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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增實境和微型教學對職前教保人員教學信念之影響 
Action research on the impacts of augmented reality materials and the micro teaching way on the teaching 

beliefs of pre-service preschool educators 
 

一. 報告內文(Content) 

1. 研究動機與目的(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帶領本系學生實習時發現，學生設計的教保活動常與幼兒能力和興趣有落差，加上

現場幼兒狀況多樣，導致學生對教學屢感到挫折，雖然實習後 85%以上學生進入幼兒園

工作，但是普遍擔任幼兒班級的助理教師，進一步徵詢驚訝得知：學生主動向任職機構

表示擔任助理教師即可。也請畢業生們回顧哪些知能如果在學期間就獲得，對這種的擔

憂就能降低而更有信心去接受帶班工作，畢業生們表示缺乏實務經驗是主要原因；因為

教室學的技術遇到不同幼兒的反應是很難解決的，例如教材教法上了理論知識和教學設

計技巧，採小組式試教練習，而真正職場的挑戰是單打獨鬥，對增加實務經驗的效果非

常有限。因此，在課程中安排個別試教練習，對強化個人教學技巧是必要的；如果有在

職幼兒教師的協同指導，將使學生能更認識產業實務運作。 

依 Vygotsky（1978）指出人類有低層次與高層次的心智功能，在低層次心智功能包

含個人的猜測、感覺；高層次心智功能包含個人的批判思考能力與創造能力等。因此，

本計畫嘗試讓學生透過微型教學中，同儕、教師與業界教師提供的觀課意見，檢視與調

整個人的教學技巧，來幫助學生提高教材教法的設計與執行能力。 

有意義的教育須要和現實生活世界相關聯，讓學生所學是有意義的；但是如何讓實

習前的學生就能有更多參與實務職場的經驗？鑑於醫學相關系所常以擴增實境作為增加

學生臨床體驗和練習技術的方式（Hanna, et al., 2018），因此，本研究嘗試製作幼兒

園擴增實境數位教材，讓學生增加面對職場情境和問題處理的體驗，連結理論與實務的

教學效益。此外，服務學習活動常是體驗社區文化和職場實務的機會。 

由於本系課程主要在培育學生成為幼兒園教保人員，使學生從學習經驗中建立個人

對教保工作的教學信念是重要任務，因此，本研究以學生的教學信念作為檢測課程教學

成效的依據。 

 

