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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梭利教學教具之延伸與應用 

楊文子、林美瑩、王君瑜、陳菀菁、黃春霏、林彣娉 

 

壹、前言 

    學校自 98 學年度起開始推動教師專業社群，推動目的是讓小組教師透過共

同目標、願景與不懈的努力，提升學生學習之成效(教育部，2010)。因此，幼稚

園組成了「蒙特梭利教學教具之延伸與應用」專業社群，期待透過小組長時間的

合作、研究，能提升園內教師對蒙特梭利教學法之專業知能，研發適用之蒙特梭

利教學延伸教具，改善園內因蒙特梭利教學教具購買昂貴而僅有一套教具的困

境，提供園內幼兒們多樣、多元、適切的蒙特梭利教具操弄練習的學習機會，吸

引幼兒反覆練習的興趣，進而提升幼兒學習之成效。 

    蒙特梭利教育為義大利第一位女性醫學博士瑪莉亞所創。蒙特梭利經由長期

觀察幼童所發展設計出一套有系統的教育方法，她強調幼兒的身心具有內在的發

展潛能，幼童可藉由實驗的教具發展自己，建構自己成為獨立、自主的個體，其

教育理念分為：日常生活練習、感覺教育、算術教育、語文教育、文化教育五大

領域教學內容。蒙特梭利博士相信，沒有一個人是由別人教育出來的，他必須自

己教育自己，她常用海綿來比喻幼兒的學習特質，幼兒會從環境中吸收訊息，用

全身所有的感官去研究周遭這有趣的環境而獲得訊息，是一個自然而然且愉快的

學習活動。如果幼兒能置身在一個可讓他自由操作各種具教育意味教材的教室

中，他學習獲得的經驗會更加豐富。蒙特梭利博士另個發現「敏感期」，所謂「敏

感期」是指在這個時期中，孩子對某種特質或技巧會有特別濃厚的興趣，如：踏

上踏下、將物品按次序排好、計算或閱讀。對幼兒來說，若在某種特質的敏感期

學習該特質，要比他在生命中的其他時期學習該特性來得容易。蒙特梭利教育環

境還用了這些事實，讓幼兒在各階段的敏感期，自由選擇活動，自我學習。 

    幼稚教育應利用幼兒在兩歲半至六歲這階段的敏感年齡，提供豐富的學習環

境，讓幼兒依個人的興趣自由選擇活動學習，發展、建構自己。99 學年度學校

持續推動專業社群研究，「蒙特梭利教學教具之延伸與應用」工作坊，向教育部

申請專案，繼續進行「蒙特梭利教學教具之延伸與應用」之教學研究，期待能提

供全園幼兒多元多樣的蒙特梭利教學教具，配合幼兒的學習需求與敏感期，讓幼

兒透過蒙特梭利教具反覆操作，提升幼兒學習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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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蒙特梭利教學研究 

 

社群名稱 蒙特梭利教學教具之延伸與應用 

對象別 

 

□年級別  ■學科/領域/學群 

類型別 

 

□學校任務 ■專業發展主題 □其他 

召 集 人 楊文子 聯絡電話 05-2788002-1700 E-mail sir82000@yahoo.com.tw 

組成目的 

一、充份運用蒙特梭利教學教具，提升幼兒學習之成效。 

二、提升教師對蒙特梭利教學之專業知能。 

三、研發適用之蒙特梭利教學延伸教材教具。 

社群成員 

姓名 任教科目（國小年/科目） 是否參

與教專

計畫 

備註 

楊文子 幼稚園園長 是  

林美瑩 幼稚園教師 是  

王君瑜 幼稚園教師 是  

陳菀菁 幼稚園教師 是  

黃春霏 幼稚園教師 是  

林彣娉 幼稚園教師 是  

一、年度目標： 

 （一）共同發展教師之蒙特梭利教學能力。 

 （二）共同研發蒙特梭利教學媒材，提升教學成果。 

 （三）觀察學生學習情形，了解蒙特梭利教學法之學習成效。 

二、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關連性：  

 （一）上一年度教師團隊教師專業社群進行蒙特梭利教具研發及應用，成效頗佳。 

 （二）今年度首次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依據教專規準進行社群研討與發展之實務。 

三、預定進行方式（可複選）： 

  ■教學觀察與回饋  ■主題探討（含專書、影帶）           ■主題經驗分享   

mailto:sir82000@yahoo.com.tw


161 

 

