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บทคัดย่อ 
การวิจัยครั้งนี้มีความมุ่งหมาย1) เพ่ือศึกษาและสังเคราะห์องค์ประกอบของกิจกรรมเสริม

หลักสูตรภาษาจีนส าหรับนักเรียนระดับปฐมวัยและน าไปใช้จริง 2) เพ่ือศึกษาและสังเคราะห์
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พัฒนากิจกรรมเสริมหลักสูตรภาษาจีนส าหรับนักเรียนระดับปฐมวัยและน าไปใช้จริง 
ด าเนินการวิจัยโดย เป็น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วิจัยเชิงคุณภาพ กลุ่มตัวอย่างได้มาจากการสุ่มแบบเจาะจง 
แบ่งเป็นเอกสารของผู้เชี่ยวชาญด้านองค์ประกอบของหลักสูตรจ านวน 9 ท่าน และเอกสารของ
ผู้เชี่ยวชาญด้าน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พัฒนาของกิจกรรมเสริมหลักสูตร จ านวน 7 ท่าน เครื่องมือวิจัยที่ใช้ใน
ครั้งนี้ คือ แบบสัมภาษณ์ชนิดมีโครงสร้าง แบบบันทึกข้อมูล การวิเคราะห์ข้อมูลใช้ ค่าความถี่ ร้อย
ละ และการวิเคราะห์และสังเคราะห์เนื้อหา 

ผลการวิจัยพบว่าองค์ประกอบของกิจกรรมเสริมหลักสูตรภาษาจีนส าหรับนักเรียนระดับ
ปฐมวัยควรประกอบไปด้วย 1) หลักการ 2) ปรัชญา 3) วิสัยทัศน์ 4) จุดมุ่งหมาย 5) รูปแบบการจัด
เนื้อหาสาระ 6) เนื้อหาและชั่วโมงการสอน 7) วิธีการจัด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และกิจกรรมการเรียนรู้        
8) 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ทางการศึกษา 9) สื่อและแหล่งวิทยาการ 10) การเสนอแนะเกี่ยวกับการสอ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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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ed to: 1) study and synthesize the components of Chinese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for early childhood students and apply them in practice, 
and 2) study and synthesiz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omplementary activities curriculum for early childhood students and put it into 
practice. This research was conducted on the basis of a qualitative research process. 
The research sample was, selected by purposive random sampling, The document 
of 9 experts on the components of curriculum and The document of 7 experts o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urriculum.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a 
structured interview and a data record form. Frequency, percentage, content analysis, 
and synthesis were used for data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mponents of Chinese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for early childhood students should be embraced: 1) principle, 2) philosophy,              
3) vision, 4) purpose, 5) content arrangement format, 6) content and teaching hours,                  
7) methods of organizing experiences and learning activities, 8) educational 
experience 9) media and academic resources, 10) instructional suggestions,               
11) instructional strategy, and 12)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The process of 



179 
 

วารสารรามค าแหง ฉบบัมนษุยศาสตร ์ปีท่ี 42 ฉบบัท่ี 1: มกราคม-มิถนุายน 2566 
 Ramkhamhaeng University Journal Humanities Edition Vol. 42 No. 1: Jan. – Jul. 2023 

developing Chinese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for early childhood students should 
include the following steps: 1) curriculum requirements analysis, 2) setting goals,         
3) principle and objective structure analysis, 4) content selection, 5) content 
collection, 6) learning experience selection, 7) systematizing the learning experience, 
8) curriculum planning and preparation 9) cause implementation, 10) Training courses, 
11) training course assessment, and 12) curriculum revisions 

Keywords: components of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synthesis 
 

1.前言 

泰国教育把课程分为四个级别 (Srisaad.B.,2003),第一级是“国家级课程”，

主要制定了全泰国教育的框架，指国家战略框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泰国教育计划，以及国家核心课程。在国家核心课程又分成两大类，包括《基 

础教育核心课程》和《学前教育课程》。笔者的研究内容是关于泰国学前教，

因此只论述关于学前教育课程的内容。泰国宪法规定“泰国人民应有接受不低 

于十二年基础教育的权利，并且国家必须给泰国人民免费提供比较全面和有质

量的教育”。2009 年泰国政府关于学前教育又有新的决议，就是“泰国人民

应有接受不少于十五年基础教育的权利”，说明了泰国人民可以从幼儿园阶段 

免费上到高中阶段。泰国教育厅花了一段时间进行开发关于学前教育课程，于

2017 年建设完成，课程名称为：《泰国学前教育课程》。Ministry of 

Education(2017)《泰国学前教育课程》是一种培养幼儿成长教育形式，幼儿将

根据自己的年龄发展，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发展身体方面、二是发展情感与心

理方面、三是发展社交方面、四是发展智力方面。另外还提出培养幼儿学生成

长的四个目标：一是幼儿学生的身体方面要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强壮及健康；

二是幼儿学生的情感与心理方面需要具有审美、美德、道德和良好思想；三 

是幼儿学生的社交方面需具有生活技能，而按照充足经济概念生活，并要遵守 

纪律，再与其他人共有愉快的生活；四是幼儿学生的智力方面需要训练幼儿学

生的思维能力、使用语言能力、寻找知识技能。另外还设定了十二条标准，而

标准围绕着四个理想特性方面和学习内容，包括幼儿学生自己、幼儿学生周 



180 

 