2. 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 

本研究以擴增實境數位教材結合微型教學模式，了解職前教保人員的教學信念，因

此，以下分別說明擴增實境數位教材、微型教學、教學信念。 

(1)  擴增實境數位教材 

人類學習有 80-90%來自於視覺感官（張訓誥、杞昭安、范文良，1998），這種以視

覺為主要學習途徑，隨著科技進步的發展，從傳統 2D 平面文字圖片影像資料的單向接受

訊息形式，轉為 3D 仿實境影像資料的雙向可互動訊息模式，也就是所謂的擴增實境

（Augmented Reality, AR），這種結合真實與虛擬影像的視覺資料，可搭配器材把行動

反應在資料上，使資料與閱聽者可以有較多互動（Azuma et al., 2001）。應用 AR不需

要花費巨額的成本，僅透過軟體技術，加上額外的虛擬物件模型資訊，就可做到不錯的

互動效果，例如獲得 2019 教育創新 100 獎的阿特發互動科技，設計 VR眼鏡，搭配手機

就能操作擴增實境教材，人不需在現場就能從虛擬實境中獲得臨場感受，有助提高學生



學習興趣與參與(李姿萱，2019)。 

目前擴增實境運用範圍（表 1）從課堂教學、博物館導覽、病理解剖等，使用年齡

亦廣泛從幼兒到成人，學習內容的設計，包含 2D 模型、3D 模型、擴增實境呈現、擴增實

境標籤等（蕭顯勝、陳俊臣、李鴻毅，2013），其中採動畫呈現主題內容和問題探索的 2D

模型以及採真實景物影像和任務回應的 3D模型，可增加學習者與虛擬影像互動。 

此外，擴增實境亦屬於使用資訊科技的數位教材類型之一，對於日漸蓬勃的數位教

材發展，其品質的要求愈益受到重視，除了教育部數位學習教材與課程認證的品質管控

機制外，教材的評鑑模式亦出現 Plan-Do-Check-Action 的 PDCA 模式（張國恩、宋曜廷

編，2012）、Analysis-Design-Implementation-Evaluation 的 ADIE 模式（徐新逸，2003）、

Analysis-Design-Development-Implementation-Evaluation 的 ADDIE 模式（陳怡芳、陳

宏志、陳宏亮、吳聰慧，2011）。其中 PDCA 模式常運用在教育領域。循環式品質管理循

環（PDCA cycle）是由 Deming(1950)提出，是透過計畫（Plan）-執行（Do）-檢核（Check）

-行動（Action）等程序來確保每一個工作環節的品質，並針對問題及時發現並設法解決，

降低可能的損害。教育評鑑亦採用此模式來檢核教學成效及應用於行動研究（沈龍安，

2018；徐明志，2010；馮清皇，2008；潘文福， 2014；簡瑋成，2014）。依據 Deming(1950)

對於 PDCA 各階段的內容重點：計畫階段重視目標訂定、計畫研擬、組織分工等。執行階

段重視過程確實依計畫推動、內部人員互動；執行過程中蒐集的資料可作為下一階段進

行修正和改善提供依據。檢核階段重視資料評估和工作進度管制稽核，並依檢核結果提

出修改方案。行動階段則是重視修正過程中的協調和調整。故應用 PDCA 模式檢核數位教

材則是以課程目標和教材設計課前製作作為計畫階段任務，教材使用與操作的可行性作

為執行階段任務，學生對學習內容的理解與態度表現作為檢核階段任務，依學生反應調

整教材使用方式和內容作為行動階段任務。 

表 1 

擴增實境相關研究整理表 

作者（年代） 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方向 

郭世文（2008） 文獻 文獻分析 博物館導覽應用 

蕭顯勝、陳俊臣、李鴻毅（2013） 49 位小學生 準實驗研究 博物館導覽應用 

謝惠菁、徐雪芩、林憶如（2018） 5-8 歲兒童 設計研究 文化課程數位教材 

何家誼、陳建宏、戴榮賦、蕭雨

青（2015） 
156 位民眾 問卷調查 影像平台使用情形 

林麗娟、周德嬚（2013） 民眾 設計研究 圖書館行動服務 

張菀珍（2015） 大學生 準實驗研究 文化課程數位教材 

陳奕璇（2020） 22 位小學生 調查法 多媒體教材運用 

Yilmaz (2016) 
30 位老師及

33位 5歲幼兒 
調查法 多媒體教具使用 

Hanna 等人（2018） 醫院 設計研究 病理解剖運用 

 

