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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實習保育員試教活動 

 
 

 黃宜敏* 
 
 

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以幼保科實習學生試教活動所涉及之智能領域與問題解決類型

為例，探討多元智能與問題解決類型該理論在托兒所應用之可行性。本研究以32
位在十八所托兒所實習之幼保科學生試教活動進行實地觀察和分析，探究試教活

動之智能領域之分佈是否有顯著差異，並比較日間部實習學生與在職實習學生試

教課程在問題解決類型上之差異。研究結果發現32次試教中，智能領域的分佈有

顯著差異，以語文智能與空間智能出現的次數最高，數學智能領域最少。問題解

決類型在日間部實習學生與在職實習學生上有顯著差異，日間部實習學生的試教

活動問題解決類型以聚斂思考之類型一為多，兼具聚斂與擴散思考之類型三最

少。研究者並描述不同問題解決類型試教課程進行過程，呈現幼兒的學習反應。 
 
關鍵詞：多元智能、問題解決、實習保育員、擴散思考、聚斂思考、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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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ing teaching practice activities of student 

caregivers through multiple 

intelligences and problem solving models 

 
 

Yi-Ming Hwa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teaching practice activities of student 
caregivers through different domains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and problem solving 
models.  Thirty-two student caregivers majoring in early child care and education from 
two different programs （two-year program and in-service program）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Methods of data collection included classroom observations, students’ lesson 
plans, and learning log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the intelligences. There were most of the teaching practice activities of student 
caregivers focused on linguistic and spatial domains, only few on logical-mathematical 
domain.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also between problem-solving types and 
students. the teaching practice activities of students in the two-year program had most 
problem solving type I that focus on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thinking skills and 
few on type III that combined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thinking skills than those 
students in the in-service program. The teaching practice activities of different problem 
solving types were described to shed light on how problem solving models can be 
incorporated into teaching in preschool settings.  
 
Key Words：multiple intelligences, problem solving, student caregiver, convergent 

thinking, divergent thinking, teach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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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二十一世紀幼兒教育如何開創一個開放的教育系統，使幼兒的心靈得以盡其

本性充分發展?以發展多元智能理論著名的Gardner教授早在二十年前，即倡議教

育應啟發人們善用優勢智能來學習、解決問題和創造（Gardner，1983）。二十年

過了，今天托兒所的保育員，是否已如Gardner所言，能發現孩子有不同的優勢智

能，並在多元的課程活動中，引導幼兒以各種途徑嘗試解決問題 ?事實上研究者

赴園所訪視幼保科實習保育員時，仍常見制式而缺少創造性刺激的幼托環境，一

成不變的用坊間的習字數算描畫等教材填滿學習時間， 和這些保育員討論其試教

過程時，深覺要促發其對現存狀態進行反省與思考並不容易，「以幼兒為主體」、「幫

助幼兒建構知識」等等的教育理念，對他們而言實過於空泛高調。輔導這些教師，

需要容易入手的教學理論，來促發改變的機制，帶動其新思維，進而能反省讓幼

兒們整天在教室裡學習認字背誦描摩仿作，學習僵硬而制式的知識並非活動進行

唯一方式。 
亞歷桑拿大學June Maker教授的發現方案（DISCOVER），全名為「觀察各族

群反應發現其智能」（Discovering Intellectual Strength and Capabilities while 
Observing Varied Ethnic Responses, DISCOVER），係以馬斯二氏連續式問題類型

（Maker-Schiever Continuum of Problem）為基礎，整合多元智能（Multiple 
intelligences，簡稱MI）理論建構而成。Maker以該方案進行長達十餘年的臨床實

作，透過各智能領域的素材進行個別實作評量和教學，以發現每個人的優勢智能

為目標。其理論簡要且實務緊密結合的性質，吸引美、韓、香港、東南亞及中國

大陸幼教界進行廣泛的教學與評量相關研討，民國九十二年間，台灣國立師範大

學特教中心也以其理論為架構進行長期資賦優異幼兒之評量與教學研究。 
民國九十一年，Maker博士由教育部技職司補助，親至康寧專校幼保科進行

為期一周的幼保科教師訓練工作坊。經過Maker理論與實務並重的研習課程，研

究者認為結合多元智能八種智能為經，擴散至聚歛之三種問題解決思考模式為

緯，所建構出來的以幼兒為中心，主題為導向的教學與評量方案，或可檢視及評

量幼保科實習試教課程，助益保育員培育機構及實習保育員反省其教學型態是否

有利於某種智能問題解決能力，而忽略其他智能的啟發和問題解決能力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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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Maker 又於九十二年間來台進行論文研究指導，協助幼保科教師進行相

關研究。研究者在Maker指導下架構本研究，以九十一年至九十二年間研究者訪

視之十八所幼兒園所三十二位修習幼保實習課程學生之試教課程為研究對象，分

析其試教內容所分佈的智能領域及問題解決類型。 
本研究有以下目的： 
（一）了解32位實習保育員在試教活動在多元智能領域是否有顯著差異。 
（二）了解在職學生與日間部學生試教活動在問題解決類型上是否有顯著差異。 
（三）描述不同問題解決類型的試教歷程。 

