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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高雄市鳳山區一直以來都是台灣南部重要縣市，在 2010 年縣市合併後，一躍成為高雄

市人口最多的行政區。不管在人文素養或是自然區位方面，都十分具有文化觀光及歷史記憶

傳承的潛力，再加上與高雄市中心相連，形成一個跨地區的都會帶。鳳山地區給人的印象是

高雄市的重鎮，各種產業林立，形成工業和服務業為主的行政區，在先天上也具備濃厚的人

文歷史條件，種種因素讓鳳山地方特色鮮明，如傢俱街、打鐵街、番薯街、砲塔、城牆、鳳

儀書院、曹公圳及大東文化藝術中心等等。但隨著時間脈絡的遷移，及官方的區域 特色定位

太慢，知名度落後其他歷史古都，使得「百年古城」的歷史文化似乎要與年輕一代脫軌，甚

至路過古蹟而不相識。 

 

高二暑假學校安排至幼兒園實習，發現幼兒園很著重本土教育，希望讓幼兒對在地文化

認識及保護，為讓幼兒更融入本土文化認識，研究者運用繪本進入鳳山新城發展情形及歷史

古蹟，為加強幼兒透過圖畫書中的故事，讓幼兒體驗良好的生活規範學習關懷及尊重自己的

生長地區，藉由教學活動深化幼兒的思考。因此以繪本的故事內容體驗、觀察角色的經驗、

生活、互動、衝突…等，可幫助解決幼兒自身類似的問題。學習如何從他人角度看待事物，

引導、判斷故事角色行為，進而模仿、認同書中人物，改變行為，這些都是幼兒經由認知內

化為行為的轉變過程。探究運用以「鳳邑新城」為主題的圖畫書，促進幼兒學習歷程是本研

究的另一個動機。所以幼兒認識本土文化的背景發展是本研究的動機之一。 

 

二、研究目的 

 

以繪本方式製造出一本立體圖畫書，利用說故事的方式跟幼兒介紹有關鳳山新城古蹟，

讓幼兒了解鳳山新城古蹟的文化價值以及從古蹟中培養幼兒的文化素質及社會觀念: 

(一)、探討幼兒認識在地文化鳳邑新城的背景發展 。 

(二)、瞭解幼兒在融入繪本教學對古蹟的關懷表現情形。  

(三)、瞭解幼兒在繪本教學後對鳳山新城學習之成效。 

 

三、名詞解釋 

 

(一) 繪本 

繪本顧名思義就是「畫出來的書」。整本書以圖畫為主，可以連貫成為單一完整故事的

稱為繪本。繪本融入教學首先應引起動機，老師引領學生欣賞繪本封面設計帶領孩子探索內

文據情發展的興趣與慾望；接著，進行作品導讀，透過「看、聽、說」等教學歷程以瞭解繪

本的情節、人、事、物等；探討繪本所預傳達之內隱意義與教育價值。本研究之「繪本融入

教學」係指研究者利用繪本融入本土文化教學活動，分享鳳山新城發展理念與價值，繪本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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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的對象主要是鎖定學齡前後階段的幼兒，主要目要讓幼兒在分享的過程中，更了解生活周

遭文化對其保護關懷。 

 

(二) 鳳山新城 

鳳山縣城自林爽文事件後，於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遷至埤頭街（今高雄市鳳山區），

為別位於左營之鳳山縣舊城，遂稱其為鳳山縣新城。鳳山縣新城原有城門六座、砲台六座、

土牆及莿竹二重城牆、護城河。經歷歲月摧殘，只餘城門一座、砲台三座，現均列為鳳山縣

城殘蹟，為市定古蹟[1]；城牆幾已全數傾圮，護城河或填平、或改為地下箱涵，惟縣城西側、

東南側的護城河仍完好可見。故探究鳳山新城區的城市色彩，周邊環境發展的沿革。 

 

(三) 本土教學 

 本土教學是讓兒童與生活環境中的人事物產生有意義的互動，認識、關心環境，對 

世界的了解，並且有自發性繼續學習的動力的一種課程活動，教師、家長或社區人士是觀察

兒童的發現，在旁引導、適時提供協助者。探索社會文化活動的內容與價值，提高對在地環

境與在地文化的認同感，培養面對多元文化的接納與尊重態度。 

 