  ■教學檔案製作    ■專題講座         □新進教師輔導    □標竿楷模學習     

  ■新課程發展      ■教學方法創新     ■教學媒材研發    □行動研究 

  ■協同備課        ■同儕省思對話     □案例分析        ■專業領域研討 

  □其他：＿＿＿＿＿＿＿＿＿＿＿＿＿＿＿＿＿＿ 

 

四、100.2-101.6 進度規劃（至少 18 次） 

場

次 

日期/ 

時間 
實施內 實施方式 

講師/ 

主持人 
地點/備註 

1 2/23 蒙特梭利教學理念研討 1. 同儕互動討論 楊文子 

老師 

幼稚園 

2 3/30 蒙特梭利教學理念研討 2. 同儕互動討論 楊文子 

老師 
幼稚園 

3 4/20 蒙特梭利教育理論與實務研討

－日常生活練習 1. 

外聘講師演講 陽光托兒

所 劉敬

華所長 

幼稚園 

4 5/4 蒙特梭利教育理論與實務研討 

－日常生活練習 2. 

外聘講師演講 陽光托兒

所 劉敬

華所長 

幼稚園 

5 5/25 99 學年度校內社群成果發表研

討 

成果發表觀摩 張哲彰 

校長 

視聽教室 

6 6/1 99 學年度校內社群成果發表研

討 

成果發表觀摩 張哲彰 

校長 

視聽教室 

7 8/8 蒙特梭利教學課程探究 專家學者引言 嘉義大學

教授 
幼稚園 

8 9/28 蒙特梭利教學實務探究 同儕互動討論 召集人 幼稚園 

9 10/26 蒙特梭利教學觀察與討論 同儕互動討論 召集人 幼稚園 

10 11/24 蒙特梭利教學法比較與分析研

討 

校內講師專題

演講 

校內講師 幼稚園 

11 12/28 蒙特梭利教學觀察與討論 同儕互動討論 召集人 幼稚園 

12 1/9 蒙特梭利教學期末檢討 同儕互動討論 召集人 幼稚園 

13 2/29 蒙特梭利教學在新世紀的運用 外聘講師演講 蒙氏講師 幼稚園 

14 3/28 蒙特梭利教具研發與應用 同儕互動討論 召集人 幼稚園 

15 4/25 蒙特梭利教具研發與應用 同儕互動討論 召集人 幼稚園 

16 5/30 100 學年度教專社群成果發表研

討 

成果發表觀摩 校長 視聽教室 

17 6/6 100 學年度教專社群成果發表研

討 

成果發表觀摩 校長 視聽教室 

18 6/29 蒙特梭利教學成果檢討與未來

展望 

專家學者引言 嘉義大學

教授 
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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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預期效益與檢核方式： 

預 期 效 益 具 體 檢 核 方 式 

蒙特梭利教學之實務成長 

1. 同儕互動討論記錄彙整。 

2. 外聘專題講座演講記錄彙整。 

3. 大班實驗教學實錄。 

4. 小班實驗教學實錄。 

研發適切合用之蒙特梭利教育教具 

 

1. 研發之五大領域教具之建置。 

2. 運用之五大領域仿間教具之建置。 

觀察學生學習成果，了解蒙特梭利教

學之學習成效。 

1. 大班活動設計課程彙編。 

2. 小班活動設計課程彙編。 

3. 大班幼兒學習操作實錄。 

4. 小班幼兒學習操作實錄。 

5. 大班教師觀察與省思記錄彙編。 

6. 小班教師觀察與省思記錄彙編。 

六、學習資源： 

   （一）蒙特梭利教學法網頁。 

   （二）蒙特梭利教學書籍。 

 

