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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兒學習檔案（learning portfolios）的理論與實務已有相關研究與探討，並指出重要性如：幼兒學習檔案建

置歷程需要時間來發展，始能符合園所的需求；建置學習檔案可以協助幼兒教師關注幼兒的個別性，進⽽應⽤技巧

或設計活動了解每位幼兒的發展與學習；幼兒學習檔案可以成為修正幼兒教師教學的依據，進⽽幫助幼兒教師發展

教學並建立實務知識；建置幼兒學習檔案，讓幼兒教師結合理論與實務，在課程與檔案交互檢核中，幼兒教師思考

層次提升，對於增進幼兒教師⽅案教學能⼒之作⽤有極⼤幫助（李岳青，2005；張⽟佩，2007；曾慧菁，2007；

褚淑純，2005）。

        幼兒學習檔案係指教師、家⻑與幼兒共同進⾏記錄與蒐集，關於幼兒從事各類活動的過程與結果，其作⽤不僅

是在於記錄幼兒的成⻑過程，以了解幼兒⾝體動作、語⾔、社會與情緒、認知與美感發展狀況，更將進⼀步依據記

錄的資料評析幼兒之發展狀況與常模之間的差異，評估幼兒未來發展與學習的重點及輔導策略（沈⽟潔、王雅綺、

陳淑芬、楊仁菁、張孝筠，2009）。就課程與教學層⾯來說，製作幼兒學習檔案的⽤意，是要增強幼兒獨立學習的

能⼒，讓幼兒在⾯臨難題時，可以知道⾃⼰如何解決難題？並透過照片的呈現與分享，增加家⻑參與幼兒學習的機

會，讓家⻑們清楚了解孩⼦的學習路程，和教師⼀起幫助孩⼦快樂成⻑。

        基此認知，本文從教學現場的觀察與經驗出發，探討學習檔案應⽤在⼀個幼兒園中班教學的發現，進⽽深化⾃

⾝的教學專業知能，創新幼兒園的教學。

「學習檔案」應用在一個幼兒園中班教「學習檔案」應用在一個幼兒園中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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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相關文獻探討

