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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探討幼兒園新手教師實施方案教學的歷程，其目的為：一、

探討幼兒園新手教師進行方案教學時的轉變；二、了解幼兒園新手教師

在實施方案教學中所面臨的困境；三、評估新手教師在實施方案教學後

專業展現。本研究採個案研究，以訪談、課室觀察、教學日誌、輔導報

告、會議記錄等文件蒐集等方式進行資料分析與整理。研究結果顯示：

一、實施方案教學所經歷的轉變包含以教師為主到以幼兒為中心、大

團體方案到兩組方案課程、因幼兒的興趣轉變課程的方向；二、實施方

案教學中面臨的困境有方案不知如何開始、教學時間和秩序的掌握、幼

兒的個別差異大、分組時間無法觀察幼兒的狀況、教學資源不足及團討

技巧不足等六項內容；三、實施方案教學後對教師的專業展現有課程設

計、教學方法及班級經營等三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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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綜觀幼兒教育課程發展史，民國60年以布克太太（Mrs. H. Broke）
在59年引進的發現教學法為主（盧素碧，1994），也是幼兒園開設學習
區的開端，象徵開啟以幼兒為中心課程的序幕；70年代幼兒園的教學模
式遵循單元教學，進行團體遊戲、戶外遊戲、點心、角落時間及團體活

動的作息內容（張世宗、蔡春美與翁麗芳，1997）。80年代則興起蒙特
梭利教學法之風潮，楊荊生（1994）的研究指出，與其他教學模式相較
之下蒙特梭利教學當時快速成長，例如實施單元教學或學習區教學的學

校不僅在教室中提供蒙特梭利教具，有的學校則直接轉型為蒙特梭利教

學，這股蒙特梭利流行的趨勢遍及臺灣，尤以中南部最甚。

80年代後除了蒙特梭利教學法，陸續引進歐美其他開放教學，如
華德福、高瞻、方案與主題教學等，瑞吉歐教學更在世界引起一股學習

的潮流，幼教專家與學者紛紛進入瑞吉歐幼兒園參觀與學習，當時為臺

灣幼兒教育百花齊放期。目前針對一般幼兒園的教學雖然都稱之主題教

學，但大部分輔以坊間教材，且搭配簿本的書寫活動，並無主題教學之

實，可稱之「單元主題教學」。由此可知，每一個年代所興起的教學模

式都成為當時的主流，而每一所幼兒園則紛紛尋找心中的理想模式進行

轉型，而轉型的順利與否影響教師繼續實施的意願，但契機的拿捏則掌

握在教師的手中，更是成功的關鍵。

教育部2006年發布「教育部補助辦理公私立幼稚園輔導計畫」，希
望在幼托整合前，透過輔導計畫邀請幼教專家學者進班進行教學輔導，

促進幼教老師專業省思與成長，進而提升其教學品質（許玉齡與江怡

玲，2007）。此計畫不僅提供幼兒園走向教學正常化，也是幼兒園走出
特色與自我風格的契機，因此協助幼兒園評估自我資源並尋覓幼兒園特

色，適度的轉型成方案或主題教學模式，不僅充分的讓幼兒從事自由探

索的活動，教學的主角亦能從以老師為主，漸漸轉移成以幼兒為主的教

學，讓開放教育精神播灑在一般幼兒園教師心中成為當務之急。

現今幼兒園相當盛行方案教學，不少幼兒園趨之若鶩，但也有人認

為遙不可及。方案教學強調孩子的自主學習，以自由探索為主，發展其

興趣讓幼兒從中學習討論和實際應用的方法（Chard, 1992; Helm & Katz, 
2001; Katz & Chard, 1989）。此教學的特色並不是以老師為主，而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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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的興趣為主，引發幼兒主動探索及在學習區中進行現實世界的應用

與修正，發現問題後經討論再予以修正，最後發展出完整的學習區活動

（陸錦英，2004）。
對一位新手教師只有實習的經驗，當他們想進行方案、主題或其

他開放教學時，所遇到的問題是否和其他階段的教師不同？且在實施

教學後的專業成長與轉變是否有異於其他不同階段的教師？對研究者而

言，都是想要探討的方向。根據文獻了解幼兒園新手教師在進行課程與

教學時面臨的困境可分為課程與教學、人際關係、班級經營、園務行政

與個人因素等項目（江麗莉與鐘梅菁，1997；谷瑞勉，1998；吳春滿，
2009；陳佩蓉，1998；彭欣怡，2000；Micklo, 1993），而教師實施方
案教學後的專業成長表現不僅在個人學業及工作上有所成長，也提升專

業知能與溝通能力（吳佳宜與李淑惠，2007；陸錦英，2004；劉燕雯
與鄭束芬，2009）。目前只有一篇香港提出新手教師實施方案教學在
專業成長的論文，研究結果不僅提升自我學習能力、教學技巧、態度與

自省，教學時更有自信，連獨立學習和建構知識的態度也進步了（Lau, 
2005）。由此可知，目前針對新手教師在方案教學的研究是缺乏的，因
此對於新手教師實施方案教學的研究便顯得相當重要。

本研究對象透過申請教育部的輔導計畫，藉由輔導教授入園輔導之

際，形成幼兒園課程轉型的契機，由主題教學轉成方案教學。因此本研

究目的欲探討新手教師在實施方案教學中的轉變、面臨的困境及了解教

師專業展現的內容。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透過輔導計畫，探討一位新手幼兒園教師實施方案教學

時的轉變、面臨的困境及其專業展現之內容，首先說明方案教學模式的

定義、實施方式與現況，接著介紹新手教師實施幼兒園教學的現況。

一、方案教學的定義、實施方式與現況
   
針對研究目的內容介紹方案教學（project approach）的定義與實施

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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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案教學的定義

Katz和Chard（1989）指出方案教學的概念首次流行始於美國，簡
楚瑛（1994）指出方案一詞，最早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勞作科主任C. 
R. Richards於1900年提出，他主張勞作的訓練應根據學生自己的計畫去
實施，不應根據老師的指示而做，他稱這種方法為方案（project），當
時臺灣將project 翻譯成「設計」或「計畫」。但首次提出方案教學法
一詞則是1908至1911年Stevenson職校的農業科中採用方案教學法，而
杜威也主張該教學法是一種重建經驗的教育，他更與他的妻子及幾位教

師在芝加哥大學的實驗學校發展該教學長達7年（1896-1903）（Dewey, 
1916/1966），後來因為他的同事克伯屈教授（Kilpatrick）1918年在哥
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學報發表中提出「方案教學法」的論文（Kilpatrick, 
1922），美國師範體系才正式有方案教學法（簡楚瑛，1994）。同時
1920年代從英國兒童作品中也可看出內涵方案的蹤跡，由伊沙克教授
（Isaac）提倡方案教學法（簡楚瑛，1994；Katz & Chard, 1989）。

根據克伯屈本人對方案的定義是，幼兒或學習者在特定的社會情

境中專心從事有目標的活動歷程，並認為個體只有在行動中才能獲得

所需要的知識（陳淑琴等人，2007；Kilpatrick, 1922）。Katz和Chard
（1989）認為方案教學的課程是依照幼兒的興趣，對一個主題進行深入
探究，主題的產生來自教師察覺幼兒對某事件的熱衷，或師生共同討論

