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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發展原住民文化之幼兒數概念讀本與閱讀教學活動研究

學前階段是文化認同與多元文化教育奠基的起點，近代科學教育亦
強調多元主義的科學教育。由於早期數學能力為重要的認知核心，本計
畫以數概念為領域，以原住民文化為主軸，分四年逐步規劃幼兒數概念
讀本與閱讀教學活動，並實踐於課程中及進行評估與修正。研究採協同
行動研究模式，以台灣東部太魯閣族某鄉立幼兒園之中大班幼兒及教保
服務人員為研究對象。資料收集包括深度訪談、幼兒施測、教師焦點團
體、教學文件資料等。本研究目的為發展提升原住民幼兒閱讀與數概念
探索興趣、及提升閱讀與數概念能力的有效策略，並培力幼兒園原住民
族在職教師清晰的文化族群意識，成為學前文化數概念課程的實踐與推
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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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前言
由於偏鄉原住民部落大多位處社經文化弱勢地區，相對於都會地區

原住民學齡兒童的數學領域表現明顯低落（郭李宗文、吳佩芬，2011；
謝百亮，2014）。歸納原住民地區兒童數學學習表現欠佳，主要原因之
一可能是教材欠缺族群文化意義，教法未調整為適合學習者的方式，造
成學習困難；原因之二則為學童個人因素，例如兒童的整體語文能力，
例如: 詞彙較少、聽不懂老師的指示、或看不懂文本；此外，數學抽象
運算能力不足也影響學習者的整體學業表現（郭李宗文、吳佩芳，2011；
黃志賢、林福來，2008；黃德祥，2007；熊同鑫，2013）。本研究預計
透過設計文化融入數領域繪本及延伸活動的方式，提高原住民幼兒對於
數學領域的學習興趣與理解，做好正式數學學習之準備。本研究基地為
太魯閣族鄉立幼兒園（以下稱鄉幼），位處台灣東部，教保服務人員全
數為太魯閣族群，幼兒有93%以上為太魯閣族。102學年度起，開始自編
太魯閣族文化課程，採主題教學模式將族群文化素材融入學習區。

參、研究目的與方法
本研究採協同行動研究模式，以太魯閣族鄉幼中、大班幼兒及教保

服務人員為主要研究對象。資料收集包括深度訪談、幼兒施測、教師焦
點團體、教學文件資料等。研究目的為發展提升原住民幼兒閱讀與數概
念探索興趣、及提升閱讀與數概念能力的有效策略，並培力幼兒園原住
民族在職教師清晰的文化族群意識，成為學前文化數概念課程的實踐與
推廣者。

第一年（106學年度）的研究目的為探究太魯閣族文化中的數學概念、
瞭解原住民大班幼兒的數概念與興趣、閱讀能力與興趣（作為課程設計
起點），以及原住民族幼兒園教師對數概念課程的觀點。第二年（107學
年度）的研究目的為探討融入原住民文化的數概念課程模組，對原住民
大班幼兒在閱讀能力與興趣、數概念與數學興趣等表現是否有助益，以
及實踐文化數概念課程後，教師的專業成長情形。另外設計適合大班的
文化數概念課程模組，發展四冊讀本及八個延伸活動。表一為本計畫各
年度的研究目的與研究方法之概述說明。

表一：各年度的研究目的與研究方法

肆、研究成果
一、實驗基地鄉幼之太魯閣族文化課程設計

本研究之實驗基地（太魯閣族鄉幼）每一學期期初都安排一週時間，
全園分班群進行一整學年課程設計的討論。此回應太魯閣族群文化的課程
設計 (一）會考量幼兒年齡與發展、提供多樣化的教具、善用社區資源，
落實在地生活化之學習經驗教學。（二）幼教師們會分工合作進行資料蒐
集，透過幼兒園課程小組開會討論，安排適合幼兒探索學習之學習情境。
（三）課程內容需反映出在地化與多元文化之特色，符合幼兒個別差異性
與需求。
107學年學年度各班群的主題名稱如表二:
表二：實驗基地鄉立幼兒園107學年度課程討論情形與主題名稱

二、幼兒教師數學繪本的應用工作坊
107/08/06邀請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嬰幼兒保育系黃馨慧副教授進行

一整天「數學繪本的應用」工作坊，主要探究「數學的重要性、生活處處
有數學、數學次領域、數學繪本的介紹等」議題探究。

三、太魯閣族民族數學繪本設計與數概念初步設計與分析

本計畫第二年將所有文史工作者與耆老訪談內容轉為逐字稿後，由
研究團隊進一步分析。將其中具有數概念的文化活動或歌謠故事轉化，邀
請鄉幼的教保員們共同討論學前階段大班的數概念發展進行分析對應。以
真實文化經驗為架構，編寫數概念讀本，再進行插圖設計與延伸活動發展，
每一本讀本搭配兩個延伸活動，活動設計考量生活化（在地素材與活動）、
遊戲化（帶有趣味意涵）、與多元化（教材可以變化不同玩法及討論不同
數概念）原則。讀本完成初稿後，進行字彙量與詞彙難易度分析，以確認
讀本適合該年齡發展。設計完成的數概念讀本與延伸活動，邀請幼教專家、
數學教育專家審查回饋，並在非實驗基地的原住民幼兒園大班進行試教後，
收集意見進行修訂。

圖五：「數學繪本的
應用」工作坊，講師
黃馨慧副教授介紹數
學繪本選擇的原則

圖六：講師黃馨慧副
教授與鄉立幼兒園教
保員討論數學繪本的
特點

圖七：講師介紹與數
學繪本相關的教具

圖八：教保員依據
講師提供的繪本
《門鈴響了》討論
數學概念教學與相
關活動設計的可能
方向

圖一：本計畫主
持人與共同主持
人與鄉幼幼教師
共同討論課程

圖二：中大混齡班主
題～Lukus Truku太
魯閣族服與小小太魯
閣族之族服創意坊

圖三：中班主題～
Alang Pajiq 部
落的蔬菜

圖四：小班主題～小
小Ｔruku

圖九：1070806繪本製
作初次討論，繪本作
家與研究團隊及鄉立
幼兒園教保員共同討
論具太魯閣文化數學
繪本製作的方式

圖十：1071113繪本
完稿討論，研究團隊。
繪本作家和編輯共同
討論稿製作與未來編
印的方式

圖十一：繪本一～彩
虹靈橋~之勇敢的
Pisaw（主角因未遵
循GAYA被斥責，聽到
長輩講彩虹靈橋的故
事後，決定展開道歉
之旅）

圖十二：繪本二～彩
虹靈橋之美麗的編織
（主角堂姊與主角分
享太魯閣族服的製作
歷程，包括上山尋找
苧麻，測量長寬高、
從由線到布，加上圖
案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