七：採購教師專業成長之書單 

教師專業成長相關書目 與專業學習社群運作之相關說明 本數 

蒙特梭利幼兒單元活動設計課程 教師教學研究 1 

細論蒙特梭利教育 教師教學研究 1 

蒙特梭利－幼兒英才教育的秘密 教師教學研究 1 

蒙特梭利教學的新視野 教師教學研究 1 

蒙特梭利遊戲與學習 教師教學研究 1 

人類傾向與蒙特梭利教育 教師教學研究 1 

蒙特梭利教具與實踐 教師教學研究 1 

蒙特梭利與兒童教育 教師教學研究 1 

好老師在這裡 教師教學研究 1 

動力老師萬歲 教師教學研究 1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_redir.php?key=%E8%92%99%E7%89%B9%E6%A2%AD%E5%88%A9&area=mid&item=0010344086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_redir.php?key=%E8%92%99%E7%89%B9%E6%A2%AD%E5%88%A9&area=mid&item=0010240850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_redir.php?key=%E8%92%99%E7%89%B9%E6%A2%AD%E5%88%A9&area=mid&item=0010443924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_redir.php?key=%E8%92%99%E7%89%B9%E6%A2%AD%E5%88%A9&area=mid&item=0010077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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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教師專業社群成果概述： 

預期 

效益 
檢核方式 成    果    概    述 

 

蒙 

特 

梭 

利 

教 

學 

之 

實 

務 

成 

長 

1. 同儕互動

討論記錄

彙整。 

 

 

 

 

 

 

 

 

 

 

 

 

 

 

 

 

 

 

 

 

 

 

 

※2 月 23 日同儕互動討論記錄 

＊認識蒙特梭利教學法：                   楊文子  100.02.23 

一、蒙特梭利的生平： 

    蒙特梭利出生於 1870～1952 年（享年 82 歲），義大利人。有 

 天她看見一位乞婦帶著一位不滿三歲的女孩，在母親乞討聲之  

 際，小女孩正專注的玩弄一張紙片，臉上流露滿足的神情，面對 

 這一幕，心中燃起了一股使命感。蒙特梭利到一家啟智兒童的機 

 構工作，她認為如果能提供他們使用雙手做事情的機會，說不定 

 可改變他們、教育他們。其後蒙特梭利就開始研究適合孩子的教 

 學法，結果她為啟智兒童所編的一套教學方法。 

 有次她在羅馬頒發獎品，一位貧民區的管理員來找了蒙特梭利 

 說：「他們貧民區的父母必須外出工作，那些孩子只好待在家裡， 

 請求她幫忙教育他們」，因此蒙特梭利於 1907 年設立了兒童之家

（蒙特梭利認為：在這裡兒童是主人，故稱之兒童之家）， 

 改善了他們的生活方式與智力。 

二、蒙特梭利教學內容（領域）有： 

   （一）日常生活教育：基本動作、衣飾框、倒杯、摺布…等。 

   （二）感覺教育：色板、雜音筒、粉紅塔、棕色梯…等。 

   （三）算術教育：籌碼與數字、數棒、分數小人、數塔…等。 

   （四）語文教育：部位名稱、砂紙數字板、畫線練習…等。 

   （五）文化教育：宗教、藝術、歷史、地理、科學…等。 

三、蒙特梭利教育之構成： 

    樹根：日常生活練習→樹幹：感覺教育→樹枝：數學教育、 

    語文教育→數葉：文化教育（宗教、藝術、生物、歷史、 

    地理、科學） 

四、蒙氏的三階段教學法： 

  （一）名稱＋實物：這是地毯 

  （二）名稱找實物：請你拿地毯給我 

  （三）名稱與實物配合：這是什麼？ 

        ※第二階段不會就回到第一階段。 

          第三階段不會就回到第二階段。 

五、蒙特梭利發現－幼兒的特質： 

   蒙特梭利確信用在啟智孩子身上的理論與方法，一定也適用於 

   一般孩子的身上，她在實行教育過程，發現幼兒有以下特點： 

＊驚人的集中力。            ＊反覆作業的愛好心。 

＊秩序的愛好心。            ＊對自由選擇活動的需求。 

＊愛好工作甚於遊戲。        ＊賞罰無用。 

＊愛好安靜的心。            ＊個人尊嚴的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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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 

