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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文化課程實施歷程之探究 

陳麗真 

幼保系  

 

 

摘要 

    本研究旨在透過行動研究，探究以幼兒園文化課程促進幼兒有意義學習的實

施歷程，透過有意義學習的五個面向來解析幼兒的學習表現，以及教師之專業成

長及改變。研究場域為新北市某一所小學附幼，研究參與者為大中混齡班，共22

位幼兒。資料來源為幼兒訪談、教學歷程影音資料、省思劄記、幼兒作品及師生

對話記錄等。 

    本行動研究之文化課程實施歷程，可區分為：(一) 營造竹鄉生態環境； (二) 

建置竹之生態園；(三) 引入竹生態專家；(四) 幼園特色課程活動化；(五) 竹

鄉意象規劃藝術校園；(六) 以「竹鄉課程」展現學習成果。並從五個面向展現

出幼兒有意義的學習：1.是幼兒自行建構的； 2.是幼兒主動學習的； 3.幼兒有

強烈動機的； 4.是幼兒互助合作的；5.在真實情境中發生的。教師行動後之省

思包括在教學策略的應用、文化課程的研發和實施面向；教師專業成長方面，則

有：教師能擺脫教材捆綁，重拾自編及改編教材能力；看見在地文化的魅力，化

阻力為助力；妥善運用家長及社區資源；不將文化課程做成迷信課程等。最後提

出對實施文化課程以促進有意義學習之若干建議。 

 

壹、緒論 

一、背景：  

杜威主張教學應從幼兒的經驗和活動出發，其學習需與生活經驗連結才能產

生學習的效果，所以幼教師應瞭解幼兒的經驗，以幼兒已具備的經驗作為教學的

起點。幼兒園是幼兒社會化的場所，教師有其職責讓幼兒透過學習的機會，走出

家庭，進入在地生活。本研究嘗試從竹子多元面向課程，讓孩子重新認識自己的

好鄰居，用不同的方式跟竹子互動。在幼兒建構知識時，可以從環境中獲得直接

的經驗（主學習、副學習），而學習過程也能從中增強個人的社區意識（附學習）。 

    在地文化教育就是要讓幼兒有機會離開教室，進到社區去感覺、接觸、認識。

現今的教育改革強調的是學校應與社區結合；正所謂「學校社區化，社區學校

化」，就是要打破學校和社區的界線，將教室、校園的範圍無限擴大，讓社區成

為一個資源教室，納入在地文化文教學取材。 

    竹鄉課程的成形是我們長久觀察偏遠山區生態被破壞的危機、孩子能力發展

以及擔心老小區逐漸沒落，希糞藉由教育力量協助孩子提升能力並建立信心，更

讓社區因為課程活動實施重塑它的貢獻與價值。具體而言其課程規劃的動機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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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態殺手~環保尖兵 

「OO河宣佈護溪卻遭到盜捕者大量毒殺、棲地的破壞讓螢火蟲數量逐漸減

少」，目前人類面臨最大的危機是地球環境日益惡化，而最大的環境殺手卻是

人類本身。身在山區以大地為生的居民最容易體會環境的重要性，所以我們思

索著從教育出發，將孩子熟悉的大自然環境轉化成為學習教材，壤他們在體驗

中對環境議題和生命議題產生興趣，進而培養學生環境倫理價值觀，產生保護

環境生態行動力，作為捍衛環境永續發展的小尖兵。 

(2)體驗探索開發潛能 

受經濟不景氣的影響有些家庭變故，不少人搬離塵囂入住本區且將孩子送至山

區，而偏遠孩子在文化刺激與城鄉差距，加上隔代教養、單親弱勢等家庭功能

普遍不彰，為了避免文化不利環境下的孩子產生弱勢在制現象，因此以多元理

論的角度，以幼兒園孩子獨特的自然觀察能力出發，透過自然生態深度體驗誘

導適性發展，進而帶動其他智慧的同步開展。 

(3)老舊社區開創新機 

長期以來我們在山間一默默耕耘，總在思考如何開創幼園特色之路，與行政、

老師、家長不斷對話後，我們決定從社區最豐厚竹子產業著手，發展出竹鄉特

色課程，並將其納入既有的遊學活動中，近來獲得它校及社會人士好評，讓五

寮竹林功能不僅止于謀生工具，更開創出可與眾人分享的教育特色。 

(4)生態課程驚豔豐富 

站在幼兒園往四周山丘暸望，自己彷佛自生於蓮花座中，中低海拔的山區環境

適合多種動物植物及昆蟲生長，尤其五寮河貫穿其間，帶來豐沛水源滋潤萬

物，它更是便利生物往返進出的自然廊道，所以此地區的生態多元且豐富，一

年四季皆有令人驚豔的物種繁衍。 

 

