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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群組簡介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課程發展參考實例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課程發展參考實例》上冊下策p.14

為讓讀者能夠依據自己幼兒園的背

景與教學型態，快速地找到想要參

考的實例，將8個實例分為三個群組

（A-C），並列出個別實例名稱、

教學對象、教學型態與領域連結等

，作為索引參考。

建議先瞭解不同群組的課程取向或

內容，再從個別群組中選出有興趣

的實例參考。



從學習區出發

群組 B 的實例是從學習區的角度出發，依各學習區特色提供豐

富的教具或材料，配合課程大綱的目標及幼兒的學習興趣，進

行引導以深化學習。

此群組嘗試跳脫一般以「主題」開始進行課程的方式，彈性比

群組 A 更大，挑戰也更多。一方面教保服務人員必須具備清楚

的理念與豐富的經驗;另一方面，幼兒園本身的理念、課程與師

資結構，加上時間及空間情境等配合條件，較可能施行這類的

課程。



從學習區出發



• 扮演區／美容院、科學
區／毛毛蟲實例4

• 語文區、積木區／迷宮實例5

• 益智區、美勞區／我是
闖關高手實例6

實例上路篇
學習區出發

這一系列參考實例是從配合課程大綱的目標及幼兒的學習興趣，進行引導以深化學習。



參考重點

1. 本實例是從「學習區」出發，可提供欲跳脫「主題」框架，

嘗試從學習區的互動中發展課程的教學者參考。

2. 和主題取向的課程不同，「第二部分」會直接介紹學習區的規劃、構想與

可能的學習方向，作為課程發展的起始點；待幼兒實際進入學習區後，才

有「第三部分」的簡案。

3. 「活動簡案」呈現如何回應幼兒的需要，增加學習區中相關的材料與引導

，最後逐漸聚焦成「迷宮」的主題。

4. 第一個詳案敘述幼兒在語文區發展平面迷宮圖的歷程。透過連續的引導，

加深幼兒對符號、圖像或訊息類文本功能的理解，和運用圖像、符號於迷

宮圖的能力（語文領域）。

5. 第二個詳案以幼兒在積木區建構立體迷宮的歷程為主。提供如何透過各種

器材、經驗和引導討論，進行迷宮的創造性活動（身體動作與健康領域），

並嘗試在搭建迷宮的問題中，引導幼兒與他人共同找尋解決的策略（認知

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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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來源｜嘉南藥理大學附設臺南市私立嘉藥幼兒

園編修人員｜黃慧齡、林盈均、林玫君、林純華

積木區、語文區／迷宮



一、幼兒園與班級概況

本園為私立科技大學附設幼兒園。全園共5班，招收2-6歲幼兒，總人

數約120人。在課程規劃上，會依據幼兒的狀況與需求，設定學期目標

，作為學習區與活動設計之依據。整體而言，本班的課程進行，以幼兒

自發性的探索遊戲為主，教學者透過觀察與互動，增添幼兒所需的材料

，並運用協助或引導，以搭建或深化活動之鷹架。

本班是中班（4-5歲），有2位教學者，30位幼兒，師生比為1:15。多數

幼兒都從幼幼班或小班開始就讀，至少就讀2年，對於本園環境與課程

進行方式都相當熟悉。單位積木是每個班級的基本配備，從2歲開始，

幼兒在教室中就有積木建構經驗，進入3歲之後，除單位積木的建構之

外，教學者會於活動中加入空心大積木的搭建。

第一部分 背景介紹



二、作息時間



以下是配合主題在各學習區中所提供的素材與工具，同時

也依據各學習區的特性，提供幼兒個別或小組可能的學習方

向，及教學者的引導重點。以下僅供參考，希望教學者可以

依據幼兒的興趣，彈性增減學習區的素材與區域。

第二部分 課程規劃





一、活動簡案

本實例除了呈現學習區的發展外，在「團體時間」和「分享時

間」省略一般性的教學描述，聚焦呈現語文區與積木區的引導。

第三部分 課程實踐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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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詳案

本詳案以第一週至第三週在語文區發展迷宮圖的歷程為主。從找尋

遊戲書中威利的過程，引發幼兒對迷宮圖創作的興趣，透過連續的引

導，加深幼兒對語文領域中符號、圖像或訊息類文本功能的理解，也

間接強化幼兒運用圖像、符號或文字於迷宮圖的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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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省思

此次的迷宮，一開始是從找威利開始颳起旋風，之後由語文區的

幼兒開始畫出許多的迷宮，經由分享，積木區的幼兒也受到感染，

加入了以積木建構迷宮的活動，一開始都以平鋪的方式呈現，為了

拓展幼兒的經驗，陸續設計了一些活動，例如：人體迷宮、各國迷

宮、體驗兒福館的「黑暗迷宮」等，順著幼兒的興趣，以迷宮來連

結各個學習區的體驗。

另外，也發現學習區後的分享，會影響其他各區的發展，例如：

科學區的軌道組探索，讓幼兒見到球可以在高低層次不同的軌道上

滾動，進而試著將積木區的積木架高，試著搭建立體迷宮；語文區

的幼兒進入美勞區將平面的迷宮以紙板加以呈現，成為立體迷宮，

並用美勞區幼兒的建議，以摺紙做出各種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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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迷宮活動前後歷經了三個月之久，由初期的探索、中期各式

各樣的平面與立體迷宮創作，至最後幼兒希望邀請爸爸媽媽和其他

班幼兒來玩自己所創造的迷宮，呈現出多元豐富的迷宮型態。最後

，再統整各學習區的活動，與幼兒討論如何將教室變成迷宮樂園作

結束。

此次課程由於立體迷宮的建構，讓幼兒有機會了解認知領域中空

間的關係，由於這是幼兒第一次深入探索自己與周遭事物的三度空

間關係，經觀察並非每一位幼兒都已具備相關的概念。未來可利用

各種正式／非正式的課程提供機會，讓幼兒經歷不同的空間探索活

動，來認識自己與周遭事物的相對空間關係之機會，進而認識物品

與物品之相對應空間位置，以深化對於空間方位概念的學習。

幼兒經歷不同的空間探索活動,來認識自己與周遭事物的相對空間關係之機會,進而認識物品與物品之
相對應空間位置,以深化對於空間方位概念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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