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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年會特輯 

看見每個孩子的價值 許孩子一個自信成長的起點 

協會小編  

 

  今年協會年會以「看見每個孩子的價值」為主

軸，希望能透過盧明教授及兩所幼兒園的實例引領

大家從不同的視角、多元的觀點去看孩子，也期盼

能帶領孩子在成長與學習的過程中，互相看見，共

同在賦能的環境及彼此相互支持下，展現自己。 

臺北市向陽非營利幼兒園分享老師如何透過全

面性觀看所建立的幼兒學習檔案，發掘一位特殊境

遇孩子以往被忽略的亮點，進而檢討自己以往為什

麼「看不見亮點」，而重新看見自己以往價值觀所

帶給自己的限制。臺北市吉利非營利幼兒園分享老

師如何從日常的活動中引導每一位孩子堆疊自己的能力，讓孩子自己看見自己的

好，也看見及尊重其他幼兒的長處，再引導孩子透過溝通、聆聽與關懷的行動，

逐漸形塑出正向、相互關懷的班級氛圍與文化。兩場實務分享與大家共享不同的

「看見」與「感動」，而這次年會與會者的看見是什麼呢？這次年會各場次的講

者分享中，聆聽的與會者有什麼樣的收穫呢？讓我們透過與會者的分享一同回味

年會議題帶給大家的點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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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會參與收穫與分享 

 

 

許每一個人自信成長的起點～臺北市 晴晞媽 

幼兒教育專業的視野，讓我看見每一個人都有他的亮點與需求， 

而這個社會跟體制，能否架構承接起每個人需求的網絡， 

是社會要共同努力的方向。  

    這天一早，我大步邁進和平東路上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直奔教育大樓，恰

巧趕上即將開始的年會。 

    在簡要介紹開場後，迎來盧明老師的演講。我在盧明老師的演講中，重新認

識「幼兒表意權」的基準。原本我以為，我們培養孩子的表意權，是要更積極的

幫助他能達到「願意口語表達及能口語表達」的能力，如同我常看見親子互動的

場景是「你要說出來我才會知道喔」、「那你要說了嗎？」的輪迴中盤旋，但面對

孩子，盧明老師提醒了，表意權並不是用單一的標準的「說」來看待「表達」，

而更是要從不同的肢體、表情或繪圖等語言中，看見每個孩子的「心內話」。 

這個視野開啟後，迎來向陽非營利幼兒園新婷園長的分享。我從園長的分享中，

最大的體會是「每天一個擁抱，我們讓一個人開始愛他自己，他也才有能力愛別

人。」園長從陪伴一位缺乏家庭關愛的幼兒開始談起，並省思園所從能力端培養

自信與自愛，卻仍觀察到孩子的不滿足，偶後才經提醒，進一步觀察到孩子內心

有更深層的需求，進而從行動上給予幼兒更多家庭未能滿足的擁抱、陪伴的需

要，然後看見孩子因為感受到愛，而產生的改變。警醒了我，除了能力能給人自

信，「相信自己值得被愛」也是自信跟往前邁進的重要動力來源；外於家庭，如

果有個能認同、理解孩子的大人，相信也能陪伴孩子成長。只是，社會準備好了

嗎？ 

    最終迎來成長非營利幼兒園黃蓉珊老師的分享，不得不說本場相當觸動人

心。老師的開場就直說「在看見孩子的過程中，經常覺得自己有所不足」，或許

也是自己成為母親後的經驗，在陪伴孩子的過程中，我也經常覺得有很多需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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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思的地方。 

