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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分享」是利社會行為的一種形式， 是一種喜悅， 可以拉近人際之間的關

係， 也可以節省社會資源；在幼兒階段更是培養「分享」等利社會行為的重要

階段，在家庭教育中要教導幼兒基本生活技能、社會規範、人際關係、理想志趣

等各方面均衡，重視幼兒的獨立人格及健康情感的培養，現代家庭因為少子化，

工作時間拉長，父母幾乎只生一個幼兒，也因為這樣幼兒較沒有學習對象，無法

向他人分享，希望透過繪本教學的活動來引導幼兒學會分享東西，這是研究動機

之一。陳美姿（2000）以兒童繪本進行幼兒情感教育研究發現： 以繪本進行幼

兒社會能力發展中「愛護他人」、「同理心」、「慷慨利他」、「樂於助人」等具體能

力的教學，我們希望以繪本教學的方式讓幼兒了解怎樣和別人分享東西，如果我

們教養出的幼兒懂得與別人分享東西，我們的教育才能真正落實。 

 

根據上述，研究者更加認為繪本可以提升幼兒品格行為的媒介，透過繪本故

事，旨在透過繪本教學的課程，培養幼兒的「分享行為」，在教學活動內涵上，

教學活動的特性影響幼兒對分享行為的參與度。因此，本研究是在探討繪本在實

施於幼兒品格教育的表現與成長情況。 

 

二、研究目的 

 

(一)透過品格教育實施以促進幼兒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 

(二)探究實施圖畫書「分享」概念的教學歷程中，幼兒對「分享」概念的發現。 

(三)探討幼兒在品格教育繪本教學後，「分享」表現上的成效。 

 

三、名詞解釋 

 

(一) 品格教育 

品格教育就是教導幼兒人類基本價值的活動，其目的是希望培養幼兒成為 

具有道德責任，能自我管理的公民。就本研究中則將品格教育定義為透過教育的

學習歷程，培養個體分享概念，也就是教導學生建立良好的的品格特質、道德的

價值，在知道後且能實踐如何面對自己，包括誠實、仁慈、勇氣、正義和尊敬。 

 

(二)繪本教學 

繪本又稱為圖畫書，有效運用繪本於幼兒的生命教育教學中，繪本是專為兒 

童所設計書籍，透過故事情境與角色學習良善品格，進而培養良好生活習慣。 

本研究所使用的品格繪本是自製繪本與幼兒學習「分享」品格核心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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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享 

為了他人的利益而將自己對於物品的所有權完全或部份讓給他人；或能將分

享的所有物在有限的情況下而能與他人分享」為主。本研究的分享概念以幼兒

解讀分享故事中所言談或以圖畫所呈現的內容中能將分享的所有物在有限的情

況下而能與他人分享」為主。 

 

四、研究範圍 

 

(一) 研究對象:以高雄市Y幼兒園幼兒大班為主，主要探討幼兒能以繪本教學學習 

             分享的態度。瞭解幼兒在品格教育繪本教學後其在分享的表現情   

             形。 

(二)研究場域：以 Y 幼兒園為研究場地，實地利用繪本教學及觀察紀錄。 

 

貳●正文 

 

一、繪本融入教學的可行性之行動研究 

 

(一) 品格教育的內涵 

品格係指一般人的特質與品質，是經由後天環境塑造形成的，它決定一個人

的態度與言行(陳密桃、陳埩淑，2003)。品格教育是藉由教與學的活動，使學生

瞭解良善的品格，培養其高尚的品格，並於生活中實踐之，使其所作所為合乎社

會道德規範。學校實行品格教育主要在於協助幼兒了解、欣賞、以及表現好的行

為，從學習中建立尊重他人，關懷社會的能力與態度，國內學者黃德祥(2003)則

認為品格教育是教育學生，使之知善、期望善，以及行善、表現良好行為，並內

化成習性的歷程。 

 

    本研究透過品格教育之內涵與理論之探討後，針對學齡前幼兒採繪本教學之

方式進行「分享」品格核心做進一步研究。陶冶學生良好的社會行為和個性，使

幼兒能夠知道並實踐如何與人相處、如何面對問題。品格教育是藉由教與學的活

動，使學生瞭解良善的品格，培養其高尚的品格，並於生活中實踐之，使其所作

所為合乎社會道德規範。 

 

