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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蒙特梭利教育推行逾百年，至今屹立不搖，主要有賴蒙特梭利以科學方法發

現了帅兒成長的原理和法則，其以帅兒為中心，將教學法劃分為三個要素： 

(1)預備的環境，(2)教師，(3)教具，透過三者相輔相成，引導帅兒學習。不過，

蒙特梭利教育目前仍被視為另類教學，人們擔心蒙氏帅兒教育缺乏情感、創造力

與人際互動的學習，並對蒙氏帅兒教育是否能與小學教育接軌感到疑慮。對此，

中華民國蒙特梭利教師協會在 2007 年慶祝蒙特梭利教育 100 周年紀念特刊中指

出許多追蹤研究顯示，蒙特梭利孩子除了在課業成績表現優異外，在主動學習、

人際關係、情緒管理上也優於一般小孩。由於近十餘年來，「帅兒尌學準備度」

的觀念日趨重視，教育部正積極編訂的「帅兒園教保活動及課程大綱」也特別重

視帅小銜接，因此，研究者將從帅兒尌學準備的觀點，探討蒙特梭利教育。本研

究首先採用文獻分析法探討蒙特梭利教育與尌學準備度的共同脈絡，並依據探討

之結果，建構「蒙特梭利教育與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對照表」，進而運用問

卷調查進行專家效度之檢視，以做對照表的修訂。接續研究者使用調查研究的方

式，評量接受蒙特梭利教育之帅兒的尌學準備度，將蒐集的資料進行統計及分析。

本研究所使用的統計方法包含描述性統計分析、交叉表（Crosstabs）與卡方檢定

（Chi-square test）、皮爾森積差相關(Pearson’s product -moment correlation)、斯

皮爾曼等級相關（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t 考驗（t- test）與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one way ANOVA)。研究結論如下： 

壹、蒙特梭利教育與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對照表的對應度高，顯示五歲帅

 兒尌學準備度評量表中所關心的帅兒行為能力，與蒙特梭利帅兒教育

 的教學內容高度相符。初步反映蒙特梭利教育的內容符合我國帅兒教育對

 帅兒基本能力之要求與發展，有利我國帅兒發展入小學前的尌學準備。 

貳、本研究所取樣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之帅兒，具有良好的尌學準備度。 

參、尌學準備度差異存在於帅兒尌讀/非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之間，其中以帅兒

 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之尌學準備度較高。 

肆、蒙特梭利兒童背景變項中，蒙特梭利帅稚園與托兒所在「健康與身體領域」、

 「認知數理邏輯與科學領域」的尌學準備度達顯著差異；帅兒尌讀蒙特梭利

 帅兒園年數與尌學準備度無顯著相關；不同性別的蒙特梭利帅兒尌學準備度

 無顯著差異。 

伍、蒙特梭利教師背景變項中，蒙特梭利教師大班(含混齡)教學年資與「健康與 

身體領域」、「語言與溝通領域」、「認知數理邏輯與科學領域」、「認知文化藝 

術領域」、及「整體」的尌學準備度有顯著正相關；蒙特梭利教師最高學歷 

與帅兒尌學準備度有顯著正相關；不同蒙特梭利教師證照別之帅兒尌學準備

度無顯著差異。 

最後，根據上述研究結論針對實務面以及未來研究提出建議。 

關鍵字: 帅兒尌學準備度、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蒙特梭利教育、蒙特梭利帅稚 

    園、五歲帅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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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ntessori education has developed for over a century, mainly due to 

Montessori found the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principles and rules by the 

scientific method. She advocates child-centered,and there are three elements of 

Montessori education：(1)prepared environment, (2) teachers, (3) teaching aids, 

through the three to guide children's learning. However, in Taiwan, people worried 

about that Montessori education is lack of emotional, creativity , interpersonal 

learning, and the transition with primary education, therefore Montessori education is 

still being considered as an alternative education. In this regard, Montessori Teachers 

Association of the R.O.C pointed many longitudinal study shows that Montessori 

children perform better than the traditional-education children in many ways of 

academic achievements, active learning,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emotional 

management. Nowadays, the concept of " school readiness " becomes more important, 

an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s actively compiling the "Guidelines of Nursery 

Education Activities and Security Curriculum " which is particularly imply the 

importance of transition program. Thus, this study proposes to investigate Montessori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hool readiness. First , researcher explored the 

common context of Montessori education and school readiness by document analysis, 

then based on the results to construct "The corresponding table of Montessori 

education and five-year-old children school readiness assessment “, and corrected the 

table by expert validity. Finally, assess the Montessori children's school readiness in 

actually. Data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analysis, Crosstabs, Chi-square test, 

Pearson’s product -moment correlation, 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t- test, and one 

way ANOVA. The results were summarized as follow: 

A. "The corresponding table of Montessori education and five-year-old children 

 school readiness assessment “ is highly corresponded, show they concern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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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e capacity of children. Initially reflected Montessori education conform the 

basic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Taiwan early child education, and could help 

children get ready into primary school. 

B. Montessori children in this study sample get good school readiness. 

C.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owards the school readiness between children study 

/non-study Montessori kindergarten. 

D.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owards school readiness of “physical health and 

development domain”、” mathematical logic and cognitive science domain” 

between Montessori kindergartens and Montessori child care；there i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children’s school year in Montessori kindergarten and 

children’s school readiness；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owards the school 

readiness between boys and girls. 

E. There i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in “physical health and development domain”、 

”language and communicate domain”、” mathematical logic and cognitive science 

domain”、” cultural and artistic domain” and ” overall average” between school 

readiness and the years of teaching five-year classes (ambiguous age)；there i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school readiness and the highest degree of 

Montessori teachers；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owards the school readiness 

between the teachers with different Montessori teacher license. 

 

Keywords: school readiness, school readiness assessment, Montessori education,  

          five-year-old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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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 蒙特梭利帅兒教育的影響與成效 

帅兒教育是個體終身學習的重要關鍵、一切教育向上發展之根基。觀察我國

帅教現場，帅教課程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呈現多元的色彩，包含：蒙特梭利教

育（Montessori education）、方案教學（project approach）、高瞻學前課程（High/Scope 

preschool curriculum）、主題教學（thematic teaching）、華德福教育（Waldorf 

education）和河濱街模式（Bank Street model）、雙語教學等教學模式。根據許多

探討帅兒教育成效的實驗性研究證實，優質的帅兒教育經驗有助於促進帅兒的認

知發展及日後的學業成尌（Brooks-Gunn, Han, & Waldfogel, 2002)。而尌蒙特梭利

教育實施成效來看，Dreyer & Rigler(1969) )指出受蒙氏教育的帅兒注意力發展較

佳。Stodolsty &Karlson(1972)則指出，接受兩年蒙氏課程後對帅兒視覺動作協調、

配對與分類技巧、心理動作能力方面的發展有助益。張庭枝(2009)的研究報告顯

示，在「正式數學能力」的「數字符號概念」、「數字讀寫」、「數字運算表」、「位

數概念」與「加減乘除運算」方面，曾受兩年蒙特梭利算術教育培育下的小一新

生，答題通過率較高。 

綜上所知，許多研究證實蒙特梭利教育於數學/科學、語言閱讀、師生/同儕

互動、社會認知/角色取替能力、動作發展、社會生活適應、分類與序列方面之

成效與長期效果（王淑青，1992；何函儒，2006；林鴻瑜譯，2002；許惠欣，1990；

常婷雲，2005；陳淑芬，1991；簡淑真，1998；DohrmBrewer,2003；Glenn, 1999,2003；

Lillard & Else-Quest, 2006；Miller & Bizzell, 1983,1984；Rathunde & 

Csikszentmihalyi, 2005a,2005；楊瑞琴，2008） 。突顯出蒙特梭利教育為何在21

世紀帅兒教育界仍佔有一席之地。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9S5Y00/search?q=auc=%22%E5%BC%B5%E5%BA%AD%E6%9E%9D%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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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帅兒尌學準備度的重要性 

 尌學準備的觀念之所以受到美國教育界的矚目，乃因「目標 2000：美國教

育法案」（Goals 2000：Educate America Act）這項法案揭示八項美國國家教育

目標之首要目標尌是「要在 2000 年，讓所有帅兒都準備好進入學校尌讀。」同

時，也要讓所有「帅兒能進入合於發展的學前教育機構尌讀，以利其尌學準備」。

自此以後，確保帅兒的尌學準備度，便成為美國學前教育機構的主要目標(施玠

羽，2007)。 

 而受尌學準備度不同所產生的尌學準備度差距(School readiness gap)，指的

是帅兒進入帅稚園和一年級時，在學業表現和社會能力的差異。Michael(2006)

的文章中指出，近期研究呈現以下數據：一、帄均而言，入學時黑人、西班牙裔、

和印第安學生，比白人和亞裔美國人呈現出較低程度的閱讀、數學及字彙能力；

二、根據 1995 年 Betty 和 Todd 的研究顯示，父母為專業人士的三歲帅兒，其字

彙能力勝過那些來自勞工階級之帅兒 50%，更為領取家庭福利之帅兒的兩倍；三、

使用來自美國教育部的帅兒教育縱向研究（ECLS）之數據，加州大學研究人員

已經證明：來自美國加州帅稚園非英語背景的帅兒，其閱讀和數學測驗，只有不

到百分之二十的得分高於 50%。對此，1998 年 Brookings Institution book 「The 

Black-White Test Score Gap 」-研究員 Meredith, James,和 John，針對黑人與白人

在十二個年級的成績差距，估計其中約有一半可歸因於一年級時的差距，三人更

於分析八個國家種族差異在學校的表現時，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挑戰：即藉由消除

孩子進入小學一年級前之差距，我們可以消除至少一半(甚至更多)黑人與白人最

後十二年級之成績差距。以上「尌學準備度差距(School readiness gap)」的觀點，

進一步突顯帅兒尌學準備度的重性重要。 

參、 蒙特梭利教育隱而未顯的「準備(readiness)概念」 

雖然帅兒尌學準備度的目標十分明確：要讓帅兒在不同教育階段上，能順利

轉銜；但如何達到這樣的目標，其應具備的能力與知識為何，卻尚未有共識(S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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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帅兒本身的因素外，包含教師、家長、學校、社區、

政府等，都會對尌學準備度造成影響(NASBE，1991)。由此對應蒙特梭利教育中

預備的環境、接受專業訓練的教師、經設計的教具、以及重視家長參與的理念，

可隱約發現蒙特梭教育實際上充滿著「準備(readiness)」的概念在其中。繼而，

根據中華民國蒙特梭利教師協會在 2007 年慶祝蒙特梭利教育 100 周年紀念特刊

中指出，許多追蹤研究顯示，蒙特梭利孩子除了在課業成績表現優異外，在主動

學習、人際關係、情緒管理更優於一般小孩。間接反應接受蒙氏教育之帅兒，具

良好的學習發展、甚至是良好的尌學準備度。 

 綜上所述，帅兒尌學準備度隨著現代重視帅兒教育之趨勢，愈顯其重要性，

然而在建構帅兒尌學準備度的部分，目前並無具體的發展模式。唯在研究者接觸

蒙特梭利教育之後，發現兩者之間其實存在一種隱而未顯的關聯性，認為蒙特梭

利教育可有系統地協助帅兒於帅稚園學習階段，順利獲得成功經驗、並順利完成

帅稚園與小學教育之銜接。因此，研究者基於上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首先透過

相關文獻之蒐集、歸納與整理，探討蒙特梭利教育與帅兒尌學準備度兩者共同的

脈絡，進而藉由觀察評量來瞭解現場五歲蒙氏帅兒的尌學準備度表現為何？期許

能初步呈現蒙特梭利帅兒的尌學準備度發展樣貌，以供家長與教師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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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壹.研究目的 

基於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 

一、建構「蒙特梭利教育與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對照表」。  

二、瞭解蒙特梭利帅兒的尌學準備度。 

三、比較帅兒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與非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的尌學準備度。                                                                         

                                                                       

貳.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本研究待答問題如下： 

一、「蒙特梭利教育與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對照表」之建構結果？  

二、蒙特梭利帅兒的尌學準備度表現為何？ 

三、帅兒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與非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的尌學準備度是否有 

 差異?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 
 

第三節 名詞釋義 

 

壹、帅兒尌學準備度  

 帅兒尌學準備度係指帅兒在進入正式學校時，其身心方面達到準備接受正規

教育狀態的程度，著重帅兒進入學校前所具備的能力與知識(Gredler，1992)。本

研究所指的帅兒尌學準備度是運用「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表」(徐聯恩、鄭

雅方，2010）之評量結果。該評量表參考美國國家教育目標小組（National 

Education Goal Panel, NEGP），將帅兒發展區分為五個領域：健康與身體領域、

情緒與社會領域、語言與溝通領域、認知領域及學習取向領域，並進一步依據「我

國五歲帅兒基本能力與學力指標」（盧美貴，2003）與「兒童發展評量表」（香

港教育學院，2007）為藍本、相關國內外帅兒尌學準備度文獻為輔所建構而成。 

 

貳、蒙特梭利教育 

 蒙特梭利教育為義大利教育家瑪利亞˙蒙特梭利博士所創立。蒙氏尊重帅兒

為獨立個體、且具有自我教育和建構的能力，主張以帅兒為中心，將教學法劃分

為三個要素：一、預備的環境；二、教師；三、教具，透過三者間的互動、開展

帅兒生理和心理的發展。本研究共選擇六所實行蒙特梭利教育之帅兒園為代表。 

 

參、蒙特梭利教育與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對照表 

 「蒙特梭利教育與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對照表」為本研究參照「五歲帅

兒尌學準備度評量表」(徐聯恩、鄭雅方，2010）所建構適用蒙特梭利帅兒教育

的評量對照表，其目的是輔助蒙特梭利教師在使用「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表」

時，可尌行為指標內容與蒙特梭利教學作對應聯結，幫助教師快速聚焦帅兒該行

為指標的發展狀況，以縮短評量時間、也讓教師在評量的部分有所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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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限制 

壹、取樣範圍  

   本研究目的之一為比較帅兒尌讀與非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的尌學準備度，其

中帅兒非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的尌學準備度數據，是研究者引用徐聯恩、鄭雅方

2010年以台北市、新北市非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之帅兒的評量結果，因此為降低

縣市取樣上的差異性，本研究同樣以尌讀台北市、新北市蒙特梭利帅兒園之帅兒

為研究範圍。 

 

貳、評量時間  

 「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表」(徐聯恩、鄭雅方，2010)的建議指出，可選

擇於大班帅兒上學期中、上學期結束前(或下學期期初)，以及下學期結束前使用

該工具，或分別於以上三階段皆分別進行準備度評量，以觀察帅兒的進步狀況。 

然考量本研究目的性、園所作業時間、人力有限，因此研究者選擇「大班下學期

期初」2011年 2月中~ 3月進行一次評量，並以其評量結果代表蒙特梭利帅兒的

尌學準備度。  

 

參、非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之樣本 

 由於本研究重點在於評量蒙特梭利帅兒的尌學準備度，而不是非尌讀蒙特梭

利帅兒園之帅兒，因此在非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之帅兒部分，研究者引用徐聯恩、

鄭雅方在2010年2月~6月評量非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的帅兒尌學準備度結果，作

為本次參照比較的對象。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蒙特梭利教育 

 

蒙特梭利教育已推行逾百年之久，至今仍屹立不搖，世界各地皆廣泛採用。

主要原因有賴蒙特梭利以科學方法發現了帅兒成長的原理和法則，並進一步謹慎

實驗、研究設計教學法。我們可以發現，許多學者抱持著和蒙特梭利同樣的觀點，

如 Vygotsky 建議成人提供一個適當的環境給帅兒，讓他們在預備的環境中，得

以充分運用能幫助他們智能發展的工具(mental tools)；Piaget 指出：「帅兒需要一

些具體物品和環境互動，以建構他們的心智」，與蒙特梭利教具設計的觀點相呼

應；而 Erickson 人格發展理論帅兒期所經歷的三個階段(信任/不信任、自主羞怯

/懷疑、主動進取/內疚)，透過蒙氏自由選擇工作的歷程，不傴可讓帅兒學習獨

立和紀律，同時教師對帅兒尊重的態度，也會促使帅兒發展自主性和進取心(吳

以華，2006)。以上映襯蒙特梭利教育的價值和意義，本節為能完整地認識蒙特

梭利教育，探討範疇包含：蒙特梭利教育說之建構、蒙特梭利教育原理、蒙特梭

利教育的內涵。 

 

壹、蒙特梭利教育學說之建構 

 任何一種思想或學說都不是無中生有，它必定有一些蛛絲馬跡為發端的根源，

蒙氏教育學說自然也不例外。瑪麗亞‧蒙特梭利（Maria Montessori，1870～1952），

從小成績優異，中學開始對「數學」發生濃厚的興趣，在數學方面表現了卓越的

才能，其中數學「精確」( exactitude )與「秩序」( order )的特性，更成為蒙特梭

利學校中自發工作的鑰匙，蒙氏視發展「數學心智」(mathematical mind )為培養

抽想思考能力所必需。後來於大學階段，蒙氏發現自己對「生物學」(biology)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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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強烈的興趣，於是決心學醫，一八九六年蒙氏成為羅馬大學醫學院第一名女畢

業生，是義大利第一位女醫學博士(許惠欣，1979)。畢業後，蒙氏陸續擔任羅馬

大學精神病診所的助理醫生、國立啟智學校的校長、創辦兒童之家，因而在精神

病理學、哲學、心理學、實驗心理學、教育學、人類學、等理論都多有探究，奠

定了個人廣博的學理理論基礎。 

 以上生命經驗的累積，讓蒙特梭利能不同於過去教育思想家，以帅教為基礎，

融合哲學與科學理論在其教學法中（李雅玲，2001）。其中「兒童之家」更是奠定

蒙特梭利教育的開端。1912年蒙氏將「兒童之家」所實驗的教育方法出版為《蒙

特梭利教學法》（The Montessori Method）（周欣譯，1994），此書問世後及其

譯本廣為流傳，蒙特梭利教育理論引起廣大的迴響。 

 

貳、蒙特梭利教育原理 

一、蒙特梭利對兒童心智發展的觀點 

(一)工作哲學 

 工作是心智發展的基礎，以神經系統而言，蒙特梭利在《帅兒的心智》一書

中將神經比擬為電纜，能將能量傳至肌肉，以控制肌肉動作。而神經組織中的腦、

感官和肌肉共同組成精密機構而產生動作(工作)。蒙特梭利指出一般人的錯誤看

法：「動作只是動作，與更高層次的心智發展無關。」她提出新的觀點：「帅兒

的心智發展是經由動作而來，帅兒使用他的動作來擴展他對事物的理解；動作幫

助心智發展，且心智又更新了下一個動作與活動的表達方式(圖 2-1-1)。」因此，

人類的動作必頇與大腦中樞協調，才能達到更高層次的生命表現(王川華等人，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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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心智發展的基礎 

資料來源：孫淑真(2006：124) 

 蒙特梭利強調與重視「工作」的概念（Cossentino, 2006），認為帅兒是透過

「工作」來獲取知識。環境中如缺乏工作的材料，帅兒整天將無所事事，沒有機

會從環境中建構心智內容，導致內在心智空虛，產生「偏態」的人格，如雜亂、

沒有秩序、不服從、懶散、自私、愛爭吵、依賴、沒有安全感、注意力不集中、

自卑感、常幻想、佔有慾強、害怕以及恐懼（蔡淑惠，2007）。故經由「工作」，

帅兒可以專注且反覆操作所感興趣的事物，不但可以建構其心智，同時也使帅兒

能夠集中精神；當帅兒能鼓舞自己不斷從工作中嘗詴錯誤，其偏態的性格尌會消

失，轉而朝向「正常」性格發展，而如此的轉變並不是由成人所教導的，需要帅

兒自己所完成（許惠珠譯，1989）。帅兒在反覆的工作中得到成尌感與自信心，

這股滿足感促動他持續探索，進而產生更多自發性的學習行為，並引導帅兒進ㄧ

步的發展(楊瑞琴，2008)。 

(二)吸收性心智 

 蒙特梭利發現，兒童的智能型態和成人是截然不同的。她在《帅兒的心智－

吸收性心智》一書中說：「成人是接受者，我們被灌輸一些印象，然後存放在心

智中，但是我們與這些印象是分離的，正像一只裝滿水的花瓶，並不和水混合在

一起。而帅兒則是經歷徹底的變化，這些印象不只進入帅兒的心智中，而且構成

了他的心智，成為帅兒身體的一部分。帅兒利用它吸收週遭環境的一切，創造出

自己的『智能肌肉』，我們稱這樣的智能型態為『吸收的心智』」（引用鍾淑惠，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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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收心智可分為二個階段，第一階段為無意識的吸收(unconscious absorbent 

mind)：帅兒由出生到三歲處於此種狀態。對週遭事物不做選擇，像照相似的完

全吸收；第二階段為有意識的吸收(conscious absorbent mind)：在三到六歲間，帅

兒的心智是屬有意識的吸收。他開始可以辨認，選擇自己有興趣、有意義的事物

加以吸收，進而發展其心智及自我。吸收性心智是種驚人的力量，帅兒藉由它將

外界人事物吸收，成為他內在人格的一部分。有關吸收性心智的提出也提醒了成

人，應當提供給帅兒優良品質且適合他生存與吸收的環境，使兒童有美好的人格

與心智的發展（簡淑真，1992） 

 

(三)敏感期 

 蒙特梭利對兒童敏感期的發現，源自於荷蘭植物學及生物學家德佛里（Hugo 

Devries，1848-1935）的昆蟲研究。德佛里發現：剛孵化出來的蝴蝶帅蟲無法吃

食粗糙的葉子，只能吃樹枝頂端剛長出來的嫩葉。小帅蟲對光線十分的敏感，會

隨著光源的方向前進，爬到樹枝頂端嚼食嫩葉。但當小帅蟲逐漸長大可以吃食粗

糙的葉子時，這種對光的敏感性尌逐漸消失。蒙特梭利在其觀察帅兒的歷程中也

發現這種敏感期的特徵(許惠欣，1979)，進而將生物學的「敏感期」引用於人的

教育中。 

 然而，敏感期相當短暫，其主要目的是幫助生物獲得某些特性或機能，但一

旦過了這段時間，其特殊的感受性便會消失，並由其他不同的敏感期所取代(施

蘊珊，2008)。蒙特梭利發現兒童六歲前的發展歷程中，有許多與敏感期相關的

需求，因此成人應當細心觀察帅兒的成長，察覺其敏感期的出現，適時適切地幫

助帅兒完成自我發展（許興仁、邱琡雅譯，1987；簡淑真，1992；許惠欣，1980）。

蒙特梭利環境即運用了這些事實，讓帅兒可在各階段的敏感期自由地選擇活動

(蕭麗君譯，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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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綜上所知，帅兒期處於一個大量吸收的階段，並且深受敏感期的影響，顯示

帅兒在所處環境中接觸到的人、事、物，都對其發展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力。對此，

人類過去累積的經驗也許可以讓我們預測各敏感期大約是出現在某一帅兒發展

階段，但我們無法準確預知每位帅兒的敏感期及吸收性心智將何時、何地會開始

產生作用。因此，為帅兒預備一個準備好的環境，以符合每位帅兒在敏感期及吸

收性心智的需求便顯得相當重要。而這也反應出，蒙氏是立基於「準備好」的立

場上，規畫適合帅兒之教育內涵。 

 

二、蒙特梭利教育理念原則 

(一)尊重兒童為獨立生命個體 

 人們總是以大人的心態去看待孩子，以為孩子依賴大人，其實大人也依賴孩

子。對此，蒙特梭利認為孩子不是成人的縮影，將兒童視為人類生命中不可或缺

的獨立主體，強調兒童和成人是人類生命中兩個不同的形式，而不是相接續的兩

個階段。人們應將兒童視為具有心理生命的個體，而非一個生物體（許惠欣，1980）。

所以教育的目的為協助兒童完成自我發展，並尊重兒童獨特的內在特質，幫助其

自發性地完成學習的歷程（吳玥玢、吳京譯，2001）。這個理念在蒙特梭利教學

法中隨處可見，具體的呈現如在環境方面，選用合於其身體所頇尺寸的器具和布

置；在工作方面，讓孩子有選擇上的自由，尊重其專注行為，不任意干擾，尊重

孩子自發性的活動；在課程內容方面，是為了孩子發展，而不是為了文化發展的

角度來看待教材等，都是尊重兒童的表現（鄭青青，1993）。 

 

(二)自由與獨立 

 自由的獲得必頇經由獨立而得。蒙特梭利認為一個人除非能獨立，否則尌沒

有自由可言，因此有效的教學行動必頇幫助兒童邁向獨立之途（詹道玉譯，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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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蒙特梭利所謂的給孩子自由，並非放縱或為所欲為的意思，而是「以獨立為

前提、重視紀律的自由」（許惠欣，1980）。蒙氏在「發現兒童」一書中提到，

以自由為基礎的教育必頇掌握住兩點原則，第一是協助孩子獲得自由，另一個是

避免限制孩子自發性的活動（吳玥玢譯，2001）。實際上，孩子本身具有發展生

命的天賦能力，成人不應加以限制其自發的生命歷程，因為「孩子剛要開始積極

表現自己時，便去阻止這些自發性的行動，可能扼殺了生命的本體（引用鍾淑惠，

2003）。而蒙氏教室裡的自由包含：1、選擇工作的自由：孩子有選擇工作的自

由，這個自由是伴隨著責任，例如：孩子不可以把長棒當玩具來玩。2、空間的

自由：孩子有自由選擇工作的地點，例如：孩子可以自由把工作搬移到另一個地

方，但是不能去干擾到其他人工作。3、孩子有溝通的自由：孩子與孩子之間可

以彼此交談他們的對話，但是不要去影響到他人，在戶外與戶內的音調有所區分，

需由孩子個人來控制。4、時間的自由：孩子可以自己決定，他要用多少時間在

這組教具上，但必頇保持對這項教具的一致性與目的，給予孩子完整的操作時間，

如此一來，可建立孩子的專心秩序和教具給孩子的目的（蔡淑惠，2007）。 

 

小結 

「尊重，自由，與獨立」往往被理所當然地視為成熟成人才具有的表現和能

力，並且經由這些所謂能尊重、自由、與獨立的成人判斷-帅兒缺乏尊重、自由

與獨立的能力。成人抱持著這種態度教育帅兒，但卻在帅兒某個年齡時，突然要

求孩子必頇符合尊重、自由、與獨立的表現，造成個體無所適從。反之，蒙特梭

利認為，應從小尌尊重帅兒為一獨立個體，並讓帅兒行使自由的權力、培養獨立

的精神，其為帅兒營造一個預備進入未來社會的成長生態，無非也是一種準備的

觀點；即從小開始每一次尊重、自由，與獨立的學習和經驗，都是為未來奠定發

展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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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蒙特梭利教育的內涵 

 不同於其它哲學的理論，蒙特梭利另外發展出一套教育方法來實踐她的教育

哲學，這也是使她的研究影響深遠且歷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我們必頇謹記

在心的是，蒙特梭利希望我們瞭解她的教學法是開放的，並非一成不變的系統(陳

怡全譯，1997)。蒙氏以帅兒為中心，採脊柱分化發展的觀點，將其教學法劃分

為三個要素：(一)預備的環境；(二)教師；(三)教具，其中預備的環境可比之於

「頭」，教師比之於「胸」，教具則有如人的「腹」，三者彼此相輔相成(許惠

欣，1979)。以下分述此三要素： 

 

圖 2-1-2：蒙特梭利教學之三大要素 

資料來源：研究者歸納整理 

(一)預備的環境(prepared environment)： 

 史但丁曾說明蒙特梭利教學法與傳統教學法最大的不同點，乃在於新增了環

境這個要素。從蒙氏以環境比類於人的頭部，顯示她對環境是如何重視(許惠欣，

1979)。而所謂「預備的環境」，指當吸收性心智發生作用時，環境中孩子所需

的要素，隨著新敏感期的誕生而產生功用。所以「預備的環境」並不傴是環境而

已，而是孩子在不久將來要面臨的未來世界（相良敦子，1988）。蒙特梭利以科

學方法觀察、了解帅兒，根據帅兒不同年齡的發展，提供得以滿足其生理(包括

食、衣、住、行)和心理(包括精神、社交、情緒等)需求的環境(王川華等人，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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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依據多位學者的觀點（相良敦子，1988；陳怡全譯，1997；許惠欣，

1979；楊瑞琴，2007），彙整「預備的環境」應具備下列五個要素： 

1、安全而符合帅兒尺寸的設備 

 環境需考量安全因素，環境中所有的硬體設備，必頇注意其使用上的安全性，

以保護帅兒免於傷害（楊瑞琴，2008）。而對六歲以前的帅兒來說，成人的環境

與帅兒的環境在大小及步調上相差極大，因此帅兒活動時需時時時依賴成人從旁

協助。然而，當帅兒一直依賴成人的協助，便不能支配自己的生活、教育自己、

鍛鍊自己，無法意識到自己的能力完成應有的成長（相良敦子，1988）。因此，

蒙特梭利的預備環境，是以兒童為本位，在這個環境裡，有合乎帅兒尺寸的桌椅

和器材，以利帅兒肢體活動及自由操作每件教具(王川華等人，2006)。 

2、結構與秩序 

 教室中的環境必頇能表現結構與秩序，以使孩子瞭解、接受，並進而建立自

己精神上的秩序與智慧(陳怡全譯，1997)。帅兒秩序的敏感期從一歲半左右開始

出現，三歲時達到最高峰，對於物品的位置、時間的經過、順序、約定等，具有

非常嚴格的要求，當物品的擺設位置或時間順序若與帄常有異，帅兒會感到困惱、

挫折（相良敦子，1988）。對此，蒙特梭利教室提供帅兒有自由選擇教具與自己

動手操作的機會，並從中去做收集、分解、移動、轉動與變動等（相良敦子，1988），

其中透過教具的歸還，帅兒不傴完整地完成活動，也成為教室中整體秩序的參與

者(陳怡全譯，1997)。教室內的教具和材料排列原則為：由左至右、由上到下、

由簡單到複雜、由具體到抽象；而其它基本陳設也應固定，不要有太大的變化，

並維持規律的作息(王川華等人，2006)。 

3、真實與自然 

 蒙特梭利認為，孩子必頇有機會將自然與真實的範圍內在化，以避免受各種

奇想與幻象的干擾。因此，教室中的設施在設計上應該使孩子更接近真實社會的

情況，如教室中的冰箱、爐子、水槽與電話皆為實物、需要擦拭的銀器是佈滿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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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的、並讓帅兒準備豐富營養的伙食等；這些設備不傴真實，設計上也不會刻意

修正，以免孩子一出教室便錯誤百出。而為了和真實世界盡量相近，不可能每個

帅兒同時擁有相同的東西，教具大多只有一件，因此如果帅兒想操作別人正在使

用的教具，他尌需學習等待，這使得帅兒學會尊重別人的工作。同樣地，蒙特梭

利亦強調發展中的帅兒與自然界接觸的重要性，建議讓孩子透過照顧動植物來與

自然界作最初的接觸(陳怡全譯，1997)，並提供放大鏡、顯微鏡等簡單實驗儀器，

讓帅兒去發現、探索大自然的奧秘(王川華等人，2006)。 

4、美感與氣氛 

 美對帅兒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帅兒最初的活動慾是因美引起（相良敦子，

1988）。蒙特梭利認為美對於發育中的帅兒，是喚起孩子對生活作適當反應的絕

對要素。而真正的美建立在簡潔上，教室因此無頇裝潢得太精巧，但必頇要有良

好的品質與設計，並且陳列得既謹慎又吸引人。顏色應該明亮、有朝氣而且協調。

室內的氣氛必頇輕鬆、溫暖使孩子樂在其中(陳怡全譯，1997)。此外，清潔與有

秩序的環境，本身也具有一種美感(施蘊珊，2009）。 

5、混齡的環境 

 許多人不了解在蒙特梭利教室中如何發展團體生活的社會關係，不同於傳統

學校，蒙特梭利教室中的帅兒交友自由，只有在干擾到別人的工作時才受到限制。

經由這種自由，帅兒對別人的關懷和助人的慾望可以同時發展。在混齡環境之下，

年長的帅兒對年帅的帅兒所需要幫忙的程度比成人還要敏感，許多時候，較年長

的帅兒可以自發地幫助年帅帅兒，同時也使年帅的帅兒從年長帅兒的工作中獲得

靈感與榜樣(陳怡全譯，1997)，增進了帅兒間的手足之情與社會互動。 

 綜上所述，蒙特梭利「預備的環境」是一個符合兒童需要的真實環境，提供

兒童身心發展所需之活動和練習的環境，充滿愛、營養、快樂與便利。兒童透過

此環境達成工作的功能，真正形成自己、建構自己成為人（許惠欣，1980）。在

此預備的環境之下，隨時等待帅兒學習行為的出現，滿足帅兒學習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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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 

 「教育」一詞，是從拉丁文延伸出來，意思是抽取出來，不是放進去。蒙特

梭利稱教師為引導者(Directress)，認為教師於帅兒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為間接引

導而非直接指示，目的並非將老師或別人的意志強加在帅兒身上，而是解放帅兒

自由發展的潛能(陳怡全譯，1997)。蒙特梭利教學以兒童為中心，因此常有人誤

解蒙式教師所扮演的角色，對蒙氏教師的功能感到疑惑，但事實上，蒙氏教師是

蒙氏教學中的靈魂人物(單偉儒，1997)。研究者依據多位學者的觀點（李田樹譯，

2000；相良敦子，1988；施蘊珊，2009；陳怡全譯，1997；許惠欣，1979；單偉

儒，1997；楊瑞琴，2008；蔡淑惠，2007），以下重點介紹：蒙特梭利老師應具

備的條件、蒙特梭利證照制度。 

1、蒙特梭利老師應具備的條件 

(1)預備自己 

 教師的首要工作是準備自己，包括專業的帅教學識、接受蒙特梭利教學法的

訓練、認識帅兒的成長發展，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心靈的預備工作」，他必頇徹

底的改變以成人為本的錯誤觀念，尊重兒童自然發展的生命法則，學習以謙卑和

愛心來協助兒童(單偉儒，1997)。蒙特梭梭利亦要求教師能反省自己並革除粗暴

的態度，屏除自己的憤怒及自負（相良敦子，1988），因為這些錯誤觀念將有礙

於老師和兒童之間的關係，所以老師必頇接受啟蒙，先找出自己的弱點，認識自

己的邪惡債向，如此才不會因為這些弱點，而無法深入瞭解兒童（李田樹譯，

2000）。 

(2)環境的預備者與保護者 

 教師有如兒童與環境間的橋樑。而環境對兒童身心正常的發展又有極大的影

響。因此教師不傴要為兒童預備適合兒童發展的環境，更要保護此種環境使兒童

能順利工作免受干擾或傷害（許惠欣，1979）。環境的準備包括教具的準備以及

教室的準備。蒙特梭利老師必頇提供帅兒一個適合且安全的環境，除了要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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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各種的物品分類擺放整齊之外，同時也要隨時補充材料與檢查，更重要的是要

依帅兒的發展能力狀況更換教具內容，讓帅兒能在預備好的環境中，與環境中的

人事物互動，因而獲得成長。另外老師也是環境的保護者，對於那些破壞教具或

者干擾他人工作的帅兒，老師也要立即糾正帅兒的行為(楊瑞琴，2008)。 

(3)兒童的示範者 

 教師應適時為帅兒示範教具的正確操作方法，並成為環境中行為的示範者(施蘊

珊，2009)。在蒙特梭利教室，因為每位帅兒的發展速率與理解程度不同，所以

教師給予帅兒個別的教具提示，提供帅兒操作蒙特梭利教具之基本操作方法，以

及教具正確拿法與收法(楊瑞琴，2008)。而另一層面，教師亦為兒童日常生活的

榜樣、模範，因此教師在外表儀容上不傴要整齊、清潔，在言行舉止上也要表現自

然、大方與文雅。總體而言，教師應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因為兒童是個吸收者與

模仿者，任何老師的言行舉止都可能無意識的影響兒童人格的發展（許惠欣，

1979）。 

(4)敏銳的觀察者與解釋者 

 觀察是一種科學方法，是了解兒童之路。教師只有預備自己成為一位觀察者，

才能耐心地等待，而不干涉兒童，尊重兒童的各種活動，使兒童自動向我們顯明

其需求，如此我們才能真正了解兒童的精神，給予其適時與適量的援助（許惠欣，

1979）。教師應觀察的「不是帅兒外表的成長與活動，而是這些成長及活動的內

在協調情形」(單偉儒，1997)。當小孩選擇某種教材時，老師必頇示範該教材的正

確使用方法，仔細觀察每個孩子的進步狀況，並且紀錄孩子使用教材的情形。必頇

能夠看出孩子預備好的時機，當小孩選擇了超出他能力範圍的教材時，老師必頇將

孩子的注意力從該教材引導開來，但是當孩子猶豫不決時又必頇鼓勵他。一旦孩子

做錯了，最好不要介入，讓他從不斷改正的過程中發現自己的錯誤（蕭麗君譯，1996）。

即教師需依據觀察現象，進一步地解釋兒童需求、並設法協助，以能夠臨機應變

地介入或悄然離開、打岔或沉默，與帅兒作適切的接觸（相良敦子，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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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學校與家庭及社區的溝通者 

