抽籤決定之： 

一、第一順位： 
  （一）低收入戶幼兒：持有各鄉（鎮、市）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文件者。   

（二）中低收入戶幼兒：持有各鄉（鎮、市）公所核發之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   

（三）身心障礙幼兒：依特殊教育法第六條之規定辦理鑑輔會鑑定安置者。 

（四）原住民身分幼兒：依原住民身分法規註記之戶籍資料。 

（五）特殊境遇家庭之幼兒：持有核發之特殊境遇家庭相關證明文件者之幼兒。 

二、第二順位： 

父母一方持有中度以上身心障礙手冊，依據重度、中度順位依序錄取。符合

前項第一款各目規定資格者，登記時應出具仍在有效期間內之身分證明文件，戶

籍謄本應為最近三個月內申請者。 

 

從南投縣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優先入園辦法第三條及第五條中，可以

看到南投縣政府的確做到關懷與照顧弱勢家庭，減輕家中育兒負擔。 

表 1 南投縣 108 年 1 月 0 至 6 歲人口統計 

 0 歲 1 歲 2 歲 3 歲 4 歲 5 歲 6 歲 

男 1,547 1,647 1,678 1,610 1,673 1,593 2,104 

女 1,405 1,544 1,545 1,491 1,535 1,446 1,918 

合計 2,952 3,191 3,223 3,101 3,208 3,039 4,022 

總計 22736 

資料來源：南投縣政府人口統計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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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南投縣幼兒園數統計 

公立幼兒園 112 

私立幼兒園 68 

非營利幼兒園 3 

總計 183 

資料來源：全國教保資訊網 

三、南投縣的非營利幼兒園運作及經營面向之問題 

由於南投縣非營利幼兒園所在的地點不同，在埔里設立的大成非營利幼兒園

及竹山鎮的前山非營利幼兒園遇到最困擾的問題是在推動正常化教學時，會受到

家長的質疑。其正常化的教學方式為不使用坊間編輯的教材，由園所教師編寫教

材。在活動過程中採不分科目的主題式教學，亦不進行才藝課，將認知、語文等

課程融入於學習環境中，並強調與社區結合，了解在地文化，這和現行推動的幼

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理念是相符合的。但在南投縣內的某些地區的家長仍會有

孩子不能輸在起跑點的迷思，希望幼兒園能夠提供注音符號或是美語、算數…等

教學方法，尤其竹山鎮的前山非營幼兒園所面對的家長大多為務農或是隔代教

養，在溝通課程這方面須費一番心力。 

位於南投市德興非營利幼兒園因文化差異，家長係因受到其正常化教學吸引

而報名。德興非營利幼兒園所面對的問題是硬體設施及設備的問題。由於非營利

幼兒園場地的設置由政府提供，在場地選擇上較無主控權，大多從小學的空間來

討論與規劃，往往造成在設置時較無法按照幼兒所需要的空間及設備上去進行設

計而造成適應上的困難；如：幼兒園的戶外遊戲場，較無適合幼兒發展的遊具，

或是遊戲場無遮蔽物或是無遮光網，導致幼兒在上午十點多時，常因太陽日照之

關係而失去一半的場地可使用。為改善其問題，非營利幼兒園需利用自己的經費

或是再向政府尋求協助以提供幼兒更好的環境。 

剛興辦半年時間的竹山鎮前山非營利幼兒園的設施設備則因政府承辦人員

較有經驗，相較之下其環境較適合幼兒。因前山幼兒園營運半年多，許多運作面

向仍正進行磨合，但也漸漸的步上軌道，其最大的問題則為前段所提到需與家長

溝通課程。 

目前南投縣的這三所非營利幼兒園其母機構皆是財團法人三之三生命教育

基金會，所以其師資是相對穩定的，能降低師資的流動率及提供幼兒較為穩定教

保服務品質。因其待遇高於一般私立幼兒園，母機構會舉辦成長營供老師進修的

機會，在預備期間母機構也會派老師來帶領園內老師讓其更了解課程如何進行。

當老師在教學或班級經營中有任何的問題時，母機構與園長皆會適時提供協助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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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讓老師感到支持而非孤立無援，在這樣正向與互相扶持成長的環境讓

師資一直能夠很穩定。另一方面，也常能夠透過開會或其他方式溝通及討論、分

享園內事務了解彼此的狀況，進而相輔相成，達到最大的效益。 

四、對於非營利幼兒園的看法 

筆者訪問了有家中幼兒分別讀過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的家長，其認為

不論公立幼兒園還是非營利幼兒園，能挑選與自己有相同教育理念的師資仍是最

大的考量。非營利幼兒園沒有寒暑假，以德興非營利幼兒園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8 月到隔年 1 月）中班的收費為例，大約新台幣 33,174 元，約一個月將近新台

幣 6,000 元；上課時間對於雙薪家庭相對友善且還有課後托育服務，這些條件皆

相當受到家長重視。但以收費來說，家長仍是希望與收費能與公立幼兒園相當。

在挑選分齡班及混齡班也是家長列入思考的一個條件，因有些公立幼兒園只有一

個班級，故都為混齡班，而非營利幼兒園則因園所經營的理念及經營方式的創新

思維而較有彈性。 

另外，對於國小而言，學校內有非營利幼兒園，校長及全校教職員工皆是相

當肯定，因對於國小的招生有相當助益。雖然國小事務與非營利幼兒園彼此為獨

立的個體在運作，但雙方在溝通方面都能夠達到共識，如：921 防災訓練、運動

會……等活動，能夠互相配合，創造多贏目標。 

五、結語 

在推動各種友善生養政策及擴大幼兒教保公共化計畫，南投縣雖資源較少，

但能夠從近幾年增加公立幼兒園教師、班級數量及非營利幼兒園的增設，民眾普

遍能感受到南投縣政府的努力。希望南投縣政府能夠持續以這樣的方式進行，不

僅能有效提升生育率、照顧弱勢族群，也同時兼顧學前教育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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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營利幼兒園經營之探究─以南投縣為例 
曾筱茹 

國立暨南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博士班 
 

一、前言 

依據南投縣公共化教保服務中程計畫，預計至 109 年底完成 5 所非營利幼兒

園之設立，目前已開園是埔里鎮大成非營利幼兒園、南投市德興非營利幼兒園及

竹山鎮前山非營利幼兒園。另，108 年預計開園是草屯富功非營利幼兒園，109
年為南投市營盤非營利幼兒園，希冀透過辦理非營利幼兒園提供家長優質且平價

之教保服務（行政院，2016），給予偏鄉家長另一個教育選擇權的機會。 

二、辦理非營利幼兒園目的 

(一) 政府與家長共同分擔育兒責任 

依據 2018 年的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 107-111 年（國教署，2018）中說明

「2-5 歲就讀非營利幼兒園，家長繳費為一般家庭，每個月不超過 3500 元，且第

3 名子女，每個月不超過 2500 元暨低收、中低收入戶則免繳費用」，其中的學費

差額由政府負擔。 

(二) 提供弱勢優先的教保服務，符合教育公平正義原則 

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教育部，2018）（以下簡稱該法）第十三條提及「非

營利幼兒園應依本法第七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優先招收不利條件之幼兒，其

仍有餘額者，招收一般幼兒。」 

(三) 提供優質的教保服務 

1.幼兒： 

    教師重視每個孩子有不同的家庭背景、生活經驗、發展，應該以不一樣的

方式對待學生，並考量幼生的學習發展區，以幼兒為中心的教學理念，讓孩子

有效率的學習（財團法人彭婉如文教基金會，2018）。 

2.家長： 

     配合家長下班時間，受託時間到 5 點，甚至幼兒園可辦理課後留園，最晚

可至 7 點，讓家長安心就業。 

3.課程： 

     沒有使用坊間教材，老師要自行設計課程，採用主題式教學，並且強調在

地化課程，是希望課程與幼兒的生活經驗結合，讓幼兒認識他∕她所生活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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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文化，幼兒在了解之後才能認同，才能落實生活的素養能力。 

(1)提升教保人員的勞動品質： 

       姜欣怡（2014）提及教保人員及工作人員之配置、薪資基準、考核辦

法、晉薪規定等，在該法中有明確規定，其勞動條件依勞動基準法及其相關

法令之規定辦理，並按時接受政府監督。 

(2)完善的行政：依據該法第 23 條規定 

A.到園檢查： 

        每學年必須到園檢查一次。其檢查分 4 個項目，分別為人事管理、財

務管理、教保服務及衛生管理及緊急事件處理。另，每學年 2 次，辦理時

間大約 3 月至 4 月及 9 月至 10 月。 

B.績效考評： 

        每學年必須接受績效考評。其檢查分為六個項目，分別為學年度預算

執行情形、招生幼兒情形、招生條件不利幼兒情形、家長滿意情形、履約

情形及各次檢查符合法令規定情形。另，依據該法第 27 條規定非營利幼兒

園績效考評結果達九十分以上者，得發給工作人員績效獎金。 

C.會計查核： 

        縣市政府委由會計師進行園所查核，並於資訊網站公告內容為： 

（a）前學年度會計師簽證之決算報告。 

（b）資產負債表（平衡表）。 

（c）收支餘絀表（損益表）。 

（d）當學年度收支編列明細表。 

（e）其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報表。 

三、非營利幼兒園經營之困境 

(一)與場地主管機關之相處與場地立案不易 

1.場地主管機關之相處不易 

     目前該縣非營利幼兒園皆設立在國小，衍生的問題如李光耀（2018）研究  

  中提出國小部原有的使用空間、生活作息及出入動線將受到干擾，另外還包括  

  教學型態不同、門禁管制困難、午餐廚房無法共用、活動空間難以配合等等， 

  都容易造成雙方的關係容易產生對立、緊繃的。 

2.立案不易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該署）依據非營利作業要點補助縣市

政府從事園舍改善，但因場地主管機關及遴選建築師未熟悉「幼兒園及其分班

基本設施設備標準」規定辦理，再加上建築物本身老舊，施工時又發現狀況，

當初送審經費未編列，這些因素都會影響立案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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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益法人承辦意願不高 

1.課程模式及法人品牌影響家長接受的程度 

     教育部目前規定，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不能在課程中教注音及安排

美語課程，讓家長們對於孩子升上一年級是否能跟得上進度感到憂慮，再加上

法人的品牌沒有很響亮，家長更有疑慮，考慮讀非營利幼兒園機率降低，影響

法人的招生。 

2.補助款延後撥付 

     有關學費差額的補助，必需俟到園檢查合格後才能撥款到園所，通常已是

每學期開學 3 個月之後，才能領到補助款，而一學期的補助款約一百多萬，爰

此，經營的法人承受重大的財務負擔。 

(三)縣市政府考核繁瑣 

１.行政： 

     每學年 2 次到園檢查及績效考評及前學年工作報告（包括年度預決算書、 

  資產負債表及收支餘絀表）及當學年工作計畫（含年度收支預算編列明細）報 

  府審查。 

2.財務： 

    在施又瑀（2018）研究指出「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

項」之設計良善，此舉讓非營利幼兒園財務透明，但非營利組織卻覺得受到框

限，特別是經費流用及勻支原則之規定，雖有部分經費可以報府後調整預算編

列，但也造成園所行政負擔。 

四、縣市政府如何協助非營利幼兒園經營 

(一) 幫助場地主管了解其扮演的角色，能將非營利幼兒園「納入共同生活圈」 

縣府選擇學校辦理「非營利幼兒園」時採尊重學校的意願，最好是學校經由

校務會議通過報府申請，才不致引發學校教師不滿及學校空間被切割和其他問題

糾紛，另，如潘崇文（2015）提出應強化場地主管對非營利幼兒園與公立幼兒差

異的理解，並提供參訪交流與研習的機會，除此之外，告知場地主管應回歸「以

每位孩子權益為中心」的思考模式，不要切割這是你的孩子或是我的學生，所有

教學活動、生活作息、活動場域等都納入行事曆，彼此協調且可積極連結各項親

子活動，提升非營利幼兒園政策的能見度。 

(二) 協助法人於籌備期間辦理招生及家長說明會暨文宣行銷 

縣府於籌備期間辦理招生說明會，邀請首長及學區的民意代表暨里長蒞臨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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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藉由長官加持來說服家長，同時法人說明自己的課程、園所設備等自己品牌

的特色來吸引家長就讀意願。除此之外，也將幼兒園開園日期等相關資訊放在縣

府網站首頁、教育處公告及縣政新聞跑馬燈，以提高招生率。 

(三) 縣府協助場地主管機關裝修及驗收工程俾利立案相關事宜 

有關裝修工程縣府幼教科長及承辦人一起參與工程會議，提醒一些建築師未

注意而會影響立案的細節。俟工程快竣工時，承辦人提醒場地主管準備立案資

料，及安排聯絡消防局、建管課、衛生局承辦人員一起會勘，掌握流程俾利立案，

以免影響法人招生及營運。 

(四) 減少法人在行政及財務的負擔及壓力 

關於到園檢查及績效考評縣府承辦人先致電園所，協調時間，讓園所有準備

時間。另，財務的補助在合法的程序盡量採預撥方式，讓法人有資金可運用。 

 五、結語 

南投縣政府積極配合中央的美意積極推動公共化政策，協商場地主管機關與

法人協力合作，讓法人有縣府和場地主管機關堅強的後盾，法人樂於進駐營運，

營造出優質平價的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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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彎遇見驚喜—淺談柏拉圖的教育觀 
與非營利幼兒園的教育 

游美雯 

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林國楨 

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所長 

  

一、緣起 

根據教育部(2017)〈擴大幼兒教保公共化計畫〉指出：鑑於臺灣婦女總生育

率於 99 年降至 0.895%為全球出生率最低國家，已為我國國家安全問題，另幼

兒教育及照顧法之立法意旨為保障幼兒接受適當教育及照顧之權利，政府應提供

幼兒優質、普及、平價及近便之教保服務。又蔡總統教育政策目標之一為「讓家

長減輕負擔」，其政策方向即「擴大幼兒托育的公共化，提供價格合理、品質有

保障的托育服務，才能減輕家長的經濟負擔。這也是扭轉少子化危機的重要作

為。」(教育部，2017)於是催生了非營利幼兒園。筆者服務的學校於 2018 年設

置了委託辦理的非營利幼兒園，由學校提供閒置之四間教室，教育部補助改善經

費，設置符合幼兒教育場所的標準，並於 2018 年 8 月開始營運。 

因筆者服務的學校設置了這樣的組織，對其設置的內涵及營運狀況自然較為

了解，發現在二千多年前的柏拉圖對於幼兒教育的主張，與非營利幼兒園的精神

與目的，有許多不謀而合之處，鑑此，以柏拉圖的教育觀來看現今非營利幼兒園

的教育。 

二、柏拉圖的幼兒教育觀 

柏拉圖(公元前 427 年—公元前 347 年)是西方教育史上第一位提出系統教育

理論的教育家(陳霞，2009)，以及第一位主張建立國家公共育兒所的哲學家(韓素

玲，2007)。柏拉圖認為要經邦治國，教育是最重要的，初等教育可透過音樂與

體育，觀看心靈，以培養高尚的道德情操，培育優秀公民。茲就柏拉圖對於幼兒

教育的重要性、內容及方法的主張分述如下： 

(一) 幼兒早期教育的重要 

柏拉圖(1986：71)在《理想國》指出：「凡事開頭最重要。特別是生物。在

幼小柔嫩的階段，最容易接受陶冶，你要把它塑成什麼樣式，就能塑成什麼樣式。」

人在幼年時期可塑性是最強的，所以也是最好的教育時機，因此如果我們想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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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的國民素質，就要從幼兒教育開始。他又指出：「一個兒童從小受了好的教

育，節奏與和諧浸入了他的心靈深處，在那裏牢牢地生了根，他就會變得溫文有

禮；如果受了壞的教育，結果就會相反」(柏拉圖，1986：35)「一個受過適當教

育的兒童，對於人工作品或自然物的缺點也最為敏感，因而對醜惡的東西會非常

反感，對優美的東西會非常讚賞，感受其鼓舞，並從中吸收營養，使自己的心靈

成長的既美且善。」(柏拉圖，1986：35)可見，良好的教育，可以匡亂反正，對

於國家社會的安定及個人身心發展影響甚鉅。 

(二) 幼兒教育的內容 

對於幼兒教育的內容方面，柏拉圖(1986：36)認為：「用體操來訓練身體，

用音樂來陶冶心靈」早期教育更是應該以遊戲為主。(韓素玲，2007)，至於幼兒

教育故事、遊戲及音樂內容的選擇，應該經過嚴格挑選，因為「先入為主，早年

接受的見解是根深蒂固不容易更改的，因此我們要特別注意為了培養美德，兒童

最初聽到的應該是最優美高尚的故事」(唐榮德，2006)。所以我們教學的遊戲、

故事及音樂的內容，應積極正向的，要選擇那些正義、勇敢、高尚品德的。對於

音樂及體育兩種教育應並行不悖，不可重此輕彼，以幼兒身心促進和諧發展，他

認為只重視音樂教育，會導致過於柔弱，只重視體育教育，則會導致過於粗暴，

只有兩者平衡發展，達到和諧，心靈便會既溫文又勇敢。 

(三) 幼兒教育的方法 

柏拉圖認為上帝造人分為三等：金質、銀質、銅質，這種差異是天賦的，但

是他們天賦雖有不同，卻都是兄弟，「國家的正義在於三種人在國家裡各做各的

事」(唐榮德，2006)，天賦固然重要，但教育影響更大，「如果得到是不適合培

養，那麼最好的天賦就會比差的天賦所得到的結果更壞」(柏拉圖，1986：140)，

可見天賦存在差異，大家各職其司，國家社會可以順利運行，然天賦的不同，教

育的方法就也不同，因此「因材施教」就相對重要了！ 

「遊戲可以更好的了解他們每個的天性」(唐榮德，2006) ，陳霞(2009)指出：

「柏拉圖主張把遊戲作為兒童教育的內容」，又提到柏拉圖在《法律篇》詳細地

介紹了埃及人寓教於樂方面的經驗，如埃及創造了算數遊戲，讓學習與娛樂結

合，讓孩子分配蘋果與花環，接受分配的人多人少，產生不同的分配數，並運用

遊戲的方法測量長度、寬度及深度…等，說明柏拉圖提倡「寓教於樂」的教育方

法。 

另外，為了克服「頑劣執拗的性情」，也須進行式當的懲戒，但要注意：不

要「暴怒地責罰他們，或者激怒他們」，「不要使他們感到失去體面」(柏拉圖，

198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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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營利幼兒園現狀說明 

    依據擴大幼兒教保公共化計畫、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及筆者學校運作的實

際狀況，茲就非營利制度和營運簡介說明如下： 

(一) 非營利制度說明 

1.非營利幼兒園 

(1)定義： 

依據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第二條第二項：非營利幼兒園係指政府委

託公益法人或核准公益法人申請興辦，以協助家庭育兒及家長安心就業、

促進幼兒健康成長、推廣優質平價及弱勢優先教保服務為目的之私立幼兒

園。 

(2)設置的目的與精神 

政府與家長共同分攤育兒責任、減輕年輕父母育兒經濟負擔、提供優

質平價普及近便教保服務。 

(3)收費標準 

依營運成本計算，由家長及政府共同負擔，目前筆者服務學校之非營

利幼兒園(委託辦理)每月每生應收 10206 元，家長僅負擔 3500 元，餘由縣

府補助。 

(4)開辦的方式 

     政府委託公益法人或核准公益法人申請興辦 

A. 委託辦理：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以無償方式或協調其他機關（構）

以無償或出租方式，提供土地、建物、設施及設備，依政府採購法及其相關

法令規定，評選公益法人後，委託其辦理非營利幼兒園。 

B. 申請辦理：指公益法人自行準備土地、建物或設施、設備，依規定檢具

經營計畫書，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議及核准辦理非營利幼兒園。 

(5)招收的學生 

非營利幼兒園應依實施辦法第七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優先招收不

利條件之幼兒，其仍有餘額者，招收一般幼兒。但屬營運成本全部由家長

自行負擔之非營利幼兒園，其招收不利條件幼兒最低比率，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定之。前項登記入園之幼兒人數逾可招收幼兒名額時，同

一順序幼兒應採公開抽籤方式為之。 

2.公益性質法人之定義： 

公益性質法人：指學校財團法人、幼兒教保相 關工會組織，及章程載明幼

兒與兒童、家庭或教保服務人員福祉相關事項之財團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9，8（5），頁 25-34 

 

主題評論 

 

第 28 頁 

(二) 非營利幼兒園的營運簡介 

1.服務時間： 

非營利幼兒園全年服務日，比照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之行政機關辦公

日辦理。但為進行環境整理、清潔消毒及課程討論等，每學期開學前，得停止

服務三日，並列入年度行事曆。 

2.組織人員配置 

     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18 條及幼兒園行政組織及員額編制標準 

表1 非營利幼兒園人員配置參照表(以收托3-5歲幼兒，每班30人為例) 

班級數 全園幼兒

數 
師生比 全園工作人員配置 

園長 教保員 廚工 職員 學期特教老師或

社工 2 60 15 1 4 1 依幼兒園行政組織及員

額編制標準視需要配置 

 

3 90 15 1 6 1 

4 120 15 1 8 2 

若收托2-3歲幼兒，則每班最多16人，師生比為8 

3.營運經費及運用 

(1)營運成本及負擔(依辦法第 16 條)：     

以筆者服務學校之非營利幼兒園(委託辦理)為例：非經濟弱勢幼兒每生

每月向家長收 3500 元，然每生每月成本 10206 元，不足部分由政府負擔。

其概算如下圖： 
 

            圖 1 非營利幼兒園學費差額補助經費需求概算表(由大大非營利幼兒園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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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費運用 

依辦法第 32、33 條，非營利幼兒園應按原核定經費項目及執行期間確

實執行；除給付教職員工薪資、獎金外(另有規定)，剩餘款得繼續支用，聲

請延長契約優先用於該園工作人員之資遣費及延長契約期間工作人員晉薪

之人事費。仍有結餘者，應全數用於延長契約期間所需之改善該園教學設

施、設備項目。若未繼續辦理，餘款應全數用於推動擴大公共化教保服務供

應量事項。(取自：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70050) 

四、柏拉圖的教育觀在大西非營利幼兒園的體現 

    承上可知，柏拉圖強調幼兒教育的重要，並提出國家教育的思維，對於兒童

教育的內容強調要選擇具有高尚情操的故事、音樂和遊戲，如：正義、勇敢……

等有益於道德的培養且教育的內容(故事、音樂和遊戲)需要均衡以促進兒童和諧

發展；對於教育的方法則主張因材施教，強調用遊戲的方法，寓教於樂，同時適

度的懲罰以糾正錯誤的行為，茲以上述的觀點來檢視非營利幼兒園的體現。 

(一) 政府幼兒學費的補助 

陳霞(2009：23)指出：晚年柏拉圖認為，對兒童的教育越早越好，由此他提

出兒童公育的思想，主張幼兒就應由政府管理撫育。由此可見，柏拉圖是主張政

府應該主動安排、規劃幼兒的教育，大大非營利幼兒園雖然不是完全由政府主

辦，但由政府提供場地與開辦經費，由公益性質法人公開招標經營，不以營利為

目的，營運成本由政府與家長共同負擔，以本園為例，家長每月僅負擔 3500 元，

同時透過教育主管機關每三個月一次評鑑考核，由政府積極監督保障幼兒教育品

質，這與柏拉圖主張由國家實施公共教育的概念有需多相似之處。 

(二) 以寓教於樂主題統整式課程及教學角落，培養幼兒高尚道德，促進和諧發展 

    大西非營利幼兒園是以主題式統整課程進行教學，以 107 學年度下學期為

例，發展的主題為「我家在大村」，主要的活動為「怎麼去旅行」、「歡迎來大村」、

「去哪裡旅行」三個，主題以自己兒童生活相關的問題發展，學習認同鄉土、發

現鄉土之美、學習社會規範的秩序規則、發展問題解決能力……等為主要內容，

並以培養幼兒道德發展，學習遵循社會規範，促進和諧發展為目標。上課的方式

則以學習角落讓幼兒以遊戲的方式主動探索，並以主題相關的故事為講述內容，

讓幼兒透過故事、遊戲等寓教於樂的方式型塑良好的品德，同時也進行音樂及美

術等教育，發展幼兒美感的知能，內容均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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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題式統整教學架構圖介紹 

  圖 2：「我家在大村」課程架構圖(由大大非營利幼兒園提供) 

以圖 2 為例，大大非營利幼兒園採主題式的教學模式，並搭配教學角落區來發展

大村的在地文化特色。教學的方式主要是以遊戲、故事及音樂為主，讓孩子透過

教學活動保持好奇心、學習主動觀察、喜歡自主探索。 

2.教學週誌的反思 

    課程的進行，老師經由教學反思，檢討教學成效，適時修正調整，以達成教

學目標，以「我家在大村」部分活動為例(如表 2)，當週的教學的目標主要是讓

幼兒學習交通規則在生活中的規範，並調整自己的行動，蒐集文化產物的訊息及

美感的體驗等，經角落遊戲探索、教師輔以故事講述及生活觀察後，教師反思教

學成效並調整教學方法，促進幼兒學習成效。 

 

表2：葡萄班教學週誌(由大大非營利幼兒園提供) 

日期：2019.2.25-2018.2.27 幼兒人數： 29 人 紀錄者：許 OO 

偶發事件/追蹤記錄： 無 

主題名稱：我家在大村 活動名稱:認識交通標誌 

課

程

目

標 

1. 社-2-3 理解生活規範訂定的理

由，並調整自己的行動。 

2. 認-1-3 蒐集文化產物的訊息 

3. 美-1-1 體驗生活環境中愉悅的

美感經驗 

教

學

資

源 

1. 圖畫紙、繪畫工具、街景照片、主題

書、沙注音板、運筆練習教具、放大

鏡、黑板、粉筆、拆卸工具、滑步車

組裝說明書、衣服、帽子、背包等。 

2. 認識交通號誌 ppt、交通號誌分類與歸

類教具 

課程內容 ■生活教育□衛生健康保健教育■品格教育□性別平等教育 ■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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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紀  錄              學習指標 

一、【角落活動】 

美勞區:圖畫紙、蠟筆、彩色筆、街景照片。 

語文區:主題書、沙注音板、運筆練習教具、交通工具圖卡等。 

種植區:放大鏡、種植工具、黑板、粉筆。 

拆卸區:拆卸玩具、滑步車、拆卸工具、說明書。 

扮演區:布、帽子、扮演玩具、包包等。 

鬆散素材區:石頭、楓葉、木塊、瓶蓋、紙捲等。 

 

 

 

 

 

 

 

 

 

 

 

 

 

二、【認識交通號誌】 

   經由「到外面走走」的活動，路上孩子們發現了「當心兒童」、

「右彎」標誌，延伸到認識交通標誌的形狀具有不同的意思，

圓形是禁止標誌、三角形是警告標誌、長方形的是指示標誌，

讓孩子認識常見的交通號誌，並延伸設計標誌教具讓孩子去分

類及歸類，。 

 

 

 

 

 

 

 

 

 

三、【番茄變紅了】 

     上學期種植的番茄終於長大了，孩子們星期一觀察時候，

社-中 2-3 理解生活

規範訂定的理由，並

調整自己的行動 

美-中-1-1 探索生活

環境中事物的美，體

驗各種美感經驗 

 

 

 

 

 

 

 

 

 

 

 

 

認-中-1-3-1 觀察生

活物件的特徵 

 

 

 

 

 

 

 

 

 

 

 

 

 

美-中-1-1 探索生活

環境中事物的美，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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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發現番茄的尾部稍微變成黃色，但是番茄一直都維持一樣的

大小，於是和孩子討論要怎麼樣才能讓番茄變大顆，然後帶著

孩子一起去將番茄葉修剪，讓番茄有更多養分可以吸收；最後

在星期五那天，番茄終於完全變成紅色了，孩子們很興奮，我

們將番茄採下準備一起享用。 

 

 

 

 

 

 

 

 

 

四、【親子共讀站】 

帶著孩子們到社區共讀站，和孩子說明閱讀時要保持安

靜，因為太大聲會影響別人，挑選書本時要小心翻閱，再讓孩

子們挑選一本喜歡的圖書後，坐下來靜靜的閱讀，享受閱讀的

樂趣，孩子們也都興高采烈的尋找想看的書，當遇到兩個人都

想看同一本時，孩子們會一起分享，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驗各種美感經驗 

 

 

 

 

 

 

 

 

 

 

 

 

 

社-中-1-1-2 探索自

己的興趣 

教學省思 

在教學標誌前，想了很多方式切入讓孩子了解標誌的形狀不同，於是使用孩子學

習單上面的標誌作為引起動機，在白板上畫出，讓孩子去觀察標誌的不同，但是在引

導方面花了一些時間去引導觀察，所以有些小班孩子的注意力就有點分散掉，後來使

用的 PPT 有使用到動畫的方式，所以後面有集中注意力在了解標誌的意思，尤其對超

速標誌孩子特別印象深刻，回家時還一直對著家長說:「你開太快了，不能超過 60 喔!」

聽到家長分享孩子的趣事，不禁笑了出來，對於引導方式下次可能要更重點式的問

法，讓孩子可以更直接地去觀察，或者讓其他孩子也試著去觀察，集中分散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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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注意幼兒個別差異，因材施教 

    對於基質不同的幼兒，老師會個別觀察，適時調整教學目標，並以合適

的方式進行教學，以表 5 為例，老師進行個別幼兒觀察紀錄，描述幼兒在益

智區積木遊戲的活動情形，分析並詮釋幼兒學習的狀況，若發現幼兒的特質

發展異於一般，不管是資賦優異或發展遲緩，老師則會適時調整教學法及內

容，注意個別差異，因材施教。 

           表 3：個別幼兒觀察紀錄表(由大大非營利幼兒園提供) 

 

幼兒姓名: OOO 年齡：中班 

地點：教室(益智區) 日期：108.2.23 

◆學習事件記錄： 

 

 

 

 

 

 

 

 

 

 

 

◆照片記錄： 

                              

 

    

 

◆教師分析與詮釋： 

1.具有對稱概念，具有相同高度、顏色配置。 

2.能與他人共同討論扮演內容並進行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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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筆者任職的學校於 107 年 8 月成立非營利幼兒園，在少子化、育兒負擔沉重

且幼教良莠不齊的今日，開辦非營利幼兒園的確提供優質且減輕父母育兒的負擔

的服務，同時也利用部分公共閒置的空間，讓物盡其用。 

小學與幼兒在同一個學習空間，原以為會有程度不一的干擾，但經半年多的

經驗，空間動線規畫得宜，干擾似乎微乎其微，反而發現了許多的好處，如空間

共享，讓幼兒享有更大的活動空間，遊戲、活動，勢必對其發展更有助益；此外，

還有人力的共享，師資多了，專長多了，碰到教育上的問題，專業的協助就多了；

另外，還有活動及設備的共享，讓活動參與的人數更多，活動內容也更多彩；設

備共享，比如說社區共讀站、繪本共享，孩子們就有更多好看的書可看，豐富他

們的視野，這也是另類的一加一大於二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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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進非營利幼兒園，才知道我們能為孩子做得還有更

多！以臺中市私立三光非營利幼兒園為例 
高郡韓 

臺中市私立三光幼兒園園長 
 

財團法人宏觀文教基金會附設臺中市私立三光非營利幼兒園（臺中市政府教

育局委託辦理）為臺中市首家成立的非營利幼兒園，於民國 105 年 2 月開辦，回

想成立初期，經歷過多少轉折與協調，如今才得以有當今的口碑與成效，一切要

歸功於教育局、法人、場地主管機關以及三光優秀的團隊們共同努力而來。 

一、場地主管機關需更加了解非營利幼兒園，因其真正的需求協助開

辦作業 

第一次擔任園長的我，一腳踏進非營利，抱著學習的心態與興奮的心情準備

好好來為這個新設園做一番努力！縱使事前做了很多功課、閱讀相關政策與法

規，實際面臨時又是另一回事。首當其衝，是「環境設備」的問題，當時開園時

間落在第二學期，加上法人能進駐時間較晚，當我們團隊進來時，許多環境設備

都已定案甚至也完成採購，但卻發現有諸多的不適用，無論是使用可行性、適切

性還是環境上的美感，都造成未來四年、甚至是八年的影響，因此我們只能在有

限的經費下，逐年做調整與改善，針對幼兒、教師、班級與課程的需求添購與替

換相關設備。 

因為首家的先例，透過與教育局的協商，爾後臺中市的非營利幼兒園與法人

已盡量避免此問題的發生，讓法人可以更早進駐幼兒園，拉長開園事前的籌備

期，甚至讓法人與場地主管機關在環境設備的調整與採購上能有更多的協商與溝

通，使得經費的運用上能更貼近幼兒與園所需求。建議未來要接辦非營利幼兒園

的場地主管機關，都能事先了解非營利幼兒園的相關需求與法規，除了給予相關

專業指導教授、公幼園主任等專業意見之外，也能多聽聽現場實務人員與承辦法

人的想法，可以提高更多適切性，亦能免去很多來回調整、協商與修正的可能性，

當然，這一切也都須仰賴當地主管機關事前的協調與籌備。 

二、在協助更多需要協助生的美意之前，應妥善考量現場運作實際問

題 

非營利幼兒園開辦本就以照顧弱勢家庭幼兒為優先，也因此制定相關招生辦

法，讓需要協助生都可以優先入學，故開辦以來園內幾乎三分之一以上的幼生都

屬於弱勢家庭，相較於一般生入學的比例，需要協助生的入學需求可說是逐年提

高。「零拒絕」與「營造友善環境」是我們一直在努力的方向，我們很開心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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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弱勢孩童盡一份心力，也營造溫暖的氣氛帶動全園師生一同來協助這些弱勢

孩童，逐年下來皆能感受到孩子的成長與轉變，甚至是家長的認同與感恩，都讓

現場帶班的老師們覺得付出與辛苦都是有收穫的；但站在管理者的角度，不免去

思考弱勢孩童這麼多，尤其當身心障礙幼生比例越來越高時，到底帶給現場多少

困擾與壓力？我們能幫助老師及特殊幼生多少？ 

師生比因為成本關係無法減招，依然維持 2：30，這對現場帶班老師來說的

確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要同時兼顧需要協助生及一般生，往往會因為人力與資源

不足，班級要如實正常運作反而成了困難，局端因應此狀況除了原本特教科就能

申請的相關資源外，幼教科還多給予教助員的核定與經費補助，今年度國教署也

修法多了一筆早療經費可以運用在這些特殊生上，例如聘請更多專業團隊進來給

予孩子刺激、教導老師有效策略的運用等，或者提供老師進行特教研習與進修的

經費補助，但這些其實都還是不足以應付現場諸多的狀況，畢竟身心障礙幼生的

狀況百百種，常常讓我們應接不暇。 

在考量現場人力、班級課程運作、實際對這些需要協助生的幫助為前提之

下，建議還是能以減招作為首要解決方式，而減招所影響之成本則由當地主管機

關承擔補助，如此可先減緩現場教師的困擾，也能維繫班級運作品質，唯有降低

教室內的師生比，才能更加有效解決以上問題，讓非營利幼兒園針對需要協助生

優先協助的美意能更加落實，以達真正幫助到這些弱勢孩童以及現場辛苦帶班的

老師們。 

三、將非營利幼兒園的相關課程納入大專院校培訓教保人員的職前訓

練學分 

營運三年多以來，我們發現無論是應屆畢業的幼教新鮮人，還是已經在幼教

界付出多年的老師們，對於非營利幼兒園的概念都很模糊，無論是法規、核心價

值、相關政策等等，都是懵懵懂懂，甚至不了解，包含我自己也是進來後才對非

營利幼兒園更加了解；因此建議可以將此區塊納入各大專院校的職前訓練學分，

畢竟非營利幼兒園的成立爾後會越來越多，必定會有越來越多幼教新鮮人加入非

營利幼兒園的行列，為加強入職前的概念，基本的職前訓練是必須的。 

再者提供更多相關研習、共識營、社群、優質園所參訪等給已經在非營利幼

兒園服務的人員進行免費在職培訓，亦或是開放給其他幼教夥伴共同參與，讓非

營利幼兒園的觀念能夠更普及化；也因應著越來越多家成立，應針對公益法人機

構與有意願的場地主管機關進行相關共識營的宣導，才能更加提升對於幼兒教育

及非營利幼兒園的了解，在辦理園所之際才能更加有效相互配合與調整，方能減

輕辦學之計的磨合與衝突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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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針對市民與家長舉辦非營利幼兒園的說明會，舉辦相關親職講座議題，提升

家長親職教養的正確觀念 

家長一直都是影響孩子最深的人物，首重家庭教育、親職教養成了我們最重

視的一環，透過各種方式來提升教養知能，每學期除了辦理兩場規定的親職講座

與一次對外免費服務方案的方式之外，也將透過各式教學活動、節慶活動傳達園

內教學理念，甚至培訓志工家長協助課程進行等等，開放的態度讓家長更能對我

們放心、安心把孩子交給我們照顧。 

目前仍有少數家長的觀念與現行法規不符，或者將親子教養的責任丟給帶班

老師，故建議可以多舉辦非營利幼兒園相關的說明會、甚至提升父母知能訓練等

相關課程、建立相關諮詢管道或弱勢家庭追蹤管道並將此普及化，鼓勵現在的爸

媽可以更加瞭解國家政策的轉變、了解何謂非營利幼兒園？與公幼及私幼的不

同？親子教養相關議題分享等等，再好的學校教育都代替不了家庭教育，向下紮

根的影響遠遠勝於後續的學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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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互評融入技術型高中 
創意料理實作課程教學 

蔡幸玲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蔡銘修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 

 

一、前言 

本文筆者之一任教於宜蘭某技術型高中，擔任餐飲科教師。「創意料理」課程設

計上，屬於餐飲技術科高三的課程。主要是期望學生有前兩年的基礎學習，能夠藉由

這門課加以應用及發揮。學生特質屬於樂天、無企圖心的，所以筆者在以往的課程規

劃上，會先示範一道產品再讓學生進行實作練習。學生產品做出來後，再集合學生品

評給予回饋。但傳統教學以教師講述示範為主，並以指導方式要求學生的學習，教學

評量都是由教師單方面的給予回饋跟評價，往往缺少師生間的溝通與互動，長久下來

使得學生對於上課感到枯燥無趣甚至厭倦；加上教師教學存在主觀的思考模式，意即

要求學生要依照老師示範的做出成品，例如刀工一定要怎麼切才正確。無法給予現今

高職生更擴散性的思考學習，進而影響學生多元自主的學習成效。 

另一方面，面對這個時代的孩子，在各種資訊科技的刺激下成長，習慣以網路化、

即時化與互動化的模式來體驗生活。再加上教育部《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

綱》(簡稱《新課綱》)即將上路，其基本理念「自發」、「互動」及「共好」，以「成

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景(「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2014)。使得筆者想嘗試藉由行動應用程式(Application，簡稱App)中的即時反饋系統中

的同儕互評功能加入教學活動中，以期望能增加學生的溝通互動並刺激學生自主學習

的意願。 

根據 Topping(1998)將同儕互評定義為：由相同能力或地位的學生，跳脫學習者的

角色，嘗試以教師的角色，針對彼此的作品予以評估其品質的評價歷程。當評量者即

為學習者，評量者可以用更接近學習者的角度、語言給予回饋，使學習者能夠較快速

的學習並修改自己的作品。餐飲產品講求時效性，以往即時同儕互評因缺乏匿名制

度，使得實務操作上往往成效不彰。即時反饋系統中的同儕互評除了解決此問題外，

也滿足時下青年學子喜歡看到即時訊息的特質。 

餐飲產品為消費者導向，開發新的產品時最在意的還是消費者的期望與需求。簡

單來說，消費者買單的創新產品才稱為「創意」料理。此課程也是一樣，學生在創作

發想時，應該考慮此產品的成本與消費者購買意願？在教學上教師很難讓學生在每一

次的作品呈現後，有實際去販售產品的經驗。而同儕互評在某一方面也代表著消費者

的心聲，學生必須考慮到創作出來的東西有沒有被一般大眾接受。有別於教師一人的

評價，同儕代表一個小眾市場，其所評價出來的成果，對於創意料理課程的成就更具

說服力。 

綜合上述，本文之目的在藉由類似行動研究的方式，實際應用即時同儕互評機制

於創意料理課程，並蒐集學生對於該授課方式的感受，而後再經由筆者身為教師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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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創意主題課程 

施行 5 次 

思，針對實證過程提出在教學活動設計及實際操作上之建議。 

二、教學活動設計 

筆者在「創意料理」的課程設計上採分組實作教學，每組 3~4 名學生。每次以兩

個食材主題為創意發想(例如：南瓜、雞胸肉)，創意主題施行分兩階段；第一階段為組

內創意發想、討論，第二階段為小組實作、發表、同儕互評，同儕互評是使用國內的

Zuvio 即時回饋系統。每階段為一週 3 小時課程，共實施 5 次教學活動，期末舉行一個

小型成果展，使學生能夠挑選他們該學期的作品修改後組合成套餐，做第二次產品呈

現(以靜態展台呈現)。筆者期望小組間能夠藉由每次食材主題的腦力激盪，創造出一加

一大於二的效果。並藉由同儕間的互評，激盪出更大的火花。相關實施步驟如圖 1。其

詳細課程設計如下： 

 

 

 

圖 1 教學活動設計架構圖 

(一)第一階段：組內創意發想、討論 

1. 教學目標 

第一階段的教學目標為藉由小組內的討論，使學習者發現同儕間不同的視野。學

生為了發想一道創新的產品，必須對食材的特性及適合的烹調方法有更深的認識。分

組討論的策略可以增加小組內默契，教師也比較能依照學生的不同特質，給予適當的

教學；以達到因材施教及教學相長。 

 

第一階段 
組內創意發想

討論 

第二階段 
小組實作、發表、

同儕互評 

期末成果 
靜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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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學流程 

教學流程依照下列方式進行： 

教師公布創意主題並介紹、講解。 

學生小組討論構想並寫成構想書。 

與老師討論、修正後開食材採購單。 

為了方便學生討論、蒐集資料，教學地點選定在學校圖書館。教師宣佈完創意主

題後，會先針對食材特性、種類等部分進行講解。然後小組解散開始找尋資料討論並

將構想寫出來；構想書內容包含食材及數量、大致上的調味料、作法、呈現方式，並

同時要求學生學習評估食材成本。小組討論中如果遇到疑惑或定案後，可以找教師討

論。教師依照各小組的構想書與小組進行討論，在此階段教師會給予建議或提供方向

並確認該組採購菜單。 

3. 曾遭遇的狀況 

因教學地點選在圖書館，原期望學生能夠藉由書籍收集資料並討論，但實際施行

後，發現部分學生對於書籍的翻閱興趣缺缺，寧可用電腦網路搜尋資料。有些簡單的

疑惑，學生不願意自行尋找解答，會直接尋求教師的幫助。但因圖書館內出版過的書

籍、食譜配方準確性較高，所以筆者需不時的提醒學生找書本上的資料，以方便後續

的討論及成品展現。 

(二)第二階段：小組實作、發表、同儕互評 

1. 教學目標 

第二階段的教學目標是讓學生藉由實際操作，兌現他們天馬行空的想法，因為在

實踐的過程中，往往會遇到一些困難以及與原本構想不同之處。然而經由小組現場的

靈機應變，培養學生團隊精神和如何說服同儕相信其論點，使學生在畢業後能夠獨當

一面。也期望藉此培養學生三年級畢業後，如果想要自行創業，該有的經營管理能

力。 

2. 教學流程 

教學流程依照下列方式進行： 

教師在課前利用 Zuvio 即時反饋系統編寫同儕互評題目。 

各組製作創意產品。 

各組代表說明創意發想及理念並開放試吃，教師開放該組同儕互評系統。 

教師講評或隨機抽點學生口頭發表。 

上課前教師選擇國內自行研發的 Zuvio 即時反饋系統，先編寫學生同儕互評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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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讓學生可以針對口感、擺盤(外觀)、創意程度給予評分。將題目上傳至系統並設定

好，後續學生只需帶手機至廚藝教室即可互評。在教學現場發放各組食材、特殊器具

後，告訴學生出菜時間後開始製作產品。餐飲產品講求即時性，各小組需自行掌握製

作速度和出菜時間。各組完成出菜後，會集合所有學生至評分台。先請各組代表說明

創作發想、理念，請其他組同學進行試吃，教師開放該組的評分。在此同時，教師會

講評並抽點 1~2 位的學生進行現場講評。所有組別講評後，各組進行實作的善後清潔

打掃。 

3. 曾遭遇的狀況 

本階段活動中，通常每個小組都非常積極想要將自己的創意構想兌現，從餐具的

挑選到食材前處理，然後食材的烹調、堆疊、擺盤每一個環節時間的掌握都很重要，

所以小組內也要學習依照組員能力進行工作分配。教師雖然一開始有設定出菜時間，

但各組同學對於成品要求完美，所以前幾次施行上時間會不夠，需再延長 10~20 分鐘

的時間。在同儕互評時學生是專注認真的，但因為上課時間有限，所以互評的時間非

常緊湊。時間管理得宜的組別，在前面的製作時間就會一邊開始清潔，使得善後的清

潔打掃可以準時結束，從中也讓學生體會邊做邊收的重要性。教師也會表揚這些組

別，並希望其他同學可以向他們看齊。 

(三)期末靜態成果展 

兩階段課程結束後，學生可從自己的 Zuvio 即時反饋系統中看到他人所給的評分

與建議。學生可藉由回饋反思，將心得寫在課後的學習單上。教師可藉由系統瞭解每

一位學生的參與狀態，藉由學生質性的回饋能得知學生學習成效。並即時於之後的課

程規畫上作微調，或是增加學生一些觀念、原則。 

教師在開學就說明期末要有靜態的成果展現，也直接規定要有四道菜組成的套

餐。所以學生在每次的創料產品設計上，要去思考該主題要運用怎樣的菜餚(例如：開

胃菜、主餐、湯、甜點)。學生於課後能夠觀看同儕的評價對產品做修正，並逐漸拼湊

出期末的套餐菜色。 

三、學生的感受 

料理是一個講求時效性及感官的產品，有別於以往由教師一人評斷產品的評價，

透過即時反饋系統同儕互評的方式，設計者能夠接收多人建議予以修正，不用在意面

子、傷感情等問題，更能勇於發表建議與想法，提升學生學習的效果。 

教師在活動施行後做了一次調查以瞭解學生對這種授課方式的感受。90%的學生

都覺得軟體容易上手；88%的學生覺得有助於創意料理課程的教學。以下摘錄學生質

性的回饋： 

學生 A：比用口頭述說方便多了。 

學生 B：不用寫字手不會痠。 

學生 C：評分時間太短，很快就開始講下一組。我覺得這很好用，不用怕講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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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誰不滿意或是當面打擊到對方或是講的讓別人不滿意，這就像一個匿

名的留言，不用怕講不好的話被發現。 

學生 D：會有受打擊的感覺，雖然不知道是誰。但是讓自己知道哪裡該改進的地

方。 

學生 E：能獲得更多同學的想法和需要改變、注意的地方。 

 

四、實施建議 

此教學活動施行一學期，透過不斷的微調以符合學生特質。筆者將操作上遇到的

問題，在此歸納提出如下： 

(一)同儕互評的題目不可過多： 

技術型高中的孩子專注度較低，如果題目設計上字數太多、題數太多，會影響學

生的填答態度。再者教學時間緊湊，考量到學生的評分品質。筆者後來有延長線上評

分時間，只要學生沒有送出都還有機會增加評量。在此作法是有風險的，在操作上需

要特別注意學生竄改評分。 

(二)適時的使用科技融入教學： 

Zuvio 算是國內較成熟的即時反饋系統，行動 App 畫面簡約較能讓學生接受，達到

科技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中的認知易用進而達到認知有用

(Davis, 1989)。在系統操作上，教師可以一組一組分次開放評分，減少學生誤答或灌水

的狀況產生。但系統的有些功能只有在電腦介面可以操作，如果教師要使用一定要模

擬操作，避免發生在廚藝教室無電腦無法操作的窘境。 

(三)增加質性題目： 

在線上同儕互評的環境中，訊息回饋使用評分加上評語的學習成效優於只使用評

分作為訊息回饋的方式(廖仁毓，2017)。分數有時不能代表一切，教師從學生質性的評

語中能推敲出學生評分的脈絡。 

五、結語 

隨著科技越來越進步，教學者應該運用科技使其變成助力，而不是阻力。筆者於

研究所修課期間接觸了 App 融入教學，以此為發想來解決教學現場中學生上課時間學

生偷使用手機的問題，意外的得到了加成效果。 

在實施此教學方法前，筆者只有於講解時隨機抽點學生給予評價，但效果不佳。

學生礙於面子以及同儕間的和平相處，大多數不敢直接發表評論。發表出來的建議，

通常只有正面評價缺乏建設性。而每一次的抽點，學生還需停頓 1~2 分鐘思考，使得

一組能得到的同儕回饋有限。學生的創意產品也往往是半成品，完成度只停留在那一

次的實作課程中。等到期末要做成果時，早已忘記當時同學如何評價，使得產品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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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有限。而本次使用的 Zuvio 即時反饋系統能夠記錄每一次同學給予作品的評價，學

