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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目標

1. 體驗與覺知日常生活與環境中語言和文字的

趣味與功能

2. 合宜參與日常互動情境

3. 慣於敘說經驗與編織故事

4. 喜歡閱讀並能做出具有個人觀點的回應

5. 認識並欣賞社會中使用多種語文的情形



範疇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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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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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疇與內容



領域內涵概念架構

肢體 口語 圖像/

符號

文字
(功能)

理解

表達



研究歷程總覽(2006年2月-2008年1月)

語文領域目標與內涵

語文能力指標

主持人草擬，小組、總綱組討論

文獻探討 語文發展

語文學習

語文測驗與評量工具

實徵研究 讀寫萌發測驗

看圖說故事

個人經驗敘說

˙領域目標、內涵與

˙實施原則
(教學原則+評量原則)

˙領域設計說明

˙教保活動示例

學習指標

領域目標與內涵



學習指標、課程目標與概念架構

 1-1能理解與詮釋互動對象與表演者的肢體語言
 1-2能覺知並辨識兒歌的韻腳，理解語音的組合與拆解
 1-3理解互動對象的意圖
 1-4認識社會使用多種語文的情形
 1-5理解環境中的圖像與符號
 1-6喜歡閱讀圖畫書，能辨識創作者的風格並

理解故事的角色、情節與主題
1-7能辨認華文，知道華文的閱讀方向，理解華文

和語音的對應關係
1-8理解文字具有標示、紀錄和說明的功能
1-9習慣閱讀並能欣賞各種類型的文本



學習指標、課程目標與概念架構

2-1以肢體語言表達

2-2以合適的口語參與各種互動情境

2-3能敘說生活經驗，表達對生活的感受與看法

2-4喜歡說故事並能參與集體編創與演出故事的

歷程

2-5能描述單張圖片內容與一組圖片的意義

2-6能在生活中運用圖像

2-7能回應和創作圖畫書



學習指標舉例(2009年7月暫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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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喜歡閱讀圖畫書，
能辨識創作者的
風格並理解故事
的角色、情節與
主題

1-6-1
喜歡探索圖畫書 …………………..

1-6-2
理解故事的角色

…………………..
1-6-2
理解故事的角色
與情節

………………….
1-6-2
理解故事的角色、
情節與主題

1-6-3
從不同的圖畫書
辨認出同一位創
作者的圖像風格

1-6-4
欣賞不同圖畫創
作者的風格與圖
像細節



學習指標舉例(2009年7月暫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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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理解文字具有標
示、紀錄和說明
的功能

1-8-1
注意到可代表自

己或所屬群體的
符號

1-8-1
能認出自己的名

字

1-8-1
能辨認自己與他

人名字的不同

1-8-2
知道文字有說明

的功能

1-8-1
能從環境的文字

中辨認出構成姓

名的字

1-8-2
知道文字有記錄

經驗的功能



學習指標舉例(2009年7月暫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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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能在生活中運用
圖像符號

2-6-1
能嘗試以圖像表

達想法

2-6-1
以圖像表達情緒
與情感

2-6-2
以簡單的圖像符
號(含自創符號)
標示或紀錄

……………….....

2-6-2
以自創圖象像或

符號標示空間或
物件的所有權

2-6-3
以圖像符號做簡

要的備忘錄

…………………..

…………………..

2-6-3
以圖像符號表達
未來行動的規畫

2-6-4
從書中尋找資訊
解決問題



學習指標舉例(2009年7月暫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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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能回應和創作圖
畫書

2-7-1
能說出自己喜歡的
圖畫書

2-7-1
看完一本圖畫書或
一個圖像作品能說
出看法與感覺

2-7-2
能說出對一本書印
象最深或最喜歡的
部份(角色、情節、
狀態、圖像或編排
方式)

2-7-1
看完圖畫書後,能想
像如果自己是故事
中的某個角色,會有
哪些感覺與行動

…………………….

2-7-3
能在成人協助下創
作圖畫書

2-7-1
能想像圖畫書故事的
不同結局並畫出或說
出來

……………………….

