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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幼班教師們反應道：「現在家長不用因

為我們催收學費，跟老師玩捉迷藏，我

們也可以不用擔心因為學費問題造成親師間

的緊張關係，感覺真的輕鬆不少⋯」、「社

區的孩子沒有來上學前，成天在社區裡打著

赤腳遊蕩；有了學費補助後，減輕家長的負

擔，讓孩子們有機會上學，有營養的餐點可

以吃，也有許多的教具可以操作，有完整的

學習安排和常規養成，在與同儕間的相互學

習下，讓原住民孩子有更多機會發揮學習潛

能，引發學習興趣⋯」

實踐優質幼教 輔導的使命與奮進

參與花蓮縣國民教育幼兒班（以下簡稱國

幼班）的巡迴輔導工作至今已邁入第五年了，

國幼班政策除了因學費補助，直接降低家長的

育兒負擔外，教學輔導提升幼教品質更是著重

要點。教學輔導是一段艱辛的歷程，花蓮縣自

94學年起即配合教育部政策全面試辦國幼班，

試辦初期雖有130所182班，但卻僅有3組訪視

人員，其中包含3位具幼教或幼保專長之大學

教授擔任「巡迴輔導教授」以及3位由花蓮縣

遴選具教學專業知能的幼教老師擔任「國幼班

巡迴輔導員」。此3組人馬必須進行全縣全盤

式的入班訪視，以了解國幼班的整體現況；不

論是空間、時間、體力、業務複雜度等，都可

以想見當時進行教學輔導工作的困難度。

在剛投入輔導工作時，因為部分教師對

於巡迴輔導人員直接進入班級進行教學觀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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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幼班政策除了學費補助直接降低家長的育兒負擔外，提升幼教品質更是

著重要點。由有限的巡迴輔導教授及輔導員進行全縣入班訪視，教學輔導

工作不論是空間、時間、體力、業務複雜度均困難重重。

花蓮縣國幼班分區輔導會議召開情形。



65原教界2010年04月號32期

花蓮縣的原住民國幼班教育

輔導及建議感到十分焦慮，也引發極大的反

彈，讓輔導歷程遭受許多挫折與責難。加上體

力上的不堪負荷，一度感到很灰心，但在專案

團隊內夥伴們的激勵、行政部分的支持、家長

晤談時對國幼班的肯定，以及幼教教師們逐漸

認同輔導員任務後的回饋，基於「點燃每位幼

教老師實踐優質幼教的心」及「實踐優質幼

教」的使命感，激勵著我們得以不斷向前。

「小孩子來學校上學很開心，他很喜歡

有很多小朋友可以跟他一起玩，而且學校的環

境很好，玩具很多。老師們也都很親切，除了

會邀請我們來參加學校的活動外，平常還會用

電話還是寫聯絡簿，主動跟我們說，小孩子在

學校的狀況。而且小孩子來學校以後，變得更

自動自發了，很多事情都會自己做，刷牙、洗

臉、換衣服、整理自己要上學的東西⋯，讓我

們很放心了⋯（家長的回饋）」

「因為有巡迴輔導團的努力，讓我們有

機會看到更多不一樣的教學型態與模式，以前

老師們大部分都很忙只能專注在自己的教學現

場裡，現在透過會議的分享，檔案的觀摩會，

還有輔導人員整理的教學相關電子郵件等，讓

我們有機會看到以前不知道的或者沒時間注意

的教學資訊，需要時可以隨時搜尋到，覺得很

有收穫⋯（教師的回饋）」

輔導教學 讓教師看見需求與專業

入班訪視過程中，藉由與教師間的不斷

溝通，希望能夠協助教師找尋適合園所（班

級）的教學策略及方向；教師教學成長團體的

成立，鼓勵教師形成學習型組織相互學習彼此

激勵；國幼班教師研習規劃針對教師教學專業

持續增能。定期的全縣輔導會議及教學分享，

增加全縣教師及教育處行政人員間的業務互

動，以提升教師幼教行政知能；建立全縣國幼

班教師電子信件群組透過定期的教學資訊交流

近年因少子化衝擊，各園所的學生數逐年下降，混齡教學的班級型態成為國幼班的教學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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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提供，豐富教師教學新知。辦理國幼班教師