生可以反覆觀看，隨時都能進行反思。使期末成果作品的完整度提升，增加了套餐的

完整度；也使學生能夠真正體會職場上開發菜單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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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動態能力觀點探討偏鄉小校轉型— 
以新北市大坪國小及附幼為例 

王麗茹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博士生 

 

一、緒論 

 近來各界十分關注偏鄉教育的問題，可以從以下幾個面向來探討其問題根

源。首先，都市化和少子女化使得偏鄉小校學生流失。都會區生活機能較佳，就

業機會較多，吸引年輕人往都會集中，造成都市化資源集中現象，交通不便和產

業條件相對弱勢的偏遠地區人口外移，學校教師也都想往都會區調動。加上少子

女化現象，學生數量逐年減少，不僅影響學校運作，也產生教師超額、空間資源

閒置、小校裁併等問題。 

第二，偏鄉學校地處偏遠、交通不便，加上家庭教育功能不彰導致偏鄉學生

學習效果無法提升，教師教學成效低落，間接造成教師流動。Mukeredzi（2016）
指出偏鄉學校因為教師調動頻繁影響教學品質；欠缺足夠師資，無法因應偏鄉教

育複雜情境所需之教學知識及技能。 

其次是學校規模和資源不足的因素，由於偏遠學校規模為六班以下居多，班

級人數少、資源缺乏、刺激不足、學生學習意願低落。教師人數少，工作負擔沉

重，也是教師流動率高的原因之一。 

如何在變動快速的環境中，更新自我本身的優勢，以配合環境變動及需求，

成為應重視的議題。大坪國小(以下簡稱大坪)由於 2006 年國小部面臨廢校危機，

學生僅餘 16 人，2012 年試圖以成立附設幼兒園(以下簡稱附幼)，穩固學生在地

就學，附幼在短短七年中，幼兒園學生(以下簡稱幼生)從創園時 11 人，發展到

2018 年國小部學生 80 人，幼生 26 人的規模；國小及幼兒園在外界衝擊下，學

生人數維持穩定的成長及數量，為教育部特色標竿學校，其成長與成功的原因值

得深入探討。因此本文之研究目的即是以 Teece、Pisano 和 Shuen（1997）等人

之動態能力（dynamic capabilities）理論，瞭解其如何累積核心資源，藉著與環

境的交互作用、更新能力實施跨域教育及增加學生數，並強化理論於現實社會中

之實用性與教育場域之應用。 

在教育經營與管理意涵上，以歷史回溯觀點具體描述大坪的發展歷程，可更

瞭解其發展軌跡，並根據未來環境的趨勢及已具有之條件，規劃其未來走向，並

可提供給台灣其他偏鄉小校作為轉型發展與經營與管理之參考及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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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與理論 

自策略管理理論發展以來，原本以「企業內部」為主要創造競爭優勢的來源

被「產業結構」為主的觀念所取代，之後「核心競爭力(core competence)」的提

出，才又重新提升企業內部對於創造競爭優勢的重要性。而企業界競爭的市場機

制、顧客至上的理念與環境互動的網絡關係與近年來強調的教育市場化、全面品

質管理、學校本位管理等現況不謀而合，因此偏鄉小校在面臨經營問題或危機

時，如何援引管理思潮內涵與革新經驗，以推動轉型計畫來發展競爭優勢而免被

裁併，值得研究與思考。 

(一) 動態能力之發展與概念 

核心競爭力並非單純指金錢資源，只要能夠找到方法，同樣條件也可以脫穎

而出！如果不瞭解自己的核心能力，就無法深入強化、延伸，進而創造出個人最

終最大的價值。台灣偏鄉小校雖然資源少、但絕對不是沒有能力，只是一直沒整

體找到競爭力。 

1. 動態能力概念之興起及定義 

自從 1990 年核心競爭力的概念提出後，核心競爭力成為企業的命脈，

但當經營環境產生變化時，卻也可能成為僵化的殺手，「動態」核心能力能

解決這個問題。 

近年來，許多學者也發現包括獲取、發展、維持不同能力及資源等「動

態過程」的重要性，這顯示動態能力以時間為軸，並加入動態面考量，可更

為符合真實世界的狀態。 

策略管理學者提出動態能力的概念，企業應該建立重生程序，讓核心競

爭力有改變的空間，所謂的動態能力的概念，是配合結構的變動，以組織內

部或外部資源或能力調整資源的型態的一種能力，並進一步促成策略的實行

及競爭優勢的獲得，逐漸從學理上進步到應用層次，不能再緊抱著現有的核

心競爭力不放，應該發展動態能力。 

2. 動態能力的特徵 

資源基礎理論講述如何利用「內部資源」達到並持續競爭優勢，補充了

以「產業結構」的傳統策略分析架構。動態能力理論源自於資源基礎論，且

吸收了核心能力理論的許多觀點；但動態能力是改變企業的能力，並在創新

上具有開拓性動力。傾向於以具有強烈路徑依賴的經驗性為基礎的再生性動

力並不能改變能力中的慣性。在動態環境中，動態能力崇尚建立開拓性學習

能力，為了在長期內向企業提供新的策略觀念而進行的側重於變革的學習。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C%81%E4%B8%9A%E8%83%BD%E5%8A%9B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7%AF%E5%BE%84%E4%BE%9D%E8%B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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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能力具有開放性的特徵，是整合了內部知識與吸收性知識的產物，

因為吸收性知識在內部和外部資源與能力之間起了橋梁作用，所以動態能力

理論強調建立從外部途徑吸納知識的特殊能力，顯現出靈活性。 

3. 動態能力的觀念架構 

本研究依據 Teece、Pisano 和 Shuen（1997）之動態能力觀念，以「流程」、

「定位」、「路徑」為主要分析架構。 

動態能力為企業適應動態環境變化的需要，以組織和管理過程、特定資

產和發展路徑這三個關鍵要素來形成動態能力的機理。下面對組織和管理過

程、定位和發展路徑三個關鍵要素進行全面闡述： 

（1） 組織和管理流程 

企業持續競爭優勢如何有賴於組織和管理過程的狀況，內組織與

管理的能力，也就是做事及進行的方式，或可稱為組織例規（routines）
或模式（patterns），內含靜態的協調（coordination）與整合（integration），
主要是探討如何有效率且有效能地達成內部協調或整合（Aoki, 1990），
並藉此提高營運效率。 

組織動態學習是藉由重複及實驗，使組織的任務可進行的更快更

好，也創造新生產機會的一種過程。學習包括學習個人和組織的技能，

具有社會和集體的性質。可透過內部的集體學習，共同編碼創造知識；

也可透過非正式的關係與外部結合，或利用彼此間緊密程度的關係、

正式的結盟等（Powell, Koput, and Smith-Doerr,1996）。在迅速變化的環

境中，不斷發覺重構資產結構。這要求企業對市場和技術有一定的警

覺和採用最佳實踐的意願。 

重組（reconfiguration）和轉換（transformation）的能力本身就是

學習而來的組織技能，在變動的環境中，必須長時間的觀察市場動向

與技術趨勢，隨時調整組織內外的結構，才可獲取長遠的策略優勢

（Camp,1989）。而真正策略優勢的獲取在於進行外部活動與技術的整

合。根據所掃描環境結構，如市場組成及競爭態勢，快速重新組織及

轉換內外部結構。當一個企業的組織過程具有高度一致性和獨特性時，

便難以複製。 

（2） 定位 

企業進行怎樣的策略及採用什麼樣的策略內涵，取決於其組織過

程，而且還取決於其特定的有形和無形的資產。這些資產的策略意義

在於其特定性，即這些資產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企業內生的。技術

性資產（technological assets）是企業獨特的特殊技能或知識，如何保

護技術且有效使用便造成關鍵差異。互補性資產（complementary assets）
則是將技術性資產轉化成可商品化產品的媒介，於商品化初期特別需

要（Teece, 1986）。財務性資產（financial assets）為公司短長期的資金，

而現金狀況的優劣對企業相當重要，可透過外部市場傳達重要訊息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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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投資者。商譽資產（reputational assets）是外部關係者對目前企業

資產與定位及未來廠商行為的一種綜合統計值，是上游供應商、下游

顧客與競爭者間對廠商回應資訊綜合的結果，受到廠商現有的資產與

市場定位所影響。結構性資產（structural assets）則是組織的正式、非

正式結構及與外部的連結關係，不同的組織結構，將影響不同的創新

類型。組織結構對組織創新的「速度」與「方向」佔有重要影響（Argyres, 

1995）。制度性資產（institutional assets）講述政府的公共政策也是一個

重要因素，因此企業的運作需與整體環境相配合。市場性資產（market 
assets）表示產品在市場當中的地位，雖然市場位置重要，但在技術快

速變化下，市場位置極易被改變。組織範疇（organizational boundaries）
則包含整合的程度，也包括組織技術與互補性資產及協調的性質有

關。 

（3） 發展路徑 

為企業從現有的專屬資產定位、組織與管理流程發展到新的專屬

資產地位、組織與管理流程之移動軌跡，且現在的定位會受到過去發

展的軌跡所影響。路徑受到可選擇的策略、漸增報酬（increasing returns）、
路徑相依（path dependencies）等影響。路徑相依講述廠商能做的為現

有定位與過去路徑的函數，現有定位常是由過去路徑形塑而成。現在

的定位及組織流程，也將會透過路徑相依效果而影響未來的定位。 

技術機會（technological opportunities）則因路徑相依可辨認出企業

特定範圍內的活動，究竟可進展多遠或多快，部分原因是技術上的機

會存在於過去的路徑上面。與組織有關的各種基礎科學研究機構也可

協助辨識新的技術機會。且為了避免其他領域的技術機會衝擊企業，

企業除了本身領域，也應該發展不同領域的技術機會，以掌握策略彈

性（Bishop and Wiseman, 1999）。 

根據以上對於動態能力三要素內涵的引伸，將以其應用於大坪的

發展，探討從 2006 年面臨廢校危機至 2018 年間的發展過程與策略軌

跡，解釋其策略及課程定位如何改變，與如何快速調整本身結構，以

掌握競爭優勢之過程。 

(二) 偏鄉小校轉型計畫之發展 

偏鄉小校在面臨經營問題或危機時，須重新定位學校存在的意義價值，並發

展經營競爭優勢，才能提升學校競爭力、永續經營。許多偏鄉小校為了避免被裁

併，而推動轉型計畫。 

小校裁併的議題，激發偏鄉小校重新省思並覺察自身環境的優劣勢，積極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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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學校本位特色課程與活化教學，藉以留住在地學生，進而吸引外地家長願意送

子女就讀。部分縣市政府的裁併小校政策也開始改變方向，以專案計畫補助學校

發展特色，積極支援和扶持偏鄉小校的發展。 

教育部(2015)推動「偏鄉教育創新發展方案」，共 29 個計畫團隊，於全國 224
所學校推動，結合大學、輔導團隊、社會企業、青年與志工資源力量，期望促進

偏鄉學生能力提昇、扶助偏鄉學校轉型，帶動偏鄉地區發展，達到永續經營目的。 

教育部（2008）公布《國民中小學整併之處理原則》提供各縣市遵循並各自

制定整併標準，但各縣市標準並未統一。新北市 2017 年 11 月 14 日通過「新北

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合併或停辦辦法」，針對人數不滿 50 人學校推動轉型計

畫，發展實驗課程或特色教學，以 4 年為期，屆時若評估成效不佳，將依法合併

或停辦，最快 2021 年新北恐有小學走入歷史。 

三、研究方法 

研究目的是藉由探討動態能力理論之三要素，探討動態能力理論應用於實際

個案之具體分析意義。本研究欲以「動態能力觀點」探尋大坪「如何」（how）

在短時間內興起？以及「如何」一步步的成長至今日的境地？考量本研究「無須

在行為事件上操控」與「著重當時事件上」的限制條件下，適合採取「個案研究

法」（Yin, 1994）。以個案試著闡明一個或一組決策，說明為何某些策略會被採用、

如何執行、以及會有什麼樣的結果，並對其建立歷史性解釋及因果關係分析，將

其發展歷史分為五期，選出影響發展之重大事件，並配合動態能力觀點之三要

素，以理論模型分析各時期之策略演變的過程，探討 2005 至 2018 年間歷史發展

軌跡。 

選擇大坪作為「單一個案研究」之主要研究對象，乃根據 Yin（1994）對於

選擇單一個案的原因，可能包括該個案乃測試一個成熟（well-formulated）理論

的關鍵性個案；屬極端或獨特的個案；為揭露式個案（revelatory case），可揭露

特殊的現象；作為未來進一步研究的開場等原因。 

大坪歷經少子女化和都市化之衝擊及廢校危機之際，得以從特色學校，跨至

特色遊學，進而致力於戶外教育，皆屢創佳績。其根據大環境的變化而改變本身

策略定位，可作為測試一個成熟理論的關鍵性個案，因此採「單一個案」作為驗

證動態能力理論之實徵個案。 

利用「單一個案設計」，並以嵌入式之動態能力三要素：流程、定位、路徑

分析大坪之發展。因此，本研究乃是「單一個案設計」且為「嵌入式」之個案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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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設計（Yin, 1994）。 

資料來源除檢閱學術對動態能力研究現況外，並運用學校年報、新聞稿、與

專業報章雜誌次級資料。初級資料上，進行訪談，瞭解如何深切觀察學校或組織

運作流程；並訪談大坪內部人員，增進對其之深刻理解。以多重證據來源、在各

項出處加上引證、建立完備的資料庫等方式，使各方資訊可在交互對照下確實顯

現真實的證據。 

透過比較動態能力理論與以大坪個案所建立之觀念性架構相互比較的方

式，進行類型比對，增加內在效度。利用「敘事體」及時間序列分析的方式建立

以動態能力觀點建立對其 2005～2018 年間的發展之解釋，有系統的加以呈現。 

為增加構念效度，在資料收集階段採取多重證據來源，建立一連串的證據

鏈。將相關資料適時引證及建立資料庫，將多方資料加以對照，提升內在效度。

信度方面，將詳細記錄研究進行之步驟，及其重複實施時之前提，以建立個案研

究的資料庫的方式確實記錄資料收集過程中的操作因子，確保後繼研究者可遵循

相同研究脈絡進行研究，獲致相同結果。 

四、新北市大坪國小的演進:2005～2018 

大坪國小歷經少子女化和都市化之衝擊及廢校危機之際，仍能快速調整本身

的組織流程與運作、資源及定位，並仰賴過去的路徑及從中發展技術機會以因應

環境變動，這或許就是其得以在短時間內快速成長的原因。本研究藉著回顧其自

2005 年至 2018 年之間的重大發展，並以動態能力架構分為五個時期。 

(一) 萌芽期(2005-2009) 
表 1 萌芽期動態能力發展 

萌芽期(2005-2009):參加北宜特色學校聯盟 

年度 2006、2008 

事件 4 班 16 人與 13 校合組北宜特色學校聯盟。 

定位 與聯盟關係密切，維持緊密支援關係。 

流程 仰賴 2005 年 08 月上任之廖校長文彬奠定特色學校基礎。2008 年 08 月

上任之賴校長國忠奠定特色學校課程計畫基礎，組織架構沿襲一般小校

架構。 

路徑 北宜特色學校聯盟簽約儀式在 2008 年 3 月 11 日舉行，十四所學校已召

開過兩次籌備會議，每月一次在各校輪流辦理的校長、主任學校特色研

討與參訪外，五月份出刊「2008 特色學校聯盟專輯」，內容彙集各校特

色，提供相互觀摩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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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摸索期(2009-2011) 

表 2 摸索期動態能力發展 

摸索期(2009-2011): 特色學校計畫單獨送件 

年度 2011 

事件 6 班 45 人 

榮獲教育部整合空間資源暨發展特色學校計畫甲等。 

定位 與聯盟關係密切，但首度特色學校計畫單獨送件。 

流程 仰賴 2011 年 08 月上任之方校長慶林開創特色學校四大架構。 

組織架構沿襲一般小校架構。 

路徑 課程計劃撰寫 2009 年 5 件榮獲推薦。2010 年 10 件。 

(三) 薯山深入期(2011-2015) 

表 3 薯山深入期動態能力發展 

薯山深入期(2011-2015): 發展全台第一所以蕃薯為主軸之特色學校 

年度 2014、2015 

事件 榮獲新北之星特色學校特優！ 

成立教師專業社群。 

定位 教師專業社群發展特色學校課程架構與教案。 

流程 仰賴 2012 年 08 月成立附設幼兒園，2014 年 08 月上任之張校長萬枝團

隊共識發展全台第一所以蕃薯為主軸之特色學校。 

組織架構以一般小校架構調整為教務、學輔、總務三處室及附設幼兒園。 

路徑 策略聯盟：新北 10 校共組教學策略聯盟，由專家學者指導、標竿學習

與教材發展。 

舉辦薯山博研討會：運用綜合領域及彈性課程進行公開課，精進教學教

材編撰能力。 

U 薯數位平台：建置薯山雲端教學及教材資料庫，提供共享交流分享平

台。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9，8（5），頁 44-54 

 

自由評論 

 

第 51 頁 

(四) 薯藝深耕期(2015-2016) 

表 4 薯藝深耕期動態能力發展 

薯藝深耕期(2015-2016): 特色學校計畫首度特優 

年度 2016 

事件 榮獲教育部營造空間美學與發展特色學校計畫特優! 

定位 與聯盟關係密切，維持緊密支援關係。 

流程 教師社群持續運作並發展為貢獻平台。 

路徑 獎勵機制：對參與補救教學老師給予敘獎及充足經費運用。 

宣導：親師都是憨吉囝的教育夥伴，共同溝通合作。 

七學年三學期：幼兒園列入年級，推動夏日樂學拓展第三學期，全方位

學習不中斷。 

夜光天使點燈計畫：照護弱勢學童，進行脫貧教育計畫。 

(五) 薯躍深究期(2016-2018) 

表 5 薯躍深究期動態能力發展 

薯躍深究期(2016-2018): 成為標竿特色學校 

年度 2016、2017、2018 

事件 榮獲新北市 2016 幼教之光優等獎，新北市幼教夥伴蒞臨大坪進行交流

活動。 

榮獲教育部營造空間美學與發展特色學校計畫特優、標竿；新北市教學

卓越獎小學組優等、特優!幼兒園組特優! 

定位 社區中心、學校與社區積極密切合作，引進社區業師 

流程 教師主動參與分組合作學習專案、活化教學、精進教學、行動學習、教

師卓越社群、藝術情境(潛在課程)等專案。 

路徑 爭取資源：依需求參與競爭型計畫爭取經費。 

會議共識：定期專案會議列管，有效規劃與定期考核。 

成立薯山憨吉工作坊：引進社區達人進行烘培、酵素與生態扎根學習，

建置社區人才庫。 

整合社會資源：投入對憨吉囝之關懷，發揮社會互助精神，提昇教育愛

的感染力。 

五、結論 

本研究以動態能力理論為研究基礎，探討學校如何針對大環境之變動發覺契

機，並利用各項資源與能力加以定位，配合彈性的改變組織內部流程，提升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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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而這樣不斷隨時間推移的組織定位與運作流程，形成了以時間為軸的路

徑，並進而影響未來的行動。 

選取大坪及附幼作為動態能力之實徵個案，在理論貢獻上有兩點。首先，補

充現有學校分析之不足。動態能力觀點主張強調「動態」的本質，根據環境的變

化，組織如何在仰賴過去的「路徑」上，彈性且順利圓滑的轉換本身的「定位」

與相對應的組織流程加以配合， 不但考量了環境的變動，也考慮到組織在基於

過去的利基上，如何相對應以取得長遠競爭優勢。 

其次，深入探討動態能力理論內涵及研究現況。本研究回顧策略管理之發展

歷程，說明動態能力理論架構之詳細內容與本質，藉由蒐集國內外對於動態能力

理論之研究，針對動態能力各面向加以深入的分析，並架構其他學者所提出對動

態能力的解釋及定義，據以整合為本研究之研究架構。 

除此之外，並以實際之管理個案「大坪國小及附幼」作為印證，以實際個案

與理論相互印證的方式，將動態能力的理論作實徵的證明，以更瞭解動態能力理

論於策略管理領域中的位置及相關研究發展的狀況，與其理論之全貌，相信應對

後續動態能力的相關研究有其助益。 

本文提出二點研究限制，第一，以大坪國小及附幼為單一個案做為印證動態

能力理論的方式，雖然力求客觀詳實，但在文獻之解讀與個案詮釋上或有其過於

主觀判斷或是資料蒐集有疏漏之處。第二，組織發展的現象多元，本研究專注於

以動態能力觀點分析其發展歷程，但僅以此解釋複雜的現實環境現象或有不足。 

在未來研究建議方面，首先，本研究探討的動態能力，以環境發生變動時，

組織如何基於過去發展的路徑，因應環境變化而調整本身的定位、流程，屬於組

織內部與改變後結果之探討。但實際學校運作中，並非環境一變動，組織便隨之

變動。未來可探討動態能力的情境因素，依據動態能力判斷何時需要依據環境有

所調整？其次，動態能力理論若可在變動快速的環境中，具彈性的調整學校內部

的資源，並有效協調與配置內部及外部的經營管理流程，若校方能具有此一動態

能力，將有助於競爭優勢的獲得。但尚未有直接可證實動態能力與其競爭優勢與

績效之實際關係。因此未來將可研究動態能力對於績效是否有其直接影響？若非

直接影響，是否是透過其他中介變數或其他機制予以影響？都是未來值得探討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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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化課程從幼兒園做起 
林映瑀 

臺北市信義區福德國小附設幼兒園教師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研究生 

 
一、前言 

教育部所頒布的《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中》（教育部，2016）提及「以

全球視野發展在地行動」，此一要點為課程大綱之主要發展背景之一，可見在地

化與課程內容相結合之重要性。因全球各國聯繫密切，相互影響之下，全球化造

成同質性的影響，也因此顯現在地特殊性之重要。 

本土認同及傳統文化的價值需要被重視，因此，在全球在地化的趨勢之下，

接納多元、了解文化、參與社會、認識自然已然成為教育的重要目標。如何讓文

化通過教育的脈絡來綿延不絕，則需要教育環境的滋養本而茁壯，教育服務工作

者與文化工作傳承者須負起很大的重責（李瑞騰，2008）。可見，在幼教現場工

作的幼教師責任之重大，教師有責任將在地文化與課程活動結合，帶著幼兒一起

熟悉、認識我們所居住的這片土地。 

二、在地化課程的實施困境與轉機 

    「設計課程活動已經夠困難，為何還要結合在地化？感覺課程被拘束住了，

很難發揮，難道不是在地化的課程就要被捨棄？」，或許有些現場老師會有這樣

的困惑，以下透過幾點常見的迷思進行探討： 

(一) 園所所在地不夠獨特，很難發展出地方特色 

在地化其實沒有大家想像的這麼困難，它指的是一個園所附近周遭的人、

事、物，平常就可輕易接觸的。因為各園所在的地理位置不同，生活環境有所差

異，幼兒的生活經驗也會受其環境所影響，當人與環境互動下就會產生出獨特的

情感，而這份情感串起了幼兒與所生長的這片土地，讓彼此更緊緊相依，這也是

在地化課程最寶貴的地方之一，它拉近了彼此之間的距離，讓我們對自己所居住

的這片土地不再陌生。若無充分瞭解當地社區之興趣或無支持系統之延續，在地

化課程的元素就不易加入到主題學習中（王顗婷、陳淑芳，2013）。 

    如：走入社區、拜訪附近商店、照顧我們的人等主題課程，都是我們平常會

走的課程內容，老師可以透過觀察，找出幼兒平時熟悉的生活經驗，以此為出發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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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知識與情感未結合，難以激起火花 

    有時候我們會發現，相關課程都已經介紹過了，接下來不知道要上什麼的困

境。另外，好像每一樣東西都介紹完了，但很難留下深刻的印象或經驗。課程內

容都是點狀的，似乎少了什麼將之串起。 

    這樣的課程似乎著重於認知性，而未把情感的部分融於課程中，若課程走向

是配合著多數幼兒的興趣，幼兒們自然會在探索之中找出疑問，並欲之探究，老

師必須有敏銳的觀察力，重視每位幼兒的想法及意見，並適時地拋出問題引導幼

兒去解決，課程自然會順利地銜接下去，而非都由教師所安排，導致課程內容難

與班上幼兒產生共鳴，幼兒自然會興趣缺缺，老師在班級經營上也會較為困難。 

    另外，執行在地化課程需要善用在地資源與社區的融入，戶外教學和實地探

訪都相當重要，可使孩子對家鄉產生認同及價值感，會更具直接的感受與效果（曾

彥哲，2013）。例如：帶著孩子實地踏查、走訪學校周遭的商家、家長資源的介

入等，都能增加課程的豐富性，也能激起孩子更多的興趣。 

(三) 課程資源不夠豐富，或者資源取得困難 

    在地化課程之幼兒園教學中，教師以園所為主要的基地，以學校及教師本身

可以提供的資源為基石，向社區、校外人士及家長、機構與專家，廣增資源及可

用的人力、物力，並將資源整合以發揮最大的效用（侯雅婷，2010）。 

    課程的豐富度與課程資源一定息息相關，有時在課程活動中幼兒遇到的困境

並非老師可以協助解決，這時資源地介入就很重要，而資源的取得有以下幾種方

式： 

1. 大自然環境 

    透過走出教室，老師引導幼兒去觀察與發現，每個人看待事情的角度都不相

同，有時老師也會發現幼兒所關注的點與大人不大相同。透過大自然環境的踏查，

每次外出可能都會獲得不一樣的收穫。 

2. 家長資源 

    家長其實在課程進行中是很好的助力，有時可以邀請家長入班分享，或提供

相關資源，藉此也能拉近親子之間的關係，並讓家長更了解班級活動內容，知道

孩子正在學些什麼，甚至一同學習，相信這對親師溝通也會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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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區資源 

    社區資源有些老師可能認為這是最難以取得的一項資源，但其實不然，有時

實際接觸了才會知道其實沒有想像中的取得困難，且社區資源所能提供的可能遠

比我們所想地還要多出許多。如：里長辦公室、警察局、便利商店、市場、廟宇、

體育館等。另外，配合課程活動，也可一同參與社區活動，讓老師、幼兒更了解

社區的運作與功用。 

4. 教師資源 

    老師可以透過園所內的課程會議互相討論各班課程走向及所遇到的困難、如

何解決，互相給予彼此建議並參考他人的做法。另外，還有教師研習、讀書會、

增能社群、相關書籍等管道，可供教師增進自己的專業知識。 

三、結語與建議 

    透過從小進行在地紮根行動，熟悉我們所生長的土地，並進而認同、熱愛我

們的這片土地，產生情感的連結，而這份文化的認同持續地深耕與傳承，我們的

未來會有無限的希望及可能。 

    教師並不只是一份傳道、授業、解惑的工作，或許我們所能帶給孩子地遠比

我們想像的多更多。能與孩子們共同發展出屬於我們的獨特課程，而這些學習歷

程不單單只是知識、技能層面的學習，在學習的過程中，我們能看到幼兒的成長

與改變，或許幾年後，我們就能看見當時我們與孩子們一同種下的種子，茁壯發

芽。 

    綜合以上關於幼兒園實施在地化課程的討論，筆者整理出幾項建議供給幼兒

園教師參考： 

以幼兒園的所在地為起點，開始探索幼兒的生活圈。 

從幼兒的舊經驗出發，帶入情感的連結性使之產生共鳴。 

教師善用周邊資源，所有的人事物都可以是幫助我們成長的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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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補救教學之經驗分享－ 
以高雄市某偏鄉國中為例 

陳卓怡 
國立臺東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班研究生

一、前言 

社會型態的轉變，貧富不均的情況日益嚴重（徐偉民、劉曼麗，2015），從

教育的角度來看，多數經濟弱勢家庭與偏鄉地區的學童，處於更不利的學習環

境，產出更多學習成就低落的學生，然而，教育部正視到協助「學習成就低落學

生」問題的重要性與急迫性，因此積極計畫與推動「補救教學」相關政策（楊智

穎、陳怡玲，2013）。那麼，何謂補救教學呢？補救教學是指，學校或教師在評

估學生的學習困難之後，運用各種教學策略及差異化的教學方式，彌補正規課程

之不足（林佳秀、張自立、辛懷梓，2013），鞏固基本學力，讓他們的競爭力能

夠提升至平均水準（許素娟，2018）。 

根據筆者在教學現場的觀察與調查發現，多數數學科補救教學班級的學生，

家庭經濟狀況不佳（中低收入戶），家裡無法支持他們參加課後補習，父母平時

忙於工作較少關心孩子的課業表現，在班上經常被同學邊緣化，甚至被師長貼上

「不愛讀書、被放棄」的負面標籤，孩子無助的傾訴，讓筆者深刻省思到「優質

的數學科補救教學系統」對數學科學習成就低落學生而言格外重要，他們非常需

要一位具備數學科補救教學專業的教師，更需要一位能理解、走進他們心裡溝通

對話的教師。因此筆者實際擔任數學科補救教學教師，持續在數學科補救教學努

力耕耘，共同承擔責任，同時也把自身教學經驗、見解與各位分享。 

二、教學策略與實務經驗分享 

(一) 數學科補救教學任教班級之學生程度背景簡介 

二零一九年一月，因緣際會來到高雄市一所偏鄉國中擔任七年級數學科補救

教學教師。個案學校七年級數學科補救教學共分成A、B、C、D四個班級，筆者

擔任其中一班級的任課教師，班上共有八位學生未通過「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科

技化評量系統測驗」，筆者根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科技化評量系統測驗」的

測驗結果發現，未通過的學習內容其程度落在國小五年級與國小六年級兩個階

段。為了更深入瞭解學生目前在國中階段學習數學科的學習狀況及成效，因此在

課前做一個簡略的成績調查（國一上學期數學科總成績），調查結果，低分群學

生成績大約落在25至40分之間，而高分群學生成績大約落在50至63分之間，從此

數據可推論出兩件事情：第一、國小高年級數學基礎不佳，先備知識不足，導致

銜接國中數學課程有困難，再加上學校課程進度持續進行，課程難度不斷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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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的內容累積越來越多，負面效應擴大，成績很難有起色；第二、分數結果反

映出「補救教學及早介入」的重要性。以班上學生為例，他們在數學科方面明顯

落後同儕大約一至兩年的程度，目前學習國一數學的過程中也遇到多重障礙，深

刻感受到學生們的徬徨無助，若這群孩子在國小階段及早進入補救教學班級裡，

接受長期密集式補救教學，應能大幅降低「國一第一學期程度就明顯落後」的機

會發生。 

(二) 達成「符合學生課程需求、精熟學習、有感教學成效」三目標之經驗談 

 1. 課程設計與編撰教材之注意事項 

由於上課時數有限，僅20節課，為了能夠在有限的時間內補救未通過的學習

內容，同時達到「符合學生課程需求、精熟學習、有感教學成效」之三大目標，

因此筆者運用「小班教學，且校方交由授課教師自行規劃課程與教材」的優勢，

在設計課程與教材之前，先逐一分析學生「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科技化評量系統

測驗」的測驗結果，深入瞭解所有學生在各單元觀念不清與錯誤迷思的地方在哪

裡；在設計課程及編製教材的過程中，應注意課程單元的連貫性、教材內容中，

每一個授課單元盡可能融入相關舊知識，如此一來更能掌握整體學習脈絡，順利

編撰出一套學生適用的數學科補救教學教材。編撰完一套優質的教材，同時也需

要搭配有效的補救教學原則，例如：明示教學、結構化的教學程序，教學節奏清

楚流暢、協助學生把授課內容與先備經驗、生活經驗做有效連結（使學生更快速

融會貫通，理解教師所要表達的意涵）、適時給予稱讚與獎勵等有效補救教學原

則，如此一來將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教學成效。 

 2. 「重複性多元評量」達成精熟學習目標 

張新仁（2001）指出，補救教學是一種「評量－教學－再評量」的循環歷程，

「再評量」是教學過程中的重要一環，它具有三大功能：第一、可以更清楚、快

速瞭解學生對於課程內容的精熟程度。第二、可參照評量結果作為調整課程進

度、課程內容的難易度的重要參考依據。第三、評量能夠促使學生上課時更加專

注學習，養成課後回家主動複習、預習之習慣，提高學習效率。因此，每當進行

完一段落的教學活動後，筆者會立即進行「已教過單元」的重複性多元評量（包

含：筆試評量、口頭評量、遊戲形式的評量），不斷試驗學生的課程精熟度。 

 3. 有感的教學成效 

經由多層次的重複性評量，結果發現，學生整體的程度有顯著提升，證實「多

層次的重複性評量」對低成就學生的學習十分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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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學生的課後回饋 

進入課程尾聲，班上兩位學生遞了紙條給我，其中一張紙條上面寫道：「老

師，您教的數學課很棒，我覺得我有學到東西，瞭解很多以前不知道的數學，謝

謝老師在寒假的時候還來幫我們上課」；另一張紙條上面寫道：「陳老師，謝謝您

這幾天的付出，讓我瞭解到原來只要用對方法就能破解每道題目，我非常感謝您

沒有放棄我們，我們會繼續加油的！」 

(三) 數學科補救教學的實施困境 

進行本次補救教學面臨到一項瓶頸，班上有位學生為校隊球員，上補救教學

課程前必須集合練球，但由於球隊集訓時間較長，佔用到學生第一節課的上課時

間，相對教師、行政單位在管理班級出缺席情況、教學進度、班級秩序皆受影響，

教師感到十分困擾。 

(四) 數學科補救教學實行之困境解決方式 

根據上述情況，筆者實際與球隊教練、學生溝通：「上補救教學課程期間，

還是得配合學校的規定，準時進教室上課，避免造成教師與行政單位管理出缺席

之困擾；而且如果不準時進教室，會影響到教師的教學進度，還有其他同學的學

習權益。」球隊教練、學生十分認同筆者的說法，從第二天開始，該位學生就準

時進教室上課。 

三、結語與建議 

(一) 結語 

在教學生涯，我始終秉持著「把每一個孩子帶上來」、「耐心、耐心再耐心」

的教學信念，並選用適合學生程度的教學策略與方式，與逐步教導學生用正確的

學習方法學習，深信孩子們一定教得會、學得通。看到學生們能夠確實學會每個

單元的重要能力指標，程度有顯著進步，就是給予教師最棒的回饋。最後，感謝

學生們給予的鼓勵與支持，相對的我也肩負著更深一層的期許，我將會在補救教

學領域持續努力付出，用熾熱的心面對教學工作，用熱情與耐心帶領學生，點亮

孩子燦爛的未來。  

(二)建議 

許多教師經常在「準備（編撰）教材」方面感到苦惱，猶豫是否要「依據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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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學生的程度，個別準備客製化教材」，還是要「全班學生適用同一套教材」呢？

依據筆者的教學經驗，若一個班級平均有五位以上的學生，一位教師要幫助每位

學生準備客製化教材與學習單，執行上實為有困難，所以在此情況下，為了盡可

能符合全體學生的學習需求，於學習瓶頸之處對症下藥，筆者建議教師們在準備

（編撰）教材前，不妨先逐一分析每位學生「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科技化評量系

統測驗」的測驗結果，清楚知道學生程度水平大概到哪裡，並且將他們在「各單

元觀念不清與錯誤迷思之處，統整成一張清單」，接著再以「各單元觀念不清與

錯誤迷思之處」為起點，找出各單元學生已學習過的「相關舊知識」，彙整出一

張清單，最後，將上述兩者結合一起，繪製成一張心智圖。如此一來，較易編撰

出一套有系統且盡可能符合全班學生學習需求的教材，而且各單元應傳授的觀念

較不易有疏漏情形發生。 

舉例來說，筆者分析完學生「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科技化評量系統測驗」的

測驗結果後，發現多數學生於「用短除法求兩數的最大公因數」、「用短除法求兩

數的最小公倍數」兩部分成績不理想，有待補救加強，因此筆者在編撰教材之前，

先找出「用短除法求兩數的最大公因數」、「用短除法求兩數的最小公倍數」兩單

元的「相關舊知識」，包含：因數與公因數、倍數與公倍數、質數、合數、質因

數、互質等舊概念，並且以心智圖的方式呈現。在教材內容的擺放順序方面，先

把上述的「相關舊知識」放在「用短除法求兩數的最大公因數」、「用短除法求兩

數的最小公倍數」兩單元的最前面，「用短除法求兩數的最大公因數」、「用短除

法求兩數的最小公倍數」兩單元的教學內容放在其後方。這樣的做法是顧及到，

不見得每位學生過去的學習基礎是紮實的，有可能似懂非懂，為了確保過去所學

的觀念是完整、正確的，所以幫學生做舊知識回顧的過程是必要的，快速複習一

遍，在複習的過程中，若學生有不清楚的地方，就立刻破解盲點；當進入到「用

短除法求兩數的最大公因數」、「用短除法求兩數的最小公倍數」兩單元時，學生

們很快就能融會貫通、舉一反三，看到他們良好的學習成效、充滿信心的愉悅表

情，筆者也感到十分高興、充滿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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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國小學童數位閱讀素養之我見 
李悅麟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一、前言 

為了提升孩子多元智能、興趣和性向及終身學習的能力，《十二年國民基本

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提出「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的願景，以

「自發」、「互動」、「共好」為理念。而如何達到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的目標，閱

讀能力為其中關鍵，若自小培養孩子的閱讀素養，提供彈性多元的學習選擇，便

能促成適性發展，終身學習的目標。 

現今所處資訊爆炸的世代，在閱讀素養方面，孩子除了需閱讀傳統紙本外，

亦需要有掌握數位資訊的能力。近年來，受到社會環境與科技媒體發展迅速的影

響，數位閱讀素養成為 21 世紀國民的關鍵競爭力。本文將由數位閱讀素養的意

涵起筆，爬梳臺灣國小學童數位閱讀素養的現況、臺灣國小學童數位閱讀素養偏

低的因素，並試圖提出提升臺灣國小學童數位閱讀素養的幾個面向。 

二、數位閱讀素養的意涵 

廣義來說，凡透過數位媒介形式進行的閱讀活動，皆可稱為數位閱讀。根據

張郁雯、林育沖、宋曉婷、游婷雅、丘嘉慧（2014）編著的數位閱讀素養學習活

動手冊，數位閱讀素養的核心能力與內涵為： 

搜尋：界定問題，確定所需要的訊息，並能使用關鍵詞搜尋 

瀏覽：網頁的閱讀及批判與評估訊息 

整合：組織訊息及整合跨媒體的訊息 

綜上所述，數位閱讀素養即為學生資訊搜尋、瀏覽與整合的能力。這和閱讀

素養之間的差異，不只是數位訊息與紙本之間的閱讀媒介差異，還因為數位閱讀

沒有固定的排版結構、訊息形式更多變化、閱讀順序也不是線性順序，而且內容

的正確性也有待商確，故而數位閱讀遠比紙本閱讀還要更加多元和複雜。 

三、臺灣國小學童數位閱讀素養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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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際教育成就評鑑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IEA）主持的「閱讀素養能力國際性評量」（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 PIRLS）主要為調查不同國家四年級學童的閱

讀素養，藉由施測結果作為改善國家閱讀教育政策、閱讀教學方法以及閱讀習慣

的依據，臺灣從 2006 年參與施測，2016 年為第三次參加。 

2016 年調查結果顯示，臺灣學生的排名與分數相較過去，都有顯著進步。

值得注意的是，自 2006 到 2016 年這 10 年來，臺灣學生閱讀成績呈現穩定進步

狀態。整體而言，臺灣學生在 PIRLS 2016 的亮眼表現，可能是過去多年來，由

中央與地方政府、學校、教師及民間共同努力的成果。惟 2016 年新增的 ePIRLS
調查，結果顯示臺灣的數位閱讀素養大幅落後紙本閱讀素養，值得關注。  

四、臺灣國小學童數位閱讀素養偏低的因素 

  根據柯華葳、張郁雯、詹益綾、丘嘉慧（2017）編著的 PIRLS 2016 臺灣四

年級學生閱讀素養國家報告，影響臺灣學生數位閱讀的因素分為以下三個層面，

並佐以統計數據說明： 

(一) 學生資訊能力的自我評估與網頁瀏覽行為 

臺灣學生對自我資訊能力的評估在參與國家中最低，而且多數學生每天會使

用電腦玩遊戲、看影片和聊天，但是在家中和學校很少使用電腦做功課。 

96%的臺灣學生選擇正確的網頁閱讀，但有 18%的學生去點選廣告，是參與

國家或地區中最高的。此外有 37%的學生會反覆比較不同的網頁，透過不同訊息

的蒐集，進而回答整合的題目，但另外 63%的學生並不會反覆比較不同網頁的訊

息。 

(二) 家庭數位環境與學校電腦資源 

臺灣家庭數位學習資源在有參加排名的國家或地區中，排名倒數第二。表示

學生家中能提供給學生使用的數位學習資源不算豐厚。 

臺灣有 38%的學生是 1 至 2 人使用一部電腦，39%的學生為 3 至 5 人使用一

部電腦，21%的學生是 6 人或以上使用一部電腦。跟參與的其他各國相比，有很

大的差距，且 6 位學生或以上使用一部電腦的比例高於國際平均。因此，教室電

腦設備不足是臺灣要面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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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閱讀課堂上的數位教學活動 

在臺灣的閱讀課堂上，有 8%的教師要求學生使用電腦尋找訊息，國際平均

為 25%；有 7%的教師要求學生使用電腦探究一個特定主題或問題，國際平均為

19%；有 7%的教師要求學生閱讀數位文章，國際平均為 19%；有 5%的教師教授

閱讀數位文章的策略，國際平均為 13%；有 8%的教師教授網路閱讀批判性思考，

國際平均為 17%。 

根據上述資料顯示，臺灣在閱讀課堂上數位教學活動的比例與國際相較之

下，實有偏少的現象。 

五、提升數位閱讀素養之道 

想要提升國小學童閱讀素養，可以從家庭、學校與環境這三方面來說明未來

可以努力的方向。 

(一) 家庭方面 

許多家長對於讓孩子在家裡用電腦上網抱持反對的態度，因為多數學生只會

使用電腦玩遊戲、看影片和聊天。因此，首先應該鼓勵家長以正面、樂觀的態度

看待孩子使用電腦上網，當然家長同時必須親身教導孩子正確使用網路的方式與

技巧，讓孩子知道網路可以用來搜尋並閱讀資訊。 

(二) 學校方面 

在學校設備方面，與其新增電腦教室，不如在每間教室都設置電腦，讓孩子

可以隨時自己查資料、閱讀。碰到問題時，教師也可從旁指導。 

教師教學方面，增加線上閱讀相關教學課程，因數位閱讀能力是需要學習

的。教師沒有提供孩子用電腦做報告、學習運用線上資訊的機會，當然數位閱讀

素養就無法培養。最好的做法就是讓線上數位閱讀的學習融入各領域教學中，學

生和教師隨時都能上網查資料、整合資訊、自主學習。 

(三) 環境方面 

除了家庭和學校之外，圖書館是很好的利用場所，不管是學校圖書館或是

公、私立圖書館，若是都能設置充足的電腦設備，還有受過訓練的指導人員從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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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如此一來，家裡數位學習資源較缺乏的孩子也能有學習的機會。 

此外，國內專屬兒童的網站跟國外相比實在太少，政府可以參考國外兒童專

屬網站，率先為兒童設立專屬網站，讓臺灣兒童有適合的網站可以學習。 

六、結語 

閱讀素養是學習重要的關鍵能力，更是通往其他能力的大門。為了呼應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提出「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的

願景，數位閱讀素養在家庭、學校以及環境方面，皆有可以推展的空間。ePIRLS
調查正好提供我們作為借鑒，藉此凸顯我國數位閱讀素養尚待進一步地經營與培

養。期待政府未來能持續以提升學童數位閱讀素養為方向，落實推動多元的閱讀

教育，並建置合宜友善的數位學習環境，提升學童數位閱讀素養，以期能達到讓

每位學童成為「終身學習者」的核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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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陽下的都市原住民文化 
黃雅惠 

高雄市立屏山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教師 
 

一、前言 

  臺灣有著閩南人、原住民、外省人、客家人以及新住民等多元族群，以及不

同性別、不同階級、不同生活型態、不同價值觀…等相異之個體共同生活在這一

座寶島上。然而，在社會發展脈絡之下，各族群之間衍生出相對強勢與相對弱勢

的不平等現象。漢人及中產階級為相對強勢之文化群體，反觀相對弱勢族群之一

的原住民族，其語言和文化傳承，往往在主流社會中被忽略，甚至是被壓迫。張

耀宗(2016)指出如果是弱勢群體遇到優勢群體時，由於優勢群體控制所有的傳播

(diffusion)管道，弱勢群體的聲音常被「消音」，為了生存必須操持跟優勢群體同

樣的文化，自身的文化便逐漸淪喪，此種現象即是「同化」(assimilation)。許多

原住民為了在競爭的臺灣社會中生存，持續地遷居至都市。然而，都市原住民因

遠離母文化，長期處在主流文化社會中，無形之中難免會被同化。豐富而美妙的

原住民族傳統文化與語言，因漢化情形嚴重，而逐漸失落，令人不得不感嘆「夕

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二、對不公平教育之意識覺醒 

  我是一名公幼教師，現今服務的學校位於高雄市左營區，在我的班級中，每

一學年基本上都會近五分之一比例的原住民幼兒。 

  從社會學和多元文化的角度去檢視學校教育，我開始意識到教育現場許多不

公的問題，並反省自身。Allan G. Johnson(2003)表示我們總是在一個比我們自身

更廣大一點的世界參與著社會生活，如果我們要瞭解社會生活，以及社會生活對

人們的影響，我們就必須瞭解那個大一點的世界是什麼，以及我們如何在其中參

與。劉美慧(2016)表示由於教育無法價值中立，而是與社會、政治、文化脈絡緊

密連結，因此，學校的環境與結構經常從主流文化的角度來考量，忽略了弱勢族

群學生的文化與需要，造成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不公平的學習機會與學習成就。

從班級課堂放大到臺灣教育現場，把教學上的問題，放在社會脈絡來檢視。雖然

《原住民族教育法》（2014）第 20 條敘明「各級各類學校相關課程及教材，應採

多元文化觀點，並納入原住民各族歷史文化及價值觀，以增進族群間之瞭解及尊

重」，但是臺灣學校教育普遍可見在教材、課程與教學的安排和實施中，因為強

勢文化霸權，而呈現偏頗的教學內容。在都市學校上課的原住民學生，普遍被迫

學習大量主流的文化、語言與知識，對於母文化、族語的認知與接觸少之又少。

在臺灣社會，漢人中心的學校教育與教育體制成為再製(reproduce)原住民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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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和社經地位的一部結晶機器(李淑菁，2016)。 

