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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2024年「優質多元文化幼兒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計畫書 

 
一、計畫緣起 

 「優質化」不僅為我國幼兒教育政策之重要發展方向，亦為近年來社會大眾與教

育專業人士之共同期望，然而，優質幼兒教育品質的理想，應如何達成？其間所涉及

的專業理論基礎、課程與教學實施策略、師資培育的改進作為，與親師合作的推動模

式等，值得加以探究。 

 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每年均針對優質幼兒教育之提升，配合教育部納入之 19 大

重大議題，舉辦學術研討會。今年以「多元文化」為主題，邀集相關領域的學者專家

進行多元文化融合於幼教的專題演講與論壇。同時，徵求優質幼兒教育之多元主題的

研發成果發表，促進優質幼教在研究與實踐上的深耕與創新。並期能經由會議討論，

活絡幼兒教育專業人士互動平台，啟動優質幼兒教育研發與運作的專業社群，強化優

質幼兒教育研發與推動的基礎。 

二、計畫目的 

（一）提供優質幼兒教育相關議題學術研究經驗，增進我國此議題之探究深度。 

（二）建構優質幼兒教育議題之學術討論平台，延續此議題之探究風潮。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二）協辦單位：嘉義大學師範學院、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所學生會。 

 

四、研討主題： 

 本研討會之研討主題為「多元文化幼兒教育」，進行多元文化教育的專題與論壇，

同時亦徵求多元的優質幼兒教育相關論文發表，內容包含下列議題： 

（ㄧ）幼兒敎保政策趨勢與法規。 

（二）幼兒教育之課程與教學。 

（三）幼兒教育機構之經營與管理。 

（四）幼兒教師培育與專業發展。 

（五）幼兒發展與學習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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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幼兒美感教育。 

（七）幼兒教育的融合與多元性，如：特殊需求幼兒、多元文化背景、不同語言背景

等。 

（八）其他與幼兒教育議題相關之研究。 

五、時間：2024 年 5 月 17-18日(五、六) 

六、地點： 

5月 17日（五）工作坊-嘉義市雨果幼兒園 

5月 18日（六）研討會-嘉義大學民雄校區教育館 B03-103。 

七、徵稿與審稿事宜： 

（一）徵稿對象：國內學者專家、教學現場教師或相關系、所學生（含大學部與研究

所學生）均歡迎投稿。 

（二）論文發表形式：本次研討會論文採公開徵稿。稿件廣收優質幼教相關議題，稿

件交由論文審查小組審核，以壁報形式進行發表。 

（三）論文格式：論文格式請參考「美國心理學會出版手冊」(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第七版及附件 1 之相關規定撰

寫。 

（四）需繳交文件： 

1. 請繳交中英文擇一之摘要 500-1000 字。內容需包含論文目的、研究對象、研究方

法與主要研究結果。 

2. 投稿者一律繳交投稿者基本資料表乙份（附件 2）、論文授權書（附件 3）。 

3. 本研討會採網路投稿方式，所有資料請一併寄送至 bettereche@gmail.com，2024

年優質多元文化幼兒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收。（檔名範例：王小明-2024 年優質多

元文化幼兒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收） 

（五）徵稿日期：2024 年 3 月 13 日( 三 )至 4 月 13 日( 六 )。 

（六）審稿：稿件採摘要審稿，每篇稿件交由兩位以上相關領域學者專家進行匿名審

查。 

（七）審稿結果通知：經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者於 2024 年 5 月 6 日(一)前公告於本系

網站。獲接受者論文，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其中一人當日需出席海報報告與解

說。 

mailto:%2525E4%2525B8%252580%2525E4%2525BD%2525B5%2525E5%2525AF%252584%2525E9%252580%252581%2525E8%252587%2525B3betterech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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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文責版權：論文需未曾發表於其他研討會或期刊，論文經錄取後，稿件作者須

無條件授權本研討會以紙本、光碟、微縮或其他數位化方式重製後典藏、散布

出版方式發行或上載網站及提供相關圖書館之期刊論文線上資料庫檢索使用。 

八、報名事宜： 

（一）報名日期：自 2024 年 3 月 13 日起至 2024 年 5 月 6 日前報名。歡迎幼兒教育領

域之研究者、實務工作者、研究生等共襄盛舉，全程參與者將核發研習證明。 

（二）報名方式：請使用 GOOGLE 表單 https://forms.gle/7FJk9Ld23zMBErpAA 填寫資

料報名。                       

（三）如需採計教師在職進修時數者，請在 GOOGLE表單另填上身份證字號。 

（四） 5 月 17 日工作坊預計 20 位名額，額滿為止。工作坊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J6LeJPaN3b32cy4Y9 

九、聯絡方式及交通：請洽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系辦公室。 

（一）電話：05-2068121、8122或專線 05-2269304。 

（二）傳真：05-2260582。 

（三）研討會專用電子郵件：bettereche@gmail.com。 

（四）本系網頁及公告計畫網址：http://www.ncyu.edu.tw/geche/。 

（五）地址：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 85號（本校位置圖請參附件 4）。 

十、預期成效 

本研討會之預期效益如下： 

（一）參與者：本研討會預計之參與者包含講者、幼兒教育領域之研究者、師資培

育者、研究生與實務工作人士，預計 150人。 

   （二）平台建置：本研討會之相關訊息，將存放於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之網站上，

並開設專區提供討論。 

 

mailto:bettereche@gmail.com
http://www.ncyu.edu.tw/ge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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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優質多元文化幼兒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工作坊

議程 

日期：2024年 5月 17 日（五）-5月 18日（六） 

國際學術研討會工作坊：2024年 5月 17日（五） 

工作坊地點：嘉義市雨果幼兒園 

時間 主題 活動內容 

13:20-13:30 
 

開場主持人：宣崇慧系主任 

13:30-15:10 工作坊 

主題：幼兒園多元文化教室課程與教學工作坊 

主持人：何祥如 副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幼教系 

主教老師：Wan-Hsuan Lin 

註：工作坊參與資格為嘉義大學幼教系碩士班/碩專班/所學會幹部/系學會幹部/修習

幼教學程師培生/大學部幼教系學生 

國際學術研討會：2024 年 5 月 18日（六） 

研討會地點：嘉義大學民雄校區教育館 B303-103 

時間 主題 活動內容 

7:50-8:10 報到 與會人員簽到 

8:10-8:30 開幕式 開場主持人：宣崇慧系主任 

8:30-10:00 
專題演講

（一） 

講題 

Supporting Multiculturalism and Anti-bias 

Education in Early Childhood 

主持人：楊淑朱 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幼教系教授 

主講人：Laurie Linscott 

密西根州立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研究系兒童發展實驗室

主任 

10:10-10:30 中場休息 與會人士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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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2:00 
專題演講

（二） 

講題 

Supporting All Children in an  

Inclusive Environment 

主持人：楊淑朱 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幼教系教授 

主講人：Wan-Hsuan Lin  

密西根州立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研究系兒童發展 

實驗室講師 

暨國際發展協調者 

12:00-13:20 午餐 壁報論文發表與會人士交流 

13:20-14:50 海報 壁報論文展示與討論 

15:00-15:30 
綜合座談與

閉幕式 

主持人：宣崇慧主任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主任 

參與者：當日與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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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撰寫格式 

請以 WORD 檔案撰寫 

 

投稿摘要 

論文名稱（標楷體、（Arial）、18 號字，粗體，置中） 

作者 

服務機關單位（或就讀學校）  職稱（標楷體、置中、12 號字） 

摘要/ Abstract（標楷體（Arial）、14 號字，粗體，置中） 

摘要內容文字（新細明體（Times New Roman）11號字，靠左對齊，分段落） 

關鍵詞：三至五個。新細明體（Times New Roman）12號字，靠左對齊。 

 

壁報體式 

海報 A1直式尺寸（約長 850mm x 寬 600mm的半開尺寸），行距、字體跟字的大小自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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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者基本資料表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2024年「優質幼兒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投稿者基本資料表 

論文名稱 
中文論文名稱： 

英文論文名稱： 

作者資料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學校、系所及全銜） 

第一作者   

共同作者 A   

共同作者 B   

聯絡人  傳真號碼： 

聯絡電話/郵件

信箱 

公： 

行動電話： E-mail 

聯絡地址 □□□□□ 

論文關鍵詞  

論文字數                  字 

投稿領域 

（請勾選一項） 

□ 幼兒教育之課程與教學。      □幼兒敎保政策趨勢與法規。 

□ 幼兒教育機構之經營與管理。  □幼兒發展與學習評量。 

□ 幼兒教師培育與專業發展。    □其他與幼兒教育議題相關之研究。 

□ 幼兒美感教育。 

□ 幼兒教育的融合與多元性，如：特殊需求幼兒、多元文化背景、不同語言

背景等。 

備  註 

摘要及論文全文格式務必請依本校 APA格式撰寫,檢附摘要格式供參。 

本篇論文未發表於其他刊物或抄襲他人作品,若有侵犯他人版權,由作者自行負

責。 

 

論文發表者親自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本表請以電腦打字或黑、藍色墨水筆填寫，並親筆簽名後，以郵寄或 E-mail方

式回覆： 

（1）郵寄：62103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 85號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系辦公室。 

（2）E-mail：將授權書掃描成影像檔或 PDF 檔後，E-mail 至 betterech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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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授權書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2024 年優質幼兒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論文授權書 
授權人茲以下列文稿名稱之論文稿件投稿於「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2024 年

優質多元文化幼兒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本稿件保證為授權人所創作，內容未侵犯

他人之著作權，授權人有權為同意書之各項授權，特此聲明。如有聲明不實而致貴學

術研討會違反著作權法或引起版權糾紛，授權人願負一切法律之責任。該投稿稿件若

蒙錄取，授權人同意將該篇具有著作財產權之文稿，授權「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

系 2024 年優質幼兒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被授權單位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

紙本、光碟、微縮或其他數位化方式重製後典藏、散布出版方式發行或上載網站及提

供相關圖書館之期刊論文線上資料庫檢索使用，藉由網路公開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

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以利學術資訊交流。為符合典藏及網

路服務之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依本授權所為之典藏、重製、發行及利用均為

無償。 

 

文稿名稱：                                                                    

授權人簽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地址：   

此致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本表請以電腦打字或黑、藍色墨水筆填寫，並親筆簽名後，以郵寄或 E-mail方

式回覆： 

（1）郵寄：62103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 85號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系辦公室。 

（2）E-mail：將授權書掃描成影像檔或 PDF 檔後，E-mail 至 betterech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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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人員

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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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人員 

姓名 職稱 

林翰謙 國立嘉義大學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教授 暨 校長 

陳明聰 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教授 暨 師範學院院長 

宣崇慧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教授 暨 系主任 

吳光名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楊淑朱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教授 

鄭青青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教授 暨 教務長 

吳樎椒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教授 

葉郁菁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教授 暨 研發長 

何祥如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 

孫麗卿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 

簡美宜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 

賴孟龍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 

謝美慧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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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稿委員

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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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稿委員 

姓名 職稱 

吳光名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謝美慧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宣崇慧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教授 暨 系主任 

吳樎椒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教授 

何祥如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 

賴孟龍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 

陳昇飛 亞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 暨 系主任 

卓美秀 亞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 

何祖華 亞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羅育齡 亞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林雍智 亞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梁珀華 朝陽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副教授 暨 系主任 

宋明君 朝陽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助理教授 

陳必卿 長庚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助理教授 

謝文慧 長庚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助理教授 

黃于庭 長庚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助理教授 

張靖敏 輔英科技大學幼兒保育暨產業系助理教授 

黃志雄 南華大學幼兒教育系教授 

林淑蓉 南華大學幼兒教育系副教授 

賴媛姬 吳鳳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副教授 暨 系主任 

陳玉芳 吳鳳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助理教授 

黃珮書 吳鳳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助理教授 

鄭雅婷 吳鳳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助理教授 

范玉美 環球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副教授 暨 系主任 

施淑媚 嶺東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助理教授 

陳盈詩 嶺東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助理教授 

林秀勤 明新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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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昆益 明新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助理教授 

李青芬 明新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助理教授 

李英中 中臺科技大學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副教授 暨 系主任 

王惠姿 中臺科技大學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副教授 

張美雲 中臺科技大學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副教授 

林麗君 中臺科技大學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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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賓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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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賓名單 

專題演講場次主持人、演講者及論文發表評論人、主持人 

Laurie 

Linscott 密西根州立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研究系兒童發展實驗室主任 

Wan-Hsuan 

Lin 

密西根州立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研究系兒童發展實驗室講師 

暨 國際發展協調者 

陳明聰 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教授 暨 師範學院院長 

宣崇慧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教授 暨 系主任 

楊淑朱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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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簡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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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研究學系  

實驗室 Laurie Linscott 主任 

 
 

姓     名 Laurie Linscott, M.A. 

職     稱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研究學系兒童發展實驗室主任 

研究室（分機） (517) 355 - 1900 

最 高 學 歷 
M.A. Child Development,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兒童發展學系碩士 

學 術 專 長 

Inclusion、Family Engagement、Teacher Training、Community 

Partnerships 

融合教育、家庭參與、教師培訓、社區合作 

e-mail linscott@msu.edu 

中  文  簡  介 

Laurie Linscott 於 1999 年加入人類發展與家庭學（前身為家庭與兒童生

態學）系的教職，擔任老師，並與 MSU/C.A.C.S. Head Start 合作，

擔任了 5 年的家庭與兒童生態學俱樂部顧問。在職任期間，教授了早期

兒童課程、早期兒童教育研究生實習和其他課程的客座講座，近期在台

灣的大學就早期保育和教育相關主題發表了演講，與當地和州級的眾多

團體合作，重點是社區合作、倡導和融合。 

曾擔任英厄姆大起步協作的早期保育和教育品質倡議工作組的聯合主

席，這個工作組被納入英厄姆大起步協作的學校準備咨詢委員會。參與

了密歇根教育部早期品質標準的審查和修訂工作。曾擔任密西根幼兒教

育協會主席，目前為 Broad Art Museum 教育委員會和 Wharton 表演

藝術中心諮詢委員會的成員，2017 年，被州長斯奈德任命為早期兒童投

資公司的執行委員會副主席。 

目前擔任 Ingham Great Start Collaborative 質量倡議工作組的主席，

受邀參加了對 MDE 早期質量標準（學前）的審查和修訂，同時還是

Office of Great Start 的專業發展利益相關者組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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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文  簡  介 

Laurie Linscott is a Senior Academic Specialist who serves as 

Director of the Child Development Laboratories. She joined the 

faculty of HDFS (formerly Family and Child Ecology) in 1999 as a 

Head Teacher where she worked with the MSU/C.A.C.S. Head 

Start Collaboration. In 2001, Laurie moved to Central School as 

Head Teacher. In addition to teacher training, she took on the role 

of Advisor for the Family and Child Ecology Club for the next 5 

years. 

A milestone in her career was her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rly childhood inclusion model, operating at the Child 

Development Laboratories, Haslett campus. This collaboration 

with Haslett Public Schools and Head Start serves as a unique 

teacher training site and community resource. It has been in 

existence since 2004. celebrated its 10th year anniversary in 

2014. 

Ms. Linscott has presented at stat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ettings in the areas of Family Engagement, Inclusion and 

Cultural Competence. During her tenure she has taught 

Curriculum for Early Childhood Programs, Student Teaching in an 

ECE Setting and guest lectures for other courses. Most recently 

she has presented on topics related to early care and education 

at universities in Taiwan. 

Ms. Linscott works with numerous groups at the local and state 

levels with a focus on community collaborations, advocacy and 

inclusion. She served as Co-Chairperson for the Quality Initiatives 

in Early Care and Education workgroup, part of Ingham Great 

Start Collaborative. This workgroup was then imbedded in the 

Ingham GSC School Readiness Advisory Committee.  Ms. 

Linscott participated on the review and revisions of the MDE Early 

Standards of Quality, Preschool. Ms. Linscott served as President 

of Michigan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ldren.  She currently in on the Broad Art Museum Education 

Committee and the Advisory Committee for the Wharton Center 

for Performing Arts.  In 2017 she was appointed by Governor 

Snyder to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Early Childhood 

Investment Corporation and  serves as Vice 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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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研究學系 Wan-Hsuan Lin 講師 
  

 

 

 

 

 

 

 

 

 

 

 

姓     名 Wan-Hsuan Lin, M.A. (林宛萱) 

職     稱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研究學系兒童發展實驗室講師 

研究室（分機） (517) 355-1900 

最 高 學 歷 
M.A Child Development,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兒童發展系碩士 

學 術 專 長 

Multicultural Education、Social/Emotional Development、

Incorporating Technology 

多元文化教育、社會/情緒發展、納入技術 

e-mail linwanhs@msu.edu 

中  文  簡  介 

兒童發展專家，目前在密西根州立大學兒童實驗室擔任國際研討會諮詢協

調者。過去，在嬰兒室工作多年的經驗，引起她追求兒童發展學位的動

機。她曾在密西根州立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研究學系附屬兒童發展實驗室

擔任主導教師（head teacher），並於兒童發展實驗室擔任實習生指導教

師。持有 HighScope（高瞻）評估委員會執照，通過高瞻機構研發編製的

「嬰幼兒至學步兒階段學習發展評估指標」工具之專業培訓課程。 

2018 年，轉任行政職，主要負責國際交流事務以及培訓來自不同國家的在

職與在學的幼教師。作為國際研討會和國際研討會諮詢與協調者，她與國

際研討會合作，開發研究專業化課程以滿足不同國際學生與國際在職老師

的需求。曾在州立、國立、俄羅斯與台灣的研討會發表，發表內容包含兒

童早期語言發展、融合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童書的魔力、如何善用線上

評估系統、教室環境對兒童發展的影響，以及感官刺激等主題。 

目前兼任密西根州立大學學前師資課程的講師，也曾受邀來針對相關議題

進行演講。 

mailto:linwanhs@msu.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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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文  簡  介 

Wan-Hsuan Lin is an Academic Specialist who serves as 

Administrator of the Child Development Laboratories.  She joined 

the faculty of HDFS (formerly Family and Child Ecology) in 2008.  In 

addition she is coordinating the CDL's international visiting scholar, 

student and professional programs. 

Wan-Hsuan earned a Master’s degree in Child Development from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Her years of experience as a baby room 

nurse led to her pursuit of a Child Development degree. Ms. Lin 

works to create a meaningful home/school connection.  Her 

interests include support of an anti-bias, multicultural, and sensory 

friendly classroom, she also incorporates technology as a tool in 

children assessment.   

Ms. Lin has presented at stat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ettings in 

the areas of creating anti-bias classroom, sensory table materials, 

creating online children portfolios, block study, transforming the 

classroom, and cultural Competence. She also frequent as guest 

lecturer for MSU courses and two other universities in Taiwan. 