 
二、名詞釋義 
（一）多元智能: 

係指Gardner教授多元智能理論所指出之八種智能，並依Maker（2002）所訂

定之各智能之核心能力做為智能領域分類的指標。 
（二）問題解決類型 

係指Maker（2001）所提出問題解決由聚斂思考至擴散思考之五種類型之第

一種、第三種和第五種類型，其中類型一指聚斂思考，有固定對錯之問題解決類

型； 類型五是指無固定對錯之擴散思考；類型三是指兼有聚斂思考和擴散思考之

問題解決類型。 
（三）試教活動 

係指學生在實習課程中所公開演示之教學活動。本研究係指幼保科學生設計

在實習現場對二至六歲幼兒所設計及實施之一小時內之教學活動。  
（四）在職實習保育員 

係指在園所工作一年以上，就讀在職專班幼保科，修習幼兒保育實習課程，

在該生工作園所進行為期一學期之在職實習課程之學生。 
（五）日間部實習保育員 

係指就讀日間部幼保科，二年級修習幼兒保育實習課程，在園所進行為期一

個月集中實習課程之幼保科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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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文獻探討 

一、Gardner的多元智能理論 
1983年，哈佛大學Howard Gardner教授在Frames of mind 一書中，首度發表

多元智能理論。根據其研究，智能可以被視為心理-生物之特質傾向，這些特質傾

向被重視的程度視其所處文化環境因素而定。每一種智能的發展、訊息處理能力

和問題解決的特性大致上是相互獨立的。但是社會文化中幾乎每一工作或精密產

品都不是單獨運作，多元智能理論強調人們必須有機會置身於各種不同領域的材

料和資訊之中，才有可能充分發現其潛能。Gardner其後續理論發展，強調人類自

孩童起，便會用各種不同的智能來學習或表現，人的心智結構，至少包含八種智

能，並以歷史傑出人物的優勢智能尋求驗證其理論（Gardner,1983；1993 ; 1997）。
Maker研究多元智能之實作評量，進一步指出，目前被接受的八種智能各有其核

心能力，如語文智能的核心領域即有「意義、音型－語意；排列方式－語法； 聲
音、旋律、起伏－語音； 語文之不同功用－語用等核心能力。」 （Maker，2002）。 

多元智能理論在幼教界廣受重視，據吳武典（2002）指出，MI 理論用於資

優兒童的試驗仍在進行中，其中包括三個主要方案，亞利桑拿大學的發現方案及

北卡的PSA方案和馬利蘭的示範方案。其他陸續推動如美印州的關鍵學校（引自

邱連煌，2001），D. Feldman的哈佛零計劃的光譜計劃（引自盧美貴和莊雯心； 
2001 ）及M. Krechevsky （1998）之光譜計畫評量手冊等，在國內幼教界已為廣

受重視的理論（台北市立師院，2001；洪福財，1997b） 。 

二、問題解決類型 
多元智能發現方案為 Maker根據Gardner的多元智能理論，把問題解決、多元

智能和學習能力三環節加以串連建構而成，並為幼教工作者肯定（Campbell, L. 
Campbell, B. & Dickinson, D., 1996）。 

Maker & King（1996） 認為問題解決能力是該理論的核心概念，當面對問題

時，不同智能優勢者，會以不同的方式解決生活中的問題，該方案深受Gardner
肯定（吳武典，2002）。以下簡單介紹Maker所提出的連續向度問題解決模式: 
（一）問題解決連續模式 

在發現計劃中最核心的部份是問題解決部份，其中問題解決概念包含三部份： 
1、 題架構:問題架構是一連續的向度，從高結構、閉鎖式的問題到高開放

高複雜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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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解決問題方法:問題方法從有單純思考單一正確答案，到另一端無固定

答案無限多解決策略，尋求最可行的問題解決方式。 
3、 問題的解決結果:從有正確答案到沒有標準答案高主觀性，視解決方法

的選擇和對問題的角度而定。 
透過問題內涵、方法和結果的已知與未知，呈現出五種問題解決類型如下表：

表二 問題解決類型 
 問     題 方     法 解      決 

類型 呈現者 解決者 呈現者 解決者 呈現者 解決者 
一 已知 已知 已知 已知 已知 未知 
二 已知 已知 已知 已知 已知 未知 
三 已知 已知 序列 未知 序列 未知 
四 已知 已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五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資料來源：出自Maker（2002:16）。 
（二）問題解決類型的特性 