(二) 繪本教學的涵義與運用 

故事中有許多重覆的情節，不斷的變化情景嵌置於故事結構中，吸引孩子 

探究故事的邏輯與結局，引領孩子發展認知與學習策略（周競，2005）。繪本中

的故事常常和閱讀者的內心互相呼應，體會故事的意義從中學習經驗，甚至和故

事主角互換角色，這就是圖畫書可以增進語文教育與情意教育的功能（吳歆榮，

2005），葉雅珍（2008）提出繪本是一種講究視覺化效果的兒童文學作品，而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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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的繪本應具有下列特質： 

 1.藝術性：繪本的藝術性包含文字及插畫重視：(1)創意的想法；(2)情境的趣 

性；(3)形象、色彩設計；(4)特殊風格。 

 2.教育性：繪本的教育性包含了：（1）認知：指孩子可在繪本中找尋人生的真 

諦與方向，並且學會自我接納與認同及自我實現。（2）人格。（3） 

道德：孩子從繪本裡學習判斷是非善惡以及培養正義感和同情心。 

 3.趣味性：繪本內容需講求趣味性來吸引孩子的目光。繪本的趣味與幽默感融 

 入在文字間，以及結合遊戲與音樂，加上整體的編排，使幼兒能參與 

 其中，進而獲得快樂、想像與情緒紓解，甚至是與人相處的樂趣。 

 

就上述而言，繪本有擴展幼兒生活經驗的價值與增進認知與學習的價值，經

由閱讀，不僅能和書中的主角與情境做認同，也會和自己的生活環境或經驗做聯

結。 

 

二、繪本教學對分享概念的相關研究 

 

孩子學會分享的發展歷程，是從“己”到“推己及人”到“他人”的過程。

「分享」確實是幼兒道德行為發展的基礎，當它成為兒童文學創作的主題時，是

以很多有趣、具吸引力、發人深省的故事來闡釋意義的。圖畫書發揮對兒童的生

活、品德、情意、認知和語文上的價值。因此，繪本和故事也成為教師的重要教

學材料。 

 

(一) 故事中所蘊含的分享概念: 王淑芬(2013)指出主題課程教學強調以兒童為主  

 體，以其主題性質為核心，而學齡前的兒童都很喜歡聽故事，繪本題材多 

 元，故事性強，是主題課程教學的催化劑，藉由繪本形式，讓學生圖文並 

 茂的呈現。 

(二) 繪本中蘊含分享概念的學習價值:陳秀梅（2005）以國小一二年級兒童為對  

 象，由老師引導八人的小團體進行故事 討論；研究結果發現：兒童透過故 

 事中的主角可學習與人分享及促進社會化，且故事本身蘊含社會的價值和 

 道德觀、生活規範和日常知識，透過故事賞析、討論與多元的體驗活動， 

 孩子在分享、關懷、感恩的生命態度與行為確實有正向的改變與成長。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架構的項目包含自製教具、檢核表等兩部分，檢核表的組成分子列 

述如下，並以架構圖呈現 

 

(一)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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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架構的項目包含自製教案、檢核表等兩部分，檢核表的組成分子列述

如下，並以架構圖呈現。 

 

 

 

 

 

 

 

 

 

圖 3-1 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工具 

 

 1.自製繪本: 

本研究採用自製繪本－「貪心的亮亮」的方式，藉由繪本教導 幼兒分享引

起動機，讓幼兒學習如何向他人分享東西。 

   表 3-1 自製繪本－「貪心的亮亮」製作過程 

   

圖書館找資料 討論故事劇情 開始構圖 

   

開始上色 完成圖 完成圖 

 

 2.自製編製檢核表: 

    因為製作檢核表，才能讓我們更了解幼兒對於品格教育「分享」的了解有

多少，讓我們能觀察幼兒是否有因為研究者的指導更加符合以下的表格內容，讓

研究者能夠順利的完成這份專題。 

 

繪本教學後表現分享的成效 

幼兒對分享概念的表現 

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 

品格教育融入

繪本學習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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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2 自製檢核表 