    此外，成長園真實展現園所重構「想要營造的班級氛圍與圖像」，是覺察到

園所氛圍以「學習或評量的標準」來指責孩子學太慢，老師處在一個標準目標

上，看不見孩子的學習焦慮，老師被標準綁架，心急之外，也反向的指責大家沒

看到老師的努力，相互的焦慮加成，老師也無法平心靜氣的陪伴孩子……。令人

動容之處在於，團隊願意在這樣有標準的競爭社會氛圍中，覺察自己跟孩子間的

互動產生了負向循環，並且有足夠的能量去抵禦這樣的氛圍，而更靜心的思考如

何回到孩子現在的需要，並重新拉回原本期待讓孩子快樂的班級經營目標，適度

地在學習區精進上放手，從而自幫助孩子成為有自信並能關懷他人的人出發。 

    這讓我想起吳媛媛在獨立評論專欄中「當個『普通人』的自豪：在瑞典看見

不一樣的童年（五）」的文章，文章中提到作者參與親戚聚會，聚會中有人問及

女孩的功課會否很難時，女孩能很驕傲地說「不會，我的成績是全班的平均！」

讓我想著，社會跟成人如何放掉權威性的標準，而更看到孩子們的平均樣貌，或

許更是邁向開放教育的重要轉折點。 

    這天過後，我更體認「慢慢來，比較快」，如果我們能把每一個人，無論大

人或孩子都照顧好，讓每個人可以循著他合宜的步調跟需要，相信每一個人都能

持續長成更好的一個人。 

 

~臺北市 Amy老師 

    短短的三小時，內心卻是滿滿的感動與感謝。不論是每一場的內容、講者的

分享、引言人的啟發，在在令我感謝參與了這次的年會，過程中也不斷浮現班上

孩子的模樣，一面聆聽、一面回想與反思。 

    盧明老師的三個理論，充滿啟發與意義，突然看懂了自己這兩年的工作，也

對於選擇幼教這條路產生更多的想望，我能帶給孩子什麼?孩子是多麼獨特且有

價值。還有最後的繪本分享，真的太喜歡了!感謝能有機會認識這樣有趣又有意

義的繪本! 

    向陽非營利幼兒園的老師以關懷、陪伴並理解孩子的需求，提供孩子最適切

的引導，和孩子一起成為更好的人。讓我能以不同的角度看孩子，更能貼近孩

子，也從中更了解自己。 

    吉利非營利幼兒園的班級文化，幫助我更看重孩子間的互動，也想要在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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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多鼓勵孩子展現友誼友愛的行爲，期望孩子們能成長得愛己又愛人。 

    能夠聽見老師們分享這些濃縮的豐富經驗，覺得好幸運啊!我想這次的年會

也將成為我往後繼續向前走的動力。謝謝老師們! 

 

~臺北市 文予涵老師 

    在這次的研習當中，看見向陽幼兒園分享的實際案例，可以發現他們是有技

巧的「看見孩子」，大多數的老師也包括我自己，看孩子時可能都會先看見孩子

不好的地方，其次才會看見孩子好的地方，雖然說家庭是占大部份影響孩子行為

問題的主要原因，但我們在現場的老師能帶給孩子的影響也不會少，也試想如果

我的班級中有行為問題的孩子，我該如何去看見孩子行為背後產生的原因。 

    這次也藉由吉利非營利幼兒園分享的「感恩圈」活動，學習到可以運用這樣

的方式讓孩子學習感恩，孩子在感恩的同時，發現同學好的地方，也透過同學的

分享看見自己的好。 

 

~臺北市 小林老師 

    在職場當中會遇到各式各樣不同家庭背景及個性的小孩，每個孩子有異於其

他人的獨特特質，有些特質討人喜歡，有些特質容易造成其他人的困擾及影響，

班級孩子的行為問題有時候也很讓老師頭疼，但仔細思考造成幼兒的行為問題，

真正的原因並非都在小孩自己的身上，孩子可能是因為家庭背景、成員及家庭狀

況影響，班級的老師雖然沒有辦法完全影響一個孩子，但是還是能夠應用在校的

時間帶給孩子一些影響。 

    至於要如何看見孩子的價值實在考驗老師，尤其一個班三十個孩子要照顧；

這次年會中，由兩間幼兒園的老師分享他們實際的經驗，經過了一段時間，孩子

們都有了相當程度的進步，其中可以看見老師的苦心安排，也看見孩子的轉變，

整個過程很讓人感動，不禁讓人思考在面對班上有行為問題的小孩，自己是否能

夠想出辦法協助、改變他們，如果可以，相信除了成就感外，能看見孩子的轉變

一定也會很開心。 

 