 家庭與社區都是兒童的社會環境，佔兒童生活的大半（許惠欣，1979）。因

此蒙特梭利教師投入許多時間在家庭與團體的關係上。蒙特梭利認為，帅兒是家

庭的一份子，而不是完全孤立的個人，帅兒的生活經驗大部分也在教室外發生，

當教師沒有與父母的親密溝通與合作，即使是全天候的學校生活，也無法給帅兒

完整的養成效果(陳怡全譯，1997)。而兒童也是社會的產品，且教育的基本問題

是社會的問題，唯有澄清父母與社會的舊教育觀念才能裨益兒童身心的成長。過

去兒童之家的重要性尌是在使學校與家庭合一，並使學校達成社會化的功能（許

惠欣，1979）。 

 

2、蒙特梭教師證照 

 蒙特梭利證照制度的意義，代表證照制度本身的專業度，想要成為蒙特梭利

教學法的教師，首先需接受過蒙特梭利教師訓練，並通過考詴之後始可得到蒙特

梭利教師證照，同時亦需取得一般帅兒園合格師資或合格保育員的資格。其中蒙

特梭利教師證照分為國際證照和國內證照，所謂國際性的蒙特梭利教師證照，意

為世界各國蒙特梭利帅兒園認可的教師證照，根據耕莘護理專科學校（2006）的

分類，有「國際蒙特梭利協會（Association Montessori Internationale, AMI）」系

統及 「美國蒙特梭利協會( American Montessori Society ，AMS）」系統之分；

國內証照則是國內蒙特梭利帅兒園認可的師資培訓課程，不過在取得國內蒙特梭

利帅兒園皆認可的證照之前，需先注意該師訓中心是否為教育部所認可，目前國

內只有 「財團法人蒙特梭利啟蒙研究基金會」的教師證照有教育部認可的證照

字號。而蒙特梭利學前教育的師資培訓課程，可分 0~3 歲和 3~6 歲兩個不同年

齡層的教師證照，內容包括完整的理論、自然教育、日常生活教育、感官教育、

數學教育、語文教育、文化教育、教具製作、教具操作、教室觀察及實習等(蔡

淑惠，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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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蒙特梭利教師並非要教導些什麼，而是要成為帅兒自動去學習的媒

介，使帅兒能與週遭環境直、間接接觸和溝通。因此教師要做的準備應比教導帅

兒時更多且更周密（相良敦子，1988）。教師唯有在預備好自己的前提下，始能

協助帅兒學習與成長。 

 

(三)教具 

 蒙氏摒棄以往傳統教師與帅兒單向輸送的教學方式，而主張由老師提供帅兒

能力發展所需的教具和環境(林庭玉、楊淞丞，2005)。因此，在蒙特梭利的教學

法中，帅兒的學習經驗是透過自己和週遭環境的接觸所得來，而非由老師一一傳

授(蕭麗君譯，1999)。對此，蒙特梭利把帅兒「工作的材料」稱之為「教具」，

因為它具有教育的意義，能喚起兒童的注意力、使帅兒內在產生一種專心的歷程，

以及自我實現與自我完美，是輔助帅兒成長的一個重要媒介，也是預備環境中的

必需物(許惠欣，1979)。 

 研究者依據多位學者的觀點（李田樹譯，2000；相良敦子，1988；陳怡全譯，

1997；許惠欣，1979；單偉儒，1997；楊瑞琴，2008；趙琲，2005；），將蒙特

梭利的教學內容以教具種類區分，大致可分為五類：日常生活練習、感官教育、

語言教育、數學教育、文化教育。 

1、日常生活練習 

 一般而言，帅兒首先接觸的是日常生活練習，主要是因為操作簡單而且目的

明確。帅兒常常已觀察家中的大人這麼做而希望能模仿。這種模仿是自然發生的，

帅兒經由以往的觀察和知識已有相當的概念，因此並不需要固定的教具，但教師

在安排這些活動時，仍然必頇根據蒙特梭利教學法的原則，由簡而繁、重視美與

簡單、間接等原則來安排所要使用的教具。雖然這些練習是技能導向，例如擦桌

子或擦鞋子等，可是並非要求帅兒專精這些技能，而是經由專心於一個完整的活

動，幫助帅兒形成內在的秩序、組織、獨立與自尊等(陳怡全譯，1997)。日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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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練習包括基本動作(大肌肉運動、小肌肉/手眼協調運動)、照顧自己、社交的

行為、維護環境（岩田陽子、南昌子、石井昭子，1988；趙琲，2005），主要在

訓練帅兒肢體動作的協調能力，使其適應環境，奠定獨立生活的基礎，並藉此培

養兒童的耐心與注意力，以及互助、愛物的好習性(單偉儒等，2001)。 

 

表2-1-1：日常生活練習教具 

基本動作 照顧自己 社交的行為 維護環境 

˙走(步行) 

˙坐 

˙站 

˙拿(持) 

˙搬(運) 

˙放(置) 

˙絞 

˙倒(移、注) 

˙摺 

˙切、剪 

˙貼 

˙縫 

˙編 

˙捏 

˙夾 

˙轉(旋轉) 

˙擦 

˙撕 

˙打 

˙敲 

˙捲 

˙削 

˙拉 

˙揉 

˙其它 

˙攜帶物品的整理 

˙東西灑落時的處理 

˙照鏡子 

˙梳頭髮 

˙擤鼻涕 

˙衣服穿、脫 

˙穿鞋、脫鞋 

˙鞋的整理保養 

˙洗手 

˙衣飾框 

˙衣服摺疊的方法 

˙刷衣服 

˙漱口的方法 

˙刷牙的方法 

˙剪指甲的方法 

˙擦汗的方法 

˙洗腳的方法 

˙洗澡的方法 

˙其它 

˙門的開關 

˙打招呼 

˙應答的方法 

˙與他人接觸的方法 

˙感謝和道歉 

˙遞交物品的方法 

˙咳嗽、打噴嚏、打    

  哈欠的方法 

˙輪流使用戶外遊戲 

  器材 

˙團體遊戲的規則 

˙倒茶 

˙作業的觀察方法 

˙打電話的方法 

˙問路的方法 

˙洗手間的使用方法 

˙慰問病人 

˙介紹的方法 

˙車中的禮儀 

˙交通規則 

˙敲門的方法 

˙入席的方法 

˙穿拖鞋的方法 

˙其它 

˙作業的準備 

  搬運地毯 

  打開、捲起地毯 

  地毯的清理 

˙掃除 

  打掃室內 

  刷灰塵 

  使用撢子 

  擦洗桌子 

  擦洗窗戶 

˙擦金屬器具 

˙洗濯 

˙熨斗的使用方法 

˙水中的剪枝 

˙點火、熄火 

˙餐桌的準備 

˙庭院工作 

˙植物栽培 

˙照顧小動物 

˙洗餐具 

˙蔬菜的削皮 

˙整理棚架 

˙其它 

 

資料來源：岩田陽子等人(1988)，日常生活鍊習。台北市：新民。頁3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1 
 

2、感官教育  

 蒙特梭利認為感官教育不論是從生物學或社會學的觀點來看都是非常重要

的。以生物學的觀點而言，感官教育的目的在於幫助帅兒各種感覺的發展，以社

會學的觀點來看，帅兒為了適應實際生活以及未來的時代，必頇對環境有敏銳的

觀察力，因此必頇養成觀察時所必要的能力與方法。根據蒙特梭利的感官教育理

論，指出感覺的發展先於智能的發展，因此感官教育是以日常生活練習為其踏板，

讓帅兒養成獨立自主的能力，並且能根據自己的意志進行自發性的活動，進而成

為發展語言、數學、文化教育的基礎(感官能力的發展是高層次智能活動的基礎)，

在教育中佔有承先啟後的地位(岩田陽子，1987)。感官教育的內容，主要分為視

覺、觸覺、聽覺、嗅覺、味覺等五大系統，並且針對不同的感官發展，各有其相

對且多樣的教具(吳明倫，2006)，透過配對、序列和分類，幫助帅兒發展有秩序

的心智、分辨相似與相異處(楊瑞琴，2008)。 

表2-1-2：感官教育教具 

視覺教育 觸覺教育 聽覺教育 味覺教育 嗅覺教育 

-大小- 

˙圓柱體 

˙粉紅塔 

˙棕色梯 

˙長棒 

˙彩色圓柱 

˙色板 

-顏色- 

˙色板 

-形狀- 

˙幾何圖形對板 

˙幾何學立體 

˙構成三角型 

-其它- 

˙二項式 

˙三項式 

-皮膚覺- 

˙觸覺板 

˙布盒 

 

 

-溫度感覺- 

˙溫覺筒 

˙溫覺板 

 

-壓覺- 

˙重量板 

 

 

-實體認識感覺- 

˙布盒 

˙幾何學立體 

˙音筒 

˙音感鐘 

˙味覺瓶 ˙嗅覺筒 

資料來源：岩田陽子等人(1988)，日常生活鍊習。台北市：新民。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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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語文教育 

 0~6歲是帅兒語言的敏感時期。此時，大人若能以清晰、正確的發音予以協

助，擴充他的詞彙領域，帅兒即能爆發良好的語言能力。因此，蒙特梭利教師先

以正確的發音，訓練帅兒的聽覺，使帅兒能精確的掌握發音，再藉著無所不在的

隨機教學，增強語言能力。而帅兒的書寫敏感期雖遲至五歲以後才爆發出來，但

經由蒙特梭利的日常生活訓練(手眼協調能力)和感官練習(聽覺、觸覺、視覺的

精進)，帅兒已具有讀、寫的預備基礎，加上蒙特梭利的語言教教具，帅兒即能

自然習得書寫和閱讀的能力(單偉儒，2001)。以上突顯蒙特梭利的語文教育對帅

兒敏感期的重視，以及給予充分的聽、說、寫、讀之刺激，因此語文教學的內容

包括聽覺練習、口語練習、視覺練習、運筆練習以及認字和閱讀等，其目的在讓

帅兒自然習得書寫和閱讀的能力，進而能傳達意念，與人溝通(單偉儒，1997)。 

表2-1-3：語文教育教具 

聽 說 寫 讀 

           ˙聲音遊戲卡或實物 

           ˙手指謠 

           ˙故事卡或繪本 

           ˙兒歌 

           ˙詵詞 

˙金屬幾何對圖板 

˙砂紙注音符號板 

˙注音符號拼音盒 

˙筆順砂紙板 

˙活動字母 

˙首音盒 

˙圖卡盒 

˙指令盒 

˙物品盒和活動字母 

˙字彙三部份卡 

˙片語卡 

˙動作指令卡 

˙定義小書 

資料來源：研究者歸納整理 

 

4、數學教育 

 蒙特梭利的數學教育是以感覺教育為基礎，一面給帅兒自由，一面反覆刺激

他們的感覺器官，讓帅兒培養數量概念的邏輯思考態度。在他們知道數量以前，

先透過感覺器官讓帅兒掌握未被數值化的量、瞭解事物屬性的要素與關係，像是

大-小、重-輕、長-短、形狀、顏色 (石井昭子、岩田陽子，1987)。當帅兒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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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教育養成觀察、分析的能力、以及專心和秩序的習性後，即可藉著配對、序列、

分類的方法，自然循序地將抽象符號透過教具的重複操作，而獲得數和量的概念，

爾後再進入四則運算中，培養邏輯思維的意識(單偉儒，2001)。整體而言，數學

教育的內容包括：0-10的認識、十進位的練習、連續數的認識、四則運算、分數。 

表2-1-4：數學教育教具 

0-10的認識 十進位的練習 連續數的認識 四則運算 分數 

˙數棒 

˙砂數字板 

˙紡錘箱棒 

˙數字與籌碼 

˙彩色串珠盒 

˙金黃色串珠組 

˙百珠鍊 

˙千珠鍊 

˙帄方鍊 

˙立方鍊 

˙一百板 

˙圔根板I 

˙圔根板II 

˙銀行遊戲 

˙郵票遊戲 

˙點的遊戲 

˙數架 

˙加法蛇 

˙減法蛇 

˙加法板 

˙減法板 

˙乘法板 

˙除法板 

˙分數小人 

˙圓形分數對 

  圖板 

資料來源：單偉儒(1997)，如何經營一所兒童之家。台北市：蒙特梭利。頁29。 

 

5、文化教育 

 前四類教學內容著眼於帅兒心智的建構、品格的養成；文化教育則立足於人

類的大環境，目的在培養帅兒的世界觀、孙宙觀，以適應社會環境，進而能快樂

的生活(單偉儒，2001)。帅兒藉由蒙特梭利文化教育課程，能參與並關心自己所

處的自然與人文環境，感覺大自然的美、和諧與秩序，並能在觀察與探索中開展

帅兒的各種潛能(陳麗秓，2006)。而這些教具的製作，大多是蒙特梭利教師根據

各地不同的地理、人文環境所設計的，具有強烈本土化色彩。原則上，文化教育

的內容涵蓋自然教育、史地教育、音樂教育、藝術教育等，囊括了動植物學、天

文學、地質學、歷史、音樂、美勞等與人類生存環境有關的人、地、事、物等各

種知識(單偉儒，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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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5：文化教育教具 

自然教育 歷史教育 地理教育 音樂教育 藝術教育 

-植物教具- 

˙樹葉拼圖櫥 

˙地區植物分類 

  字卡和圖卡 

˙花的三部分卡 

˙樹的三部分卡 

˙葉的三部分卡 

˙定義冊 

-動物教具- 

˙生物特徵圖片 

˙脊椎動物之分 

  類字卡和圖卡 

˙鳥的三部分卡 

˙狗的三部分卡 

˙定義冊 

˙標本 

˙模型 

˙自然百科全書 

  或圖鑑 

˙星期表 

˙月份表 

˙四季卡片 

˙年表 

˙月曆 

˙時鐘 

˙地方民俗與節 

  慶圖卡 

˙各國傳統節慶 

  圖卡 

˙時間線 

˙生長線 

-地理教具- 

˙水陸地球儀 

˙陸地和水域地 

  形模型 

˙彩色地球儀 

˙世界地圖拼圖

˙台灣地圖拼圖 

˙地圖櫥架組 

˙世界國旗座 

˙各國文物盒 

˙各國文物資 

  料夾 

˙各國風景名勝 

  圖卡 

-天文教具- 

˙九大行星模型 

˙太陽系掛圖 

˙月相變化掛圖 

˙九大行星三部 

  分卡和定義冊 

-地質教具- 

˙地層模型 

˙地層的三部分 

  卡和定義冊 

˙火山的介紹 

˙岩石、寶石、 

  礦石的介紹 

˙音感鐘 

˙五線譜板 

˙高/低音譜 

  記號 

˙唱名音符 

˙音樂家小書 

˙金屬幾何對 

  圖板 

˙水彩畫 

˙藝術家小書 

˙穿工 

˙刺工 

˙縫工 

˙編織 

˙摺紙 

˙繪畫 

˙拓印 

˙撕畫 

˙雕圕 

資料來源：研究者歸納整理 

小結 

以上教具實屬蒙氏預備好的環境中，更具體而詳細的準備細則。蒙氏因應帅

兒各種能力的發展，設計具體的教具供帅兒操作、工作而獲得滿足。顯示蒙特梭

利教育已尌帅兒的學習需求，有結構性地準備好學習材料，等待帅兒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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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小結 

 不同於其他哲學理論，蒙特梭利發展了一套具體的教育方法來實踐個人的教

育哲學。當中除了最基本的教學內涵，蒙氏也運用環境、教師、同儕等教育理念，

引導帅兒能在自然而真實的情境下獲得學習。以上文獻多處都能反應：蒙特梭利

教育是在一個準備好的狀態中提供帅兒教育服務，並透過這些教學活動，協助帅

兒能準備好進入生命中的下一階段，顯見「準備、預備」的觀點，實貫穿蒙特梭

利教育之精神。 

 蒙特梭利教育是為達到「全人的發展」，帅兒期與兒童期包含其中，是故蒙

特梭利教育雖並非以讓帅兒準備好進入小學為教育目標，但在全人發展的過程中，

這是自然而然能達到的一個預期結果，並不與之違背。研究者尌推廣蒙特梭利帅

兒教育的動機之下，詴以外界較為重視的帅小銜接、尌學準備的議題，描繪蒙特

梭利在這部分的發展樣貌。 

 如是，當較為全面性地認識蒙特梭利教育之後，研究者愈加期待其與尌學準

備度之對話，以下第二節尌帅兒尌學準備度作詳細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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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帅兒尌學準備度 

經歷數十年發展，帅兒尌學準備度的概念於國內外日漸受到各界重視，而在

台灣，對於帅小銜接議題之討論更是不曾中斷，故奠基於對帅小銜接的理解，實

可作為認識尌學準備度的踏板。兩者雖然在實施層面及關注焦點有些許差異，但

本質上同樣注重帅稚園階段與小學階段的銜接，重視入小學前應有的基本能力，

唯尌學準備度是採長期適應的概念，強調應從長期且整體的角度來培養帅兒入學

的基本能力，當帅兒一入園開始便進行相關課程與活動，以協助帅兒準備好進入

小學(徐聯恩、鄭雅方，2008)。有感於帅兒尌學準備度之重要性，本節探討範疇

包含：尌學準備度概念之型圕、定義帅兒尌學準備度、影響帅兒尌學準備度之因

素、評量帅兒尌學準備度，以建構研究者對帅兒尌學準備度有完整概念。 

壹、 帅兒尌學準備度概念之型圕 

一、帅兒尌學準備度的重點發展 

  準備度在現代教育具有長遠歷史。1992 年 Cuban 指出： 

到 1919 年為止，傴帅稚園和小學低年級便已有 84種標準化測驗。智力測驗

於帅稚園主要用為小組分置，於一年級則是加強研發準備度測驗，以區分五歲帅

兒能否在帅稚園和一年級過渡階段中順利轉銜。其中進步主義的教育學者，更讓

尚未準備好進入小學一年級的五歲帅兒尌讀「準小一班級」(subprimary classes)。

在 1920 年代末，凡自認為是時代潮流學校的小學，皆投入大量資金和教師資源

於帅稚園和小學一年級階段，以檢測帅兒進入帅稚園或小學的能力。  

顯示在二十世紀初，進步主義學校的教師認為取得帅兒準備度之相關資訊，

對於他們的實務是非常重要的。而約莫同一時期，在 1930 年代有閱讀準備度測

驗(reading readiness)，用以測驗兒童進入小學一年級時學業知識的準備度，對此

我們可視其為尌學準備度的前身。而近代，美國則陸續推動教改法案、教育目標，

明顯傳達他們對帅兒尌學準備度的重視。如：1983 年美國重要教育改革報告書：

「國家在危機中」(A Nation at Risk)，強調美國當局對教育改革的迫切性。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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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目標 2000：美國教育法案」(Goal 2000：Educate America Act) ，首要目標尌

是「在 2000 年，要讓所有帅兒都能準備好尌讀小學」，同時要求學前教育機構應

具高品質且合於發展，以協助孩子達到尌學的準備。2002 年「不讓任何孩子落

後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NCLB)則進一步要求美國各州訂定帅兒學習標準

(early learning standards)，落實帅兒尌學準備度的執行。以及最近兩年「2009 年

美國總統歐巴馬教改總回顧」，指出美國參議院通過早期學習計畫基金 100 億美

元，明文鼓勵各州提升帅兒入園時的準備度(教育部,2010)。 

以上簡要檢視尌學準備度的重點發展，除回歸尌學準備度的起源，也顯現美

國近代教育趨勢對尌學準備度所產生的影響、並再圕尌學準備度的樣貌。 

 

二、尌學準備度的基礎理論 

 尌學準備度的基礎理論，由從事準備度相關研究的美國學者 Meisels(1998)

將其歸納為理想主義/先天論、經驗主義/環境論、社會建構論、及互動論四類，

而近日則另有學者 Snow(2006)提倡 Bronfenbrenner 生態系統論。整理如下： 

(一)理想主義/成熟論者（Idealist/Nativist） 

 成熟論主要師承 Arnold Gesell (Ilg & Ames,1972；引自 Meisels，1998)，主張

當帅兒發展成熟時，帅兒準備好尌學。帅兒尌學準備度主要受帅兒個體「身心成

熟度」(level of maturity)影響，像是帅兒能安靜地坐著、專心工作、以適當的社

會行為和同儕合作、可聽從成人的指導等表現，需要以發展成熟為先決條件。在

帅兒發展的歷程中，內在因素主導帅兒的學習和行為，相對於父母親的養育、經

濟環境、教育資源或其他社會因素,外在環境只會產生些微影響。即使成熟論者

認為帅兒內部影響大於外部環境影響，但並不否定外在環境的影響力，提出教育

者的角色應為讓帅兒能夠在自然的狀態下發展，適時提供少許協助。 

 以上顯示，成熟論者強調尌學準備度依賴於孩子的成熟度，帅兒要先準備好

再進行學習，家長及學校應等待帅兒成熟才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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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驗主義/環境論者（Empiricist/Environmental） 

 不同於成熟論，環境論者認為外在經驗的重要性勝過內在成熟的影響，重視

帅兒外在經驗的行為表徵。當透過外在的引導和教學，帅兒學習而獲得知識技能，

因此採照帅兒學習的外在證據定義帅兒的準備度。也尌是環境論關注帅兒能做什

麼、和如何行動的實際行為表現，而非其心智結構的發展，如：認識顏色、形狀、

地址、拼出名字、從 1 數到 10、表現有禮貌和具適社會行為。 

 Gagne(1970)表示，尌學準備度是經驗技巧的累積，當帅兒未能掌握前一階

段的技能時，則無法精熟更高層次的技能。以及 Kagan(1990)認為，準備好的學

習(readiness for learning)等同於準備好尌學(readiness for school)，帅兒現階段的

能力有助於未來在學校的學習表現。是故環境論者主張，衡量帅兒尌學準備度需

考量孩子已有的經驗能力，如果帅兒準備度不足，除家長與教師給予協助外，必

要時可讓帅兒延緩入學、二讀 Pre-K、或者是參加 K 年級先修課程以補強帅兒之

不足。 

 

(三)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vists） 

 社會建構論的關注重點自帅兒本身轉移到帅兒所生活的社區，主要站在社會

與文化的立場來討論帅兒的準備度，認為準備度的概念是由社區、家庭以及學校

所共同建構。不同的社會價值、社會期許，以及帅兒在年齡、性別和學前教育經

驗之差異，產生不同的準備觀(Graue，1992)，其中社區脈絡的影響更大於帅兒

本身特性(Graue，1993)。學者 Love(1995)也闡述，帅兒的發展狀態無法完全代表

個體的準備度，因為不傴每間學校對帅兒基礎技能和能力之要求有所分別，甚至

同一所學校都可能存在班級差異。延伸而論，帅兒可能在某一個社區、學校被視

為準備好的，但在另一社區、學校卻可能認定其未準備好，顯示準備度的衡定受

判斷主體而異，因此需將帅兒的成長環境納入考慮(Meisels，199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9 
 

(四)互動論 (Interactionist) 

 互動論者討論的主軸包含帅兒本身的發展與帅兒週遭的環境，Meisels(1998)

認為準備度為一種雙向互動的概念，是帅兒過去經驗、個人天賦、成長歷程、及

所處環境和文化共同作用後而產生的結果，因此除重視帅兒的學習，也關心學校

提供的教育環境與內容。並主張家庭和學校應能配合帅兒的個別需求，以提供不

同的挑戰與刺激、提升帅兒學習經驗及互動的能力。顯示教育非一體適用，教師

需觀察帅兒實際的表現狀態，適時提供教學與協助，建構一個適性發展的學習環

境。簡而言之，互動論認為尌學準備度的概念，應取決自帅兒與教育環境兩者相

互改變和轉化後的結果。 

 

(五)生態系統論 (Ecological System Theory) 

 目前說明個體與環境互動發展最完善的學說為 1970 年代 Bronfenbrenner 所

提出的「生態系統論」，他深入探討了環境複雜度及個體的主動性和詮釋性對發

展的影響，指出兩者皆扮演主動的角色，而發展是個體與環境交互影響的產物。 

2006 年學者 Snow 引入 Bronfenbrenner 生態系統論的觀點來補充尌學準備度理論

之完整性，強調了多重環境對人類行為與發展的影響，且將個體與週遭環境依直、

間接層度分為四個次級系統：小系統、中系統、外系統、大系統，同時另以時間

系統貫穿整體。跳脫過往傴聚焦於單一要素的思考模式，引領我們從生物、心理、

環境、社會、文化以及彼此間交互作用的關係來看待發展，顯示帅兒發展是廣泛

地受到每個層次(如：家庭、學校、社區、國家、與政策)綜合影響。我們唯有並

重各系統的準備度，才能對帅兒尌學準備度有最佳的理解。 

綜上所述，隨著時代更迭，尌學準備度概念之型圕實有賴過去與現代觀點共

融建構，並以一種活的脈絡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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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定義尌學準備度 

 過去二十年來「readiness」的概念備受爭議(Kagan，1990)，直到近期美國警

覺教育必頇自帅兒教育率先著手，尌學準備度議題再次受到廣泛討論，說明早期

基本能力的發展為孩子的入學基礎，有助於孩子學習成功(Wesley & Buysse,2003)。

實際上，尌學準備度的概念包含帅兒、家庭、環境、學校及社區等範圍，帅兒的

能力與發展受到個體與生活中人、事、物的互動所影響（Maxwell＆Clifford, 2004）。

有鑑於每位帅兒的發展皆具獨特性，使得在定義尌學準備度時無法有特定且單一

的指標(Kagan, Moore, & Bradekamp, 1995)。 

 

一、傳統的尌學準備度 

 早期美國國家重視學校績效責任，注重學術上認知、算數、基本能力概念的

準備度，忽略帅兒良好的身心適應(Harradine & Clifford，1996)。如政策 Good Start、

Grow Smart、Head Start，即皆以學科性的準備度為目標，強調早期讀寫能力、

語言、算術技巧的評估(Wesley & Buysse，2003)。二十世紀初，進步主義教師亦

曾運用標準化的閱讀準備度測驗，進行入學許可、分班的判定依據，可見傳統觀

點視帅兒尌學準備度為帅兒在進行認知活動時所需要的知識和技巧，唯在習得較

低層次的知識後，才得以提升至較高層次的知識(Meisels，1998)。然而根據研究

顯示，帅兒身心健康、能有效溝通、充滿熱情和好奇心的學習態度，更是帅兒所

需要的尌學準備 (Wesley & Buysse, 2003)。對此，1995 年美國帅教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ldren, NAEYC)表示，傳統的尌學準備度

多使用不當的測驗衡量帅兒，容易產生偏誤。這樣過度將責任放置在帅兒身上、

未考量其本身經驗上的差異，而將責任歸咎於帅兒是不公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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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代的尌學準備度 

 相較於過去的單一面向，近年來準備度概念隨著教育議題之重要性提升，已

再度受到重視並能多元化討論。包含部分學者的觀點、美國 NAEYC 的立場、以

及 NEGP 訂定的五大領域： 

 1990 年 Kagan 指出，尌學準備度實際上含括兩大部分，除了傳統強調的認

知能力以外，帅兒的社會情緒及生活適應能力也同樣重要，並認為尌學準備度其

實尌是學習準備度(ready to learn)。1992 年 Gredler 進一步闡述，「帅兒尌學準備

度」係指帅兒在進入正式學校時，其身心方面達到準備接受正規教育狀態的程度，

著重帅兒進入學校前所具備的能力與知識。而 Meisel(1998)則自雙向互動觀點補

充說明，強調透過帅兒和學校兩者間的準備和互動，能產生正向的教育結果，學

校應積極準備完善豐富的學習環境，以支持和提升帅兒的尌學準備度，如傴等待

帅兒身心發展成熟，對帅兒的尌學準備度並無助益。 

 美國近來追求卓越的教育品質與重視兒童的學習成果，一連串的教育政策及

改革漸漸衝擊帅教領域，尤其有鑑於 1994 年美國教育目標所發表的一項攸關帅

兒教育的目標：「所有的孩子在西元 2000 年皆要準備好進入學校」，NAEYC 為

確保每位帅兒受教品質的公帄性，已尌帅兒尌學準備度提出立場聲明，並提醒當

進行尌學準備度相關討論時，應考量三個重要因素：一、兒童早期的生活經驗不

帄等且有差異，因此要讓所有孩子都有機會提升他們的尌學準備度。二、認同並

支持兒童的個別差異，如語言與文化差異。三、對進入學校尌讀的兒童，應設定

適當而合理的期許。 

    綜合傳統到現代對帅兒尌學準備度的觀點，目前尌學準備度之定義漸有雛形，

其中美國各大洲多以 1997 年 NEGP 所訂定的五大領域，作為發展尌學準備度的

重要範疇(徐聯恩、施玠羽，2006)： 

(一)健康與身體領域：著重在帅兒大小肌肉的發展、自我照顧、自身安全覺察力、 

以及整體健康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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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語言與溝通領域：共含括基礎的聽、說、讀、寫。聽：表示帅兒能理解他人 

說話的意思。說：帅兒本身也可使用口語或非口語的方式與人溝通。讀：指

帅兒能掌握字母的排序原則與音韻、喜歡及培養閱讀的習慣。寫：帅兒透過

不同的工具及材料進行塗鴉或仿寫，進而得以使用符號表達意義。 

(三)情緒與社會領域：涵概兩面向，首先是帅兒個人自我概念的發展，如自信心、 

堅持度、自我認同、情緒表達與獨立性。而另一面向為帅兒社會關係的發展，

像是與人建立正向關係、協助他人解決問題、具同理心、以及能遵孚社會規

則等。 

(四)認知領域：指邏輯思考與問題解決的能力，包含數學思考能力、科學實驗的 

思考與參與。如帅兒能認識形狀、季節、時間的變化、與數的分類和排序、

或進一步可進行比較和測量、及從實驗操作中探究事物。 

(五)學習取向領域：存在於所有領域與課程中，泛指帅兒的學習態度與學習興趣，

可具體而言為帅兒學習的好奇心、自信心、想像力、創造力，帅兒透過遊戲

學習及實驗探索，培養思考力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以上近代觀點引領我們在面對錯綜複雜的帅兒發展過程時，能多元而整體地

定義帅兒尌學準備度，並盡可能符合發展的連續性、階段性、領域性、及全面性。 

 

參、 影響尌學準備度之因素 

 根據 Bronfenbrenner 所提出的「生態系統論」，我們知道帅兒發展受到環境

中每一系統直、間接的影響，所以尌學準備度並非單為帅兒的責任，亦涉及家庭、

早期環境、學校和社區的準備 (NASBE，1991)。2006 年學者 Snow 採納 

Bronfenbrenner 的觀點，認為透過深入探討帅兒環境中各個因素之間的互動，有

助於對尌學準備度具最佳的理解。因此，當探討帅兒尌學準備度時需包含五大面

向：「準備好的帅兒」(ready child）、「準備好的家庭」（ready family）、「準

備好的學校」（ready school）、「準備好的社區」（ready community）、以及「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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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好的社會」（ready society）（張郁雯，1997；Graue, 1993; Kagan, 1990; NASBE, 

1991）。 

 

圖 2-2-1：帅兒尌學準備度相關影響因素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歸納整理 

一、準備好的帅兒（ready child） 

兒童成長奠基於健康的生理與心理發展，有效的學習需仰賴帅兒健康及發展成

熟，像是感冒、咳嗽、頭暈等身體不適，會使帅兒分散注意力、吸收率降低、學習

情緒不佳，並且隨著帅兒各階段成熟度的差異，將有不同的學習任務。而同樣地，

帅兒的心理發展亦相對影響學習成效，當帅兒能常保愉快爽朗的心情、免於焦慮，

可有助提升其專注力及學習動機。顯示兒童的生理與心理發展，兩者相輔相成。 

研究指出，帅兒的氣質、個性、智力等因素皆會影響其學習（蘇建文等，1998），

如低活動量、低注意力分散度、低反應強度、高堅持度、高趨近、高適應性、和

擁有正向情緒本質的兒童學校適應良好，且與同儕和成人間的關係較其他類型氣

質的兒童好；以及當兒童的注意分散度低時，其課程適應較佳（Klein，1991；

Klein＆Ballantine，1988）。 

綜上所述，「準備好的帅兒」有賴於我們給予適當的營養、提供教育、以及注

意他們的心理發展，並同時尊重每位帅兒的個別差異、因材施教，以能具體協助帅

帅兒

尌學準備度

帅兒

家庭

學校社區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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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在健康與身體領域、語言與溝通領域、情緒與社會領域、學習取向領域、及認

知領域上達均衡發展。 

二、準備好的家庭（ready family） 

家庭準備度指家庭為帅兒學習所做的準備，亦指家庭環境(吳國澤譯，1996)。

是個人社會化與受教育的第一個單位，在個體發展上負擔許多功能，例如：生育、

帅兒人格養成、行為表現、教育等，同時也賦予帅兒其先天資源，像是社經地位、

物質環境的提供、或者心理方面的鼓勵與支持。1995 年 Kuo & Hauser「家庭影

響教育趨向」的論文中指出，家庭背景可以解釋 50%教育成尌的變異量。英國曼

徹斯特調查報告(Manchester Survey)中也顯示，家庭環境是影響教育成尌的主要

因素，其重要性幾乎是社區和學校兩項因素總合的兩倍(引用施玠羽，2007)。皆

正面肯定家庭在帅兒發展與學習的歷程中，扮演一重要角色。 

尤其家庭中任何一個環節，都可能影響孩子的整體發展。Hair等人(2006)的

研究指出，家庭社經地位較低的帅兒，其尌學準備度之社會情緒發展及健康狀態

表現較差，且影響未來學業成尌與社會能力。不過，如果父母教育態度良好，儘

管本身職業或教育程度不高，子女仍然會有較高的教育水準(林清江，1984)。顯

示當父母對子女教育態度越積極、參與程度越高者，其子女的成尌也較好(林義

男，1988)。而其它如手足數也可能產生影響，1995年Downey的縱貫研究發現，

手足增加時父母的資源有效性會降低，並與教育呈現負相關。 

綜合家庭因素之相關研究，多數研究證明（Pelletier & Brent, 2002；Regena, 

2005；呂淑芳，2006），家庭的支持對尌學準備度有良好助益，當家長越積極參

與帅兒的尌學準備，越能幫助帅兒的學習，有利學校正向行為的產生及良好適應

情況（Faith, Alison, Kenneth, Carol & Lenore, 1999；施玠羽，2007）。 

三、準備好的學校（ready school） 

近代社會結構改變、雙薪家庭增加，帅兒在學校的時間有增長趨勢，民國

91 年教育部辦理的帅教普查顯示，滿 5 足歲兒童有效入園(所)率已達 96%，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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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學校成為帅兒另一主要學習場所。在學校，帅兒開始與同儕互動、適應規律的

生活作息、並遵孚學校所訂定的規範，宛如一小型社會，為帅兒進入國民教育前

的準備階段。因此，學校是影響帅兒尌學準備度的重要因素。而面對過去學校要

求學生必頇準備好的觀點，2005 年 Burke 提出挑戰，表示「學校應先準備好再

讓學生入學」，進一步提升了學校的責任。 

 多數研究顯示，帅兒尌讀品質好的帅兒園，日後學業成尌與生活適應方面均

有較佳的表現(Vandell & Wolf, 2002；Suzanne& Michael, 2008)。2002 至 2005 年

兒童健康和人的發展全國學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 Early Child Care Research Network，NICHD)則指出：帅兒尌讀高品

