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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提要 

出國報告名稱：本市112年度『精進幼兒園環境規劃及教學品質』幼教輔導團專業成長

–日本參訪實施計畫。 

頁數 39     含附件：■是□否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聯絡人／電話／e-mail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高靖淳/(03)3322101#7586/10034263@ms.tyc.edu.tw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電話 

1、賴銀奎/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副局長/(03)3322101 

2、余黛佳/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幼兒教育科/科長/(03)3322101 

3、楊雅真/桃園市桃園區桃園國民小學/校長/(03)3322268 

4、彭儀華/桃園市立楊梅幼兒園/園長/(03)4780614 

    5、張攸/桃園市桃園區桃園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主任/(03)3322268 

6、趙婕/桃園市桃園區桃園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教師/(03)3322268 

7、李瑋蓁/桃園市新屋區笨港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教師/(03)4769113 

出國類別：■1.考察 □2.進修 □3.研究 □4.實習 □5.其他 

出國屬性：□1.科技與生活 □2.警消與公安 ■3.教育與體育 □4.經濟與就業  

                  □5.道路與交通 □6.社福與醫療 □7.環保與永續 □8.觀光與文化 

                  □9.都市規劃與發展 □10.市政交流 □11.其他 

出國期間：112年12月10日至112年12月14日 

出國地區：日本-名古屋、東京地區 

報告日期：113年1月11日 

關鍵詞：日本、名古屋、東京、幼稚園、ICT 教育、STEAM 

內容摘要： 

於112年12/10~12/14期間，由桃園市幼教輔導團主辦、桃園國小協辦此次參訪行

程，由賴銀奎副局長領隊、教育局幼教科余黛佳科長擔任副領隊，國立屏東大學幼兒教

育學系劉豫鳳系主任擔任隨團教育諮詢學者，由幼教輔導團總召桃園國小楊雅真校長及

副召文華國小葉俊泰校長、新興國小古艷麗校長，9位輔導團團員及3位非營利及私立幼

兒園園長們一同前往日本名古屋及東京等地進行教育參訪。 

因應近年全球後疫情時代，各教育階段的授課仰賴科技為媒介，應用資訊及通訊

科技教育（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的運用更顯重要。藉由海外參訪

交流的機會，瞭解日本推動「ICT 科技教育」及「STEAM-美感與創客教育」之理念與

運作模式。 



2 

 

此次的觀摩學習之旅，委由日本愛知淑德大學佐藤朝美教授及井上知香教授協助

參訪了名古屋守山幼稚園、東京都 ChaCha Children & Co.保育園、東京都中央區立豐海

幼稚園及東京都お茶の水女子大学附属幼稚園作為本市精進幼兒園教學品質計畫推動之

效仿優質園所。除了幼稚園所的參訪外也參訪了名古屋名古屋大型兒童中心---「愛知縣

兒童綜合中心」。此外，除了參訪外也包含了一場台日交流座談會及一場應用資訊及通

訊科技教育研討會，此次國際參訪行程堪稱台日幼教界精彩且具深度的一場交流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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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依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在2018年公布的《教育與技能的未來：教育2030》，強調

「學習者能動性：探索複雜且不確定的世界」(Learner agency; Navigating through 

a complex and uncertain word.)，能夠面對未來的學習者必須能在教育以及生活之

中展現真正的能動性。 

因應近年全球「後疫情時代」，各教育階段的授課仰賴科技為媒介，應用

資訊及通訊科技教育（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的運用更顯重

要。期望借重日本在學前階段推動科技教育及美感教育這兩部分，拓展本市幼教

人員之宏觀視野。 

從實地觀摩日本幼稚園在資訊科技教育的課程模式及透過實地參訪日本當

地幼兒相關博物館等安排，增加教保服務人員將資訊科技、美感教育等所見所聞

融入在地課程發展成為本市特色課程。 

貳、 參訪過程 

本次日本國際參訪日期規劃於112年12月10日(日)至112年12月14日(四)，共

計5天4夜。 

以下為本次行程安排表： 

日期 

時間 

12月10日 

〈星期日〉 

12月11日 

〈星期一〉 

12月12日 

〈星期二〉 

12月13日 

〈星期三〉 

12月14日 

〈星期四〉 

08:00- 

12：00 

啟程 

日本參訪學

習之旅 

名古屋 

守山幼稚園 

日本生態及交

通等環境教育

體驗 

東京都 

ChaCha Children & 

Co.保育園 

東京都 

お茶の水女子大学

附属幼稚園 東京都中央區立豐

海幼稚園 

13:30- 

18：00 
平等院 

名古屋幼兒綜

合博物館 

迎賓館赤坂離

宮、明治神宮

等古文化巡禮 

台日幼兒教育發展

座談會 

(青山學院大學) 

台日幼兒園 ICT 教

育研討會 

(御茶水女子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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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112.12.10(日)---平等院】 

112年12月10日上午七點，教育局賴銀奎副局

長、幼教科余黛佳科長、屏東大學幼教系劉豫鳳教

授及各位幼教夥伴於桃園國際機場第一航廈集合，

搭乘星宇航空班機飛往大阪關西國際機場。 

在集合

時大家展現了

對學習的熱忱

與對整趟旅行的高度期待，希望藉由這趟學習之旅

增進本市幼教的新高度及開創科技教育的新視野。

中午飛抵日本關西國際機場後，在大家魚貫出關後

正式展開此趟精實且具有深度交流的幼教參訪之

行。 

平等院：位在京都府宇治市的

佛寺---「平等院」，為世界遺產之

一。於西元1052年，由當時的輔政大

臣「藤原賴通」將繼承自父親「藤原

道長」的別墅改建成佛寺所創建，於

西元1053年落成。西元1336年因受

到戰爭影響而部分建築遭到大火燒

毀，直到1496年為修復平等院又陸續

新增設「養林庵書院」、「羅漢堂」、

「最勝院」等，1670年時阿彌陀堂更歷經一次大規模整修，世人自此時也開始將阿

彌陀堂改稱其為「鳳凰堂」。20世紀後，平等院除經過多番修繕與維護，境內設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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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等也紛紛被指定為日本國寶。隨著鳳凰

堂被刻印在日本10圓硬幣正面，以及平等

院獲認定為世界文化遺產等，現今平等院已

是京都極具代表性且擁有高度歷史價值的重

要史蹟之一。 

 

 

第二天【112.12.11(一)名古屋守山幼兒園---愛知縣兒童綜合中心】 

守山幼稚園：https://moriyama-kinder.ed.jp/ 

位於名古屋愛知縣的守山幼稚園，本校的前身是1945年以淨土院法人為母體的森

山保育園，1955年作為守山幼兒園開辦至今。 

辦園精神以佛教的情感教育為基礎，將「開朗、誠實、友善」作為教育理念，認

為幼稚園是一個享受集體生活、廣交朋友、體驗「共處」的地方，讓孩子們一起長大。 

當天上午抵達守山幼稚園，園長先生就在校門口迎接著我們的到來。在參訪過程

中安排了座談、觀課及校園參觀等方式進行活動安排。 

園方安排簡單的座談傳達園長的教育方針及理念，及分享實施 ICT 課程後園長發

現孩子們的求知動機提高許多，也變得樂於主動觀察及記錄。而守山幼稚園與 APP 開

發公司合作引進幾款 ipad 中可使用的軟體加入課程中，讓孩子在課程內可以直接使用

ipad 記錄生活、查找資訊。目前園所一個月會安排一次40分鐘的 ICT 課程，透過載具運

用 app 做簡易操作，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 

   

▲透過實地觀課、操作 app 及座談會真實體驗 ICT 課程 

園所各項硬體規劃由師生共作為概念，配合課程融入環境。 

自然景觀從愛及美學為出發點，落實園所教育理念「開朗、誠實、友善」，打造

符合 SDGs 的永續校園。 

https://moriyama-kinder.ed.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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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合照為參訪留下寶貴紀錄 

