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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教學與評量

（含幼兒活動設計）

一、課程意義

課程一詞最早出現在英國教育家史賓塞（H. Spencer, 1859）所著〈甚麼

知識最有價值〉一文中。課程（Curriculum）係源於拉丁文 currere，原

指奔跑、跑馬場，傳統課程觀採名詞定義認為是跑馬場之意，意涵為兒

童設計的軌道；後現代課程觀重現課程的動詞形式，強調課程的最重要

的本質是奔跑，蘊含一種活動之意。

二、課程種類

學科：將課程視為各種學科總和，強調學科知識及實質內容重要性，

導致忽略學生興趣、需求及師生互動重要性，所以此定義是以學校為

中心的觀點。

目標：將課程視為達成教育目標的手段，重視目標的明確性及最終結

果的分析，並將分析結果作為教育的引導。

計畫：認為課程是為教學而計畫的行動系統，所以重視學習系統的規

劃，課程是可預期的、有組織的，而非隨意發生，比較重視目標、內

容、活動和評鑑的規劃。

經驗：主張課程就是幼兒的學習經驗，因此重視幼兒與學習環境的交

互作用，故此定義以幼兒為中心。一般幼兒園課程定義以該定義為宜。

研究假設：主張教師在教室情境中將設計假設加以驗證，重視教師的

教學法、學生學習因素及師生的互動。

三、課程要素

目標：課程是實現教育目標的工具，因此在課程設計之前，需要擬定

教育目標以為編製課程指南。

內容（學習經驗、學習材料）：課程設計的主要任務在於選擇適當的

學習經驗，將它組成系統化的內容，以達成教育目標。

方法：學習內容如何組織？如何呈現？以利幼兒的學習。

評量：評估課程設計內容、方法是否能達到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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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主題 01》課程的意義˙

課程（Curriculum）一詞字源為拉丁文 Currere，其名詞原意為：

文本 跑馬道 計畫 目標

【高雄公幼】



從課程的類型中，下列那一個課程觀是屬於「課程為目標」的類

型？

知識中心 兒童中心 社會中心 認知中心

【臺南公幼】



最適於幼兒園課程設計的觀點為何？

視課程為學科 視課程為目標

視課程為經驗 視課程為計畫【北區公幼】



課程是以學生生活經驗為內容，稱為：

核心課程 校本課程 經驗課程 活動課程

【臺北公幼】

：活動課程也是以學生生活經驗為內容的課程，故亦可。



課程（Curriculum）的拉丁字源 Currere 是跑的意思，是動詞而不

是名詞。請問下列何者對於課程的描述，符合其動詞的意涵？

課程是一種預定的教學計畫

課程是傳遞給下一代已經完成的知識

課程是一種活動的過程

課程包括教學指引、標準化測驗和教科書 【北縣公幼】



將課程當作學科、經驗、目標和計畫等四類定義中，何者的具體

程度最高，且最趨於學校中心？

學科 經驗 目標 計畫

【中縣公幼】



分科課程；融合課程；廣域課程；相關課程。請將上述

4 種課程組織形式從統整到分化的程度排序？

   

【新北公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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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教學與評量

（含幼兒活動設計）

郭老師認為課程要重視幼兒的學習過程及對幼兒的教育意義，強

調幼兒在學習過程中認知、技能和情意方面的發展。下列何者較

符應郭老師的課程觀點？

課程即科目 課程即經驗 課程即計畫 課程即目標

【教檢】



下列有關「課程」（Curriculum）的敘述何者正確？

空無課程亦稱為空白課程

課程的定義含括目標與計畫

校園情境規劃屬於正式課程的一環

潛在課程都具有正面價值 【臺北公幼】



吳教授在解釋「課程」的定義時，特別提醒職前幼教師應隨著時

代的變化，重視課程「發展的過程」，擺脫課程是固定、靜態的

經驗而已的迷思，將課程視為一種包含動態、多元、持續變化的

發展特性。由上可知吳教授對課程的定義為何？

課程是科目的總合

課程是一種可預期的、有意圖的學習成果

課程是一種計畫

課程是一種學習到的經驗 【中區公幼】



英國學者提出課程應經過教師在實際教學過程中加以考驗，並依

個別需求修訂，下列何者最能描述此論點？

課程即真實性評鑑 課程即實踐考驗

課程即研究假設 課程即行動研究

【臺北公幼】



課程的意義中，有一說為「課程即是研究假設」（Curriculum as
Hypotheses），請問下列何者為正確敘述？

屬於課程發展過程模式，強調課程是將教育理念轉化為教育歷

程的教學實務或實驗

屬於課程發展折衷模式，認為課程有待教師在教室情境中，隨

著情境變化而調整既定之教學內容與過程

屬於課程發展實驗模式，主張課程是在教學情境脈絡中進行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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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01》課程的意義˙

驗的一套假設

屬於課程發展創新模式，認為課程是教學情境中的變數，故應

依情境變化而調整、創新 【新北公幼】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的較佳觀點為下列何者？