วารสารรามค าแหง ฉบบัมนษุยศาสตร ์ปีท่ี 42 ฉบบัท่ี 1: มกราคม-มิถนุายน 2566 
 Ramkhamhaeng University Journal Humanities Edition Vol. 42 No.1: Jan. – Jul. 2023 

围的人物和地方 、大自然、周围的事物。泰国大部分幼儿园通常选择四门科

目作为主要教授科目，分别为泰语课、数学课、生活体验课和外语课(指英 

语)，而汉语课不属于《泰国学前教育课程》的主要科目。 

第 二 级 是 “ 本 地 课 程 ”（春 武 里 府 芭 提 雅  城市），笔 

者 为 了 能  找 出 一 些  关于本地区的教育特色的相关信 息，通过参 考 

不 少 春 武 里 府 各 个 地 区 的  本地 课 程 ，最后 发 现 芭 提 雅  

城市地区 的  教育尤为特色，芭 提 雅  城市 每 年 会 有  来自不同国 家 

的  外来 游 客 ，Ministry of Tourism and Sports(2020)提出相关 的 信 息，显

示芭 提 雅 城市每 年 来 往  的 最 多 游 客 就 是 中 国 人 。所以春武

里府芭提雅市的教育部门应该考虑并注重这一点，需要将汉语言科目增加在本

地课程中大纲之内的。，这同时也符 合  Pokaisawan.C.(2018) 提 出 语 言 和 

社 会  要 交 织 在 一 起  的理念。是因为芭 提 雅 城市应 该 算 是 一 

个 值 得  开发第 二 语 言 课程的 城 市，这还 对 应 于

ThammaViteekul.A.(2009) 提 出 “ 本 地 课 程 ” 应当 以 当 地 的 情 况 

和  当地人的 需 求 作 为 课 程 的 目 标 群 体 ，而本 地 课 程 的 主 

要 目 标 就 是 为 了 让 学 习 者 把 学 习 到 的 知 识 应 用到生活，

不断提 高 学 习 者 的 生 活 质 量。 

第 三 级 是 “ 学 校 课 程 ”，曾有 一 个 教 育 专 家 提 出 非 常 

好 的 观 点，就是“学 校 课 程 ” 的 建设需 要 由 三 方 人 群 参与，

一 是 学 校 各 部 门 的 人 员（指 老 师 、学 生）、二 是 学 校 基 础 

教 育 委 员 会、三 是 社 区 里 的 成 员 (Wongyai.W.2007)。现在笔者也是

一名丹沓纳学校的汉语言教师，并有机会从学校管理部门了解到学生学习汉语

成果的情况和问题。反映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小学一年级学生整体汉语基础薄

弱，学校各部门人员互相探索，最终发现造成该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仅仅是

一种组织幼儿学习体验汉语的方式而不是做为外语学习进行的体系数字。因此

对小学一年级学生来说学习汉语是比较困难的事情。毕竟对大多数小学低年级

学生而言汉语是一种新语言，有的学生没学过，有的学生只会说简单的词句，

但没有拼读认字能力。在丹沓纳学校的幼儿教育阶段，汉语课也不是核心科目

的，正因如此学校领导让笔者做了一份调查问卷来了探索学生家长们和社区成

员们关于开发该校幼儿汉语课程的需求，调查结果显示百分之百的被调查者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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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开发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需求，因为可以给幼儿学生提供小学阶段汉