的決定，或老師自訂的內容。而且，方案教學更是在一個有意義的情境

裡，教與學互動的過程，幼兒將這些技能運用出來，並重視內在學習動

機，強調幼兒自主性的學習，也主張教師與幼兒彼此的學習，兩者皆是

教室主人的概念（Chard, 1992; Helm & Katz, 2001）。陳茂生（2004）
則認為方案教學以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經驗為基礎，透過師生互動討論，

共同努力達成方案的一種教學方式，也可運用不同課程統整的模式來設

計教學，以培養學生主動學習和計畫實行的能力。

綜合以上各學者對方案教學的定義，研究者認為方案教學意指，在

教室中針對幼兒自行萌發、老師設定或師生共同討論所產生的主題，依

照幼兒的興趣或經驗，進行小組、個人或團體等不同方式的活動，引導

幼兒主動深入探究該主題的活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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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案教學的實施方式

   
方案教學融入幼教課程的目的是：(1)心智目標與心靈生活；(2)平

衡課程活動；(3)學校即生活；(4)教室社區化；(5)教師視教學為挑戰。
大部份4至8歲的幼兒都非常樂意接受大人的建議，為團體盡心力也樂意
多方嘗試，方案教學提供幼兒如此的機會。再者，Katz認為教師的角色
比較像是顧問或是引導者，並不是指導者，老師應多鼓勵幼兒努力並在

合宜的時間提出建議，在整個方案的進行中，教師負責安排活動、收集

幼兒的工作成果，藉著討論、展示的方式將個別兒童或是小組的工作進

度展示給全班幼兒，並以討論、校外教學、表徵方式、調查活動及展示

等五個教學策略帶領幼兒進行方案課程，而進行方案時則分為以下三個

階段（Chard, 1992; Helm & Katz, 2001; Katz & Chard, 1989）：
1. 第一階段（方案的計畫與開始）：將所有的資訊想法及幼兒舊有
的經驗，跟方案相關的經驗融合在一起，教師協助幼兒建立共同

的觀點。再藉由一個或一群幼兒對於某樣事物、或對於老師介紹

的主題感興趣、或幼兒與教師一起討論所選出的主題為未來探究

的方向。

2. 第二階段（執行方案）：可藉由邀請訪客、專家介紹、示範專
長，或藉由收集實物、書籍、照片等方法讓幼兒接觸新知。

3. 第三階段（結束方案）：主要將各組或個人的方案做一個結束，
並摘要學習結果。期望幼兒在第三階段時對整個方案有全面性的

了解，因此不宜再介紹新的資訊，而應詳盡說明幼兒的學習，使

整個方案更具有意義。在這階段也可以將幼兒所學的呈現在同學

面前，或邀請家長來參觀幼兒的學習成果，並向大家解釋他們的

學習心得、成果及方案實施步驟。

Chard（1992）根據三階段方案的內容進行更深入的介紹：
1. 階段一：可分為(1)最初的起點：可能是一件事、一個故事、一部
影片或不尋常的事物，引起幼兒的興趣與研究；(2)主題網計畫：
根據舊經驗擬定關於主題的計畫；(3)列出問題：在方案進行中整
理幼兒想探究的問題。

2. 階段二：可分為(1)準備實地研究：可安排一次或數次的戶外參觀
活動；(2)戶外參觀活動或旅行：全班可到一個與主題有關的地點
進行現場的紀錄；(3)實地參觀研究的後續活動：與幼兒討論戶外

幼兒園新手教師實施方案教學之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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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活動時，所看到的人、事、物與經驗，或計畫再一次的實地

參觀；(4)訪談專家：針對幼兒進行的主題邀請相關專家到教室進
行分享與對話。

3. 階段三：可分為(1)高潮活動：籌備一次讓對方案有興趣的人進行
交流、分享或展示作品的機會；(2)將新知識個人化及內在化：幼
兒以自己可了解的用語或方式，編造想像的故事或戲劇情節，將

他們的想法表演出來。

而簡楚瑛（1994）認為方案教學屬於非結構性的教學法，因此教學
計畫必須要以學生的興趣為主，很難以教案的方式來呈現，因此將方案

教學分為以下六大步驟：

1. 選擇主題：在選擇主題時依照幼兒的興趣或是符合幼兒的生命經
驗，也容易取得資源和設備，亦可是老師感興趣的議題。

2. 探究範圍的決定：主題網的製作可幫助此步驟的進行，因為定出
主題這範圍將會太大，所以更加明確的定出其探討範圍是下一個

步驟，而探討範圍的大小，可透過團體的討論來決定，但主題網

並非是方案教學的要素之一，也可不必畫主題網。

3. 探究方向：決定探究範圍後還需要探究方向，探究方向要能引導
學生產生問題，且能引發學生思考，及需要從「做」的方向進

行。在探究的過程中可多實地觀察及分享。

4. 規劃及流程表：課程規劃表提供老師整個教學目標、形式、內容
和流程，方案教學在課程設計與發展，有的是事先規劃好，有些

是以主題為核心所發展的課程，不論是一開始就形成還是逐漸形

成的方案，老師都應該扮演引導的角色，透過思考和實作的經驗

在反思的過程中讓學生走得更深更廣。

5. 教學檔案文件的蒐集與整理：方案從開始到結束有不同的階段，
而每個階段有不同的評量重點，老師應該在每一個階段中蒐集與

整理教學檔案及文件，將會有助於教學品質的提升。

6. 發表會：整個方案的完成與結束階段，可辦個小小發表會，讓幼
兒在全班及家長面前進行說明，讓家長能進到學校參觀幼兒平日

的學習成果，了解與支持幼兒的學習歷程，也能增進親子感情及

親師交流。

陸錦英（2000）則將方案分為三個階段介紹幼兒的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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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階段（萌芽期）：從幼兒對主題相關的舊經驗出發，教師找
出幼兒的經驗，並了解幼兒對概念的理解程度，激盪出對主題相

關學習的動機。

2. 第二階段（發展期）：將初步研擬的問題或計畫，藉由閱讀、討
論、操作與參訪等方式進一步的探索與研究，且嘗試以圖畫、文

字或影像的方式記錄研究歷程。

3. 第三階段（統整期）：呈現幼兒進行方案的成果，引導幼兒將先
前一手經驗，透過藝術、故事或戲劇等方式，將知識整合成幼兒

自行產生的學習模式。

綜合以上各學者對方案教學實施方式的詮釋，研究者認為方案教學

可分為四階段，主題方向探索期、方案的執行與探究期、方案的結束與

討論期、方案的統整與發表期。

（三）實施方案教學的現況

吳佳宜和李淑惠（2007）的研究顯示，老師在方案課程轉型中做了
五項改變：(1)自我的看法：開始正視自己的專業；(2)課前準備：會運
用更多不同的媒介進入教學；(3)與孩子的互動：教師開始調整自己的教
學步伐，也停下腳步聽孩子的對話；(4)教師的基本能力：教師認知到學
習並不是直接的給予，而是透過與孩子對話建構而來的；(5)課程呈現：
漸漸展現出專業自主的專業圖像。而劉燕雯和鄭束芬（2009）的研究指
出，在探究社區資源融入方案教學中教師的困境與因應之道是教師面對

