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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林幸蓁 楊雅惠 王心恩

在肯認童年的創造性價值時，幼兒園場域便不該僅是課室空間中工具與
功利導向的知識灌輸。幼兒園所提供的教育是給予幼兒豐富生活經驗的沃土，
這塊土壤與活生生的家、園及社區在生活中緊緊相連，支持幼兒成長。而在
實務運作上，又該如何將社區資源轉化為幼兒生活經驗拓展的課程土壤？政
大幼教所於2018年12月15日舉辦專業園所分享會，分別邀請高雄潛能幼兒
園李慧瑛園長及曾瓊分教師與文山幼兒園蘇信如園長進行以「社區資源在幼
兒園課程的運用與實踐」為題的分享，從課程發展到園所經營如何結合在地、
深入在地，甚至深耕在地，以下整理報導。

「糖業是台灣的文化之母」台
灣總督府於1935年舉辦「始政四十
周年紀念台灣博覽會」時，糖業館
的入口招牌處上掛著這十個大大的
字樣。擁有廣大蔗田腹地以及優良
港口的高雄，於1900年由臺灣製糖
株式會社設立全台第一間現代糖廠
─橋仔頭製糖所。一百多年後的今
天，潛能幼兒園所在之處便是距離
糖廠兩公里不到的田野之間。

「潛」進橋頭，走入孩子視窗

「丹麥的幼兒園可以給孩子一座森林，那潛能可以給孩子什麼？」

李蕙瑛園長分享園所在地化發展歷程

潛能幼兒園進行園所轉型的起點始於一次參訪中，親身體驗紐西蘭、丹麥等
幼教場域中豐碩的自然情境所帶來的震撼，激盪起園方內部開始思考如何給
予孩子更開放自由的學習環境？於是園所著手行動，從室外的野趣遊戲區與
種植區的規劃，到室內主題學習區的環境佈置，秉持環境即教育的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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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性於探險家的幼兒走出幼兒園，體驗便與環境自然而然啟動、共振。
走進糖廠，孩子七嘴八舌的討論著各式各樣的問題，驚訝於老榕樹的高大、
對防空洞深感好奇，還發現廠區與宿舍區有高低落差的地形以及不同的鋪
面材質。有如觀察家的教師，看見孩子的潛能，一方面在散步前加入海報
記錄與討論聚焦觀察目標；一方面收集舊相機或手機及紀錄板，讓孩子藉

進行全面改造。然而園所環境的改造只是起點，「丹麥的幼兒園可以給
孩子一座森林，那潛能可以給孩子什麼？」李慧瑛園長及教師們將目光
投向了歷史百年的橋頭糖廠。於是，以糖與糖廠為核心，教師們開始思
考其在橋頭的社區發展、生活情景、歷史與文化等面向中所扮演的角色，
並以此作為課程規劃設計的藍本。然而在地課程的發展並非是在課室藉
「糖」發揮，真正的催化與發酵，始於當教師帶孩子到糖廠散步。

由鏡頭的窗景與紙筆，向同伴與教師分
享他看世界的角度。從孩子的視窗看糖
廠的美，進一步和孩子討論散步聽故事
的路線、想要經過的地點，甚至引介糖
廠達人加入這場探險之旅。隨著孩子對
糖廠探問的聚焦，老師開始在學習區加
入不同的素材。益智區可以設計糖廠路

線迷宮、糖廠記
憶遊戲，還有糖
廠大富翁；積木
區開始蓋起了紅
磚水塔；鬆散材
料區利用糖廠撿
回的枯枝落葉創
作糖廠大樹及其
他裝置藝術；語
文區可以找到相
關繪本、糖廠介
紹DM、自製繪
本大書與明信片；

科學區則藉糖的溶解實驗，研究出製作好吃椪糖的食譜。從當初走出幼兒
園散步，走著走著，糖廠也來到了潛能。在發現糖廠迷宮時，孩子對裝置
藝術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於是老師以家園共創的育兒方式，設計學習單，
給予親子互動、共同觀察並欣賞裝置藝術的契機。孩子對於糖廠的探索與
投入，從幼兒園延伸到每個家庭，家長開始搜集各式零件，讓孩子動手