   

▲教育局及幼教輔導團致贈園方感謝狀及禮品 

愛知縣兒童綜合中心：https://www.acc-aichi.org/ 

愛知兒童綜合中心為具有科學教育

功能的大型兒童館。讓0-18歲的嬰兒到青

少年從遊戲中學習，藉此增加學習動機及

活力。經介紹全日本總共有約18所大型的

兒童館，而小型兒童館約4000多間，在日

本兒童館數量前三的城市，第一為東京、

第二為北海道、第三則為名古屋，且在名

古屋愛知縣則有200多間小型兒童館。 

透過館方人員介紹中得知在館內的工作人員稱為「兒童厚生員」，性質非老師而

是透過五感教育及支援家長養育功能的專業人員，而館內則是提供家長親子共學及陪伴

孩子共同成長的場館。 

◎愛知兒童綜合中心的基本功能有四點： 

(1)設計活動讓孩子用五感體驗及感受 

(2)設計遊戲的新玩法，並向全日本募集新玩法並將這些新玩法在機構裡實行 

(3)針對愛知縣內200多間親子館員工提供輔導及增能、研修課程 

(4)提供家長親職教養的協助，例如：親子活動、增能研習。 

◎兒童綜合中心的理念有五點： 

(1)善用身邊的東西作為玩樂的主角：用不同視角去詮釋和觀察就會發現更多不同的

收穫 

https://www.acc-aich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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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比起帶得走的紀念品更在乎的是回憶的重要：比起禮物更重要的是回憶，在館內

做好的東西是不能帶走的，這些作品會成為另一種形式變成館內的展示 

(3)不只優先考慮效果和效率：不是每一件都是會成功的，同理孩子失敗的經驗也是

非常重要的 

(4)限制性遊戲規範能激起更多創意：特別給予孩子限制、條件不完全開放，並從限

制中讓孩子有創意性的發想 

(5)大人開心孩子就會更開心。 

   

   

▲透過館長講解、實地探訪、親手體驗等活動安排，讓夥伴們更了解此機構 

 

第三天【112.12.12(二)交通環境體驗(新幹線、JR)---古文化巡禮(明治神

宮、赤坂離宮)】 

新幹線：新幹線是日本的高速鐵路系統，也是全世

界第一個投入商業營運的高速鐵路系統。採用標準

軌（1,435mm）、並為純客運服務。第一條路線是

連結東京與大阪的東海

道新幹線，於東京奧運

開幕前的1964年10月1日

通車營運。經過多年擴展，目前有10條路線，串聯起日本大

型都市。 

本次參訪行程也將體驗日本大眾運輸加入行程安排內，

透過行車的體驗感受到不同文化中的乘車文化。也是本此行

程從名古屋前往東京重要的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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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 線列車：JR 英語全稱為 Japan Railways 是1987

年4月1日日本國有鐵道施行分割民營化後，所成立的7

家鐵路公司之合稱，目前 JR 東日本、JR 東海、JR 西日

本、JR 九州等4家 JR 公司因營運狀況穩定、能夠完全自

負盈虧而不依賴國

家補助，已經達成

全面民營化的目標，並移除特殊會社的地位；其他

3家（JR 北海道、JR 四國、JR 貨物）則因仍需國

家的補助，仍由日本政府持有全部或多數股份。 

本次在東京活動也利用了使用 JR 東日本線

作為通往明治神宮及赤坂離宮的重要大眾運輸工

具。 

 

明治神宮：https://www.meijijingu.or.jp/ 

位於日本東京都澀谷區的神社，供奉明

治天皇、昭憲皇太后（明治天皇皇后）的靈

位。於1920年（大正9年）11月1日啟用，雖然

並非陵寢所在地，但仍是當今日本知名度較高

的神社之一。本神社與台灣最有關聯之處在於

神宮前南北參道交會之處的大鳥居，是日本最

大的木製鳥居；高12公尺，兩柱間距9.1公尺，柱徑1.2公尺，屬於「明神鳥居」的型

式。第一代鳥居建於1920年由台灣總督府砍伐阿里山1200年的樹木奉獻，但在1966年

（昭和41年）因遭雷擊而損壞，現有第二代鳥居則是在1971年間向台灣的振昌興業股份

有限公司採購丹大山樹齡1500年的扁柏，依照1920年啟用時的形制與寸法重建，並於

1975年竣工。而鳥

居上方的鳥木上刻

有象徵皇室的菊花

紋章，正式名稱為

「十六葉八重表

菊」，象徵高潔典

雅的君子 

▲於明治神宮正殿及大鳥居前分別留下合照 

https://www.meijijingu.o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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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坂離宮：https://www.geihinkan.go.jp/akasaka/ 

迎賓館赤坂離宮原為1909年建造

之東宮御所，為日本唯一的新巴洛克式

宮殿建築。建築傾當時日本建築、美

術、工藝界全力而成，為明治時期正統

近代西式建築之里程碑。而在第2次世

界大戰後，日本歷經數十年歲月的努

力，重返國際社會，開始頻繁招待外

賓，故將其大規模改修為國家迎賓設

施，並新建和風別館，於1974年成為現

在的迎賓館並邁出新的一步，直至今日，於2009年進行大規模改修後，已成為日本代表

性建築之一，且被指定為「國寶級建築物」。 

迄今為止，除接待過多位國王、總統、首相等重要人士外，亦作為主要工業國高

鋒會議等國際會議場所使用。藉由本次日本古文化巡禮的機會到訪參觀，雄偉壯麗的歐

風建築令人驚嘆，參觀後也在赤坂離宮外留下美好的合影。 

 

第四天【112.12.13(三)東京都 Cha Cha Children &Co. Todoroki、中央區立

豐海幼稚園---台日幼兒教育發展座談會(青山學院大學)】 

Cha Cha Children &Co. Todoroki：https://chacha.or.jp/ 

    

▲園所歡迎本市教育局及幼教輔導團蒞臨及合照 

本次參訪的 Cha Cha 保育園是位於東京都世田谷區的分園，而 Cha Cha 以「體驗

通往未來的源頭」為概念，提供孩子許多真實的體驗，例如：在風中感受季節的變化、 

在音樂的歡樂中感到興奮及近距離接觸生活等。透過重視事物，園所希望可以培養孩子

https://www.geihinkan.go.jp/akasaka/
https://chacha.o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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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奇心、意識和創造力。 

Cha Cha 辦園精神指出：在幼兒園，有些事情並沒有按照

你想要的方式發展，你會感到沮喪，但這些經歷會給你信心和

力量，透過嘗試和錯誤來克服困難。且全園教師相信兒童的潛

力，透過貼近他們的生活來深化托兒服務，而設立了“ChaCha 

Cafe”，旨在與

家長和當地居民

互動，使「幼稚園咖啡館」成為社區之間

一個提供溫暖、交流及休憩的溫馨場所。 

 

▲教育局賴副局長及余科長致贈感謝狀及
禮品 

 

中央區立豐海幼稚園：https://www.chuo-tky.ed.jp/~toyomi-kg/ 

豐海幼稚園是一所位於東京

都中央區的公立幼稚園。雖與國小

校舍相連但與台灣不同的地方在於

國小與幼兒園分別獨立，各部別皆

有獨立的校長。 

辦學是經由學校教育法第

22、23條規定，而幼稚園關注孩子

從小的發展，透過幼稚園教育以適

合幼兒的生活，培養孩子發展的品

質與能力，且透過豐富的經驗幼兒

感覺到、注意到、理解及能夠做事的「基本知識及技能」，並透過思考、嘗試、設計和

表達所注意到及留意的基本思維、判斷和表達能力。 

在培養感情、態度及動機的同時也學會過更好的生活、人性等教育。而在幼稚園

和國小以後學科學習方式的不同，並非使用課本，而是根據幼兒自身的經驗、動機，幼

兒在幼稚園中透過直接且具體的經驗進行學習。這些觀點和台灣的幼兒教育想法觀念差

https://www.chuo-tky.ed.jp/~toyomi-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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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不大，在教學活動設計上也是從孩子的發