语学习基础的支持，比如智力方面的发展和跨文化交际等。 

第 四 级“课 堂 课 程 ”，这是 一 种 由教师个人主持，不受限制开发

形式的课程，就是先设计好课程然后向 教 学 管 理 进 行 发 展 及使用，

为 了 能 实 现 课 程 的 制 定 目 标 (Thongpanit.P.,2018)，同  样  

TrongTeang.W.(2012) 也 在 选 择 开 发  “ 课 堂 课 程  ” 类 作 为 研 

究 的 主 题 。另外汉语课在《 基 础 教 育 核 心 课 程  》中属于一种选

修课程，可是在《学前教育课程》中就属于“课外活动课程”，因此，笔 者 也 

想 开 发 一个幼儿 汉 语  课外活动课程，所以 选 择 建 设  “ 课 堂 课 

程  ”。 

由于上述原因，笔者就对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建设产生兴趣，并想研 

究 与 开 发 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所以选择定量研究中的一种叫做“研究

与开发”的类型。而为了使用新建设的课程来解决以上的问题，所以要确立自

己课程的课程结构和开发模式。因 

此，笔 者 就 专门邀请了三位专家为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建设提供初步的

信息。三位专家分别来自学前教育领域、课程与教学领域和汉语言教学领域，

而后在研究过程中又分 

别参考了九位国内外课程结构研究方向的专家资料和七位国内外课程开发模式

研究方向的专家资料。然后发 现 每  位专 家  提出的 课 程  开发 模 式  

和课程结构观点不尽相同，最后 笔 者 选 择 “ 综 合 法 研 究，即综合提

出各位专家的观点及信息 
 
2.研 究 目 标  

2.1为 了  研究及综合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课程结构 

2.2为 了  研究及综合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的课程开发模式。 

3.研究方法 

3.1研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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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资源分成两部分进行，第一部分课程结构和课程开发模式的相关资

源，来自三位专家提出的国内外课程开发模式研究方向的专家，又分成两个小

部分，一是在课程结构部分共有九位国内外课程开发模式研究方向的专家提出

观点及信息；二是在课程开发模式部分共有七位国内外课程开发模式研究方向

的专家提出观点及信息；第二部分校内信息，就是丹沓纳学校的相关信息，分

别是学校课程、汉语科目课堂课程、学生的汉语课的学习成果和幼儿阶段的教

学信息。 

3.2研究工具 

本次研究工具为 1）有框架的访谈表，将采访并记录三位专家（专家要有

五年以上的从事工作经验）提供初步的信息。2）文件记录表，将收集国内外

课程开发专家提出的观点，并把记录的内容进行数据与内容分析，而后在课程

结构和课程开发模式两个领域进行观点和信息的综合整理。 

3.3研究程序 

本  次  研  究  程  序  共  有  五个  过  程 ，分别为一是采访过程，邀请了三位

专家为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建设提供初步的信息，分别来自学前教育领域、

课程与教学领域和汉语言教学领域，笔  者  使  用  立  意  抽  样  方  法  进  行  选

择三位专家，专  家  必须从 事 工 作 五  年  以  上 。研究工具为有框架采访表；

二是文  献  研  究  过程，研究过程中又分别参考了九位国内外课程结构研究方

向的专家资料和七位国内外课程开发模式研究方向的专家资料研究工具为文件

记录表；三是内  容  分  析  工程，笔  者  把  整  理  好  的 文  献  输  入  表  格  进  行  

内  容  分  析；四是综  合  法  研  究  过程，笔者发  现  每位专  家  提出的课  程  开

发模  式  和课程结构观点不尽相同，最后笔  者  选  择  “综  合  法  研  究，即综

合提出各位专家的观点及信息，最  后  得  出  幼  儿  汉  语   课外活动 课  程   的课



183 
 

วารสารรามค าแหง ฉบบัมนษุยศาสตร ์ปีท่ี 42 ฉบบัท่ี 1: มกราคม-มิถนุายน 2566 
 Ramkhamhaeng University Journal Humanities Edition Vol. 42 No. 1: Jan. – Jul. 2023 

程 开  发  模  式  和  课  程  结  构；第五过程，准备把研究结果进行幼儿汉语课外

活动课程建设。 

3.4研究统计量 

本  次  研  究   将使  用  频  率  分  析  对  数  据  按  组  进  行  归  纳  整  理，同  

时  也使  用  百  分  比  进行  统  计 。 

4. 研究综述 

4.1课程结构 

九位国内外课程结构研究方向的专家提出观点及信息如下： 

一  是  Tyler.R.W.(1949) 提  到  课  程  结  构  应  该  包  括  四  个  部  分 ，目  标、

教  学  经  验  、组   织  教  学  体  验  的  方  式  、评  估  方  法  ；二  是   Taba.H.(1962) 

也  提  到  课  程  结  构   也应  该  包   括  四  个  部   分，通  用  目  标  和  特  殊  目  

标、学  习  内  容  与  时  间  、组  织  教  学  活  动  方  法  、评 估  方  法；三  是   

Nolet.V.& 

Mclaughlin.M.J.(2000)提  出  各  个  等  级  的  课  程 ，必  须  包  括  三  个  部  分：课  

程  目  标、课  程  内  容  范  围、课  程  教  学  与  时  间  关  系；四  是   

Utranan.S.(1989) 提   出  好  的  课  程  必  须  有  六  个  关  键  要   素：理  性  和  必  

要  性  、通  用  目  标  和  特  殊  目  标  、学  习  内  容  和  体  验  、教  学  管  理  的  

建  议  、教  学  中  使  用  媒  体  的  建  议  、评  估  方  法  。五  是   Bua-sri.T.(2000) 