效益 
檢核方式 成    果    概    述 

 

 

 

 

 

 

 

 

 

 

 

 

 

 

 

 

 

 

 

 

 

 

 

 

 

 

＊對書寫產生之爆發的興趣。  ＊閱讀的興趣。 

＊自發的自我訓練。          ＊宇宙法則。 

六、教學活動實例說明： 

  （一）日常生活練習：掃地。 

  （二）日常生活練習：倒杯。 

 

※活動寫真           

 

 

※4 月 20 日同儕互動討論記錄 

＊認識蒙特梭利教學法                     楊文子  100.03.30 

一、蒙特梭利的發現與幼兒生命： 

    蒙特梭利屢次面臨幼兒生命的一些現象，因沒有適切的辭彙可

表達這些現象，她只好用自己的辭彙來表達。 

 ◎吸收的心智：孩子會不自覺的、專注地、積極的吸收其週遭 

   的一切印象，稱「吸收心智」的特別狀態， 

 ◎敏感期：敏感期出現在特定的期間，過了這特殊的感受性便 

   會消失，由其他的不同的敏感期取代。 

 ◎孩子的工作：孩子工作是為了完成自我發展，順從發自內心 

   的個人節奏，產生整體人格的活動。 

 ◎集中現象：在孩子的心中有一個法則是：孩子的智能、情緒、 

   社會性、秩序感等全由「集中現象」做決定。 

 ◎正常化：將脫軌的原動力矯正回復原來的軌道而呈現的現 

   象，孩子對自己有了自信、誠實。 

 ◎秩序感：幼兒的「秩序感」在三歲時達到最高峰，之後變會 

   漸漸的消失。 

 ◎脫軌現象：因生命受到壓抑，成長時強烈原動力就會產生脫 

   軌現象而散亂的緣故。 

   ＊幼兒的生命經過「敏感期」→「工作」→「集中現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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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 

效益 
檢核方式 成    果    概    述 

 

 

 

 

 

 

 

 

 

 

 

 

 

 

 

 

 

 

 

 

 

 

 

 

 

 

常化」貫通而逐漸綻放燦爛的花朵。 

二、蒙氏的教育理念－環境反應幼兒生命內在的躍動 

（一） 預備好的環境：用幼兒六歲前的敏感期與吸收心智，

為幼兒製造環境，讓他們自己生活。 

（二） 預備好環境的條件： 

1.充分發揮幼兒節奏與步調的場所。      

         2.保護幼兒，給他們安全感。 

         3.可自由活動的場所與用具。             

         4.美。 

         5.要有限制。                           

         6.要有秩序。 

         7.與整體文化有連貫性。 

 

三、蒙特梭利教學教師守則： 

    ＊在沒有獲得孩子接納之前，決不要任意觸摸他。 

    ＊決不在孩子的面前或背後刻意批評他。 

    ＊誠心的輔導孩子發揮他的長處，使他的缺點自然而然的 

      減至最低。 

    ＊積極的準備一個良好的環境，並持之以恆的管理維護。 

    ＊隨時協助解決孩子的需求，並傾聽、回答孩子的問題。 

    ＊尊重孩子，讓他能在當時或在其後發現錯誤而自行訂正。 

    ＊孩子在休息、觀看他人工作、回想自己的工作或考慮做 

      任何選擇時，都要尊重他。        

    ＊協助孩子選擇合適的工作項目。 

    ＊要不厭其煩的為孩子示範他之前不願意做的工作，幫助 

      他克服困難，學習尚未熟練的技能。 

    ＊以最合善的態度對待孩子，並將你最好的一面自然的呈 

      現出來。 

四、教學活動實例說明： 

    （一）日常生活練習－縫工。 

    （二）日常生活練習－衣飾框、扣圈圈、穿脫衣服。 

 

