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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幼兒園探究主題課程的理論及實踐要點 
凌曉俊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因應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資訊化、文化多元化發展的趨勢，歐盟

各國、美國、加拿大等國家積極開展教育改革，關注學習者的文化傳承和國際理

解、批判性思維、溝通能力、合作能力及創新能力等素養培養（吳清山，2017；
楊俊鴻，2018）。幼兒園是幼兒早期重要的活動場域，幼兒園以探究為核心的主

題活動有助於發展幼兒獨立思考、合作、表達交流及積極主動解決問題之素養。 

探究主題課程由探究與主題課程兩個概念構成，是一個複合型的專門用語。

主題課程是師生共同選定與生活有關且涉及多學科面向的議題或概念，作為學習

之探討議題；並設計相關的學習經驗，以統整該主題脈絡相關的知識，以及試圖

「理解」該主題與「解決」與該主題相關的問題（周淑惠，2017）。探究所關注

的是如何建構意義、建構自我、習得能力。探究主題課程有別於傳統教育由師到

生單向傳授，更加注重幼兒知識的靈活運用及自主探索。總的來說，幼兒園探究

主題課程結合探究的價值與主題課程的統整優勢，為幼兒的素養發展奠定基礎。 

二、幼兒園探究主題課程的理論 

幼兒園探究主題課程體現了實用主義理論、發現學習理論、建構主義理論、

課程統整等理論的核心要義。 

（一）實用主義理論 

實用主義源於 20 世紀初美國進步主義思潮，以杜威為主要代表，核心觀點

是強調知識的實際運用，「做中學」是杜威傳播較廣的主張。實用主義理論主張

的是問題解決導向的學習（Dewey, 1938）。杜威認為問題解決涉及發現問題、界

定問題、形成假設、推理、驗證等五個步驟（蘇永明，2014）。這一過程是具有

批判性、創造性與實驗性的。實用主義改變了人們對知識的態度，強調在真實的

體驗中獲得和運用知識。探究主題課程具有很強的行動性，主張讓幼兒在探究中

學習，是一種基於實踐活動的主動學習，全面調動了幼兒各項感官的參與，而非

被動安靜地聽。與此同時，探究過程是一個主動的學習過程，是將知識運用於現

實問題的解決過程。知識的價值在於實際的運用，在於與行動的結合而產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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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現學習理論 