二、研究目的 

    幼兒園特色課程發展歷程長，因為隸屬偏遠資源與經費總有窘境，在規劃不

易實踐更難，但透過行政與教師分析研討、嘗試錯誤、修正執行，目的就是要找

到適合且與在地文化相融且與眾不同課程。透過行政領導、學習型組織、資訊建

構與社區資源結合，使竹鄉課程成型，建立竹鄉風華課程。從此生態課程中再進

行延伸，與品格教育、生命教育、自然教育及藝術交互結合，加深加廣教育的多

面向效能。 

故具體目的如下: 

1. 瞭解幼兒園在地文化課程的實施歷程。 

2. 探討在文化課程中，幼兒有意義的學習及教師的專業成長。 

3. 如何運用在地社區資源共構幼兒園文化課程。 

 

貳、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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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教學帶著幼兒走入社區進行觀察、訪談等，讓幼兒實際參與社區改

造，或有成果展示和展演的機會，使在地文化教育更具有主觀的意義（利一奇，

2001）。這樣的課程培養著幼兒「帶著走的基本能力」以及「拋掉背不動的書包」

（陳木金、邱馨儀，2010）。但是，在普遍偏重智育的教育環境下，幼兒園仍然

被視為一個專門教學的場所。林明地(2002)認為學校、家庭、社區三者關係密切，

彼此互相溝通、參與、資源互享互惠，是教育成功的核心，但多次教育改革之成

效不如預期，其重要因素即是學校忽略了在地社區資源的應用。當幼兒對自己生

長的環境有充分的認識及瞭解便會對它付諸情感，文化課程能使幼兒認識在地文

化及注意周遭人、事、物，統整生活經驗，進而認同此地方。對教師而言，在地

資源可補足教學之不足，在教學現場中，教師所學不儘然能完全顧及幼兒的學習

需求，若能透過在地的人、事、物等資源，並將其運用在教學上，不僅可以提升

自身教學， 亦促進教育目的的達成。吳政憲（2001）認為實施在地教學，其價

值在以幼兒生活經驗為中心。又因文化課程的學習內容與幼兒切身相關，比較容

易成為意義化的學習（譚彩鳳，2010）。游淑燕（1995）亦認為在課程中，教師

要依據幼兒能力、興趣、需求，以作為課程決定參考的基本知能。教學為一個動

態的情境，教師必須在教學中配合幼兒興趣，做出最合宜的課程決定以促進課程

的發展。因此，幼兒園教師在進行課程決定與發展時，應配合幼兒學習的經驗，

采以幼兒熟悉的環境、事物出發，融入在地相關資源與特色。由此可知，課程決

定系于幼兒學習的需求，教師是課程內容的主要傳遞者，瞭解教師如何思考以及

進行課程決定，提供幼兒有效的學習經驗，顯得特別重要。故研究者想瞭解幼兒

園教師于文化課程發展中進行之課程決定。 

教師為課程發展的主要動力，課程發展是教師的專業發展，而專業發展的目

的，是要説明教師學習新角色和教學策略，改善幼兒的學習（林佳蓉，1999）。

在幼兒園中，教師工作的物件為幼兒，幼兒本身充滿著無限的生命力與學習空

間，故幼兒園教師更須要在其專業知能上，持續不斷的提升自我的專業要求（盧

美貴、蘇雪玉，1999）。Duke (1993) 指出，教師的專業成長包含四個階段的改

變，它們是知識的增加，導致態度的改變，增加能力，最後形成工作績效的改變。

因此，教師的專業成長指個人在知識、技能、態度等之更新、改進及擴展行動，

其目的在改善教學的品質，提升教育的績效。 

Guskey（2000）認為幼兒教學要由兩個向度來達成促進適宜幼兒發展的教育

目標：1教師的行為：教師與幼兒互動的質與量，師生互動的不當將破壞課程意

義。2每日行事：每日行事是發生在教室之學習經驗的架構，時間的分配應該要

適應不同的學習團體，讓幼兒可以接受每日作息與時間的比率。幼兒園教師在設

計文化課程時，也應強調經驗是協助學生發揮潛能的核心。 

文化課程發展主張以幼兒的學習為主要的依據，因此必需依據幼兒所居住的主要

地區、學校情境、考慮幼兒的需要，再由教師主動選擇教材、合適性的教學，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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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最能滿足于幼兒個別需求的課程(Powers, 2004)。 

在統整相關論文後發現，文化課程的幼兒園教學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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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征資源及可用的人力物力，並將資源整合以發揮最大的效用。即在實

際的幼兒園教學中，幼兒園教師運用學校的環境特質，加入教學的課程內容並結

合教師本身的專長，充份利用校內外的自然、文化等資產，開發課程教材，以貼

近幼兒生活經驗進行的課程發展結果與過程(Oberg, 1991)。 

 