提  出   课  程  必  须  由  九  个  部  分  构  成  的  ，包  括  《国  民  教  育  》目  标  和  

政  策  、课  程  目  标  、课  程  形  式 和  结  构、课  程  目  标、学  习  内  容 、学  

习  要  点 、教  学  政  策 、评  估 、课  程  资  料  和  教  材；六  是   Depart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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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Affairs(2001)  总 结 出 课 程 结 构 应 该 包 括 学 习 内 容 、 学 习

范 围 、 学 习 时 间 ， 为 了 能 够 实 现 课 程 的 目 标 ； 七 是

Kunanukorn.S.(2000)   提 出 课 程 结 构 应 该 有 四 个 部 分 ， 分 别 是 目

的 、 内 容 、 课 程 的 使 用 、 评 估 ； 八 是 Wongsaphan.M.(2021 ) 总

结 出 课 程 的 结 构 部 分 ， 应 该 包 括 课 程 概 念 、 课 程 想 象 、 课

程 原 则 、 课 程 目 内 的 、 学 习 容 、 体 验 、 学 习 活 动 和 学 习 测

量 ； 九 是 Kaewurai .W(2021 )提 出 课 程 的 结 构 应 该 包 括 原 则 、 目

的 、 大 纲 、 组 织 学 习 经 验 方 法 、 评 估 。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九位    国内外课程结构研究方向的专家提出观

点及信息都非常有道理 ， 为了 能够  整理以上的内容，笔者必 须 通 过

研 究 综 合 法 进 行 综 合  内容，而 获 得 出 笔 者 本 人 的 课 程 结 构 ， 为

了 可 以 用 于  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 开 发 中 的 ， 综 合 结 果 请 参 阅 研

究结果。 

4.2课程开发模式 

七位国内外课程开发模式研究方向的专家提出观点及信息如下： 

一   是   Tyler.R.W.(1949) 提  出  自  己  的  开  发  课  程  模  式，必  定  可  以  回  

答  课  程  的  四  个 基 本 问 题 ， 包 括 : 设 定 课 程 目 标 , 还 提 到 课 程

的 临 时 目 标 ， 该 来 源 于 学 生 、 社 区 、 学 术 内 容 ， 然 后 课 程

的 教 育 理 论 和 心 理 学 理 论 会 再 次 进 行 提 炼 临 时 目 标 ， 这 样

临 时 目 标 就 会 变 成 课 程 的 真 实 目 标 了 ; 定 义 教 学 经 验 ， 开

发 课 程 时 开 发 者 必 须 选 择 课 程 的 教 学 经 验 ; 组 织 教 学 经 验

的 安 排 ， 是 一 种 建 设 和 组 织 学 习 经 验 的 过 程 ， 为 了 能 够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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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习 者 达 到 课 程 目 标 ; 课 程 评 估 ， 是 一 种 判 断 课 程 和 学 习

者 质 量 的 过 程 ； 二 是 Taba.H.(1 9 6 2 )提 出 自 己 的 课 程 开 发 的 模

式 ， 课 程 开 发 需 要 反 映 了 两 点 ， 包 括 知 识 与 经 验 的 来 源 和

思 维 过 程 的 来 源 。 最 后 开 发 时 必 须 从 下 往 上 开 发 的 （ 基 层

方 法 ） ， 也 就 是 归 纳 教 学 法 ， 归 纳 教 学 法 的 特 点 就 是 从 主

题 扩 展 到 更 大 的 学 习 内 容 ， 另 外 课 程 开 发 共 有 七 个 过 程 :

分 析 课 程 的 要 求 ， 需 要 探 索 关 于 学 习 者 和 社 区 需 求 的 问

题 ； 需 要 制 定 目 标 ， 使 探 索 过 的 信 息 制 定 目 标 ； 选 择 课 程

内 容 ， 根 据 目 标 选 择 内 容 （ 必 须 符 合 课 程 目 标 ） ； 整 理 所

有 内 容 ， 必 须 考 虑 学 习 内 容 的 难 度 性 和 连 接 性 ， 而 要 进 行

内 容 的 安 排 ； 选 择 教 学 经 验 ， 必 须 选 择 符 合 目 标 和 内 容 的

教 学 经 验 （ 教 学 方 法 、 活 动 ） ； 收 集 教 学 经 验 ， 需 要 检 查

信 息 的 连 接 性 ； 课 程 评 估 ， 必 须 检 查 是 否 能 达 到 课 程 目

标 。 三 是 Sayler.G.&Alexander.W.(1974) 补 充  Tyler.R.W.(1949)和  Taba.H.(1962) 