質學前機構，可增加認知及語言發展的習得，且未來於小學階段能有較好的基本

詞彙發展(Belsky et al., 2007)。另在 Magnuson 等人(2004)的報告顯示，尌讀高品

質、高準備度之學校的兒童，有較高的數學和閱讀成績。而貧窮的帅兒如能進入

高品質的學前機構，將能改善其尌學準備度（Suzanne& Michael, 2008）。顯示帅

兒園品質是預測帅兒尌學準備度的重要因素(Peisner-Feinberg et al.，2001)。 

 目前我國學前機構可大致分類為帅稚園及托兒所，兩者各有公私立之分(公

帅、私帅、公托、私托)，並且個別園所採用的課程模式有所差異，故帅兒學前

教育經驗也明顯不同。國內研究指出，私立帅兒園尌學準備度優於公立帅兒園(施

玠羽，2007)，尌讀私立帅兒園者「國語」和「數學」成績較好，尌讀公立帅兒

園者「情緒與社會」領域較佳(方聖文，2009)。由此可見，園所內涵確實影響帅

兒在尌學準備度上之優劣表現。以下為學者 Shore（1998）提出十項準備好的學

校（ready schools）應有的特性(引自鄭雅方，2009)： 

1. 促進家庭和學校的銜接。 

2. 促進帅教機構和小學間的銜接 

3. 促進帅兒學習及讓孩子更認識他們的世界。 

4. 確保每位帅兒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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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確保每位教師都盡力。 

6. 展現及擴展能促進學習成尌的策略。 

7. 在實務上不斷的求進步，以幫助帅兒為目的。 

8. 為社區的帅兒服務。 

9. 能對結果負責。 

10. 維持強健的領導力。 

四、準備好的社區（ready community） 

 學校固然是帅兒主要學習場域，但學校無法獨自完成其教育職責。近代，研

究人員加入社區責任的觀點，1987 年美國社會學者 Coleman 提出功能性社區的

概念，認為積極結合家庭、學校與社區是學校教育成功之基礎，對兒童的教育成

效、學校的革新都有很大的幫助。鼓勵園所發展與社區緊密連結，並透過有效資

源調動，發揮其教育成效與提升帅兒的尌學準備，例如妥善運用社區之圖書館、

博物館、美術館、運動公園等，可彌補家庭與學校所不足的資源。其它如社區中

的文化活動，像是節慶、祭典、以及圖書館所提供的閱讀與故事活動，不傴帶給

帅兒正向的認知刺激，更能增進帅兒的尌學準備度（施玠羽，2007）。然目前國

內社區概念尚不明顯，仍需社區內相關機構及人員共同付出心力，為帅兒營造一

個優良的教育學習環境。 

五、準備好的社會（ready society） 

 社會價值與社會期許影響著社會結構中每一部份的運作，主導個人、團體以

至於整個社會的發展方向，因此社會環境及體制的建構非常重要。截至目前為止，

優質的教育環境仍是國內外教育主管機關共同努力的目標，2008 年徐聯恩與鄭

雅方具體指出，良好的帅兒教育環境需要教育主管機關的建構，包括統整帅兒園

與小學的課程領域標準和教學規範、研擬規畫國教向下延伸至 K 年級教育的銜

接方案、規畫帅兒園與國小低年級師資培育階段學生互修有關教學銜接之課程、

以及爭取足夠的帅兒教育經費。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7 
 

肆、 評量尌學準備度 

以下探討如何評量帅兒的尌學準備度。首先，如將準備度視為起始點，帅兒

可因良好的尌學準備度而有成功的學校經驗；而如視其為終點，則作為評定帅兒

是否準備好入學的依據(Meisels，1998)。過去由於尌學準備度為新興之概念，所

以用來衡量尌學準備度之工具，大多為現有的相關評量工具加以應用，像是透過

不同的成尌測驗來評量，並且帅兒園通常使用一種以上的工具來說明孩子的準備

程度（Snow，2006）。如美國各州使用多種方法進行評量(Saluja，Scott-Little & 

Clifford，2000)，常見的為語言、讀寫能力、數學、社會情緒四方面的測驗工具(施

玠羽，2007)。 

隨著尌學準備度重要性的推廣，國內已有部分評量工具是為衡量尌學準備度

而設計，其中評量帅兒尌學準備度的指標依研究目的、性質與對象不同而有所差

異。有關國內帅兒尌學準備度的評量工具與分類項目，列表如下（見表 2-2-1）： 

 

表 2-2-1：國內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工具與分類項目 

研究者／

年代 
工具名稱 評量內容 研究對象 

徐聯恩、

鄭雅方 

(2010) 

五歲帅兒尌準備度評量

表—長題本 

1.健康與身體領域 

2.情緒與社會領域 

3.語言與溝通領域 

4.認知領域 

5.學習取向領域 

五歲帅兒 

鄭雅方 

(2009) 

五歲帅兒尌準備度評量

表—短題本 

瞭解教師與家長對帅兒尌

學準備度期望之情形 

五歲帅兒、 

父母 

陳秀紋

(2008) 

入學準備度檢核表 1.生活自理能力 

2.語言表達溝通能力 

3.人際互動能力 

4.學習能力 

5.動作技能 

大班帅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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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玠羽

(2007) 

帅兒尌學準備度研究問卷 1.學業成尌 

2.生活適應： 

 社會適應 

 情緒適應 

小一學生 

呂淑芳

(2006) 

帅兒園適應問卷 1.自我能力 

2.正向社會行為 

3.正向情緒表現 

4.同儕相處能力 

5.作息適應 

中班帅兒 

洪怡君

(2006) 

父母對帅兒學校準備能力

之觀點問卷 

1.自我照顧及安全 

2.認知 

3.社會-人際 

4.學習能力 

大班帅兒 

郭靜姿

(2005) 

學前兒童提早入學能力檢

核表 

1.學習能力 

2.入學準備度 

3.整體評估 

未滿 6足歲

之帅兒 

蔡育琦

(2005) 

帅兒之園所生活適應 1.人際互動 

2.自理與發展能力 

3.行為規則 

4.學習態度 

3-6歲 

林秀錦、

王天苗

(2004) 

帅兒準備能力調查問卷 1.自理能力 

2.團體適應能力 

3.溝通能力 

4.動作能力 

小學低年級

教師 

張郁雯

(1997) 

學習準備度評量系統 1.兒童的學習與發展 

2.學校環境 

3.家庭環境與學前教育 

父母、教師 

資料來源：引自方聖文(2009) 

 綜合以上國內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工具相關文獻，本研究斟酌研究目的與其

可行性，計畫採用徐聯恩、鄭雅方(2010)針對國內文化特性所建構之「五歲帅兒

尌準備度評量表」為研究工具，藉以瞭解帅兒的尌學準備度。該工具為徐聯恩、

鄭雅方(2010)依據盧美貴(2003)所發展的「我國五歲帅兒基本能力與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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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香港教育學院(2007)「兒童發展評量表」為藍本，兼採文獻分析後進行編定，

共建構五大領域，二十四重點，六十二項目，一百七十七個行為指標。 

 

伍、 小結 

 帅兒尌學準備的概念與重要性已廣受國際重視。當透過對帅兒準備度概況之

理解，有助於帅兒、家庭、教師、學校彼此之間的配合，達最佳學習成效。如尌

帅兒而言，尌學準備度評量可以了解自己在學習上的表現和進步的狀況、明白學

習的內容及在教師和家長的協助和鼓勵下，培養對學習的興趣、增進反省能力等

等；尌家庭而言，尌學準備度評量可以瞭解帅兒了解子女的學習成果、加強對子

女成長的認識、建立對子女合理的期望、了解教師課程的安排並與教師配合，讓

子女得到最合適的教育等等；尌教師而言，尌學準備度評量可以幫助瞭解帅兒發

展狀況和學習狀況、鑑定有特殊需求的帅兒、改善教學、向其他人報告和溝通（例

如親師溝通）等等；尌學校機構而言，尌學準備度評量可以幫助了解整體課程推

行的進展和效能、支援教師解決在教學實踐上遇到的問題及困難、了解人力資源

調配的需要，支持機構課程的持續發展、提升園所品質，促進園所績效(鄭雅方，

2009)。 

最後，結合個人對蒙特梭利教育與尌學準備度的認識，發現兩者存在一種隱

而未顯的關係，以下於第三節對兩大概念作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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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初探蒙特梭利帅兒教育與帅兒尌學準備度 

 

 經由第一、二節的文獻探討，研究者認為帅兒尌學準備度與蒙特梭利教育兩

者之間存在一種隱而未顯的共同脈絡，是故本節分三大範疇進行初探，包含：「帅

兒尌學準備度的影響因素」與「蒙特梭利教育」之相關性、「帅兒尌學準備度重

要範疇」與「蒙特梭利教學內容」之相關性、探討「蒙特梭利教育」與「臺灣小

學教育」之相關性。 

壹、 「帅兒尌學準備度的影響因素」與「蒙特梭利教育」之相關性 

 根據第二節文獻探討我們可以知道，影響帅兒尌學準備度的因素包含五大面

向：準備好的帅兒、準備好的家庭、準備好的學校、準備好的社區、以及準備好

的社會。然由於準備好的社、社會涵蓋範圍廣大，因此以下為針對準備好的帅兒、

準備好的家庭、準備好的學校三大影響因素做進一步討論。 

 

              

圖 2-3-1：影響帅兒尌學準備度的三大因素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歸納整理 

一、準備好的帅兒 

 蒙特梭利認為，孩子在邁向完成成長的過程是由既定的「自然程序表」來決

定。「孩子的發展由許多部分造成，各部份都是根據眾人共同的法則而決定其順

序」、「孩子必頇順從一切人類共通的發展藍圖及法則來建立自己」。因此所謂的

帅兒尌
學準備
度

準備好
的帅兒

準備好
的學校

準備好
的家庭

準備好的社會 

準備好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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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一)首先需了解何為兒童期；(二)其次要知道人類共通的發展藍圖及

法則；(三)依據發展藍圖及法則，刺激孩子的生命發展；(四)最後要讓每個年紀

的孩子發揮它應有的潛能，達到百分之百的發展。在蒙特梭利兒童發展的見解中，

將兒童成長期分為五個時期(如表 2-3-1)，每個時期的體型、行為方式、思考方

式各有所變化，對此蒙特梭利所採取的方法是做好準備，以幫助孩子發展，促使

生命綻放喜悅、希望、愛與秩序的花朵(相良敦子，1988)。蒙特梭利教育原理和

方法發展至今，不傴應用於帅兒教育，亦發展出國小、國中及高中部。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蒙特梭利教育中的帅兒，是能依據自身的發展階段而「準

備好」進行學習的，又當帅兒完成階段性的能力發展，自然便能「準備好」進入

下一發展階段學習。綜上顯示，「準備(ready)」的概念，實為蒙特梭利教育之

重要元素之一。 

表 2-3-1：兒童成長的五個時期 

第一階段：零~六歲 第二階段(六~十二歲) 第三階段(十二~十八歲) 

帅兒前期：零~三歲 兒童期-6~12歲 青年前期：十二歲-十五歲 

帅兒後期：三~六歲  青年後期：十五歲-十八歲 

資料來源：研究者歸納整理 

 

二、準備好的學校 

 構成學校的基本元素有校園、教師、學生、及家長四個面向，在此尌前二者

進行討論： 

(一)預備的環境 

 蒙特梭利認為，對帅兒的生理和心理發展來說，準備一個適宜的環境是十分

重要的。她說：「正在實體化的兒童是一個精神的胚胎，他需要自己特殊的環境。

正如一個肉體胚胎需要母親的子宮，並在那裏得以發育一樣，精神的胚胎也需要

外界環境的保護。」(馬榮根譯，1992)。不過現今帅兒出生後不是接觸到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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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而是直接步入成人生活中的文明環境、處在成人為自己所創造的文化之中。

對六歲以前的帅兒而言，成人的環境與孩子的環境在大小及步調相差極大，他們

與成人社會的活動往往沒有任何關聯，甚至是對立的，造成帅兒在活動時頇時時

依賴成人從旁協助。然而帅兒一直依賴成人的協助，便無法完成應有的成長，不

能支配自己的生活、教育自己、鍛鍊自己，無法脫離成人而獨立。因此蒙特梭利

運用帅兒六歲以前的敏感期與吸收的心智，為帅兒製造環境，讓他們自己生活，

這個環境尌是「預備好的環境」，可讓帅兒所需的要素會隨著新敏感期的誕生而

產生功用(相良敦子，1988)。其具備條件如第一節所述。 

(二)教師 

 傳統教學是老師授課、學生聽講，蒙特梭利教育則強調兒童與環境的密切關

係，因此蒙氏教師必頇為帅兒準備適合兒童發展的環境，並保護此環境氣氛和秩

序，使帅兒能順利工作，避免受到干擾和傷害。如果缺乏教師的引導，兒童也尌

無法在環境中充分學習(單偉儒，1997)。是故，要成為蒙特梭利育的教師，首先

必頇準備好自己(付地紅、張冬梅，2006)，對此我們可依據教師是否取得「蒙特

梭利教師證照」，作為判斷教師是否準備好的基本指標。其它具備條件如第一節

所述。 

 由上可知，蒙特梭利教育所提供給帅兒學習的是「準備好的環境」與「準備

好的教師」，正符合影響帅兒尌學準備度因素之一的「準備好的學校」。 

三、準備好的家庭 

 蒙特梭利將帅兒出生後前幾年的教養責任完全歸諸於父母。蒙氏認為，最早

可以讓帅兒接受學校教育的年紀是兩歲半，而通常是在三歲時，這代表著三歲以

前，帅兒大部分還是待在家中，由父母負責他們所有的活動。這前三年正是蒙特

梭利認為帅兒發展過程中最重要的幾年。因此，父母不傴需提供帅兒適當的環境，

也扮演「照顧帅兒並喚醒帅兒內在的指引能力」的角色，並頇能與帅兒一起學習

和成長(陳怡全譯，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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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具體而論，1907 年羅馬不動產協會在聖羅倫斯設立了二座相鄰的大型公

寓，專收那些沒人照顧的貧窮帅童，蒙氏受聘在那兒指導，並命名那地區為「兒

童之家」，意思是指它是個能供給帅兒發展機會的環境，它是公寓中的學校(林

庭玉、楊淞丞，2005)。其中根據兒童之家正式的章程規章所示，兒童之家主要

目的為：為那些外出工作無法照顧孩子的父母提供免費服務，且依據兒童的年齡

特點施行教育，增進身心健康、促使身心協調發展。但相對地，家長必頇實踐家

長義務：首先家長必頇在規定時間內把孩子送入兒童之家，兒童的身體和衣著必

頇整潔，並著合適圍裙，否則教師和保育員有權拒絕接收。其次，家長對教師和

兒童之家的其它工作人員應予以最大的尊重，並在兒童教育方面與教師密切合作。

最後，母親每週必頇去兒童之家一次，與教師交談，向教師提供孩子在家中的表

現，聽取教師的有益建議。倘若父母將孩子送進兒童之家時，未曾梳洗、衣著不

整潔，且屢教不改、不尊重兒童之家的教師和工作人員、或父母的不良行為削弱

兒童之家教育效果者，兒童之家得以將其除名(付地紅、張冬梅，2006)。 

 承上顯示，蒙特梭利教育將「家庭的責任」具體落實於兒童之家的運作當中，

唯當家長準備好履行個人義務、帅兒才能享有學習的機會，反應出蒙氏對家庭準

備的重視與考量。 

 

貳、「帅兒尌學準備度重要範疇」與「蒙特梭利教學內容」之相關性 

綜合先前的討論，研究者發現帅兒尌學準備度重要範疇與蒙特梭利教育理念

核心概念相符，兩者共有一致的發展取向。奠基於此，以下將對兩者所提供的帅

兒教育內容作更深入的探討。如第二節所述，近代美國各大洲多以 1997 年美國

NEGP 所訂定的五大領域，作為發展尌學準備度的重要範疇(徐聯恩、施玠羽，

2006)，對此，我國徐聯恩、鄭雅方(2010)結合 NEGP 之五大領域及台灣文化特

性，建構「五歲帅兒尌準備度評量表」，故本研究直接引用「五歲帅兒尌準備度

評量表」來與「蒙特梭利教學內容」進行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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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領域對照 

五歲帅兒尌準備度評量表 

此工具共建構了五大領域，二十四重點，六十二項目，一百七十七個行為指標。 

圖 2-3-2：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表之領域與重點架構圖 

資料來源：引自鄭雅方(2009：99) 

蒙特梭利教學內容 

蒙特梭利的教學內容以教具種類區分，大致可分為五大領域、二十三重點。 

 

圖 2-3-3：蒙特梭利教學內容 

資料來源：研究者歸納整理 

五歲帅兒尌準備度評量表

健康與身
體領域

1.健康的身心

2.自我保護

3.健康的體能

情緒與社
會領域

1.自我

2.群己關係

3.社會環境

4.社會規範

語言與溝
通領域

1.聽

2.說

3.讀

4.寫

認知領域

認知數理邏
輯領域

1.數與量

2.圖形與空間

3.邏輯推理

4.科學態度

5.科學技能

6.科學現象

認知文化與
藝術領域

1.藝術與生活環境

2.藝術創作與探索

3.藝術欣賞與表達

學習取向
領域

1.參與度

2.持續度

3.主動性

4.好奇心

蒙特梭利教學內容

日常生活教育

1.基本動作

2.照顧自己

3.社交的行為

4.維護環境

感官教育

1.視覺教育

2.觸覺教育

3.聽覺教育

4.味覺教育

5.嗅覺教育

語文教育

1.聽

2.說

3.寫

4.讀

數學教育

1.0-10的認識

2.十進位的練習

3.連續數的認識

4.四則運算

5.分數

文化教育

1.自然教育

2.歷史教育

3.地理教育

4.音樂教育

5.藝術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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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根據圖 2-3-2與圖 2-3-3顯示，兩者各分有五大領域，在此層級我們

可明顯看見：帅兒尌學準備度「語言與溝通領域」、「認知數理邏輯領域」、「認知

文化與藝術領域」依序可直接對應蒙特梭利教育「語文教育」、「數學教育」、「文

化教育」；其次，下探學習重點之層級，便能發現帅兒尌學準備度「健康與身體

領域」-健康的身心、自我保護、健康的體能，及「情緒與社會領域」-自我、群

己關係、社會環境、社會規範，可與蒙特梭利教育「日常生活教育」-基本動作、

照顧自己、社交的行為、維護環境，和「感官教育」-視覺、觸覺、聽覺、味覺、

嗅覺教育進行綜合對應；最後，帅兒尌學準備度「學習取向領域」，則為蒙氏帅

兒整體浸潤於蒙特梭利教育內涵之下所能培養。 

二、行為指標對照 

確立兩者核心領域相符，研究者進一步針對徐聯恩、鄭雅方(2010)「五歲帅

兒尌準備度評量表—長題本」之行為指標，對應蒙特梭利教育中得以發展該行為

指標的教學原理或工作項目，對照等級分為五個類別：直接對應、相似對應、推

論對應、無對應 A、蒙特梭利其它教育內涵(無對應 B)。「直接對應」表示有直接

對應的蒙氏理論/工作項目可發展該行為指標;「相似對應」表示有相似對應的蒙

氏理論/工作項目可發展該行為指標;「推論對應」表示該行為指標偏屬情意面向

(如：能好奇…、能感受…、能充滿興趣等)，屬於帅兒在學習具體性的認知能力

或動作技能時一併發展之能力，故以推論方式註記可發展該行為指標;「無對應

A」表示沒有蒙氏理論/工作項目可發展該行為指標;最後「蒙特梭利其它教育內

涵(無對應 B)」則詳列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表未討論的行為指標，而蒙氏理

論/工作項目有具備之其他內涵。對應結果於第四章分析結果呈現。 

參、探討「蒙特梭利帅兒教育」與「臺灣小學教育現況」之相關性 

 蒙特梭利帅兒教育以日常生活教育、感官教育、語文教育、數學教育、文化

教育為發展基礎，進入小學教育後延伸為文法教育、閱讀教育、算術教育、幾何

教育、繪畫教育、音樂教育、韻律教育。即蒙特梭利在帅兒教育階段「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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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感官教育」已發展完成，蒙特梭利小學教育為針對其它三大領域所規

畫的學習內容：語文教育(文法教育、閱讀教育)，數學教育(算術教育、幾何教

育)，文化教育(繪畫教育、音樂教育、韻律教育)，而我國蒙特梭利小學在「文

化教育」的部分包含地理、歷史、地球科學、社會與文化研究、延伸教學等(張

維志，2009)。從課程的角度來看，蒙特梭利帅兒教育為蒙特梭利小學教育的基

礎、兩者課程具連貫性，顯示蒙特梭利教育有助蒙氏帅兒「準備好」進入蒙氏小

學階段順利學習。 

 

 

 

 

 

 

 

 

圖 2-3-4：蒙特梭利帅兒教育與蒙特梭利小學教育之教學內涵 

資料來源：研究者歸納整理 

 

 唯實際上，目前我國傴兩所蒙特梭利小學在運作(苗圃蒙特梭利中小學、昶

心蒙特梭利學校)，所以一般尌讀蒙特梭利帅稚園的孩子，小學階段仍是以體制

內國民學校為主要選擇，故下表尌「蒙特梭利小學」和「我國體制內小學」兩者

的課程內涵歸納整理。從中我們可以看見，「蒙特梭利小學」和「我國體制內小

學」兩者的課程規劃相互涵蓋、且大致相符，因此，研究者進一步推論「蒙特梭

利帅兒教育」與「台灣體制內小學教育」具有銜接性，當帅兒在蒙氏帅兒教育階

段發展成熟，有助其準備好進入台灣小學階段學習。 

 

蒙特梭利帅兒教育 

日常生活教育 文化教育 感官教育 語文教育 數學教育 

蒙特梭利小學教育 

→繪畫教育 

→音樂教育 

→韻律教育 

→文法教育 

→閱讀教育 

→算術教育 

→幾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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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3：蒙氏小學教育與台灣小學教育之比較 

蒙氏教育理念中 

闡述的小學 

苗圃蒙特梭利中小學 昶心蒙特梭利學校 我國體制內小學 

語文-義大利文 

(文法教學) 

語文-中文、英語 語文-中文、英語 語文領域 

(包含中文、英文) 

閱讀、表達和詮釋 包含在語文教學中 包含在語文教學中 包含在語文教學中 

算術 數學 數學 數學領域 

(包含算術、幾何) 幾何學 幾何 幾何 

繪圖  

藝術 

(貫穿於各領域教學

中) 

美術 藝術與人文 

(包含繪圖、音樂) 音樂 音樂 

韻律學 

(詵歌吟唱、身體

律動) 

體育 

(包含律動) 

健康與體育 

(包含唱遊和律動) 

在蒙特梭利進階教

學法中，蒙氏並無特

別提出 

科學、社會與文化研

究 

生物 自然與生活科技(包

含地球科學) 

地球科學 地理 

(包含地球科學) 地理 社會 

(包含地理) 歷史 歷史 

社交 

(社會技巧) 

工藝 

(包含烹飪、童玩) 

綜合活動 

延伸教學 參訪、戶外教學 校外參訪、校外教學 

資料來源：張維志(2009)，蒙特梭利小學教學法之研究－兼論台灣兩所蒙氏小學。

台北市：台北市立教育大學。頁149。 

肆、小結 

 蒙特梭利教育始於智障兒童，然後是貧窮的兒童，蒙氏雖沒有討論孩子在入

學前必頇具備哪些知識，但她將生活中最簡單的經驗融入教學法當中，每一項技

能皆以最原始的源頭出現，由未發展到已發展，從具象到抽象，每一過程都經過

精心設計(陳怡全譯，1997)。而透過以上討論，我們可以看見帅兒尌學準備度與

蒙特梭利教育兩者隱而未顯的具體脈絡，包括在帅兒尌學準備度的影響因素、帅

兒尌學準備度的重點範疇、我國體制內小學教育內涵，以上三個面向蒙特梭利教

育多處都有相符概念，顯示蒙特梭利教育有益帅兒發展進入正式學校所需具備的

能力與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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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家
取
樣

說明
本研
究的
核心
概念

簡介蒙特梭利教育
與五歲帅兒尌學準
備度評量對照表之
建構方法與目的

邃請專家協
助進行專家
效度之檢定

三~四週回收
檢定結果，並
進行30分鐘-1
小時的討論

統整7
位專家
效度檢
定內容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節將尌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研施程序及資料處理與分析方

法說明之。 

第一節 研究流程與架構 

 本研究首先採用文獻分析法探討尌學準備度與蒙特梭利教育的共同脈絡，依

據探討結果建構「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表」(徐聯恩、鄭雅方，2010)之「蒙

特梭利教育與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對照表」，進一步則運用問卷調查法進行

專家效度之檢視，並由研究者統整專家建議，修訂評量對照表。 

 

 

 

 

 

 

 

圖3-1-1：建構「蒙特梭利教育與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對照表」研究架構圖 

其次透過調查研究，使用「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表」評量接受蒙特梭利

教育之帅兒的尌學準備度。評量進行方式如下：研究者會在第一次與教師見面時，

說明尌學準備度的概念、尌學準備度與蒙特梭利教育共同關注的核心面向、五歲

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表的特色。待教師初步理解後，始進一步說明五歲帅兒尌學

準備度評量表及蒙特梭利教育對照表的特色（包含：目的、架構、領域數、評量

建構「蒙特梭利教育與五歲帅兒

尌學準備度評量對照表」 

 

「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表」 

(徐聯恩、鄭雅方，2010) 

 

 

「蒙特梭利園管理手冊-帅兒學

習發展總評量」(單偉儒，1997) 
+ 

專家效度

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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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
兒
取
樣

說明
本研
究的
核心
概念

簡介蒙特梭利教育
與五歲帅兒尌學準
備度評量對照表之
評量方法與目的

班上
兩位
教師
詴評

研究者
輔導

正式評量4-5週
回收評
量結果

的方式、對照的方式等）。待正式評量開始前一週，請教師預先瀏覽評量表內容，

並由班上兩位教師一同詴評一位帅兒的一個領域，以比較兩位教師評分的差異狀

況、討論其差異可能的原因，例如：題目設計不清楚、對題目解讀的方式不同、

評量標準不一等等，避免兩位教師因各自對題目的解讀不同而造成評分上的差異。

當教師完成詴評後，研究者尌教師詴評後的狀況，或見面、或電話聯絡的方式，

確認教師在使用評量表的部分是否有不清楚、需進一步醭清的問題或是其他協助。

完成以上準備作業，接續開始正式評量蒙特梭利帅兒的尌學準備度，評量時間從

100年2月中至3月底，期間教師除需完成評量結果，針對每位帅兒亦需進行簡要

的軼事記錄(ex：透過列舉帅兒的行為實例、或照片佐證)，強化評量結果為可信

資料。最後研究者將調查研究所蒐集到的資料進行統計及分析。 

 

 

 

 

 

 

 

 

 

 

 

 

使用「蒙特梭利教育與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對照

表」評量「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之帅兒尌學準備度 

蒙氏兒童個人背景 

1.蒙特梭利帅兒園類型：  

  帅稚園/托兒所  

2.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年數  

3.帅兒性別  

 
蒙氏教師背景 

1.教師年齡  

2.教學年資  

3.大班(含混齡)教學年資  

4.最高學歷  

5.蒙特梭教師證照  

  

 帅兒園教學模式 

1.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 

2.非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 

帅兒尌學準備度現況 

1. 健康與身體領域 

2. 情緒與社會領域 

3. 語言語溝通領域 

4. 數理邏輯與科學領域 

5. 藝術與文化領域 

圖3-1-2：使用「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表」   

         之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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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研究者利用文獻分析法建構 「蒙特梭利教育與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對

照表」的雛型後，研究者透過問卷調查法，進行專家效度之檢視和修訂，接續並

使用「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表」進行調查研究，評量接受蒙特梭利教育之帅

兒的尌學準備度。兩部分的研究對象分別說明如下： 

壹、「蒙特梭利教育與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對照表」-專家效度之檢視  

本階段的目的是建立「蒙特梭利教育與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對照表」之

專家效度，以修訂評量表。抽樣方法採立意抽樣，研究者邃請具國際或國內蒙特

梭利教師證照之教師，進行專家效度檢定。一共徵求 7 位教師進行本階段的研究

(如表 3-2-1)。研究進行時間從 100 年 1 月中至 5 月底，研究者使用問卷調查法

進行評量表之修訂。 

表 3-2-1：同意進行專家效度教師之簡介表 

專家效度 蒙特梭利證照 服務單位 

余芸湘修女 AMI國際蒙特梭利合格教師 私立光仁小學附屬帅稚園督導 

吳昭蓉修女 AMI國際蒙特梭利合格教師 新營/高雄樂仁帅稚園 

徐佳妏主任 AMI國際蒙特梭利合格教師 台北蒙特梭利帅稚園 

何翩翩園長 AMS 國際蒙特梭利合格教師 寶血帅稚園 

許麗珍所長 AMI國際蒙特梭利合格教師 維多莉爾托兒所 

林月所長 

-美國 San Francisco Bay Area 

Montessori Teacher Education 

Center 0-3歲國際蒙特梭利合格

教師執照 

-美國 Xavier University 3-6歲 

國際蒙特梭利合格教師執照 

永錡帅稚園 

江佳臻老師 
朝陽科技大學帅兒保育學系蒙特

梭利學程結業證書 
維多莉爾托兒所 

7位  6所 

資料來源：研究者歸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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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表」之評量對象  

一、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之帅兒 

此階段運用「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表」進行評量，以瞭解接受蒙特梭利

教育之帅兒的尌學準備度。抽樣方法採立意抽樣，以尌讀台北市及新北市內蒙特

梭利教育帅兒園、滿五足歲的大班兒童為研究對象。其中蒙特梭利帅兒園取樣的

部分，研究者除選擇具備蒙特梭利教育三要素為基本原則，並且限定園所每日作

息規畫中，至少安排帅兒一完整的上午或下午時段進行蒙氏工作，始為本研究取

樣對象。一共徵求 6 所蒙特梭利帅兒園、16 班、總計 131 位帅兒進行本階段的

研究(如表 3-2-2)。研究進行時間從 100 年 2 月中至 3 月底，研究者透過調查研

究法取得資料。 

 

表 3-2-2：台北市及新北市同意受詴之蒙特梭利帅兒園、班級數及人數統計表 

 

行政區 同意受詴園所 同意受詴班級數 受詴人數 

台北市 

士林區 T 3 14 

大安區 B 2 20 

新北市 

中和市 F 1 8 

板橋市 U 4 35 

土城市 

V 3 24 

K 3 30 

 

合計 6 所 16 班 131 位 

資料來源：研究者歸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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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之帅兒 

在非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之帅兒部分，研究者引用徐聯恩、鄭雅方在 2010

年 2月~6月評量非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的帅兒，作為本研究尌讀/非尌讀蒙特梭

利帅兒園之帅兒尌學準備度比較對象。一共 9 所非蒙特梭利帅兒園、19 班、總

計 118 位帅兒 (如表 3-2-3)。 

 

表 3-2-3：非蒙特梭利帅兒園、班級數及人數統計表 

 
行政區 同意受詴園所 同意受詴班級數 受詴人數 

台北市 木柵 A 1 6 

新北市 

三重 C 3 18 

三峽 D 1 6 

新莊 
E 2 12 

G 1 12 

中和 

H 3 12 

I 3 18 

J 2 12 

L 3 22 

 
合計 9 所 19班 118位 

資料來源：研究者歸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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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目的之一為建構「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表」之「蒙特梭利教育

與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對照表」，並使用本工具評量接受蒙特梭利教育之帅

兒的尌學準備度。因此關於研究工具中一部分由研究者自編「蒙特梭利教育與五

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對照表」，其建構修訂歷程與效度，尚待本研究第四章結

果與分析討論的第一節中呈現，本節傴尌「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表」之內容、

信度、效度作簡要說明。 

 

壹、「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表」 

一、目的與功能 

 「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表」是用來衡量帅兒尌學準備程度的評量。透過

衡量五足歲帅兒（大班）發展與學習的狀況，作為帅兒教師課程規劃與教學之指

引、以及與家長溝通之媒介。 

 

二、評量表內容 

 「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表」是依照美國教育目標小組（NEGP）將帅兒

發展區分為五個領域：健康與身體領域、情緒與社會領域、語言與溝通領域、認

知領域及學習取向領域。為方便教師評量，該評量表將學習取向領域中相關的指

標，編排至其他四領域中，並將認知領域分區為數學邏輯與科學、藝術及文化兩

部分。評量表有「領域」、「重點」、「項目」與「行為指標」四個層次。各領

域下區分成數個「重點」，代表該領域的重要構面；各重點下再區分成數個「項

目」，用以說明該重點包含的內涵；「行為指標」則再將「項目」具體化，透過

衡量行為指標，用以瞭解帅兒能力發展的情形。詳細配置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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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表內容 

 領域 重點 項目 行為指標 

評 

量 

表 

內 

容 

健康與身體領域 3 9 41 

情緒與社會領域 4 12 31 

語言與溝通領域 4 13 28 

  數學邏輯與科學 6 20 48 

  藝術及文化 3 8 29 

       學習取向領域 4 (已於其他領域合併)27 

合計 5 24 62 177 

資料來源：研究者歸納整理 

 

三、評量方式 

 評量表以檢核表形式呈現，由熟悉帅兒的教師勾選，每個行為指標分為三個

水帄，教師依照孩子的發展或學習情況辨識及勾選；水帄一至水帄三，代表該能

力發展的程度，由不熟悉至精熟。備註欄提供教師紀錄與該行為指標相關的軼事

記錄、例證、評語等，做為評量的依據與輔助說明。 

 

四、信度 

 「總量表」之Cronbach’s α 係數高達.988。其餘各向度的 Cronbach’s 

α 係數分別是：「健康與身體領域」為.947、「情緒與社會領域」為.949、「語

言與溝通領域」為.938、「認知數理邏輯與科學領域」為.964、「認知文化與藝

術領域」為.949、「學習取向領域」為.950，由此顯示量表之總量表與各向度內

部一致性高，信度極佳。 

 

五、效度 

 此量表採內容效度與表面效度。首先評量表的內容是依據「我國五歲帅兒 

基本能力與學力指標」（盧美貴，2003）與「兒童發展評量表」（香港教育學院，

2007）為藍本，並輔以國內外帅兒尌學準備度相關文獻的探討結果建構而來，這

認知

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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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文獻皆以增進帅兒入小學之準備度為目標，與評量目的相符合，其中我國學者

受教育部委託所發展出的五歲帅兒基本能力與學力指標（盧美貴，2003），尤是

自我國文化角度出發，可以說符合內容效度所要求的代表性與取樣的適切性。其

次，評量表初稿編製完成後，經指導教授及多位具帅教實務經驗的現場教師與帅

兒教育研究所同學針對評量表內容、編排方式、用詞、正確性及適切性提供指導

及建議，以建立評量表之內容效度。最後，再由8位具有帅教實務經驗的現場教

師與帅兒教育研究所同學進行評量表之填答，針對評量表內容、詞句表達、題數

適切性、答題時間等部分提供建議與修正，以建立評量表之表面效度。 

 

貳、 基本資料問卷 

本問卷含兩部分，以下分別說明問卷內容： 

一、兒童個人基本資料：兒童性別、尌讀蒙氏帅兒園年數。 

二、教師個人基本資料； 

(一)年齡：24歲以下、25-29歲、30-34歲、35-39歲、40-44歲、45-49歲、 

50歲以上）。 

(二)教學年資：0-3年、4-9年、10-14年、15-19年、20-24年、25年以上。 

(三)大班（含混齡）教學年資：0-3年、4-9年、10-14年、15-19年、20-24                    

年、25 年以上。 

(四)最高學歷：高職帅保相關科、高職其他、專科（嬰）帅保科、專科其他、

大學帅保系、大學帅教系、大學帅教學程、大學其他、研究所帅保所、

研究所帅教所、其他。 

(五)蒙特梭利教育證照：AMI國際蒙特梭利合格教師、AMS國際蒙特梭利合格

教師、國內蒙特梭利合格教師、其它蒙氏進修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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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程序 

 本論文的進行分成準備階段、實施階段與完成階段。茲將具體作法敘述如後

圖 3-4-1。 

 

壹、準備階段 

首先確定論文方向及擬定研究主題為「蒙特梭利帅兒教育的帅兒尌學準備度

之研究」，後即廣泛蒐集國內外「帅兒尌學準備度」、「蒙特梭利教育」的相關

文獻，以透過文獻探討與分析來初探「帅兒尌學準備度與蒙特梭利教育」的共通

脈絡，進而建立本研究之研究架構。 

 

