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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職前教師與幼兒學習相遇—發展職前教師學科內容與學生知識的幼兒學習評量課程研究 

壹、 報告內文(Content)(至少 3 頁) 

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Mayer and Marland (1997)認為教師必須對要教學的對象有所認識，才可能進行適宜的

教學。劉世雄 (2018)指出，「深度觀察學生，分析學生表現，以促進學生高品質學習」是

教師專業成長的重要內涵。洪郁婷 (2019)發現「反複聆聽師生對話」，讓教師逐漸理解學

生的學習，讓教師可以更準確的搭建學習鷹架。這種「看見學生學習」的能力，在近來

提倡以學生為中心、翻轉教育等教改呼聲中，更形重要。 

研究者以培育具備探究教學理念與能力的幼兒教育師資為職志，107 學年度將「授課

研究」（lesson study）方法應用在幼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的課程中，參與課程的職前教師

確實學習到「以幼兒為中心」的重要理念，認為課程設計應該要回應幼兒的需求，為職

前教師探究教學能力奠定了基礎。不過，這次研究發現，職前教師探究教學活動設計、

帶領技巧，可能還需要更多實例觀摩與經驗歷練(張靜文, 2019)。 

108 學年度上學期，再次將授課研究應用到幼兒園教保課程設計的課程中，過程中也

收集職前教師觀課與議課的資料。初步分析兩個學年度職前教師議課的內容，發現多數

職前教師觀課議課時，確實會以幼兒為中心來思考材料/工具是否適用、幼兒是否有參與

課程活動、教學時間是否足夠等問題。但是卻比較少討論到幼兒是否理解教師的引導、

幼兒學習表現的意義、學習是否發生…等，牽涉到幼兒學習歷程中心智、認知或態度感

受或轉變相關的問題。簡而言之，職前教師關注到的比較是讓教學活動可以順利完成的

議題，而不是幼兒學習理解這種學習內在核心的問題。 

以教師專業發展歷程來說，新手教師確實需要先學習照顧好自己的教學，讓教學活

動進行的順暢，有秩序的完成教學活動，是求生期老師必先學習的功課。在這個階段，

老師以幼兒為中心的議課，會把比較多的焦點放在時間、材料對幼兒的適合性，是可以

理解且可以被接受的。但是一位專業的教師，絕不會止步於只關心自己的教學而忽略學

生的學習，職前教師要能從幼兒的語言與行為中，了解幼兒學習理解的狀況，才能幫助

職前教師回頭省思教學，作出能回應幼兒學習需求的教學調整以及進一步的教學活動設

計。因此，培養職前教師關注/解讀幼兒學習行為，是一件相當重要的事。 

教學過程中這種掌握並解讀學生學習的反應，是屬於教師實務知識的一部份

（Shulman，1987），Ball et al. (2008)根據其多年研究，將這種教師在課堂中解讀學生學習

想法、理解學生學習困難的知識命名為「學科內容與學生知識」（knowledge of content and 

student，簡稱KCS）。缺少學科內容與學生知識，職前教師就無法關注教學過程中與學習



重要相關的幼兒反應，無從解讀這些反應的意義，更無法因此深入省思教學、作適當的

教學調整。吳璧純 (2017)認為教師應該要「以學習評量作為工具，時時關注學生學習的

情形，給予他們適切的回饋與鼓勵，同時省思與調整自己的教學」（p.31）。可見，看見學

生學習的狀況，是執行學習評量的教師應該要具備的關鍵能力，而「學習評量」課程，

正是深化此項能力的重要課程。 

師培者心中或許都同意職前教師應該具備解讀學生想法、理解學生學習困難的能力（學

科內容與學生知識），但是卻可能忽略職前教師學科內容與學生知識的培養，需要放慢腳步

帶領職前教師一起從經驗中反思才能建構。研究者分析幼兒園常用的評量方法後，發現建構

評分規準（Rubrics）的過程，需要教師同時分析「學科內容」以及「學生表現」的層級與內

容，因此 109 學年度，研究者計畫在「幼兒學習評量」課程中，帶職前教師回看自己前一學

期在「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時的試教影片、分析幼兒作品，從中觀察、分析幼兒在教

學活動中的學習反應，進而建構幼兒學習表現的評分規準。藉由這個歷程，職前教師有機會

練習將觀察的焦點從自己的身上轉移到幼兒身上，練習擷取、解讀教學過程中幼兒重要的學

習反應，接著分析幼兒反應的代表的意義。最後，再根據這一連串對幼兒學習行為的分析，

進行教學的省思與調整。以發展職前教師「看見幼兒學習」的能力，讓職前教師在教學的情

境中真正與幼兒的學習相遇。 

 

二、 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 

（一） 教師觀課的重點與教師知識 

統整授課研究備課、觀課、議課的文獻，「學生學習」是一貫關心的焦點。觀課教師

觀課的焦點是學生的學習行為，議課的時候，也是根據觀課過程中學生學習表現，討論

學習是否成立以及學習的成效及相關問題(佐藤學, 2012)。劉世雄 (2017)認為統整而言，

授課研究的備、觀、議課焦點在於「對學科內容的瞭解、改善教師教學策略、提升學生

學習品質」。因而，研究者認為若希望教師能深入的進行「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觀課、

議課，必須奠基在教師特定知識之上，否則恐難深入。 

Shulman (1987)認為教師執行教學是奠基在許多知識之上，他將教師的實務知識分為

學科內容知識（content knowledge）、一般教學知識（general pedagogical knowledge）、課程

知識（curriculum knowledge）、學科教學內容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學習者

知識（knowledge of learner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教育情境知識（knowledge of educational 

context）以及教育目標、目的以及其哲學、歷史知識（knowledge of educational ends, purpose 

and values, and their philosophical and historical grounds）等七種。這七種實務知識，皆是教師

進行觀課議課的基礎，然而，如果將焦點聚集在「根據觀課過程中學生學習表現，討論

學習是否成立以及學習的成效及相關問題」上的話，教師就必須在教學或觀課的過程

中，擷取到重要的學生學習表現，解讀學生學習表現，進而在議課過程中提出來作討

論。而這種教師在課堂中解讀學生學習想法、理解學生學習困難的知識，就是 Ball et al. 