⼀、適性化的幼兒學習檔案內容

        張⽟珮（2007）指出幼兒學習檔案的架構包括幼兒發展檢核表、檔案文件集，以及統整報告三個部分，其中檔

案文件集可以來⾃幼兒、家⻑、教師所選取的作品或學習與發展紀錄。「國⺠教育幼兒班教保服務⼈員參考⼿冊」

當中亦指出，完整學習歷程的檔案中蒐集與保存的內容可由親師⽣三⽅參與及決定，檔案參考項⽬可包括：幼兒基

本資料、課程相關資料、幼兒學習記錄、幼兒學習與發展之評量等四部分（國⺠教育幼兒班教學訪視及巡迴輔導⼯

作⼩組，2012），並提供11個來⾃全國各地幼教實務教學現場所使⽤的參考表單，包括「幼兒作品意⾒表」、「老

師的幼兒作品意⾒表」、「學習⽇誌」、「相片作品紀錄表」、「幼兒學習觀察紀錄表」、「幼兒簽到與⾓落學習

紀錄表」、「幼兒發展評量報告單」、「幼兒⾓落學習觀察紀錄」、「幼兒發展評量表」、「幼兒課程學習評量報

告」、「幼兒學習觀察紀錄表—親⼦互動表」等幼兒學習檔案的範例，供教保⼈員運⽤。

        然⽽，誠如蕭⽟佳、吳毓瑩（2006）之研究指出﹕「幼兒每天在園期間，不斷產出千變萬化的作品，若要一律

收編入檔，那可稱得上是『泛濫成災』。」因此，幼兒學習檔案內容不宜「全盤皆收」，應依幼兒園教保⼈員的個

別實務需求，配合幼兒發展狀況、家⻑參與程度，從多元的⾯向來彈性設計與運⽤上述表單內容，⽅能建置符應適

性化教學的學習檔案，並系統化地記錄與保存幼兒完整學習歷程，⽽不是⼀個⼤雜燴。

⼆、幼兒學習中⼼的學習檔案

        建立幼兒學習檔案的⽬的在於「了解幼兒發展與學習狀況」、「評估幼兒未來發展與學習」、「診斷幼兒特殊

需求」、「指引教師課程規劃」、「提供教師與家⻑溝通之依據」（國⺠教育幼兒班教學訪視及巡迴輔導⼯作⼩

組，2012），最終希望能讓幼兒的發展與學習更趨於完善。

        徐明和、吳培源、吳美珠（2014）統整了學習檔案在幼兒園的運⽤，則指出幼兒學習檔案具有「⽬標導向」、

「系統結構」、「個別資料」、「成效評估」、「歷程記錄」、「內省回饋」、「學習互動」7項特性與功能。

        賴瑞⽟（2011）在其任教的幼兒園中，探討師⽣共同建構學習檔案之歷程與幼兒使⽤⾃我評量之表現，其出發

點即在於學習檔案不應只有教師與家⻑的看法，更要留意學習者（及幼兒）⾃⾝的想法，學習檔案不只是活動回

顧，⽽是能夠扮演幼兒⾃我評量的⾓⾊，這些都奠基於「幼兒學習中⼼」的觀點。

        蕭⽟佳、吳毓瑩（2006）亦在其研究中反思，指出過去在幼兒學習成⻑檔案的設置因為缺乏整體規劃，也忽略

了家⻑與幼兒⾓⾊的參與，以致最終淪為只是「幼兒作品不斷地累積與堆放」。

        因此，幼兒學習檔案應從幼兒⾃主學習的⽅向出發，每⼀個幼兒都是⼀個獨立的個體，可依據其特質與能⼒設

計不同的學習檔案。例如陳姿蘭（2000）的研究中便發現，實施卷宗評量（portfolio assessment）可使幼兒看⾒

⾃⼰在過程中進步的情形，除了可使其具有⾃我反省的能⼒，也避免同儕間因比較所產⽣的對立與緊張，⽽是強調

幼兒個別化的表現。

        綜上可知，幼兒學習檔案可幫助教保⼈員發現幼兒的個別需求與興趣，看⾒幼兒的能⼒、如何學會的過程與學

不會的原因，幫助幼兒找到解決問題的⽅法並實踐，是教學、學習和評量之間不斷循環的過程。

貳、研究⽅法的設計與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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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參與者

        （⼀）觀察對象：天使班（中班）11位幼兒

        這班的幼兒是作者從⼩班帶到現在，也是頭⼀次帶這麼⼩的幼兒，⼀年多的努⼒與付出，和幼兒的相處非常有

默契，再加上家⻑的配合與⽀持⿎勵，更能得⼼應⼿。這班的幼兒共有11位，其中三位是這學期才來本班就讀，男

⽣有5位，女⽣有6位，男⽣非常的活潑好動，⽽女⽣則是比較文靜乖巧些，幼兒的年紀約4-5歲之間，家⻑平均年

齡約33-34歲，班上只有1位外配⼦女和1位原住⺠⼦女，單親家庭有3位，由爺爺、奶奶帶的有4位。

        再者，為顧及並尊重受觀察幼兒的隱私權，以「○幼兒」稱呼。然因有兩位幼兒同姓「陳」。所以，分別稱為

「陳幼兒1」與「陳幼兒2」。茲將觀察幼兒⼈數（表1）表列如下：

表1

觀察對象⼈數⼀覽表

姓  ⽒ 代碼

林幼兒 01

黃幼兒 02

陳幼兒 1 03

王幼兒 04

蔡幼兒 05

楊幼兒 06

⽥幼兒 07

謝幼兒 08

陸幼兒 09

易幼兒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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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幼兒 2 11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訪談對象

        本研究訪談對象包括的家⻑

        為顧及並尊重受訪家⻑的隱私權，故以「○家⻑」稱呼。茲將受訪家⻑⼈數（表1）表列如下：

表1

訪談對象⼈數⼀覽表

姓  ⽒ 代碼

林家⻑ A

黃家⻑ B

陳家⻑ C

王家⻑ D

蔡家⻑ E

楊家⻑ F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研究資料蒐集與編碼

        本文為質性研究，採⽤觀察法與半結構訪談來蒐集資料，期能透過幼兒對幼兒的觀察與家⻑的的訪談內容，了

解幼兒學習檔案的教學實踐。課室觀察實施時間⾃2016年9⽉1⽇起⾄2016年12⽉20⽇⽌。訪談次數為1次，時間為

2016年9⽉1⽇起⾄2016年12⽉20⽇⽌。訪談問題如下：

        （⼀）在參與⾃⼰孩⼦學習檔案製作的過程，⾃⼰對於教養孩⼦的知能有進步嗎？

        （⼆）在參與⾃⼰孩⼦學習檔案製作的過程，⾃⼰對於教育的熱忱有提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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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訪談資料編碼⽅式為：採⽤⽇期編碼，且將「⽇期碼」接續於「家⻑碼」，由六個阿拉伯數字所構成，前