Ms. Lin deeply values her work with children and 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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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 

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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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名單 

職稱 姓名 

專案辦事員 朱璦羚 

系辦公室組員 徐蓉偵 

幼教系碩士班學生 潘奕安 

幼教系碩士班學生 蔡玉宸 

幼教系碩士班學生 邱幸儀 

幼教系碩士班學生 余芷寧 

幼教系碩士班學生 魏御婷 

幼教系碩士班學生 呂瑜芳 

幼教系碩士班學生 周沁柔 

幼教系碩士班學生 江睿哲 

幼教系碩士班學生 張瑜珊 

幼教系碩士班學生 林辰昀 

幼教系碩士班學生 陳況晞 

幼教系碩士班學生 林湘淯 

幼教系碩士班學生 賴唯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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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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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ing Multiculturalism and Anti-bias Education in Early Child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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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ing All Children in an Inclusiv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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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論文 

發表人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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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優質多元文化幼兒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壁報論文總表 

時間：5/18  8：10 - 15：30 

編號 壁報名稱/姓名/服務單位 

01 
SDGs 融入幼兒園在地化課程之實踐歷程 

周淑倩/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02 
幼兒在不同教學活動中的注意力表現探究及教師引導策略之研究 

黃琪雯/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03 
教保服務人員協助新住民家庭幼兒生活適應策略之初探— 

以嘉義縣國小附設幼兒園為例 

連曼君/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研究所 

04 
教保服務人員輔導幼兒調節分離焦慮情緒策略之初探 

連曼君/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研究所 

05 
幼兒園新手教師進行學習區教學之困境與解決策略之研究 

陳品嘉/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研究所 

黃思瑜/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研究所 

06 
幼兒園新手教師執行融合教育困境與解決策略之探究 

潘奕安/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研究所 

陳蘊遵/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研究所 

07 
幼兒園實習教師職場復原力現況之探究 

潘奕安/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研究所 

陳蘊遵/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研究所 

08 
大班幼兒學習區探索歷程之個案研究 

李惠穎/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研究所 

09 
公立幼兒園中高齡教保服務人員在職進修之困境與壓力之探究 

莊惠玉/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10 
何謂死亡？與幼兒談論死亡概念 

陳蘊遵/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研究所 

潘奕安/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研究所 

11 
運用桌上遊戲提升發展遲緩幼兒口語表達能力之行動研究 

莊惠玉/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12 
運用情境圖卡及繪本教學提昇幼兒「幫助」行為之探討 

陳錦繡/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王雅萍/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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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壁報名稱/姓名/服務單位 

13 
探討資深幼教師的教學信念-以課程轉型模式為例 

王意雯/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14 
幼保系學生在不同類型幼兒園實習之滿意度研究 

余孟儒/環球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講師 

15 
運用兩種不同語文教學策略探討幼兒閱讀理解之研究 

楊育婷/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17 
光影遊戲課程融入居家托育型態對二歲幼兒之社會行為 

蔡艾庭/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18 
幾何圖形教學對幼兒玩具設計與創造力影響之行動研究 

林湘淯/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研究所 

19 
動物將棋對幼兒空間位置能力發展之研究 

黃琪雯/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蘇家君/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20 
臺南市偏鄉公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 

辦理延長照顧服務現況與困境分析研究 

呂學柔/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22 
幼兒園實習教師人格特質與職場復原力之相關研究 

黃思瑜/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研究所 

廖俊彥/國立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幼兒保育科 教師 

23 
圖畫書裝訂及版面設計對幼兒閱讀能力之影響 

呂學柔/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24 
探討不同的閱讀策略─ 

「圖形組織」與「草圖延伸」對幼兒文本理解之影響 

陳錦繡/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26 
四到五歲幼兒對立體空間類比推理能力發展 

易俊廷/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28 
單親家庭幼兒的心理發展與人際關係之研究 

何雨楺/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29 
食農教育提升健康飲食之探討 

王雅萍/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研究所 

30 
運用鷹架策略提升混齡班幼兒語文表徵之研究 

趙俊珮/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31 
「同事，還是朋友？」初任托育人員建立職場友誼歷程之研究 

林傳婕/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研究所 

32 
運用橋梁書於幼兒園閱讀活動之初探 

陳佳儀/嘉義縣竹崎鄉學英幼兒園 教師 

何祥如/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副教授 

33 
幼兒園運用 KWL 閱讀策略與文氏圖策略進行防災繪本教學之歷程研究 

陳況晞/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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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壁報名稱/姓名/服務單位 

34 

幼兒學習環境對低收入家庭幼兒語言發展之初探－ 

以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為例 

張瑜珊/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研究所 

廖俊彥/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研究所 

35 

雲嘉地區技術型高中幼兒保育科學生 

畢業後升學及從事教保相關職業意願與因素之相關研究 

張瑜珊/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研究所 

廖俊彥/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研究所 

36 
探究初任教保服務人員工作現狀與因應策略及影響留任意願之因素 

劉皇官/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37 學齡前幼兒幾何圖形辨識與數量保留概念的相關 

蕭晴/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研究所 

江亭葦/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研究所 

吳韻如/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研究所 

賴孟龍/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副教授 

38 
客家歌謠融入幼兒園教學活動及其對幼兒客家文化覺察之影響 

張欣虹/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研究所 

39 
運用繪本教學提升兩歲融合班語言遲緩幼兒口語表達能力之研究 

趙俊珮/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40 
日記畫對提升幼兒口語表達能力之探究 

林怡麗/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41 
提升幼兒說客語能力之行動研究 

黃亦喬/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42 
學前融合班教師對學前融合教育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看法 

施筱芸/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研究所 

洪惠恬/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研究所 

43 
圖像結合文字的識字教學法於幼兒園應用之初探 

施筱芸/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研究所 

連曼君/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研究所 

44 
運用視覺思考教學策略提升幼兒繪本圖像思考能力之初探 

余芷寧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碩士生 

45 
運用「圖片輪播」教學策略增進幼兒觀察推理能力之初探 

林辰昀/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碩士生 

46 
從幼兒合作性故事創作初探多元文化之意涵 

賴唯禎/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 碩士生 

47 
幼教師運用鷹架策略對小班幼兒於組合建構區的影響 

洪惠恬/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研究所 

施筱芸/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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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壁報名稱/姓名/服務單位 

48 
運用系統性科學圖譜法回顧學前多元文化教育研究 

陳必卿/長庚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助理教授 

50 
運用桌遊改善情緒高敏感幼兒與同儕互動之初探 

洪惠恬/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研究所 

施筱芸/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研究所 

51 

初探以永續素養概念建立幼小學習生態系統之社會互動歷程 

黃棋育/高雄市美濃區吉東國小附設幼兒園 教保員 

盧恩慈/高雄市美濃區吉東國小附設幼兒園 幼教師 

鍾采芬/高雄市美濃區吉東國小 國小教師 

52 

學前融合班級之課程調整策略— 

以一位有情緒行為的輕度智能障礙幼兒為觀察焦點 

施筱芸/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研究所 

洪惠恬/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研究所 

53 
應用六何法在幼兒園故事教學之歷程 

張欣虹/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研究所 

施筱芸/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研究所 

55 
臺中市各機關(構)設立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中心所面臨困境之研究初探 

作者洪瑞陽/臺中市太平區東平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專任教師 

56 
疫情後增進幼兒平衡感之實驗研究 

林佳蓉/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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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 融入幼兒園在地化課程之實踐歷程 

周淑倩 

嘉義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摘要 

近年來常聽到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一詞，其中的 SDGs4 優質教育將是影響其他

16 個目標實現的基礎。在《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中提到「以全球視野發展在地行動」，

且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11 條中提到：「教保服務之實施，應與家庭及社區密切配合。」綜合

上述，可見永續發展與在地化的重要性。研究者所任職的學校位在嘉義市花卉區，歷經兩次土

地重劃使得種植面積大為縮減，即使學校附近仍保有部分花田，但因年輕花農參與者少，家長

們的職業與花農無相關，因此多數孩子們都不瞭解這塊土地原來曾是個豐富的美麗花世界。 

本研究目的在於提出幼兒教育階段實施 SDGs 融入在地課程的實踐歷程，期望從幼兒期就

能開始培養孩子對永續城鄉發展的關注與行動。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法，研究者及協同教師為研

究對象，透過教學紀實影像觀察、訪談協同教師、教師日誌、教學省思、幼兒作品集、家長回

饋等方式蒐集研究資料並進行分析。 

本研究結果為（一）教師方面：教保服務人員透過專業對話、訪談專家，社區踏查等進而

認識社區環境、了解在地文化，提升教師專業能力。（二）課程設計方面：教師帶領幼兒從認

識校園周邊的花卉開始，透過感官知覺的學習，增進幼兒對在地文化的認識與關懷。 

幼兒教育階段為其他教育階段的基石，研究者在蒐集文獻的過程中發現教育部推行 SDGs

的計畫是針對中小學 108 新課綱進行，而幼兒園以 SDGs 目標進行課程的資料屈指可數，希望

此研究有助於發掘幼教課程多元方向，以提供各界參考，使能共創優質的幼兒教育。 

關鍵詞：SDGs、永續城鄉、幼兒教育、在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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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在不同教學活動中的注意力表現探究 

及教師引導策略之研究 

黃琪雯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幼兒在美勞創作、積木建構活動、科學實驗活動等不同教學活動中的注意力

表現，以及教師如何引導幼兒進行活動。注意力是兒童學習上重要的元素，注意力表現不但會

影響到學習成效、日常生活、情緒控制以及人際關係。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以台灣雲林縣

某公立幼兒園的 23 位大班幼兒為研究對象。課程設計以配合主題之教學活動，設計出各兩個

教案，共六個教案，實際進行教學。研究中使用兒童注意力量表（SNAP-IV）評量幼兒的注意

力表現及持續性注意力的長度。    

    研究結果顯示，在不同教學活動中，幼兒的注意力表現存在顯著差異，在美勞創作活動中，

觀察到幼兒表現出較高的注意力集中程度，從訪談過程中了解孩子覺得美勞活動具有較強的趣

味性和創造性，能夠吸引幼兒的注意力。在積木建構活動中，觀察到幼兒的注意力表現稍稍下

降，積木建構需要較長的時間和較多的思考。而在科學實驗活動中，觀察到幼兒的注意力表現

最低，孩子提到在科學實驗活動需要較高的專注力和理解能力，對幼兒來說較具挑戰性。研究

者在觀察與訪談中也有發現，在美勞活動中，女生的表現比男生好，展現出更細膩的成果，而

在積木建構活動中則相反。這可能反映了不同性別幼兒在不同活動中的興趣和傾向有所不同。

綜合以上結果，教育工作者在設計教學活動時應該考慮到幼兒的特點和能力，選擇適合的活動，

以提升他們的注意力表現。 

    研究發現，教師可以透過以下方式提升幼兒的注意力表現：一、規劃貼近幼兒生活經驗的以

幼兒為中心的課程活動，並透過雙向溝通討論適合孩子能力與興趣的教學模式；二、透過即時

記錄及整理觀察幼兒的注意力表現，在實施過程中配合幼兒的反應調整教學活動和教學資源；

三、面對教學困境時，教師可以透過回顧省思自己的教學歷程，完成省思札記，以便理解自己

在教學上所面對的困境，並尋找解決方法，與幼兒一同成長。 

    本研究透過貼近幼兒生活經驗的課程活動、即時觀察和調整教學方法，以及教師自我省思與

成長，可以有效提升幼兒的注意力表現。這些方法不僅有助於改善幼兒的學習體驗，還可以加

強教師與幼兒之間的互動與理解。 

關鍵詞：持續性注意力、專注時間、師生互動、教學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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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保服務人員協助新住民家庭幼兒生活適應策略之初探—

以嘉義縣國小附設幼兒園為例 

連曼君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研究所 

摘要 

  台灣是一個擁有多元文化的社會，主要源自於不同的族群、信仰、家庭型態等；隨著全球

多元化的發展，移民、跨國婚姻現象日漸普遍，新住民家庭幼兒所占比例也不斷擴增，其可能

受到家庭社經地位、教養方式及語言文化差異等影響，在學習環境與生活適應上面臨著許多挑

戰，而教保服務人員則在其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本研究目的如下：一、瞭解新住民家庭幼兒生活適應現況；二、瞭解教保服務人員如何提

升新住民家庭幼兒生活適應能力；三、提供教保服務人員提升新住民家庭幼兒生活適應能力之

策略。研究方訪採用質性研究，透過研究者自編之半結構式訪談大綱進行訪談，將所得資料進

行編碼整理，並立意取樣選擇 2 位來自嘉義縣某國小附設幼兒園教師為研究對象，並分析歸納

出以下研究結果： 

一、語言是主要障礙 

  對於無法流暢地表達自身的需求與想法，也難以理解周圍環境中的語言訊息，這對他們的

學習和適應都造成了困難，導致無法融入團體、與同儕之間極少互動，進而會出現學習意願低

落、習得無助等負面情緒。 

二、善用支持性策略 

  因發現該幼兒善於觀察與模仿，教師則會請同儕帶領協助合作完成，抑或是請能力較好的

幼兒先示範，鼓勵同儕提供鷹架、楷模給幼兒學習，加強對於團體活動的參與感，並從優勢能

力出發，教師也以具體的說明讚美和鼓勵幼兒，透過外部訊息強化內在學習動機。面對一開始

的語言不通，教師會使用自製的「工作板」，將一日作息做成小圖示，在對應時間換上相符指

令（如：吃飯則貼上用餐的圖片）示範並逐字指讀提供給幼兒，使其得以逐漸適應校園生活。 

三、親師合作不可少 

  除了平時與同儕的互動，親師關係更是影響新住民家庭幼兒生活適應的重要因素。為幫助

其增進口語表達能力，最有效的方式是提供充足的陪伴和持續的練習，更重要的是首先要營造

一個充滿安全感的環境，可請家長以幼兒熟悉的母語搭配中文錄製一些日常在園所會需要用到

的指令，這些音檔在園所時即可隨時撥放給幼兒聆聽，如此一來便可以先讓幼兒理解指令的意

思，進而更好地融入幼兒園的生活，這種方式不僅加強了學校和家庭之間的合作，也為住民幼

兒更好地適 應新環境奠定了基礎。 

關鍵詞：教保服務人員、新住民家庭幼兒、生活適應、教師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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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保服務人員輔導幼兒調節分離焦慮情緒策略之初探 

連曼君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研究所 

摘要 

  對於初次進入到新環境的幼兒而言，面對陌生的幼兒園環境和周遭的人事物，可謂是極度

缺乏安全感的；除了需要適應團體生活之外，更加重要的是需克服與家人分離的心理挑戰。因

此大多數的幼兒皆會產生分離焦慮之情緒，如出現嚎啕大哭、感到憤怒並抗拒參與班級活動等

行為，進而影響教師的活動進行、出現不利班級經營等情況；為此，協幼兒在陌生環境建立安

全感與依附關係，逐漸適應新的生活節奏和調節分離焦慮情緒，是任教於新生班級教師皆會面

臨的首要試煉。 

  本研究目的為協助初次就讀幼兒園之小班幼兒調節分離焦慮情緒，旨在探討教師於新生班

級如何運用策略，進而協助幼兒處理分離焦慮或恐懼的情緒，以提供新生班級教保服務人員參

考之。本研究以嘉義縣某國小附設幼兒園之 2 位小班教師為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為質性研究，

以半結構式訪談與相關資料的蒐集進行研究，研究期程為 111年 8 月至 9 月，最終分析歸納出

以下研究結果： 

一、了解幼兒個別差異並建立雙向親師溝通：  

  於開學前事先與幼兒家長聯繫，詢問幼兒個性以及平時的生活習慣，以便教師能對幼兒有

所了解，並可於其出現分離焦慮情緒時立即提供適切的調節策略，並與家長分享幼兒在校生活，

且搭配雙向溝通策略以達成對幼兒一致的教養方式。 

二、接納幼兒的情緒輔以有效策略協助調節： 

  維持溫和且正向堅定的態度面對，搭配「我訊息」的溝通步驟，與幼兒分享其經歷相仿的

繪本故事：《魔法親親》、《彩色怪獸去上學》、《開學了，學校也好緊張！》、《媽媽很快

就會來接我》與《我的朋友》等，進而依據故事內容設計相關活動，帶領幼兒討論並引導其辨

識文本中主角的情緒，循序漸進建立安全感與依附關係。 

三、培養幼兒對於班級作息與常規的熟悉感： 

  於入園初期與幼兒介紹班級一日作息中的重要活動，搭配運用動畫、實境相片等方式，透

過實作逐步融入每項活動中須注意或遵行的細節與習慣，協助幼兒認識班級活動，給予幼兒面

對陌生環境的信心與力量，培養其覺察生活作息和活動的規律性，以達到對於班級產生歸屬感，

樂於與同儕一起參與遊戲和活動，使幼兒不排斥進入幼兒園學習，有效降低其產生分離焦慮情

緒之頻率。 

關鍵詞：教保服務人員、幼兒園新生、分離焦慮、教師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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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新手教師進行學習區教學之困境與解決策略之研究 

陳品嘉、黃思瑜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研究生 

摘要 

  近年幼教領域著重發展素養導向課程，強調教師應將學習主導權還給孩子，希望養成孩子

主動探索周遭的習慣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學習區教學儼然成為當今炙手可熱的課程模式之一。

本研究目的在於：一、探討幼兒園新手教師建置學習區的規劃方向；二、探討使用學習區教學

所面臨的困境與解決辦法，期望研究結果可供未來之新手教師參考。 

  本研究係採質性研究方法，以 9位教學年資未滿兩年之幼兒園新手教師為研究對象，透過

自編訪談大綱進行 30 至 40 分鐘的半結構式訪談，將訪談資料分析編碼後，得出以下結果：  

一、新手教師建置學習區之規劃方向 

（一）建置品質評估表所列之基本區，接著依據幼兒年齡與欲培養能力放置教具。 

（二）依據教師評估己身與班級狀況決定是否結合主題。 

（三）待班級穩定後，考慮規劃區中區與特別區。 

二、使用學習區教學之困境與解決辦法 

（一）規劃經驗不足 

  因缺乏經驗導致：1.區位規劃無頭緒；2.難以實現教具難度差異化；3.鷹架技巧生硬；4.不

知如何進行幼兒評量；5.幼兒反應不佳。 

  解決辦法為：1.參考品質評估表、他校優良範例及參加增能研習；2.開發教具的新玩法，

且為各玩法標示難易度；3.多練習，且與搭班互相檢視與討論；4.詢問經驗純熟的前輩；5-1.觀

察幼兒興趣與喜好調整環境及教具、5-2.增加各區的鷹架圖和工具書、5-3.提供充足時間讓幼兒

試玩與交流。 

（二）經費有限 

  因經費有限或申請困難導致：1.各區教具缺乏；2.無法淘汰不合時宜的硬體設備。 

  解決辦法為：1-1.自製教具、1-2.努力爭取新經費並拉長採購時程慢慢將教具購入；2.改變

硬體擺設，如將過高櫃體靠牆擺放並避免在櫃體上放置物品。 

（三）人力不足 

  此困境常出現於小校，且園內行政為兼任，造成教師於學習區時間常要一人身兼觀察、紀

錄、引導與機動的多重職務。 

  解決辦法為：1-1.調整適合自己班級的學習區模式，不一味追求高層次的學習區、1-2.區內

環境與工作盤規劃明確、直觀，促使幼兒能自主操作。 

（四）與搭班對學習區規劃無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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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困境常出現於搭班為資深教師時，資深教師所採模式為長年教學經驗的累積，通常已運

行得很順手；而新手教師有自己對課程規劃的理念與願景，但因己身教學經驗少而選擇大致先

依資深教師之模式運行，導致學習區的規劃像不同主題的拼圖硬拼在一起。 

  解決辦法為：不要想著一步到位，慢慢跟資深老師磨合與溝通，好的規劃留下，不合適的

逐步調整。 

關鍵詞：新手幼兒教師、課程模式、學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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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新手教師執行融合教育困境與解決策略之探究 

潘奕安、陳蘊遵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研究生 

摘要 

      隨著社會型態的改變和人權運動的興起，身心障礙者的受教權益越來越受到關注，融合教

育（inclusive education）成為了近年來的趨勢，我國政府近年積極推動融合教育，並向下延伸

到學前教育階段。在 1998 年公布之「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七條中也規定：「學前教育階

段之身心殘障兒童應與普通兒童一起就學為原則。」在這樣的背景下，幼兒園成為了融合教育

的重要實踐場所。然而幼兒園新手教師在執行時可能面臨各種挑戰和困境，因此了解幼兒園新

手教師在執行融合教育中所面臨的困境以及他們的解決策略，對於改善融合教育的效果和提升

教學品質具有重要意義。 

     本研究目的如下：一、了解幼兒園新手教師執行融合教育之困境；二、探討幼兒園新手教

師面對融合教育困境的解決策略。 

     研究方法採質性研究，以半結構式訪談的方式蒐集資料，研究對象以立意取樣，依據 Cleary 

& Groer(1994)研究中對新手教師的定義，選取八位幼兒園教師，且其帶班經驗皆為 2 年以下。

每位受訪者以視訊方式個別訪談 2 次，每次約 30~60 分鐘，訪談後將蒐集資料以紮根理論編碼

的方式進行編碼與分析，最後歸納出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 

1. 幼兒園新手教師執行融合教育的困境 

(一)因缺乏足夠經驗，導致教師在判別疑似生時常出現瓶頸。 

(二)特教專業知能與經驗不足，導致在實踐的過程中對幼兒的幫助有限。 

(三)親師溝通經驗及技巧不足，導致無法精確向家長傳達孩子的情況和需求。 

2. 幼兒園新手教師執行融合教育困境時的解決策略 

(一)詳細觀察並記錄幼兒行為，當巡迴輔導老師進校時，將所蒐集資料與其討論。 

(二)主動詢問巡迴輔導老師或治療師相關的引導策略，並模仿其技巧。 

(三)尋求資深教師的方法與策略，並家長建立良好的溝通機制，定期交流孩子的情況和進

展。 

 基於以上發現，研究者提出以下建議: 