(2008)等人在 Shulman 教師知識架構上更進一步提出的「學科內容與學生知識」（knowledge 

of content and student，簡稱KCS）。 

Hill, Loewenberg Ball, and Schilling (2008)研究數學教師的教學，認為學科內容與學生知

識（KCS）是把學生和數學這兩方面的知識交織在一起，形成一種實踐性的知識。這種知

識讓教師可以評估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的想法、通常會怎麼理解數學內容、可

能出現哪些錯誤概念、可能遭遇什麼困難(黃興豐, 2009)。因為有這樣的知識，教師在安

排學習任務時就比較會考慮到學生可能的作法，任務的難度是否適合，在活動設計的時

候，比較能考慮到學生對此是否感興趣。 

Sabel, Forbes, and Flynn (2016)研究國小生活科學教師學科內容知識如何影響其評估學

生學習的狀況，他們的研究發現擁有較高層次生活科學學科知識的教師能更有效的評估

學生學習的狀況。而且學科內容知識測驗得分較高的教師，在討論學科內容以及學生學

習理解的時候更為深入，分析學生想法的時候也更具準確。 

Nelson and Davis (2012)設計了一個模式化本位的國小科學單元教學(modeling-based 

elementary science unit)，想藉此增進職前教師增進評估學生科學心智模式的知識與經驗，

並了解職前教師用來評估國小學童形成科學心智模式的方法和指標。研究發現職前教師

在教學過程中會調整他們評估學童的指標與方式，而且會因為有效的評估而增進自我效

能感。Alonzo, Kobarg, and Seidel (2012)分析兩位德國體育教師的教學影片，發現教師會用

他們的學科內容知識與學生互動，而且學生知識較豐富的教師，對學生學習的影響力也

較大。 

學科教學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是融合了學科內容知識以及學生如何學

習兩種知識的一種教師實務知識，孫敏芝 (2006)研究 40位大五實習學生教學設計與試教

的學科教學內容知識，發現只有 2位實習教師在教案設計時會先思考學生的學習經驗。研

究者發現實習教師對兒童學習特質的理解是其教學知識中最弱的一環，而這使得實習教

師無法掌握教學策略的有效性及目的性。實習教師在教學現場，很難立即洞察兒童的學

習行為，他們對教學與兒童學習行為之間的關係體會不深（p.70）。 

孫敏芝（2006）研究發現：實習教師在兒童經驗一欄，最常寫的是學生在上一個單元

學習的概念，且描述很簡短。他們會詢問輔導老師兒童學過哪些內容，但不了解兒同在

某些單元可能會有的學習困難或迷思概念，更不了解兒童日常作息、生活經驗、學習程

度、起點行為、喜號興趣或家人互動情形。孫敏芝說：實習教師雖然有注意到兒童學過

的單元教材，但在教學設計中，只是臚列這些內容，而非真正的理解（p.83）。從試教觀

察中，研究者發現實習教師學科教學知識缺乏對兒童生活經驗、能力與學習特質的理

解，對教學情境敏感度不足，連帶影響其教學策略的適切性，他們缺乏一般教育學知

識、學習者知識與情境知識（p.88）。因為對兒童學習心理特質理解不足，以致無法釐清

教學單元目標、學習內容與教學策略之間的關係（P.89）。 

「閱讀」（read）兒童反應在教學中是極為重要的事(Furlong & Maynard, 1995)。 



Key & Bryan(2000) 教師實施探究教學需要具備四種知識：豐富的學科知識、學生學

習的知識、對科學本質的認識、希引學生進行探究的能力。 

陳彥廷整理教師實務知識內涵文獻，發現所有學者共識最高的是「對學生的理解」

的知識，也又是說，所有學者皆同意對學生的理解是教師實務知識的一部份，其次是

「教學策略與表徵」(陳彥廷, 2014)。 

這些研究顯示教師對學生的知識是影響教學效能的重要因素，教師使用學生知識來

為學生設定教學目標、與個別的學生互動，更重要的是，教師使用學生知識來解讀、評

估教室中發生的事情。它讓教師可以評估學生的認知與情感狀態，可以預測學生的行為

與學習反應。這種詮釋和預測的能力，是專家教師的特質之一，也是個人實務知識

（practical knowledge）的一部份。只是教師對於自己的這些知識通常是不自覺、無法明說

的。然而建立、覺察個人教學實務知識對執行有品質的教學是重要的，尤其在以學生為

中心的教學模式中更是如此（Shulman，1987，p.7）。 

Schubert (1992) 說：個人的理論是從社會與個人層面反思而得的，Mayer and Marland 

(1997)、劉世雄 (2017)也認為：教學專業應多著重在學生的學習上，個人後設認知式的教

學反思是建立教師個人實務知識的重要方法之一。Sherin則發現利用教學影片的觀察/討

論，是發展教師的教學專業眼光以及個人實務知識的有效方法。 

Sherin 及 ven Es(2002)利用影片幫助職前與在直教師學習去關注發生在他們教室中的

重要事件。結果發現隨著時間的進展，不論在職或職前教師，關注與詮釋學生學習的能

力都有進步。本研究中，還提供職前教師一個分析影片的架構—VAST，協助職前教師更

有較的標註、分析影片中重要的事件。 

Sherin and Han (2004)帶領四位在職中學數學教師組成一個「影片討論社群」（ Video 

Club），進行為期一年觀察討論自己教學影片的研究。研究發現，教師討論影片的焦點從

教師逐漸轉移到學生的行動與想法上；而且，對於學生思考的討論從簡單的重述，轉變

為對學生思考內容細部的分析。Sherin 等人的研究顯示，教學影片提供教師一個可以深入

討論教學過程中學生反應的媒介，而透過對教學中學生反應的觀察與分析，有助於發展

教師掌握學生學習表現、理解學生學習的能力。 

（二） 評分規準（Rubrics）的意義、設計步驟與功能 

評分規準（Rubrics）是一種具有評分等級以及等級描述的評量工具，它包含評鑑規準

（criteria）、表現品質的定義（quality definitions）以及評分的方式（scoring strategy）

(Popham, 1997)。評鑑規準呈現的是評量者認為重要的內容以及過程，品質的定義則詳細

的說明學生表現的技巧或熟練程度，以及這些表現代表的品質狀況（例如優秀、良好、

普通、不佳）(Reddya & Andradeb, 2010)。 

在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改浪潮中，越來越多教師使用表現評量的方法來評估學

生學習的狀況，  評分規準因而越來越廣泛的被教師使用。Andrade (2000)認為使用評分規

準一方面幫助教師有效率的評量學生，另一方面也是支持學生學習以及發展其專家思考



技巧的有效工具，意即評分規準既是評量也同時是教學的工具。柳玉卿 (2016)認為謹慎

發展的評分規準可以幫助教師澄清與定義精熟/ 優異的標準，也有助於教師在課程設計時

強調這些標準。Sadler and Good (2006)以及 Petkov and Petkova. (2006)研究發現教導學生使用

評分規準自評，確實可以有效提升學生學習的成效。Shafer, Swanson, Bene, and Newberry 

(2001)研究則發現，接受評分規準訓練的教師，教學成效及教學知識會比未受訓的教師

好。可見評分規準對教師與學生的學習都是有益處的。 

而在本研究中，研究者進一步認為「設計評分規準的歷程」對教師學科內容及學生

知識的培養，應該也是有正面效益的。而評分規準必備的要素（評鑑規準、表現品質的

定義及評分的策略）及設計的步驟，正是促進教師反思、建構其學科內容及學生知識的

關鍵。 

Quinlan (2006)認為編製評分規準包括十個步驟，分別是 1.聚焦在具體的學習成果，2.

