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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2005─2006年度開始試用“兒童歷程檔
案”

•當時內容：製作作品的過程、
CHECK LIST、作品描述、軼事記錄、
發展撮要、老師心語

•上/ 下學期各一次



以往的經歷﹕

~無培訓 / 缺乏完整的規劃

~透明度不高 / 辛苦 / 漫無目的

~家長覺得效用不大



遇到的問題﹕

~教師不清楚檔案的目的，容易流於
形式上的資料搜集，未能達到真正的
目的

~不掌握分析或整理資料的技巧



EDB的想法﹕

評估的目的是﹕

•了解和促進幼兒的學習和身心發展。



家長方面：

•了解子女在校的學習進展
•加強對子女成長的認識
•建立對子女合理的期望
•了解學與教的安排，與老師配合
讓子女得到最合適的教育



幼兒方面：

•了解自己在學習上的表現
•明白要學些甚麼，要做些甚麼



機構方面：

•了解整體課程推行的進展
•了解人力資源調配的需要......



教師方面：

•了解幼兒的學習進展和身心發展情況。
•及早辨識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幼兒.....
•檢討學與教策略，作適當調整.....
•幫助家長掌握子女在園內生活和學習
的進展情況，加強家校合作......



「學習歷程檔案」只是收集幼兒成
長發展的重要資料，佐證他們的成
長，而非評估工具。



兒童歷程檔案

幼兒發展的重要資料



學者的看法：

......作品集有八項功能：

1)展現幼兒進步與成長情形

2)幼兒與幼兒自己比較

3)展現幼兒個人最佳能力

4)提供質性資料

5)幼兒參與評量

6)反映教師的教學與教室活動

7)建立教師的專業自信與客觀性

8)解決以前評量的問題
廖鳳瑞、陳姿蘭譯(2002)。

幼兒表現評價：作品取樣系統。台北市：心理



李岳青(2006)。教師建置幼兒學習檔案歷程之研究。

國立臺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兒檔』的特性：

1)檔案是有效與家庭交流的方法

2)是可以激發、鼓勵及訓練幼兒自我評量的工具

3)監控和改善教室教學的機制

4)幫助幼兒看見他們的工作、解釋工作、思索工作

5)幫助教師瞭解幼兒如何學習和工作



學校重新訂定方向﹕

~有小朋友的參與/從小朋友的角度出發

~做一份有意義的學習歷程檔案……
(既可以讓家長了解小朋友的發展情
況，又可以在檔案的內容中真實地表
達兒童的實際情況......)



~小組活動中，小朋友的表現最能接近
真實情況

~老師做觀察/評估之前先要掌握幼兒
發展的理論，才能有效進行分析



例如：
三至四歲的兒童：
認知發展：1)開始懂得把物件分類和組合；

如食物、衣服，也能跟用途組合；
如鞋配襪、杯配碟

2)能分辨男、女
3)能完成六塊拼圖

語言發展：1)能用「這裡」、「那裡」、
「你我」等詞語

2)背誦兒歌時能配合動作
3)開始依次序將過去發生的事情
作簡單描述



遊戲模式：

On looking /獨立遊戲/

平行遊戲/聯合遊戲/合作遊戲



......評估的資料有助教師改善學與教的安排和
方便課程領導者檢討機構整體課程規劃....

