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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日作息占了幼兒在幼兒園大量的時間，除了培養幼兒各方面的能力外，

也促進全面均衡發展的基本途徑。幼教師如何將品格概念融入至幼兒園的一日

作息安排，其對幼兒在一日作息中的品格期望及教學策略，是本研究欲探究的

主要動機。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幼教師對幼兒於例行性活動之品格期望與教學策略。採

質化研究的方式進行，透過研究者自編之幼教師的教學策略檢核表、進班觀察

之觀察記錄與深度訪談幼教師其品格期望與教學策略等收集資料。本研究邀請

具有豐富帶班經驗的貞貞教師為研究對象，透過深入訪談進而瞭解幼教師在規

劃幼兒一日生活作息中，有關幼兒品格教育的教學策略，並透過為期一週的進

班觀察分析幼教師在教育現場實踐之現況，對照相關研究與理論，針對該教師

的訪談內容及現場觀察時現況進行分析，主要研究結果如下： 

一、幼教師對一日作息的看法與規劃： 

貞貞老師在規劃幼兒園一日作息表是以《幼兒教保及照顧服務實施準

則》、《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作為設計依據，考量每個階段年齡層幼兒

之需求安排規律作息，且有規律的作息幼兒的心理層面會比較有安全感。其中

貞貞老師最看重的例行性活動是善行分享。 

二、幼教師對幼兒在一日作息中品格期望： 

研究者依據幼兒品格內涵將品格期望分為三部分：「對自己」、「對他

人」及「對環境」，而幼教師認為「對自己」中的品格內涵最為重要，這些內

涵的重要性依序為：誠實、羞恥心、負責任、接受挫折、謙虛、和平相處、遵

守規則、獨立、勤勞、整潔。 

  



2 

 

三、幼教師在一日作息中有關品格教育的教學策略： 

彙整貞貞老師在一日作息中對幼兒的品格教學策略，包含：示範、平日練

習、正向肯定、體驗學習、事件詮釋釐清、勸勉規諫、環境塑造、陪伴策略。 

    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供有興趣的人士參考。 

   

關鍵字：幼教師、一日作息、品格期望、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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