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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職前幼教師探究教學知能之研究—探究教學教材教法研編與應用 

壹、 研究動機與主題目的 

一、 研究動機 

明新科技大學是技職大學，學生們高中多數就讀高職學校，進到大學目的也是

在學習一技之長。然而幼兒保育/教育除了技術，更是一門教育的學問，因此學生除

了要會帶活動之外，更重要還要能從教學活動中觀察幼兒、了解幼兒學習狀況，進

而發展出適合的教學策略。近幾年，建構主義、開放教育、翻轉教育等各種教育改

革的浪潮下，探究教學衍然是新一波教育革新訴求，強調學習應以學生為主體，學

習應該著重在促進學生動腦思考、動手操作、經由探究來作學習。然而教學現場是

複雜的，要培養職前教師具備從學習者需求出發，進而規劃出適合學習者的探究式

教學活動，對於未曾有過教學經驗的職前教師而言基本上是很不容易的。 

107 學年度，我試著將授課研究（lesson study，備課、觀課、議課三步曲）的

方法在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中使用，帶領職前幼兒教師從「學習者」角度出發

來設計探究式教學活動，在試教過程中，聚焦在觀察、討論幼兒學習表現，從幼兒

學習表現中回頭思考教師教學安排。初步發現這種以「幼兒學習表現」為焦點的備

課、觀課、議課方式，對職前幼兒教師發展探究教學的能力是有幫助的，職前教師

在設計活動時，比較能提供機會讓幼兒實際進行探究，而不是直接教導內容。 

不過，因為職前教師教學經驗尚淺，引導幼兒進行探究的策略較少，提問技

巧也較不嫻熟。研究者思考可能的原因可能是：職前教師少有機會觀摩到探究

教學的完整歷程，對探究教學實施的方式、引導策略、幼兒實際學習表現

都較沒有經驗，因此會顯得信心與策略不足。研究者因而思考進一步可能可

以幫助職前幼教師的策略。 

從學習理論及認知師徒制（cognitive apprenticeship）(吳清山 & 林天祐, 

2002)的理論來看，如果將職前幼兒教師放置在專家教師教室中，經由觀察學習、

實作討論，應該可以有效的提升職前幼兒教師探究教學能力。但是以大學一個班

級學生的人數規模，實在無法讓每位學生每堂課都跟著一個專家教師作近距離的

觀摩學習；此外，具備實施探究教學能力的教學專家人數也不多。因此研究者想

到，可以與已具備探究教學能力的專家老師合作，共同開發符合探究教學理念的

幼兒園教學活動，將之編製成「探究教學觀摩研討教案」，並將專家教師教

學歷程錄製成「探究教學觀摩研討影片」。研究者延續107年度教學實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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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使用的教學單元（lesson study）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議課方法，運用在