列出三或四個關鍵的表現特質，3.描述期待的品質或特質，4.發展不同品質等級的描述語

句，5.決定評分規準的型式（整體式或分析式），6.參考其他相關的評分規準，7.請同事或

學生閱讀或使用評分規準，並提供建議，8.試用評分規準，9.試用後若有必要修改時進行

評分規準的修改，10.進行評量並分享相關資訊。 

李坤崇 (2012, p. 98)引述 Stiggins ( 1994) 指出設計評分規準包含六個步驟： 

1. 對實作層面或指標進行腦力激盪，列出重要特質或要素：教師可以透過文獻、專

家、同僚或學生共同參與及討論。 

2. 針對已列出之特質或要素進行分類: 鼓勵師生共同研議，除可建立共通語言 亦能促

使學生對評分規準與成功標準的了解。 

3. 以簡單、清楚的語言界定各向向度清晰的操作性定義。 

4. 分析實作、表現或成品: 針對學生的實作表現或成品，進行特質分析，例如，將作

品分為高、中、低 三個等級，再仔細分析各等級作品的特質或對比表現優秀及不佳

的作品，並分析其差異。 

5. 列出不同等級行為表現或特質的描述語，並訂定評分規準: 可根據步驟 4對比分析

的結果，列出不同等級的描述語，並編製整體式或分析式的評分規準。 

6. 試用、修訂與改進。  

從上述步驟可以發現，發展評分規準的過程中，教師必須講清楚要評量的那個特定

行為表現的內涵以及 3-4個不同層次的表現品質。前者指的就是學科內容知識，後者則是

關於學生學習的知識。也就是說，期待教師編製有效的評分規準，則教師必須具備足夠

的學科內容與學生知識（KCS）。但是，從 Stiggins ( 1994)揭示的編製步來看，即使教師一

開始對於要評量焦點的學科內容與學生知識可能還有些模糊，然而只要教師真實經歷步

驟 4到步驟 6 的歷程，利用實際分析學生表現的歷程，教師可以再次澄清、確定評量焦點

的表現內涵與表現品質，進而完成有效評分規準的編製。 

因而研究者認為帶領職前教師分析幼兒作品及學習表現，進而編製幼兒作品分析與

學習表現的評分規準，可以協助職前教師說清楚、講明白原本暗晦、難以言說的學科內

容與學生知識。另一方面，透過評分規準清楚呈現幼兒表現的內涵與品質，提供職前教

師方便有效分析幼兒作品與表現的鷹架，可以幫助職前教師比較有效的在教學過程中分



析/解讀幼兒學習行為，進而作出適當的教學回應，或進行教學活動的省思與調整。 

【小結】 

綜合教師學科內容與學生知識與評分規準相關文獻，本研究決定在幼兒學習評量的

課程中，以觀察/分析職前教學影片以及編製幼兒作品/表現評分規準為方法，增進職前教

師學科內容與學生知識，以提升職前教師看見幼兒的能力。 

 

三、 研究問題(Research Question) 

（一） 探討評分規準（Rubrics）之設計與評量，是否有助於發展職前教師之學科

內容與學生知識？ 

（二） 探討學科內容與學生知識，是否有助於職前教師關注幼兒學習理解，深化

教學省思品質？ 

 

四、 研究設計與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本研究旨在於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幼兒學習評量課程中，編製幼兒作品/學習表現評

分規準，增進職前教師學科內容與學生知識，以提升職前教師看見幼兒的能力。 

（一） 研究問題/意識 

本研究源起於研究者針對 107、108 學年度職前教師議課資料的分析，發現多數職前

教師觀課議課時，雖會以幼兒為中心來思考材料/工具是否適用、幼兒是否有參與課程活

動，但是卻較少討論到幼兒是否理解教師的引導、幼兒學習表現的意義、學習是否發

生…等，牽涉到幼兒學習歷程中心智、認知或態度感受或轉變相關的問題。而如果職前

教師無法關注、解讀幼兒學習表現，就很難真正理解幼兒學的狀況與需求（看見幼兒學

習），也就無法據以進行教學省思、學習評量及教學調整（參圖１研究思路圖）。 

因此研究者認為有必要以適切的方法，建構職前教師學科內容與學生知識，培養職

前教師看見幼兒學習的能力，如此職前教師才有辦法真正與幼兒的學習相遇，據以進行

有品質的教學省思、學習評量與課程調整。在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探究教學、素養

導向學習」的教改方向下，教師看見幼兒學習是重要且必備的關鍵能力。 

（二） 研究對象與場域 

(1) 修習幼兒學習評量課程之幼兒保育系職前教師 

本研究以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修習課程設計，且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繼續修習幼兒學