2-7-3
能夠獨立創作圖畫書

2-7-4
能和人分享自己的創
作



體會領域特色:比較20年間的兩個版本

 76年版

 1. 啟發幼兒語言的潛能，
增進幼兒語言的能力。

 2. 培養幼兒良好說話與聽話
的態度與習慣。

 3. 發展幼兒欣賞、思考和
想像的能力。

 4. 培養幼兒閱讀、問答和
發表的興趣。

 5. 陶冶幼兒優美的情操及
健全的品格。

 97年版

 1. 體驗與覺知日常生活與
環境中語言和文字的趣
味與功能

 2. 合宜參與日常互動情境
 3. 慣於敘說經驗與編織故事
 4. 喜歡閱讀並能做出具有

個人觀點的回應
 5. 認識並欣賞社會中使用

多種語文的情形



兩個版本的主要差異

1.目標
--語文的界定
--對幼兒語文學習的期待

3.選材原則

4.教學原則

2.範疇

--故事與歌謠的功能
--教學概念

5.評量原則



 76年版

 沒有界定語文

 說話、聽話、欣賞、思考、
想像、閱讀、問答和發表

 啟發與興趣培養

 97年版

 語文可看成一種社會溝通系統

 對幼兒來說，2到6歲這段時光
也正是學習如何有效、合宜與
快樂地參與這個社會溝通系統
的歷程。

 依著幼兒的年齡、發展與個別
情形(學習指標)

 「參與」就是理解與表達。

兩個版本的主要差異
1.目標 2.範疇 3.選材原則 4.教學原則 5.評量原則



 76年版

 故事和歌謠

 說話
 (1)自由交談

 (2)自由發表

 (3)問答

 (4)討論

 閱讀

 97年版

 敘事文本

 社會互動

 閱讀

兩個版本的主要差異
1.目標 2.範疇 3.選材原則 4.教學原則 5.評量原則



76年版
 也強調應衡量幼兒需求、興趣、經驗，

引起「幼兒新奇的想像」(頁65)
 故事和歌謠「應以含有民族精神教育

意義，且合於時代者為佳」（頁64），
並注意「人格的培養」（頁64）

 說話教材「以富有愛國觀念者為佳」
(頁67)

 閱讀教材除了強調「主題正確」，還
需富有「民族精神、倫理道德意義」、
「科學新知探討性質」和「文學藝術
靈性」（頁69）

 教師將「常識、時事、生活習慣等材
料，編為故事」（頁65）

97年版
建議使用

 能引發美感、情感經驗與豐富語感的
幼兒文學作品

 鼓勵體驗各種媒材與各種類型的敘事
文本

 可使用幼兒與教師的生活經驗記錄，
以及共同建構的文本。

兩個版本的主要差異
1.目標 2.範疇 3.選材原則 4.教學原則 5.評量原則



 76年版

 舊版的「實施方法」下
有「教學方法」這樣的
次標題

 強調教師應當如何
「教」，例如，「用
『直接法』教學國語」
(頁67) 

 「隨機指導圖與文的認
知與了解」(頁70) 

 97年版

 只有教學原則和活動示
例

 前提:學習環境裡「要
有喜歡和習慣使用語文
的人，吸引人不斷產生
繼續探索語文之慾望的
素材，和一個可以放膽
進行多方嘗試與探索的
自在語用空間。」

兩個版本的主要差異
1.目標 2.範疇 3.選材原則 4.教學原則 5.評量原則



 76年版(幼兒方面)
 能注意聽人說話，並能了解語意，

聽不懂時會發問。
 會說完整的句子，口齒清楚，並表

現良好的語言習慣和態度
 會說明一件事並懂得發問及討論
 能在眾人面前說話，態度大方，並

能接受批評
 能集中注意力欣賞故事或歌謠
 能複述故事及自編故事
 能唸兒歌，口齒清楚，充滿感情，

並能自己口述創編故事或兒歌
 能欣賞並講述圖畫及故事書並多感

興趣
 能有良好的閱讀姿態與習慣
 能從閱讀中獲得認知的機會

兩個版本的主要差異
1.目標 2.範疇 3.選材原則 4.教學原則 5.評量原則

 97年版(幼兒學習評量)
 評量的概念與功能
 評量內容與分析面向

 平日觀察
 (提醒觀察重點)

