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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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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方塊
有關為因應101年開始實施「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教育部除辦理正式教保人員考試外，亦委託研究進行「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規劃，目前教育部業委託研究完竣，惟經洽教育部承辦司表示目前仍是「草案版」（近期才公布），相關網站：<http://www.ece.moe.edu.tw/?p=2545>



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3

考量過去研究針對民國76年版的「幼
稚園課程標準」的意見
根據「國民教育幼兒班」的相關研究
◦國民教育幼兒班課程綱要研究」(盧明等
人，2005)
◦「國民教育幼兒班課程綱要之能力指標
研究」(幸曼玲等人，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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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幼教發展的理念
◦以兒童為中心

◦自由遊戲

◦（社會）建構論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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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課程發展的趨勢
◦強調社會文化的重要
◦接受社會文化情境中差異
◦參與情境中個體有共享的權力，彼此協商
課程
◦動態循環與開放的課程
◦學習能力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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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的六大能力
覺知辨識、表達溝通、關懷合作、推理賞析、想像創造、自主管理

幼兒的六大能力
覺知辨識、表達溝通、關懷合作、推理賞析、想像創造、自主管理

一日作息 (例行性活動)
多元的學習活動
(根據課程取向而有差異)
全園性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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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顯幼兒階段的全人發展，以「幼兒為
主體」的本質
以幼兒成為「全人」的「發展」領域出
發
加入社會期待和文化期待
不以學科知識做為領域劃分的方式，避
免幼兒教育淪為小學教育的準備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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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幼教階段的獨特性
但重視幼小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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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語文
常識—數學、科學、社會

音樂
工作

遊戲

身體動作
情緒
社會 (生活自理)

語文
認知

美感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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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大綱的立論基礎本課程大綱的立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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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大綱的內涵
◦以個體與生活環境互動為基礎，
◦形塑幼兒心智能力為核心，
◦顧及幼兒全人發展及其所處文化環境的價值體
系兩層面，

◦規劃幼兒學習的領域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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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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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也在創造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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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環境
人文環境
物理環境

自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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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立基於「仁」的教育觀，
承續孝悌仁愛文化，
以陶養幼兒成為能愛人愛己、關懷環境、
面對挑戰、踐行文化的
未來社會公民，
並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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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儒家、佛家、道家的概念出發，統合儒
釋道三家學說，賦予「仁」新的意涵。

◦ 保留儒家重視家庭倫常的重要文化價值，如：
親子關係和手足關係；

◦ 同時還要考量與其他人相處時相互關懷、互相
尊重的關係。

◦ 與傳統的儒家不同，傳統的儒家對他人關係的
觀點有差序格局存在，但是將來的社會公民，
與他人的關係應該是能夠關懷、尊重、接納他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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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政府和商界以外的團體與組織彙集在一起
所形成的一個聯合體。在這樣的一個聯合體
中，每一個人都能夠通過加入某一個團體的方
式去表達自我價值觀和他們對外部世界的興
趣。

公民社會是指圍繞共同利益、目標和價值的，
非強制的行動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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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報告書「學習：
內在的財富」，也強調繼續教育在二十一世紀
中的重要性。

新加坡、香港等地的幼教課程也明定幼兒教育
作為終身學習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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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21

終身學習的個人至少具有以下的能力特
質：
◦ 具有終身學習的理念。
◦ 具備終身學習的人格特質。
◦ 具有獨立及自我學習導向的能力。
◦ 能自動參與各種形式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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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知辨識：運用感官，知覺自己及生活環境的訊息，並理解訊息及
其間的關係。

表達溝通：運用各種符號表達個人的感受，並傾聽和分享不同的
見解與訊息。

關懷合作：願意關心與接納自己、他人、環境和文化，並願意與
他人協商，建立共識，解決問題。

推理賞析：運用舊經驗和既有知識，分析、整合及預測訊息，
並以喜愛的心情欣賞自己和他人的表現。

想像創造：以創新的精神和多樣的方式表達對生活環境中人事物的
感受。

自主管理：根據規範覺察與調整自己的行動。

透過本課程大綱
幼兒擁有的六大能力

2012/4/11 22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11



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23

學習面向

領域能力
身體 用具操作

1覺察與模仿 身-1-1 身-1-2

2協調與控制 身-2-1 身-2-2

3組合與創造 身-3-1 身-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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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面向

領域能力

生活環境中
的數學

自然環境 文化產物

1蒐集訊息 認-1-1 認-1-2 認-1-3

2整理訊息 認-2-1 認-2-2 認-2-3

3解決問題 認-3-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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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面向

領域能力
肢體 口語 圖像符號 文字功能

1理解 語-1-1
語-1-1
語-1-2
語-1-3

語-1-4
語-1-5

語-1-6
語-1-7

2表達
語-2-1

語-2-2
語-2-3
語-2-4

語-2-5

語-2-6、語-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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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面向

