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檔案評量－以臺北市向陽非營利幼兒園的學習檔案為例 

臺北市向陽非營利幼兒園團隊 

 

 

 

臺北市向陽非營利幼兒園為協會所承辦，於 108 年 8 月 1 日立案，四班 106 位幼兒，

幼兒年齡 2-6歲，採取學習區取向課程模式。 

學習檔案在向陽非營利幼兒園的實施 

規劃與實施步驟 

為落實協會「看見幼兒，回應幼兒」的理念，向陽幼兒園從開辦即規劃逐步實踐「學

習評量與學習檔案」的四年計畫，如下圖「規劃」所示。從 108學年度迄今（110 學

年度第一學期）實施歷程呈現於下圖「實際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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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108學年）

•學習課程大綱

•學習幼兒行為觀察

與分析

•學習使用課程大綱

學習指標檢核幼兒

學習

第二年（109學年）

•實施課程大綱

•應用課程大綱學習

指標檢核幼兒學習

•學習課程大綱幼兒

學習評量指標

第三年（110學年）

•持續實施課程大綱

•應用課程大綱幼兒

學習評量指標檢核

幼兒學習

第四年（111學年）

•持續實施課程大綱

•實施課程大綱幼兒

學習評量系統

向陽非營利幼兒園學習評量與學習檔案四年計畫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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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實際

執行

情形 

 學習課程大綱內容 
 學習及實作學習區

觀察記錄與分析 
 引導下，編製「學習

成果檢核表」:挑選

課程大綱六大領域

中重要的學習指標，

以其檢核幼兒學習

狀況與進步情形 
 學習書寫「學習檔

案」:在引導下，每一

課程領域挑選兩項

需要作品或文字描

述的學習指標，為其

蒐集幼兒表現資料

及分析幼兒表現情

形，於期末與家長一

對一座談 

 引導下，應用課程大綱

於課程規畫與實踐 

 編製「學習成果檢核

表」:決定以「健康生

活」、「閱讀理解與表

達」、「邏輯思考」、「人

際互動」、「獨立負責」、

「藝術創作與賞析」為

幼兒園要培養的六個

能力，以其重新挑選分

類課程大綱學習指標，

作為「學習成果檢核

表」的項目 

 學習課程大綱幼兒學

習評量指標 

 編寫「學習檔案」: 各

班老師為每一能力領

域挑選兩項需要作品

或文字描述的學習指

標，收集及分析幼兒表

現資料，書寫學習檔

案，與家長一對一座談 

 應用課程大綱於課程

規畫與實踐 

 持續學習課程大綱幼

兒學習評量指標與實

作 

 重新編製「學習成果檢

核表」:將課程大綱 29

條幼兒學習評量指標

分類至「健康生活」、

「閱讀理解與表達」、

「邏輯思考」、「人際互

動」、「獨立負責」、「藝

術創作與賞析」六個能

力，成為「學習成果檢

核表」項目 

 書寫「學習檔案」: 各

班老師為每一能力領

域挑選兩條幼兒學習

評量指標，收集及分析

幼兒表現資料，書寫學

習檔案，與家長一對一

座談 

 

 

學習檔案實例 

以下以本園小班 109 學年度的學習檔案為例，說明學習檔案的項目、實施歷程及成

效。 

一、學習檔案項目 

臺北市向陽非營利幼兒園 109 學年度幼兒學習檔案評量項目－小班 

能力 學習檔案評量項目 

健康生活 
 能平衡與協調穩定性及移動性動作 

 能操作與運用抓、握、扭轉的精細動作並平穩使用素材、工具或器材 

閱讀理解

與表達 

 能理解故事角色和角色行為並說出印象深刻的內容 

 敘說包含三個關聯事件的生活經驗 

邏輯思考 
 能運用五以內的合成與分解整理數量訊息 

 能觀察動植物的生長變化或自然現象特徵的變化 

人際互動 
 能參與及探訪社區中的人事物與各種活動（包含節慶活動） 

 能理解他人的感受，樂於分享及展現關懷的行動 

獨立負責 
 能遵守生活規範 

 能嘗試自己能做的事情自己做並肯定自己 

向陽非營利幼兒園學習評量與學習檔案實施歷程實際執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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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創作

與賞析 

 能玩索各種視覺藝術的素材與工具 

 樂於接觸視覺藝術或戲劇等創作，能描述作品內容 

 

二、學習檔案的資料蒐集與書寫 

 蒐集與整理表現資料 

– 各班老師透過平日觀察並紀錄幼兒在一日作息時間的行為、在學習區的探索

與學習情形等，每兩週整理、撰寫成週誌，週誌內容包括老師預期的學習目

標、對應的學習指標與引導幼兒學習的策略、幼兒學習狀況的描述、老師的話

（幼兒行為的分析與建議）。 

– 透過週誌紀錄的整理與分析，老師能看出幼兒已展現的穩定能力，從週誌紀

錄中找出代表幼兒穩定表現的作品並進行行為意義的分析，成為學習檔案的

資料。 

 書寫學習檔案：各班老師平時持續整理週誌內容與照片，在第一學期期末（12

月底前）以及學年末（6月底前）時，撰寫六個能力共 12條檔案項目的內容，

編輯成冊成為「學習檔案」。 

以下呈現小班幼兒小欣在「藝術創作與賞析」及「人際互動」兩個能力的學習檔

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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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期末一對一家長會談 