    教育是被高度看重的公共資源。教學無可避免地涉及分配正義，而做為分配

正義的代言人，教師有責任將不同種類的教育資源做符合正義原則的分配(楊巧

玲，2016)。自小在閩南文化耳濡目染中長大，相對之下，我的教學內容與運用

的教育資源不自覺地偏向主流的閩南文化。再加上多元文化教育素養以及教學資

源的缺乏，課堂上多為實施「貢獻取向」文化教學活動，鮮少帶領幼兒去深入理

解與學習原住民族的歷史、文化和語言，只停留在表面的認識。大部分是搭配主

題課程、節慶或特殊活動說的原住民神話故事、跳的原住民舞蹈、看的原住民習

俗與建築圖片，或是臺灣母語日邀請原住民家長來班上教幼兒一、二句簡單的布

農族生活用語，體驗穿著原住民服飾。如此的教學分配，顯然不符合分配正義；

如此的教學內容，也顯然是帶著主流文化的觀點以及粗淺的原住民文化瞭解，去

實施文化教學。此外，《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2016)明訂「每位幼兒來自

不同的家庭，也帶著不同的文化進入幼兒園。在教學的過程中，教保服務人員宜

重視生活環境中各種文化的獨特性與差異性來實施教保活動課程，使幼兒能體驗

並認識不同的文化，進而接納和尊重不同的文化」。張盈堃(2016)也指出教育並

不是提供每一位幼兒完全相同的教育，而是要提供適合其背景與經驗的教育，在

語言方面，更應肯定幼兒母語的重要性，及其在所屬社群中使用母語的適當性。

班上有原住民幼兒，我卻總是在課堂中實施與原住民族母語、生活經驗脫節的教

學內容，除了未遵行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對於這些幼兒而言更是不公且不

利的。 

    如同 Allan G. Johnson(2003)在《見樹又見林》一書所言：「跟我們有關，也

跟我們無關。」雖然本身是閩南人，但是我很喜歡原住民的文化和語言，從未有

排斥或歧視的心理。但是從見到教育現場中的樹，再去見背後社會運作的那一片

林，我現在才領悟到，自己從未在學習生活歷程中感受到或遭遇過少數族群所受

的壓迫，過去才會在教學現場中，與主流文化站在一起，參與不公社會中的一環

而不自知。若非近期接受多元文化教育思維的洗禮，實在很難去敏覺與翻轉自己

習以為常的漢人中心教學設計。然而，為了促進學生學習機會均等及學習成效，

身為教師的我，決定放下主流中心的意識型態，去探究都市原住民族群的學習背

景對於學校教育的影響，並設法解決問題。 

三、探究都市原住民種族、社會階級與學校教育間的交織影響 

  除了種族文化差異，出身不同階級的家庭，也會為學前幼兒帶來不同的學校

教育經驗。Lareau(2015)在《家庭優勢》一書中主張社會階級對形塑家庭參與學

校教育有顯著的影響。家長的行為會導致「一般化」和「客製化」兩種不同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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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經驗，而聯繫型態會為某些孩子帶來教育上的利益。然而，雖說原住民族在臺

灣社會屬於少數且較弱勢的族群，但是原住民也有階級之分。因此，我想進一步

探究在種族與階級的交織下，對於都市原住民幼兒之學校教育影響為何？ 

(一) 長期進行班級觀察 

觀察自身班級，原住民族之間的社會階級的確會影響家長參與學校教育，並

非形成「客製化與一般化」幼兒學校經驗的差別，而是在於母親是否常進出學校、

教室；幼兒的學習作業是否如期繳交、完成度高；幼兒能否準時上學；幼兒的學

用品是否充足；家長能否如期繳交學費等部分的差異。然而，中產階級家庭的原

住民媽媽因為另一半常在軍中，必須身兼父職，教養工作沉重和育兒壓力大，也

無法有效動用其文化資本，帶給孩子更多元的教育經驗。 

(二) 進行方便取樣的實徵研究 

對班上三名原住民幼兒的母親進行一小時的「焦點團體訪談」。訪談對象皆

為家庭主婦，另一半皆為軍人，三方皆屬於中產階級家庭，群體組成性質相同。

此外，對班上一名原住民幼兒就讀國小六年級的姊姊，進行一小時的「深度訪

談」，出自勞工階級家庭，父親的職業是貨車司機，母親則是從事區公所提供的

低收入戶代賑工工讀，家庭經濟所得符合低收入戶補助資格。 

  同是都市原住民，不同階級家庭生活之下，雖部分生活經歷相似，但是家長

與學生看事情的角度不一，對文化認同的程度有差距，幼兒在家教養方式也有

異。經分析訪談結果，列出以下研究發現： 

1. 來自不同族群的原住民家長，因為生活，不得不遷移到都市生存。因為在都

市生活，母語的熟悉與使用情形一代一代減少，唯老一輩長者會比較在意。 

2. 雖認同母語的使用，都市原住民家長反應自身母語能力不佳，加上子女在校

學習管道缺乏，因此子女無法學習到正統的母語。認為原住民多族語言與文

化教育在學校實施有困難，導致對母語及母文化傳承感到放棄。而都市原住

民學生則對主流文化影響母文化學習無感，認為學校教育現況並無不妥。 

3. 不論是都市原住民家長或學生，對於母語較大的學習動機在於「族語認證」

證照的考取，皆看重大考時的加分制度。其中，都市原住民學生對於種族差

異之一的感受是要考族語認證，而都市原住民家長則感受到大眾對於加分制

度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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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致認為校內的主科學習很重要，但是不贊成學校在鄉土課程中只教導閩南

語，孩子不太會講，回家講閩南語大人也聽不懂。 

5. 對於回部落和參加部落祭典，就算路途再遙遠，都市原住民媽媽們都嚮往回

家鄉部落生活，但是都市原住民學生認為都市較便利，沒有很喜歡回去，未

來想定居在都市。 

6. 在家都是媽媽負責子女教養的主要照顧。不同的是，回家後中產階級家庭的

都市原住民媽媽在家會主動關切幼兒在校學習情形，並協助完成課業；勞工

階級家庭的都市原住民學生回家後在課業上有問題，要自己去找媽媽協助解

答，且要負責家事與照顧弟妹的工作。 

四、結語與建議 

  在臺灣社會中，原住民族長期受到壓迫，即使政府明文立法維護原住民族的

語言及文化，也推動一些補償性政策，展現打造多元文化社會的美意。但是實際

上在主流文化霸權與社會資源分配不公之下，大環境的不友善，讓許多都市原住

民對自己的母文化和母語傳承感到放棄，在世代間被迫適應主流文化教育並疏離

母文化，漸進造成失語及文化斷層問題，還要因升學加分的差別待遇，害怕被大

眾貼負面標籤。 

豐富的原住民族語言和文化，實為臺灣珍貴的資產。身為一名幼兒園教師，

我認為不能再放任原住民族美麗的語言與文化如同夕陽西沉，應該更積極地從教

育面去搶救原住民族的語言與文化，由教育部、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各縣市

教育局、學校、教師、專家與部落耆老等，縱向與橫向的串聯起來合作復興之，

使其蒸蒸日上。 

在教育的立基點上，因應研究發現，對臺灣教育當局及相關單位，提出下列

建議： 

1. 推動鼓勵性的實質措施，積極培育各族群的原住民教師，補齊具備多元

文化教育素養的專業師資或族語教師。此外，編列充足的經費供學校聘

任專任教師。 

2. 開放學校自編在地教科書的權限，將在地原住民族的母語、文化、歷史

和文學融入於教材。此外，邀請原住民族的專家或耆老，加入編定各級

學校教科書相關章節的行列，增進教科書的多元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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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充分運用現今進步又便利的網路科技媒體及數位化設備，實施原住民族

語線上教學，製作與推廣優質的原住民族語和文化教學影片。 

4. 規劃多元文化教育研習、原住民族文化推廣績優學校的觀摩活動，發展

在職教師的多元文化教育素養。 

5. 因應都市原住民的需求，規劃原住民教育。 

    增加專業師資與多元的學習管道，提升教科書內容的多元文化視角，活化、

充實與推廣原住民族教學資源教材，若能真正落實，相信能改善師資及教學資源

不足的問題。如此一來，原住民學生不管身處原鄉或都市，都能比以往更加有效

地學習正統的母語，認識自己的母文化，而非走馬看花去學他族的語言，也可避

免在教科書上由主流文化者的角度來認識自己的族群，從教育上真正受惠。 

然而，學校教育除了影響幼兒習得的知識，也影響其意識與態度的建立。身

為幼兒園教師，站在教育的前線，應在課程與教學上做公平且完善的分配，並實

施幼兒多元文化教育。建議幼兒園的教保服務人員配合班級幼兒的母文化實施適

性教學，在教室加強多元文化元素的佈置，在教學中加入幼兒的生活經驗，並採

用多元文化教材與資源，透過活潑且多元的教學方式，如：合作學習、提問討論、

實物學習、遊戲、故事閱讀、歌唱律動、生活情境扮演、DIY 及多媒體輔助教學，

鼓勵班上幼兒使用母語，認識、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學習與不同族群的幼兒相

處，並嘗試從不同角度進行思考和對話。相信能提升各族群幼兒的學習動機，強

化原住民族幼兒的我群文化認同。另外，更建議教保服務人員積極邀請原住民族

的家長或是社區人士來校參與族群教學，連結家庭、社區與學校的文化教育。 

  面對來自不同種族、語言、文化和階級等多元背景的學生，教師除了應公平

對待，更要在教育機會均等的原則下，提供其「積極性差別待遇」，挹注更多教

學資源，給予更多關懷，以提升弱勢族群學生的學業成就，努力帶起班上的每一

個孩子，營造一個友善關懷的教學環境。此外，教師也要多多同理與關心弱勢族

群家長，說一句：「辛苦了，需要協助請儘管告知。」或許能讓他們在與社會競

爭共處時、受壓迫的生活中，多些溫暖、少些阻礙。 

  從事以生命影響生命的教職，不能只單會遵循由上而下的教育政策與課程規

劃，更要由下而上，從教育現場出發，以社會學及多元文化的角度，去關心教育

的大小事。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難，雖然社會本就存在許多不公平，但是我仍

深深相信，從自身去嘗試改變現實所知所見之問題，小小的力量，一定會對這社

會產生一點點的助益，也會點燃這些國家未來幼苗們的小小火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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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行」、「不行」 
陳雪琪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家」是養成一位「人」的氣質、個性、行為、態度、社會互動等發展之根

本所在，筆者認為即使後天成長環境及教育影響再大，也敵不過一出生便所聽、

所聞、所接觸的家更為重要。王珮玲（1992）的研究指出，當父親愈採拒絕、命

令、忽視、物質懲罰的教養方式時，相對的，兒童的社會能力也愈不好；而母親

愈採忽視和物質懲罰教養方式，則兒童的禮貌愈不好。身為教育工作者已有六、

七年的筆者，在現場觀察發現當家長對孩子的負面行為經常採以言語責罵或物質

懲罰之管教方式時，孩子往往無法調整其負面的行為，甚至會衍伸出更加負面的

行為態度與人際互動。 

而潘佩妏（2015）運用林孟螢所翻譯的「父母教養方式量表」進行幼兒攻擊

行為、社會技巧與父母教養方式之相關研究，發現在「民主威信（authoritative）」、
「專制權威（authoritarian）」及「寬鬆放任（permissive）」三種父母教養方式中，

採取民主威信型的父母較能關注與回應孩子的需求，並能設定幼兒合理的行為範

圍，對於幼兒的社會行為發展有很大的幫助。 

由此可見，父母親的一言一舉不僅對於孩子社會互動發展有影響，更是孩子

模仿學習的基礎對象，因此，「家庭」能否發揮正常的功能將扮演著孩子成長的

關鍵角色為本文探討之重點。 

二、家庭教育之影響 

許多人認為，孩子的學習始於上幼兒園或上小學，但其實孩子在出生的第一

天便開始學習了，而面對一位從出生、接觸的人事物都是新體驗的孩子，家庭將

帶來什麼影響呢？筆者就以下幾點論述。 

（一）孩子的第一位老師-父母 

芝加哥大學小兒外科學系教授、也是做小兒耳蝸植入手術的醫師唐娜‧薩斯

金（Dana Suskind）強調，嬰幼兒接觸到語言的質和量，不僅能預測孩子未來語

彙的發展，同時影響智商、數學、空間能力、創造力、同理心等一連串關鍵能力

發展，這些都會影響孩子未來的學習和一生（引自陳雅慧、賓靜蓀，2018），若

要不錯失孩子的學習機會，便應從孩子第一位老師－「父母」身上開始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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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雙薪家庭的困境 

經筆者在教育現場的觀察發現近年多數的孩子成長背景為雙薪家庭，可看出

有些父母在工作之餘欲撥出零碎時間陪伴孩子，卻還是經常以「工作很忙，下班

回家就要睡了」、「這禮拜沒時間陪孩子閱讀故事書」作為收場；也有部分父母以

工作為由安排許多所謂的「才藝課程」來填補孩子學校以外的時間，這看似豐富

的學習生活，卻無法填補孩子心靈所需，常常搞得父母及孩子雙方都很忙碌，每

天見面、相處的時刻便是晚上睡覺時間了。因此，就此現況，家庭對此該如何解

套是值得思考之處。 

（三）家庭時光的重要性 

在 2018 年八月的親子天下文章中，黃敦晴（2018）提到美國史丹佛大學教育學

院資深講師波普（Denise Pope）與同事共同進行的研究指出，遊玩時間（playtime）、

休息時間（downtime）、以及家庭時間（family time）能夠避免孩子出現危險行為、

心理問題以及成績不佳的重要因素。任何年齡的孩子，每天都需要三種時光(簡

稱 PDF)，才能擁有身心學習的最佳狀態，因此，是否擁有足夠的遊玩時間、休

息時間以及家庭時間跟孩子未來能否成功、建立重要的社會互動技巧、表現出正

向行為有極大的關連，而其中「家庭時光」便是筆者所欲談的家庭教育中重要因

素。 

三、家庭教育之建議 

綜合上述的家庭教育之影響，家長如何在工作之餘有效達到親子互動，身為

教育工作者的筆者經常會給予家長以下的建議，不妨將生活的重心與方向調整一

下，使父母親與孩子擁有更親近、甜美的家庭生活： 

（一）規劃每日家庭時光 

    家庭時光不需一次就佔據很長的時間，即使是 20 或 25 分鐘的相聚時刻都能

產生效果，即是波普所說的家庭時間。把家庭時間變成重要優先的事，挪出家人

共處的時間，例如：一起吃晚飯、飯後一起散步、一起到公園玩耍，一起去超市

買東西...等，一起完成簡單、生活中會出現的固定作息，不需特別花大錢，也毋

須特地安排便能達成家庭成員相處的時光。 

（二）提供「運動」相關活動 

    現在的父母有很大的壓力，當孩子一出現「空白」時間便急著要其時段填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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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孩子安排營隊、學英文、學音樂等活動，結果孩子的生活都被塞滿了，連喘息

的力氣都沒有，何況是增進親子關係的機會。非營利組織 ParticipACTION 公布的

加拿大兒童整體體育活動最新研究指出達到運動量指標的兒童比沒有達到指標

的同學較有創意、理解能力較好、較少犯錯，較少患有抑鬱或焦慮症等精神健康

問題，並且記憶力較佳、專注力時間較長、自信心亦較強(取自駐美國代表處教

育組，2018a）。而我國也在《幼兒園教保服務實施準則》第八條明定，幼兒園所

每日應提供幼兒三十分鐘以上之出汗性大肌肉活動時間，以此借鏡，若非得安排

課外活動，筆者建議可以「運動」相關的活動為主，且父母也能以運動為休閒活

動來與孩子進行互動。 

（三）建議學校安排親子共讀 

    筆者所在的幼兒園每週會安排孩子從學校借閱一本繪本回家與家人進行親

子共讀，從孩子分享如何與家人閱讀的表情中可看出孩子是非常期待與家人一起

閱讀的時刻。而根據最近一期在小兒科醫生專業期刊發表的研究，父母或是照顧

者從孩童出生後經常為其朗讀和一起遊戲，將對其社交與情感發展有長期助益，

且紐約大學小兒科與人口健康學副教授 Alan Mendelsohn 表示，閱讀與遊戲會影

響孩子的感受和行為，甚至會影響他入學之後的學習(取自駐美國代表處教育組

（2018b）。筆者建議在親子在進行共讀時，可運用趣味的遊戲、角色扮演的方式，

一方面提供孩子社會技巧相關策略，另一方面透過正向引導與鼓勵，使幼兒從中

得到適當的抒發方式。 

四、結語 

在現代少子化的社會中，每一位孩子皆是父母親心中最重要的寶貝，身為教

育工作者的筆者認為要培養孩子擁有正向的人格發展，以及良好的社會互動學校

教育固然重要，但如何不過度寵愛、支配孩子的生活，造成教養、親子間關係之

失衡，家庭教育則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及關鍵所在。 

身為教育工作者在進行親師溝通時，應給予正確且正向的觀念，「父母親一

廂情願的愛，往往會讓孩子感到更痛苦」，家庭功能不在於提供孩子學習了多少

的才藝，或安排了多少活動，而是父母親每天能陪伴孩子多少時間，滿足家庭教

育的功能才是孩子成長中最為珍貴的一環，若能將此謹記在心，相信必能增進其

親子關係，而達成家庭教育實質上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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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權增能評鑑於中等教育之分析與應用 
鄭肇豪 

臺中市立臺中第二高級中等學校訓育組長 
黃巧妮 

臺中市立龍津高級中等學校教師 
 

一、前言 

台灣近十年來教育理念受到後現代思潮之影響，逐漸重視受教者及教育者批

判能力之培養，在教育政策上，亦極力擺脫中央化、單一化之政策，重視多元化、

去中心化之觀點，因此，學校本位管理（school-based management） 概念逐漸落

實於教育現場。學校本位管理強調中央權力下授之觀念，重視學校與社區之脈

絡，各校在課程、教學、經費、人員聘任…等方面，有更高程度的自主權。12
年國教課程綱要中將課程分為兩大類:「部定課程」及「校訂課程」，其中校訂課

程中彈性課程、彈性學習比例皆增加，重視學校設計課程，以形塑學校教育願景

及學生適性發展（教育部，2014）。 

課程設計、適性教學權力下放，使得教學第一現場的教師肩負重大責任，教

學成功與否與教師專業能力有相當大的關聯，因此，如何透過有效的評鑑，協助

教師教學與改善學生學習，對於未來 12 年國教課程推動扮演重要的關鍵。根據

課綱實施要點之說明，課程評鑑結果不做評比與排名，可結合校內外資源，鼓勵

教師個人反思與社群對話，以達成課程與教學變革與創新（教育部，2014）。課

程評鑑轉為由教師社群內提供教師回饋與成長，給予教師更多權力之概念。此精

神與賦權增能評鑑(Empowerment Evaluation) 理念相符，「相信教師有能力，藉

由更多機制的協助，引發更多能力」（郭昭佑，2001）。 

賦權增能評鑑重視社群自主、績效責任、評鑑人員之引導，與教師專業發展

支持系統相符，轉化過去評鑑上對下階級之關係，重視由下往上的評鑑觀點。轉

化後的新評鑑方式，能落實教師的賦權增能，促進教師與同儕間彼此自我檢視，

改善教學內容及方式，提升教學之成效（馬惠娣、李新鄉，2007）。因此，本文

章將探討賦權增能評鑑執行策略，並提供相關建議。 

二、賦權增能評鑑之理論 

(一) 賦權增能評鑑之緣起 

賦權增能(Empowerment) 是授權、下放的概念，強調對於自覺重要之議題

投入關注，進而採取行動，提升自我能力、促進權力轉換之歷程。首位將賦權增

能概念用於評鑑上，並提出「賦權增能評鑑」的學者為 Fetterman，Fetterman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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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賦權增能評鑑之解釋為：「使用評鑑的概念、技術與發現，以協助改進環境與

自我決定之過程。」且使用的評鑑方式包含質化及量化方法，主要目的在於進行

計畫的評鑑(Fetterman，1996)。賦權增能評鑑主要目標是要增進方案計畫的可行

性，主要策略有:1.提供方案相關利益者工具，以達成計畫執行、自我評估；2.
評鑑能落實於在方案計畫評估與經營中(Wandersman et al，2005)。賦權增能評鑑

藉由教導組織成員自我評估，協助其成長，並強調促進成員間的批判思考及社群

討論(Charity & Debbie，2014)。從以上學者之解釋可了解，賦權增能評鑑使用工

具多元，質化與量化方法兼具。評鑑過程不以過去只強調評鑑者的角色，轉化被

評鑑者的角色，強調受評鑑者自我分析與評估，而評鑑者同樣不像過去研究，扮

演監督之任務，強調評鑑者促進之引導，重視利益相關者共同合作與評估，協助

受評者自我評估、訂定計畫，達成預期之目標。賦權增能評鑑不以現行角度看待

受評者之能力，而是重視受評者未來發展之面向，形式上含有形成性評鑑及近側

發展區之特質，著重當事者未來發展之潛能。 

(二) 賦權增能評鑑實施步驟 

賦權增能評鑑並不如傳統評鑑由外在評鑑者對環境、方案進行評鑑，而是強

調方案相關成員對於計畫、方案的評鑑有主動性的參與權。賦權增能評鑑認為當

組織中的成員能在評鑑過程中進行有意義的自我評估及參與計畫籌備討論，則成

員們將會根據評鑑結果更主動、更有意願的參與組織運動與方案執行。而評鑑者

的任務在評鑑初期要教導成員如何進行資料收集與分析，並執行自我評鑑；在自

我評估後，評鑑者則要轉為協助者的角色，根據成員所訂定的目標及計劃，引導

其執行並給予必要之協助。2001 年 Fetterman 提出賦權增能評鑑應用時的三個步

驟:1.定義任務(establish their mission or purpose):。2.檢討與評估(take stock or 
assess their current state of affairs)。3.計畫未來(planning for the future)，其執行方

式說明如下(Fetterman，2001)： 

1. 定義任務與目標(establish their mission or purpose) 

賦權增能的第一個步驟就是詢問組織成員對於任務之定義，這個步驟有可能

在短時間內即完成。首先必須進行一個開放性的討論會議，並盡可能讓更多組織

成員共同討論，討論過程中允許所有成員對於方案任務有不一樣的看法或創新的

想法，透過協商、討論、評估等過程，對於方案任務有更具體之定義。任務之定

義並不需要所有成員皆喜歡，但必須所有成員均認可且有共識去執行之任務。 

2. 檢討與評估(take stock or assess their current state of affairs) 

本階段評鑑者的任務是促進者的角色，請成員們列出 10 至 20 個對於方案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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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幫助的活動清單，接著並請方案成員們對於活動清單上的活動加給評分，可

採取 1-10 分（10 分表示最認可、1 分表示最不認可）的機制，並紀錄對於各項

活動的評價。評鑑者在評分後要扮演促進討論的角色，成員可以透過對話過程提

出對於支持活動的解釋或證據。最後，成員們再根據這些對話與討論修改評分，

並計算出最後結果，以了解可行之活動方案。 

3. 計畫未來(planning for the future) 

    在對於活動進行投票並說明後，接下來方案參與者將被要求以第二階段所構 
思的活動為基礎，設計未來的執行的計畫，訂下每項活動的目標、執行策略，並

建立活動督導步驟及達成之檢視證據。方案參與者是對於方案最了解的專家，被

授權組織計畫，擔任領導之角色。 
    賦權增能評鑑之實施除了上述三項步驟外，執行過程中必須以十項原則為基

礎，重視社群知識價值、訓練學生自我評估技能、民主審議討論、廣納成員巧思，

評鑑者在過程中，要保持促進與引導角色之平衡，方能使方案成員對於評鑑執行

有參與動機，並自我評估、計畫與執行。 

(三) 賦權增能評鑑在學校之應用 

賦權增能評鑑強調組織中的成員、團體皆應進行有意義的自我評估，並學習

發展有具體的行動計劃，透過自我分析、團體討論與計畫之過程，成員們對於組

織發展有參與感、責任感，進而主動執行計畫並增進組織成效。國內高級中等學

校評鑑實施計畫中指出，校務評鑑方式包含學校自我評鑑，但計畫中未指出學校

自我評鑑該如何實施。而賦權增能評鑑在學校實務上使用，Fetterman (2014) 提
出「自我評估賦權引導」(A guided empowerment self-audit)計畫做為學校改革的

策略方案。該方案中說明在學校執行評鑑時之程序，評鑑開始前，學校人員應收

集資料，進行自我評鑑，對於校內各項工作成效有初步認知。自評後，外在賦權

評鑑人員接著入校進行座談、蒐集資料，與學校預設目標與實際表現之比較，以

了解學校之實際成效。在比較前，學校老師、家長、學生、社區成員應舉行討論

會議，會議中各成員分享對於目前學校現況之具體實例，而賦權教練要提供專業

評鑑資訊並促進成員在會議中能充分分享及有效溝通，並擬定未來計畫。自我評

估賦權引導結合了質性及量化的研究方法，其執行方式如下： 

1. 構思研究問題(Posing a research question) 

    構思問題的主要目的是要帶領成員思考學校所設定的目標與現行狀況之

差，並藉由後續的資料蒐集，比較實際執行情形，使成員對於校內進行自評與觀

察有初步了解。因此構思研究問題扮演重要關鍵，而如何構思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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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可從下面三個方向進行： 

  (1) 學校的規準為何？ 

擬定學校規準時，必須參考學校與有關之政府機構，地方教育局在內的

綜合學校績效指標進行了審查。Fetterman (2014) 提出 11 項學校規準面向，

包含:課程、評量、教學效能、學校文化、親師關係、專業成長、校務領導、

組織效能、校務發展計畫、數據使用情形、加深加廣學習等。而國內高級中

等學校評鑑實施計畫中，列出校務評鑑，含課程教學、學務輔導、環境設備、

校務發展等四個項目，而項目下指標如下表 1。從以上規準可了解學校觀察面

向是很多元，小至課程教學、大至校務計畫、乃至社區結合、延伸學習均是

觀察學校效能之標準。各校進行學校規準定義時，可依高級中等學校評鑑實

施計畫中項目及指標，做為評鑑規準項目。 

表 1 高級中等學校評鑑項目及指標 

項目 指標 

課程教學 課程發展、教師專業、有效教學、學生學習。 

學務輔導 友善校園、學生輔導、公民素養、弱勢扶助。 

環境設備 校園營造、教學設備、圖資利用、資源整合。 

校務發展 校長領導、行政效能、績效表現、永續發展。 

 
  (2) 如何分析規準資料？ 

高級中等學校評鑑實施計畫中，說明學校自評應成立自我評鑑委員會，

並依實際需要成立工作小組。而計畫中並未提及如進行評鑑資料分析。在「自

我評估賦權引導」中，指出針對學校規準進行資料分析，可從文件、訪談、

觀察和課室觀察進行三角比較，以了解各規準在學校內實施之實際情形。而

國去的學校自評往往著重在文件資料蒐集，在訪談及課室觀察上較少採用，

未來蒐集資料時各校可做為參考。 

  (3)用什麼評估方式對標準的執行程度分層？ 

將所蒐集資料進行「預期標準」、「實際執行」及「學生表現」，三面向比較，    
並採用 3 等地方式進行分類，三等地分別為:需要改進、可接受、優秀的，針

對學目前現況進行自我評估與分層。目前高級中等學校評鑑實施計畫中僅列

出總評鑑評比之等第，未說明初步執行自我評鑑時，初評結果之分類，上述

方式可做為學校實施我自我評鑑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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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蒐集質化資料(Collecting qualitative data) 

蒐集資料前，學校先進行上述自我評鑑之程序，以了解在各規準面向及學校

自評之現況。接下來，外在賦權評鑑者將入校引導學校相關成員們進行自我評

鑑。賦權評鑑人員將與校長、行政人員進行見面會，選擇入班的班級進行課室觀

察，並與教師及學生進行訪談。會談中，將討論觀察指標，作為後續資料蒐集之

依據。賦權評鑑人員分成三個小組進行評鑑資料蒐集:入班觀察、人員訪談、資

料蒐集；並與教師團體、學生團體、家長團體進行座談。 

3. 以三角驗證方式，根據蒐集資料與學生數據比較，並檢視研究問題 
   (Triangulating the data with student achievement) 

透過蒐集的資料，接下來所有成員將對所觀察的學校具體的現況資料，與學

校規準 (或教育主管機關的標準)進行比較，以了解實際執行程況與目標水準之

差異情形。 

4. 討論結論(Drawing Conclusions) 

評鑑人員引導校內成員對根據所蒐集之比較資料結果進行評分，可以 1~5
分方式進行評量(5 分代表品質最好)，成員透過討論評鑑人員引導分享，提出對

於活動的解釋或證據。最後，成員們再根據這些對話與討論修改評分，以形成結

論。 

5. 構思改變的方案(Creating recommendations for change) 

透過以上檢討分享後，學校的優勢與劣勢更加清楚，因此，成員們要共同討

論改變的方案，而最先要討論的安案是與學生學習表現及職業發展有關的議題。

透過成員共同討論，構思學生未來的計畫方案。 

(四) 賦權增能評鑑理念對後期中等教育影響之分析 

1. 校務發展計畫多元研討與面向 

    校務發展計畫是中等學校發展之藍圖及願景，各校依據學校型態、地區特

色、教育資源，分析學校優劣勢，擬定短中長期教育計畫。校務計畫擬定多半由

校長、行政人員及少數專家學者共同研議而定。而在賦權增能評鑑中，鼓勵組織

成員自我評鑑、闡明分享，透過自評與對話建立更完整的討論與結論。故未來擬

定校務計畫時，建議可邀請校內及校外各領域之成員，從各面向自評學校多面向

之成效，再邀請專家學者指導與分享，進而擬定學校發展計畫，相信透過自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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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校務發展計畫將更多元、更具前瞻性。 

2. 多元化會議模式集思廣益 

    中等學校依規定從學生服儀、課程教學、校務發展等，各項計畫均須依法舉

行會議，面對繁多的校內會議，教師之負擔不言而喻。長期下來許多會議形式往

往過於僵化，且學校內對於法規、政策最了解的都是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專任

老師對於繁瑣之會議往往失去興趣。而在賦權增能評鑑中，除了鼓勵成員自評，

亦鼓勵成員進行評分與對話，更可藉由評分統計，使大家關注之焦點更有共識。

這樣的公開對話，促進不同角度之思維，增加會議的多元性及趣味性。校內會議

之決策是校務執行之依據，故面對僵化之會議模式，賦權增能多元化會議模式值

得做為未來執行策略之一。 

3. 社群間對話與支持 

十二年國教課綱中教師專業發展鼓勵成立教師社群，共同探究與分享教學專 
業知識、教學實務及教學態度。因此，教師專業社群近幾年在各高中職學校蓬勃

發展，教師間專業成長與互動模式亦更加多元。教師社群內，共同研討與議課，

促進教學交流與省思，教師社群間的互動，甚之跨校、跨縣市、跨國際的社群互

動如何連結，相信亦是不可忽視之趨勢。賦權增能評鑑重視社群知識、證據本位

策略，教師社群之發展亦應如此，未來如何增進教師社群間跨領域、地域、國域

之連結，相信是未來教育推廣不可忽略的策略。 

4. 教師公開授課推廣 

2014 年「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實施要點第五項「教師專業

發展」提及：為持續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形成同儕共學的教學文化，

校長及每位教師每學年應在學校或社群整體規劃下，至少公開授課一次。公開授

課之觀課規準延續自「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中的教學觀

察分成三個步驟：教學觀察前會談、入班觀察、教學觀察後回饋會談，步驟與賦

權增能評鑑意涵相似。教學觀察可與社群共備、教師自省、社群共議等方式執行，

目的與賦權增能觀點相近，乃是促進教師自省，透過同儕(社群)夥伴相互研討，

以提升教學知能。故從賦權增能評鑑精神與方法推 動教師公開授課、教師社群

成長，可提供未來各校執行之參考。 

5. 評鑑知能提升與學習 

    賦權增能評鑑的觀點是「我相信你有能力，藉由更多機制的協助，引發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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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陳美如，2002），立意雖好，但教師評鑑專業知識不足，如何有效促進

教師自省、同儕互助，乃必須透過有系統、完整性的提升教師評鑑知能。建議未

來可定期舉辦教師評鑑研習、邀請專家學者講座、多元評鑑展示等方式從各中等

學校落實，以提升教師知評鑑知能。 

三、結語 

「沒有評鑑的教學如同井底之蛙，畫地自限；沒有教學的評鑑如同紙上談

兵，虛實未知」，學校落實評鑑能協助教師、行政人員成長與省思，以期達成處

處自我檢討、時時相互學習之正向文化。雖然各級教師論及評鑑，往往心生恐懼，

但賦權增能評鑑轉化了過去評鑑上對下的角色關係，重視被評鑑者定義目標、自

我評量與成長，評鑑者如同諮詢教師之角色，促進被評鑑組織內的社群對話。這

樣的評鑑方式，轉化組織內成員角色，每個人可提供不同觀點之建議，而在學校

落實上，重視透過對話、投票、表決，形成組織共識，共同擬定學校計畫，轉化

過去學校科層體制下的僵化形式，過去的學校組織較為封閉，而現今重視學校本

位特色及教師專業發展，賦權增能評鑑提供更廣、更柔和的方式，相信可作為未

來 12 年國教課綱推廣下，有效落實於中等教育之評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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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女化趨勢班級導師在班級經營上之因應 
林慧萍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什麼是「少子女化 」？根據維基百科的解釋，「少子女化（declining birth rate）」

是指生育率下降，造成幼年人口逐漸減少的現象（維基百科，2009）。少子女化

代表著未來人口可能逐漸變少，對於社會結構、經濟發展等各方面都會產生重大

影響。如果新一代增加的速度遠低於上一代自然死亡的速度，更會造成人口不

足，所以少子女化趨勢是許多主要開發國家非常關心的問題。 

鍾俊文（2004）指出臺灣生育率下降，人口結構出現少子女化型態，已儼然

是目前不可忽視的社會現象，對整個社會、經濟、家庭、文化將產生深遠影響，

也將影響未來學校經營的方向。 

當前少子女化的效應正以無聲無息的方式衝擊著臺灣社會的各個層面，而身

處風暴核心的教育領域，要如何化解這人口結構變遷所帶來的危機，正考驗著教

育人員的智慧與魄力。 

本文將藉由探討少子女化趨勢下的教育現況，希望能激起教育人員更深的省

思，激發出更多的想法，也提供班級導師在班級經營上的對策。 

二、少子女化現況 

「少子女化」是全球文明國家的發展趨勢，也是社會變遷的危機。我國經建

會推估，臺灣人口將於民國 107 年進入零成長，至民國 110 年，臺灣總出生率

將降至 0.9 人。無論以中高推估或低推估，總生育率都是向下的趨勢（國家發

展委員會，2004）。當國家的人口數越來越少，學校的就學人數就會受到影響。

根據教育部（2004）統計， 2004 年全國小一新生入學人數首度降到 30 萬人以

下，預計到 2010 年小一新生將降到 22 萬餘人。 

美國非政府組織（NGO）人口調查研究所人口調查局（PRB）公布「2006 年

世界人口統計」，顯示韓國女性平均一生僅生育 1.1 名子女，生育率與臺灣並列

世界最低（吳政達，2006；黃俊傑，2008）。臺灣在少子女化的影響下，人口結

構失衡，學齡兒童急遽減少，對偏遠地區小型學校的衝擊更如雪上加霜，甚至讓

偏遠的學校面臨裁併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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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少子女化對教育現場帶來的影響 

（一）學生及班級數減少，學校將面臨併校或廢校 

少子女化是一項人口趨勢，對教育方面的影響可以是負面危機，也可以是正

面契機。少子女化現象對學校經營兼具有利及不利影響。有利的影響包括（劉文

通，2009）： 

1. 降低學校班級人數，適合推動小校小班教學來提高教學品質。 

2. 在學生的照顧及輔導上及親職教育方面較可以落實。 

3. 學校各項教學設備也較能滿足師生需求等。但少子女化現象對學校教育  

的不利影響也不容忽視，尤其是偏遠地區小型學校會面臨更多的經營困境， 

如：因為招不到學生就讀，而遭到併校或廢校。 

（二）教師供需嚴重失調，教師超額問題依然存在 

在教育界受到少子女化所衍生的現象，如：併班、減班、併校、廢校、超額

教師、代理（課）教師、流浪教師等(廖宇民，2015)。因為教師頻繁調動任教學

校，容易造成師生的關係疏離、學生的學習品質下降等問題。特別是代理教師一

年一聘，流動性很高，自然無法在教學上全心全意、奉獻熱忱。另一方面，學生

也會因為與教師無法維持長期的關係，而對課程的進度銜接產生適應問題，致使

學習效果普遍降低。 

少子女化趨勢將導致學齡人口驟減，學校班級數縮減，編制教師數也因而大

幅減少，產生難以解決的超額教師現象，導致教師供需失衡之現象更為嚴重，也

阻斷教師的新陳代謝、影響教育品質的提升，更對基層教師產生沉重的工作壓力。 

（三）學校將增加閒置空間及設施，因而浪費教育資源 

依據教育部頒行的國民中小學設備標準審視，偏遠地區學校各類型專業教室

及設備普遍不足，沿海及山區學校的設備更受到環境氣候影響而老舊不堪(劉文

通，2009)。且學校因少子女化因素減班、裁併後，校園閒置的空間將增加，必

須妥善規劃再利用，否則難以發揮教育資源應有的效用。 

上述諸多教育現狀的困境，皆是臺灣當前少子女化趨勢所帶來的潛在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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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因應少子女化趨勢在班級經營上的建議 

少子女化已經成為國安危機，也成為我們無法改變的事實，身為教育人員的

我們應正視這個問題，因應少子女化趨勢，筆者在班級經營上提出以下三點建議： 

（一）學生方面：透過分組教學，讓學生學習與人合作 

現在的家庭獨生子女偏多，普遍都不懂得如何與同學互動，也不知道如何與

同學和平相處，班級生活是屬於團體生活，導師所扮演的角色不但是知識的傳授

者，更是紛爭的仲裁者，如何教導班級學生融入團體，學會與同學和平相處，成

為班級經營的重要課題。 

在班級教學上我的做法是將班上分成六大小組，每組大約是 4~5 人，用小組

競賽的方式，凝聚學生對自己小組的向心力，訓練學生在這樣的過程中學習表

達，學習與同儕合作，來補足獨生子女在家中無手足互動的社會化行為，透過團

體動力來協助學生融入班級的團體生活。 

（二）家長方面：透過 LINE 組成班級群組，建立起親師間的溝通橋梁 

現在的父母親因為生得少，對自己的孩子太過保護，常常無法接受老師對自

己孩子太過嚴厲的對待，所以造成導師在處理學生問題需要格外小心謹慎，以免

爆發親師大戰，如何建立起親師間的信任感成為刻不容緩的議題。 

在親師溝通上，我主動建立 LINE 的班級群組，透過群組傳遞自己的班級經

營理念，也透過私 LINE 與家長進行個別孩子的狀況溝通，在這樣的過程中一點

一滴地建立起親師間的信任感，好的親師關係絕對是導師推動班級經營的助力。

以前的親師溝通方式不外乎是聯絡簿的文字書寫或是電話的對談，現在的通訊軟

體(如：LINE)可以提供老師與家長更便利且免費的溝通橋梁。 

（三）老師方面：透過在職進修，提升自己的教學專業及輔導學生的能力 

新課綱的推行、素養導向的教學設計在在都考驗著老師的教學專業，老師唯

有透過在職進修，才能提升自己的教學專業能力。筆者在假日時透過修習輔導學

分班，來增進自己的輔導知能，之後再將這樣的知能用在學生輔導上，這對於導

師在班級經營上很有助益，而好的班級經營絕對是有效教學的基礎，如此可知教

師輔導學生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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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同學年夥伴教師的共同備課、觀課、議課，讓老師可以透過觀摩同儕教

師來改善自己的教學，透過不斷地學習，不斷地修正自己的教學方式來讓教師的

教學能力越來越專業，也唯有教師擁有專業能力，家長才能信服教師，進而建立

起親師間的信任感。 

五、結論 

在少子女化的趨勢下，教育現場會有越來越多的獨生子女，擔任導師又是教

師的義務，隨著 108 學年度十二年課綱即將上路，教師的班級經營能力及教學專

業將面臨極大的考驗，在教育現場的老師們如何因應教育政策及少子女化趨勢來

做自我的調整，將是責無旁貸的任務。 

身為第一現場的老師面對教育精緻化、市場化，要秉持著「活到老、學到老」

的心態，時時精進自己的教學方式，充實自己的專業能力，如此才能在瞬息萬變

的教育現場，迎接全球化、多元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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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框下的融合教育如何進行 
陳玫如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先修生 

一、前言 

融合教育( inclusive education)在經年累月的積極推動下已成為所有老師耳

熟能詳的教育模式，但有別於可融入普通學校普通班級的特殊生還有另外一群安

置於集中式特教班與特教學校的特殊生，也渴望接觸一般生相互認識相互學習的

機會。 

融合教育是一種「關懷、接納、付諸行動」的教育理念與實踐，強調社會多 
元化價值，認為所有兒童不論其感官肢體差別、心智能力高低、情緒表現起伏、 
家庭社經差異、文化背景不同等，皆應在「平等受教權益、共享教學資源」的前 
提下共同學習及生活。因而學校融合教育的實施，對於多元文化學生、高危險群 
學生及具特殊學習需求的身心障礙學生助益有加(林坤燦，2012)。此外融合教育

亦可促使一般 社會大眾減少對身心障礙學生的歧視與偏見，使其能持續融合於

社會中，建立起 一個教育普及所有學生的融合社會(蔡明富，1999；鄭麗月，

1999）。 融合教育之可貴，不僅是提供全體學生公平、健全的受教機會，同時更

是促使身心障礙學生進入普通教育現場並參與所有教育活動，進而從現場活動中

互動 而獲得進步之過程（Hitchcock, Meyer, Rose & Jackson,2002)）。基於上述，

本文探討融合教育如何融入第一線的實施策略。 

二、集中式特教班及特殊學校如何融合 

一般安置在集中式特教班及特殊教育學校的學生大多屬中重度障礙之學

生，相對於安置在一般班級的特殊學生能跟一般生互動的機會相對是少之又少，

那我們如何在這樣的限制下增加特殊學校或集中式特教班之學生接觸普生的機

會呢？以下筆者將兩個接觸過的課程經驗分享給大家參考： 

(一) 集中式特教班與普通教師合作 

對於一般學校的集中式特教班，通常特殊生活動的範圍大多在教室周圍，稍

遠一點就是到學校公共的活動空間，如:操場僅此而已。即便學校有一般生學生

也因其限制無法好好的與之互動。為了能增加特殊學生與一般生互動的機會，老

師採取了與普通教師合作的想法，但如何合作便是我們首要思考的？首先，特殊

生對於一般升學課程並無概念，而一般任課老師又有既定的教學進度，於是課程

與老師的選擇就成為我們首要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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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我們挑選了幾堂比較可行的課程，如美術課、音樂課、童軍課、

體育課，這些課程的彈性較大孩子們的互動機會也多，相對的課程壓力也比較

小，能夠彼此相互學習的時間較多，更有機會深入相互了解。課程的選擇既然大

致上底定，再來就是教師的選擇與運用，透過事前溝通及孩子能力現況等身心狀

況的了解，尋找有意願接受任課的教師，最終我們選定了童軍課作為融合課程。

以下課程實施規劃提供各位讀者做為參考： 

1.校園特教宣導 

    透過校園宣導使普通師生更加認識特殊學生及融合教育概念。 

2.找尋有意願的普師及適合融合的班級及課程: 

    透過融合教育的宣導及其生命教育的理念，找到有意願及認同融和理念之教

師。 

3.課前的討論 

    透過課前討論，使普師與特師了解本次授課之主要目標及參與學生之能力現

況與特性，普師與特師的協作方式，普師與特師討論就授課流程等做課程規劃。 

4.課程宣導 

    課程宣導依照教師規畫提前告知，普特兩方學生，使普生能更了解其融合教

育之目的，特生在進入融合課程前也能有其心理準備。 

5.進行融合課程 

    教師依照課前規畫進行課程活動。 

(1)認識你和我：普通生及特殊生的自我介紹。 

(2)課程的介紹：今日課程內容及脈絡流程。 

(3)小組分配：將特生與普生適當分配。 

(4)活動進行：安排適合團體互動的課程，提供良好的互動情境與學習機會。 

(5)課後回饋:普生與特生分享今日互動課程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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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課後討論 

    普師與特師對授課內容之檢討與分享，並做檔案紀錄。 

    普特融和在施行上，的確有他的限制與困境，本次透過童軍課程中的互助理

念，生命教育的傳達，遊戲課程的進行等，讓孩子們達到互助互識及共學的目的。 

 

(二) 特殊教育學校與普通學校合作 

相較於普通學校的集中式特教班，特教學校的學生能跟一般生互動的機會更

少，於是現行推動的均質化課程便成為推行融合活動的好幫手。藉由學校間的教

學合作及資源共享，提供社區內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適性學習的機會，以滿足當地

學生的教育需求，以此概念筆者連繫了幾所就近的學校，透過理念的傳達、課程

的規劃主動邀請有意願之師生到校進行活動，希望透過教學活動達到彼此學習認

識的機會。透過事前的聯繫溝通，了解彼此學生之狀況，課程安排及注意事項，

該如何安排適合的活動才能達到彼此認識互動的教育目標，我們討論了幾個方

案，安排了趣味體育項目：泡泡足球、樂樂棒球等活動項目，讓普教師生更容易

透過活動課程認識與了解特殊生。 

三、結語 

上述經歷設計過的兩項成功合作方式，讓處於限制下的特殊學生有機會與一

般生接觸，而一般生也能藉由此活動認識特殊生，進而達到學習目的。融合教育

的學習從來都不是單向學習而是雙向學習。透過此課程活動讓一般孩子們懂得關

懷與接納，特殊生則是受到尊重而更有自信，進而認知到生命的可貴，我們每個

人應該尊重彼此的差異性。當彼此相互更加了解且在心中烙下了愛的種子，將這

份愛與同理散播出去不斷延續，自然而然的這限制的框框將會瓦解，達到教育機

會均等及成就每個學生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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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韓高等教育機構在國際化政策推動之評析 
張萬春 

雲林縣立建國國民中學 國文科專任教師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所博士生 

  

一、前言 

近年來各國高等教育機構面對全球化變動的局勢，無不全力投入機構朝國際

化發展，但國內外相關領域的研究結果也指出，當高等教育機構試圖去適應國際

化相關議題時，所面臨不單只是國際化問題，更要面對原有組織的任務定位與組

織內部自我理解國際化等相關問題，在理解與調整的過程中，往往帶來在行政運

作、學習環境、經費分配、人力資源、教學方式、課程規劃、學術發展取向等許

多根本性的變化（Stensaker, Frølich, Gornitzka, & Maassen, 2008）。Knight（2008）
也提及從機構層次來探討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歷程時，會發現機構的規模、學生人

數的多寡、教師學術聲望、地理位置、可運用的經費資源、現有的機構資源、機

構可自主運作的程度等條件的差異，會呈現不同國際化的結果。 

二、日、韓高等教育機構在國際化政策之推動與比較 

因此，有鑑於本國屬非英語系國家，故國外高等教育機構國際化運作相關研

究之選擇，以鄰近日本與韓國為主。因為兩國亦非英語系國家，而且具有相仿之

社會文化背景脈絡，而且韓國在發展國際化的時程與我國相當接近，有助於本議

題與論述的引用與參考。本文將以日本、韓國之高等教育機構，在國際化歷程中

的動因、策略與挑戰等相關議題加以說明，並進行兩國之高等教育機構在國際各

議題之比較。 

（一）日本 

日本在高等教育的發展起步甚早，源於其本身歷史發展與經濟規模，均領先

亞洲各國，而政府對於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理解，直至 1990 年代仍著眼於招收國

際學生的政策推動。不過，到了 20 世紀國際化對於高等教育而言，則是傳播先

進的科技至全世界。但真正使日本政府與高等教育機構較以往更積極看待機構國

際化，源於 21 世紀初發現高等教育機構在全球的研究與學術表現上，競爭力與

其他鄰近國家相較不如以往所致（Yonezawa & Shimmi, 2015）。以下茲就日本高

等教育機構國際化的動因與策略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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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機構國際化動因 