的 课 程 开 发 模 式 ， 共 有 四 个 过 程 ， 包 括 ： 制 定 课 程 目 标 、

范 围 ， 必 须 要 考 虑 个 人 发 展 、 人 际 关 系 、 持 续 学 习 技 能 和

专 业 化 的 信 息 ， 还 要 与 外 部 变 量 （ 专 家 看 法 、 社 会 需 求 、

国 家 法 律 、 研 究 结 果 、 教 育 理 念 ） 结 合 起 来 ； 设 计 课 程 ，

是 一 种 课 程 的 规 划 ， 必 须 决 定 了 内 容 和 组 织 方 法 ； 使 用 课

程 ， 是 把 建 设 完 的 课 程  拿 去 进 行 使 用 ， 教 师 要 计 划 自 己 的

教 学 和 准 备 教 案 ， 而 选 择 能 够 帮 助 学 习 者 的 媒 体 和 材 料 ；

课 程 评 估 ， 是 一 种 评 估 的 过 程 ， 必 须 选 择 评 估 方 法 ， 为 了

能 测 试 课 程 的 成 功 性 ， 需 要 评 估 的 方 面 包 括 课 程 方 面 、 教

学 质 量 方 面 、 学 习 者 的 学 习 行 为 方 面 ， 评 估 结 果 将 有 助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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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择 使 用 课 程 的 决 定 。 四 是  Department of Academic Affairs(2001) 制

定 了 当 地 学 校 课 程 的 开 发 和 修 订 模 式 ， 必 须 在 课 程 开 发 中

增 加 了 新 技 术 和 媒 体 准 备 ， 共 有 五 个 步 骤 ： 需 要 研 究 与 分

析 数 据 ， 相 关 的 数 据 包 括 教 育 、 经 济 、 社 会 、 文 化 、 环

境 、 媒 体 、 通 讯 和 人 口 方 面 ； 需 要 分 析 各 个 方 面 的 课 程 ，

必 须 分 析 课 程 原 则 、 课 程 目 标 、 课 程 结 构 和 课 程 说 明 ； 需

要 根 据 需 求 建 设 课 程 ， 比 如 调 整 教 学 活 动 、 准 备 新 的 学 习

材 料 和 准 备 课 程 说 明 ； 制 定 学 习 管 理 指 南 ； 制 定 教 学 计

划 。 当 地 课 程 开 发 ， 教 育 机 构 不 必 等 待 泰 国 教 务 处 批 准 ，

而 可 以 先 自 己 开 发 ， 开 发 完 之 后 教 育 机 构 必 须 向 泰 国 教 务

处 提 出 要 约 ， 而 等 待 泰 国 教 务 处 批 准 并 公 布 才 可 以 使 用 。

五 是 Wongyai. 

W.(2001) 提 出 自 己 的 课 程 开 发 模 式 ， 共 有 五 个 步 骤 ： 需 要 确

定 课 程 的 目 标 、 原 则 、 结 构 和 设 计 方 法 ； 需 要 做 出 课 程 内

容 与 学 习 单 元 的 初 稿 ； 要 把 课 程 带 到 试 用 点 学 校 进 行 试

用 ， 等 试 用 结 果 出 来 再 进 行 修 订 进 ； 需 要 培 训 教 师 、 管 理

人 员 和 教 育 人 员 ； 将 把 修 订 好 的 课 程 应 用 于 教 育 机 构 ， 包

括 课 程 转 化 为 教 学 、 管 理 人 员 准 备 的 事 情 、 教 学 和 评 估 。

六 是 Wongsaphan.M.(2021)提 出 课 程 综 合 发 展 的 想 法 ， 必 须 有 三

个 部 分 构 成 ， 课 程 建 设 部 分 、 课 程 实 施 部 分 、 课 程 评 估 部

分 ， 而 这 三 部 分 必 须 有 紧 密 的 关 系 。 为 了 可 以 提 现 课 程 开

发 过 程 的 统 一 概 述 。 课 程 建 设 部 分 ， 共 有 四 个 步 骤 组 成 包

括 课 程 要 求 、 课 程 形 式 、 课 程 质 量 审 核 和 课 程 实 施 前 的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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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 ； 课 程 实 施 部 分 ， 也 有 三 个 步 骤 构 成 包 括 课 程 批 准 、 课