習評量課的 101名幼兒保育系職前教師為對象。這群職前教師於 108 學年度幼兒保育系就

讀，有一位男性，其餘為女性。在修習幼兒學習評量課程之前，已經修過幼兒行為觀察

的課程，對行為觀察與記錄方法（例如流水帳法、軼事記錄法、檢核表法、評分量表…



等）已有一定的認識與練習。因而幼兒學習評量這門課，提供在職前教師已有的課程設

計、觀察記錄等學習經驗上，進一步引領職前教師深入解析幼兒學習行為的意義，培養

其看見幼兒學習的能力的重要學習機會。 

(2) 外聘資深幼兒園教師 

參與本次研究的職前教師，過去未有編製評分規準的經驗，學科內容與學生知識也

比較薄弱，因此本研究將商請四位資深幼兒園教師分別於研編幼兒作品評分規準、詮釋

與解讀幼兒學習表現，以及研編幼兒學習表現評分規準的四次課程活動中，入班與職前

教師進行對談與討論，以增加職前教師觀察／分析的深度，以及協助檢視評分規準的適

切性與周延性。幼兒園資深教師選擇的規準是：從事幼兒園工作 10 年以上，曾經指導過

實習學生，或是曾經獲得教學或評量相關獎項。 

（三） 研究方法及工具 

根據研究目的，職前教師在幼兒學習評量課程中將以小組方式在課堂中觀察/分析前

一學期試教過程的影片，並完成評分規準的編製。研究者將收集此過程相關的質化與量

化資料： 

(1) 職前教師學科內容與學生知識內涵資料之收集 

研究者將設計「幼兒作品與學習表現討論學習單」及「評分規準編製學習單」，

請職前教師記錄觀察分析與編製的思考重點 ；同時針對職前教師觀察/分析幼兒作品

與學習表現以及編製評分規準之過程進行錄音，以分析職前教師關注的焦點、學科內

容與學生知識之內涵，以及學科內容與學生知識的轉變。 

(2) 職前教師編製之幼兒作品分析及學習表現評分規準 

收集職前教師編製的兩份評分規準以及評量的結果，分析職前教師學科內容與學

生知識之內涵。 

(3) 自編「職前教師學科內容與學生知識自陳量表」 

除以質性方式了解職前教師學科內容與學生知識外，研究者自編「職前教師學科

內容與學生知識自陳量表」，以量化方式收集職前教師學科內容與學生知識，了解全

體職前教師學科內容與學生知識分布情形。 

(4) 職前教師「幼兒學習評量課程學習成效與滿意度問卷」 

研究者將自編「幼兒學習評量課程學習成效與滿意度問卷」，了解參與本研究職

前教師對幼兒學習評量課程安排的參與程度與學習成效滿意度。 

(5) 109-1、109-2之教學省思 

比較 109-1、109-2之教學省思與後續活動規劃的異同，探討本研究教學設計對職

前教師教學省思深度之影響。 

 

五、 教學暨研究成果(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一） 教學過程與成果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先收集職前教師在第一學期試教過程的教案、教學影片、議

課記錄等資料，提供第二學期幼兒學習評量課程中進行觀察/分析，以及編製評分規準的

基礎。課程實施的流程參下圖 1 ， 18周的課程進度參下表 1。 

 

圖 1 研究流程圖 

 

表 1  109 學年度幼兒學習評量課程規劃 

科目名稱 學年度 學分數 班級 授課老師 

幼兒學習評量 109 (2) 2 (必修) 
四技幼 

二甲乙 
張靜文 

教學

目標 

1.瞭解幼兒學習評量與幼兒發展/學習、課程活動、學習輔導間的關係。 

2.學習各種評量工具的設計與使用方式。 

3.設計適切的幼兒評量工具。 

4.規劃系統性幼兒學習評量方案。 

1. 5.培養溝通評量資料的能力。 

 課程進度 

週次 日期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一 
2/16

（二） 
課程簡介 

幼兒學習評量理論：評量的原理、意義、概

念、目的與方法、評量在幼兒發展/學習、課

程活動、學習輔導間的運用 

二 
2/23

（二） 

幼兒學習評量理念 

 

表現評量與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評量理

念架構與實施原則 

三 
3/2 

（二） 
幼兒園學習評量實例 

課綱評量系統與例行性活動 

四 

3/9

（二） 
看見幼兒學習的眼睛(一)作品分析（1） 

分析幼兒作品表現層級（將全班幼兒作品依

內容、創意、技巧分出 3-5 種不同層級，說

明如此分類的原因） 

(作品為靜態，較好分析，故從作品切入) 

五 3/16 

（二） 

看見幼兒學習的眼睛（二）：作品分析

（2） 

以 109-1 試教活動教學目標為基準，再次將

幼兒作品分出 3-5 種不同層級 

六 
3/23

（二） 

看見幼兒學習的眼睛（三）：作品分析評分

規準建立（專家教師入園對談-1） 

1. 介紹評分規準的意義、實例與建置方式 

2. 依據上週作品分析經驗，建立幼兒作品

分析評分規準（說明建置的依據） 

第一學期

授課研究融入「幼兒園教保活
動課程設計」

•收集試教活動教學設計與試
教影片

•收集議課記錄與試教檢討

第二學期 幼兒學習評量課程

•觀察/分析幼兒作品與學習
表現

•編製幼兒作品分析與學習表
現評分規準

•收集分析職前教師學科內容
與學生知識相關資料



七 

3/30 

（二） 

看見幼兒學習的眼睛(四) ：幼兒學習表現流

水帳記錄（教學過程中發生的師生互動與幼

兒行為） 

1. 流水帳記錄 109-1 試教活動(1)的教學過

程 

2. 從流水帳記實中找到重要的事件 

3. 不同小組之間分享、說明為什麼重要，

提供建議 

八 
4/6 

（二） 

看見幼兒學習的眼睛(五)：幼兒學習表現詮

釋與解讀（專家教師入園對談-2） 

 

1. 從既有知識、與幼兒互動經驗、幼兒發

展理論分析幼兒學習行為的類別 

2. 解讀幼兒行為展現的學習意義 

九 

4/13

（二） 

看見幼兒學習的眼睛（六）：幼兒學習表現

軼事記錄 

 

1. 觀看 109-1 試教活動(2)教學過程，找到

重要的事件作軼事記錄 

2. 不同小組之間分享、說明為什麼重要，

提供建議 

十 
4/20 

（二） 

看見幼兒學習的眼睛（七）：幼兒學習表現

詮釋與解讀（專家教師入園對談-3） 

 