問題解決類型在教師輔導之問題解決上應能擴充教師的解決策略，從類型一

之具標準答案到類型五之開放多元之問題解決類型，各有其特性，適合不同的學

習內容，例如單純的加減式運算，是類型一。任意寫出一個恆等式，則可列為類

型五。從封閉聚斂到開放創造而形成類型一至五的連續變項，所分類的各個類型

特性如表三。 
表三 不同問題類型之特徵 

活 動 類 型 特  徵 

類型一 
複製、重複性、目標明確、遵守規則 
解法與答案只有一個 

類型二 
和第一類很像，但有變化 
有成品示範，但只有一種方法與答案 
空間智能的問題最能看出此類特色 

類型三 
使用相同模式去創作其它的、嘗試錯誤學習 
超過一種以上的解法及答案 

類型四 
歸納、組織，有規則地呈現，有想像、創作空間 
仔細觀察，找出其中的原則，有多種解法與答案 

類型五 
自由發揮、創作，更有自己想法的空間 
沒有特定方法與答案 
運用、綜合第一～第四類型活動的技巧 

資料來源：出自Maker（20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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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第二類型是聚斂性思考，第四、第五類型是擴散性思考，第三類型則

介於其中。五種類型問題之差別在於開放性（從固定方式、固定答案到無限方式

與答案），而非困難度。 
綜合上述，問題類型一和二是聚斂性思考，類似傳統的成就測驗的問題，是

有著固定、明確高結構性答案的問題類型，而類型三則有著序列的方法可以解決

的一個結構清楚的問題，並可以獲得一定範圍的答案，解決問題的能力需兼顧擴

散性和聚斂性思考。類型四和五則需要更高開放性、低結構和要求更多的擴散性

思考，有關擴散性思考部份，從早年的理論譯介如黃宜敏和蘇芳柳（1989）介紹

Alex F.Osborn和Sidney J. Parnes的理論，到晚近的創造力訓練，國內研究者越來越

重視此一領域（林廷華，1999）。 
（三）問題解決類型的課程實例 

國內學者林奕弘（2001）曾對發現方案進行探討，把Maker, Nielson, & Rogers
（1994） 之問題類型和智能矩陣架構幼兒的學習課程內容整理介紹： 

表四 DISCOVER評量使用的問題類型及智能矩陣 
問題類型 活動與 

智能 類型一 類型二 類型三 類型四 類型五 
空間 找出教師

指定之圖

型的花片 

找出看來像彩

虹的花片，教

師展示圖形 

用花片拼成山

脈，教師展示

圖形 

不限花片

數目拼成

自選的動

物 

拼出自選

的圖形 

 
數學和空

間 

以七巧板

拼成教師

展示的圖 
形 

完成簡單的七

巧板拼圖，不

限一種解決方

法 

完成複雜的七

巧板拼圖，有

多種解決方法 

不限七巧

板數，拼成

正方形 

產生一種

設計或圖

案 

 
數學 

完成一到

二位數的

加減法問

題 

運用加法和減

法完成魔術方

格 

用教師提供的

數字列出正確

算式 

儘量寫出

答案為 10
的數字問

題 

無 

 
語文 

為教師提

供的玩具

分類  

為玩具分類並

說出相似點 
為玩具做不同

的分類並說出

各類的相似點 

說出包含

所有玩具

的故事  

寫出一則

自編有關

個人經驗

的故事 
資料來源：轉引自林奕弘（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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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奕弘認為結合多元智能理論與問題解決教學是未來教學之趨勢。91年
Maker來台主持多元智能與問題解決教學評量工作坊，又進一步在工作坊描述其

數學智能上的五種問題解決類型如下： 

 
表五 數學智能不同問題類型之實例 

活 動 類 型 實  例 

第一類 

請解出這些算式： 
4＋7＝ 
9－3＝ 

12－7＝ 

第二類 

以加法完成下表空格 
4 3  
5 1  
    

第三類 

使用你所看到的數字，以10為答案，寫出正確的加減算式： 
9    1    8 

12    2   10 
3    7    4  

答案: 
（9 – 8） + （9× 1） = 10 
（12÷2） + （2 ×2） = 10 
（3 + 4） + （7 – 4） = 10 

第四類 
以10為答案，盡量寫出你可想到的數學算式 
25－15＝10； （125－25） ÷10＝10 

第五類 

寫出任何算式 ,並以任何一種不同的方法表達。答案: 
1/2＋1/2＝1 
1/3＋1/3＋1/3 
畢式定理 

資料來源:出自Maker（20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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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r（2001）綜觀問題解決相關研究，發現很少研究能包含類型四與類型

