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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稚園課程六大領域中的T工作"實施經年，進到幼稚園的教室，觸目所及也

 幾乎都是幼兒美術作品的展示，但是我們對目前幼稚園美術教育實施情形所知有

 限，故本研究提出下列目的: 1．瞭解目前幼稚園教師美術教育的知能; 2．瞭解目前

 幼稚園美術教學的現況及教學時的困難; 3．提出對幼稚園美術教學實施的建議。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方式蒐集了參加本處九十學年度暑期幼教研習班，三個梯次

 的幼稚園園長、主任、老師們在園實施美術教育現況的資料，結果如下:

 1．幼稚園的現況:

 (1)成立時間以=^^^-年以上的最多，班級數則多在十班以下。

 (2)按年齡分班者估多數，公幼混齡的班級有成長的趨勢。

 (3)教師的學歷多為師範學院的幼教系畢業。

 (4)大學其他科系投入幼教工作者也有將近一半。

 2．幼稚園教師美術教育的知能:

 (^)教師們幾乎都看過幼稚園課程標準，但對「工作」這個名稱多表示不

 滿意。一來認為是缺乏美感，再來有重技術、輕情意的感覺，就字義

 看還易誤解為「做工」。

 (2)教師們對「工作」領域所列出的內容沒有意見，只是在教學時，受限

 於資源的有限，無法涵括多種類別。

 (3)在進行美術教學時，教師們大都會將幼兒的生活經驗或興趣列為首要

 考量，並以培養其創造力為主。

 (4)教師對美術教育專業的知能方面，一半自認尚能勝任，另一半則認為

 還有待加強。

 (5)具有美術專長的教師多只擔任一般的課程教學，末針對其專長而有發

 揮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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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教師們進修的途徑以同擠互相傳授的方式為最多，自我進修次之。自

 我進修申多以閱讀相關書籍為主，由網路獲得相關新知亦為新興的資

 訊來源。另從研習中獲得專知者佔第三位，職前教育所受的訓練最

 少。

 3．美術教學內容以「繪畫」為主，其中以「自由畫」最多，生活日記圖次之。

 4．美術教學的時間以每週^ ^ 4小時最多，並會和當週教學單元配合。

 5．美術教學以在各班教室內進行為主。大部分的教室內設有積木區和美勞

 區，另有近一半的幼稚園還設有沙坑，適合幼兒創意的發揮。

 6．美術教材以蠟筆最多，水彩、廣告顏料及彩色筆也常為幼兒所用。立體造型

 的材料多由園方蒐集或由幼兒自行由家中攜帶回收的物品。較少外購現成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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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美術教學教法:

 (^)教師多會以故事、遊戲、提問或觀賞作品等方式引起幼兒的興趣，再

 展開美術活動。

 (2)實際教學時，教師會要求如色彩要均勻，線條要工整，甚至要求逼

 直。

 (3)幼兒有互相欣賞同擠作品，觀摩與學習的機會。

 (4)師生的互動以傾聽幼兒的說明，給予口頭讚美為主，有時亦和幼兒討

 論或提供協助完成作品。

 8．美術教學的設備方面，園方多會提供壁報紙供幼兒使用，其他設備還包括了

 白板、塗鴉牆、黑板、地板等，室內的美勞區和積木區亦可為朝向美術教學

 多元發展與學習的機會。

 g．H術教學的評量多是給與幼兒貼紙、蓋章、或將其作品歸入個人檔案，成

 為個人成長記錄的一部份。部份教師是以分項能力檢核表檢視幼兒的美術知

 能。另有將近一半的教師是以項目勾選為評量方式。

 ̂0．設立美術才藝班的情形以私幼為多，課程也多由美術老師設計。

 11．幼稚園多會參加民間團體或縣市教育局所主辦的美術比賽，教師對幼兒參

 與比賽並無得失心，反倒是家長多重視參賽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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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美術教學的困難多為資源、設備與教師專業知能的缺乏。

 建議:

 1．繼續透過調查、觀察與探訪，了解目前美術教學的理想與現實課程間的

 差距為何?幼稚園教師的需求為何?如何縮短、彌補?

 2．舉辦美術教學相關研習、進修，不只教導立即可用的技巧，充實對幼兒

 在繪畫、造型表現發展的瞭解，還應培養教師對美的欣賞，周遭環境有

 敏銳的觀察、探索能力，思考內在情感與外在環境溝通的多元方式等。

 3．各地地區差異性大，顯示了不同的需求，辦研習時亦應針對不同的需要

 設計適當的課程，並結合當地特有的文化、歷史環境，提升教師美術教

 學的專知專能，還能統整美術教學與在地藝術、生活藝術，讓幼兒在充

 滿藝術的環境中成長。

 4．鼓勵教師省思目前的美術教學型態，也思考自己教學的優缺點，知與行

 之間如何合? P還有哪些方面需要改進?

 5．鼓勵教師間的互相學習，分享研習心得、自己的專長，讓忙碌的教師在

 有限的時間內充實自己。

 6．美術教學不只是讓幼兒塗鴉或是配合節慶而已，還該多提供活動充實幼

 兒的生活經驗，讓幼兒有機會感受美，欣賞美與表達美，情意的培養才

 能落實。

 7．網路的發達與便易性增加了許多教師，尤其是較偏遠地區的教師，自行

 進修與學習的可能性。教師們在這方面的需要亦應被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