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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輔園所年度受輔報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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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yliu0947001@yahoo. 

com.tw 

地址 嘉義市興中街 8號 

受輔成效說明 

一、受輔前教學情形評估（至少 300字，由園所填寫） 

    主題課程在本園實施已有一段時間，但教師對於如何落實主題教學與角落

活動的結合，仍有許多疑惑，而且教師的教學大多以團體教學為主，較無法掌

握主題教學的精神，提升教學品質與幼兒的學習成效。 

一.無法落實主題教學的精神 

      本園長久以來的教學模式都是以大單元教學為主，但隨著教學趨勢的改

變，我們也在五、六年前將園所的教學方式由大單元教學改為主題教學，但

是，這樣的改變，並沒有從根本改變老師的教學，大家對於主題教學仍然屬

於一知半解的狀況，另外，學校的教師大多為資深的教師，因此，實際的教

學方式還是容易落入原先所習慣的大單元教學模式，也就是還是以團體教學

為主，課程的進行也是以老師為主導，大多由老師事先設定教學的方向及內

容，再加上，本校是屬於財團法人全省連鎖經營的教會附設幼兒園，每學期

的主題是由各分校的園長共同討論來制訂，所以老師無法完全以班級小朋友

的興趣作為出發點，來發展出自己班級獨特的主題方向，因此到最後經常會

出現每班所呈現出來的主題內容，相似度太高，無法依照各個年段應有的能

力，去發展出主題教學該有的深度及廣度。 

二. 教室情境布置不足 

        老師較無法配合目前所談論的主題，將教室情境隨著教學內容作一巧妙

的結合，進入教室的感覺似乎是熱鬧有餘，但是與孩子日常的生活或是學習

內容有些許的脫節，較無法賦予教室情境更深層的意義，但是老師對於〞如

何〞將情境與主題做結合這部份的經驗仍嫌不足，想要學習透過不同情境的

布置來延伸孩子們的學習，透過教室佈置能充分的記錄孩子們學習的軌跡。 

       

三.角落活動的角色定位 

     以往班級老師對於教室內的角落活動所扮演的角色，都是定位在填補孩

子一些多餘的時間，或做為課程轉換以及放學等待時，所以角落活動並沒

有發揮教學的功能，大部分採自由操作的方式來進行，讓小朋友可以在角

落中自由操作，所以也經常出現一學期角落教具幾乎無沒有太大的變動與



更換。 

 

希望藉由此次的輔導機會，解答老師的疑惑，提升老師的教學能力。另外，

園內長期以來以戲劇方式進行品格教育，但卻無法將品格教育或戲劇融合於教

室的主題教學中，希望此次的輔導能協助教師統整主題教學、角落活動，並利

用戲劇元素來加以串連，讓孩子的學習與發展更完整。 

 

二、受輔後教學改善情形（至少 500字，由園所全部受輔結束後填寫） 

經過一年的輔導計畫實施之後，老師的專業能力提升了，真正去體驗到主

題教學的內涵以及趣味，小朋友也都樂在其中。  

一.主題教學認知的改變 

1.在實際接觸輔導中，孫教授花了很長的時間，來指導老師認識主題教學的

本質，很多時候，園內老師認知的主題教學，在孫教授看來，仍是大單元

的模式，所以，如何拿捏團討的時間與開放式的拋問，還需要一直練習，

例如：認知思索主題教學在整個教學活動中所擔任的角色，老師開始學習

如何在團討中拋問題，如何掌握團討的時間長度以及內容，輔導過程中，

孫教授的一再提醒，要減少大團體的時間，並且將有步驟性的活動，落實

到小組的模式中，確實需要經歷一段時間的調適，同時，孫教授也很強調

孩子學習的差異性，也因此，孫教授每次入園輔導，除了觀察教室的角落

情境之外，也很留意學校內所陳設的學生作品，對於老師所呈現的出來的

幼兒作品，從一開始的幾乎一樣，到後來逐漸呈現出作品的獨特性，也從

中感受到園所內老師們教學觀念的轉變與開放。 

  

二.角落活動和主題教學的緊密結合 

1.各班角落新增設主題區，將班級所探討的主題透過主題區的設置，結合家

長與學校的力量，把主題相關的物品做陳設與說明，讓孩子可以透過實際

的操作與觀察，加深對主題的瞭解與興趣。 

2.語文區從早期大部分是以圖書繪本為主，並且大部分是以學習單的呈現為

主，經由孫教授的引導，讓孩子開啟了語文區另一個視野，老師開始嘗試

更多元的語文區學習方式，加入仿寫，造詞的練習，並且在教室明顯的位

置，把孩子所完成與主題相關的造詞或字做張貼。 

3.美勞區內現都提供不同的材料給孩子創作，此外，老師也更加注重不同階

段應具備的小肌肉發展能力，配合能力與材料相互配合，將材料分置於不

同的盤子上，為每一盤的材料不同，每一盤材料就是一種美勞創作，也展

現出孩子們不同的能力。而美勞區更是裝扮區的最佳支援，創作完成的作

品可以供孩子進行扮演活動使用，或是佈置成情境。 

4.益智區的教具在孫教授的建議中加入了一些可以讓孩子發現規則的「規則

遊戲」，例如：賓果遊戲、大富翁、象棋等遊戲，大班的孩子甚至從這些原



有的規則延伸變化出不同的遊戲玩法，嘗試擔任遊戲的領導人，與人分享

並帶領同儕進入新的遊戲。 

5.增設科學區，在科學區中放置沙箱、植物觀察區、溫度計等，供孩子自由

的去觸摸，並學習觀察植物的生長及溫度的變化。 

 