1. 從既有知識、與幼兒互動經驗、幼兒發

展理論分析幼兒學習行為的類別 

2. 解讀幼兒行為展現的學習意義 

十一 

4/27 

（二） 

看見幼兒學習的眼睛（八）：幼兒學習表現

評分規準（專家教師入園對談-4） 

1. 依據前幾週幼兒學習表現之詮釋與解

讀，擇其中一個試教活動建置幼兒學習

表現評分規準（說明建置的依據） 

2. 回顧整理建置評分規準的學習經驗與感

想 

十二 
5/4 

（二） 

看見幼兒學習的眼睛（九）： 練習評量，

與評量信效度與倫理 

1.以評分規準評量幼兒學習表現 

2.從幼兒學習表現檢討教學、思考評量信效

度與倫理 

十三 
5/11 

（二） 

系統性學習評量規劃與執行（一）：幼兒園

課綱評量系統與主題課程/學習區/例行性活

動結合 

1. 系統性學習評量規劃實例 

2. 主題課程/學習區/例行性活動評量實例與

整體規劃 

十四 5/18

（二） 

系統性學習評量規劃與執行(二)：評量工具

設計（1） 

實作任務與檢核表、軼事記錄表設計 

十五 5/25 

（二） 

系統性學習評量規劃與執行(三)： 評量工具

設計（2） 

實作任務與學習單、評分規準設計 

十六 6/1 

（二） 

系統性學習評量規劃與執行(四)： 入園收集

幼兒學習表現 

進入幼兒園實際收集幼兒學習相關資料 

十七 6/8

（二） 

系統性學習評量規劃與執行(五)：評量幼兒

表現 

分析、整理自幼兒園收集之幼兒學習資料 

十八 
6/15

（二） 

1. 系統性學習評量規劃與執行（六）幼兒

學習評量結果的解釋與應用 

2. 本學期學習經驗統整 

評量結果解釋、思考學習評量結果調整課

程、評量結果報告撰寫與溝通。 

評量 比重 評量內容 

平常

成績 

30％ 1. 課程討論參與：主動發言、積極提問、回應、上課態度認真投入… 

2. 平時作業表現：上傳作業被選為推薦作業者，每次加 10 分（無名額與次數上限） 

l 書寫詳細、觀察入微、反省深刻、條理分明、邏輯清晰… 

3. 依公約管理手機 

「自主管理制：自己主動收包包。選擇此方案者,在未開放使用的時候使用,被老師（或同

學）提醒,當節課手機置講桌。3 次之後,轉為機場主人制。 

幼兒

作品

分析

評分

規準 

15％ 1. 以 109-1 試教活動教學目標為基準，將幼兒作品分出 3-5 種不同層級 

2. 編製幼兒作品分析評分規準 

3. 依據評分規準評量幼兒作品 

4. 依據評量結果進行教學省思。 

幼兒

學習

表現

評分

20％ 1. 從既有知識、與幼兒互動經驗、幼兒發展理論分析幼兒學習行為的類別與層級。 

2. 編製幼兒學習表現評分規準。 

3. 依據評分規準評量幼兒學習表現。 

4. 依據評量結果進行教學省思。 



規準 

系統

性評

量規

劃與

報告 

35％ 1. 針對主題課程或學習區或例行性活動，進行系統性評量規劃。 

2. 依據系統性評量計畫，規畫觀察、作品收集、檢核表等評量項目，並實際進行幼兒學

習資料之收集。 

3. 依據幼兒學習評量資料，完成一份完整的幼兒學習評量報告，並與家長分享。 

4. 撰寫幼兒主題學習評量執行之省思。 

 

經過一整個學期的研究有以下幾個研究發現： 

1. 評分規準幫助之前教師更理解幼兒的學習，但是職前教師設計評分規準過程需要補充

學科知識 

研究者選定評分歸準這一方法的時候，便意識到教師必須同時分析「學科內容」以

及「學生表現」的層級與內容， 才能設計完整的評分規準（參下圖 2）。  

 

圖 2 設計評分規準需要用到的教師知識 

研究結果顯示，之前教師在沒有設計評分歸準之前，對幼兒的學習表現比較會專注

在對活動的興趣還有秩序上，但使用了評分歸準之後確實會比較注意到幼兒學習的表

現，例如：對學習是否有理解、是否真正參與學習的活動…。可見評分規準是一個適合

用來鷹架職前教師發展學科內容學生知識的有效方法。 

 

⼩華剛開始可能不知道遊戲規則，因此沒有把雷射筆
正確照在鏡⼦上，當⽼師握著他的⼿說雷射筆不要動時，
⼩華動得更⼤⼒了，試圖想掙脫⽼師的⼿（ST005、ST086
觀察記錄分析 20210415）。 

 

 優 尚可 劣 

能做到一手拿著雷

射筆不動，一手操

控鏡子，來完成迷

可以一手拿著雷射

筆不動，一手操控

鏡子 

可以一手操控鏡子 還不太會控制雷射

筆方向及操控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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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規準與教師知識

•評量項目à學科內容知識

優 良 劣
手眼控制力 能用雷射筆做光的反射，

還能在不壓線的情況下照
著迷宮的路線走。

能用雷射筆做光的
反射，在稍微壓線
的情況下照著迷宮
的路線走。

不能用雷射筆做光
的反射，還超出線
外，也不能照著迷
宮的路線走。

反射理解力 了解移動鏡子的方向和光
的反射有關聯。

瞭解光的反射，但
不了解移動鏡子的
方向和光的反射有
什麼關聯。

不了解移動鏡子的
方向和光的反射有
什麼關聯。

•等級內涵à學科內容學生知識



宮。 

可以達成手眼協調

的動作 

能做到手眼協調 略知道手眼協調的

動作 

無法達成手眼協調 

(ST02、ST086 觀察評分規準 20210429) 

⼩華無法⼀隻⼿拿雷射筆另⼀隻⼿控制鏡⼦,⽼師應該給⼩
華多⼀點時間探索。(ST02、ST086 評量後解釋 20210429) 

 

1.黏⼟的顏⾊ 數量不同，⼩朋友在做作品時會想拿別組的
顏⾊（在試教前先準備好相同的 7 個顏⾊，並分成⼩塊，
分給每組才不會有搶顏⾊的問題） 

2.⽼師問⽔果律動的歌曲裡有出現什麼⽔果? ⼩朋友都搶
著回答，秩序就會亂（⽼師要先請⼩朋友舉⼿或⽼師直接
點的才可以回答問題，也可以做⼤字報）。 

3.看⽔果圖卡，班級⽼師建議給⼩朋友看實物（可準備上
的⽔果圖卡 2-3 顆(蘋果、橘⼦、⾹蕉)，直接給⼩朋友看
真的⽔果樣⼦） 

4.秩序太亂，⼩朋友⾃⼰講⾃⼰的。 

（中綠班幼兒園試教檢討 20201204） 

 

教學⺫標： 

認-中-2-2-2 與他⼈討論⾃然現象特徵間的關係。 

美-中-2-2-1 運⽤各種視覺藝術素材與⼯具，進⾏創作。 

評量項目 優 可 尚可 

水果常態的 
顏色 

符合日常看到的水果

顏色。 
(ex：葡萄的地頭是綠

色、葡萄是紫色) 

看的出來是什麼水果，

不符合常態水果顏色。 
顏色與日常水果不符

合，看不出來是水果。 

水果常態的 
形狀 

符合日常看到的水果

形狀。 
(ex：葡萄有做出小小

的圓黏在一起的形狀) 

大概看的出來水果的

樣子，但沒有符合那個

水果的形狀。 

形狀不符合常態水果

的樣子，看不出來。 

水果擺色的空間 
不能黏在一起 

(在蛋糕、冰淇淋

上) 