《學前教育課程指引》

仍然存在的問題：

......所得的資料不單可反映幼兒的學習過程和
進展情況，更可用作改善學與教策略和機構
整體課程發展...... 《學前教育課程指引》



落實商討檔案的內容



封面設計 給家長的信

「幼兒學習歷程檔案」內容(上學期)：



我的小檔案

「幼兒學習歷程檔案」內容(上學期)：



老師自選記錄的發展範疇：

認知(必選)、語言、體能、情意及群性、美感及文化

「幼兒學習歷程檔案」內容(上學期)：

美感及文化發展

認知發展

情意及群性發展



我的志願

「幼兒學習歷程檔案」內容(上學期)：



我是小記者

「幼兒學習歷程檔案」內容(下學期)：



老師自選記錄的發展範疇：
認知(必選)、語言、體能、情意及群性、美感及文化

「幼兒學習歷程檔案」內容(下學期)：
語言發展

認知發展

體能發展



課堂日記 我的閱讀報告

「幼兒學習歷程檔案」內容(下學期)：



幼兒自選的作品及習作

「幼兒學習歷程檔案」內容(上學期及下學期)：



評估表獎狀

「幼兒學習歷程檔案」內容(上學期及下學期)：



發展撮要 家長給孩子的話

「幼兒學習歷程檔案」內容(上學期及下學期)：



兒童的參與：



當中遇到的困難﹕

＊老師認為：學生的水平相若，描
述內容大致相同。



1.熟識兒童發展的情況

2.知悉不同學習範疇的內容



例如：
學習範疇：
1)語言發展-

聆聽能力、說話能力、
閱讀能力、書寫能力

2)認知發展-

科學表現、數理邏輯、解難及
創意思維



認知發展：

~........從數學和科學活動中評估幼兒的認知發

展

~觀察和發現事物的特徵、比較異同、理解事

物之間的關係(因果關係)、掌握基本的數學

知識、解決問題的策略、匯報的能力、堅持

性.....等



學習範疇：

情意(個人)

自我概念

自我管理

表達情感
的能力

群性(社會)

社交能力

責任感和

公德心

3)情意及群性發展-



學習範疇：

4)美感及文化發展-

• 樂於參與創作活動

• 能嘗試及運用不同的物料或方法

• 運用基本藝術知識的能力(音樂/美勞)

• 技巧

• 創造力

• 能欣賞自己(或別人)的作品或表演/生活中
的美事



文化發展：

五個評估部份：

•知道一些與傳統節日有關的故事和習俗

•樂於參與節日的慶祝活動

•認識和欣賞香港和內地的特色文化

•認識自己和國家的關係

•尊重和欣賞自己民族和不同民族的生活模式
和文化風俗



學習範疇：

5)體能發展-

• 大肌肉活動能力

• 小肌肉活動能力

• 健康意識和自理能力



學習範疇例子(一)





情境解釋：

小文對美勞活動興趣濃厚，每每能主動地參與自選

美勞角的活動。在製作「影子偶」的活動中，小文能

掌握巴士的外型特徵，從照片可見他正以大小不同的

長方形及正方形設計了巴士的門窗，並在車身貼上圓

形的通草片作為輪子，最後還在巴士上畫上司機的肖

像。總括而言，小文懂得運用不同的物料進行創作，

並且其作品與實物形似。



學習範疇例子(二)





情境解釋：

小美在進行體能活動時，每每表現認真，活力

充沛。在相片的活動中，小美能依從老師的指示，

在起跑線上先作出預備的動作，待老師發號司令

後才起步向前奔跑，並繞過雪糕筒跑回終點。在

過程中，小美能配合雙手彎曲及前後擺動的動作，

加速向前。可見她已能掌握跑步的快慢速度，能

自如地協調身體各部份動作的能力。



1.熟識兒童發展的情況

2.知悉不同學習範疇的內容

3. 設計具挑戰發展水平的活動，
便會有不同的表現。



例子一：《荷蘭豆》

•解決問題的策略
•堅持性



例子二：《封面設計》



當中遇到的困難﹕
＊「小記者」和「閱讀報告」撰寫

的內容太多，需要花很多時間。



總結：

→坦誠表達各人對「幼兒學習歷程檔案」的期
望及看法
→反思「幼兒學習歷程檔案」中的內容能否真
實反映幼兒的成長進程。
→老師現在明白評估應在真實環境中進行，因
此在安排課堂活動時均會配合。
→老師真正感受到「做」《幼兒學習歷程檔案》
的意義，從而獲得滿足感。



仍然存在的問題：
......評估的資料有助教師改善學與教的安排
和方便課程領導者檢討機構整體課程規劃....

......所得的資料不單可反映幼兒的學習過程
和進展情況，更可用作改善學與教策略和
機構整體課程發展......



老師進行時，發現同
學水平相近，描述難
以分辨他們的能力

思考活動內容及熟識
發展水平

改善/完善

活動內容
檢討學與教

改善教學

策略



總結：

幼兒

家長

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