五的問題，導致所學習到的能力和技巧難以解決真實世界問題。Maker指出教師

所呈現之問題解決類型會影響和幼兒互動的方式。當教師以聚斂性的問題呈現

時，由於答案單一，對錯明確，幼兒傾向於尋找符合權威者認可的問題解決方式，

所呈現的作品是高模仿性，而當教師以擴散性問題呈現時，幼兒所呈現的問解決

方式則無對錯之別，而呈現高度的個別差異。 
三、實習保育員試教活動與多元智能領域和問題解決類型的關係 

幼保科幼兒保育實習課程是保育員養成過程中的重要必修課程，其課程規劃

從參觀、見習至園所的試教、實習，循序漸進。洪福財（1997a）指出，一個有意

義的試教是在一次經過用心設計並試教之後，而反省思考與批判能力在實習課程

中是極為重要的部份，國內的教育實習在理論與實務的整合上尚待更多研究者的

投入。 
洪福財（1997b）亦指出，多元智能理論可帶來幼教的變革，教師應藉該理論

更加體察幼兒的個別差異，尊重幼兒主體性，並檢視自己的教學型態，以多元智

力的精神引導教學。 
本研究以多元智能領域與問題解決類型檢視32位準保育員之試教活動，對其

試教內容在智能分佈及問題解決思考類型進行調查，欲了解實習保育員試教活動

是否會偏重哪些智能領域，並探究不同背景（日間部與在職專班）的實習保育員

是否在問題解決類型上會有差異存在。透過檢視幼保科實習試教課程，助益保育

員培育機構及實習保育員反省其教學型態是否有利於某種智能問題解決能力，而

忽略其他智能的啟發和問題解決能力的培養。 

參、 研究方法 

本研究由研究者實地觀察32位幼保科實習學生試教內容，以多元智能與問題

解決模式進行分析。 
一、研究樣本  

本研究係觀察民國九十一年十月至民國九十二年二月間32位學生三十二場試

教課程。其中日間部實習學生十七位，分別在三所台北市公私立園所進行集中實

習，假日在職專班十五位，各在其任職地點進行在職實習。其試教活動進行的幼

兒從二歲到六歲不等。實習場所分佈範圍在台北市大安區、松山區、景美區及內

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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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六  32位實習學生之平均年齡與幼教年資 
實習生類別  在職實習學生 日間實習學生 
樣本人數  15 17 
平均年齡（歲） 33.7 19.6 
平均幼教年資（年）  10 0 
 
二、研究工具 
（一）多元智能領域檢核表。 

該量表係參考Maker（2002）之多元智能核心能力編製而成。參見附錄表一。 

（二）問題解決類型檢核表。 

該量係參考Maker（2002）之問題解決類型，刪去較難區分之類型二和類型

四，而以類型一、三、五之問題解決類型成為問題解決類型檢核表，見附錄表

二。 

在信度資料取得上，研究者以七次試教的教學錄影帶，請一位同樣接受Maker 

為期7天多元智能發現方案訓練之幼保科教師進行評分者信度檢核。結果如表七，

評分者信度.92，顯見以三種問題類型之類別評定上一致性頗高。 

 

表七 問題解決類型檢核表評分者信度資料 

編號 身份 課程 
研究者分析 

問題類型 

評分者分析 

問題類型 

12 在職. 不一樣的聖誕節 Type5 Type3 

21 日間 糖果彩衣 Type5 Type5 

23 日間 形形色色 Type1 Type1 

25 日間 我們來玩蛋 Type5 Type5 

27 日間 聖誕小襪子 Type5、 Type5 

28 日間 聖誕小紅衣 Type5、 Type5 

31 日間 過新年 Type3、 Type3、 

註：以錄影帶進行評分者信度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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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料收集與分析 
研究者赴每一所托兒所觀察其試教至少一次，時間在30至60分鐘不等，觀察

前實習生準備該次活動設計，觀察過程研究者寫下觀察札記。試教後實習生將該

次活動進行師生互動過程寫成實習日誌。 
（一）內容分析 

32次試教活動均搜集有試教者所撰述之試教活動設計表、研究者之觀察札

記和試教者所撰述之該次試教後討論實習日誌。研究者以該資料為基礎，整理

出該次課程的主要活動所欲回答問題，再以智能領域檢核表與問題類型檢核表

進行檢核，分析每次試教活動之主要智能類別和問題解決類型。 
（二）統計方法： 

1、 以卡方適合度考驗32次試教活動所涉及的主要智能領域是否顯著差

異。 
2、 以二因子獨立樣本卡方考驗檢視在職實習組和日間實習組兩組學生在

試教活動之問題解決類型是否有顯著差異。 
（三）質性描述： 

研究者根據實習保育員該次試教活動設計、試教日誌，及研究者觀察札記，

確認幼兒的學習反應，以描述三種問題解決類型之試教課程教學歷程和幼兒的

行為反應。 

肆、研究結果與討論 

一、研究結果 
研究者將三十二場試教之每一場試教活動核心問題提出來，分析其所屬的問

題類型，和主要智能領域，結果如附錄表三。 
（一）智能分佈部份  

仔細分析每一次試教課程，應涵蓋多種智能，如團討或分組活動常促進語

文、人際和內省智能，做美勞作品也同時包含了空間、精細肢體動覺，一次試

教課程所涉及的智能常已相當多元，研究者在此次的分析中，每一次試教以其

所涉及的問題解決為核心，分析最主要的智能類別最多三種，結果如下表，依

各項智能出現的百分比，依序為語文（75%）、空間（56.3%）、自然（37.5%）、

身體動覺（31.3%）、音樂（21.9%）、人際（18.3%）、內省（15.6%），最少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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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理邏輯（6.3%）。在32次試教，僅有兩次試教活動看到相關教學活動。進行