1. 加強專業培訓和指導：建議學校提供針對新手教師在融合教育和特殊教育方面的專業培訓

和指導計劃。透過專業支持，幫助新手教師增加對特殊幼兒的理解，提升專業能力。 

2. 建立支持系統：建議學校可以建立完善的支持系統，例如小組合作或教師分享會。藉由較

資深或具相關專業的教師分享自己的經驗與方法，提供新手教師正向支持與解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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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幼兒園、新手教師、融合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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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實習教師職場復原力現況之探究 

潘奕安、陳蘊遵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研究生 

摘要 

  依據教師生涯發展理論，教師生涯歷經「職前」(pre-service)、「導入」(induction)與「在職」

(in-service)等三階段的教育，教育實習即屬於「導入教育」階段，此階段是整個教師專業發展

歷程中具決定性的關鍵（黃炳煌，1995）。然而，許多實習教師卻因於此階段遇到困境或挫折，

在無法調適的情況下最終選擇轉換跑道，導致教育人才流失。   

  基於以上論述，本研究旨在探討: 一、了解幼兒園實習教師在實習過程中所面臨的困難與挑戰。

二、探討影響幼兒園實習教師職場復原力的危險因子及保護因子。 

  研究方法採質性研究，以半結構式訪談的方式資料蒐集，研究對象以立意取樣選取三位實習

教師，且皆於 112 學年度通過幼兒園教師檢定並完成半年教育實習。每位受訪者以面對面或電

話方式進行個別訪談 2 次，每次約 60 分鐘，訪談後將蒐集資料以紮根理論編碼的方式進行編

碼與分析，研究結果陳述如下： 

1. 幼兒園實習教師面臨的困難與挑戰主要為「缺乏實務經驗」與「特教知能不足」。在缺乏

實務經驗的情況下，當班上有狀況發生時，實習教師應對能力較低；而特教知能不足導致

實習教師在與特殊幼兒互動時，經常無法給予有效引導策略，在雙重壓力的情況下，經常

導致實習教師產生「低自我效能感」。 

二、影響幼兒園實習教師復原力的危險因子與保護因子  

1. 個人危險因子: 「低自我效能感」屬於個人危險因子，可能會影響實習教師的教學表現，

導致他們在教學中缺乏自信，甚至避免挑戰性的教學任務。 

2. 脈絡危險因子:「缺乏實務經驗與專業知能」屬於脈絡危險因子，特別是在面對教學和

班級經營時的挑戰時，在此因子的作用下，可能導致實習教師感到沮喪和產生無力感。 

3. 個人保護因子: 「正向思考」屬個人保護因子。在此因子的作用下，有助於實習教師以

積極的態度面對挑戰，並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 

4. 脈絡保護因子:「具歸屬感的環境」屬脈絡保護因子。實習教師在感受到被接納和尊重

的環境下，有助於其建立自信心並發揮潛力。 

  研究者依據研究結果給予以下建議: 建議大學端根據實習教師的反饋和需求，適當調整課程內

容，在大學時提供更多實務操作的機會。建議實習教師主動參與工作坊或研討會，提升自我相

關專業知能。建議實習機構建立正向的支持系統，有利於實習教師表達想法及提出需求，適時

修正並給予建議和指導。 

關鍵詞:實習教師、復原力、保護因子、危險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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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班幼兒學習區探索歷程之個案研究 

李惠穎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研究生 

摘要 

  在幼兒園統整性教學的教室中，須設有蘊含各領域的學習區，多元豐富的學習環境鼓勵幼

兒自發性的行為，也提供了均衡且統整性的學習經驗（周淑惠，2002），可說學習區是有效培

養幼兒核心素養地良好媒介。然而，過往研究（曹嘉凌，2016；陳薇雅，2020；蔡念恩，2020

等）多將焦點放在單一學習區深入的探索歷程，較少探究幼兒在不同學習區遊戲時發掘及整合

各區資源，因此本研究欲透過幼兒在學習區遊戲的歷程，探究幼兒在單一學習區中遊戲，進而

在複數學習區中整合資源、解決問題的方法，從中展現的學習表現，並分析教師推進幼兒整合

能力使用之策略。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以青草國小附幼（化名）兩位大班幼兒為研究對象，進行為期一年

的「參與式觀察」，並輔以其他相關資料蒐集，包含幼兒學習區圖畫紀錄及教師教學紀實與省

思，與協同教學者的討論等，蒐集資料後閱讀整理，依照研究目的進行資料分析，研究結果如

下：  

一、幼兒的學習區歷程 

1. 幼兒在每日長時間的遊戲發展過程中，能自由探索操作，於個別學習區中以「模仿→改造

→創新」三階段累績學習經驗。 

2. 系統性的問題解決方式：當幼兒在遊戲過程中發現問題時，會先思考有哪些解決辦法，並

選用預想可行的方式實施，再嘗試或思考其他辦法。 

3. PDCA 循環的自主學習（Plan 計劃，Do 執行，Check檢核，Action行動）：幼兒有了成功

經驗後，操作技能及美感能力提升，開始檢視作品並改進，讓作品更貼近自己內心所想，

趨於真實。 

4. 從學習區紀錄中培養後設認知能力：從幼兒的學習區紀錄中可看出，前期幼兒多紀錄自己

的活動體驗，後轉變為方案計畫的歷程記錄。 

5. 產生跨區的經驗整合作品：幼兒經由先前的經驗累積產生學習遷移，將各區資源整合完成

計畫。 

二、教師運用之策略 

1. 依階段調整學習區紀錄的目標：教師依階段給予幼兒不同的學習區紀錄文本，使幼兒由簡

單的日記式圖畫逐漸轉變為聚焦的問題解決特寫。 

2. 滾動式修正學習區：教師學期中會依據幼兒的操作及作品，觀察其興趣並依循觀察結果進

行情境營造及相關資源的提供，如幼兒的圖畫、討論之紀錄，操作歷程圖表，改變學習區

內容物，增設或移除學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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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運用多元鷹架策略：教師利用多種鷹架策略支持幼兒學習帶動成長表現，包含材料、圖示、

示範、語言、同儕等，藉由每日分享時間幫助幼兒統整經驗、激發更多思考。 

關鍵詞：學習區、學習遷移、教師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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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幼兒園中高齡教保服務人員在職進修 

之困境與壓力之探究 

莊惠玉 

國立嘉義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摘要 

幼稚教育是屬於教育體制裡，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一環，由於教育工作需要有專業知識的

支持且要不斷的與時俱進更新新知，所以現場的幼兒教保服務人員應保持不斷地進修提升自我

的專業素養及優化對幼兒教育品質的態度，但從事幼兒教保工作之人員不乏有 45 歲以上之中

高齡從業教保人員。本研究目的為深入了解並分析公立幼兒園中高齡（45 歲以上~65 歲）教保

服務人員進修之困境與壓力；研究者邀請 3 位公立幼兒園在職進修碩專班之中高齡教保服務人

員，進行質性研究的訪談法，透過半結構式訪談，對教保服務人員進行深度訪談，探討公立幼

兒園中高齡教保服務人員在職進修之困境與壓力。 

最後本研究的結果如下： 

一、中高齡教保服務人員在職進修所面臨的困境，包括了（一）體力上的受限，既要上班又要

進修，體力感到無法負荷；（二）任職園所上級及同仁態度未能支持在職教保服務人員進修；

（三）與年輕同儕一起進修時，學習經驗與 3Ｃ產品操作之差距；（四）與家長溝通互動的時

間受限；（五）經營自身家庭關係的時間受限；（六）經濟收入未能完全支持自己進修費用及

家庭開銷。 

二、中高齡教保服務人員在職進修所面臨的壓力包含了（一）學習動力不足，進修課程壓力太

大；（二）自我價值及自我認同的壓力；（三）園所工作與進修課業無法兼備；（四）學習新

的專業知識及教保知能，思維與適應上的衝擊；（五）進修所投入之金錢與時間充滿未知數。 

關鍵詞：教保人員、進修困境、工作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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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死亡？與幼兒談論死亡概念 

陳蘊遵、潘奕安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研究所 研究生 

摘要 

    近年來，國內已經有越來越多學者進行與「幼兒死亡教育」相關之研究，而在幼兒園現場中，

教師也透過繪本、教學影片等方式帶領幼兒認識死亡的相關概念，可見在幼兒期幫助孩子建立

正確的死亡觀念，有其必要性。 

    「阿公什麼時候回來吃飯？」、「阿祖怎麼都不起床，一直在睡覺？」等童言童語是研究者

的兩位姪女在某次掃墓過程中向大人所提起的問題，兩位姪女的對話、向大人提出的種種問題，

令研究者感到困惑、好奇，同時進行自我省思，因此萌生出深厚的研究興趣。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中的個案研究，以非結構訪談的方式蒐集資料，研究對象分別為就讀小班

的琳琳（化名）及就讀大班的妤妤（化名）。本研究之目的為探討幼兒對死亡概念之理解，並

提出相關策略及建議。 

    本研究結果如下： 

1. 家中長輩對於死亡相關議題傾向避而不談，因此琳琳、妤妤皆無法理解死亡的意涵。 

2. 大班的妤妤雖然已經有阿祖、阿公上天堂的概念，但無法明白「上天堂」其中的真實意涵，

因此認為他們還未死亡。 

3. 琳琳、妤妤皆認為阿公在殯儀館裡睡覺，而阿祖則在墳墓裡睡覺，他們起床後才回來家裡

（但兩位研究對象不確定阿祖、阿公什麼時候會起床）。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建議： 

4.   成人在面對幼兒詢問有關死亡議題的問題時，不須刻意避諱或是以敷衍、編造謊言的方式 

      回應幼兒，應以開放、誠實的態度向幼兒說明死亡之相關概念。 

5.  成人可藉由繪本、影片方式，並以幼兒能夠理解的語言為幼兒傳遞正確之死亡概念，如需 

     面對真實的死亡事件（如：動植物的死亡、親人的死亡），應教導幼兒以正向的態度來面對， 

     並提供幼兒正向的情感支持。 

關鍵詞：死亡概念、幼兒死亡教育、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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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桌上遊戲提升發展遲緩幼兒口語表達能力之行動研究 

莊惠玉 

國立嘉義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運用桌上遊戲多米諾骨牌桌遊提升發展遲緩幼兒之口語表達能力，研究對象是

研究者任教班級裡的一位經醫院鑑定類別為全面發展遲緩的幼兒，口語表達能力會用簡單的單

詞、雙詞表達，有明顯語彙量不足之情況，就讀雲林縣某公立幼兒園中班。研究者運用桌上遊

戲多米諾骨牌接龍操作來提升個案幼兒口語表達能力並進行觀察及研究，為期 6 週，共 12 次，

每一次為 40 分鐘，並固定於每週三、五學習區的時間進行；本研究方法採行動研究，研究者

透過一開始的桌遊引導，讓幼兒操作，並在活動過程中發現及釐清問題進而反思改善活動，資

料蒐集方式為透過觀察操作、錄影、學習區的觀察記錄表及教學省思記錄等等。 

其研究結果如下： 

1. 學期初研究者在學習區設置桌遊區，以班上幼兒操作頻率最高的桌遊多米諾骨牌接龍做為

研究工具；活動初期，研究者在桌遊區示範桌遊的使用方式，並鼓勵個案幼兒進行操作。

在操作桌遊的活動過程，因遊戲規則需要幼兒說出桌遊組件圖案名稱，才能依序往下進行

活動，因此個案幼兒，對於桌遊活動參與度並不高；所以研究者透過分組進行桌遊的方式，

由口語表達能力較佳的幼兒，帶著個案幼兒說出桌遊組件圖案名稱，再利用分組競賽，提

高個案幼兒參與桌遊的意願，經過幾次參與桌遊後，個案幼兒活動中較為願意積極表達出

桌遊組件的圖案名稱。 

2. 再經活動觀察發現, 個案幼兒已會說出桌遊組件上圖案名稱，但進入桌遊學習區的次數下降，

研究者再利用變換桌遊的進行方式及挑戰難度，來提升個案幼兒對桌遊的熱度。 

3. 在個案幼兒還沒接觸桌遊時，表達語彙能力是有限的，且不太願意主動表達，需要研究者

或其他幼兒引導，在期初進行桌遊時，幼兒缺乏自信，容易害羞、聲量很小，經過讓個案

幼兒不斷地反覆接觸多米諾骨牌接龍桌遊，變換多米諾骨牌桌遊進行的方式，讓幼兒重覆

練習桌遊組件圖案上名稱，活動後個案幼兒對於口語表達開口說話意願是有提高的，利用

桌遊增加幼兒彼此之間的互動，建立個案幼兒自己的自信，建議桌遊學習區的桌遊元素可

依幼兒的需求添置或研究者自製並邀請幼兒一起共創，更能引起幼兒操作桌遊學習區的共

鳴。 

關鍵詞：桌上遊戲、口語發展遲緩、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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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情境圖卡及繪本教學提昇幼兒「幫助」行為之探討 

王雅萍、陳錦繡 

國立嘉義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摘要 

根據研究者實務現場的觀察發現，現今幼兒因家庭環境簡化，與人相處機會減少，自我意

識較為強烈，對於正向的人際互動、適宜的與人相處技巧，能懂得幫助、分享、輪流、安慰他

人、同理他人感受等利社會行為，多是無法表現出來。與同儕相處時，常出現爭執、告狀…等

負向行為，意圖以他人表現不好來轉移老師的注意力。 

基於上述研究者想針對利社會行為中「幫助」這個行為作為出發點，透過情境圖卡及繪本

閱讀後討論，再經由成人或同儕的提示及團體公開表揚的方式，以增加幼兒養成「主動式幫助」

的行為。因本研究主要探究情境圖卡及繪本提昇大班幼兒「幫助」行為之探討，歸納出研究目

的如下： 

一、透過繪本教學建立幼兒「幫助」行為的觀念。 

二、了解情境圖卡施測前後幼兒「幫助」行為的改變。 

本研究之研究場域為一所某公立國小附設幼兒園，選定的班級為研究者本身擔任導師的班

級中，大班幼兒男女各兩名為主要觀察對象。本研究方法採質性研究法，以情境圖卡進行前測，

以了解幼兒目前的「幫助」行為的現況，接續進行「幫助」類繪本的閱讀教學討論後，再次進

行情境圖卡的施測，詢問幼兒選擇的原因。整理好前後測資料，並輔以相關語料的資訊後，進

行繪本教學前後的差異分析。 

經過繪本教學和前後測資料研究發現： 

1. 繪本閱讀後針對「幫助」行為進行團體討論，幼兒從剛開始學習幫助的楷模行為，接

著了解要記得幫助過自己的人，而後則是能主動去幫忙，並且有實際的做法。 

2. 在進行情境圖卡前測時，幼兒對於「幫助」行為的表現尚未有明確的概念；經過繪本

引導後進行情境圖卡後測並了解幼兒的想法後，發現幼兒對於「幫助」行為的表現具

有明確的行為目的，且能說明幫助的動機或緣由。 

經由本次研究歷程後，研究者發現教學現場中，幼兒覺得不是自己的事，所以不需要幫忙

別人，也從一開始無視別人需要幫助的需求，幼兒開始學習幫助他人，在教室中爭執、嘲笑的

聲音變少了，幼兒對於幫助的行為有更多的主動，不在只是嘴巴抱怨，也從幼兒的日常對話中

聽見，要學習幫助別人，幫助別人會讓人快樂。在研究結束後「幫助」的行為仍舊持續在教室

發生，因此研究者認為繪本教學有引發幼兒「幫助」的利社會行為；而透過繪本教學可以有效

提升幼兒站在他人度進行思考，並誘其利社會的行為出現。 

關鍵詞：圖畫書教學、利社會行為、同理心、同儕互動 



 

60 

 

探討資深幼教師的教學信念-以課程轉型模式為例 

王意雯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暨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幼兒園資深教師在面對不同教學方法中如何落實自己的教學信念之歷程。 

研究目的為探究資深幼教師之教學信念、探究資深幼教師的教學信念於課程轉型下之實踐、

探究資深幼教師於課程轉型過程中面臨的困境及因應策略。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採立意取樣，以職場教學 15 年以上且擁有合格教師證之資深幼教師為

研究對象，以質性研究方法，對五位資深幼教師進行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透過了解他們的專

業背景、教學信念以及課程轉型之初、中、後期階段之調適與因應的過程，同時進行資深幼教

師平日教學觀察以及蒐集訪談者的教學日誌、教學省思、觀察平日教學活動等相關文件資料蒐

集的工作，並且分析、歸納出相關資訊。 

茲將本研究主要研究結果摘要如下： 

1. 本研究個案幼教師之教學信念雖互有差異，但在專業角色的定位上之信念則皆能以幼

兒為中心、重視幼兒發展並為幼兒提供適性教學，且將幼教視為一生的職志。但因為

教師個人價值觀、成長環境或教學經驗等因素的影響，教師間分別有注重幼兒主動性、

團體合作、禮貌規矩、自理能力與讓幼兒快樂學習的個別信念。 

2. 本研究發現個案幼教師在面對課程轉型時，皆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心理變化，從研究中

發現，個案教師在面對自己不甚熟悉的課程模式時，一開始會經歷排斥、不安、恐懼

與焦慮的求生期，也發現在此階段的個案教師較無暇顧及自己原本秉持的教學信念。

但在透過外在支持及自我覺知，發現教師在課程轉型中、後期階段，能慢慢摸索出一

套自己的教學方式以及教學節奏，逐漸找回教學樂趣，進而提升師生互動品質，並將

自己的教學信念落實於課程中。 

整理本研究個案幼教師在面臨課程轉型歷程中，遇到的困境如下： 

1. 教師於課程轉型過程當中深感自己對於新的教學模式知能不足：為因應此困境，教師會

透過研習進修、申請專業輔導、獎勵制度等外界資源與支持，幫助自己能夠有效且順利

的進行課程轉型。 

2. 家長對於園所的期許不同：為因應此困境，資深幼教師會透過上放學時段與家長進行親

師溝通，或運用社群平台、臉書粉絲專頁以及班級 line 群與家長分享幼教新知，也運用

這些新興管道與家長分享幼兒在園所的學習狀況與紀錄，藉由這些與時俱進的作法來取

得家長的信任與支持。 

關鍵詞：資深幼教師、教學信念、課程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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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保系學生在不同類型幼兒園實習之滿意度研究 

余孟儒 

環球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講師 

摘要 

幼保系學生的實習經驗對未來的任教意願影響甚鉅，相對地，教師的穩定性對幼兒成長亦

是至關重要。近年來，教育部為了落實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於民國 106 年開始向幼兒園推

動準公共與公共化機制，除了原有的公立幼兒園之外，增加了準公共與非營利幼兒園，相對於

一般私立幼兒園來說，其在教師福利及工作內容上有較嚴謹的要求，也讓幼保系學生有更多樣

的實習場域可以選擇。 

在幼保系學生的實習歷程中，大多需面臨園所中的園務、教保及人際關係等挑戰，若能在

此階段順利學習，即有機會在畢業後留任當園，或是轉往他園就職；但是，亦有學生因此遭受

挫折，打消了任教的念頭，從此不再接觸幼教相關領域。實習經驗對於幼保系學生而言，可以

說是未來發展的關鍵，基於上述之研究緣起，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一、瞭解幼保系學生在