(2)  微型教學 

微型教學，又稱為微觀教學、微縮教學、小型教學，史丹佛大學從 1963 年開始在師

資培育課程中用以訓練和診斷職前教師教學技巧的方法（Allen & Eve 1968）。有別於傳

統的講授教學，微型教學著重某一特定教學技巧的學習，且不受時間、地點、人數的限



制，通常先擬定教學目標（準備期），再由示範教師進行 5-10 分鐘教學演示並錄影（演

練期），透過小組觀察及討論，提供教學技巧的回饋與解釋（回饋期），經過多次教學演

示及成員回饋（再演練期），以改善或提升教學技巧（Altman & Ramirez 1971），亦應用

於在職教師訓練中（Allen & Ryan, 1969），以便專注於某一項特定的教學技巧。由於示

範教師可輪流擔任，所以每個成員都可能成為教學者和諮詢者，討論過程的溝通模式需

要有經驗的教師引導才能有效發揮學習效果（黃永和，2004）。 

檢核微型教學的指標，張民杰、濮世偉（2012）以師資生為對象提出微型教學評分

表和記錄表作為評量工具，內容包含教師表達、媒體與教材、師生互動等面向，並以

Flanders 互動分析軟體進行教學行為分析。研究發現此套評量工具與傳統評分方式具高

度相關，但是工具更具信度且可使學生明白自己在表達、媒體與教材、互動等不同層面

的差異，而獲得明確的教學技巧改善。故作為本研究微型教學評量之工具，提供學生同

儕與授課教師對教學演示歷程的評分及記錄。 

表 2 

微型教學相關研究整理表 

作者（年代） 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張民杰、濮世偉

（2012） 
師資生 52 人 行動研究 

確立微型教學評量工具可運用於

其它課程 

周春美、沈健華

（2003） 

教育學程學生

21 人 
行動研究 

實習歷程包含不協調、綜合、實

驗、統整等階段 

盧秀琴、蔡幸如

（2019） 

在職教師 14

人 
個案研究 微型教學較模仿設計教學有效 

張德銳、李俊達

（2004） 
文獻 文獻分析 

微型教學為高階發展性教學輔導

技巧 

黃永和(2004） 大學生 34 人 行動研究 微縮教學有助教學知能及省思 

Mahmud & 
Rawshon(2013) 

師資生 40 人 準實驗法 微型教學較傳統教學有效 

 

(3)  教學信念 

信念是個人對特定對象的某一屬性所具有之訊息，而且個人對此屬性肯定的程度影

響其信念的強弱；因信念的來源差異又分為從觀察中獲得的敘述性信念、觀察所作推論

出的推論性信念、從外在訊息獲得的訊息性信念（張賴妙里，2000）。由此可知，信念的

養成主要來自於個人經驗的觀察和推論，而外在訊息的獲得雖可影響信念，但仍須受個

人經驗和主動擇取的意願而定（何縕琪、張景媛，2003；李麗君，2006）。因此，對教師

教學信念的探討常涵蓋個人學習經驗、職前訓練學習經驗和職場學習經驗，其中個人學

習經驗可探討到過去的求學歷程和其它領域的經驗（李麗君，2006；李雯佩、高傳正，

2007；陳淑敏、張玉倫，2004；Cullen & Greene, 2011）；職前訓練學習經驗則常探討訓練

歷程和個人對自我與職業的價值觀（李麗君，2006；李雯佩、高傳正，2007；陳淑敏、

張玉倫，2004；Cullen & Greene, 2011）；職場學習經驗則探討職業專業知能、個人對自我

與職場文化的價值觀（何縕琪、張景媛，2003；李雯佩、高傳正，2007；黃儒傑，2007；

張瓊云，2013；譚彩鳳，2006）。 

對於職前教保人員教學信念的議題，應從個人學習經驗和職前訓練學習經驗兩層面



去探討。吳碧如（2004）編製的幼兒職前教師效能感量表包含克服家庭因素、克服外在

環境及學生因素等面向，可了解職前教保人員在自我、家庭和社會等價值觀；邱素玲、

洪福源（2014）編製的大學生學習倦怠和學習投入量表則可了解職前教保人員在求學歷

程和職前訓練學習經驗的態度表現；吳碧如（2004）編製的幼兒職前教師效能感量表亦

包含有效教學、專業知能、奉獻、盡責、排斥任教、認同等面向，可了解職前教保人員

在職前訓練對自我與職業的價值觀。因此，本研究參考並修正邱素玲、洪福源（2014）

大學生學習倦怠和學習投入量表、吳碧如（2004）編製的幼兒職前教師效能感量表之題

目，作為探討職前教保人員教學信念之工具。 

表 3 

教學信念相關研究整理表 

作者（年代） 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李麗君（2006） 師資生 9人 準實驗法 
參與教學活動後調整個人教學信

念 

陳淑敏、張玉倫

（2004） 
在職教師 9人 詮釋性研究 

教師的教學信念與教學行為差距

大 

譚彩鳳（2006） 在職教師 6 人 訪談及觀察 傳授觀和啟發觀的教學信念 

張瓊云（2013） 
在職教師 1314

人 
問卷調查 

教學目標、師生互動及學生行為規

範的對立等教學信念構面，均是男

性高於女性。 

李雯佩、高傳正

（2007） 
在職教師 1位 個案研究 

教學目標、教學方法、親師互動和

教學評量等層面的信念。 

黃儒傑（2007） 
在職教師 304

人 
問卷調查 

成就目標導向與教學承諾具正相

關，以精熟層面較具影響力 

何縕琪、張景媛

（2003） 
在職教師 4人 個案研究 

合作成長模式有助於教師知識信

念與社群關係等的成長 

Cullen & Greene 
（2011） 

師 資 生 114

人、實習教師

67 人 

準實驗法 
個人的學習動機是主要關鍵，知識

和技術會隨實際處境而調整 

 