卡方適合度考驗，發現三十二次試教活動中，其智能領域確有顯著差異存在 （χ² 
=35.81，p<0.01）。 

表八  三十二次試教課程的智能領域分佈 
智能 
領域 

語文 空間 自然 
身體 
動覺 

音樂 人際 內省 
數理

邏輯 
次數 24 18 12 10 7 6 5 2 

佔32次試

教百分比 
75 56.3 37.5 31.3 21.9 18.3 15.6 6.3 

 
（二）問題解類型部份 

分析32次試教活動中，問題類型的次數分配如下表： 
表九  三十二次試教活動之問題類型 

問題類型 類型一 類型三 類型五 
日間實習生 11 2 4 
在職實習生 3 7 5 

小計 14 9 9 
 

顯示在職實習保育員和日間部實習保育員的試教活動課程在問題解決類型上

有顯著差異存在（ χ² =8.1065，p<0.05）。日間部實習保育員較多類型一，也就是

聚斂思考的問題解決類型； 較少的類型三的問題解決類型，也就是兼具聚斂與擴

散的問題解決類型。 
 （三）試教活動中三種問題解決類型之描述 

1、鼓勵創意的類型五試教活動 
類型五是強調沒有限制的創造活動，本研究中最常出現的是在空間

智能部份，幼兒的教師往往在引起動機後以繪畫、勞作方式讓幼兒自由

創作，如例一感官小精靈介紹顏色後讓孩子們畫自己喜歡的畫，幼兒們

用顏料海棉或水彩筆自由彩繪著；例四 阿文的小毯子說完故事繪本後，

各組以一大塊素色桌布集體創作一條小毯子；例十一 書籤課程介紹完書

籤的功能後，每個人從老師處取得前些日子壓乾的乾燥花草，加上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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亮亮的亮片，設計一張小書籤，再由老師協助護貝；其他如例十三製作

美麗相框，例二十五為雞蛋做造型，例二十七、二十八縫製綴飾聖誕小

襪子和小衣服。托兒所所中常在一個主題活動的後段讓孩子以美勞活動

進行綜合整理，當教師在班上創造出自由的創造氣氛，並提供豐富的素

材時，孩子常能完成豐富多樣的學習成果，令人驚歎幼兒驚人的創造力，

其特色是作品件件不同。在上例中我們看到各種造型的小衣服、小彩蛋、

小書籤，教師在設計這種課程時，不強調誰做得好，誰做得對，而是以

欣賞的眼光看待每一件作品之獨特性。例如，聖誕小紅衣的製作，在教

師提供的小紅衣材料和彩帶亮片等，進行服裝的綴飾，不同的裝飾花邊

是一種類型五的作品，孩子們的造型五花八門，老師把作品裝框放在樓

梯口，吸引家長的目光。 
第十二例中，老師問小朋友，「如果你是聖誕老公公，你會怎麼送禮

物？」，小朋友紛紛提出其各種答案，「用寄的」、「用雪橇」 其中有一位

孩子說，「台灣沒有下雪，所以台灣的聖誕老公公是騎腳踏車送禮物

的。」，其機智令人莞爾。類型五的問題設計需要老師放下對錯好壞評價，

而以答案越多元越好，越富創意越好，越反映個別經驗越好。老師開放

思考的氣氛，肯定每位孩子的直覺、經驗和創意， Maker在康寧研討會

中亦指出，類型五在幼兒教育階段特別重要。 
2、同中求異的類型三試教活動 

類型三的問題策略必須把聚斂性和擴散性思考整合，而得到一系列

的解決方法。類型三的問題解決設計由於定下限制條件，再求擴散性思

考，教學設計的難度較高。在本研究中，有一年以上教學經驗的在職實

習生試教內容設計，顯著的較日間部實習生為多，例如選擇兩種顏色，

調出你最喜歡的顏色（例一感官小精靈；自然觀察；混齡）；小時候心愛

的東西是什麼?（例四阿文的小毯子；內省；大班）； 怎樣設計營養的晚

餐？（例五，健康廚房；自然；大班）。健康廚房課程中，保育員穿插一

個小活動，在音樂中請小朋友自發性表演打各式球類運動的肢體動作，

其他孩子興奮的模仿，具領導力的孩子創意源源不絕，打籃球打棒球，

踢足球，既突顯孩子的機智創意，又充滿活力，令人印象深刻。例七透

過有色眼鏡觀察戶外，再把所觀察的部份畫下來。孩子戴著玻璃紙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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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世界的變化，再用腊筆畫下來，有的紫，有的黃，一幅幅作品展覽