展、實地經驗操作及引起學習動機來構思課

程。而豐海幼稚園的課程規劃是參照《幼稚

園教育指導方針》，並以幼兒教育是培養終

身品格實現作為基礎。幼兒教育為了培養這

一目標，希望培養孩子的獨立性，並針對每

個孩子的個人特質提供個別化的指導。 

具體來說，透過與老師之間的信任關

係，在獲得老師適當支持的同時，也獲得自己參與各種活動的經驗，用以支持他們走向

獨立。因此，在課程設計上以遊戲為主，因為幼兒期的學習特徵就是自發性的遊戲，在

校園中依孩子的特點創建各種不同學習區讓孩子們從遊戲中相學習、模仿及成長。並且

也特別重視幼小銜接，讓孩子能從遊戲中培養升小學所需的能力。 

    

▲幼教輔導團總召及副召校長致贈園方及久保寺教授感謝狀及禮品 

 

台日幼兒教育發展座談會： 

本場次的座談會於日本青山學院大學內舉辦。針對台日雙方現今幼兒教育推動政

策、課程的實施做深度的討論與交流。雙方參與者日方代表：日本青山學院大學教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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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科學部久保寺節子教授、Cha Cha Children &Co.創辦人及行政團隊；台灣方代表：屏

東大學幼兒教育系系主任劉豫鳳教授、桃園市政府教育賴銀奎副局長及幼教科余黛佳科

長指導幼教輔導團。  

本座談會由桃園先行報告，說明了台灣幼托整合

的歷史脈絡及中華民國政府近年來對於少子女化的政

策和福利，利用此機會向日本介紹了幼教新課綱的架

構與課程設計思維，並結合了學習區課程模式，也特

別分享了本市各優秀園所的課程及班級規劃設計和課

程結合了各種不同多元文化因應的在地課程及八德幼

兒園 SDGs 的課程理念架構。 

Cha Cha Children &Co.也利用此座談會和

在座各位夥伴分享創辦人的創園理念及教育哲

學精神，園所設計課程的架構、脈絡及思維理

念等，利用影片分享課程中孩子的收穫及反饋

等。 

久保寺節子教授的報告中，特別著重在

「幼小銜接」的部分，教授先從孩子發展特性

說明再說到他認為幼小銜接要進行得好，應該

由幼稚園及國小雙方一同進行安排課程，且進行的時間要至多一年，讓孩子有更多時間

適應兩個不同學部的授課思維。當教授提出此研究想法及觀點也給了我們許多新思維及

想法，讓未來在進行幼小銜接時可以替孩子想得更全面、更周詳，讓幼兒園跨至小學階

段的孩子都能夠更順利的銜接上國小生活作息及課程。 

而座談會最後，

劉豫鳳教授統整了台日

雙方因著文化、風俗民

情及教育等背景因素而

有著對幼兒教育哲學觀

的不同，也請在座夥伴

留意各種教學背後的意

義及教育意涵，而能將這幾天所看到的課程觀點與本身文化

相結合後運用在自身課程設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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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 Cha 保育園創辦人與賴副局長合影、夥伴積極提出討論及專注研討聆聽 

 

第五天【112.12.14(四)東京御茶水女子大學附屬幼稚園---ICT 教育研討會

(御茶水女子大學會議廳)】 

御茶水女子大學附屬幼稚園：https://www.fz.ocha.ac.jp/fy/ 

東京御茶水女子大學附屬幼稚園是日本第一個官方設立的幼兒園。成立於明治維

新後的1876年至今已超過140年的歷史。幼稚園的園址位於東京都文京區的御茶水一

帶，也是日本教育發祥地「湯島聖堂」附近。然而，1923年9月1日因關東大地震導致園

舍燒毀，經多方協調，於1932年將幼稚園遷址於現在的御茶水女子大學校園內。 

御茶水女子大學附設幼稚園的教育使命為：「照顧好你自己、尊重身邊的人、尊

重環境」。園所認為孩子的一切都是由尊重自己開始，因著尊重自己後就會開始尊重他

人及環境。而教育宗旨為透過玩耍，幼兒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基於幼兒好奇地特點，教

育核心認為「遊戲即為幼兒生活的重心」。學校強調「做中學」，讓每個孩子找到自己

想做什麼、想玩什麼的方式，讓他們以自己的方式與周圍的事物、人環境互動。因此，

每個孩子該如何度過「在學校的

一天」取決於孩子的興趣和關注

的議題，像是有些孩子關注自然

就會觀察校園內花草樹木、有的

孩子喜歡運動遊戲，就會邀約夥

伴進行體能運動。而學校則是重

視每個孩子選擇的意願，希望培

養每個孩子的興趣、動力以及獨

立思考和行動的態度。 

https://www.fz.ocha.ac.jp/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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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學校更看重孩子能夠拓

展與朋友之間的關係，可以安心地向

彼此表達感情，體驗共同生活的快樂

及成就感。另外，透過與各種事物、

人物和事件的互動中，孩子可以展現

自己的個性、與朋友自在的交流、體

驗創造自己的生活及培養自己與社會

間的聯繫。 

在幼稚園參訪時，我們看到了

教師與孩子之間的「Free play」，透過孩子間的自由遊戲，自發性地透過玩樂享受在自

在的學習生活。 

雖然園所規定園內不能拍照，但從孩子自發性的遊戲中看到孩子對於玩樂的動機

的神情是多麼歡樂及吸引人。從拿著蘿蔔在紙上蓋印的孩子、觀看恐龍書籍再請老師協

助畫下恐龍的邊框再進行創作的孩子及約老師及同伴在空地內自訂遊戲規則拿著球遊戲

奔跑…等等，同一時間內，園所內每個孩子都好忙碌的學習。 

遊戲雖然自由，但也能從中看到園所對於對孩子圖像中認為孩子都是能從中觀察

並且學習到善及正確價值觀的，老師不會在孩子錯誤時責備孩子，而是希望孩子觀察到

何為正確的表現後，可以自發性表現出好的行為，這樣的教育觀點是與園所文化及社會

文化相輔相成且呼應的。 

▲教育局賴副局長致贈副園長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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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T 教育研討會： 

▲於御茶水女子大學視聽教室召開應用資訊及通訊科技教育研討會 

本場「應用資訊及通訊科技教育研討會」(簡稱 ICT 研

討會)，於112年12月14日下午13：30於御茶水女子大學內召

開。屏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系主任劉豫鳳教授作為此次研討

會引言人替研討會開場，而此場次研討會邀請到愛知淑德大

學佐藤朝美教授、及東京御茶水女子大學大崎章弘教授。 

佐藤教授在這10年間將科技教育融入學前教育的研究中發現到過去對於學前使用

科技輔助教學的議題中，因著疑惑而對於教學使用上有所影響，像是：如果在教學中使

用科技教育，孩子會沉迷?在教學中使用科技輔助，孩子視力會影響?在教學中使用科技

軟體，會影響老師整體教學脈絡?等，這些種種的疑問，不管是在台灣或是日本的學前

教育，在研究中都出現了反對聲浪。但在佐藤教授的研究中推翻了這些顧慮及擔憂，他

的研究中發現到孩子因著這些科技的運用能將平面具象化、立體化，進而產生更高的學

習動機，且孩子也從課程中發現到 ipad 使用上的便捷性後，對於主動查找資料、提取紀

錄的便利性，孩子更喜歡將 ipad 視為一種紀錄工具，隨手將有興趣的畫面、議題紀錄後

就能隨時提取訊息，能立即滿足孩子的求知慾。當孩子將 ipad 視為工具而非玩具時，沉

迷、上癮而不出去遊戲的擔憂就會減少許多。 

第二場由大崎章弘教授進行專題演講，由他與愛知淑德大

學 井上知香教授、東京家政學院大學 末松加奈教授及御茶水女

子大學 後藤郁子教授，一同進行了「數位科學繪本工作坊---利

用 ICT 創作故事，培養孩子的科學觀念」。這是一個從2019至

2026年由日本文部科學省科學研究補助的計畫，從第一階段

(2019-2023年)作為支持科學傳播空間建設的措施-年輕的保育工

作者對保育的看法，到第二階段(2023-2026年)驗證利用數位科技



17 

 

