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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的教育改革影響了幼稚園和小學課程與教學的理念與實務。在幼稚園方

 面，從早期的發現學習到近十幾年來的萌發式課程、方案教學、主題教學等課程與

 教學型態的改變，無不是透過幼稚園的自覺，以追求高品質幼兒教育為鵠的。小學

 教育方面，起步雖較晚，但從開放教育、小班教學、完全學習、到九年一貫新課程

 實施後的主題教學，均其有統整課程、全人教育等理念。在幼、小不約而同走在開

 放的路上，兩者是否有交集或將幼小銜接的距離拉的更近一些，都值得做進一步的

 探討。

 依據上述，本研究日的為:

 1、了解幼稚園大班與小一的教學情境，並描述兒童的生活與學習經驗。

 2、探討幼稚園與小一教師的理念，及將其理念融入課程活動的方式。

 3、從幼、小的課程探討幼、小銜接的可能做法。

 主題教學的定義:因許多幼稚園與國小都聲稱在其課程中實施主題教學，故先

 定義『主題教學"。主題教學是讓兒童探索生活中有興趣的事物，由師生共同選擇

 一個主題，透過觀察、團討、實驗、貿作、分享、合作等方式，進行逐漸加深、

 加廣的學習活動。在此學習歷程中，兒童學會蒐集資料、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規

 劃、合作、發表、省思、主動學習等能力與態度，也培養兒童具備帶得走、用得出

 的能力。教師的角色是從旁觀察兒童個別的能力與學習狀況，適時提供協助或引

 導。

 本研究以教室觀察、訪談、文件資料的方式蒐集研究資料。研究對象為北部地

 區的幼稚園--星星附幼和家家附幼大班的師生。國小為星星國小和文文國小一年級

 師生。所得的結果為:

 一、幼稚園

 兩所幼稚園均是以"主題"為統整課程教學的取向，然而由於起始點不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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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相異，使兩園在課程與教學的規劃實施與結果完全不同。星星附幼因才實施，教

 師們相關背景知能較不足，兩位老師又是新搭配，彼此不熟悉，無法在課程與教學

 有一致上的理念與合作，故是在掛著主題之名，行單元教學之實的情形下教學。家

 家附幼則因歷年來在園長的帶領下持續嘗試新的教學模式，園內教師們也在課餘不

 斷進修、分享、觀摩中獲得經驗，H在主題教學已有多年經驗，故已屬個中老手，

 且在不斷的精益求精。讓幼兒在自主學習申培養積極主動、不怕挫折、分工合作、

 探索、建構等方式瞭解環境，適應生活。

 ::、小一

 兩所學校的兩位教師的教學經驗豐富，也有精益求精的理念，且都對主題教學

 感興趣，兩校在條件、教與學的規劃與實施雖相異，兩位教師卻都是以較開放、活

 動式的課程進行教學。他們在「生活」、「綜合活動」這兩個屬於活動課程，又與

 兒童生活經驗最貼近的課程中以故事、遊戲、體驗、角色扮演等方式進行主題統整

 的課程，學習效果相當不錯，頗受兒童的歡迎。就這一點而言，幼、小課程與教學

 已逐漸趨於一致。其他課程如語文。數學的教學中不時也漸會以統整的遊戲方式實

 施。

丑
吊
小  上述，本百^r^^宅的結^RiJRJ

 一、「主題教學」成功的關鍵在教師的專業。

 二、幼稚園教師均認為幼兒階段的學習應以生活自理、建立常規、與人相處、

 人格發展等為主，和九年-一貫課程的理念相符。

 三、小一教師亦認為建立常規、生活自理、學習與同學相處是兒童該學習的。

 四、日前一般幼、小銜接人多只停留在表面的銜接與認識，或只注重學科學習

 」，的銜接(私幼)，未能針對兒童的發展考量實施適宜的課程與教學。

 五、現階段幼、小銜接多是以幼稚園配合小學，缺乏小學調整其課程，以與幼

 稚園銜接的做法。

 六、幼、小教師之間尚缺乏充分的對談與了解。

 七、歸納幼、小銜接的做法:

 1．透過f主題教學"的實施，以銜接幼、小的課程。

 2．以閱讀與遊戲做為幼、小銜接持續的活動。

 3．注重生活自理、品德培費與同擠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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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的建議如下:

 一、促使幼、小教師有相互了解、對話、省思、行動的機會

 二、鼓勵幼、小以主題統整的方式進行教學。

 三、調整家長對學習的心態。

 四、導正部分偏重讀、寫、算幼稚園的教學。

 五、提供幼稚園與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修訂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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