三.戲劇教學落實在角落活動中 

      以往對戲劇教學的認知，都是認為需要有舞台、劇本、音效等等這些專

業的配備才算是戲劇，但透過孫教授的輔導，讓我們對戲劇有了新的啟發，

並且對戲劇在教學中所呈現的樣貌有不同的想法，經由孫教授的輔導我們嘗

試將戲劇的元素落實在角落活動中，例如：我們在「阿公阿媽來講古」的主

題中，中班的老師就讓孩子在扮演區中實際扮演農夫，穿上農夫的衣服，戴

上斗笠，手拿鋤頭，就這樣開始插秧的活動，而美勞區的小朋友也製作秧苗

來提供扮演區的孩子種植，透過角色扮演的呈現，孩子不僅實際知道插秧的

順序，也讓教學變有趣了！小班的小朋友也在這個主題中，穿上圍裙變身為

美食專家，實際運用鍋鏟來炒菜，並且學習分配給客人的盤子中，知識透過

這樣的方式來建構真是非常好玩！同時，也利用其他角落互相支援，此次老

師們將扮演區和其他區域的角落的活動做結合，例如：在各行各業的郵差的

角色扮演活動中，就由語文區負責製作明信片、信封、信紙等；美勞區負責

設計郵戳、郵局的製作等等，角落活動變得有意義了。 

三、省思與收穫（至少 500字，由園所全部受輔結束後填寫） 

 

一學年的輔導，老師對於輔導的收穫與省思綜合如下： 

     

1.大班老師：大班的孩子們大多都已具有一些不錯的能力，經由孫教授的引導，

老師再次的思索如何去增進並提升孩子們「自學」的能力，孩子們

也在角落活動中慢慢成長，例如：語文區中的「仿寫」活動─從書

中尋找「造詞」，練習寫「招牌」，書寫「明信片」；益智區中的規

則遊戲─從簡易的「西瓜棋」到「象棋」，後來孩子們學習自訂規

則，決定棋子的大小，打破舊的規則。從這學年的學習活動中，都

可感受到每個孩子有著不同程度的進步喲！ 

 

2.中班老師：這次輔導給予老師最大的收穫就是打破老師本身舊有的思維，重

新去省思、去定位孩子的能力，發現了許多以往老師所認定「不

可能的任務」，都被孩子們一一完成。例如：在製作加油站時，老

師發現小朋友很有自己的想法，例如運用各種素材去製作加油

槍，老師要做的就是要不斷打破自己的框架，讓孩子充分去發揮

屬於他們的創意。 

 

3.小班老師：經過孫教授的輔導後，老師學會如何去調整自己的教學活動─團



體、小組及個別活動，而非僅強調團體式的教學，慢慢學會放手

給孩子動手做，此外，老師也學到了在角落活動中，是可以相互

支援而非毫無相關的。例如：美勞區製作冰棒、冰淇淋球可放置

於裝扮區內的冰店；而益智區的數數活動可增進裝扮區內郵局行

員的數算能力等。老師會再學習調整自己的教學步調，讓孩子們

的學習能更順暢、更愉悅。 

 

4.幼幼班：感謝孫教授的輔導，讓我們再重新的去思考幼兒的學習，孩子們的

經驗要從〞生活〞開始，從〞感官〞去感受，所以我們帶領幼幼班

的孩子每日去校園巡禮，看花、摸樹、餵魚，去觀察在菜圃出現的

蝸牛，也在教室內設置生活角，擺設衣物，讓孩子學習穿脫衣物等，

都讓孩子們有不錯的學習成長。 

 

經過一年的輔導，我們非常感謝孫教授對於園內老師專業教學能力的提

升，雖然很多的觀念及作法，並非一夕之間可以改變，但老師已學會時時提醒

自己，要多站在孩子的角度來看事情，學習用更開放的眼光來看待幼兒教育，

並且觀察孩子的個別差異，例如：孩子的能力已可以使用剪刀，就必須試著放

手，讓孩子多去嘗試多去創作。 

孩子天生就喜歡模仿表演，在生活上，他們喜歡玩扮家家酒或是學習大人

的打扮，所以角色扮演就是一種貼近孩子生活的學習，透過孫教授的輔導，帶

領我們去打破戲劇的框架，原來戲劇就是一種生活方式的呈現，隨時隨地都可

以在角落中進行，讓孩子們的學習更有連貫性也更豐富。 

  

輔導人員簽章  

校（園、所）長簽章  

 

※附註： 

請繳交紙本及電子檔光碟各 2份予教育局或學術機構（其中 1份由教育局或學術

機構轉繳教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