   (1) 追求世界排名 
        政府有鑑於高等教育機構在學術研究、學生競爭力、大學聲譽在國際評   
    比狀況不如預期。政府透過「競爭性質」的經費補助政策，於 2001 年推動 
   「21 世紀卓越研究中心」（21 Century Centers of Excellence, 21COE）計畫， 
    使高等教育機構能夠以國際級的研究發展中心為定位。後續為 2007 年「全 
    球 COE 計劃」（Global Centers of Excellence program）將補助機構名額限縮， 
    但重點扶植年輕學者在學術研究與跨國研究網絡的建立（楊武勳， 2008;  
    Yonezawa & Shimmi, 2015）。而同時 2007 年至 2021 年也持續推動日本世界 
    頂級研究中心計劃（World Premier International Center Initiatives, WPI），獲 
    得此計劃經費將長期支持高等教育機構在國際化的運作外，高等教育機構須 
    延攬國際級頂尖研究學者外，更要將英語做為該機構的正式官方語言 
   （Yonezawa & Shimmi, 2015）。 
   (2) 解決生員不足 
        日本少子化的問題由來已久，透過大學國際化，招收國際學生將是解決 
    入學人數不足的方法之一，解決學生來源的問題，才能使機構在經費獲取上       
    維持穩定與充足（Shimauchi, 2018）。吳書雅（2007）認為國際化不僅是解 
    決入學人數不足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能夠在國際化的過程中，藉由國際學生 
    招收，培育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人才，透過國際交流促使大學品質與本國學 
    生能力提升。 

2. 國際化策略 

        從前段國際化的動因來看，為了吸引更多國際學生，以及國際頂尖研究 
    人員。國際化的教學環境，採用英語授課的教學型態亦是策略之一，採用英 
    語授課的教學型態，不僅使用英語為主要學習語言，所上的課程也以英語授 
    課，最後，所獲得的是英語授課的學位（Shimauchi, 2018）。畢竟，從從機 
    構的角度來說，一方面能夠維持機構在國際大學排名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能 
    吸引較優秀能力的教職員工生。對內則能夠吸引想要發展國際競爭力的本國 
    學生。因為對於新一代的日本人而言，英語能力是進入未來全球化人力資源  
    市場中，不可或缺的工具（Shimauchi, 2018）。 

    其次，政府藉由具主導性的國際化政策實施與推動，也促使高等教育機  
構的發展方向，必須從國際學術競爭力中，建立機構學術聲望，諸如：跨國 
的國際合作研究案、頂尖研究人員的聘用與招募，不僅能維持機構在國際地 

    位外，也能夠對國際學生更具吸引力（楊武勳，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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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機構面臨國際化的挑戰 

        從日本政府積極推動高等教育機構國際化的成果來看，不論在國際學生 
    數、師生跨國交流、論文發表數量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楊武勳，2008；  
    Yonezawa & Shimmi, 2015）。但是，Yonezawa 與 Shimmi （2015）指出， 
    這一波由政府主導高等教育機構進行國際化政策推動過程中，對於頂尖研究 
    型大學而言，是否有達到實質的機構國際化抱持保留的態度。因為，就其長 
    期歷史脈絡的觀察發現，高等教育機構，在教學、研究上，甚或機構改革仍 
    十分仰賴國內資源。加上藉由補助與獎勵的方式來提升學術研究能量，反而 
    弱化了機構在全球市場化機制下的國際競爭力。Ho, H.F., Lin, M.H., 與  
    Yang, C.C.等人（2015）的研究則認為，日本高等教育機構可以朝海外設校 
    開班的方式思考，使機構本身有額外的資源與收入，有助於國際化的運作。 
 
（一）韓國 

1990 年代起，韓國與其他鄰近國家日本與中國，都對於高等教育進行大規

模的投資（楊武勳，2008）。為使高等教育機構能夠更具國際競爭力，韓國政府

在推動高等教育機構國際化，採取分層分工的方式。首先，教育部負責制定相關

政策；其次，設立國際教育專責機構─國立國際教育院（National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NIIED），扮演教育主管單位與高等教育機構中間行政協

調、留學生諮詢與監督高等教育機構推動國際化過程（駐韓國代表處教育組，

2016）。以下茲就機構國際化動因、策略與挑戰加以說明： 

  1. 機構國際化動因 

        為使高等教育機構在國際上的學術研究產值能夠有所突破，於 1999 年   
    起推動「21 世紀智慧韓國」計畫（Brain Korea 21, BK21），2000 年實施《菁  
    英教育振興法》一方面推動大學改革與創新經營方式；另一方面也希望其學 
    術表現能在世界排名有一定地位（楊武勳, 2008; Cho & Palmer, 2013）。韓 
    國政府當局意識到高等教育機構在國際上學術要有競爭力，整體高等教育政 
    策就要以國際化做為發展方向。 

  2. 機構國際化策略 

        從 2001 年起即制定「擴大接收留學生綜合方案」針對大學開設英語授 
    課學程給予補助，更改善留學生在各高等教育機構的住宿環境，以及考量留 
    學生適應韓國生活的能力，給予學業協助、醫療保險、學生自身與親屬的就  
    業機會（駐韓國代表處教育組，2016）。此外，為追求高等教育機構在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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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排名表現，除了開設英語授課課程外，更要求教師與研究人員提高以英 
    語發表論文與期刊的數量、師生國際交換，拓展機構國際交流的範圍（Cho  
    & Palmer, 2013）。 
        其次，大量引進國際教師到高等教育機構授課，在課程規劃與教學上採 
    英語授課的方式，不僅吸引國際學生就讀，也希望藉此拓展本國學生在學術 
    上的研究能力、國際視野與競爭力（Jang, 2017）。 

  3. 機構國際化的挑戰 

        為了營造國際化的學習環境，以全英語的授課方式進行吸引國際學生前 
    來就讀。但是，在某些有較多獎學金補助的科目課程─工程學學程，對於韓 
    國學生而言，雖然有獎學金的誘因，但是英語卻是使他們在學習科目時的困 
    難點（Choi & Kim, 2014）。Jang（2017）以觀察與訪談國外學者採英語授 
    課的實際經驗中發現，全英語授課對於韓國大學生而言，一方面學習科目專 
    業知識；一方面也要學習對他們而言是「外國語言」的英語，有著一定的困 
    難度。而對於國際學生而言，Choi 與 Kim（2014）進一步提到，雖然課程 
    中採英語的授課與互動方式，但是韓語在校園中仍是主要的使用語言，對僅 
    能使用英語表達與溝通的國際學生而言，在人際互動上反而會產生疏離感。 
    此外，機構本身雖然積極延攬國外學者前來授課，目的無非吸引優質的國際 
    學生，也藉此使機構的學術研究與產能，更具國際競爭力，增加國際學術聲 
    望。但是，Choi and Kim（2014）指出，來自其他國家的國際學生來韓國留 
    學，反而會以學習「語言學程」為主，針對學術研究而進行學習的比例較少； 
    相較前往西方國家留學的國際學生，對於學術研究的比例反而較高。這似乎 
    也顯示出即便以英語授課，但課程規劃、師資安排與教學內容，不若國際學 
    生留學前所期待時，國際學生前往留學就會以「學會該國語言」做為留學目 
    的。 

三、比較與評析 

     從前段日本與韓國高等教育機構在國際化過程中的動因、策略與挑戰來

看，首先在動因方面：兩者均因高等教育機構在國際排名與機構聲望不如預期。

以及，兩國均有國際學生前往留學，但其成長幅度與其他國家與區域相較，仍

顯不足。加上政府對於國內高等教育機構在全球化的國際競爭環境中，是否能

夠成為國際頂尖大學也相當在意。因此，兩國在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政府也

投入相當多的資源與經費，並扮演推動與規劃相關國際化政策的主要角色，以

俾高等教育機構發展能夠儘快到達國際化。其實在馬來西亞與新加坡政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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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該國成為輸出與輸入的新興起的工業化國家，也積極朝國際化發展，以增進

國家競爭力（De Wit, 2002）。 
 

其次，在國際化策略中兩國多以開設英語授課課程，一方面藉此吸引國際學

生來，另一方面也希增進本國學生在國際移動時的能力。韓國特別經由經費補助

來增聘具有英語能力的學者前來授課，並且在國際學生生活與學習上給予多方的

支援，讓國際學生前來就讀較無經濟上的壓力；日本則採跨國學術合作與研究，

增加機構內師生國際交流與互動的機會。 

不過，兩國也面臨一些挑戰，以韓國而言，英語授課對於本國學生而言，成

為學習的阻礙。而國際學生並非如預期能夠增進學術研究參與，留學與獲得學位

的目的也多為語言學習為主。而日本在高等教育機構在發展國際化，仍以國內現

有資源為主要發展方向。 

四、結論 

從上述日本與韓國兩國之高等教育國際政策推動之情況，不難發現兩個政府

在國際化相關資源與經費投入之多，目的無非在於使高等教育機構原有之教學、

研究與服務之三個機構功能更具國際化。除了能夠使高等教育機構所培育之人才

為國家社會所用，更使國家整體在經濟發展更具國際競爭力。因此，對於台灣而

言，高等教育須更加推動國際化，其相關措施與政策制定刻不容緩，畢竟，高等

教育機構在國際化程度越高，越能促使教學、研究與服務朝國際化發展，營造出

具國際化之校園學習環境與校園文化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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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國民中小學海洋環境教育之探究 
葉子超 

澎湖縣政府前教育處長 

 

一、緒論 

澎湖縣自 1998 年起由大倉國小試辦海洋小學教育，1999 年起有將軍、虎井、

大倉、鳥嶼和港子五所國小試辦海洋小學（即海洋教育）教育活動。近十年來將

軍國小推動海洋小學各教育活動，深獲國內外各大媒體讚譽報導，曾十次在各大

媒體報導過，是國小教育創新改革的先鋒，更是國小海洋教育最早完整實施，且

最有成效之學校，筆者很榮幸躬逢其盛，有實際參與過。而在海洋小學教育中，

海洋環境教育是最重點項目。 

人類毫不節制的利用各種方式捕撈、取用海洋各項生物資源；陸地的汙水、

廢水不加處理即排放進入溪流、河口而污染海洋環境，不當的漁具與人為過度開

發，無意有意的外來物 種引入，也造成了當地生態體系的瓦解，世界各地的海

洋生態環境正遭受嚴重的威脅與破壞，在污染無國 界的情況下，全球人類應共

同擔負起維護海洋生態環境的重責大任（簡月芬，2009）。因此，海洋環境教育

是很重要的，絕不可輕忽。海洋環境教育是藉由教育的方式，增加大眾的海洋知

識，改變大眾對於海洋環境的態度與行為，進而改善海洋環境品質（黃嘉郁，

1999）。 

海洋環境教育是藉由多元的教育方法，以海洋環境為主軸的教育，增進大家

海洋環境之知能，對於海洋環境有更佳的行為和情操，促使海洋環境品質更臻於

至善，以造福人類，讓人們與大海共存共榮。教育部對海洋教育非常重視，列為

當前的重要教育政策（中國時報，2007 年 10 月 19 日），而海洋環境教育又是海

洋教育的重點核心課題，所以如何對澎湖縣海洋環境教育進行分析研究整理，並

提出建議及解決落實推行時之問題，以促進海洋環境教育績效能更臻於完美，是

現今澎湖教育不可輕忽的重要課題。 

二、澎湖縣國民中小學教育概況探討 

澎湖和台灣的關係極為密切，澎湖縣的財政是困窘拮据，自主財源不多（澎

湖縣政府教育處，2018a）。澎湖教育有一些問題和困境，其中以教育資源、校長

領導、行政人才荒、國中少子化、師資與研習、新移民子女教育、城鄉差距問題

等較為顯著（葉子超，2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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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身心狀況，是影響學業成就的因素（Hammouri，2004；Wilkins，2004）；
學業成就影響因素，學生家庭因素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余民寧，2006：15；
Lee & Bowen，2006；Marjoribanks，2002）。澎湖縣現今有許多新移民子女，因

社經地位比本國籍一般大都較低些，對其子女的身心發展較為不利，進而會影響

其學業成就。目前新移民子女之教育問題，亦是澎湖教育很重要的問題（葉子超、

林宜君，2012：2）。 

澎湖教育問題和困境有：家長社經地位不高，較忽視子女的教育；學生素質

較低，企圖心不強；學校行政組織與推動教育工作所面臨的困境問題；新移民家

庭社經地位較為弱勢，不利於其子女之教育；社區支持度與政治力量介入校園

等，以上都是需要面對及解決的（葉子超、林宜君，2012：3）。 

依據澎湖縣政府 107 學年度學校概況（澎湖縣政府教育處，2018b）的統計，

澎湖縣立國民小學有 37 所學校，分成偏遠地區、特偏地區及極特偏地區，偏遠

地區 13 所，特偏地區 23，極特偏地區 1；其中全校班級數七班（含）以上學校

有 7 所，六班（含）以下則有 30 所。澎湖縣立國民小學有班級數：日間部 294
班、夜間部 1 班及特教班 28 班；全縣國民小學有學生數：日間部 3484 人、夜間

部 13 人及特教班 305 人；全縣國民小學有教師數 560 人。 

澎湖縣立國民中學有 14 所學校，分成偏遠地區及特偏地區，偏遠地區 4 所，

特偏地區 10 所；其中全校班級數七班（含）以上學校有 4 所，六班（含）以下

則有 10 所。澎湖縣立國民中學有班級數：日間部 111 班、夜間部 1 班及特教班

20 班；全縣國民中學有學生數：日間部 2195 人、夜間部 3 人及特教班 241 人；

全縣國民中學有教師數 270 人。 

澎湖縣政府教育處願景是：札根基礎、多元創新、追求卓越（葉子超，2017）。
而澎湖縣政府教育處（2018c）當前推動的教育政策有：提升教育品質，整建國

中小教育設施；改善國中小資訊教育設施；提高幼兒園教育品質；推動身心障礙

學生就學輔導發展工作；發展美感教育及藝文活動；各鄉市全面設置樂齡學習中

心，落實終身學習教育；設立新住民學習中心；推動各項體育與學校衛生健康；

推動特色學校，鼓勵學校發展校本課程；發展英語教學、推動國際學伴及國際教

育；持續推動海洋教育，深耕在地文化。106 學年度全國海洋教育年度考評，澎

湖縣績效優異榮獲全國特優等（澎湖時報，2018 年 10 月 10 日），依據 107 年教

育部評鑑考核公文，只有澎湖縣、台南市及高雄市榮獲全國特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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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洋環境教育之意涵 

海洋教育為「海洋環境教育」、「海洋意識教育」的結合，及前者目標在拓深

海洋環境知識，後者著重意識的覺醒、鄉土的認同（葉玿伶，2001）。海洋教育

是以海洋為主軸之教育活動，是多樣化且多層面的教育內容，為當前教育很受重

視的主題。而海洋環境教育是海洋教育的重要主軸。 

人類所生活的地球環境，有 70%為海洋所包圍，海洋不僅能夠調節氣候、促 
進水文循環，更是提供生物多樣的系統運作，具有多種重要之功能(楊磊，2004)。
海洋提供了萬物生長的環境、調節全球氣候，因此我們應該 加以保護，避免海

洋環境繼續惡化下去（簡月芬，2009）。 

海洋環境教育之意義是藉由教育的方式，增加大眾的海洋知識，改變大眾對

於海洋環境 的態度與行為，進而改善海洋環境品質（黃嘉郁，1999）。李恒澔

（2007）從環境教育的層面來看，此以海洋為主題的教育其具體實施的目標在於

藉由海洋教育的實施，協助民眾或社會團體，對海洋環境能夠深入的了解。 

黃嘉郁（1999）研究認為不宜只以追尋高深海洋科學知識為唯一的目的，而

是應該藉由海洋環境教育，培養民眾的海洋意識，使其愛護海洋、保護海洋，進

而產生負責任的海洋環境行動，使我們能夠保有永續的海洋環境。而海洋環境教

育為環境教育之一環，重新建立人與海洋環境正確的相處之道，才是真正改善海

洋環境與保育自然的根本途徑，因此推廣海洋環境教育是很重要工作，須負起培

養民眾保護環境及改進環境所需要的知識、價值觀與態度（李恒澔，2009）。 

綜上所言，海洋環境教育之意義，是藉由多元的教育方法，以海洋環境為主

軸的教育，增進大家海洋環境之知能，對於海洋環境有更佳的行為和情操，促使

海洋環境品質更臻於至善，以造福人類，讓人們與大海共存共榮。 

四、海洋環境教育之目標與內容 

海洋教育目標及內容是多元性的，層面很廣。蔡錦玲(2006)指出，海洋教育

目標在建立「以海洋為本的地球觀，以台灣為本的地球觀」，建構全球化的「海

洋知識經濟體系」， 將永續發展臺灣，塑造群體的共同價值，她也表示，基礎教

育應重視相關的海洋 啟發課程，培養學生對海洋的興趣和基本知識。 

簡月芬（2009）研究認為學校行政單位若要實施海洋環境教育課程需依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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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在與內在因素，去訂定學校海洋環境教育發展之方針；再組成研發小組編寫

海洋環境教育課程；並全力支援各項相關教學活動的經費、人力與資源；就實施

過程進行課程評鑑，提供課程研發小組改進方向，促進未來教學更易達成教學目

標。海洋環境領域知識由於涉及甚廣，因此必須有條理有組織的對於海洋環境領 
域知識做良好的管理，經由知識管理的運作，海洋環境領域知識得以充分的分享

與再利用，以擴大知識的範圍（彭耀政，2001）。 

李坤崇 (2007)指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在 1988 年將海洋教育區分為專門

性的海洋科學課程， 和普通海洋科學教育，前者為培養從事海洋專業人員為主，

後者則以一般民眾為 對象，目的在使大眾了解海洋資源保護和管理的重要性；

中小學應對未來不從事海洋相關的學生，也應延續海洋教育概念的推動(。透過

學校教育有意圖 的推動，能讓學生越早知道保護海洋環境的重要性，並激起學

生對海洋的興趣，無論未來是否成為海洋相關從業人員，都能使全國人民具有保

護海洋的環境意識，因此中小學階段實施海洋教育有其必要性（簡月芬，2009）。 

海洋環境教育之主領域內容有：海洋環境及資源、海洋生態、海洋環境變遷、

海洋資源及環境管理等四主領域內容（范雪凌，2000）。可見海洋環境教育之內

容涵蓋多元且廣泛；但實際在國中小學實施上並不多，還有許多努力之空間。 

五、澎湖縣國民中小學海洋環境教育推動問題討論 

筆者依據平時對澎湖縣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之訪談、文獻探討及多年實

施海洋環境教育之實務經驗，綜合分析歸納澎湖縣國民中小學海洋環境教育推行

實施問題如下： 

(一) 學區漁民較無海洋環保之意識，地區居民較無海洋環保觀念，要支持學校

推動海洋環境教育較難。 

(二) 推動時間不足，若利用假日，學生有時無法參與，各校多少都有原來學校

特色發展學習項目，這些均會佔用時間。 

(三) 現行海洋環境教育之實務教學內容及理論基礎較不足，多數教師認為內容

與教材還不是很足夠；在海洋環境教育實務教學內容及理論基礎亦是如

此，教學內容及理論基礎較不足，有待積極研發。 

(四) 現今有些學校可能因為其它工作太忙，海洋環境教育推動不是很積極，雖

然教育部已全面要推動；但有些學校，全面實施的期程不太確定；海洋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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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教育推行的共識尚未建立，大多數家長重視升學。 

(五) 海洋環境教材是否符合當地狀況，學校主要科目課程時間不足，再另行加

入其他課程將會有所衝突，而且現有研發可行的海洋環境教育之課程、教

材及評量很少。 

(六) 教師在海洋環境教育之專業知能及學養是較為不太夠的，在進修及研習管

道上也亦不多，要勝任各種海洋環境教育之教育活動是不容易的。 

(七) 海洋環境教育的實施，除了排擠現有課程時間外，也形成教師備課的困難

度，因此少部分教育人員為求輕鬆安於現狀，不願進行改革進步，是推展

此教育之問題因素。 

(八) 在無較大鼓勵誘因之下，多數教育人員僅守本分的把教學工作做好，也無

心再推動其它創新教育活動。 

六、 澎湖縣國民中小學海洋環境教育實施問題的解決之道 

筆者依據平時對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之訪談、文獻探討及多年實施海洋

環境教育之實務經驗，綜合分析歸納海洋環境教育實施問題的解決之道如下： 

(一) 先對澎湖縣海洋環保生態規劃，如何保育並有法規，與居民、社區、未來

小主人翁，觀念之溝通與建立；澎湖縣訂定海洋環保教育之實施辦法。 

(二) 澎湖縣能將海洋環保教育，訂於每學期行事曆推動，對有推動績效之學校

給予獎勵；推動績效良好者，能做全縣之示範以落實。 

(三) 面對海洋鄉土教材的多元性，教師們大多利用學校附近現有的資源，蒐集

相關的實物，來進行教學活動，這對海洋環境教育是不足的，應透過結合

各界學術精英及績優實務工作者，建立正確且可行之海洋小學實務教學內

容，並建構其學理基礎。 

(四) 教育部正積極推動海洋環境教育，所以上級教育行政單位及學校，應透過

公開的宣導與活動，使家長、社區人士以及教育相關人員，建立正確共識

與願景，更積極使他們一起參與，以使推動海洋環境教育成效能更臻完美。 

(五) 海洋環境教育的推行是剛開始不久，執行過程較為辛苦，如果教育人員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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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保守，安於現狀不求精進，是不容易有良好績效產生的，因此要有懷抱

前瞻理想，不斷追求卓越之雄心，才會有優質之績效；否則，過於保守，

形式上之應付，成效自然有限。 

(六) 上級給與之獎勵，宜兼重心理與物質的獎勵，以激勵推行之學校士氣，多

鼓勵少責備，多獎勵和鼓舞學校之校長及教師，讓他們願意全力去落實海

洋環境教育。 

(七) 學校可審慎規劃，可透過融入正式課程各大領域之教學、非正式課程之教

學、或利用彈性課程和課外時間，來進行海洋環境教育之各種教學活動，

如此才易去貫徹落實。 

(八) 海洋環境教育的推行剛實施不久，因為基層教育人員較忙，因此宜多加激

勵及獎勵教育人員，進行各類種海洋環境教育之課程、教材及評量的編撰、

研發與執行。 

(九) 宜廣開此方面之進修及研習管道，若有必要時，教育主管單位可補助各校

外聘海洋環境教育的專業師資，以補學校海洋環境專業師資不足處。 

(十) 家長之支持是推動成敗關鍵，學校要努力親師合作，並做好各項海洋環境

教育之安全措施；上級教育行政機關要多關心與支持學校，做學校推行之

後盾。 

(十一) 上級單位可先選擇有心且富熱忱之學校來全力推動，有其成效後，再來

做風行草偃之楷模學習；為提升澎湖縣教育的績效性，各學校可以策略

聯盟資源共享的方式，相互支援海洋環境教育各項事宜，如此成效才能

更顯著。 

七、 結語 

中央教育部目前對海洋教育極為重視，列為當前的重要教育政策，而海洋環

境教育又是海洋教育的重點主軸教育課題，有其重要性。國民中小學海洋環境教

育實施是近幾年之事，實施之初難免有些問題產生，這是很正常的，校長及教育

人員要有懷抱理想，追求卓越之雄心壯志，積極努力齊心去執行，勇敢面對各項

推動之問題，化阻力為助力，建立正確海洋環境教育推動共識，民主且前瞻訂定

具體可行計畫，寬列推動經費，各處室密切配合，做好海洋環境教育言教、身教、

境教及制教，校長努力爭取上級經費與資源，各校策略聯盟推動並相互支援，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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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互磋，取得家庭教育之配合，積極爭取社會各項資源與配合，以及最後不斷地

評鑑考核修正與研發，多方探究問題，多元落實教育活動，相信海洋環境教育之

推動成效會更臻於至善，以造福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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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樂觀概念對資源班教師專業成長之啟示 
葉嘉恩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研究生 

 
一、前言 

《世界是平的》作者弗里德曼指出，我們正處在氣候加速變化、科技加速創

新、全球市場加速發展的三股量之下。這些劇烈的變動亦牽動著百年樹人大計，

全球教育改革風潮也從歐洲、美國、日本一路席捲而來。而教育改革的關鍵，即

是教師。教育部人才教育白皮書（2004）論到：「人才是國家繁榮的資產，教育

是人才培育的搖籃」。然教師所面對的學生，都有其差異性存在，特別是資源班

教師。特殊教育課程綱要在 2008 年進行大幅度的修訂，強調在設計特殊需求學

生課程之際，首先要考量普通教育課程，重視個人能力本位與學校本位課程、採

課程及教材鬆綁的執行方式，以設計出符合特殊需求學生所需之補救或功能性課

程（盧台華，2008）。而資源班教師的工作內容廣泛，從鑑定安置、撰寫個別化

教育或輔導計畫（以下簡稱 IEP 或 IGP）到課程設計等，各項事物都費時費力，

並且嚴重壓縮了專業成長的空間。張素貞（2004）提及，資源班教師專業成長現

況成效尚待強化，影響因素之一為教學負荷過重。然吳元芬（2013）及巫宛柔

（2014）均指出，國民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與教師學術樂觀間具有顯著正相關

存在。因此期望透過學術樂觀概念，引發資源班教師的正向思維，重拾其專業成

長的力量。 

二、學術樂觀的意義 

樂觀使我們的生活有夢想、有計劃、有未來;學術樂觀則讓教育有希望、有

目標、有方法、更可以跨越社會經濟地位。Hoy、Tarter&Woolfolk(2006a; 2006b)
指出，在研究能夠改變學生成績的學校特徵時，確定了一種新的結構-學術樂觀，

它可以解釋學生的成就。當我們用學術樂觀來探討教師信念時，發現學術樂觀與

生活中樂觀的態度相關，形成三元互動的正向學習環境，對於學生學習成就有高

度影響(Beard, Hoy&Woolfolk,2009)。Kurz(2006)提到樂觀者凡事預期正向結果並

會將自身帶入一個預期正向結果的情境，如果教師帶著樂觀的信念進入教室，正

向的學習結果就會隨之發生。樂觀的教師會建立所有學生都能達成目標的學習環

境，並擁有關於自己、學生與家長的正向信念。而學術樂觀亦是一種環境氛圍，

當學術強調、集體效能與信任感同時運作時，此正向的環境氛圍便會產生

(Duffy-Friedman,M.,2007)。另外，Beard 等人（2009）指出，教師學術樂觀係指

教師相信學生願意努力學習，學生家長亦給予教學協助和支持，因此教師會制訂

更高的學術要求。國內學者謝傳崇（2014）論及學術樂觀在教師教學效能感、信

任感及重視學生的學習三個心念下，以精進教學、專業成長來提升教師的學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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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與學生的學習成效，增進教師、學生與家長彼此之間的信任，進而達到教師、

學生、家長與學校四贏的理想結果。  

三、學術樂觀的內涵 

關於學術樂觀，學者們研究的面向不盡相同，最早在學術樂觀的研究是從學

校學術樂觀起始，進而研究教師學術樂觀。以下列舉各個學者研究的層面，再加

以分析歸納： 

表 1 教師學術樂觀層面分析 

研究者 自我效能 集體效能 學術強調 對家長及學

生的信任感 

對教師之間

的信任感 

Hoy 、 Tarter 與 

Woolfolk-Hoy(2006) 

v  v v  

Kurz(2006) v  v v  

Duffy-Friedman(2007) 
 v v v  

Mascall 等(2008)   v v  

Beard 、 Hoy 與 

Woolfolk Hoy(2010) 

v  v v  

Bevel(2010)  v v v  

Dean(2011)   v v v 

Gilbert(2012) v   v  

Hoy(2012)  v v v  

劉文章（2010）  v v v  

張奕華、許正妹、顏

弘卿（2011） 

v  v v v 

陳偉國（2013） v v v   

謝傳崇（2013）  v v v  

小計 6 6 13 12 2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依據上述學者之研究，可發現「學術強調」及「對家長及學生的信任感」出

現次數最多，分別為 13 次及 12 次，「自我效能」（6 次）、「集體效能」（6 次）

次之，「對教師之間的信任感」（2 次）最少。由表 1 可知，儘管諸位學者對教師

學術樂觀的內容不盡相同，然重點及內涵卻多有重複之處，故筆者將教師學術樂

觀歸納為以下三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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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師效能感（自我效能與集體效能） 

自我效能和一般常說的「自信」(confidence)不同，自信為一個難以歸納且無

法崁入理論架構中的用語，是個人相信的強度，但非特定針對什麼而言;而自我

效能則是指對自己執行能力的相信程度(Bandura，1997)。具體而言，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為個體對其能否在某種層面完成特定任務，以產生特定結果所具有

能力(ability)的判斷。依據吳清山（1989）的定義，教師效能係指：教師在教學

工作中，能使學生在學習上或行為上具有優良的表現，以達到特定的教育目標。

藉由國內外學者研究得知，教師效能感包含自我效能感與集體效能感。  

論及教師效能感，除了自我效能外，還包含了集體效能。集體效能感是一種

集體共享的信念，人們可以在此信念下結合彼此的力量，組織與實施一連串的行

動以達成預期的團體目標，而群體運作的能力即是集體信念的核心

(Bandura,1997)。Goddard 與 Hoy(2000)提到，教師集體效能感為教師們對其所屬

團體之教師在教學上的努力，將會影響學生產生正面之知覺。而陳俊瑋（2009）
提出，當教師們有能力組織為一團體，執行某種計畫的行為，並以對學生學業成

就有正向影響的一種評價或信念時，即稱為教師集體效能感。吳芳容（2011）認

為教師集體效能，是教師群體在特定情境工作脈絡中，對其所屬群體教學能力的

信念。有了這樣信念，團體成員便會產生交互影響，並存在於團體每位成員的心

中。 

(二) 學術強調  

學術強調的概念是源於學校健康氣氛的研究(Wu, 2012)，Hoy、Tarter 和 
Bliss(1990)以及 Hoy 和 Miskel(2006)的研究皆指出，學術強調是衡量一所學校之

組織健康程度的重要構面。Kurz(2006)提到，學術強調為一個學校風氣或環境的

特徵，是學校致力於學生學術發展的程度。早期學術強調的意義，偏重學習成就

即符合特定成就標準的程度。張奕華等人（2011）、Beard(2008)和 Hoy 等人(2006b)
均認為，現今學術強調內涵已擴展為：為學生設定高水準但可達到的目標、讓學

生具有用功努力的學習動機、讓學習環境有條理且具嚴謹性、以及讓學生尊重其

學習成就。  

(三) 信任感  

信任建立在相互關懷之上，展現出尊重同理之情，最終實踐理解支持之道， 
讓人與人之間，能構築願景與目標。最早在溝通過程理論中定義「信任」的學者 
為 1949 年 Weaver，其認為信任包含了所有經由心理影響他人的全部程序 
(Giffin,1967)。而信任在德文的涵義為激勵、支持與鼓勵(Meize-Grochowski,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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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海對信任的定義則是：相信而使其擔任的事務。由此可見，信任能透過積極的

方式影響他人，Lewicki、McAllister 和 Bies(1998)表示，信任是對他人行為具有

信心及正向的期望。  

劉文章（2010）認為信任是一種個人主觀感受或是正面的期待感，付出信任

的決定，代表情感的認同，亦是人際關係行為價值判斷的準則。在教育現場，信

任是不可或缺的，當教師相信學生的時候，學生便會開始相信自己;當教師相信

家 長會的時候，家長亦會開始相信教師。當教師努力讓學生產生信賴感，學生

也藉由信任教師，提升其學習動機，發展學習成效（謝傳崇，2013;Hoy, Tarter, & 
Woolfolk-Hoy, 2006）。 

四、教師學術樂觀之相關研究 

教師具有學術樂觀態度表示其在教學上積極的態度與信念，亦反映著願意不

斷地激發自我潛能與成就，以達教育實踐與革新（廖介敏，2014）。謝傳崇（2014）
亦論及，當懷抱教學效能感、信任感及重視學生的學習三個信念時，更能透過精

進教學、專業成長來提升教師的學術成就與學生的學習成效。而教師專業成長的

途徑眾多，其中最廣為使用且具有顯著成果的即是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教師專業

社群的建立受校園組織氣氛影響，而校園組織氣氛又受到教師學術樂觀的情況左

右。陳毓娟（2014）提到，教師學術樂觀與學校組織氣候之間呈現正向相關，並

且能對學校組織氣候具正向預測力。另外，吳元芬（2013）及巫宛柔（2015）均

指出，國民小學教師專業社群與教師學術樂觀之間，具有顯著正相關存在，並且

對於教師學術樂觀具有預測力。而學術樂觀內涵之一的集體效能感亦與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有顯著中高度正相關（丁一顧，2011）。 

歸結上述有教師學術樂觀與專業成長的研究可以窺見，具有集體效能感之教

師在專業學習社群上的參與度更甚他者，顯示專業成長不能單靠自己，而是需要

整體環境的變革。而當教師本身態度轉變後，校園組織氣氛亦開始改變，這種由

下而上的變化，繼穩固又長遠，讓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更加活絡。然校園中的教師

各有專業，需要不同學習社群的支持，特別是為數較少的資源班教師，更應檢視

現有的資源，建立專業成長的管道。 

五、學術樂觀與資源班教師專業成長之關聯 

資源班教師在校園中不佔多數，有時要盡力配合學校的規劃，但有時卻又會

在全校性的活動中被遺忘，然而，若能有正向的態度與積極的行動，便能在看似

孤立的情勢下建立優勢。Goddard 與 Hoy(2000)提到，若教師具有集體效能感，

便能對其所屬團體產生正面的知覺。資源班教師可以透過和普通班教師討論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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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的時間，建立互信關係，展開專業的對話。縱使資源班教師人數不多，要處

理的事務繁重，但連結普通班教師，討論教學內容、激盪教學方式，亦能開啟專

業成長的另一項途徑。除了教師之間的專業成長，資源班教師也面對與家長溝通

教養觀念的挑戰，儘管家長知道孩子有學習上的困難，仍會抱持著期待。故此，

資源班教師亦需要和家長建立信任的關係，讓家長知到老師有看到孩子的潛能，

並且所有的教學設計都是以孩子為中心，進而持續地說明如何一起協助孩子學

習。 

學術樂觀的正向態度，讓學校能永續經營，特別是面對諸多學習及行為問題

的資源班教師，更是如此。當教師相信自己有能力把不同特殊需求的學生教好，

並且信任學校團隊能相互合作時，較容易克服教學上的種種挑戰;當教師重視學

習，並且能為學生訂定更適性的學習目標時，學生方能有好的學習表現;當教師

信任學生有能力學習，且家長會給予全力的支持時，教師便能無後顧之憂的追求

專業成長。 

六、學術樂觀對資源班教師專業成長之啓示 

由於我們所處的環境不斷變動，老師要具備的能力需要與時俱進，而資源班

教師在追求專業成長的路上更是充滿挑戰，以下提出幾項策略以期能跨越教學現

場的限制，讓教師達到專業成長目標： 

(一) 專注於學生未來生活素養的培育 

資源班教師需要接受學生在同一時間上有著不同學習需求的事實，並且持續

為每一位學生訂定適性的 IEP 或 IGP，以特殊教育專業對學習內容進行簡化、減

量、分解、重整、替代，甚至是加深、加廣等教學歷程上的調整。縱使這些教學

的成效並非在一個學習階段之中就能看見，但我們不是看到希望才努力，而是努

力了才看得到希望。當我們聚焦於學生的未來，便能保有教學的活力，讓學生在

不同的情境中，均能展現所學，逐日累積能走向未來的能力與素養，去到他想去

的地方。 

(二) 客觀記錄問題事件並持續溝通 

信任代表情感的認同（劉文章，2010），資源班教師所面對的是個別差異性

極大的學生，而這些學生的行為表現，亦反應出家長們不同的困難，處理這種種

的情況，需要持續溝通以取得共識，要取得共識的關鍵則端視各方的信任。由於

學生在學校發生問題時，家長多半不在現場，因此，若教師能就事件本身做觀察

記錄，便能降低誤判的情形，同時和家長在溝通的過程中，以具體、沒有價值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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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的陳述，表達學生的情況，以及自己目前所做的努力，讓彼此能在互信的前提

下持續溝通。資源班教師要處理的問題，往往是學生行為背後的原因，而這些原

因多半和家庭相關，又許多家庭的處境受社會結構所框架，因此，資源班教師應

認識並和學生及家長說明自己的限制，接受盡力之後，效果卻不如預期的情況。 

(三) 活用線上研習與特殊教育團隊資源 

資源班教師肩負諸多繁重的工作，如果沒有事先的計畫，就趕不上突如其來

的變化，然而現今知識流通的管道眾多，透過網路，在不同的通訊設備上，均能

取得並交換知識，利用零碎的時間，便能將知識結構化，來因應教學現場的問題，

讓特教老師能在龐大的工作量中，仍然能保有高度的自我效能感。另外，在集體

效能方面，可以透過與導師及科任老師的密切合作交流，共同守護孩子的學習，

甚至是激盪出創新的教學方式，讓校園中不單是特殊需求的學生得以融合，更讓

資源班教師也能融入普通班教師團體，互相支持鼓勵，一起為學生努力。 

七、結語 

正向心理學之父馬丁·塞利格曼（2010）説到：樂觀可以預測賽場上的贏，

悲觀可以預測賽場上的輸。繁重的文書作業，以及複雜的行為問題時常讓資源班

教師喘不過氣，然而，若能肯定自己在教學工作中，會使學生在學習或行為上具

有優良的表現、相信學生能達到訂定的學習目標，並且相信學生及家長會給予支

持，便能持續為特殊教育的領域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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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與社會如何協助遲緩兒找到春天 
陳慧芹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一、前言 

筆者在千禧年生下第一胎，體重 3450 公克，因為是龍年而且又是男孩，所

以望子成龍這句話，名副其實的發生在我身上，那年的我心中懷抱著滿滿的喜

悅。還記得老大出生 6 天就會轉頭，身為母親的我，只要任何對孩子好的事我都

願意給予、願意嚐試，所以為了讓他擁有好看的頭型，於是我便讓孩子趴睡。長

輩們見狀都說孩子真厲害，骨頭夠硬，還會自己左右換邊！這些話聽在我的耳

中，除了滿滿的成就感外，心想他們孰不知望子成龍的我，在懷孕期間吃了非常

多的營養食品，所以當然生出個頭好壯壯的孩子囉！  

不久後，6 個月的他開始長牙齒，除了愛吃愛咬外也很會爬行，11 個月開始

會走，不但走得好，還會一邊呼喊著：媽咪媽咪！真的是可愛極了。不巧的是，

筆者的第二胎卻是一位遲緩兒，從此必須面對遲緩兒的艱辛成長與挑戰，為了讓

同有遲緩兒的家庭、學校及社會減少不必要的適應成本，筆者特將陪伴遲緩兒的

親身經驗分享各界，讓十二年國教每位孩子都成功的願景能夠及早落實實現。 

二、遲緩兒的誕生 

(一) 開心迎接新生兒 

筆者的第二個兒子在懷抱著愛與祝福下誕生了（以下稱為小博）。小博一出

生就重達 4200 公克，連接生的醫生和護士都驚呼連連!靈長類的猴子不但聰明活

潑又調皮，猴年出生的小博完全符合媽媽心中胖猴子的形像，瞧著他那圓滾滾的

臉蛋，真的是可愛極了。但身為職業婦女的我，由於工作忙碌，於是替孩子找了

一位奶媽，希望能讓孩子得到最妥善的照顧。 

(二) 新生兒的狀況 

因為有第一胎的經驗，所以在小博六個月大的時候，我發覺為何孩子趴睡時

不會轉頭？那時心想：或許是因為太胖、頭太大，所以頭很重不好轉？但又過了

4 個月，發現 10 個月的小博像不倒翁一樣無法坐好，坐在椅子上時便東倒西歪、

玩具掉在地上時也無法用爬行的方式去拿，只能在原地趴著一直哭一直叫。當下

看到這個場景，筆者心慌了，一直告訴自己：應該只是太胖了，所以運動細胞不

發達，沒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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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遲緩兒的鑑定 

在一次的嬰幼兒預防針施打時，筆者和奶媽帶著小博去衛生所接受預防注

射，順道檢查發展狀況，醫生突然告訴我:「10 個月大的小博，他的手指頭肌肉

好像沒力，而且全身好像太軟了。」醫師說完這番話後便馬上開立轉診單，要我

帶著孩子到國泰醫院去進行更進一步的評估與檢查。這時我的心情很沉重，心想

這樣可愛的小猴子不會有什麼事吧？過了兩個禮拜，我和奶媽帶著小博去國泰醫

院，先檢查頭，接著照腦波。小博面對陌生的環境哭得厲害，身為媽媽的我聽到

孩子的哭聲更是心疼不已。我心疼孩子還那麼小，便要一個人面對冰冷的儀器，

如果可以，我真的想一同進入腦波室陪伴在他身邊。 

不久後，檢查結果顯示小博腦內有水，而且頭異常大，必須服用藥物消除腦

部的積水。聽到這個消息的我，晴天霹靂皆不足以形容我當時的感受。心想：天

啊！這該不會是我害的？想當初懷著小博時有做羊膜穿刺，但懷第一胎的時候並

沒有做這項檢查，所以我內心不斷猜測也非常自責。不知是不是那支超大支針筒

進入母體內抽羊水，進而影響到小博的發展？ 

此時身為母親的我，馬上又照著醫生的轉診單，安排其它所有的檢查與測

試，經過好幾次的舟車勞頓，最後報告出來了，確診是醫學上所指的「發展遲緩」，

此時我再也無法強忍心中的悲慟，我哭了。 

三、遲緩兒的復健之路 

確定小博發展遲緩後，接下來便是一連串”職能治療”的漫漫長路。依據兒童

發展階段正常成長評估結果顯示，小博在語言及認知、細動作、社會性和身邊處

理三大方面明顯落後（衛生福利部，2018）。我相信專業的評估及檢查結果，人

家說為母則強，我告訴自己，我絕對不能錯過 1 到 7 歲的黃金時期。因此與先生

討論後，最後由外子辭退工作，全心投入孩子的早期療育，並把握治療的黃金時

期。 

四、遲緩兒家庭的無奈 

遲緩兒面臨生活能力、學習適應、身心遲緩及社會行為等四個困擾問題，說

明如後。 

(一) 生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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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研究發現，整體生活品質包括生理、心理、社會關係及環境四個面向是

病童母親壓力的顯著因子，即是患童母親整體生活品質越高，社會支持程度需要

越少時，其親職壓力越低( 羅鳳菊，2007）。由此可知，生活品質與親職壓力之

間有很大的關連性。 

(二) 學習適應 

老師也時常打電話給我，因為小博在學校不適應。小博缺少一份獨立自主的

思想，很多事物都需要有人陪伴才願意去做，遇到學習或有其它問題的時候，他

就會一個人躲起來，不看人也不願意面對困難，也不說話，所以同儕之間也被排

擠，最後筆者勇於面對，告訴老師，承認自己孩子有狀況，持續在做治療和復健

中。 

在美國身心障礙者獨立生活運動中，對於「獨立生活」提出以下的指標(引
自黃榮真，1996）: 

1. 具有與人溝通的能力，與人建立良好之人際互動關係。 
2. 有正確的自我概念。 
3. 會安排自己的生活，能具備處理日常生活事物的能力。 
4. 會規劃休閒生活。 
5. 能保持身體健康。 

(三) 身心遲緩 

身為一個身心遲緩兒的家長，才會認真地去了解身心遲緩的議題。發展遲緩

的兒童是指在認知發展、生理發展、語言發展、社會心理發展與自理能力這五種

領域中，由於大部分的遲緩原因不明，且沒有絕對治癒的有效方法，因此及早介

入治療可預防並降低其障礙程度。但是許多家長認為是「大雞慢啼」，卻未能及

早投入孩子的早療治療和訓練，這是很可惜的。因為這會造成孩子日後無法「獨

立生活的能力」。 

(四) 社會行為 

社會行為最重要的是溝通，在與幾位家長閒聊當中，他們提到他們的孩子，

在學校時常被嘲笑、挑剔，所以常常接受挫折的訊息，讓他們更退縮、更缺乏自

信，所以還沒有機會練習就已經選擇放棄了。因此，小博在這過程中所發生的任

何錯誤，我絕不嚴厲指責與干涉，避免讓孩子畏懼退縮更沒自信，我要讓他勇於

嘗試並有成就感，並且時時讚美，我也時常告訴他，在適當的時機點勇於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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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害怕，你是最棒的！ 

五、遲緩兒的支持與協助 

學齡期間的遲緩兒，需要更多的支持、關懷與協助，才能走出陰影，展現自

信。尤其是社會支持、學校支持及家庭之愛。 

(一) 社會的支持 

社會支持是指個人能夠從其人際網路或社會資源中獲得各項協助，一般而言

社會支持可以區分為情緒支持(emotional social support )工具支持(instrumental 
social support)與資訊支持(informational social support)等不同類型，其中情緒支持

是可從他人獲取如親密感、歸屬感、信任、關心、尊敬，或讚賞等正向情感，工

具支持是指在物質、經濟、照顧，或家事上的實質協助，資訊支持指示，只提供

想法指導，建議或回饋等，以利個人解決問題(Pelletier, Godin, Lepage, & Dussault, 
1994)。 

社會支持的來源又可分為正式與非正式兩種類型。正式社會支持-係由政府

機構、社會福利單位、醫院、基金會，或某些收費單位提供社會、心理、生理或

經濟上的支持協助，非正式社會支持-是指家長在非結構安排下與配偶、家人、

鄰居等，產生的社會連結(張美雲，2007)有關家長在社會支持方面的感受，部分

文獻指出；發展遲緩家庭(張美雲，2007)或學前自閉症的主要照顧者(吳佳賢，

2002)所感受的資訊支持為最多，也有文獻指出自閉兒母親(李家琦，2008)與智障

兒母親(蔡淑美，2003)所感受的情感支持最豐足。 

(二) 學校的支持 

秦麗花（2001）指出教師能獲得資源與支持的關鍵，在於學校行政人員對融

合教育的支持與了解，學校應調整分配學校行政，輔導，專業老師及班級老師之

資源，隨時介入並協助處理特殊學生之事務，落實多元與差異的融合教育。 

1. 透過學期初班級導師與輔導老師之全校系評估，了解特殊學生之狀況，以

利第一時間協助老師處理學生問題。 
2. 組織學校行政，特殊教育老師，輔導老師及帶過特殊生之教師的專業輔導

團隊，針對需個別處理的案例，例，對班級導師與家長提出相關建議與支

援。 
3. 積極將融合教育加入學校課程安排，讓學生培養接納多元與差異的融合教

育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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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前融合教育的實施，在學校及家長兩方面，都有需調整與進步的空間，

身為家長與老師，真心的期盼孩子能在學校快樂的學習，不會因他的天生

如此特別而被排擠，歧視或貼標籤，而這樣的期盼，需要學校，老師與家

長三方面的協商配合，互助信任，才能讓我們的教育，有愛無礙，無限寬

闊。 
 

紐文英（2006）指出教師應保持開放與接納的態度迎接特殊的孩子，每個孩

子都有自己天賦的優勢能力，能看到孩子表現好的一面，並給予讚美，相信對孩

子來說是充滿正向能量的，唯有孩子對自己有信心並信任老師，教育才能更深入

孩子的心靈，滋養孩子的學習。 

(三) 家庭永遠的愛 

他只是需要比別人多花一點時間練習罷了。於是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建議

陪著孩子去上「早期療育」和「職能治療」課程，讓孩子有安全感還有家人愛的

陪伴下，進行大量的練習和遊戲讓孩子可以更進步，家庭的力量是特殊兒童最大

的後盾。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統計 2016 年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需求調查指出

約有 56.41%無法完全獨立自我照顧，近 8 成主要由家人協助或照顧（衛生福利

部，2017）。 

六、結論與建議 

(一) 建議 

1. 對教育主管機關之建議 
國內已有早期療育重要性之認知，因此在新修訂的《特殊教育法》方

面加重了早期療育在特教領域中的分量，教育部在中華民國身心教育障礙

報告書中規劃由教育部(訂正五歲身心障礙兒童早期教育實施要點，積極辦

理普及、免費化的學前特殊幼兒教育)，提出逐年提供三到五歲幼兒免費特

殊教育，再措施裡亦協調醫療等單位辦理學前特殊幼兒評估中心轉接系統

早期療育中心等早期療育工作。 

2. 對學校之建議 

每一位遲緩兒同樣具有接受教育的基本人權，學校應將遲緩兒的生長與

特性列為重要的教材，讓老師、學生發揮同理心善待每位遲緩兒，提供遲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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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學習、適應及人際相處之必要協助與支持。尤其是學校的輔導單位及輔導