領域能力
自己 人與人 人與環境

1探索與覺察 社-1-1
社-1-2
社-1-3

社-1-4
社-1-5
社-1-6

2協商與調整 社-2-1
社-2-2
社-2-3

3愛護與尊重 社-3-1 社-3-2
社-3-3
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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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面向

領域能力
自己 他人與環境

1覺察與辨識 情-1-1 情-1-2

2表達 情-2-1 情-2-2

3理解 情-3-1 情-3-2

4調節 情-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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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面向

領域能力
情意 藝術媒介

1探索與覺察 美-1-1 美-1-2

2表現與創作 美-2-1 美-2-2

3回應與賞析 美-3-1 美-3-2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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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十一條，幼兒園教育是一切教
育的基礎，幼兒園教保服務之實施，須與家庭及社區密
切配合，以達成下列目標：

一、維護幼兒身心健康。
二、養成幼兒良好習慣。
三、豐富幼兒生活經驗。
四、增進幼兒倫理觀念。
五、培養幼兒合群習性。
六、拓展幼兒美感經驗。
七、發展幼兒創意思維。
八、建構幼兒文化認同。
九、啟發幼兒關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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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通則一共有十條，共分為四類：

課程規劃
社會文化
幼兒學習評量
幼小銜接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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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課程目標編擬教保活動課程計畫，以
統整方式實施
◦根據幼兒的年齡、經驗及幼兒園的教育目標，
規劃幼兒的學習活動，進行有計畫的引導。
◦避免知識和技能的灌輸，在生活環境中取材，
透過具體的活動，讓幼兒有全面性的發展。
因此，規劃的課程須以統整方式實施。
◦幼兒園的課程規劃範圍含括幼兒一天在園的生
活。以時間軸來看，從進入幼兒園到離開為止
；以活動形式來看，包括幼兒每日例行性的活
動、多元的學習活動，或是全園性的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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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統整的教保活動課程計畫，規劃動態
的學習情境，開展多元的學習活動
◦一個充滿安全、正向氣氛與有意義的學習情境
◦教保服務人員可依據幼兒園所選擇的課程取向
規劃學習情境。
◦情境的安排均應考慮活動形式（乾濕、動
靜）、幼兒人數（個別、小組、團體）、幼兒
年齡（分齡、混齡）、特殊幼兒、空間的規劃
及氣氛等。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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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幼兒自由遊戲及在遊戲中學習的價值
，讓幼兒得以自主的探索、操弄與學習

◦年齡越低的幼兒，越需要有自由遊戲的機會。
◦安排情境，讓幼兒有充足遊戲的機會。
◦每天都一段充足遊戲的時間。
◦根據學習目標，提供引導性的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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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建構學習社群，以分齡、混齡或融合
教育的方式進行，在協同合作溝通中，延
展幼兒的學習。

◦ 學習社群的意義
◦ 異質性團體的意義
◦ 體諒、接納、分享、克己、包容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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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幼兒發展狀態與學習需求，選擇適宜的
教材，規劃合宜的教保活動課程
◦各園宜配合教保活動課程內涵及幼兒的發展狀態
，從其所在地的生活環境中選材，設計符合幼兒
生活經驗的活動。
◦教保活動課程擬定要從個體成長的基本需求出發
，包括健康的生活習慣、食品衛生、疾病預防及
安全的知能，以促進幼兒健康安全的成長。
◦學習範疇要重視性別與族群平等之議題，以及流
傳在社會中的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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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保服務人員需關照有特殊需求的幼兒（
含區域弱勢、經濟弱勢和特殊幼兒），提
供合宜的教育方式。
◦同年齡的幼兒之間可能有所差異。
◦面對區域弱勢或經濟弱勢的幼兒，宜先行瞭解
幼兒的家庭背景，視需要提供個別教學時間或
訂定個別學習計畫。
◦面對特殊幼兒訂定個別化的教育計畫（IEP）
，以協助幼兒進一步成長。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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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保服務人員在課程進行中根據目標扮演
多重角色；並在課程規劃前、課程進行中
、和課程進行後省思自己。

◦不同的活動中，教保服務人員扮演的角色不同
◦隨時的觀察和省思
◦理解自己對不同文化內涵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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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幼兒園、家庭與社區的網絡，經營三者間的
夥伴關係。透過在地文化課程，以培養幼兒對文
化的投入與認同。面對多元文化的社會，培養幼
兒面對、接納和欣賞不同文化的態度。
◦ 幼兒園、家庭和社區成為夥伴關係