質疑及孤軍奮鬥時，與相關人員進行溝通並邀請協助教學；在探究社區

資源融入方案教學中，當教師缺乏專業知能時，持續閱讀資料並接受輔

導。

陸錦英（2004）研究發現教師進行方案教學轉型時，個人學業及工
作上的成長是奠定專業發展的基礎。每日撰寫省思日誌能增進教學的知

識。再者，教師透過成長團體，共同討論分享，增進彼此的教學技巧。

實施方案課程時，教師的困境是單打獨鬥的壓力及行政工作的負荷，但

教師也因迷思有了信念的轉變，如教室聲音的吵雜到安靜操作、任由幼

兒主導到教師適時介入課程，失衡與課程均衡之間的拿捏、大團體到小

組教學。香港 Lau（2005）對新手教師實施方案教學獲得的專業成長不
僅提升自我學習能力、教學技巧、態度與自省，教學時更有自信，連獨

幼兒園新手教師實施方案教學之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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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學習和建構知識的態度也進步了。劉燕雯和鄭束芬（2009）指出教師
在進行方案教學的專業成長有教師成為社區教師，不僅提升專業知能與

溝通能力，並成為學習者及協同研究者。

二、新手教師的實施幼兒園教學的現況
    
有關幼兒園新手教師的相關研究國內篇幅並不多，而針對教學轉變

與專業成長的探討亦不多見，因此以下根據文獻對於新手教師在教學的

困境分為課程與教學、人際關係、班級經營、園務行政與個人因素，分

別敘述之：

（一）課程與教學

    
江麗莉和鐘梅菁（1997）的研究指出幼兒園新手教師面臨的困境

是自己的教學技巧不足；且幼兒園課程偏重認知的讀寫算，讓新手教師

們無法發揮所學；另一方面則面臨幼兒園教學資源不足的情形。陳佩蓉

（1998）也發現初任教師在教學上常常有不知如何利用資源和時間的問
題，需要不斷的摸索。彭欣怡（2000）的研究也發現新進教師在進行主
題遇到的問題是，因為不熟悉教學狀況而不知如何進行的困擾。吳春滿

（2009）研究蒙特梭利新手教師也發現教師會害怕進行團體討論，因為
面對幼兒說話會害怕、課堂秩序難控制及概念轉換慢且語言表達差，再

來文化教學活動不順暢，常發生教學物品準備不周、缺乏教具製作的技

巧、還在摸索文化教學活動型態，還有對蒙特梭利教具操作及混齡教學

技巧不足，最後是脫離蒙特梭利教師應有的合宜態度與行為等困境。

（二）人際關係

    
Micklo（1993）指出幼兒園教師工作最大困擾是與家長的關係。江

麗莉和鐘梅菁（1997）的研究發現家長管教方式不同、同事間缺乏討
論、同事工作態度上的差異及與園長的觀念不同都是人際關係上的問

題。陳佩蓉（1998）和谷瑞勉（1998）對新手教師的研究指出最令教師
感到困擾的是人際關係，因為一方面教師年輕沒有帶過幼兒難獲家長的

信賴，另一方面初任教師與搭檔教師之間的和諧，也造成適應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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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欣怡（2000）也指出新手教師與合班老師的相處、家長的溝通和相處
及同事的關係，是他們在工作上困擾的地方。吳春滿（2009）也發現親
師溝通對新手教師的困擾是頻繁的溝通與自我的溝通技巧不足，在應對

「下班後緊迫盯人型及嘮叨型」的家長很困擾，再來難以向家長提出讓

幼兒接受評估的要求；而且與主管溝通缺乏有效的溝通方式；最後與合

班教師相處也不是很愉快。

（三）班級經營

    
江麗莉和鐘梅菁（1997）、彭欣怡（2000）及 Micklo（1993）提

出教室常規的維持、幼兒行為的輔導及幼兒本質的認識，是班級經營中

新手教師困擾的部分。陳佩蓉（1998）指出初任教師由於經驗與技巧不
足，產生許多層出不窮的班級經營問題，而感到不知所措。

（四）園務行政

    
江麗莉和鐘梅菁（1997）發現工作負荷太大，園方政策經常性改變

和缺乏有效溝通管道是新手教師在園務上的困擾。吳春滿（2009）研究
指出在園務行政的困擾是承擔過多的工作量，不僅園務政策經常變動，

連人事也是，顯現園務經營缺乏規劃；行政效率與班級不同調也是困擾

之一。

（五）個人因素。

    
Micklo（1993）認為個人時間管理是影響新手教師工作的最大問

題，江麗莉和鐘梅菁（1997）則發現幼兒園新手教師在幼教師生涯的認
同和容易生病也是困擾的原因。

針對上述方案教學或新手教師相關的文獻進行比較與探討，皆以

質性的研究方法探討教師所面臨的困境與教學轉變。教師與幼兒透過方

案互動及討論是一個漫長的教學歷程，想要更進一步的了解教師進行方

案教學的問題必須透過觀察、文件分析及訪談三種方法，因此本論文的

研究採用以上的方式來了解教師在面臨方案教學的困境、轉變與專業成

長。

幼兒園新手教師實施方案教學之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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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為個案研究，採取質性資料分析的方法，藉由教師訪談、

文件分析及觀察法等多種管道蒐集取得資料，以進行不同資料間交互檢

驗。

一、研究場域及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針對花蓮縣一間公立國小附設幼兒園花花（化名）教師為

對象，其幼兒園位於花蓮縣原住民鄉鎮，為阿美族部落，於民國74年創
建，由於地處偏遠，老師的流動率相當高，幼兒園的特色隨著老師的調

動而不斷更換。民國91年開始，才慢慢建立幼兒園的各項教學檔案，及
逐漸的建立幼兒園的特色。過去課程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坊間教材

期、主題發展期及主題和角落並行期。

本研究對象花花老師於研究期間甫從臺南大學幼兒教育系畢業，進

入幼兒園實習一年，於該年參加聯合代理教師甄試進入此幼兒園，本研

究對象進入幼兒園為第一年教學，並無相關的實際教學經驗。實施方案

教學時，班上幼兒人數上學期共21人（男生13人，女生8人），下學期
共22人（男生12人，女生10人），班級為混齡的編制，且全園皆為原住
民幼兒。

花花老師在教學的舊經驗是單元教學模式，習慣為幼兒設定教學的

內容與每一個活動的過程，課程的進行會按照當初所設計的來實施，並

不會考量幼兒的興趣，且課程進行方式大部分以團體活動方式為主，少

有學習區與分組或個人活動。

本研究者為該幼兒園教育部輔導計畫之輔導教師，與研究對象的關

係除了每月進行一次的入班教學觀察與討論，為了蒐集本研究資料另每

兩星期入園1次，共計20次的觀察，及研究最後分析與整理的工作。

 二、資料蒐集與整理
    
研究者將蒐集以下的資料進行內容分析，以產生有意義的研究結

果，回答本研究之問題達成研究目的。在資料蒐集中，計有半結構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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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訪談、幼兒課室觀察記錄及文件分析法，而文件包含輔導報告、教師

