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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係探討應如何在原有的課程脈絡下，進行自然體驗課程，以及

探究自然體驗活動對幼兒學習與成長的價值，以提升幼兒的戶外遊戲品質

及豐富戶外學習的經驗，達成幼兒全人發展的教育目標。過程中透過行動

研究的方法來檢討、反省並改進教學實務上的問題，以增進教師專業能力

上的成長。 

本章綜合研究的各項發現，分為課程、幼兒與教師三方面做出結論與

建議。希望藉由研究歷程的心得與發現，做為類似情境之參考。 

 

第一節   結論 

一、 課程方面 

(一) 本研究課程發展的模式與設計原則 

在課程發展的模式上，本研究採用開放系統性的過程模式，首先由文

獻探討形成「原則性」的課程目標，以作為課程規劃的指引，目標是暫時

的，多變的，在活動過程中視幼兒的學習經驗不斷地改變和修正。本研究

所呈現的不止是事前的規劃，還包含其中的過程與轉變，所表出的原則是

強調幼兒的主動參與、發現和探究，建構對其個人有意義的學習經驗，而

我的任務是安排探究的環境，引導他們發現、和他們一起學習。 

在課程設計上，分析了包括班級脈絡（幼兒、家長、教師）、幼稚園作

息與課程、幼兒學習現況與需求評估、校園自然環境資源等情境脈絡並經

過教學實施後，將其中所得的啟示綜合成自然體驗課程設計的原則，為： 

1. 因應班級結構及個別差異的問題，戶外活動適合以小組方式來進行。 

2. 以探索與遊戲的方式進行活動，來引發幼兒對於自然的興趣。 

3. 以體驗與分享為主要方法，來達成自然教育的相關目標。 

4. 以戶外為主要上課地點，盡量利用實地實物來教學；室內則可以用

來做團體討論或美勞活動等適合在室內進行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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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視幼兒學習狀況、興趣及環境（地形、天氣、季節⋯）變化，彈性

調整課程。 

6. 掌握「新奇性」、「挑戰性」、「尋找與發現性」、「能表現自己的」、「能

親身體驗的」原則來設計活動，並可配合幼稚園六大領域課程來設

計有主題統整性的教學活動。 

(二) 本研究教學實施歷程的行動理念與策略 

1. 簡單開始，持續進行 

以簡單而明瞭的活動開始，帶領孩子持續地接觸自然，經實施後證

明是一個有效而易行的策略。 

2. 化阻力為助力 

善用環境中的變化，從問題中做反向的思考，看見學習的契機。例

如對於一般人所認為戶外上課的兩大阻礙：「天氣」與「安全」的問題，

教師如能適當的運用，也能將之轉換為教學的助力與幼兒學習的機會，

例如雨天就安排適合雨天的活動、從環境中培養幼兒安全的意識，學習

避開危險、保護自己。發生問題就陪著孩子一起思考解決的辦法，事實

證明從錯誤的經驗中也能獲得非常有意義的學習。 

3. 寓教於樂 

將困難的知識化為簡單的遊戲，從孩子的經驗與興趣中去找出教學

的方法，體現從自然遊戲中學習的真義。 

4. 挑戰與成長∼You can do it! 

孩子需要被挑戰，讓孩子相信他自己做的到，教師應安排一些有點

難又不會太難的活動，來激發孩子的能力與自信。當自然體驗課程涵蓋

這些探索的元素在裡頭時，將更能豐富孩子體驗的內涵。 

5. 小鬼當家，應用所學 

「能夠教給別人，才代表我已真正學會」，給孩子當家作主的機會，

能夠分享給別人自然體驗的快樂與感動，這種體驗才會深刻而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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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研究課程成效 

實施課程前對於本班幼兒特質的分析：「本班幼兒大多喜歡到戶外遊

戲，如動物園、公園等地方，喜歡種植或飼養的活動，且樂於與人分享所

觀察到的現象。」課程實施後，綜合家長、教師與幼兒三方面的看法，幼

兒多能主動積極參與戶外活動；自然常識有明顯的增加；觀察與分享的技

巧也有所改善；與人共享、輪流及合作的能力上有顯著提升；對毛毛蟲的

恐懼與嫌惡感降低，能尊重、不輕易傷害生物。 

 