四、研究對象 

 

以 S 幼兒園 5~6 歲大班幼兒為主，透過繪本及設計「鳳邑之旅 GO 遊戲」，增加幼兒對

鳳山新城古蹟的認識及關懷。 

 

貳●正文 

 

一、鳳山新城區歷史源流 

    

 (一)鳳山縣舊城，又稱左營舊城，位於高雄市左營區。由於清代左營地區劃歸鳳山縣管 

     轄，故稱為鳳山縣城，原先為土城。現今看到的舊城（石城）是道光五年（1825 年） 

     由土城改建，道光 6 年（1826 年）完工。由於後來林爽文事件時，於南部呼應起事的 

     莊大田勢力攻破鳳山縣城，之後官署等遂移往埤頭街（今鳳山區）又 蓋了一座鳳山縣 

     新城，因此相對於「新城」，左營舊城就被稱為「舊城」。 

 

 (二）鳳山縣城自林爽文事件後，於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遷至埤頭街（今高雄市鳳山  

     區），為別位於左營之鳳山縣舊城，遂稱其為鳳山縣新城。鳳山縣新城原有城門六 

     座、砲台六座、土牆及莿竹二重城牆、護城河。經歷歲月摧殘，只餘城門一座、砲台 

     三座，現均列為鳳山縣城殘蹟，為市定古蹟；城牆幾已全數傾圮，護城河填平、或改 

     為地箱涵，唯縣城西側、東南側的護城河仍完好可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E%97%E7%88%BD%E6%96%87%E4%BA%8B%E4%BB%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9%9B%84%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9%9B%84%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A6%E7%87%9F%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3%B3%E5%B1%B1%E7%B8%A3%E8%88%8A%E5%9F%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3%B3%E5%B1%B1%E7%B8%A3%E6%96%B0%E5%9F%8E#cite_not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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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東便門與東福橋東便門的現貌訓風砲台現貌澄瀾砲台現貌平成砲台現貌舊貌 

 

   舊貌圖片來源：鄭溫乾(1997)，《歲月屐痕:鳳山老照片初選暨街頭巷尾話鳳山老地名》 

    

二、繪本在幼兒教學上的角色與價值 

 

 (一) 繪本的教育價值 

 兒童文學家林良（2011）認為，閱讀優良圖畫書的孩子能領略不同的真理與智慧。圖 

 畫書即繪本。郝廣才（2006）認為繪本可引導幼兒呈現角色的認同，繪本故事特別重   

 視表現的技巧，讓幼兒有所感覺，因此能讓幼兒在不知不覺中濳移默化，培養出良好  

 的品格陳美姿，2010）。 

 

（二）陳翠吟（2007）認為繪本故事能促進幼兒人格的發展。幼兒可透過感受自我與他人 

      及社會中的各種生活型態，學習正確表達各種情緒，因此繪本教學在現今幼兒品格教 

      育階段中，更具有舉足輕重的角色。 

 

      由上述可知，繪本的內容不僅可以激發對話，然而在對話之間所進行的心靈溝通， 

 除此之外，透過繪本的分享，也幫助幼兒擴展其生活的經驗，並透過美麗的文學和圖畫的  

 結合，繪本故事有擴展幼兒生活經驗的價值，不僅能和書中的主角與情境融合，也會和自  

 己的生活環境或經驗做聯結，因此研究者將善用繪本圖畫書來傳遞尊重及關懷的理念。 

 

三、本土教學對幼兒的重要性 

 

（一） 幼兒的成長歷程，是藉由對週遭生活環境的接觸與探索所交織而成的。從生活中學

習，使幼兒日漸成長，並能漸漸地融入這個社會，因此住家附近的在地文化環境成為

幼兒接觸外界的踏板。幸曼玲、金瑞芝與曾元顯（2012）認為文化是強調人與環境的

互動，個體必須與其生活的文化相結合。個體心智的發展仰賴文化，而文化的創新與

再造也是透過心智的發展與創塑（陳淑琦，2012）。 

 

