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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笔者一向对幼儿课程与教学颇有兴趣，在攻读博士期间，就以此为研究重点，任职师院十年以来
一直在研究教材教法、概念发展相关科目，尤其是幼儿数学与幼儿自然部分，曾在1995年、1997年依
次出版《幼儿数学新论》、《幼儿自然科学经验》两本专著。
　　幼儿教育一向注重培养完整幼儿的教育目标，因此，幼儿生理、心理、智能等方面如何均衡而整
合地发展，是笔者授课时极为重视的论点，在每一门教材教法课中，我都一再强调整合性课程设计。
尤其在教授“幼儿园教材教法”时，常苦于没有涵盖多领域且强调整合性课程设计的适当教材，因此
笔者不揣才疏学浅，将任教多年的经验与研究整理成书。
　　本书共分六大篇，第一、二篇为“基础篇”，旨在介绍课程整合的意涵与基础要件以及幼儿教学
的基本理念与实务。
第三篇至第五篇为“内涵篇”，依次为幼儿智能领域课程（认知与语文）、幼儿心灵领域课程（社会
与创造力）、幼儿体能领域课程，每一篇均论及幼儿在该领域的发展概况、教学内容以及教学趋势与
策略。
第六篇则为“整合篇”，重申幼儿整合性课程设计的重要性，并提出整合性课程具体设计实例，以供
读者参考。
相信本书对于修习“幼儿园教材教法”、“幼儿园课程设计”与“幼儿园教育实习”等课程者颇有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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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幼儿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众所周知，儿童的身、心、脑是彼此互动的，因此，以分科的形式
支离破碎地呈现教学内容，并不符合儿童发展的需要。
《幼儿教材教法整合性课程取向》以培养“完整儿童”为追求目标，提倡“整合性课程”，以创造性
教学为取向，涵盖幼儿生理（身）、心理（心）、智能（脑）三大发展领域，注重激发幼儿的创造性
思维，整合课程内容，不偏废、不偏重任一领域，使教学更符合幼儿教育的最新发展趋势。
　　《幼儿教材教法整合性课程取向》旨在阐述“整合性课程取向”的理论涵义、设计方法与实践应
用。
除介绍各领域教材教法外，也提供符合整合课程精神的优秀设计范例，极具可操作性，是幼教工作者
的重要教学参考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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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整合性课程导论第一章 整合性课程的意涵第一节 课程整合的意义第二节 课程整合的优点与目
的第二章 整合性课程的实施第一节 课程整合的实施基础第二节 课程整合的实施方式第二篇 幼儿园教
学理念与实务第三章 幼儿教育的趋势与理念第四章 创造力与教学第一节 创造力的意涵与重要性第二
节 幼儿创造性教学第五章 幼儿园教学实务第一节 幼儿园教学原则第二节 幼儿园教学型态与方法第三
篇 幼儿智能领域课程——认知与语文第六章 智能领域发展概况第一节 认知领域第二节 语文领域第七
章 智能领域教学内容第一节 自然领域第二节 数学领域第三节 语文领域第八章 智能领域教学趋势与策
略第一节 自然领域第二节 数学领域第三节 语文领域第四篇 幼儿心灵领域课程——社会与创造力第九
章 心灵领域发展概况第一节 情绪／社会领域第二节 创造力领域第十章 心灵领域教学内容第一节 情绪
／社会领域第二节 创造力领域第十一章 心灵领域教学趋势与策略第一节 情绪／社会领域第二节 创造
力领域第五篇幼儿体能领域课程第十二章 体能领域发展概况第十三章 体能领域教学内容第一节 健康
领域第二节 动作发展领域第十四章 体能领域教学趋势与策略第一节 健康领域第二节 动作发展领域第
六篇 幼儿整合性课程设计第十五章 全人发展与幼儿整合性课程第十六章 幼儿整合性课程设计实例参
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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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课程设计以学科知识JL童发展知识为内容　　学科知识绝不是整合性课程的敌人，而且在实
施整合性课程过程中也不会流失；相反地，它是整合性课程的忠诚盟友。
诚如布莱德坎普与罗斯格兰特（1995）所言，整合性课程无法达到知性的完整境界，除非它是完整地
植根在历经几世纪演化的各种学科知识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学科基础，幼儿整合性课程可能很快地就
会退化为只是好玩却无意义的活动或是微不足道的追求。
他们说得很对，我们常常见到一些幼儿教师在设计整合性课程时，只着重于肤浅、好玩的活动，所设
计的活动甚至与所探求的单元主题概念没有直接的相关性，表现出他们对主题概念知识缺乏了解与重
视。
因此，要成功地设计整合性课程，教育者只有在充分了解“诸学科问之异同点”之后，方能致力于有
意义与重要的整合性工作（Bre-dekamp&Roscgrant，1995）。
雷兰与金普斯通（1991）综合有关课程整合方面的文献，也作出相同的论断：除非学生对个别学科的
概念有一些基础，否则不可能去发现学科间的关系，而且也不可能运用探究、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去探
索某一特殊主题。
以上观点对于职前师资培训方案与在职教师的意义十分重大，并不是实施整合性课程就不用在意或研
读各科教材教法，恰恰相反，教师反而要更清楚了解各科、各领域知识内涵，并能辨别它们的异同，
才具有整合课程的“基础能力”。
毕竟没有“学科”（譬喻为国家）就不可能有“科际”整合（譬喻为国际）（Gozzer，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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