二、 幼兒方面 

（一）自我關係 

在本課程中看到幼兒能藉著自然生物來抒發自我的情緒以及主動自發

地去觀察，且有多數幼兒展現出不同於以往的興趣與能力，幼兒如能藉此增

進對自我的瞭解，相信將有助於自信心和成就感的提升。課程結束後幼兒仍

不時表現出樂於觀察的態度，教師本身對自然的興趣及對幼兒的支持與傾

聽，也是使孩子能夠持續下去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人我關係 

課程實施期間及之後，孩子們變得愈來愈常談論自然的話題，也常主動

跟我分享一些自然相關的見聞。教室中的情境佈置引發幼兒的觀察與討論，

而且藉由分享、討論或傾聽，不但增進了師生彼此之間的互動，孩子也能從

中學習與人的溝通，並練習表達出自己的觀察或過去的經驗，發現幼兒描述

細節與表達的能力有所增進。 

（三）物我關係 

藉由本課程的實施發現幼兒在自然中能夠：發揮天生的觀察力、對自

然環境產生認同感、降低對自然的恐懼感、而養成幼兒能尊重自然生物的

態度，成人的角色則顯得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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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師方面 

教學是一件很複雜且專業的事，教師的專業不應該只是強調片面的教學

技巧，而是教師在與教育環境的互動中能具有主動認知及思考判斷的能力。

研究者在進行此次的教學研究中，不但在課程發展、教學實務上實踐本身的

教育理念，也從一連串的行動中省思及做修正。將本研究中，研究者在教學

上的深刻體驗，整理成結論如下： 

（一）課程信念方面 

1. 自然教育幫助我發現到孩子的更多面向，發現孩子其他的優點，更加

瞭解孩子之後，發覺自己也會對他們比較有耐心。 

2. 學習不該只在室內，戶外的自然環境擁有更多能豐富孩子感官經驗的

機會，在教室裡，幼兒互動的對象是有限的，除了同儕、成人，還有

就是無生命的玩具；而在戶外，幼兒與老師、與自然中不同型態的生

命（動物、植物、昆蟲）來互動，帶給幼兒的是更多的感官體驗與思

考上的刺激，看到他們在戶外呈現一種自由的、活潑的、積極的樣態，

更堅定我對於自然教育的信念。 

3. 自然環境裡有著最好的情境佈置，因為是上天的傑作，不是人為的工

作，其中充滿許多可以滿足幼兒操弄經驗的材料，這些材料沒有特定

的玩法，也沒有待解決的問題，因為它們的作用不是讓幼兒去解決問

題而是讓他們自己去發現問題、去創造自己的玩法，教師的角色是點

醒、是編織、是釐清、是重新連結，是牽著孩子的手浸泡在自然裡頭、

放開孩子的手讓自然來帶領他們，我在旁欣賞並隨時等著他們或許是

帶著疑問、帶著發現、或甚至是小小的傷痕回來，我學習去接受一切

的不確定，去迎接任何的改變。 

（二）師生互動方面 

1. 視幼兒的個人特質及學習狀況來運用不同的互動方式 

2. 在幼兒知性的培養上，鼓勵並引導他們從「單純發現」 「專注觀察」

「分享與描述」，視幼兒學習能力與階段逐步提升自然探索的層次。 

3. 在感性的啟發上，教師的態度與作法決定一切，教師本身對於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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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情能感染孩子，影響孩子在自然中的探索，經由教師的引領，培養

其觀察能力、尊重生物的態度、對自然喜愛的情感。 

4. 將自然體驗融入日常生活中，讓自然成為孩子生活的一部份。 

（三）個人意義方面 

1. 與孩子一起重新發現自然的感動 

2. 對我來說這是一條艱辛的路卻也是最容易的路，因為我知道我的熱情

與興趣在這裡，而這就是我最大的資產與本錢。 

3. 看見自己的突破，也發現自己的不足 

        經由此次的教學研究，自己也經歷了一次豐富的經驗中學習，初始對於

幼兒自然教育的摸索，從找尋合適的教育理念、內涵到實際教學的過程中，

研究者不但在實踐理論，也從幼兒及大自然的身上逐漸掌握戶外教學與課程

經營理念、策略、環境運用上的心得。 

然而在與合作伙伴的溝通協調跟人力資源的運用上，還需要再學習。經過

此次的教學研究後，相信在未來，研究者將更有信心與能力繼續在幼兒自然教

育中努力耕耘，成為孩子們在戶外最好的陪伴者與推動自然教育最有力的舵

手。 

 

第二節    建議 

 

一、 實務性的建議 

     （一）利用學校周遭資源，建構發展性的戶外課程計畫 

               每一個地區都有當地不同程度的自然環境，學校方面應積極找尋與規劃合

適戶外教學的地點，利用環境資源及特色、根據學生的需求、教師的專長與興

趣來發展學校本位性的戶外課程，戶外學習將延伸學生的學習視野，讓學習不

再只限於教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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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規劃課程前應把握的重點 