 形式 

– 納入學期行事曆中，並在新生座談會、親師座談會中說明學期末會有「幼兒學

習檔案家長會談」活動，說明其目的、對幼兒/家長的好處，並預告會談時程，

請家長務必預留時間與老師對談。 

– 第一學期期末進行為期一至三週的會談：以中午幼兒午休時間為主，讓家長

自行填寫可以的會談時間，每位家長以 30 分鐘對談為原則。依各班老師狀況

和需求，由一位老師與家長會談，或兩位老師一起。對於特殊需求或需要協助

的幼兒,，商請巡輔老師、園長或教保組長一同參與，並提供特教資源與行政

資源的支持。 

 會談內容 

– 以學習檔案的內容為主，由老師先說明學習檔案的目的及各項能力的重要性，

再依序呈現檔案紀錄向家長說明幼兒學習狀況/進步情形，同時分享老師目前

所關注的學習表現。會對談過程中家長可提出更想瞭解的部分或提出疑問，

由老師再聚焦與家長溝通討論。 

 園方行政協助 

– 會談時間的人力安排：因可能同時各班都有會談，或家長臨時更改會談時間，

需調度足夠人力看顧各班幼兒。 

– 會談空間的安排：需要安排舒適且有維護隱私的會彈空間。 

– 需要適時詢問及關心老師們的對談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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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施成效 

 優缺點 

園方觀點 

– 對正在累積親師溝通經驗的新手老師來說較有心理壓力，需要事前提供充裕

的說明、練習、及觀摩機會，給予新手老師支持。 

– 若家長提出對課程/園務的建議，老師會回報，對園方來說是好事，成為一

個接受家長建議的管道，在收到家長的建議後，可即時回饋家長園方會如何

改善/處理。 

– 學習檔案的書寫能力和文書處理能力需要從平時的聯絡簿、週誌等日常工作

中累積與培養；剛開始園方需要跟老師溝通、磨合、協調，讓老師們知道園

方對於學習檔案的目的、原則與標準。但因每位老師能力不同，培養過程中

要因應老師個別差異給予回饋和肯定。 

 

老師觀點 

 老師 1：檔案評量讓我在孩子自由探索的過程中，練習聚焦地掌握孩子的基

本能力和優勢領域，幫助自己規劃與調整學習區。 

 老師 2：觀察孩子更有焦點，也能用不同的視角去觀察孩子，雖然很累但是

很值得。 

 老師 3：可以明確記錄孩子的學習，也能讓老師知道較容易忽略哪些幼兒。 

 老師 4：對於檔案，不覺得說自己寫的很好，但在一次次的書寫中可以看到

自己一點一滴的累積跟進步，就覺得很有成就感。 

 老師 5：跟家長溝通的時候顯得更專業，因為你是真的很用心且有目的的觀

察孩子，以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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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觀點- 

家長回饋－1 

更瞭解一些發展上的名詞和內容，例如什麼是大肌肉活動、精細動作指的又是

什麼，這些發展對小孩來說為什麼重要。檔案裡面寫的內容，也能看到老師的

課程是在幫助小孩。 

因為還沒來向陽前，在家裡玩黏土、玩扮家家酒、出去散步運動等等，就覺得

只是在玩，不懂這些對小孩來說有什麼重要，但是看了老師的紀錄之後，會比

較懂這些事情對小孩來說的重要性，更瞭解小孩的發展。也會比較知道小孩在

學校做什麼，回家問他都會說我跟誰誰誰在玩什麼，但其實我也不知道他們玩

的是什麼東西，在每一區又在做什麼？ 

和老師的對談，可以更深入知道小孩在學校的生活情形，像我很注重常規，但

接送的時候可能沒辦法跟老師談得很詳細或是更深入，所以有機會可以單獨跟

老師討論、瞭解小孩的狀況我覺得很好。 

家長回饋－2 

當初對於非營利幼兒園什麼都不教（ㄅㄆㄇ、ABC）又是混齡，對女兒是否該繼

續在向陽就讀感到遲疑，女兒向陽就讀已經要邁入第三年了，園長及老師們的

用心我們夫妻倆全感受到了！訪談時候最印象深刻的是老師完全提到了女兒

的個性及我們所在意的事，這是需要一定程度的觀察才能發現的。結束訪談的

時候，跟老公慶幸著女兒好幸福能有這麼好且觀察細微的老師，也有著關心孩

子們的園長及其他也一樣很棒的老師！ 

看著女兒的成長也讓我和老公徹底改觀，原來比起學 ABC、ㄅㄆㄇ，養成良好

人格讓小小孩學習如何與人相處、有同理心、生活自理及如何幫助自己更是重

要。未來學習的路還很長，先讓小孩喜歡學習、喜歡上學其他的自然而然就沒

那麼難了！所以我女兒超愛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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