程 规 划 、 课 程 实 施 ； 课 程 评 估 部 分 包 括 课 程 文 件 评 估 、 课

程 体 系 评 估 、 课 程 管 理 系 统 评 估 、 学 生 学 习 成 绩 评 估 、 教

师 教 学 评 估 和 毕 业 生 跟 踪 评 估 。 在 课 程 评 估 中 ， 必 须 从 前

安 排 好 顺 序 ， 为 了 能 了 解 课 程 的 有 效 性 ， 可 以 保 留 哪 些 部

分 ， 另 外 需 要 修 订 哪 些 部 分 。 七 是 Kaewurai.W.(2021)提 出 自 己

的 课 程 开 发 模 式 ， 共 有 八 个 步 骤 ： 需 要 研 究 和 分 析 基 础 数

据 ， 而 制 定 课 程 的 需 求 ； 需 要 制 定 课 程 目 标 ， 包 括 三 个 目

标 ： 认 知 范 畴 、 技 能 范 畴 、 心 理 范 畴 ； 需 要 制 定 课 程 的 内

容 ， 一 般 要 考 虑 到 内 容 中 的 连 续 性 和 复 杂 性 ， 以 及 学 习 者

的 成 熟 度 和 兴 趣 ； 需 要 安 排 学 习 体 验 ， 被 选 择 的 学 习 体 验

要 和 课 程 内 容 和 目 标 一 致 ， 而 难 度 和 连 续 性 要 符 合 学 习 者

的 水 平 ； 需 要 制 定 测 量 和 评 估 指 导 方 针 和 方 法 ， 为 了 可 以

检 查 学 习 者 是 否 达 到 课 程 的 目 标 ； 实 施 课 程 时 必 有 计 划 过

程 ， 而 要 创 造 课 程 的 实 施 手 册 ， 并 宣 传 课 程 的 使 用 情 况 ，

为 了 创 造 意 识 、 知 识 、 理 解 和 参 与 ； 课 程 评 估 ， 包 括 ： 课

程 实 施 前 、 课 程 实 施 中 、 课 程 实 施 后 ； 课 程 修 订 ， 以 课 程

评 估 结 果 来 进 行 课 程 修 订 。  

综 上 所 述 ， 笔 者 认 为 七 位国内外课程开发模式研究方向的专家提出观

点及信息 提 出 都 非 常 有 道 理 ， 为 了 能 够   整理以上的内容，笔 者

必 须 通 过 研 究 综 合 法 进 行 综 合  内容，而 获 得 出 笔 者 本 人 的

课 程 开 发 模 式  过程，为 了 可 以 用 于  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 开 发

中 的 ， 综 合 结 果 请 参 阅 研 究 结 果 。 

5.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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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课程结构的综合研究结果 

5.1.1研究结果 

从九位国内外课程结构研究方向的专家提出观点及信息来看，研究结果发

现： 

百分之 88.88 的专家认为课程结构必须有课程目的；百分之 66.66 的专家

认为课程内容与学习时间和测量评估也是缺少不了的结构的；百分之 55.55 的

专家认为组织学习活动的方法和组织内容模式是课程的教学管理中的描述方面

也不可缺少的，还有 Tyler（1962）是单独提出学习体验(11.11%)的。另外，

课程原则(44.44%)、课程想象(22.22%)、学习媒体和资源(22.22%)、课程概念

(11.11%)、课堂气氛(11.11%)、教学策略(11.11%)都是泰国课程开发专家认为

课程该有的结构，这些结构是泰国课程开发专家都从泰国教    育特色中提出来

的，所以会多于国外专家提出的课程结构的，如下表所示的数据集： 

表一 ：课程结构的综合研究结果 

   
 

课程结构
  
   

国外专家 国内专家 合计 

1.T
ab

a（
19

62
）

 

2.T
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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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62
）

 

3.N
ol

et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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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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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20

00
）

 

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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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S.（
19

89
）

  

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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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20

00
）

  

6.K
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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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S.（
20

00
）

 
  

7..
De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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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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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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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ic 
Af

fa
irs

（
20

01
）

 

8.K
ae

wu
ra

i.W
.（

20
21
）

 

9.W
on

gs
ap

ha
n.M

.（
20

21
）

  

 

 

 

 
频率

值 

 

 

 
百分比值 

1.课程原则    ● ●   ● ● 4 44.44 

2.课程概念         ● 1 11.11 

3.课程想象    ●     ● 2 22.22 

4.课程目的 ● ● ● ● ● ●  ● ● 8 88.88 

5.组织内容模式 
  ●  ●  ● ● ● 5 55.55 

6.学习内容与学习 

时间 

●  ● ● ● ● ●   6 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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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综合研究结果 