~臺北市 語潔老師 

    在本次的年會中，可以發現每位分享的講師都有透過方法與技巧去看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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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價值，尊重和理解每個孩子的獨特性。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向陽非營

利幼兒園分享的實例，因為自己也是位新手老師，在看到其他老師分享自己的經

歷時，其實也會把事件套在自己身上，認為自己是否有辦法面對因家庭背景關係

而出現行為問題的孩子，面對時，有沒有辦法像那位老師一樣負責任且不放棄。 

    年會中，也從老師們會運用各種方式的分享中有所收穫，像是課後留園的陪

伴、透過作品分享給予信心…等，從孩子的興趣、才能和成長需求中，幫助他們

找到自己的定位，重新培養幼兒的自信心，讓孩子能勇敢面對挑戰、不斷進步。 

 

~臺北市 Connie老師 

    這次年會「看見孩子」的標題，讓我感到有種看似常見但卻蘊藏極大內涵的

感覺，身為幼教老師就是要持續與孩子一起走在學習的道路上。  

    想到盧明老師提到的「個體的獨特」，就算是很相似的個體，但是《他就是

他》的觀點讓我印象深刻。每位幼兒就是有他的差異性無從相互比較，而是老師

要持續學習著從幼兒的差異性中，瞭解孩子們個人獨特的學習需求。我也很喜歡

盧老師在《分組教學》分享中所提到，能帶給提供孩子們有 Sense(意識)之下， 

在學習環境中相互增強和合作的經驗累積，但老師要透過支持與增強孩子們的行

為，才有機會達到此目的；最後盧老師也提醒《直觀》所帶來的陷阱，我相信持

續聆聽孩子的聲音，營造孩子們在學習環境中的正向關係，都將是身為幼教人員

能看見自己有價值的地方。 

 

~臺北市 小湄老師 

    參與本次年會，讓我產生了很多想法，並且有動力去執行。在研習的當下，

我就立馬將重要的內容畫上重點，並且將想要帶幼兒進行的內容記下來，使我事

後翻閱手冊時，能夠方便回想並執行。年會中我最大的收穫是如何進行牆面的運

用，透過老師們的分享，讓我了解原來與幼兒的班級約定或是物品的說明圖都能

夠做出一個簡易大海報，並且貼在幼兒隨處可見的地方，一方面是讓幼兒可以隨

時警惕自己，另一方面也可以讓幼兒提醒幼兒，讓大家一起做好班級的約定，達

到良好的常規。 

    透過老師分享廷的行為及老師們的做法後，讓我了解到原來幼兒是如此需要

安全感及關懷，當幼兒出現負面行為時，其實是需要老師注意他，因此在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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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會試著觀察有無幼兒特別需要老師的協助，而當幼兒樂於分享時，我即使在

忙，都會停下手邊的工作，仔細聆聽幼兒的想法，並且適時的給予回應及讚美。 

 

 

-年會活動照片集錦- 

 

開幕式 

廖鳳瑞理事長致詞 

我們在能力的光譜

中互相看見 

引言人盧明教授 

向陽非營利幼兒園分享 

分享者黃新婷園長 

吉利非營利幼兒園分享 

分享者黃蓉珊老師 

關懷尊重看見文化引言 

引言人林以凱教授 

吉利非營利幼兒園分享提問與討論 

分享者黃蓉珊老師、引言人賴文鳳教授 

向陽非營利幼兒園分享提問與討論 

分享者黃新婷園長、主持人鄭青青教授 

綜合座談 

分享者柯秋桂園長 
綜合座談_與會者現場提問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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