⾯兩碼代表⻄元年分，中間兩碼代表⽉分，最後兩碼代表⽇期，例如161128是指2016年11⽉28⽇。所以若是2016

年11⽉28⽇訪談A家⻑，則編碼為「A161128」。

        幼兒觀察之編碼為：「⽇期碼」接續於「幼兒碼」，由六個阿拉伯數字所構成，前⾯兩碼代表⻄元年分，中間

兩碼代表⽉分，最後兩碼代表⽇期，例如161028是指2016年10⽉28⽇。所以若是2016年10⽉28⽇觀察01幼兒，

則編碼為「札01161028」。

三、研究限制

       本研究屬於個案研究，因只探討「學習檔案」應⽤在⼀個幼兒園中班教學的發現，無法完全類化到其他幼兒園

中班「學習檔案」應⽤在教學的發現，遂成為本研究的限制。但是，本研究仍然有其積極正向的貢獻，那即是提醒

教育當局及現場的教保服務⼈員，「學習檔案」應⽤在現場的幼兒教學實踐，仍有其正向的意義。

參、學習檔案融入幼兒教學成效

⼀、幼兒可以獨⾃完成作品

        關於幼兒的學習評量⽅式，輔以起始評量、過程評量、總結性評量、幼兒⾏為觀察紀錄、⾓落評量、作品評

量、教師⾃製主題評量等等，做為記錄評量孩⼦成⻑與學習狀況的依據。⽽各項評量：如主題評量是教師為主題活

動所設計的主題評量；作品評量是蒐集幼兒作品與學習表現；幼兒發展評量是觀察幼兒在⾝體動作、語⾔、社會與

情緒、認知、美感上的整體發展；敘述性報告，則依據前三項的資料彙整撰寫質性的學期幼兒成⻑與學習報告，此

報告將以淺顯家⻑易懂的文字敘述⽅式呈現（沈⽟潔、王雅綺、陳淑芬、楊仁菁、張孝筠，2009）。

        就作品評量是蒐集幼兒作品與學習表現⽽⾔，在進⾏教學的過程中，發現很多幼兒可以獨⾃完成作品，例如幼

兒藝術創作，孩⼦可以創作不同樣式的⾞⼦造型，並彩繪出不同的顏⾊（札01161112、02161121、

03161212），幼兒可以透過活動與作品分享⾃⼰的想法、發現和省思，並從中覺察⾃⼰的學習，⽽教學上也引發

了幼兒的學習活動，讓幼兒擁有學習成就。然⽽，要強調的是幼兒的作品應該是統整多項學習活動，且必須投注相

當⼤量的⼼⼒，才可能完成的。幼兒可⾃⾏發揮其解決問題、構思設計和完成作品的創意。例如任教的幼兒園曾發

展「海洋」主題課程，讓幼兒進⾏海洋藝術創作、海洋語文活動、海洋⽣物戲劇活動。觀察過程中，幼兒在完成作

品過程中臉上洋溢著成就感。教育的成功要項之⼀，就是讓幼兒擁有成就感。⽽幼兒學習檔案構築了幼兒的成就

感，讓幼兒學習的興趣⼤為提升。幼兒學習檔案可作為修正教學的依據，從幼兒的學習檔案中可以省思還有哪些教

學上的不⾜，進⽽發展教學建立實務知識之途徑。⽽老師也做到提供給幼兒的活動，能讓幼兒對周遭環境的興趣與

想法表達出來，並加以精進化（簡楚瑛，2005）。

⼆、幼兒解決問題的能⼒提升了

        教育學者賈馥茗認為「教育是⼀種⼈類之間相互影響的活動，透過這種影響，可能使⼈類的思想、⾏為發⽣⼀

些改變」。依據賈馥茗的詮釋，任何⼈與⼈之間所進⾏的教育活動，都應該以⽌於⾄善為⽅向，以教者與受教者之

間的⾓度來看，這些朝向⾄善⽽改變的思想、⾏為，就是所謂的課程；⽽教者與受教者之間交互影響的過程，就是

所謂的教學（單文經，2004：VII）。以幼兒教學論，其是幼兒教師與幼兒之間交互影響的過程。⽽在這交互影響

的過程中，幼兒教師應該思索如何提升幼兒解決問題的能⼒（札04161112、06161122、07161212、11161112、

09161121、08161212）。再者在此過程中，也協助幼兒發展出⾃⼰是獨立、有能⼒的個⼈之⾃我形象（簡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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瑛，2005）。