 定期蒐集口語與書面資料
(提示蒐集方式與資料種類)

 定期分析
(建議具體的關注面向)



變化：從工具化到體驗

 過去的老師問:
這個故事可以用來教什麼?做什麼?
(性別教育,某個主題,生命教育…)
或是編一個故事來教導某種概念

 現在的老師先不問,

先和孩子一起好好體驗、探索一個故事、一本圖畫書、
一個文本

體驗->習慣->享受->…



過去與現在?

只有過去的老師會這樣做嗎?
大部份的老師怎麼做?
幼兒文學的師資

 76年版課程標準的影響力道

 76年版幼稚園課程標準:建議教師可「配合大
單元設計教學活動」，或在「幼兒注意力不
集中時，工作過久時，或等待點心分配的時
間」，「實施故事或歌謠教學」（頁65）



一位老師的自我回顧



領域特色

前提： 人、文本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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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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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丁會一直開到晚上，

小布家的窗戶打開，音符都跑出來，

月亮也是微笑的，他也在聽音樂。

布丁會一直開到晚上，

小布家的窗戶打開，音符都跑出來

月亮聽了很開心，點亮了所有的星星。



教學原則(整體原則)

創造幼兒樂於溝通的學習環境。

這個環境裡要有:

喜歡和習慣使用語文的人

(教保人員是對敘事和閱讀充滿熱情又習慣探索的人)

吸引人想不斷體驗與探索的文本

可以放膽嘗試的自在語用空間



教學原則(教材選擇)
除了成人本身運用豐富而活潑的肢體語言與口語，以

多元的方式和幼兒溝通外，建議採用以下三種文本做
為學習環境中主要的溝通素材:

 能引發美感、情感經驗與豐富語感的幼兒文學作品
(包括以紙本、聲音或影像等媒材展現的文本)

 幼兒與教師的生活經驗記錄
（建議教師先接納幼兒自創的、形式上未必成熟的表達方式，

再邀請幼兒做多方的嘗試）

 幼兒與教師在學習情境中共同建構的文本
（如活動計劃、購物清單、故事接龍圖畫呈現）



實施原則

＊ 創造幼兒樂於溝通的學習環境

＊ 教保人員對敘事和閱讀充滿熱情並習慣探索

＊ 教保人員運用豐富而活潑的肢體語言和口語，

以多元的方式 和幼兒溝通

＊

＊

＊

＊

＊



故事《黃色水桶》結局改編

改編結局 + 故事接龍



評量原則(幼兒)

對照目標，教師平日可以觀察的事：



評量原則(幼兒)
 幼兒學習評量

定期分析-口語資料

語料 關注面向

生活經驗敘說

看圖說故事

幼兒編創的故事

幼兒對圖畫書的回應

幼兒在團體互動情境
的表達與提問



評量原則(幼兒)
 幼兒學習評量

定期分析-書面資料

語料 關注面向

幼兒的圖畫日記

幼兒的圖畫記事簿

(如聯絡簿) 

幼兒和成人一起完成的
共讀紀錄

幼兒獨立製作或

合作完成的圖畫書

幼兒在活動中所作的書
面計劃與紀錄



評量原則(教保人員)
 教學省思

 除了與孩子面對面的互動,還可以看:

★

★

★

★



評量原則(教保人員)
文本或活動 檢視面向

教學日誌

故事討論

經驗敘說活動

故事討論、經驗敘說
(或其他團體互動)



結語:日常的寶藏在哪裡?

喜歡和習慣使用語文的人

吸引人想不斷體驗與探索的文本

可以放膽嘗試的自在語用空間

圖:《蘿拉的藏寶圖》陳貴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