教師應隨時伸出援手，用愛心關愛每位學生。 

3. 對學校教師之建議 
遲緩兒不可能離群索居，必須融入班級教學學習，因此教師就是遲緩兒

在學校學習成長最重要的關鍵人物。尤其是遲緩兒的學習反應慢、行為動作

常成為同儕指指點點的話柄，此時，班級教師若能藉機會教育或實施角色扮

演教學，當可減少遲緩兒被嘲笑甚至私下欺凌的機率。 

4. 對家長之建議 
家有遲緩兒的家長，必須以愛心、耐心及信心鼓勵遲緩兒，使其在充滿

家庭溫馨的環境中成長、學習，教導他如何勇於走出去、獨立自己，始能適

應社會生活。家無遲緩兒的家長，也要教導自己的小孩，應如何善待遲緩兒，

多協助與幫忙遲緩兒成長，使每位小孩都因對生命的尊重，讓學習更有意義

及價值。 

(二) 結論 

發展遲緩兒的學習，很多時候是無法立竿見影的，必須靠時間還有早療教育

課程，一步一腳印慢慢完成的，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的估計，發展遲緩兒童

的發生率約為百分之七，所以這並不是一個少見的問題，在沒有早期療育的概念

之前，大多數父母都會認為等到孩子長大一點，或進入幼稚園孩子就會好了，於

是延誤了早期製治療的時機。根據國外研究，每投入一元在療育上，就可以節省

三元的特殊教育成本，這可以大大的減輕社會的長期負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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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幼兒園教保人員在職進修 

鄭雅婷 
臺灣首府大學幼兒教育系助理教授 

邱憲義 
臺南大學教育學系教育經營與管理博士 

 
一、前言 

「人活到老，學到老」，「生有涯，而學無涯」無不說明了各行各業的人都必

須不斷的學習和接受教育。學者（饒見維，2003）指出在歐美各國教師專業發展

蓬勃，已成為教育界的新焦點，認為教育工作環境有持續發展與變動的特性，因

此教師不論在任職前接受過多少相關訓練，都必須在任教期間持續精進專業素

養。再者，教師肩負著傳道、授業、解惑的基本責任，也同時面對著「典範變革」

與「未來趨勢」的創新發展，持續進修的教師文化攸關教師的素質提昇，是為教

師專業生涯發展所必須進行的終身教育（陳木金，2005）。而一位好教師在其生

涯階段必須不斷的發展其專業領域的知能才能維持成長與生存不致於被淘汰（張

如柏、郭秋勳，2005）。職此，師資為一切教育之母，其優劣影響整個教育發展

的成敗；學校教育的成功與否，與教師的素質有直接的關係(Lin & Chen, 2006)。
由此可知，幼教老師是掌握幼教品質良窳的舵手，唯有努力提升幼教師資的品

質，才能改善幼教品質，協助其專業地位的鞏固。 

二、在職進修的重要性 

教師為增進自己教育專業知能與專業態度所參加的教育活動，是有計畫、有

組織、有系統及有目標導向的教育活動，用以補償職前養成教育的不足，正是在

職進修（張志鵬，2001）。其主要目的是能有效改善與解決教學所面臨的問題，

並提升自己在教學專業相關領域上的知識（曾曉苓，2005）。且有關研究（林惠

娟，2005）也指出，教師的「在職進修」更是一種強調未離開工作崗位的繼續教

育之進修活動。 

而國內在「教師法」（教育部，2003）、「師資培育法」（教育部，2004）、「教

師進修研究獎勵 辦法」（教育部，2004）、「兒童及少年福利法」（內政部，2003）、
「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練辦法」(內政部，2004) 等相關法令

上皆有對教保人員的在職進修有所規定。再者，幼托整合後的幼兒教育照顧法第

15 條也指出，教保服務人員每年至少需參加教保專業知能研習十八小時以上（幼

兒教育及照顧法，2013）。面對幼兒教育的一連串的變革，身為幼兒教育的一線

人員必須緊跟著腳步，提醒自己專業成長，以符幼教改革的步調（蔣姿儀、林亞

萱，2013）。師資培育法第 19 條亦明定，教育主管機關需提供幼兒教師有進修、

研習之管道，並曾於 2004 年增設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鼓勵幼兒教師們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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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進修機會。且近年來，大學院校、政府機關及民間團體都為了配合幼教工

作者的專業成長需求，紛紛舉辦了各種研習和進修的機會，希望能協助強化幼兒

教保人員的專業知能，提昇幼教品質（林惠娟，2005）。王麗蘋（2006）亦指出

在職進修的政策是否落實及有效規劃，會影響教師在專業領域上的發展。相關研

究更指出，幼兒教師在接受過幼兒教育相關知能的進修後，除了提升其個人在該

方面的專業之外，其更能運用在教學上，讓幼兒受惠(Girard, Lisa-Christine, 
Girolametto, Weitzman, & Greenberg, 2011, Girolametto, Weitzman, Lefebvre, & 
Greenberg, 2007, Piasta, Justice, Cabell, Wiggins, Tumbull, & Curenton, 2012)。而

Sandberg、Anstett 與 Wahlgren(2007)亦指出，在職訓練對其專業教學知能有幫

助，可以顯著提升學前教育的品質。另外，良好的訓練與教育可以提升教師照顧

幼兒的能力，且是間接協助幼兒充分發展其潛能的重要關鍵(Brown，2012)。職

此，教師在職進修可以促進個人專業成長，並提升教師專業能力，更可間接影響

幼兒的學習。 

三、在職進修的相關研究 

由近年來的相關研究發現，教師在職進修的研究在國內已受到越來越多的關

注，其相關研究也順應時勢的轉變與需要而蓬勃開展。例如，賴春金(2001)研究

發現在職進修的方式會因其資格的不同而有別。林惠娟（2002）發現針對教保人

員的在職進修模式，職位較高者較偏好內省式的進修。林育瑋（2002）發現以學

校本身需要而規劃的教師進修課程，比教育局或師範院校所安排的研習進修活動

更合乎教師的需要，且更合乎各校個別需求。陳美齡（2004）的研究發現，教師

主要以研習活動做為進修的類型與方式，且學歷較高、年資較高者以及服務於公

立機構者較願意參與在職進修，但服務於私立機構者其在職進修後的專業成長較

佳。張珮玲（2004）與林惠娟（2005）的研究皆發現，教師最想進行園外短期進

修活動、理論與實務兼具的研習、有實際演練操作機會及教學觀摩。曾曉苓（2005）
指出，年齡、學歷、年資、職稱與任教機構會影響教保人員參與進修。林惠娟（2005）
針對教保人員在職進修現況的研究發現，到大學進修的機會較少，以任職公立機

構者機會較充足，年資深者較滿意進修的經驗。此外，邱竹林（2010）研究發現

求知興趣為影響個人在職進修意向最常見的因素。 

 再者，黃文三（2003）研究指出教師在職進修可能影響其工作價值觀，邱

竹林（2010）研究也發現參與進修及未來計劃進修的行政人員工作價值觀較高；

蔣姿儀與林亞萱（2013）研究發現在職進修與教師專業發展有顯著相關，在職進

修可有效預測教師專業發展；伍劍佐、董志文、李嵩義（2017）的研究發現工作

價值觀可預測教師專業發展。綜言之，教師在職進修可能與工作價值觀、教師專

業發展有關聯，雖然沒有相關研究發現在職進修可正向作用於工作價值觀，並進

而影響其教師專業發展，但可推論工作價值觀在其影響關係中的中介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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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上述可知，在職進修對教師而言，已是教師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事情。因

為在職進修不僅僅是因應制度與法規的規定，更是能充實自我，滿足求知慾，進

而強化教學理念與教學態度，以增進教學專業能力，甚而有利於升遷調動的管道。 

四、建議 

綜合上述，幼兒園教保人員本身應重視在職進修並落實以為必要，因此提出

下列建議。 

（一）提供在職教保人員幼兒有關教學課程之多元化課程，提升其教學專業能力 

幼兒園教保人員在職進修是為了增進教學專業能力，建議教育行政單位可增

設幼兒教學課程之相關研習活動，並多規劃結合理論與實務的多元化課程，供教

保人員依自己需求選擇。 

（二）發揮工作價值觀的中介機制，以提升在職進修在其教師專業發展之成效 

在職進修可透過工作價值觀來預測教師專業發展，因此，學校應盡量考量有

利的策略，來引導教保人員積極正向的工作價值觀，以提升其專業發展成效。 

（三）制定完善的教保人員分級和升遷制度，促使其參與在職進修 

此外，更應制定完善的分級和升遷制度，對積極參與在職進修尋求專業成長

者提供合理的獎勵，以增進其教學專業知能，對教師專業發展產生極大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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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德國學校獎」 

林玟蒨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研究生 

 
一、 何謂「德國學校獎」？ 

德國最佳學校獎（Der Deutsche Schulpreis）是由羅伯特．博世基金會和海德

霍夫基金會共同成立，從 2006 年以來每年頒發一次（胡蕙寧，2015），選出五所

學校給予獎勵。目前是德國要求水準最高、獎金額也最高的學校獎項。 

評獎有六項標準：績效、應對多樣化、教學質量、責任、學校生活和學校作

為學習型機構（deutschland，2017）。 

二、 對「德國學校獎」指標內容的觀點 

德國學校獎的座右銘是「給學習添上翅膀」，數年來，拔擢了許多差異化教

學、自主學習、混齡教學、文化寬容案例與融合教育的楷模學校（周玉秀，2019）。 

「德國學校獎」評獎有六項標準：績效、應對多樣化、教學質量、責任、學

校生活和學校作為學習型機構（deutschland，2017）。依其六項標準，提出對該

六項標準的觀點，論述如下： 

(一)績效 

此績效並不是要看個別學生成績來決定，而是看學校是否能成功地應對學生

異質性的挑戰（PTT 新聞，2018）。因為德國中小學沒有重點和非重點之分，學

生大都就近入學。因此，同一所學校的學生差異性比較突出，學生成績較為參差

不齊。很多學校都要負責接受來自難民家庭的孩子，而一個出色的學校則要有能

力接受這種挑戰，並有能力讓這些孩子融入進校園生活。若是一所學校能夠成功

應對學生的多樣性，將成為衡量一所學校是否優秀的重要標準。其中一個行之有

效的辦法就是實施差異化教育，也就是我國所稱之「因材施教」。 

在敘斯特漢斯小學（2016 年度最佳學校），學生們在同一時間學習的內容不

完全相同。每一個孩子都自己負責自己的學習。教師們會為每一位學生製作一個

「學習地圖」，以形象的方式展現出每一個孩子在數學和德語科目的學習進度。

他們會定期和學生坐在一起商討下一步學習的內容（PTT 新聞，2018）。 

差異化教學讓不同程度的學生都能找到其自己適合的學習步驟來學習，學生

較不會趕到太大壓力，也較能學習中體會到學習的樂趣，德國重視每個學生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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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性，視學生為學習主體，老師則作為輔助的角色。更能將學生培養成獨立自主

的個體，讓他們從小就對自己的學習負責，他們也更能知道自己性向所在。 

(二)應對多樣化 

因為德國教育重視學生自主性，因此「德國學校獎」講究學校如何針對個別

學生去提供多樣化的學習方式和內容。在整體教學外，學校需要找出每個孩子的

獨特性，讓他們可以擁有真正適合自己的學習方式，然後在老師的支持下，按照

自己的強、弱項來發揮或加強。 

另外學校尚需要幫助不同背景孩子融入校園生活中。烏珀塔爾綜合中學位於

該市一個社會問題較為集中的地區。大約一半的學生是在被收養的家庭長大的，

三分之一的學生有移民背景。儘管每個學生的起點和基礎大不相同，但沒有一個

學生輟學或肄業。有些小學成績很差的同學，在這所中學也突飛猛進，取得了出

色的畢業成績（ARD，2015）。 

德國的學校和臺灣的國中小相同，都是不對學生進行程度區分來分班，但其

卻能夠藉由提供多樣化的學習方式和內容來幫助每個孩子融入學校，這相當值得

臺灣借鏡和學習。為什麼臺灣已經很努力在作補救教學，但在 2018 年會考成績，

各科得 C 的比例為 14.35%至 30.77％尚有這麼高比例存在（中時電子報，2018），
這都相當需要我們好好去省思。 

(三)教學質量 

教學質量講求學校教學的品質，是否有顧及每位學生的個別情況，並提供多

樣化的學習方式和內容。 

「德國學校獎」一所獲獎學校─烏珀塔爾巴門綜合中學每個班級都配備了兩

名班主任。他們除了抓教學之外，還有專門的時間用來輔導學生的家庭作業以及

和學生進行交流。讓每個學生都可以擁有自己的學習方式，可以按照自己的強項

和弱項充分發揮，而老師則提供相應的支持，因為他們了解每一個學生的情況

（ARD，2015）。 

德國最好的學校不但鼓勵和支持同一年級同一科目的教師相互合作，還鼓勵

教師進行跨學科、跨年級地合作。同時也鼓勵學生跨領域學習，學生需將不同學

科所學的知識整合在一起來完成專題作業。 

在羅伯特•博世總合中學（2007 年度最佳學校），教師們以年級團隊和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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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團隊的方式合作，彼此觀摩課程，共同確定學習目標，共同制定下一年的教

學計劃，在教學內容上相互協調。因此，在這所學校，跨學科的學習隨時都在發

生。例如，在六年級，有關非洲的教學主題同時出現在藝術、社會和宗教、價值

和規範三個教學科目中。高中階段的學生在生物、歷史、藝術、德語四個科目同

時完成以「自然」為主題的專業論文/作業（PTT 新聞，2018）。 

教學質量好壞將影響學生學習效益，學校除了需要考量學生個別差異進行因

材施教之外，尚需要鼓勵教師跨學科教學，來培養學生跨領域學習的知識，在未

來世界中，需要能整合多方知識的能力，提早教導學生，能讓學生更有能力去因

應未來，並能讓學生具有獨立思考和自學的技能。 

(四)責任 

德國教育講究學生對自己學習負責，因此需要對自己的學習富有「責任」。

除了上述提到的每個學生會有屬於自己個別化的學習地圖之外，每個學生也常需

要去製作或是報告一項主題、計劃，再依據老師及同儕的建議來修正，最後達到

一個成品，讓學生從實作中，對自己的產品負責，並學習團隊合作、因應未來的

挑戰等技能。 

如：柏林一所學校騰空學年中間三星期，讓學生分成四個小組，完成一個名

為「挑戰」的專題研習。於這三星期之前，一班中二位學生首先要在班上報告他

們的計劃、再回應老師及同學的疑問、從而改善自己的研習，以準備三星期的挑

戰。第一組學生首先向一位組員的祖母學習編織技巧，再於三星期內編織出整套

著名時裝品牌 Coco Chanel 的衣服；第二組的同學則組成樂隊，在三星期期內錄

製出自己的音樂專輯；第三組選擇教導在德國的敍利亞難民濃縮的德文課程；第

四組則騎著 River Elbe 單車，去了解當地居民的起居飲食。三星期後，學生回到

學校並在 Challenge Fair 中向觀眾解釋成果（教育大同，2016）。 

在敘斯特漢斯小學（2016 年度最佳學校），就連最年輕的學生也可以自己決

定，他想要單獨學習，還是和別人一起學習，想要學習什麽內容，以及在哪裡學

習（在教室、學習工作室、圖書館，還是在明亮的學校大廳）（PTT 新聞，2018）。 

在 2012 年度最佳學校--諾伊霍品基督教中學，學生們獨立自主地從他們的

「工作任務本」裡選擇學習內容。每個人都能夠自己決定，他想在某個題目上花

多少時間。並且每個人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公文包」（Portfolio）。他們能在公

文包裡面記錄自己的學習進展、遇到的問題，並評估自己已掌握的知識水準（PTT
新聞，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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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對自己的學習負責，從中學會的自我規劃、自我管理和評估的能力對於

日後的學習和工作都相當有幫助。 

(五)學校生活 

一所好的學校是可以讓學生在學校生活中，自在的擁有自己的學習節奏、老

師及同儕的支持和友善的學習氛圍。 

「德國學校獎」一所獲獎學校─巴門綜合中學非常重視鼓勵學生發揮想像力

和創造力。來自六年級的三名女生在學生食堂宣傳素食的好處，她們準備精美的

素食(橡皮糖、肉丸)，只要同學們願意認真閱讀她們準備的資料就可以品嘗。該

所學校讓學生自由宣傳自己的理念，並鼓勵他們付諸實現，這正是這所學校獲獎

的主要原因，即學生可以自由發揮想像力，而不是被動聽從老師的安排（ARD，

2015）。 

最好的學校為學生參與生活做準備，而不是為了考試。學生能在學校生活

中，發揮自己的想像力和創造力，提出自己的見解並輔以證據說服人，這些剛好

也正是臺灣十二年國教所強調的素養導向。 

(六)學校作為學習型機構 

學校作為學習型機構，能夠幫助學生學習外，也能夠幫助家長解決他們的問

題，家長問題解決才有辦法一同幫助學生提升學習。 

要想使學校獲得成功，各方的參與是不可或缺的。老師要積極參與和付出，

同樣，家長同是重要的學習夥伴也應當積極參與。如： 

1. 烏珀塔爾巴門綜合中學學校有八十多個工作小組，當中大部分都是由學生

家長組織和領導的。 
2. 在羅伯特•博世總合中學（2007 年度最佳學校），愛心家長帶著孩子們做一

些團體活動。透過參加這樣的活動，父母有機會更好地了解學校的日常生

活。學校也可以將父母變成有助於促進學生多方面發展的教育資源。 
3. 在多特蒙德市小基爾街小學（2006 年度最佳學校），學校早在學生入學前便

開始和父母合作，邀請將要送孩子來這裡上學的父母參加父母座談會，與

父母交流和孩子入學有關的問題，讓他們參觀學校，為孩子入學做好充分

的準備。這所學校還設有一個“父母咖啡廳”，每天在 8-11 點開放，讓父母

們不僅可以相互交流，而且還能參加一些培訓課程，例如電腦課、語言課、

急救課、縫紉課等。學校還會邀請專家提供債務諮詢，向父母提供理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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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知識。這是因為該校的許多學生來自移民家庭，有的父母不會德語，

缺少理財方面的知識，深陷債務困境。 

德國最好的中小學都重視讓學生民主參與決策，通過學生議會或學生委員會

等制度讓學生能主動參與決定學校的事務。在羅斯托克的耶拿規劃學校（2015
年度優秀學校），由學生代表組成的學生委員會定期開會。討論的主題涉及學校

發展、課程、教學、食堂飯菜、師生矛盾等各個方面。學生代表還會參加各專業

教師的會議，提出他們自己對課程的看法和期待。學生與任課老師一起討論未來

幾周的教學主題也相當常見（PTT 新聞，2018）。 

學校作為學習型機構重視讓學生合作，而不是競爭。在瓦爾特堡小學（2008
年度最佳學校），1-2 年級的學生在一起學習。3-4 年級的學生在一起學習（PTT
新聞，2018）。學生遇到問題時可以先詢問同儕，同儕不懂時再詢問老師。如此

能讓學生相互合作，能力佳的帶能力弱的，能較快速讓每個學生都將問題解決。

德國腦科學專家胡特納指出：在一個群體差異比較大的團隊中，學生們的學習效

果更好。而在同質性的群體中，學生更傾向於將自己和別人區分開來。 

學校作為學習型機構重視讓學生合作，而不是競爭，和臺灣十二年國教的共

好理念不蒙而合。另外德國教育將學生父母視為最重要的教育夥伴，讓父母可以

在家裡更好地輔導孩子，因為除了學校教育，家庭教育也相當重要，透過親師生

一同合作，更有有效促進學生學習。 

評審之一的資深大學教授施拉茲認為，好學校的定義很簡單，就是看你能否

讓所有的學生都能充分發揮潛力，讓他們不斷地超越自己（胡蕙寧，2015）。 

三、 從「德國學校獎」得到的啟示 

歸納「德國學校獎」值得我們學習之處： 

1.實施差異化教育。 
2.重視學生學習自主性，讓學生對自己的學習負責。 
3.學校提供多樣化的學習方式和內容。 
4.鼓勵和支持同一年級同一科目的教師相互合作，還鼓勵教師進行跨學科、 
 跨年級地合作，同時也鼓勵學生跨領域學習。 
5.親師生合作。重視與學生父母的合作，將其視為最重要的合作夥伴和可以 
 依靠的教育資源。 
6.重視讓學生合作，而不是競爭。 
7.重視讓學生民主參與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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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學校獎的創立，激發更多好學校的產生，也讓更多德國學校有一良好楷

模可供學習，臺灣教育也能從中學習，開創一條臺灣教育創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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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導向學習結合社會責任 

於音樂通識教育的知與行 
蘇金輝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科副教授 

  

一、前言 

教育部為自民國 107 年起，為了改善教學品質及提升學習成效為核心，並鼓

勵各大學在此基礎上發展多元能量，推動「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計畫目標為：(一)
落實教學創新；(二) 提升高教公共性；(三) 發展學校特色；(四) 善盡社會責任。

其中「善盡社會責任」是教育部先於 106 年試辦「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 計畫），並於 107 年將之列為「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四大目標之一，目的是希望大學走出象牙塔，投入學界能量深耕在地，

發揮大學價值，讓學生能經由學習的過程，感受到「被社區需要」，凝聚對區域

發展的認同。教育部同時鼓勵各大專校院可以「在地連結」與「人才培育」為核

心，另提附冊「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以人為本，從在地需求出發，並透過

人文關懷與協助解決區域的問題，對在地區域發展能有更多貢獻，展現實踐行

動，善盡社會責任 (教育部，2017)。由此可知，當今的大學教育不能只追求專

業知識的培育和學術研究的發展，還必須將理論知識與在地或社區需求相結合，

重視在地實踐，解決社會永續發展問題，培育學生成為具有創新實踐與社會關懷

之全球公民。 

通識教育之目的在於提升學生的人文素養，使其擁有多元的文化視野，並且

在態度上能夠包容異己、欣賞差異，在能力上能夠理解差異進而關懷他人，在全

球化的時代裡，成為具備世界公民素養與能力的全人 (林思伶，2009)。中西方

的古聖先賢所強調的音樂教育之精神為：達成人格教育的薰陶與功能，並發揮音

樂教育中所蘊含之人文精神，以培育出學生健全的人格與完整的視野，也就是儒

家學說所謂的成聖成賢的精神 (蘇金輝，2011)。而在教學實務上，通識教育可

以將專業知識放回社會脈絡，並與各種知識和具體經驗融匯，因此可以讓大學生

認識知識的產生脈絡與其在現實生活中的效用，進而對於所學的專業知識有深入

的體會，從中培養整合與變通能力，不為時代所淘汰 (陳介英，2008)。而音樂

教育的功用在於美感能力的培育，也是了解人類社會在思想、文化、歷史發展、

表達與關懷各地域文化的途徑，更是達成通識教育目標最直接的管道。由此可知，

通識教育的特性是具有整合多元知識或技能、回應生活事實需求、並可以透過與

社會的互動而將專業知識注入生命的一種學習活動；而音樂是能夠將人心中的美

善化為外在行動的一項人文關懷養成教育，故音樂在通識教育與高教深耕計畫中

之「善盡社會責任」教學目標一致，皆是以人為本，與現實生活相連，具有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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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將知識能量貢獻於社會之理念。但目前國內許多大學生因為過度重視專業

科目，往往忽略了通識課程，其中音樂通識課程更容易被視為營養學分，學生的

學習動機、態度與成效往往不佳，也難以達到通識教育的目標。為了回歸音樂通

識教育之目的與本質，需透過教學上的轉變，才能解決當前通識課堂所面臨的問

題，達成當今高等教育之目標。  

在眾多教學模式中，「問題導向學習 」(Problem-based Learning，簡稱 PBL)，
是以學習者為中心，自主學習發展的一種學習模式，並且給予學習者複雜且具挑

戰性的專題任務，由學習者發想和設計、解決問題、決擬策略，並在一定的時間

內，最終完成實際的成品或報告作為呈現 (Thomas, 2000)。透過連結各種知識領

域，強調學生主動參與和自主學習，自行建構知識體系。在整個學習過程中，教

師的任務主要是重視過程的引導，學生才是整個學習的中心。研究指出：在通識

教育中應用源於建構主義之問題導向學習，主要是預估大學生在修習通識課程階

段已具備足夠智能，並能連結過去的經驗去解釋、理解新事物，進而建構出自己

的知識。這種經由學習者自我建構又具有個人意義的知識，比從單向授課、被動

接受而未經仔細思辨的知識，要更為持久，且較容易奉行於實際生活中 （辛幸

珍，2009；楊坤原、張賴妙理，2005）。因此，問題導向學習為通識教學提供了

一個創新的教學理念，以問題為學習中心，融合各領域的專業，並透過與真實生

活和專業情境相關的教案來誘發學習，引導學習者去追求能解決問題的知識，並

將知識應用於實際生活中。這些問題導向學習的學習特性與通識教育重視將專業

知識放回社會脈絡的理念相似，也與當今高等教育強調大學要以「在地連結」與

「人才培育」為核心，將專業知識能量深耕在地的目標一致。 

二、問題導向學習的理論與特點 

「 問 題導 向 學習 」的 理 論 背 景 源自 於認 知 建構 主 義（ cognitive 
constructivism），認為知識是由學習者以同化與調整的認知歷程主動建構而成，

強調學習是主動的互動過程，而非被動的填塞知識（楊坤原、張賴妙理，2005）。
問題導向學習最初是在 1960 年代由 Barrows 應用於醫學教學上，但一直要到

1980 年， 問題導向學習的定義才首次出現於文獻中 (Barrows & Tamblyn, 
1980），重點為：讓學習者朝向了解或解決一個問題之工作過程來進行學習的歷

程，步驟為：讓學生先遭遇問題、呈現問題、以分組方式運用知識和推理能力開

始解題、主動確認學習內容並據此引導個別化研究，最後將所獲得的知識和技能

再用於解題，並呈現與評鑑學習結果（楊坤原、張賴妙理，2005）。Barrows  (1996) 
強調，問題導向學習方式是將問題呈現於教學的開始以刺激、引導學生學習，而

非只是做為學習後的應用和練習。問題導向學習的特質是以真實的問題或任務為

學習活動，以學生中心，採用小組學習方式，教師在過程中是協助者與引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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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問題導向學習是透過問題解決來達到學習目的的方式，以「問題」作為主要的

課程內容，重視學習者必須要以自我導向學習方式來主動探究新的訊息，並以合

作互動的方式解決問題 (Barrows, 1996；West &Watson, 1996)。因此，問題導向

學習與傳統制式化、單一學科的學習方式不同，可作為當今音樂通識教學改革，

並實踐大學社會責任時可考慮的教學法。 

三、問題導向學習、社會責任與音樂通識教育之關聯 

傳統的音樂通識課程主要是由特定教師擔任，以單向欣賞教學法的大班授課

方式為主，缺乏讓學生獨立思考及自我表達的機會，因此容易形成單向式與被動

式的學習，學生學習意願逐漸低落、缺乏創造思考力，更遑論要落實音樂教育人

文關懷，回應真實生活和與社會責任等目標了。完整的音樂教學包括「理解」、

「感受」及「創作」三個層面，其中「創作」可以增強「理解」方面的學習與訓

練、提昇「感受」方面的能力與經驗，並以做中學的方式體現音樂學習內容 (蘇
金輝，2011)。楊世華認為：音樂是透過聲音的藝術將人類的情感表現出來，單

一的聲音或單靠情感的發洩都不足以成為音樂，必須是透過聲音的組織來表現自

我，才能稱之為音樂。所有的藝術都應以表現的形式加以發揮，即以一種自我需

要，自我完成的方式，來呈現藝術的特質，因此音樂即創造的表現 (楊世華，

1993)。由此可知，創作是音樂完整體現的具體行動，也是音樂通識教育不可或

缺的教學項目。 

當前科技快速的發展，運用數位軟體來創作音樂，可以讓不具音樂專業背景

的人也可以在科技的輔助下，享受創作的樂趣，也為音樂教學提供了一個便捷的

創作學習管道。透過編輯不同的音樂及聲效，學習者可以輕鬆地嘗試用音樂說故

事，表達自己的感受與想法。數位化的音樂創作還可以與影像或表演結合，作為

配樂以強化影像和表演的內容和效果。故當今的音樂教學在數位科技輔助下，能

夠將抽象的概念化為具體的行動，學生可以透過「創作」來傳達心中的意念及思

想，並將「理解」和「感受」層面的感知能力以實作的方式轉化為對外在世界的

關懷行動。因此，音樂通識教育是大學落實社會責任最直接的管道之一，而將解

決區域問題的社會責任活動融入音樂通識課程，作為主題，將能使學生的學習更

有意義，並成為參與學習過程的問題解決者。 

為了帶領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成為積極參與問題的主動學習者和解題者，問題

導向學習法引進音樂通識教學是必要的。透過實施問題導向學習課程步驟，才能

突破傳統通識課程單一及大班的授課方式，並以音樂與科技的整合，不同專業學

習者的跨領域分組方式，來解答與生活真實情境相關的在地問題。故音樂通識教

育需納入問題導向學習方式，並結合社會責任為活動主題，才能達成人文關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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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四、問題導向學習結合社會責任於音樂通識課程之實施原則與方式 

問題導向學習結合社會責任的音樂通識課程是建造一個自主開放的音樂學

習環境，強調學理與應用兼顧的學習，以學生成為學習中心，在行動和生活實際

情境中自主規劃彈性學習計畫。教師須負責研訂與社會責任相關的主題與提出待

解決的問題，將之融入音樂課程為主要內容，帶領學生根據問題導向學習學習步

驟，以自主學習及小組合作方式來統整知識與解決問題，實現以具體行動助益人

群和社會之目標。施行原則與方式包括： 

(一) 整合專業知識與社會議題，以問題推動課程進行 

學者指出，大學通識如果只是一味的講求教養與人文關懷，而忽略了知識面

的扎根，也並非通識教育之本意（黃榮村，2008）。故音樂通識教學必須深化全

面性的音樂教學，並與社會責任和人文關懷主題整合。教師規劃課程時應提出與

學生的生活地域相關之議題，將相關知識和訊息融入音樂課程中，帶領學生進行

問題分析、主動探究與處理問題。教學過程中還須納入小組互動討論、自主學習、

反思回饋及相互評鑑等問題導向學習屬性的學習方式。在音樂實作的部分，為了

在一學期有限的課程時間內能有效地進行問題導向學習，因此不論是在影音編輯

或創作上，要根據學生能力選擇適合的應用軟體，讓學生在製作影音專題作品時

能著重於議題的問題呈現、分析、解決和表達，完成能烘托整個故事的配樂與配

音，避免在過程中為了處理數位技術操作而忽略了整個學習所要著重的問題解決

能力培養。 

(二) 導入溝通及互動相關之活動，以提升學生合作學習能力 

小組合作學習是問題導向學習模式的學習歷程中，最主要的策略之一 (楊坤

原、張賴妙理，2005）。合作學習是一種有結構、有系統的教學策略，透過 4 至 6
人的異質性分組，含有共學新知和分享經驗，積極互動互助和討論，正向相互依賴

與為學習負責，彼此有效溝通和敬重等要素 (Johnson & Johnson, 1989；Slavin, 
1995)。可見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與同儕有效的互動，與合作能力有密切關係。研

究顯示，教師要設計具有良好互動、合作及促進學習關係的環境，才能提高學生

對課程的參與度 (Zepke & Leach, 2010)；而遊戲能營造合作學習的氣氛，也能提

升學生的合作經驗 (楊曼琳，2016)。因此，教師可以設計一些活潑的遊戲活動，

拉近不同學生之間的距離，促進彼此的互動合作。此外，教師也要在過程中隨時

留意和詢問學生在學習和分組過程中是否有遇到溝通及合作上困難，並適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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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也可運用網路聊天群組、臉書、推特、IG 等具有互動功能的社交網絡工

具，增加學習者與同儕之間彼此了解及相互表達的機會，提升合作學習能力。 

(三) 建置學習支援系統，培養學生的自我導向學習能力與學習動機 

研究顯示：問題導向學習重點在透過真實性的問題來聯結學生的學習經驗並

引起學習動機，運用各種自我導向學習 (SDL) 和高層思考技能完成學習議題的

探究 (Hmelo-Silver, 2004；Savery, 2006)。自我導向學習者有更高的學習動機，

是一個好的問題解決者 (Knowles, 1975)。由此可知自我導向能力與學習動機皆

是達成問題導向學習的關鍵要素。對於在通識課程上持有較低學習意願的許多大

學生來說，難以透過一學期的問題導向學習課程來改變長久以來所持有的學習態

度和習慣。教師可以透過建置網路教學輔助系統，或是安排助教在執行過程中，

提供必要的協助，適時地詢問和瞭解學生的狀況，從旁確認學生的進度與步驟，

減少拖延問題或是不斷重複錯誤的次數；也可以邀請不同領域的教師或專家成為

可諮詢的人力資源，讓學生能在具有充沛支援系統的環境下進行自我導向學習。

教師及助教也要多給予學生鼓勵，讓學生能夠在過程中保持其對課程的興趣，建

立在解決問題及製作影音作品時的信心，進而提升學習動機。  

(四) 採行多元化的評量方式，來引導整個學習過程 

由於問題導向學習的教學模式源自於建構主義，因此評量過程是來自於學生的

學習與輸入，許多研究者都認為問題導向學習應採用多元化評量，並多用具重要性、

明確性和真實情境性的問題做為評量標準來進行評量，讓學生的學習歷程與結果能

充分展現。透過記錄學生的學習歷程與各方面的表現，教師可以適時地對教學進行

必要的調整。因此，教師在進行問題導向學習教學時，必須要將評量融入教學進行

中，並將之作為引導整個學習過程的重要成分 (楊坤原、張賴妙理，2005）。對於問

題導向學習結合社會責任的音樂通識課程，若是以創作影音作品或音樂演譯為學

習成果之呈現，採用適當的評分規準 （Rubric）來評量學生的創作歷程，並納

入學生自評、同儕互評及教師評量，才能讓教師從多方面了解學生整體的學習內

容、過程和結果，並依照這些回饋即時地對課程進行調整，提升教學成效。 

五、結語 

在中西方文化中，音樂的重要性常被論及：中國最早的音樂理論經典《樂記》

中記載「大樂與天地同和。和故百物不失」、「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

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西方古希臘聖哲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提到「音樂具有

潛移默化的力量，可以培養出美、善的靈魂」、亞里斯多德也認為「音樂可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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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靈魂的本質」。以上這些論點中揭示了音樂教育對個人、家庭及社會都有莫大

的影響力。當前音樂通識教育除應著重學生感知能力的獲得，還必須將音樂對人

身心的影響力轉化為對外在社會的行動力。透過導入問題解決學習模式，帶領學

生將課堂內的理論和知識應用於解答所處地域的需求，從過程中養成自我導向學

習、團隊合作和人際溝通能力，成為具有社會責任和人文關懷的世界公民。過去

在音樂通識課程中較少有問題導向學習策略之探索，也缺乏將課程與社會責任相

關之活動相連結。因此，音樂通識課程導入問題導向學習策略，將關懷與解決地

域問題做為課程活動，對於落實大學社會責任與達成完整音樂教育之目標，是未

來教學者在設計與改善課程時可採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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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中文閱讀與表達」新編教材使用經驗與教學實施

滿意度之研究－以醒吾科技大學為例 
許宛琪 

醒吾科技大學觀光休閒系助理教授兼校務研究中心資料解析與研究組組長 
鍾志明 

醒吾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研發長兼校務研究中心執行長 
陳巧倫 

國立清華大學區域創新中心專案副理 
 

一、研究緣起 

醒吾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自 2016 年 10 月開始推動通識教育改造工

程，日四技大一「中文閱讀與表達」為這波課程改革通識課程之一，期望展現通

識課程多元、創新的新樣貌。本校 7 位國文老師合力新編「中文閱讀與表達」教

材，以啟發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為開端，透過多元「主題式閱讀」設計，讓學生

短時間內吸收相關素材，進行反思討論或實地演練，以培養學生國文素養，並將

相關能力真正融入日常生活（盧景商、劉智妙、劉香蘭、曾德宜、郭啟傳、夏怡

芸、林建發，2018）。「中文閱讀與表達」教材於 2017 年 8 月編撰完成，並於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正式實施及使用，第一學期結束後，教師根據使用情形及學生學

習情況進行第一次改版，將原來的八個單元擴增為十二單元，於 2018 年 2 月改

版完成，並於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始實施使用。本研究之目的為探討本校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大一學生使用新編二版「中文閱讀與表達」教材之經驗及教學實

施滿意度，並比較該課程與前兩年中文通識課程學生課程教學知覺回饋分數之差

異 1，以作為學校後續修訂中文通識教材與擬訂相關課程政策之參考。 

二、「中文閱讀與表達」教材編撰內容說明 

課程的實踐須透過層層轉化實踐，從課程設計、教材設計、教學實施設計到

學習設計等，經過多層次的轉化，以引導出預期的學生學習表現（陳麗華、葉韋

伶，2017）。就教材設計而言，本校「中文閱讀與表達」教材之編撰有許多不同

於以往的創新規劃，主要希望改變過去傳統單向教師講授教學模式，設計更貼近

學生日常生活的議題，並讓師生、學生之間有更多的互動機會，從教師的教學準

備、課堂互動到課後應用，都賦予生活化的意涵，讓國文不只是課本上的國文，

而是真正進入學生的日常生活中，並在此學習過程中培養學生的中文能力。「中

文閱讀與表達」新編教材十二個單元臚列如表 1 所示，教材的編撰理念及內涵簡

要說明如下（盧景商等，2018）： 

1 本校學習與教學資源中心每學期末皆會請學生針對當學期修課課程進行「課程教學知覺回饋調

查」，回饋面向包括：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態度、教學評量、師生關係等，為五點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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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設計「跨域課程」 

針對各學院屬性差異、學生的實務需求編寫「活潑」、「 有用」、「跨域」的

課程內容。 

(二) 展現不同的觀看與觀點 

由 7 位教師協力編寫教材，學術背景、生活經歷皆不同，每人所站立的位置

不同，觀看的角度也不同，亦衍生出許多的創意及發想。 

(三) 重視表達的能力 

教材雖有「閱讀」設計，卻不再做傳統國文課的古文講解或經典導覽，而是

啟發學生興趣為優先，引領學生做主題式閱讀。此外，並強調學生的投入、參與、

與意見表達，讓學生透過課堂的互動及討論，訓練及提升其表達能力。 

表 1 中文閱讀與表達十二個單元課程 
序 向度 單元課程 
1 

爸媽不愛聽、上司不愛聽的話，你說了? 
單元一：沒大?沒小? 

2 單元二：你在演什麼? 
3 單元三：小姐給問嗎? 
4 

別忘記，還要從不同的觀點看世界 
單元四：你的主題曲怎麼唱? 

5 單元五：葫蘆裡賣什麼藥? 
6 單元六：玩到哪裡去了? 
7 

「讀出來」原本有的意思，「讀進去」

原本沒有的意思 

單元七：如何分解美食? 
8 單元八：夢境會爆料? 
9 單元九：藝術可以閱讀嗎? 
10 

怎麼從石頭裡鑿出美麗的仙女?就是去

掉「步需要」而已 

單元十：小說就小小地說 
11 單元十一：人怕鬼?鬼怕人? 
12 單元十二：KUSO 又何妨? 

資料來源：(盧景商等，2018) 

三、研究方法與實施 

本研究主要採取問卷調查法蒐集相關資料，並輔以分析本校日四技大一中文

通識課程近三年（104~106 學年度）學生課程教學知覺回饋分數。學生課程教學

知覺回饋分數主要由本校學習與教學資源中心提供，而問卷調查之研究對象、研

究工具、研究實施歷程及資料分析方式分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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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對象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修習「中文閱讀與表達」之學生共計 876 位，本研究隨

機抽樣 300 位學生進行線上問卷調查，總計回收有效問卷 266 份，問卷回收率為

88.67%。 

(二) 研究工具 

本中心自編「醒吾科技大學日四技大一通識課程中文閱讀與表達教材使用與

教學實施滿意度問卷調查」，問卷主要根據該教材的內容及教材研發原則研擬

成，後續並經過專家諮詢，建立專家效度。本研究問卷之整體問卷 Cronbach's 
Alpha 值達.985，代表問卷具有相當高度的信度及一致性。正式施測問卷主要分

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個人基本資料」，包含：性別、系科、班級；第二部

分為「中文閱讀與表達教材使用與實施情形」，包括：「教材使用經驗與感受」（10
題）與「教材實施滿意度」（7 題）之題項，共計 17 題，主要採李克特式五點量

表，5 分代表「非常同意」、4 分代表「同意」、3 分代表「普通、2 分代表「不同

意」、1 分代表「非常不同意」；第三部分為「對中文閱讀與表達未來教材修訂及

實施改善建議」，包括：教材設計與內容、教學實施及師資等三面向學生質性回

饋意見。 

(三) 研究實施歷程 

考量人力、時間、經費資源及方便學生填答，本研究主要採取線上問卷填答

方式進行，根據問卷內容建置線上問卷系統。107 年 5 月，發展問卷調查草稿，

後續邀請專家針對問卷內容之適切性提供意見，完成正式施測版本。107 年 6 月，

透過信箱及簡訊轉知抽樣學生問卷施測事宜，線上問卷正式調查期間為期三週。

後續進行問卷結果分析及撰寫研究報告。 

(四) 資料分析 

問卷資料回收之後，先進行個人基本資料的編碼登錄。資料管理部分，主要

依照學生身份類別及填寫問卷序進行編碼，以英文代號及數字表示。第一個編碼

代表系科；第二編碼代表學生填寫問卷的順序。例如：「A-01」代觀光系編號 1
號同學的意見。量化資料採用統計軟體 SPSS 22.0，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涵括：

次數分配表、百分比、平均數及標準差。質性資料部分，則逐一歸納及分析相關

意見，總計蒐集 123 筆意見，接著將相同的概念整理為類別，反覆閱讀各類別的

資料，以期歸納出重要研究發現。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9，8（5），頁 142-149 

 

自由評論 

 

第 145 頁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中文閱讀與表達」教材使用與實施情形問卷調查結果 

1. 中文閱讀與表達教材使用與實施情形之百分比分析 
中文閱讀與表達教材使用經驗與教學實施滿意度之整體百分比分析詳

見表 2 所示。由表 2 結果顯示，就「教材內容的使用經驗與感受」（第 1-10
題）面向而言，近七成左右學生非常同意/同意教材內容符合生活化、趣味性、

實用性、多元化及與時俱進，內容結構並符合一貫性及統整性，且文句長短

適宜、難易適中，版面設計及圖片配色美觀且均衡，單元作業具挑戰性。就

「教材內容的使用經驗與感受」（第 11-17 題）面向而言，近七成學生對教材

的進度安排、教師的教學方式、教學態度、教師角色、師生互動、班級氣氛

及評量方式感到非常滿意/滿意。 

表 2 中文閱讀與表達教材使用經驗與教學實施滿意度之整體百分比分析 

面

向 題目 

非常

同意 
(%) 

同意 
(%) 

普通 
(%) 

不同

意 
(%) 

非常

不同

意

(%) 

教

材

使

用

經

驗

與

感

受 

1.教材內容選擇符合生活化，有助於日常溝通互

動 19.5 50.0 27.4 2.6 0.4 

2.教材內容選擇符合趣味性，有助於提升學習動

機 18.8 47.0 29.7 4.1 0.4 

3.教材內容選擇符合實用性，有助於未來職場實

務應用 21.4 43.2 30.5 4.5 0.4 

4.教材內容選擇符合多元化，有助於跨域學習 20.3 43.2 33.1 3.0 0.4 
5.教材內容選擇與時俱進，符合時代發展趨勢 19.5 45.1 30.5 4.5 0.4 
6.教材內容結構符合一貫性與統整性 19.5 45.1 30.8 3.8 0.8 
7.教材內容文句長短適宜、敘述順暢 20.7 44.7 30.5 3.4 0.8 
8.教材內容難易適中 20.3 43.6 29.7 5.6 0.8 
9.教材版面設計及圖片配色美觀且均衡 18.4 42.9 34.2 3.4 1.1 
10.教材單元作業具挑戰性 20.7 42.9 33.1 3.0 0.4 

教

材

實

施

滿

意

度 

11.我對教材實施的進度安排感到滿意 18.8 45.5 32.0 3.4 0.4 
12.我對教師的教學方式感到滿意 19.9 44.0 32.0 3.8 0.4 
13.我對教師的教學態度感到滿意 21.4 44.7 30.1 3.0 0.8 
14.我對教師扮演的教學角色感到滿意 19.5 47.0 30.8 2.3 0.4 
15.我對師生互動感到滿意 21.8 44.4 29.3 3.8 0.8 
16.我對教師營造開放、信任的討論氣氛感到滿意 20.7 42.9 32.3 3.8 0.4 
17.我對課程的教學評量方式感到滿意 21.8 44.0 30.1 3.8 0.4 

2. 中文閱讀與表達教材使用與實施情形之平均數及標準差 
中文閱讀與表達教材使用經驗與教學實施滿意度之整體平均數及標準

差如表 3 所示。由表 3 結果顯示，在「教材使用經驗與感受面向」（第 1-10
題）中，整體平均數為 3.80，其中平均數最高為「教材內容選擇符合生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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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日常溝通互動」（M＝3.86），平均數稍低為「教材版面設計及圖片配

色美觀且均衡」（M＝3.74），代表學生肯定教材內容非常貼近其日常生活，

但在版面的設計及圖片設計上可再強化，以提升閱讀性及趣味性。在「教材

實施滿意度面向」（第 11-17 題）中，整體平均數為 3.81，以教師教學態度、

教學角色、師生互動、評量方式滿意度稍高（M＝3.83），而教師教學進度及

教學方式滿意度稍低（M＝3.79）。整體而言，學生肯定教師的專業教學表現，

惟希望在教學進度及方式上可再有所調整。 

表 3 中文閱讀與表達教材使用經驗與教學實施滿意度之整體平均數與標準差 
面

向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教

材

使

用

經

驗

與

感

受 

1.教材內容選擇符合生活化，有助於日常溝通互

動 3.86 

3.80 

.769 

.819 

2.教材內容選擇符合趣味性，有助於提升學習動

機 3.80 .803 

3.教材內容選擇符合實用性，有助於未來職場實

務應用 3.81 .836 

4.教材內容選擇符合多元化，有助於跨域學習 3.80 .807 
5.教材內容選擇與時俱進，符合時代發展趨勢 3.79 .820 
6.教材內容結構符合一貫性與統整性 3.79 .825 
7.教材內容文句長短適宜、敘述順暢 3.81 .826 
8.教材內容難易適中 3.77 .862 
9.教材版面設計及圖片配色美觀且均衡 3.74 .836 
10.教材單元作業具挑戰性 3.80 .810 

教

材

實

施

滿

意

度 

11.我對教材實施的進度安排感到滿意 3.79 

3.81 

.797 

.813 

12.我對教師的教學方式感到滿意 3.79 .814 
13.我對教師的教學態度感到滿意 3.83 .823 
14.我對教師扮演的教學角色感到滿意 3.83 .776 
15.我對師生互動感到滿意 3.83 .838 
16.我對教師營造開放、信任的討論氣氛感到滿意 3.80 .822 
17.我對課程的教學評量方式感到滿意 3.83 .823 

總計 3.80 .817 

 

3. 其他建議之質性回饋意見分析 
(1) 教材設計與內容面向 

學生對教材設計與內容面向之質性回饋意見總計蒐集 40 筆意見。學生

大部分非常肯定教材內容的編撰，認為非常適合其學習，惟部分學生希望教

材內容議題選擇可再豐富化、多元化及生活化，亦希望再減少文言文比例，

增加符合時事及現代文學之內容，以更提高其學習動機及興趣。 
(2) 教學實施面向 

學生對教學實施面向之質性回饋意見計蒐集 39 筆意見。學生認為教師

教學進度適中，學習可跟上進度，也非常肯定教師的教學投入，惟部分學生

建議教學方法可以再多元，如：增加學生上台發表機會、更豐富的多媒體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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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教學等。 
(3) 師資面向 

