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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本研究中的太魯閣族幼兒園位處台灣東
部，101 年底由過去因應農忙時期所成立的
托兒所，申請改制為鄉立幼兒園。此幼兒園
的教師全數為太魯閣族群，幼兒有93%以上為
太魯閣族。自100 學年度下學期起，透過幼
兒園自籌經費與教育部「幼兒園輔導方案」
等計畫，與研究者建立長期合作的關係。研
究者剛入園輔導時，主園與四個分班均採用
坊間教材，101 學年度下學期起開始自編教
材，其他分班定期加入團體分享。經由教育
部輔導方案的進行，102 學年度起，此鄉立
幼兒園開始參考教育部（2015）《幼兒園教
保活動課程大綱》內涵，自編具太魯閣族文
化意涵的幼兒課程。

張耀宗、楊雯齡（2009） 指出幼兒教育
是文化認同奠基的起點。 Souto-Manning
(2013) 認為學前到國小二年級階段是進行多
元文化教育合適的時機。且《幼兒園教保活
動課程大綱》中亦提及「幼兒園教保服務的
意義和範圍」，強調幼兒園如同外在社會一
樣，富有多元的文化意涵，教保服務人員應
該要提供幼兒機會從自己的文化出發，進而
包容、尊重體認各種文化的價值與重要（教
育部，2015）。《原住民族教育法》第20條
「各級各類學校相關課程及教材，應採多元
文化觀點，並納入原住民各族歷史文化及價
值觀，以增進族群間之了解及尊重。」因此
，多元文化的扎根，需從學前教育做起。

Minetola, Ziegenfuss, 和 Chrisman
(2014: 46) 指出學前幼兒學習數學概念，最
好透過使用操作性的教具和手作活動為主。
若考量原住民學童偏好動態、活動性的課程
（姚如芬，2014；紀惠英、劉錫麒，2000；
黃德祥，2007），在教材設計時，需加深原
住民幼兒對於教材教具的印象與進而提高兒
童的學習興趣。然而，相關研究呈現偏鄉原
住民部落大多處社經文化弱勢地區，所以大
多數學童的數學成就相對都會地區常表現低
落（郭李宗文、吳佩芬，2011；謝百亮，
2014）。參考Moomaw (2011: 26) 對於數學
學習與幼兒園的課程密切交織的做法，原住
民族幼兒園應可透過幼兒教師有效率的設計
課程與規畫教室環境，進而幫助幼兒數概念
的學習。偏鄉原住民幼兒園除了提升課程與
環境的設計品質外，幼兒教師同時可以經由
釐清自己對於數概念教學知識的正確知識（
陳品華、陳俞君，2006），進而檢視自己與
幼兒日常的數學討論、學習區內個人或小組
活動、或全班性的主題課程活動，幫助幼兒
建立數概念的能力的可能性。

因此，此研究目的在於:
一、了解原住民幼兒教師的數概念教學知識
。
二、探究原住民幼兒教師將數概念與族群文
化內涵融入主題課程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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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資料，探究位處偏鄉的
一所太魯閣族幼兒園之教師教學商所具備的
數概念教學知識，及其族群文化結合數概念
後，以多元方式融入幼兒園主題課程的情形
。研究中訪談九位幼兒教師 （T1~T9在鄉立
幼兒園的年資平均為七年），以半結構提綱
作為引導，參考陳品華、陳俞君（2006）的
十二項數概念內涵，透過一對一訪談，了解
幼兒教師的數概念教學知識，及數概念與族
群文化內涵融入主題課程的現況。最後，佐
以相關的教學資料，如九位幼教師近一年的
主題教學網絡圖、教學日誌與幼兒園輔導紀
錄等，進行研究資料的三角校正。

參、研究結果：此研究經由訪談與相關教學
資料的檢視發現：
1.幼兒教師的數概念認知與教學需進一步釐
清：九位幼兒教師一致認為唱數是幼兒數概
念最基礎的能力，但是部分數概念的認知與
教學有相互混淆的情形，最常出現的錯誤認
知在於「計數(基數)、序數和數的保留」。
另外，超過一半以上受訪者對於「位值」的
內容無法順利回答。但整體而言，均能參照
幼兒數概念的發展，與班級幼兒的個別發展
，調整數概念學習知識的引導。
2. 幼教師採多元方式將太魯閣族文化主題課
程融入數概念：九位幼教師依據各自的專才
與教育部輔導入班與跨園輔導機制的協助，
共同探究如何將數概念巧妙融入太魯閣族主
題文化課程。T1、T6、T5參考鄉公所發行的
族群文化繪本《三石立灶》及族語歌謠傳唱
，與幼兒分享祖先於山上竹屋如何煮食，及
三個石頭就能建立祖先家的感覺的文化意涵
。

圖一: 鄉公所出版的《三石立灶》 圖二: T7太魯閣族服主題結合學區，
繪本 將數概念融入編織與族服設計

T2參照過去的蒙特梭利教學法的訓練，與T3
一起自製具文化意涵的數概念教具，透過個
人與小組的教學方式，建立孩子一對一對應
和認讀與書寫數字等能力。T7與T8配合太魯
閣族服主題課程，將數概念融入幼兒編織與
族服設計的活動中。T9則參考Pinterest 網
站，鼓勵幼兒透過建構積木與計算積木數量
外，也將族群建築的特色設計融入，幫助幼
兒同時發展美感，並建構創意竹屋。

肆、結語
東部偏鄉地區原住民幼兒教育因為學校幼

兒教師努力於族群文化的傳承，透過課程設
計與環境規劃，期望透過幼兒數概念的建立
，幫助每一位小小Truku，在祖靈的保佑下，
主動學習族群文化，並在探索在地文化課程
過程中，習得數概念的相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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