不同類型幼兒園實習之滿意程度。二、探究幼兒園實習經驗影響實習生滿意度的因素。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台灣南部某私立科大已結束幼兒園教保實習課程的幼保系日間部學生

60 名，分別實習於公立幼兒園、準公共幼兒園、非營利幼兒園及私立幼兒園各 15 名。 

本研究採半結構式訪談法，以準備、執行及分析等三階段之流程進行。在準備階段，研究

者蒐集相關文獻與資料後，邀請 3 位曾擔任幼兒園教保實習之指導教師與 5 位幼保系畢業生做

前導性調查，作為設計訪談大綱之依據，並在研究對象同意後，請其簽署參與研究同意書，接

著進行本研究之執行階段。 

進入執行階段後，研究者與研究對象進行約 40 分鐘訪談，經研究對象同意後採全程錄音，

並在訪談結束後，將訪談過程轉為逐字稿並編號註記。最後之分析階段，研究者將逐字稿與研

究對象確認無偏差或遺漏，確保資料之真實性與完整性後，採樣版式分析法將訪談資料加以分

類並詮釋。 

研究結果發現，在實習滿意度的平均分數中，準公共幼兒園得分最高（93 分），公立及

非營利幼兒園次之（90 分），私立幼兒園得分最低（87 分）；而在留任意願的比例中，非營

利幼兒園的比例最高（100%），準公共幼兒園次之（93%），公立幼兒園為第三（80%），私

立幼兒園的比例最低（53%）；甚至在未來任教意願的比例中，公立與非營利幼兒園的比例最

高（100%），準公共幼兒園次之（93%），私立幼兒園的比例最低（85%）；此外，影響滿意

度的因素由程度高至低分別為人際關係、行政制度、專業成長空間及工作瑣碎程度。 

關鍵詞：幼兒園類型、幼保系、實習生、實習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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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兩種不同語文教學策略探討幼兒閱讀理解之研究 

楊育婷 

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一甲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兩種不同的語文教學策略——Sketch to Stretch（繪畫引導閱讀）和

Quickdraws（快速繪圖）對於 4-6 歲幼兒閱讀理解和語言表達能力的影響。透過比較分析兩種

策略在相似教學環境下的效果，提供對於幼兒閱讀教學的實證基礎，並為教育實踐提供指導。 

    在動機與目的中，探討了閱讀在知識經濟時代的重要性，以及幼兒語文能力對於語言、想像

和思考能力的發展的重要性。指出了閱讀理解對於幼兒認知發展的關鍵地位，並提出本研究的

兩項研究目的：一是調查兩種閱讀策略對幼兒閱讀理解能力的相對效益，二是探討兩種策略對

促進幼兒語言表達能力的差異。 

   研究者對兩種閱讀教學策略進行了詳細的說明:Quickdraws 強調學生的主動參與和視覺化表達，

而 Sketch to Stretch 則著眼於讓學生在閱讀後進行繪畫以加深對故事的理解。這兩種策略均受

益於心智理論和後設認知理論的支持，並且以圖像在大腦中進行兩次編碼的圖優效應為理論基

礎。在第三章中，闡述了兩種策略在相似教學場景的實際運用情況，以繪本作為教學材料，分

別實施兩種策略，並觀察比較了兩種策略對幼兒閱讀理解的影響及效果。 

    通過對兩種策略實際運用和觀察學生的繪圖成果以及互動過程的分析，我們比較和討論了兩

種策略的效果。發現 Quickdraws 強調創造性思維和自主性，適合於孩子自由表達想法，尤其

對口語表達能力較弱的幼兒有所幫助。而 Sketch to Stretch 則更結構化，有助於培養幼兒的邏

輯思維和表達能力，但幼兒對於閱讀內容理解方面結構化的指導可能需要更多的支持。 

     綜上所述，本研究為教育實踐提供了兩種有效的閱讀教學策略，同時也為未來的研究提供

了參考和啟示。 

關鍵字： 幼兒閱讀理解、表達能力、Sketch to Stretch、Quickdr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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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遊戲課程融入居家托育型態對二歲幼兒之社會行為 

蔡艾庭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在職碩專班 研究生 

摘要 

居家托育服務專業化己在政府機關近二十多年推動輔導下，托育品質受為重視，其逐增家

長對托育人員專業知能期望的提高，認為居家托育人員應予嬰幼兒階段開始引導孩子的學習方

式認識這個新世界，也就是所謂學習認知的教學。研究者為居家托育人員一職，即是照顧者、

教育者、引導者等多角色，幼兒保育工作以幼兒身心發展為基礎，須顧及幼兒階段獨特需求，

同時關注各學習階段的銜接。本研究旨在初探光影遊戲課程融入居家托育型態對二歲幼兒之社

會行為的歷程表現。研究參與者為研究者桃園地區本居家之托育幼兒，年齡皆為二足歲共三名。

居家托育型態以保育為主教學為輔，呈現以家庭情境兼具規劃幼兒園樣貎，學齡前幼兒喜愛在

遊戲中探索，需依幼兒先備知識、能力特質及與趣等，選擇生活易取得接觸的事物，來製成教

材及提供探索情境，以激發幼兒觀察思考探究動力！ 

主要之研究目的以光影遊戲課程融入居家托育型態，為提升托育幼兒建立同儕間之社會性

行為能力，提供幼兒學習社會化行為的情境，以學習幼兒社會性行為層次愈高，技巧及適應性

會較好，語言發展及解決問題的能力更佳，並運用三種不同光源及生活素材，傳達呈現不同光

影的遊戲課程，探索光是從哪裏來？光源特徵與日常生活之連結，讓幼兒學習觀察思考探索，

以激起學習慾望。本質性研究中，於室內外的光影遊戲情境進行錄影與觀察記錄，其錄影內容

轉為逐字稿進行分析，而進行遊戲課程中觀察同時輔以記錄幼兒同儕對話與互動，以多元觀點

切入資料分析，以提升本研究的可信度。 

根據研究資料與研究結果，歸結出以下結論： 

1. 察覺光與影 

運用紅、黃、藍、綠色玻璃紙製作成的圖像，幼兒在陽光下看到透過不同顏色玻璃紙所呈現出

的光影，引起幼兒同儕間互相探究光與影子的關係，好奇自己身體在陽光下的影子，在教學者

引導下玩起想像創造性肢體動作的影子遊戲。 

2. 光與影玩創意 

黑暗環境之下利用電產生的燈光進行玩皮影戲，創意玩出光與影的關係，激發幼兒創造性思維

和感知能力，過程中懂得尊重欣賞他人，也對黑暗環境不再產生恐懼害怕的情緒！ 

3. 取生活素材 

取生活素材鐵罐創作製教材成旋轉片，黑暗環境之下點蠟燭產生熱流原理讓幼兒察覺蠟燭火光

也能產生的光影不再只於慶生所用，並引導幼兒如停電時，處於黑暗環境之下，同儕鷹架作用

反應點蠟燭就有光源可見。 

關鍵字：居家托育人員、幼兒遊戲、光影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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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何圖形教學對幼兒玩具設計與創造力影響之行動研究 

林湘淯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研究所 碩士生 

摘要 

本研究旨在了解幼兒對幾何圖形的認知現況與學習活動歷程、幼兒應用幾何圖形製作玩具

之情形、幼兒將創造力應用於幾何圖形設計之情形及探究教學者在教師專業能力提升之情形。

研究對象為嘉義市某私立幼兒園 22 位中班幼兒，使用行動研究法，共執行 7 次，每次 60 分鐘。

資料蒐集含前後測、教學紀錄、幼兒作品、教學影音資料、教學省思及專家對談。本研究結果

顯示如下： 

一、幾何圖形的認知現況與學習之活動歷程 

（一）幼兒對於幾何圖形認知的先備知識 

了解幼兒對於幾何圖形認知的先備知識，並針對幼兒的能力作為教學內容的課程安排及變化。 

（二）幼兒對於幾何圖形原理認知提升 

運用戲劇、手指謠、製作玩具、教具等融入課堂中讓幼兒多元學習，從先備知識的了解到教學

實施後的成長及歷程，將其依照時間順序排序敘述，分為形狀物品分類及命名、平面圖形形體

認識、點線面、組合與分解與立體圖形認知、點線面、展開圖。 

二、幼兒應用幾何圖形製作玩具之情形 

（一）製作風箏 

            透過小組製作風箏課程、自製玩具中讓幼兒融入幾何圖形來創作，內容包括幼兒製作玩具所使

用到的形狀，且能說明該形狀的特徵。  

（二）自製玩具 

幼兒應用課程中所提到的平面與立體圖形，以組為單位製作出一款玩具。 

三、幼兒將創造力應用於幾何圖形設計之情形 

（一）透過教學，讓幼兒學習到幾何圖形的觀念，課程中也融入了玩具製作，不論在課程或製

作玩具，皆能看出幼兒發揮創造力，經由學習，幼兒在創造力面向也有所提升。 

四、教學者在教師專業能力提升之情形 

（一）教學內容：前測發現幼兒先備知識不足之處，將作為往後教學的根據，每次教學後，自

我省思及檢討課程中有哪些缺失或遺漏，並回顧影片檢視教學中是否有因說詞不明確使幼兒無

法理解，或因課程過於無趣、困難導致幼兒參與度低，因此研究者會在教學前後與專家進行討

論及修改。 

（二）時間掌控：教學時，應注意當下時間，若時間不足，需適時調整內容。討論課程時也要

注意給予每個時段足夠時間，避免因時間不足壓縮其他環節，導致幼兒失去專注力與興趣，而

造成教學效果不佳，若無法完成核心活動，也不要為了流程而本末倒置刪掉此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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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策略：研究者掌控時間能力不佳，導致教學進度落後，使原先規劃活動未能進行，

因此教學者討論解決方式及使用改善策略，讓整體活動進行得更加有效率。 

關鍵詞：幾何圖形、創造力、自製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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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將棋對幼兒空間位置能力發展之研究 

黃琪雯、蘇家君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摘要  

棋類遊戲在全球廣受歡迎，既是娛樂也是益智活動。結合理論與實務經驗，棋類遊戲被證

明是促進幼兒數學概念、空間認知和邏輯推理的強大工具。有別於過往研究多以圍棋、象棋等

主流棋類遊戲為研究主題，本研究以日本將棋延伸發展出的「動物將棋」為主要工具，其相對

簡單的規則和動物圖像讓幼兒更容易上手，期望瞭解不同文化間遊戲對兒童發展的影響，且幫

助教育工作者設計更具多元文化特色的教學活動，豐富幼兒的學習體驗。 

本研究旨在瞭解幼兒接觸動物將棋後，空間位置能力提升的歷程與情形。研究對象為 5 至

6 歲大班幼兒，共 23 名。依研究者自行編製的「幼兒空間方向評量工具」實施前測分為實驗

組和對照組，實驗組參與研究者所設計的動物將棋課程，為期四週共八節課。研究者透過前後

測結果及自身觀察紀錄發現，後測結果顯示實驗組幼兒在空間位置能力方面的表現顯著優於對

照組。研究者分析幼兒在走棋策略上，初期傾向進攻，會積極吃對方的棋，後期才會更具策略

性的放棋。而幼兒對於獲勝條件的理解也發生轉變，最初幼兒認為只有吃掉對方獅子棋才能獲

勝，後來少數幼兒意識到佔領地亦可帶來勝利。 

 綜上所述，動物將棋課程有效促進幼兒空間位置能力的發展，幼兒在遊戲規則的理解

和戰略運用方面，逐漸從單純的進攻轉向更具策略性的放棋方式，除此之外，課程還成功培養

了孩子們下棋的禮儀和公平裁判的觀念，培養了良好的競爭素養，也強調了遊戲在幼兒教育中

的潛力。 

關鍵字：數概念、將棋、桌遊、競爭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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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偏鄉公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辦理延長照顧服務 

現況與困境分析研究 

呂學柔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暨研究所在職碩專班 

摘  要 

      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幼兒園辦理延長照顧服務作業要點》，明確指

出其目的為協助公立幼兒園提供延長照顧服務，支持家庭育兒，使幼兒能在健康安全的環

境下成長。在現今社會影響下雙薪家庭比例日趨漸高，父母因受限於工作致無法照顧幼兒

或雙方協調僅部分有限時間可照顧而造成不便。臺南市政府為減輕家長的育兒負擔，於

112 年 7 月起開辦延長照顧服務，家長有意願托育即開班並可延長托育至下午六時。 

        然而，臺南市各公立幼兒園辦理延長照顧服務皆開辦情形下，其托育服務之品質與成

效對於臺南市偏鄉教保服務人員在執行上是否真的符應家長們的需求，仍是一個值得探究

的議題。據此，本研究旨在探討臺南市偏鄉公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辦理延長照顧服務現

況與困境分析研究，並提出具體之建議，以供未來辦理延長照顧服務及相關政策規劃之參

考。 

        依據前述，本研究目的主要有三：一、描述臺南市偏鄉公立幼兒園實施延長照顧服務

之現況。二、探討臺南市偏鄉公立幼兒園實施延長照顧服務之內涵。三、分析臺南市偏鄉

公立幼兒園實施延長照顧服務之教保服務人員所遇到的困境及如何因應。為達成前述研究

目的，本研究採質性研究，研究對象為任職於臺南市偏鄉公立幼兒園之教保服務人員。透

過實際訪談將其所述內容進行分析。參與研究之教保服務人員為教師三人、教保員二人，

其幼兒園人員配置皆為一位教師及一位增置教保員。 

        根據研究資料分析顯示之結果，歸結出以下: 

1. 偏鄉公立幼兒園實施延長照顧服務實施情況與參與現況，依教保服務人員提供該園調

查回條及研究資料統整顯示，偏鄉幼兒園皆有辦理延長照顧服務，其參與度低之原因

為大多家長對於幼兒托育意願多數因「家中有長輩可代為照顧」、「配合國小兄姊放

學時間」而選擇不參與。 

2. 延長照顧服務之托育內容，依規定須符合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提供給幼兒的活

動大多為大肌肉活動、創意手作為主，但因非全園學生皆參與，故會安排與課程較無

相關的活動。 

3. 教保服務人員辦理延長照顧服務所遇困境為任職偏鄉學校之教保服務人員因人力少而

致行政及教學重擔、工時長等因素，加之其個人家庭照顧等現實條件因素影響，教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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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人員面臨角色間的兩難，若因故無法提供托育服務，偏鄉代課人力難尋，目前因

應策略僅能在有限人力下與班級偕同老師相互配合，相互在各自角色中尋找平衡。 

關鍵字：延長照顧服務、臺南市偏鄉公立幼兒園、托育政策、角色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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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實習教師人格特質與職場復原力之相關研究                            

黃思瑜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研究生 

廖俊彥 

國立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幼兒保育科教師 

摘要 

  近年幼教環境艱困，例如：正式教師缺額少造成代理教師觸目皆是，以及教育政策不斷更

迭使得教學現場動盪等。而實習是踏入教職前的試水溫，實習教師除需適應幼教環境的變動外，

還須面對自身教與學的角色衝突，在此內憂外患下他們仍願踏進教育領域，除了滿腔的教學熱

忱，復原力亦是關鍵因素，因為擁有越高的復原力便能更好地在此逆境中適應。 

  Connor&Davidson（2013）認為復原力是調適混亂情境的特質，而個人特質是影響復原力

的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將對實習教師之人格特質與職場復原力做初步探討，期望探得幼兒園

實習教師人格特質與職場復原力之現況，並了解不同背景之幼兒園實習教師在人格特質與職場

復原力的差異性，更進一步探究幼兒園實習教師人格特質與職場復原力之關係，及幼兒園實習

教師的人格特質對職場復原力之預測情形。綜上所述，研究目的為：一、探討幼兒園實習教師

人格特質及職場復原力之現況；二、探討不同背景之幼兒園實習教師人格特質及職場復原力是

否有差異；三、探討幼兒園實習教師人格特質與職場復原力之間是否有顯著相關性且具預測力。 

  本研究採取普查之問卷調查法，以 49 名某國立大學幼兒園師資類科已完成實習之實習教

師為研究對象，回收問卷計有 40 份，問卷回收率為 81.63%，無效問卷為 0 份，有效問卷為 40

份，有效回收率為 100.0%。研究工具為自編的「幼兒園實習教師人格特質與職場復原力問

卷」。運用敘述性統計、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獨立樣本 t 檢定、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及簡單線

性迴歸分析進行統計分析，研究結果如下： 

1. 幼兒園實習教師人格特質現況屬於中高程度，其中以親和性層面最高，外向性層面最低，

與楊淑雅（2013）與廖婉婷（2017）有類似發現。 

2. 幼兒園實習教師職場復原力現況皆屬於中高程度，其中以社會支持層面最高，適應變化層

面最低。 

3. 年齡、園所規模、實習園所區域、實習班別、園所類別對人格特質與職場復原力皆沒有顯

著差異。 

4. 各變項之間大致兩兩呈現顯著相關（p<.01），與黃詳筑（2020）及楊嘉惠（2019）有類似

發現，且相關係數介於.445~.612 之間，僅人格特質之神經質層面未達顯著相關。 

5. 人格特質對職場復原力大致具有預測力，與黃詳筑（2020）、楊嘉惠（2019）及廖婉婷

（2017）有類似發現，且其預測力為 34.2%，其中以經驗開放性層面之預測力最高，而神

經質層面因未達顯著，故其對職場復原力不具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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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幼兒園實習教師、人格特質、職場復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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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畫書裝訂及版面設計對幼兒閱讀能力之影響 

呂學柔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暨研究所在職碩專班 

摘  要 

       近年來，隨著電子產品普及化，幼兒對於實體書的閱讀和機會相對減少。然而，這是否意

味著圖畫書已逐漸失去對幼兒能力提升的功能，還是因為書中設計不吸引幼兒導致幼兒興致缺

缺。本研究旨在探討圖畫書裝訂及版面設計對幼兒閱讀能力之影響。通過文獻分析和實證研究，

筆者深入分析圖畫書不同裝訂和版面設計對於幼兒閱讀理解、語言發展能力的可能影響。 

        為了解圖畫書對幼兒閱讀之影響，本研究以臺南市某國小附幼大班 2 位、中班 3 位、小班

1 位，共六位幼兒為研究對象。採觀察討論及紀錄等方法，詳細分析六位幼兒對不同裝訂和版

面設計圖畫書的反應及感受。筆者認為，透過精心設計的圖畫書是能吸引幼兒的注意力，進而

增加幼兒感官體驗及與角色產生互動，並促使幼兒更積極參與課程或是享受整個閱讀過程。圖

畫書作者為書中角色所繪製的內容及版面編排，能夠一步步地引導幼兒走進故事情節，激發其

想像力和創造力。 

        綜上所述，為能提升幼兒閱讀教育及引導，本研究主要目的之一是探究幼兒對不同圖畫書

裝訂和版面設計的閱讀反應；目的之二是分析不同裝訂和版面設計對幼兒閱讀理解過程之影響；

目的之三是深入觀察不同年齡層幼兒對圖畫書裝訂及版面設計的反應並分析閱讀行為和偏好的

形成過程。 

       根據研究資料與結果，研究者發現： 

一、裝訂方式對幼兒閱讀觀感具有影響力，幼兒表達分享在閱讀過程中發現「騎馬釘」、「無

線膠裝」、「平釘」、「穿線膠裝」、「史密斯裝釘」等五種裝訂方式，因不同裝訂方式

會間接造成畫面呈現上的損失，對於故事流暢性也會因此受到影響。 

二、版面設計具有引導作用，圖畫書的內容、精采片段及繪者需強調的內容可能以「單、雙

頁」、「跨頁」、「大小」、「顏色」呈現。藉由框架設計，透露著作者想要強調的部分，

增加故事張力，這些巧思對於讀者在閱讀繪本具有相當程度的引導作用。 

三、不同年齡幼兒的閱讀理解及偏好之形成，版面設計能夠促進幼兒的閱讀興趣、閱讀理解能

力和語言發展，對幼兒閱讀能力的提升具有正面的影響。從研究紀錄中發現大班幼兒偏好

較為複雜之設計並喜於於挑戰及尋找故事線索；中班幼兒對於圖畫書背景顏色的呈現也可

以明確表達出自己對於故事角色的理解；小班幼兒則偏好單一元素，若書中一次呈現多種

元素，小班幼兒較無法獨自尋找故事中主軸。 

        圖畫書的裝訂方式及框架設計不僅在幼兒閱讀理解及興趣有相當重要的啟發，同時也有助

於提高圖畫書的設計質量，同時推動幼兒閱讀能力全面提升。 

關鍵詞：幼兒閱讀、圖畫書裝訂、圖畫書設計、幼兒閱讀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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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不同的閱讀策略─「圖形組織」與「草圖延伸」 