參、研究方法 

竹鄉課程規劃是從專業化、優質化及在地化文化等面向思考，建構竹鄉課程

目標，積極營造「玩竹 學竹 好滿竹」的課程印象，進而培育孩子「關懷環境、

珍愛生命」的學習目標，建構 5L的願景:在地課程 Local、環保永續 Lasting、

愛與分享 Love、樂活遊學 LOHAS、學習快樂 Learning。 

 

一、課程規劃歷程 

 

(1) 推動課程策略 

策略是指為了達到課程教學目標、用來制定決策的方式，因此完善的策略可以回

答:「達成目標是最佳的方法為何」竹鄉課程推展亦是如此，我們分析幼兒園的

優略勢，體察環境的變化，流程系統且整體地規劃有效達成目標的策略。 

a.營造竹鄉生態環境:採取開放式棲地營造，建置竹生態園區讓孩子親身體驗觀

察，提供孩子自然探索的園地。 

b.幼園特色課程活動化:透過課發會討論將竹鄉課程定統整為幼園特色課程，固

定於每日上午實施竹鄉課程，並安排週三下午定期進行教師進修。 

c.引進專家資源:為更深入瞭解竹的生態和應用，聘請以竹筍為業的在地家長、

竹藝或竹子專家解說與指導。 

d.規劃社區學習教室:將社區的相關資源納入課程學習的素材及場所，如:後山綠

光竹影的學習步道，塑造出孩子探索與學習的優質情境。 

 

具體的步驟為: 打造竹子意象生態校園→進行社區教室探索並引進專家資源→

營造竹鄉生態環境並要請竹專家指導→幼園特色課程活動化且規劃親子遊學課

程→竹鄉築夢社區遊→玩竹 學竹 好滿竹 

 

(2)課程活動內涵 

a.環境規劃與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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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自然生態推展團隊:成員包括學校行政、老師、家長代表、社區代表、

竹專家學者、社區教師等。 

 建置竹之生態園:幼園師生在校園共同建置栽種多種竹子，包含食用竹子、

建築用竹子、觀賞竹子及特殊竹子等，方便孩子觀察記錄瞭解竹子生長狀況。 

 引入竹生態專家:定期由竹專家蒞校指導與研習，充實教師竹鄉專業能力，

引導教師從教育角度切入可成的規劃與設計。 

 竹鄉意象規劃藝術校園:運用竹材特產美化校園，逐步建置竹屋、竹筍教室、

竹藝回廊、竹秋千、竹之舞牆、竹拓布幔等，讓藝術人文氣息彌漫於校園中。 

 

b.竹鄉課程與教學 

 提升教師自然生態素養 

1.提升自然生態知識(PCK):經由同儕專業進修與分享，及竹專家進行生態講

解，增進教師對自然生態知識提升同時建立團隊默契，以利教師推動竹鄉課

程。 

2.教師 e化訓練:利用教師進修研習網頁製作、部落格製作、數位攝影編制、

影音製作等技術，提升教師資訊運用的能力。 

 設計竹鄉課程 

課程核心概念及內涵 

課程名稱 課程主題 核心概念 課程內涵 

竹之緣 竹之生態 生態 紀錄竹子之生態 

關懷竹鄉 生態 瞭解家鄉問題並尋求解決之道 

竹之生 竹之探索 探索 認識竹子的種類與生態 

竹子開花 生態 認識竹子開花的原因 

竹之樂 巧手竹藝 創意 利用竹的素材創作竹藝品 

竹之童玩 快樂 利用自然素材創作孩子喜歡的童

玩 

與竹共舞 藝術 運用竹板快書說唱律動培養節奏

感 

竹之宴 竹鄉美意 惜福 嘗試做出竹筍料理 

山珍竹味 惜福 親手挖筍、剝筍並嘗試做出竹筍料

理 

 

 竹藝創意 DIY體驗 

運用竹子素材研發各種創意 DIY體驗課程，包括竹子汽車、竹子小屋、竹葉拓

印、竹面具 DIY、竹童玩 DIY、竹葉卡片製作、竹制螢火蟲造型燈籠、竹風鈴

造型課程、簡易竹編、竹業采拓等等，不僅開啟孩子創造力，更能落實廢物利

用節省資源浪費。 

 竹鄉親子遊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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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幼園特色課程轉化成適合體驗學習的竹夢親子夏令營、九年一貫等親子遊學

活動，提供校際交流及假日留學，增加城鄉文化互動，校瞭解幼兒園特色。 

 延伸活動 

藉由發展適合幼園竹鄉特色課程，孩子們學習的獨角從教室往外延伸至社區與

校外，生活成為教學題材，教育更顯多元化有趣，從教學的實際情境中，孩子

們學會解決問題的方法，其多元學習的獨角至環境、品德、生命、藝術、安全。 

 