3. 研究問題(Research Question) 

本研究主題為擴增實境和微型教學對職前教保人員教學信念之影響，以幼兒園教材

教法ⅠⅡ作為課程實踐。目的為探討擴增實境和微型教學對職前教保人員教學信念之影

響。 
 

4. 研究設計與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首先邀約幼兒園領域優質業界專家參與本研究，透過實地訪談並拍攝幼兒園教室環

境與教具等內容，製成擴增實境數位教材；課程過程包含教師引導及示範、學生擴增實

境數位教材學習及教案設計實作、階段式微型教學（學生同儕和授課教師微型學習、業

界教師微型學習）等不同資源形式運用，提供學生教學演示和實務情境的練習經驗，以

增進學生的教保專業知能與技術能力、培養專業教保服務工作態度；由於擴增實境數位

教材的使用不受時空限制，增加學生個別練習的機會、可延長教學效益。另一方面，藉

由與業界專家合作機會，提供學生參與產業服務學習，強化實務經驗。並採紙筆測驗、

實作評量及檔案評量等多元評量來瞭解與掌握學生對教保工作的教學信念。 



本研究以幼兒園教材教法Ⅰ、Ⅱ做為模式實施之課程，由於幼兒園教學包含社會、

情緒、語文、身體動作與健康、認知、美感等領域，每一個領域進行四週，故本計畫實

施期程為兩學期。 

教學流程以理論講述和擴增實境數位教材操作，引導學生進行教學規劃及演示練習；

透過授課教師的教學演示，讓學生觀摩完備的教保活動課程，隨堂練習撰寫教案，強化

學生教學活動設計能力，並透過個別學生的教學演示以同儕小組互評教案內容，提供撰

寫技巧及經驗的交流。 

另一方面，學生於課後前往幼兒園進行教學服務(過程製成試教影片)及幼兒照顧協

助的服務學習，增進實務經驗；亦針對學生校外試教影片進行小組及業界教師教學技術

討論，使教學技巧獲得改善。 

對於學習表現評量，包含實作評量、檔案評量、紙筆測驗，評分對象亦包含授課教

師評分、學生自評、同儕互評等。 

 

(2) 研究步驟說明 

A.  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職前教保人員的教學信念為探討焦點，透過觀摩與實作、擴增實境數位教

材操作、服務學習、微型教學等形式，來了解教學信念的變化情形（圖１）。 

 
圖 1 研究架構圖 

 

B.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科目幼兒園教材教法Ⅰ、Ⅱ兩門課進行課程實踐，為幼兒教育學系專業必

修課程，開課年級分別為大二與大三，故參與本研究之對象共計 88 人。因修讀完整幼兒

園教保員培育課程的學生將成為教育部認可的合格教保人員，故本研究稱修讀此培育課

程學生為職前教保人員。 

 