本人開設的「幼兒數學與科學探索遊戲」課程中，讓職前幼兒教師先研討

教案，觀看教學觀摩研討影片，引導職前幼兒教師藉由影片進行觀課（觀

課重點在幼兒的學習表現），接著進行議課（焦點在幼兒學習表現，以及

其與專家教師教學設計、教學策略之間的關係）。如此一來，職前教師既可

直接觀察專家教師的教學，又可以培養觀察幼兒學習表現的敏銳度，增加

「以學習者為中心」作教學思考的能力。如此同時建立職前幼兒教師探究

教學的知識、信心與知能，雙管齊下，希望能更有效的培養職前幼兒教師

實施探究教學的能力。 

二、計畫主題及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主題為「提升職前幼教師探究教學知能之研

究—『看見幼兒』探究教學教材教法研編與應用」，本研究旨在透過觀察專家

教師研編探究教學教案、錄製教學影片，職前教師可實際看到專家教師探究教學

的過程、幼兒的學習，進而增進職前教師實施探究教學的信心與策略。詳細的研

究目的如下： 

（1） 研編探究教學教學材料 

A. 與專家幼兒園教師共同研編符合以幼兒為中心的探究式幼兒數學與

科學學習活動教案。 

B. 錄製專家幼兒園教師探究教學影片。 

（2） 探討運用授課研究觀課議課方式使用「看見幼兒」探究教學素材可能

遭遇的問題，與解決策略。 

（3） 探討職前幼兒教師使用「看見幼兒」探究教學影片觀課議課的學習歷

程與轉變。 

貳、 文獻探討 

（一）探究教學意義、成效與教師專業成長 

探究教學的基礎是建構主義對知識、學習的觀點，建構主義認為知識不是外在

客觀存在的實體，學習必須經由學習者主動經驗、思考、轉化才能真實發生。建構

主義重要學者皮亞傑認為數理邏輯知識產生在個體與物體互動的過程中，或者在互

動動作中形成個人心智上的操弄與轉換而來的（Piaget,1970，p.16），內在困擾的

感受驅使個體主動調適，而反思及抽象的能力是個體建構知識的基礎。此外，

Vygotsky 社會建構主義、Dewey 進步主義、Brunner 發現學習的觀點也給探究教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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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新的養份。在此種知識觀下，教師無法把自己知道的知識直接灌輸在學生的腦中，

而是應該在學生現有的知識、經驗上，安排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教學情境，讓學

生在其中經由主動探索相關、整合相關訊息進而解決問題，習得重要的知識概念、

技巧、態度。這就是本研究所談的探究教學，這個方法強調的是學生經由探究的過

程學習，而非特定的某種教學步驟。 

探究教學理念興起之後，許多學者關心探究教學的成效，探究式教學對學生的

學習動機、成效都比傳統教學有益。Erin Marie Furtak, Tina Seidel, Heidi Iverson, 

and Derek C. Briggs (2012)分析 37篇實驗/準實驗研究發現，重視認識性（epistemic）

的、或結合程序性、認識性與社會性的探究教學活動，學生成就優於其他教學方法。

而有教師引導的活動，其效果量（effect size 約 4.0）也比以學生為主導活動的效

果量還要大，這顯示教師引導在探究教學中有其重要性。Batdı, Semerci, and Aslan 

(2018)回顧了 36 篇研究，發現探究教學在學生學習情感、認知、社會都有比較好的

成效，但是有效的探究教學必須奠基在事先有計畫的活動規劃之上。以上兩個回顧

研究顯示探究教學對學生的學習有益，同時也顯示出教師事先的探究活動設計與活

動中適當的引導是重要的關鍵。 

然而研究顯示教師的知識觀沒有改變、教師的求學過程中缺乏以探究方式學習

的經驗，實際教學的場域中缺乏時間、缺乏所需的支持等，都是阻礙教師實施探究

教學的原因(Chang, 2016; Trautmann, MaKinster, & Avery, 2004)。因而我們有

必要找出更有效的方式，支持職前階段教師轉變教學信念、發展其探究教學的信心

與能力。 

研究發現讓教師透過實際體驗探究式教學課程(Lee & Shea, 2016)、實習行動

研究(Soprano & Yang, 2013)、教師成長團體等方式，可以有效發展教師的探究教

學知能。而不管是實際體驗探究教學或實習，受試教師基本上有觀摩專家教師實施

探究教學的機會，再輔以討論、反思的歷程，提升其探究教學的知識與技巧。這個

過程，體現了社會建構理論中「鷹架」(scaffolding)以及師徒制的內涵：資深教師

和新手教師一起工作，一方面藉由示範、討論、回饋等方式，提供新手教師成長的

鷹架，促進教師專業發展(張德銳, 2009)，另一方面，資深教師亦選擇適合新手教

師能力的工作讓他練習，在練習中，不斷的查看他進步的情形，然後逐漸賦與他更

重要的工作。透過內隱以及外顯的互動，深化新手教師的能力。 

因此，研究者認為，要培養職前幼兒教師探究教學信心、拓展其探究教學策略，

除了探究教學理念的闡述之外，應該也要提供職前幼兒教觀摩專家教師實施探究教



	