从表一来看，本次综合研究是从七位国内外课程结构研究方向的专家提出

观点及信息进行综合研究，结果发现，课程结构应该包括:课程原则,编写课程

的原则必须与要课程开发的科目有关，并要与国家课程（指泰国学前教育课

程）、当地课程（指春武里府）、学校课程（指丹沓纳学校）的框架或计划保

持一致。课程概念,编写课程的概念必须保持课程开发者想表达或需要的概

念。课程想象,编写课程的想象必须表达出建设课程者级使用课程者的承诺、

意图、合作，并要编写成容易记住的。课程目的,编写课程的目的要设计到学

习者期望的意图方面、教育方法和范围方面、选择内容、活动及评估的方面。

组织内容模式,编写组织内容模式或叫作大纲一般就是阐明教师课程的设计，

必须有教学目标、制度、对学生的期望、要求，而大纲应包括主题页、课程描

写、课程目的、课程安排、材料、修课所具备的前提条件、课程要求、课程评

价、课程的规章制度、课程日历。学习内容和学习时间,编写学习内容需要符

合《泰国学前教育课程》的四大主题内容，而课程的学习时间也要符合幼儿学

生的年龄的。组织学习活动的方法,编写组织学习活动的方法必须根据执行功

能概念的组织活动原则。学习体验,编写课程的学体验需要考虑到学习计划和

学习教师的内外环境，而要考虑在学习中通过游戏中获得直接经验，并多让幼

儿学生自己实践的。学习媒体和资源,编写课程的学习媒体和资源，要考虑手

工媒体和电子媒体为主，另外选择学习资源的规则必须选择离自己学校近的资

7.组织学习活动的

方法 

● ●    ●  ● ● 5 55.55 

8.学习体验  ●        1 11.11 

9.学习媒体和资源    ● ●     2 22.22 

10.课堂气氛    ●      1 11.11 

11.教学策略     ●     1 11.11 

12.测量与评估 ● ●   ● ●  ● ● 6 66.66 
标注：●=专家提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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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为首选的。课堂气氛,编写课程的课堂气氛规则必须参考《泰国学前教育课

程》的相关内容。教学策略,编写课程的教学标准必须参考《泰国学前教育课

程》的十二条教学标准，另外可以从新设计关于汉语言技能的教学标准的。测

量与评估,编写测量与评估方法，必须先考虑真实评价的测量方法。因为一般

泰国学前教育总是使用此方法的。 

5.2课程开发模式 

5.2.1研究结果 

从七位国内外课程结构研究方向的专家提出观点及信息来看，研究结果发

现：百分之 85.71 的专家认为设定课程目标和课程评估过程是课程开发中必有

的过程；百分之 71.42 的专家认为安排学习体验的体系化和课程实施也是课程

开发中不能缺少的过程；百分之 57.14 的专家认为选择课程内容和选择学习体

验过程也是重要的；百分之 42.85 的专家认为在课程开发中分析课程要求、收

集课程的相关内容也不可以忽略的过程。另外，计划与建设(42.85%)、课程培

训(28.57%)、分析原则目标结构(14.28%)、课程修订(14.28%)都是泰国课程开

发专家认为课程开发模式中该有的过程，这些过程是泰国课程开发专家都从泰

国教育特色中选出来的，所以有的一些会多于国外专家提出的课程开发模式的

观点，如下表所示的数据集： 

 

 

 

表二：课程开发模式的综合研究结果 

 国外专家 国内专家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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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综合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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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值 

 

 

 

 
百分比值 

1.分析课程要求 ●   ●   ●  3 42.85 
2.设定课程目标 ● ● ●  ● ● ●  6 85.71 
3.分析原则目标结构    ●     1 14.28 
4.选择课程内容 ●  ●  ●  ●  4 57.14 
5.收集课程的相关内

容 

●  ●  ●    3 42.85 

6.选择学习体验 ● ● ●    ●  4 57.14 
7.安排学习体验的体

系化 

● ● ● ●   ●  5 71.42 

8.计划与建设    
● ● ●   3 42.85 

9.课程实施   ● ● ● ● ●  5 71.42 
10.课程培训     ● ●   2 28.57 
11.课程评估 ● ● ●  ● ● ●  6 85.71 
12.课程修订       ●  1 14.28 
标注：●=专家提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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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二来看，本次综合研究是从七位国内外课程结构研究方向的专家提出

观点及信息进行综合研究，结果发现，课程开发模式(Curriculum Development 

Mode)应该包括十二过程，如下: 