支持新常態的科學傳播場所對育兒觀念的看法。而大崎教授也分享到學前的科學教育他

認為是如何建立起科學的概念，因著「推理和假設」形成科學概念的力量。所以在會中

他也和大家分享了日常生活中簡單的科學，利用日常常見的便宜小物，就可以讓孩子從

中感受到科學及各物理現象都存於日常中。藉由這個有趣的開頭而分享此研究目的：希

望從一點點地創造開始而改變過去世界的事物，讓孩子從日常物品作為第一人稱的創作

主題，希望培養孩童幼兒期的天真與想像。而此研究使用 ICT 的功能在於「輔助」，利

用 ipad 隨時儲存及提取的功能，使得讓此工具能成為能記錄下故事發展前後歷史脈絡，

及看到孩子思維在介入前及介入後的差異。 

從此研討會中發現到，在日本學前教育中介入 ICT 主要仍是將科技產品當作輔助

工具，而非像是電子書或是電子觸屏完全取代紙本、親手實地操作，並且精準控制課程

介入時間，以名古屋守山幼稚園為例，他們 ICT 課程安排上為一個月40分鐘。而在經由

此次研討會中更加能證實 OECD 於2019年提出「面向未來學習者」，當然是以數位化的

未來趨勢作為思考架構，即一方面指出面對未來的學習者仍須具備必要的讀寫算素養、

自主探究的能動性，以及與他人合作的能力。當前社會、環境及教育的趨勢下，學前教

育在面對科技時不能故步自封、停滯不前，而是要善用科技教育對孩子創造力的實踐及

自主性遊戲學習的特點等，讓科技輔助成為孩子的第二個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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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中團員間認真且投入、專心聆聽紀錄 

最後，這四天參訪的園所、兒童機構及座談會及研討會，感謝屏東大學幼兒教育

系劉豫鳳系主任牽線愛知淑德大學井上知香教授、佐藤朝美教授及青山學院大學久保寺

節子教授，讓此次的國際參訪有著如此高規格的行程與研討會。 

藉由扎實的交流與各園所間深刻的互動下，得以有著最大的收穫。也讓我們此次

參訪中所學習到的精神及內涵都將內化為本市幼教進步的養分，透過教育局長官全程的

指導與提點，讓此次的參訪行程更能與本市教育現場相互結合呼應。雖然，兩國風俗民

情與教育觀點仍因著國情而有所不同，但參訪的目的本是將是好的教學理念學習並利用

在各園所中。 

感謝市府及局端提供計畫經費，讓幼教輔導團可藉由本次國際參訪而有機會參觀

到全日本歷史最悠久的御茶水女子大學附設幼稚園、實施 ICT 教育的守山幼稚園、兼

具人文及美感的 Cha Cha Children & Co.保育園及東京都中央區立豐海幼兒園，四間辦學

理念、風格、教學方法皆不同但卻都是日本數一數二的幼稚園，因著這些園所的差異性

讓此次參訪的夥伴可以因著自身園所的條件，選擇與自己園所相近的幼稚園作為楷模及

指標，也冀望此次的參訪後能豐富本市的幼兒教育，得以讓幼教善真、善美及善好。 

   

▲致贈感謝狀及伴手禮感謝台日雙方教授的協助促成此次精實的參訪活動 
 
 

參、 各園所參訪心得 

桃園市桃園國小附設幼兒園          執筆者：張攸 主任、趙婕 教師 

壹、名古屋守山幼稚園 

一、結合遊戲與冒險的學習環境：在守山幼兒園的每一間教室，都有著別出心裁的

室內木屋，由幼兒依照喜好設計，結合建築師打造，讓幼兒的學習空間新奇而

能夠多重利用。我們觀察到木屋雖然為兩層，但上下的路徑皆非平穩的樓梯，

幼兒需運用攀爬、抓握支點…等大肌肉的能力才能順利到達不同的學習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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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具遊戲性質及冒險的空間，不僅可滿足挑戰自我及刺激，也一點一滴的累

積幼兒的大肌肉能力。 

二、科技運用：結合教學互動軟體的 ICT 課程，讓幼兒學習動機更強烈，並且透過

科技的運用，能力較弱的幼兒亦能展現自己的畫作，並從中獲得成就。 

貳、愛知縣兒童綜合中心 

在兒童綜合中心中大量運用五感的體驗，從幼兒(甚至是成人)全方位的感覺設計一

個場域，讓不同年齡層的民眾在活動的過程中能促進感覺統合，值得運用於親子館的設

計參考。 

參、東京 ChaCha 保育園 

一、結合理念的行銷：在參訪 ChaCha 保育園前，已針對網路上的資訊做了功課，發

現 ChaCha 除了運用自己的網站外，也結合了全球廣用的 Instagram 紀錄孩子的

學習與生活。ChaCha 創辦人說：「一天一天說出自己對孩子的期待，發展出

自己的教育觀」，在 ChaCha 工作的保育員用圖文接力寫下對幼兒學習行為的

見解，除了成為一個與家長、民眾接觸與傳遞理念的管道，更透過日日累積的

文案，保育員的理念互相交流而成為 ChaCha 的園所文化。 

二、社區融入：ChaCha 保育園不單單是一個保育園所，更運用一樓的空間營造出舒

適、放鬆的 ChaCha Café，讓社區居民也可以擁有一個舒服的交流休憩空間，

促進社區間的融合與認同。 

三、民主和尊重的教育理念：在 ChaCha 保育園的每個細節中，都能中看見園所與老

師背後對於幼兒教育的理念，包含「每日晨圈唱歌及道早安希望孩子能夠看見

彼此的眼睛和表情，感受到彼此的重視，請假的幼兒也會因此努力地好起來，

因為知道同學都在期待他的回來」、「午餐時光幼兒以自助餐的形式自己取

用，互相等待同桌的同學回到位置上一起開動，展現了幼兒互相尊重及自主的

培養」…等等，是幼兒階段民主能力實施的具體樣貌。 

四、SDGs：SDGs 融入在園所的課程、環境、親師交流…等等細節當中，創辦人分

享著：「老師認為現在的保育工作是為了創造20年後人類的世界觀，是用如此

的思維來開啟每天的工作的」，ChaCha 除了看見眼前幼兒的教育外，更宏觀

的從期待20年後孩子成為的樣貌來設定學習藍圖，讓幼兒教育成為造就社會發

展的使命感。 

肆、中央區立豐海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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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幼兒創造力表現：讓家長與孩子一同將生活中常見的塑料盒、牛奶瓶等日常常

