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陽科大幼保系第27屆畢業成果發表會登場！開幕式由系主

任梁珀華和系上師長剪綵。（圖/陳惠玲攝影）

朝陽科大幼保系第27屆畢業成果發表會登場！學生分組上台

分享專題展演的靜態作品展內容及動態表演。（圖/陳惠玲攝

影）

【STEM-幼來玩科學】組學生在其靜態攤位分享其畢業專題成

果。（圖/陳惠玲攝影）

【劇在一起玩˙遊˙戲】組學生分享其畢業專題成果。（圖/

陳惠玲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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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大學部以培養積極、謙和、創新、
宏觀之教保專業人員及幼托產業人才為教育目標，今年邁入
第27屆畢業成果展，為了展現應屆畢業生四年所學專業，於
12月 4至8日在校內舉辦以「織夢熊」為題，呈現畢業專題成
果。今（4）日中午舉行開幕式活動，系主任梁珀華和系上師
長剪綵，學生分組上台分享專題展演的靜態作品內容及動態
表演，展現豐富多元的學習成果。
幼保系主任梁珀華指出，今年幼保系畢業專題成果展分為五
大主題，各組成果表現多元豐富，範圍也擴展許多，內容包
括幼兒音樂美語教學、閩南語教學、幼兒科學教具研發、寶
寶劇場遊戲、漢字部件意義化的教學等。

　　梁珀華說：「朝陽幼保系畢業生在業界是受肯定的，一
畢業就有工作，出路多元又很廣，雖然少子化嚴重，但現在
幼兒園就缺老師，而且缺的很嚴重！我們的學生目前在國內
業界很搶手！諸如在非營利的、公立的、私立的幼兒園等就
業的狀況都還不錯；大學部和研究所目前都有外籍生來就
讀，大部分來自印尼和馬來西亞。」
【STEM-幼來玩科學】組畢業專題成果
　　學生透過科學實驗活動啟發幼兒的科學興趣，自製繪本
且融入孩子最喜歡的「遊樂園」為主題，結合科學原理
「電」和「力學」，從生活中最常見的原理出發，讓幼兒輕
鬆地理解抽象的科學概念。

　　指導老師曹俊德表示，「幼保系一年一次的畢業專題，
是學生將過去三年多在學校所學應用在這次的發表會，也是
作為在畢業前最後一里檢視自己所學的成果。這一組是科學
教育，順應台灣科技發展趨勢，我們希望從幼兒時期就啟發
他們對科學教育的熱愛和興趣，當然也訓練其專注程度與精
細動作，這是一舉多得的教育素材，希望同學們能夠把所學
應用在未來就業的職場，為更多孩子啟發科學教育的興趣，
也為我們的國家盡一份科學教育的力量。」
學生張詠姿分享，「我們是以STEM教育為核心，帶領小朋友
進行科學進行探索，從其思考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可以發
現他們是有被培養出來的。我們也透過他們身邊垂手可得的
材料設計了十組教具，以及每套教具對應的繪本帶入幼兒園
進行試教，從教學觀察紀錄中發現小朋友對科學是越來越喜
歡的。」

【劇在一起玩˙遊˙戲】組畢業專題成果
　　由吳鷰儀老師指導的【劇在一起玩˙遊˙戲】專題，強
調在「play玩(物)，遊(境)˙戲(人)」的過程，啟發成長之
舞台。
該組由二位學生代表分享成果內容，並說：「我們主要呈現
兩種面向的劇場，包括紙面劇場、寶寶劇場。其中寶寶劇場
是參與式劇場，寶寶和主要照顧者於劇場中可以在觀眾與表
演者之間自由轉換身分，或者是由演員去邀請觀眾參與演
出；寶寶劇場目前在歐美地區是蔚為風潮，演出形式非常多
元，寶寶劇場的專題是首次在大專院校的畢業專題展呈現，
有別於過去近框式舞台的呈現，嬰幼兒不僅僅是觀眾，也是
表演者；我們研究的對象是10個月到24個月的寶寶，以及主
要照顧者。」

　　該組二位學生指出，「紙面劇場我們則使用圖畫書作為
主要媒介，針對六個不同年齡層的嬰幼兒設計活動，圖畫書
也運用不同的形式與材料製作書本，希望孩子可以藉由視覺
和聽覺的感官，在圖畫書中探索發掘新奇感與注意力；在閱

