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筆者⾃職前訓練後加⼊幼稚園教師⾏列，⼀開始單純地從「教與學」⻆度認為教

師是傳授知識的⻆⾊，直到累積對幼兒學習模式的觀察和理解後，透過進修幼兒教育

學位到碩⼠課程，豐富了筆者對教師⻆⾊的反思。以「學與教」的⻆度思考切合幼兒

學習需要的課程，把課程的策劃與實踐當作個⼈的課研。透過課堂錄影檢視個⼈教學

技巧、幼兒回饋、教案編排等，再從反思中調節課程以⼀課兩教⽅式探討課程值得優

化的亮點，部分課節以公開分享聽取同儕意⾒，所獲取的經驗強化對幼師專業成⻑的

體會：「教學相⻑是整個團隊的⽬標，亦是專業發展的階段」。

    幼師的專業發展

充滿⽣機的幼兒教育—
多樣化的教學模式

《 S P A R K  O F  I D E A S》⽂章系列

        幼兒，是全⼈發展的⿈⾦階段，亦是摸索世界的開端。

        幼兒教育成為這重要階段的關鍵，經過多年觀察和研究幼兒發展

的需要，不論發展出多少教學模式和理念，但都離不開「教師專業

⻆⾊」。

許夏薇⽼師   

（仁愛堂彭鴻樟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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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課研的路上探討幼兒學習的特質，了解他們的獨特性外，更重要是思考課堂中

處理個別差異的問題，畢竟在幼兒階段各範疇的發展差異較⼤，善⽤不同的教學模式

是重要⼀環。筆者經歷過從區⻆學習到⾃由遊戲的學習模式，總結以下個⼈⼼得：

        「區⻆學習」能按各範疇進度設計不同程度的學習區，優點是讓幼兒因應個⼈能

⼒作鞏固和提升，如：放置不同程度（⼤⼩、塊數、構圖）的拼圖，幼兒能因應個⼈

能⼒作選擇，教師亦易於評估幼兒在推理、空間、⼿眼協調、專注等能⼒發展。⽽它

的限制在於難以平衡各學習範疇的均衡性，基於課室空間運⽤上的限制，教師容易把

區⻆⽤以操作性教具執⾏，忽略發揮⾃主學習的彈性和趣味。「區⻆學習」適合學期

初段建⽴幼兒⾃選學習的常規和習慣，或需要反覆鞏固基礎技能的幼兒，按個⼈能⼒

調節進度。

    了解幼兒學習特質  ，發展不同的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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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遊戲」能從幼兒⽣活經驗和興趣作基礎，因應個⼈能⼒引發⾃主學習的動

⼒，既能照顧個別差異，亦使不同能⼒的幼兒互相搭建鷹架，如在建築主題時，幼兒

運⽤不同素材建構建築物，他們會因應個⼈興趣組合，亦有幼兒獨⾃進⾏遊戲，教師

於學習歷程中透過幼兒的反應即時介⼊引導思考，例如：怎樣才可以⼜⾼⼜穩？想⽤

什麼材料建築？⽤什麼⽅法測試各組建築是否成功？幼兒於過程中會經歷互相分享資

訊、按計劃進⾏探索、驗證、檢視、修正、接納他⼈意⾒等綜合發展的學習元素。但

它的限制在於教師拿捏「啓導者」的⻆⾊，對適切介⼊的引發及課堂彈性的敏鋭度有

相當⼤的挑戰。相對⽽⾔，「⾃由遊戲」適合幼兒對⾃由分組的常規有基礎時進⾏，

對需要加強社交技巧或提升學習動機的幼兒成效較⼤。

        綜⽽觀之，在多樣化的教學模式中，筆者認為沒有⼀種「最好」的教學⽅法，重

要的是教師的專業和判斷，了解班上幼兒的學習特質，善⽤各教學模式的特點設計合

適的課程，從反思和優化教學的過程中專業成⻑，把歷程與同⼯分享，互相交流不同

教學模式的成效，發展出充滿⽣機的幼兒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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