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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規劃一個主題課程，內容包含了教學方

案、學習單（含課堂學習單、親子共學學習

單）、教具以及親子共學教材。也就是一套以

主題為核心延伸的相關教材教具。自102學年度

本計畫開始至107年學年度上學期，本計畫各參

與幼兒園共產出了表格中數量的沉浸教材教

具。以量來說是相當驚人的產出。但量多是否

質精？說實在還需要更細緻的檢核。

不少人應該會好奇，這麼龐大數量的沉浸

教材教具是怎麼研發出來的？首先，沉浸教材

教具起源於每一梯次培訓學員的課程實作。在

培訓的過程中，每位儲訓的族語教保員，都需

跟實習幼兒園的老師合作，試編未來可能正式

推動時所需的教材教具。編制歷時5個月，集

訓課程與實習課程間，在以我為主的課程講師

群帶領規劃、學員與幼兒園相關指導人員的合

作下共同完成。不過這只能算是起手式。而後

族語教保員正式進入幼兒園後，每一年寒暑

假，所有幼兒園的族語教保員和協同教學人員

都會回到專管中心，進行下學期教材教具的初

步研發，之後透過教師們在幼兒園的持續共

編、共備課、共上課，逐步修正並完整、完成

幼兒園本位的沉浸教材教具。

為什麼要自己研發沉浸教材教具？

關於這點，是我們經常被誤解的區塊。常

會聽到剛加入沉浸幼兒園的教保人員、園長、

校長等或對計畫不甚了解的幼教專家學者們質

問：沉浸幼兒園為何要預設課程？為何要求老

師寫教案？為何走主題而不是方案或學習區？

為何要做族語教具給孩子操作，而不是讓幼兒

如
果有人問進入沉浸式族語教學幼兒園的族語教保

員，在剛進入這個計畫時，最難的、最痛苦的事

情是什麼？大概10個中有8個會不假思索的說：「我
們要研發沉浸教材教具。」同樣的問題，再問已經在

計畫中兩三年以上的族語教保員，我想，他們還是會

說，研發沉浸教材教具是最難的。但也可能會聽到他

們說，這也是除了看到孩子開口說族語外，最有成就

感的具體成果。

做為這個計畫的推動者，也是整套沉浸幼兒園制

度的設計者，感謝原教界的邀稿，讓我剛好有機會來

說一說，為何我要這樣「為難」沉浸幼兒園。

何謂沉浸幼兒園的教材教具

沉浸教材教具不是「他者」，不是他人編好的教

材，我們拿來使用。沉浸教材教具是接地氣的。從

「學校本位課程觀」，以幼兒園所在地之資源，包含

老師、家長、孩子以及社區人事物等，考量幼兒一般

教育及族語文化學習需求，規劃學校願景，並據以自

編符合在地文化，具有統整性、螺旋式加深加廣的主

題課程。

沉浸幼兒園的教材教具是「套裝」的課程。以學

校本位願景規劃幼兒2-3年之學習主題後，每一學期

培訓期間每位學員產出豐富的教材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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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真的教具搭配主題課程供幼兒進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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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數 主題課程教案 族語學習單 族語文化教具 親子共學教材

第一期計畫
（102-104）

46 46 230 46

第二期計畫
(104-105)

38 38 95 38

第三期計畫
(105-106)

34 34 85 34

第四期計畫
(106-107)

74 74 170 37

第五期計畫
（107-108）

47 47 146 47

總計 239 239 726 202

102-107上沈浸幼兒園自編沈浸主題課程教材教具數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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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希望雙師在進行教學時，可採用彈性雙語