教學日誌及入園輔導會議等內容，以下則針對資料蒐集內容進行介紹。

（一）教師訪談

    
由研究者根據研究目的與問題編撰訪談大綱，採取半結構式的訪

談，以求局內人的觀點，了解教師在實施方案教學與教學改變之看法，

研究期間進行兩次訪談。

（二）輔導報告

10次到園輔導中，研究者每一次輔導後都書寫輔導報告，寫下對幼
兒園學習區的引導與方案教學進行之建議。

（三）教學日誌

經由教師每日撰寫的教學日誌，不僅蒐集且紀錄幼兒參與學習區

活動的狀況與發現，亦對方案教學的進行詳實記錄幼兒與教師討論的內

容。

（四）輔導會議

10次入園輔導後，研究者在幼兒睡覺後的中午時間與教師進行輔導
會議，針對教師在實施方案教學所遇到的問題與困難，進行分享與討論

並做成會議紀錄。

（五）課室觀察紀錄

研究者為該園的輔導人員，除了10次的入園輔導外，另每兩星期入
園1次，共計10次的觀察紀錄，針對教師執行方案教學與學習區的時間
進行觀察，客觀的寫下所觀察的內容，以利整體研究的整理與分析。

幼兒園新手教師實施方案教學之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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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分析與信效度

根據Miller和Crabtree（1992）將各家資料分析整理後分為四類：
準統計式（內容分析法）、模版式、編輯式及融入/結晶式等。本研究
以內容分析法將輔導報告、教學日誌、觀察、訪談及會議紀錄等文本資

料登錄後，進行（一）資料編碼：以整個段落形式將文本資料命名，名

稱來源主要是實境代碼，其次是原始資料的概念；（二）抽繹主題：確

認該片段資料呈現的主題概念，而同一資料可能抽繹出二個以上概念；

（三）歸類：抽繹出的主題可歸納成幾個大類別，後再歸成數個小類

別。最後，根據研究目標為資料分析建立方案教學的轉變、困境及專業

成長為三個大類別的架構。

在信效度方面，本研究同時藉由錄影機、錄音機、現場筆記及訪

談記錄等方式蒐集資料，且透過詳盡記錄、長時間投入與有焦點的觀察

來提升資料搜集的信度。其次，透過研究者個人理論敏銳度與對資料分

析過程的嚴謹留意教師的回饋，與現場成員發展信任關係等提升內在效

度。而外在效度的確保則藉由詳實描述田野工作資料、研究者個人角色

說明、使用多元資料蒐集方法、重視與研究夥伴互動倫理等。研究者每

次訪談結束，將當日訪談內容轉譯成文字資料，並在下次進行訪談前交

付給接受訪談的教師，就上次文字記錄再次確認以防轉譯上的錯誤，增

加研究之效度。最後文件資料之代號編碼如「輔」代表輔導報告，數字

如「1」代表第一次到園輔導，編碼格式為（代號－數字－月日），如
（輔1-1020）意指：10月20日第一次輔導報告（見表1）。

表1
資料轉譯對照

資料來源 編碼代號 編碼說明

輔導報告          輔4-1224                12月24日第四次輔導報告
訪談紀錄 訪1228 12月28日訪談記錄
教學日誌 教1223 12月23日教學日誌
課室觀察紀錄 觀1022 10月22日觀察紀錄
輔導會議 會1026 10月26日輔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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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嚴謹度
  
本研究參考Lincoln 和Guba（1985）所提的四項準則來考量研究的

嚴謹度，其內容為：

（一） 確實性：研究者除了輔導計畫的10次進班觀察，還多了10次課室
觀察的時間，透過增加參與時間且經由持續性的互動觀察，期能

最接近真實的經驗。在資料的處理過程，所有的訪談內容及觀察

記錄皆存於錄音檔中，且資料內容由研究者一人觀察、紀錄、轉

錄及分析以增加和資料相處的時間。再者，在資料處理中重要的

語言與非語言的內容皆配合錄音檔的轉錄忠實地錄下來，並進行

文本資料分析與撰寫，內容交由研究對象進行檢核，以期忠實呈

現文本的內容。

（二） 可靠性：資料的穩定性、一致性及可預測的程度相當重要，研究
者對於研究目的、設計、資料收集的方式與過程、資料分析的方

式皆清楚說明，且研究者本身在幼兒園有15年的工作經驗，並有
撰寫論文投稿期刊的經驗，對於研究主題的詮釋有助於提高研究

的可靠性。

（三） 可確認性：研究者有系統的收集與敘述資料，在過程中屏除個人
的主觀意識，期待能在自然的情境下由資料本身來說話，且妥善

保存錄音檔及轉譯的文本，做為日後檢視研究的參考依據。

肆、研究發現與討論

根據本研究發現依（一）新手教師教學的轉變；（二）實施方案教

學面臨的困境；及（三）實施方案教學後教師的專業展現進行討論，分

述如下。

一、新手教師教學的轉變

下針對幼兒園教師在教學中產生的轉變，根據資料分析與整理分為

以教師為主到以幼兒為中心、大團體方案到兩組方案課程及因幼兒的興

趣轉變課程的方向。

幼兒園新手教師實施方案教學之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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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教師為主到以幼兒為中心

傳統教學的主體是教師，教師掌管所有的教學權力，而方案教學

卻是以幼兒為主體，教師必須了解幼兒的興趣，並且根據其興趣發展方

案。本研究對象只有實習的經驗，習慣使用教師為主的教學方式，因此

當他只有傳統教學的經驗卻要實施方案教學，其心理調適是必要的，而

教學技巧也需要不斷地進修。本研究對象面對一間甫進行方案教學的幼

兒園，心裡相當適應不良，剛開始幼兒提出一個想法時，老師依舊照傳

統教學方式進行，例如教師上的課程是「植物會喝水，就準備幾盆植物

放入不一樣的色素，讓小朋友觀察它們的變化，接下來畫下所觀察的內

容」（訪0401）。但方案教學教師會以幼兒的興趣來進行接下來的活
動。進行「上學途中」，「教師預計讓幼兒設計地圖，從平面變立體，

結果幼兒竟對車子產生興趣，更想做一台校車，於是我就協助他們完

成」（訪0104）。在傳統教學，老師設計教學內容只完成該次的活動目
標，不必延伸幼兒的興趣，但在方案課程，幼兒的興趣是最重要的，且

幼兒的興趣並不一定會照著原本的計畫，所以老師必須要不斷地增加自

我的知識和能力才能適時地引導幼兒。        
在歷經方案的過程中，老師重新思考教學定位，雖然還是先訂定

教學目標和主題網，但與幼兒在討論過程中，因幼兒的興趣或想法而

調整教學的方向。教師遇到困難時，多半會詢問專家學者或與同事討

論，研究對象透過請教「老師及教授，得到不一樣的想法和點子」（訪

0104）。在進行教學活動時他「盡量做自己擅長的部份，但如果小朋友
對某事物有興趣，他又不擅長該事物時就會很痛苦，不知如何進行接下

來的活動」（訪0104）。根據以上，在傳統和方案教學之間的調適與轉
變是需要時間的，當老師遇到困難時大多會找尋專家資源的協助，幫助

自己去適應教學模式轉變的困境。 

（二）大團體方案到兩組方案課程

    幼兒的興趣非常廣泛，即使同時進行一個主題，幼兒想研究的方
向卻不相同，此時教師面臨如何讓每位幼兒都對同一個主題有興趣，亦

或同時進行兩個方案，就變成教師需要解決的課題。研究對象遇到幼兒

興趣不同時，當然也產生挫折，「就算交通工具變成了車子，車子的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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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還是很大。因為孩子的興趣不一樣，可能討論的內容不是他的興趣，

