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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批判性思考能力之研究 

摘要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幼兒批判性思考之能力表現，採質性研究法，場域以立意

取樣於桃園市中壢區森林幼兒園，並以園內十六名五歲幼兒為研究參與者。本研

究在教學現場進行閱讀活動，分別從道德、性別、族群三種議題中，挑選三本繪

本，從故事架構延伸問題引發幼兒批判性思考，以釐清幼兒對事實與觀點之區分

及其理解特質。本研究為使研究資料更豐富，除觀察與訪談外，也蒐集家庭背景

資料等，最後資料分析，以不停反覆閱讀原始資料，結合三角檢核、同儕審視等

步驟，提升研究的信實度。本研究發現幼兒在表達問題意識時：（一）幼兒能夠

理解問題意識，表達自己的觀點。（二）幼兒表達自己的觀點，能夠說明原因以

佐證觀點；區分事實與觀點時：（一）幼兒雖以文本中出現的內容及細節說明事

實，但因提問方式、目標，而改變自己的想法，混淆事實與觀點。（二）幼兒對

生活經驗的區分事實與觀點，需透過成人引導；用事實去支持觀點時：（一）幼

兒能以文本中出現的內容及細節去支持自己的觀點；（二）幼兒能透過生活經驗

去尋找理由及證據去支持自己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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