起來，各具特色，孩子也發展了觀察能力。 例14白天和晚上有什麼不同

的作息，呈現二者肢體動作上的差異，孩子們紛紛發表自己和父母在白

天和晚上做的事 有什麼不一樣。而「沒有人跟我玩怎麼辦？」，幼兒討

論各種因應策略；幼兒年紀最小的是第二十例，把一本手製書給二至三

歲的孩子，要他們把喜歡吃的食物拆下來（我喜歡吃，內省、空間），孩

子們可以在食物圖畫書中選擇自己愛吃的食物，兩歲孩子毫不遲疑的剝

下他們最喜歡的漢堡、冰淇淋等，學習分辨喜好並表達，提昇了內省智

能。 

3、可能單調也可以精采的類型一試教活動 

類型一的試教活動，常見以輸入記誦知識為目的，如「快樂蔬果營」

用水果畫片進行位置記憶，是一種認知的聚斂思考，單純的記誦過程中

學生扮演被動學習的角色，較難符合以幼兒為中心的教育理念，幼兒一

遍又一遍的練習水果名稱，回答老師的問題，上課所觸及的層面窄淺單

調。試教課程如「形形色色」「摸一摸糖果」都是單向認知學習，教學情

境貧乏，學生被動接受老師的指令。類型一的問題解決策略不強調創意，

但是如何把一堂課清晰完整的建構完成，並引發幼兒的學習興趣，則有

賴老師精心設計。在「水果大集合」一堂課中，牆上掛滿該單元相關圖

片，老師拿出神祕箱，吸引所有幼兒的注意，讓孩子伸手進神祕箱，形

容該水果的形狀觸感，其他幼兒猜對之後，老師取出水果對剖，讓幼兒

仔細觀察種子，再請幼兒畫在作業單上，歸類上為類型一，有固定的對

錯，但是在保育員的精心引導下，課程內容兼有「自然觀察」、「語文」

和「空間」智能發展，吸引了所有孩子的注意力。 

二、討論 
（一）數學智能的課程設計 

有關試教活動所涉及之智能上，在數學邏輯智能課程出現次數最少的情

形，研究者為探究其原因，訪問幼保科資深教師，得到的解釋是「可能托兒所

所偏向以市售教材教導數學課程，而學生多為高職幼保科繼續升學，普遍有英

數兩科較弱的狀況，或許是幼保試教活動中數學領域缺少投入的原因。」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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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因分流教育體制而使實習保育員缺少數學邏輯智能的教學人才，使試教活動

中數學邏輯智能領域的活動設計比例偏低，有待進一步研究。 

國內游健弘（2005）在師大特教中心Maker輔導之訓練方案，以資優幼兒

為對象，嘗試以三個數學單元，設計不同問題解決類型之教學課程。Maker自

民國九十一年來台耕耘，訓練國內專業人員對於多元智能與問題解決類型之設

計能力，已略見成果。 

（二）問題解決類型 

對於日間部學生和在職學生在類型一和類型三的分佈上有顯著差異。研究

者推論類型三的課程設計需同時涉及聚斂和擴散思考能力，在課程設計上較為

複雜，需要有經驗的老師較能勝任。此一現象也指出在三種問題解決類型中，

類型三的教學設計是最需要指導的教學設計類型，而日間部實習學生在類型一

的比例偏高，推論是受到試教經驗太少的影響，此一發現可提供實習指導教師

參考。 

透過對三種問題解類型試教活動的觀察，研究者發現三種問題解決類型的

教學帶來的學習歷程並不相同，類型五的試教活動的教學成果多元而具個別性； 

類型三的問題解決類型較會引發孩子解決問題的思考，在一定條件下進行創造

思考，會激勵孩子在對錯和「與別人不同」中來回思考；而類型一需靠實習保

育員用心設計，否則容易淪為被動性或單向輸入式的教導方式，限制孩子的思

考。研究者也發現保育員可以透過多種智能領域和不同的問題解決類型，帶給

幼兒豐富思考練習和智能刺激。 

（三）本研究之限制 

本研究以試教課程為研究題材，試教時間僅一個小時，並只有一所專校幼

保科32位實習保育員的試教活動，在研究推論上受到限制。日間部實習生和在

職實習學生對試教幼兒的熟悉程度差異很大，在時間壓力及與幼兒熟悉程度不

足之下，可能影響日間部實習保育員較無法進行兼具創造思考與聚斂思考的教

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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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一）觀察三十二位實習保育員的試教活動在三種問題解決類型和八種智能上之