對幼兒文本理解之影響 

陳錦繡 

國立嘉義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摘要 

在當今教育趨勢中，不管是「幼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108 課綱」、「STREAM 教育」

中，都有提到「閱讀」的重要性，而「閱讀」不難，但理解卻有困難，孩子能在「閱讀」過程

中，「理解」多少，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根據 Bruner（1966）提出知識學習三個表徵階段，即動作（enactive）、影像（iconic）、 

符號（symbolic），在幼兒園時期正處於「影像」階段，且幼兒會被其表達技巧所限制，同時

表達技巧的使用被自己的經驗所引導(Eisner，1994)。因此研究者選擇「圖形組織(Graphic 

Organizers)」和「草圖延伸(Sketch to Stretch)」兩種閱讀策略，兩種閱讀策略皆有「抽象意念

具象化」的特性，可在閱讀材料後進行對於文本的情節、重要概念、理解意象等進行圖像的繪

製，能提供讀者與聽者一個很具體化的表徵系統，提供幼兒另一種表徵型態的選擇。 

本研究旨在探討運用不同閱讀策略對幼兒文本理解之影響，研究對象為研究者所在之教學

現場中負責的班級及課後照顧班的幼兒，比較使用兩種策略與單一策略，幼兒對於文本理解的

情況。基於上述，本研究目的如下： 

1. 探究幼兒運用「圖形組織」和「草圖延伸」兩種閱讀策略來表達所閱讀的內容之情形 

2. 使用不同閱讀策略下幼兒文本理解之影響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法，採取同一繪本「小種籽」(艾瑞·卡爾，2009)，先以「圖形組織」策

略進行師生共讀，團體共同完成一張「小種籽成長循環圖」；再進行聆聽故事後進行 10 分鐘

「草圖延伸」策略的個人繪製。過程中共有 4 位是經歷兩種策略；5 位僅進行「草圖延伸」策

略，透過圖畫、訪談紀錄、教學照片資料蒐集分析後，得到以下研究結果： 

1. 經歷兩種策略，較有先後情節，且情節的繪製較為完整；僅進行草圖延伸，多為單一

情節的繪製，分享時僅會敘述此情節發生的故事。 

2. 繪本閱讀後有更系統的後續教學策略，讓整個繪本閱讀的層次能更進一步，而不同的

策略可以提供孩子用不同角度去理解文本，多面向、多元表徵、多角度的切入點，提

供不同需求的孩子理解文本的機會。 

經過本次研究後，孩子對於文本的認識和故事情節等有很深刻的記憶，當老師閱讀其他繪

本時有著類似情節時，研究使用的繪本會再次被孩子提起。而多使用不同表徵方式讓孩子去表

達想法、組織概念，孩子更能深度去理解文本的內容，增加孩子對於文本結構的經驗，成為未

來語文創作的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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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圖畫書、繪本、閱讀理解、多元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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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到五歲幼兒對立體空間類比推理能力發展 

易俊廷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暨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摘要 

  幼兒立體空間類比推理能力的發展，會直接地影響幼兒在生活當中的行為與理解能力，

比如理解上下、前後、左右或內外等概念。甚至立體空間的類比推理能力也會影響幼兒在學習

上的仿做表現，例如美勞創作、組合建構或積木堆疊。因此本研究將對於四到五歲幼兒的立體

空間類比推理能力進行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四到五歲幼兒對立體空間的類比推理能力，因此研究目的有二：一、欲瞭

解四到五歲幼兒是否已經具有基礎的立體空間類比推理能力；二、從中探討幼兒是否會因為物

體的大小與顏色不同而影響立體空間類比推理的表現。 

  本研究對象為嘉義市東東國小附設幼兒園小玉班（化名）5 名滿四歲不足五歲的幼兒，5

名滿五歲不足六歲的幼兒，共 10 名。 

  研究工具使用傳統式類比推理測驗工具，運用單一關係轉換，以大小和顏色兩種概念進行

變項操弄，以立體幾何物品作為材料，材料為研究者自製紙製模型。施測題型分為兩個組別

（大小轉換組、顏色轉換組），各組題型各五題，總共十題。計分方式為答對得 1 分，答錯得

0 分。本研究將幼兒空間類比推理能力的表現區分為「精熟」、「基礎理解」與「尚未習得」。 

  本研究結果有二： 

1. 四歲和五歲的幼兒已具有「基礎」的立體空間類比推理能力。 

本研究發現，四歲和五歲幼兒在「大小轉換組」與「顏色轉換組」皆有過半甚至全數的幼兒達

到「基礎理解」的表現，因此推論四歲和五歲幼兒皆具有「基礎」的立體空間類比推理能力。 

2. 幼兒在不同組別的答題表現有顯著差異，且發現幼兒在「大小轉換」方面的立體空間類推能

力較佳。 

幼兒在「大小轉換組」的整體平均分數高於「顏色轉換組」的整體平均分數，且組別間的結果

達顯著差異，由此可知，幼兒對於「大小轉換」的覺察是顯著優於對「顏色轉換」的覺察。 

而四歲幼兒在「大小轉換組」的答對題數平均為 3.6 題，高於「顏色轉換組」的答對題數

平均 2.8 題；而五歲幼兒在「大小轉換組」的答對題數平均為 4.4 題，也高於「顏色轉換組」

的答對題數平均 3.6 題。在兩個年齡當中「大小轉換組」的答對題數均高於「顏色轉換組」，

因此可以推論四到五歲幼兒在立體空間類比推理能力對「大小」的覺察優於對「顏色」的覺察。 

關鍵詞：立體空間、類比推理、空間理解、作品仿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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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親家庭幼兒的心理發展與人際關係之研究 

何雨楺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摘  要 

近幾年，社會結構開始轉變，現代人對於自我意識的提升，與對家庭的看法逐漸不同，導

致家庭結構的改變，社會上離異的家庭逐漸增多，而主要照顧者也因此轉為父親或是母親其中

一方。在教養孩子的過程中，父母所扮演的角色，也會影響到幼兒在社交上對於男性與女性相

處互動上的不同。 

本研究在探討單親家庭對幼兒的心理發展與人際關係之影響，以嘉義縣某私立幼兒園 4-5

歲的 5 名幼兒及其家長作為研究對象，以質性研究作為研究方法，透過觀察幼兒與家人的互動，

以及幼兒與同儕的相處，進行半年的觀察紀錄、資料蒐集與家長訪談，將資料進行整理與分析，

並加以編碼。以下為研究結果：  

1. 心理發展  

(1) 根據研究觀察與分析發現，單親家庭的幼兒因為雙親之中少了其中一方所給予的關愛

與照顧，因此相較家庭完整的幼兒較無安全感，在情緒與表達上也相對容易呈現不穩

定的狀態。 

(2) 根據研究觀察與分析發現，單親家庭的幼兒相較於非單親家庭的幼兒，對於主要照顧

者的依賴性較多，關係與互動上也更為親密。 

2.  人際關係 

(1) 根據研究觀察與分析發現，單親家庭幼兒相較於非單親家庭的幼兒，在同儕互動上較

傾向和主要照顧者同性別的對象進行互動，而較缺乏與另外一個性別的同儕進行互動。 

(2) 根據研究觀察與分析發現，單親家庭的幼兒氣質較為敏感，比較容易受到同儕互動之

間的影響，也在觀察中發現單親家庭的幼兒在社交行為上，比較容易出現尋求認同的

社交策略。 

根據研究結果，研究者有以下兩點研究發現：一、幼兒所互動的家庭成員與同儕，對於發

展階段中的幼兒有許多不同層面的影響，對於單親家庭的幼兒，建議能夠透過日常的同儕互動

或教師引導，讓幼兒能夠有更多機會學習與不同性別的對象互動，除了建立良好的互動模式之

外，也能增加幼兒本身的安全感；二、在教學上，教師可透過課程建立幼兒身體界線與性別概

念，同時也與主要照顧者進行親職教養觀念的宣導，透過親師合作，教導幼兒的適當的互動方

式，也能提供幼兒的均衡發展與良好人際關係。 

關鍵字：心理發展、人際關係、同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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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農教育提升健康飲食之探討 

王雅萍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研究生 

摘要 

研究者在教育現場中發現，每到開學初幼兒在午餐時間總是哭聲四起，飲食的種類也較單

一，對於食物的原型、名稱和生長過程不熟悉，飲食方面會有偏食的情形，本研究旨在探討幼

兒園實施食農教育活動課程，經由親自參與蔬菜從種植、生產、處理至烹調之完整過程，發展

出簡單的耕食技能，提升幼兒健康飲食，探究幼兒健康飲食轉變之發展歷程。研究目的如下： 

1. 帶領幼兒透過食農教育認識蔬菜種植的過程。 

2. 透過食農教育提升幼兒珍惜食物的觀念。 

3. 食農教育後建立幼兒良好飲食習慣。 

本研究對象選取研究者所教授之班級，5-6 歲學齡前幼兒共十位參與本研究，本研究採質

性研究法，研究者規劃主題課程，透過教學行動策略的發展與實踐，經由現場教學觀察紀錄、

錄影、錄音、教學省思、學習單，了解教學現場中的歷程，並蒐集相關資料分析及多方資料比

對。 

研究發現幼兒對親手種植有興趣，在種植的過程中，幼兒們從整地、鬆土、挖土、種植、

澆水……等過程中學習照顧植物，小種籽慢慢長大變成蔬菜直到採收，也在課程的規劃下幼兒

們的種植體驗從菜園延伸到餐桌，經由課程的實施後，本研究結果如下： 

1. 認識種植蔬菜的樂趣：透過農耕的勞動經驗引起幼兒對蔬菜的興趣，幼兒與老師享受種植

的樂趣，從小種籽開始栽種，小種籽一天一天慢慢的發芽，每天幫蔬菜們澆水直到長大成

蔬菜，接著親自採收感受收成的喜悅。 

2. 提升珍惜食物的觀念：體驗學習課程幼兒從親手種植、照顧、採收到烹煮，看見種籽變成

可以吃的菜，也體會了種植的辛勞，學會了感恩，對於蔬菜的接受度提高，在飲食方面更

願意嘗試並促進健康飲食習慣的養成。 

3. 培養良好的飲食習慣：進行食農教育後，幼兒認識了蔬菜的生長和烹煮的樂趣，對於沒吃

過的食物會變得願意嘗試，在校能夠自行將青菜吃完變得愛吃青菜，也會與人分享吃青菜

的好處；家長反饋在家也會開始吃青菜，對於食物的接受提高，偏食情形有改善也能有良

好的飲食習慣。 

關鍵詞：營養均衡、珍惜食物、食農教育、健康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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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鷹架策略提升混齡班幼兒語文表徵之研究 

趙俊珮 

國立嘉義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摘要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中指出溝通媒介重要性，包括肢體、口語、圖像符號或文字等

(教育部 2017），溝通媒介對於表達想法、感受及需求，同時促進幼兒與環境互動學習扮演關

鍵角色。然而，家庭生活背景差異、口語發展速率不同、有無接受學前教育經驗及 3C 育兒方

式，造成幼兒語言刺激不足、語文表徵能力不夠無法表達真實想法，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運

用鷹架策略提升混齡班幼兒語文表徵之研究。 

本研究場域、對象為研究者所屬班級 19 位幼兒，分別為大班 7 人、中班 7 人及小班 5 人，

經研究者依學齡前兒童發展檢核表篩檢結果發現，小班幼兒語彙量不足傾向使用疊字表達需求，

中班幼兒無法依問題內容而有一問一答持續性對話，大班語言表達能力弱，無法流暢表達自身

想法感受。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透過實施、評估和改進循環策略，以三種教學策略介入混齡

班幼兒語文學習活動，進而提升幼兒口語、表徵及識字理解能力。本研究進行四個月以教學策

略介入、觀察記錄、教學省思、幼兒創作文本、照片及錄音錄影等方式蒐集、分析與歸納統整

研究結果如下： 

一、材料鷹架策略，提升幼兒語文圖像表徵、文字詞彙辨識及理解能力 

    繪本教學介入提升幼兒聽、說、讀、寫的語文能力，教室營造語文學習氛圍幼兒變的主動參

與語文圖像創作、繪本朗讀和工作計畫日記等語文活動。研究者參照前、後觀察記錄中，發現

圖像紀錄時大班會添加文字及中、小班會添加符號，因幼兒產生對文字的興趣，進而提升文字

辨識、詞彙量增加及詞彙理解，讓幼兒可自行閱讀繪本。 

二、教師鷹架策略，提升幼兒敘事能力，促進彼此溝通交流 

    教師根據幼兒年齡、能力發展及語文表達情況調整鷹架策略，口語提示在年齡大或口語能力

佳幼兒採語言低示範引導，年齡小或口語能力弱幼兒採語言高示範引導。研究發現幼兒敘事能

力提升能清楚說明事件前因後果，在對話能力和問答技巧部分幼兒適當語速和流度進行一來一

往對話，表達自己的想法還能夠理解並回應對方。 

三、同儕鷹架策略，提升幼兒口語溝通技巧及社交領導能力 

    透過幼兒年齡和能力分組教學，以及大班帶中、小班方式，有效增進幼兒口語溝通及社語言

能力，大班可以幫助中、小班增進語彙量、口語溝通技巧過程中，同時提升自己領導語言表達

能力。研究發現幼兒面臨解決衝突時，能因應不同溝通場景有效表達自己想法感受且理解他人

意圖。 

關鍵詞：鷹架策略、混齡班、語文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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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還是朋友？」 

初任托育人員建立職場友誼歷程之研究 

林傳婕 

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研究所 研究生 

摘要 

本研究欲探討初任托育人員建立職場友誼之歷程與感受。相較於其他產業，學前教育現場多是

兩人（含）以上的教保服務人員或托育人員搭配，透過協同教學來經營一個班級，因此人際關

係的建立十分重要。托嬰中心收托零至二歲嬰幼兒，師生間更傾向給幼兒如同家人般的依附感，

也因為此角色定位，老師之間的關係緊密，其中對於初來乍到的初任托育人員，如何在同事間

建立關係，便是本研究想關注的重點。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法，研究對象為三名年齡 24 歲、

年資介於一至兩年之托育人員，透過半結構式訪談的方式蒐集資料，每位受訪者皆進行一次訪

談，訪談時間各約為一小時三十分鐘。研究發現：初任托育人員在剛進入職場時，會焦慮於陌

生環境的適應及自身能力的不足，同事正向的接納會減緩初任托育人員的壓力，並幫助其適應

環境，尤其初任托育人員會與搭班老師的關係較為緊密。在建立職場友誼的過程中，可以透過

語言的交流（交談、挫折的抒發）以及非語言的互動（分享慾、互相尊重）來增加彼此的熟悉

度，在過程中，初任托育人員可以感受自己逐漸融入團體，有交到新朋友的成就感、及信任同

事的依靠感。經過長時間的相處，彼此更加認識後，同事之間產生了像朋友般的相處模式，這

些相處模式帶給了初任托育人員歸屬感、支持感、信任感及減輕壓力等正向影響；同時也讓初

任托育人員有愧疚感、罪惡感、擔心被背叛、同事間不和睦的困擾以及不舒服的社交距離等負

面感受。本研究可供機構主管參考，以協助初任托育人員更順利地融入工作團隊，同時也提供

了初任托育人員職業生涯發展的相關建議。 

關鍵詞：職場友誼、托育人員、友誼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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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橋梁書於幼兒園閱讀活動之初探 

陳佳儀 

嘉義縣竹崎鄉學英幼兒園教師 

何祥如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 

摘要 

橋梁書（early chapter books/bridging books）的內容主要以文字呈現，圖畫扮演輔助的角色，

可用來協助兒童從繪本過渡到以文字為主的文本。而文獻回顧後發現，有關橋梁書的文獻或為

聚焦於橋梁書本身之介紹或研究（如陳玉金，2007，2010；游珮芸，2023），或為將橋梁書運

用於國小學童的研究（如陳郁方，2020：黃冠雅，2018；戴芳煒、蔡敏玲，2013），較少有關

運用橋梁書於幼兒園之文獻。因此，本文乃以幼教師運用橋梁書之經驗與策略為主題進行初步

探究，期能作為幼兒園教學實務參考。 

本研究的參與者為玫老師（化名）及其班上的 15位大班幼兒（10 位女生，5 位男生）。

玫老師的橋梁書閱讀活動每週進行一次，首先帶領幼兒在不看插圖的情形下朗讀當週段落的文

字，而後與幼兒討論主旨與內容，每次活動約 20分鐘。研究資料為玫老師於 112 年 4 月至 7

月共計 11 週實施垂石真子之作品《好熱、好熱、好熱啊》的閱讀活動時的相關資料，包括活

動觀察紀錄、教師討論紀錄、學習單及幼兒作品。研究資料經反覆閱讀後摘錄多次出現的意義

單元，進而歸納出分類主題。 

主要的發現如下： 

一、玫老師選擇運用橋梁書的動機在於希望能鼓勵幼兒挑選不同層次的書籍來閱讀。從平日觀察發

現幼兒在讀繪本時會習慣性地只看圖而忽略文字，為了改變這種情形，文為主圖為輔的橋梁書

成為玫老師的選擇。 

二、玫老師運用多種策略來提升幼兒對橋梁書內容的理解，包括：(1)將橋梁書全書內容依據情節加

以適當分段，每週只讀約 60 至 150 字的小段落，避免段落過短而缺少情節推進，也避免段落

過長讓幼兒無法專注。(2)為了避免幼兒因能力限制而不願閱讀文字，玫老師採老師領讀、幼兒

跟讀的方式，全班共同朗讀當週段落。(3)玫老師參考「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簡稱為 PIRLS）4 種層次的問題來設計討論題目，協助幼

兒除了從文本中直接提取訊息之外，也有練習直接推論或整合訊息線索的機會。(4)協助幼兒練

習將所聽到讀到的文字「具象化」，將之轉化為合理的畫面表演出來或畫出來。 

三、幼兒在參與橋梁書活動的過程中，對文字所代表的內容產生興趣，逐漸願意將閱讀焦點轉向文

字，具體行為表現如：翻閱繪本時，不再只是讀圖；有的幼兒在拿到文字資料時會立刻試著讀

讀看；有些幼兒會在自由閱讀時間主動選擇閱讀橋梁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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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研究發現，本文提出以下建議：(1)橋梁書能增進幼兒閱讀圖書時對文字內容的興

趣，在大班下學期可作為銜接小學時的教學活動之一。(2)教師可適當將文字內容分段，並運用

多層次的提問及具象化的教學策略，來協助幼兒理解橋梁書的內容。 

關鍵詞：橋樑書、提問、具象化、閱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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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運用 KWL 閱讀策略與文氏圖策略進行 