     

 

 

 

 

 

 

 



166 

 

預期 

效益 
檢核方式 成    果    概    述 

 

 

 

 

 

 

 

 

 

 

 

2. 外聘專題

講座演講

記錄彙

整。 

 

 

 

 

 

 

 

 

 

 

 

 

 

※活動寫真： 

 

 

※蒙特梭利教學法－日常生活練習 1.                                                     

                                     劉敬華 所長  100.04.20 

一、什麼是蒙特梭利教學法？ 

由馬莉亞、蒙特梭利博士所提出，它是一種科學的方法，以科

學的角度去觀察孩子的需求與學習能力。當孩子置身於透過感官及

動作從事學習的預備環境中，自然就能流露出學習的潛力。蒙特梭

利教學法提供一套明智且架構完整的系統，讓孩子可藉由蒙式引導

者的指導與特別設計的蒙式教材，配合孩子自己的速度和能力來發

展自我。 

二、蒙特梭利的教育要素 

（一）孩子： 

   ＊必須 3 年以上在園接受完整的過程，以培養發展持續一生的 

     學習動機。 

   ＊在混齡班級中除了感受「家」的氣氛，年長幼兒對於年幼孩 

     子的需求及要接受幫助的程度都比成人敏感，透過接觸也學 

     會如何與他人相處。 

（二）教師： 

   ＊必須特別接受蒙式師資訓練課程。 

   ＊老師是一個「引導者」，必須敏銳地觀察每個孩子每項興趣與 

     需要、示範該教材的正確使用方法或按照幼兒的需求而說話 

     或保持沉默。 

（三）環境：教材與教具的特色是幫助孩子在工作時產生「注意力 

     集中現象」，同時使用者能自我更正。 

三、蒙特梭利的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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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常生活練習：每個活動都可增進孩子的協調力，如此方能 

      勝任以後面對的較複雜的知識性教材。 

（二）感官訓練：透過視、聽、嗅、味、觸的感官，認識周遭的世 

      界，一個充分多樣化及有次序的感官生活是未來更高層次知  

      識最佳準備。 

（三）數學教育：透過教具的組合、分割、分配、計算級比較過程，  

      幼兒可自己操作這些算數的基本運作並獲得滿足感。 

（四）語文教具：蒙氏的讀寫算不是一種直接教受的方法，而是一 

      切練習妥當後的現象，透過語言教材逐漸熟悉聲音與符號，  

      進而創造自己的語文。 

（五）文化教具：以兒童的文化及環境為基礎，包含藝術、科學、 

      動物、植物、地理、天文等，不僅是學習轉軸上重要的軸樑 

      亦是全部學習經驗的統整 

四、日常生活練習序論 

（一）何謂日常生活練習？ 

（二）日常生活的目的對孩子發展的重要性。 

（三）日常生活教具在教室中的注意事項。 

（四）日常生活活動的示範。 

（五）示範的要件。 

（六）日常生活的內容與分類 

五、教學活動實例說明： 

（一）日常生活練習－倒水。 

 （二）日常生活練習－走線、開門、關門。 

 

※活動寫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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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梭利教學法－日常生活練習 1.                                                     