發現學習是與傳統接受學習截然相反的學習理念和方式。美國心理學家

Jerome S. Bruner 指出發現學習是知識學習最佳的方式（莫雷，2006；楊文宇

2015）。個體在學習活動是不斷發現、尋找，具有主動性和自主性。探究本質內

涵是尋找問題的答案，其核心行為是尋找（任長松，2014）。發現學習的關鍵是

由教師的教轉向學生主動地學。發現學習其導引是探究，探究的過程本身就蘊含

著發現的成分。探究是基於問題，或者說是基於任務導向的，往往有著明確的目

的或問題意識。探究過程運用了觀察、比較、推理、實驗等行為，幼兒在這一過

程中不斷積累經驗，形成新的認知、技能與情感。因而探究主題課程是一個不斷

誕生新發現的成長歷程。 

（三）建構主義理論 

建構主義理論在討論個體的學習行為時，強調個體在知識獲得過程中的主體

地位。心理學家皮亞傑指出個人認知發展伴隨著認知圖式的變化，認知圖式則經

歷同化、順應與平衡調節的歷程，不斷螺旋式發展（倪連生，1996）。這一過程

受個人新經驗與舊經驗的相互作用，得以豐富與改變。在豐富的環境中，幼兒通

過不斷與周圍人事物的互動，進行主動的認知建構。維果斯基學派的社會建構觀

點，指出個人的發展是人際互動的過程，通過鷹架作用，在與同伴和教師等其他

人的互動中，通過語言等仲介作用，不斷挑戰最近發展區，促進個體發展（周淑

惠，2017）。維果斯基的社會建構主義，更強調了幼兒與周圍環境的互動，幼兒

的學習不是單一主體的孤立行為。 

（四）課程統整理論 

探究主題課程，其根基是主題課程。主題課程的基本特點是具有統整性。美

國課程理論專家 James A. Beane 認為課程需要將學習者的知識、經驗與其日常的

生活做好聯結，發展其綜合的能力（周佩儀，2000）。探究的過程幼兒需要綜合

運用各種方法應對問題情境，對他們的知識、能力和態度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要

求。主題課程的統整不是教師主導刻意而為之，而是在日常生活中的探究的過

程，自然而然地將語文、科學、藝術、社會、健康內容有機整合，是不著痕跡的

順水乘舟的自然歷程。探究主題課程反對將幼兒的經驗割裂開來，宣導幼兒自

然、完整的生活。 

綜合而言，實用主義理論、發現學習理論、建構主義理論以及課程統整理論

對教育領域有重要的影響，與傳統觀念相比，它們更加關注學習者在學習中的主

體性、主動性，強調學習者知識經驗的情境性、完整性、實用性。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1），頁 122-126 

 

自由評論 

 

第 124 頁 

三、幼兒園探究主題課程的實踐要點 

幼兒園探究主題課程利於統整幼兒生活經驗，發展其主動性和問題意識，為

幼兒探究精神培養打下良好基礎。然而，一些幼兒園主題活動內容拼盤，缺乏連

貫和邏輯，教學過程以教師講授，幼兒觀摩形式為主，幼兒主動、探究行為受限。

故在幼兒園在開展探究主題課程時需要考慮以下幾點。 

（一）注重基於幼兒生活經驗的問題解決 

當前的教育改革以核心素養為目標，注重發展學習者的知識、技能和態度等

綜合素養。教育活動也更加注重學習者的知識的運用與遷移，以及運用良好的思

維處理問題的能力。探究取向主題課程由幼兒的好奇出發，遵循幼兒的興趣，有

利於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主題來源於真實的生活問

題，反映著濃厚的問題意識。探究基於幼兒的生活經驗，讓幼兒經歷發現問題、

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過程，體驗豐富的生活世界。 

（二）尊重幼兒的興趣與探究欲望 

探究主題課程具有很強的彈性空間，即課程的生成性很強。這歸因於課程的

實施非常注重幼兒的興趣。興趣起源於好奇，而幼兒天生具有好奇心。教師如果

真正給幼兒機會和時間，不必擔心幼兒茫然不知所以。探究取向主題課程的開

展，幼兒是探究的主體，探究的主題一定是幼兒感興趣的。如果有探究的形式，

有主題的載體，但是脫離了幼兒的興趣，這種主題探究是假主題探究，違背了主

題探究的核心精髓。教師需與幼兒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自由不拘束的氛圍中幼

兒的主動行為才會自然發生。探究主題課程中教師發揮著引導作用，而不是控制

和主導。教師要尊重幼兒自主自發的行動，並適時提供幫助加深加廣他們的活動

經驗。 

（三）融合不同領域，統整幼兒的活動經驗 

主題教學超越了學科教學，是對學科的整合。學科整合是學術領域探討的議

題，也是實踐領域改革的嘗試點。探究主題課程是有機整合各科教學活動的統

整。拼盤式主題課程，雖然也是綜合，但是卻是拼湊式的整合，教師高結構高控

制的特徵非常顯著，背後實質是學科式教學。知識與知識間越緊密且相關的連結

越能夠促進學習者的學習（吳樎椒、張宇梁，2009）。探究主題課程是問題導向、

任務取向，在幼兒探索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將身邊一些知識、技能融合進主題

中。探究活動本身是綜合的、連續的，是運用知識與發展能力過程。有時探究主

題或比較側重某一內容，教師需從容應對，減少焦慮與緊張。考量教學活動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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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調整，發展的過程，教師可以在自由活動和區角活動補充新的經驗，而不是刻

意強硬往主題裡塞一些學科知識，這樣只會導致拼盤主題的出現，阻礙幼兒探究

的連續性。 

四、結語 

當前幼兒園實踐場域中，一些教師將幼兒視為被動接收知識的容器，忽視幼

兒知識和經驗累積的主動性，在課程實施過程中割裂學習內容的生活情境脈絡等

現況仍然存在。幼兒園探究主題課程是從幼兒周圍的生活世界出發，尊重幼兒的

興趣與好奇，發展幼兒自主性、創造性與綜合能力的課程模式，對幼兒發展有重

要價值，值得我們加以重視與實際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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