防災繪本教學之歷程研究 

陳況晞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所碩士班 研究生 

摘要 

多提供訊息類文本給幼童進行閱讀有助於其閱讀理解發展，策略包括 KWL閱讀策略以及

文氏圖策略（何祥如，2010）；其中 KWL 閱讀策略的步驟為 (1) K（What do 1 know?）：閱讀

前針對即將閱讀的書籍主題詢問學生舊有知識。(2) W（What do 1 want to know?）：請學生針

對書籍的主題提出相關問題，以此設定閱讀目標。(3) L（What did 1 learn?）閱讀後，帶領學生

回顧、整理從書中習得的內容；文氏圖策略在語文領域中可用來整理、比較兩項訊息內容的異

同。 

本研究目的旨在探究：（一）在幼兒園運用 KWL閱讀策略對於理解訊息類文本內容的成

效；（二）在幼兒園實施文氏圖策略比較地震、火災防災知識的使用成效。 

研究對象以嘉義市某公立幼兒園某大班幼兒為例。研究者實際進入幼兒園實施兩次教學，

第一次先運用 KWL 閱讀策略融入《我不怕!小學生的防災和避難繪本》，與幼兒一同探討書中

有關地震來臨時的防災知識；第二次運用相同的教學方式探討有關火災的防災知識，再以文氏

圖策略整理、比較此繪本中兩災害間的異同。 

研究結果發現： 

1. KWL 閱讀策略 

(1) K：幼兒能回顧防災演練時的舊經驗順利回答出已知的地震與火災知識，如：口訣、

如何保護自己。 

(2) W：能明顯感受幼兒無法直接提出還想從書籍中習得哪些知識，因此僅經研究者引

導提出：地震和火災會在哪裡發生？哪些地方可能會有危險？災害發生前能做哪些

準備？等。 

(3) L：能在閱讀後明確回答在 W 提出的問題，並能夠結合繪本內容應用在假設情境中

(當災害發生在教室時)。 

2. 文氏圖策略 

研究者運用兩張白紙透光使幼兒觀察文氏圖重疊處，具象化抽象概念後再帶著幼

兒完成地震與火災的防災比較，發現幼兒的反饋佳，如：能清楚知道兩災害發生的場

域相同，故要記錄在重疊處；而兩災害發生時的口訣不同，故要分別記錄在相對應的

圓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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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亦發現，幼兒即使第一次接觸 KWL 閱讀策略且未理解表格用意，仍能經由引導完成

其三個步驟；教學調整後，幼兒能覺知此兩項閱讀策略的用途，而第二次的教學，猜測由於教

學在下午時段，幼兒頭腦尚未清醒，且教師人數眾多，加上研究者的提問過於抽象，導致幼兒

在團討中頻繁分心、應答出現延遲與答非所問的情形。進一步研究發現，若先以 KWL 閱讀策

略進行繪本主題的理解，將有助於幼兒閱讀後運用文氏圖策略進行統整與比較。 

綜上所述，本研究探究實務教學經驗，未來仍需更多的實證研究以廣泛推論。建議在幼兒

階段進行閱讀策略教學時，具象化閱讀策略讓幼兒理解其概念，並設計適宜的教學活動以提高

幼兒的參與及專注力，如：動靜轉換的橋段。 

關鍵詞： KWL閱讀策略、文氏圖、繪本教學、范恩圖、韋恩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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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學習環境對低收入家庭幼兒語言發展之初探－ 

以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為例 

張瑜珊、廖俊彥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研究生 

摘要 

  1989 年 Bradley 等人指出，父母在家庭中提供兒童刺激及支持的安排即為家庭學習環境

（陳美姿、周麗端，2020）家庭學習環境概念包括家庭裡支持兒童的所有面向，特別關注兒童

在語文讀寫及數學能力的發展，包括閱讀行為、參與和支持閱讀的書籍數量、在數學的情境中

遊戲的頻率及父母的態度和期望等（Niklas, 2015）。根據 Hoff（2003）研究指出，低收入家

庭幼兒的語文能力發展落後於中高收入家庭的幼兒。因此本研究關注幼兒的學習環境對於低收

入家庭幼兒的語言發展。研究目的為：一、探討低收入家庭幼兒在學習環境與語言能力發展的

現況；二、探討低收入家庭幼兒的學習環境與語言能力發展之間的相關性為何；三、探討「語

文環境與口語互動品質」在「學習刺激」與「讀寫萌發」之間是否具備中介效果。 

  本研究使用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KIT）的 36 月齡組第一波 36 月齡資料進行統計分

析，將家庭年收入進行高低分組（27%、73%），低分組為月收入新臺幣五萬元以下者，視為

低收入家庭，共計 583 筆資料，以家長問卷之「學習環境」部分的環境多樣、學習材料、學習

刺激、語文環境與口語互動品質、父母回應為自變項，以及「語文能力發展」部分的語言理解、

語言表達、讀寫萌發為依變項，以皮爾森積差相關係數分析各變項之相關性，並使用層級迴歸

分析檢驗各變項間是否具備中介效果。 

  研究結果發現：一、環境多樣、學習材料、學習刺激、語文環境與口語互動品質、父母回

應平均得分在 2.5 至 3.5 之間，介於「有時」與「很經常」之間。且語言理解、語言表達、讀

寫萌發平均得分在 2.0 至 3.1 之間，介於「部分能做」與「能夠完成」之間；二、環境多樣、

學習材料、學習刺激、語文環境與口語互動品質、父母回應、語言理解、語言表達、讀寫萌發

構面之間為顯著正相關（p<.001）由本研究可知幼兒學習環境對於低收入家庭幼兒的語言發展

有顯著的影響。同時發現環境多樣、學習材料、學習刺激、語文環境與口語互動品質、父母回

應、語言表達、讀寫萌發構面彼此具有中度相關（0.3-0.7 之間），環境多樣對於語言理解則呈

現低相關（0.3 以下）；三、語文環境與口語互動品質在「學習刺激」與「讀寫萌發」之間有

部分中介效果。本研究以迴歸分析發現語文環境與口語互動品質在「學習刺激」與「讀寫萌發」

之間，在中介變項加入前係數為 0.722，中介變項加入後係數為 0.628，數值降低後仍有顯著性，

顯示語文環境與口語互動品質對讀寫萌發與學習刺激產生部分中介效果。 

關鍵字：幼兒、學習環境、語言發展、幼兒學習發展調查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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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嘉地區技術型高中幼兒保育科學生畢業後升學 

及從事教保相關職業意願與因素之相關研究 

張瑜珊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研究生 

廖俊彥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研究生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雲嘉地區技術型高中幼兒保育科學生畢業後升學及從事教保相關職業意願

與因素之關係。研究目的為：一、探討幼兒保育科學生畢業後升學及從事教保相關職業意願與

因素之現況；二、探討不同背景是否在畢業後升學及從事教保相關職業意願與因素表現有差異；

三、不同變項之間是否有顯著相關性且具備預測力。 

  本研究採取普查之問卷調查法，以 265 名雲嘉地區技術型高中幼兒保育科二、三年級學生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在籍）為研究對象，回收問卷計有 233 份，問卷回收率為 87.92%，無效

問卷為 15 份，有效問卷為 218 份，有效回收率為 93.56%。研究工具為自編的「雲嘉地區幼保

科學生畢業後升學及從事教保相關職業意願與因素之調查問卷」。運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獨

立樣本 t 檢定、皮爾森積差分析進行統計分析與考驗，研究結果如下： 

1. 雲嘉地區技術型高中幼兒保育科學生在未來職涯發展、個人因素、家庭因素、學校因素及

社會因素現況皆屬於中等程度。 

2. 不同學校性質在個人因素「自我期望與興趣」向度、家庭因素「家長期望」、「家長關

懷」、「學業要求」向度及學校因素達顯著差異，且公立顯著高於私立。 

3. 不同學校所屬地區在家庭因素「家長關懷」向度有顯著差異，雲林縣顯著高於嘉義市。 

4. 不同學業成績在未來職涯發展、個人因素「學習動機」向度達顯著差異，且「80 分至 89

分」以及「70 至 79 分」顯著高於「59 分（含）以下」者。 

5. 不同家庭收入在未來職涯發展、個人因素「學習動機」向度、家庭因素「家長期望」及

「學業要求」向度達顯著差異。在未來職涯發展部分，「20001 至 40000 元」顯著高於

「20000 元（含）以下」者；在個人因素「學習動機」部分，「20001 至 40000 元」以及

「40001 元至 60000 元」顯著高於「20000 元（含）以下；在家庭因素「家長期望」向度部

分，「20001 至 40000 元」、「40001 元至 60000 元」以及「60001 元至 80000 元」顯著高

於「20000 元（含）以下」；家庭因素「學業要求」向度部分，「60001 元至 80000 元」顯

著高於「20000 元（含）以下」。 

6. 各變項之間皆有顯著相關性（p<.001），且相關係數介於.237~.860 之間，且變項間皆具有

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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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技術型高中、幼兒保育科、畢業後升學、從事教保相關職業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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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初任教保服務人員工作現狀與因應策略 

及影響留任意願之因素 

劉皇官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在職碩專班 研究生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初任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工作現狀。 研究目的為瞭解初任教保服務人員

工作現狀，讓管理者更能達到了解初任教保服務人員內心工作的滿意度、機構環境上的要求、

生活滿意度上的配合，以便日後能提高該機構的留職率，降低離職率，留職率高，對機構的共

識度提高建造出讓教保服務人員有信心、家長安心、幼兒歡心的舒適空間 。  

研究對象為三位初任教保服務人員，其分別任教於公立國小附設幼兒園和準公共化幼兒園。

本研究方法採質性研究，以焦點式訪談做為主要的資料蒐集方式，並蒐集相關文件作為研究輔

助。本研究的資料分析方式為：將訪談過程以逐字稿方式整理後，再依逐字稿內容將資料整理。 

透過訪談資料分析後，研究者針對研究目的的向度歸納出以下發現，（一）工作場域:與

主管互動溝通希望盡可能的達到工作上的需求，與同事間希望資深人員可以給與同理心委婉陳

述工作問題，多給予讚美增加有好的職場工作氣氛。（二） 親師溝通:本研究將受訪者任教時

所面臨的親師溝通挑戰統整：被家長質疑年資太淺、親師教養觀念的衝突及親師在溝通過程中

產生誤解三種挑戰，而因應策略其中以合作與妥協為居多，其次為逃避，順應與競爭為最少。

（三）家庭生活:園所假日活動多，家庭活動日減少，造成家人多有抱怨，改善方式多與家人

溝通工作理念，以獲得家長的認同和支持。（四）未來期許:希望未來管理者定期開會傾聽受

訪者工作需求，列出清單再討論優先順序，讓管理者與受訪者皆有了目標之後會更積極參與改

進工作。 

最後，根據研究發現，研究者分別就初任教保服務人員影響工作現狀之因素提出相關建議

供未來後續研究。 

以提供未來新開業幼兒園及托嬰中心之管理者相關建議 

關鍵詞：初任教保服務人員、留職意願、工作滿意度、幼兒園管理者工作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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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齡前幼兒幾何圖形辨識與數量保留概念的相關 

蕭晴、江亭葦、吳韻如、賴孟龍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摘 要 

幼兒在學齡前階段的認知發展速度飛快，多項認知能力（例如：幾何辨識與數量保留概念）

在幼兒園階段皆被發現幼兒具有理解的潛力。學齡前幼兒除了能精確辨識典型的幾何圖形（賴

孟龍，2022），也能準確判斷基礎的數量保留概念（郭斯菁，2023）。在此階段，幼兒能在不

同的認知領域（幾何、數量）同步展現出理解的潛力，可能意謂著不同的認知領域之間存有相

關性，抑或是有其初始認知能力正在萌發而牽動其他認知能力的同步發展。然而，過去研究僅

依據不同的認知領域獨立研究，並未進行跨領域的認知發展研究，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

討學齡前幼兒在不同認知領域（幾何圖形辨識、數量保留概念）之間的相關性。 

研究對象來自嘉義縣某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 20 位四歲至五歲的幼兒，分別為四歲 10 位

（平均年齡為四歲六個月）及五歲 10 位（平均年齡為五歲一個月），男女各半，且皆來自於

中社經地位家庭。本研究使用的工具有兩項，兩項測驗皆採用一對一的方式進行施測。第一項

改編自賴孟龍（2022）的「幾何圖形辨識圖片」，研究方法是將正方形、長方形與三角形圖片

設計為典型圖形、非典型圖形與開放型圖形；圓形圖片設計為典型圓形和開放型圓形；第二項

改編自 Siegler（1995）的「數量保留概念」，研究方法是使用基礎版的（無衝突題型），題型

包含均等問題（兩排一樣長且一樣多）、長度問題（長的那排數量比較多）、密度問題（密集

的那排數量較多）和進階版的（衝突題型），題型包含均等衝突問題（兩排長度不一樣，但是

數量一樣多）、長度衝突問題（一排比較長，一排比較密集，長的那排數量比較多）、密度衝

突問題（一排比較長，一排比較密集，密集的那排數量比較多）。 

研究發現如下：（一）四歲及五歲幼兒的幾何圖形辨識及數量保留概念發展呈現中度正相

關，具體而言，幾何圖形辨識與基礎保留概念的相關，由高至低依序為正方形（r=.59）、三

角形（r= .58）、圓形（r= .56）、長方形（r= .55）；幾何圖形辨識與進階數量保留概念的相

關，由高至低依序為三角形（r= .48）、長方形（r= .46）、圓形（r=.45）、正方形（r= .42）。

（二）幾何圖形辨識與基礎數量保留概念的相關大於幾何圖形辨識與進階數量保留概念。 

關鍵詞：幾何圖形辨識、數量保留概念、學齡前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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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歌謠融入幼兒園教學活動 

及其對幼兒客家文化覺察之影響 

張欣虹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研究所 

摘要 

因近年在地課程興起，客家文化同時也被重視，故本研究旨在探討客家歌謠融入幼兒園教

學活動及其對幼兒客家文化覺察之影響。本研究之參與對象為苗栗地區客語沉浸伙伴學校之幼

兒園幼兒。資料收集方式以質性研究的田野調查和深度訪談，了解客家歌謠融入幼兒園教學活

動之具體作法，並從課室觀察中，了解客家歌謠教學活動對幼兒客家文化覺察之影響。 

本研究目的如下：一、探討客家歌謠策略融入客家文化教學之作法；二、分析客家歌謠策

略融入客家文化教學對幼兒客家文化察覺之影響。 

研究方法:採質性研究，以個別訪談且立意取樣進行探究，研究對象自苗栗縣國民小學附

設幼兒園母群中選取 5 位教保員、幼教師，及園主任訪談，及教室 12 名幼兒進行前後測，研

究者透過自編半結構之訪談大綱進行訪談，且將所得資料進行編碼分析。  

研究結果為：一、教師在客語歌謠教學裡會利用律動或動作搭配教學；二、不同教師選擇

的客語歌謠去教學的偏好不同，歲數較年長的教師偏好運用二胡教導傳統歌謠，年輕教師多使

用團討和幼兒起創作屬於自己的客語歌謠；三、不同教師在客語歌謠教學的方式也不同，年輕

教師會利用戲劇遊戲進行教學，歲數年長教師則主導性較強，傾向以白板直接教學講課；四、

在客語歌謠教學後，以圖卡做前後側，會發現幼兒對客語歌謠的內容字詞裡解有提升；五、客

語歌謠對幼兒的客家文化覺察在學習區可以看出影響，幼兒會在學習區哼唱客語歌謠。 

關鍵字：幼兒園、客家語歌謠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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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繪本教學提升兩歲融合班語言遲緩幼兒 

口語表達能力之研究 

趙俊珮 

國立嘉義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摘要 

臺灣於 2023 年發展遲緩接受早療服務的通報個案，以 2 歲未滿 3 歲的個案數為最多約

27.5%，研究者在教保服務的現場發現越來越多兩歲的幼兒，雖聽得懂成人說話但卻有語言落

後的情形。有鑑於早期語言治療和教育支持非常的重要，通過適當干預措施可以幫助語言遲緩

幼兒克服語言困難、促進語言發展提升口語表達能力。所以本研究旨在探討運用繪本教學提升

兩歲融合班語言遲緩幼兒口語表達能力。 

本研究使用場域為研究者所屬的班級，研究對象是一位兩歲幼幼班幼兒(化名小咚)，經鑑

定安置後於兩歲幼幼班中且實施融合教育。自 2023 年 9 月先行觀察小咚語言表達之情況，研

究者初步觀察結果發現小咚無法說出物品詞彙、無法使用簡單句敘述自己需求、時常發出咿咿

呀呀聲音且無法聽懂他所說的話，但在觀察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小咚常常會自己翻閱繪本，因

此研究者使用小咚經常接觸的繪本，依照小咚的能力擬定提升語言詞彙量及簡單句表達能力繪

本教學策略。並於 2023 年 10 月至 2024 年 2 月進行為期 16 週的教學課程執行。本研究採個案

研究法，其研究過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醞釀期包含觀察、研究方法確立及規劃教學策略。

第二階段實踐期，包含教學策略實作、省思、修正、再實施、再修正。本研究資料蒐集方式有

教 

案、錄音錄影、照片、觀察記錄及教學省思等。最後將所蒐集研究資料進行分析、歸納與統整，

發現繪本教學的成效為： 

一、小咚從不知道物品、動物的名稱，在繪本教學策實施後，至今小咚能夠辨識且正確的指認

成人語彙中圖案，如鞋子、書包、小貓、小狗等。小咚可以指著繪本中圖案，使用名詞詞彙及

簡單語句敘述故事，如小咚指著繪本封面說：「熊不見，鳥來了！」 

二、繪本教學策略中增加同儕互動的時間，對提升小咚語言表達能力有顯著的成效，小咚會仿

同儕一問一答的對話，使用簡單句表達自己的需求，如：我要吃飯、我要玩積木、我要喝 水

等。 

三、繪本教學策略引導小咚參與同儕互動遊戲的過程中，小咚可以口語表達參與遊戲的請求，

如：我可以和你玩嗎？在生活中用語的部份，小咚已經能夠視情況口語表達謝謝、對不起、再

見、早安等。 

關鍵詞：繪本教學、融合班、語言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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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記畫對提升幼兒口語表達能力之探究 

林怡麗 

國立嘉義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摘要 

    在幼兒階段，文字的書寫和口語表達尚未發展成熟，日常生活中許多的事情無法完整的用口

語表達，所以在幼兒園，教師會藉由繪畫的管道讓幼兒記錄發生的事情，並請幼兒用口語表達

的方式說明自己畫出的圖畫內容。顏肇基(2010)提出日記畫是幼兒到園之後所做的晨間繪畫活

動，老師會幫助幼兒標上日期並記錄內容。本研究旨在探討幼兒園實施「日記畫」活動對幼兒

口語表達能力的提升。 

鑒於以上，本研究目的為： 

一、設計「標準化問題」應用於幼兒「日記畫」內容紀錄之實施，以觀察幼兒口語表

達情形之變化。 

二、透過「口語表達檢核表」以探究幼兒使用口語、語句、語意之變化情形。 

三、比較活動實施前後幼兒口語表達能力之差異。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方式，以嘉義縣某國小附設幼兒園八位大班幼兒進行觀察和分析，在進行

日記畫活動之前，先觀察和記錄幼兒平日口語表達之語彙使用情形；於每週一到週四，早上八

點至八點三十分，為期四週，進行日記畫活動；針對八位幼兒，教師以「六個標準化問題」提

問和引導，請幼兒口述日記畫內容，研究者同步進行錄音和紀錄。 

    四週日記畫活動結束後，透過自編的「口語表達檢核表」，分析幼兒在口語、語句和語意方

面的表達情形；並以幼兒實施前和實施過程中日記畫口語敘述紀錄內容，比較個體詞彙使用與

口語表達之差異性，以分析其口語表達能力是否有提升。研究者將所蒐集到的資料進行分析與

彙整後發現： 

1. 標準化問題能幫助幼兒在表述「日記畫」內容時，提前組織、構思自己的想法，能有較佳

的語意完整度，而且複雜語句的使用也有增加，提升整體口語表達能力。 

2. 透過「口語表達檢核表」分析幼兒使用的口語、語句、語意三個面向的變化情形發現：不

僅三個個別面向有正向成長趨勢，整體口語表達能力亦有正向成長趨勢。另在個別幼兒分

析中了解哪個面向的能力是需要加強的，可以給予個別化的協助及提升規劃。 

3. 依據整體比較活動前後之結果，日記畫對於幼兒口語表達能力確實有所提升，只要加以引

導並正視日記畫的功能與價值，日記畫能作為幫助幼兒口語表達的一項很好的工具。 

關鍵詞：標準化問題、口語表達檢核表、幼兒日記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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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幼兒說客語能力之行動研究 