C. 研究方法及工具 

本研究採用行動研究以科目幼兒園教材教法Ⅰ、Ⅱ進行課程實踐。蒐集各種佐證學

生學習成效的資料，如校務系統平台的課堂出席記錄、學生學習計畫及檢核表、學生作

業、測驗、服務學習活動報告、學生對課程及教學信念問卷等。並蒐集各種佐證教師教

學成效的資料，如校務系統平台的課程大綱和教學評量、教學平台的課程教材分享、擴

增實境數位教材成果、業界教師回饋單、產學合作備忘錄、學生問卷等。 

本研究採用之職前教保人員教學信念包含個人因素、學習經驗、職業訓練經驗等，

個人因素指個人對自我、家庭和社會的觀感，學習經驗指學習歷程的參與及感受，職業

訓練經驗則指對專業知能和投入職場的觀感。因此，參考邱素玲、洪福源（2014）大學

生學習倦怠和學習投入量表、吳碧如（2004）幼兒職前教師效能感和任教承諾量表，修

正題目共計 44題的六點量表，包含有效教學（6題）、專業知能（5題）、克服家庭因素

（4 題）、克服外在環境及學生因素（3題）；奉獻（6題）、盡責（3題）、排斥任教（3 題）、

認同（4 題）等面向。 

教學
信念

觀摩
實作

擴增
實境

服務
學習

微型
教學



D.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蒐集之資料依資料屬性分為質性與量化資料，質性資料處理以資料編碼、製

作類目表，並進行主題之內容分析；量化資料處理以資料編碼、依主題製作 SPSS 資料檔，

進行描述性統計、平均數分析。 

 

5. 教學暨研究成果(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本研究教學流程以教保活動設計理論講述為主，運用階段式微型教學引導學生進行

教學規劃及演示練習（圖 2），並輔以課後自主學習擴增實境數位教材，幫助學生認識教

學情境和教材教具；再透過授課教師、業界專家、同儕小組的討論回饋，提供撰寫技巧

及經驗的交流。 

 
圖 2 階段式微型教學流程圖 

 

階段一：授課教師教學演示（團體） 
此階段由授課教師教學演示，讓學生觀摩完備的教保活動課程，隨堂練習撰寫教案，

強化學生教學活動設計能力，引導學生認識各發展領域與學習指標，並練習教保活動計

畫撰寫和活動帶領技巧。對於教保活動計畫撰寫完備且符合活動敘述標準的優良教案，

亦展示於課程群組，提供同學相互觀摩分享。 
 

   
圖 3 授課教師教學演示及教案範本 

學生校外教學演示練習及服務學習活動（小組）

教學演示-業師回饋 教學演示-師生回饋

學生校內教學演示練習（個別）

教保活動計畫-教師回饋 教學演示-師生回饋

授課教師教學演示（團體）

介紹發展領域與學習指標 練習撰寫教保活動計畫



   
圖 4 學生優良教案 

 

階段二：學生校內教學演示（個別） 
此階段分為兩組，一組由學生進行校內教學演示，學生自行設計活動計畫，交由授

課教師指導，並在課堂上進行個別試教，試教後透過授課教師與同儕的討論及回饋，明

瞭個別的教學表現情形，每位學生的試教皆有錄影記錄，提供學生會後自行檢討。 

 

   
圖 5 學生校內教學演示及教案 



  
圖 6 學生校內教學演示同儕討論回饋及評分表 

 

另一組亦由學生進行校內教學演示（因疫情改由線上教學演示諮詢），學生自行設計

活動計畫，交由授課教師指導，並在業界教師指導下進行個別試教（非上課時間，時間

依業界教師安排），試教後透過業界教師與同儕的討論及回饋，明瞭個別的教學表現情形，

每位學生的試教皆有錄影記錄，提供學生會後自行檢討。 

 

   
圖 7 學生校內教學演示業界教師討論回饋及評分表 

 
階段三：學生校外教學演示及服務學習活動（小組） 
此階段由 2-3 名學生一同前往校外幼兒園進行教學演示與照顧幼兒服務活動，每名

學生自行設計活動計畫，交由授課教師指導，並在幼兒園教室進行個別試教，並由另一

名同學協助錄影記錄，活動後透過業界教師的討論及回饋，明瞭個別的教學表現情形，

由於每位學生的試教皆有錄影記錄，故會後在課堂上由授課教師帶領小組進行討論、發

表教學技巧的意見，提供個別學生教學技巧意見。 

 



   

圖 8 學生校外教學演示及服務學習活動 

 

   

圖 9 學生校外教學演示同儕討論及回饋 

 