學生對師資面向之質性回饋意見計蒐集 44 筆意見。學生皆認為師資專

業及優良，並肯定教師的教學表現，針對師資教學專業及態度則無改善建議。 

(二) 近三年中文通識課程學生課程教學知覺回饋分析 

本研究另針對日四技大一中文通識課程近三年（104~106 學年度）學生課程

教學知覺回饋分數進行分析及比較之研究。日四技大一中文通識課程近三年課程

包括：「中文閱讀與思維」、「中文閱讀與寫作」及「中文閱讀與表達」三門課程，

研究數據結果分析如下： 

1. 近三年中文通識課程學生課程教學知覺回饋之平均數及標準差 
近三年中文通識課程學生課程教學知覺回饋分數之平均數及標準差如

表 4 所示。由表 4 結果顯示，就單一學期而言，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的「中

文閱讀與寫作」之學生課程教學知覺回饋平均分數最高（M=4.04），104 學

年度第一學期的「中文閱讀與思維」之學生課程教學知覺回饋平均分數最低

（M=3.77）。就課程而言，「中文閱讀與表達」之學生課程教學知覺回饋平均

分數最高（M=3.99），其次依序為「中文閱讀與寫作」（M=3.96）、「中文閱

讀與思維」（M=3.84）。顯示學生對於「中文閱讀與表達」課程的滿意度皆高

於「中文閱讀與寫作」及「中文閱讀與思維」。 

表 4 近三年中文通識課程學生課程教學知覺回饋分數平均數及標準差 
課程 學期 平均數 標準差 

中文閱讀與思維 10401 3.77 3.84 .231 
10501 3.91 .238 

中文閱讀與寫作 10402 3.88 3.96 .283 
10502 4.04 .272 

中文閱讀與表達 10601 4.01 3.99 .171 
10602 3.98 .320 

2. 近三年中文通識課程學生課程教學知覺回饋分數之差異及比較 
本研究進一步考驗近三年不同中文通識課程學生在課程教學知覺回饋

分數之差異，其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如表 5 所示。由表 5 結果顯示，不同

課程在課程教學知覺回饋分數達顯著性差異（F=5.304，P<0.01），採雪菲法

（Scheffe）進行事後比較，「中文閱讀與表達」（M=3.99）及「中文閱讀與寫

作」（M=3.96）之學生課程教學知覺回饋平均分數顯著高於「中文閱讀與思

維」（M=3.84），其餘未達顯著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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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近三年中文通識課程學生課程教學知覺回饋分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課程 學期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p 值) 事後比較 

中文閱讀與思維 10401 3.84 .243 

5.304 
(.006)** 

(3)>(1) 
(2)>(1) 

10501 

中文閱讀與寫作 10402 3.96 .288 10502 

中文閱讀與表達 10601 3.99 .249 10602 
** P<0.01，(1) 中文閱讀與思維；(2) 中文閱讀與寫作；(3) 中文閱讀與表達 

五、結論與建議 

(一) 近七成學生對「中文閱讀與表達」教材內容表示正向及肯定的態度，未來可

持續深化使用 

整體而言，近七成學生對於中文閱讀與表達教材內容之使用表示正向、肯定

的態度，認為教材內容符合生活化、趣味性、實用性及多元化，並能與時俱進。

此外，教材內容結構符合一貫性及統整性，且文句長短適宜、難易適中，版面設

計及圖片配色美觀且均衡，單元作業亦具挑戰性。因此，學校未來可持續使用新

編之中文閱讀與表達教材，並可深化或另外補充相關教材內容。 

(二) 近七成學生對「中文閱讀與表達」課程之教學實施表示滿意及肯定的態度 

整體而言，近七成學生對教材之教學實施表示滿意及肯定的態度，包括：師

資的專業度、教師教學進度的安排、教師的教學方式、教師的教學態度、教師的

角色、師生互動、班級氣氛及評量方式等。 

(三) 部分學生希望教材內容可再豐富化，並降低文言文比例，增加時事及現代文

學內容 

大部分學生對教材內容表示肯定，惟部分學生建議教材內容可以再活潑、豐

富，降低文言文比例，並增加時事及現代文學內容，更貼近學生日常生活情境，

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興趣。 

(四) 部分學生希望教師教學方式可再多元化，並增加師生互動機會 

大部分學生肯定教師的教學方式，惟部分學生建議教師教學方法可再多元，

如：增加學生上台發表、多媒體影片教學或設計多一點師生/學生之間互動的機

會等，除豐富學生學習經驗外，並讓學生有更多溝通及表達的學習機會。 

(五) 「中文閱讀與表達」課程之學生課程教學知覺回饋平均分數高於前兩年之中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9，8（5），頁 142-149 

 

自由評論 

 

第 149 頁 

文通識課程，並顯著高於「中文閱讀與思維」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中文閱讀與表達」之學生課程教學知覺回饋平均分數

最高，其次依序為「中文閱讀與寫作」、「中文閱讀與思維」，且「中文閱讀與表

達」課程的分數顯著高於「中文閱讀與思維」。顯示學生對於「中文閱讀與表達」

課程的滿意度高於「中文閱讀與寫作」及「中文閱讀與思維」，對此課程的授課

方式及新編教材持肯定態度。 

(六) 建議教師未來持續觀察學生對教材使用的學習態度及表現 

「中文閱讀與表達」為本校大一必修通識課程，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修課學

生主要為資訊學院及觀光學院，未代表全校修課學生之意見，建議教師未來授課

時，應於課堂持續實際觀察不同學院及科系學生使用「中文閱讀與表達」教材之

學習態度及表現，將可更真實反應學生的學習樣貌，以精進中文通識課程教師教

學品質，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參考文獻 

 盧景商、劉智妙、劉香蘭、曾德宜、郭啟傳、夏怡芸、林建發（2018）。中

文閱讀與表達。臺北市：高立。 

 陳麗華、葉韋伶（2017）。素養導向教材設計理念與實踐－日本小學校社會

教科書。教科書研究，10（2），162-168。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9，8（5），頁 150-154 

 

自由評論 

 

第 150 頁 

技專校院飲料課程之探究:以某科大餐飲系飲料實務課程為例 
王聖元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餐旅研究所碩士生 

一、前言 

本研究旨在探討技專校院飲料課程之探究。因各校的發展特色有所落差，因

此對飲料課程的認知及程度不盡相同，許多學校的飲料課程安排會以比賽導向或

通過專業證照為目標，對學子在飲料課程的教學宗旨有所不同。技專校院的飲料

課程現況，有許多值得探討的地方，也是本研究想探究的部分。為讓技專校院飲

料課程發展能引發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並對未來職涯發展有所啟蒙。研究採質性

的訪談方法，以現任飲料課程學生為對象，進行焦點團體訪談，內容提供技專院

校飲料課程參考。 

二、飲料課程 

勞動部技能中心在 2010 年的全國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將「飲料調酒」改為

「飲料調製」，同年新增飲料調製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自此改變高中職飲料課

程的發展。高中職飲料實習課程從含酒精性飲料改以非酒精性飲料為主，可分為

茶、咖啡、果汁牛奶、水果盤，而酒精性飲料也慢慢調整在技專校院學習。改變

主要原因是學生年滿十八歲，建置含酒精性飲料的課程比較合適，而技專校院的

飲料課程也還是會有非酒精性飲料的內容，並學習與酒有關的知識，如釀造酒、

蒸餾酒、再製酒、調酒及飲料服務等。在技專校院只要是上述概念，而與飲品有

關均算是飲料課程的範疇，例如：茶飲與茶藝調製、咖啡飲料調製、咖啡拉花課

程、咖啡烘豆課程、葡萄酒鑑賞實務、國際調酒研習、專業食材辨識、烈酒與香

甜酒品評等等。本研究所指飲料課程，為技專校院課程模組內的飲料課程，涵蓋

飲品有關的概念均是本研究飲料課程。 

三、焦點團體訪談對象 

本研究焦點訪談的對象，背景主要包括：大學一年級；餐飲系學生；從高職

學習餐飲相關課程至今有三至四年時間；具有一定的餐飲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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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研究對象基本資料 

編號 姓名 年級 系別 修課課程 

A 柯○安 一 餐 O 系 飲料實務 

B 簡○樺 一 餐 O 系 飲料實務 

C 林○潔 一 餐 O 系 飲料實務 

D 古○慈 一 餐 O 系 飲料實務 

E 劉○芸 一 餐 O 系 飲料實務 

(一) 上飲料課程時有什麼問題？您認為是什麼原因所造成？ 

我很喜歡飲料課，只是覺得練習時間不夠，上課時間應該要增加，現在每
次上兩節課，應該改為三節或是四節課，以前在高職上課是四節課，覺得
時間才能充分使用(A)。 

酒喝得還不夠豐富，應該可以嘗試多種不同風格的酒，如葡萄酒、烈酒、
啤酒等，可能是因為上課時間不夠的關係，也不是一定要喝酒，但就想看
看不同的東西(B) 。 

學校的飲料調製教室空間有限，需擴大或是增建較為理想，如品酒教室、
酒窖、或是咖啡教室我們也都能使用(咖啡教室為外系使用，我們咖啡課程
為選修)(C) 

上課學生太多，目前每次上課以四十八位，每組為四人一組，我建議不要
超過三人以上一組，學習效果有限，人數在三十人左右較為理想(D)。 

設備不齊全，過於老舊，部分器皿上課人數多時會不夠用，如電動攪拌機、
或是有時連杯子都不夠用(E) 

透過上述訪談資料可以得知飲料課程算是很吸引學生的課程，大部分訪談者都希
望可以再學到更多相關知識，希望透過學校協助改善專業教室的設備，以提高上
課品質 

(二) 您覺得飲料課程的重點在哪裡？  

可以喝酒和品酒，瞭解酒類相關知識，學習懂酒(A) 

學習到一技之長，自己打算從事外場工作為主，多一個吧檯技能相對重要(B) 

考取證照，可以多一分了解，目前已有飲料調製丙級，未來也打算考取乙級
拚看看(C) 

考取證照，累積自己的酒類知識，乙級有很多酒類知識要學，還要會聞酒、
咖啡拉花、調酒，可以問老師考試技巧(D) 

激發對飲料的興趣，不在只會喝酒，也會品酒(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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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上述訪談資料可以得知學生都認同飲料課程都能學習相關的酒類知識

或是可以考取相關飲料證照，大部分訪談者都認為飲料課程可以提升自己自身的

飲料知識。 

(三) 在飲料課程的教導，是否建議運用不同的教學方法？請描述一下。  

一次做一杯，再讓學生實作、老師監督(A) 

老師一次做完，學生在實作、老師監督(B) 

老師一次做完，學生在實作、老師監督(C) 

老師一次做完，學生在實作、老師監督(D) 

老師一個動作，學生一個動作、老師監督(E) 

透過上述訪談資料可以得知學生都需要老師監督飲料調製過程，建議先請老

師部分指導後或是一次指導，再請學生實作，老師從旁觀察協助指示，這情況也

是多數老師在傳授技術層面時所使用的方式。 

(四) 您覺得學校可以怎麼新增設計飲料課程的教學？  

實際把調製好的飲品，拿去販賣看看成果如何(A) 

偶爾去參觀跟酒相關的酒商或營業單位(B) 

請業師到校表演，如花式調酒、茶道等(C) 

可以定個幾周課程方向主題，慢慢讓學生進入狀況，例如這月都是以跟草莓
有關的飲料(D) 

參加酒展去體驗(E) 

透過上述訪談資料可以得知學生建議邀請業師指導，或是販賣飲料課程的飲

料，觀察到學生提到的內容皆為飲料課程不同面向，可以發現學生對飲料的興趣

滿滿，想要知道許多不同飲料背景的課程，與本研究者所探討的飲料課程之探究

相呼應。 

(五) 您覺得飲料課程可以怎麼被評量？  

依照上課實作過程，做期末報告或是飲料專題(A) 

每次上課實作的作品，依照好壞打分數(B)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9，8（5），頁 00-00 

 

自由評論 

 

第 153 頁 

以考取證照來獲得評量或是學科測試(C) 

做課程筆記，期中期末繳交給老師(D) 

考取證照來獲得評量或是以證照部分題目來命名考題(E) 

透過上述訪談資料可以得知學生在評量上有不同的想法，每個方式皆有其不

同的目的性。可以同時段執行，採用不同型態評量方式，或是單一選擇為主，研

究者認為可以依照班級授課情況再來判定合適的評量方式。 

(六)您認為學校與父母可以怎麼合作，協助建立飲料課程？請您給一些建議？ 

 可以讓家長與孩子一起互動體驗，讓家長瞭解孩子在學校授課情形(A)。 

 與孩子良好溝通，瞭解他們喜歡甚麼，激發孩子的興趣(B)。 

 可以拍教學過程的影片，讓家長觀看(C) 

 父母可以去瞭解調製飲料的相關課程(D) 

 可以新增一個群組讓家長看，孩子學了些甚麼東西(E) 

透過上述訪談資料可以得知，學生難免希望父母對飲料課程有所暸解，教師

與父母協同建立飲料課程前端，讓父母參與了解課程內容，回饋想法後再透過不

同的方式來與學生互動，讓父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校學到什麼，也讓父母放心學

生在校情形。 

五、結論 

從研究結果發現，飲料課程的師資可說是課程的靈魂人物，有專業的師資才

能教導出一流的人才。建議開設飲料課程的學校，若開設特色課程時，也可以邀

請專業業師到校來協同教學。邀請泡沫紅茶店的老闆到校指導茶飲、想學咖啡可

以找特色咖啡廳老闆、想學調酒也能找飯店或是酒吧的調酒師，葡萄酒或是烈酒

等課程也可邀請酒商分享資訊。透過業師，師資上便更加完善，學生們也能吸收

職場實用訊息。學校設備也是學生們考量的一部分，會建議學校未來籌備專業教

飲料室時，多參考不同的專業技術層面的意見，更能有效地的規劃場域。 

本研究指僅以個案進行探討，並不是一個全面性的研究，若需再深入飲料課

程模組這方面，建議可擴大範圍及研究對象，以全國技專校院研究方式，將技職

教育系統的飲料課程脈絡串聯起來，培育全國學習飲料實務更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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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防震教育融入主題教學 
陳雅芳 

桃園市中壢區華勛國小附設幼兒園教師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研究生 

一、前言 

2015 年 3 月第三屆聯合國世界減災大會(WCDRR)在日本仙台市舉行，訂定

出未來 15 年減災協議(張歆儀、莊明仁、李香潔，2016)，「防減災」的概念儼

然已經是世界各國的共同重視的議題了。台灣位於太平洋地震帶，幾乎是每隔一

段時期必會發生中大型地震的高風險區。不論是 1999 年的 921 大地震、2017 年

台南大地震、2018 年花蓮大地震等重大災害事件，都讓讓台灣大眾印象深刻，

隨著每一次災害造成的教訓，一再提醒國人需更積極重視防災議題。 

洪福財(2010)指出防災教育與學童生活經驗有關，因此不同教育階段之學

童，應給予不同需求的防災教育類型與知識。而郭美秀、駱明潔（2014）研究指

出，實施幼兒防災教育，不但可以提升幼兒察覺環境中危機的敏感度，保護自己

的應變能力，更可以成為災害發生後社會重建的關鍵因素。幼兒園防災教育的實

施，更應密切與班級既有主題課程銜接，且將納入家長參與，藉由喚起家長對防

災教育的重視，一起帶領幼兒學習(洪福財，2010)。因此，孩子們如何在面對災

害時，擁有自我保護的技能及正確面對災害的態度，除了透過家長的陪伴、引導

外，教師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二、教學活動設計 

學齡前幼兒，尚無法完全瞭解地震等災害伴隨嚴重的生命威脅，幼兒園的防

震教育多以隨機或制式演練為主，其傳達的防災知識也較不完整。 

筆者以自身於 2018 年任職之臺北市大同區國小附幼之一班為課程實施對

象，該班共計 29 名五足歲幼兒，包含 14 位男生（含一位特殊生）及 15 位女生。

幼生自三歲入學至今與研究者已有 2.5 年的師生情誼和互動默契。在進行戶外遊

戲時，幼兒們樂於分享扮演各種卡通角色，對於其名稱、特性、技能、專長、情

境脈絡，都如數家珍。也藉此為主角，將許多重要的防災知識、自救方法，透過

戲劇性扮演，運用功能策略，達到防災教育向下扎根的目的。 

主題「表演好好玩」的教學活動中，教師以幼兒最喜愛的「神奇寶貝」角色

作為開頭，自編故事「皮卡丘上學去」、「卡比獸來了」介紹地震及地震避難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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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透過角色扮演、雕像表演加深逃生技巧的應用，藉著校外教學機會、繪本《這

時候地震怎麼辦》，在真實情境中模擬地震避難及熟練逃生技巧，最後幼兒在戲

劇創作表演「皮卡丘的地震王國」中，自己創作故事，結合了地震時自我保護的

避難技巧、面對災害親友表示關心等防災的知識、態度、技能。幼兒與故事主角

及劇情產生情感共鳴，這些都是孩子在面對災害處理、應對的最佳防災利器。 

（一）防災知識、技能的導入：故事「皮卡丘上學去」（保命三步驟、狀況劇） 

故事「皮卡丘上學去」以玩偶演出，在欣賞與討論後，進行校內地震、校外

教學戲劇廳、遊覽車 3 種情境的地震狀況劇，教師請幼兒一起參與並演練，地震

時不同情境應如何應對，如何尋找逃生出口並離開，透過角色扮演、故事畫、地

震保命三步驟、親子學習單等，加深幼兒防災知識、技能的建立。 

策略：單元教學、練習教學、問答、討論。 

活動目標：增加幼兒的地震防災知識及技能。教學目標有 1.認識地震的成

因、特性及影響。2.認識地震保命三步驟及自我保護的重要。3.認識學校、電影

院、大客車上地震時的逃生方法及逃生路線。 

教學想一想（活動觀察）： 歷經 2018 年花蓮大地震及多次餘震經驗，大部

分幼兒可以理解地震的危害及影響，雖然幼兒認為地震發生有很多種可能性，有

人為的挖土機、房屋倒塌、也有想像的「卡比獸」造成的，過程發現幼兒對「想

像的地震」比「真實的地震」印象深刻，引發後續幼兒面對及挑戰地震的興趣。

接著，在進行地震狀況劇時，地震保命三步驟口訣「趴下」、「掩護」、「穩住」，

對幼兒來說似乎沒有意義，但透過皮卡丘的故事情節，幼兒可以容易理解三個口

訣的原理，並自動轉化為地震逃生的保護咒，並用神奇寶貝的角色將三步驟記錄

下來。 

（二）大手牽小手：防災體驗一起來 （2 次校外教學的真實情境模擬演練） 

配合學校 2 次的校外教學活動，邀請家長牽著孩子一起來，在遊覽車上、戲

劇院內尋找逃生路線及出口，現場進行地震演練，活動地點的地震屋體驗等，讓

幼兒將防災知識的累積應用在真實情境中，熟練面對災害的逃生技巧。再透過師

生共讀、討論繪本《這時候地震怎麼辦》，思考其他情境如何面對地震。 

教學策略：直觀教學、練習教學、討論。 

活動目標：加強幼兒對地震的防災知識、技能的應用，及增強防災意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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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目標有 1.養成對生活中不同地點的地震警覺意識。2.瞭解並執行地震保命三步

驟 3.觀察、演練大客車上、電影院、戲劇院的逃生設備、逃生方向及路線。 

教學想一想（活動觀察）：無論是遊覽車上安全設備大搜查、戲劇院的逃生，

都需要在「安全」的情況下進行，有了家長的參與與協助，幼兒表現積極參與活

動，闖關活動樂在其中，可迅速找到遊覽車的安全設備及逃生出口離開車體，完

成考驗。親子同樂，家長活動參與率高，無形中地震防災教育由幼兒帶入家庭。 

（二）「皮卡丘的地震王國」創作防災活動 （自創戲劇，內化防災經驗） 

配合「表演好好玩」的主題教學活動，幼兒自編「皮卡丘的地震王國」故事，

內容包含校園上學地震、午睡地震、地震受傷求救、給予傷者關懷等情境。從創

作故事、劇本、道具、服裝過程中，將防災演練排當作戲劇排練，內化為熟悉的

經驗，神奇寶貝的服裝，透過家長協助加入防災頭套的概念，讓服裝結合表演與

防災，透過演出將防災知識延伸到其他班級與家庭中。 

教學策略：啟發教學、練習教學、發表教學、欣賞教學、討論。 

活動目標：熟練地震避難技巧，提升幼兒防災意識及能主動學習防災知能。

教學目標有： 
           1.培養生活中不同地點的地震警覺意識。 
           2.培養珍惜生命與表達對他人關心的能力。  
           3. 熟練地震保命三步驟及避難技巧。 

教學想一想（活動觀察）：一開始幼兒自創故事，將自己喜愛的「神奇寶貝」

加入劇情，卡比獸就是地震的代表，故事離不開幼兒的生活，因此幼兒可以透過

討論、主動思考將地震可能發生的危險、逃生路線、避難方法等元素安插至情節

中，家長協助製作的服裝，也增添了戲劇的趣味與觀賞性，不但擄獲幼兒的心，

更增添防災教育的趣味性。 

活動結束後，家長與教師分享幼兒在家或其他情境，會思考並詢問家長如果

地震來應如何逃生，也提供了家長參與幼兒學習的防災機會教育。 

三、結語與省思 

(一) 善用幼兒喜愛故事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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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能讓幼兒的學習增添趣味性，並深植於心，藉由幼兒喜愛的題材、故事

內容，無論是書、布偶、影片都可增加其學習的意願及學習成效。因此透過故事

主角的經歷，給予地震的知識及技能，讓幼兒學習到基本的防災概念。 

(二) 口號不等於行動，給幼兒充足討論及演練時間 

「防災知識的累積」，略偏重教導、給予，然而幼兒對於知識的建構，有屬

於自己的邏輯，多給幼兒時間分享，演練，幼兒會用自己理解的語言詮釋面對災

害的應對方法，教師給予適當引導即可。 

(三) 幼兒的影響力超乎想像 

幼兒面對災害是容易受災的對象，但實際上也能積極影響周邊的群體，並有

效將災害準備資訊帶入家庭（教育部，2017），幼兒的學習活動，許多部分都需

要家長一同配合，例如親子學習單的文字記錄、校外教學需要家長陪同體驗、戲

劇表演需要服裝製作等，家長在參與的同時，無形中與孩子有了防災教育的對話。 

(四) 多元活動，趣味學習 

知識、技能的養成需重複練習，直至內化為習慣，當災難來臨時可以迅速作

出規範的避難行為，透過多元型態的活動，讓學習充滿趣味及刺激感；態度的培

養需要同理與經歷，藉由戲劇表演、想像讓幼兒身歷其境的學習表達關懷、表達

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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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十二年國教之音樂教學走向 
張尹慈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國民小學 專任教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班研究生 
 
 

一、前言 

    藝術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透過表達、鑑賞與實踐，累積藝術涵養和美感

素養，也藉由不斷內化的過程，豐富日常生活、提升自我品味、創造藝術價值，

進而能展現藝術文化的真諦和意義。藝術領域的課程發展，強調以核心素養連

貫、統整各學習階段的課程，並注重內容適時連結各領域或科目，融入各項重大

議題（教育部，2018）。音樂作為藝術領域下的其中一科，為了讓學生的學習朝

向「質」的提升，並能真正領略音樂的美善以及與生活作結合，其教學走向也勢

必有所變化和調整。 

二、素養導向的音樂教學 

    十二年國教是以核心素養做為課程發展的主軸，以利各教育階段之間的連貫

以及各領域或科目間的統整。在藝術領域方面，可以從四個重點來回應與落實總

綱核心素養的內涵，分別是：整合知識、能力與態度的完整學習；重視學習歷程、

方法與策略；重視情境、脈絡的學習；強調身體力行的實踐與表現（洪詠善，2016；
國家教育研究院，2019）。以下茲就此四個面向從音樂的角度作探討。 

(一) 除了音樂的知識與技能，亦要培養音樂情感與態度 

    音樂的知識與技能固然是課堂上的講授重點，然而音樂情感的表達和態度的

表現亦不可忽視。音樂的展現可隨著個人的情感與態度而有不同的內涵和變化，

因此，要讓學生在學習音樂時，體會音樂與心靈間的互動、交流，鼓勵學生藉由

音樂傳遞想法和情感，並能學習對不同的音樂表現抱持欣賞、肯定的態度。 

(二) 音樂學習的結果、歷程、方法應同等看待 

音樂的學習是需要長時間的經驗累積，而音樂素養也得經由不斷積累內化而

成。因此，教師在音樂教學上，應運用多元化的教學策略或方式，例如合作學習，

讓學生從不同的方法中找到學習的樂趣，在學習的過程中可以自我調整與應對。

透過師生對話、引導探索的方式，讓學生能思考、去探究，進而引發好奇心，激

發其學習動力，享受整個音樂學習的歷程，並擁有或呈現屬於自己的成果。 

 

第 160  頁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9，8（5），頁 160-163 

 

自由評論 

 
(三) 音樂生活的情境學習 

    黃友棣（1975）曾說過音樂乃為充實生活而存在。課堂中的音樂學習是有限

的，應讓學生有生活中其實處處充斥著音樂的認知，引導學生要能隨時留心、注

意聆聽、細微觀察生活周遭的各種音樂，發現它們的無所不在以及與生活的密不

可分性，從中學習音樂的運用，也能進一步體會到音樂能提升人生活的品質，而

生活能豐富音樂的多變及可能性。 

(四) 從自主學習到社會參與 

    資訊科技帶來了便利性，許多軟體、應用程式、平台的資源都是唾手可得，

使用起來也有相當的便利性。引導學生善用各種學習工具，利用這些媒介自主學

習，增廣自身的視野和見聞，並能運用所學在生活中有所發揮或表現。對於社會

上相關音樂事物或展演能主動參與、付諸行動，樂在其中，讓音樂成為自己休閒

娛樂或興趣的其中一個選項。 

三、 連結不同領域、科目、議題 

    十二年國教下，各科不再壁壘分明，而是要能適時做跨科目、跨領域的科際

整合，以及適時結合相關議題，讓學習能更加全面、更有統整性。以十九項議題

中的生命教育為例，生命教育是培養探索生命根本課題的知能，提升價值思辨的

能力與情意，並能增進知行合一的修養，而透過藝術的探究與行動，去思辨與實

踐生命、倫理的價值與意義（教育部，2018；國家教育研究院，2019）。 

    從音樂的角度來看，舉音樂教材中的古典音樂家來說，不難發現，許多古典

音樂家在其一生中，就算面臨種種困難和考驗卻不輕易向命運低頭，反而藉由創

作音樂作品支撐自己、抒發內心世界，讓心靈有所依靠與寄託。以此出發，探究

這些古典音樂家的生活或創作歷程，或許能和生命教育的哲學思考、人學探索、

終極關懷、價值思辨與靈性修養五項學習重點聯繫起來，從中建立起積極、正向

的態度、價值觀與人生觀，並能展現出珍惜生命、熱愛生命的一面。因此，教師

在教學時，對於音樂教材中可和哪些領域、科目或議題作連結應有所掌握，並能

具體呈現，以期讓學生搭起各學習面向的橋樑，整合學習脈絡。 

四、 資訊科技、多媒體的應用 

    數位化時代的來臨，很多資料、影音利用網路的無遠弗屆取得相對容易，與

音樂相關的軟體、應用程式亦如雨後春筍般不斷推陳出新。這些科技提供了融入

教學時的素材和媒介，讓音樂教學多了許多可能性和便利性，也藉此活化課程、

 

第 161  頁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9，8（5），頁 160-163 

 

自由評論 

 
豐富內容、刺激學習、跟上潮流，為音樂教學帶來轉變的契機和嶄新的發展。 

(一) 資訊科技的融入 

    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和音樂相關的軟硬體發展也是日趨成熟與便利。資訊

科技應用於音樂教學大致可以區分為音樂理論、樂器教學、歌唱教學、音樂演奏、

音樂欣賞、樂曲創作、樂曲錄製等幾大面向（謝苑玫、陳虹百，2004）。利用各

面向相關的軟硬體，增進學生在知識性、技巧性、欣賞層面、製作區塊的了解、

練習、實作等，甚至利用搶答軟體來活絡學習。借助科技媒體的使用，讓音樂教

學的過程更為彈性與便利，亦能藉此在音樂創作上有更多揮灑的空間。 

(二) 多媒體音樂 

    多媒體音樂是透過數位科技，利用相關影音軟體、音源、素材與硬體設備，

將音樂與多種媒體元素，如文字、聲音、影像與動畫等做整合創作，以呈現多元

的音樂表現形式（教育部，2018）。課程的走向透過媒體進行不同於以往的創作，

除了將創作重新定義外，也讓科技在音樂教學上充分發揮其效益（陳曉雰，

2017）。由此可知，透過工具軟體的學習與應用，音樂的教學與學習有著更多元

的一面。除了接觸各類型的作品覺察各種創意外，亦可身體力行，動手操作屬於

自己想表達、欲呈現的音樂作品，無形中增加了創作的機會也增長了實作的經驗。 

五、 結語 

    音樂的教學應是活的，音樂的學習應是廣的。從十二年國教綜觀音樂教學，

教師應以素養導向的音樂教學為軸心，結合表現、鑑賞與實踐等三學習構面，形

成音樂課程的主幹。教師也應以學生為中心，除了認知、技能的教導，情意的引

導外，鼓勵學生運用自己的所知所感、思考力、表現力及創造力，藉由各種媒介、

工具，透過實作、合作、展演等方式，充實自我的藝術涵養、美感素養。除此之

外，在自發、互動、共好的課程理念下，培養學生對音樂的興趣、激發音樂潛能，

並且在自主行動、溝通互動和社會參與面向下，覺察人與人、人與社會間的關聯

性與多元性，體認到身為大環境一份子所扮演的角色，繼而能在延續音樂文化的

同時，創新、創造音樂。 

    總而言之，在音樂教學上要能豐富學生的音樂感知，並能適時引導學生表達

與展現，培養其自主學習及探索創作的能力，並將個人經驗運用在生活實踐上並

做多方的整合連結以此豐盈音樂的學習歷程，美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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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國語文課綱對國中國文教師的影響 
賴昭宇 

臺中市立神岡國民中學教學組長 
臺中市國教輔導團國中國文兼任輔導員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一、前言 

教育是厚實國家競爭力的基礎，隨著社會變遷、人口結構改變以及科技日

益進步，教育自然也需要與時俱進。自民國 103 年 11 月 28 日頒訂「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後，教育改革的方向也隨之明朗化。 

然而第一線教師對於改革卻不甚關心，一來是不信任，二來是不看好，加

上臺灣的社會氛圍向來強調「文憑至上」與「升學主義」，不管是家長或教師均

對這新一波的教育改革有著或多或少的質疑：「什麼是素養？」、「和九年一貫有

什麼不一樣？」、「素養怎麼教？」、「素養怎麼考？」。常說道：「教學引導考試，

考試領導教學」，教育改革要成功就要從考試制度著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提

出免試入學，但在升學依據的超額比序積分表上仍能發現：最終的決勝因素往

往還是教育會考。 

直到考試題型也開始轉變，不僅考試內容逐漸多元化、生活化、圖表化，

各科目間的分界也開始打破，越來越靈活的題目開始與「素養」結合，考驗的

不僅是學生的學科知識，更多的是對知識的理解與應用能力，跨領域的綜合能

力更逐漸成為考試趨勢，現場教師也隨之因應，教育改革開始顯露成功的轉機。

而到 107 年，各領域的課程綱要也陸續公布，國語文課程綱要更是最早通過審

核進行公布的領域綱要，對於現場教師而言，這波教育改革也有了更明確的前

進方向。 

二、十二年國教課綱的精神 

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之中明確點出：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最終的目的是培養學生成為一個能夠適性揚才的終身學習者，希望能秉持

著「自發、互動、共好」的理念，透過與生活情境的結合，讓學生能夠理解所

學，進而整合和運用所學，不僅要能解決問題還要能推陳出新、與時俱進。（教

育部，2014） 

奠基於此，十二年國教總綱中最重要的「核心素養」即強調要將知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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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態度結合，打破學科界線將學習與生活結合，希望透過實踐力行讓學生能

培養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的能力。更將核心素養分為「自主行動、

溝通互動、社會參與」等三大面向，再細分出九個項目來，希望能以核心素養

為主軸，將國小到高中各學習階段做連貫，能跨領域、跨科目的橫向統整，建

立出一個立體的學習架構，活用在生活情境中，而非零碎的學習知識片段。除

此之外，對於學習重點也細分出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兩部分，強調對學習者的

陶養。整體而言，所謂的素養導向就是一個「以學生學習為主體」的轉變。 

國語文課綱承續總綱的精神，希望能藉由國語文教學時，不僅培育學生的

語文能力和文學文化素養，更重要的是能讓學生具備「表情達意、解決問題、

反省思辨」等國語文素養，進而奠定適性發展和終身學習的基礎，協助學生探

究不同文化及促進族群間的和諧。 

三、十二年國教與九年一貫之差異 

從九年一貫到十二年國教課綱最大的變革就在核心概念的轉變，當年九年

一貫教育改革強調「不要揹不動的書包，而要帶得走的能力」，將教育從「知識

累積」提升到「能力培養」；而十二年國教則是再做一次進化，在「知識、能力」

的基礎上，強調實踐力行到生活中的「素養」。 

表 1 總綱的三面九項對應到國語文課綱 

三面 九項 國中國文核心素養 

自主

行動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提升語文自學興趣、建立正向價值觀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思辨文本內容主題、有效處理生活問題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訂定自主學習計畫、增進創新應變能力 

溝通

互動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傾聽並理解他人、建立良性溝通互動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檢索、統整、省思各式素材，轉化成生活能力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透過反思與分享，提升審美判斷及印證生活 

社會

參與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培養道德同理心、主動關懷公共議題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增進理解溝通、建立友善合作關係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尊重文化差異、了解多元文化價值 

資料來源：修改自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國語文課程綱要宣講簡報（教育部，2018b） 

除了從十大基本能力改為三面九項的核心素養之外，六大能力指標也轉化

成學習重點中的學習表現，且將順序做了微調，讓這些學習表現更符合學生的

學習發展歷程。除此之外，在十二年國教課綱的課程設計中更強調「文本探究、

批判思考、學習策略」等特色，因此對於各學習階段所應具備的學習表現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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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明確的規範。 

表 2 國語文在十二年國教與九年一貫之比較 

九年一貫課程 

國語文基本能力 

十二年國教課程 

國語文學習表現 

1. 注音符號運用能力 

2. 聆聽能力 

3. 說話能力 

4. 識字與寫字能力 

5. 閱讀能力 

6. 寫作能力 

1. 聆聽 

2. 口語表達 

3. 標音符號與運用 

4. 識字與寫字 

5. 閱讀 

6. 寫作 

資料來源：修改自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語文領域國語文課程綱要宣講簡報（教育部，2018b） 

根據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學習重點是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的結合。在十

二年國教課綱中新增了學習內容架構，將國語文教學內容區分為「文字篇章、

文本表述、文化內涵」等三大部分，也因此讓國語文教學有了明確的概覽全圖。 

 

圖 1 國語文課程地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希望能提升學生自學興趣，培養學生具備自主學習的

能力，在教材選編上也有相對應的規範：除了原本的課文外，新增「自學篇章」

供學生自學；在編篡上也要求需融入有效教學策略，且呈現方式需有系統以便

於學生自學。 

由此看來，「以學生為學習本體」的理念是貫徹到這次教育改革的各個層

面，不論是整體課程架構、學習重點、學習教材，甚至是教學方法和學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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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產生了很大的改變。 

四、國文教師即將面臨的挑戰 

自十二年國教總綱訂定改革方向以來，各方的質疑之聲也隨著政府多場的

宣導及各領域課程綱要的公布而逐漸平息。然而，對第一線的教師而言，108
年新課綱正式上路，挑戰才將要開始。 

（一）會考題型改變 

面對會考，國文教師似乎比起其他學科肩負更大的責任，不管是國文還是

作文，似乎都是檢視國文教師教學成效的一道關卡，無範圍的考題更是常讓老

師無所適從，深怕教得不夠全面。如今會考題型已逐漸轉型，考題不僅著重閱

讀理解，內容更是朝多元化、生活化、圖表化、跨領域的方向發展（程遠茜、

許家齊、王韻齡，2018），學生答題不僅需要具備單一學科知識，還需要將三年

所學融會貫通，結合生活經驗。教師面對靈活多變甚至跨領域的題型，如何在

校內讓學生能及早因應是專業能力上的一大挑戰。 

（二）教科書的變革 

為了落實新課綱的精神，國家教育研究院對教科書的審查亦是嚴格執行，

在國語文課綱中明確規範教材編選應按文本表述、文字深淺、內容性質等有系

統的安排。而在國中階段，更是除了原先的教師指導課文外，新增了「自學篇

章」。（教育部，2018a）可以預見 108 年的教科書應該會有重大變革，從選文到

編排方式都會有所調整，教師如何秉持新課綱精神，善用教科書來引導學生從

策略學習到自學，思考如何培養學生具備素養能力是教師備課時面臨的最大挑

戰。 

（三）素養導向教學 

從傳統講述法到翻轉教學帶來的各式新式教學法，教師所需具備的教學能

力不斷受到挑戰，如何在眾多教學方法中找出最適合自己與最有利於學生的方

式，仰賴教師不斷自我精進。而素養導向的教學更是強調以學生為主體，教師

需改變以往在教室擔任主導地位的授課模式，這是教師觀念轉變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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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素養導向評量 

教材、教法與評量向來是密不可分，在新課綱中強調文本的探究、重視批

判思考及學習策略的融入，評量不僅需要檢測出學生所學的知識，還需了解學

生是否能運用學習策略解決問題，甚至能具備批判思考的能力，提出自己的看

法。如何設計並規劃出適宜的評量方式，不僅考驗教師的專業能力，也是考試

制度上的一大變革。 

五、國文教師的因應之道 

趙曉美（2018）曾建議：「觀念變了，教學就會跟著改變」。新課綱的實施

勢在必行，現場第一線教師與其被動配合、敷衍應對，不如主動了解並積極尋

求因應方式。 

（一）調整心態，將危機化為轉機 

害怕改變是人之常情，但若能轉念一想，將課程改革視為挑戰，把沉痾已

久的制度做徹底檢討，趁著這波改革真正讓教育的本質發揚，不再被考試所囿

而忽略掉國語文教學更迷人的人文關懷，豈非美事一樁？ 

為了適應快速變遷的社會，我們的學生勢必得成為終身學習者。而閱讀能

力及有策略學習更是協助學生自學的基礎，若能從生活出發，讓國語文教學更

有溫度，相信課堂上的風景會更加不同。 

（二）主動了解，及早因應準備 

未知令人恐懼。筆者身兼國教輔導團的輔導員，一開始到校輔導時，常感

受到現場教師因對新課綱的不了解而恐懼甚至排斥，但了解新課綱後，反而都

鬆一口氣，也更期待未來的上課風景和可能性。除此之外，為了讓新課綱更順

利推行，各縣市均有培訓種子教師協助到校宣導，只要學校主動提出申請，透

過媒合就可將外部資源引進校園，如果能善用這些資源，主動邀請，不僅能減

少自身的恐懼，也能及早因應準備，何樂而不為？ 

（三）成立教師專業社群，尋求團隊支持 

「自發、互動、共好」是新課綱的核心精神，面對多元、跨域的教學及評

量，教師常感到自身能力不足，也覺得分身乏術、力有未逮。其實教師專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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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是很好的支持系統，善用團隊力量，共同備課、一起學習、集思廣益，教師

不應該是孤軍奮戰，找到志同道合的夥伴，不僅可以讓彼此的專業更近一步，

更能在精神上彼此支持前進。 

除了校內能共組社群外，利用網路平台揪團共學也是一種方式，臺中市教

育局相當支持教師自發性學習，透過計畫申請不僅能獲得資金補助，也能走出

校園認識跨校夥伴，激盪出更多的教學熱忱。 

（四）增能進修，提升專業能力 

科技在進步，老師的教法也要不斷與時俱進。隨著科技領域獨立，各校的

硬體設備也隨之更新，多元的教學媒材若閒置不用實屬可惜，靈活運用各種教

學設備也是教師專業的一環，唯有教師自身成為終身學習者，才能樹立學生學

習的典範。 

從第二專長、增能學分班到各式研習、工作坊，現在的增能進修強調教師

自主，不再是一紙公文強迫教師參加，反倒是各種多元、有趣、實用的課程任

老師自由選擇，教師自發學習，效果加倍。 

六、結語 

筆者身兼教學組長及輔導團員，先後接受十二年國教總綱及課綱的培訓，

不僅在自己任教學校進行相關宣導，也利用到校輔導時宣導新課綱的理念以及

國語文課綱的變革與因應。在一次次的宣講中，發現現場教師對改變的抗拒往

往來自於不了解，當疑慮獲得解決，接受改變就不是太困難的事。有感於此，

期望能多加推廣新課綱的精神，協助第一線教師了解並及早因應，讓這一波教

育改革能落實，為教育現場注入活水！ 

本文從十二年國教總綱精神延伸到國語文課綱的變革，對於老師們最疑惑

的「九年一貫與十二年國教的差異」做出簡易的差異比較，並設身處地的體察

現場教師的焦慮再提出建議作為，希望能以淺顯的方式協助教師們瞭解並調整

心態因應改變。因應方式如下：（一）調整心態，積極面對（二）主動瞭解，引

進外援（三）成立社群，團隊支持（四）增能進修，提升專業。 

108 新課綱上路不僅是課程上的變革，更是一場觀念的革新。希望學生能

夠「自、動、好」，老師自身也要能有所改變，自主精進、團隊合作、經驗共享，

「一個人走得快，一群人才走得遠」，期待教師都能做好心態調整，一同創造更

好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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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教師必修學分—差異化教學之初探 
高子珺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一、前言 

每一位孩子的個性與氣質皆不同，即便來自於同樣的家庭，擁有類似的教育

背景，在成長過程中也會成為獨一無二的個體。而這些獨特性也反映在學習階段

中，教師以一致的方式來授課，學習成果卻不盡相同，反而表現出極大落差。為

了使教學更貼近學生，教師應體認到個體差異代表與眾不同的思考、解讀及創造

力，其必有值得他人欣賞之處，也是課堂中應重視的核心元素。 

多數教師視個體差異為教學之重要元素，但對於如何進行差異化教學感到困

惑，無法掌握其課堂樣貌。其教學理念並不等同於 70 年代發展的「個別化教學」，

意指為針對不同學習情況，為學生量身打造不同方法使他們進步。在大班教學的

編制下，這樣的客製化教學容易使教師耗盡精力、感到疲乏，而為讓學生能掌握

學習過程，則必須將「課堂指令」切割成各步驟的「動作指令」，使得流程更繁

瑣，如此一來，學習也顯得零散(Tomlinson, 2005)。如上述，筆者也曾因課程耗

費心力，教學成效卻不如預期而感到倦怠。 

此外，筆者也體認到差異化教學不僅是一種教學法，更是一種思考模式的轉

變。林思吟（2016）提及教師所扮演的角色，不再是傳統的知識傳遞者，而是學

習組織的實踐者。除了傳授知識外，更聚焦於「理解學生之差異」，且創造、組

織有效的課堂活動，帶領學生探索學習。在教室裡，教師不先預設學習結果，而

是根據其學習情況，盡力地滿足學生需求，同時運用不同機制進行任務，有時教

師依照學習速度來分組，有時讓學生獨立完成工作，有時則回歸大班教學統整重

點。對實行差異化教學的教師來說，他們關注的是如何運用靈活的分組，提供多

種策略以符應需求，尊重差異且幫助學生找到適切的學習方式。逐漸轉變的教學

型態是未來的趨勢，如何定位教師角色，及融匯出符合學生間差異的教學樣態，

對教師來說無疑是一項責任重大的挑戰。 

綜上所述，筆者體認到教師應注重學生個別差異，並提供其合適之教學策略。

本文根據筆者之經驗，分別以四個面向說明如下：差異化教學之意涵及重要性、

差異化教學之要素、差異化教學之教學策略、結語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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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差異化教學之意涵及重要性 

(一) 意涵 

差異化教學(differentiate instruction)為因應學生個別差異及學習需求，而延伸

出的教學法。除了重視個別差異，任何環境及授課方式應保障學生教育機會的均

等，以學者 Rawls(1971)所提倡的正義論來看，面對不同性別、家庭背景之學生，

進行共通一致的教育，此為「齊頭式的平等」，而著重學生之不同興趣及個別差

異，發展其所擁有的特質為「立足點的平等」。尊重學生差異性，並給予學習機

會以符合所需，這樣的觀念亦如差異化教學之理念，均為教育機會均等的體現。 

(二) 重要性 

以往傳統教學側重講述，忽略了學生學習需求與個別差異，導致學習被動且

效果有限。近年來，為符合學生的個別需求，學者們提倡「差異化教學」以彌補

傳統講述的不足，期望教學以學生為主體，為學習帶來助益（吳清山，2012）。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核心素養也指出適性揚才的重要（教育部，2017），在

面對不同智能、性向及興趣的學生，應透過不同的課程與分組教學來施教，誠如

孔子之美談：「夫子教人、各因其才」，為顧及學生個別差異，教師運用不同的教

學策略，以達適性教學之目的。 

三、差異化教學之要素 

以學生特質為準備差異化課程的基準，分別為準備度、興趣及學習風格，在

滿足三種條件下的情況，學習成效較佳。 

(一) 學習準備度 

好的課程設計要契合學習者的程度，使他們理解課程主題之外，能透過課程

學習更進階的知識與技能，提升各方面的能力(Tomlinson, 2005)。有經驗的教師

能夠精準地掌握學生準備度，在授課的同時調整內容，必要時提供學生協助，鼓

勵他們挑戰進階的任務以習得關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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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習興趣 

課程內容要能誘發學生興趣，吸引他們投入學習，如同對盛開的花朵來說，

招蜂引蝶是一件完全不費力的事。在設計課程前須對學生喜好有相當程度的了解，

順應他們的興趣呈現課堂知識，更能使學習者加快理解速度、熟練相關技能。例

如從學生感興趣的生活話題著手，結合電視劇、故事小說，歷史背景知識加以討

論。而拓展學生學習興趣也是課程另一要點，譬如帶領學生探究數學其實不單是

一門學科，其能夠和日常生活議題做結合，解決問題並提高生活品質。 

(三) 學習風格 

學習風格係指個人獨特的學習方式，而不同文化背景、性別差異與多元智能

皆會影響學習，適合某些學生之方法，其他人不一定能掌握訣竅。教師的重點工

作在於幫助學生找到最佳學習風格，打造一個自在的學習環境。設計課程時不應

將教師所既定的個人思維套用至學生，建構內容同時也給予學生自主探索的機會， 
Tomlinson(2005)提出四步驟系統學習環 (4-Mat Approach: A Learning Cylcle, 
4-MAT)提供學習者方法，使其依循「學習意義、概念了解、投入程度、創造事

物」四步驟學習，以確保學生能加強原先的弱項。 

綜合上述條件為構思教學時，教師所應掌握的要點。除了學生差異性之外，

也應呈現課程內容、過程與成果上的差異，以回應學習者的特質。依據準備度，

課程內容便有所不同，而在授課中，學習者理解速度與學習風格在過程中也不盡

相同，教師也應考量多元評量方式以呈現學習成果上的差異。 

四、差異化教學之教學策略 

 筆者為國小英語科任教師，此部分為筆者經驗之教學策略分享，分作三個段

落來說明，分別為差異化教學之動機、差異化教學之現況、差異化教學之策略。 

(一) 差異化教學之動機 

初入教學現場，筆者在課程設計方面以多元、活潑風格為主，運用單槍呈現

投影片做為輔助教材，透過異質性小組做互動練習。實施教學一段時間後，筆者

觀察到共通的課程，對於學習成效無太大的幫助，即便課堂氣氛佳，學生依舊是

席間的客人，被動地學習及完成任務。在這樣的模式下，教師無法滿足學生，供

給其所需養分，自然無法如我們所預期地發展、茁壯。若教師的授課理念及模式

不改變，學生就沒有改變學習型態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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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差異化教學之現況 