                                     劉敬華 所長  100.05.04 

一、日常生活練習的內容 

（一）基礎動作訓練 

 ＊坐下/起立            ＊搬運練習          ＊擠海綿   

 ＊開與關的練習         ＊旋轉的練習        ＊擰毛巾 

 ＊舖、捲地毯           ＊摺疊的練習      ＊使用吸管的練習 

 ＊穿線的練習           ＊夾的練習          ＊倒水練習      

 ＊抓的練習             ＊使用湯匙的練習   ＊倒乾物的練習 

 ＊使用夾子的練習                   

（二）自我照料 

 ＊衣飾框的練習        ＊編結練習        ＊東西灑落的處理 

 ＊穿與脫的練習        ＊洗的練習          ＊照鏡子 

 ＊使用梳子、刷子      ＊使用筷子          ＊擤鼻涕   

 ＊縫的練習                              

（三）照顧環境 

 ＊掃的練習            ＊除灰的練習        ＊食物準備 

 ＊擦拭的動作          ＊洗滌的練習       ＊水中剪枝/插花 

 ＊熨燙衣物的練習       

（四）社會行為 

  ＊禮儀（打招呼、遞物…） 

  ＊儀態（打哈欠、打噴嚏…） 

二、教具操作示範與練習 

 （一）坐下/起立    （二）開、關門  （三）旋轉螺絲與螺絲帽 

 （四）擠海綿       （五）擰毛巾       （六）穿脫衣服 

 （七）擤鼻涕       （八）使用筷子    （九）東西灑落的處理 

 （十）走線練習     （十一）洗手       （十二）穿脫襪子 

 （十三）掃地       （十四）搬放椅子   （十五）照鏡子 

 

※活動寫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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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班實驗

教學實

錄。 

 

 

 

 

 

 

 

 

 

 

4. 小班實驗

教學實

錄。 

 

※大班實驗教學實錄 

 

 

 

※小班實驗教學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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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發 

適 

切 

合 

用 

之 

蒙 

特 

梭 

利 

教 

育 

教 

具 

 

1.研發之五大 

領域教具之建

置。 

 

 

 

 

 

 

 

 

 

 

 

 

 

 

 

 

 

 

 

 

 

 

※研發教具：日常生活教育教具 

   

※研發教具：感覺教育教具 

   

※研發教具：數學教育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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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教具：語文教育教具 

  

  

2.運用之五大

領域仿間教具

之建置。 

※運用教具：日常生活教具 

  

 

※運用教具：感覺教育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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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教具：算術教育教具 

  

 

觀察學

生學習

成果，

了解蒙

特梭利

教學之

學習成

效。 

1. 大班活動 

設計彙編 

2. 小班活動 

設計彙編 

 

※大班活動設計            ※小班活動設計 

   

 

 3. 大班幼兒

學習操作

實錄。 

 

 

 

 

 

 

 

 

 

  ※大班幼兒學習操作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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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班幼兒

學習操作

實錄 

 

 

 

 

 

 

 

 

 

5. 教師觀察

與省思記

錄。 

 

※小班幼兒學習操作實錄 

  

 

※教師觀察與省思： 

一、利用多次的數字卡與數量圖卡配對讓小朋友在多次練習後能夠 

   觀察及正確數出數量與數字之間的關係，小朋友在重複練習下 

   數量之抽象概念已建立。蒙特梭利的各項教具都能自我訂正， 

   所以當發現有錯誤時，連宗彥都能將正確的找出來放回原位， 

   所以這樣的教具是適合每位孩子不斷的重複練習的。 

二、蒙氏的教具就是這麼神奇，讓小朋友能在學習中自我訂正，可以尋 

   找出正確的圓柱，孩子仔細的用觀察、用比較、用手摸，或將圓柱試 

   著插上去試試看。所以孩子可以很快發現自己的錯誤在哪裡？其他的 

   孩子在觀察試作的小朋友時，也一樣用眼觀察比較，並不需要老師ㄧ 

   直提醒及引導，孩子就很自然學會了。 

三、每次在進行活動時，小朋友總是激動的想要衝到前面協助同伴 

   完成任務，哈!可惜只能眼睜睜的看著心裡焦急著，可見孩子對 

   於蒙氏的教具使用是多麼投入。四組插座圓柱同時出現，對孩 

   子來說是有相當程度的挑戰性，總共 40 個圓柱體在中間，如何 

   透過眼睛的觀察以及目測才能找到自己的圓柱放入其中。有些 

   孩子非常有概念，知道自己的插座是屬於比大小、高低、粗 

   細…，很快的找出正確的圓柱，而且發現平時有將圓柱拿出來 

   玩的孩子，在進行此活動時就顯現出信心，所以要讓孩子們多 

   多動手操作，觀察、目測及手部感官知覺的能力一定會提升。 

四、眼睛蒙起來讓小朋友運用手部的觸覺，來感受圓柱的大小、粗 

   細、高低，找出屬於自己的插座圓柱，小朋友都非常想要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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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一試。在動手操作當中，有些孩子會用手一一的摸一摸洞的 