 非
常
滿
意 

大
部
分
滿
意 

滿
意 

不
滿
意 

非
常
不
滿
意 

(1) 幼兒會說「請」、「謝謝」、「對不起」。      

(2) 幼兒在遇到問題時，懂得請教別人。      

(3) 幼兒活動有不會的地方，會協助其他小朋友。      

(4) 幼兒在繪畫時與其他小朋友分享工具。      

(5) 幼兒在活動中要專心聽老師和同學發言。      

(6) 幼兒在活動過程中，會輪流傳球。      

(7) 幼兒玩球過程中，分享自己的生活經驗。      

(8) 幼兒在遊戲中懂得如何輪流排隊。      

(9) 玩完玩具或物品使用後，會收拾整理。      

(10) 幼兒學會了如何分享東西給別人。      

 

(三) 研究者到 Y 幼兒園試教情形 

表 3-3 幼兒園實地教學 

   

引起動機 研究者講故事 幼兒很專心的聆聽 

   

幼兒舉手發問問題 研究者提問問題 幼兒分享經驗過程 

   

幼兒與研究者互動 研究者設計玩遊戲 幼兒仔細聽解說 



幼兒品格教育融入繪本教學對分享行為成效之探討 

 

6 
 

   

幼兒分享繪畫顏色 幼兒很認真的繪畫 與幼兒討論繪畫 

 

(四)課程實施之現場紀錄 

   為了不使上課內容在紀錄上有所疏漏，研究者以相機拍攝，並在每次課程結                   

束後，將拍照的內容謄寫為「師生對話紀實」，以利分析之用。 

(五)研究者教學省思 

    在教學活動以外的時間，班導師的訪談、觀察做紀錄並做教學省思，此內容      

皆紀錄於教學日誌中，以作為分析之用。 

 

五、研究流程 

 

    為有效達到研究的目的，本研究所進行的步驟與流程如下： 

 

 

 

 

 

 

 

 

 

 

 

 

 

 

 

 

 

圖 3-2 研究流程圖 

 

 

 

題目擬定 

  

確認方向、蒐集與閱讀文獻 

 

構思研究對象、目的與架構 

 

自製「貪心的亮亮」繪本及設計活動 

 

幼兒園試教及觀察 

 

編輯檢核觀察表 

 

資料分析與討論結果 

 

研究報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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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資料處理 

 

(一) 自製開放式檢核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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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學生觀察記錄，在課程實施中，以拍照方式記錄學生反應及特殊事件，從蒐 

  集資料中可供研究者了解學生學習狀況及提供研究者教學省思，以供教學改 

    進參考。 

(三) 研究者省思札記，在課程實施期間，每個單元結束後的整理與紀錄，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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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結論 

 

一、結果分析 

 

(一) 檢核表分析部分 

 

1.圖 3-1-1 顯示分析幼兒會說「請」、「謝謝」、

「對不起」，非常滿意佔 55%、滿意佔 36%、普

通佔 9%、不滿意佔 0%、非常不滿意佔 0%，因此

非常滿意度較高，所以幼兒會說「請」、「謝謝」、

「對不起」。 

 

2. 圖 3-1-2 顯示分析幼兒在遇到問題時，懂得請教

別人非常滿意佔 27%、滿佔 9%、普通佔 55%、不

滿意佔 9%、非常不滿意佔 0%，因此普通度較高，

所以有時幼兒在遇到問題時，不懂得請教別人，

還需要我們教導他。 

 

3. 圖 3-1-3 顯示分析幼兒活動有不會的地方，會協

助其他小朋友，會協助其他小朋友，非常滿意佔

18%、滿意佔 64%、普通佔 18%、不滿意佔 0%、

非常不滿意佔 0%，因此滿意度較高，所以幼兒活

動有不會的地方，會協助其他小朋友。 

 

4. 圖 3-1-4 顯示分析幼兒在繪畫時與其他小朋友

分享工具，非常滿意佔 64%、滿意佔 0%、普通佔

18%、不滿意佔 18%、非常不滿意佔 0%，因此非

常滿意度較高，所以幼兒在繪畫時與其他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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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工具。 

 

5.圖 3-1-5 顯示分析幼兒在活動中要專心聽老師和

同學發言，非常滿意佔 46%、滿意佔 27%、普通

佔 18%、不滿意佔 9%、非常不滿意佔 0%，因此

非常滿意度較高，所以幼兒在活動中要專心聽老

師和同學發言。 

 

6.圖 3-1-6 顯示分析幼兒在活動過程中，會輪流傳

球，非常滿意佔 64%、滿意佔 18%、普通佔 18%、

不滿意佔 0%、非常不滿意佔 0%，因此非常滿意

度較高，所以幼兒在活動過程中，會輪流傳球。 

 