見的物品，經過孩子創意發想再製成扮演道具、服裝等，讓孩子身著自製表演

道具服裝、頭飾結合朗朗上口童謠歌曲，搭配體能遊戲活動而成的表演活動，

讓孩子將日常所見物品透過自身創造力而成為戲劇表演中最好的道具。 

二、不同年齡層的認知見解：因孩子給個年齡層的認知發展皆不相同，所以在教室

布置上老師也配合孩子的認知發展來進行教室布置。舉例來說：班級孩子的生

日布置，在小班的班級內，老師就用的了 數字搭配圓點貼的方式讓孩子將數

與量相結合，而在中大班老師就用相對抽象的方式，大圓點貼代表年齡、小圓

代表月份，讓孩子計算自己的生日即將到來。 

三、通透的室內外環境及戶外空間：因與中央區豐海國小共用校地，且在設施設備

建設的法規規定上也明訂須要有戶外種植及遊戲空間的設置，豐海幼稚園也是

這幾天參觀園所腹地最廣闊的。從建築設計上來說豐海建物結合地處中央區鄰

近海洋的特性，建築形塑成一艘船的樣貌。在班級建物中室內與戶外自然銜接

下，孩子在進行活動時就能很自然地將活動區域移至戶外進行，且經觀察在各

個班級與班級的中也無明顯界線，孩子可以自由地將積木及紙箱搬移至走廊進

行扮演活動，也看到不同班級的孩子一同進行遊戲，因空間設計的語彙讓孩子

在遊戲時有更多的可能性與創造力表現。 

伍、御茶水女子大學附屬幼稚園 

一、開放教育的真實展現：本次參訪能踏入教科書等級的御茶水女子大學附幼，看

見了幼兒自由遊戲的真實樣貌，幼兒能依循自己的想法不受束縛的遊戲，教師

也能融入在遊戲當中，成為共玩者。從 Chika 教授的對談中，了解日本也存在著

許多營利、家長需求為主的園所，和台灣的現況相似，透過自由玩樂的過程，

幼兒看似沒有「學習」，但是過程中幼兒能和不同年齡、群體的夥伴一起協

調、溝通；幼兒在嘗試各種挑戰且創意的遊戲時，需練習讓自己跟夥伴保持安

全；面對屢屢失敗的項目，幼兒學習自我調適情緒，發現在園所中的孩子雖然

很自由，但卻很少帶著挫敗的情緒放棄，真實呈現在理論中 Free Play 的價值。 

二、幼教老師工作的價值：幼稚園中讓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幼兒的上學時間僅有兩小

時，但是教師的工作時間不減，也代表著教師的工作意義不是「看顧和托

育」，而是為了充足幼兒的學習資源，教師花了更多時間在環境建置和準備工

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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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未來推動與運用 

一、科技融入教育的推廣 ICT：資訊發達的時代，幼兒接觸3C 產品合宜於否，一直

是國際重要的討論議題。本次交流看見日本運用科技融入教育，讓幼兒了解如

何善用3C 在生活和學習中，幼兒的學習動機和自主性反而提高。目前在台灣小

學階段，已達到生生有平板，在本園的幼兒階段學習區內亦設有平板供幼兒查

詢資料、紀錄學習及錄製唸謠、故事…等。在科技的時代，幼兒已難以杜絕接

觸3C 產品，教會幼兒如何妥善運用，是未來可以深究的學習模式。 

二、幼兒的 Free Play 留白時光對孩子遊戲的尊重：在台灣，無論是站在家長、幼兒

園管理者或是現場的教保服務人員立場，往往會把教保服務時間作息塞滿「課

程活動」，深怕留白的時間會「耽誤」孩子的學習。在我們所參訪的日本的教

學現場中，看見幼兒在玩樂的過程中，學習到種種的能力，且學習得有動機、

充滿快樂和自主。在我們呼籲、宣導兒童權利公約中遊戲權的同時，更應該檢

視幼兒教育現場，我們是否提供孩子充分遊戲的機會呢？推廣自由遊戲的價值

與對孩子的重要性，使家長和教育人員能更加重視，是未來值得思考的面向。 

三、幼兒教育品質及教師工作負荷的平衡點：本次國際交流也了解了日本近年在探

討幼兒教育品質及教師工作的負荷議題，也是台灣教保服務人員常面臨的兩

難。要達到高品質的幼兒教育，勢必需要耗費長時間的備課／環境準備，甚至

還需要有常態性的教保服務人員理念交流、增能的時間規劃，日本的教育現場

將因應家長工作需求長時間托育的「保育園」和注重學習、短時間托育的「幼

稚園」做區分，並明確區分不同的社會／教育功能，教師擁有較足夠的備課時

間。但是在托育時間高達8-11小時的台灣幼教現場，教保服務人員的備課時間已

超出能負荷的工作時間，此狀況下難以兼顧品質，是值得思考的議題。 

桃園市立楊梅幼兒園          執筆者：彭儀華 園長 

感謝教育局跟桃園國小安排這次的參觀，非常用心地提供不同學習取向的幼兒園，

雖然為不同學習取向的幼兒園，但均強調「藉由環境引發學習、以幼兒自由探索遊戲為

核心概念，教師鼓勵幼兒和環境透過互動產生對話」。這是參訪的心得和之後園所可以

實行的方向如下： 

一、 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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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透過實際參訪不同取向的日本幼兒園或托兒所，觀察教育現場的環境和幼兒的互

動、老師和幼兒的互動，並與多位教授和專業教育從業人員進行交流對話，強化我

們的課程思考哲學能力。 

2.強化 steam 中美感的素養與涵養，藉由走訪幼兒園、托兒所、兒童中心等不同機

構、社區以及都市，能感受到不同的空間美學，從藝術 diy 中吸取與了解設計者之

教育內涵。 

3.這次參訪的園所都強調重視每個孩子是獨一無二的，透過尊重幼兒的身教和境

教，引導幼兒去學習對自己與他人尊重。 

4.園所強調讓幼兒和老師體會快樂，強調教育要帶來幸福感、創造力，透過環境規

規劃與設計引導幼兒在快樂中學習，以實際的操作做中學習，如同我們台灣近年來

幼教所強調的自主學習、快樂學習。 

5.在異國街區探訪，走讀國際文化，可觀察日本在 ict 或資訊如何落實於日常，開拓

國際視野。 

6.透過長期歷程性的規劃與經費支持，促進研究機構與中央、 地方、產業和幼兒園

間共同合作，先行實驗 ICT 國家教育。 

7.日本這幾間幼兒園，重視自己所認同的核心概念，並且將核心理念確實於生活課

程中去執行，看核心的學習而非看所學到的技能。 

二、 園所規劃：  

1.STEAM 或 ICT 如何融入教學之教育的關鍵在教師素質及專業發展。策略： 

①師資培育，辦理相關教育研習來培養統整性教育思考以及運用數位科技的能力。 

②設置學習型組織或社群，共備討論、分享時實作經驗。 

2.鼓勵老師在學習區環境規劃與設計時，以培養幼兒思考如何解決生活中發現的問題，

從生活經驗、先備知識著手，結合新知，透過觀察、探索、研究、思考、腦力激盪討

論，規劃實作，再動手創作，驗證等，協助幼兒提升跨領域思維、探究精神、解決日

常生活問題的能力。 

3.需要挹注經費於硬體設備、學習空間、軟體層面的課程與教學。 

4.選擇或利用這些科技之前，老師還是必須考量我們想要達到的教育目標 確保我們選

的科技產品之內容是對幼兒有適性發展的，別讓科技喧賓奪主，妨礙學習。 

5.學習區環境設置要有更多文化的觀點，引導幼兒認識不同的文化並欣賞自己獨特的文

化背景，並讓這些文化可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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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強化教師班級經營，重視和幼兒間的，信賴關係讓幼兒能安心的在其中探索、試誤中

