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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bject will be studied according to the preschool education experts and who are engaged in teacher teaching activity; to study

the management of curriculum and children’s participating enjoyment is related. The methods of study have an interview of the

preschool education experts and the teacher in teaching activity with central Taiwan had finished 8 samples and analyzed by 

“Content Analysis”. Result: 1.The curriculum management of children fitness had the significance that preschool and nursery

have supervised by government, to sum up 3 points: A. it is more smooth when promote to curriculum of elementary school the

authorities have supposed this. B. the resource is more the bureau of education than the social bureau. C. the bureau of education

focuses on student’s study target the social bureau on welfare. 2. The curriculum management of children fitness administered

cannot effectively promote children’s participating enjoyment. 3. The curriculum management of children fitness.It is the influence

children’s participating enjoyment of difference age, rather than s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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