有做出水果，黏在紙上

擺設有空間分配，水果

沒有黏在一起。 

水果單獨黏在一張上，

沒有其他水果。 

做出的水果，在紙上全

部黏在一起，沒有空

間。 



 

有引導幼兒，但沒有很清楚，因為只放⽔果歌，沒有實際
觀察⽔果，只有讓幼兒知道⽔果的顏⾊(中綠班評分規準設
計與幼兒學習分析 20210325)。 

 

2. 職前教師進行評分規準設計時，需要鷹架 

實際進行評分規準設計的過程中，發現設計評分規準需要學科內容知識作為基礎，

一開始職前教師以本身已具備的學科內容知識來設計評分規準的「評量項目」，但經過與

專家教師討論之後，職前教師規劃出來的評分規準項目會比較完整，也比較能回應教學

目標，評分規準內的等級描述也會比較具體。 

 

分析作品：紙的紋路  
作品分析：2021.03.11 
整體分析的標準： 

等級ㄧ(11) 等級二(2) 等級三(2) 等級四(1) 

完全偏向自由創

作。 

偏向於創作，但

少部分有一些紋

路。 

有進行創作，但

是在紋路呈現的

比等級四來的少 

有利用拓印的方

式把紙的紋路呈

現出來，並在紋

路上創作。 

（蜜蜂班作品分析評分規準設計 20210311-⾃編） 

 

評量項目 優 良 可 

應用紙的紋路材質 大部分皆有符合（應

用到）紋路 

整個圖一半有符合

（應用到）紋路 

有畫出紋路但不符合

（沒應用到）材質 

畫面中拓印面積的比

例 

皆有紙的紋路 部分有紙的紋路 少部分有紙的紋路 

（蜜蜂班作品分析評分規準設計 20210325-專家討論後） 

 

一開始職前教師只以創作以及紋路多少來分析幼兒作品，未回頭思考教學目標下希

望幼兒學習的重點，透過與專家教師的對談，職前教師釐清活動希望幼兒學習的重點，

因而發展出更具體、回應教學目標的評量項目，其評分規準層級說明也更為具體。 

 

專家師 1：所以它的紋路必須跟它畫出來的東⻄有相關? 
同學 1：就是讓他們⾃⼰。就是讓我們⾃⼰去聯想 
專家師 1：對，所以它是⽐較有相關，因為你說，他看起

來像什麼？他就畫出什麼 
同學 2：對，因為我們是跟⼩朋友說，你覺得觸感摸起來



就是還有看起來像是什麼？那就把畫出來？然後要
把它現在那個紙下。 

專家師 1：所以他所以他畫的東⻄要跟他的質材是有相關
應該對吧? 

同學 2：對 
專家師 1：你們這樣說是這個道理嘛。所以他所以他畫出

來的東⻄，他的創作他的圖像是要跟質材有相關
好。那再來第⼆項，因為我剛剛聽到就是質材相關
嗎？然後第⼆項就是他要移來移去，如果他沒有移
來移去，他就會沒畫到，或是他就忘記了。 

同學 2：對 
專家師 1：對其實這也是評量的項⺫，所以是畫⾯要呈現

多⼀點的，這個還是怎麼樣？還要記得移來移去。 
同學 2：對要記得我們有的要⽤拓印， 
專家師 1： 所以記得那怎麼判斷？他有沒有記得 
同學 2：就要看他的，那個它畫出來的作品有沒有呈現紋

路的樣⼦阿 
專家師 1：好？那什麼叫做有呈現？如果分數⽐較⾼的話

他⼤概會是怎麼樣？ 
同學 3：我們會去看，就是我們給他們拓印的紙，紋路到

底有沒有呈現，現在像我們，這張它就是⽤⽡楞
紙，然後⽡楞紙它不是⼀條⼀條嗎？可是，如果他
是有把它呈現出來，那如果沒有呈現出來，它就會
像……。 

專家師 1：所以只分有跟沒有? 
同學 3：對 
專家師 1：所以只要有，不管他多少，他的最⾼分? 
同學 3：沒有阿。如果他⼤概⼀半，那代表說，他可能是

忘記移那⼀張紙， 
專家師 1：好，所以聚焦⼀下，所以第⼀個是它畫出來的

圖像，會跟質材相關好，所以要去把這個評分規準
弄出來，相關度到底要多少?那什麼叫質材相關? 

同學 3：有沒有畫出來的紋路阿 
專家師 1：相關喔 
同學 3：相關就是她看到這張紙，然後會聯想到什麼？ 
專家師 1：所以他那你怎麼知道他們相關?相關到底是誰來

判斷?我覺得天空是⼀條⼀條的，我畫⼀條⼀條可
以嗎？天空可不可以⼀條⼀條?因為你說，你要⾷
材相關嗎？對啊？我是要問你們⾏不⾏，不然你怎
麼判斷、評量作品？ 

同學 3：對 
專家師 1：阿我房⼦⼀條⼀條呢？因為你只給他⼀條⼀條

的嘛，還有現在他的畫⾯要不要呈現⼀幅畫的⼀
樣，還是分散的零散的物件?還是什麼？還是不管
他就是每⼀個都要分析，分析它有畫了，就算有畫
就要看他跟那個質材相關。 



同學 3：就是他有畫什麼…… 
專家師 1：這是我問你的問題，你要想對啊，質材相關阿

那他就必須要根據這樣⼦去想怎麼跟他很像阿，他
們就⼀⼈就只有⼀張是嗎？還有⽐例的問題，使⽤
的⽐例就這兩個，那你們就要根據這兩個去想什麼
是最好、最厲害的，什麼是中間?什麼是最不厲害
的？ 

同學 2 ：對。 
（蜜蜂班專家對談會議 20210325） 

 

 

職前教師一開始設計評分規準的時候，沒有連結到自己的教學目的，而單純的認為

「畫圖」就是創作。專家教師提醒職前教師思考在觀察布特徵的活動中，為什麼要進行

「拓印」，其實拓印這個活動主要是希望幼兒將觀察到的布的特徵應用在圖畫裡，因此職

前教師將「應用紙的紋路」列為評量項目之一。而也因為注意到這個項目，職前教師評

量完幼兒之後發現將布紋路應用在圖畫中幼兒的比例其實是少的。 

評分歸準通常包括兩個部分一個是評量的重點，一個是表現的層級，在評量重點的

部分其實需要的就是學科內容知識，然後再分等級的時候事實上就會是學科內容學生知

識。因此研究者發現：設計評分歸準的時候學生必須要有學科內容�知識，至少了解這個

評量的重點會是什麼，然後再以學科內容知識為準去分析表幼兒的表現層級。 而表現層

級這個部分，之前教師是可以透過彼此的討論來更確定的，在還沒有評量之前可以有一

個假設，也就是說設想幼兒表現可能會有的狀況，大概分出三個層級以及層級的內涵， 

然後透過實際的評量分析幼兒的作品或表現之後，可以來驗證說這樣的層級以及層級內

涵是否合適，假若層級內涵不合適的話其實還有機會做修改。而職前教師的學科內容學

生知識就在這個歷程中逐漸的增加、並且明確。 

 