找方法、找答案。提升教師綠色美化的能力，並注意幼兒在環境下的學習情緒。 

7.注意親師溝通，搭配政策發展之家長增能與了解。 

8.讓園所變成讓幼兒和大人都會砰然心動的遊戲基地，可辦理親子活動、開學活動，讓

家長和幼兒一起同樂外，也能透過找字等活動認識楊梅幼兒園。 

三、結語 

最後，再次謝謝教育局和桃小團隊，透過這次的參訪與交流，讓我們能從不同角度來

省思自己的幼教理念與實務。也能將相關經驗帶回給園所的教職員工們，讓大家都能自

我專業成長。 

桃園市笨港國小附設幼兒園          執筆者：李瑋蓁 老師 

一、 發現與思考 

（一）守山幼稚園 

1、 幼兒上課很開心、老師上班很開心，能享受學校，減少共同集會、團體活

動的時間，為了減少提供幼兒 ict 設備的負面影響，會將教室內外規劃的更

有趣，讓孩子願意出去玩。 

2、 自然的遊戲場地：沙地、木製樹屋、四季色彩的大樹、固定式攀爬、單槓

設備、活動式體能用具（跳繩、腳踏車、球） 

3、 戶外遊戲時間：能出現多種自由遊戲型態（個人、平行、聯合、合作），

幼兒能自由轉換與選擇遊戲內容。 

4、 與軟體廠商進行合作：透過 ipad 與 app 的運用，即時處理幼兒作品，將幼

兒作品拍照後製成小動畫，即時分享，能讓幼兒感受到趣味，提升再次嘗

試、觀摩他人作品、修正自我作品的學習動機。 

5、 每班室內有特製的木製遊戲空間，提升空間使用率，教室空間有限，幼稚

園會規劃該教室的遊戲空間，並與建築師合作確認木製空間結構的安全

性，雖然幼稚園沒有標榜採行特定教學模式，但是遊戲空間的設計及教學

設備的提供可以看出教師對於幼兒在該空間學習的期待。 

（二）Cha Cha Children & Co 

1、 學校環境與氛圍呈現辦學理念：多元、包容、理解、尊重，會運用大量的

木材、布料傳遞溫暖、永續使用的價值。運用園舍內部的入口空間規劃為

Cha Cha Café 開放給社區居民自由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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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視將抽象學習經驗的『可視化』與『共感』：自製教具呈現日與週之間

的轉化、鼓勵幼兒情緒表達、編纂 CHA CHA 之歌（將季節轉換、季節詞

彙、節氣、節慶、生活、最後一種茶作結為歌詞）、教學過程的經驗圖表

以及幼兒表現與學習成效。 

3、 落實的食育文化：營造自主積極的飲食氛圍，具有美感的用餐環境，融入

各國飲食文化，採用自助式配餐、用餐，從過量->只裝自己喜歡->適量->

飲食平衡，從用餐過程中逐漸學習。 

4、 辦學具有清楚的理論基礎（sstew 持續共享思維與情緒健康）：以該理論進

行教學的規劃以及進行有系統的保育紀錄，也將幼兒表現可視化並與家長

共享，也成為學校對外宣揚教學，推動活化教育、保育的品質。 

（三）御茶水女子大學幼兒園 

1、 自由奔放的活動環境：室內外都是幼兒遊戲的區域，具有各領域的遊戲型

態，多感官的遊戲探索經驗，孩子能在遊戲時間中自由轉換遊戲情境、內

容。 

2、 不干預幼兒遊戲的教師角色：教師陪伴幼兒遊戲，不干預、不介入幼兒遊

戲，若有需要提醒注意的地方，教師重視身教示範，潛移默化。 

二、 未來教學應用與輔導團工作的思考 

（一）ICT（資訊與溝通科技）於幼兒園使用之定位與教師工作流程改善之作法 

1、 促進教學上的互動、提升幼兒學習動機與成效： 

（1） 運用 ipad 為收集學習資料而用，幼兒仍需進行資料的整理與分辨，

最終獲得問題解決或是概念的獲得。 

（2） 給幼兒多種表徵的機會（繪畫、錄音、拍照、錄影），老師能據以

分析，延伸學習經驗 

2、 改善教師工作流程（收集資料、即時整理資料） 

（1） 收集幼兒學習過程，分享時可增加學習結果及過程的可視性，能據

以具體延伸討論，而非僅流於使用語言討論。 

（2） 運用 app 即時整理教學歷程，不佔用過多課餘時間進行影像、文書

處理 

（3） 與軟體商合作開發供教師改善工作流程，縮短文件處理時間的軟

體，工作時能好上手使用的軟體（學習區鷹架內容、課程紀錄模

板、幼兒觀察記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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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室空間的利用之推廣 

1、 設計木製遊戲空間，提高學習空間使用的可能性，一間教室的室內空間有

效，台灣地小人稠，若要能呈現出教室多元學習型態，在建築結構的安全

下，思考樓中樓式的空間運用，也可為情境運用方式。 

2、 善用自然素材（木、布、花草植栽等）佈置，傳遞園所理念 

3、 具美感的收納、儲藏空間，會展示素材讓欲使用者知道而得以運用 

（三）幼兒觀察資料的收集與整理方式的研究 

1、 事先規劃與分配：配合辦學目標，與家長共享資料的每個版面擇定收集主

軸，以三個月為收集單位，老師著手收集資料就能聚焦。 

2、 完整呈現學習與發展表現：訂好時間收集區間、主題、小子題，當時間一

到，整合每個小子題佐以時間序，將能呈現幼兒在該主軸之完整表現。 

（四）幼兒學習表現應重視情意價值 

1、 sstew 持續共享思維與情緒健康模式：重視孩子的情意面發展，重視遊戲中

的感官體驗及成就感，可進一步認識該模式，思考結合品格教育之推行。 

2、 呈現情意面的表現：幼兒學習表現除了呈現教學歷程、幼兒觀察紀錄，也

應思考如何凸顯幼兒情意面的增長。 

三、 結語 

不同民情無法全盤植入，但必須要保有

開放心態，仔細取經，帶入可以改善目前幼

教環境的經驗，改善一小步，未來就有大進

步。 

 

 

桃園市新華非營利幼兒園          執筆者：顏白璇 園長 

這次參訪日本最大的收穫心得就是見到日本人『堅定的信念』落實在非常多的地方，

甚至是微小之處，無論是第二天的名古屋守山幼稚園、愛知縣兒童綜合中心等，甚至是

兩場的座談會、研討會，都感受到日本人擁有很強的堅定信念，因為這樣的堅定信念，

讓他們在從事任何工作上都能有所堅持且倚仗著信念去執行所有的目標。以下分別描述

我的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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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守山幼稚園園長所一再強調『老師不是指示者、管理者，幼兒可以更自由地探

索，』因為有這樣的信念讓園長先生不畏懼老師的輪替、幼兒來去的更迭，進

而一步步更新設備、改善老師福利制度以及引進 ICT 幼兒科技媒體的教學。 

二、愛知縣兒童綜合中心館長先生所強調的『在有一定的規範下給予創作』，其實

也在說明日本人對某些他們各自堅信的意念是不可以侵犯和破壞的。 

三、久保寺教授說『幼小銜接是一座搭建橋樑的模式，應該是有互相交流的過程』

這樣的理念落實在他闡述的豐海幼稚園中，他細細訴說著幼稚園中孩子們為了

成果展的表現，在日常生活中逐步地搭建著能力；雖然無論是日本或台灣的幼

小銜接教育都無法如他所希望的搭橋模式進行著交流，但他還是在最後分享話

音落下時說道「他是這樣堅信著」。 

四、Cha Cha 保育園那位傳奇奶奶示範著如何運用五感去引導讓嬰幼兒進一步與成人

交流，『溫柔的聲音、面帶微笑、堅定且正向的口語』這個園所帶領孩子認識

何謂 SDGs 的和平、關懷與包容，不僅包容人也包容環境。 

五、從御茶水女子附設幼稚園副園長在回答我們交流的問題中，不斷發現他面帶疑

惑的表情無法理解我們的疑問，因為他堅信幼兒園教育的理念『幼兒要學會照

顧自己、尊重身邊的人以及尊重環境』因此，當我們看到校園中幼兒如此自由

遊戲時，雖然會為了幼兒安全擔憂，但因為他們堅信的理念，成就他們照護上

的行為，相信幼兒會學會照顧自己。 

 