第一过程 分析课程要求，把《泰国幼儿汉语选修课程开发的基本信息和

必要性》的研究结果中发现的东西进行分析，为什么才出现那种结果，是哪方

面的原因造成的。第二过程 设定课程目标，通过上一过程的分析工作后，课

程建设者必须设计课 

程的目标，而课程的目标需要覆盖三个学习行为，包括认知范畴、技能范畴和

心 理 范 畴 。 

另外课程目标的内容必须与《泰国学前课程》的目标有连接性。第三过程 分

析原则目标结构,需要把设定好的课程原则、课程目标、课程结构来进行分

析，为了可以反映教学规律而制定的指导教学工作的基本要求，而可以知道期

望会达到什么样的教学程度，最后可以看到课程的十二个结构部分的。第四过

程 选择课程内容，课程的主要内容应该是一种围绕幼儿身上的故事，而那些

故事的内容可以用来组织学习和活动，为了让幼儿启发自己的想法和智力，并

可以达到学习目标。组织方法千万不要使用背住内容方法，而是教师可以自己

设计学习细节和过程，但要符合幼儿的需求和兴趣。这种就可以让幼儿充满地

积累学习经验了。根据《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幼儿该学习的主要内容共有四个

主题内容，包括：幼儿自己、幼儿周围的人物和地方、大自然和周围的事物，

同时加上汉语拼音、象形字、单韵母、笔画、复韵母的。第五过程 收集课程

的相关内容；必须参考幼儿阶段的一些第二语言课程喝一些泰国当地课程，最

后需要参考《泰国学前教育课程》、《国家汉语教师标准》和基于执行功能概

念的组织活动原则。第六过程 选择学习体验，《泰国学前教育课程》提到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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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学习体验时必须参考重要经验表，因为重要经验就是一种教师在设计幼儿学

习体验时使用的指南，采取幼儿的行动并获得全方面的发展支持，包括身体发

展方面的重要经验、情感与心理发展方面的重要经验、社会方面发展的重要经

验、智力发展方面的重要经验。第七过程 安排学习体验的体系化，课程必须

是一种体系化，而可以与下一教育阶段有连接性。幼儿阶段的学习体验必须与

小学一年级的学习管理有连接性。第八过程 计划与建设，此过程课程建设者

必须做出一本课程的指南手册为了容易操作，课程的使用手册里应该有课程说

明、学习主题、课程定义、课程的各个结构的内容，然后把课程的使用手册进

行质量审核，而在实施前必须再有一次课程修订的，最后才获得到课程的完整

版。第九过程 课程实施，此过程课程建设者必须选择一所幼儿园把建设完的

课程进行实施，实施时间最少一个学期。一般需要准备教学的主要方法、教学

材料，再设计每节课的教案、修订、课程批准、实施课程的计划、课程管理、

制作课程使用手册）；第十过程 课程培训，在课程实施前，课程建设者还可

以组织一次课程培训，为了可以给课程使用者讲解各种教学技术和教学内容。 

第十一过程 课程评估，此过程课程建设者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研究工具进行

评估，而课程评估最少要有三次评估机会，一是课程实施前、二是课程实施

中、三是课程实施后。可以参加课程评估的人员，包括学习机构的主要人员、

教师、家长、学生和有兴趣者。第十二过程 课程修订。收集课程开发中产生

的数据，而把那些数据进行分析及得出结果，而把结果在下一次课程修订时使

用，为了可以把课程修订成更完美的。 

6.结论 

通过综合研究之后研究结果发现，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应该由十二个结

构部分组合，包括 1)课程原则；2)课程概念；3)课程想象；4)课程目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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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内容模式；6)学习内容和学习时间；7)组织学习活动的方法；8)学习体

验；9)学习媒体和资源；10)课堂气氛；11)教学策略；12)测量与评估。 

通过综合研究之后研究结果发现，幼儿汉语课外活动课程开发模式应该由

十二个过程，包括 1)分析课程要求；2)设定课程目标；3)分析原则目标结

构；4)选择课程内容；5)收集课程的相关内容；6)选择学习体验；7)安排学习

体验的体系化；8)计划与建设（课程说明、学习主题、课程定义、课程结构、

课程质量审核、实施前的课程修订）；9)课程实施（教学法、教学材料、制作

学习教案、修订、课程批准、实施课程的计划、课程管理、制作课程使用手

册）；10)课程培训；11)课程评估；12)课程修订。 

7.研究建议 

7.1应用本次研究结果的建议 

7.1.1 应该对本次研究结果有进一步的研究，为了能够扩展幼儿教育阶段

的第二语言课外活动课程建设研究的，参考者必须先考虑本次研究结果是否对

自己的研究内容有关系，如果有关系就可以直接把本次研究结果拿去使用，如

果接近的话必须重新进行研究及综合。 

7.1.2 应该把这次研究结果，应用在课程设计的实践过程中，能够为学校

教学管理方面提供实用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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