就會顯得興趣缺缺」（訪0104）。但一位老師又無法同時進行兩個方
案時，就必須思索解決幼兒需求的對策。教師在進行方案探究時都會遇

到幼兒興趣不同的問題，「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會對同一個主題有興趣」

（訪0401）。對本研究對象而言，一位剛接觸方案教學的教師，自認
無法同時進行兩個方案，但又必須考慮孩子興趣的不同，所以她先將孩

子有興趣的活動設計成教具放在學習區中，「如果他真的對挖土機有興

趣」（訪0401），讓幼兒在學習區中能獨立的學習也是一種好方法，而
全班又能針對同一個方案進行探究。 

當教師遇到幼兒的興趣不同時，可利用其他方法達到以幼兒為主體

的學習，不管是透過學習區或是方案，只要能從各方面滿足幼兒的學習

興趣，就是一個以幼兒為主體的教學方式。

（三）因幼兒的興趣轉變課程的方向

幼兒剛開始探討方案，有可能進行一半時，因看到某些現象或一

個想法而改變方案的方向，此時老師必須調整教學方向來滿足幼兒的需

求，但這種情況對一個剛接觸方案的老師是一項極大的挑戰，例如「教

室裡的蛹陸續羽化成蝴蝶，其中一隻母蝴蝶羽化不成功，翅膀有殘肢；

另外兩隻公蝴蝶成功羽化，不只小朋友看了興奮，連老師都覺得驚奇不

已。小君、小悅、小芳更是興奮的查蝴蝶圖鑑，看看是哪一種蝴蝶，小

朋友對有殘肢的蝴蝶有很多反應，多數的幼兒希望可以提供花蜜給蝴

蝶吸，小君則提到等到蝴蝶死了可以製作標本繼續觀察等。雖然課堂提

到地底的動物世界引起小朋友的回應，不過孩子的焦點全放在蝴蝶的幼

蟲、蛹的身上，甚至有些幼兒會主動找書或問老師來了解他想知道的蝴

蝶問題」（教0421）。
原本方案進行的方向是「管子」，但因幼兒對教室中的蝴蝶產生興

趣，並主動進行圖鑑的查閱和詢問相關蝴蝶的問題，面對幼兒興趣的轉

變，教師從以前單元教學課程以教師為主的想法，轉變成隨著幼兒的興

趣進行接下來的課程。對於一個剛接觸方案教學的教師，在方案進行中

一定會有許多的挫折和信念的衝突，不管是幼兒興趣的多樣、方案的開

始或興趣的改變，教師面臨信念的衝突與困難，透過想法的轉變與尋求

解決對策，讓自己的教學技巧更上一層樓。

幼兒園新手教師實施方案教學之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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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施方案教學的困境

每位老師剛接觸方案教學時，一定會遇到許多的困難，不管是幼兒

興趣的引導或是與幼兒的討論過程中面臨經驗不足的狀況，本研究對象

在進行方案課程時也面臨許多教學上的困境，以下分六點進行討論：

（一）方案不知如何開始

教師與幼兒進行方案時，常遇到不知從哪個面向去引導，也面臨幼

兒並不了解教師引導的問題，所以團討過程中常會因幼兒不懂教師的問

題，而產生團討中途停止的情形。「老師可先設定和孩子討論『上學途

中跟地圖有關係』」的問題，雖然孩子的討論也和上學途中有關，但他

們討論的是車子，既然幼兒對車子有興趣，教師就思考從何問題切入讓

他們說出想了解的車子，哪些問題是他們真正感興趣，讓幼兒用自己的

方式講出想了解的內容」（訪0104）。
對於不知如何引起幼兒的興趣，大部份教師都會選擇觀察幼兒在學

習區活動的狀況，也會先預設主題再從討論中找出幼兒的興趣，研究對

象採取的解決策略為「傾聽幼兒或和幼兒對話，將幼兒的話紀錄後進行

回顧。如果幼兒不懂你的問題，我就重覆說或用不同的方式說明，然我

也會試著去聽幼兒的話，由自己表達或互相分享的方式，了解他們所想

的及我和幼兒的差異」（訪0401）。如此，不僅重新回顧幼兒的話，思
考幼兒的興趣，及了解幼兒過去在團討中無法真正地表達想法的原因，

透過觀察幼兒之間互相分享的談話，了解幼兒與教師想法的差異性。面

對方案的初期，教師需要不斷與幼兒探討和嘗試各種討論，才能確實切

入幼兒有興趣的內容，而這些方法不只使討論更可以傾聽幼兒的想法，

並幫助教師找到方案的主題方向。

（二）教學時間和秩序的掌握

教學時間的掌握對教師進行活動相當重要，時間未掌握好，教學活

動就會進行不順暢，也讓幼兒感到無趣而無法專心。而本研究對象在教

學日誌中提到自我教學時間掌握並不好，「常會因人數多或時間長，教

學秩序就會非常地混亂」（教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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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樣的問題，大部分的教師都會與同事或主管討論和分享，本

研究對象則與園主任討論，「教學活動最亂的時候是在老師幫忙寫她們

畫畫的內容，因為要問要寫，加上有28人所以浪費很多時間，班級秩序
也很亂，園主任建議將幼兒分組或以不干擾大部份幼兒的方式進行，讓

某些幼兒在進行角落時間時，到辦公室完成他的工作」（教1002）。教
學時間和秩序掌握是活動進行需要注意的兩個部分，教師常因人數或活

動進行較難而延遲活動時間，但時間一久幼兒就無法耐心等待，所以教

師必須考量幼兒的狀況，進行教學的調整或尋找其他的解決方法。

（三）幼兒的個別差異大

班級的幼兒是混齡的組合，所以幼兒的能力差異非常大，尤其是

年齡小的幼兒需要教師較多的協助，但老師又必須顧及所有的幼兒，且

教師需要保有更多的專注力和觀察力，但並不是所有的教師都有這樣的

能力，本研究對象也遇到相同的狀況，「班級是混齡教室，但他無法顧

到每一個幼兒的個別差異，常常協助較小的幼兒而花較多的時間」（觀

1011）。
對於如此的困境，教師採取家族的方式，讓較大幼兒去協助較小

的幼兒，讓幼兒能互相合作，也學習互相幫助的態度。教師在方案進行

時，「請小朋友用家族分組的方式，尋找教室裡有哪些管子。這樣的方

式是希望可以請程度好的小孩藉由活動的過程中，指導年齡較小的孩子

分辨管子，也訓練小朋友分工合作的能力」（教0209）。幼兒的個別差
異大是每個教師都會遇到的問題，要如何克服則是需要老師去思考的，

不只是分組，一定還有其他的方法來解決幼兒個別差異問題。

（四）分組時間無法觀察幼兒的狀況

幼兒園的師生比是1：15，這樣的師生比會讓教師無法觀察每一位
幼兒的狀況，或在教學時進行分組活動，教師無法一一協助。本研究對

象也面臨幼兒分組活動進行時，因為人數過多所以無法觀察每位幼兒的

狀況，或是教室分成4組進行活動時，教師無法一人帶4組。教師認為
「要帶4組對她來說是非常的困難，一個教師要帶那麼多的幼兒，無法
一一顧慮到每位幼兒的需要」（教0515）。

幼兒園新手教師實施方案教學之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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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對於人力資源不足和無法顧到幼兒的狀況，通常都會找尋同事