（二） 曾兆興（2004）指出在地環境是兒童走入社會的起步，本土文化課程深深影響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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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適應與接受文化陶冶的能力。在地文化課程如能與幼兒園建立「資源共享」的觀念

則相互增長，互蒙其利，造福幼兒。因此，幼兒與本土環境及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互

動關係，因此文化資產所蘊藏的歷史、美學、科學、社會等內在價值，也成為社會大

眾親近鄉土的最佳教材（曾淑娜，2012）。本研究期待能透過在地文化之推動，能將

教學的場域由教室擴展至社區，透過學習機制的歷程「探索、創意、分享」，認識鳳

邑文化變遷。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旨在於探討幼兒對鳳邑新城的認識。為達成研究的目的以及驗證研究的假設， 

先說明來自文獻探討所形成的研究理論架構要素，加以說明欲達研究目的所配合進行之研究

工具與實施過程等。 

 

 (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是透過相關文獻探討，並依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假設所獲致的結果 

 

 

 

 

 

 

 

 

圖 2-1 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工具 

 

  1.自製教具、自製教案 

   本研究使用自行設計教案方式，藉由自製常識遊戲教具來觀察幼兒的學習之成效， 

   以下是研究者設計的教案及教具: 

     表 2-4-1 參觀大東文化歷史教室 

   

參觀鳳山文化歷史教室 參觀鳳山文化歷史教室 參觀鳳山文化歷史教室 

自製繪本
融入幼兒
本土教學
-以鳳邑
新城為例 

 

探討幼兒認識在地文化鳳邑新城的
背景發展 

探討幼兒在融入繪本教學對古蹟的
關懷表現情形 

探討幼兒在繪本教學後對鳳山新城
學習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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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鳳山文化歷史教室 參加導覽解說-曹公廟  參加導覽解說-鳳邑新城 

 

    表 2-4-2 製作鳳邑立體繪本過程 

   

指導老師討論主題 製作鳳邑立體書 製作教具過程 

   

製作闖關遊戲過程 鳳邑立體繪本書-東便門 鳳邑立體繪本書 

   

鳳邑立體繪本書 鳳邑立體繪本書 鳳邑立體繪本書 

      

        表 2-4-3 自製常識教具及進入幼兒園實際操作 

   

自製常識教具-書 自製常識教具-形形色色 自製常識教具-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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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製常識教具-幫助我的人 自製常識教具-標誌 自製闖關大遊戲 

   

幼兒園繪本說故事 幼兒園繪本說故事 幼兒闖關遊戲認識鳳邑新城 

   

幼兒遊戲認識鳳邑新城 幼兒闖關遊戲認識鳳邑新城 幼兒闖關遊戲認識鳳邑新城 

   

認識書的使用方式 交通安全標誌 認識社區及生活環境 

 

2. 鳳邑新城觀察記錄檢核表 

          

表 2-4-4 鳳邑新城觀察記錄檢核表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透過繪本增加幼兒對鳳邑新城的認識 □ □ □ □ □ 

(2)從立體故事書中，幼兒了解到每個景點的特色 □ □ □ □ □ 

(3)透過 PPT 的圖片，加深幼兒對鳳邑新城並說出名稱 □ □ □ □ □ 

(4)透過鳳邑新城大富翁遊戲增進幼兒學習興趣 □ □ □ □ □ 

(5)幼兒會專注凝聽研究者解說及繪本內容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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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幼兒對研究者的指令，能了解完成遊戲 □ □ □ □ □ 

(7)幼兒在遊戲過程中，會互相尊重輪流使用遊戲 □ □ □ □ □ 

(8)融合在地文化，幼兒能愛惜古蹟 □ □ □ □ □ 

(9)透過益智遊戲，幼兒更了解鳳邑新城的地理位置 □ □ □ □ □ 

(10)透過鳳邑遊戲幼兒會再次想體驗相似活動 □ □ □ □ □ 

(11)幼兒想更深入了解鳳邑新城歷史演變過程 □ □ □ □ □ 

(12)講解鳳邑新城完後，幼兒會與家人一起去鳳山探索 □ □ □ □ □ 

 