黃亦喬 

國立臺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在職碩班生 

摘要 

   在快速變遷的全球化時代，母語已日漸式微。除了語言的流失，亦影響幼兒對自身文化的認

同，研究者目前任職於客語地區之國小附幼，學校多數孩子較無說客語的習慣，在家長、社區、

老師的期盼下，學校參與沈浸式客語計畫，期許透過課程的執行提升幼兒說客語的能力。本研

究目的分為三點，第一為探討沈浸式客語在幼兒園實施之歷程，第二為探究教師在實施過程中

遇到的困境與因應，第三則探討教師在沈浸式客語計畫裡的專業成長與幼兒的改變。本研究採

行動研究法，研究對象為研究者任教之苗栗縣某國小附設幼兒園混齡班，以《幼幼客語闖通關》

作為研究工具，並透過照片、影片、教師省思、訪談、家長回饋進行資料的蒐集，來記錄課程

實施之改變、困境之應對及師生之看法，分析獲得以下研究結果： 

1. 提升幼兒說客語能力之方法 

(1) 在轉銜時間融入客語日常對話。 

(2) 在節慶活動中融入客家歌謠提升幼兒學習興趣。 

(3) 透過製作教具將客語融入在學習區課程。 

(4) 辦理客語文化活動，讓幼兒在情境中認識客家文化。 

(5) 設計學習單創造幼兒與家中長輩使用客語對話的機會。 

2.    課程過程的困境與因應 

(1) 由於客語薪傳師多為國小教學背景且上課方式較傳統，與幼兒園差異較大，因此需多

次與薪傳師溝通上課模式與內容。 

(2) 研究者與教學夥伴雖為客籍背景，但與家人多以國語為主要語言，因此對客語的使用

較陌生，透過參加研習或線上課程來精進自身的客語能力，並將客語與專業幼教能力

做結合應用在現場。 

(3) 研究者擔任計畫主要負責人，因客語計畫業務園內教師皆無接觸經驗，因此在執行過

程中需花較多時間去理解計畫內容與規劃課程，並請教申請過的他校，與同事互相協

助讓課程順利進行。 

3.   教師成長、省思與幼兒的改變 

(1) 除了有身為教師文化傳承的使命，在準備課程的過程中，教師也重拾對自身母語的認同 

      感。 

(2) 做中學、玩中學以及情境式下的學習，讓幼兒喜歡上客語，主動分享自己知道的客家文 

    化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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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幼兒在《幼幼客語闖通關》能聽懂評審用客語的問題，並回答相對應的答案，且是樂

在參與活動裡。 

(5) 家長回饋幼兒在家中能聽懂簡單的客語對話，也會主動說客語。 

關鍵字：幼兒、沈浸式客語、客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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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融合班教師對學前融合教育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之看法 

施筱芸、洪惠恬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研究所 

摘要 

因應國教署推動學前的融合社群，研究者目前擔任嘉義市某國小附幼之特教助理員，教師

之間自發地成立校內融合社群，發現老師們對於融合教育專業社群持有正向肯定的態度，並且

研究者在搜索相關文獻的過程中，發現多為國中、國小教育階段的，研究結果皆顯示有正向的

影響，但學前教育階段的相關文獻較少，且學前融合社群剛起步，知曉、參與的人並不多，尤

其現在學前階段的特殊幼兒多安置在普通班，更加彰顯了實行融合教育的重要性，因此想要更

加瞭解學前融合班教師對於參與學前融合教育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看法。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使用半結構式訪談法，訪談過程中輔以錄音設備進行研究資料蒐集，

事後謄寫成逐字稿，再進行資料分析。分析結果以三角檢證確保研究內容的信實度。以四位嘉

義市某國小附幼之校內學前融和教育教師專業社群之成員為研究對象，四位皆曾為融合班教師，

並第一次參加社群。 

根據訪談逐字稿分析歸納的研究結果如下： 

1. 特教知能 

透過社群成員彼此經驗分享，了解對於某些障別的幼兒，或是某些特殊需求，何種策略是

有效的或無效的，可以少走一些彎路。而且透過社群內特教專家的分享，能了解到對於特

生的教學技巧，以及如何依照其特殊需求去設計課程、調整目標，或選擇教具等。並且對

於現今融合教育的趨勢以及嘉義市新版 IEP 的撰寫掌握度有提高。 

2.    融合班級之班級經營 

了解到如何使用策略，提升普通幼兒對特殊幼兒的接納度，讓特殊幼兒可以更好的融合入

普通班，提升整體班級融合的氛圍。同時，特殊幼兒的學習動機也明顯提升。 

3.    融合班級之親師溝通 

以往跟家長討論時，僅能就生活自理方面的練習給予家長建議，在參與社群、獲得了更多

面向的背景知識後，便能根據家長對於特殊幼兒不同面向的需求，給予更多元的策略與建

議，家長也會更信任教師。 

4.    跨專業合作 

       了解跨專業合作的重要性，明確知道現場教師可以提供給專業人員什麼樣的資訊，而不同   

       領域的專業人員又能給現場教師什麼樣的協助，以及跨專業之間如何進行更有效的溝通與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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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融合教育、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教保服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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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結合文字的識字教學法於幼兒園應用之初探 

施筱芸、連曼君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研究所 

摘要 

語文是一種社會溝通系統，是有效學習、合宜參與這個社會溝通系統的歷程。在幼兒園中，

幼兒有許多體驗和探索語文的機會，從中感受語文的趣味、覺知語文的功能。閱讀是兒童獲取

知識的途徑之一，識字則是開啟閱讀的一把鑰匙。並且在幼兒的識字教學上有許多不同的研究

方式與結果，由此可見識字教學的重要性。對於幼兒園階段的幼兒，圖像比文字更直接、更好

理解（劉君𤥢，2021），也有許多實證研究證實以圖像配合文字有更好的識字表現。若在幼兒

初接觸文字的時期，便提供有趣、符合幼兒發展的識字教學方式，可以提升幼兒對識字的興趣。

因此，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作為研究方法，目的在於透過分析整理近年以圖像結合文字的識

字教學法於幼兒園應用的實證研究，以供教保服務人員進行識字教學策略的參考。 

以下為所得之結論： 

1. 圖解識字教學法（陳怡君，2019；吳昭慧，2019） 

圖解識字教學法以及構字取象圖、字形演變卡等圖解識字教學法應用之教具，可以

有效提升學齡前幼兒之識字量，並有良好的持續效果。吳昭慧（2019）於實施後對家長的

問卷中顯示圖解識字教學法獲得家長支持肯定與正向回饋。 

2.   圖畫書識字教學法（林語蓁，2011；黃蕾馨，2018；陳怡君，2019） 

圖畫書是幼兒最常接觸到的文本，是在自然情境下自然產生的閱讀，且題材貼近生

活經驗。許多實證研究結果皆顯示在識字能力上有明顯的進步，同時可以提升幼兒的閱讀

興趣。 

3.   圖文識字教學法（朱盈臻，2018） 

使用真實照片搭配文字背後的圖像化提示，以及自編的圖像字卡進行教學。結果顯

示，圖文識字教學法前後測的分數皆高於純文字識字教學法，且能有效對目標字產生印象

連結。對於圖文識字教學法，幼兒覺得有趣且喜歡，而班級老師和家長皆認同此教學法。 

4.   圖卡關鍵詞教學（洪千雅、張鑑如，2019） 

以自編圖畫故事書、Power Point 字義教學圖片、詞彙圖卡等研究工具進行圖卡關鍵

詞教學介入，研究顯示圖卡關鍵詞教學可以提升五到六歲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幼兒的識字表

現，並有維持成效。 

5.    文字圖像化（游文菱、余佳穎，2022） 

利用不同文字設計手法，設計多種與圖像結合的文字。研究顯示「圖像崁入文字」

與「筆劃與圖像直接結合」兩種設計手法當中有七成至八成的大班幼兒能成功辨別文字，

顯示此種方法有利於幼兒辨識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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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識字教學、教師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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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視覺思考教學策略提升幼兒繪本圖像思考能力之初探 

余芷寧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碩士生 

摘要 

    幼兒園的繪本教學中，教師通常扮演主導角色，而幼兒則是被動的聆聽者。研究者觀察到研

究班級的幼兒在綜合活動團討對繪本的情節印象並不深刻，從中瞭解發現是缺乏對圖像和文字

之間連接的思考。因此，研究者想探究幼兒和教師以共讀共學及視覺思考教學的方式去閱讀繪

本能否初步增進幼兒對繪本的圖像思考及理解能力。     

    視覺思考是藉由視覺元素來幫助學習者思考、詮釋和想像，並具體提升溝通、表達、創意思

考的能力。使用此策略行教學，讓幼兒先觀察思考圖像及表達，再由教師念出文字，幼兒重新

去看繪本中圖像之間的關聯理解以及如何完整地表達詮釋，同時提升同儕溝通的能力。研究採

用質性研究法，研究場域為嘉義縣水果(化名)準公共幼兒園，研究對象藍莓班(化名)之 19位大

班幼兒。實施時間為期四周進行繪本教學。引起動機先讓幼兒觀察封面的圖像來建立發展活動

的教學基礎，綜合活動研究者角色跟全班幼兒角色對換，幼兒變成繪本主導者講述繪本，藉此

可以了解幼兒學習成效。活動依據維高斯基(L.S. Vygotsk，1896~1934)的近側發展區間理論為

基礎。在發展活動中以開放式問題提問讓幼兒可以表達自己所看到的圖像和情節理解，幼兒有

疑惑之處教師藉由引導將問題交給同學之間互相交流以此得到不同的答案，並進行思考。繪本

選自日本繪本作家宮西達也所創作的《超神奇牙膏》以及《超神奇種子鋪》，因其文字內容與

圖像是相符合的，而繪本中的文字精簡，圖像與實體相似。研究工具採用錄影形式，後續透過

觀察進行資料分析。 

研究結果如下: 

1.第一周實施時結束後回顧影像發現給幼兒觀察表達時較內向的幼兒參與度沒有這麼高，故後

面三周實施時研究者有多留意向內向幼兒詢問他的想法，後期可看見幼兒參與的程度有所提高。 

2.教師先以開放式問題給幼兒觀察、表達，再敘述故事內容跟幼兒重新回顧一次，發現幼兒從

第一次需要由老師引導才能觀察到圖像有相關聯，到了第四次幼兒能自行觀察繪本每個頁面中

的圖像進而開始思考故事情節，提升幼兒的閲讀理解能力。 

3.綜合活動時運用身分轉換讓幼兒以他們對故事的理解來跟研究者講述故事內容，並且在研究

者隨機翻開一頁也能很快速回答情節內容，能發現運用視覺思考策略的繪本教學能更加豐富幼

兒對於視覺畫面的思考，產生鮮明的記憶。 

關鍵字：視覺思考、繪本活動、閱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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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圖片輪播」教學策略增進幼兒觀察推理能力之初探 

林辰昀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碩士生 

摘要 

  在幼兒園實習期間，研究者發現部分幼兒在閱讀繪本時如果缺乏引導會對閱讀內容感到陌

生，難以融入情節與想像力。基於此，本文之研究目的是想藉由「圖片輪播（picture 

carousels）」之教學策略，運用一系列圖像引導幼兒思考圖像的架構與隱含的意義，豐富幼兒

的背景知識 ，激發幼兒觀察和推理能力 ，並銜接繪本活動，幫助幼兒能更好理解繪本的內容。

「圖片輪播」教學策略能根據幼兒的能力及需求各別差異化指導，提供鷹架讓幼兒思考圖像隱

含的情境，教師也能更深入了解幼兒之間的差異性。 

  本研究為質性研究，以嘉義縣森林（化名）準公共幼兒園，桃子（化名）班 19 位大班幼

兒為研究對象，研究歷程中運用「圖片輪播」教學策略，進行共四週教學。準備與繪本相關且

具代表性和有意義的圖像共五張，圖片用來呈現繪本角色、故事內容、主題概念，依照故事情

節順序將圖像編號，讓幼兒依序觀察圖像、推理圖像中蘊含繪本情節的訊息。 

  觀察圖像的過程中，給予幼兒觀察/推理 (OI) 圖表促進對圖像的思考和推理，研究者觀察

幼兒的反應，提出問題引導他們聚焦於繪本的相關內容後，再讓幼兒小組分享對圖像的回饋，

透過教學策略，期望提升幼兒對圖像推理的能力。繪本選自宮藤紀子的《小雞過耶誕節》與

《小雞過生日》為教學教材，因其圖像豐富，充滿細節與巧思，能培養幼兒的觀察力，且故事

情節貼近日常生活，有助於幼兒加深對內容的記憶。研究者利用觀察/推理圖表結合錄影作為

研究工具，以此觀察幼兒在策略引導下的表現。分析蒐集的資料後，歸納出以下研究結果： 

1.當教師講到與圖像相關的故事內容時，幼兒會主動與教師分享自己繪畫記錄與故事相關，通

過幼兒發言，發現運用圖片輪播策略能夠讓幼兒連結到所觀察的圖像，進而加深印象。 

2.運用教學策略後，幼兒能根據圖像與繪本內容之間的關聯性，推理故事情節。教師講述完故

事後，透過綜合活動讓幼兒回顧自己的推理過程，使幼兒能夠認識在不同情境（繪本前與繪本

後）下的思考方式差異，從而拓展幼兒觀察與推理的思維廣度。 

3.圖片輪播教學策略讓教師教學更加靈活，讓幼兒繪畫紀錄圖像，觀察幼兒紀錄，教師能針對

問題差異化引導，且能運用此策略到大肌肉活動、學習區教學。 

  經由研究讓幼兒主動探索繪本，練習對事物的觀察力，再透過教學策略引導幼兒推理思考

繪本的情節，奠定幼兒分析圖像內容的基礎並激發幼兒想像力。 

關鍵字：圖片輪播、教學策略、觀察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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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幼兒合作性故事創作初探多元文化之意涵 

賴唯禎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 碩士生 

摘要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幼兒在合作性故事創作過程中與同儕、教師進行互動所產生之文化多元

現象及其意涵。研究者從引導幼兒故事創作經驗中發現，幼兒自生活環境中吸取文化訊息，並

於故事創作文本中展現其價值觀及生活經驗。在合作性故事創作中，幼兒藉由與多元家庭背景、

性別、特質、心理及生理狀態之同儕或教師進行對話、交流與討論、進行個別故事創作，甚至

有機會閱讀他人作品。在合作性故事創作過程中，不僅提供了幼兒自發性口述及書面語言之練

習，亦提供了幼兒大量社會互動於覺察他人與自我間的差異，而差異即多元文化之價值。故本

研究將探討以下問題：(一)幼兒在合作性故事創作活動中產生哪些文化之多元現象? (二)幼兒在

合作性故事創作活動中如何面對文化之多元差異? (三)這些差異對於多元文化教育之意義為何? 

(四)這些差異對於幼兒合作性故事創作之意義為何? 希望研究結果能幫助教師理解不同文化背

景之幼兒的個別差異及需求、掌握孩子對於多元文化概念之認識，作為未來進行多元文化課程

執行依據與方向。 

採用質性研究法，對象為嘉義地區某私立幼兒園中班幼兒共 10 位，男生 3 位，女生 7 位，

皆來自不同組成、社經地位之家庭，其中一位幼兒母親為新住民。該班教師每週進行繪本教學

及語文創作相關活動。研究者將與班級教師合作，於學習區時間以幼兒自由參與方式引導幼兒

進行合作性故事創作，為期 4 週；每週 3 次；每次約 20 至 30 分鐘，以錄影方式記錄幼兒合作

性故事創作歷程；幼兒同時繪製圖像並口述故事，由老師協助轉錄孩子的口述內容成文字，完

成圖文並茂的故事小書。研究者將收集幼兒創作故事文本以及活動過程錄影進行分析。 

研究結果為：(一) 幼兒在合作性故事創作活動中，多以價值觀、生活經驗、心理狀態、表

達方式之差異而產生言語衝突。而幼兒創作之文本內容多出現生活經驗以及家庭背景因素影響

之多元現象。(二)幼兒在面對因差異產生之衝突時，會發生激烈爭論，逐漸形成同儕間之主流

文化及弱勢文化。(三)當衝突產生，即幼兒覺察、體驗文化差異之機會，此時教師之適當介入

能引導幼兒進行反思，探討差異出現之原因。(四)經教師引導後，理解同儕間文化差異之幼兒

能在衝突產生時提供鷹架，減緩衝突，提升其他幼兒創作信心，保留了故事創作作品主題、文

化與表達方式之多元性。 

關鍵詞：合作性故事創作、多元文化、同儕互動、鷹架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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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教師運用鷹架策略對小班幼兒於組合建構區的影響 

洪惠恬、施筱芸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研究所 

摘要 

  國內外多項研究證實，鷹架策略是一種有效的教學方法，通過提供適當的支持和引導幫助

幼兒建立起自主學習的能力。研究者在現場教學過程中發現，部分小班幼兒在組合建構區中較

容易對其失去興趣或在創作時沒有想法。因此，本研究目的旨在透過鷹架策略影響幼兒在組合

建構區中的表現，以 Lasy 輔以觀察紀錄做為研究工具，研究期程為 112年 10 月至 113年 1 月

共三個月。 

  本研究以嘉義地區某幼兒園小班兩位幼兒作為研究對象，兩位幼兒在該區創作時皆會是需

要教師先給予一個範例進行仿作或僅漫無目的的組建 Lasy，因此詢問創作理念時會發生幼兒回

答不出來的情況；而在創作過程中較難完整建構作品而常態性求助教師給予支持。在教學過程

中，研究者依照觀察紀錄及蒐集到的相關資料與班級教師討論，並將幼兒創作之成品進行紀錄

及分析。 

  最終發現，在使用鷹架策略後，兩位幼兒可以根據教師所提供的圖片建構作品，其中一位

幼兒能依創作的主體做更多想像及創作的延伸，並在創作過程給予另一位幼兒更多發想。 

最終歸納出以下研究結果： 

1. 該班組合建構區中貼有 Lasy範例圖，但研究者發現幼兒在試圖根據圖片組裝時，會有看不

懂的情形，故增加了步驟拆分圖，並放置 Lasy實體成品於區中供幼兒觀察；除此之外，發

現該班幼兒對於主題聯想能力較薄弱，因此在區中增加與主題相關的真實照片書（如：與

海洋相關的內容—海浪、魚群、珊瑚礁、輪船等照片），幼兒會從獨自翻看照片書或共同

觀看書本時的對話中獲得靈感並體現在創作中，且會互相協助及詢問如何完成作品，並在

創作過程及完成後積極與同儕和教師分享創作概念，尋求教師協助及無法表達創作理念的

情形獲得改善。 

2. 教師在引導幼兒組裝零件時發現，因 Lasy 的零件共有 28 種，其中左右對稱的多達 21

種，導致教師使用動作輔以口頭引導如何拼接時，幼兒無法準確意會教師所指向的位置。後改

為明確命名各零件細部（如：以「肚子」指稱 H 型積木中間的孔洞等）後，幼兒能更容易理解

教師所說的位置，除了有效降低教師以口頭引導幼兒創作時的難易度，亦發現幼兒在區中與同

儕互動時，也能更容易讓對方理解自己所指示的位置，降低在創作過程中發生溝通不良的情形。 

關鍵詞：鷹架策略、教師策略、學習區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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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系統性科學圖譜法回顧學前多元文化教育研究 

陳必卿 

長庚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助理教授 

摘要 

本研究目的為運用系統性科學圖譜法，了解從 2014 年至 2024 年有關學前多元文化教育研

究的刊載文本、議題方向與脈絡趨勢，並藉由搜尋 Scopus 引文摘要資料庫進行研究回顧，接

著歸納重要學者、關鍵詞共現分析、論文收錄期刊、論文發表地區等，以此提供學術界及教學

現場參考。進一步來說，綜觀國內外收錄研究論文的引文摘要資料庫非常多，彼此各有優缺

（Harzing, 2019; Martin-Martin, Orduna-Malea, Thelwall, & Delgado, 2018），本研究將 Scopus 引