如何從這次參訪中啟發我未來辦學的運用及具體策略 

有以下幾點說明： 

一、對教保服務人員宣揚教育理念 

其實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已經說明了整體幼兒園教育的理念『以幼兒為主題、以

遊戲方式進行社會建構理論的實踐』，但是單單以幼兒為主體這件事情，卻是老師「知

易行難」的困境，因為老師們不夠有堅強的信念去執行這樣的行為，因此，未來應該更

加耳提面命去提醒老師，提升堅信這樣的教育理念，才能落實在教保服務現場。 

二、環境規劃的空間與物件的留白、留心 

這次參訪三間幼稚園及兒童綜合中心，發現在環境規劃上色彩不一定要繽紛，但一

定要懂得留白和留心，留白是讓幼兒與家長有足夠的空間去與環境進行交流，所以不怕

多擺幾張舒適的椅子或座位區，當然在此同時旁邊最好再多點綠色的自然植物或器具，

最後在放上一些幼兒園要宣導的刊物或讀物，這些都不用太多，因為才能有效地傳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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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幼兒園的理念；當然這樣的模式也適合在教室中，因為老師們必須是有目的的設置環

境空間與教玩具的擺設，而不是為了評估表上的幾分而是真正經過思考的決定。 

三、ICT 和 SDGs 是未來的趨勢 

在去日本之前去了一趟台中愛彌兒參訪，期間最驚豔的莫過於他們已經讓幼兒使用

「編程教具、數位顯微鏡等」高科技的數位產品來幫助幼兒學習，雖然數位學習還是有

部分的家長或學者抱持是否讓幼兒過早接觸的憂慮，但是在 SDGs 中提到的優質教育，不

正是需要我們提供高品質的教育嗎？因此讓幼兒知道有一種學習工具是數位科技媒體，

且學習擁有良好的操作使用習慣，將對他們的未來提升更多終生學習的機會；因此未來

辦學只要有機會一定要引進數位媒體工具讓幼兒接觸更多的學習面向，實踐社會建構理

論中一步一腳印操作學習搭建帶得走的學習核心素養。 

桃園市內壢非營利幼兒園          執筆者：羅惠念 園長 

112 年 12/10-12/14 榮幸隨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幼教輔導團參訪日本，教育局安排了 4 所

幼兒園計有知名的御茶水女子大學附屬幼兒園、 ChaCha 幼稚園、海豐幼稚園、，寺廟辦

理守山保育園及其他地方，這趟參訪讓我為之驚豔！ 

腦海浮現「幼兒自主，遊戲為本，全人發展」

幼教葵花寶典「幼兒園教保課程大綱」與「幼兒園

課程與教學評估表」其指引及所追求落實「遊戲」

取向課程的方向與具體實作 在這裡看得到！ 

參訪守山保育園、御茶水女子大學附屬幼兒園

共同點：戶外自由遊戲時間非常長；環境看不到 PU

跑道或水泥地、看不到傳統大型塑膠罐頭遊具；只看到崎嶇不平的土山坡及偌大砂土操

場擺著各式原始玩具；環境內外看不到監視器；看到的是一群群忙碌孩子自由奔跑穿梭

在土坡林之間追逐嬉戲，玩沙坑、隧道上由下跳躍、踩高蹺、跳繩、踢足球等等，透過

孩子自身舊有生活經驗及對日常好奇心的覺察發現，孩子自由探索展開創造性遊戲產出

學習的內在動機滋然而起與因盡興到位嶄露開心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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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及老師沒有被過多教/法

條規定束縛，對環境沒有諸多設限

框架，可以優雅、可以不急躁、可

以不求快、可以不用紙筆記憶訓

練、可以不需要證明給家長看學習

檔案，對孩子膽大放手自由探索與

細心環境預備努力且專注付出心力

足以發現孩子獨特的價值與無窮的

潛能，值得學習。 

STEAM 教育及科技融入教學 

STEAM 知識概念  S（科學）T（科技）E（工程）A（藝術）M（數學） 

「因應人工智慧時代，培養孩子具有科技與人文素養，已成為教育的核心課

題」，所以我們到日本參訪取經。一張 A4 印有聖誕圖卡經由孩子自選塗色完成，保育

員以平板電腦拍照、插電與

選定編程式將孩子圖案拍照

上傳，頓使螢幕流瀉輕快音

樂與圖案相互映輝動漫影片

映入眼中。即時性分享無形

中激發孩子興趣，引起動機

→激發興趣→動手探索→解

決問題，製作學習歷程營造

成功案例，培養自信心。 

 

如何應用到自身幼兒園，將 steam 教育及科技融入教學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數位時代的教保員也要「數位升級」。另從師資培訓對

steam 教育及科技融入教學知識〝概念〞開始，因「師資」是 STEAM 教育成敗關鍵，計

畫執行需全體理念交流、目標一致，將 steam 教育及〝科技〞融入教學。 

正所謂「環境是孩子的第三位老師」，我們願意且嘗試挑戰，在既有師資鼓勵老師

跳脫原有框架，同儕間相互尋找線上學習或辦理校本 STEAM 研習，以提升老師相關能

力，建議是否有 steam 教育及科技融入教學相關研習分享的生力軍？ 

重新思考未來校園加入 steam 教育及科技融入教學藍圖 有賴局端挹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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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參訪開啟全新的視野、論硬體環境設施設備、論學習區教玩具、論生師比、論

補助，台灣諸多是遠遠超越日本，但是 套用「ChaCha 所秉承「培育未來」的企業使命，

我們著眼於 20 年後，重視與兒童和社會的關係。」原來已著眼20年後長遠計畫 深受感

動。日本幼兒園做得到   我們呢？  一起加油夥伴！ 

桃園市私立中壢工業區聯合幼兒園          執筆者：歐陽媛 園長 

第一天行程： 

抵達日本關西機場後，即來到具有古色古香建築的「平等院」，此處供奉阿彌陀如

來坐像，以及五十二尊雲中供養菩薩像。仔細端詳佛像流暢且細膩的雕工，在莊嚴典雅

的氣氛下，感受到和諧、平靜之美。其中，影片介紹的「鳳翔館」，頗負盛名！圍繞在

平等院周圍的秋楓盛開，一片火紅，美不勝收，大夥兒搶拍無數，非常開心！ 

第二行程： 

上午首先安排參訪「守山幼稚園」，由負責人園長先生親切迎接，介紹守山幼稚園

經營始末，目前仍繼續在教保創新的道路上努力！進入園所，立刻木質的設備吸引，利

用教室中的一區，規劃木板設計閣樓，讓幼兒可以自由地爬上爬下、鑽進鑽出中探索。

樓外觀設有佈置空間，作品和紀錄照片展示其中，富有美感，大家看了都覺得很喜歡！

（日本氣候乾燥，適合木質裝潢，台灣較潮濕，木質設備不容易照護） 

參訪分成兩組，A 組先參觀環境，B 組可以分享科技相關的教學應用，應用 IPAD 引

導幼兒使用，ICT 資訊與通訊教學。分享中，感受到幼兒有秩序的等待，老師在幼兒桌上

擺放豐富、整齊的課程材料與詳細的解說，每位孩子都能認真的進行創作！完成後，將

成品交給前方老師，將作品放入科技軟體中，以大螢幕投放的方式呈現自己的作品，亦

同步欣賞同儕的創作。這項科技以軟體進行一系列設計，操作前需要專業的指導及培

訓，對我來說，是第一次看到電腦、大螢幕與幼兒創作的互動教學，孩子開心又專注地

學習著，看著看著也有一種幸福的感覺！在台灣，我們也可以應用這項技術，融入到課

程、學習區中，相信是一項有趣且富有意義的規劃設計！ 

下午在愛知縣兒童綜合中心： 

下午來到好大好大的愛知縣兒童綜合中心，看到許多適合幼兒和兒童玩要的大型創

意遊具，孩子都很開心遊玩。其建構很貼切中心辦的理念，以「遊玩」為主軸，讓未來

的孩子們活躍身體和心靈，與身邊的東西或事物相遇，感受領悟，提供這樣的時間和空

間，且此處有很多好玩的事與物，設計多樣的 DIY 課程和親子互動的遊戲。我們亦分兩

組進行參訪和參訪手作捏陶蓋印圖畫的體驗，的確很有趣，可自由創作屬於自已的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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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太棒了！在台灣桃園市親子館，皆以室內的遊具為主，場地都不太，親子的參與