   大小，再把圓柱放入。有些孩子則是將圓柱插入，插不進去就 

   放掉，不會再試一試下一個洞，所以耗費的時間會拉長，會試 

   完一個不對會再試第二個洞的孩子，完成的時間就會縮短，這 

   跟解決問題的能力應該有關吧！ 

五、雖然平常就有練習用小掃把清掃教室，但是今天看到園長媽咪 

   教大家使用大人用的掃把組時，仍舊聚精會神地熟記每一個正 

   確的握法及步驟，加上「立體彈簧條」的設計讓幼兒更容易看 

   清楚所掃的範圍，以便自我校正，不得不佩服園長的專業考量。 

六、幼兒看到要進行「倒杯」及「舀米」時，紛紛嚷著很簡單，但 

    是在一開始未示範蒙氏標準動作時，請幼兒先進行操作，幼兒 

    演練起來東灑西灑，米粒掉得到處都是，園長就說：「我教你 

    一種比較正確的方式，你也可以自己嘗試用別的方法，再決定 

    要用哪一種。」幼兒才肯靜下心來仔細看園長的示範，並依據 

    示範的步驟按部就班地進行操作，果然順利許多。 

七、幼兒一看到整盒整盒的圓柱積木，原本以為是要做積木造型建 

    構，直到園長說出指示語：「請問這些○色圓柱體有甚麼不一 

    樣？」孩子們才努力觀察尋找線索，並順利完成高矮、大小、 

    胖瘦及混合比較，經過這些過程，幼兒對於物體的這些概念也 

    清楚許多。 

八、幼兒皆能正確地說出各種幾何圖形的名稱，但是在實作挑戰用  

    一張色紙做出指定幾何圖形時則個別差異較大，一般說來，正 

    四邊形、正三角型等一般形狀大多能完成，但是菱形、星形等 

    則需要個別指導，示範摺法與剪法之後約有 2/3 的幼兒能正確 

    無誤地完成指定圖形。 

九、在運用橡皮筋與釘板進行幾何形狀創作時，幼兒迫不急待地自 

    行創作造型，直到採用分組競賽的方式，幼兒才專注於挑戰幾 

    何形狀上，從觀察得知，對於單一條橡皮筋所組成的一般幾何 

    形狀幼兒大多能順利完成，或許可運用不同數量的橡皮筋，增 

    進挑戰性，如：使用兩條橡皮筋，做出兩個三角形組成一個菱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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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蒙特梭利教學教具教專社群 未來展望： 

 
一、 我們「蒙特梭利教學教具之延伸與應用」社群工作坊，向教育部申請補        

助實施期限至 100 年 6 月止，在尚有一年期限裡，期待能針對至目前尚

未研究研發的蒙特梭利教育之「語文領域」、「文化領域」教具，進行 延

伸、製作適用的蒙氏教材教具，以提升全園幼兒學習之成效。 

二、 園內教師在短時間內對蒙特梭利教育理念與教學教具的操作與運用，尚        

認識不夠深入，期盼能在日後的實施期間，透過團隊合作中的持續對話        

分享與發展的機制，相互提升對蒙特梭利教育之專業知能，增進幼兒學        

習之成效。 

三、  我們「蒙特梭利教學教具之延伸與應用」社群在實施過程中，會將蒙

特        梭利教學教具之運用、延伸教具之應用、創新教學之設計，

彙編成教學活動設計，供全園老師教學資源使用，以提升教師對蒙特梭

利教育之專 

        業知能及幼兒學習之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