的支援或請幼兒分組推派組長互相協助。面對這樣的問題此教師請園主

任協助幫忙帶某一組別的幼兒，讓教師能夠與幼兒有較多接觸機會，並

且在適當的時機引導幼兒，如教學日誌提到，「今天還好有莊師幫忙協

助帶2組，由於兩位老師分別帶4組，所以幼兒們需要協助時，老師可以
適時給予意見與幫忙。推派組長也是很棒的方法，組長可以約束組員，

組員之間也能彼此鼓勵，共同做一件事、完成一件事」（教0515）。

（五）教學資源不足

教學資源對於教師非常地重要，因為所有的教學活動必須仰賴教學

資源給予適當的協助，教學資源的缺乏將影響教學活動的進行。該幼兒

園位處偏遠的海邊，所以面臨教學資源不足的情況，再加上教師不是在

地人，導致不知如何尋找合宜的教學資源。有時候遇到資源不足而幼兒

又有興趣探究的方案時，教師就必須找更多的書籍，但這些資源對於該

區而言是相當不足的。老師「不知道去哪裡尋求資源和協助，所以有時

候資源不是很夠，當孩子後來的興趣更深入了，你更要去找尋書籍、兒

歌各方面的東西，尤其是新任老師，不管是書籍還是兒歌都是難找尋的

資源」（訪0401）。對於這個問題此教師在找尋資源上比較偏向「使用
電腦找尋資料，或是將多媒體的資訊帶進教學活動中」（觀1222），如
果真的找不到相關資源，教師就設計其他的教學活動（教1218）。

（六） 團討技巧能力不足

團討技巧是幼兒園教師非常重要的教學技巧，因為透過討論和分

享，教師能了解幼兒的想法，調整教學目標和方向，但研究對象因為

教學經驗不足導致在與幼兒團討的過程中常會抓不到方向，或題目太深

無法引起幼兒討論的現象。有時候當幼兒問一個問題也不知道如何去回

答，自認在團討時臨機的反應還不夠。例如「本來只是期待書名會取棒

球練習記錄，結果孩子對取書名很有自己的想法，只不過多數的孩子似

乎不知道書名與書的關聯性，所以當我問起孩子的練習記錄有拋球、接

球、打擊，卻只有寫打擊，人家可能會以為這本書都在寫打擊，孩子對

我這樣的回應似乎不是很清楚我想表達的意思」（教1212）。或是「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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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用家族分組的方式，尋找教室裡的管子有哪些時，小朋友觀察的

結果侷限在教具、洗手台，反而忽略他們平時想到的燈管、電線」（教

0229）。
教師團討技巧的進步必須透過不斷與幼兒討論，才能了解幼兒的能

力，且不斷修正自我的問句。「當遇到幼兒不懂時會換不一樣的技巧，

就是」教師透過不斷地與幼兒對話，發現幼兒不懂時，便會更換不一樣

的方式與幼兒進行討論，或是使用「先參觀再討論，或放圖片再討論的

方法」（訪0401）。讓幼兒有先備經驗後再進行討論，讓師生的團討過
程中有更多的對話。

此教師在訪談中也表示「透過這樣的方式確實讓自己的團討技巧

有所進步」（訪0401），團討技巧本身就是一項需要花許多時間累積的
教學技巧，教師在教學生涯的初期難免會有許多挫折，但經過經驗的累

積，終究能夠有所成長的。

    

三、實施方案教學後教師的專業展現　

經歷此次實施方案教學的契機，教師相當肯定到園輔導的實質收

穫，在實施過程中，教師在教學的專業展現相當多，以下就課程設計、

教學方式、班級經營三大方向進行介紹。

（一）課程設計

1. 符合幼兒能力
方案教學的課程設計以幼兒為主體且進行深入的探究，過程強調讓

幼兒獨立操作且學習解決問題，研究對象在課程設計時，強調與幼兒討

論並觀察其先備經驗，再設計符合幼兒能力的活動，例如「老師在參觀

商店後，請幼兒畫出想開的店、有興趣的東西」（會0122），再根據幼
兒畫的內容進行有趣話題的討論，找出方案的方向來。

參觀四間商店後與幼兒討論這些店的相異處，並請「幼兒想看看

7-11、咪咪小吃店、建興商號和永順建材行，最有興趣的是哪一間店？
幼兒可以畫下喜歡的店或這次參觀最有興趣的店，想全部畫下來也可

以、想研究社區有多少店？或者在參觀時，有別的讓幼兒有興趣的如

橋、路上的車子都可以」（觀0317）。老師讓幼兒依自己的能力或興

幼兒園新手教師實施方案教學之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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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畫出自己想要開的店，但有時候設計活動不一定都符合每位幼兒的能

力，且因研究對象是混齡的班級，因此幼兒的能力差異非常大，當教學

活動不是每位幼兒都能完成時，教師就會採分組進行。

2. 以幼兒為主體
方案是以幼兒為主體，讓幼兒採取行動培養解決問題能力為目標。

教師提供引導而非主導的角色。雖然「教師在進行方案前都會先預定一

個主題，但在討論過程中因為幼兒的興趣轉變，教師隨即調整自己的教

學方向，以幼兒目前的興趣為課程的方向」（輔4-1224）。在角落裡教
師也尊重幼兒，讓幼兒自由選擇扮演的角色，教師提供引導，讓幼兒藉

由扮演中獲得更多的經驗。原本進行「管子」方案，幼兒在一次的團討

中提到「蝴蝶的嘴巴像管子，引發其他幼兒熱烈的討論，於是教師讓幼

兒探討蝴蝶的一生」（會0402），該方案變成蝴蝶的探討，比原本教師
設定的管子，幼兒顯現更多的興趣，因此以幼兒為主體的方案教學，才

能產生更多的火花。

3. 掌握教學目標
教師可以先預設方案課程的教學目標，經由與幼兒討論，再決定方

案探究的範圍。方案進行的歷程，在每一個階段中以紀錄的方式蒐集資

料作為反省的工具。此研究對象「在方案進行初期先預設教學目標，但

因為幼兒的興趣不同而轉變方案的方向和範圍，此時教師隨即調整教學

目標，雖與當初設定不盡相同，但幼兒應達到的基本能力，教師仍能掌

握」（會1014）。例如進行運動派對的方案，教學目標有：(1)認識身體
的構造及功能；(2)認識球類、田徑等各式運動項目；(3)瞭解並遵守運動
規則；(4)瞭解各項保健、急救處理的常識；(5)養成正確、有規律的運動
習慣；(6)培養團隊合作與運動家精神。而實際進行方案時，教師讓幼兒
「先從認識自己的身體再延伸至認識棒球、樂樂球的規則並實際到棒球

場進行演練，再讓幼兒分組進行棒球活動」（教1028）。由於幼兒樂衷
於棒球的實際活動，並沒有機會介紹田徑類的運動，及保健與急救處理

的常識，於是項目二與四的教學目標就會直接刪除。

（二）教學方式

1. 獨立操作
方案強調杜威「做中學」的概念，幼兒在自主探索中學習，操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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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幼兒解決問題的能力，大部份的方案教學都在幼兒討論及獨立操作