由於個體間有變異，學習程度傾向呈現常態分佈，但近年來趨向 M 型化，

形成雙峰現象，學生間程度落差越來越大，導致教師難以實施一致的課程。現階

段所設計的教材，學習低成就的孩子無法吸收，更無法滿足學習高成就的一群，

授課者唯一稍微能顧及的便是中間程度的學生，但能關注並給予指導的時間不多。

教師期望提升學生整體程度，但所規劃的內容無法和學生程度相符。未實行差異

化教學的課堂，教師有如駕駛一輛失去方向的多頭馬車，學習道路更顯得窒礙難

行。 

(三) 差異化教學之策略 

綜合上述背景動機，筆者調整教學策略，以滿足準備度、學習興趣及學習風

格三要素，教學策略分別說明如下。 

  1. 學生準備度—採用同質分組 
在大班教學常見的異質分組型態中，加入同質性分組教學。教學過程中

能體察到，差異化教室並不等同於同質分組，彈性分組才是其重要元素，亦

如(Tomlinson, 2005)提及，有效的差異化教學指標之一，即是靈活的分組方

式，隨著課堂的進行，分配不同分組模式及任務。以英語課堂單字為例，指

定學生不同任務，需加強基礎的學生分為一組，運用單字卡練習拼讀；可認

讀單字但不精熟的學生，搭配桌遊重複練習；而程度佳的學生則由單字進階

到句型，練習課文對話。透過同質性分組，教師能依據學生程度調整教材難

度，使其能掌握重點並學習進階的內容。 

  2. 學習興趣—運用多元媒材 
某些學生在原班級中，學習態度顯得消極、被動，將自己當成課堂的客

人。由於補救教學的推行，筆者運用不同媒材進行教學後，發現學生逐漸對

學習產生了興趣。有些學生擅長撲克牌遊戲，能在桌遊中學習且獲得成就感；

有些學生資訊能力佳，能透過線上網站自學並瀏覽其他資訊；而有些學生富

有節奏感，對於歌曲旋律感興趣，便將應習得的字彙融入曲調，編成一段說

唱使其反覆練習。運用多元的媒材呼應學生的興趣，能讓他們熱衷於課程內

容並加快學習速度。 

  3. 學習風格—透過五感學習 
在教學現場中，曾有和不同類型學生互動的經驗，打破筆者以往的教學

模式。教授視障、聽障及腦麻生時，不再強調聽說讀寫的學習方法，而是運

用他們獨特的風格，使其在學習上能展現優勢。在聽覺方面，盡量精簡用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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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給予過多的資訊；在語言方面，能有效溝通勝於強調咬字發音；在閱讀

方面，需要碰觸學生的手背，讓他們能感受字音強弱及音節長短。透過這樣

的教學歷程，能體察到不同學生都有其長處及學習風格，而這也是教師授課

時須重視的環節之一。 

五、結語與建議 

(一) 結語 

近年來，為使教育更貼近學生需求，許多教師開始推展差異化教學。差異化

教學不單只是一種教學法，也並非是同質性分組的授課方式，其核心價值強調教

學應回歸學生本身，視其準備度、興趣及學習風格而做調整。而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核心素養中也提出，面對學生個別差異，教師應運用不同教學策略，給予學

生提升程度的機會。 

進行差異化教學的過程中，筆者認為最困難的是改變教學理念。觀念決定了

教學模式，若教師在面對學生個別差異時，卻依舊以慣有的大班教學進行授課，

並不能解決學生的學習問題。若教師能尊重其差異並站在學生立場擬定不同教學

策略，且營造「異質學習方式、同質學習目標」的氣氛，便是順利開始差異化教

學的第一步。 

(二) 建議 

學生個別差異情形是隨著學習情況不斷變動的，為使課程內容更利於學生學

習，筆者提出省思與建議，說明如下。 

  1. 掌握學生準備度 
試卷評量並不是評斷學生準備度的唯一方法，在進行差異化教學前，

於課堂中設計各類型活動瞭解學生反應，再根據其反應做難度調整。例如

將單字圖片依照難度，循序漸進地在投影片中閃示，測試學生的反應及答

題速度。為使準確掌握學生準備度，教師須運用多元評量的方式，而過程

也需要時間及耐心。 

  2. 瞭解學生學習興趣 
學生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會展現其特有的學習興趣，而教師應投其所

好，將教材內容與之做結合，展現更佳的學習成效。高年級的學生開始對

流行歌曲感興趣，挑選歌詞中具有類似音的單字做拼讀練習，學生不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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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對於旋律也能朗朗上口。學生透過對歌曲的喜愛，也能自發地學習字

彙。 

  3. 尊重學生學習風格 
對於圖像敏銳、喜愛繪畫的學生不在少數，而作業及評量多半以書寫、

閱讀文字為主，將學習內容圖像化則有利學生吸收新知。除了正規書寫練

習的要求之外，也提供以繪畫圖表的答題方式，讓學生能以自己擅長的風

格學習。 

上述三點建議為筆者操作之淺見及具體作法，期望能增添教師在推動差異化

教學時的靈感，使課程更貼近學生需求，課室風景更近似於自身的教學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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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多元文化教育」觀點探討新住民學生教育的推動 
黃昭勳 

高雄市立仁美國民小學輔導主任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 

  

一、前言 

近年來，隨著全球化的趨勢，我國新住民學生逐漸增加，根據教育部統計，

96 學年度至 106 學年度間，國中小教育階段新住民學生人數由 10.4 萬人大幅成

長至 18.1 萬人（教育部，2016），顯示臺灣正邁向多元文化的國際社會。新住民

學生由於母國文化、語言、風俗及文字與本地的差異，容易在生活與學習適應上

產生困難，為協助其順利融入臺灣社會，並深化其所兼具的發展優勢，教育部國

教署於 104 年 12 月訂定「新住民子女教育發展五年中程計畫」，全方位推動高中

以下各階段新住民子女各項教育作為，期盼透過系統性與整合性的觀點，為臺灣

社會帶來多元豐富的文化價值與力量。本文將從多元文化教育的論點切入，探討

新住民學生教育的實施現況，並參考學者見解，提出多元文化教育觀點運用於新

住民學生教育上的教學建議。 

二、多元文化教育的相關意涵 

（一）多元文化教育的意義 

「多元文化教育」是一個教育改革運動，強調尊重文化差異與追求教育機會

均等，在美國可以追溯自 1960 年代非裔美人的民權運動，其後因為其他弱勢團

體意識的覺醒，逐漸納入性別、階級、宗教等問題的探討，使多元文化教育的內

涵不斷擴增（譚光鼎、劉美慧、游美惠，2008）。Banks（1989）認為，多元文化

教育是一種概念、一種教育改革運動，也是一種繼續不斷的過程，其目的在於改

變學校的文化與結構，讓所有學生都有公平的學習機會。陳美如（2000）認為，

多元文化教育基本上就是起於西方對於人的尊嚴與平等自由之理想與爭論，展現

於學校教育上，則要求公平正義，消弭我族中心思想，維護所有學生的學習權利，

以達到平等自由的教學目標。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多元文化教育乃多元文化社會下的產物，是透過教育的

過程，提供學生主流文化視野之外，諸如種族、性別、階級等交疊的觀點，從而

發現彼此文化上的差異，肯定文化多樣性的價值，尊重文化多樣性下的人權，進

一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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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文化教育的訴求 

多元文化教育是一個複雜的概念，學者對於多元文化論述亦抱持不同的立場

與看法（張建成，2007）。從字面解釋，多元文化教育一詞，係由「多元文化」

與「教育」所構成的，依各自所關注而有不同的訴求。將焦點置於「教育」者，

主要係強調教育實踐上文化多樣性（cultural diversity）的問題，以個人的「公民

權」為訴求，強調教育機會均等的實現，在尊重差異的原則下，任何人不得在受

教機會、教育資源分配、教育內容與方法等，受到不合理或不公平的對待；將焦

點置於「文化」者，主要在強調文化差異（cultural difference）的積極意義，以

集體的「文化權」為訴求，強調社會經濟利益與權力的重分配以及身份與文化認

同的肯認（recognition），透過主體意識的覺醒，使個體得以跨越文化的藩籬，

以理解、尊重、包容與欣賞的態度，擴展自身視界（莊勝義，2007，2009）。因

此，多元文化教育不單只是遂行應個人「公民權」運動而生的教育機會均等，還

須包括凸顯團體「文化權」運動的身份、文化肯認，保障弱勢族群文化永續發展；

前者聚焦於教育作為中的文化差異，後者則在彰顯文化差異下的教育作為。故多

元文化教育的實踐，除以平等為基礎實施的教育行動外，亦強調以差異為基石對

少數族群文化的肯認（Kymlicka, 2001）。這種強調「尊重差異」與「社會正義」

的概念，也正是多元文化教育所強調的核心價值。 

筆者認為，當前我國新住民學生教育的實施，應結合多元文化教育的訴求，

除了重視公平正義外，還須協助新住民學生能欣賞並肯定自我文化的價值；此外

亦應教導其他學生用正確的態度去包容，進而尊重、欣賞及支持多元文化之美，

培養與不同文化背景之團體或個人合諧相處與交融的跨文化能力。 

三、多元文化教育理念下實踐新住民學生教育的建議 

（一）新住民學生教育的推動現況 

目前在教育部國教署的「新住民子女教育發展五年中程計畫」中，諸如新住

民語文樂學活動、母語傳承課程及華語補救課程等活動，皆是為奠定新住民學生

未來生涯發展的深厚利基。此外，為了達成尊重多元文化的課程目標，除了持續

推動上述「多元文化議題融入課程及活動」子計畫外，也將新住民語文列為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的「語文」領域課程中，規劃於小學階段，學生須從本

土語文及新住民語文中，依其需求任選一種語文修習；在中學教育階段則列為選

修。期盼透過教材的編撰、教學支援人員的培訓，有效結合課程與活動二大面向，

使新住民學生教育能以更完整、一貫的思維加以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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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文化教育觀點運用於新住民學生教育的作法 

當前有關新住民及其子女的教育政策，已從早期的強調融入轉為對於多元文

化的關注（黃政傑，2015），為增進學生對於不同文化的理解，並且避免新住民

學生產生「文化雙盲」（culture double-blind）的現象，筆者認為，校園中多元

文化教育的推動應以全體學生為對象，教師在協助新住民學生學習華語課程、融

入我國文化的同時，亦應從多元文化的角度，引導所有學生認識並覺察，文化差

異對於我們周遭生活所帶來的影響與改變。 

Banks（1996）提出多元文化教育在教學上涵括的五個面向，包括「內容統

整、知識建構、減低偏見、平等教學、增能的學校文化」，認為多元文化教育強

調人與文化的互動，其課程就是一種社會行動取向。對此，筆者將以 Banks（1996）
多元文化教育教學的觀點，提出學校推動新住民學生教育的作法與建議，茲臚列

如后。 

1.內容統整（content integration）方面 
內容統整強調打破現有學科內容的界限，以兼容並蓄的方式將各族群觀

點平等且均衡的在課程中呈現，使學生能獲得較為深入與完整的知識。從多

元文化教育的角度，由於多元文化教育並非單獨設立科目，而是將多元文化

知識與內涵融入於相關學習活動中，教師在教學時，利用不同文化的內涵或

例子，闡釋學科的概念或原理原則，一方面可以使學生容易理解學科知識，

另一方面亦可藉此讓學生體會文化多樣性，幫助學生從多元文化的觀點理解

概念、議題。 

故筆者認為，多元文化在此不僅只是課程的一部份，也是學生學習的橋

樑或理解主流文化的工具，不但可教導新住民學生瞭解與認同原生社會文

化，同時亦改變優勢團體學生對於新住民文化的態度與行為，了解文化多樣

性乃是多元社會中的重要部份。 

 2.知識建構（knowledge construction）方面 
知識建構係指在教學過程中，讓學生瞭解知識如何產生以及學科中的文

化假設、觀點與偏見如何影響知識建構的過程。Noffke（1988）認為在實施多

元文化相關課程時，必須納入不同族群的知識內容，並考量學習者與知識的

關係以及教師所扮演的角色。 

筆者認為，政府應先強化多元文化的師資及專業人才的培育，讓教師具

備相關素養與教學技巧，能在教學時透過問題陳顯（problem posing）的方式，

藉由提問、對話等，深入提供多元文化學習的經驗，新住民學生可以透過其

熟悉的母文化作為學習的中介鷹架，協助其在知識建構的過程中更具脈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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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以覺察其文化價值所在以及與主流文化之間的關係。 

3.減低偏見（prejudice reduction）方面 
減低偏見強調運用各種策略減少學生對於不同文化團體的偏見。臺灣目

前實施的多元文化教育，傾向於讚頌差異以減低學生對於弱勢族群文化的刻

板印象與偏見。此舉固然是認識多元文化的基礎，但也容易將差異固著，使

得多元文化教育所強調的社會公平正義更難以實現（譚光鼎等人，2008）。 

筆者認為，為改善社會大眾對於新住民及其子女的刻板印象，可以在校

園或教室中佈置標語、看板，以國際化的觀點介紹其語言、風俗與傑出人物

的奮鬥事蹟，營造尊重差異的社會化情境，讓學生在校園生活情境中潛移默

化，培養多元文化觀念，藉由不同文化與價值觀的對話與激盪，增進師生對

於多元文化的肯認。 

4.平等教學（equity pedagogy）方面 
平等教學係指教師運用適性的教學方法，提升不同文化背景學生的學業

成就。從多元文化教育觀點視之，不同族群的學習者都有擴展其潛能的能力，

因此在受教機會、教育資源以及教學內容等方面，都應給予公平的對待。由

於當前學校教育在符號語言與教材的使用上皆以華語文為主，加上教師普遍

對於新住民文化缺乏深入理解，導致新住民學生在學習時必須花費較多的時

間適應。 

故筆者認為，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必須依據新住民學生的背景差異，發

展合理的期望水準；其次，教師亦須具備多元文化觀念與多元文化教學能力，

能適時融入富有多元文化特色的內容，運用文化回應教學（culturally responsive 
teaching）的方式授課，一方面學生可以運用自身的文化來理解主流課程的內

容，提升學習效果，另一方面也讓其更了解母文化傳統、歷史以及人文藝術。 

5.增能的學校文化（empowering school culture）方面 
增權賦能（empowerment）是多元文化教育的重要目標，增能的學校文化

係指透過學校環境的整體改革，賦予學生權力，提供不同族群背景學生機會，

幫助他們瞭解自己的潛能，體認自我價值，肯定自我文化，並鼓勵學生參與，

經驗學習成功的機會，以具備重建社會的能力。McLaren（1998）認為增能是

協助學生學習批判經驗以外的知識，以更瞭解自我、世界，使得習以為常的

假定得以轉化的一種過程。 

筆者認為，教育的積極功能在於建構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而學校是社

會的縮影，為破除刻板印象造成的迷思，應該提供一個涵化的學習環境，在

推動新住民原生國語文和社會文化融入正式課程的同時，適切地將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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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融入學校文化系統中，引導新住民學生能肯定自我價值，在面對歧視與

偏見時，具備批判思考的能力與捍衛社會正義的勇氣，才是實施多元文化教

育的真正訴求。 

四、結語 

正如同 Banks 與 Banks（1997）所言，多元文化教育是一種理念、精神，是

一種重視在這塊土地上曾經生存或正在生存的各個族群，以其獨特的生命經驗和

適應所創造出文化、藝術、人文和社會制度。 

多元文化教育的功能不僅是在改造學校課程、教育環境，也是改造社會的利

器。身為教育工作者，衷心期政府相關單位加強新住民教育課程政策的研究，在

課程規劃、教材編寫過程中加入多元文化觀點，藉由多元文化教育的實施，讓臺

灣社會能成為各族群平等生存的場域，在各族群文化共存共榮的共識下，促進文

化的交流與創新，讓新住民等弱勢族群亦能保有傳統文化根基，發展自我潛能，

獲得身份與文化上的肯認。如此一來，多元文化教育中，尊重差異與社會正義之

核心價值和訴求，將逐漸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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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新手幼兒教師學習區規劃之實踐 
林廷華 

正修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助理教授 
 
 
 

中文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兩位新手幼兒教師學習區規劃現況、問題及影響因素。採

質性研究，多元方式蒐集資料及主題分析法著手分析。研究結果：一、學習區規

劃現況：教室空間劃分三至四個學習區，規定不相等參與人數，展示幼兒作品，

低矮教具櫃營造半開放性空間，學習區分類清楚並標示明確，教師肯定遊戲價值

並善用資源，教師扮演教導者與秩序管理者及學習區活動與其他課程無關聯。

二、教師面臨問題有教具收拾不易、幼兒衝突行為、自覺專業知識不足、學校未

提供在職教育、人力不足無法觀察及家長無法認同學習區教學。三、影響學習區

規畫個人因素有教師信念、兒童圖像、教學反思及教師研習，環境因素有學習者

知識、同事協助、主管態度、家長支持及教室空間。 

關鍵詞：新手幼兒教師、學習區、學習區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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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ctice of Plan of Learning Areas for Two Novice 
Preschool Teachers 

Ting-Hua Li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Education, Cheng Shiu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preschool teachers' plan in the learning area, and to analyze the factors 
which affected the plan of learning areas for two novice preschool teachers. The study 
used a qualitative study, data collection is conducted by interviews, participation 
observations and teaching documents, and the subject analysis method is used for data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 (1)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novice 
preschool teachers in the learning area includes: (i) three to four learning areas are 
split according to classroom space, (ii) the different number of participants is designed 
in the learning area, (iii) the display space for children's works is provided, (iv) the 
semi-openness is adopted for the learning area, (v) the classification is clear and 
clearly defined for the learning areas by using of low teaching cabinet, (vi) teachers 
affirm game value for preschool development and make good use of other resources, 
(vii) teachers act as instructor and order managers, and (viii) learning area activities 
are not related to other courses. (2) the problems of novice preschool teachers in the 
learning area have: (i) the teaching aids are not easy to clean up, (ii) conflict behavior 
of children, (iii) the lack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v) the school does not provide 
in-service education of teachers, (v) manpower is not enough to observe, and (vi) the 
parents cannot agree with the teaching of learning area. (3)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plan of learning area for novice preschool teachers include: (i) teacher beliefs, image’s 
view of childhood, teaching reflection, and in-service training in personal part. (ii) 
knowledge of learner, colleague assistance, supervisor attitude, parent support, and 
classroom space in environmental part. 

Keywords：novice preschool teachers, learning areas, plan of learni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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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國內的幼兒教育自 1980 年起吹起開放教育的旋風，歐美日各式的課程模式

相繼被引進，如學習區、方案、高瞻、華德福及瑞吉歐等（陳淑琴，2008）。此

時的學習區（learning center）幾乎與開放教育劃上等號，學習區空間規劃的概念

普遍被應用在幼稚園的學習環境（蘇愛秋，2003）。學習區是開放式教育的課程

模式之一，日漸取代傳統團體教學（林怡滿、李美玲、周芸頻、蔡淑君、洪慧英，

2015）。 

湯志民（2001）認為幼兒學習環境是潛在課程也是顯著課程，影響著幼兒發

展與學習。研究發現幼兒教師對學習區規劃及教學缺乏理論基礎，例如：幼兒教

師未能允許幼兒在學習區自主學習（蔡春美、翁麗芳、張世宗，1997），受到課

程排擠效應，教師能提供幼兒學習區活動的時間有限（蔡其蓁，2004），學習區

活動只開放上下學時段，學習區淪為存放教材空間，教師未能適當引導幼兒，設

置學習區對幼兒的發展與學習功能皆無法真正落實（林毓雪，2008）。學習區是

許多幼兒園教室普遍空間規畫的方式（周淑惠，2008），學習區教學實踐並非只

是在教室挪出空間及擺放教具，而是涉及對傳統教學的反思與翻轉，此為一種開

放教育的實踐。 

以往文獻顯示新手教師正處於求生階段，面臨著不清楚校內的期望、資源有

限、專業的孤立、多重角色衝突及現實震撼等困境（Gordon, 1991），加上不熟學

生活動安排與組織，以及與個別學生互動或是處理學生不良行為會顯得慌亂（蔡

淑桂，2004），課程與教學是常見的工作困擾之一（江麗莉、鐘梅菁，1997），故

新手教師對於如何適當地規劃學習區，甚至掌握學習區教學背後所意涵開放教育

精神，恐怕不是短時間能夠勝任與實踐。教育部自 2006 年推動「教育部補助辦

理公私立幼兒園輔導計畫」以來，幼兒園紛紛力求課程轉型，其中不乏以落實學

習區環境規劃及教學為輔導重點，故學習區教學普遍存在幼兒園的課程實施。因

此，本研究欲探討新手幼兒教師在學習區規劃的實際情況為何?新手幼兒教師在

學習區規劃所遭遇的問題是甚麼?影響規劃學習區的因素有哪些?期許透過本研

究的探討，有助於理解新手幼兒教師學習區規劃及其教學真實樣態，以及她們對

學習區教學精神的掌握與落實。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9，8（5），頁 184-210 

 

專論文章 

 

第 187 頁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本研究目的如下： 

探討新手幼兒教師在學習區規劃之現況。 

探究新手幼兒教師在學習區規劃之問題。 

分析影響新手幼兒教師學習區規畫的因素。 

貳、文獻探討 

一、學習區的意義 

環境對個人行為具有強烈的暗示性，並引導著個人行為內涵及方向（汪素

榕，2001）。Isbell 與 Exelby（2001）認為環境會「告訴」幼兒應該表現的行為

與反應，如教室中開闊的空間會鼓勵幼兒奔跑，或教具不足時，幼兒可能會發生

爭執（盧雯月、林佑齡譯，2008）。學習區是開放教育（Open Education）或不拘

形式教育（Informal Education）的教室空間規劃方式（王莉玲，1988），將教室

空間區分為不同區域，教師依據幼兒需求計劃各學習區的內容，使幼兒在其中與

教具及其他幼兒產生互動，發展學習目標（Pattillo & Vaughan, 1992），促進幼兒

獨立自主、幫助幼兒做決定及鼓勵幼兒參與（Dodge & Colker, 1998），藉由團體

分享與討論，幼兒學習到不同觀點且獲得統整的經驗（Montie, Claxton, & 
Lockhart, 2007）。學習區空間設計，強調提供幼兒不同領域的學習機會，並重視

幼兒在各個學習區中也能觀察、欣賞其他區域的活動情形，藉以引發幼兒前往其

他區域探索的動機（Moore, Lane, Hill, Cohen, & Mc Ginty, 1996）。林璧琴（2010）

提到學習區教學設計強調幼兒身心正常發展，透過遊戲、教具、生活體驗增加幼

兒生活經驗，讓幼兒透過探索發現問題、產生疑問進而解決問題，幼兒經由自己

發現差別、看到現象的產生，而主動產生的反省過程，此為認知學習不可或缺的

歷程。 

    綜合上述，學習區強調「境教」對幼兒發展與學習的重要性，引導幼兒自主

學習與探索，朝向身心均衡發展。本研究中學習區是指在新手教師的環境規劃理

念下，將教室區分成數個不同面向的學習區，考量幼兒發展、興趣及個別差異而

擺放各類操作的教具資源，提供幼兒自由選擇學習區機會及時間主動探索與學習

的空間規劃，學習區包括語文區、益智區、扮演區、美勞區、積木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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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區規劃目的與功能、原則 

(一) 學習區規劃的目的與功能 

    幼兒園教室學習區規劃趨勢是因應「開放教育」理念而來（Proshansky & 
Wolfe, 1974），強調以幼兒為本位，其重點在培養幼兒「學習如何學」的能力，

在開放自主的學習空間裡，幼兒自發性以個人或小組形式主動進行探索與學習，

且以個人學習速度進行操作（林怡滿等人，2015）。規劃合宜的幼兒學習環境，

應賦予教育性、生活化與具體化等原則，使得幼兒得以充分學習，環境猶如扮演

如同教師的教育性角色（劉豫鳳，2009）。學習區規劃之目的有：1.滿足幼兒好

奇心、求知慾及促進學習興趣。2.尊重幼兒有自學本能及提供自我學習機會。3.
培養幼兒獨立探索、操弄與思考，發揮潛能。4.體會與同伴分享，學習同儕相處。

5.學習區的內容引發幼兒實際操作。6.各個學習區相互關聯，提供幼兒獲得統整

性經驗。7.尊重幼兒個別差異。8.培養收拾整理與物歸原處習慣（蘇愛秋，2003，
頁 57-58）。汪素榕（2001，頁 23-25）根據開放教育理念、行為情境論、內在個

別差異性之學習區理論基礎及彙整學者觀點，提出學習區功能有：1.促進全人發

展：提供各式行為情境，建立不同行為情境的行為模式，將各學科領域及動作技

能整合在活動中，提供幼兒統整性學習經驗，以助幼兒均衡發展；2.提高幼兒學

習動機：提供豐富教材、自由選擇及遊戲化活動，提升幼兒學習意願與動機；3.
提供同儕相互學習機會：由構設行為情境提供幼兒從同儕互動中，發展討論、協

助、分工、合作、輪流與等待等能力；4.滿足幼兒個別需求：活動室中擁有不同

行為模式的行為情境，可以滿足不同個體之間差異及幼兒內在個別差異的需求；

5.培養良好自我概念：幼兒可以發展獨力學習的能力，包含自己做決定、解決問

題及發揮自己的興趣與能力，從中培養良好自我概念；6.提供教師觀察與評量機

會：學習區活動依照幼兒自己的興趣、能力選擇其所欲學習區活動，教師可以詳

實觀察每位幼兒的能力與興趣，以作為評量的根據。 

(二) 學習區規畫原則 

    開放教育落實於實際教學時，呈現在教學空間、教學時間、教具教材、課程

運用、教師角色等層面（盧美貴，1995）。教師在設計理想的學習環境需考量的

基本問題：1.學習環境適合幼兒的發展階段？2.學習環境能增進幼兒人際互動？

3.學習環境能提升幼兒學習？（楊淑朱、林淑蓉，2016），這些問題有助於教師

釐清環境對幼兒行為的正面意義。趙婉娟（2002）統整文獻提出規劃學習區考量

原則，分述如下：1.功能區分：依據幼兒需求與課程目標規劃不同學習區，運用

櫃子、桌椅、地板材質將教室區分成功能不同的學習區域，以使得各區能喚起其

期望之顯著行為模式。2.界線分明：運用櫃子、軟墊清楚明確區分出不同區域，

讓各區之界線分明，幼兒能感受不同空間區域。3.動靜區隔：將性質相同者相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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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相異者相隔，不僅能避免相互干擾並能促進區域之間的相容互惠。4.動線流

暢：安排學習區應考量幼兒活動動線，使其流暢以避免幼兒互撞或干擾。5.合乎

安全：教室軟硬體設置必須合乎安全性，讓幼兒自由探索與活動，也讓教師能看

見所有的學習區，不能視線阻礙。6.開放彈性：教材教具擺放方式須使幼兒自理

程度高，明顯的歸放標誌且開架與分類，將幼兒使用與教師使用的教具各自分

開，教具內容應具豐富性與多樣性，以及視幼兒發展及個性差異狀況調整，並與

幼兒人數相互配合。 

    幼兒園的學習環境影響著幼兒學習，成人需從觀察幼兒學習興趣與幫助幼兒

學習的角度加以規劃整體教學環境（Pratt, 2014），學習區規劃與落實並非一蹴可

成，林怡滿等人（2015）認為這是「改造-檢視-修正-再改造」轉變歷程。教師需

持續評估檢視幼兒在環境中，使用素材或與其他幼兒互動的情形，適時運用「幼

兒園課程與教學品質評估表」（林佩蓉、張斯寧，2012）作為持續調整學習區環

境的依據。綜合上述，本研究中所指學習區規劃是指新手教師對於教室學習區之

空間配置、桌椅與動線安排、教學資源與設備擺放、標示等基本原則，以及其在

教學實施上所抱持的認知、想法與教師角色。 

三、教師角色 

    幼兒園空間設計與安排，以及室內、室外環境之設備的選擇均反映著教師的

教育理念（簡楚瑛，1988），開放教育能否實踐在於教師對開放教育理論及精神

的認知程度。在教學實踐上，除了營造開放性學習空間，更重要是教師信念，若

缺乏正確理念，徒有開放空間設計，只是流於形式而已（湯志民，1996）。教室

環境設計已經成為教育計畫中的必要角色，身為教師必須著眼於精神的掌握，而

非實質設計的運用，唯有真正掌握其理念及精神，方能夠發揮以「幼兒為本位」

的學習環境（郭集晶，2012）。幼兒園若以學習區為其教學形態，教師角色必須

符合開放教育的理念與精神，強調以幼兒為中心，以利幼兒發展與學習為教學目

標。教師扮演著環境設計者、資源提供者、觀察評量者、學習引導者及遊戲支持

者等專業角色（汪素榕，2001；趙婉娟，2002；Dodge & Colker, 1998）。 

四、影響幼兒教師學習區規畫的因素 

    學習區實為開放教育的一種教學實踐，對許多幼兒教師而言，恐怕是一場歷

時長久的教學過程，尤其是新手幼兒教師在學習區規劃更難以理念付諸實踐（汪

素榕，2001）。綜理相關文獻（汪素榕，2001；周怡伶與段慧瑩，2009；林怡滿

等人，2015；趙婉娟，2002；Stout, 2009）歸納影響幼兒教師學習區規畫的因素

有二：（一）個人層面：是指教師的職前教育與實習經驗、教師動機、教師信念、

教師 角色及教師對學習區教學的準備度，例如：教師無法落實幼兒主動探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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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化學習。（二）環境層面：是指教師所處的環境因素，包含空間與設備、教

學資源、人力配置、行政工作、園方制定的課程、班級作息、同事、園長及家長

態度等。 

    綜合上述，影響幼兒教師學習區規劃的因素錯綜複雜，對新手教師是極大挑

戰，若教室徒有學習區空間擺設是無法真正落實學習區的教學。上述影響因素涉

及教師信念與角色、教師對學習區的專業知能、課程領導者心態、家長態度、幼

兒活動時間安排、同事關係、學校空間硬體與教學資源，以及人力配置等，這些

影響因素可提供本研究探究新手幼兒教師在學習區規劃與教學實踐的基礎概

念，以及擬定訪談大綱的重要參考。 

五、新手教師教學實施之相關研究 

    對新手教師而言，最初幾年的教學工作是最具挑戰性（Zhukova, 2018），意

味著在教室裡整合許多教學技能與知識（Franey，2016）。學習如何教學（learning 
to teach）並非簡單之事，此為佈滿荊棘的專業歷程，需要教師持續自我成長，

以及他人及時協助與輔導（張德銳，2003）。Katz（1994）以求生期及強化期描

繪新手教師在教職工作的困境與突破（廖鳳瑞譯，2002）。根據文獻指出，新手

教師的班級經營知識結構圖顯現凌亂複雜的圖形表徵（賴慧珠、胡悅倫，2010），
在師生互動手勢較多是制止、管理性質的提示（簡馨瑩、連啟舜，2014），教學

效能信念與教學承諾較資深教師低落（黃儒傑，2010）；或是新手教師欲落實學

習區教學，搭班教師偏向傳統教學，導致雙方對教室空間規劃意見分歧的困境（周

淑惠，1998），新手教師面臨到未能瞭解取得設備資源拿取的方法、設置學習區

但未能精簡而顯得擁擠遭遇的問題（蔡淑桂，2004）。綜合上述，新任教職階段

確實是特別艱難的轉換期（Waldsorf & Lynn, 2002），新手教師所遭遇的現實震撼

（Jesus & Paixao, 1996），也是學習教學的契機，透過尋求助力、自我批判、反

思經驗及充實專業知能等（谷瑞勉，1998），進而精鍊新手教師階段的教學實作

經驗並邁向專業發展。     

    近年有些研究聚焦在新手教師實施不同課程或教學模式的實施現況、困境與

因應及教學歷程等，何欣姿（2007）探討初任教師實施統整課程中的現況與困難，

李佩純（2004）探討初任教師將全語言教育理念落實教學的歷程，吳春滿（2009）
探究蒙特梭利幼稚園初任教師工作困境與因應策略，施淑娟（2016）探究新手幼

兒教師實施方案教學的歷程，梁速萍（2018）探析初任教師對「發展合宜實務」

（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 Practice）的信念及其教學實踐，謝舒如（2016）
探討初任教師從單元教學到主題教學轉變與調適的專業成長歷程。從上述得知，

有關新手幼兒教師在不同課程模式或觀點的教學實施是值得探究的領域，因此，

本研究欲探究新手幼兒教師在學習區規畫的現況、面臨的問題，以及影響她們學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zB_1H0/search?q=auc=%22%E6%9D%8E%E4%BD%A9%E7%B4%94%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7yHZq3/search?q=auc=%22%E5%90%B3%E6%98%A5%E6%BB%BF%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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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區規畫的因素等研究議題，以提供新手教師因應學習區規劃，以及幼兒園輔導

新手教師實施學習區規劃的參考。 

參、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取向，確定研究目的後則進行文獻探討，接著分別進入兩

所學校進行一學期的教室觀察及訪談，蒐集教學文件資料，同步進行資料整理與

分析，藉由反覆閱讀研究資料並與文獻對照，歸納本文主題概念，據此撰寫報告。 

二、研究場域與研究參與者 

(一) 研究場域 

基於本研究目的立意取樣兩所幼兒園兩位新手教師，研究前先拜訪機構守門

員（gatekeepers）（亦即園長），說明研究計畫並請求推薦適合人選，在徵詢兩位

新手教師同意後，始著手進行研究。以下分別介紹幼兒園的概況： 

1. 蝴蝶幼兒園（化名） 

此校座落在住宅區，為一所立案十七年小型園所，全日收托 102 位二至六歲

幼兒，幼、小、中、大各一班。園長綜理學校行政，教職人數十五位，教師均畢

業於大專以上幼保科系，年資分佈大約三至十六年。多數家長考量交通的便利性

而選擇就近就學，家長來源有公教與勞工階級，有些是學校附近的自營商。學校

教育理念強調培養幼兒主動探索與均衡身心發展，課程規劃包含學習區教學、坊

間教材單元教學及才藝課程等。在上午時段利用大約一小時實施學習區教學，讓

幼兒在此可以自由選擇並探索環境，園長會要求各班老師每一學期必須重新調整

學習區規劃與布置，並藉由期初教學會議討論，提供老師們思考學習區規劃的執

行狀況，以及可能調整的方向與內容。 

2. 蜜蜂幼兒園（化名） 

學校創立已有二十年，創辦人秉持營造快樂童年的精神辦學。此校為一棟兩

層樓城堡式建築，有一座戶外遊戲場，廣受許多家長喜歡，故選擇將孩子送至此

校就讀。教職人數二十一位，園長綜理學校行政，教師畢業於大專以上幼保或幼

教科系，年資分佈大約二至二十年。收托 135 位二至六歲的幼兒，班級數共有七

班，班級分布為大班三班、中班兩班、小班及幼幼班一班等。此校課程以自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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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單元教學及學習區活動為主，下午安排美術、體適能等課程。學習區教學安排

在上午時段，大約一至一小時半，教師會在幼兒選擇學習區前，與幼兒討論進入

學習區的想法；整學期結束更換教室時，教師則必須重新規劃學習區，才會有較

大幅度的改變。 

(二) 研究對象 

基於本研究目的，使用「目的性抽樣」並考量「強度抽樣」（陳向明，2002），
故立意取樣兩所實施學習區教學的新手幼兒教師。本研究中新手幼兒教師是指實

際服務私立幼兒園擔任專任教職，並實際帶班兩年以下經驗的合格教保員，不包

括行政人員、實習教師、代課教師等。由研究者委由園長提供有意願且是符合本

研究中的新手教師的兩位人選，分別是蝴蝶幼兒園甲老師（化名）與蜜蜂幼兒園

乙老師（化名）。她們畢業於科技大學幼保系，教學年資在兩年以下，分別主責

大班 18 位幼兒及中班 19 位幼兒。在取得教師們同意參與研究，隨即說明研究計

畫，包括：研究目的、訪談的目的與次數、課室觀察及蒐集教學文件等，也向教

師們說明研究實施的保密原則、以匿名方式撰寫報告，以及聲明研究者立場是來

理解對方而非評論等，經過她們同意後，則進入研究場域進行研究工作。  

三、資料蒐集 

(一) 訪談 

訪談對象是兩位新手幼兒教師，以正式與非正式訪談進行。正式訪談大約一

個月實施一次，實施時間與地點先徵詢教師們的意見，主要是利用下班後時段，

每次大約一個半至兩小時，地點在各校各班教室。訪談大綱是根據研究問題及文

獻所蒐集而成的問題，訪談大綱採半開放式問題，讓研究對象依該題的題意回答

自己的看法和觀點。訪談內容包括教師個人學經歷與教育理念，教師對幼兒、幼

兒學習、學習區功能的看法，幼兒在學習區的操作教具、遊戲行為及與同儕互動

情形，以及學習區素材的放置、學習區運用的困難、教師角色、學習區活動與其

他課程之間的連結、影響學習區規劃實施的因素等。非正式訪談則是在研究期

間，自然而然地與個案教師的交談，如同日常生活的問候，或者當研究者在入班

觀察後，當有疑惑時，進一步向個案教師請教其心中的想法或觀點。 

(二) 課室觀察 

為了理解兩位新手幼兒教師學習區規劃現況與教學而採取課室觀察，每月利

用一次上午時段大約兩個小時進到各個教室進行觀察，前後共進行五個月，時程

涵蓋學期初至學期末。課室觀察重點是學習區的空間配置、佈置、動線安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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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區教學中幼兒遊戲行為及同儕互動情形狀況，以及教師角色扮演等。在進行觀

察時，研究者將盡量詳實記錄自己的所見所聞，描述教學事件的人物、談話內容

與行為、教室環境，並引用原始對話。若在觀察時，對於學習區幼兒使用教具情

形、幼兒互動行為、師生互動行為等有所疑問之處標示記號，則盡量利用當天教

師方便時立即請教，以釐清觀察的疑問或誤解之處。當天結束觀察工作，則立即

整理並以電腦繕打完成觀察記錄，以確保資料的正確性。 

(三) 教學文件 

研究者在徵求幼兒園及教師們同意後，所蒐集的教學文件，包括：家庭聯絡

簿、教學日誌等，透過多元資料的蒐集，分析教師在學習區規劃的想法，以及學

習區實際教學情形。 

四、資料處理與分析 

首先，將訪談資料、觀察記錄及教學文件進行初步整理與分類，並標記資料

類型、日期、時間、地點、資料排列序號等。在重複地閱讀原始資料中，並採取

逐行逐段分析；將研究者的前設與價值判斷懸置，讓資料自行說話，嘗試在資料

中尋找意義，針對有意義詞語、句子或段落加以標示，尤其是反覆出現詞語，著

手開放性編碼（open coding）以整理出初步命名，資料編碼如表 1。在資料分析

過程中，持續與相關文獻相互比較，運用持續比較法（constant comparison）來

發現其中屬性與面向，並將相同或相類似概念予以歸納與合併，再以更抽象概念

來加以群組，此抽象概念稱為類別（categories）。由編碼歷程中逐漸發展主要概

念，進行後端分析與討論，最後再依據所形成概念主題作為書寫報告的參考架構。 

表 1 多元資料編碼意涵表 
資料種類        編碼代號          編碼意義 
訪談紀錄     甲訪-1060303     106 年 3 月 3 日甲師訪談紀錄參與觀察紀錄     

乙觀-1060428     106 年 4 月 28 日乙師觀察紀錄 

教學日誌     甲誌-1060411     106 年 4 月 11 日甲師教學日誌 

家庭聯絡簿   乙家-1060515     106 年 5 月 15 日乙師家庭聯絡簿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本研究為了提高研究的確信程度，運用「方法間三角查證」（鈕文英，2015），
亦即蒐集訪談、課室觀察及相關文件等不同方法的資料。在訪談部分，徵求研究

參與者同意，以錄音筆記錄談話內容，將完成逐字稿內容請求研究對象加以審

閱，若有誤解其原始意義以尊重她們的想法進行修改，確保未扭曲其原意。在研

究過程中，詳實說明本研究取得研究資料的策略與方法，以及力求忠實詳細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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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現場的人、事、物等真實狀況的豐富訊息，以提供讀者判斷研究結果的可靠

性。研究者隨時進行自我反省與紀錄，以求將個人偏見因素減至最低，進而提升

研究結果的遷移性。 

五、研究倫理 

    質性研究強調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之間關係對研究品質的影響，故研究倫理

自是不可迴避的議題（陳向明，2002）。基於研究倫理的知情原則，在取得個案

教師同意參與研究時，研究者主動說明研究目的、方法及其影響等，以降低研究

參與者的疑慮與不安，並表達研究過程中對研究資料妥善保管，以及對於提供資

訊謹守保密原則。在公平、互惠原則下，研究者向個案教師表明不是來評論她們

在日常教學的立場，提醒她們在自覺信任安全的範圍下，盡量發表對本研究議題

的想法，若有涉及個人隱私部分會刪除敏感性資料。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新手幼兒教師學習區規劃之現況 

(一) 依據教室空間、幼兒發展劃分三至四個學習區 

   教師們的教室依據環境空間大小、幼兒發展設置三至四個的學習區，她們說： 

    「…，把教室分成幾個角落，如果教室空間不夠時也只能佈置幾個角落，我想最少大概要有

三個角落吧！這樣一個角落才不會擠太多人！…」（甲訪-1060303） 

   「教室要怎麼去規劃角落，真的要花一些心思，不過至少要有語文角啊！娃娃角、美勞角、  益
智角這些，這都是考慮孩子的發展，他們也都很喜歡玩！」（乙訪-1060307） 

(二) 各個學習區規定不相等的參與人數 

    個案教師教室的學習區入口皆設計學習區掛牌，掛牌上參與人數不相等是提

示幼兒此學習區可容納的人數，例如： 

    「教室裡的各個學習區入口張貼角落掛牌，掛牌上清楚標示參與人數。在幼兒進入學習區     

前，老師提醒幼兒先拿掛牌，也要注意掛牌上的人數，若人數滿了就不能選擇該區。」（甲

觀-1060301） 

    「有些角落是小朋友的最愛，譬如說娃娃角啊！所以有時人太多就會擠成一團，吵到語言角  

看書的人，我會規定每個角落進入的人數，或是用小組輪流，他們就會知道自己還能不能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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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這區！」（乙訪-1060421） 

(三) 提供幼兒作品展示空間 

個案教師能利用空間適時展示幼兒作品，以利幼兒欣賞他人作品，例如： 

    「我習慣把孩子的作品展示出來，譬如他們在益智角用雪花片組裝成戰車或恐龍，我會在孩

子分享後把這些展示在益智角，如果有新的作品再更換，他們就有機會看到別人的東西，也

是一種學習啦！」（甲訪-1060407） 

    「教室裡的美勞區教具櫃上層，擺放了許多幼兒的捏塑作品，有青蛙、小狗等，也請幼兒自

製作者名牌，放置在作品前面，讓其他幼兒可以觀賞作品及其作者，幼兒作品高度符合幼兒

視線範圍。」（乙觀-1060428） 

(四) 學習區空間採半開放性 

個案教師在學習區空間規劃上，能運用低矮教具櫃分隔相鄰的學習區，並維

持教師在視線上能顧及幼兒活動與安全，例如： 

    「我覺得語文角是需要安靜看書的地方，我會利用鋪設地墊當成是語文角的區域，擺幾個抱

枕，孩子可以隨地而坐看書，再利用開放式書櫃隔開旁邊的美勞角！」（甲訪-1060407） 

    「教室裡的兩兩相鄰的學習區以較低的教具櫃相隔，學習區入口張貼角落掛牌，掛牌上清楚

標示參與人數。」（乙觀-1060428） 

(五) 學習區內容分類清楚與標示明確 

教室內學習區的材料、物品或教具能以一籃一物整齊放置並清楚標記，提升

整體環境的次序感，例如： 

    「益智區教具的擺放能以不同顏色區分，且能一籃一物整齊的放置，清楚標記有助於幼兒能 

自行取用教具並且物歸原處。美勞角教材資源提供原始素材並放置整齊，參與人數名牌是由

幼兒所自行設計，積木角教具籃清楚明確標示，以利幼兒拿取及物歸原處。」（甲觀-1060521） 

    「我覺得美勞角的用品，益智角的教具都很雜，如果擺放整齊就會起來有些亂，把這些美勞

用品、教具放在教具籃，整個角落看起來會比較乾淨，孩子也會知道東西的擺放。」（乙訪

-106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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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教師肯定遊戲對幼兒發展與學習價值 

教師們從觀察幼兒在學習區的活動與行為，發現遊戲對幼兒發展與學習的價

值，她們談到： 

    「每天的角落時間確實最受孩子歡迎，我也觀察到孩子在娃娃角扮演不同的角色，譬如當媽

媽的小女生，她會去照顧生病的那位小朋友，幫她蓋棉被、煮東西給她吃，這些都是她們在

娃娃角裡面學到的照顧行為，這是遊戲對小朋友的好處！」（甲訪-1060407） 

    「剛開始我對角落不是很有概念，有時聽同事分享，或是自己找書看，之後就開始布置角落，

我是發現孩子在角落玩比較開心啦！也很自己有想法，也很投入在遊戲裡面，我會希望每天

有一段時間讓他們玩！」（乙訪-1060421） 

(七) 教師善用資源 

    為了解決學習區教具或圖書不足的問題，教師會適時向家長募集教學相關資

源，或者向圖書館借閱繪本，例如： 

    「親愛的家長好！最近班上孩子很喜歡到美勞角做卡片，還有娃娃角演戲，如果您的家中有

一些用不到的月曆或是衣服、布料等，希望可以提供給孩子們使用，…」（甲家-1060310） 

   「我們班上有一位在書局工作的家長，她會經常分享一些新的繪本給我，也會借給班上，語

文角的書一直都是不缺！還有，我自己的繪本也會拿到班上給孩子看！」（乙訪-1060525） 

(八) 教師扮演教導者及秩序管理者 

個案教師在幼兒操作學習區時，較少參與幼兒遊戲，多扮演教導者及秩序管

理者，較常出現處理瑣碎事務的行為，例如： 

    「有四位幼兒在美勞區製作臉譜，教師在一旁整理物品，有一幼兒拿了紙板上前詢問老師如

何畫五官，老師直接告訴幼兒把眼睛、鼻子、嘴巴等畫在紙張上，幼兒隨即回到座位畫五官。」

（甲觀-1060512） 

    「在學習區操作時間，教師在一旁整理物品，有時轉頭注意發出聲音的幼兒，或者制止幼兒

口角行為，幼兒也會回看教師並繼續進行遊戲，有時教師也會走動環顧各學習區，但並未參

與幼兒的遊戲。」（乙觀-106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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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學習區活動與其他課程無關聯性 

個案教師表示學習區規劃與單元主題課程之間的關聯性尚未掌握，她們會利

用坊間出版社的圖片張貼牆面，但學習區內沒有提供與單元教學相關資源，例如： 

    「目前我們班在上午會進到角落，結束後就是主題時間，有時也沒時間分享孩子在角落的心

得或作品，如果當天時間上可以分享，分享之後就把作品放在教具櫃上，不會再繼續延伸活

動，也不會跟主題活動結合在一起！」（甲訪-1060303） 

    「教室語文區牆面張貼一張坊間單元教學教材的圖片，其內容是一首與動物有關的歌謠，此

時大單元名稱是『動物總動員』，而語文區內的繪本沒有提供有關動物的繪本。」（乙觀

-1060609） 

    綜合上述，個案教師能夠依據教室空間、幼兒發展劃分為三至四個學習區，

而學習區的種類數量與空間大小並無定論，主要以滿足幼兒全人教育的需求為考

量（戴文青，2011）。學習區參與人數會影響幼兒的學習行為（臧瑩卓，2014），
本研究發現新手教師能以掛牌提示各學習區的參與人數，以避免幼兒的爭吵行為

（戴文青，2011）。在學習區規劃上，將幼兒作品展示在分享區會影響後續幼兒

在學習區的活動（陳韻如，2011），本研究發現新手教師能提供幼兒作品展示空

間，此研究發現與郭集晶（2012）研究結果一致。個案教師也能運用低矮教具櫃

分隔學習區以營造半開放性空間，學習區素材能以一籃一物放置並清楚標記，提

升整體教室環境的次序感，從上述得知新手教師能彈性運用學習區規劃的原則，

對學習區規劃的理解並非毫無概念，已具備基本的認知。 

本研究發現新手教師肯定遊戲對幼兒發展與學習的價值，能積極善用各項資

源，唯獨教師角色傾向扮演教導者及秩序管理者，尚無法意識幼兒是學習的主

體，只需教師適時引導即可，此發現與蕭迺新（2010）研究結果不盡相同，原因

可能是新手教師教學經驗不足，較無法掌握觀察者、引導者、參與者及資源提供

者等角色。本研究亦發現學習區活動與其他課程無關聯性，當教師同時進行兩種

課程確實難以兼顧而感到分身乏術（鄭惠芳，2013），亦即新手教師尚未無法掌

握統整性課程的設計，以致單元教學與學習區活動之間缺乏連結，這或許與新手

教師教學經驗不足有關。 

二、新手幼兒教師學習區規劃的問題 

(一) 教具收拾不易 

個案教師認為收拾是學習區教學最大的困擾，有時幼兒還會推卸責任，例如：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77ev9m/search?q=auc=%22%E9%84%AD%E6%83%A0%E8%8A%B3%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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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上還是有些小朋友會隨便收玩具，尤其是快結束角落操作時，或是很多人一起玩，像