◦ 教師須辨識與覺察生活情境中的社會文化活動

◦ 以實際行動參與社區，以加深幼兒對社群的情感與認
同，成為社區文化的參與者和共構者

◦ 幼兒園做為促成家庭、幼兒園與社區間社會網絡連結
的中介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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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的評量須在平常有計畫而持續的收集資訊，
及定期的整理與分析，以瞭解幼兒的能力與學習
狀況，提供教保服務人員檢討其教保活動課程與
教學，進而規劃後續的課程。
◦ 持續的收集

◦ 定期的整理

◦ 評量結果不做同儕間的比較；做為自我進步的參考

◦ 多種方法、多重資訊來源收集

◦ 根據結果，調整課程

◦ 評量是動態的課程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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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幼兒園到國民小學是幼兒從非正式教育到正式
教育的一大轉變。幼兒園宜主動扮演銜接的角色
，協助幼兒面對新情境的挑戰。
◦ 非正式教育到正式教育的轉換過程，其社會關係、社會
角色、角色期待、機構的規範不盡相同

◦ 主動聯繫小學，以期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上的溝通與交
流

◦ 有計畫性的進行幼小銜接活動，提供幼兒親近新情境，
讓國民小學老師了解幼兒

◦ 家長為幼兒園與國民小學間相互溝通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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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
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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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目標納入本國文化的思維，以仁的教育觀出發
強調核心的六大能力，為培養公民社會的一份子而
努力
強調社會文化的重要，將孩子的個別差異視為常態
強調在地取材，規劃課程，進而認同當地文化
強調「課程」的概念，區別「課程」與「活動」的
區別針對過去研究，提出「美感」領域作為孩子學
習領域
針對現代社會需求，強調「情緒」能力的培養
以幼兒的能力為主軸，串結各領域，進行統整。
重視幼小銜接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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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動作是靈活掌握身體自主的行動。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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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靈活展現基本動作技能並能維護自身安全。

◎擁有健康的身體及良好的生活習慣。

◎喜歡運動與樂於展現動作創意。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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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面向

領域能力
身體 用具操作

1覺察與模仿 身-1-1 身-1-2

2協調與控制 身-2-1 身-2-2

3組合與創造 身-3-1 身-3-2

49

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50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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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51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5151

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52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52

學習面向

領域能力
身體 用具操作

1覺察與模仿

身-1-1

模仿身體操控活動。

身-1-2

模仿操作各種器材的動
作。

2協調與控制

身-2-1

安全應用身體操控動作
，滿足自由活動及與他
人合作的需求。

身-2-2
熟悉各種用具的操作動
作，建立生活自理技
能。

3組合與創造

身-3-1

應用組合及變化各種動
作，享受肢體遊戲的樂
趣。

身-3-2

樂於善用各種素材及器
材進行創造性活動。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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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53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53

課程目標 2-3歲 3-4歲 4-5歲 5-6歲
身‐1‐2
模仿操作各
種器材的動
作

身-幼-1-2-1
覺察器材操
作的方式

身-幼-1-2-2
模仿簡易的
生活自理動
作

身-小-1-2-1

身-小-1-2-2

身-中-1-2-1
覺察各種用
具的安全操
作技能

身-中-1-2-2
觀察與調整
照顧自己及
整理環境的
動作

身-大-1-2-1

身-大-1-2-2

53

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54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54

課程目標 2-3歲 3-4歲 4-5歲 5-6歲
身-2-2
熟悉各種用具
的操作動作，
建立生活自理
技能

身-幼-2-2-1
平穩使用各種
素材或器材

身-幼-2-2-2
使用餐具進食

身-幼-2-2-3
熟練日常清
潔、衛生與保
健的自理行為

身-幼-2-2-4
手肘支撐下練
習抓、握的精
細動作

身-小-2-2-1

身-小-2-2-2

身-小-2-2-3

身-小-2-2-4
操作與運用
抓、握、扭轉
的精細動作

身-中-2-2-1
敏捷使用各種
素材或器材

身-中-2-2-2
清潔自己的餐
具與整理用餐
桌椅
身-中-2-2-3
使用清潔工具
清理環境

身-中-2-2-4
綜合運用抓、
握、扭轉、
揉、捏的精細
動作

身-大-2-2-1

身-大-2-2-2

身-大-2-2-3

身-大-2-2-4
熟練手眼協調
的精細動作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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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55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55

課程目標 2-3歲 3-4歲 4-5歲 5-6歲
身‐3‐1
應用組合及
變化各種動
作，享受肢
體遊戲的樂
趣

身-幼-3-1-1
隨著音樂旋
律擺動身體

身-小-3-1-1
在創意想像
的情境展現
個人肢體動
作的組合與
變化

身-中-3-1-1 身-大-3-1-1
與他人合作
展現各種創
意姿勢與動
作的組合

55

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56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5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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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57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57