中進行。研究者觀察發現研究對象給予幼兒獨立操作的時間，不干涉幼

兒操作學習並在一旁觀察等待，幼兒主動要求幫助時，教師才依情況給

予引導和協助。「小品在操作教具，他用針筒將瓶子裡的水吸到另一個

瓶子裡，不小心把瓶子的水打翻了，老師說：『你打翻了沒有關係，把

水吸到海綿裡，拿去外面洗一洗。』小品開始整理，接著老師走到他旁

邊，示範用針筒吸水的方法」（觀0407），教師給予示範和協助後，將
教具拿給幼兒，請幼兒再一次嘗試自己動手操作，教師則在旁邊觀察幼

兒是否能夠操作完成，並將過程紀錄下來。

2. 引起幼兒學習興趣 
設計活動必須以幼兒的興趣或引發學習興趣的活動為方向，幼兒才

會專注於教學活動中，研究對象在課堂中多使用教學媒體器材或繪本的

方式進行教學，幼兒對於教學媒體的運用或遊戲方式較容易專注，「在

運動派對方案中讓幼兒觀看美國職棒賽的影片，幼兒都感到新鮮和有

趣，接著，請幼兒畫下打擊者打球姿勢，幼兒觀察細緻，不僅畫出棒球

賽的內容，也將打擊者、投手、捕手的動作畫出來」（會0302）。但並
不是每個教學活動都能引起幼兒的興趣，例如進行繪本分享時，幼兒可

能會因題材不吸引而對繪本沒有興趣，老師透過教學日誌的省思，尋找

引起幼兒學習興趣的方法。老師「與孩子分享敵人派的故事，感覺專注

聆聽的孩子不多，可能是因為題材或故事裡的內容不吸引孩子，或老師

講故事不夠生動，下次要選擇能引起幼兒興趣的繪本」（教0929）。
3. 增進幼兒語文能力
在方案教學中增進幼兒能力是相當重要，其方法便是讓幼兒有機

會思考，而非直接告知答案。本研究對象在活動進行討論時，不會直

接告訴幼兒答案，而是將問題再拋回給幼兒，告訴幼兒可以去哪裡尋找

答案，讓幼兒自己去找尋資源，培養幼兒解決問題的能力，討論中「老

師問：『除了這些，這四間店還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小瑀：『7-11
沒有賣雞蛋。』其他小朋友聽到，紛紛表示：『有，我有看到7-11有賣
雞蛋。』老師問：『7-11有賣雞蛋嗎？』小朋友開始爭執7-11有沒有賣
雞蛋，有的說有，有的說沒有。老師看到此情形便說：『小耀說他有

在7-11裡面看過雞蛋，是雞生的蛋』另一位小朋友說：『那是健達出奇
蛋。』老師問：『那是巧克力嗎？』小朋友：『對。』之後小朋友又開

幼兒園新手教師實施方案教學之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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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爭執7-11賣的是雞蛋不是健達出奇蛋，老師又問：『那到底是雞蛋還
是巧克力的健達出奇蛋？』小朋友各堅持自己的意見，老師說：『沒關

係，下次到7-11去看看有沒有賣雞蛋，再回來分享。』」（觀0317）。
教師在團討時除了將問題拋回給幼兒之外，也會請其他幼兒分享自

己的經驗或答案，讓幼兒增進其語文表達能力。每天學習區時間結束，

教師請幼兒分享操作的情形，以提升語文表達的能力。當幼兒「分享在

日常生活練習角作編織，老師會問『你編織用了哪些顏色？』，幼兒下

一次便會說『我在日常生活練習角用黃色做編織』，如此引導幼兒的語

文表達能力便會進步」（訪0401）。
4. 適時引導幼兒
當幼兒出現問題或是需要協助時，教師必須依幼兒的能力進行引

導，並且提供資源讓幼兒主動學習，而非直接告訴他們答案，本研究對

象遇到「幼兒有問題時，會告訴他們哪裡可以找尋資料，或是哪裡有資

源，引導他們自己去找到答案」（訪0401）。

（三）班級經營

1. 尊重個別差異
研究對象的班級是混齡班且幼兒個別差異性大，大班的教學活動不

一定適合小班，因此教師必須尊重幼兒的個別差異，提供不同的協助，

不能要求每位幼兒都必須在同一個水平線上。再者，「每位幼兒的能力

都不盡相同，教師必須根據幼兒的能力來設計不同的教學，讓他們能依

自己的能力適性發展」（輔6-0204） 。老師在進行美勞活動時，發現幼
兒使用剪刀的動作不易掌握，尤其小班的幼兒更加困難，因此「教師根

據幼兒的狀況請大或中班的幼兒協助，或教師主動地提出幫忙來處理」

（教1203）。
2. 接納幼兒不同的意見
教師在進行教學時，大部分都與幼兒進行討論，當幼兒說出不同

答案時，教師會接納幼兒的不同意見，並且將幼兒的想法寫在白板上。

當與幼兒進行團討「『7-11、建材行、小吃店和建興商號這四間店有什
麼不一樣？』小朋友回應：『永順建材行沒有賣。』老師問：『沒有賣

什麼？』小朋友：『7-11有賣飲料，永順建材行沒有賣飲料。』老師：
『哪裡有賣飲料？』小朋友：『7-11。』老師：『建興商號有沒有賣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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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有的小朋友說有，有的小朋友說沒有，老師又再問一次，小朋友

依舊持不同的意見，接著老師請家裡就是永順建材行的小朋友告訴大家

有沒有賣飲料，結果答案是『有』，老師表示：『可能有些人沒有參觀

過建興商號所以不知道。』」（觀0317）。當幼兒持不同意見時，教師
請幼兒互相分享自己的經驗，或請他們回家到商店參觀後再來和大家分

享，並不會直接否定幼兒的答案。

本研究結果發現教師在實施方案教學的困境有：方案不知如何開

始、教學時間和秩序的掌握、幼兒的個別差異大、分組時間無法觀察

幼兒的狀況、教學資源不足、團討技巧不足等困境，而劉燕雯和鄭束芬

（2009）則提出教師的困境是，面對質疑及孤軍奮鬥且缺乏專業知能。
陸錦英（2004）發現教師實施方案的困境是單打獨鬥的壓力及行政工作
的負荷，兩研究與本研究發現的困境並不相同，可能本研究對象是一位

新手教師，因此所面臨的困境和一般有經驗的教師並不相同。因此，教

師在實施課程時所產生的困境，有可能因教師的年資與經驗不同其困境

也不相同。

本研究發現教師的轉變有以教師為主到以幼兒為中心、大團體方

案到兩組方案課程、因幼兒的興趣轉變課程的方向等三方面，陸錦英

（2004）發現教師因迷思有了信念的轉變，如教室聲音的吵雜到安靜
操作、任由幼兒主導到教師適時介入課程失衡與課程均衡之間的拿捏、

大團體教學到小組教學。本研究發現教師在實施方案教學後的專業展

現有課程設計、教學方式、班級經營等三方面的成長，劉燕雯和鄭束芬

（2009）研究發現教師的專業成長則有教師成為社區教師，不僅提升專
業知能與溝通能力，並成為學習者及協同研究者。陸錦英（2004）發現
教師個人學業及工作上的成長是奠定專業發展的基礎，每日撰寫省思日

誌能增進教學知識。再來，教師透過成長團體共同討論與分享，增進彼

此的教學技巧。因此，本研究與其他研究結果並不相同，可說明專業成

長與教學轉變是因人而異的，可能因教師的年資與經驗不同其專業展現

與教學轉變也不相同。

幼兒園新手教師實施方案教學之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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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目的探討新手教師實施方案教學的轉變、面臨的困境及專業