	 4	

學的機會，透過觀摩、討論，職前幼兒教師可以看到探究教學的歷程、策略、幼兒

學習的成果，增強其信心、策略；之後，再藉由實際設計、執行、反思探究教學，

練習探究教學的實作知能。 

（二）授課研究（lesson study）之備課、觀課、議課 

上述的「觀摩、討論、實際設計、執行、反思」看起來雖然很淺顯易懂，但實

際運作的時候，究竟應該觀察什麼？討論什麼？設計、執行、反思又應該怎麼讓職

前幼兒教師有依循的重點？卻關乎職前教師是否真能有所學習的重要課題。為使觀

摩、討論、設計、執行、反思更為聚焦且具體，研究者決定使用「授課研究」備課、

觀課、議課的方法，來提升職前幼兒教師探究教學的能力。 

授課研究源起於日本的授業研究（jugyokenkyu），其目的是改善教學，提升學

生學習品質。其基本元素包括：合作計畫、課堂教學觀察、分析反思和持續修正(方

志華 & 丁一顧, 2013; 廖淑戎, 2008)，亦即學習共同體所提的共同備課、觀課、

議課(潘慧玲, 李麗君, 黃淑馨, 余霖, & 薛雅慈, 2016)。整個歷程中，強調要把

研究的重點放在學習者如何學，以及參與教師之間的彼此合作，這個觀點與探究教

學的理念是相符合的。以下精要概述備課、觀課、議課的重點，以及本研究使用這

三個方法的方式。 

在備課階段，教師要共同思考學生學習的重要學習目標、學生現在的知識背景，

以定位出某個課程單元的學習目標，並選用適合的教學內容、方法以及學習評量方

式。在這個過程中，教師要問的重要問題是：學生對此課程主題的先備知識為何？

教學結束後希望學生學習到什麼？什麼經驗可以驅使學生進步？學生可能產生哪些

迷思？教師如何引導學生走出迷思？這個課程是否對學生有意義、可提升學生學習

動機？有什麼課堂資料可以幫助教師反思學生的學習與發展(廖淑戎, 2008)？ 

參與授課研究的教師經由共同備課的過程，一起澄清上述問題，並一起共同規

劃適合的教學活動（包括教學流程、教學材料與媒體、教學時間、教學評量等），如

此才可算完成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活動設計。 

設計完詳細的教學活動之後，通常會由社群中的一位教師公開授課，邀集社群

內或社群外的教師一同觀課。授課的過程會錄音、錄影，觀課的教師要記錄課程進

行過程中學生的學習反應，以作為後續課程研究討論的資料。 

觀課時一般會關注以下三個面向的學生學習表現：1.全班學習氣氛：是否有安

心學習的環境？是否有熱衷學習的環境？是否有聆聽學習的環境？2.學生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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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歷程：老師是否關照每位學生的學習？是否引發學生學習動機？學生學習動機是

否持續？學生是否相互關注與聆聽？學生是否相互協助與討論？學生是否投入參與

學習？是否發現有特殊表現的學生？3.學生學習結果：根據學習目標檢視學習是否

成立？如何發生？何時發生？學生學習的困難之處是什麼？挑戰（伸展跳躍）的學

習是否產生？學生學習思考程度是否深化(潘慧玲 et al., 2016)。 

觀課之後，所有參與的教師會就觀察到的內容進行分享與討論，就是所謂的議

課。在議課的過程中，參與的教師們要注意的是：這不是一個人的教學，而是大家

一起的課。因此要把焦點放在學生的學習上面，包括：根據學習目標討論學生學習

成功和困惑的地方，分析觀課時學生的學習表現以及這些表現與教學材料、教學目

標之間的關係，最後分享自己從觀課中學習到的部份(潘慧玲 et al., 2016)。 

教學單元的備課、觀課、議課有其具體的焦點與方法，研究者認為正好可

以補充教師探究教學專業成長方法的不足，讓專業成長方法更具體可行。本研

究預計研編適宜的探究教學教案與影片，讓職前幼兒教師透過教案與影片進行「觀

課」，觀摩專家幼兒教師探究教學，進而針對教學過程中幼兒的學習表現進行

「議課」，具體分析幼兒學習表現與專家幼兒教師教學策略，如此，建立職前幼

兒教師對探究教學的概念與信心，也學習專家教師的探究教學策略。之後，職前教

師再合作進行共同備課、實際試教/觀課、議課，磨練、提升其探究教學技巧。詳細

研究步驟將說明如後。 

參、 研究方法 

（一） 研究架構	

本研究在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先與專家幼兒園教師合作研編探究教學觀摩研討

教案與影片，教學主題為「幼兒數學與科學遊戲」，接著在第二學期幼兒數學與科學

探索遊戲課程中，運用「授課研究」觀課議課方式帶領職前幼兒教師觀、議專家教

師的探究教學，接著職前幼兒教師再利用備課、觀課、議課三步取實作探究教學，

過程中收集職前幼兒教師探究教學看法以及實作資料，以了解其學習成效。整體研

究架構如下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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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進程圖 