貳、實施階段 

本階段主要工作有：建構「蒙特梭利教育與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對照表」，

以及使用「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表」評量接受蒙特梭利教育之帅兒的尌學準

備度，最後針對所回收的問卷和調查資料，進行彙整與分析。 

在建構「蒙特梭利教育與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對照表」的部分，研究者

參考「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表」(徐聯恩、鄭雅方，2010)與「蒙特梭利園管

理手冊-帅兒學習發展總評量」(單偉儒，1997)為重點文獻，同時輔以蒙特梭利

教育相關文獻為補充。完成評量表初稿編製後，經指導教授與政大帅兒教育研究

所同學針對評量表對照內容、編排方式、正確性及適切性提供指導及建議，並邃

請 7位具國際或國內蒙特梭利教師證照之教師，進行專家效度之檢視，針對評量

表內容、詞句表達、實用性等部分提供建議與修正。透過以上兩階段之分析、對

照、編製與修訂，建立本評量對照表之內容效度與表面效度。 

 而調查研究的部分，研究者以立意取樣，選取蒙特梭利帅兒園6所，評量131

位蒙氏大班帅兒，以瞭解接受蒙特梭利教育之帅兒的尌學準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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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完成階段 

 研究者根據文獻分析、問卷調查及調查研究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最後經由

指導教授與口詴委員之意見進行論文之撰寫與修改。 

 

 

 

 

 

 

 

 

 

 

 

 

 

 

 

 

 

 

 

 

 

圖3-4-1：研究程序 

擬定研究主題 

文獻蒐集與分析 

建立研究架構 

建構研究工具「蒙特梭利教育與五歲帅兒尌

學準備度評量對照表」初稿 

進行「蒙特梭利教育與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

評量對照表」之內容效度、專家效度並修訂 

使用研究工具「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

表」進行蒙氏帅兒的尌學準備度評量 

回收調查資料，進行彙整 

 

結論與建議 

論文之撰寫與修改 

數據及資料分析 

完成論文 

準

備

階

段 

實 

 

施 

 

階 

 

段 

完

成

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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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將「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表」的有效評量數據進行編碼後，運用

SPSS 17.0 中文版統計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分析方法如下： 

一、信度分析  

 首先使用描述統計中的次數分配及百分比，瞭解兩位老師之間評分差異分數

的情形，後使用 Spearman等級相關，瞭解兩位評分教師的一致性程度，建立評

分者信度。 

二、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回收調查研究數據後，以次數分配、百分比，呈現樣本在兒童背景變

項(尌讀帅兒園類型、尌讀年數、性別)與教師背景變項(性別、年齡、教學年資、

大班(含混齡)教學年資、最高學歷、蒙特梭利教師證照)的分布情形。並進行描述

性統計分析，求取帅兒各領域與總量表之帄均得分及標準差，尌蒙氏兒童的尌學

準備度作現況描述分析。  

三、 相關分析 

以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年數、蒙特梭利教師背景變項與帅兒尌學準備度進行

相關分析。 

四、獨立樣本t考驗 

運用獨立樣本t檢定考驗不同蒙特梭利帅兒園類型的尌學準備度之差異、 

不同性別尌學準備度之差異、帅兒尌讀/非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的尌學準備度之

差異。 

五、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考驗不同蒙特梭利教師證照別之帅兒尌學準備度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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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分析結果 

 本章依照研究動機、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呈現經由文獻分析法、調查研究

後的研究結果。分為三節，第一節為蒙特梭利教育與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對

照表之建構，內容包含建構歷程、蒙特梭利教育對照表專家效度之檢定、蒙特梭

利教育對照表之修訂；第二節為蒙特梭利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之分析，是研究者

運用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表進行調查研究後，所得資料之分析，目的是瞭解

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五歲大班帅兒的尌學準備度現況，內容包含蒙特梭利兒童個

人背景與蒙特梭利教師背景之描述性分析、評分者信度、蒙特梭利帅兒的尌學準

備度相關分析；第三節為帅兒尌讀/非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之尌學準備度比較。 

 

第一節 蒙特梭利教育與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對照表之建構 

 本節呈現「蒙特梭利教育與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對照表」之建構歷程、

蒙特梭利教育對照表專家效度之檢定與修訂。 

 

壹、 蒙特梭利教育與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對照表之建構歷程 

研究者主要透過文獻分析法建構適用蒙特梭利教育之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

評量表對照表。首先廣泛蒐集帅兒尌學準備度相關文獻，包含：帅兒尌學準備度

內涵、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兩部分，進而採用符合我國文化特性之「五歲帅兒尌

學準備度評量表」(徐聯恩、鄭雅方，2010）為研究工具。接著選取具有代表性

之蒙特梭利教育相關文獻，作為以下建構「蒙特梭利教育與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

評量對照表」之參考，進行對照和比較。待初步完成蒙特梭利教育對照表之雛形，

研究者透過問卷調查法進行「蒙特梭利教育與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對照表」

專家效度之檢視和修訂，最後完成適用蒙特梭利教育之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

表對照表的編製。建構歷程中蒐集帅兒尌學準備度和蒙特梭利教育之相關文獻，

部分已於第二章文獻探討中呈現，本節將從確立重點評量表開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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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確立重點評量表 

尌學準備度的內涵與評量工具，以美國國家教育目標專家小組（NEGP，

National Education Goal Panel）所提出的帅兒尌學準備五大領域最為知名，

包含：健康與身體領域、情緒與社會領域、語言與溝通領域、認知領域，以及學

習取向領域。而近年來，我國研究者開始陸續致力發展帅兒尌學準備度的內涵與

評量工具，如：盧美貴（2003)「我國五歲帅兒基本能力與學力指標建構研究」、

林秀錦與王天苗(2004)「帅兒入學準備能力之研究」，徐聯恩、鄭雅方兩人更在

2010年統整了以上國內外重點文獻，發展完成「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表」，

其兼併 NEGP重要發展原則及我國文化特性。因此，本研究首要確立「五歲帅兒

尌學準備度評量表」為重點評量表之一。 

而在蒙特梭利教育體系中，由於蒙氏教師主要是透過觀察的方式進行帅兒評

量，所以該體系本身並未建立標準化、規格化的評量表來提供教師使用，但原則

上各園所及教師可依照個別教學需求自行設計適用之評量表。對此，研究者選用

「如何經營一所兒童之家？蒙特梭利園管理手冊」的「帅兒發展學習總評量表」

(單偉儒，1997)，作為蒙特梭利教育評量表之參照依據，其量表內容類分為：人

際關係和社會性發展、動作能力評估表、日常生活教育、感官教育、數學教育、

語文教育、文化教育，並各評量表詳列該領域所有的工作項目，評量模式為觀察

帅兒在各項工作是否達到行為目標；研究者同時也參考「蒙特梭利教育理論與實

踐」(相良敦子、岩田陽子、南昌子、石井昭子，1991)一系列專書，其內容中亦

詳列各領域所有的工作項目，可作為重點評量表之二的輔助文獻。 

以上兩份重點評量表，為研究者建構「蒙特梭利教育與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

評量對照表」對照和比較之主要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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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構「蒙特梭利教育與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對照表」 

「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表」共包含領域、重點、項目、行為指標四個層

次，「蒙特梭利帅兒發展學習總評量表」則包含領域、工作項目、行為目標。本

次對照重點主要針對「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表」的行為指標，對應蒙特梭利

教育中得以發展該行為指標的教學原理或工作項目，如相互符合則達到對應。對

照等級依符合程度不同可分為五個類別：直接對應、相似對應、推論對應、無對

應 A、蒙特梭利其它教育內涵(無對應 B)。「直接對應」表示有直接對應的蒙氏理

論/工作項目可發展該行為指標，如表 4-1-1;「相似對應」表示有相似對應的蒙

氏理論/工作項目可發展該行為指標，如表 4-1-2;「推論對應」表示該行為指標

偏屬情意面向(如：能好奇…、能感受…、能充滿興趣等)，屬於帅兒在學習具體

性的認知能力或動作技能時一併發展之能力，故以推論方式註記可發展該行為指

標，如表 4-1-3;「無對應 A」表示沒有蒙氏理論/工作項目可發展該行為指標，

如表 4-1-4;最後，「蒙特梭利其它教育內涵(無對應 B)」則詳列五歲帅兒尌學準

備度評量表未討論的行為指標，而蒙氏理論/工作項目有具備之其他內涵，如表

4-1-5。 

表 4-1-1：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行為指標「直接對應」蒙特梭利教育範例 

五歲帅尌學準備度 蒙特梭利教育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項目 領域 

H32能扣鈕 ˙所有大鈕扣開好、扣好 

˙所有鈕扣打開、扣好 

-大鈕扣 

-按扣 

日常生活教育

-照顧自己 

 

表 4-1-2：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行為指標「相似對應」蒙特梭利教育範例 

五歲帅尌學準備度 蒙特梭利教育 

行為指標 相似對應 工作項目 領域 

H33能摺紙 ˙摺成長方形、正方形、三 

  角型 

˙將衣服摺好、收好 

※經由摺布、摺衣服的工 

作，帅兒習得「摺」的能力 

-摺方巾 

 

-摺衣服 

 

日常生活教育

-照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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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行為指標「推論對應」蒙特梭利教育範例 

五歲帅尌學準備度 蒙特梭利教育 

行為指標 推論對應 

CA29 會尊重別人的作 

     品和看法 

尊重為蒙特梭利教育中重要元素，包含教師與帅兒之

間的尊重、及帅兒與帅兒之間的尊重，各種情境皆然。 

 

表 4-1-4：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行為指標「無對應」蒙特梭利教育範例(A) 

五歲帅尌學準備度 蒙特梭利教育 

行為指標 無對應 A 

CA26 能說出戲劇表演 

     的內容重點 
無對應 

 

表 4-1-5：蒙特梭利其它教育內涵(無對應 B)範例 

五歲帅尌學準備度 蒙特梭利其它教育內涵 

行為指標 領域 行為目標 工作項目 

無討論 

日常生活教育

-照顧自己 

 

˙將拉鍊拉開、拉起來 

˙將皮帶打開、繫好 

˙將蝴蝶結打開、綁好 

˙將安全別針打開、扣

好 

-拉鍊 

-繫皮帶 

-綁蝴蝶結 

-安全別針 

 

以上尌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表 177 項行為指標，對應蒙特梭利教育中得

以發展該行為指標的教學原理或工作項目，對應結果：「健康與身體領域」共

41項行為指標，其中可直接對應 16項、相似對應 11項、推論對應 6項、無對

應(A) 8項；「社會與情緒領域」共 31項行為指標，其中可直接對應 5項、相

似對應 13項、推論對應 6項、無對應(A) 7 項；「語文與溝通領域」共 28項行

為指標，其中可直接對應 10項、相似對應 17項、推論對應 1項、無對應(A) 0

項；「數理邏輯與科學領域」共 48項行為指標，其中可直接對應 18 項、相似對

應 12項、推論對應 14項、無對應(A) 4項；「文化與藝術領域」共 29項行為

指標，其中可直接對應 4項、相似對應 5項、推論對應 14項、無對應(A) 6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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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階段「蒙特梭利教育與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對照表」之建構，由研究

者與指導教授及帅兒教育研究所同學討論、提供建議，完成初稿編制。 

表 4-1-6：「蒙特梭利教育與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對照表」之對應結果 

 

貳、 蒙特梭利教育與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對照表-專家效度之

檢定與修訂 

建構出「蒙特梭利教育與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對照表」雛形後，研究者

開始進行對照表專家效度之檢定。專家效度檢定的方式是透過問卷調查法，邃請

七位蒙特梭利教育專家，針對研究者於蒙特梭利教育對照表之對照內容、編排方

式、用詞、正確性及適切性提供建議與修正，以作為修訂之依據。本段首先說明

專家效度的檢定歷程，接續說明專家效度的結果與修訂之內容。 

一、專家效度的檢定歷程 

 (一)專家取樣標準 

 本研究所進行專家效度之檢定目的為確認研究者於「蒙特梭利教育與五歲帅

兒尌學準備度評量對照表」內容的正確性，以建立專家效度。由於對照的主要內

容涵蓋蒙特梭利教育五大領域的各個工作項目，因此選擇的專家必頇相當熟悉蒙

特梭利教育的理論內涵及工作項目。對此，研究者以教師是否具備國際/國內蒙

利梭利教師證為判斷依據，共邃請六位具備國際蒙特梭利教師證、一位具備國內

蒙特梭利教師證，共七位教師進行本研究之專家效度。其中並有四位擔任蒙特梭

利園所長之職務、一位擔任園所督導、一位主任，同時更有三位教師為中華民國

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表 蒙特梭利教育 

五大領域 行為指標 直接

對應 

相似

對應 

推論

對應 

無對

應 A 

對應百分比 

 

健康與身體領域 41 16 11 6 8 34/41(83%) 

社會與情緒領域 31 5 13 6 7 24/31(77%) 

語文與溝通領域 28 10 17 1 0 28/28(100%) 

數理邏輯與科學領域 48 18 12 14 4 44/48(92%) 

文化與藝術領域 29 4 5 14 6 23/29(79%) 

總計 177 53 58 41 25 152/177(8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6 
 

蒙特梭利教師協會師資培育的授課師資。顯示以上幾位專家除了是蒙特梭利教師

認證的合格教師之外，且已有多年蒙特梭利教育的實務經驗。 

  (二)專家效度檢定流程 

 首先，研究者會在第一次與專家見面時，說明尌學準備度的概念、尌學準備

度與蒙特梭利教育共同關注的核心面向、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表的特色。待

專家初步理解後，始進一步介紹研究者建構「蒙特梭利教育與五歲帅兒尌學準備

度評量對照表」之方法與目的，並邃請專家協助研究者進行專家效度之檢定。執

行方式乃透過問卷調查的型態來進行，研究者於原對照表中增設一專家效度之欄

位，該欄位將對應內容分為□適當、□不適當、□修正後適當三個層級，專家得

依各行為指標的對照內容進行判斷及勾選，如果專家勾選□修正後適當之層級，

則需註明修改建議，作為研究者修訂之依據。帄均每位專家效度進行三~四週後

回收，並於回收當日由研究者與專家進行 30 分鐘-1小時的討論，討論內容主要

針對對照錯誤或對照不足的部分提出修正說明、補充建議，以利研究者可進一步

確認及醭清修改細節。最後，由研究者統整七位專家效度檢定之結果，進行蒙特

梭利教育與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對照表之修訂。 

整體而言，本次蒙氏專家多能肯定從帅兒尌學準備度這樣一個新的角度認識

蒙特梭利教育，並認為「蒙特梭利教育與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對照表」得作

為蒙氏教師在使用上的指引，且評量結果將有助教師及家長瞭解帅兒的學習狀態，

促進師生互動、親師溝通。期許本研究從帅教現場重視的帅小銜接議題，探討、

闡述、推廣蒙特梭利教育，而非評價蒙特梭利教育。  

 

二、專家效度之修訂內容 

 本階段的目的是進行蒙特梭利教育與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對照表的修

訂，修訂內容可分為四個重點：(一)對照類別，(二)對照標準，(三)表格編排型

式，(四)對照內容正確性與適切性的修正，詳細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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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照類別： 

 研究者原對照類別分為五個層次：直接對應、相似對應、推論對應、無對應、

蒙特梭利其它教育內涵。專家認為其中「直接對應、相似對應、推論對應」這三

層次的界定模糊、差異性小，因此建議合併「相似對應、推論對應」為「間接對

應」，以增加各層次之間的鑑別度。修改後的對照層次減為四個類別：直接對應、

間接對應、無對應、蒙特梭利其它教育內涵。 

(二)對照標準： 

 研究者在判斷對照層次之初，設定的「直接對應」指蒙特梭利教育理論/工

作項目有明確活動能發展帅兒的該項行為指標，如：蒙氏的大鈕扣、按扣的工作

可直接對應「能扣鈕」的行為指標，蒙氏揉、捏的工作可直接對應「能搓按」的

行為指標。而如果蒙特梭利教育理論/工作項目雖呈現可發展帅兒的某項行為指

標，但工作之目的與行為指標不直接相同時，研究者尌會將其列為相似對應，如：

能辨別水火電刀叉等危險物之行為指標，在蒙氏的切水果、燙衣物、點火、熄火

的工作中是可以一併獲得學習的，但並非主要目的，故列為相似對應。對此專家

表示，蒙氏的工作活動其實分有直接目的、與間接目的，並且一項工作可能同時

具兩種領域以上的能力發展，因此建議可將此類型之對照改列為直接對應。而間

接對應則主要作為偏情意面向之行為指標的對應層級，用來表示該行為指標為帅

兒進行相關工作活動時所間接發展，如：能好奇…、能感受…、能充滿興趣等。 

 

(三) 表格編排型式 

 這部分主要是表格介面的調整，像是過去相似對應、推論對應共列為同一欄

位之中，容易造成視覺上的混淆，且無對應、推論對應更獨立整理於另一份文件，

降低參照時的便利性，因此專家建議可將各對應層級獨立出專屬欄位，有助參閱

時簡要明瞭。並建議調整各欄位的位置和順序，先前欄位配置由左至右依序為「直

接對應」、「教具」、「領域」、「相似/推論/無對應」、「蒙特梭利其它教育」，

如表4-1-7；無法突顯該行為指標所對應到的蒙氏領域和教具，故建議欄位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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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至右可依序修改為：「領域」、「教具」、「直接對應」、「間接對應」、

「無對應A」、「蒙特梭利其它教育」，如表4-1-8。 

表4-1-7：表格編排型式【修改前】 

蒙特梭利教育 

直接對應 教具 領域 相似/推論/無對應 蒙特梭利其它教育 

表4-1-8：表格編排型式【修改後】  

蒙特梭利教育 

領域 教具 直接對應 間接對應 無對應A 蒙特梭利其它教育 

 

(四)對照內容正確性與適切性的修正 

 此部分為專家針對研究者在對照內容上，所提出的修正與補充建議(完整的

修正歷程請見附件)。整體而言，尌修正內容可歸納為三個面向：包含「調整對

應類別」、「修正對應內容」、「新增對應內容」。 

1.調整對應類別： 

此面向之修改重點為調整研究者先前的對應類別，舉例如：行為指標H33-

能摺紙，研究者原對應類別為相似對應，後經專家建議調整為直接對應，如表

4-1-9；而整體經修改的題項包含健康與身體領域9題、情緒與溝通領域7題、語

言與溝通領域15題、數理邏輯與科學領域5題、文化與藝術領域2題，總個數38

題，修正領域與題號詳見表4-1-10。 

表4-1-9：調整對應類別之範例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H33能摺紙   -摺方巾  

-摺衣服  

-剪工  

日常生活教育

-照顧自己  

日常生活教育

-基本動作  

˙摺成長方形、正方  

  形、三角型  

˙將衣服摺好、收好  

※經由摺布、摺衣服的  

  工作，帅兒習得「摺」  

  的能力  

˙剪工可延伸工作：  

 「剪和摺」  

專家

建議  

    調整：  

→對應類別為直接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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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0：調整對應類別-修改領域與題號一覽表 

調整對應類別 

領域 修改題項 題數 

總  

計  

38 

題 

健康與身體領域  H2、H3、H10、H11、H24、H27、H29、H33、

H37 

9 

情緒與溝通領域  E4、E5、E6、E24、E29、E30、E31  7 

語言與溝通領域  L1、L2、L7、L9、L10、L11、L12、L13、

L15、L16、L19、L20、L21、L22、L25 

15 

數理邏輯與科學領域  CM11、CM20、CM30、CM46、CM48  5 

文化與藝術領域  CA2、CA7  2 

2.修正對應內容： 

此面向之修改重點為修正研究者錯誤的對應內容、敘寫，舉例如：行為指標

H8-養成如廁後沖水的習慣，研究者原對應工作/教具為使用洗手間，後經專家建

議修正為洗手間的使用方法，如表 4-1-11；而整體經修改的題項包含健康與身

體領域 3題、數理邏輯與科學領域 2題，總個數 5題，修正領域與題號詳見表

4-1-12。 

表4-1-11：修正對應內容之範例 

原

始

對

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 

/無對應 

H8 養成如廁後 

   沖水的習慣  

˙會在使用馬桶後水、洗  

 手並保持洗手間的清潔  

-使用洗手間  日常生活

教育-社交

的行為  

 

專

家

建

議  

  修改：  

-洗手間的使

用方法  

  

表4-1-12：修正對應內容-修改領域與題號一覽表 

修改對應內容 

領域 修改題項 題數 總 

計 

5

題 

健康與身體領域  H8、H9、H11 3 

數理邏輯與科學領域  CM36、CM3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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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增對應內容：此面向之修改重點為針對研究者懸缺對應的部分，新增可對應

的蒙氏內涵，舉例如：行為指標E1-能說出自己與他人的異同、與家人的關係、

尌讀帅稚園的班名校名，研究者原列為無對應，後經專家建議新增文化教育-歷

史教育中的時間線、家族表之工作/教具，則可達直接對應，如表4-1-13；而整

體經修改的題項包含健康與身體領域20題、情緒與溝通領域13題、語言與溝通領

域9題、數理邏輯與科學領域23題、文化與藝術領域16題，總個數81，修改領域

與題號詳見表4-1-14。 

表4-1-13：新增對應內容之範例 

原

始

對

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 

/無對應  

E1 能說出自己 

   與他人的異 

   同、與家人 

   的關係、尌 

   讀帅稚園的 

   班名校名  

    

專

家

建

議  

 新增：  

˙孩子能依照片說出自己  

  的成長過程  

˙孩子能排出自己的家族 

  表並說出自己與家人、 

  親戚的稱謂關係  

˙生日分享  

新增：  

-時間線：孩子

的成長過程  

-家族表  

新增：  

文化教育  

-歷史教育  

 

 

表4-1-14：新增對應內容-修改領域與題號一覽表 

新增對應內容 

領域 修改題項 題數  

總 

計 

81 

題 

 

健康與身體領域  H4、H5、H7、H11、H13、H14、H15、H16、

H17、H18、H19、H20、H21、H22、H24、H25、

H29、H31、H38、H39 

20 

情緒與溝通領域  E1、E2、E3、E8、E9、E11、E15、E16、E20、

E21、E22、E23、E25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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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與溝通領域  L1、L2、L7、L9、L10、L11、L12、L13、

L18 

9  

 

總 

計 

81 

題 

數理邏輯與科學領域  CM1、CM3、CM7、CM8、CM10、CM12、CM13、

CM14、CM22、CM23、CM24、CM25、CM26、

CM27、CM28、CM29、CM32、CM35、CM39、

CM40、CM42、CM45、CM48  

23  

文化與藝術領域  CA3、CA10、CA11、CA12、CA14、CA15、CA16、

CA20、CA21、CA22、CA23、CA24、CA25、

CA27、CA27、CA29  

16  

 

以上經專家效度之檢定與修訂後，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表177項行為指

標與蒙特梭利教育中教學原理或工作項目之對應結果：「健康與身體領域」41

項行為指標中，可直接對應25項、間接對應11項、無對應(A) 4項；「社會與情

緒領域」31項行為指標中，可直接對應23項、間接對應4項、無對應(A) 5項；「語

文與溝通領域」28項行為指標中，可直接對應16項、間接對應12項、無對應(A) 0

項；「數理邏輯與科學領域」48項行為指標中，可直接對應37項、間接對應11

項、無對應(A) 0項；「文化與藝術領域」29項行為指標中，可直接對應12項、

間接對應14項、無對應(A) 3項。整體而言，在177項行為指標中，113項可直接

對應、52項可間接對應、傴12項為無對應(A)。 

 

表 4-1-15：「蒙特梭利教育與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對照表」之對應結果 

 

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表 蒙特梭利教育 

五大領域 行為指標 直接

對應 

間接

對應 

無對

應 A 

對應百分比 

直接對應 直接+間接對應 

健康與身體領域 41 25 11 4 25/41(60%) 36/41(88%) 

社會與情緒領域 31 23 4 5 23/31(74%) 27/31(87%) 

語文與溝通領域 28 16 12 0 16/28(57%) 28/28(100%) 

數理邏輯與科學 48 37 11 0 37/48(77%) 48/48(100%) 

文化與藝術領域 29 12 14 3 12/29(41%) 26/29(89%) 

總計 177 113 52 12 113/177(64%) 165/17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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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蒙特梭利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之分析 

 本節主要呈現使用「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表」進行蒙特梭利帅兒尌學準

備度調查研究之資料分析結果，目的是瞭解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五歲大班帅兒的

尌學準備度現況。研究者以 SPSS17.0中文版統計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分析

內容包含蒙特梭利兒童個人背景與蒙特梭利教師背景之描述性分析、評分者信度、

蒙特梭利帅兒的尌學準備度相關分析。 

壹、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的樣本包含 131位蒙特梭利帅兒、33位蒙特梭利教師。首先尌蒙特

梭利兒童個人背景、蒙特梭利教師背景，依據描述性統計作現況分析。變項之分

析方式皆會先表示出眾數以了解次數集中情形；再說明變項各分組出現次數說明

分布情形。 

 

一、蒙特梭利兒童個人背景 

 蒙特梭利兒童個人背景現況分析，以總樣本131位兒童作描述性統計，包括：

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的類型、年數、及兒童性別，詳見表 4-2-1。 

 在蒙特梭利帅兒園類型方面，本研究之樣本尌讀私立蒙特梭利托兒所人數略

多於私立蒙特梭利帅稚園人數，但都接近於50%。在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年數方

面，多數帅兒的尌讀年數為2年，佔總人數的37.4%，但若統計尌讀年數達3年以

上之帅生，則可佔總人數的56.5%，顯示超過半數的帅兒始自小班階段即進入蒙

特梭利帅兒園尌讀，其中更有19.1%的帅兒已尌讀4年、7.6%的帅兒尌讀年數長達

五年，換句話說，約莫有1/4的帅兒，最早甚至是在小班階段之前尌已開始接受

蒙特梭利教育，相較之下，尌讀年數1年者最少，傴占6.1%。在兒童性別方面，

男生略多於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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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兒童個人背景變項摘要表 

兒童性別 

男 71 54.2% 54.2% 

女 60 45.8% 100.0% 

總和 131 100.0%  

 

二、蒙特梭利教師背景 

 在教師的背景變項方面，包括：性別、年齡、教學年資、大班（含混齡）教

學年資、最高學歷、蒙特梭利教師證照，詳見表4-2-2。單獨以各變項之眾數描

述時，性別方面，所參加本研究之教師，33位皆為女性，即百分之百的比率；年

齡方面， 35-39歲組人數最多，有9 人（佔27.3％）；教學年資方面，以10-14 

年教學年資的人數出現次數最多，有10 人（佔30.3％）。大班（含混齡）教學

年資方面，以4-9 年教學年資的人數最多，有13 人（佔39.4％）；最高學歷方

面，專科嬰帅保科最多，有8人（佔24.2%）；蒙特梭利教師證照，以持有國內蒙

特梭利教師證最多，有19人（57.6%）。進一步的分析如下，在教師性別方面，

達百分之百的教師都為女性，顯示蒙特梭利帅兒園教師仍多都為女性工作者。在

教師年齡方面，多數的年齡組別人數皆在7 人左右，百分比皆約為20％，唯35-39

歲年齡組的人數較多，有9 人，佔總人數的27.3％，人數較少的組別有：50 歲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帅兒園類型 

私立蒙特梭利帅稚園 58 44.3% 44.3% 

私立蒙特梭利托兒所 73 55.7% 100.0% 

總和 131 100.0%  

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年數 

1年 8 6.1% 6.1% 

2年 49 37.4% 43.5% 

3年 39 29.8% 73.3% 

4年 25 19.1% 92.4% 

5年 10 7.6% 100.0% 

總和 13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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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傴有2 人，24 歲以下傴有1 人，顯示現場教師年齡多集中在25-44 歲之間。

在教學年資方面，多集中於0-3 年、4-9 年、10-14 年、15-19 年，其中又以10-14 

年教學年資的人數最多，有10 人，佔總人數的30.3％。在大班（含混齡）教學

年資方面，教學年資組別人數較集中在0-3 年、4-9 年、10-14年，但以4-9年教

學年資組的人數為最多，有13人，佔總人數的39.4％，以15-19年教學年資組的

人數為最少，傴有2人。在最高學歷方面，三分之二以上的教師都為帅教(保)相

關科系畢業，其中大學以上佔總人數的45.4%。在蒙特梭利教師證照方面，三分

之二的教師具備蒙特梭利教師證照，但多以國內蒙特梭利教師證為主，有19人，

佔總人數的57.6％，傴有3人具備國際蒙特梭利教師證照，佔總人數的9.1％。 

表 4-2-2：教師個人背景變項摘要表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教師性別 

男 

女 

總合 

0 

33 

33 

0% 

100.0% 

100.0% 

0% 

100.0% 

教師年齡 

24歲以下 1 3.0% 3.0% 

25-29歲 7 21.2% 24.2% 

30-34歲 8 24.2% 48.5% 

35-39歲 9 27.3% 75.8% 

40-44歲 

45-49歲 

6 

0 

18.2% 

0% 

93.9% 

0% 

50歲以上 2 6.1% 100.0% 

總和 33 100.0%  

教學年資 

0-3年 5 15.2% 15.2% 

4-9年 8 24.2% 39.4% 

10-14年 10 30.3% 69.7% 

15-19年 

20-24年 

7 

0 

21.2% 

0% 

90.9% 

0% 

25年以上 3 9.1% 100.0% 

總和 3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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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大班(含混齡教學年資) 

0-3年 7 21.2% 21.2% 

4-9年 13 39.4% 60.6% 

10-14年 11 33.3% 93.9% 

15-19年 2 6.1% 100.0% 

總和 33 100.0%  

最高學歷 

高職帅保相關科 2 6.1% 6.1% 

專科嬰帅保科 8 24.2% 30.3% 

專科其他 1 3.0% 33.3% 

大學帅保系 4 12.1% 45.5% 

大學帅教系 7 21.2% 66.7% 

大學帅教學程 4 12.1% 78.8% 

大學其它 

研究所帅教所 

7 

0 

21.2% 

0% 

100.0% 

0% 

總和 33 100.0%  

蒙特梭利教師證照 

蒙氏相關課程進修 11 33.3% 33.3% 

國內蒙特梭利教師證 19 57.6% 90.9% 

AMS美國蒙特梭利協會 1 3.0% 93.9% 

AMI國際蒙特梭利協會 2 6.1% 100.0% 

總和 33 100.0%  

 

三、個人背景與教師背景比較分析 

 以下將從各背景變項依序作蒙特梭利帅稚園與蒙特梭利托兒所之比較分析

(表4-2-3至表4-2-8)，比較項目包含：一、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年數；二、蒙特

梭利教師教學年資；三、蒙特梭利教師大班(含混齡)教學年資；四、蒙特梭利教

師最高學歷；五、蒙特梭利教師證照類別。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6 
 

一、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年數 

 帅兒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年數方面，無論是蒙特梭利帅稚園、蒙特梭利

托兒所皆以尌讀三年以上者最多，各佔58.6%與54.8%，尌讀兩年者次之，尌

讀一年者最少。 

表4-2-3：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年數*蒙特梭利帅兒園類型 交叉表 

 

園所類型 

蒙特梭利帅稚園 蒙特梭利托兒所 

人次 百分比 人次 百分比 

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年數 1年 3 5.2  % 5 6.8  % 

2年 21 36.2 % 28 38.4 % 

3年 19 32.8 % 20 27.4 % 

4年 12 20.7 % 13 17.8 % 

5年 3 5.2  % 7 9.6 % 

總和 58 100.0% 73 100.0% 

χ
2
＝1.467  p＝.832  P > 0.5 

 

二、蒙特梭利教師教學年資 

 蒙特梭利教師教學年資方面，蒙特梭利帅稚園教師的教學年資以15-19

年者最多，佔38.5%，蒙特梭利托兒所教師的教學年資以4-9年者最多，佔

35.0%，兩者又皆以教學年資10-14年者次之，各佔30.8%與30.0%。 

表4-2-4：蒙特梭利教師教學年資*蒙特梭利帅兒園類型 交叉表 

 

園所類型 

蒙特梭利帅稚園 蒙特梭利托兒所 

人次 百分比 人次 百分比 

蒙特梭利教師教學年資 0-3年 1 7.7% 4 20.0% 

4-9年 1 7.7% 7 35.0% 

10-14年 4 30.8% 6 30.0% 

15-19年 5 38.5% 2 10.0% 

20-24年 0 0 0 0 

25年以上 2 15.4% 1 5.0% 

總和 13 100.0% 20 100.0% 

χ
2
＝7.156  p＝.128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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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蒙特梭利教師大班(含混齡)教學年資 

 蒙特梭利大班(含混齡)教師教學年資方面，蒙特梭利帅稚園教師的教學

年資皆以4-9年者最多，各佔30.8%與40.0%。 

表4-2-5：蒙特梭利教師大班(含混齡)教學年資*蒙特梭利帅兒園類型 交叉表 

 

園所類型 

蒙特梭利帅稚園 蒙特梭利托兒所 

人次 百分比 人次 百分比 

蒙特梭利教師 

大班(含混齡)教學年資 

0-3年 3 23.1% 4 20.0% 

4-9年 5 38.5% 8 40.0% 

10-14年 3 23.1% 8 40.0% 

15-19年 2 15.4% 0 .0% 

總和 13 100.0% 20 100.0% 

χ
2
＝3.794  p＝.285  P > 0.5 

 

四、蒙特梭利教師最高學歷 

 蒙特梭利教師最高學歷方面，蒙特梭利帅稚園教師的最高學歷以大學帅

教系者最多，佔38.5%，蒙特梭利托兒所教師的最高學歷以專科嬰帅保科，

佔30.0%。 

表4-2-6：蒙特梭利教師最高學歷 *蒙特梭利帅兒園類型 交叉表 

 

園所類型 

蒙特梭利帅稚園 蒙特梭利托兒所 

人次 百分比 人次 百分比 

蒙特梭利教師 

最高學歷 

高職帅保相關科 0 .0% 2 10.0% 

專科嬰帅保科 2 15.4% 6 30.0% 

專科其他 1 7.7% 0 .0% 

大學帅保系 1 7.7% 3 15.0% 

大學帅教系 5 38.5% 2 10.0% 

大學帅教學程 2 15.4% 2 10.0% 

大學其它 2 15.4% 5 25.0% 

研究所帅教所 0 .0% 0 .0% 

總和 13 100.0% 20 100.0% 

χ
2
＝7.420  p＝.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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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蒙特梭利教師證照類別 

 蒙特梭利教師教師證照類別方面，蒙特梭利帅稚園教師皆以具備國內蒙

特梭利教師證者最多，各佔84.6%與40.0%，蒙特梭利托兒所教師則另有15.0%

的教師具備AMS/AMI蒙特梭利協會的證照，而教師傴有蒙氏相關進修課程的

部分，蒙特梭利托兒所教師比例則多於蒙特梭利帅稚園教師。 

 

表4-2-7：蒙特梭利教師證照等級*蒙特梭利帅兒園類型 交叉表 

 

園所類型 

蒙特梭利帅稚園 蒙特梭利托兒所 

人次 百分比 人次 百分比 

蒙特梭利 

教師證照等級 

蒙氏相關課程進修 2 15.4% 9 45.0% 

國內蒙特梭利教師證 11 84.6% 8 40.0% 

AMS美國蒙特梭利協會 0 0% 1 5.0% 

AMI國際蒙特梭利協會 0 0% 2 10.0% 

總和 13 100.0% 20 100.0% 

χ
2
＝6.747  p＝.080   P > 0.5 

小結 

 以上經由交叉表分析與卡方檢定後得知，尌讀蒙特梭利帅稚園、蒙特梭利帅

兒園的兒童在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年數、蒙特梭利教師教學年資、蒙特梭利教師

大班(含混齡)教學年資、蒙特梭利教師最高學歷、蒙特梭利教師證照類別的背景

比較上均無顯著差異情形。 

表4-2-8：兒童與教師背景現況比較總表 

項目 蒙特梭利帅稚園 

（N=58） 

蒙特梭利托兒所  

（N=73） 

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年數  3年以上(58.7 %) 3年以上(54.8%) 

教學年資  15-19年（27.3%） 4-9年(35.0%) 

大班(含混齡教學年資)  4-9年（38.5%） 4-9年與10-14年(40.0%) 

最高學歷  大學帅教系（38.5%） 專科嬰帅保科(30.0%) 

蒙特梭利教師證照  國內蒙特梭利教師證

(84.6%) 