◎課程設計之特色

在飲食、清潔、整理、學習等滿足生活自理的日常活動
過程，常常應用及活動身體，自然的提升幼兒協調與控
制身體動作的能力。

在自由活動、室內律動、戶外遊戲中，啟迪幼兒「樂於
活動」的態度及在「自創活動」過程，自在的提高幼兒
組合與創造各種身體創意的能力。

57

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58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58

◎教學方式之特色

強調「以運動為主體，以遊戲為方法」，融入各種體能

遊戲，配合生動活潑的音樂及教具，引導幼兒在設計合

宜的活動中學習，並從遊戲中增進體能、紓解情緒、培

養問題解決能力與強化人際關係。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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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59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5959

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60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60

認知是什麼？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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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61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61

處理訊息的思考歷程

61

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62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62

解決問題的思考歷程

發現問題 確認問題 解決問題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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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63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63

發現問題 確認問題 解決問題

幼兒提出
深究性問題

蒐集訊息
整理訊息
以確認問題

與他人合作
以解決問題

63

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64

幼兒喜歡探索及問問題
◦一般提問

「這是什麼？」、「球在哪裡？」…

◦深究性問題：需要驗證的問題
教師協助幼兒將「為什麼？」、「要怎麼
做？」…問題整理為深究的問題，如：
「如果這樣…，會發生什麼事」

在認知領域中，
幼兒要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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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65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65

透過觀察及運用工具蒐集訊息
記錄蒐集到的訊息

蒐集訊息

整理訊息

解決問題 提出問題解決的方法、思考可能方
法之可行性、實作與驗證、檢查結
果及過程

有系統

有系統
歸類與分類、比較與找關係
排序、複製型式、合成與分解
圖/表整理

65

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66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66

分享、溝通、討論

觀察：善用感官

測量：身邊物件、工具

記錄：圖像、符號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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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67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67

分享、溝通、討論

歸類與分類

排序、重複型式

合成與分解

比較與找關係

圖/表整理

67

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68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68

分享、溝通、討論

思考可能方法之可行性

實作與驗證

檢查結果與過程

提出問題解決的可能方法

2012/4/11 68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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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69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69

認知領域
是什麼活動？

69

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70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70

擁有主動探索的習慣

展現有系統的思考能力

樂於與他人溝通並共同合作解決問題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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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71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71

學習面向

領域能力

生活環境中
的數學

自然環境 文化產物

1蒐集訊息 認-1-1 認-1-2 認-1-3

2整理訊息 認-2-1 認-2-2 認-2-3

3解決問題 認-3-1

71

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72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72

文化產物

舉凡人製造的、因應生活需要而產生的器
物(包括用具、工具)、設備、建築物都屬
之。例如：服飾、交通工具、博物館裡的
文物、古蹟…等都稱文化產物。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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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73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73

認
知
領
域
課
程
架
構

2
至
3
歲

5
至
6
歲

4
至
5
歲

3
至
4
歲

以
圖
像
記
錄

以
圖
像
記
錄

以
符
號
及
圖
/
表
記
錄

排序、重複型式

經由觀察蒐集
口
語
分
享

感官

非正式(正式)工具測量

解
決
問
題

實作與驗證

提出問題的解決方法

思考解決方法之可行性

檢查結果與過程

數與量的合成與分解

蒐
集
訊
息

整
理
訊
息

圖/表整理資料

歸類與分類

比較、找關係

依訊息的特徵、數量、屬
性、型式或功能形成類群及
命名、比較即找關係

經由提問蒐集

經由資料查閱蒐集

經由調查查閱蒐集

利用實物、圖片、書
籍資料、訪問相關人
士或場所蒐集資料

依深淺、高低、多寡、輕
重、大小或發生先後依序整
理排列，並從序列中找到反
覆出現的關係

73

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74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74

幼兒主動提出深究性問題

蒐集訊息

2歲 3歲 4歲 5歲1歲 6歲

整理訊息
解決問題

各年齡幼
兒學習的
認知能力

幼兒發展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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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75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75

掌握指標
掌握教學

75

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76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7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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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77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77

物體皆有其呈現的外在形貌，有些外形有具
體的“形狀”名稱，例如：長方形、正方形。

但有些物體的外形無法以形狀命名。我們則
以類比的方式，利用相似外形的物體來指稱
，例如：像花的雲(指外形)。

77

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78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78

測量時，單位要相同且一個單位要緊接著下一個
單位，才能獲得精準的測量結果。

認識各個物體可以測量的特徵，例如：長度、容
量、重量等。依據他們想要測量的物體的特徵選
擇合適的測量單位及工具。

測量的真正用意在獲得可靠和客觀的結果。

運用身邊物件為單位是指使用手掌、腳長、鞋子
、積木、椅子、蠟筆、杯子等身邊隨手可得物件
來測量東西。

標準單位則是選用尺、量杯…等特定工具來測量
物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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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79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79