校園創碩糖廠裝置藝術 家園共同走踏糖廠

小小藝術師駐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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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潛能幼兒園在地課程發展歷程的分享後，文山幼兒園的蘇信如園
長以其過往的社會工作經驗與專業，帶領我們後設而全面地思考「家庭、
幼兒園與社區的關係」，分享如何整合生態系統鏈來支持幼兒園所的定
位與價值。地處台北市最南端，文山區僅次於萬華，是全市低收入戶第
二多的行政區，並且是全市身心障礙者最多的地區。兩年前開始蓋公宅，
社區型態逐漸轉變，文山幼兒園中，195位幼童，優先入園的孩子佔了百
分之四十，需有身心障礙服務的孩子約有20位。因此建置基礎性服務系
統模式，為早療需求個案以及弱勢家庭孩子，提供療護性服務與預防性
服務，同時引入社區的資源進行延伸性服務。

設計與創作自己的藝術品，延伸出在地創客與小小藝術師駐村的課程活
動。家長不僅成為課程參與者，更是孩子生活、創作與探索的共同夥伴。

潛能幼兒園在園內竭力給予多樣的環境與素材，並且身體力行帶孩
子認識與探索地方，將社區資源轉化為課程資源，從走出去散步開始，
將走進糖廠、紀錄糖廠，回到幼兒園中探問糖廠、再現糖廠，甚至再一
次次重返糖廠、成為糖廠百年歲月中最歡快童趣的工作者—駐村藝術家，
幼兒與教師共同將這一切的一切編織成一幅動人的窗景，景色中有幼兒
園、有家，還有橋仔頭糖廠。

取之社區，用之社區-連結社區資源關懷幼兒家庭

「文山幼兒園」經歷從木柵托兒
所更名為文山托兒所，幼托整合政策
後，再由文山托兒所轉型更名為現今
文山幼兒園。主管單位從社會局系統
轉移到教育局，面對教職員的流動，
社工專業背景的蘇園長仍努力將托兒
所時期肩負社會弱勢關懷的使命延續
了下來，以生態系統的概念作為幼兒
園為孩子與家庭提供服務的基本架構。

蘇信如園長分享園所連結社區經驗

幼兒園竭盡所能連結社區資源，提供家庭最直接的支持，創造雙贏
的價值。園所使用社區資源的同時，也成為社區資源一部分，如：設立
親子圖書館，除了推行親子共讀與親愛閱讀，圖書也成為弱勢家庭的文
化資本；積極辦理親職成長團體（ACT, adult and children together）
與親職講座，甚至發展到個人諮商，給予家長傾吐的出口，支持家長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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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確保小孩家園的
穩定；藉由節日舉辦
多樣性的親子活動，
如重陽節—重陽敬老、
感恩祖孫同樂；爭取
成為兒童流感疫苗施
打站，為社區醫療衛
生盡一份力。
除此之外，文山幼兒
園也透過與幼兒散步，
走入社區，幫助孩子
認識在地生活環境中
的資源現況，培養其
運用資源的能力，及
對身邊人、事、物的

這場專業合作幼兒園的分享會在大合照後畫下句點，許多感動仍在
心頭盤繞，原來幼兒園可以不僅僅是一個提幼兒教育的機構而已，透過
兩所幼兒園的分享，我們看見幼兒園成為連結再地人文與資源據點，將
「教育愛」括及家庭與社區，且代代傳承這片土地所蘊涵的美好。

政大師生與合作園園長、老師大合照

敏感度，同時與幼兒一同以園所為中心將周邊2公里內屬於自然、人文、
生態及環保等景點以專有圖示符號標示並繪製發展綠色生活地圖，也在
地圖對應的實體空間或門牆上張貼標誌，幫助孩子掌握各種學習的環境
資源，
注意到不同空間的安全性考量，以建立安全恰當的行為方式。在引導孩
子建立關懷社區的責任時，期許其能將這份責任帶回家中影響父母。
「取之社區、用之社區」是整場分享中蘇園長重複最多次的話語，更是
其貫徹始終的實踐準則。從2004年開始做社區服務迄今走過十三個年頭，
已服務七千一百多次、七萬三千多人，對於穩定社區的影響力更是難以
估量。文山幼兒園連結社區資源關注家庭，在社區中形成共好友善的保
護與支持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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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全力促成
此事，並為主辦單位之一，歡迎報
名參加!

詳細資訊及報名請參下方聯結：

在地文化多元論壇-

-社區資源在幼兒園課程的運用與實踐研討會

研討會時間：2019年4月19-21日（星期五～星期日）

研討會地點：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井塘樓(4/19)、綜合院館(4/20-21)

（地址：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

報名網址：

歡迎踴躍報名參加，詳細內容與研討會議程請參考報名連結!

主題：明日童年

研討會時間：2019年7月12-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