7.圖 3-1-7 顯示分析幼兒玩球過程中，分享自己的

生活經驗，非常滿意佔 27%、滿意佔 64%、普通

佔 9%、不滿意佔 0%、非常不滿意佔 0%，因此滿

意度較高，所以幼兒玩球過程中，分享自己的生

活經驗。 

 

8.圖 3-1-8 顯示分析幼兒在遊戲中懂得如何輪流排

隊，非常滿意佔 9%、滿意佔 27%、普通佔 64%、

不滿意佔0%、非常不滿意佔0%，因此普通度較高，

所以有些幼兒在遊戲中不會輪流排隊，需要研究者

叮嚀指導。 

 

9.圖 3-1-9 顯示分析 玩完玩具或物品使用後，會收

拾整理，非常滿意佔 55%、滿意佔 18%、普通佔

27%、不滿意佔 0%、非常不滿意佔 0%，因此非常

滿意度較高，所以玩完玩具或物品使用後，會收拾

整理。 

 

10.圖 3-1-10 顯示分析 幼兒學會了如何分享東西給

別人，非常滿意佔 36%、滿意佔 46%、普通佔 18%、

不滿意佔0%、非常不滿意佔0%，因此滿意度較高，

所以幼兒學會了如何分享東西給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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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繪本觀察記錄分析 

在本研究中發現幼兒在故事討論後幼兒對故事記憶深刻，立即回應相關的故 

事情節，幼兒有顯著的轉變，不僅賦予「分享」正向的價值，在說明理由時會說

出「分享是應該的」。故事討論確實可以促進幼兒擴散性思考及解決衝突的能力。 

表4-1遊戲活動的情形 

    

幼兒在活動過程

中，會輪流傳球 

遇到問題時，懂得

請教別人 

活動中不會的地

方，會協助其他小

朋友 

繪畫時與其他小

朋友分享工具 

    

幼兒分享繪畫內

容 

玩具使用後，會收

拾整理 

繪畫進行中，幼兒

會分享生活經驗 

分享繪畫成品 

 

    從故事本文中找出一些與日常生活相關的問題來討論，並且提出讓幼兒思考

故事有所連結，將有助於幼兒推理能力的發展並增進幼兒的「角色取替」能力。 

 

(三)研究者省思 

    透過此次的行動研究，及老師孜孜不倦的指導，完成教學活動。對於此次的

繪本設計及實務教學，真的令我們獲益良多，發現品格教育在幼兒生活中佔很重

要的課題，我們是以說故事的方式來帶動幼兒的流程，發現演說的效果非常好，

因為能夠引起幼兒的回應，讓幼兒能想到在家裡面收拾玩具與分享玩具的情境。

同時我們也發現讓幼兒一起合作，我們有合作畫與傳球的活動，能真正引起幼兒

對「分享」的概念也能完全融入在這個情境裡面，幼兒也都有跟我們一起分享，

這是令我們很開心的地方。 

 

二、結論 

 

    本研究以運用繪本教學以發展幼兒分享概念的歷程，探究實施繪本教學前幼

兒對分享概念。 

 

(一) 大部分的幼兒在玩球遊戲過程中，幼兒懂得如何輪流排隊，繪畫操作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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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讓幼兒在繪畫時與其他小朋友分享工具。 

(二) 幼兒對繪本的分享概念的發現「分享」「先維護自己的權益轉變至願意讓給 

    他人」以及正面的分享概念。幼兒能從故事傳達的重點中說出「分享」概 

    念的意涵。本研究「以繪本為研究動機，實施品格教育分享為主題」是可 

    以培養幼兒分工合作的方法。 

(三) 善用繪本教學實施品格教育，研究者發現圖畫書故事引導對於幼稚園的孩子 

    是可以快速理解與接受的，因為品格養成必須由外而內的改變，幼小的孩 

    子藉由「故事」理解品格的意義，這是進入品格教育重要的媒介，所以圖 

    畫書是課程的媒介，藉由這項媒介孩子們不僅很快的融入課程，經由不同 

    的學習活動，例如：藉由探討、省思及創作的過程，瞭解什麼樣的行為及 

    態度才具「分享」的品格。 

(四)教學者在課程中營造負責、合作、分享的情境，讓幼兒能充分展現自己的想     

法，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更加了解學生真正的想法以及發現學生問題的所在，

形成  良好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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