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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戲是兒童生活的申心，也是其學習認識生活環境的方式之一，兒童的學習若

 能配合其發展與興趣，以實際的操作、體驗、探索、建構、演練、角色扮演等方式

 進行較易融會貫通，形成概念，化為行動。再者，以遊戲教學的型態進行學習，在

 歡愉的氣氛中更易引發兒童的好奇心，提升學習興趣，並可在其與周圍的人、事、

 地、物的互動歷程中培養相關的行為與態度。

 本研究的日的為:

 1，與低年級教師合作，設計符合低年級兒童發展與興趣，並其統整性的遊戲教

 學活動;

 2．進行遊戲教學，以瞭解教學的其實情況，並形成遊戲教學的特質;

 3．從低年級兒童在遊戲教學申的各項表現，瞭解其相關知能的發展;

 4．檢視遊戲教學之得失，據以修訂遊戲教學活動設計，並探討教師對遊戲教學

 的想法與心得。

 本研究以三年時間在一所國小的低年級班群進行遊戲教學，蒐集資料的方法包

 括教學觀察、班群會議、攝影、訪談、文件分析，分析歸納後的結果如下:

 一、遊戲教學的特質:

 1．教師有規劃、有引導、且能達到預期的學習目標。

 2．遊戲過程有趣、新奇、刺激，且有不可預測性，激發兒童的好奇心，主

 3．為配合遊戲的進行，兒童常需發揮創意，自製相關的玩物、道具。

 4．遊戲場地多元化，讓兒童接觸不同的生活情境。面對真實的問題，以及

 需負的責任等。

 5．遊戲的型態多以操作、表演、角色扮演、比賽、闖關等方式進行。

 6．遊戲是以小組方式展開，兒童在領導與服從、分工與合作、接納與包容

 等有充分的體會與自我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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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遊戲以競賽方式進行時，由兒童自訂規則，遵守規則;以角色扮演進行

 時，亦是由小組討論決定角色，甚至自編劇情。

 8。遊戲的玩法常視兒童興趣而更新或增加其複雜度。

 9．遊戲教學亦有整合其他學習內涵及能力的功能。

 10．兒童自主、自發性的學習因其經驗和能力的逐漸增進而大幅提升，可

 反映出其學以致用。

 11．遊戲活動的歷程中有許多的討論與省思，讓兒童有機會不斷的展現自

 己，肯定自己，加學習欣賞他人、關懷他人、關愛世界，幫助兒童的情

 緒與社會互動有正向的發展。

遊戲活動的建構

 1．根據"生活課程"教科書挑選合適的主題、參考教師曾實施過的活動及

 構思全新的遊戲，設計其趣味性、挑戰性、競爭性、教育性、整合性的

 遊戲教學活動，三年共設計了2gJ^遊戲教學活動。

 2。兼顧0^生活課程』中的三個領域均衡。

 3．學習目標對應丁生活課程田及其他領域的相關能力指標。

 4．遊戲活動的設計是依。計畫-教學-省思口的步驟進行。教學後會再依據

 兒童學習的反應與教師的省思予以修正後完成。

 5。時間:以一節課為原則，或視實際情況延長。

 6。場地:按遊戲性質與需要在不同的場地進行。

 7．教具:視所需由學校、家長提供，或由教師製作，供班群輪流使用。

 8。玩具:配合遊戲活動由兒童自行創作或由小組共同完成。

 9．玩法:列出簡單步驟，由教師按照自己的想法與兒童的經驗進行。

 10．評量:教師觀察、兒童口頭報告、自評、小組互評、家長評量、圖畫

 日記等。

 ̂1．建議:根據教學得失，給予更周延的改進意見，或延伸活動的建議。

兒童能力的展現

 1．因遊戲活動性質而展現對自然科學、人際互動、藝術、表演、製作等

 的知能。

 2。在不同遊戲中展現出的共通能力或態度:表達、溝通、自信、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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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從、分工、合作、接納、包容、互助、同情、同理、尊重、欣賞、思

 考、創意、觀察、探究、反省、解決問題、遵守規則、不怕挫折…。

 3．兒童能力的層次:透過實際參與不同性質的遊戲活動，兒童的經驗、背

 景知識遞增，因而能觸類旁通，對許多概念能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

 其能力得以漸增，獨立、自主的學習與表現亦隨之遞增。

 四、兒童能力的探討"

 1．有些能力是兒童原先芷末具備或較粗淺的，透過遊戲教學擴展了其視

 野，給其有接觸、練習或有再深化的機會，還對其價值觀提供再討論與

 澄清的空間。

 2，有些能力是兒童已具備，卻在一般課程申不易有展現的時機，遊戲教學

 給予他們有充分表現自我的機會。

 3．有些是兒童已具備此概念，卻末能實踐，透過遊戲教學的體驗、省思到

 其重要性，激發了其同理心、關懷情，而有了行動的意願。

 五、教學後的省思

 1．班群合作:能集思廣益，互相支援，節省時間，資深教師亦發揮帶領資

 淺教師的功能，使教學更周延，教師的能力亦增強了。

 2．教學觀察:由兒童的表現，發現兒童平日不易見到的能力;也因觀察到

 兒童各項能力的增進，鼓勵更多自主性的思考與行動。

 3．對遊戲教學的看法:可使教學再加深加廣，讓兒童有更豐富的體驗和學

 習。即使學習落後的兒童也能在輕鬆的氣氛下投入遊戲中的學習。

 4．知識的學習:透過遊戲教學，兒童也可以學到丁生活課程。中。社

 會"、'自然與生活科技"、'藝術與人文。等的相關知識。

 5．教師角色:教師由遊戲教學開始時的主導角色逐漸轉為提供線索、建議

 或延伸遊戲可能性的角色。

 6．更多的省思:「有時候孩子的不專心和自己的課程設計不夠吸引人有

 關」、「為這些孩子，我還能做些什麼?」"。

 7．F生活課程"能力指標:逐漸能掌握，但遇部分指標和學習目標不易對

 應或模稜兩可者，教師問會再討論，也期盼課程綱要能再修正。

 8．"生活課程"的教學:漸能以統整的眼光進行教學。部分專業內容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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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入，會由班群討論與合作另外設計補足，或以遊戲型態呈現，因而較

 能讓兒童有多元、整合性的體驗。

 根據上述，本研究得到以下的結論:

 1．以遊戲為斤生活課程"教學型態，可讓知識走出書本，能力走進生活。

 2．遊戲並不僅是好玩而已，它讓兒童身在其申，有始於快樂，終於智慧的

 效果。

 3．透過遊戲教學，教師更可看到兒童多面的能力及有待敢發的無限潛能。

 4．經過「實驗摸索」、「漸入佳境」和「得心應手」三個階段，遊戲教學

 在現實與實驗的拉扯中找到平衡點，讓一般教師亦可參考應用在其教學

 之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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