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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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