用尺測量 用圓形貼紙測量

用吸管測量用筆畫下來

79

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80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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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81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81

特徵指物件可觀察到的顏色、聲音、氣味、
大小、輕重、形狀等可以用來描述並代表此
物件。

81

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82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82

歸類是給幼兒特徵線索，讓幼兒按照給此特
徵辦別物體屬哪一類。例如：幼兒依照教保
服務人員給的指示，將紅色的花歸類在一起
，黃色的花歸類在一起，就是在做歸類。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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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83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83

分類是給幼兒一堆東西，幼兒根據自己的觀
察，找出這堆東西的特徵，然後依特徵分類
。例如：幼兒依照自己觀察到的花朵形狀，
將一堆花朵分出一類為像星星的花，和一類
像球的花。

83

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84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84

強調思考歷程技能的培養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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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8585

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86

語文是一種社會溝通系統

溝通對象

人

文本
任何一種使用有系統的、

表達意義的符號(肢體、
口語、圖像符號、文字、
劇場語言、電影語言)所
創造出來的作品

肢體

口語

圖像符號

文字

溝通媒介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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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87

2-6歲幼兒的語文學習與發展

就是參與社會溝通系統的歷程

如何參與？
理解：理解人(肢體、口語)

理解文本(肢體、口語、圖像符號、文字功能)

表達：以肢體、口語、圖像、自創符號來表達

87

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88

1.體驗並覺知語文的趣味與功能

2.合宜參與日常社會互動情境

3.慣於敘說經驗與編織故事

4.喜歡閱讀並展現個人觀點

5.認識並欣賞社會中使用多種語文的情形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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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8989

學習面向

領域能力
肢體 口語 圖像符號 文字功能

1理解 語-1-1
語-1-1
語-1-2
語-1-3

語-1-4
語-1-5

語-1-6
語-1-7

2表達
語-2-1

語-2-2
語-2-3
語-2-4

語-2-5

語-2-6、語-2-7

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90

語-1-1 理解互動對象的意圖（理解肢體、理解口語）

語-1-2 理解歌謠和口語的音韻特性（理解口語）

語-1-3 認識社會使用多種語言的情形（理解口語）

語-1-4 理解環境中的圖像與符號（理解圖像符號）

語-1-5 理解圖畫書的內容與功能（理解圖像符號）

語-1-6 熟悉閱讀華文的方式（理解文字功能）

語-1-7 理解文字的功能(理解文字功能)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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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91

語-2-1 以肢體語言表達（以肢體表達）

語-2-2 以口語參與互動（以口語表達）
語-2-3 敘說生活經驗（以口語表達對生活的理解）
語-2-4 看圖敘說（以口語表達對圖像的理解）

語-2-5 運用圖像符號（以圖像符號表達）

語-2-6 回應敘事文本（以肢體、口語、圖像符號表達對
敘事文本的理解）
語-2-7 編創與演出敘事文本（以肢體、口語、圖像符號
編創敘事文本）

91

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92

課程目標 2-3歲 學習指標 3-4歲 學習指標 4-5歲 學習指標 5-6歲 學習指標

語-1-2
理解歌謠和口語

的音韻特性

語-幼-1-2-1
喜歡聆聽童謠

語-小-1-1-1
覺察兒歌與童詩
的韻腳

語-小-1-2-2
覺察重複聽到的
字詞

語-中-1-2-1
辨認兒歌與童詩
的韻腳

語-中-1-2-2
知道語音可以組
合

語-大-1-2-1

語-大-1-2-2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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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93

語-小-1-2-1覺察兒歌與童詩的韻腳

◆羊咩咩羊咩咩

羊咩咩羊咩咩 十八歲十八歲

坐火車坐火車 轉妹轉妹家家

((坐到梅樹下坐到梅樹下))
兩斗米兩斗米 打粢打粢粑粑

無糖好搵搵泥無糖好搵搵泥沙沙

93

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94

語-小-1-2-1覺察兒歌與童詩的韻腳

◆春風

春風 春風 吹西又吹東
吹得草兒青 吹得花兒紅
吹醒了蝴蝶 飛舞花園中
吹醒了蜜蜂 到處嗡嗡嗡

◆西北雨

西北雨 直直落
鯽仔魚 欲娶某
鮕代兄 打鑼鼓
媒人婆仔 土虱嫂
日頭暗 尋無路
趕緊來 火金姑
做好心 來照路
西北雨 直直落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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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95