視課程為學科 視課程為目標

視課程為經驗 視課程為計畫

【新北教保員】



下列內容何者不屬於課程四大要素之「課程內容」要素？

學校所提供的學習經驗

課程範圍的寬廣度或多樣性

為未來學習與未來生活做準備

課程組織的繼續性與程序性原則 【教保員】



下列有關課程要素的敘述，何者錯誤？

課程內容與教育目的息息相關

統整性是指課程經驗縱向的聯繫

課程四要素（目的、內容、方法及評量）彼此間應有邏輯關係

評量是依據教學目標，收集質／量化資料，瞭解學生學習的歷

程和結果 【教保員】



課程的基本要素包括那些？

目標、內容、教材、評量 目標、動機、方法、評量

目標、師資、方法、評量 目標、內容、方法、評量

【臺北教保員】



下列那一項有關於「課程」的定義，並不適合幼兒教育？

課程是學科內容

課程是達到教育目標的手段

課程是老師事先規劃好的教學計畫

課程是幼兒的學習經驗 【臺北教保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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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幼兒活動設計）

一、實有課程（Being Curriculum）
學校中的外顯課程（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及潛在課程，都是學校之

內實際存在的，合稱實有課程。

二、外顯／顯著課程（Explicit Curriculum）
外顯課程為艾斯納（E. W. Eisner）所創用之名詞，是指學校中具有公開

、明顯之教育目標的課程內容；通常出現在全國性或地區性的課程指引

，或教師所作的課程計畫或課程方案中（國家教育研究院，2012），可

分為正式課程及非正式課程（詳見本章 Subject 03）。

三、潛在課程（Hidden Curriculum）
是指學生在正式課程以外，在學習環境中所學到非未被期待價值觀念、

規範式態度，此種學習結果較屬於情意領域方面，例如：環境布置或環

境教育（境教）及教師身教等等。

陳老師在角落時間常指定女生去娃娃家，男生去積木角，漸漸造

成班上幼兒也都認為積木角是男生的，不允許女生進去。以上幼

兒所習得的是屬於下列何種課程？

潛在課程 顯著課程 空無課程 形式課程

【教檢】



在學校或班級教學活動中，一些未經計劃或事先設計的活動或經

驗，卻會暗中影響學生學習目標達成的種種活動或經驗，稱之為

什麼課程？

正式課程 潛在課程 空白課程 理想課程

【新北公幼】



下列有關潛在課程（Hidden Curriculum）的描述，何種最適切？

目前未實際提供，但未來應提供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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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02》外顯課程＆潛在課程˙

旨在激發學生潛能，進而培養專長之課程

教學後，會對學生產生負面影響的課程

未明示意圖，卻實際產生學習效果的課程 【臺北公幼】

潛在課程通常會反應出教育的意識型態問題，下列敘述何者屬於

潛在課程的議題？

學校課程內容常呈現階級文化的意識型態

教學過程中強調男女有別的學習方式

反應主流族群文化而忽略弱勢族群文化

以上皆是 【中區公幼】



小方老師相當注重整潔有序的教室環境，並在戶外種植美觀的植

物，也留意自己的穿著、言談舉止溫文有禮。下列何者最適合描

述小方老師的作法？

非正式課程 潛在課程 經驗課程 空白課程

【中區公幼】



有些美語幼兒園在辦理幼兒園活動時，均以美國的節慶為主，且

要求幼兒不准在學校講中文。若幼兒因此對本身的文化及語言產

生認同危機，此為學校何種課程之影響？

顯著課程 認同課程 懸缺課程 潛在課程

【屏東公幼】



李老師希望藉由「潛在課程」的方式，養成幼兒有禮貌的行為，

下列課程安排何者最符合這位老師的要求？

老師表現出禮貌的行為

進行「禮貌」的主題課程

請家長在家中教導禮貌的重要性

邀請其他班級的教師來講述禮節的內容 【教檢】



學校教育中，教師的「身教」是屬於那種課程？

非正式課程 潛在課程 活動課程 實際課程

【中區公幼】



幼兒園中強調情境的布置，是考量下列何者的功效？

正式課程 懸缺課程 潛在課程 顯著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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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幼兒活動設計）

【桃園公幼】

魯老師的教育信念是希望學生對世界好奇、喜愛閱讀、樂於學習

。因此他在教室裡放了小提琴、數位相機，及賈伯斯傳、飢餓遊

戲、從宇宙看地球、生物演化、有機化學……等課外書，他自己

也常在空堂進行閱讀與學習，扮演學習的示範者。如果這也是課

程，其概念較接近：

非正式課程 廣域課程 潛在課程 空白課程

【新北公幼】



對課程結構而言，老師平日的言行舉止對幼兒來說，是屬於下列

何種課程？

正式課程 虛無課程 顯著課程 潛在課程

【高雄公幼】



課程的概念可以區分為外顯課程（Explicit Curriculum）、潛在課

程（Hidden Curriculum）與虛無課程（Null Curriculum）。下列敘

述，何者為誤？

幼教現場目前常見的立即視訊系統可視為一種外顯課程

外顯課程是指有計畫、有組織、有意圖所組織而成的課程

虛無課程指課程中所缺乏的部分，即學校沒有教或是有意忽視

的教材

潛在課程是學生在正式與非正式課程外的許多學習經驗，隱藏

在學校的各種情境中 【教保員】



方園長在園務會議中，帶領教師們檢視下列重點：一、是否維持

教室的美感；二、是否用正向語句和幼兒互動。方園長的作法顯

示其重視下列何者的論點？

邏輯課程 潛在課程 主題課程 懸缺課程

【教檢】



若想要透過潛在課程培養孩子的環境保護習慣，下列何項安排較

合宜？

設計一個環境保護的主題課程

請家長在家中進行資源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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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02》外顯課程＆潛在課程˙