3. 透過評分規準分析幼兒作品及軼事記錄，教學檢討更能回扣到教學目標，檢討亦較深

入。 

 

張靜文（2021） 研究發現教師若觀察到幼兒學習相關的行為教學省思會比較深入，

不過以大學部之前教師來看，大概只有一半的之前教師在觀察課程時會注意到幼兒的學

習行為，因此協助職前教師觀察幼兒學習行為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本研究利用評分規

準作為協助之前教師觀察幼兒學習行為的方法，研究顯示在之前教師沒有使用評分規準

的時候，比較會注意到幼兒學習是不是有興趣，但使用評分歸準之後之前教師比較能聚

焦在教學目標是否有達成、還有幼兒的學習行為表現上。 

研究者進一步比較 109 上學期幼兒園的教學檢討，以及使用評分規準分析幼兒作品之

後的教學檢討，上學期試教後的檢討職前教師的檢討多數比例會放在教室秩序性或者是

引發興趣上面的議題；但透過評分規準來評量幼兒的作品之後，職前教師因為看到了幼



兒學習與原本預設教學目標之間的落差，比較能夠回過頭來去感受到教學目標並不是每

個孩子都有學到，因而能夠比較客觀地去省思到教學方法是不是有幫助孩子學習到目標

相關的重點，以及教學目標是不是有達成。 

 

1.跟介紹布的材質才沒有關連 
在創作前，可以教導幼兒有些創作技巧，例如⽤例如⽤
⾧條形的布捲捲捲變成樹⽊..等等 

	2.幼兒⾃⾏拿剪⼑來創作 
當天幼兒的思想超過我們設計的教案，⽼師建議我們下
次材料⼀樣給幼兒，給幼兒剪⼑讓他們⾃⾏創作 
	3.⾛秀時幼兒不知路線 
下次先跟幼兒來個⼩約定，⾛秀路線⾛⼀次給幼兒看，
幼兒不拍⼿沒關係，我們拍⼿ 

（瓢蟲班幼兒園試教檢討 20201224） 
 

原來我們的⺫標，在教學中完全沒有展⽰的，⼩朋友
可能在我們試教中是有學習到的，但卻不是我們所要的⺫
標，所以達到⺫標的幼兒其實是少部份的，這是我們下次
設計教案時需要特別留意的地⽅。 

（瓢蟲班評分規準評量後檢討 20210325） 
 

（二） 教師教學反思 

1. 學科內容知識是教學活動設計、學習評量重要的基礎 

學科內容知識其實是幫助職前教師理解幼兒學習行為的重要基礎，只是這個部分在

幼兒教育師培的過程當中相對的好像比較少被重視，然而，這樣的做法卻對之前教師來

說卻是一個很不容易掌握教學內容的做法，我們只給學生大方向，但是卻沒有帶學生仔

細的思考當質要教學的內容究竟是什麼，這會讓學生陷在五里霧當中，在學科內容知識

不足的情況下，學生只用自己本來原有的知識或概念來設計活動，在觀察幼兒的時候當

然也就用自己原有的認知來做擷取幼兒的�學習表現。因而研究者以為，陪著職前教師去

思考、討論、釐清學習內容的重點是很重要的，如此職前教師才能夠比較清楚的掌握教

學的重點，相對的也就比較能夠在教學過程中擷取到幼兒重要的學習行為，而不只是注

意幼兒是否有興趣。 

2. 職前教師設計評分規準的能力需要被鷹架 

原本研究者假設透過設計評分規準可以增進職前教師學科內容學生知識，但實際進

行研究後發現這個的假設須要調整，因為評分規準與職前教師學科內容學生知識之間是

一個線性的發展關係，而是一個來回堆疊逐漸增加的一個螺旋曲線。研究者認為更合理

的說法應該是有學科內容知識為基礎先發展出學科內容學生知識的假設，然後透過實際

的平量，確認自己的假設是否正確，以此而更確定自己的學科內容知識。 



而厚植職前教師學科內容知識及學科內容學生知識的方法有二，一是在教學設計之

前針對教學目標的意義與內涵作充份的說明與溝通，必要的時候，甚至應該查閱相關文

獻資料，也就是說當學科內容知識充足了，教學目標就會比較清楚，教學引導會更有方

向，進而評量也就更能精準掌握到幼兒的學習表現。第二個方法則是本研究提出的評分

規準的設計與評量，它提供職前教師一個提出假設（設計規準）及驗證假設（實際用評

分規準進行評量）的機會，職前教師因而能獲得紮實的學科內容知識以及學科內容學生

知識。 

 

（三） 學生學習回饋 

本研究設計「職前教師學科內容與學生知識自陳量表」以及「幼兒學習評量課

程學習成效與滿意度問卷」來了解學生的學習回饋。 

在學習成效問卷部份，職前教師自滿意自己在幼兒學習評量課程中的學習成

果，覺得自己學習到：觀察幼兒學習表現、設計評量表格、設計學習單、分析

幼兒作品的能力，而且覺得自己更了解幼兒學習狀況。在各種評量方式當

中，職前教師評分規準最能幫助他們了解幼兒學習狀況（66.6％），另有 29.6

％的職前教師認為軼事記錄可以幫助他們了解幼兒學習狀況。 

而在職前教師學科內容與學生知識自陳量表部份，經成對樣本 t檢定前後測分析

發現，職前教師在 1.我知道 2-6 歲幼兒可以學習哪些動植物相關的內容；16. 我

知道如何設計活動帶領 2-6 歲幼兒蒐集動植物的特徵；19. 我知道如何設計活

動帶領 2-6 歲幼兒整理動植物的特徵；23. 我知道如何評量 2-6 歲幼兒整理訊

息的能力；24. 我知道如何評量 2-6 歲幼兒解決問題的能力；25. 我能從 2-6

歲幼兒的回答或表現中，了解他對動植物的學習狀況（例如他已經理解，或

者是有困惑）等題項上，自覺有明顯的進步。 

六、 建議與省思(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一）學科內容知識是學科內容學生知識的基礎，幼兒教保師培課程在統整