展現的內容，本章根據研究目的提出結論，並進一步提出建議，以供現

場教師及未來研究之參考。

一、結論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其研究結果的推論雖然是有限的，但根據資料

顯現教師在此方案教學中的轉變、困境與專業展現，其結果如下：

（一） 新手教師教學的轉變

1. 以教師為主到以幼兒為中心
本研究對象歷經傳統教學後才進行方案教學，因此在教學模式和心

理調適都需要一段時間的適應，教師從單元教學以教師為主的想法，要

轉變成以幼兒為中心的教學一開始覺得很痛苦，但歷經方案的過程中，

教師重新思考教學定位，雖然還是先訂定教學目標和主題網，但與幼兒

的討論過程中，以幼兒的興趣為教學的方向。

2. 大團體方案到兩組方案課程
當教師遇到幼兒的興趣不同時，捨棄大團體進行方案課程的模式，

以幼兒為主進行兩組不同的方案，只要能從各方面滿足幼兒的學習興

趣，就是以幼兒為主體的教學方式。

3. 因幼兒的興趣轉變課程的方向
面對幼兒興趣的轉變，到底是要堅持原有的課程還是要轉變，對於

一個剛接觸方案教學的新手教師，一定會有許多的挫折和衝突，教師透

過想法的轉變與尋求解決對策，讓自己的教學技巧更上一層樓。

 （二）實施方案教學的困境

1. 方案不知如何開始
教師面對方案的初期，都要不斷與幼兒探討和嘗試各種討論，才能

確實切入幼兒有興趣的話題，這些方法不只是討論更可以傾聽幼兒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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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幫助教師找到方案的方向。

2. 教學時間和秩序的掌握
教學時間的掌握對於教師進行活動時非常的重要，時間未掌握好，

教學活動便進行不順暢，也會讓幼兒感到無趣而不專心。面對這樣的問

題，研究對象透過分組或以不干擾大部份幼兒的方式，讓幼兒在進行角

落時間時，到辦公室完成他的工作。

3. 幼兒的個別差異大
在混齡的班級，幼兒的能力差異非常大，對於如此的困境，教師採

取家族的方式，讓大的幼兒去協助較小的幼兒，透過互相合作，也學習

互相幫助的態度。

4. 分組時間無法觀察幼兒的狀況
分組時間教師會請另一位教師進行協助，便能達成兩位老師帶四組

的狀況，也提供幼兒分組活動的機會。

5. 教學資源不足
該研究場域位處偏遠的海邊，常面臨教學資源不足的情況，加上教

師不是在地人，導致不知如何尋找合宜的教學資源。有時候遇到資源不

足而幼兒又有興趣的方案時，教師就必須找更多的書籍，但這些資源對

於該區而言是相當不足的。

6. 團討技巧能力不足
研究對象因教學經驗不足導致與幼兒團討的過程中常抓不到方向，

或內容太深無法引起幼兒進行討論。當幼兒問一個問題，研究對象也不

知道如何回答。最後教師透過不斷與幼兒對話，發現幼兒不懂時，便更

換不同的方式與幼兒進行討論，讓幼兒有先備經驗後再進行討論，提升

團討過程中產生更多對話的機會。

（三）實施方案教學後教師的專業展現

1. 課程設計 
在課程設計中教師能設計符合幼兒能力的教學活動，並以幼兒為主

的教學，教師提供一個協助和引導的角色。因混齡的關係，教學活動無

法符合每位幼兒的能力時，教師也會使用分組的方式進行。

2. 教學方式
在教學活動中，教師讓幼兒獨立操作，並且適時增進幼兒的能力，

幼兒園新手教師實施方案教學之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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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幼兒方向，在活動中加入視聽器材或遊戲時，發現較能吸引幼兒的

專注與投入。

3. 班級經營
教師在團討時，能接納幼兒不同的意見，也會根據幼兒的個別差異

給予不同的協助，並不會制式化要求幼兒完成他能力以外的事。

二、建議

（一）教育管理部門

研究發現進入現場的輔導對教師有實質的幫助，教師也願意嘗試

實施以幼兒為主的教學模式，尤其對新手教師而言是不容易的。十多年

來教育部的輔導計畫看到許多幼兒園教學的成效，因此輔導計畫是成功

的，由本研究也可看出對新手教師的助益良多，因此建議各縣市教育部

門的主管機關可以設置獨立的幼教督導制度，藉由專任的督導進入現場

觀察，深入了解幼兒園的教學給予合宜的輔導與協助，協助各園進行改

善，如此才能彰顯其成效。而督導的聘任則建議有實務經驗的資深老師

為佳，讓幼兒園教師有機會從現場提升為督導的機會，當更多資深教師

願意加入督導的行列，才能提升幼教的教學品質。

（二）幼兒園教師

對於尚未融入學習區或實施方案（主題）教學的幼兒園，期待能主

動申請教育部輔導計畫，透過輔導機制轉變成開放教育的教學模式。並

建議欲轉型方案或主題教學者，要多閱讀相關書籍，且多參與方案教學

分享的研習，累積自我的經驗。再來，建議位處於偏遠地區的教師，可

與比鄰的幼兒園教師組成策略聯盟或社群，透過彼此分享和交流，讓資

源共享，提升其教學品質。最後針對幼兒園有新手教師者，鼓勵申請輔

導計畫可幫助教師提升其教學技巧與專業表現。

（三）輔導人員

建議輔導幼兒園進行方案教學或新手教師者，在這一年的輔導歷

程，針對教師進行方案教學時，可具體的提供教學策略的建議，並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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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困境，給予適時的協助與討論；再藉由閱讀方案的書籍，提供進行方

案教學的策略與方法，並藉由觀看教學日誌瞭解進行方案的脈絡，提供

進行教學的意見。

（四）未來研究者

本研究以一位新手教師為研究對象，其研究是有限制的，建議未來

想進行方案教學的研究者，可找尋背景相似的研究對象，了解兩位教師

或兩間幼兒園在進行方案教學轉型過程的相異與相似性；且研究過程中

亦可增加觀察與訪問的次數，才能更深入探究幼兒與教師之間方案互動

的歷程，提供對方案教學有興趣的研究者之參考；也可針對輔導人員的

輔導策略進行相關教師教學成效及輔導策略協助教師解決困難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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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Project Approach 
by a Novice Preschool Teacher

Shu-Chuan Shih*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facilitate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and identify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project 
approach. The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s: (a) investigate the 
conviction and teaching-related changes made by a novice teacher when 
implementing the project approach, (b) identify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by the novice teacher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project approach, 
and (c) evaluate the novice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approach. A case study method was adopted, 
and data were collected using methods such as interviews, classroom 
observations, teaching logs, counseling reports, and conference records. 
The data were subsequently organized and analyzed. The study results 
are as follows: (a) teaching-related changes made by the teacher when 
implementing the project approach (e.g., teacher-centered to child-centered 
approach, change from a whole group project to two-group project, and 
curriculum change by child-interested ); (b) problems encountered by the 
teacher while implementing the project approach (e.g., not knowing where 
to begin, unfamiliarity with the teaching time and classroom management, 
dealing with substantial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children, inability to 
observe the children’s learning situation during group work time, inadequate 
teaching resources, and poor group discussion skills); and (c) the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fter implementing the project approach (e.g., 
improved knowledge of curriculum design, teaching methods, and classroom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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