二、研究參與者  

1.參與本研究之幼兒為中大混齡班之 22名幼兒(男 10名，女 11 名)。其中 12

名滿五足歲的大班生(內含 11名中班直升大班的舊生)， 9名滿四足歲的中班

生。另外，有 4名幼兒因家長不同意讓他們參與此研究，基於研究倫理的考慮，

他們的作品及學習單等資料將不予列入研究中，但是依然共同參與整個教學活

動。 

2.協同教師：本研究進行將邀請與研究者搭檔已有兩年的資深老師參與，協助課

程設計的意見回饋，以及資料可信度的檢核。蘋果老師畢業于大學幼稚教育研

究所，擔任輔導團的團員已有多年，目前為園長，對於課程的設計與實施及幼

兒的觀察與輔導有豐富的實務經驗。  

 

三、研究情境  

1.研究場域：本研究場域為新北市某小學附設幼兒園。因少子化的現象，招收的

物件已往下延伸至四歲一般生及三歲融合生學校對於生活教育、德育教育與生

命教育非常的重視，因此將三者融入各課程中，並規劃以竹鄉課程來統合。  

2.教學情境：研究者將配合幼兒作息時間表，規劃每日早上 9:30-11:00 進行竹

鄉課程的實施，實施期間自 2015年 10月起至 2016年 2月止。 

3.教室情境：幼兒的學習活動空間多數在教室中進行，教室內規劃有益智角、語

文角、扮演角、藝術角、創意角及團體討論等活動區域，教室情境會配合實施

自我概念課程而有所異動，例如：語文角放置相關繪本、將幼兒的作品或學習

單展示出來、扮演角擺放戲劇扮演的道具等。有時考慮課程活動的空間需要大

一些，則會運用園內的多功能教室，空間較寬敞。  

 

肆、結果與討論 

 

    透過竹鄉 玩竹 學竹課程，建立幼園教學特色，讓孩子獲得全方位學習，讓

更多幼兒園從專業化、優質化及在地化文化等面向思考，建構竹鄉課程目標，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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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營造「玩竹 學竹 好滿竹」的課程印象，進而培育孩子「關懷環境、珍愛生命」

的學習目標，建構 5L 的願景: 在地課程 Local、環保永續 Lasting、愛與分享

Love、樂活遊學 LOHAS、學習快樂 Learning。其具體成果如下: 

 

(1)建構優質在地文化課程 

幼園發展的歷程是將教學活動化、學習內容結構化。初期架構出竹鄉課程，將

地方產業與課程結合，近兩年，又在自然生態的課題中，發展竹鄉生態課程，

以竹藝及竹生態設計可體驗操作的竹鄉課程。 

(2)培養環保生態意識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雖是老生常談，但卻是關乎人類生存的重大關鍵，由不

得我們忽略。培養環保意識要從小開始，隨處山水花草的五寮社區最適合孩子

體驗，讓他們認識環境、探索環境、進而珍愛環境。 

(3)營造快樂學習場域 

「健康快樂」我們的願景之一，更是幼兒園辦學的主軸，健康與快樂是營造歡

樂童年重要的課題。我們透過社區踏查的自然體驗或是結合校內課程如木偶

戲、主題探索、閱讀、戲劇等生動有趣的觀察探索課程，使孩子自由發揮想像

力與創造力，激發孩子的學習領域，讓孩子自然徜祥在學習的樂趣中，營造「玩

竹 學竹 好滿竹」的快樂學習優質場域。 

(4)型塑愛與分享氛圍 

偏遠幼兒園因為隸屬偏遠在人力物力的的資源上普遍不足，欸了走出此一窘

境，我們決定的模式就是以愛的出發點進行經驗的分享，致力於各項資源的整

合，例如:引進志工家長、社區嘗老等經驗分享，另有班級同儕學習、師生教

學相長、還有教師的學習型組織等，讓孩子在愛與分享的氛圍中成長茁壯。 

伍、結論 

依據行動研究的結果，幼兒園在學校內規化社區學習教室，積極連系社區熱心人

士與團體，引進資源與協助，維繫課程發展的原動力，以竹為主軸，將社區的相

關資源納入課程學習的素材及場所，並整合其中適合的內容，與社區共同營造後

山綠光竹營的學習步道，塑造出孩子探索與學習的優質情境。 

 

社區學習教室資源 

項目 內容 

特色產業 綠竹筍、桂竹筍、孟宗筍、竹筍加工廠、綠竹筍拍賣市

場 

人文節慶 龍山岩祭典、三峽文史、竹筍節。 

體驗活動 特色遊學課程、竹藝童玩體驗、竹園巡禮。 

自然生態 竹林步道踏查、河生態探索、農園踏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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