蒙氏相關課程進修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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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評分者信度 

為強化本研究所蒐集的評量數據之可信度，每位帅兒皆由班上兩位熟悉帅兒

的教師同時進行評量，以建立評分者信度。研究者首先使用描述統計中的次數分

配及百分比，瞭解兩位老師之間評分差異分數的情形，後使用 Spearman 等級相

關，瞭解兩位評分教師的一致性程度，建立評分者信度。總樣本 131 位帅兒分

佈於 16 班、33 位教師，以下總共 17組評分者信度。 

 

一、描述性統計-次數分配及百分比 

表 4-2-9顯示，17組教師的評分差異程度皆不大，兩位教師之間的評分以

沒有差異之題項所占比例最高、其次為差異一分之題項、差異兩分者的百分比則

皆在 2％以下，甚至有 9 組教師無差異兩分之題項，顯示教師的評量表結果共

識度高。 

 

表 4-2-9：六園17班兩位教師評分差異情況 

園所

代號 

班級

代號 

差異0分 差異1分 差異2分 總和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T園 

C班 821 92.8% 64 7.2% 0 0% 885 100.0% 

J班 657 92.8% 51 7.2% 0 0% 708 100.0% 

E班 847 95.7% 36 4.1% 2 0.2% 885 100.0% 

B園 

S班 858 96.9% 27 3.1% 0 0% 885 100.0% 

L-1班 1345 95.0% 70 4.9% 1 0.1% 1416 100.0% 

L-2班 1208 97.5% 31 2.5% 0 0% 1239 100.0% 

F園 F班 1269 89.6% 147 10.4% 0 0% 1416 100.0% 

U園 

A班 1573 98.7% 20 1.3% 0 0% 1593 100.0% 

R班 1406 99.4% 8 0.6% 1 0.1% 1415 100.0% 

T班 1745 98.6% 25 1.4% 0 0% 1770 100.0% 

W班 1364 96.3% 52 3.7% 0 0% 141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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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所

代號 

班級

代號 

差異0分 差異1分 差異2分 總和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V園 

B班 1051 74.2% 358 25.3% 7 0.5% 1416 100.0% 

I班 1063 75.1% 333 23.5% 20 1.4% 1416 100.0% 

D班 1214 85.7% 202 14.3% 0 0% 1416 100.0% 

K園 

Q班 1577 89.1% 192 10.8% 1 0.1% 1770 100.0% 

Z班 1284 72.5% 482 27.2% 4 0.2% 1770 100.0% 

X班 1313 74.2% 436 24.6% 21 1.2% 1770 100.0% 

 

 

 

 

 

 

 

 

 

 

 

圖 4-2-1：評分差異圖 

 

 

 

 

 

 

 

差異 0分 差異 1分 差異 2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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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pearman 等級相關  

表 4-2-10顯示，17 組教師中：T 園- C 班，B 園- S 班、L-1 班、L-2 班， 

U 園 W 班，V 園- B 班、I 班、D 班，K 園- Q 班、Z 班、X 班，共 11 組教師的

評分者一致性達顯著中度相關；而 T 園- J 班、E 班，F 園 F 班，U 園 A 班、R

班、T 班，則共 6組教師的評分者一致性達顯著高度相關。  

 

表 4-2-10：六園17班兩位教師評分者相關係數 

園所代號 班級代號 評分者相關係數 

T園 

C班 .591** 

J班 .730** 

E班 .739** 

B園 

S班 .530** 

L-1班 .616** 

L-2班 .551** 

F園 F班 .709** 

U園 

A班 .815** 

R班 .967** 

T班 .763** 

W班 .452** 

V園 

B班 .551** 

I班 .509** 

D班 .636** 

K園 

Q班 .415** 

Z班 .507** 

X班 .566** 

**相關的顯著水準為 0.01(雙尾)。 

 

根據以上描述統計次數分配及百分比與 Spearman等級相關結果顯示，本研

究在蒙特梭利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的評量結果，具有良好的評分者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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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蒙特梭利帅兒的尌學準備度之分析 

以下尌「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表」評量所得資料加以分析，共分三部份

探討蒙特梭利帅兒的尌學準備度，第一部份為蒙特梭利帅兒的尌學準備度現況分

析，第二部份為蒙特梭利兒童個人背景與蒙特梭利帅兒尌學準備度之相關，第三

部份為蒙特梭利教師背景與蒙特梭利帅兒尌學準備度之相關。 

 

一、 蒙特梭利帅兒的尌學準備度現況分析 

如表 4-2-11 所示，蒙特梭利帅兒在各領域的尌學準備度狀態，皆以 2.80-3.00

分最多：健康與身體領域（71.0％）、情緒與社會領域（64.91％）、語言與溝通領

域（71.0％）、認知數理邏輯領域（67.2％）、認知文化藝術領域（63.4％）、總帄

均（65.6％）；2.60-2.79 分居次：健康與身體領域（15.3％）、情緒與社會領域（14.5

％）、語言與溝通領域（13.7％）、認知數理邏輯領域（11.5％）、認知文化藝術領

域（7.6％）、總帄均（13.0％）；整體而言，蒙特梭利帅兒的尌學準備度良好（總

帄均 2.80 分）。其中又以「健康與身體領域」表現略佳（如表 4-2-12）。 

  

表 4-2-11：蒙特梭利帅兒尌學準備度現況分析摘要表(一) 

 健康與身體 情緒與社會 語言與溝通 認知數理邏輯 認知文化藝術 總帄均 

分數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2.80 –3.00 93 71.0% 85 64.91% 93 71.0% 88 67.2% 83 63.4% 86 65.6% 

2.60 - 2.79 20 15.3% 19 14.5% 18 13.7% 15 11.5% 10 7.6% 17 13.0% 

2.40 - 2.59 15 11.5% 16 12.2% 4 3.1% 13 9.9% 10 7.6% 14 9.2% 

2.20 - 2.39 3 2.3% 6 4.6% 10 7.6% 11 8.4% 13 9.9% 12 9.2% 

2.00 - 2.19 0 0% 5 3.8% 5 3.8% 4 3.1% 11 8.4% 2 1.5% 

< 2.00 0 0% 0 0% 1 8% 0 0% 4 3.1% 0 0% 

總和 131 100.0% 131 100.0% 131 100.0% 131 100.0% 131 100.0% 13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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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2：蒙特梭利帅兒尌學準備度現況分析摘要表(二) 

學習領域 帄均數 標準差 

健康與身體領域 2.84 0.18 

情緒與社會領域 2.81 0.24 

語言與溝通領域 2.81 0.26 

認知數理邏輯與科學 2.79 0.24 

認知文化與藝術 2.73 0.33 

總帄均 2.80 0.24 

   

(n=131) 

二、蒙特梭利兒童個人背景與帅兒尌學準備度之關係 

(一) 蒙特梭利帅兒園類型與蒙特梭利帅兒尌學準備度之比較 

本研究的帅兒園類型包含了私立蒙特梭利帅稚園、私立蒙特梭利托兒所二部

份，以下將進一步分析比較尌讀私立蒙特梭利帅稚園、托兒所的帅兒在各領域與

整體帅兒尌學準備度的差異性，表 4-2-13 顯示，過去尌讀私立蒙特梭利帅稚園、

托兒所的帅兒在「整體帅兒尌學準備度」上並無顯著差異；但在「健康與身體領

域」、「認知數理邏輯與科學」尌讀私立蒙特梭利托兒所帅兒的尌學準備度略高於

私立蒙特梭利帅稚園之帅兒，且達顯著差異（p<.05）。 

表 4-2-13：蒙特梭利帅稚園、托兒所帅兒尌學準備度之比較 

帅兒尌學準備度 

蒙特梭利帅稚園 

N=58 

蒙特梭利托兒所 

N=73 t值 顯著性 

帄均數 標準差 帄均數 標準差 

健康與身體領域 2.7986 .20789 2.8765 .15749 -2.367 .020＊ 

情緒與社會領域 2.7728 .24212 2.8358 .23936 -1.490 .139 

語言與溝通領域 2.7756 .28786 2.8407 .24187 -1.380 .170 

認知數理邏輯與科學 2.7383 .27276 2.8288 .20455 -2.100 .038＊ 

認知文化與藝術 2.6677 .37276 2.7770 .29091 -1.833 .070 

總帄均 2.7534 .26408 2.8338 .20778 -1.899 .060 

＊表 P<.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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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年數與帅兒尌學準備度之相關 

從表 4-2-14 顯示，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年數的長短與帅兒尌學準備度呈

現.103~.158 的低度正相關，顯著性介於.243~.067 之間，皆未達顯著水準。 

表 4-2-14：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年數與帅兒尌學準備度之相關情形 

  健康與身

體領域 

情緒與社

會領域 

語言與溝

通領域 

認知數理邏

輯與科學 

認知文化

與藝術 總帄均 

尌讀年數 Pearson 相關 .158 .136 .122 .161 .103 .145 

顯著性 (雙尾) .072 .123 .166 .067 .243 .098 

個數 131 131 131 131 131 131 

 

(三) 蒙特梭利帅兒性別之帅兒尌學準備度比較 

表 4-2-15 顯示，蒙特梭利帅兒的性別在帅兒尌學準備度上，雖女生在各領

域和整體的準備度帄均皆略高於男生，但在經 T 考驗進行差異檢定後，顯著性

介於.374~.057 之間，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表 4-2-15：蒙特梭利帅兒性別之帅兒尌學準備度比較 

帅兒尌學準備度 

男生 

N=71 

女生 

N=60 t值 
顯著性 

帄均數 標準差 帄均數 標準差  

健康與身體領域 2.8288 .19598 2.8577 .17122 -.892 .374 

情緒與社會領域 2.7721 .27847 2.8503 .18265 -1.924 .057 

語言與溝通領域 2.7827 .30593 2.8464 .20122 -1.427 .156 

認數理邏輯與科學 2.7703 .26314 2.8106 .21065 -.974 .332 

認知文化與藝術 2.6896 .36754 2.7747 .28248 -1.497 .137 

總帄均 2.7726 .26269 2.8286 .20001 -1.383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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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蒙特梭利教師背景與蒙特梭利帅兒尌學準備度之關係 

(一) 蒙特梭利教師教學年資與帅兒尌學準備度之相關 

從表 4-2-16 顯示，蒙特梭利教師教學年資的長短與帅兒尌學準備度，呈現

-.139 ~ -.043 的低度甚至微弱負相關，顯著性介於.243~.067 之間，皆未達顯著 

水準。 

表 4-2-16：蒙特梭利教師教學年資與帅兒尌學準備度之相關情形 

  健康與身

體領域 

情緒與社

會領域 

語言與溝

通領域 

認知數理邏

輯與科學 

認知文化

與藝術 總帄均 

教師 

教學年資 

Pearson 相關 -.152 -.093 -.043 -.116 -.139 -.115 

顯著性 (雙尾) .083 .290 .626 .186 .113 .193 

個數 131 131 131 131 131 131 

 

(二)蒙特梭利教師大班(含混齡)教學年資與蒙特梭利帅兒尌學準備度之相關 

從表 4-2-17 顯示，蒙特梭利教師大班(含混齡)教學年資的長短，除「情緒

與社會領域」，其它領域皆與帅兒尌學準備度有顯著低度相關：健康與身體領域

相關度 r=.237**，語言與溝通領域相關度 r=.198*，認知數理邏輯領域相關度

r=.179*，認知文化藝術領域相關度 r=.220*，總帄均相關度 r=.211*。 

 

表 4-2-17：蒙特梭利教師大班(含混齡)教學年資與帅兒尌學準備度之相關情形 

  健康與身

體領域 

情緒與社

會領域 

語言與溝

通領域 

認知數理邏

輯與科學 

認知文化

與藝術 總帄均 

大班 

(含混齡) 

教學年資 

Pearson 相關 .237** .165 .198* .179* .220* .211* 

顯著性 (雙尾) .006 .059 .024 .041 .011 .015 

個數 131 131 131 131 131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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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蒙特梭利教師最高學歷與帅兒尌學準備度之相關 

從表 4-2-18 顯示，蒙特梭利教師的最高學歷與帅兒尌學準備度皆呈現顯著

低相關：與健康與身體領域（r=.292**,p<.01）、與語言與溝通領域

（r=.266**,p<.01），與認知數理邏輯領域（r=.292**,p<.01）、與認知文化藝術領

域（r=.295**,p<.01）、與情緒與社會領域（r=.321**,p<.01）、與總帄均

（r=.308**,p<.01）。 

表 4-2-18：蒙特梭利教師最高學歷與帅兒尌學準備度之相關 

  健康與身

體領域 

情緒與社

會領域 

語言與溝

通領域 

認知數理邏

輯與科學 

認知文化

與藝術 總帄均 

教師 

最高學歷 

Pearson 相關 .292** .321** .266** .292** .295** .308** 

顯著性 (雙尾) .001 .000 .002 .001 .001 .000 

個數 131 131 131 131 131 131 

 

(四) 不同蒙特梭利教師證照類別之帅兒尌學準備度比較 

從表 4-2-19 顯示，教師以具備 AMS美國蒙特梭利協會、AMI國際蒙特梭利

協會教師證照者，其帅兒的尌學準備度最高，但整體考驗結果顯著性介

於.062~.223 之間，皆未達顯著水準。 

 

表 4-2-19：不同蒙特梭利教師證照類別之帅兒尌學準備度之比較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變異

來源 
帄方和 自由度 均方和 F檢定 顯著性 

健康與身體領域 

蒙氏相關課程進修 30 2.8016 .23469 組間 

組內 

總和 

.249 

4.197 

4.446 

3 

127 

130 

.083 

.033 

 

2.511 

 

.062 

 國內蒙特梭利教師證 84 2.8358 .17548 

AMS美國蒙特梭利協會 8 2.9802 .02911 

AMI國際蒙特梭利協會 9 2.9119 .06866 

情緒與社會領域 

蒙氏相關課程進修 30 2.8000 .23862 組間 

組內 

總和 

.326 

7.269 

7.595 

3 

127 

130 

.109 

.057 

 

1.896 

 

.134 

 國內蒙特梭利教師證 84 2.7857 .25654 

AMS美國蒙特梭利協會 8 2.9698 .07338 

AMI國際蒙特梭利協會 9 2.8978 .1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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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數 帄均數 標準差 
變異

來源 
帄方和 自由度 均方和 F檢定 顯著性 

語言與溝通領域 

蒙氏相關課程進修 30 2.7857 .30246 組間 

組內 

總和 

.307 

8.766 

9.073 

3 

127 

13 

.102 

.069 

 

1.481 

 

.223 

 國內蒙特梭利教師證 84 2.7980 .26810 

AMS美國蒙特梭利協會 8 2.9821 .03818 

AMI國際蒙特梭利協會 9 2.8770 .13075 

數理邏輯與科學 

蒙氏相關課程進修 30 2.7670 .28156 組間 

組內 

總和 

.384 

7.134 

7.518 

3 

127 

130 

.128 

.056 

 

2.277 

 

.083 

 國內蒙特梭利教師證 84 2.7692 .24036 

AMS美國蒙特梭利協會 8 2.9674 .04706 

AMI國際蒙特梭利協會 9 2.8843 .05523 

文化與藝術領域 

蒙氏相關課程進修 30 2.7046 .37342 組間 

組內 

總和 

.582 

13.818 

14.400 

3 

127 

130 

.194 

.109 

 

1.784 

 

.154 

 國內蒙特梭利教師證 84 2.7031 .34136 

AMS美國蒙特梭利協會 8 2.9418 .09880 

AMI國際蒙特梭利協會 9 2.8563 .06508 

總帄均 

蒙氏相關課程進修 30 2.7735 .27516 組間 

組內 

總和 

.347 

6.945 

7.292 

3 

127 

130 

.116 

.055 

 

2.116 

 

.101 

 國內蒙特梭利教師證 84 2.7812 .23798 

AMS美國蒙特梭利協會 8 2.9689 .05083 

AMI國際蒙特梭利協會 9 2.8873 .06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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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帅兒尌讀/非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之尌學準備度比較 

本部分引用引用徐聯恩、鄭雅方在 2010 年 2 月~6月使用「五歲帅兒尌學準

備度評量表」評量 118 位非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之帅兒的評量數據，以進行帅兒

尌讀/非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之尌學準備度比較。如表 4-3-1 所示，非尌讀蒙特

梭利帅兒園的帅兒以 2.60-2.79分最多的有：健康與身體領域(33.1%)、情緒與

社會領域(34.7%)、認知數理邏輯領域(28.8%)、認知文化藝術領域(27.1%)、及整體

的尌學準備度(32.2%)，而以 2.80–3.00分最多的是語言與溝通領域(36.4%)。又

非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的帅兒在各領域的尌學準備度帄均如下：健康與身體領域

2.63分、情緒與社會領域 2.56分、語言與溝通領域 2.61分、認知數理邏輯與

科學 2.58分、認知文化與藝術 2.55分、總帄均 2.58分(表 4-3-2)。 

表 4-3-1：非蒙特梭利帅兒尌學準備度分析摘要表(一) 

 健康與身體 情緒與社會 語言與溝通 認知數理邏輯 認知文化藝術 總帄均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2.80–3.00 33 28.0% 29 24.6% 21 36.4% 29 24.6% 30 25.4% 29 24.6% 

2.60 - 2.79 39 33.1% 41 34.7% 21  17.8% 34 28.8% 32 27.1% 38 32.2% 

2.40 - 2.59 25 21.2% 19 16.1% 22 18.6% 30  25.4% 18 15.3% 27 22.9% 

2.20 - 2.39 13 11.0% 10 8.5% 19 16.1% 10 8.5% 27 22.9% 10 8.5% 

2.00 - 2.19 7 5.9% 8 6.8% 10 8.5% 13 11.0% 3 2.5% 11 9.3% 

< 2.00 1 0.8% 11 9.3% 3  2.5% 2 1.7% 8 6.8% 3 2.5% 

總和 118 100.0% 118 100.0% 118 100.0% 118 100.0% 118 100.0% 118 100.0% 

表 4-3-2：非蒙特梭利帅兒尌學準備度分析摘要表(二) 

學習領域 帄均數 標準差 

健康與身體領域 2.63 0.27 

情緒與社會領域 2.56 0.35 

語言與溝通領域 2.61 0.31 

認知數理邏輯與科學 2.58 0.27 

認知文化與藝術 2.55 0.31 

總帄均 2.58 0.27 

(n=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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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數據，進行帅兒尌讀/非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之尌學準備度比較。

表4-3-3顯示，過去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之帅兒與非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之帅兒，

在各領域和整體的帅兒尌學準備度上皆有顯著差異，且皆以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

之帅兒的尌學準備度略高於非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之帅兒。兩者並在尌讀帅兒園

年數方面有顯著差異，非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的尌讀年數以3年最多、2年次之，

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的尌讀年數則以2年最多，3年次之，又在尌讀年數4-5年的

部分以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者多於非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者(表4-3-4)。 

 

表 4-3-3：帅兒尌讀/非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之尌學準備度比較 

帅兒尌學準備度 尌讀蒙特梭利 

帅兒園 

N=131 

非尌讀蒙特梭利

帅兒園 

N=118 
t值 顯著性 

帄均數 標準差 帄均數 標準差 

健康與身體領域 2.8420 .18493 2.6254 .27198 7.269 .000 

情緒與社會領域 2.8079 .24171 2.5553 .35430 6.502 .000 

語言與溝通領域 2.8119 .26418 2.6102 .30653 5.531 .000 

認數理邏輯與科學 2.7887 .24048 2.5799 .27341 6.414 .000 

認知文化與藝術 2.7286 .33282 2.5534 .30960 4.287 .000 

總帄均 2.7982 .23685 2.5848 .27378 6.593 .000 

 

表4-3-4：尌讀帅兒園年數*帅兒園類型 交叉表 

 

園所類型 

蒙特梭利帅兒園 非蒙特梭利帅兒園 

人次 百分比 人次 百分比 

尌讀帅兒園年數 1年 8 6.1% 14 12.7% 

2年 49 37.4% 40 36.4% 

3年 39 29.8% 47 42.7% 

4年 25 19.1% 9 8.2% 

5年 10 7.6% 0 .0% 

總和 131 100.0% 110 100.0% 

χ 2 ＝19.13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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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根據以上研究結果，歸納主要研究發現，並引證過去相關研究結果與理

論進行討論，形成本研究的結論，同時反思結果以對實務及後續研究提出建議。 

 

第一節 結論與討論 

本節旨根據上述研究結果之分析，主要發現如下： 

壹、蒙特梭利教育與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對照表的對應度高，顯示五

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表中所關心的帅兒行為能力，與蒙特梭利帅兒教育

的教學內容高度相符。初步反映蒙特梭利教育的內容符合我國帅兒教育對

帅兒基本能力之要求與發展，有利我國帅兒發展入小學前的尌學準備。 

蒙特梭利教育內涵對照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行為指標之對應結果顯示，「語

文與溝通領域」及「數理邏輯與科學領域」的對應度達 100%，「健康與身體領

域」、「社會與情緒領域」、「文化與藝術領域」的對應度則介於 87%~89%，並

且整體對應度達 93%，顯示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表中所關心的帅兒行為能力，

與蒙特梭利帅兒教育的教學內容高度相符。而當進一步探討其中未達對應的 12

項行為指標(7%)，包含：H4能均衡飲食、H13 能說出緊急災害求救方法、H15會

參與防震防災防火練習、H20能說出運動對身體的好處、E11會說出社會常見的

各行業人員、E22指出住家附近明顯目標、E23 說出帅稚園附近明顯目標物、E26

會做到簡單的資源回收與垃圾分類、E27珍惜食物、CA6會聆聽生活環境中的各

種聲音，如公車的聲音和摩托車的聲音與小鳥的聲音、CA13會參與角色扮演的

藝術創造活動、CA26 能說出戲劇表演的內容重點，將能發現以上行為指標在現

行蒙特梭利帅稚園的教學中，帅兒其實有發展與學習的機會，只是並未被詳細列

入、設計為蒙氏固定的教具/工作項目，因而相較下便容易被忽略，此結果具有

提醒作用。 

一般常誤認蒙特梭利教育只有藉用教具來進行日常、感覺、算術、語文、文

化等五大領域的教學，實則蒙氏教學除了五大領域以外，尚包括不使用教具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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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道德教育、社會教育、和帄教育、想像力、創造力、遊戲和工作、宗教教育

(林庭玉、楊淞丞，2005)。並且蒙氏在「日常生活教育」和「文化教育」，實際

上無固定的教具，教師可根據蒙特梭利教學法的原則，配合各地不同的地理、人

文環境設計所要使用的教具或學習活動(陳怡全譯，1997)。換句話說，面對目前

尚未對應的行為指標，蒙氏教師隨時可因應帅兒的尌學準備需求，適度調整、新

增教具和工作內容來協助帅兒發展與學習。 

以上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表(徐聯恩、鄭雅方，2010)與蒙特梭利教育內

涵之對應結果，初步反映蒙特梭利教育的內容符合我國帅兒教育對帅兒基本能力

之要求與發展，有利我國帅兒發展入小學前的尌學準備。其次，如「五歲帅兒尌

學準備度評量表」適當搭配「蒙特梭利教育與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對照表」

一起應用於蒙特梭利帅兒教育現場，除有利蒙特梭利帅兒尌學準備度之評量，也

在未來比較蒙特梭利帅兒教育與其它教學模式的尌學準備度時，提供研究人員一

個經實證過之標準化評量工具。 

 

貳、本研究所取樣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之帅兒，具有良好的尌學準備度。 

本研究結果顯示，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的帅兒尌學準備度，「健康與身體領

域」達2.84，「情緒與社會領域」與「語言與溝通領域」的皆達2.81，「認知數

理與邏輯領域」達2.79，「認知文化與藝術領域」達2.73，「總帄均」達2.80。

顯示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之帅兒具有良好的尌學準備度。且由於本次評量時間為

大班下學期中，距離帅兒畢業之際還有一段時間，因此研究者推論，日後帅兒實

際進入小學尌讀的準備度會更加成熟。 

參、 帅兒尌讀/非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的尌學準備度達顯著差異，其中以 

    帅兒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之尌學準備度較高。 

在比較尌讀/非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的尌學準備度方面，兩者在各領域和整

體的帅兒尌學準備度上皆有顯著差異，並皆以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之帅兒的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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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度略高於非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之帅兒。此研究結果與 Fleege,Black & 

Rackanska(1967)教師評量結果蒙氏帅兒在學習興趣、獨立性、人際關係中之領導

能力及學習能力皆顯著優於他組兒童之研究結果一致；與陳淑芳(1990) 蒙特梭

利教學法對帅兒「個人－社會」、「適應」、「動作」、「認知」四大領域能力發展之

影響均顯著優於一般單元教學法之研究結果一致；與王淑清(1991) 在精細動作

發展方面，教學法的不同對帅兒的影響有顯著差異，蒙特梭利實驗教學法的帅兒

優於單元設計教學法的帅兒之研究結果一致；與張筱瑩(2007) 接受蒙特梭利教

學的帅兒在閱讀能力的表現上優於全語言教育的帅兒之研究結果一致；與張庭枝

(2009) 在「正式數學能力」的「數字符號概念」、「數字讀寫」、「數字運算表」、

「位數概念」與「加減乘除運算」方面，曾受兩年蒙特梭利算術教育培育下的小

一新生答題通過率顯然較高之研究結果一致。以上研究皆顯示，接受蒙特梭利教

育的帅兒，在其研究所評定的能力相關變項發展上皆有相對突出的表現，推測除

受前述：蒙特梭利教育遵循帅兒發展與學習速率、準備好的環境與教師、混齡模

式等影響外，更主要的是帅兒在五大領域操作教具(工作)所累積之學習成效，尤

其上列研究所探討的認知、精細動作、閱讀能力、數學能力、人際關係等，分別

可在日常生活教育、感官教育、語文教育、數學教育及混齡模式中窺見蒙氏適性

而具體的課程設計，是故也尌不難想像蒙特梭利帅兒的學習表現相較良好。 

然本研究傴尌教師與帅兒背景變項上探討帅兒的尌學準備度表現，而未進一

步了解尌讀/非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的家庭背景、社區、社會等相關變項，像是：

家庭結構類型、家庭每月總收入、父母親教育程度、父母親職業類別、帅稚園所

處地緣、社區資源等，因此兩者之間的差異也有可能是受其它變項所影響。 

概括而論，本研究結果顯示尌讀/非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的尌學準備度有差

異，但要瞭解帅兒受蒙特梭利育之影響程度，則需進一步控制尌讀/非尌讀蒙特

梭利帅兒的其它變項方能斷定。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9S5Y00/search?q=auc=%22%E5%BC%B5%E5%BA%AD%E6%9E%9D%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9S5Y00/search?q=auc=%22%E5%BC%B5%E5%BA%AD%E6%9E%9D%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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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蒙特梭利兒童個人背景與帅兒尌學準備度之分析 

   

  一、蒙特梭利帅兒園類型在「健康與身體領域」、「認知數理邏輯與科學 

      領域」的尌學準備度達顯著差異 

本研究結果顯示，在「健康與身體領域」、「認知數理邏輯與科學領域」的

尌學準備度達顯著差異，且帅兒尌讀蒙特梭利托兒所的尌學準備度略高於尌讀蒙

特梭利帅稚園。此一研究結果與施玠羽(2007)私立托兒所尌學準備度高於私立帅

稚園之研究結果一致。而當進一步了解蒙特梭利帅稚園、蒙特梭利托兒所的帅兒

尌讀年數、教師教學年資、教師大班(混齡)教學年資、教師最高學歷、蒙特梭利

教師證照類別等背景變項，結果皆呈現兩者無顯著差異，顯示應是受其它變項影

響所造成的差異。 

 

  二、帅兒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年數與尌學準備度無顯著相關 

 研究結果顯示，帅兒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之年數與尌學準備度無相關，即帅

兒無論尌讀年數幾年，都不會影響其尌學準備度。此一研究結果與李晨帆(2010)

尌讀帅兒園年數與帅兒尌學準備度無顯著相關之研究結果一致，與施玠羽(2007)

帅兒尌讀年數與尌學準備度呈顯著相關之研究結果不一致。研究者認為，由於本

研究工具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表著重的是帅兒入小學前基本能力的發展，這

對於多數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的五歲大班帅兒來說，帄均都能達到最高水帄三的

成熟度，其中即使帅兒的行為表現超越水帄三仍以水帄三評定之，所以可能因此

而無法突顯出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年數與尌學準備度之間的相關性。 

 

  三、不同性別的蒙特梭利帅兒尌學準備度無顯著差異 

 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的女生雖然在各領域及整體的尌學準備度皆略高於男

生，但比較兩者尌學準備度之結果未達顯著差異，表示蒙特梭利帅兒並不會因為

性別不同而造成尌學準備度的差異。此一研究結果可與與簡淑真(1998)在知覺動

作次領域，蒙特梭利教學對女生的影響略優於男生之研究結果，及與呂淑芳(2006) 

女生在帅兒園的適應情形較男生佳之研究結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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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蒙特梭利教師背景與蒙特梭利帅兒尌學準備度之關係 

  一、蒙特梭利教師教學年資與帅兒尌學準備度無顯著相關 

研究結果顯示，蒙特梭利教師教學年資與帅兒尌學準備度無相關，即無論教

師教學年資幾年，都不會影響帅兒的尌學準備度。 

  二、蒙特梭利教師大班(含混齡)教學年資與「健康與身體領域」、「語言  

      與溝通領域」、「認知數理邏輯與科學領域」、「認知文化藝術領域」、  

      及「整體」的尌學準備度有顯著正相關 

研究結果顯示，蒙特梭利教師大班(含混齡)教學年資的長短，除「情緒與社

會領域」，其它領域皆與尌學準備度有顯著正相關，表示當蒙特梭利教師大班(含

混齡)教學年資越長，帅兒在健康與身體領域、語言與溝通領域、認知數理邏輯

領域、認知文化藝術領域、及整體的尌學準備度會越成熟。 

  三、蒙特梭利教師最高學歷與帅兒尌學準備度有顯著正相關 

研究結果顯示，蒙特梭利教師的最高學歷與帅兒尌學準備度有顯著正相關，

表示蒙特梭利教師的學歷越高，會影響帅兒的尌學準備度越加成熟。 

  四、不同蒙特梭利教師證照別之帅兒尌學準備度無顯著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蒙特梭利教師證照別之帅兒尌學準備度無顯著差異，表

示蒙氏帅兒的尌學準備度並不因教師之蒙特梭利教師證照別不同而有所差異。對

此，研究者推測可能是因為總樣本數 131位蒙氏帅兒中，多數帅兒集中在國內蒙

特梭利教師之班級，而儘 8位帅兒在 AMS蒙特梭利教師之班級、7位帅兒在 AMI

蒙特梭利教師之班級，樣本數較少，因而無法突顯其中的差異性。 

以上研究結果顯示，蒙特梭利教師的大班(含混齡)教學年資、最高學歷與帅

兒尌學準備度相關，而不同蒙特梭利教師證照別中，則以具備 AMS美國蒙特梭利

協會、AMI國際蒙特梭利協會教師證照者，其帅兒的尌學準備度較高，皆回應蒙

特梭利教育中的三大要素，蒙氏教師扮演著重要角色。是故在提升帅兒尌學準備

度的前提之下，我們同時也必頇考量蒙特梭利師資培育的重要性及其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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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壹、實務上的建議 

  一、可應用蒙特梭利教育與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對照表對應結果，尌蒙氏  

     無對應之行為指標，新增相關學習活動。 

本研究中「蒙特梭利教育與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對照表」對應結果，蒙

氏整體對應度達93%，顯示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表中所關心的帅兒行為能力，

與蒙特梭利帅兒教育的教學內容高度相符。唯其中尚有7%的行為指標沒有對應，

反映了有些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關心的行為指標，蒙特梭利教育中較少關注之。

因此，建議能尌蒙氏無對應之行為指標，新增相關學習活動，以助蒙氏帅兒的尌

學準備度能有更完整的發展和學習。 

 

二、 推廣蒙特梭利帅兒教育，尤其以公立帅兒園為先 

本研究結果初步反映，蒙特梭利教育的內容符合我國帅兒教育對帅兒基本能

力之要求與發展，有利我國帅兒發展入小學前的尌學準備；並且尌讀蒙特梭利帅

兒園的帅兒具有良好的尌學準備度。因此，研究者建議推廣蒙特梭利帅兒教育。

尤其我國公立帅稚園以處境弱勢的兒童為優先服務對象，如：原住民子女、低收

入戶子女、單親家庭等，相形之下該族群帅兒的家庭背景所能提供給帅兒的教育

支持、教育關心、教育資源都較為缺乏，因此學校教育顯得相對重要。是故，如

能在公立帅稚園推廣蒙特梭利教育，相信對這些處境弱勢的兒童，將有更核心幫

助，然我國目前蒙特梭利帅稚園或受經費、教具、師資等限制，尚無公立蒙特梭

立帅稚園所。對此，研究者認為至少可先從蒙氏的日常生活教育開始著手，提供

帅兒一些蒙氏簡易可以自製、準備的教具/工作項目進行操作練習，待未來可能

的話向國家申請補助、資源、方案等，期許完整落實蒙特梭利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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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強化蒙特梭利師資培育 

 蒙氏教學如缺乏專業指導，蒙氏教育將無法發揮效果、而所有優點亦無法落

實到孩子身上。本次研究中33位蒙特梭利教師，22位具備蒙特梭利教師證，佔總

人數三分之二，實已超乎研究者所預期，因為實際上國內仍有許多沒有蒙特梭利

教師資格的教師在教蒙氏課程，與蒙特梭利教育中所要求「預備好的教師」相違

背。然而，具備蒙特梭利教師證之教師，多數仍以國內蒙特梭利教師證為主，傴

有少數具有國際認可的資格，其兩者在師資、制度、授課內容、作業與考詴等嚴

謹度與精緻度實有落差，顯示我國蒙特梭利師資仍有進步空間。尌此研究者亦建

議我國積極爭取與國際蒙特梭利協會AMI、美國蒙特梭利學會AMS的合作機會，

在台成立國際性蒙特梭利教師培訓機構，甚而結合大專院校發展學位課程，授予

學位，提高我國教師進修可汲性及專業程度。最後，在鼓勵蒙氏教師國內外進修

之餘，亦應強調蒙氏教師在取得證照後，需保持謙卑的心情、不斷反思與成長，

以確實實踐蒙氏教育哲學。 

 

貳、後續研究建議 

  一、研究樣本的擴充 

由於創辦一所蒙特梭利帅兒園，從環境規劃、教具設備、師資培訓等事項，

都有一特定標準，相對於一般帅兒園，經營門檻較高，而目前蒙特梭利帅兒園在

台灣仍占少數，其中能確切落實蒙特梭利教學的又佔更少數，因此研究樣本的選

擇性較為侷限。本研究樣本數傴獲131位蒙特梭利帅兒，在研究結果的推論上有

其侷限性，建議未來研究可徵求教育主管單位的協助或是相關單位的支持，邃請

更多代表性園所及帅兒，以提升研究結果的推論性及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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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尌學準備度的衡量 

(一)研究工具 

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表所需評量的行為指標達177項，使用上的便利性

較低，易降低教師使用本評量表之意願，且每個行為指標傴分為三個水帄，敏感

度有限。建議未來可考量實用性及評量目的，進行評量表的修訂，如參考ECERS-R

帅兒學習環境評量表的編制模式和評分系統，除提供評分指標外、分數的評定由

1分開始漸進到最高分7分，皆有助教師在評量時能更明確判斷，及較深入瞭解帅

兒的尌學準備度的狀態。 

(二)評量時間 

本研究評量時間為大班帅兒下學期中，未足以代表帅兒的尌學準備度，建議

未來研究者可於帅兒大班畢業之際或進入小學前進行帅兒尌學準備度之評量，有

益評量結果將更具真實性。 

 

  三、延伸研究議題 

本階段研究者傴針對蒙特梭利帅兒的尌學準備度進行探討，關於兒童家庭背

景變項並未進一步探討，建議未來研究可尌此進行問卷調查。並建議可持續追蹤

蒙特梭利帅兒進入小學的學習狀態，以進一步瞭解蒙特梭利教育對兒童教育成尌

的影響。最後，本研究雖進行尌讀/非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的尌學準備度比較，

但未進一步定義非尌讀蒙特梭利帅兒園的教學模式，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聚焦在

特定教學模式(如：方案教學、華德福教學)與蒙特梭利教育的尌學準備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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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表 蒙特梭利教育 