課程目標 2-3歲 學習指標 3-4歲 學習指標 4-5歲 學習指標 5-6歲 學習指標

2-3
敘說生活經驗

語幼 2-3-1
敘說一個經歷過的
事件

語幼 2-3-2
簡單描述自己的觀
察

語小 2-3-1
敘說包含三個關聯
事件的生活經驗

語小 2-3-2
說出簡單的因果關
係

語中 2-3-1
敘說時表達對某項
經驗的觀點或感受

語中 2-3-2

語大 2-3-1
建構包含事件開
端、過程 、結局與
個人觀點的經驗敘
說

語大 2-3-2

語大 2-3-3
依據聽眾的角度修
改或補充敘說內容

語大 2-3-4
以不同的話語、語
氣和聲調描述生活
經驗中的對話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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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的更新與範疇的擴大
--從故事到敘事文本

(既有的與在生活中生成的)
--從個人說話到社會互動
--從精熟國語到多語處境的認識

現行現行(76(76年年))課程標準課程標準與與新新課綱課綱

語文領域內涵的主要差異語文領域內涵的主要差異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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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前提:人,文本與空間

主張各類敘事文本在幼兒生活中

有一個常設而且難忘的位置。

領域特色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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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可看成人際互動交織而成的脈
絡。個體透過參與的行動建構社會中的規
範和價值體系。

本領域的「社會能力」指的是幼兒在參與
人際脈絡中，建構有意義互動的能力。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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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自己並照顧自己

關愛親人

樂於與他人相處並展現友愛情懷

體驗在地文化並樂於接觸多元文化

親近自然並尊重生命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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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面向

領域能力
自己 人與人 人與環境

1. 探索與覺察 社-1-1
社-1-2
社-1-3

社-1-4
社-1-5
社-1-6

2. 協商與調整 社-2-1
社-2-2
社-2-3

3.愛護與尊重 社-3-1 社-3-2
社-3-3
社-3-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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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人

自己

人與環境

探
索
與
覺
察

協
商

與
調

整

愛
護
與
尊
重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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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在與自我、與他人、與週遭環境的互動過程中，所需呈現
與運用的動態的、過程性的、學習如何社會化的能力，包括：

探索與覺察

協商與調整

愛護與尊重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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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索與覺察

◦ 對於自我、他人以及週遭環境感到好奇、有感覺，
會主動探索，願意更仔細地觀察細節，想要去瞭解
其中的特質和內容。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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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與調整
◦ 讀取週遭人事物傳出的訊息，從環境回饋及他人的回應中
，理解自己行為的意義及對他人與環境的影響，願意改變
和調整自己的行為、與他人互動過程以及與環境的共處方
式。

外在訊息 合宜行為

環境回饋
及他人回應

理解自己
行為的意
義及對週
遭的影響

改變和調整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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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護與尊重

◦ 主動關注自己、他人和自然生命的需要，願意分享
和提供照顧與協助，發展彼此關心、和諧慈愛的人
際關係及與自然共處的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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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
◦ 認識自己、發展正向自我概念

人與人
◦ 覺察人我異同

◦ 願意聆聽和溝通去理解他人需求，以關懷同理方式去回
應他人，並和他人合作

◦ 在面對衝突時，能兼顧自己和他人的方式去解決

◦ 學習生活禮儀、遵守生活規範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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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環境
◦ 幼兒最直接的生活環境就是家庭、幼兒園和社區人事物

◦ 透過積極參與：

領會家庭的重要

了解社區中各種各樣的人物角色和活動、文化習俗節
慶及多元的生活方式

藉此體會生活週遭人事物與自己生活的密切關係，進
而萌生感謝與感恩之情

◦ 學習關懷自然生命、珍惜自然資源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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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 人與人 人與環境

1.探索與覺察

社-1-1

認識自己

社-1-2 
覺察自己與他人內在想法
的不同

社-1-3 

覺察生活規範與活動規則

社-1-4 
覺察家的重要

社-1-5
探索自己與生活環境中人事

物的關係

社-1-6 認識生活環境中文

化的多元現象

2.協商與調整

社-2-1

發展自我概念

社-2-2 

同理他人，並與他人互動

社-2-3 

調整自己的行動，遵守生

活規範與活動規則

3.愛護與尊重

社-3-1 

愛護自己，肯定

自己

社-3-2

關懷與尊重生活環境中的

他人

社-3-3 
尊重多元文化

社-3-4
關懷生活環境，尊重生命

學習面向

領域能力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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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 2-3歲 3-4歲 4-5歲 5-6歲
社-2-3
調整自己的行
動，遵守生活
規範與活動規
則

社-幼-2-3-1
在生活情境中
學習合宜的人
際禮儀

社-小-2-3-1

社-小-2-3-2
聽從成人指示

，遵守生活規

範

社-中-2-3-1
理解自己和互
動對象的關
係，表現合宜
的生活禮儀

社-中-2-3-2
理解生活規範
訂定的理由，
並調整自己的
行動

社-大-2-3-1
因應情境，表
現合宜的生活
禮儀

社-大-2-3-2

社-大-2-3-3
與他人共同訂
定活動規則，
遵守共同協議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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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幼兒為主，強調幼兒習得的過程能力。