 3.課程實施之現場紀錄 

     每次討論以及進行活動時研究者都會使用相機拍攝記錄，討論或活動結束後，用以分  

  析利用及檢討過程中的缺失。 

 

 4.研究者教學省思 

 在教學活動以外的時間，觀察做紀錄並做教學省思，此內容皆紀錄於檢核表中，以作 

 為分析之用。綜合上述各項參考資料後，研究者遂編擬本研究所需之「鳳邑新城 GO 觀察  

 檢核表」 

 

(三) 研究流程 

 

 

 

 

 

 

 

 

 

 

 

 

 

                                 

                                       圖 3-3 研究流程圖 

  

 (四)資料處理 

 

  本研究室採用行動研究法，旨在研究鳳邑新城繪本教學，研究者在資料蒐集的過程  

中，並輔以觀察、檢核表研究者的省思紀錄等： 

               

確

認

方

向

、 

蒐

集

文

獻 

 

題

目

擬

定 

 

 

擬

定

研

究

方

法 

 

研

究

計

劃

形

成 

 

實

地

參

訪

大

東

文

化

歷

史

教

室 

 

幼

兒

園

試

教

及

觀

察 

 

自

製

益

智

遊

戲

教

具 

 

資

料

分

析

與

討

論

結

果

、 

自

我

省

思 

 

研

究

報

告

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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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者與觀察者就「鳳邑新城大富翁遊戲觀察檢核表」之記錄說明定義與觀察。檢核  

  表回收後將資料登錄電腦進行統計分析，採用 Excel 之統計軟體進行資料處  

  理與分析。 

 

2.幼兒觀察記錄，在課程實施中，以拍照方式記錄幼兒反應及特殊事件，從蒐集資料中 

  可供研究者了解幼兒學習狀況，以供教學改進參考。 

 

3.研究者省思札記，在課程實施期間，每次課程活動後的觀察紀錄及省思，都是作 

  為省思、檢核教學的依據。在這活動互動過程中，發揮同儕之間的力量，透過繪本為  

  素材所延伸設計之學習活動能讓幼兒更了解鳳邑新城。 

 

参●結論 

 

一、分析結果 

     表 3-1 鳳邑新城觀察記錄分析 

 

由左圖 1 顯示，本研究發現同意

27%、非常同意 73%，因此非常

同意度為較高，所以繪本能增加

幼兒對鳳邑的了解。 

 

由左圖 2 顯示，本研究發現同意

22%、非常同意 78%，因此非常

同意度為較高，所以立體故事書

能讓幼兒了解每個景點的特色。 

 

由左圖 3 顯示，本研究發現同意

16%、非常同意 84%，因此非常

同意度為較高，所以透過 PPT 的

圖片能加深幼兒對鳳邑新城並說

出名稱。 

 

由左圖 4 顯示，本研究發現非常

同意 100%，因此非常同意度為

較高，所以透過大富翁能增加幼

兒學習的興趣。 

 

由左圖 5 顯示，本研究發現同意

37%、非常同意 63%，因此非常

同意度為較高，所以幼兒能專注

凝聽研究者解說及混本內容。 

0% 0%0% 27%

73%

透過繪本增加幼兒對鳳邑新城的

認識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0%
0%

0%
22%

78%

從立體故事書中，幼兒了解到每個景

點的特色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0% 0%
0%

16%

84%

透過PPT的圖片，加深幼兒對鳳邑新

城並說出名稱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0%
0%

0%0%

100%

透過鳳邑新城大富翁遊戲增進幼兒學

習興趣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0%
0% 0%

37%

63%

幼兒會專注凝聽研究者解說及繪本

內容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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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圖 6 顯示，本研究發現普通

12%、同意 16%、非常同意

72%，因此非常同意度為較高，

所以幼兒能了解研究者指令，並

完成遊戲。 

 

由左圖 7 顯示，本研究發現普通

16%、同意 32%、非常同意

52%，因此非常同意度為較高，

所以幼兒在遊戲過程中，會互相

尊重輪流使用。 

 