課程理念下，應重視學科內容知識的 

本研究發現，學科內容知識是學科內容學生知識的基礎，師資培育過

程中帶領職前教師探討學科內容知識是重要的。幼兒的學習雖然是統整不

分科的，然而這並不代表教師因此就不需要重視學科內容知識。相反的，

研究者認為當教師對於學科內容知識有更深度的掌握時，才能更靈活、有

深度的進行統整。因此，建議幼兒教保師培課程應該將學科內容知識納入



教材教法或基礎課程中。尤其 106 年正式實施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強

調素養導向，素養導向的課程是融合知識、技巧、態度，並強調能實踐

的。因而教師對於教學內容的知識、技巧、態度的內涵並定得有足夠的認

識，否則實難落實所謂素養導向的課程。 

 

（二）幼兒教保師培課程與課程間應有更多的融合 

本研究發現評分規準是有效可以提升職前教師學科內容學生知識的方

法，但這個方法通常只為在評量課程中帶領、使用。研究者認為，如果這

個方法在若能在課程設計或者是教材教法課程中使用，那麼職前教師從設

計活動的時候，就開始思考教學的內容知識，以及幼兒可能表現的層級，

如此一來，應該就能幫助職前教師更清楚自己的教學意圖，在試教過程

中，職前教師也因為有焦點而更能擷取到幼兒重要的學習表現行為。這個

方法，其實就是Wiggins提的倒反式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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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附件(Appendix) (請勿超過 10 頁) 

一、 職前教師學科內容與學生知識自陳量表 

 

幼兒學習評量 問卷（幼二甲） 
這個問卷想知道你對幼兒學習認知領域能力以及 動植物、自然現象、文化產物相關內容的理解，請就
你自己的感受與了解狀況作答。 
答案提供老師進行後續課程參考，謝謝！ 
*必填 
1。學號 姓名 * 
2。組別  * 
3。分析的作品是 * 
中黃班 1 水果黏土 
中黃班 2 水果黏土 
中藍班 1 水果畫 
中藍班 2 水果畫 
蜻蜓班 1 布的應用 
蜻蜓班 2 布的應用 
蜜蜂班 1 紙的紋路 
蜜蜂班 2 紙的紋路 
中綠班 1 水果黏土 
中綠班 2 水果黏土 
螢火蟲 1 天氣與穿著 
螢火蟲 2 天氣與穿著 
題號 題目 很不符合ß----- à很符合 

1 2 3 4 5 
1 我知道 2-6歲幼兒可以學習哪些動植物相關

的內容。 
     

2 我知道 2-6歲幼兒可以學習哪些自然現象相

關的內容（例如水、滾動、溶解、天

氣....）。 

     

3 我知道 2-6歲幼兒可以學習哪些文化產物相

關的內容（例如常見的紙、布、交通工具、

生活用品....）。 

     

4 我了解 2-6歲幼兒用感官蒐集動植物特徵的

能力。 
     

5 我了解 2-6歲幼兒用感官蒐集自然現象特徵

的能力。 
     

6 我了解 2-6歲幼兒用感官蒐集文化產物特徵

的能力。 
     



7 我了解 2-6歲幼兒整理動植物特徵的能力。      
8 我了解 2-6歲幼兒整理自然現象訊息的能

力。 
     

9 我了解 2-6歲幼兒整理文化產物訊息的能

力。 
     

10 我了解 2-6歲幼兒蒐集動植物特徵的時候，

可能會遇到什麼困難。 
     

11 我了解 2-6歲幼兒蒐集自然現象特徵的時

候，可能會遇到什麼困難。 
     

12 我了解 2-6歲幼兒蒐集文化產物特徵的時

候，可能會遇到什麼困難。 
     

13 我了解 2-6歲幼兒整理動植物特徵的時候，

可能會遇到什麼困難。 
     

14 我了解 2-6歲幼兒整理自然現象特徵的時

候，可能會遇到什麼困難。  
     

15 我了解 2-6歲幼兒整理文化產物特徵的時

候，可能會遇到什麼困難。 
     

16 我知道如何設計活動帶領 2-6歲幼兒蒐集動

植物的特徵。 
     

17 我知道如何設計活動帶領 2-6歲幼兒蒐集自

然現象的特徵。 
     

18 我知道如何設計活動帶領 2-6歲幼兒蒐集文

化產物的特徵。 
     

19 我知道如何設計活動帶領 2-6歲幼兒整理動

植物的特徵。 
     

20 我知道如何設計活動帶領 2-6歲幼兒整理自

然現象的訊息。 
     

21 我知道如何設計活動帶領 2-6歲幼兒整理文

化產物的訊息。 
     

22 我知道如何評量 2-6歲幼兒蒐集訊息的能

力。 
     

23 我知道如何評量 2-6歲幼兒整理訊息的能

力。 
     

24 我知道如何評量 2-6歲幼兒解決問題的能

力。 
     

25 我能從 2-6歲幼兒的回答或表現中，了解他

對動植物的學習狀況（例如他已經理解，或

者是有困惑）。 

     

26 我能從 2-6歲幼兒的回答或表現中，了解他

對自然現象的學習狀況（例如他已經理解，

或者是有困惑）。 

     

27 我能從 2-6歲幼兒的回答或表現中，了解他

對文化產物的學習狀況（例如他已經理解，

或者是有困惑）。 

     



28 如果從幼兒的回答或表現中，發現他在動植

物方面的學習有困惑，我有辦法引導幼兒澄

清疑惑。 

     

29 如果從幼兒的回答或表現中，發現他在自然

現象方面的學習有困惑，我有辦法引導幼兒

澄清疑惑。 

     

30 如果從幼兒的回答或表現中，發現他在文化

產物方面的學習有困惑，我有辦法引導幼兒

澄清疑惑。 

     

 

 

二、 幼兒學習評量課程學習成效問卷 

 

1. 上完這學期的「幼兒學習評量」課，我覺得學習最多的是.....?(可複選) 

£觀察幼兒學習表現  £學會設計評量表格   £學會設計學習單 

£學會分析幼兒作品  £更了解幼兒學習狀況  

£其他                             

    

2. 這學期的「幼兒學習評量」課學習的評量方法中，我覺得**法最能讓

我理解幼兒學習的狀況。 

£評分規準    £軼事記錄    £學習單  £檢核表 

£其他                             

 

3. 對「幼兒學習評量」課程內容，我的建議或心得是.... 

                                                               

4. 對靜文老師授課方式，我的建議或心得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