（二） 研究參與者	

參與本研究的人員主要是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修習「幼兒數學與科學探索遊戲」

課程的 29 位職前幼兒教師，以及外聘幼兒園專家教師 2名。 

1. 修習幼兒數學與科學探索遊戲的職前幼兒教師 

參與研究的 29 位職前幼兒教師，108 學年度透過甄試進入本校師資培育中

心，他們絕大多數是本幼兒保育系學生，包含大二到大四、日間部與進修部。在

修習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幼兒數學與科學探索遊戲課程之前，他們已經修過幼兒

園課程設計、教育原理等課程，一半以上的同學，也已經修習完幼兒園教學實習

的課程，對於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探究教學有初步的認識。 

本課程在週六上課，每週上課 2小時，共有 18 週上課時間。這些職前幼兒

教師在修習過本課程之後，將會修習師資培育中心的教學實習課程，在本課程學

習到的探究教學的理念與方法，將可在之後的課程中繼續練習使用。 

2. 幼兒園專家教師 

觀摩學習對於缺少探究學習與教學經驗的職前教師來說，是重要的一環。本

研究邀請二位具備探究教學知能的幼兒園專家教師，一同研發探究教學教案，並

邀請兩位專家教師實際教授課程，研究者拍攝其教學過程與幼兒學習表現，剪輯

成探究教學影片，供職前幼兒教師教師進行觀課與議課的練習。 

（三） 研究資料收集方式與工具	

本研究將收集研究運作歷程中的質性與量化資料以進行必要之分析。 

1. 質性資料：將收集職前幼兒教師在兩階段觀課、議課之錄音資料，職前幼兒教

師學習歷程中的省思記錄、觀課記錄以及議課會議記錄。 

2. 量化資料：「探究教學設計評分量表」了解探究教學中探究策略與品質是否提

升：因前期研究發現職前教師探究教學策略較少，本研究希望藉由探究教材研

探究教學教案	
探究教學影片

幼兒數學活動	
觀摩、討論à活動規劃

科學活動觀摩	
授課研究觀議課à活動規劃

1.困難、收穫與建議	
2.探究教學實務知識	
3.探究教案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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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與使用，提升職前幼兒教師探究教學策略與品質。研究者將自編「探究教學

設計評分量表」，邀請專家建立量表專家效度、評分者信度後，於修課前、修

課後評估職前幼兒教師探究教學設計的品質。 

肆、 研究發現 

一、 幼兒科學探究教學教案與影片 

（一） 幼兒科學探究活動教學設計	

本計畫與資深幼兒園教師合作，共同討論具探究精神的幼兒科學活動主題

三個：吹吹區、水迷宮及光影遊戲。一共完成了三個主題的連貫性活動設計的5
個活動設計。	

1. 水迷宮連貫性活動規劃 

 

 

 

 

圖	 2	 水迷宮連貫性活動圖	

2. 光影遊戲連貫性活動設計 

	

圖	 3	 水迷宮連貫性活動圖 

光影探索

• 放置各種光
影教具幼兒
自由探索

• 探索教室內
外各種光影
現象

光影大小形狀

• 發現光與影之
間的關係

• 依需要製造出
各種光影大小、
形狀

光影遊戲

• 利用光影來說
故事、玩遊戲

• 遊戲中應用先
前探索發現的
原理來製造出
特定效果

好玩的水管

• 利用彈珠與
水管的發現
創意玩法

認識水的運動特性1

• 利用前次經
驗來設計讓
水流動的水
管路徑

認識水的運動特性2

• 加入顏料並
設計更多元
的水管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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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吹的氣流與水連貫性活動規劃 