強調社會互動過程中幼兒對自我的了解和尊重，進而尊重

他人的歷程。

強調建立健康及安全知能習得的歷程。

強調幼兒覺察社會活動的意義，且與自己生活的關連。

同樣地，對自然現象的觀察，進而發現自然生物的需要，

和人類生命之共通處。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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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能力：一個人處理情緒的能力

發生在自己或
外在的事件
發生在自己或
外在的事件 情緒覺察

與辨識
情緒覺察
與辨識

表達表達

情緒理解情緒理解

情緒調節情緒調節

情緒指的是個體解讀內外刺激而
產生生理與心理的整體反應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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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納自己的情緒

以正向態度面對困境

擁有安定的情緒並自在地表達感受

關懷及理解他人的情緒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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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面向

領域能力
自己 他人與環境環境

1覺察與辨識 情-1-1 情-1-2

2表達 情-2-1 情-2-2

3理解 情-3-1 情-3-2

4調節 情-4-1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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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覺察與辨識能力

個體覺察到內外在刺激，且有情緒出現時，能辨
識當時是什麼情緒狀態和種類。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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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表達能力

• 是指個體在情緒狀態時，在生理上、心理上及外顯行為
上的表現，包含：表達自我的情緒，與表達環境中他人
與擬人化物件的情緒。最後是學習運用符合所處文化的
規則，適時、適情境、適角色來表達情緒。

• 在情緒表達能力上，能從較個人化，進展到符合文化、
社會的規則；在表達時間上，會從「立刻」逐漸發展到
「稍待」甚至到「需表達才表達」。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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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理解

• 是指幼兒瞭解自己或環境中產生情緒的原因(包括事件及
想法)與後果，包含：瞭解自己情緒出現的可能原因。理
解環境中他人或擬人化物件產生情緒的可能原因。也就是
去釐清發生甚麼事及自己與他人對這事的想法。

• 在情緒理解上，會隨著認知能力及同理心的成長，而能從
了解常見情緒的產生原因，到對複雜情緒的產生原因，甚
而能理解會因各種人事時地及自己想法上微妙變化造成情
緒多元的變化。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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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調節

• 是指個體能藉著內外各種策略，以試圖轉變自己情
緒的一種能力 。也就是學習運用各種策略來改變負向情
緒或過度激動的情緒。

• 在情緒調節能力上，會從「較依賴他人或外在環
境」到「嘗試自己改變自己的想法」、「自己想辦
法解決問題」。而情緒調節所需時間，則會從「花
很長的時間才願意改變」，發展到「能盡快改
變」。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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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
指自身因受到環境的刺激而產生情緒反應
他人與環境
◦他人的部份是指幼兒可以感受到他人受環境的
刺激而產生的情緒反應
◦環境的部份是指幼兒以擬人化的形式，投射自
身對環境中事物刺激的情緒反應
(事物包括環境中的動植物、物件、文本、影片等等)

幼兒在情緒面向的學習，多從自己的面向開始，再逐漸擴
展到他人及環境中的事物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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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 2-3歲 3-4歲 4-5歲 5-6歲
情-1-1 

覺察與辨識自
己的情緒

情-幼-1-1-1
知道自己常出
現的正負向情
緒

情-幼-1-1-2

知道自己的同
一情緒存著兩
種程度上的差
異

情-小-1-1-1

情-小-1-1-2

情-中-1-1-1
辨認自己常出
現的複雜情緒

情-中-1-1-2
辨別自己的同
一種情緒有程
度上的變化

情-中-1-1-3

辨識自己在同
一事件中存在
著多種情緒

情-大-1-1-1

情-大-1-1-2
辨識自己的同
一種情緒在不
同情境中會出
現程度上的差
異

情-大-1-1-3

情緒領域學習指標(示例)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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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透過教學的協助幼兒建立情緒能力

強調正向思考增進挫折忍受力

從教保服務人員開始帶動幼兒共同擁有良好情緒

能力營造祥和教室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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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美感」是……
由個體內心深處
主動建構的一種

感知外在美好事物存在的
「能力」

「美感」是什麼…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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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感官，知覺感官，知覺外在環境的刺激刺激
與經驗經驗或想像想像產生連結，

引發內在心靈的感動感動湧現

幸福、歡欣、愉悅幸福、歡欣、愉悅的感覺。

引自Jalongo & Stamp, 1997, The arts in children’s lives: Aesthetic education for early 
childhood. Needham Heights, MA: Allyn & Bacon.

