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兒⽥野研究課程⼤綱 

一、課程說明	

	 	 	 	在過去教育研究領域中，成人常以學者專家或父母的角
度來檢視幼兒學習經驗與學習環境的好壞，幼兒極少有機會

表達他們想法及意見，且幾乎沒有參與教育決策過程或甚至

提升教育品質的權力。因為大部份的研究者認為幼兒的年紀

過小而且經驗有限，所以無法明確表達自己的看法。然而隨

著 1989 聯合國兒童權力公約的公布，影響了許多與兒童的相

關服務，學者們逐漸將幼兒的想法與觀點納入不同領域的研

究設計中，這些研究皆呈現幼兒對於其所處的學習環境有很

清楚的認識，而且能夠提供有效且正確的資訊。在此背景脈

絡中，本課程強調以幼兒為主體的田野研究，相信幼兒為文

化參與之創造者，強調幼兒存在的本質（being）而非即將成

為成人的本質（becoming）；且幼兒是以多重語言（languages）

來傳達他們經驗與觀點；因此，了解幼兒的經驗是一個動態

的過程，除了傾聽，需包括解釋、意義的建構以及回應。	

	 	 	 	本課程之目標包括：（1）探討幼兒田野研究之重要性、
（2）學習各種幼兒田野研究之方法，（3）幼兒田野研究之倫

理議題以及（4）幼兒田野研究之應用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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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方式	

一、直接教學法	

二、影片欣賞與案例分析	

三、探究式教學法：如全班討論、小組合作學習、個人評論	

四、資料收集方法之實作	

五、成果分享與專題報告	

五、教學進度	

第一週	課程概述	

	 	 	 	說明課程之內容、進度以及作業。	

	

第二週	幼兒田野研究概論	

	 	 	 	介紹了解幼兒觀點的重要性、幼兒田野研究的歷史觀

點、幼兒社會化之理論以及幼兒田野研究的新方向。	 	 	 	 	

	

第三週	研究研究之倫理議題	

	 	 	 	探討進行幼兒田野研究須留意之倫理議題（如研究參與

者之自主性、研究者之責任以及互惠性等），並說明申請幼兒

田野研究倫理審查要點及程序。	 	 	 	 	

	

第四週	招募幼兒研究參與者	

	 	 	 	探討如何向家長介紹研究設計、如何得到父母同意幼兒

參與的策略、以及如何讓小學生簽署研究同意書等。	

	 	

第五週	研究者於幼兒田野研究之角色	

	 	 	 	探討研究者如何向幼兒介紹自己、研究者應具備哪些特

質有助於與幼兒建立信任關係以及研究者的行為如何影響幼

兒參與研究等。	

	

第六週	資料收集方法：幼兒訪談	

	 	 	 	探討如何設計幼兒訪談大綱、幼兒訪談時應留意技巧。	

	

第七週	幼兒訪談實作	

	 	 	 	由學生練習設計訪談大綱，練習幼兒訪談的技巧並討論

資料收集過程中遇到的困難。	 	 	 	 	

	

第八週	資料收集方法：幼兒畫圖	

	 	 	 	探討如何引導幼兒透過畫圖表達經驗與想法之策略，以

及研究議題上之應用。	

	



第九週	幼兒畫圖實作	

	 	 	 	由學生演練幼兒畫圖之資料收集方法，並討論資料收集

過程中所與到的困難。	

	

第十週	資料收集方法：幼兒拍照	

	 	 	 	探討如何引導幼兒透過拍照表達經驗與想法之策略，以

及研究議題上之應用。	

	

第十一週	幼兒拍照實作	

	 	 	 	由學生演練幼兒拍照之資料收集方法，並討論資料收集

過程中所與到的困難。	

	

第十二週	資料分析（一）	

	 	 	 	探討幼兒田野研究資料之分析技巧，包含口語的資料以

及視覺的資料。	

	

第十三週	資料分析（二）	

	 	 	 	由學生演練口語及視覺資料之分析，並討論過程中欲套

的困難。	

	

第十四週	幼兒田野研究主題（一）：幼兒園之品質	

	 	 	 	閱讀並評析研究文獻，從幼兒的觀點了解他們所經驗到

的幼兒園品質。	

	

第十五週	幼兒田野研究主題（二）：成人的角色	

	 	 	 	閱讀並評析研究文獻，從幼兒的觀點了解他們教師與家

長的角色。	

	

第十六週	幼兒田野研究主題（三）：學校經驗	

	 	 	 	閱讀並評析研究文獻，從幼兒的觀點了解他們於幼兒園

中的學習經驗。	

	

第十七週	期末專題報告	

	 	 	 	由同學分享期末專題研究成果報告。	

	

第十八週	期末專題報告	

	 	 	 	由同學分享期末專題研究成果報告，並與其他課程共同

舉辦學習成果發表會。	 	 	 	 	

	

六、成績考核	

一、專業參與（10%）	

二、幼兒田野研究實作（60%）	

三、期末專題報告（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