人數有限，設計的不好，而雖公園遊具很多，但無法結合室內外一體的規劃，如果能夠

再擴大室外活動遊戲更好。 

第四天行程： 

當天參訪分兩組在不同的地方，A 組-東京 Cha Cha children&co (東京都世田各區)保育

園；B 組 TOYOMIZ 中央區立豐海幼稚園，我在 B 組喲！ 

豐海幼稚園是大樓層建築，雄偉如同一所大國小，室內活動室與室外活動空間都很

寬擴，設施設備都很新穎，廁所衛浴、洗手台明亮清潔，走廊、教室寬敞，室內的學習

區多元的佈置，幼兒可以自由取拿應用，創作的作品貼滿了大牆壁，有在玩不同於台灣

的陀螺，滾滾轉轉不停，孩子就好像在玩給參訪的來賓觀賞，很可愛。 

戶外有 PU 跑道大廣場，教室與大操場間的走廊植物，栽培許多花卉，並著養小魚

和螫蝦，另有一區小森林小橋、大樹、小山坡，種植蔬菜區，讓孩子可以去索自然的四

季變化，很有特色。 

豐海幼稚園園長的分享：以前幼教是要教這樣做，要做得一樣的，結果孩子就不會

去思考創作，只知道跟著做，想知道答案，有和大家一樣的答案就對了。現在透過自主

學習，可以發現不一樣的事情或答案出現了(以前講不一樣的答案會被歧視)。幼稚園幼小

銜接是健康、自立、協同性，有道德規範、社會生活、思考力，懂得自然生態關懷。教

越多，孩子越無能，尊重孩子自主學習，孩子會更強。老師們下班後，會有時間可以坐

下來喝喝茶，談談自己教學中的人事物分享。 

第五天行程： 

112/12/14(四)御茶水女子大學附設幼稚園參訪 

一所漂亮大學附屬的幼稚園，現逢深秋季節，滿路上金黃色銀杏樹美不勝收，大家

也是搶拍美景無數。進入幼稚園後有參訪規定，是完全不可以照相，不和孩子說話，不

要在教室門口處影響孩子出入。 

教室的情境佈置很豐富，學習區多樣，教室椅子可以自由設計擺放作品掛夾，以麻

繩拉掛很多展示畫品，老師與孩子圍坐討論主題，偶而老師會和孩子玩在一起。有一區

機器人工具區，配合聖誕節來臨有聖誕樹佈置，聖誕帽製作區，扮演區，照顧小娃娃區

(被子輕輕放置)，每個教室有洗手台，有資源材料區：如空瓶子、牛奶紙盒…，把牛奶長

盒粘貼成長長的，可當火車、隔線…，大紙箱當隔板製作成機器人，製作成小屋子可以

躲人，掛布幕成創作小屋；毛線圈圈區：有毛綠形狀紙板塑膠布台。捏造紙球來投或當

棒球來打，很好玩。老師也認真加入，投入與孩子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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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一樣有小森林區，大樹好多棵，孩子可爬樹，在有坡度的小山坡自由走動過山

洞(走不穩的幼幼班娃娃有老師特別牽著照顧)，有高低不同的單槓、平衡木(隨時和老師分

享，看到的，發現的問題，如：有鳥飛過…)；沙坑區、親子池、小橋流水、水桶、水管

洗足池；植物種植區；溜滑梯與攀爬；養植區：有胖鼠幾隻。孩子還要幫忙一起分配清

潔工作，包含室內外的清潔。 

參訪中的問與答： 

1.老師沒有區分的範圍，偶而加入會很開心。 

2.學習區幼兒進行中，無法時時刻刻看著，發現孩子有一直突破不同的學習，以每

週孩子玩的主題作紀錄，如製作火車的團體課程。 

3.小活動規定，物歸原處，一開始讓孩子盡情的玩，結束後會請各區孩子整理好自

己的東西歸位。 

4.國小銜接，發現此幼稚園的孩子，比較有自主學習，表達解決能力強，有想像

力。 

5.如有特殊的幼兒，自卑、過動…，如何照顧？答：給予一邊注意觀察、一邊玩，

有問題才處理。 

6.教保員每兩週有研究和討論會。 

7.一學期規劃，每三個月一次的活動，可以讓家長參與，家長想來就來。 

參訪心得： 

此次很感謝受邀參與日本的精進幼兒園學習，個人從十年前即常加入國外幼兒園的特

色參訪，吸取歐美、亞洲的幼兒教育目標，確信學前教育的重點在遊戲取向為主，課程

教學多樣化，非只是聽說讀寫，學習環境建築規劃有特色，遊戲空間室內外皆寬闊，走

自然生態風、沙坑、親水池，草地及種植區皆有，德國還有森林幼兒園整天都在戶外…

等等，值得台灣深思改進的思維，肯定世界趨勢走向，勇敢做出改變。 

有關 Steam 教育及科技融入教學還是第一次看見，有課程分享可以瞭解應用科技產物

設計教學，帶來幼兒的專注學習，有興趣參與課程是多麼重要，當然，科技來自人性，

科技帶來有趣的課程，是給幼兒更多的創意思考，又或只停在玩電動的動態遊戲呢？能

有科技教育的公司為負責教學的老師注入科技的正確功能，如何應用安排在課程延伸中

有意義的使用，時間課堂的需求量多少最佳，老師們會操作引導，家長的參與和認同，

都需顧及到。科技在我們生活中，已經無所不在，AI 更是越來越普遍；幼兒教育在 Steam

教育和 ICT 科技教育的加入，我個人是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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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更感謝有屏東大學幼兒教育系主任劉豫鳳教授辛苦的協助日本參訪機構翻譯解

說，及桃園國小楊雅真校長領導團隊的事前事後張羅，妳們太棒了！ 

 

 

肆、 建議 

從此次收穫滿載的參訪中，提出幾點相關建議應用於本市幼兒教育。 

從以下幾個面向提出建議觀點及說明： 

一、美感教育落實於教學環境： 

教師利用環境中唾手可得之物件，結合節氣與節慶佈置，讓孩子能從教室環境情

境規劃，讓美感教育落實在課程中，以東京都 CHA CHA 保育園為例：在園所內使用

大量的木材、布料傳遞溫暖的方式呈現溫暖的氛圍及辦學理念。幼兒園也可以比照國

中小的「特色學校」的模式，利用學校在地的文化特色及人文特質亦或是辦學經營理

念等，從建築、環境規劃等面向將美感教育落實於校園生活中。 

二、關於 STEAM 及 ICT 課程對全市之應用： 

（1）建構教師知能：建議在施行上教育局端可與大專院校幼保、幼教相關科系

的師培系統相互結合，從師資培育端著手讓新進教師在進入職場後即具有相關課

程知能。 

（2）組織社群：除了師資培育，也需要利用研習、工作坊等社群方式讓現場老

師們利用課餘進修的機會，精進對於科技應用在教學上的能力。 

（3）成立學習中心：從教育局端重視學前科技教育的使用與精隨，成立學習中

心並提供課程及方案供現場老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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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附件 

一、 各園所環境照： 

(1)名古屋守山幼稚園 

◎室內環境 

   

   

   

◎戶外環境、校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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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ha Cha Children &Co. Todoroki 

◎室內環境 

   

   

   

   

 

(3)中央區立豐海幼稚園 

◎室內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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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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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參訪單位提供相關資料： 

◎Cha Cha Children & Co. 保育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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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古屋愛知縣兒童綜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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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區立豐海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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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茶水女子大學附設幼稚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