「感知美」的能力是……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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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探索事物的美

享受美感經驗與藝術創作

展現豐富的想像力

回應對藝術創作的感受與喜好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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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面向
領域能力 情意 藝術媒介

1探索與覺察 美-1-1 美-1-2

2表現與創作 美-2-1 美-2-2

3回應與賞析 美-3-1 美-3-2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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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與創作回應與賞析

探索與覺察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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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敏銳的以敏銳的五官，知覺外在的事物五官，知覺外在的事物
探索探索生活周遭事物的美生活周遭事物的美
並並覺察覺察其間的變化其間的變化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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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以各種形式的藝術媒介藝術媒介
來發揮想像想像
進行個人獨特的表現與創作表現與創作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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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個人的感覺偏好感覺偏好
來表達自己對生活環境中
多元的藝術創作或表現的看法看法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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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意
情意是指希望幼兒在不同的美感經驗中，
能連結正面的情意與產生愉悅的感受，及
樂於從事美感有關的活動
藝術媒介
指常用的視覺藝術、聽覺藝術、戲劇扮演
等藝術媒介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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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面向
領域能力 情意 藝術媒介

1探索與覺察
美-1-1
體驗生活環境中愉悅的美
感經驗

美-1-2
運用五官感受生活環境中
各種形式的美

2表現與創作
美-2-1
發揮想像進行個人獨特的
創作

美-2-2
運用各種形式的藝術媒介
進行創作

3回應與賞析
美-3-1
樂於接觸多元的藝術創
作，回應個人的感受

美-3-2
欣賞藝術創作或展演活
動，回應個人的看法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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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歲大班：
3-2-1 欣賞視覺藝術創作，依個人偏好說

明作品的內容與特色

3-2-2 欣賞音樂創作，描述個人體驗到的特色

3-2-3 欣賞戲劇表現，依個人的偏好說明

其內容與特色

美感領域學習指標(示例)

3-2 欣賞藝術創作或展演活動，回應個人的看法

134

67



101年教育部補助各縣市研習 135

欣賞「音樂創作」主要以CD、兒歌或樂器節奏為主，可以引導幼兒表達
因「強弱」、「高低」或「音色」的變化所帶給個人的不同感受。「音
色」指的是聲音的特色，可能如大提琴與長笛的不同音色，也可能如不
同材質的小提琴所產生的細微差異。

教師播放「動物狂歡節」中「烏龜」一曲，請孩子當音樂專
家猜猜看，這首曲子代表哪一種動物?
老師：「請問各位音樂專家，這個聲音你覺得是哪種動
物？」
幼兒：我覺得是大象。
老師：為什麼？
幼兒：聽起來像是大象走路的聲音，很重（強弱）又很慢
（快慢）的樣子。
老師：還有什麼動物會像這個音樂一樣，感覺重重又慢慢
的？
幼兒：烏龜、蝸牛…..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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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美感經驗，能鼓動幼兒好奇探索之心
及正向情意之回應。

產生與周遭環境相連結的情感，形成未來對
自然關懷、社會意識與文化認同基礎。

美美在生活的每個環節中，在生活的每個環節中，
「美感教育」就是要「美感教育」就是要

保留並發展保留並發展
幼兒與生俱有之幼兒與生俱有之
「感知力」「感知力」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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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綱
宗旨、總目標、實施通則

總綱
宗旨、總目標、實施通則

身
體
動
作

身
體
動
作

認
知
認
知

語
文
語
文

社
會
社
會

情
緒
情
緒

美
感
美
感

幼兒的六大能力
覺知辨識、表達溝通、關懷合作、推理賞析、想像創造、自主管理

幼兒的六大能力
覺知辨識、表達溝通、關懷合作、推理賞析、想像創造、自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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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作息 (例行性活動)
多元的學習活動
(根據課程取向而有差異)
全園性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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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立基於「仁」的教育觀，
承續孝悌仁愛文化，
以陶養幼兒成為能愛人愛己、關懷環境、
面對挑戰、踐行文化的
未來社會公民，
並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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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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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目標納入本國文化的思維，以仁的教育觀出發
強調核心的六大能力，為培養公民社會的一份子而
努力
強調社會文化的重要，將孩子的個別差異視為常態
強調在地取材，規劃課程，進而認同當地文化
強調「課程」的概念，區別「課程」與「活動」的
區別針對過去研究，提出「美感」領域作為孩子學
習領域
針對現代社會需求，強調「情緒」能力的培養
以幼兒的能力為主軸，串結各領域，進行統整。
重視幼小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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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活動的過程中，心中要有目標
重視「能力」，不強調「內容」
不要一直「教」，提供機會讓幼兒表現
「教學方向」和「幼兒反應」要相互檢視

此外，請抱持「不要怕、試試看」的態度參與新
版課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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