分佈情形 
1、 實習保育員的試教活動在智能領域上有顯著差異，語文智能活動次數

最多，數學邏輯部份最少。 
2、 不同實習保育員在試教課程的問題解決類型上有顯著差異，在職學生

試教課程類型三（同時兼具聚斂與擴散之問題解決類型）的次數顯著

高於日間部學生。日間部實習學生則在問題解決類型一（聚歛思考之

問題解決類型）的比例顯著較高於在職實習保育員。 
（二）在不同問題解決類型試教過程，發現幼兒的學習歷程和成果有些不同，問

題解決類型偏向類型五試教活動，強調沒有標準對錯之創造能力時，幼兒

的學習成果非常多樣化。類型三要兼顧對錯和創意，需要老師精心設計，

類型一強調對聚斂思考，沒有經驗的實習保育員的試教活動最常出現，但

也常見學習成為單向注入式的認知訓練。但是觀察三十二次試教活動也發

現三種取向之問題解決類型，都可以教得精彩，在教學上各有其重要性，

教師可以多元開發課程設計能力，豐富教學內容。 
二、建議 
（一）日間部實習保育員應強化類型三和類型五問題解決類型教學課程 

保育員培育機構應強化實習保育員在設計試教活動時，思考所欲引導幼兒

解決的問題解決類型為何，強化類型三和類型五問題解決類型教學活動設計能

力，以增加幼兒創造力和同中求異的問題解決能力。 
（二）宜進一步探究數學邏輯智能相關課程活動在托兒所的實施情形 

試教課程數學邏偏低的現象，宜以更大樣本調查試教活動是否有偏頗情

形，並探討其原因。若幼保科學生確因某些智能較非其優勢智能，並進而影響

其課程設計，則對幼兒的學習與智能發展影響甚鉅，這有賴幼保界進一步探究。 
（三）深究教學活動中保育員進行相關智能和問題解決之行為歷程   
      建議未來可進一步詳錄不同問題解決類型師生互動歷程，以逐句分析方

式，更具體了解教師如何進行單一智能不同問題解決類型之教學及幼兒之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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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程，以協助實習保育員學習類型三和類型五之活動設計方式。  
（四）發展多元智能與問題解決類型之檢核工具  
      有待發展更具信效度之檢核工具，以供未能親自接受Maker訓練之研究人

員有進一步研究多元智能和問題解決類型之檢核工具。此外，智能類別與問題

解決類型二者間關係為何，是否互為獨立事件，有待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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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表一 多元智能領域檢核表 
活動名稱：                                           
         核心能力                                              有        無  
（一）語文智能之核心能力                                    （    ）  （    ） 

意義、音型－語意                            
排列方式－語法 
聲音、旋律、起伏－語音 
語文之不同功用－語用 

（二）空間智能之核心能力                                    （    ）  （    ） 
視覺對世界之敏銳度、聯結、表達 
空間之轉換、界定和表現型式 
想像並將事物組合，形成一架構 
顯現物體、物質的潛力 
將物品分離並重組（組織物品用相同之元素） 
用回憶、想像，並轉換、創造其想像 
運用空間資訊，製作圖畫、圖表、肖像（外貌或畫像）   

（三）數學邏輯智能之核心能力                                （    ）  （    ） 
想法、關係之關聯 
操作技能，可長期找出原因，完成結果 
指認型式：利用不同材料完成作品 
找出方式來完成相關數字問題（找出相似性或相異性） 
找出重要的問題並解決問題 

（四）人際關係智能之核心能力                                （    ）  （    ） 
注意和分析個人、他人之差異（情緒、氣質、動機、意圖等） 

不同文化，可能有更多人際關係智能之核心能力，如用語言表達、與他人協商之能力。 
（五）自我內省智能之核心能力                                （    ）  （    ） 

1、 接近了解自我知覺 
用各種型式來表達自己的感覺、情緒，並省思、引導自己行為﹙如用圖形、符號、繪畫紀錄……﹚
（六）身體動覺智能之核心能力                                （    ）  （    ） 

1、 運用肢體表達高難度之技能，表達有目標之目的 
2、 目標導向之工作技能，包括好的動作、手指、手部，開發身體之全體動作 

（七）自然觀察智能之核心能力                                （    ）  （    ） 
1、 運用五官觀察 
2、 能親近、界定、收集自然或人所製作之物品 
3、 喜歡探索自然環境並接觸、從事戶外活動 
4、 敏銳的觀察 
5、 持續了解，興趣於自然世界中 
6、 分辨、注意環境中之細節 
7、 環境中組織和聚集物品 

（八）音樂智能之核心能力                                    （    ）  （    ） 
1、 選擇音樂型式 
2、 製造新的旋律、節奏 
3、 想像、複製、演奏曲調 
2、 辨別曲調、音樂型式，並會記憶而演奏 

資料來源：改編自Maker（2002: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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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表二 問題解決類型檢核表 
問題解決 

類型 
特  徵 活動名稱: 

類型一 
複製、重複性、目標明確、遵守規則。解

法與答案只有一個 

 

類型三 
使用相同模式去創作其它的、嘗試錯誤學

習。超過一種以上的解法及答案 

 

類型五 

自由發揮、創作，更有自己想法的空間 

沒有特定方法與答案 

運用、綜合第一～第四類型活動的技巧 

 