(2) 教師教學反思 

本研究期間適逢疫情而使部分時間改由線上授課，且有場所人數管控等限制下，調

整計畫中多項作法（表 4），尤其是擴增實境教材製作歷程因疫情延誤，當園所可以進入

拍攝時，恰與學生前往教學演示和服務學習活動相重疊，而且計畫時忽略幼兒園作息活

動無法有充足時間去記錄，所以影片未能及時讓學生觀看;當學生完成試教後再看到影片，

偶有發現新事物的驚奇，發現教室內有好多沒看過的教具教材。 

另一方面，也因為疫情中斷導致無法入班教學，學生表示非常可惜與期待。線上教

學演示雖然提供師生有近距離觀察的機會，但對於教學者卻無法學習和幼兒直接互動，

而且有些教學方式在線上可以呈現，例如使用繪本或多媒體教材，在實地進行時要留意

的技巧與線上教學差異大。 

因授課時間已被教學演示和學生練習撰寫教案佔滿，導致擴增實境教材需讓學生課

後自行學習，甚為可惜，較難掌握學生參與情形。不過製作擴增實境數位教材，結合業



界專家資源，有助增進教師教學方法及產學應用能力。 

值得肯定的是在教師、業界教師和同儕共同協助下進行的微型教學，學生接受度高

且也願意嘗試與挑戰，尤其在分享回饋時，同儕的意見往往更細心和貼近學生的想法，

強化學生的學習參與表現。 

表 4 

製作擴增實境教材歷程整理表 

準備階段 前製階段 後製階段 運用階段 

取得機構同意 
因疫情管制人員進

出幼兒園 

拍攝時間以下課後

時間（約 30-60 分

鐘）為主，故以照

片進行記錄 
因 B 園學習區變動

頻繁，故由班級人

員提供照片，故取

景方式無法達一致

性 
 

運用 sweethome 製

作教室空間平面圖 
運用影片編輯器完

成各園教室空間

2D 影片 
運用影片編輯器完

成各園學習區規劃

及教具內容 2D 影

片 

因教案撰寫練習和

試教活動已佔滿課

堂時間，且疫情避

免接觸感染，故擴

增實境教材改以線

上課後自主學習方

式 

(3) 學生學習回饋 

本研究以幼兒園教材教法Ⅰ、Ⅱ兩門課進行課程實踐，兩門課的教學評量分別為

4.77 和 4.44，而且相較於 109 學年授課時的學生表現，能獨立完成教保活動計畫和教

學演示的學生比例皆有增加（表 5），且參與本研究的學生教保活計畫表更著重老

師引導語的使用，而非流程敘述（圖 10），選用多媒體教材的學生數增加（圖 11），
愈多學生自編操作型教具和數位教材（圖 12），自願接受業界教師指導的學生數增

加（圖 13），學生的教學信念調查亦顯示學生對學習投入、專業知能、努力堅持、專業

認同等項目表現高度支持（圖 14）。 

表 5 

學生學習成效整理表 

學期 修課人數 獨立完成人數 選用多媒體人數 自編教材教具人數 
109 上 43 42（97.67%） 5（11.63%） 25（58.14%） 
109 下 44 42（95.45%） 11（25%） 39（88.64%） 
110 上 43 43（100%） 26（60.47%） 41（95.35%） 
110 下 45 45（100%） 35（77.78%） 36（80%） 

 



 

圖 10 學生作品：教保活動計畫 

 

   

圖 11 學生運用及自編多媒體教材 

    

圖 12 學生自編教具 

 



   

圖 13 學生接受業界教師指導 
 

 

圖 14 學生教學信念直方圖 
 

6. 建議與省思(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在教師、業界教師和同儕共同協助下進行的微型教學，確實提供每位參與學生對個

別的表現和技巧有更多的想法，而且多次的教學演示經驗也使學生較不畏懼面對不同幼

兒的反應，也願意給予自己較多的嘗試，更有助學生對自我和專業學習更有信心與認同

感。 

惟在擴增實境教材製作歷程因疫情延誤和幼兒園作息活動無法有充足時間去記錄，

甚為可惜，不過有些園所鼓勵班級教師把教室情境進行週期性教學記錄的方式，是很棒

的作法，若可進一步製作擴增實境教材，提供職前與現職教師間相互學習交流參考，以

及教學歷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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