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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的森林幼稚園」 

 

【文、圖／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吳敏而】 

今年九月到芬蘭，訪問一所頗有特色的幼稚園，嚴格來說，是一所幼稚園的分班。這一班有 14

名六歲的學生，由 1 位老師和 2 位助理帶領，長年在樹林中上課。芬蘭的學生 7 足歲才進小學，國

家法律規定，6 歲的孩子，每 7 人要有一個成人陪伴。 

所謂陪伴，並不是陪在身邊看管，因為小朋友大部分時間都在森林裡自主活動，不是很結構的

跟著老師學習。我問老師：「你怎麼知道學生在哪裡？」她說：「我不必知道每個學生在哪裡，只

要他們知道自己在活動範圍之內，我搖搖鈴鐺，他們就會跟著鈴聲到我身邊。」果真如此，老師請

兩個小男生帶我們沿著「校園」邊界走一圈，小朋友清楚的告訴我們，走動時不能超出那些「邊界

地帶」。我發現「校園」範圍很廣，小朋友探索的活動空間，老師是無法同時看到每個孩子的，我

看見他們對孩子的「放心」和「信任」。 

北歐冬天寒冷，在樹林上學必須有棲身所在，這班學生使用獨棟約兩坪大小，很像圓帳棚的小

木屋，14 名學生和兩位老師，貼著小木屋的牆壁，圍一個圈坐下，就擠滿了房間，只留下一扇門的

空隙，和中間的炭烤爐與煙囪。小木屋就是他們的教室，他們圍著中間的炭烤爐，冬天就在這裡吃

午餐和取暖。不過，下午就得回到「校本部」的一般教室。 

課程和教學怎麼執行？當天，我看到兩個例子，是老師安排的，另外許多項目，都是孩子自主

探索的例子。 

【國際交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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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例子，老師從樹林裡檢了一堆自然物，有落葉、蘑菇、松果、石子等等，放在大型調色

盤的中間，讓學生兩兩合作，自由分類這些自然物，分好了，再說給老師聽，每一小格裡的自然物，

有哪裡是一樣的。老師解釋這個小活動，是要培養多元觀察和歸類的能力，並且要讓學生說出自己

的想法。 

第二個例子，助理老師帶著一捆粗繩到樹林裡，只見他拿繩子繫在樹幹上，幾個小朋友跑過來

指指點點，先要他把繩子的另一端拉到別的樹幹，又要他再繞上第三棵樹，再往下繫綁另外一棵樹，

於是，老師依照學生指示，在樹林裡做了一個高低起伏的繩索網。 

吃過中飯，孩子開始在繩索網裡玩耍，我發現，他們能夠高舉雙手攀扶繩子，兩腳踏著繩子靈

活的攀爬移動。繩網下方，有兩個相互扭動的孩子，在地面翻滾，原來他們在扮演鱷魚，滾滾塵沙

揚起，有的小朋友加入滾在一起，有的離開往上爬走。 

老師說，她讓小朋友主導活動，她在一旁觀察紀錄，了解他們的發展和興趣之後，才會適時加

入一些觀察元素，例如，她演一隻闖入的獅子，來刺激孩子的對話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離開芬蘭，到瑞士日內瓦參加研討會，在林立的書攤上，看到好幾本以森林教育為主題的書

籍，發現歐洲教育非常重視戶外教學，認為它能激發自主獨立探索的心智，並促進孩子愛護生態，

養成他們與環境互動的能力。這點發現在綠樹參天的北歐國度裡，讓我驚豔，沈思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