及幼兒學習檔案觀摩會，展現教師檔案整理成

效；舉辦教學認真教師表揚，獎勵優質教師。

善用教育部教學設備補助款項，進行教學設備

增購及改善，以逐步提升國幼班之環境設備多

元策略並進下，期盼藉由不斷溝通、專業對

話、教學互動、經驗交流、幼教增能、成果發

表等歷程，讓現場老師看見孩子的需求、也看

見自己的專業，更讓他們的專業用心被更多人

看見。

親師溝通、混齡班級 國幼班教學遇考驗

花蓮縣國幼班樣貌多元，園所部分，包

含公、私立幼托園所；教師部分也因公立托兒

所及私立園所薪資結構及區域等問題無法完全

聘用合格幼教師，造成有教師及保育員等不同

的師資結構；學生部分，除了市區多數為平地

學生外，在原住民學生部分，族群十分多元，

包含阿美、噶瑪蘭、撒奇萊雅、太魯閣、泰

雅、排灣、布農等族，本縣原住民學生占縣內

學生比率23.84%，僅次於台東縣，為全台第

二。

訪視過程中亦發現，縣內中、南區之原

住民學生比例更高，甚至高達班級人數的七、

八成，但除了部分偏鄉之公立托兒所外，公立

幼稚園教師多半為平地教師，而原鄉家長為了

縣內中、南區之原住民學生比例相當高，但公立幼稚園教師多為平地教

師，而原鄉家長又常在外工作；隔代教養、語言隔閡、教師對在地文化陌

生、家長的教育期待等因素嚴重影響親師溝通與合作的品質。

花蓮縣國幼班教學，介紹蔬果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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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計常必須到外地工作，部分家長社經地位不

佳，無法提供孩子良好的生活照護，如頭蝨、

蟯蟲、蛀牙等衛生照護問題仍常出現，並難以

有效解決。隔代教養、語言隔閡（祖父母與平

地教師）、教師對在地文化陌生、家長對子女

教育期待等因素嚴重影響親師溝通的品質，進

而影響親師合作的品質。另外近年來因為少子

化的衝擊，各園所的學生數逐年下降，混齡教

學成為原鄉國幼班的主要班級型態，亦增加未

來國幼班教學的考驗。

持續增能 好老師是國家的希望

目前我們在教學輔導的過程中仍不斷努

力學習，雖已逐步達到普設國幼班的普及化目

標，但未來面對著多樣化的挑戰，教學輔導人

員仍需要不斷提升教學輔導相關知能，方足以

協助現場教師面對未來的教學，如：（1）教

師專業提昇部分，除持續入班輔導，提供直接

的教學現場互動，也透過網路等間接形式提供

教師教學相關專業資訊，亦鼓勵在職進修取得

合格教師資格，朝專業化邁進；（2）多元文

化部分也是日後持續增能的方向，目前專案團

隊98學年已透過國幼班教師手冊增訂多元文化

教育相關內容，未來亦逐步朝向增進巡迴輔導

人員及現場教師有關多元文化教育的相關知

能。鼓勵現場教師能善用社區（部落）文化資

源，引進家長融入教學，介紹在地文化特色。

鼓勵園所申請母語教師，借重部落內專業人

士，進行族語教學，以增進幼兒母語能力；

（3）教師部分，鼓勵於部落（社區）長期耕

耘教師或具在地文化特色推廣成效卓著之園

所，進行教學經驗分享，建立原住民文化推廣

及資源共享機制；（4）增進學校教育及家庭

教育銜接能力，加強親職教育及衛生教育之落

實，以培養幼兒良好衛生習慣，促進幼兒身體

健康；（5）教學部分，除持續鼓勵教師透過

環境規劃，提供幼兒豐富的自主學習操作情境

外，亦逐步充實教師對於幼兒發展及混齡教學

相關知能，以因應未來少子化混齡教學環境的

轉變。

對於目前的掌聲與教師們的肯定，我們

充滿喜悅；未來我們有更多的學習成長空間，

誠如洪蘭教授所言「好老師是國家的希望」、

「好老師能改變孩子的一生」，希望未來花蓮

幼教團隊能持續藉由「做中學」與「教學與輔

導間的相互激盪」，創造花蓮更優質的幼教環

境。

梁瓊云

花蓮縣Holo人，1978年生。國

立台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畢業，

國立東華大學生態與環境教育研

究所研究生。現任花蓮縣國幼班

巡迴輔導員。自94年參與國民

教育幼兒班教學輔導工作至今，

關注學齡前兒童教育相關議題。

花蓮縣國幼班教學，介紹畢卡索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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