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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梭利教育在地化改造運動 

以文化探索為主軸之課程實錄 



從課發會開始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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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附近有什麼？ 
 
育圃社區開張了 

         為什麼有我？ 
  
從介紹自己到介紹家人 

          除了家人， 
最常見面的是那些人？ 
 
  從愛家人到愛同學 
當小主人之待客之道 

    從我的同學到我的學校 
 
從工作與烹飪培養出社交能力 



老師請孩子帶家人的照片來與同
學分享，孩子興奮的發表自己的
成長。老師拋出提問：為什麼有
我？孩子能夠很直接反應的回答：
我是從媽媽的肚子生出來的。在
此同時，孩子也會提到家中的爸
爸、媽媽、阿公……，老師見狀
時機成熟了，就拋出回家跟爸爸
媽媽討論家庭成員吧！ 
在此同時學校也發出通知單，邀
請家長陪同完成家族樹的學習單，
從孩子在學校分享學習單的狀況，
可以知道與爸爸媽媽一起，對於
孩子認識爸爸媽媽的興趣及其他
家人很有幫助。 
 

 混齡的團討對年幼孩子的 
 語言學習特別有幫助。 

家庭學習單提高家長與孩子 
對教學內容的參與很有幫助。 

文化區新設的家族樹工作 
特別受到孩子們的歡迎。 

我與家庭 



主題開展 

 

訪問家人學習單 
 

蒙特梭利教具 

家族樹的搭配 

 

 主題團討：自己→自己的家人 
 



在蒙式教室中進行我的朋友特別
容易，每天的工作時間讓孩子盡
情享受烹飪活動，進而邀請好朋
友一起分享自己所做好吃的食物，
禮儀與關懷的活動很自然的展開。
老師默默觀察孩子們邀請朋友的
用詞與動作、食物操作的衛生與
桌椅的布置擺放、當小客人的禮
貌等細節，然後在小組示範時間
根據需要改善的點給予教導或提
示，如此涵蓋身體動作、情緒與
社會領域的境教特別貼近孩子的
需要，孩子在愉悅的過程自然改
變，尤其是用詞的部分，從以往
的命令式逐漸轉變為邀請式了！ 

新的轉折點： 
我們每天還跟誰最常見面？ 

某天工作時間，老師觀察到 
中班的孩子在娃娃角用房屋 
模型組跟同學解釋”這是食 
物區、這是青蛙的家”，一 
旁的同學卻說不是這樣，教 
室裡的青蛙明明不在那裏？ 
就這樣，孩子討論教室一景 
讓老師覺得機不可失，邀請 
他們在下午時間分享他是如 

何蓋出”學校的樣子”？ 

我與朋友 



眼見孩子們對於積木的建構雖然
熱絡，但似乎一直停留在蓋房子，
老師嘗試以三隻小豬的故事引發
新的興趣點，孩子們也順著故事
的內容對茅草屋、木頭屋、水泥
屋有點興趣，大班的孩子甚至討
論起建築師是蓋磚頭房子的人等
議題，眼見孩子的討論停留在材
質的討論然後就停擺了，老師們
開始焦慮該如何協助孩子聚焦到
社區？ 
老師們課後特別召開會議討論，
決定放入新的關注物品—將警察
局的照片放在積木角中孩子們已
經建好的積木房子前，果然孩子
們隔天上學經過積木角就發現了！ 

老師透過討論將卡關的課程 
解決，這個經驗對老師特別 
有鼓舞作用。 

在此同時，老師特別示範蒙特 
梭利感官區的幾何立體組，將 
單位積木的形狀給予明確的命 
名，透過這樣具體感官的經驗， 
孩子對於”錐體好用嗎？柱體怎 
麼用？為何單位積木沒有球體 
？”等問題能夠自己找到答案。 
而在語文區，老師設計了一份 
房屋建構遊戲組，讓孩子練習” 
在房子左邊、右邊、後面、前 
面、上面等概念，這樣的鷹架 
式教具，幫助了孩子在團體建 
構房子時，容易與他人溝通達 
成共識，這一點也是老師始料 
未及的收穫。 

我與社區 



主題轉折 

 

幾何立體組 

語文區 

房子方位組 

 

 蓋房子與討論 



老師進一步在圖書角放置了”逛街”

的繪本，加強孩子對街道的印象，
團討起來相當起勁。此時老師拋
出新的問題：社區裡有好多不同
的組成，例如商店、警察局或住
家等，我們試著分類看看好嗎？
此時小孩問：要怎麼分類啊？經
過孩子們的提議，孩子們將以吃、
喝、日用品、穿和保護大家的警
察局、可以寄信的郵局來分類。 

除了警察局以外，還包含了郵局、
里長伯辦公室、家樂福、全聯、
買衣服的服飾店以及銀行。這樣
社區的探訪隨著每次的外出走走，
孩子們的眼睛越來越敏銳，平時
沒發現的商店相對位置越來越多， 

行政團隊和家長資源在這個 
階段特別珍貴，協助老師許 
多外出的行政和安全工作。 

 
為了是引發孩子們對方向的觀 
察和思考，為了讓孩子進一步 
對學校與社區相關位置的了解 
老師不斷的以提問的方式引導 
孩子們“描述”。老師欣喜孩 
子們的描述，於是運用蒙式工 
作架上文化區的台灣地圖工作 
引導孩子們學校所處的地理位 
置，這樣的示範讓那段時間台 
灣地圖的相關工作變得熱門了 
起來呢！ 
 