協同的模式，以主題課程為基礎，透過共備共

上課，雙語自然交流的方式，讓幼兒學習到兼

顧課程內涵及族語。因此，事先的共討論與初

步撰寫課程活動，有助於雙師討論課程規劃及

協同模式。而上完課後將實踐的課程活動更詳

實記錄下來，並反思檢討改進，則是可為幼兒

園持續累積建構園本沉浸課程，並可提供其他

幼兒園參考。

在此再次澄清，我非認為只有主題課程是

唯一適合沉浸幼兒園的課程模式。而是在推展

初期，我們選擇了一個較容易入手，也符合國

家課程大綱精神的模式。待幼兒園教師們之間

的雙語協同教學默契提升，族語教保員族語教

學能力也更提升，以及華語老師們的族語及對

本計畫的認同度也更提高後，其實走方案、學

習區、甚至華得福或自創課程模式，都不是問

題，也都可行。就如同我們到幼兒園訪視時，

一位剛加入沉浸幼兒園行列的漢人老師很瞭然

地說「不過就是換個語言教學而已！」

沉浸教材教具的特色

這套沉浸教材教具有什麼「亮點」？基本

上這套教材教具，是以主題課程教案為核心，

延伸出搭配上課使用的學習單、親子共學的學

習單，對應主題目標語詞、句型的族語操作教

具，以及提供家長與幼兒於家庭親子共學的教

材。可以說是一套完整、連結度高、透過各面

向提供幼兒增進族語能力的教材教具。藉由本

套教材教具可讓學校與家庭綿密的連結，促進

親、師、幼兒共學族語。

另一個亮點是，沉浸教材教具的課程教

案，同時兼顧幼兒一般學習及族語學習任務。

主題課程依據學校本位規劃符合幼兒身心靈發

展及在地文化的內容，課程活動的設計，也依

據統整課程的規範，自然統整六大領域，對應

相關學習指標，培養孩子六大素養。同時教案

中對應課程內容，找出目標語詞與句型，做為

幼兒族語學習的目標。但在教學過程中，並不

針對此目標語詞與句型進行語言教學，而是透

過雙師雙語協同進行主題課程中，提供大量聽

族語的機會。而後在族語目標語言延伸活動

中，在透過遊戲化的方式，帶領幼兒進行目標

語詞聽、說、模擬對話的練習，以讓幼兒更精

熟目標語詞與句型，持續累積族語的能力。

結語 ── 邁向下一個旅程

俗話說，「沒有所謂最好，只有可能更

好！」不管在推動的各方面都需不斷反思、檢

視並滾動修正，才能讓沉浸教學發揮更大的效

益。而做為推動沉浸教學的途徑之一，在過去

這幾年，我們吸納各界意見並自我省思，持續

滾動修正。107學年度我們開始將編制3年的主

題統整課程教材參考方案，提供幼兒園參考。

未來在族語教具或親子共學教材部分，也將持

續進行不同面向的開發，或提供研發點子給幼

兒園參考。希望在大家齊心的努力下，持續為

台灣沉浸幼兒園創發教材教具，創新沉浸教學

的歷史新頁。

使用鬆散素材，自由建構？課程不該是尊重孩

子的興趣與選擇嗎？不該是「以幼兒為中心」

嗎？

上述的質問，我都理解，也都尊重。但我

需要提出挑戰與澄清。的確方案和學習區看起

來是比較開放，也是台灣當前幼兒教育中比較

「潮」的主流課程模式，但它不是全部，也不

必然是最好。否則課程大綱不會列出單元、主

題、方案、蒙特梭利、華得福等可能之課程模

式，另外也還有其他國內外的模式如高瞻、瑞

吉歐等在台灣各角落施行著。

我在現場觀察到的是，台灣幼兒園的課程

模式百花齊放、混搭共存。同一間幼兒園可能

同時存在主題、學習區、蒙特梭利的課程模

式。沒有唯一、最好的課程模式，也沒有沒缺

點的課程模式。重點在於老師的判斷：我為何

選擇這樣的課程模式？我們的孩子現在適合哪

種模式？我有充足的專業知識能走好這些模式

嗎？這或許是所謂「以幼兒為中心」該掌握的

核心吧！在回應孩子的需求下，進行專業的選

擇，跟幼兒一起共構與探索、發展課程。

我們選擇主題為優先的課程模式的原因在

於，課程大綱推動的主題統整課程，是希望教

師們在清楚自己的「教學意圖」下，透過師

生、師師的腦力激盪各種想法，而後組織想法

並命名概念，並據以規劃具有連貫性，以孩子

經驗為基礎的活動，以達預設目標。而預設課

程是教師梳理了概念以進行具統整活動的課程

規劃，其後會因教學現場的狀況而做調整，同

時兼顧預設與蒙發課程。而我們沉浸幼兒園的

主題課程模式也是按此步

驟與概念來走，絕非僵

化、不可調整的課程。

為什麼我們採取主題

的課程模式呢？這也是基

於實際上推動的需求。考

量沉浸教學除了透過日常

生活互動習得生活族語

外，也需透過課程讓幼兒

奠定學術語言的基礎，以

能在學習中使用。另也考

量到沉浸幼兒園大多採協

同教學且多數老師並非族

敘說沉浸式族語教學幼兒園教材教具之來龍去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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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本位課程的基本架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