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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implementation reaearh of the native education in Kindergarten by collecting datas through the

ways of observation, interviews, children learning files, ect., the problems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face currently with the action

strategies to apply to, and researchers’ benefits and growth. The research is executed in action research by the four units of

"Chinese New Year Festival - Lantern Festival", " Taking a Time Machine Tour in Lukang", "Gourmet and Pastries in Lukang",

and " Matsu Temple ". The research implementation target is mixed-age children in small and meddle classes in kindergarten.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eight-week lo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the research results demonstrates as below : 1. the

implementation of lo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1) Kindergartens are appropriated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ve education,

and the use of multi-sensory learning strategies would improve and enhance the children long-term memories (2) The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the arragements of activities should be lively and diverse to enhance the interests in learning (3) The field trips is

conductive to broaden their horizons and to improv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parents and teachers. 2. The changes of the

cognitive capabilities and developments in early childhood : (1) To improve the preschool language expression capabilities and

literacy capabilities (2) To learn the behaveor techiquies to enhanc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reschoolers (3) To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hometown and to cherish Lukang various cultural herritage. 3. The problems teachers facing and the coping

strategies to deal with : (1) The great differences in mixed-age preschoolers increase large burden to teachers, and should have

particular trainers to support them (2) The field trips mainly require the security of transportation; therefore, it’s recommended to

arrange parents to participate in (3) The current education curriculums mainly use the method of teacher-centered learning;

therefore, to modify the teaching techniques to give appropriate encouragements and to raise up active learning atmosphere

gradually lead to proper child-centered learning. 4. The reflection of researche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native education : (1) To

enhance the capacities of data collection and E-Learning approches (2) To further enhance communication and presentation skills (3)

The ability to reflect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 increasing usage of open-ended questions and optimistic practical langu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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