娃娃角啊！我會常提醒他們，但是好像不太有效！」（甲訪-1060407） 

「收拾玩具真的是讓我頭痛，他們會互推是別人玩的，自己不用收，我經常要不斷地提醒，

因為生活常規還是很重要啊！我如果不要求孩子要收拾乾淨，角落就越來越亂了！」（乙訪

-1060421）。 

(二) 幼兒衝突行為 

教師們認為學習區活動最受幼兒歡迎，但她們需要經常處理幼兒之間的衝突

行為，例如： 

「小朋友最喜歡角落時間，也最會在角落吵架，譬如誰不跟誰玩甚麼？誰的玩具被搶了！

誰蓋的大樓被誰撞倒了！…」（甲訪-1060504） 

「幼兒陸續進到學習區，一會兒馬上有一位幼兒向教師告狀，被另一位幼兒打到手臂，老

師隨即上前處理幼兒之間的衝突行為，…」（乙觀-1060609） 

(三) 自覺專業知識不足 

教師們認為踏入職場後自覺學習區規劃相關專業知識不足，當實際規劃佈置

學習區時確實不知道如何著手進行規劃，例如： 

「…，畢業後工作，才發現對佈置教室真的不知如何下手，雖然回去翻書看，也嘗試調整

教室空間，覺得自己的專業真的不夠了！」（甲訪-1060407） 

「以前在唸書時是有學過環境設計啦！那時候上課覺得是理論，好像老師要我們做教室模

型，可是等到工作實際要佈置角落，還真的不知道要怎麼佈置！」（乙訪-106525） 

(四) 學校未提供在職教育 

個案教師認為學校期待營造自主探索的幼兒學習環境，並未提供相關在職課

程，對教師而言，確實不知如何進行而感到挫折，例如： 

「我覺得角落教學不是把玩具擺進去而已，整個環境上的動線規畫是要不斷調整，學校可

以辦一些環境規劃的課程，幫助我們在環境上做些改變，…」（甲訪-1060710） 

     「…，剛開始知道要佈置角落，壓力真的很大，我也是去找了一些書來看或去問以前的同

學，在開始改變教室角落的位子，也不知道對不對？學校如果可以辦環境規畫的研習，那就

太好了！」（乙訪-106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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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人力不足無法觀察 

教師們認為學習區時段是最容易進行觀察幼兒行為，但受限於單獨帶班，無

法這此時間進行觀察幼兒的活動，例如： 

「我會利用角落時間觀察小朋友在角落玩甚麼？跟誰玩？會不會吵架？搶玩具啊！但是沒

有辦法專心地觀察，除非剛好有助教，我可以請她幫忙處理吵架，大多時候還是一個人帶

班！」（甲訪-1060504） 

「老師請幼兒自行選區，當幼兒陸續進到學習區，教師先到處走動後擇一處站立或坐下觀

察某一學習區，經常會有幼兒上前尋求協助或告狀，老師則轉而處理問題而中斷觀察行為。」

（乙觀-1060519） 

(六) 家長無法認同學習區教學 

個案教師表示多數家長無法理解學習區活動對幼兒發展與學習的意義，仍會

期待安排讀寫算課程，例如說： 

「…，有些家長會擔心小朋友每次都選美勞角，只會畫畫，其他的角落都沒有玩，他們就

會要我們分配其他角落，讓孩子也要去其他的角落玩！」（甲訪-1060504） 

「親愛的老師好！我們知道小星在角落玩得很開心，他回來會分享在角落組裝飛機..等，但

不要花太多時間，他們還是會希望學校能不能教讀寫算？上小學甚麼都不會怎麼辦？」（乙

家-1060515） 

綜合上述，本研究發現新手教師面臨學習區規劃的問題有教具收拾不易、幼

兒衝突行為、自覺專業知識不足、學校未提供在職教育、人力不足無法觀察及家

長無法認同學習區教學等。為了養成幼兒良好習慣，教室環境整潔是幼兒生活常

規內涵之一（谷瑞勉，2015），學習區使用涉及各個學習區的遊戲規則，如物歸

原處、人際衝突的規範（戴文青，2011），本研究發現生活常規是新手教師常見

班級經營的困擾，此與陳佩蓉（1998）研究結果雷同。幼兒學習環境規劃是教師

的專業能力（張翠娥，1986），新手教師經常感到專業知能與經驗的不足，而期

許藉由專業活動促進專業成長（李欣潔，2012），本研究發現新手教師進到教學

現場才自覺環境規劃專業知能不足，加上學校未提供在職課程，導致她們在規劃

學習區時更顯困境。因此，若能適時透過導入方案適時支持與協助新手教師初踏

教學職場的適應與專業成長（張德銳，2003）。 

幼兒在學習區活動的時段是教師進行觀察以發現幼兒興趣與發展的好時

機，本研究發現新手教師在學習區時段因人力不足而無法觀察幼兒行為，與施淑

娟（2016）研究結果雷同，當人力不足時，導致教師無法進行幼兒行為觀察，甚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kFlnpg/search?q=auc=%22%E6%9D%8E%E6%AC%A3%E6%BD%94%22.&searchmode=basic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9，8（5），頁 184-210 

 

專論文章 

 

第 200 頁 

至影響教師修正學習區素材的依據。換言之，當教師能專注觀察幼兒行為，才能

提供符合幼兒學習所需材料、豐富學習經驗及維持學習興趣的環境，而教師人力

不足問題，仍須校方借重積極處理。另本研究發現家長無法認同學習區教學，其

原因可能是私立園所家長對幼兒學習偏重讀寫算課程（劉慈惠，2006），或是新

手教師面對初次入學幼兒的家長，親師溝通經驗不足，不易取得家長的信任（李

欣潔，2012），故家長較為無法認同學習區教學對幼兒學習的意義，這仍須透過

親師持續溝通才得以獲得改善。 

三、影響新手幼兒教師學習區規劃的因素 

(一) 個人層面 

1. 教師信念 

個案教師談到在規劃學習區環境時，會將自己的教學理念一併考量，期待幼

兒透過學習區的活動，培養生活態度與未來能力。她們說： 

「我會希望怎麼樣去規劃角落，譬如語文角不要與娃娃角相鄰，不然娃娃角的小朋友會吵

到語言角，我鼓勵孩子遊戲但要尊重別人，…」（甲訪-1060303） 

「每一學習區都跟孩子的發展有關，像語文角是讓孩子對閱讀的有興趣，我會多放一些不

同主題的故事書，從小培養閱讀經驗，我相信他們以後會愛上閱讀，這是未來要具備的能

力，也是很重要的能力。」（乙訪-1060307） 

2. 兒童圖像觀點 

教師們認為幼兒如白紙般，當發現幼兒能力不足時，就立即給予指導，例如： 

    「…，孩子像一張白紙，我如果發現某個孩子不會畫畫，我會讓他直接畫自己的爸爸媽媽，

這樣他就開始畫了，…」（甲訪-1060504） 

    「…，積木區有三四位小男生一起蓋火車站，他們好像討論不出來結果，我就去告訴他們車

站裡面要有售票處、便利商店，還有月台啊！這樣他們就可以比較快完車站，…」（乙訪

-1060421） 

3. 教學反思 

教師們透過觀察幼兒在學習區的爭吵或遊戲行為，促使她們思考學習區規劃

的適切性，例如：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kFlnpg/search?q=auc=%22%E6%9D%8E%E6%AC%A3%E6%BD%94%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kFlnpg/search?q=auc=%22%E6%9D%8E%E6%AC%A3%E6%BD%94%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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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美勞角用品種類很雜，有一次我看到他們搶材料時，我想到利用圖示標示分類，讓孩  

子會清楚知道怎麼去拿材料，如果沒有分類清楚，孩子就會隨便拿隨便放。」（甲訪-1060504） 

    「每天讓孩子去角落玩，有幾個小女生經常選擇娃娃角，喜歡扮演媽媽打扮，我開始思考還

可以放些甚麼服裝？有一次我就放了醫生、護士服裝，她們開始玩起看病的遊戲，…」（乙

誌-1060414） 

4. 教師研習 

教師們談到曾參加校外教師研習，其中有參訪幼兒園活動，透過參訪他校教

室環境規劃，有助於她們理解學習區規劃的落實，以及檢視自身學習區規劃情

形。例如： 

    「…，我們就去參觀一些學校，我就看到別人教室是怎麼規劃角落，跟我的教室角落有甚麼

不同？還有孩子的會主動收拾，孩們可以跟別人一起玩不會爭吵，一起討論啊！」（甲訪

-1060710） 

    「…，參觀其他學校，讓我有機會看到別人的角落佈置，像角落裡面放置了哪些物品？孩子

在學習區玩甚麼？孩子怎麼玩？看完別人教室，才會想想自己的教室可以怎麼佈置啊！怎麼

調整啊！」（乙訪-1060525） 

(二) 環境層面 

1. 學習者知識 

學習區內容是由教師們依幼兒發展、興趣或需要而佈置，提供幼兒進入各學

習區自主探索的行為，例如： 

    「角落要放甚麼物品、材料、玩具啦！要想到孩子的發展能力，譬如美勞角，小班的話，我

會想到他們的小肌肉發展，放一些可以撕、貼、黏的材料，大一點才會讓他們使用剪刀！」

（甲訪-1060710） 

    「這週在娃娃角放一些鍋碗瓢盆，孩子們玩得很盡興，還會彼此相約隔天還要在到娃娃角一    

起玩，而且她們喜歡扮演媽媽煮飯的樣子，也許我可以再找些烹煮的工具給她們玩，…」（乙

誌-1060526） 

2. 同事協助 

教師們表示向資深同事請教或討論學習區規劃的現況或問題，可以幫助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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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清盲點與解決問題，她們說： 

    「…，我會去問同事怎麼規劃學習區，也可以討論角落裡面放甚麼東西對孩子的影響，為什

麼要放哪些材料？要怎麼展示孩子的作品啊！」（甲訪-1060710） 

    「…，自己每天在教室裡，真的看不出來問題出在哪裡？之前娃娃角放了市面上的烹飪玩

具，我也沒發現尺寸太小，不適合孩子玩，直到蘋果老師提醒我，…」（乙訪-1060421） 

3. 主管態度 

個案教師表示學習區教學資源是否充足，主管態度才是最重要因素，她們說： 

    「有時候向園長反應學習區需要什麼，通常要等到下學期才能買，可是孩子會因為教具不夠  

發生爭吵啊！…」（甲訪-1060407） 

    「學校願不願意給角落的資源，每個學校都不同，我覺得角落教具、繪本夠不夠真的很重要，

園長能不能給老師資源，對老師是一個很大的支持！」（乙訪-1060711） 

4. 家長支持 

    個案教師表示只要向家長請求協助，他們都相當願意提供學習區的資源，這

也是教師們解決教學資源不足的策略，例如： 

    「美勞區多了一籃的日曆紙張、空瓶，保麗龍網等環保素材，先拿了此籃向幼兒介紹，並 說

明是小方爸爸贈送給全班，並提醒幼兒拿取這些素材的規則。」（甲誌-1060411） 

    「班上家長都很熱心，只要在聯絡簿請家長幫忙提供家裡不再使用的東西，就會陸續收到好

多的物品，…」（乙訪-1060525） 

5. 教室空間 

    個案教師認為教室空間大小是無法調整的事實，她們還是費盡心思地考量如

何規劃學習區，例如： 

    「今天把三個角落確定，娃娃角、語文角還有美勞角，這是孩子們比較喜歡玩的角落，雖然

也想要益智角，但整個教室就會更擁擠，…」（甲誌-1060308）。 

    「我也是覺得教室空間真的很重要，教室大角落空間也大，會覺得教室很空，真的要花腦袋

想一下，太小也是傷腦筋！教室看起來很亂，孩子收拾能力沒那麼好，光光每天提醒他們要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9，8（5），頁 184-210 

 

專論文章 

 

第 203 頁 

收拾，就會花掉不少時間！」（乙訪-1060525）。 

綜合上述，本研究發現影響新手教師學習區規劃的個人因素有教師信念、兒

童圖像觀點、教學反思及教師研習等。幼兒教師在規劃幼兒園環境時，反映著教

學信念（周怡伶、段慧瑩，2009），個案教師將教育理念反映在學習區的規劃，

從學習環境中涵養幼兒閱讀能力及尊重態度。隨著時代演變，人類對幼兒圖像也

隨之改變，從中古世紀認為兒童是財產、兒童是縮小的成人、兒童是原罪者等說

法，至今將幼兒視為主動探索、發展潛能的個體（盧美貴，2013），幼兒圖像是

解釋幼兒行為的基礎，並成為成人引導、協助的依據（徐聯恩、洪郁婷，2013）。
本研究發現個案教師認為幼兒如白紙一般，當發現幼兒能力不足時，則需立即給

予指導，而呂淑瑛、游雅惠、葉曉娟（2011）認為教師只要正確示範與安全提醒，

適時引導並信任幼兒，放手讓幼兒嘗試就可以看見幼兒的能力。此論述與本研究

發現不同，這可能是本研究中新手教師的個人認知或有限的教學經驗，對幼兒圖

像的認知傾向兒童為被動學習的個體。 

本研究發現個案教師在教學實踐中，思考幼兒行為與學習區物件或素材之間

的關聯，促使她們調整學習區內的物品，教學反思提供教師審視自身教學實務問

題進而解決問題並獲得知識，與許多研究結果一致（谷瑞勉，2001；Stout, 2009），
反省取向的師資培育或在職進修是教師專業素養與專業成長的基石。本研究發現

教師研習對個案教師在學習區規劃的啟發，Isbell 與 Exelby（2001）認為參觀幼

兒園是有助於教師觀摩教室空間特色與運用技巧，並思考自己的教室空間如何發

揮效能（盧雯月、林佑齡譯，2008）。 

本研究發現影響新手教師學習區規劃的環境層面有學習者知識、同事協助、

主管態度、家長支持及教室空間等。教師對學習者知識的掌握攸關教學品質，陳

國泰（2014）指出學習者知識涵蓋了學習者在背景、身心發展、先備知識及學習

狀況等。幼兒教師具備兒童發展與學習的知識是規劃課程與教學之重要指南，本

研究發現個案教師在學習區規劃時會考量幼兒的發展與興趣等，與施淑娟（2016）
研究結果雷同。當初任幼兒教師遭遇教學的困擾時，最願意也最常請教同校有經

驗的同事（江麗莉、鐘梅菁，1997），教師之間的專業對話有利於教學技巧與效

能（Salladino, 2004），本研究發現個案教師會主動向同事商討學習區規劃的問

題，與陳國泰（2003）研究結果一致，資深同事適時輔導能夠幫助新手教師心理

的安定（Vonk, 1993）。 

新手教師常見教學實務困擾之一是與主管的關係（江麗莉、鐘梅菁，1997），
園長態度影響了學校組織與初任教師對學校投入的熱情（李欣潔，2012），本研

究發現個案教師認為主管態度是決定學習區資源是否豐富規劃的因素，與趙婉娟

（2002）研究結果相同。親師關係良好與否攸關著幼兒受教品質，家長對教師的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kFlnpg/search?q=auc=%22%E6%9D%8E%E6%AC%A3%E6%BD%94%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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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與教學可能是助力或阻力，本研究發現家長樂意協助個案教師在學習區的資

源，也是解決教師們教學資源不足的困境，與呂淑瑛等人（2011）研究結果一致。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 新手幼兒教師學習區規劃之現況 

新手教師能依據教室空間、幼兒發展等原則劃分三至四個學習區，各個學習

區規定不相等的幼兒參與人數，能夠提供空間展示幼兒作品，運用低矮教具櫃創

造半開放性學習空間，學習區內容能夠分類清楚並標示明確，教師肯定遊戲對幼

兒發展的價值並能善用資源，從上可知教師對學習區規劃已有基本的認知，亦能

變通學習區規劃原則。唯獨在教師角色傾向教導者與秩序管理者，以及學習區活

動與其他課程無關聯性，上述顯示個案教師尚無掌握學習區教學的課程精神，以

及缺乏設計統整性教保活動課程的能力。 

(二) 新手幼兒教師面臨學習區規劃之問題 

新手教師面臨教具收拾不易、幼兒衝突行為、自覺專業知識不足、學校未提

供在職教育、人力不足無法觀察及家長無法認同學習區教學等學習區規劃之問

題。 

(三) 影響新手幼兒教師學習區規畫的因素 

    影響新手教師學習區規畫的因素有二：1.個人層面有教師信念、兒童圖像觀

點、教學反思及教師研習等。2.環境層面有學習者知識、同事協助、主管態度、

家長支持及教室空間等。上列影響學習區規畫因素錯綜複雜，不僅是新手教師本

身的因素，還涉及學校所處環境的條件。 

二、建議 

(一) 新手幼兒教師 

    新手教師宜根據學習環境規劃原則、幼兒發展、興趣與學習行為，以及幼兒

在學習區的互動，持續地觀察、檢視、反思與調整教室整體規劃、學習區佈置、

學習區內容或素材。新手教師宜向同校資深專家教師請益學習區規劃的問題，由

於身處同一學校情境，更能藉由彼此之間的專業對話與意見交流，尋求調整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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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環境的策略，以提升自身學習環境規劃的能力。面對有限的教室空間，新手教

師可以與相鄰班級教師共同合作，運用班群空間的設計與規劃，以解決教室空間

不足而無法規劃多元學習區的困境。 

(二) 幼兒園 

    幼兒園宜充分理解新手教師在學習區規劃的困境，以校（教師需求）為本適

時安排幼兒學習環境規劃的在職課程，或是導入幼兒園輔導計畫，協助新手教師

在學習區規劃的困境。幼兒園宜適當評估班級教師人力配置，至少在學習區時段

提供充分人力，以利帶班教師扮演觀察者、引導者、參與者及資源提供者。幼兒

園提供教學資源上，宜逐年或定期規劃及編列經費，以添購或更新學習區物品與

素材。 

(三) 教保培育機構 

    教保培育機構若開設「幼兒學習環境規畫」課程，宜安排實地參訪幼兒園活

動，提供學生觀摩教室學習環境的佈置，幫助學生從實際經驗中理解學習環境規

畫的原則與落實。 

(四) 未來研究 

    本研究以兩位新手教師為研究參與者，由於每位新手幼兒教師所處的學校環

境不盡相同，故本研究結果期能對讀者產生些許的認同與共鳴，不宜推論至其他

幼兒園。在未來研究可以探究新手教師與專家教師在學習區規劃及其實踐的差

異，或者探討新手幼兒教師在不同課程模式結合學習區規劃的困境與因應策略

等，以上皆是值得深究的研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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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稿約 
2011 年 10 日 01 日訂定 

2015 年 03 月 16 日編輯會議修正通過 
2015 年 9 月 5 日理監事會議修訂通過 

              2019 年 4 月 26 日理監事會議修訂通過 

壹、 本刊宗旨 

本刊為「臺灣教育評論學會」刊物，旨在評論教育政策與實務，

促進教育改革。本刊採電子期刊方式，每月一日發行一期。刊物內

容分成「評論文章」、「專論文章」、「交流與回應」與「學術動

態報導」等四專區。 

貳、 刊物投稿說明 
各專區分類說明如下： 

一、 評論文章：內含「主題評論」和「自由評論」。前

者由作者依各期主題撰稿，並由主編約稿和公開徵

稿；後者不限題目，由作者自由發揮，亦兼採約稿

和徵稿方式。 

二、 專論文章：不限題目，凡與教育相關之量化及質性

實徵研究、理論論述之文章均可，內容須具評論見

解與建議，採徵稿方式。 

三、 交流與回應：係由作者針對過往於本刊發表之文

章，提出回應、見解或看法，採徵稿方式。 

四、 學術動態報導：針對國內外學術動態之報導文章，

採徵稿方式。 

同一期刊物中，相同之第一作者投稿至各專區之文章數量至多以

一篇為限，全數專區之投稿文章數量加總不得超過兩篇以上，前述投

稿者另列為第二作者之文章數量至多可再增加一篇為限。 

參、 文章長度及格式 
一、 「評論文章」、「交流與回應」、「學術動態報導」字

數：一般為 1,000 到 3,000 字，長文以不超過 6,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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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原則。如有附註及參考文獻，請依照 APA 格式撰寫。 

二、 「專論文章」字數：中文稿字數以每篇 10,000 至 15,000
字為原則，最長請勿超過 20,000 字；英文稿字數每篇

以 10,000 字以內為原則。字數計算包含中英文摘要、

參考書目與圖表。如有附註及參考文獻，請依照 APA
格式撰寫。 

肆、 投稿費用與刊登 
一、 「專論文章」投稿經本刊形式審查通過後，即進行實質

審查，採匿名雙審方式，審查通過者安排刊登。 

二、 費用說明：為促進本刊永續經營與維護學術品質之需

要，自行投稿者需繳交下列費用： 

         (一)「評論文章」、「交流與回應」、「學術動態報導」

須繳交投稿費，中文稿件 2,500 字以下每篇 1,000
元，2,500 字以上每篇 2,000 元。英文稿件 1,500 字

以下每篇 1,000 元，1,500 字以上每篇 2,000 元 

         (二)「專論文章」每篇投稿須繳交稿件處理費 1,500 元（含

形式審查費 500 元和行政處理費 1,000 元）及實質

審查費 2,000 元，合計 3,500 元。 

三、 退費說明： 

          (一)「評論文章」、「交流與回應」、「學術動態報導」

收費後即不予退費。曾投稿本刊但未獲刊登稿件，

重新投稿時須再次繳費。 

          (二)「專論文章」凡形式審查未通過者，本刊不再進行

實質審查，將退還行政處理費 1,000 元和實質審查

費 2,000 元。 

四、 匯款方式： 

(一)投稿人請於投稿同時，將費用（手續費自付）匯款

至本學會，以利辦理各項審稿作業。本會帳戶：中華郵

政代號：700  帳號：0141472-0039225 戶名：「臺灣

教育評論學會 李隆盛」。 

(二)匯款可採金融機構臨櫃、存提款機，或網路等方式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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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三)請於投稿時一併檢附匯款單據或匯款資訊之影像（註

明「投稿篇名」與「審查費用」字樣）檔，以電子郵件方

式寄送本會信箱 E-mail：ateroffice@gmail.com。本會將於

確認無需退費時開立以匯款人為抬頭之收據，如需以投稿

人服務單位為抬頭及列明統一編號時需一併註明。 

伍、 審查及文責 
一、 本刊發表的文稿均安排雙向匿名學術審查，稿件隨到隨

審，通過後即安排儘速刊登。本刊提供社會各界教育評論

之平台，所有刊登文稿均不另致稿酬。本刊發表的評論，

屬於作者自己的觀點，不代表本刊立場。 

二、 所有投稿皆須經過形式審查，字數或格式不符者，先退請

作者修正後，才送出審查。 

三、 請勿一稿多投（同時投至兩種以上刊物，或文稿已於其他

刊物發表，卻又投至本刊者）。凡一稿多投者，一律不予

刊登。 

四、 本刊委員對刊登文章有刪改權（僅限於文字及格式，不涉

及內容語意的修改） 

五、 請勿抄襲或侵犯他人著作權。凡涉及著作權或言論責任糾

紛者，悉由作者自負法律責任。 

陸、 文稿刊載及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 
投 稿 本 刊 經 由 審 查 同 意 刊 載 者 ， 請 由 本 學 會 網 站

(http://www.ater.org.tw/)或各期刊物下載填寫「臺灣教育評論月刊文稿

刊載授權書、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寄送下列地址：10048 臺北市

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臺灣教育

評論學會】何芃誼 助理收 

柒、 投稿及其它連絡  
投稿或相關事項聯繫請 Email 至 ateroffice@gmail.com【臺灣教育

mailto:ateroffic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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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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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八卷第六期

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 

一、本期主題 

「國際教育與國際移動力」 

 

二、截稿及發行日期 

截稿及發行日期：本刊第八卷第六期將於 2019 年 6 月 1 日發行，截稿

日為 2019 年 4 月 25 日。 

 

三、本期評論主題及撰稿重點說明 

國際教育是關於人類未來發展教育的一部分，更是國家、社會面對劇烈的

全球流動與嚴峻競爭時需嚴肅面對的議題。隨著科技的發展與社會的變

遷，不同國家、族群、群體之間的交流愈加頻繁與密切。故，各國政府無

不思考如何在人類與其他生命之間，尤其是瀕危物種，以及人類與自然之

間維持和諧穩定。處 21 世紀的今天，教導學生與公民關注全球性的事務

與議題，以及即將面臨的問題，較之以往更為迫切。此乃肇因於長久以來

人類追求物質進步與經濟發展，而產生了人口膨脹、化學汙染、生態失衡、

核子與生化武器的威脅等問題。此外，人類科學和技術的快速發展，不僅

改變東–西方關係，也引發族群的問題。國際教育乃思考透過國際理解、

國際合作及國際和平，以促進人類之間和國家之間的友誼與尊重人類基本

的權利和自由。 

由於國際化與國際教育的推動日趨普遍，國家競爭力與國際移動力的養成

與提升，乃成為國家重要政策與新興的研究領域。2011 年教育部在《中

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中，期許教育體系扮演積極角色，培養學生具備國

際觀和地球村概念，提升國際參與跨國競爭的實力。2016 年教育部再提

出《提升青年學生全球移動力計畫》，以促使青年學生立足臺灣，移動全

球，於國際舞臺充分展現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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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題「國際教育與國際移動力」，主要希望教育及相關領域之組織、

團體的專家學者與社會大眾，從不同利害關係人的角度，評論當前國際教

育與國際移動力之議題與挑戰，以及應興應革之處，裨益於政策之制定與

實務之踐行。 

第八卷第六期 輪值主編 

翁福元 

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教授 

陳易芬 

臺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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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八卷第七期

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 

一、本期主題 

「科技大學加設五專部」 

二、截稿及發行日期 

截稿及發行日期：本刊第八卷第五期將於 2019 年 7 月 1 日發行，截稿日為

2019 年 5 月 25 日。 

三、本期評論主題及撰稿重點說明 

近年來由於高職學生高達 8 成升學，加上科技大學教育過程中強調學理，與

早期高職和五專強調技術人才培育的導向不同，以致臺灣產業人才供給鏈出現數

量與品質上的斷層。 

有鑑於此，教育部從國家人才培育角度為基準點，提出回歸技職教育與產業

銜接，希望培育優質中級實用技術人力，引導學生畢業後立即就業，解決產業缺

工問題。乃自 107 學年度開始，增加 10 所科技大學加設五專部，包括臺北科大、

虎尾科大、高雄科大、海洋科大、澎湖科大、臺中科大、南台科大、龍華科大、

正修科大和輔英科大。其增設科別以工業領域為主，共有 14 科（智慧自動化工

程、土木工程科、模具工程科、漁業生產與管理科、精密機械工程科、電機科、

資訊工程科、電機工程科、電子工程科、電機工程科等），另也有針對農林漁牧

領域加設科系。同時，教育部也推動「五專展翅計畫」，補助四、五年級學生到

業界服務，業界也可以和學校共同設課程計、培育人力，讓畢業生順利就業。 

然而，107 學年五專免試入學放榜，新設的多所私校五專不僅未招滿，甚至

缺額率逾 5 成。多數高職校長擔憂科技大學加設五專部可能壓縮高職學校的招生

比率，也有少數學者提出科技大學加設五專部使技職體系走回頭路。 

教育部回應時強調，科技大學加設五專部的主要目的是銜接產業與技職教

育，供應臺灣產業界所需人才。然而目前招生不足，顯示此一政策遭逢嚴峻的挑

戰。本期的主題評論，希望探討科技大學加設五專部能否真正解決臺灣產業界人

才短缺的問題?或是在人才培育品質上，能否確實提供產業所需人才? 此一政策

對高職學校的影響會是如何?能否會重新點燃臺灣重視技職教育之火花? 技職教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5%8D%E8%A9%A6%E5%85%A5%E5%AD%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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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若一定要走回頭路，與以往不同之處為何？ 歡迎專家學者針對此一主題之政

策趨勢、產業需求、實施現況、影響層面、未來展望、實務經驗和省思等，提出

評論和建言。 

  第八卷第七期 輪值主編 

楊思偉 

南華大學幼兒教育系講座教授兼人文學院院長 

李宜麟 

南華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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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章節層次 

一、 

（一）括號為全形新明細體 

 1. 

（1）括號為全形新明細體 

               

貳、 標點符號 

請用新式標點符號。「」用於平常引號；『』用於引號中的引號；《》用於書名；＜＞用於篇名

或論文名。惟正文中，古籍書名與篇名連用時，可省略篇名符號，如《淮南子，天文篇》。 

 

參、 凡人名、專有名詞之外來語，請以括弧（）加註原文。凡引註的年代一律標以公元。 

 

肆、 圖表呈現方式 

以全文為單位編號，編號以阿拉伯數字撰寫，之後空一格加上圖表標題。表之編號與標題在表「上

方」，圖之編號與標題在圖「下方」。圖表一律用黑白圖檔，不可用彩色圖檔。 

 

伍、 參考文獻標註格式 

依APA手冊--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9).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th ed). Washington, DC: Author--所訂格式。 

一、文中簡註格式 

本節「引用」一詞係指參考（reference），作者、年代之後「不必」加註頁碼（參見下文說明）。

倘係直接引用（quotation），則直接引用部分需加引號（40字以內時），或全段縮入兩格（40

字以上時），並在作者、年代之後加註頁碼，如：（艾偉，2005，頁3），或（Watson, 1918, p.44）。 

（一）引用論文時 

1.根據艾偉（1995）的研究…… 

2.根據以往中國學者（艾偉，1995）的研究…… 

3.根據Watson（1913）的研究……200  

（二）引用專書時 

1.艾偉（1995）曾指出…… 

2.有的學者（艾偉，1995）認為…… 

3.Watson（1925）曾指出…… 

4.有的學者（Watson, 1925）認為…… 

（三）如同一作者在同年度有兩本書或兩篇文章出版時，請在年代後用a、b、c等符號標明，例

如：（艾偉，1995a），或（Watson, 1918a）。文末參考文獻寫法亦同。 

（四）如引用同一作者在不同年度的作品時 

1.學者黃政傑（1987、1989、1991）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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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五）請將外文書名排印成斜體字。請參閱(九)實例1.(2)，和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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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sen, P. H., Conger, J. J., & Kagan, J. (1974). Child development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NY:   

    Harper & Row. 

3.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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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江主編（1981）。比較教育。臺北：五南。 

Letheridge, S., & Cannon, C. R. (Eds.). (1980). Bilingual education: 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New York, NY: Praeger. 

5.編輯書籍中之一章/篇 

黃政傑、張嘉育（2005）。社會價值重建課程理念與改革途徑。載於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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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Niel, D. S. (2006). Meaning through narrative: A personal narrative discussing growing up with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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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baum, L. G. (2005). Three studies of hum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exture amplification,  

motion representation, and figure-ground segregation.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Section B.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65(10), 5428.  

（7）英文學位論文格式（美國國內，未出版之個別學位論文）  

Wilfley, D. E. (1989). Interpersonal analyses of bulimia: Morma-weight and obes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Missouri, Columbia. 

（8）英文學位論文格式（美國以外之地區，未出版之個別學位論文）  

Almeida, D. M. (1990). Fathers’ participation in family work: Consequences for fathers’ stress and  

father-child relation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Victoria, Victoria,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8.網路資料：當不知出版年代時，中文以（無日期）英文以(n.d.)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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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論學會】會員入會說明 
    本會經內政部中華民國九十九年十月二日臺內社字第 
1000008763 號函准予立案，茲公開徵求會員。 

壹、 臺評學會宗旨 

    本會依法成立、非以營利為目的的社會團體，以從事教育政策與實

務之評析、研究與建言，提升本領域之學術地位為宗旨。本會任務如

下： 

一、 從事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之學術研究。 

二、 辦理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之座談及研討。 

三、 發表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提供改革之建言。 

四、 建立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之對話平臺。 

貳、 臺評學會入會資格 

一、 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年滿二十歲、填具入會申請

書，並繳交會費後，經理事會通過後為個人會員。 

二、 贊助會員：長期贊助本會工作之個人。 

參、 會費繳交標準： 

一、 入會費：個人會員新臺幣壹仟元。第一年僅須繳入會費，

免常年會費。 

二、 常年會費：個人會員新臺幣壹仟元。個人會員一次達壹萬

元以上者，得永久保有本會會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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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入會及繳交會費方式 

一、 入會申請：請填寫入會申請書， 入會申請書可至本會網站

下載 (http://www.ater.org.tw/) 

1. 郵寄：10048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臺北市立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何芃誼 助理收 

2. 傳真：（02）2311-6264（請註明何芃誼助理收） 

3. 電郵 ： ateroffice@gmail.com （主旨請寫：「申請加入臺

評學會」）。 

二、 會費繳交方式： 

1. 匯款：局號 0001222  帳號 0571072 

戶名：臺灣教育評論學會 李隆盛 

2. 轉帳：中華郵政代號 700  帳號 0001222-0571072 

伍、臺評學會連繫資訊 

電郵：ateroffice@gmail.com  

電話：(02)2311-3040 轉 8422 傳真：（02）2311-6264 

會址：10048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臺北市立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臺灣教育評論學會】 

 

http://www.ater.org.tw/)
mailto:%E9%9B%BB%E9%83%B5%EF%BC%9Aateroffice@gmail.com
mailto:%E9%9B%BB%E9%83%B5%EF%BC%9Aateroffice@gmail.com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員入會申請書 

申請類別 □常年會員             
□永久會員（單次繳交會費達一萬元以上者，得永久保有本會會員資格）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西元    年  月  日 
性    別  身份證字號  
學    歷  畢業學校系所  
現    職  

經    歷  

學術專長  

戶籍地址 □□□ 

通訊地址 □□□ 

電    話 
公： 手機  

宅： E-mail  

入會管道 
(可複選) 

□師長推薦與介紹：推薦人                
□參加本學會活動(如：本學會年會、論壇)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繳交金額 
□常年會費：1,000 元 x              年=             元 
□永久會費：            元（單次繳交會費達一萬元以上者，得永久保有本會會員資格） 

(自民國     年     月至民國     年     月止，共     年) 
繳費方式 

□匯款 
 局號：0001222    帳號：0571072    戶名：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李隆盛 
□轉帳 
 中華郵政代號：700    帳號：0001222 0571072 

收     據 
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若不需繕寫收據抬頭，此處請填入：「免填」) 

會籍登錄 
（此欄由本會填寫） 

會籍別 起訖時間 會員證號碼 
□常年會員 
□永久會員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申請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填寫本表後，請採以下任一方式繳回本會，謝謝您! 

(1) 郵寄：10048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臺灣教育評論學會】何芃誼 助理收 

(2)  傳真：(02) 2311-6264(請註明何芃誼 助理收) 
(3)  電郵：ateroffice@gmail.com  (主旨請寫：「申請加入臺評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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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歡飲料課，只是覺得練習時間不夠，上課時間應該要增加，現在每次上兩節課，應該改為三節或是四節課，以前在高職上課是四節課，覺得時間才能充分使用(A)。
	酒喝得還不夠豐富，應該可以嘗試多種不同風格的酒，如葡萄酒、烈酒、啤酒等，可能是因為上課時間不夠的關係，也不是一定要喝酒，但就想看看不同的東西(B) 。
	學校的飲料調製教室空間有限，需擴大或是增建較為理想，如品酒教室、酒窖、或是咖啡教室我們也都能使用(咖啡教室為外系使用，我們咖啡課程為選修)(C)
	上課學生太多，目前每次上課以四十八位，每組為四人一組，我建議不要超過三人以上一組，學習效果有限，人數在三十人左右較為理想(D)。
	設備不齊全，過於老舊，部分器皿上課人數多時會不夠用，如電動攪拌機、或是有時連杯子都不夠用(E)
	透過上述訪談資料可以得知飲料課程算是很吸引學生的課程，大部分訪談者都希望可以再學到更多相關知識，希望透過學校協助改善專業教室的設備，以提高上課品質
	(二) 您覺得飲料課程的重點在哪裡？
	可以喝酒和品酒，瞭解酒類相關知識，學習懂酒(A)
	學習到一技之長，自己打算從事外場工作為主，多一個吧檯技能相對重要(B)
	考取證照，可以多一分了解，目前已有飲料調製丙級，未來也打算考取乙級拚看看(C)
	考取證照，累積自己的酒類知識，乙級有很多酒類知識要學，還要會聞酒、咖啡拉花、調酒，可以問老師考試技巧(D)
	激發對飲料的興趣，不在只會喝酒，也會品酒(E)
	(三) 在飲料課程的教導，是否建議運用不同的教學方法？請描述一下。
	一次做一杯，再讓學生實作、老師監督(A)
	老師一次做完，學生在實作、老師監督(B)
	老師一次做完，學生在實作、老師監督(C)
	老師一次做完，學生在實作、老師監督(D)
	老師一個動作，學生一個動作、老師監督(E)

	(五) 您覺得飲料課程可以怎麼被評量？
	依照上課實作過程，做期末報告或是飲料專題(A)
	每次上課實作的作品，依照好壞打分數(B)
	以考取證照來獲得評量或是學科測試(C)
	做課程筆記，期中期末繳交給老師(D)
	考取證照來獲得評量或是以證照部分題目來命名考題(E)
	(六)您認為學校與父母可以怎麼合作，協助建立飲料課程？請您給一些建議？
	可以讓家長與孩子一起互動體驗，讓家長瞭解孩子在學校授課情形(A)。
	與孩子良好溝通，瞭解他們喜歡甚麼，激發孩子的興趣(B)。
	可以拍教學過程的影片，讓家長觀看(C)
	父母可以去瞭解調製飲料的相關課程(D)
	可以新增一個群組讓家長看，孩子學了些甚麼東西(E)
	五、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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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021. 張尹慈_淺談十二年國教之音樂教學走向
	一、 前言
	藝術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透過表達、鑑賞與實踐，累積藝術涵養和美感素養，也藉由不斷內化的過程，豐富日常生活、提升自我品味、創造藝術價值，進而能展現藝術文化的真諦和意義。藝術領域的課程發展，強調以核心素養連貫、統整各學習階段的課程，並注重內容適時連結各領域或科目，融入各項重大議題（教育部，2018）。音樂作為藝術領域下的其中一科，為了讓學生的學習朝向「質」的提升，並能真正領略音樂的美善以及與生活作結合，其教學走向也勢必有所變化和調整。
	二、 素養導向的音樂教學
	十二年國教是以核心素養做為課程發展的主軸，以利各教育階段之間的連貫以及各領域或科目間的統整。在藝術領域方面，可以從四個重點來回應與落實總綱核心素養的內涵，分別是：整合知識、能力與態度的完整學習；重視學習歷程、方法與策略；重視情境、脈絡的學習；強調身體力行的實踐與表現（洪詠善，2016；國家教育研究院，2019）。以下茲就此四個面向從音樂的角度作探討。
	(一) 除了音樂的知識與技能，亦要培養音樂情感與態度
	(二) 音樂學習的結果、歷程、方法應同等看待

	五、 結語
	音樂的教學應是活的，音樂的學習應是廣的。從十二年國教綜觀音樂教學，教師應以素養導向的音樂教學為軸心，結合表現、鑑賞與實踐等三學習構面，形成音樂課程的主幹。教師也應以學生為中心，除了認知、技能的教導，情意的引導外，鼓勵學生運用自己的所知所感、思考力、表現力及創造力，藉由各種媒介、工具，透過實作、合作、展演等方式，充實自我的藝術涵養、美感素養。除此之外，在自發、互動、共好的課程理念下，培養學生對音樂的興趣、激發音樂潛能，並且在自主行動、溝通互動和社會參與面向下，覺察人與人、人與社會間的關聯性與...
	總而言之，在音樂教學上要能豐富學生的音樂感知，並能適時引導學生表達與展現，培養其自主學習及探索創作的能力，並將個人經驗運用在生活實踐上並做多方的整合連結以此豐盈音樂的學習歷程，美善生活。
	 陳曉雰（2017）。十二年國教「多媒體音樂」開課實務及教師知能之探討。藝術教育研究，33，69-102。
	 教育部（2018）。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臺北市：教育部。
	 謝苑玫、陳虹百（2004）。資訊科技融入音樂科教學的實施策略。國教輔導雙月刊，43(6)，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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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前言
	二、差異化教學之意涵及重要性
	(一) 意涵
	(二) 重要性

	三、差異化教學之要素
	(一) 學習準備度
	(二) 學習興趣
	(三) 學習風格

	四、差異化教學之教學策略
	筆者為國小英語科任教師，此部分為筆者經驗之教學策略分享，分作三個段落來說明，分別為差異化教學之動機、差異化教學之現況、差異化教學之策略。
	(一) 差異化教學之動機
	(二) 差異化教學之現況
	(三) 差異化教學之策略

	五、結語與建議
	(一) 結語
	(二)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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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壹、 前言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二、 研究目的
	探討新手幼兒教師在學習區規劃之現況。
	探究新手幼兒教師在學習區規劃之問題。
	分析影響新手幼兒教師學習區規畫的因素。

	貳、 文獻探討
	一、 學習區的意義
	綜合上述，學習區強調「境教」對幼兒發展與學習的重要性，引導幼兒自主學習與探索，朝向身心均衡發展。本研究中學習區是指在新手教師的環境規劃理念下，將教室區分成數個不同面向的學習區，考量幼兒發展、興趣及個別差異而擺放各類操作的教具資源，提供幼兒自由選擇學習區機會及時間主動探索與學習的空間規劃，學習區包括語文區、益智區、扮演區、美勞區、積木區等。
	二、 學習區規劃目的與功能、原則
	(一) 學習區規劃的目的與功能

	幼兒園教室學習區規劃趨勢是因應「開放教育」理念而來（Proshansky & Wolfe, 1974），強調以幼兒為本位，其重點在培養幼兒「學習如何學」的能力，在開放自主的學習空間裡，幼兒自發性以個人或小組形式主動進行探索與學習，且以個人學習速度進行操作（林怡滿等人，2015）。規劃合宜的幼兒學習環境，應賦予教育性、生活化與具體化等原則，使得幼兒得以充分學習，環境猶如扮演如同教師的教育性角色（劉豫鳳，2009）。學習區規劃之目的有：1.滿足幼兒好奇心、求知慾及促進學習興趣。2.尊重幼兒有自...
	(二) 學習區規畫原則

	開放教育落實於實際教學時，呈現在教學空間、教學時間、教具教材、課程運用、教師角色等層面（盧美貴，1995）。教師在設計理想的學習環境需考量的基本問題：1.學習環境適合幼兒的發展階段？2.學習環境能增進幼兒人際互動？3.學習環境能提升幼兒學習？（楊淑朱、林淑蓉，2016），這些問題有助於教師釐清環境對幼兒行為的正面意義。趙婉娟（2002）統整文獻提出規劃學習區考量原則，分述如下：1.功能區分：依據幼兒需求與課程目標規劃不同學習區，運用櫃子、桌椅、地板材質將教室區分成功能不同的學習區域，以使得...
	幼兒園的學習環境影響著幼兒學習，成人需從觀察幼兒學習興趣與幫助幼兒學習的角度加以規劃整體教學環境（Pratt, 2014），學習區規劃與落實並非一蹴可成，林怡滿等人（2015）認為這是「改造-檢視-修正-再改造」轉變歷程。教師需持續評估檢視幼兒在環境中，使用素材或與其他幼兒互動的情形，適時運用「幼兒園課程與教學品質評估表」（林佩蓉、張斯寧，2012）作為持續調整學習區環境的依據。綜合上述，本研究中所指學習區規劃是指新手教師對於教室學習區之空間配置、桌椅與動線安排、教學資源與設備擺放、標示等...
	三、 教師角色
	幼兒園空間設計與安排，以及室內、室外環境之設備的選擇均反映著教師的教育理念（簡楚瑛，1988），開放教育能否實踐在於教師對開放教育理論及精神的認知程度。在教學實踐上，除了營造開放性學習空間，更重要是教師信念，若缺乏正確理念，徒有開放空間設計，只是流於形式而已（湯志民，1996）。教室環境設計已經成為教育計畫中的必要角色，身為教師必須著眼於精神的掌握，而非實質設計的運用，唯有真正掌握其理念及精神，方能夠發揮以「幼兒為本位」的學習環境（郭集晶，2012）。幼兒園若以學習區為其教學形態，教師角色...
	四、 影響幼兒教師學習區規畫的因素
	學習區實為開放教育的一種教學實踐，對許多幼兒教師而言，恐怕是一場歷時長久的教學過程，尤其是新手幼兒教師在學習區規劃更難以理念付諸實踐（汪素榕，2001）。綜理相關文獻（汪素榕，2001；周怡伶與段慧瑩，2009；林怡滿等人，2015；趙婉娟，2002；Stout, 2009）歸納影響幼兒教師學習區規畫的因素有二：（一）個人層面：是指教師的職前教育與實習經驗、教師動機、教師信念、教師 角色及教師對學習區教學的準備度，例如：教師無法落實幼兒主動探索與個別化學習。（二）環境層面：是指教師所處的環...
	綜合上述，影響幼兒教師學習區規劃的因素錯綜複雜，對新手教師是極大挑戰，若教室徒有學習區空間擺設是無法真正落實學習區的教學。上述影響因素涉及教師信念與角色、教師對學習區的專業知能、課程領導者心態、家長態度、幼兒活動時間安排、同事關係、學校空間硬體與教學資源，以及人力配置等，這些影響因素可提供本研究探究新手幼兒教師在學習區規劃與教學實踐的基礎概念，以及擬定訪談大綱的重要參考。
	五、 新手教師教學實施之相關研究
	對新手教師而言，最初幾年的教學工作是最具挑戰性（Zhukova, 2018），意味著在教室裡整合許多教學技能與知識（Franey，2016）。學習如何教學（learning to teach）並非簡單之事，此為佈滿荊棘的專業歷程，需要教師持續自我成長，以及他人及時協助與輔導（張德銳，2003）。Katz（1994）以求生期及強化期描繪新手教師在教職工作的困境與突破（廖鳳瑞譯，2002）。根據文獻指出，新手教師的班級經營知識結構圖顯現凌亂複雜的圖形表徵（賴慧珠、胡悅倫，2010），在師生互動...
	近年有些研究聚焦在新手教師實施不同課程或教學模式的實施現況、困境與因應及教學歷程等，何欣姿（2007）探討初任教師實施統整課程中的現況與困難，李佩純（2004）探討初任教師將全語言教育理念落實教學的歷程，吳春滿（2009）探究蒙特梭利幼稚園初任教師工作困境與因應策略，施淑娟（2016）探究新手幼兒教師實施方案教學的歷程，梁速萍（2018）探析初任教師對「發展合宜實務」（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 Practice）的信念及其教學實踐，謝舒如（2016）探討初任教...
	參、 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 研究設計與實施
	二、 研究場域與研究參與者
	(一) 研究場域
	(二) 研究對象

	三、 資料蒐集
	(一) 訪談
	(二) 課室觀察
	(三) 教學文件

	四、 資料處理與分析
	五、 研究倫理
	肆、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新手幼兒教師學習區規劃之現況
	(一) 依據教室空間、幼兒發展劃分三至四個學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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