讀中探索遊戲，圖畫書提供多樣化的體驗，增添嬰幼兒在圖畫遊戲中的樂趣。

【E拼繪說】組畢業專題成果
　　指導老師王美玲表示，【E拼繪說】專題組E是指Enjoy、Every、Easy的意思，讓幼兒愉悅享受地透過學生的故
事、實物解說、圖像分析或手作、遊戲等多感官的歷程，讓幼兒覺得有去容易理解，在腦中留下心智記憶，形成心智
圖像，運用漢字部件意義化教學，讓幼兒能知道文字部件背後的意義故事與奧妙。
學生黃若庭分享團隊針對專題成果的新發現，經過這次的專題讓我們知道，其實漢字或注音都可以透過更活潑輕鬆的



方式，讓幼兒學習。

　　她說「我們的專題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在語文教學融入語文學習區，針對大班的幼兒進行漢字部件意義化
教學法，因為漢字最小的單位是部件，我們以圖像的部件來呈現教學，並製作三本繪本，包括實體書與電子書，對學
習能力較差的幼兒會有很顯著的幫助；第二部分是針對中班的幼兒進行注音部件的教學法，注音是屬於標音符號，對
幼兒來說會過於抽象，我們利用繪製的圖卡來幫助幼兒記憶；第三部分我們以心情日記讓幼兒用圖像來表達在假日的
內在想法，我們以教育部幼兒評量手冊上的層級，經過家長問券統計數據後發現幼兒有過度使用三C產品情形，還有針
對中、大班幼兒因為疫情期間停課沒有到實體教室學習，均會影響圖像與口語的表達。」

【2023HMEAYC】組畢業專題成果
　　由李玲玉、梁珀華老師指導的【2023HMEAYC】組專題，以全幼兒音樂教育開展音樂美語課程及活動，配合幼兒教
學活動製作一系列教材與教具，以幾何圖形作為故事主軸，來實現全幼兒在各項身心領域的發展。

　　學生佘安綺、翁曉蘋分享，「團隊2023HMEAYC在這一年教學中，我們以全幼兒音樂美語教學方式融入課程主題，
透過同學們製作的大書、故事圍裙、觸覺地毯、自製樂器等，增強孩子們的視覺聽覺的體驗，創新的教學提升了幼兒
的語言能力，激發了幼兒的音樂潛能。我們製作多元的教具是為了增加教學的豐富性，還有與幼兒的互動性，希望透
過這些教具可以引起幼兒的學習興趣，同時在教學的過程中我們也能茁壯成長。
擔任【豆陣學台語】組指導老師蔡嫦娟分享，今年幫同學設計的主題是「來學習台語」，這一年來同學們也發現台語
的豐富性。在日漸發達的時代中，台語也逐漸在生活中流失，大多數的孩子對這個語言感到陌生，因此我們很希望孩
子們在幼兒吸收力很強的時間點來學習台語的音調；我們以戲劇、遊戲和繪本的方式來激發孩子們對閩南語的熱忱，
同時喚起他們的好奇心，讓他們一同探索生活中的閩南語，培養他們靈活運用閩南語於溝通、互動和欣賞之中的能
力，同時進一步了解並傳承我們的語言和文化。

　　蔡嫦娟說：「這對大學生來說他們需有一個能力，就是拿到一個主題之後透過自己的研究就可以發展課程，不管
是昆蟲、科學、語言等等各種題目，他們拿到手透過研究就可以帶給幼兒豐富的課程。我想這一年專題裡面會受到這
樣的訓練，這一組學生到現場去幼兒班三個班級教學，每一個班的教學都有27次以上，大量的練習實務操作無論是編
寫教案或實際教學或製作道具，他們都被磨練了，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學習機會。」

朝陽科大人文暨社會學院院長李玲玉表示，「幼兒表現藝術」、「蒙特梭利教育」、「幼兒語文」四大核心專業來培
育學生，幼保系以「嬰幼兒照護與早期療育」、結合跨系院次專長「兒童美語學程」、「幼保多媒體系統學程」、
「嬰幼兒教玩 具設計學程」三大學程，培育出具備專業知識，卓越技能和專業素養的教保服務人員，未來可以擔任幼
托機構教保服務人員、嬰幼兒照護托育人員、嬰童產業專業人員，未來，教保工作前景十分看好。
https://n.yam.com/Article/20231204326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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