 圖	 4	 水迷宮連貫性活動圖 

（二） 幼兒科學探究活動影片 

隨著專家教師STEM課程展開，本研究計畫進入幼兒園拍攝課程的進行過程，

之後進行影片剪輯。以15-20分鐘為單位，剪輯課程活動影片。影片內容包括引

起動機、幼兒探索、教師引導與綜合活動分享。本教學計畫一共剪輯了5份影片，

茲整理如下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 

表	 1	 幼兒科學笨究教學影片一覽表 

編號 教學活動 長度 

1 吹吹區(一)：怎麼吹比較快？ 17:39 

2 吹吹區（二）：比較輕所以會沉下去？ 12:23 

3 水迷宮（一） 14:90 

4 水迷宮（二）：讓小花喝到水  5:77 

5 光影遊戲 15:22 

二、 觀議課流程與方法 

（一） 融入「小組合作學習」，建立「個人à小組à全班」的授課研究觀議課模式	

研究者執行 107 學年度教學實踐研究發現，設計適當的觀課記錄工具、提供鷹

架，可以幫助職前教師記錄學習者學習表現，進行議課討論。但是職前教師關注比

較多的是幼兒的興趣，對於幼兒學習行為意義的分析深度，比較不熟悉，還需要進

一步的鷹架（張靜文，2019）。因此本年度再次在師培課程中融入授課研究觀議課方

法時，研究者更細步規劃觀課與議課記錄的過程，希望提供職前教師更足夠的支持，

協助職前教師觀察/分析幼兒學習行為，進而建立其教學實務知識。 

因為幼兒學習行為稍縱即逝，不同職前教師擷取幼兒學習行為的面向與速度也

不盡相同，研究者將「小組合作學習」的策略，融進觀議課的過程中，規劃了 3 階段

活動一	
控制變因:冰
棒棍	
操控變因:吸
管粗細長短

活動二	
控制變因:吸
管	
操控變因:厚
薄長短冰棒
棍

活動三	
各式吸管	
各式冰棒棍

活動四	
各式吹氣物	
各式漂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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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課與議課的歷程。 