由左圖 8 顯示，本研究發現同意

28%、非常同意 72%，因此非常

同意度為較高，所以幼兒能融合

在地文化、愛惜古蹟。 

 

由左圖 9 顯示，本研究發現普通

28%、同意 31%、非常同意

41%，因此非常同意度為較高，

所以幼兒透過益智遊戲更了解鳳

邑的地理位置。 

 

由左圖 10 顯示，本研究發現普

通 12%、同意 19%、非常同意

69%，因此非常同意度為較高，

所以透過鳳邑遊戲幼兒會想再次

體驗相似活動。 

 

由左圖 11 顯示，本研究發現普

通 39%、同意 32%、非常同意

29%，因此普通度為較高，所以

幼兒想更深入了解鳳邑歷史演變

過程。 

 

由左圖 12 顯示，本研究發現同

意 47%、非常同意 53%，因此同

意度為較高，所以講解鳳邑後，

幼兒會與家人憶起去鳳山探索。 

 

二、研究者省思 

 

 高二校外實習對我們影響很大，發現幼兒對本土學習意願很高，因此以鳳邑新城為研 

究主題，第一次做專題就覺得它是一項很困難的作業，在文書上大家會一起分工合作找資料，

統整後與指導老師討論，這期間修正好幾次。我們也運用了假日和放學的時間一起完成大遊

戲、鳳邑新城立體故事書、常識試教具，包括製作過程中也都試著去嘗試不同的方法讓幼兒

能夠有更不一樣的體驗，自編繪本我們採用立體故事方式來呈現引起興趣。 

0% 0%
12%

16%
72%

幼兒對研究者的指令，能了解完成

遊戲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0% 0% 16%

32%

52%

幼兒在遊戲過程中，會互相尊重輪流

使用遊戲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0% 0% 0%
28%

72%

融合在地文化，幼兒能愛惜古蹟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0% 0%
28%

31%41%

透過益智遊戲，幼兒更了解鳳邑新

城的地理位置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0% 0%
12%

19%69%

透過鳳邑遊戲幼兒會再次想體驗相

似活動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0%
0%

39%

32%

29%

幼兒想更深入了解鳳邑新城歷史演

變過程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0%

0%

0%

47%
53%

講解鳳邑新城完後，幼兒會與家人

一起去鳳山探索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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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實際到了幼兒園進行專題行動研究，活動過程中和幼兒的互動以及幼兒的生活經驗

分享小朋友的反應比我們想像的還要熱烈，如在自製遊戲認識鳳邑新城生動有趣、激勵幼兒

學習古蹟及關懷，在這次的活動中很感謝指導老師不時的從旁協助，老師和小朋友的配合，

經由這次的實際活動使我們的研究增添了許多學習經驗與收穫，也對鳳邑新城更加認識。 

 

三、結論 

  

（一）透過鳳邑新城繪本與 PPT 的介紹，幼兒操作大遊戲，讓幼兒從中學習到古蹟的特色及

其含意，實施繪本教學後幼兒對鳳邑新城有更大的興趣和了解發展情形，也讓幼兒會

想利用假日與父母去鳳邑新城探索。 

 

（二）在參與活動過程中，幼兒參與活動不但對自己是有益的，更能影響參與的幼兒，讓他

們有更深的認同與參與的動力。透過操作大型益智教具可讓幼兒對鳳邑新城的認識，

常識教具遊戲也可促使幼兒增進手眼協調能力。也能了解到幼兒成長的特質和與幼兒

溝通的互動模式，並將互動模式帶回家與家中的父母分享。 

 

（三）本土教學轉化為可學習的教育，不但可激發幼兒對學習的興趣，也可讓他們與家人間

找到談話的素材。因為鳳邑新城不但是孩子成長的土地，也是父母、祖父母，甚至曾

祖父母生活的土地。學校的在地文化教材輕鬆架起孩子與長輩間溝通的橋樑，讓長輩

勾起兒時的鳳邑新城發展記憶，並告訴他們更多有關土地的故事，這也是最好的代間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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