社區走走 



學校附近有什麼？原來這叫社區… 

新北市的永和區&台灣拼圖
的討論 

 
社區涵蓋好多便民 
的商店、公家單位啊！ 



主題發展不斷的社區探索與觀察 

社區走走之旅：逛街、巷道認識、警察局、郵局、里長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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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著商店要有什麼類型? 記得要用提款卡去銀行領錢。 芒果一顆 35元，拿 50元要找

15元。 

 

 

 

  

小郵差幫我們寄信跟寄 DM，有

報導物價的概念。 

小警察要幫忙抓壞人，維持秩

序！ 

在實際開店前先來一場實際

的商店買東西體驗。 

 

 

 

 

  

醫生的扮演非常認真 在咖啡廳可以吃餅乾和麵包 孩子有採買經驗後，錢幣遊戲

的認識很有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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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的結語 

 這個主題走到尾聲的時刻，孩子們經歷了討論、實際體驗與教具操

作練習，對我們所居住的社區不但有了關注，也能將路線正確的敘述，

同時認識了好多平常不太接觸的行業，而爸爸媽媽對於孩子回家後所

表達的內容之豐富也感到十分驚喜，短短半年間，如此大量卻統整性

的活動讓老師和家長們都看見孩子在各方面能力上的大躍進，而最重

要的是：這個主題似乎到現在還沒有結束，因為孩子們持續的每周五

的公園日散步中，談論到上次我們有來過這裡、離我家隔壁的巷子開

了一家 7-11 等的話題。從孩子們的表現中，我們知道埋給孩子的已

經不是知識，而是對環境的關注、覺察、生活經驗和表達。 



   歷程中還有許多事…. 



106年2月到7月 
我的社區我的家 

 
家長在這個歷程中扮演極重
要的腳色，除了參與戶外活
動、學習單以外，在團討中
孩子的語言表達可得知家長
在家跟孩子的討論也很多，
且家長提供給學校不少資源，
親師間的連結更強了！ 

《課程總檢討之結論》 

對於蒙特梭利教室來說，以
往過於重視操作的型態，往
往在引導團討上遇到瓶頸，
歷經幾個學期的磨練，老師
們現在所展現的主題引導與
統整孩子所表達內容的能力
確實有了不錯的表現。 

這半年中老師對主題課程
與蒙特梭利工作的結合特
別用心研討，在課程整理
的這個時刻，發現能結合
的應該可以更多，這也是
未來具體努力的目標。 

團隊的動員讓課程活動變
得多元，行政組協助美編
與拍照、教學組教具製作、
總務組戶外活動協同、財
務組教學資源添購與安排，
再再都顯示出育圃團隊的
高度共識與效率。 



老師以環境觀

察或議題討論

做資訊輸入。 

透過工作練習並加

以體驗，幫助認知

發展。認 

大腦思考整

理資訊。 

透過口說或互動中

觀察孩子輸出的狀

況以理解孩子的理

解。 

透過鷹架進行

下一個議題的

學習。 

蒙特梭利之於新課綱 
相輔相成.相容無虞 





附件 



 新北市私立育圃幼兒園採用蒙特梭利教學，由於對於新課綱的統整

不分科理念極為認同，也因此近年來不斷地推動蒙特梭利教育在地化

改造運動，秉持著蒙式教室區角環境設計與有秩序的進行活動二大主

軸，以文化教育為主題，老師透過下午與孩子團討時間將主題活動展

開，然後設計出適合的教具的讓孩子們在早上操作時間重複與主題概

念相遇，這樣的課程進行方式，不但具有孩子的參予性、自主性，也

具有個別性，尤其在語文領域、文化探索和數學邏輯特別能展現蒙特

梭利教具操作與主題團討間的關聯，孩子們也能成為主題萌發與延展

的主角，課程參予度的提高顯而易見。 

以蒙特梭利為基底的統整教學特色 



育圃的教學環境 

• 106.01月提出新學期主題討論，從紙、線，玩具等提案，
1月中敲定走社區。 

• 課發會前請各班老師提出主題網初步猜設規劃 

• 過年前請教師蒐集資料做備課資料討論。 

• 1月底課發會的初次討論 
 

 

 



課程期程 
•   A.主題課程前：教師對於課程核心及主題網的討論。 

 

              校內進修：永和地區的社區研究、地圖，蒙特梭利工作的搭配與呈現、永 

                                  和地區的街道知識搜尋及討論。 

              校內佈置： 擺放永和社區的相關照片及教具。 

 

•   B.主題課程中期： 

             遇到討論瓶頸，老師需要拋出新內容，以協助孩子突破思考，並修正主題網 

 

•   C.主題課程高峰活動： 育圃社區活動，藉以統整各領域經驗 

 

             課程資源： 

             a.家長資源：志工家長協助社區探訪、家長參與孩子的學習單。 

             b.公共資源：社區附近圖書館、警察局、商店、公園、里長、郵局。 

             c.團隊資源：行政組美編與拍照、教學組之教具製作、總務組之戶外活動協  

                                     同、財務組之教學資源添購與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