1. 階段一，個人觀課記錄 

小組合作學習之前，個人必須要就學習的內容先作準備。在教學影片播放之

前，研究者先向職前教師介紹影片活動的脈絡以及記錄格式的內容。然後全班職前

教師一起觀看幼兒探究學習活動影片，過程中提醒職前教師注意聽教師與幼兒彼此

的對話，幼兒的回話以及各種行為反應，將看到的師生對話與互動過程記錄在觀課

記錄單中。看完影片之後，約有 15 分鐘的時間讓職前教師作個人的記錄。 

2. 階段二，小組觀課記錄分享、研討 

作完個人記錄之後，請職前教師在自己的小組中，向同伴說明自己看到的內

容、幼兒反應代表的意義，以及對教學活動設計與帶領的建議。每個人都說完之後，

小組彙整大家的內容，完成小組觀課記錄，以及議題討論（大約 20 分鐘）。隔週再進

行全班議課研討。 

3. 階段三，全班議課（議題提出與討論） 

全班議課研討之前，還是先有一段小組工作時間，請小組成員就上次小組觀

課與議課研討記錄中，選一個覺得值得帶到全班議課歷程中一起討論的議題。說明

這個議題之所以值得討論的原因，然後再進行全班的議課討論。每一組提出問題與

原因之後，授課教師將之記錄在白板上，然後整併、確定問題的意義，接著進行議

題的研討。 

（二） 觀議課的表格之鷹架	

	 	 為幫助職前教師記錄觀課的重點，以利進行小組及全班的議課，特設計三種表格

讓職前教師使用：個人觀課記錄表、小組觀課記錄表、全班議課記錄表。	

三、 師資生透過教材觀議課之學習 

本學期課程有兩次探究教學活動觀摩學習，第一次活動觀摩學習是點心區數學

活動，第二次為吹吹區「怎麼吹比較快」的活動。兩次活動觀摩不同的點在於，第

二次教學活動觀摩之後，使用授課研究觀議課方式，讓職前教師針對觀察的教學活

動進行觀議課。觀議課的方式與流程為研究發現一之內容（個人記錄、小組觀課討

論、全班觀課討論）。研究者比較職前教師在這兩次觀摩討論的記錄，發現經授課研

究觀議課之後，職前教師教學實務知識比前次增加（參下	

第一次

觀摩後

小組討

論結論	

＊要有真實意義的情境	
＊鼓勵記錄	
＊活動要相關且關聯	
＊從易到難	
＊適齡適性	
＊符合經驗	

＊配合年齡	
＊做中學、動手做	
＊符合目標	
＊鼓勵幼兒	
	

第一次

觀摩後

＊合宜教材	
＊與幼兒生活經驗相關	

＊鼓勵幼兒用拍照、圖表、

學習單或錄影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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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討

論結論	
＊自遊探索操作的機會	
＊老師設計問題，觀察了解幼兒的問題	
＊活動設計要有趣，引起好奇心	
＊每隔一段時間統整一次	
＊	 整個歷程不說出答案	 	
＊小孩想法捉摸不定，教師要作好事先準備	

＊規劃活動要注意系統

性、變因、參與人數	
＊最好有同事支持	
＊要貼近幼兒發展、興趣	
＊教師提問很重要	 	 	 	 1.要
有層次	 2.要與目標相關	 	 	 	
	

表 2）。	

表 2	 兩次觀議課討論重點摘要	

第一次

觀摩後

小組討

論結論	

＊要有真實意義的情境	
＊鼓勵記錄	
＊活動要相關且關聯	
＊從易到難	
＊適齡適性	
＊符合經驗	

＊配合年齡	
＊做中學、動手做	
＊符合目標	
＊鼓勵幼兒	
	

第一次

觀摩後

小組討

論結論	

＊合宜教材	
＊與幼兒生活經驗相關	
＊自遊探索操作的機會	
＊老師設計問題，觀察了解幼兒的問題	
＊活動設計要有趣，引起好奇心	
＊每隔一段時間統整一次	
＊	 整個歷程不說出答案	 	
＊小孩想法捉摸不定，教師要作好事先準備	

＊鼓勵幼兒用拍照、圖表、

學習單或錄影記錄	
＊規劃活動要注意系統

性、變因、參與人數	
＊最好有同事支持	
＊要貼近幼兒發展、興趣	
＊教師提問很重要	 	 	 	 1.要
有層次	 2.要與目標相關	 	 	 	
	

比較第一次與第二次教學觀察職前教師的討論內容發現職前教師教學知識有下

面三點不同：對教學有更具體的想法、提出與教科書不同的務實想法、開始關注到

教師要從活動中觀察、了解幼兒。	

四、 師資生對教材觀議課作法之感想與建議 

（一） 對教材影片的看法：每位都肯定透過教材影片觀摩是一種好的學習方式。	

（二） 認同融入小組合作的「個人、小組、全班」議課之成效	

（三） 職前教師皆發現授課研究觀議課的焦點在「幼兒學習表現」，與之前在其他

課程試教討論不同	

（四） 職前教師感受到授課研究觀議課對後續設計活動的影響	

（五） 觀課、議課過程中最遇到的困難：抓不到幼兒學習表現的重點、認為記錄/

判斷幼兒學習狀況與學習成果最困難、希望小組討論時間可以再長、如何

增進幼兒的學習、理解跟深度兩個議題討論有衝突、希望可以單獨跟討師

作討論、覺得要設計讓幼兒探索的教案比過去難一點，希望可以去現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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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六） 希望授課教師可以提供的協助：希望多玩一點科學遊戲、希望多一點實作

經驗、希望上課時間可以再長一點、希望實作後的討論時間可以再多一點	

（七） 職前教師對本學期課程安排之滿意度 4.75。 

伍、 結論 

一、以探究學習、看見幼兒為主軸，與幼兒園教師合作研編探究教學科學/數學

教案，並拍攝教學歷程影片，剪輯成「幼兒探究學習歷程影片」，作為培育

職前教師所需之教材。 

二、在觀議課階段，創新融入小組合作學習策略，進行「個人à小組à全班」三

階段觀議課，幫助職前教師作更聚焦的觀察，及更深入的議課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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