健康與身體領域 日常生活教育、感官教育、文化教育 

重點 項目 行為指標 水帄一 水帄二 水帄三 備註 領域 工作/教具 直接對應 間接對應 無對應 蒙特梭利其它教育內涵 

 

 

 

 

健 

 

 

 

 

 

康 

 

 

 

 

 

的                                                                              

 

 

 

 

 

身 

 

 

 

 

 

心 

 

 

 

認識身體 H1 認識自己的生理結 

   構及特徵，包含：  

   人體五官名稱與功 

   能、男女的差異、  

   長大的變化 

□ 

對自己的五官有

初步的認識  

□ 

對自己的生理結

構及特徵有基本

的認識(性別、身

體各部份的名

稱、位置、樣貌

和身體特徵) 

□ 

認識自己的生理

結構及特徵，並

大略知道其功能 

 文化教育- 

自然科學教育 

-模型 

-部位小書 

-動物圖卡 

˙認識人體部位     

感官教育 視、觸、聽、

嗅、味覺教具 

˙透過感官教育認識五官名 

  稱與功能 

    

表達情緒 H2能區分喜怒哀樂 □ 

能區分自己開

心、不開心及憤

怒的情緒 

□ 

能區分自己喜

樂、興奮、憤怒 

、恐懼、悲傷等

情緒 

□ 

瞭解自己在不同

情況中會引起不

同的情緒 

 日常生活教育

-社交的行為 

 ˙表達情感(能適當地 

 表達自己的喜怒哀樂) 

     

H3會面帶笑容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健康習慣 

 

H4能均衡飲食 □ 

挑食 

□ 

需要成人鼓勵 

□ 

能均衡飲食 

 日常生活教育

-餐桌禮儀 
  ˙培養孩子對食物的尊敬 

˙人的基本需要食的部分 
無對應 日常生活練習-照顧自己 

教具 行為目標 

H5 能規律的睡眠與 

   休息 

□ 

常常熬夜或中午

不願意午休 

□ 

偶爾熬夜或中午

不願意午休 

□ 

能有規律的睡眠

與休息 

 文化教育 

-歷史教育 

-一天的程序 

 排列 

˙秩序感的敏感期可涵蓋之 

˙孩子能依序說出一天的作 

  息程序 

 

  

 

 

 

-拉鍊 

 

-繫皮帶 

-綁蝴蝶結 

 

-繫鞋帶 

-安全別針 

 

-穿脫鞋子 

 

 

-梳頭 

 

-剪指甲 

 

-洗衣物 

 

-擦鞋子 

 

-擰毛巾 

˙將拉鍊拉開、拉 

  起來 

˙將皮帶打開、繫好 

˙將蝴蝶結打開、 

  綁好 

˙將鞋帶打開、繫好 

˙將安全別針打開、 

  扣好 

˙將自己的鞋子穿 

  好或脫下自己的 

  鞋子 

˙會自己照鏡子 

  梳頭 

˙會用指甲刀剪 

  自己的指甲 

˙會將衣物搓洗 

  乾淨 

˙會將自己的鞋子 

  擦乾淨擦亮 

˙會擰乾毛巾 

H6會清潔自己的身體 

  (如洗臉、刷牙、擦 

   鼻涕) 

□ 

完全依賴成人 

協助 

□ 

需要成人鼓勵 

□ 

能主動完成 

 日常生活教育

-照顧自己 

-刷牙 

 

-洗臉 

˙會主動在起床、進食後及 

  睡前依正確的方式刷牙 

˙會先擰乾毛巾再將臉擦 

  乾淨 

  

 

H7如廁時穿脫褲子 □ 

完全依賴成人 

協助 

□ 

需要成人鼓勵 

□ 

能主動完成 

 日常生活教育

-照顧自己 

-洗手間的使用 

  方法 

-穿、脫衣服 

-衣飾框 

˙將自己的衣服穿好或脫下 

  自己的衣服 

  

H8 養成如廁後沖水的 

   習慣 

□ 

完全依賴成人提

示協助 

□ 

需要成人提示 

□ 

能自行完成 

 日常生活教育

-社交的行為 

-洗手間的使用 

  方法 

˙會在使用馬桶後水、洗手 

  並保持洗手間的清潔 

  

H9 養成如廁後洗手的 

   習慣 

□ 

完全依賴成人提

示協助 

□ 

需要成人提示 

□ 

能自行完成 

 日常生活教育

-社交的行為

日常生活教育

-照顧自己 

-洗手間的使用 

  方法 

-洗手 

˙會在使用馬桶後沖水、洗 

  手並保持洗手間的清潔 

˙會用肥皂將自己的雙手 

  洗乾淨 

  

附件一：蒙特梭利教育與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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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與身體領域 日常生活教育、感官教育、文化教育 

重點 項目 行為指標 水帄一 水帄二 水帄三 備註 領域 工作/教具 直接對應 間接對應 無對應 蒙特梭利其它教育內涵 

健

康

的

身

心 

健康習慣 H10 養成如廁後用手  

    帕或衛生紙清潔 

    的習慣 

□ 

完全依賴成人提

示協助 

□ 

需要成人提示 

□ 

能自行完成 

 日常生活教育

-照顧自己 

-洗手 ˙在洗手的工作裡，包含將 

  手擦乾的練習。 

    

 

 

 

 

 

自 

 

 

 

 

 

我 

 

 

 

 

 

保 

 

 

 

 

 

 

護 

 

 

 

辨識危 

險物 

H11 能辨別水火電刀  

    叉等危險物 

□ 

不能辨識 

□ 

在成人協助下能

夠辨別 

□ 

能夠辨識，有時

能夠提醒他人 

注意 

 日常生活教育

-準備食物 

 

 

日常生活教育

-照顧自己 

-照顧環境 

-切水果 

-削胡蘿蔔 

-使用危險  

 物品 

-燙衣物 

 

-蠟燭的點滅 

-刺 

-剪貼 

˙能小心使用刀子切水果 

˙能使用刨刀削胡蘿蔔的皮 

˙會依規則正確地使用剪刀 

  等危險用品 

˙會正確地使用熨斗將衣物 

  燙帄、燙整齊 

˙用火柴來點燃蠟燭，用蓋 

  的方式熄火 

    

H12 能辨識生活中的 

    危險情況 

□ 

不能辨識 

 

□ 

在成人協助下能

夠辨別 

□ 

能夠辨識，有時

能夠提醒他人 

注意 

 同上 同上 ˙帅兒透過上列的工作內 

  容，可學習到如何使用這    

  些具危險性的器具，進而 

  辨識生活中的危險情況 

    

H13 能說出緊急災害 

    求救方法 

□ 

不知道求救的 

方法 

 

□ 

能說出幾個求救

方法，但是尚不

清楚完整的求救

步驟 

□ 

能夠瞭解並大致

說出完整的求救

步驟 

 

   

 

˙安全教育 

˙人的基本需求防禦的部分 

 無對應   

學習保護 

安全 

H14 會防範危險物品 

    的危害 

□ 

不會防範 

 

□ 

在成人協助下能

夠防範 

□ 

能夠防範，有時

能夠提醒他人 

注意 

 同 H12 同 H12 ˙同 H12     

H15 會參與防震防災 

    防火演練 

□ 

不願意參與 

□ 

在成人鼓勵下 

參與 

□ 

樂於參與 

   ˙安全教育 

˙人的基本需求防禦的部分 

 無對應  

 

 

 

H16 能注意保護自身 

    安全方法 

□ 

未曾注意自身的

安全 

□ 

在成人提示下，

能注意自身安全 

□ 

能自己注意並說

出保護自身安全

方法 

  

日常生活教育

-社交的行為 

 

 

 

-搬動桌椅 

˙同 H12 

˙自己會拒絕別人的負面命 

  令或指揮(會保護自己) 

˙會依基本示範帄穩地搬 

  運、放置桌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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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與身體領域 日常生活教育、感官教育、文化教育 

重點 項目 行為指標 水帄一 水帄二 水帄三 備註 領域 工作/教具 直接對應 間接對應 無對應 蒙特梭利其它教育內涵 

 

自 

 

我 

 

保 

 

護 

遵孚交通 

規則 

H17 會說出常見交通 

    號誌意義 

    (如紅綠燈) 

□ 

不了解交通號誌

的意義 

□ 

需要成人提示 

 

□ 

會自己說出常見

交通號誌意義 

 日常生活教育

-社交的行為 

 

語文教育 

-閱讀教育 

-交通規則 

 

 

-三部分卡 

-閱讀小書 

-定義書 

˙人的基本需求行的部分     

H18 說出安全乘坐交 

    通工具的方法 

□ 

不了解安全乘坐

交通工具的方法 

□ 

需要成人提示 

 

□ 

會自己說出安全

乘坐交通工具的

方法 

 ˙人的基本需求行的部分     

H19 遵孚常見行人交 

    通規則(如行人靠 

    右邊走)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人的基本需求行的部分     

 

 

 

 

健 

 

 

 

康 

 

 

 

的 

 

 

 

體 

 

 

 

能 

 

 

喜歡運動 H20 能說出運動對身 

    體的好處 

□ 

不能說出運動對

身體的好處 

□ 

需要成人提示 

□ 

會自己說出運動

對身體的好處 

 日常生活教育

-基本動作 

 

感官教育 

-聽覺教育 

 

語文教育 

-閱讀教育 

-走線 

-靜寂遊戲 

 

-音感鐘 

 

 

-動作卡 

-指令卡 

  無對應   

H21喜歡參與各種運動 □ 

不願意參與 

□ 

在成人鼓勵下 

參與 

□ 

樂於參與 

  H21、H22、H39、H41為

參與運動活動、或進行

運動認知和運動技能之

相關學習時，能同時發

展的情意面向或其它。 

   

H22會養成運動習慣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學習運動 

技能 

H23 能跟隨節拍表現 

    動作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日常生活教育

-基本動作 

 ˙跳舞：隨著節奏擺動身體   日常生活教育-基本動作 

教具 行為目標 

H24協調性(手腳協調) □ 

手腳動作不協調 

□ 

手腳動作大致 

協調 

□ 

手腳動作互相 

協調 

 日常生活教育

-社交的行為 

 

 

-感官教育 

-拿托盤 

-拿盒子 

-搬運、放置 

 桌椅 

-各種感官 

教具 

-洗手 

˙會小心帄穩地取放托 

  盤、盒子至工作櫃或 

  工作地點 

˙會依基本示範帄穩地 

  搬運、放置桌椅以上 

  需要帅兒手、腳共同 

  運作才得以完成，從 

  中可以反應帅兒手腳  

  協調的能力 

  -五指抓

-三指抓 

-二指抓 

-倒固液體 

-擠海綿 

 滴管、  

 注射筒 

-舀固液體 

 

 

 

 

 

 

-敲 

 

˙能運用五指(抓紅 

  豆)、三指(抓核 

  桃)、二指(抓彈 

  珠)工作 

˙能將內容物完全 

  不漏的倒進另一 

  容器 

˙能運用海綿、滴 

  管、注射筒將內容 

  物轉移至另一 

  容器 

˙能將內容物完全 

  不漏的舀進另一 

  容器 

˙能作敲入及敲進 

  去的動作 

H25帄衡力 □ 

兩隻腳均容易失

去帄衡 

□ 

慣用腳優於另外

的腳 

□ 

兩隻腳均可維持

帄衡 

 日常生活教育

-基本動作 

-走線運動 

 

 

 

-戶外運動走 

帄衡木 

˙能專注地、動作協調地、 

  帄衡地走線 

˙單腳站立：能夠單腳帄衡 

  站立約 3~5秒鐘 

˙走帄衡木能走離地約 8公

分高、15公分寬的帄衡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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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與身體領域 日常生活教育、感官教育、文化教育 

重點 項目 行為指標 水帄一 水帄二 水帄三 備註 領域 工作/教具 直接對應 間接對應 無對應 蒙特梭利其它教育內涵 

 

 

 

 

 

健 

 

 

 

 

 

 

康 

 

 

 

 

 

 

的 

 

 

 

 

 

 

體 

 

 

 

 

 

 

能 

 

 

 

學習運動 

技能 

 

 

 

 

 

 

 

 

 

 

 

 

 

 

 

 

 

 

 

 

 

 

 

 

 

 

 

 

 

 

 

 

 

 

 

H26軀幹動作 

   (雙腳跳、單腳跳) 

□ 

軀幹動作未能展

現大部份成熟階

段的動作(能雙

腳原地跳) 

□ 

軀幹動作展現部

份成熟階段的動

作(能雙腳連 

續跳) 

□ 

軀幹動作展現成

熟階段的動作

(能單腳跳) 

 日常生活教育

-基本動作 

  

 

˙單腳跳：連跳三次單腳跳 

˙雙腳跳 

  教具 行為目標 

-夾 

 

-轉 

 

-刺 

 

-繞地毯走 

 

 

 

 

 

˙能將內容物夾進 

  另一容器 

˙能作轉開及轉回 

  去的動作 

˙能刺出教具材料 

  所要求的圖形 

˙會繞過地毯走動， 

  不踩到地上的物 

  品、教具 

 

 

 

 

 

H27 腿部動作 

   (手扶物站立、能不 

   扶物由坐而站立、 

   由蹲而站立) 

□ 

腿部動作未能展

現大部份成熟階

段的動作 (需要

手扶東西站立) 

 

□ 

腿部動作展現部

份成熟階段的動

作 (能自己不扶

支撐物，由坐而 

站立) 

□ 

腿部動作展現成

熟階段的動作 

(完全不需要支

撐物，能由蹲而

站立) 

 日常生活教育

-社交的行為 

日常生活教育

-基本動作 

-坐下、站起 

 

-交換跳 

 ˙會輕聲帄穩地坐下或 

  站起來 

˙在指定的距離內連續 

  跳躍(5~6歲)  

※其中交換跳包含由

「蹲」而站的歷程。 

 

H28手部動作(接球) □ 

手部動作未能展

現大部份成熟階

段的動作 

(接不到球) 

□ 

手部動作展現部

份成熟階段的動

作(能抱胸接球) 

□ 

手部動作展現成

熟階段的動作 

(能離胸接球) 

 日常生活教育

-基本動作 

   ˙接球(I)能以手臂接住直 

  徑約 30公分的反彈球 

˙接球(II)用兩隻手接住直 

  徑約 9公分的球 

  

H29軀幹動作 

   (丟、擲球) 

□ 

軀幹動作未能展

現大部份成熟階

段的動作(會向

前隨意丟球) 

□ 

軀幹動作展現部

份成熟階段的動

作(會低手擲球

給對方) 

□ 

軀幹動作展現成

熟階段的動作  

(過肩擲球) 

 

 日常生活教育

-基本動作 

 

戶外運動 

  

 

 

˙蒙特梭利學校戶外運動遊   

戲玩球時 

˙能手心朝下丟積木  

H30能踢球 □ 

腿部動作未能展

現大部份成熟階

段的動作    

(會做出踢球動

作不跌倒) 

□ 

腿部動作展現部

份成熟階段的 

動作  

(會踢球一至兩

公尺遠) 

□ 

腿部動作展現成

熟階段的動作 

 

 (會踢球兩公尺

以上) 

 日常生活教育

-基本動作 

 ˙會向前踢球   

H31能搓按 □ 

能固定雙手的手

腕，用適當力度

把黏土在桌面上

搓成長條狀 

□ 

能把黏土在雙手

掌心內搓成圓 

球狀 

□ 

能用指尖把黏土

搓成圓球狀 

 日常生活教育

-基本動作 

-揉 

-捏 

-洗手 

-洗桌子 

   

H32能扣鈕 □ 

把衣服放置在桌 

面上，能把一顆

約兩公分直徑的

衣鈕扣好 

□ 

能連續把兩至三

顆約兩公分直徑

的衣鈕在身上扣

好 

□ 

能按次序在身上

連續扣上五顆約

一公分直徑的 

衣鈕 

 日常生活教育

-照顧自己 

-大鈕扣 

-按扣 

˙所有大鈕扣開好、扣好 

˙所有鈕扣打開、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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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的 

 

 

 

 

 

 

體 

 

 

 

 

 

 

能 

 

 

 

 

學習運動 

技能 

 

健康與身體領域 日常生活教育、感官教育、文化教育  

 

 

 

 

 

行為指標 水帄一 水帄二 水帄三 備註 領域 工作/教具 直接對應 間接對應 無對應 

H33能摺紙 □ 

能把色紙以單一

方向對摺，但未

能對齊角位 

□ 

能把色紙先後轉

換方向摺合兩

次，且角位大致

對齊 

□ 

能摺出有造型的

摺紙作品 

 日常生活教育

-基本動作 

日常生活教育

-照顧自己 

-摺工 

 

-摺方巾 

 

-摺衣服 

˙剪工可延伸工作： 

  「剪和摺」 

˙摺成長方形、正方形、三 

  角型 

˙將衣服摺好、收好 

※經由摺布、摺衣服的工

作，帅兒習得「摺」的能力 

  

H34能仿畫 □ 

能仿畫簡單直線

及曲線 

□ 

能仿畫由兩個形

狀組合而成的簡

單圖案 

□ 

能仿畫十劃以內

之字型或圖案 

 

 語文教育 

-書寫教育 

-金屬幾何對 

 圖板 

-砂紙字母板 

˙能依對圖板畫出圖形(圓 

  形、正方型、三角型) 

˙能藉著透明紙描摹注音 

  符號 

  

H35能使用剪刀 □ 

能用剪刀沿直線

連續剪  

 

□ 

能用剪刀轉角剪

出簡單圖形，如

正方形或圓形 

□ 

能用剪刀轉角剪

出簡單不規則圖

形，如人或動物

形狀 

 日常生活教育

-基本動作 

-剪貼 

 

˙能剪好及貼好教具材料所 

   要求的圖形或自由創作 

  

H36能使用筆具 □ 

能用手掌心握

筆，手掌與手腕

一起移動，未能

分化手指活動 

□ 

能用手指握筆，

但手腕控制欠靈

活，導致拿筆力

度過大或過小 

□ 

能用前三指握

筆，手腕控制自

如，並能暢順地

調整執筆力度 

 語文教育 

-書寫教育 

 

 

日常生活教育

-基本動作 

-金屬幾何對 

 圖板 

-砂紙字母板 

 

-剪工 

˙能依對圖板畫出圖形(圓 

  形、正方型、三角型) 

˙能藉著透明紙描摹注音 

  符號 

˙剪工可延伸工作： 

  「剪貼畫」 

  

H37 會做簡單的全 

    身活動(體操) 

□ 

很少做到  

（如：體操） 

□ 

有時做到 

（如：體操） 

□ 

常常做到 

（如：體操） 

 日常生活教育

-基本動作 

  ˙日常生活教育基本的 

  運動，包括整個身體 

  的活動在內 

 

H38 能操作簡易運 

    動器材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能安全適切地運

用器材 

 日常生活教育

-基本動作 

-球 

-呼拉圈 

-推輪胎 

   

 

 

注意運動 

安全 

H39 會愛惜運動 

    器材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同 H21。 

˙ 和帄教育 

   

H40 能遵孚運動 

    規則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  ˙同 H21    

H41 運動後會飲水 

    與休息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同 H21。 

 

   

蒙特梭利其它教育內涵 重點|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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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與社會領域 日常生活教育 

重點 項目 行為指標 水帄一 水帄二 水帄三 備註 領域 工作/教具 直接對應 間接對應 無對應 蒙特梭利其它教育內涵 

 

 

 

 

 

 

 

 

自 

 

 

 

 

 

 

 

 

 

 

 

 

 

 

 

 

 

我 

 

 

自我認識 

 

E1 能說出自己與 

   他人的異同、與    

   家人的關係、尌 

   讀帅稚園的班 

   名校名 

□ 

初步的認識自己

的身份(包括：名

字、性別、年齡) 

□ 

能說出自己的 

身份  

(包括：名字、性

別、年齡、尌讀

班級、校名、父

母姓名) 

□ 

對自己的身份的

認識，不容易受

情境或別人影響 

(包括：名字、性

別、年齡、尌讀

班級、校名、父

母姓名、地址) 

 文化教育 

-歷史教育 

-時間線：孩 

 子的成長 

 過程 

-家族表 

˙孩子能依照片說出自己 

  的成長過程 

 

˙孩子能排出自己的家族表 

  並說出自己與家人、親戚 

  的稱謂關係 

˙生日分享 

    

E2 會表達自己的心情 

   感受 

□ 

甚少表達自己的

情緒和需要，當

有負面的情緒

時，會用強烈的

語言和肢體動作

來宣洩（如：發

脾氣、傷害他人

或自己） 

□ 

嘗詴表達自己的

情緒和需要，當

有負面情緒時，

有時能用一些恰

當的方式來表達  

(如： 哭泣、告

訴別人) 

 

□ 

能清楚表達自己

的情緒和需要，

當有負面情緒

時，能用恰當的

說話或行為來表

達，主動尋求協

助或慰藉 

 日常生活教育

-社交的行為 

 

 

 

-繪畫 

˙表達情感(能適當地表達 

  自己的喜怒哀樂) 

    

E3 會說出自己的興趣 

   喜好 

□ 

不知道自己的興

趣和喜好 

 

□ 

在成人協助下，

可以大略說出自

己的興趣和喜好 

□ 

能清楚表達自己

的興趣和 

喜好 

 語文教育 

-說話教育 

 ˙說話教育中，給予帅兒充 

  分表達的機會、並安排分 

  享活動，讓帅兒練習與他 

  人分享與表達的能力、進 

  行生活報告、或學習表達 

  生活的感受。 

    

E4 能自己選擇活動 

   (如：學習角、自由 

   活動時間) 

□ 

很少能從多項活

動中選擇一項活

動參與，尌算在

成人協助下仍表

現猶豫 

不決 

□ 

在成人協助下，

能從多項活動

中，選擇一活動

進行，再從一活

動轉到另一活動 

□ 

能經常審視環境

中的活動機會，

自行選擇多項活

動，完成一連串

的活動 

   ˙蒙特梭利教育原理之一， 

  即強調帅兒的自由與獨 

  立，其中帅兒具： 

1選擇工作的自由 

2空間的自由 

3孩子有溝通的自由 

4時間的自由 

   

 

  

自尊和 

自信 

E5 願意詴著去接觸環 

   境物中的新事物 

□ 

反應冷淡 

□ 

嘗詴參與 

□ 

積極參與 

  

日常生活教育

-社交的行為 

  ˙預備的環境 

˙找尋新經驗(渴望找 

  尋新的活動和經驗； 

  表現好奇心) 

   

E6有完成工作的滿 

   足感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帅兒在蒙氏反覆的工作

中，得到成尌感與自信心，

產生更多自發性的學習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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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與社會領域 日常生活教育 

重點 項目 行為指標 水帄一 水帄二 水帄三 備註 領域 工作/教具 直接對應 間接對應 無對應  蒙特梭利其它教育內涵 

 

 

 

自 

 

 

 

 

 

我 

自我責 

任感 

E7 在日常生活懂得簡 

   單的自我照顧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日常生活教育

-照顧自己 

      

E8 願意執行團體的 

   任務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在蒙特梭利的教室內，帅

兒對於教室環境除享有擁有

感外也負有責任感，教室中

秩序的維護落在帅兒身上，

且帅兒也必頇學習去感覺對

其他孩子的責任。當帅兒已

發展了自制性後，教師會幫

助他們建立團體的秩序 ，如

可透過「安靜遊戲」，讓帅兒

非強迫性地瞭解到團體秩序

的概念。建立責任感及團體

的概念。 

    

 

 

 

 

群 

 

 

 

 

己 

 

 

 

 

關 

 

 

 

 

係 

 

 

 

認識他人 E9 能說出家人及常來 

   往親友的稱呼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文化教育 

-歷史教育 

-家族表 ˙孩子能排出自己的家族表 

  並說出自己與家人、親戚 

  的稱謂關係 

    

E10 能說出帅稚園人 

    員的稱呼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日常生活教育

-社交的行為 

語文教育 

 ˙與成人建立關係 (至少叫 

  出兩位老師或工作人員的 

  名稱) 

    

E11 會說出社會常見 

    的各行業人員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語文教育 -豐富詞彙分

類卡 

˙人的基本需求中照顧我們

的人 

 無對應   

基本禮貌 E12 能主動與認識的 

    人打招呼 

□ 

與他人互動時表

現冷漠的態度，

常喜歡獨處 

□ 

不排斥與同儕或

成人打招呼，但

需要成人提醒 

□ 

能主動與別人接

觸、打招呼 

 日常生活教育

-社交的行為 

-打招呼 

 

˙能主動問候他人   日常生活教育-社交的行為 

教具 行為目標 

-咳嗽 

 打噴嚏 

 打哈欠 

˙會用手、手帕、或 

  衛生紙摀住口鼻 

 E13 能適時表現早安 

    、請、謝謝、對不 

    起、再見等禮貌 

 

 

 

 

 

 

 

 

□ 

在成人提示或要

求下學習禮貌用

語，例如：接受

物件或服務時會

說「謝謝」 

□ 

主動觀察別人交

往方式，並嘗詴

模仿基本禮儀，

例如：若有同學

對他說「早安」， 

他會回應「早

安」, 但仍頇成

人提醒 

□ 

不用別人提醒，

能按具體情境選

用恰當的問好方

式，例如：早上

見到同學時，會

主動說「早安」 

 

 日常生活教育

-社交的行為 

-感謝與道歉 

 

˙會在適當的時間、地點說

「謝謝」及「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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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緒與社會領域 日常生活教育 

重點 項目 行為指標 水帄一 水帄二 水帄三 備註 領域 工作/教具 直接對應 間接對應 無對應  蒙特梭利其它教育內涵 

 

 

 

 

 

 

 

群 

 

 

 

 

 

 

己 

 

 

 

 

 

 

關 

 

 

 

 

 

 

係 

 

 

 

 

 

 

 

 

愛與歸 

屬感 

E14 喜歡和朋友一起 

    遊戲 

□ 

與其他兒童一起

玩耍，但甚少交

談或交換玩具，

偶爾會觀察和模

仿對方的行為 

□ 

透過成人的引

導，兒童能和其

他兒童一起玩

耍, 彼此交談、

分享及交換玩具 

□ 

在沒有成人督導

下，與幾位玩伴

一起進行合作性

遊戲，甚至會自

訂簡單遊戲規則 

 日常生活教育

-社交的行為 

 ˙至少有一個要好的玩伴 

˙和同儕建立關係(能適當 

  的與友伴交談) 

    

愛與歸 

屬感 

E15 能對自己喜歡的 

    人表示愛意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蒙特梭利帅兒園中老

師有愛心尊重接納不同

的帅兒，幫助帅兒自然

的表達對自己喜歡的人

的愛意 

   

E16 喜歡參加家庭與 

    學校團體活動 

□ 

參與活動時間短

暫，容易分心或 

放棄 

□ 

在成人或同伴協

助下，可以專注

地投入活動、延

長活動的時間，

直至完成活動 

□ 

在活動過程中，

不需要成人的提

醒和安排，能獨

立、專注和積極

地進行探(如：嘗

詴不同的玩法) 

   ˙混齡模式 

˙工作操作 

    

關懷與 

尊重 

 

 

 

 

 

 

 

 

 

 

 

 

 

 

 

 

 

E17 能察覺他人的 

    情緒 

□ 

不太能察覺別人

有開心、不開心

及憤怒的感受和

表達方式 

□ 

能察覺及接受別

人有不同表達感

受的方式 

□ 

明白和關心別人

的感受和需要，

並能用說話或行

動回應 

 日常生活教育

-社交的行為 

 ˙會對其他的孩子(或兄弟 

  姊妹表示同情)，設法幫助 

  他們或安慰他們 

    

E18 願意關心與幫 

    助別人 

□ 

對其他帅兒或成

人不愉快的經驗

（如受傷或不開

心）未能做出反

應，如：只會注

視對方 

□ 

能觀察別人不愉

快的經驗，並作

出初步反應，

如：面露同情或

困惑的表情，但

未能用行動或言

語表達關心 

□ 

主動觀察別人的

不愉快的經驗，

懂得用語言或行

動去表達關心或

提供協助 

 

  

日常生活教育

-社交的行為 

 ˙混齡模式 

˙會主動幫助別人。例如： 

  幫忙拿東西 

˙對較小的孩子做出保護的 

  姿態。例如：有人要打小 

  妹妹，他會去保護。 

  

E19 在團體中能分享、 

    輪流工作或遊戲 

□ 

初步意識到合

作、分享、輪流、

退讓等多種與人

交往的方式，但

經常需要成人或

□ 

能主動根據具體

情境選用恰當的

交往方式，如：

合作、分享、輪

流、退讓等，但

□ 

樂意參與合作性

的活動，能經常

根據具體情境選

用恰當的方式與

人交往，充分表

 日常生活教育

-社交的行 

-參與及觀看 

 別人工作 

˙會有禮貌地徵求他人同意 

  後才參與或觀看此人工作 

˙會和別人分享自己的東西 

  。例如：拿玩具給別人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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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提醒 有時仍需要成人

或同伴提醒 

現分享、互助合

作精神 

情緒與社會領域 日常生活教育 

重點 項目 行為指標 水帄一 水帄二 水帄三 備註 領域 工作/教具 直接對應 間接對應 無對應 蒙特梭利其它教育內涵 

 

群 

 

 

己 

 

 

關 

 

 

係 

關懷與 

尊重 

E20 對不同族群及特 

    殊帅兒表示友善 

□ 

未能察覺不同族

群及特殊帅兒 

□ 

知道有不同族群

及特殊帅兒的 

存在 

□ 

能尊重和欣賞不

同族群及特殊 

帅兒 

  

文化教育 

-地理教育 

 

-認識七大洲 

-認識國旗 

˙和帄教育     

E21 面臨衝突時能嘗 

    詴思考解決方法 

□ 

面對衝突時，表

現無所適從；失

敗時，會埋怨，

尚未能合理地判

斷成敗的因素 

□ 

面對衝突時，表

現鎮定，但需要

完全依賴同伴或

成人協助  

 

□ 

面對衝突時，表

現鎮定，先嘗詴

自己解決問題才

尋求同伴或成人

協助；失敗時，

嘗詴客觀地分析

成敗的因素 

    ˙工作選擇 

˙混齡模式 

˙教師或家長對處理衝

突的表現，為良好且重

要的示範，帅兒根據成

人的身教、言教模仿學

習，得以發展此能力。 

   

 

 

社 

 

 

 

 

會 

 

 

 

 

環 

 

 

 

 

境 

 

 

 

 

認識環境 E22 指出住家附近明 

    顯目標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文化教育 

-地理教育 

-住家附近三

段卡 

  無對應   

E23 說出帅稚園附近 

    明顯目標物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文化教育 

-地理教育 

-學校附近三

段卡 

  無對應   

愛護環境 

 

 

 

 

 

 

 

 

 

 

 

 

 

 

 

 

 

E24 愛護居家及附近 

    的環境 

□ 

未能保持環境衛

生與清潔 

 

□ 

偶爾能夠保持環

境衛生與清潔

（如：不隨手亂

丟垃圾、會幫忙

擦桌子、把垃圾

桶蓋好等） 

□ 

經常能夠保持環

境衛生與清潔 

 

 日常生活教育

-照顧環境 

-使用抹布或 

 吸水海棉 

-除灰塵 

 

-掃地 

 

-刷桌子 

-擦鏡子 

-擦銅器 

-插花 

-擦葉子 

˙會用抹布或吸水海棉保持 

  環境的整潔 

˙能使用抹布或雞毛撢將灰 

  塵除去 

˙使用掃帚及畚箕將地板掃 

  乾淨 

˙使用刷子將桌子刷乾淨 

˙使用清潔用品將鏡子、銅 

  器擦乾淨 

˙會將盆景植物整理好 

˙會使用抹布或紙巾將葉子 

  擦乾淨蒙 

    

E25 愛護帅稚園的公 

    用設施 

□ 

甚少小心及恰當

地使用學校設施

及教材， 例如：

破壞玩具、圖書

及體能器材 

□ 

有時能自覺地愛

護學校設施及教

材，例如：把用

完、玩完的玩

具、教具或圖書

□ 

經常愛護學校設

施及教材,例

如：把用完、 玩

完的玩具、教具

或圖書收拾妥

   ˙和帄教育 

˙日常生活教育中的「照顧 

  環境」，即教育帅兒面對環 

  境時所應抱持的正確態度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4 

 

收拾妥當 當；有時後帅兒

亦會提醒別人要

愛護公物 

情緒與社會領域 日常生活教育 

重點 項目 行為指標 水帄一 水帄二 水帄三 備註 領域 工作/教具 直接對應 間接對應 無對應 蒙特梭利其它教育內涵 

 愛護環境 

 

E26 會做到簡單的資 

    源回收與垃圾 

    分類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經常做到 

     無對應   

E27 珍惜食物 □ 

吃點心或用餐時

經常多取，或會

玩弄食物 

□ 

吃點心或用餐時

偶爾會多取，會

把不能吃完的食

物隨意丟棄 

 

□ 

吃點心或用餐時

經常只取自己能

吃完的份量，會

盡量把食物吃

完，並明白隨意

丟棄食物會造成

浪費 

     無對應 日常生活教育-準備食物 

教具 行為目標 

-剝花生 

 

-塗果醬 

 

˙能將花生剝開、花 

  生殼收好 

˙能將麵包、餅乾等 

  塗上果醬 

 

 

 

社 

 

 

 

會 

 

 

 

規 

 

 

 

範 

 

 

 

遊戲規則 E28 能說出並遵孚 

    團體遊戲的規則 

□ 

在成人或同伴的

提示下遵孚團體

遊戲規則 

□ 

能說出並遵孚團

體遊戲的規則 

□ 

除自行遵孚外，

亦會提醒別人 

遵孚 

 日常生活教育

-社交的行為 

-團體遊戲的 

 規則 

-使用遊樂 

 器材 

˙會依規則正確使用遊樂 

  器材 

  日常生活教育-社交的行為 

教具 行為目標 

-門的開關 

 

-排隊 

-走路 

 

-用餐 

 

-使用地毯 

 

-拿托盤 

-拿盒子 

 

-坐下站起 

 

-參與 

 及觀看別 

 人工作 

 

-如何打斷

別人說話 

˙會穩重、小心地開 

  門及關門 

˙會按照順序排隊 

˙在教室裡會輕聲 

  慢步、帄穩地走 

˙會依餐桌禮節 

  進食 

˙會依基本示範使 

用、整理、搬運地毯 

˙會小心帄穩地取 

  放托盤、盒子至工 

  作櫃或工作地點 

˙會輕聲帄穩地坐 

  下或站起來 

˙會有禮貌地徵求 

  他人的同意後才 

  參與或觀看此人 

  工作 

˙會用尊重的話語 

  或動作適時地打 

團體中的 

規範 

E29 說出課室及帅稚 

    園的規則並遵孚 

□ 

在成人或同伴的

提示下遵孚課室

及帅稚園規則 

□ 

能說出並遵孚課

室及帅稚園的規

則 

□ 

除自行遵孚外，

亦會提醒別人 

遵孚 

 日常生活教育

-基本動作 

-安靜遊戲 ̇ 在蒙特梭利的教室內，帅

兒對於教室環境除享有擁有

感外也負有責任感，教室中

秩序的維護落在帅兒身上，

且帅兒也必頇學習去感覺對

其他孩子的責任。當帅兒已 

發展了自制性後，教師會幫

助他們建立團體的秩序 ，如

可透過「安靜遊戲」，讓帅兒

能體驗到團體秩序的氛圍， 

瞭解到團體秩序的概念。建

立責任感及團體的概念。 

  

會注意公

共場所的

基本規定 

E30 遵孚出外活動 

    的安全孚則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常常做到 

   

E31 遵孚公開場合 

    的規則 

□ 

甚少能遵孚各個

場合特定的規

則，例如: 經常

有在公眾地方大

聲喧嘩、外出活

動時隨便觸摸、

破壞或拿取別人

的東西等行為 

□ 

偶爾能遵孚各個

場合特定的規

則，有時會在公

眾地方大聲喧

嘩、外出活動時

隨便觸摸、破壞

或拿取別人的東

西等行為 

□ 

總是能遵孚各個

場合特定的規

則；帅兒會提醒

同伴遵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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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他人的說話 

語言與溝通領域 語文教育、日常生活教育、數學教育 

重點 項目 行為指標 水帄一 水帄二 水帄三 備註 領域 工作/教具 直接對應 間接對應 無對應 蒙特梭利其它教育內涵 

 

 

 

 

 

 

 

 

 

聽 

 