文摘要資料庫，訂為主要搜尋研究論文來源的原因有：（1）涵蓋的研究主題及其資料較為全

面和完整（Boudry, Baudouin, & Mouriaux, 2018; Wang, Bowers, & Fikis, 2017）；（2）呈現的

文獻計量數值較為客觀和正確，也比較貼近事實面（AlRyalat, Malkawi, & Momani, 2019; 

Gumus, Bellibas, Esen, & Gumus, 2018; Hallinger, 2020）。 

承接上術脈絡，本研究輔以文獻計量工具的運用，不僅符應科學圖譜法適用於查找、整理

與分析資料庫數據更為精準的原則（Moral-Munoz, Lopez-Herrera, Herrera-Viedma, & Cobo, 

2019; Thijs, 2019; Van Eck & Waltman, 2017），其技術亦融合其他系統性文獻回顧的策略，更

凸顯了科學圖譜法用於鑑別及分析研究資料的合理性（Chen, 2017; Li, Goerlandt, & Reniers, 

2021; Santana & Cobo, 2020）。 

有鑑於此，本研究為更聚焦於學前多元文化教育的研究，以及提高搜尋研究論文的嚴謹性，

先以 PRISMA 進行系統性文獻回顧，再以 VOSviewer 與 Scopus 軟體分析文獻計量和時間趨勢，

最後從 Tableau 繪圖軟體繪製研究結果。其中，本研究也依據 PRISMA（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es）系統性文獻回顧的技術（Page, McKenzie, 

Bossuyt, Boutron, Hoffmann, Mulrow, Shamseer, Tetzlaff, Akl, Brennan, Chou, Glanville. Grimshaw, 

Hrobjartsson, Lalu, Li, Loder, Mayo-Wilson, McDonald, McGuinness, Stewart, Thomas, Tricco, Welch, 

Whiting, & Moher, 2021）為其基礎，並將主要的關鍵詞設定為「multicultural education」，搜尋

2014 年至 2024 年多元文化教育的研究論文，發現共有 10220 篇，隨後再輸入次要的關鍵詞，

如「preschool children」、「kindergarten children」、「preschool teacher」與「kindergarten 

teacher」等，發現共有 452 篇的研究論文，經剔除評論性、研討會、社論型及無法分辦的研究

論文後，共有 346 篇同時屬於期刊性質的研究論文。 

本研究結果發現：（1）前五名重要學者為 Benediktsson、Chung、Parkhouse、Schwartz、

Tualaulelei，其主題多聚焦專業發展、多元文化教育、文化回應教學；（2）關鍵詞共現分析有

四個向度，如文化差異、師資培育、移民、親子關係；（3）前五名論文收錄期刊，分別為

Journal for Multicultural Education、Multicultural Education Review、Intercultu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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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與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4）前十名論文發表地

區依序為美國、南韓、英國、澳洲、俄羅斯、挪威、加拿大、西班牙、印尼，以及土耳其。 

關鍵詞：學前多元文化教育、科學圖譜法、文獻回顧、共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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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桌遊改善情緒高敏感幼兒與同儕互動之初探 

洪惠恬、施筱芸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研究所 

摘要 

  Elaine N.Aron（1997）認為，高敏感為與生俱來的特質之一，此特質的人容易被情緒吞沒，

對內、外在刺激特別敏感。即使相較於其他障礙類別的特殊幼兒，高敏感特質並未有嚴格的鑑

定標準，但仍會對日常生活產生影響。根據研究者於現場的觀察，研究對象在未接受到刺激時

的同儕互動良好，但在受到刺激後的情緒反應及攻擊行為會使其他幼兒受到驚嚇，長此以往便

較少有同儕願意與該名幼兒親近，其具體行為如下： 

1. 當其他幼兒靠近時，研究對象會用力推開、大聲斥責該名幼兒並要求教師將其趕出教室。 

2. 與同儕對談過程中，若同儕說出否定詞語（如：你說錯了、你不能……等）時，該名幼兒

會邊做出尖叫、大喊等激烈反應邊跑開，若同儕無視其行為靠近，他會做出激烈的攻擊行

為，需教師介入協調。 

3. 拒絕配合社會規範而被同儕提醒時，會出現大哭的行為，且使用較為激烈的言詞（如：我

討厭你、你走開、騙人……等）反駁、應對。 

  而桌遊可以使幼兒在遊戲中培養雙向溝通、遵守規則、挫折的容忍度、問題解決、情緒調

節等能力，並在過程中與同儕產生互動。因此，本研究旨在運用桌遊改善情緒高敏感幼兒與同

儕的互動。研究對象為嘉義市某幼兒園中一名具有情緒高敏感特質之中班幼兒，使用兒童桌遊

輔以觀察紀錄，並對班級教師進行訪談，將資料分析整理後歸納出以下結果： 

1. 研究者發現，該幼兒對同儕的包容度有所提升，即使感受到不悅也會優先選擇好好與

對方說明，若真的無法解決後才求助於教師，因互動造成的激烈情緒反應次數降低。

此外，部份同儕開始願意主動與研究對象互動，且對於該幼兒的情緒反應有較高的包

容性，因此當衝突發生時，同儕較能冷靜的進行溝通，使研究對象情緒得以較快速度

冷靜，需要教師介入調解的次數減少。 

2. 該幼兒即使在教師說明遊戲規則後，仍會因其遺忘、無法理解或喜好等原因而不願遵

守，在經同儕提醒後出現攻擊行為。因此教師會向全體重申規則後再次與研究對象強

調，並與她約定遊戲過程出現問題時先嘗試與其他幼兒溝通協調，若有問題再與教師

討論解決。經教師從旁提醒後，幼兒已能配合桌遊的規則進行遊玩，也較少因此情緒

失控、出現攻擊行為；對於社會規範的配合亦有所改善，即使出現無法理解或不願配

合的規範時也會尋求教師協助，減少為了反駁同儕產生的激烈言詞與攻擊行為。 

關鍵字：桌遊、同儕互動、高敏感、攻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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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以永續素養概念建立幼小學習生態系統 

之社會互動歷程 

黃棋育 1、盧恩慈 2、鍾采芬 3 

高雄市美濃區吉東國小附設幼兒園教保員 1 

高雄市美濃區吉東國小附設幼兒園幼教師 2 

高雄市美濃區吉東國小國小教師 3 

摘要 

本研究以「學習生態系統」的觀點整合國小附設幼兒園與國小的資源，探討幼兒園與國小

師生的社會互動歷程。本研究自 2023 年 8 月底開始，研究者觀察並統整國小附設幼兒園與國

小可運用的教育資源，共歷時七個月，透過實地觀察、影像記錄、對話、文件蒐集、生活札記

等方式，記錄幼小社會互動歷程。 

研究流程以「社會互動歷程」作為主軸呈現，本研究主要發現有：一、社會互動歷程可分

為四個階段：實踐期、強化期、創新期與穩定期。二、社會互動歷程的每個階段有其發展重點，

分別為：認識、理解、反思與行動。三、在實踐期的階段是幼生、國小生、幼兒園教師與國小

教師四群體在認識彼此、辨識差異的過程。四、處在強化期時，透過分享系列的課程模組，使

幼生與國小生理解彼此差異；使幼兒園教師與國小教師能分析對方與自己的關聯性。五、第三

階段創新期時，以幼兒園教師與國小教師的行動為主，運用外部資源，教師們進行課程反思，

設計下學期課程。六、研究尾聲的穩定期，以在地行動為主，融入客語，建立幼生與國小生長

期穩定的互動歷程。 

綜而言之，本研究以學習生態系統觀點，建立附設幼兒園與國小的社會互動關係外，又落

實「合諧、互利、共生」的非正式教育。未來研究目標是將深耕於社區，透過社區合作、共同

照顧的理念，共同照顧社區中的學童，以互助互利、共治共決共享的形式同村共養，建構一整

合性、永續性和地方性的合作模式。  

關鍵字：附設幼兒園、學習生態系統、社會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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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融合班級之課程調整策略— 

以一位有情緒行為的輕度智能障礙幼兒為觀察焦點 

施筱芸、洪惠恬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研究所 

摘要 

隨著特殊需求幼兒的比例越來越高，且學前階段的特殊幼兒多數安置在普通班中，因此，

教保服務人員如何針對其特殊需求進行課程調整，就顯得尤為重要。本研究以一位具有情緒行

為的輕度智能障礙幼兒為觀察對象，探討教保服務人員如何協助該名特殊幼兒參與班級活動，

以作為教保服務人員進行課程調整的參考。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以觀察記錄與訪談紀錄作為研究工具，訪談過程中輔以錄音作為研究

資料蒐集。研究結果以 Sandall 和 Schwartz（2002）提出的學前融合教育課程建構模式中的

「課程調整」類型做為研究資料分析面向，並以三角檢證確保研究信實度。 

研究分析結果如下：  

1. 教師於教室中放置許多圖片提示，使研究對象可以依照圖片提示的步驟，獨力完成生活自

理；在學習區規劃上，使用大圖示與大籃子，讓研究對象較易收拾；在教室中選擇教師看

的見，但稍微隱蔽的角落設置冷靜區，並放置泡泡紙，供研究對象在有情緒時可以捏泡泡

紙紓壓，調節 其情緒。透過上述策略達成對幼兒的環境支持。 

2. 由於研究對象的小肌肉較不靈活，因此在班級活動中調整其素材，給予其較大、較易操作

的素材。 

3. 在團體活動中，教師會給予其差異化的目標以達成活動簡化。在例行性活動中，會以工作

分析將目標拆分成多個獨立步驟，使用反向連鎖的方式，讓幼兒從最後一個步驟倒敘練習，

前面的步驟由教師協助，例如：將拉拉鍊拆分為多個步驟，教師先幫其將拉鍊頭扣好，由

幼兒執行最後一個步驟將其拉起來。 

4. 在課程設計與教具的選擇上，會將融入研究對象的喜好事物，以提升其學習動機，例如：

研究對象喜歡車，教學活動便可融入車作為引起動機，或是在數學區中，放置車子相關的

拼圖等。 

5. 以教師示範與口語提示引導研究對象怎麼做，在其部分完成或是獨立完成後，即時給予社

會增強，提供充足的成人支持。 

6. 建立同儕間正向回饋的班級氛圍，使同儕間不吝於讚美，藉此提高研究對象正向行為出現

的次數；邀請能力較好的幼兒當小天使，並教導小天使在班級活動中可以如何協助研究對

象，以達成同儕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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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活動中安排輪流次序的隱性支持，讓研究對象可以先觀察其他幼兒怎麼做，或是在一日

作息中教師會事先預告該活動中的期望行為，例如：在團討時間，有坐在自己的點點上，

並且會好好等待、不會因為等很久發脾氣的幼兒很棒。 

關鍵詞：智能障礙幼兒、融合教育、課程調整、情緒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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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六何法在幼兒園故事教學之歷程 

張欣虹、施筱芸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研究所 碩士生 

摘要 

近年來社會發展蓬勃，兒童接受較多的聲光 3C 刺激，在家中較少練習口語的機會，故在

幼兒園時，幼兒在陳述一件事情發生的口語表達上，常常語句不完整、需要老師不斷引導，才

可以把事件完整地說出。此外，作為研究場域的某嘉義市專設幼兒園，這個學期的教學主題圍

繞在敘說 KANO 故事及人物精神，故研究者以此做為發想，希望在配合園所主題課程的前提

下，使用六何法於故事教學上，讓幼兒思考脈絡更加清楚，並且在綜合活動時，準備一些符合

幼兒生活經驗的活動圖卡，讓幼兒可以自行練習六何法在日常造句裡的應用。  

根據上述動機，本研究之目的如下：一、瞭解六何法應用在故事教學之具體做法；二、提

升孩童對六合法的使用技巧，提升敘述句子完整度；三、將六合法圖卡放置學習區，幼兒能夠

自行操作。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以立意取樣法，自嘉義市某專設幼兒園中選取 17 位幼兒作為研究對

象，進行六何法教學。研究者配合園所的主題課程，製作六何法分類與圖像磁鐵貼進行教學，

並於每次教學後與實習指導教授及兩位班級老師討論與檢討，以達到三角檢證。 

本研究之研究結果如下： 

一、以圖片為主、注音為輔去製作故事教學圖卡，幼兒理解程度較高，並較能積極參與教學。 

二、幼兒在自行黏貼磁鐵圖片造句時，以表格呈現 5W1H 會比沒有用表格呈現，語句更加完整。 

三、在主題教學之後，教師在學習區放置圖卡，幼兒會依據人物、地點、時間、為什麼，以及

如何做分別分類，並可以搭配園所多元的學習模式—閩南語沉浸式教學，用閩南語搭配六合法

圖卡進行造句。 

關鍵字：六何法、教學策略、故事教學、語句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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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各機關(構)設立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中心 

所面臨困境之研究初探 

作者洪瑞陽 

臺中市太平區東平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幼兒園專任教師 

摘要 

    本研究背景與動機，係自研究者借調行政機關期間，適逢臺中市（以下稱該市）各政府機

關(構)為鼓勵年輕家庭生養子女，配合行政院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辦理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

中心(以下稱教保中心)之設立，並加速各政府機關(構)設置據點，過程中發現各機關因應中央

政策推動申請教保中心設立期間，惟設立法源不同與中央期程之緊迫，致各機構設立易有待釐

明或受限難行之處，另對地方政府及配合辦理之各政府機關(構)皆是一大挑戰，期望透過本研

究探究該市教保中心設立期間所面臨之困境，並提出具體建議與策進作為。 

    研究目的： 

    一、探討該市各政府機關(構)教保中心設立面臨之困境。 

    二、瞭解該市各政府機關(構)教保中心設立面臨困境之因應。 

    三、探討該市各政府機關(構)教保中心設立期間如何進行平行及垂直整合。 

    本研究對象以該市西區、南屯區及清水區各政府機關(構)教保中心設立業務為研究對象，

計 6 家政府機關(構)；研究方法以質性研究方式，採內容分析研究法進行，資料蒐集（法規、

函文、函文所附會議記錄）彙整及與各教保中心負責設立承辦人之訪談內容，與承辦教保中心

設立業務所面臨之問題進行內容分析及解釋，另信實度以三角校正、資料忠實呈現、檢視與修

正提高研究有效性。 

    研究結果： 

1. 該市各政府機關(構)教保中心設立面臨之困境有配膳室設置地下一樓、使用執照變更為

F-3 或申請免變更須檢討原設立性質，及消防相關設備之設置。 

2.  該市各政府機關(構)教保中心設立期間面臨困境因應之辦法為函詢國教署請中央釋義、積 

     極與各局處平行整合意見並修正問題及透過邀請專家學者全程參與、討論並提供意見。 

    3.  政府各局處對教保中心性質係屬幼兒園範疇，倘對於如何檢討與認定尚有疑義，得於聯 

         合初勘後進行檢討會議紀錄在案，亦即平行機關之意見整合；另政府各局處對於先前報 

         中央核定資料倘與設立所需資料有待釐明補正處，得以函詢進行中央地方之垂直整合。 

     本研究預期效果，期望透過本研究瞭解中央政策推動與地方實務面之運作，確實有因不

同立基點而有受限難行之情事，得思索在教保中心加速設立之虞，對於爾後營運及進行教保服

務活動實施是否會產生未臻完善之慮。 

關鍵詞：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幼兒園設立、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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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後增進幼兒平衡感之實驗研究 

林佳蓉 

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研究生 

摘要 

    經過漫長疫情期間，幼兒減少戶外活動時間，幼兒身體動作狀況因為受到活動受限（2022，

陳麗珠、張宥沁），加上因為時代變化下的科技產品的使用，讓原本 3C 時間變多了，這些都

是逐漸讓幼兒身體動作的能力表現下滑可能因子（2021，楊婧、張鑑如）。因此，研究者從事

幼教多年，對幼兒大肌肉活動設計頗有興趣，也同時對大肌肉活動的認同是對幼兒成長非常重

要的。  

    本研究主要探討幼兒實施平衡感相關之體能遊戲對幼兒平感能力之影響，藉由各種體能活動

的介入，了解幼兒平衡能力改變之情形。除了提供各園所在大肌肉活動時間可增加幼兒平衡感

活動項目外，亦可對幼兒體能有興趣之教保服務人員當作大肌肉活動的參考依據之一，以利教

保服務人員對幼兒體能是切實實踐。 

    本研究採實驗研究法，研究場域為研究者所任教的國小附設幼兒園，研究對象蘋果班的中、

小班生共 14 人。本研究之研究工具包括手機內建碼表、睜眼單足站立記錄紙，分別以最長可

站立秒數來評估靜態平衡能力。研究者透過幼兒前後測所測得的數字結果是否增加或減少，分

析幼兒經由此幼兒體能遊戲課程能否達到所預定的增進幼兒平衡感的成效。得到本研究的研究

結果如下： 

  前測結果：平均分數為 3.071 秒(SD=2.607)，以單一樣本 t 檢定考驗本研究受試者前測平均

成績與 4 歲以上幼兒單腳站立成績(5 秒)的差異，結果發現本研究受試者前測平均成績沒有顯

著高於 4-5 歲幼兒單腳站立成績(8 秒) (t = 0.277，p = .697)。 

(註：取到小數點後三位，之後四捨五入) 

  後側結果：平均分數 6.157 秒(SD=5.121)，前測分數平均 3.071 秒(SD=2.607)；以成對樣本 t

檢定考後測分數驗與前測分數的差異，結果發現後測分數顯著高於前測分數 ( t = 4.081，p 

= .001)。(註：取到小數點後三位，之後四捨五入) 

註：針對 p 值，請報告實際的數值到小數點後第三位，四捨五入；當 p 值小於.001, 以 p < .001 

呈現。 

  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的結論如下： 

    幼兒的體能發展要提升，需要進行長時間的動作練習，以達到在進行各種活動時能夠保持穩

定的狀態。通常，幼兒在進行這些活動時可能較難配合指令，因此動作要求應該循序漸進，由

簡單到複雜，同時需要提供較長時間的指導和練習，才能看到實質成果。儘管在這次的動作教

學研究中初步看到了一些成果，但由於時間有限，為了真正增加幼兒的平衡能力，需要持續進

行相應的活動和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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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疫情後、幼兒、平衡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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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發言提問單 

2024年「優質多元文化幼兒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會議時間：2024年 5 月 18日（星期六）8時 10分至 15時 30分 

會議地點：嘉義大學民雄校區教育館 B03-103階梯教室，並同步於 B03-104 

外接現場轉播 

提問人 

 

 

 

 提問人直稱  

提問人姓名 

 

 

 

發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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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滿意度問卷 
本校幼兒教育學系辦理 2024年「優質多元文化幼兒教育」國際學術研討

會，請於研討會結束後，填寫本問卷，謝謝您的協助！ 

回饋與意見：（請逐題回答，並在您認為最符合的空格中打ˇ）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jQKsN9aV7l8n1PfbeupnsInj7Tmvxq_Y

il233CbC_9OIRKg/viewform 
性別 □男  □女 

年齡 □18-20歲 □21-30歲 □31-40歲 □41-50歲 □其他：_________ 

職業 □研究生 □教保人員 □幼兒園教師 □園長 □校長 □其他：_______ 

題號 題目 選項 

1 
您對本次研討會的課程內
容是否感到滿意 

□很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
非常不滿意 

2 
您對本次研討會講師的講
述表達能力是否感到滿意 

□很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
非常不滿意 

3 
研討會過程中，演講內容
能滿足您積極討論之動機 

□很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
非常不滿意 

4 
研討會內容能讓你對論文
寫作與評析有初步的認識 

□很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
非常不滿意 

5 
您對線上工作人員的服務
態度是否感到滿意 

□很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
非常不滿意 

6 
您對本次線上研討會安排
是否感到滿意 

□很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
非常不滿意 

7 
您對本次研討會安排的整
體滿意度是否感到滿意 

□很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
非常不滿意 

建議事項 

8 
您認為本系舉辦之相關研
討會可以增加下列哪些項
目的研習？ 

 

9 
您覺得參加本次研討會的
收穫是 

 

10 
請對本系辦理此次研討會
提供寶貴意見: 

 

                               2024 年「優質多元文化幼兒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籌備小組 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