教學者必須先掌握好戶外教育的內涵，並做好班級情境分析、環境資源分

析、考量幼兒興趣、能力與需求以確立教學的目標、跟合班老師討論如何協同

教學⋯等，待全盤計畫仔細後，還要尋找人力的支援，戶外教學不是一個可以

獨力完成的工作，團隊的合作是很重要的，特別是幼教老師，更要懂得善用家

長資源，一方面也可藉此加強親師的溝通與合作，規劃出親師生三贏的戶外教

學課程。 

（三）教師的自我要求與專業成長 

      身為自然教育的老師，在專業知識、態度與技能上應不斷進修與自我成

長，本身除了對自然的喜好與教學的熱忱外，也要加強理論與實務上的內涵，

可利用多種管道研習進修，參與環境教育、自然生態、戶外教學等相關的研

習增進理論上的瞭解，實務上則注重教學的省思與深思，並可結合有同樣興

趣的伙伴，互相交流請益，參加相關社團，累積自己戶外活動的經驗與知識，

提升本身對自然的見解與觀察力，成為理論與實務兼備的綠色教師，帶領幼

兒一起進入「體驗自然、探索生命」的曼妙境界。 

 

二、 學術性的建議 

（一）加強幼兒戶外自然教育之研究 

在本研究進行之初，研究者對於相關文獻之蒐集，遇到相當大的困境，多

半只能找到類似的文獻，例如：環境教育、生命教育、戶外教育、幼兒自然科

學（探討面皆著重在科學的認知概念上，而非自然情意教育）、幼兒遊戲⋯等，

或者有相關的研究也多侷限於以國中小以上的學童為研究對象，針對幼兒戶外

以及自然教育上的研究文獻相當稀少。本研究以幼兒為研究對象，探討戶外自

然教育的課程發展與教學實施，發現在學前階段的自然情意教育養成尊重生

命、喜愛親近自然的態度上具有延宕性的效果，帶領幼兒進行戶外活動也絕非

窒礙難行的，並且在幼兒階段實施自然教育確實有其必要性。本研究限於個人

經驗與能力有限，未能涵蓋幼兒自然教育所有的面向，僅作為幼兒自然教育教

學之初探性研究，期盼拋磚引玉之下能有更多相關之研究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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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探討幼兒對於自然事物的想法、概念、感覺 

               孩子的成長過程中充滿著許多社會文化所塑造出來的動物角色，例如：

迪士尼動畫、日本卡通漫畫、童話故事、繪本中所傳達的關於自然界中的生物，

其實並不全然反應真實情況，幼兒們通常會對一些柔性的或是流行的卡通角色

有好感，例如最近流行甲蟲王國，孩子們就變得超喜歡甲蟲，相對的對於一些

反派角色的卡通動物就產生刻板的印象，例如：蛇、狼、狐狸等等，幼兒們對

於動物可說是既熟悉又感到陌生的，因為缺乏真實接觸的經驗，電視、流行文

化左右著幼兒對於自然界的印象與看法，在這似懂非懂的年紀裡，幼兒對於自

然界的初始認知到底是如何？並透過真實的體驗及接觸自然之後，幼兒對自然

事物的看法與感受又會產生什麼變化？值得後續研究者進一步來探討。 

 

（三）探討引導討論技巧，強化幼兒體驗活動後之反思經驗 

               內省，是幫助學生獲取體驗的意義，學習不光只是學習知識而已，而是

要能運用已學得的知識來思考、解決問題或發現學習的意義。這也是體驗教育

強調「內省」的重要原因。在本研究中未能去強化幼兒體驗後的反思實為一大

缺憾，建議可研究在帶領自然體驗活動時，如何在引導幼兒反思上確立一套方

法，藉此幫助幼兒進行內在省察並獲得體驗的意義。 

 

     （四）研究幼兒在戶外的經驗課程 

在課程決定理論中的「經驗課程」指的是課程決定層級中由學生所決定的

學習經驗以及對於教師所執行課程的知覺與感受。本研究主要著重在教師的課

程與教學上，且因為是在大班教學之下帶領活動，無法深入觀察或記錄幼兒的

內在學習歷程，對於幼兒實際經驗課程的情形也探討甚少，相信在同樣的教學

目標與教學方法之下，因著孩子的個別差異性，教學的成效一定各不相同，孩

子是否因為某些原因而學到教師所沒有教的，也就是經由潛在課程的部分所學

到的，建議可以個案研究的方式，由幼兒的角度來理解他們在戶外的學習經

驗，探討教師實際執行的課程與幼兒感受到的課程之間的異同，確知幼兒在戶

外到底經驗到什麼？有否不同？如何不同？研究幼兒實際經驗戶外課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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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幼兒自然教育的基本能力指標與具有信效度的評量系

統，發展學前階段的戶外課程模式。 

               能力指標雖不全然適用在每一位幼兒身上，但至少有一個常模性的標準

可讓想嘗試戶外課程的教師有所依循與參考，再者，任何的教育活動必須確

立目的，才能安排後續的活動程序，並且訂立可以評量的目標後，依此來瞭

解教學的成效，並進一步建立有助於幼兒身心發展的戶外課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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