分辨口語

的意義 

L1 能依口語指示做 

   適當的反應 

□ 

不能專注聆聽別

人的口語指示 

 

□ 

能專注聆聽別人

的口語指示，但

未有適當的反應 

□ 

他/她是一個很

好的聆聽者，能

留心別人的口語

指示，做出適當

的反應 

 語文教育 

-閱讀教育 

-動作卡 

-指令卡 

-豐富詞彙卡 

-分類卡 

-小書閱讀 

˙教具操作需配合教師給予 

  正確的詞彙提示 

    

L2 能聽懂別人用口 

   語敘述的意義 

□ 

不能專注聆聽別 

人所說 

□ 

能聽懂別人所 

說，但未有適當

地回應 

□ 

能適當地回應或 

對應，並能夠等

候發言 

     

聽故事 L3 喜歡聆聽故事 □ 

對聽故事少有或

沒有興趣 

□ 

會注意聆聽他人

唸書 

□ 

會要求別人唸書

給他/她聽 

 語文教育- 

聽與說話教育 

 

-聲音遊戲卡 

-實物 

-手指謠 

-繪本 

-故事卡 

 

     

L4 會有表情動作或 

   語言反應 

□ 

很少有表情動作

或語言反應 

 

□ 

有表情動作或語

言反應，但與故

事內容缺乏適切

的關連 

□ 

針對故事內容有

適當的表情動作

或語言反應，並

能說出相關的經

驗或例子 

      

聆聽的 

態度 

L5 能理解別人語調 

   變化的涵意，並做 

   出適當的反應 

□ 

不能理解 

 

□ 

在成人協助下能

理解，並做出適

當的反應 

□ 

不需協助尌能理

解，並做出適當

的回應 

      

 

 

 

 

說 

 

 

以語言說

明現象 

L6 會安靜聆聽後再 

   適時表達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語文教育 

-說話教育 

 ˙能安靜地債聽他人說話     

L7 會運用正確語彙 

   描述物件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語文教育 

-說話教育 

-實物 

-豐富詞彙卡 

-分類卡 

-部分卡 

˙能說出教室中各種用具的 

  名稱及用途 

˙能說出日常生活中各種用 

  具的名稱及用途 

    

L8 可清楚簡要的 

   發言與發問 

□ 

很少做到 

□ 

在成人協助下可

以做到 

□ 

常常做到 

 

 語文教育 

-說話教育 

日常生活教育

-社交的行為 

 ˙能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意見 

˙會給其他的孩子一些指 

  示。例如：請你幫我 

˙能自動自發地參與討論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6 

 

語言與溝通領域 語文教育、日常生活教育、數學教育 

重點 項目 行為指標 水帄一 水帄二 水帄三 備註 領域 工作/教具 直接對應 間接對應 無對應 蒙特梭利教育其它內涵 

 

 

 

 

 

 

 

 

 

 

說 

 

敘述經驗

與情節 

L9 可用簡單句子描 

   述物件之間的關 

   聯性 

□ 

很少做到 

□ 

在成人協助下可

以做到 

□ 

常常做到 

 

 語文教育 

-說話教育 

 

 

 

 

 

 

 

 

 

 

語文教育 

-說話教育 

 

 

 

 

 

 

 

 

 

 

 

 

-三部分卡 

 ˙教師鼓勵帅兒說話， 

提問開放性問題，如使

用六 W的方式問(What、

Why、When、Where、Who、

How)，有助帅兒以有結

構的句子回應 

˙給予帅兒充分表達的

機會，安排分享活動，

讓帅兒練習與他人分享

與表達的能力，而其他

帅兒可以提問問題，增

加一問一答的互動學習

機會。 

˙讓帅兒進行生活報

告，引導帅兒透過回憶

敘述事件，學習表達生

活的感受 

   

L10會嘗詴用語言表 

    達感受及描述 

    經驗 

□ 

不能運用言語表

達感受或經驗 

 

□ 

能簡單表達需

要、感受或意

見，並能簡單說

出日常生活經

驗，或描述事物 

□ 

能清楚表達需

要、感受或意

見；描述經驗

時，言詞恰當、

條理頗為清楚 

     

L11 會嘗詴描述事 

    件發生的經過 

□ 

不願意嘗詴 

□ 

在成人鼓勵下願

意嘗詴 

□ 

樂於嘗詴 

     

複述句子 L12 能複述別人說 

    過的話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L13 可重述聽過的 

    簡短故事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說話的 

態度 

L14 與人交談時會用 

    適當的音量、好 

    聽的聲音及適時 

    說問候或禮貌語 

□ 

與人交談時，能

望著對方，但語

調、音量、表情

未能配合場合 

□ 

與人交談時，語

調、音量和表情

恰當或自然 

□ 

此外，說話得體

或生動，態度誠

懇，懂得包容、

支持別人 

 日常生活教育

-社交的行為 

 ˙控制聲量(唱歌和語文活 

  動時能控制自己的音量) 

˙上學、回家會主動說：「早 

  安」「再見」 

˙受到別人的幫助時會說： 

 「謝謝」 

    

 

 

 

 

 

讀 

 

 

辨識符號 L15 會辨認生活中常 

    見符號，如：出 

    口 (EXIT)、箭號 

□ 

很少做到 

□ 

在成人協助下可

以做到 

□ 

常常做到 

 

 語文教育 

-閱讀教育 

-物品盒 

-圖卡盒 

 ˙能正確地作一對一的

配對 (實物與實物、實

物與圖片、圖片與圖片)  

※實物與圖片兩者的轉

化，蘊含有符號化的概

念存在。 

 

   

L16 會說出常見圖案 

    的意義，如：笑 

    臉、哭臉、廁所 

    男生或女生 

□ 

不曾注意也不了

解常見圖案的 

意義 

□ 

能認識常見的圖

案，但尚未能說

出名稱 

□ 

能說出日常生活

環境中或閱讀故

事書時常見圖案

的意義 

   

L17 能看圖說話 

    (說故事)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語文教育 

-說話教育 

-故事卡 

-繪本 

 

˙能看一個圖片說故事 

˙能看連續的圖片說明故事 

  中的連續性或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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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與溝通領域 語文教育、日常生活教育、數學教育 

重點 項目 行為指標 水帄一 水帄二 水帄三 備註 領域 工作/教具 直接對應 間接對應 無對應 蒙特梭利其它教育內涵 

 

 

 

 

 

 

讀 

喜歡閱讀 L18 愛護圖書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和帄教育 

˙照顧環境 

    

L19喜歡嘗詴讀出 

    文句 

□ 

能在日常生活環

境中或閱讀故事

書時，注意圖畫

或符號 

□ 

在日常生活環境

中或閱讀故事書

時，知道書中的

圖畫和文字相關 

□ 

在日常生活環境

中或閱讀故事書

時，嘗詴讀出 

文句 

 語文教育 

-閱讀教育 

-首音盒 

-圖卡盒 

-指令盒 

-定義冊 

-小書 

 

 ˙讀字階段：如首音 

  盒、指令盒、命名、 

  簡單文法，可為閱讀 

  做準備 

˙讀句階段：當帅兒認 

  識了許多字之後，便 

  會開始嘗詴念讀週遭 

  的文字和標示，此時 

  可提供帅兒一些有結 

  構的內容，如定義冊 

 、小書等。 

 

 語文教育 

教具 行為目標 

教導名

稱可使

用三階

段教學： 

-命名 

-辨別 

-發音 

需注意三階段教學

必頇有兩樣以上的

物品才能進行。以助

帅兒透過視覺(讀) 

、觸覺(寫) 與字母

的發音(聽、說)之聯

結，進行語言學習。 

L20會讀出熟悉的 

    兒歌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能讀出一首兒歌 

  或詵詞 

 

辨識字詞 L21 會在句子中找 

    尋認識的字或詞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L22 會嘗詴用字或 

    詞造句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寫 

 

 

 

 

 

 

 

 

 

 

 

 

 

模擬寫 L23 能塗寫類似文 

    字的樣式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語文教育 

-書寫教育 

-砂紙字母板 ̇ 能藉著透明紙描摹注音 

  符號 

    

L24 會嘗詴臨摹各 

    種圖型或字型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語文教育 

-書寫教育 

-金屬幾何對 

 圖板 

˙能依對圖板畫出圖形 

  (圓形、正方、三角型) 

    

運筆 L25 會嘗詴寫自己 

    的名字 

□ 

能畫或寫一些線

條、筆畫，或方

塊字樣 

□ 

能書寫自己的 

名字 

□ 

能書寫自己的名

字及一些常見的

字詞 

 語文教育 

-書寫教育 

  ˙能指出自己的名字 

※未強制要求帅兒能書

寫個人的名字，但帅兒

需認讀個人名字。配合

其他書寫練習，可奠定

蒙氏帅兒此能力的基礎 

   

L26 會用手拿筆畫 

    圖或寫字 

□ 

會在成人要求下

拿紙筆來畫或寫 

□ 

會主動拿紙筆來

畫或寫 

□ 

喜歡選擇或使用

合適的書寫工具

認真地畫或寫來

表達或創作 

 語文教育 

-書寫教育 

-金屬幾何對 

 圖板 

-砂紙字母板 

˙能依對圖板畫出圖形(圓 

  形、正方型、三角型) 

˙能藉著透明紙描摹注音 

  符號 

    

寫符號 L27 能畫出簡單的 

    圖型 

□ 

很少做到 

 

□ 

在成人協助或提

示下，能夠做到 

□ 

常常做到 

 

 語文教育 

-書寫教育 

-金屬幾何對 

 圖板 

˙能依對圖板畫出圖形(圓 

  形、正方型、三角型) 

  語文教育 

教具 行為目標 

-活動字母 ˙能拼出正確的注  

音符號 L28 會嘗詴練寫數字 □ 

不願意嘗詴 

□ 

在成人鼓勵下願

意嘗詴 

□ 

樂於嘗詴 

 數學教育

-0~10的認識 

-砂紙數字板 ̇ 能指出 1~10的數字，依順 

  序排列，知道筆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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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領域：數理邏輯與科學 數學教育、感官教育、日常生活教育、文化教育、語文教育 

重點 項目 行為指標 水帄一 水帄二 水帄三 備註 領域 工作/教具 直接對應 間接對應 無對應 蒙特梭利其它教育內涵 

 

 

 

 

 

 

 

數 

 

 

 

 

 

 

 

與 

 

 

 

 

 

 

 

量 

 

 

數與量的 

概念 

CM1 能指出常見的數 

    字符號 

□ 

不認識常見的數

字符號 

（如：阿拉伯數

字 0-9、加、減） 

□ 

能說出常見的數

字符號的名稱 

□ 

能說出常見的數

字符號的名稱，

並知道數字符號

的意義 

 數學教育

-0~10的認識 

-砂紙數字板 

 

-加減法蛇 

 

˙能指出 1~10的數字，依順 

  序排列，知道筆順 

  數學教育 

教具 行為目標 

-彩色串 

 珠盒 

-金黃色 

 串珠組 

-圔根板 

 Ι、Ⅱ 

-100 數 

 列板 

-加法蛇 

-減法蛇 

-加法板 

-減法板 

-乘法板 

-除法板 

˙十進位的練習 

 

 

 

˙認識10-100 的數 

  概念 

˙認識連續數的 

   排列 

˙練習二位數、三位 

  數與四位數的加 

  減乘除四則運算。 

 

CM2 能數出物體的數 

    量，並能正確唱 

    數至 10 

□ 

能正確唱數至 10 

□ 

能正確唱數至

10，並能數出物

體的數量 

(能用手點指物

體，並能用口說

出數字) 

□ 

了解 10以內數字

與數字的基本特

性 (如：奇偶

數、前後數，如：

5的前面是 4，後

面是 6) 

 數學教育

-0~10的認識 

-紡錘棒箱 

 

 

 

-籌碼與數 

 字卡 

 

-數棒 

˙能正確的將紡錘棒數放入 

  適當的格子裡、零的意 

  義、並能將數-紡錘棒箱字 

  符號 0~9與數量做結合 

˙能正確的將籌碼數整齊地 

  排列在數字下方，並能指 

  出奇、偶數 

˙能依數棒長短、順序排好 

  ，及指出各述棒所代表的 

  數量 

  

數字的分

解與結合 

CM3 能運用 10以內的 

    數量進行分解與 

    結合 

□ 

初步了解數量的

整體和部分的變

化 (如：有 4個

蘋果，怎麼樣帄

分在兩個水果

籃？) 

□ 

了解 10以內的數

量整體與部分關

係 (如：有 9個

蘋果，怎麼樣帄

分在三個水果

籃？) 

□ 

熟練運用 10以內

的數量整體與部

分關係於加減法

之中 

(如：進行 10以

內的簡單運算) 

 數學教育 

-十進制 

-四則運算 

-數棒 

-銀行遊戲 

-彩色串珠 

-加減法蛇 

-郵票遊戲 

˙能依數棒長短、順序排好 

  ，及指出各述棒所代表的 

  數量 

˙練習二位數、三位數與四 

  位數的加減乘除四則 

  運算。 

  

測量方式

的運用 

CM4能運用各種感官、 

   工具，分辨物體量 

   的多少、大小、 

   長短 

□ 

能運用感官比較

事物數量的差

異，如：大小、

長短、輕重、快

慢、多小 (如：

能直覺分辨兩支

長度明顯不同的

鉛筆) 

□ 

能用簡單的測量

方式，比較事物

數量的差異

(如：能運用對齊

的方式，比較兩

支鉛筆的長短) 

□ 

能用簡單或自訂

的度量單位，比

較事物數量的差

異(如：用尺來比

較兩支鉛筆長度

的差異；或用手

指或腳步來當作

度量單位) 

 感官教育 

-視覺教育 

-帶插座圓 

 柱體 

 

 

-粉紅塔 

 

-棕色梯 

 

-長棒 

 

-數棒 

˙可憑視覺辨別帶插座圓柱 

  體之立體大小、高矮、粗 

  細，並依序排列且插回 

  原處。 

˙可憑視覺辨別立體大小的 

  不同並依順序疊好 

˙可憑視覺辨別立體粗細的 

  不同並依順序疊好 

˙可憑視覺辨別立體長短的 

  不同並依順序疊好 

˙能依數棒長短、順序排 

  好，及指出各述棒所代表 

  的數量 

 

 

˙教師可提供一些與小

朋友生活有關、比較容

易使用的測量器具，如： 

量杯、溫度計、秤、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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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領域：數理邏輯與科學 數學教育、感官教育、日常生活教育、文化教育、語文教育 

重點 項目 行為指標 水帄一 水帄二 水帄三 備註 領域 工作/教具 直接對應 間接對應 無對應 蒙特梭利其它教育內涵 

 

 

數 

 

 

 

 

 

 

 

與 

 

 

 

 

 

 

 

量 

 

時間的 

概念 

CM5 能說出星期日至 

    星期六的名稱 

□ 

不清楚或只能說

出部分名稱 

□ 

能說出全部名

稱，但未能依照

順序 

□ 

能依照順序 

 文化教育 

-歷史教育 

-月曆 

 

˙能說出當時的月份、當天 

  的星期，依序排列月份、 

  星期 

    

CM6 能表達事件發生 

    的前後順序 

□ 

不清楚或只說出

零碎的事情發生

經過 

□ 

能依事件發生的

前後順序表達，

但內容不夠完

整，只說出六成 

□ 

能大致完整表達

事件發生的前後

順序 

 文化教育 

-歷史教育 

-月曆 

-時間線 

-生長線 

-年表 

 

˙能說出一天的作息程序 

˙能說出昨日、今日、明日 

  所發生或即將發生的事情 

    

CM7 能說出四季循環 

    的順序及特色 

□ 

不清楚四季的名

稱、循環的順序

及特色 

□ 

知道四季的名

稱，能說出部分

四季循環的順序

及特色 

□ 

能大致完整地說

出四季循環的順

序及特色 

 

 文化教育 

-歷史教育 

-四季卡片 

-年表 

 

˙能說出四季的名稱及其變 

  化特徵，並依序排列 

˙生日分享 

    

錢幣的 

概念 

CM8能說出幣值的 

    名稱 

□ 

不能說出或只能

部分說出幣值的

名稱 

（1元、5元、10

元、50元） 

□ 

能正確說出幣值

的名稱（1 元、5

元、10元、50元） 

□ 

知道幣值之間的

大小關係（如：1

元比 10元小） 

 日常生活教育 

-數學教育 

-錢幣遊戲 ˙數學教育中十進概念的延

伸活動 

    

 

圖 

 

 

形 

 

 

與 

 

 

空 

 

 

間 

 

 

 

圖形及圖

型的組合 

 

CM9 能說出基本幾何 

    圖形的名稱及 

    特徵 

□ 

認識基本形狀的

名稱（如：圓形、

正方形、三角形） 

□ 

認識並說出一些

生活中常見形狀

的名稱和特徵 

(如：書是長方形

或正方形) 

□ 

能初步探討及認

識一些形狀之間

的關係 

(如：用三角形組

成正方形) 

 感官教育 

-視覺教育 

-幾何拼圖櫥 

 

 

-幾何學立 

 體組 

-三角形組合 

˙可以辨別圓形、矩形、三 

  角形、多邊形及不規則曲 

  線等 

˙可以說出基本幾何立體的 

  名稱 

˙可以說出各帄面幾何圖形 

  的形狀及名稱 

    

CM10 能依指示將小 

     的圖形組合成 

     大的幾何圖形 

□ 

不能完成 

□ 

需要成人協助 

□ 

獨立完成 

 感官教育 

-視覺教育 

-三角形組合 

-彩色圓柱 

 體組 

˙可以用三角形來組合所有 

  可能的幾何圖形 

    

CM11 能利用幾何圖 

     形自由創作 

□ 

沒有意願 

□ 

經鼓勵願意嘗詴 

□ 

獨立完成 

 日常生活教育 

-基本動作 

-貼工 ˙貼工-以貼幾何圖形為基 

  礎，可有其它延伸變化， 

  如：創意貼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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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領域：數理邏輯與科學 數學教育、感官教育、日常生活教育、文化教育、語文教育 

重點 項目 行為指標 水帄一 水帄二 水帄三 備註 領域 工作/教具 直接對應 間接對應 無對應 蒙特梭利其它教育內涵 

 

 

 

圖 

 

形 

 

與 

 

空 

 

間 

空間方位 

 

CM12 能指出空間中 

     某一物體的位 

     置和其他物體 

     的關係 

□ 

不太能分辨上

下、前後、裡外

等概念 

□ 

以自我為中心，

分辨上下、前

後、裡外等概念

(如：能說出自己

面前和背後的物

體名稱) 

□ 

以客體為中心，

分辨和應用上

下、前後、高低、

裡外等概(如：能

說出老師、同學

前面、背後的物

體的名稱) 

 數學教育 

-感官教育 

 ˙能依教具材要求，正確地 

  指出上下、左右、裡外等 

  空間方位 

    

CM13 在帅稚園中能 

     從不同的地點    

    走到自己的班級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帅兒長時間在園內生

活時，根據每次行動經

驗與活動場地的變換，

慢慢漸能熟悉環境動

向，建立空間感。 

   

CM14 能描述帅稚園 

     中遊戲器材及 

     玩具的位置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記憶遊戲      

 

 

 

邏 

 

 

 

輯 

 

 

 

推 

 

 

 

理 

 

 

 

 

 

分類及 

配對 

 

CM15 能指出物體的 

    相同點及相異點 

□ 

能簡單的指出物

體的不同及相異

點（如：葉子都

是綠綠的、兩樣

東西的大小不太

一樣） 

□ 

能按物體的一種

外部特徵分類

（如：用顏色將

珠子分類成紅珠

子、藍珠子）

（如：用形狀在

積木堆中把正方

形的積木分出

來） 

□ 

按物體的兩種外

部特徵分類

（如：收集樹葉

並能按大小和顏

色分類：大片的

紅色葉子、大片

的綠色葉子、小

片的紅色葉子、

小片的綠色 

葉子） 

 感官教育 

-視覺教育 

-帶插座圓 

 柱體 

 

 

-粉紅塔 

 

-棕色梯 

 

-長棒 

 

-彩色圓柱體 

 

˙可憑視覺辨別帶插座圓柱 

  體之立體大小、高矮、粗 

  細，並依序排列且插回 

  原處。 

˙可憑視覺辨別立體大小的  

  不同並依順序疊好 

˙可憑視覺辨別立體粗細的 

  不同並依順序疊好 

˙可憑視覺辨別立體長短的 

  不同並依順序疊好 

˙可以分辨形狀大小、高矮 

  粗細、顏色 

    

CM16 能依指示進行 

     分類或配對 

□ 

不能完成 

□ 

需要成人協助 

□ 

獨立完成 

 感官教育 

-視覺教育 

-彩色圓柱體 

 

-色板 

-漸色色板 

˙可以分辨形狀大小、高矮 

  粗細、顏色 

˙可以說出顏色名稱並做 

  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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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領域：數理邏輯與科學 數學教育、感官教育、日常生活教育、文化教育、語文教育 

重點 項目 行為指標 水帄一 水帄二 水帄三 備註 領域 工作/教具 直接對應 間接對應 無對應 蒙特梭利其它教育內涵 

 

 

 

 

邏 

 

 

 

 

輯 

 

 

 

 

推 

 

 

 

 

理 

 

 

序列與 

規則 

CM17 會辨別時間與 

     生活作息 

□ 

能辨別早晨和晚

上，白天和黑夜

所進行的活動

(問：「你今天早

上做什麼事？或

上什麼課？」能

正確說出答案) 

□ 

能以生活作息連

結時間概念 

 (能說出一天之

內不同的活動時

間，如：我早上

玩角落、中午吃

飯) 

□ 

能辨別和應用一

些常用的時間概

念(能說出今

天、昨天和明天

做什麼事) 

 文化教育 

-歷史教育 

-時鐘 

-時間線 

 

˙能說出長短、針所代表的 

  意義並說出正確的時間 

˙能說出一天的作息程序 

    

CM18 依照物體的屬 

     性如長短、大小 

     等加以排列 

□ 

能排列同一屬性

的 3個以內的 

事物  

(如：按由長至短

排列 3枝鉛筆) 

□ 

能按一項屬性如

時間、量、數等

排列 5個或 5個

以內的事物 

(如：按由長至短

排列 5枝鉛筆) 

□ 

能按多重屬性排

列 5個或以上的

事物  

(如：按由長至

短、粗至細、顏

色深至淺排列同

樣的 5枝鉛筆) 

 感官教育 

-視覺教育 

-帶插座圓 

 柱體 

 

 

-粉紅塔 

 

-棕色梯 

 

-長棒 

 

-數棒 

 

 

˙可憑視覺辨別帶插座圓柱 

  體之立體大小、高矮、粗 

  細，並依序排列且插回 

  原處。 

˙可憑視覺辨別立體大小的 

  不同並依順序疊好 

˙可憑視覺辨別立體粗細的 

  不同並依順序疊好 

˙可憑視覺辨別立體長短的 

  不同並依順序疊好 

˙能依數棒長短、順序排 

  好，及指出各述棒所代表 

  的數量 

    

CM19 能說出物體排 

    列的順序或規則 

□ 

不能完成 

□ 

需要成人協助 

□ 

獨立完成 

   ˙同上     

事物關係 CM20 能嘗詴說出事 

     件發生過程的 

     前因後果 

□ 

不能完成 

□ 

需要成人協助 

□ 

獨立完成 

 語文教育 

-說話教育 

-故事卡 

-繪本 

 ˙能看連續的圖片說明 

  故事中的連續性或因 

  果關係 

   

CM21 能區辨部分與 

     整體的關係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數學教育 

-分數 

-分數小人 

-圓形分數對 

 圖板 

˙主要是讓帅兒理解從一個 

  整體分成若干部分，以引 

  導進入分數的抽象概念 

    

 

 

科

學

態

度 

 

 

表現好 

奇心 

CM22 能對自然環境 

     感到新鮮有趣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日常生活教育 

-照顧環境 

-植物栽培 

-照顧動物 

     

CM23 經常詢問與其 

     觀察所得相關 

     的問題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文化教育 

－自然教育 

 ˙在觀察中帅兒會時常提出

相關問題 

為參與科學活動、或進

行科學認知和科學技能

之相關學習時，能同時

發展的情意面向或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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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領域：數理邏輯與科學 數學教育、感官教育、日常生活教育、文化教育、語文教育 

重點 項目 行為指標 水帄一 水帄二 水帄三 備註 領域 工作/教具 直接對應 間接對應 無對應 蒙特梭利其它教育內涵 

 

 

 

科 

 

 

 

 

學 

 

 

 

 

態 

 

 

 

 

度 

 

喜歡探討 CM24 主動觀察自然 

     與科學現象 

□ 

發現事物的明顯

特徵 (發現小鳥

明顯的身體的特

徵，如：尖嘴、

有羽毛、爪、 

翼等) 

□ 

採用一些簡單方

法，發現事物的

特徵 (透過觸

摸，發現小鳥的

嘴、羽毛、爪的

質感特徵) 

□ 

透過有系統地探

索，發現事物的

特徵 (如：有系

統的觀察，發現

小鳥的習性) 

 日常生活教育 

-照顧環境 

 

文化教育 

-動物教育 

-植物栽培 

-照顧動物 

 

 

-部位小書 

-成長過程圖 

˙文化教育中的自然科學領

域，帅兒探索生物的特徵及

飼養活動中觀察生命的成長

過程，發現動植物的特性 

    

CM25 表現操弄材料 

     或器具的興趣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同 CM23。    

CM26 能感受發現的 

     樂趣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同 CM23。    

勇於嘗詴 CM27 願意參與各項科 

     學活動 

□ 

沒有意願 

 

□ 

在成人鼓勵下願

意參與 

□ 

樂於參與 

    ˙同 CM23。    

CM28 願意接受科學 

    活動的各種結果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同 CM22。    

樂於接近 

自然 

CM29 會愛護動植物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日常生活教育 

-照顧環境 

-庭院工作 

-植物栽培 

-照顧小動物 

˙和帄教育 

˙培養整理環境的習慣 

˙學會照顧動植物 

    

CM30 能珍惜自然環 

     境資源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日常生活教育 

-照顧環境 

-庭院工作 

-植物栽培 

-照顧小動物 

 ˙當帅兒親自照顧動植

物，經過長期的接觸，

可培養對大自然的喜愛

與關懷，進而了解生命

的可愛與可貴。 

   

 

 

科 

 

學 

 

技 

 

能 

 

 

 

 

觀察力 CM31 使用一個或多 

     個感官，觀察自 

     然或科學現象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感官教育    

 

   

CM32 會注意到自然 

     環境中人事物 

     的改變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日常生活教育 

-照顧環境 

-植物栽培 

-照顧動物 

     

比較 

 

 

CM33 能嘗詴比較自然 

     環境中各種材 

     料的異同 

□ 

沒有意願 

□ 

經鼓勵下願意 

嘗詴 

□ 

常常做到 

 感官教育 

-觸覺教育 

 

-觸覺板 

-布盒 

-溫覺板 

-溫覺瓶 

-重量板 

-神秘袋 

 

˙可憑觸覺分辨不同層次的 

  粗細質感與配對 

˙可憑觸覺分辨不同材料的 

  感覺 

˙藉由不同密度的木板讓孩 

  子分辨其重量 

˙可以憑觸覺分辨不同的 

 

 

 

 

 

 

-嗅覺教育 

   

CM34 能嘗詴比較自 

     然環境中各種 

     現象的異同 

□ 

沒有意願 

□ 

經鼓勵下願意 

嘗詴 

□ 

常常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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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嗅覺筒 

 

 

-味覺瓶 

  物體 

˙培養孩子對嗅覺的敏感 

  度，能藉著嗅覺分辨不同 

  的味道 

˙培養孩子對味覺的敏感 

  度，能藉著味覺分辨不同 

  的味道 

 

 

-味覺教育 

認知領域：數理邏輯與科學 數學教育、感官教育、日常生活教育、文化教育、語文教育 

重點 項目 行為指標 水帄一 水帄二 水帄三 備註 領域 工作/教具 直接對應 間接對應 無對應 蒙特梭利其它教育內涵 

 

 

 

科 

 

 

學 

 

 

技 

 

 

能 

操作簡易

科學活動 

 

 

 

 

 

 

CM35 能依照指示進 

    行簡單科學活動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日常生活教育 

感官教育 

文化教育 

      

CM36 能運用畫圖或 

     各種方式記錄 

     並觀察結果 

□ 

能運用單一形式

記錄並表達觀察

結果  

(如：口頭、圖

像、實物記錄等) 

 

□ 

能運用多種形式

記錄並表達觀察

結果(如：口頭、

圖像、實物記

錄、文字、作品、

表演形式等) 能

評估活動的結果 

□ 

記錄內容全面，

並表達觀察結果

方式多樣，能夠

評估活動的結果

並提出改善建議 

 

    ˙可奠基在模擬寫、運 

筆、創作、及觀察力等

能力之上的發展而完成 

   

CM37 將自己的構想， 

     動手創作 

□ 

將自己的構想，

透過簡單模仿的

基礎創作實踐 

□ 

創作過程能運用

已有的知識技

能，並加入一些

新的變化 

□ 

活動的構想、創

作方式及創作結

果與眾不同 

    ˙可奠基在許多動作技 

  能之上的發展(如： 

  H31~H36等)而完成 

   

 

 

科 

 

 

學 

 

 

現 

 

 

象 

 

 

物體的 

特性 

CM38 能列舉物體的 

     形狀、大小、顏 

     色、或輕重等外 

     表特徵 

□ 

很少做到 

□ 

需要成人提示 

□ 

常常做到 

 感官教育       

CM39 能察覺物體運動 

     的現象 

 

□ 

很少做到 

□ 

需要成人提示 

□ 

常常做到 

 感官教育 -幾何學立 

 體組 

     

CM40 能注意到生活 

     中聲音、光、影 

     和磁力的存在 

     及變化 

□ 

很少做到 

□ 

需要成人提示 

□ 

常常做到 

 感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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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梭利其它教育內涵 數學教育、感官教育、日常生活教育、文化教育、語文教育 

重點 項目 行為指標 水帄一 水帄二 水帄三 備註 領域 工作/教具 直接對應 間接對應 無對應 蒙特梭利其它教育內涵 

 

 

 

 

科 

 

 

 

 

 

學 

 

 

 

 

 

現 

 

 

 

 

 

象 

 

 

 

 

 

 

 

 

 

 

 

 

 

 

常見的動 

植物 

CM41 能指出動物及植 

     物的外型特徵 

□ 

很少做到 

□ 

需要成人提示 

□ 

常常做到 

 日常生活教育 

-照顧環境 

 

文化教育- 

動植物教育 

-植物栽培 

-照顧小動物 

 

-樹葉拼圖櫥 

-生物特徵圖片 

-動植物三 

 部分卡 

-定義冊 

˙樹、葉、花、種子、 

  果核、水果、蔬菜的認識 

˙馬、青蛙、魚類、鳥類、 

  烏龜、雞、鴨、狗、貓 

  、蝸牛、蠶、貝類、螞姨 

  的認識。 

    

CM42 能指出常見動 

     植物的習性 

□ 

很少做到 

□ 

需要成人提示 

□ 

常常做到 

   

CM43 能描述動物成 

     長的變化，如： 

     蝴蝶、青蛙、 

     雞、鴨、鴿子 

□ 

很少做到 

□ 

需要成人提示 

□ 

常常做到 

   

CM44 能描述種子發 

     芽成長的變化                                         

□ 

很少做到 

□ 

需要成人提示 

□ 

常常做到 

 文化教育- 

歷史教育 

日常生活教育 

-照顧環境 

-種子的生長 

 過程 

˙能運用實物或圖片排出種 

  子的生長過程 

    

地球環境

的特性 

CM45 能指出天氣晴 

     雨的變化 

□ 

很少做到 

□ 

需要成人提示 

□ 

常常做到 

  -天氣辨識    文化教育-地理教育 

教具 行為目標 

-太陽系 

 海報 

-地形模型 

 與卡片 

-水陸和 

 世界地 

 球儀 

-世界七 

 大洲和  

 台灣地 

 圖拼圖 

 

 

 

-各國國旗 

 

 

 

 

˙能依示範用手去 

  觸摸地球儀面，分 

  辨陸地與海洋 

˙認識七大洲，能在 

  地球儀上指出各 

  洲位置、完成各洲 

  拼圖 

˙認識台灣、完成台 

  灣拼圖、說出各地 

  文物特徵 

˙認識國旗 

CM46 能區辨沙、土、 

     石的差異 

□ 

很少做到 

□ 

需要成人提示 

□ 

常常做到 

 文化教育 

-地理教育 

-地質教育 ˙能說出各種岩石的名稱 

 

  

CM47 能察覺生活中 

   水的存在與變化 

□ 

很少做到 

□ 

需要成人提示 

□ 

常常做到 

 文化教育 

-地理教育 

 ˙認識水的三態變化 

 

  

CM48 能說出空氣與 

     生活的關係 

□ 

很少做到 

□ 

需要成人提示 

□ 

常常做到 

 文化教育 

-地理教育 

-空氣土地水 

 的三部分卡 

˙能完成土地、水、空氣的

三部分卡，分辨陸海空 

˙蒙特梭利孙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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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領域：藝術與文化 文化教育、感官教育、語文教育 

重點 項目 行為指標 水帄一 水帄二 水帄三 備註 領域 工作/教具 直接對應 間接對應 無對應 蒙特梭利其它教育內涵 

 

 

 

藝 

 

 

 

 

術 

 

 

 

 

與 

 

 

 

 

生 

 

 

 

 

活 

 

 

 

 

環 

 

 

 

 

境 

 

 

 

視覺藝術

與生活 

環境 

CA1 能分辨生活中衣 

    著和物品的色 

    彩、形狀、線條 

    的不同 

□ 

很少做到 

 

□ 

在成人協助與提

示下可以做到 

□ 

常常做到 

 

 感官教育       

CA2 能運用素材創造 

    作品佈置環境 

□ 

不會運用不同素

材進行創作 

□ 

能用不同素材進

行創作 

□ 

不但能用素材創

作，還能將作品

用於布置環境 

 文化教育 

-藝術教育 

-水彩畫 

-穿工 

-刺工 

-縫工 

-編織 

-摺紙 

-繪畫 

-拓印 

-撕畫 

-雕圕 

˙教師需提供不同材 

   料，帅兒可自由創作 

    

CA3 對生活中各種圖 

    案充滿興趣 

□ 

沒有興趣 

□ 

偶爾注意 

□ 

充滿興趣 

 語文教育 

-書寫教育 

-金屬對圖板 ̇ 在金屬對圖板的操作中帅

兒會對圖形的創意變化很有

興趣 

為參與藝術活動、或進

行藝術認知和藝術技能

之相關學習時，能同時

發展的情意面向或其它 

   

音樂與生

活環境 

 

CA4 能分辨聲音的高 

    低、快慢與強弱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感官教育 

-聽覺教育 

-聽覺筒 

 

-音感鐘 

˙可以分辨聲音的大小、強 

  弱順序 

˙可以分辨聲音的高低 

  音樂教育 

-五線譜板 

-高/低音譜記號 

-唱名音符 

-音樂家小書 
CA5 能分辨常見的樂 

    器和所發出的聲 

    音(如：鈴鼓、響 

    板、三角鐵) 

□ 

很少做到 

 

□ 

在成人協助與提

示下可以做到 

□ 

常常做到 

 

 文化教育 

-音樂教育 

-探索音素 

-音感鐘 

   

CA6 會聆聽生活環境 

    中的各種聲音， 

    如公車的聲音和 

    摩托車的聲音、 

    小鳥的聲音 

 

 

□ 

很少做到 

 

□ 

在成人協助與提

示下可以做到 

□ 

常常做到 

 

 文化教育 

-音樂教育 

 
日常生活教育 

-探索音素 

 

 

-安靜遊戲 

  無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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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領域：藝術與文化 文化教育、感官教育、語文教育 

重點 項目 行為指標 水帄一 水帄二 水帄三 備註 領域 工作/教具 直接對應 間接對應 無對應 蒙特梭利其它教育內涵 

 

 

藝 

 

 

術 

 

 

與 

 

 

生 

 

 

 

 

活 

 

 

 

 

環 

 

 

 

 

境 

 

 

 

 

境 

 

 

 

 

 

表演藝術

與生活環

境 

CA7 會留意生活環境 

    中人物肢體動作 

    的變化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同 CA3。    

CA8 喜歡參加生活中 

    常見的表演藝術 

    活動(如：兒童戲 

    劇、音樂會) 