老師喝完飲料後，自行將鋁箔包摺疊放置教室資源回收處

參觀環保局 【新北公幼】

幼兒園的教保服務人員應檢視自己班上的潛在課程，以確定提供

給幼兒的課程是豐富與適性的。下列何者為潛在課程？

在母親節舉辦親子園遊會

井然有序的益智角可養成幼兒物歸原處的習慣

藉由照顧動植物，發展尊重生命的態度

帶領幼兒到火車站觀察火車，提醒幼兒搭乘火車的安全注意事

項 【新北公幼】



針對潛在課程（Hidden Curriculum）下列選項何者正確？從學

習環境來界定，多為物質環境，如建築、環境規劃；從學習結

果來界定，多為認知領域的學習；大多為負面的；有時比明

顯課程的影響更為深遠

   

【臺北公幼】



詹老師希望藉由「潛在課程」的方式培養幼兒美感領域的「回應

與賞析」能力，下列作法何者較能符合詹老師的想法？在教室

內展示板上張貼幼兒作品；每日用心搭配自己穿著服裝的式樣

與配色；在教室外走廊的牆面上懸掛與主題有關的繪本插畫；

每日進行 10 分鐘的「好畫分享」讓幼兒討論名畫照片

   

【臺北公幼】



古諺：「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及孟母三

遷，說明了環境的影響力量與功能，也就是境教。這一境教為下

列何種課程結構？

空無課程 潛在課程 空白課程 非正式課程

【臺北教保員】



幼兒園教師展現正向情緒表現並以正向情緒的流露展現身教，最

符合下列那一種課程定義？

正式課程 空無課程 理想課程 潛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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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教學與評量

（含幼兒活動設計）

【臺南公幼】

根據以下課程名詞的內涵：學校課程、實有課程、空無課

程、外顯課程、潛在課程、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下

列何者最能顯示其間的關係？

 

 



依據「潛在課程」（Hidden Curriculum）的定義，下列何者屬之？

例行性活動 戶外教學

學習區自由探索 校園建築與設計【幼專班】



服務於原住民族地區的鄭校長以當地部落的圖騰作為洗手台的裝

飾，將部落的傳說故事畫二樓教室的女兒牆上。此作為是因鄭校

長認為環境布置為下列那一種課程？

正式課程 本位課程 潛在課程 彈性課程

【高屏公幼】



潛在課程指的是幼兒在學習環境中所學到非預期中的知識、價值

觀念、規範或態度。下列敘述，何項較不屬於潛在課程？

於混齡班中以小強哥哥小玲妹妹的方式稱呼幼兒

每一小組男生和女生的人數差不多

呈現與主題相關的活動成果

教師耐心地與特殊幼兒互動 【金門公幼】



彩虹幼兒園每年舉辦幼兒舞蹈大賽，請問它是屬於那一類的課程？

潛在課程 懸缺課程 顯著課程 虛無課程

【臺南公幼】



近來幼兒園課程發展強調「在地思維」，下面那種課程比較無法

實踐這樣的思維？

社區本位課程 在地文化課程

鄉土課程 潛在課程 【高雄公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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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03》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

一、正式課程

指幼兒園依據幼兒教育目標、幼兒園教保課程及活動綱要、幼兒的興趣

、需要，有計畫及有組織安排的學習活動，例如：單元課程及主題課程。

二、非正式課程

以幼兒活動為主的學習經驗，較少採用正式課程的教學型態，受到的課

程控制較少，對於幼兒的影響比較自然、間接，例如：親子運動會、聖

誕晚會等。

下列對學校課程中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及潛在課程之敘述，何

者較正確？

課程綱要是學校的非正式課程

學校的社團活動是潛在課程

學校設置文學步道是正式課程

學校的種種儀式和典禮是非正式課程 【臺北公幼】



有關正式課程及非正式課程的敘述何者正確？

正式課程為外顯課程 非正式課程為潛在課程

課後輔導為正式課程 選修課程為非正式課程

【教檢】



學校中的始業式、畢業典禮、運動會、朝會、週會等是屬於：

正式課程 潛在課程 非正式課程 理想課程

【基隆公幼】



幼兒園依據幼兒園教保活動及課程綱要進行的課程是屬於：

正式課程 潛在課程 非正式課程 懸缺課程



張老師想要規劃適合幼兒的作息時間表，下列作法何者適當？

遊樂場的戶外時間是非正式的課程，最後才排入每日作息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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