資料來源：改編自Maker（2002:14）。 

 
附錄表三 三十二位實習生的試教活動分析 

編號  身份 課程 智能 問題例句 問 題 類
型 

年齡 

1 1* 感官小精靈 語文、自然
觀察、空
間、內省

選擇兩種顏色，調出你喜歡的顏色
我喜歡的畫（介紹水彩畫、蝴蝶印、
牙刷畫） 

Type3 3-5歲 

2 1 1.動物園 :猜
猜我是誰。 
 
2.角落教學 

語文、自
然、音樂
 
空間 

猜猜這是哪種動物的聲音? 
學一學動物的叫聲 
 
選擇材料做勞作 

Type5 3-6歲，  

3 1 水果大集合 自然觀察
語文、空間

神秘箱裡的水果是什麼? Type1 3-4歲 

4 1 阿文的小 
毯子 

語文、內省
空間 

想一想，小時候最心愛的東西是什麼
自由創作阿文的小毯子 

Type5 5-6歲 

5 1 健康廚房 自 然 觀
察、身體動
覺 

怎樣設計營養的晚餐 Type3 
 

6歲 

6 1 製作豆子樂
器 

自然、空
間、音樂和
肢體動覺

豆子的種類有哪些?製作豆子樂器。
 

Type1 
 

3-5歲 

7 1 顏色真奇妙 自然、空間
和肢體動
覺 

做一個有色眼鏡 
看看戶外顏色的改變畫下來 

Type3 
 

4-6歲 

8 1 小手動一動 自 然 觀
察、語文、
數學 

正確的洗手方式 Type1 
 

2-3歲 

註：*身份1為在職實習學生；2為日間部實習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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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表三 三十二位實習生的試教活動分析（續） 
編號  身份 課程 智能 問題例句 問題類型 年齡 
9. 1* 形形色色 自然觀察 

空間、內省 
你喜歡用什麼顏色帶來變化 Type3 3-6歲 

10. 1 快樂蔬果營 語 文 、 音
樂、身體動
覺 

記憶大考驗 
廚師買菜 

Type3 5-6歲 

11 1 小書籤 自然觀察、
空間 

怎樣做一個書籤 Type5 4-5歲 

12 1 不一樣的聖誕
節 

語 文 、 空
間、音樂、
肢體動覺、
人際 

如果你是聖誕老公公，你會怎麼
送禮物? 
製作聖誕帽 

Type5 5-6歲 
 

13 1 愛的禮物 音 樂 、 空
間、人際 

製作一個美麗的相框 Type5 3-5歲 

14 1 白天和晚上  語 文 、 音
樂、身體動
覺 

白天和晚上的肢體動作 Type3 3-4歲 

15 
 

1 演劇:害羞的小
恐龍 

語文、人際
身體動覺 

沒有人跟我玩怎麼辦 
回音谷的回聲 

Type3 
 

 
2-6歲 

16 2. 衣物認知 語文  書裡有什麼東西 Type1 1歲 
17 2 我喜歡吃 語文、身體

動覺、內省 
書裡有哪些好吃食物?把喜歡吃
的食物拆下來 

Type3 2-3歲 

18 2 昆蟲認知  自然、語文 介紹昆蟲的名稱、找出昆蟲圖卡 Type1 1.5~2歲 
19 2 家電用品認知 語文  這是什麼家電? Type1 1.4~2歲 
20 2. 十二生肖真有

趣 
語文、數理 什麼動物是肉食性的? Type1 2-2.5歲 

21 2 糖果彩衣 語文、空間 我們來做聖誕彩衣，拿一張糖果
紙，可以變變變成什麼呢? 

Type5 2-3歲 

22 2 糖不見了 自然觀察 杯子裡的糖有什麼不一樣呢? 
倒進水裡有什麼不一樣呢? 

Type1 3-4歲 

23 2 形形色色 語文 這是什麼形狀的餅乾 Type1 3-4歲 
24 2 摸一摸糖果 語文 說說每一種糖果的形狀 Type1 3-4歲 
25 2 神奇的雞蛋 自然觀察、

空間 
蛋從哪裡來 Type1 3-4歲 

26 2 賣牛奶的女孩 
我們來玩蛋 

語 文 、 音
樂、身體動
覺、空間 

為什麼小女孩會打翻牛奶? 
怎樣玩蛋? 

Type5 3-4歲 

27 2 聖誕小襪子 空間  做一件聖誕老公公的衣服 Type5 5-6歲 
28 2 聖誕小紅衣 語文 、空間 做一件聖誕小襪子 Type5 5-6歲 
29 2 小卡片 語文 愛護書本的方法 Type1 2-3歲 
30 2 小卡片的好朋

友 
語文 、空間 找一張一樣的卡片 Type1 2-3歲 

31 2 過新年 語文、空間 做一個舞龍舞獅的面具 Type3 4-5歲 
32 2 新年大龍炮 語文、空間 做一個大龍炮 Type1 4-5歲 
註:*身份1為在職實習學生；2為日間部實習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