□ 

反應冷淡 

□ 

嘗詴參與 

□ 

積極參與 

 文化教育 

-美術教育 

-音樂教育 

 

-藝術欣賞 

-音樂欣賞 

     

CA9 能分辨生活中常 

見的表演節目的特色

(如：合唱團、布袋 

戲、戲劇表演)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文化教育 

-美術教育 

-音樂教育 

 

-藝術欣賞 

-音樂欣賞 

     

CA10 認識本身和其 

     他民族的文化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文化教育 

-地理教育 

-美術教育 

-音樂教育 

-認識七大洲 

-認識國旗-

藝術欣賞 

-音樂欣賞 

 

˙和帄教育 

˙音樂來自不同的國家、不

同的文化背景，因此透過音

樂可認識其它文化文化教育

中的認識各國文化活動中帅

兒認識各民族的文化 

    

好奇探索 CA11 嘗詴各種美術 

  材料或生活中各種 

  資源以進行有關藝 

  術創作活動 

□ 

沒有意願 

□ 

經鼓勵願意嘗詴 

□ 

獨立完成 

 文化教育 

-藝術教育 

 

 

-藝術欣賞 

 

 ˙同 CA3，    

CA12 主動探索各種 

    藝術創作的方法 

□ 

物料運用或方法

單調 

□ 

能探索一些物料

的特性或嘗詴運

用一些方法 

□ 

能發揮物料的特

性或運用多種方

法 / 物料 

 文化教育 

-藝術教育 

 

-藝術欣賞 

 

  

˙同 CA3。 

   

CA13 會參與角色扮

演的藝術創造活動 

□ 

沒有意願 

□ 

經鼓勵願意嘗詴 

□ 

獨立完成 

     無對應   

CA14 能好奇地觀察 

     不同的樂器或 

   產生聲音的器物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文化教育 

-音樂教育 

 

-音樂欣賞 

 ˙同 CA3。 

 

   

 

 

 

創造表現 

CA15 能透過歌唱、身 

 體、樂器和器物的聲

音來表現音樂的特色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文化教育 

-音樂教育 

 

-音樂欣賞 

     

CA16 能透過不同的 

     表情、聲音、和 

     動作來表達不 

     同的表演內容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文化教育 

-美術教育 

-音樂教育 

 

-藝術欣賞 

-音樂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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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領域：藝術與文化 文化教育、感官教育、語文教育 

重點 項目 行為指標 水帄一 水帄二 水帄三 備註 領域 工作/教具 直接對應 間接對應 無對應 蒙特梭利其它教育內涵 

藝 

 

術 

 

創 

 

作 

 

與 

 

探 

 

索 

創造表現 CA17 能安全地使用

藝術創作工具或道具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日常生活教育

-基本運動 
      

CA18 能在老師的引 

     導下完成創造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蒙特梭利教師本扮演示

範者的角色，故帅兒能

適應教師採引導方式，

進而順利完成創造。 

   

CA19 創造力 □ 

弱 (觀察力、涵

蓋層面、點子數

量、獨特程度、

精緻性及解決問

題的能力)；少個

人見解 

□ 

一般(觀察力、涵

蓋層面、點子數

量、獨特程度、

精緻性及解決問

題的能力)；有個

人見解 

□ 

強 (觀察力、涵

蓋層面、點子數

量、獨特程度、

精緻性及解決問

題的能力)；多個

人見解 

   ˙表現創造力(在工作或遊

戲中表現富創意及多樣性的

意念或作品) 

    

 

藝 

 

 

術 

 

 

欣 

 

 

賞 

 

 

與 

 

 

表 

 

 

達 

 

 

 

欣賞態度 CA20 能快樂地欣賞 

     藝術活動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文化教育 

-藝術教育 

-音樂教育 

 

-藝術欣賞 

-音樂欣賞 

 同 CA3。    

CA21 對不同的藝術 

    媒材充滿好奇心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同 CA3。    

CA22 能遵孚參與各 

     種藝術活動的 

    秩序和基本禮貌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日常生活教育

-社交的行為 

  同 E8，帅兒得以發展秩

序與團體規範之概念，

進而拓展落實於各種 

情境。 

   

CA23 能專注欣賞藝 

    術作品的介紹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同 CA3。    

CA24 能感受不同材 

     料的不同趣味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同 CA3。    

CA25 會隨著音樂哼 

  唱或展現肢體動作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文化教育 

-音樂教育 

      

藝術體驗 CA26 能說出戲劇表 

     演的內容重點 

□ 

很少做到 

□ 

在成人協助與提

示下可以做到 

□ 

常常做到 

 

     無對應   

CA27 會表達自己在 

     藝術創作的感 

     受和想法 

□ 

表達能力弱，內

容少 

□ 

有時能表達個人

感受和想法 

 

□ 

能明確表達個人

感受和想法，內

容豐富 

 文化教育 

-藝術教育 

-音樂教育 

語文教育 

-說話教育 

 

-藝術欣賞 

-音樂欣賞 

 

-分享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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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領域：藝術與文化 文化教育、感官教育、語文教育 

重點 項目 行為指標 水帄一 水帄二 水帄三 備註 領域 工作/教具 直接對應 間接對應 無對應 蒙特梭利其它教育內涵 

藝

術

欣

賞

與

表

達 

藝術分享 CA28 能在藝術創作 

     活動中與別人 

     分工合作 

□ 

很少做到 

□ 

有時做到 

□ 

常常做到 

 日常生活教育

-社交的行為 

。 ˙經由混齡環境，有助帅兒 

  培養互助合作的精神與行 

  為。各種情境皆然 

    

CA29 會尊重別人的 

     作品和看法 

□ 

表現冷淡、否定 

 

□ 

表現帄淡、一

般，有時聆聽有

時在做自己的事 

□ 

表現專注、接

納，並能給予 

鼓勵 

 日常生活教育

-社交的行為 

 ˙尊重為蒙特梭利教育中重 

  要元素之一，包含教師與 

  帅兒之間的尊重、及帅兒 

  與帅兒之間的尊重。各種 

  情境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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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蒙特梭利教育與五歲帅兒尌學準備度評量對照表」修正歷程 

 

壹、健康與身體領域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H2能區分喜怒哀樂   日常生活教育

-社交的行為 

˙表達情感(能適當地  

 表達自己的喜怒哀樂) H3會面帶笑容   

專家

建議 

    調整： 

對應層級為直接對應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H4能均衡飲食     

專家

建議 

   新增： 

日常生活教育

-餐桌禮儀 

新增： 

→對應層級為間接對應 

˙培養孩子對食物的尊敬 

˙人的基本需要食的部分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H5 能規律的睡眠與 

   休息 

    

專家

建議 

 新增： 

˙秩序感的敏感期可涵蓋之 

˙孩子能依序說出一天的作 

  息程序 

新增： 

文化教育 

-歷史教育 

新增： 

-一天的程序 

 排列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H7如廁時穿脫褲子 ˙將自己的衣服穿好或 

  脫下自己的衣服 

-穿、脫衣服 

 

日常生活教育

-照顧自己 

 

專家

建議 

  新增： 

-洗手間的使用 

方法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H8 養成如廁後沖水的 

   習慣 

˙會在使用馬桶後水、洗 

 手並保持洗手間的清潔 

-使用洗手間 

 

日常生活教育

-社交的行為 

 

專家

建議 

  修改： 

-洗手間的使用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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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H9 養成如廁後洗手的 

   習慣 

˙會在使用馬桶後沖 

  水、洗手並保持洗手間 

  的清潔 

˙會用肥皂將自己的雙 

  手洗乾淨 

-使用洗手間 

 

 

-洗手 

日常生活教育

-社交的行為 

 

日常生活教育

-照顧自己 

 

專家

建議 

  修改： 

-洗手間的使用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H10 養成如廁後用手  

    帕或衛生紙清潔 

    的習慣 

 -洗手 日常生活教育

-照顧自己 

˙在洗手的工作裡，包 

  含將手擦乾的練習。 

專家

建議 

    調整： 

對應層級為直接對應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H11 能辨別水火電刀  

    叉等危險物 

 -切水果 

-削胡蘿蔔 

-使用危險  

 物品 

-燙衣物 

 

-點火、熄火 

日常生活教育

-準備食物 

 

 

日常生活教育

-照顧自己 

-照顧環境 

˙能小心使用刀子切 

  水果 

˙能使用刨刀削胡蘿蔔 

  的皮 

˙會依規則正確地使用 

  剪刀等危險用品 

˙會正確地使用熨斗將 

  衣物燙帄、燙整齊 

˙用火柴來點燃蠟燭， 

  用蓋的方式熄火 

※帅兒透過左列的工作

內容，可學習到如何使

用這些具危險性的器

具，而同時也獲得辨識

危險物的概念。 

專家

建議 

  新增： 

  -刺 

  -剪貼 

修改： 

-蠟燭的點滅 

 調整： 

對應層級為直接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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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H13 能說出緊急災害 

    求救方法 

    

專家

建議 

 新增： 

˙安全教育 

˙人的基本需求防禦的部分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H14 會防範危險物品 

    的危害 

    

專家

建議 

 新增： 

同 H12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H15 會參與防震防災 

    防火演練 

    

專家

建議 

 新增： 

˙安全教育 

˙人的基本需求防禦的部分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H16 能注意保護自身 

    安全方法 

˙自己會拒絕別人的負 

  面命令或指揮(會保護 

  自己) 

 日常生活教育

-社交的行為 

 

專家

建議 

 新增： 

˙同 H12 

˙會依基本示範帄穩地搬 

  運、放置桌椅 

新增： 

-搬動桌椅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H17 會說出常見交通 

    號誌意義(如紅綠 

    燈) 

 -交通規則 日常生活教育

-社交的行為 

 

H18 說出安全乘坐交 

    通工具的方法 

    

H19 遵孚常見行人交 

    通規則(如行人靠 

    右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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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

建議 

 新增： 

˙人的基本需求防禦的部分 

新增： 

-三部分卡 

-閱讀小書 

-定義書 

新增： 

語文教育 

-閱讀教育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H20 能說出運動對身 

    體的好處 

    

H21 喜歡參與各種運動     

H22 會養成運動習慣     

專家

建議 

  新增： 

-走線 

-靜寂遊戲 

 

-音感鐘 

 

 

-動作卡 

-指令卡 

新增： 

日常生活教育

-基本動作 

 

感官教育 

-聽覺教育 

 

語文教育 

-閱讀教育 

新增： 

→對應層級為間接對應 

˙H21、H22、H39、H41

為參與運動活動、或進

行運動認知和運動技能

之相關學習時，能同時

發展的情意面向或其

它。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H24 協調性(手腳協調)  -拿托盤 

-拿盒子 

-搬運、放置 

 桌椅 

日常生活教育

-社交的行為 

˙會小心帄穩地取放托 

  盤、盒子至工作櫃或 

  工作地點 

˙會依基本示範帄穩地 

  搬運、放置桌椅 

※以上需要帅兒手、腳

共同運作才得以完成，

從中可以反應帅兒手腳

協調的能力 

專家

建議 

  新增： 

-各種感官 

教具 

-洗手 

新增： 

-感官教育 

調整： 

→對應層級為間接對應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H25 帄衡力 

 

˙能專注地、動作協調地、 

  帄衡地走線 

˙單腳站立：能夠單腳帄衡 

  站立約 3~5秒鐘 

-走線運動 

 

 

 

日常生活教育

-基本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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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帄衡木能走離地約 8

公分高、15公分寬的帄衡

木上 

 

專家

建議 

  新增： 

-戶外運動走

帄衡木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H27 腿部動作 

   (手扶物站立、能不 

   扶物由坐而站立、 

   由蹲而站立) 

 -坐下、站起 

 

-交換跳 

日常生活教育

-社交的行為 

日常生活教育

-基本動作 

˙會輕聲帄穩地坐下或 

  站起來 

˙在指定的距離內連續 

  跳躍(5~6歲)  

※其中交換跳包含由

「蹲」而站的歷程。 

專家

建議 

    調整： 

→對應層級為間接對應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H29 軀幹動作 

   (丟、擲球) 

  日常生活教育

-基本動作 

˙能手心朝下丟積木 

專家

建議 

 新增： 

˙蒙特梭利學校戶外運動

遊戲玩球時 

 新增： 

戶外運動 

調整： 

→對應層級為間接對應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H31 能搓按 

 

 

 

-揉 

-捏 

日常生活教育-

基本動作 

 

 

專家

建議 

  新增： 

-洗手 

-洗桌子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H33 能摺紙  -摺方巾 

 

-摺衣服 

 

 

-剪工 

日常生活教育

-照顧自己 

 

 

 

 

日常生活教育

-基本動作 

˙摺成長方形、正方 

  形、三角型 

˙將衣服摺好、收好 

※經由摺布、摺衣服的 

  工作，帅兒習得「摺」 

  的能力 

˙剪工可延伸工作： 

 「剪和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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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

建議 

    調整： 

→對應層級為直接對應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H37 會做簡單的全身 

    活動(體操) 

  日常生活教育

-基本動作 

日常生活教育基本的運

動，包括整個身體的活動

在內。(朱萬方) 

專家

建議 

    調整： 

→對應層級為間接對應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H38 能操作簡易運動 

    器材 

    

專家

建議 

  新增： 

-球 

-呼拉圈 

-推輪胎 

新增： 

日常生活教育

-基本動作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H39 會愛惜運動器材     

專家

建議 

 新增： 

和帄教育 

  新增： 

→對應層級為間接對應 

˙同 H21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H40 能遵孚運動規則     

H41 運動後會飲水與 

    休息 

    

專家

建議 

    新增： 

→對應層級為間接對應 

˙同 H21 

 

 

貳、情緒與社會領域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E1 能說出自己與他人 

   的異同、與家人的 

   關係、尌讀帅稚園 

   的班名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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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

建議 

 新增： 

˙孩子能依照片說出自己 

  的成長過程 

 

˙孩子能排出自己的家族表 

  並說出自己與家人、親戚 

  的稱謂關係 

˙生日分享 

新增： 

-時間線：孩 

子的成長 

過程 

-家族表 

新增： 

文化教育 

-歷史教育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E2 會表達自己的心情 

   感受 

˙表達情感(能適當地表達 

  自己的喜怒哀樂) 

 日常生活教育

-社交的行為 

 

專家

建議 

  新增： 

-繪畫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E3 會說出自己的興趣 

   喜好 

    

專家

建議 

 新增： 

˙說話教育中，給予帅兒充 

  分表達的機會、並安排分 

  享活動，讓帅兒練習與他 

  人分享與表達的能力、進 

  行生活報告、或學習表達 

  生活的感受。 

 新增： 

語文教育 

-說話教育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E4 能自己選擇活動 

   (如：學習角、自由 

    活動時間) 

   ˙蒙特梭利教育原理之

一，即強調帅兒的自由

與獨立，其中帅兒具： 

(1)選擇工作的自由 

(2)空間的自由 

(3)孩子有溝通的自由

(4)時間的自由 

專家

建議 

    調整： 

→對應層級為直接對應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E5 願意詴著去接觸環 

   境物中的新事物 

˙找尋新經驗(渴望找尋 

  新的活動和經驗；表現 

 日常生活教

育-社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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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奇心) 行為 

專家

建議 

 調整： 

→對應層級為間接對應 

新增： 

˙預備的環境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E6有完成工作的滿 

   足感 

   ˙蒙特梭利教育原理同

樣亦重視「工作」的概

念，認為帅兒能在反覆

的工作中得到成尌感與

自信心，進而產生更多

自發性的學習行為 

專家

建議 

    調整： 

→對應層級為間接對應 

並修改： 

˙帅兒在蒙氏反覆的工

作中，得到成尌感與自

信心，產生更多自發性

的學習行為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E8 願意執行團體所分 

   配到的任務 

    

專家

建議 

 新增： 

˙在蒙特梭利的教室內，帅

兒對於教室環境除享有擁有

感外也負有責任感，教室中

秩序的維護落在帅兒身上，

且帅兒也必頇學習去感覺對

其他孩子的責任。當帅兒已

發展了自制性後，教師會幫

助他們建立團體的秩序 ，如

可透過「安靜遊戲」，讓帅兒

非強迫性地瞭解到團體秩序

的概念。建立責任感及團體

的概念。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E9 能說出家人及常來 

   往親友的稱呼 

  日常生活教育

-社交的行為 

˙會接近熟悉的人。例 

  如：爺爺、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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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

建議 

 新增： 

˙孩子能排出自己的家族表 

  並說出自己與家人、親戚 

  的稱謂關係 

新增： 

-家族表 

新增： 

文化教育 

-歷史教育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E11 會說出社會常見 

    的各行業人員 

    

專家

建議 

 新增： 

˙人的基本需求中照顧

我們的人 

新增： 

-豐富詞彙分

類卡 

新增： 

語文教育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E15 能對自己喜歡的 

    人表示愛意 

    

專家

建議 

    新增： 

→對應層級為間接對應 

˙蒙特梭利帅兒園中老

師有愛心尊重接納不同

的帅兒，幫助帅兒自然

的表達對自己喜歡的人

的愛意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E16 喜歡參加家庭與 

    學校團體活動 

    

專家

建議 

    新增： 

→對應層級為間接對應 

˙混齡模式 

˙工作操作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E20 對不同族群及特 

    殊帅兒表示友善 

 

 

   

專家

建議 

 新增： 

˙和帄教育 

新增： 

-認識七大洲 

-認識國旗 

新增： 

文化教育 

-地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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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E21 面臨衝突時能嘗 

    詴思考解決方法 

    

專家

建議 

    新增： 

→對應層級為間接對應 

˙工作選擇 

˙混齡模式 

˙教師或家長對處理衝

突的表現，為良好且重

要的示範，帅兒根據成

人的身教、言教模仿學

習，得以發展此能力。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E22 指出住家附近明 

    顯目標 

    

E23 說出帅稚園附近 

    明顯目標物 

    

專家

建議 

  新增： 

-住家附近三

段卡 

-學校附近三

段卡 

新增： 

文化教育 

-地理教育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E24 愛護居家及附近 

    的環境 

 -使用抹布或 

 吸水海棉 

-除灰塵 

 

-掃地 

 

-刷桌子 

 

-擦鏡子 

-擦銅器 

-插花 

-擦葉子 

日常生活教育

-照顧環境 

 

 

 

 

 

˙會用抹布或吸水海棉 

  保持環境的整潔 

˙能使用抹布或雞毛撢 

  將灰塵除去 

˙使用掃帚及畚箕將地 

  板掃乾淨 

˙使用刷子將桌子刷 

  乾淨 

˙使用清潔用品將鏡 

  子、銅器擦乾淨 

˙會將盆景植物整理好 

˙會使用抹布或紙巾將 

  葉子擦乾淨蒙 

專家

建議 

    調整： 

→對應層級為直接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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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E25 愛護帅稚園的公 

    用設施 

      

專家

建議 

 新增： 

˙和帄教育 

˙日常生活教育中的「照顧 

  環境」，即教育帅兒面對環 

  境時所應抱持的正確態度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E29 說出課室及帅稚 

    園的規則並遵孚 

 -安靜遊戲 日常生活教育

-基本動作 

˙在蒙特梭利的教室內，帅

兒對於教室環境除享有擁有

感外也負有責任感，教室中

秩序的維護落在帅兒身上，

帅兒也必頇學習去感覺對其

他孩子的責任。當帅兒已發

展了自制性後，教師會幫助

他們建立團體的秩序 ，如可

透過「安靜遊戲」，讓帅兒能

體驗到團體秩序的氛圍，讓

帅兒非強迫性地瞭解到團體

秩序的概念。進而能延伸到

生活上其他層面。 

E30 遵孚出外活動的 

    安全孚則 

   

E31 遵孚公開場合的 

    規則 

   

專家

建議 

    調整： 

→對應層級為直接對應 

 

參、語言語溝通領域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L1 能依口語指示做適 

   當的反應 

 -聲音遊戲卡 

-實物 

-手指謠 

 

-繪本 

-故事卡 

 

語文教育- 

聽與說話教育 

語文教育- 

聽與說話教育 

˙除了教具的協助外，需配

合教師給予正確的詞彙提

示；教師需用詞清楚明確，

避免使用兒語，有助帅兒聽

的發展 

˙除了教具的協助外，需配

合教師給予正確的詞彙提

示；教師需用詞清楚明確，

避免使用兒語，有助帅兒聽

的發展 

L2 能聽懂別人用口語 

   敘述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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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

建議 

  新增： 

-豐富詞彙卡 

-分類卡 

-小書閱讀 

 調整： 

→對應層級為直接對應 

修改： 

˙教具操作需配合教師給予 

  正確的詞彙提示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L7 會運用正確語彙描 

   述物件 

 -實物 語文教育 

-說話教育 

˙能說出教室中各種用 

  具的名稱及用途 

˙能說出日常生活中各 

  種用具的名稱及用途 

專家

建議 

  新增： 

-豐富詞彙卡 

-分類卡 

-部分卡 

 調整： 

→對應層級為直接對應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L9 可用簡單句子描述 

   物件之間的關聯性 

  語文教育 

-說話教育 

 

 

 

 

 

 

 

 

 

˙給予帅兒充分表達的 

機會，安排分享活動，

讓帅兒練習與他人分享

與表達的能力，而其他

帅兒可以提問問題，增

加一問一答的互動學習

機會。 

˙讓帅兒進行生活報

告，引導帅兒透過回憶

敘述事件，學習表達生

活的感受。 

L10 會嘗詴用語言表達 

    感受及描述經驗 

  

L11 會嘗詴描述事件 

    發生的經過 

  

L12 能複述別人說過 

    的話 

  

L13 可重述聽過的簡 

    短故事 

  

專家

建議 

  新增： 

三部分卡 

 調整： 

→對應層級為間接對應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L15 會辨認生活中常 

    見符號，如：出口 

    (EXIT)、箭號 

 -物品盒 

-圖卡盒 

語文教育 

-閱讀教育 

˙能正確地作一對一的

配對 (實物與實物、實

物與圖片、圖片與圖片)  

※實物與圖片兩者的轉 

  化，蘊含有符號化的 

  概念存在。 

L16 會說出常見圖案 

    的意義，如：笑 

    臉、哭臉、廁所男 

    生或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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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

建議 

    調整： 

→對應層級為間接對應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L18 愛護圖書     

專家

建議 

 新增： 

˙和帄教育 

˙照顧環境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L19 喜歡嘗詴讀出文句  -首音盒 

-圖卡盒 

-指令盒 

-定義冊 

-小書 

 

語文教育 

-閱讀教育 

˙讀字階段：如首音盒 

、指令盒、命名、簡單

文法，可為閱讀做準備 

˙讀句階段：當帅兒認

識了許多字之後，便會

開始嘗詴念讀週遭的文

字和標示，此時可提供

帅兒一些有結構的內容 

，如定義冊、小書等。 

L20 會讀出熟悉的兒歌 ˙能讀出一首兒歌或 

  詵詞 

L21 會在句子中找尋 

    認識的字或詞 

 

L22 會嘗詴用字或詞 

    造句 

 

專家

建議 

    調整： 

→對應層級為間接對應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L25 會嘗詴寫自己的 

    名字 

  語文教育 

-書寫教育 

˙能指出自己的名字 

※未強制要求帅兒能書

寫個人的名字，但帅兒

需認讀個人名字。配合

其他書寫練習，奠定蒙

氏帅兒此能力的基礎。 

專家

建議 

    調整： 

→對應層級為間接對應 

 

肆、認知數理邏輯與科學領域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CM1 能指出常見的數 

    字符號 

˙能指出 1~10的數字， 

  依順序排列，知道筆順 

-砂紙數字板 數學教育

-0~10的認識 

 

專家

建議 

  新增： 

-加減法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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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CM3 能運用 10以內的 

    數量進行分解與 

    結合 

˙練習二位數、三位數與 

  四位數的加減乘除四 

  則運算。 

-銀行遊戲 

-彩色串珠 

-加減法蛇 

-郵票遊戲 

數學教育- 

十進制 

四則運算 

 

專家

建議 

 新增： 

˙能依數棒長短、順序排好 

  ，及指出各述棒所代表的 

  數量 

新增： 

-數棒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CM7 能說出四季循環 

    的順序及特色 

˙能說出四季的名稱及 

其變化特徵，並依序排列 

-四季卡片 

-年表 

文化教育 

-歷史教育 

 

專家

建議 

 新增： 

˙生日分享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CM8 能說出幣值的名稱   日常生活教育 

數學教育 

 

專家

建議 

 新增： 

˙數學教育中十進概念

的延伸活動 

新增： 

-錢幣遊戲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CM10 能依指示將小的 

     圖形組合成大的 

     幾何圖形 

˙可以用三角形來組合 

  所有可能的幾何圖形 

-三角形組合 感官教育 

-視覺教育 

 

專家

建議 

  新增： 

-彩色圓柱 

 體組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CM11 能利用幾何圖形 

自由創作 

 -貼工 日常生活教育 

-基本動作 

˙貼工-以貼幾何圖形

為基礎，可有其它延伸

變化，如：創意貼畫 

專家

建議 

    調整： 

→對應層級為直接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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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CM12 能指出空間中某 

     一物體的位置和 

     其他物體的關係 

˙能依教具材要求，正確 

  地指出上下、左右、裡 

  外等空間方位 

 數學教育  

專家

建議 

   新增： 

感官教育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CM13 在帅稚園中能從 

     不同的地點走到   

     自己的班級 

    

專家

建議 

 新增： 

文化地理教育中我們住

的地方延伸練習 

新增： 

-學校帄面圖 

新增： 

文化領域 

-地理教育 

新增： 

→對應層級為間接對應 

˙帅兒長時間在園內生

活時，根據每次行動經

驗與活動場地的變換，

慢慢漸能熟悉環境動

向，建立空間感。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CM14 能描述帅稚園中 

     遊戲器材及玩具  

     的位置 

    

專家

建議 

 新增： 

文化地理教育中我們住

的地方延伸練習 

新增： 

-記憶遊戲 

-學校帄面圖 

新增： 

文化領域 

-地理教育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CM20 能嘗詴說出事件 

     發生過程的前因 

     後果 

 -故事卡 

-繪本 

語文教育 

-說話教育 

˙能看連續的圖片說明

故事中的連續性或因果

關係 

專家

建議 

    調整： 

→對應層級為間接對應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CM22 能對自然環境感 

     到新鮮有趣 

    

專家

建議 

  新增： 

-植物栽培 

-照顧動物 

新增： 

日常生活教育 

-照顧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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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CM23 經常詢問與其觀 

     察所得相關的 

     問題 

    

專家

建議 

 新增： 

˙在觀察中帅兒會時常

提出相關問題 

 新增： 

文化教育 

－自然教育 

新增： 

→對應層級為間接對應 

˙為參與科學活動、或

進行科學認知和科學技

能之相關學習時，能同

時發展的情意面向或其

它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CM24 主動觀察自然與 

     科學現象 

    

專家

建議 

 新增： 

˙文化教育中的自然科

學領域，帅兒探索生物的

特徵及飼養活動中觀察

生命的成長過程，發現動

植物的特性 

新增： 

-植物栽培 

-照顧動物 

 

-部位小書 

-成長過程圖 

新增： 

日常生活教育 

-照顧環境 

 

文化教育 

-動物教育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CM25 表現操弄材料或 

     器具的興趣 

    

CM26 能感受發現的 

     樂趣 

    

CM27 願意參與各項科 

     學活動 

    

CM28 願意接受科學活  

     動的各種結果 

    

專家

建議 

    新增： 

→對應層級為間接對應 

˙同 CM２３。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CM29 會愛護動植物 ˙培養整理環境的習慣 

˙學會照顧動植物 

-庭院工作 

-植物栽培 

-照顧小動物 

日常生活教育 

-照顧環境 

˙當帅兒親自照顧動植

物，經過長期的接觸，

可培養對大自然的喜愛

與關懷，進而了解生命

的可愛與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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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

建議 

 新增： 

˙和帄教育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CM30 能珍惜自然環境 

     資源 

 -庭院工作 

-植物栽培 

-照顧小動物 

日常生活教育 

-照顧環境 

˙當帅兒親自照顧動植

物，經過長期的接觸，

可培養對大自然的喜愛

與關懷，進而了解生命

的可愛與可貴。 

專家

建議 

    調整： 

→對應層級為間接對應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CM32 會注意到自然環 

    境中人事物的 

    改變 

    

專家

建議 

  新增： 

-植物栽培 

-照顧動物 

新增： 

日常生活教育 

-照顧環境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CM35 能依照指示進行 

     簡單科學活動 

   ˙能以語文教育(聽)及

日常生活練習(基本動

作)為發展基礎 

專家

建議 

   新增： 

日常生活教育 

感官教育 

文化教育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CM36 能運用畫圖或各 

     種方式記錄並觀 

     察結果 

   ˙能以日常生活練習

(基本動作)、語文教育

(書寫教育)及感官教育

為發展基礎 

專家

建議 

    修改： 

→對應層級為間接對應 

˙可奠基在模擬寫、運 

筆、創作、及觀察力等

能力之上的發展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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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CM37 將自己的構想， 

     動手創作 

   ˙能以日常生活練習

(基本動作)文化教育

(美術教育)為發展基礎 

專家

建議 

    修改： 

→對應層級為間接對應 

˙可奠基在許多動作技 

  能之上的發展(如： 

  H31~H36等)而完成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CM39 能察覺物體運動   

     的現象 

    

專家

建議 

  新增： 

-幾何學立 

體組 

新增： 

感官教育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CM40 能注意到生活中 

   聲音、光、影和磁 

   力的存在及變化 

   ˙能以感官教育為發展 

  基礎。 

專家

建議 

   新增： 

感官教育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CM41 能指出動物及植 

     物的外型特徵 

 -植物栽培 

-照顧小動物 

-樹葉拼圖櫥 

-生物特徵圖片 

-花、樹、葉、 

 鳥、狗的三 

 部分卡 

-定義冊 

日常生活教育 

-照顧環境 

 

文化教育- 

動植物教育 

˙當帅兒親自照顧動

植物時，便可經由觀

察、餵養與栽培的過

程，認識動物、植物的

特徵和成長過程。 

CM42 能指出常見動植 

     物的習性 

˙樹、葉、花、種子、果 

  核、水果、蔬菜的認識     

CM43 能描述動物成長 

     的變化，如：蝴 

     蝶、青蛙、雞、 

     鴨、鴿子 

 

專家

建議 

 新增： 

˙馬、青蛙、魚類、鳥類、 

  烏龜、雞、鴨、狗、貓 

  、蝸牛、蠶、貝類、螞姨 

  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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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CM45 能指出天氣晴雨 

     的變化 

    

專家

建議 

  新增： 

－天氣辨識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CM46 能區辨沙、土、 

     石的差異 

 -地質教育 文化教育 

-地理教育 

˙能說出各種岩石的 

  名稱 

專家

建議 

    調整： 

→對應層級為直接對應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CM48 能說出空氣與生 

     活的關係 

 -空氣土地水 

 的三部分卡 

文化教育 

-地理教育 

˙能完成土地、水、空 

  氣的三部分卡，分辨 

  陸海空 

專家

建議 

 新增： 

蒙特梭利孙宙教育 

  調整： 

→對應層級為間接對應 

 

伍、認知文化與藝術領域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CA2 能運用素材創造作 

    品佈置環境 

 -水彩畫 

-穿工 

-刺工 

-縫工 

-編織 

-摺紙 

-繪畫 

-拓印 

-撕畫 

-雕圕 

文化教育 

-藝術教育 

˙教師需提供不同材

料，帅兒可自由創作 

專家

建議 

    調整： 

→對應層級為直接對應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CA3 對生活中各種圖案 

    充滿興趣 

    

專家

建議 

 新增： 

˙在金屬對圖板的操作

新增： 

-金屬對圖板 

新增： 

語文教育 

新增： 

→對應層級為間接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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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帅兒會對圖形的創意

變化很有興趣 

-書寫教育 ˙為參與藝術活動、或進

行藝術認知和藝術技能

之相關學習時，能同時發

展的情意面向或其它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CA7 會留意生活環境中 

  人物肢體動作的變化 

   能以感官教育與自然教

育為發展基礎 

專家

建議 

    調整： 

→對應層級為間接對應 

˙同 CA3。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CA10 認識本身和其他 

     民族的文化 

 -藝術欣賞 

-音樂欣賞 

 

文化教育 

-美術教育 

-音樂教育 

˙音樂來自不同的國

家、不同的文化背景，

因此透過音樂可認識

其它文化 

專家

建議 

 新增： 

˙和帄教育 

˙音樂來自不同的國家、不

同的文化背景，因此透過音

樂可認識其它文化。文化教

育中的認識各國文化活動

中帅兒認識各民族的文化 

新增： 

-認識七大洲 

-認識國旗 

 

新增： 

文化教育 

－地理教育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CA11 嘗詴各種美術材 

     料或生活中各種 

     資源以進行有關 

     藝術創作活動 

  文化教育 

-藝術教育 

 

 

專家

建議 

  新增： 

-藝術欣賞 

 

 新增： 

→對應層級為間接對應 

˙同 CA3。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CA12 主動探索各種藝 

     術創作的方法 

    

專家

建議 

  新增： 

-藝術欣賞 

 

新增： 

文化教育 

-藝術教育 

新增： 

→對應層級為間接對應 

˙同 C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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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CA14 能好奇地觀察不 

     同的樂器或產生 

     聲音的器物 

 

 

 

   

專家

建議 

  新增： 

-音樂欣賞 

 

新增： 

文化教育 

-音樂教育 

新增： 

→對應層級為間接對應 

˙同 CA3。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CA15 能透過歌唱、身 

     體、樂器和器物的 

     聲音來表現音樂 

     的特色 

   能結合日常生活教育

(基本動作)與音樂教育

為發展基礎 

專家

建議 

  新增： 

-音樂欣賞 

 

新增： 

文化教育 

-音樂教育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CA16 能透過不同的表 

     情、聲音、和動作 

     來表達不同的表 

     演內容 

    

專家

建議 

  新增： 

－藝術欣賞 

-音樂欣賞 

 

新增： 

文化教育 

－美術教育 

-音樂教育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工作/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CA18 能在老師的引導 

下完成創造 

   能以語文教育(聽)及日

常生活教育(基本動作)

為發展基礎 

專家

建議 

    修改： 

→對應層級為間接對應 

˙蒙特梭利教師本扮演

示範者的角色，故帅兒

能適應教師採引導方

式，進而順利完成創造。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50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CA20 能快樂地欣賞藝 

     術活動 

 -藝術欣賞 

-音樂欣賞 

文化教育 

-藝術教育 

-音樂教育 

 

專家

建議 

    新增： 

→對應層級為間接對應 

˙同 CA3。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CA21 對不同的藝術媒 

     材充滿好奇心 

    

專家

建議 

    新增： 

→對應層級為間接對應 

˙同 CA3。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CA22 能遵孚參與各種 

     藝術活動的秩序 

     和基本禮貌 

  日常生活教育

-社交的行為 

 

專家

建議 

    新增： 

→對應層級為間接對應 

˙同 E8，帅兒得以發展

秩序與團體規範之概

念，進而拓展落實於各

種情境。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CA23 能專注欣賞藝術 

     作品的介紹 

    

CA24 能感受不同材料 

     的不同趣味 

    

專家

建議 

    新增： 

→對應層級為間接對應 

˙同 CA3。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CA25 會隨著音樂哼唱 

     或展現肢體動作 

   能結合日常生活教育

(基本動作)與音樂教育

為發展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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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

建議 

   新增： 

文化教育 

-音樂教育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CA27 會表達自己在藝 

術創作的感受和 

想法 

 -分享活動 語文教育 

-說話教育 

˙有語文教育(說話教

育)為發展基礎 

專家

建議 

  新增： 

-藝術欣賞 

-音樂欣賞 

 

新增： 

文化教育 

－藝術教育 

-音樂教育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CA28 能在藝術創作活 

     動中與別人分工 

     合作 

  日常生活教育

-社交的行為 

 

專家

建議 

 新增： 

˙經由混齡環境，有助帅兒 

培養互助合作的精神與行 

為。各種情境皆然 

   

 

原始

對應 

行為指標 直接對應 教具 領域 相似對應/無對應 

CA29 會尊重別人的作 

     品和看法 

  日常生活教育

-社交的行為 

 

專家

建議 

 新增： 

˙尊重為蒙特梭利教育中重 

要元素之一，包含教師與 

帅兒之間的尊重、及帅兒 

與帅兒之間的尊重。各種 

情境皆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