        ⾄於，幼兒教師應該思索如何提升幼兒解決問題的能⼒，例如在「海洋」的主題課程，讓幼兒進⾏海洋藝術創

作，從原本⼀無所有的圖畫紙，構思出很多的海洋⽣物在其中。

三、增進親⼦互動的機會，活化親⼦關係

        ⼤多數的家⻑們都希望老師能提供孩⼦在園表現的訊息，以作為幫助孩⼦成⻑及進⼀步與園⽅配合的依據，在

運⽤幼兒學習檔案於天使班教學的過程中，發覺增加了親⼦互動的機會，活化親⼦關係，例如結合【冬⾄】的活

動，學習檔案的呈現以【冬⾄】活動為主題。本班就舉辦【冬⾄】的活動，家⻑會和幼兒⼀起製作湯圓、參與幼兒

的學習。在製作湯圓的過程，⽣命與⽣命間的親密對話，親⼦間的感情更為融洽（札01161111、02161122、

03161218），活化了親⼦的關係。

四、家⻑參與其⼦女的教育熱忱提升了

        對於這班的家⻑，如學習檔案沒完成，是先在學習單裡告訴家⻑【請家⻑協助您家的寶⾙完成作業】，如沒改

善，接下來就是⼝頭的講述，再不聽就拿出⽰範本給家⻑參考。咦！果然是有進步了呢！所以呢？家⻑是可以教育

的喔！換⾔之，可以教育家⻑如何製作幼兒學習檔案。在此過程，發現家⻑參與其⼦女的教育熱忱提升了（訪

A161128、B161128、C161128、F161128）。例如家⻑⾒敘說⾃⼰在參與⾃⼰孩⼦學習檔案製作的過程，對於教

養孩⼦的知能有所進步（訪A161128）。⽽對於教師來說，內⼼有著無比的感動。

五、學習檔案是極佳的多元評量⽅式之⼀

        教學⽬標如何達成⼜與學習領域的特質以及學⽣的特性息息相關，因此有怎樣的教學⽬標、教學形式與活動，

就會有相對應的評量形式（吳璧純，2013）。學習檔案可以具體呈現學⽣學習歷程，有計畫、有步驟的引導課堂學

習，不僅可以讓學⽣的學習經驗以比較完整的形式記錄保留下來，作為評量學⽣學習成就的檔案資料；也是結合教

學、評量和學習的⼀種學習模式，學⽣透過⾃我或同儕評量，認識⾃⼰學習的優點與不⾜，教師則可藉此得知學⽣

學習的表現或發現學習問題，作為修正教學的參考或評量算。因此，學習檔案是發展多元評量的重要⽅式之⼀，除

了可以了解幼兒發展與學習的過去與現在，更是評估幼兒未來發展與學習的重點與輔導策略。

        作者進⼀步分析如何利⽤學習檔案進⾏多元評量，其內容與實施成效。

        （⼀）內容

        封⾯~幼⽣基本資料

        ＊第⼀⾴~幼⽣⾝⾼、體重

        ＊第⼆⾴~主題名稱

        ＊第三⾴~幼兒主題活動相片

        ＊第四~八⾴~主題活動作品、學習單

        ＊第九⾴~主題活動評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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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老師評語

        ＊第⼗⼀⾴~家⻑回饋

          （⼆）實施成效

 

圖1. 主題名稱－⽣活常規週

圖2. 主題名稱－⽣活常規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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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主題名稱－形成性評量

肆、結論

        幼兒教育的本質是在幫助幼兒的⽣命完美成⻑，將來蛻變為⼀位有價值的⽣命個體。當然此⼀理想，要由優質

的幼兒教育來完成。再者因幼兒教育的成功與否，繫於幼兒教學的良窳。並且在幼兒教學的過程中，幼兒教師所應

思索的是培養幼兒的⽣活能⼒，這才是最重要的。然⽽幼兒學習檔案是幼兒教師在進⾏幼兒教學的過程，可以運⽤

的⼀種教學⽅式。

        本文探討幼兒學習檔案應⽤於教學的過程中，發現這是⼀個很好的多元評量⽅式。透過學習檔案的建置可以了

解幼兒獨⾃完成作品、解決問題與⽣活能⼒的學習歷程；⽽家⻑的參與記錄，更可以增進親⼦互動的機會，活化親

⼦關係，從⽽提升家⻑參與其⼦女的教育熱忱。

        總⾔之，就幼兒教育的本質⽽⾔，幼兒⽣活能⼒的培養是教育的重⼼，讓幼兒⾃⾃然然地在受教的過程中獲得

⽣活的真知，⽽幼兒學習檔案剛好可以實現此⼀理想，並創新幼兒園的教學。最後，凡⼈們⾛過之路，必留下痕

跡！藉由幼兒學習檔案的建立，可以讓幼兒看到⾃⼰學習的多⾯性，並肯定⾃⼰的獨特性。質⾔之，可以讓幼兒了

解⾃⼰成⻑的學習歷程，活出⾃⾝的⽣命本⾊，建議現場的幼兒教師應該多多應⽤學習檔案於其教學實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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