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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群組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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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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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冊下冊p.14



從主題出發

群組 A 的實例是從單元或主題出發，依據事先設定的課程內

容到實施的活動，逐步完成。這類課程多以「團體(大組)」活

動為主，另外也會搭配學習區進行各類不同的活動。

群組 A 希望能夠提供初步接觸課程大綱之教保服務人員參考

，作為使用課程大綱的幼兒園一個漸進式的鷹架，從實例 1 這

類變動不大的課程，漸漸進入實例 2 或實例 3 比較具有彈性

的課程。



• 生活中的交通工具實例1

• 期待我長大實例2

• 愛心城堡實例3

從單元或主題發展課程，依據事先設定的課程內容到實施的活動，逐步完成。

在設計活動的過程，必須要不斷地與課程目標或學習指標來回檢視，並選擇所要進行的活動及先後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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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主題出發



生活中的交通工具
實例來源｜高雄市私立多多幼兒園黃明惠

編修人員｜李淑惠、林玫君、林純華、吳佩瑾

1. 本實例從「主題」出發，以團體（大組）教學為主，

配合固定「學習區」活動，發展整體的課程。

2.課程以教學者為主導，依據事先設計的內容，逐步完成

預設的教學活動，適合初步接觸主題課程的人員參考。

3.參考四週的簡案，瞭解「單日團體活動和學習區活動」上下銜接，

或「週間活動與活動之間」前後連貫幼兒經驗的設計。

4.第一個詳案，呈現第二週第2天，從社區地圖及設有標誌地點的討

論，引導幼兒「理解圖像標誌的意義與功能」（語文領域）。

5.第二個詳案，呈現第二週第3、4天，鼓勵幼兒從「符號的理解」

，進而自行「為遊戲場設計標誌」及「調整自己行動」（語文領域

與社會領域）。



第一部分 背景介紹

一、幼兒園與班級概況

本園為南部郊區一所私立幼兒園，位於省道旁，鄰近火車站，

時有公車路經，所處位置可謂具有多元的交通網絡。全園共有6

個班，招收2-6歲幼兒。

本實例執行班級為中班，共有30位4-5歲幼兒，男生19位，女生

11位。家長多為農工職業，極少數擔任公職。本班多數幼兒自

小班即入園，具一年就學經驗。本班共有二位教學者，具合格

幼教師資格，年資分別為4和7年，平時課程由兩位教學者共同

討論執行，但會依照學習主題分配課程主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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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背景介紹

二、作息時間

時間 內容
07:15-08:00 提供學習區或戶外遊戲場，做為入園等待時間的活動場所

08:00-09:00 晨間大肌肉活動、上午點心

09:00-10:00 團體討論或小組活動

10:00-10:30 戶外探索

10:30-11:20 學習區自由探索

11:20-14:15 午餐、潔牙、故事時間、午休

14:15-14:30 起床、整理寢具

14:30-15:10 遊戲課程

15:10-15:40 點心時間

15:40-16:00 統整時間

16:00- 放學

＊此作息時間為概要規劃，進行教學時會依幼兒興趣或學習情形彈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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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題發展

A.依據情境選擇主題

本園所處的地理位置具有多元的交通網絡，幼兒對交

通的相關設施有極高的興趣，搭乘汽車／摩托車上學

也是幼兒最直接的經驗來源，這些都成為引入交通之

旅的契機。

「生活中的交通工具」是本次的主題名稱，從幼兒生

活中熟悉的交通工具出發，觀察校園附近街道上的人

事物，了解交通工具的種類、功能與生活的關連，最

後希望能夠提升幼兒對生活環境的關心及加強乘坐交

通工具的安全概念。28I

第二部分 課程規劃

與社區資源相互
結合

考量幼兒生活經

驗與興趣

強化幼兒有待充

實能力與概念



生活中的
交通工具

跳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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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腦力激盪產生各種想法

下面是兩位教學者討論時，加入幼兒可能的想法，最後整理而成。



C. 使用網絡圖組織想法

透過腦力激盪，列出各種

與生活中交通工具的聯想

，初步歸納出下列五個主

要類別。其他想法，例如

：跳傘、熱氣球、水上單

車、帆船及快艇等，雖然

也是交通工具的一種，但

在幼兒生活的直接經驗中

較不易接觸到，且資源也

較難取得，這裡暫不納入

主要類別中。



D. 設計可能的活動、整合

可能的活動和界定學習方向

經過腦力激盪歸納出幾項

與交的概念後，接著就是

通工具有關將概念轉化成

下列的活動，並以六大領

域的課程目標和學習指標

作為活動方向的指引。右

圖以使用交通工具要注意

的事為例，規劃系列活動



二、學習區個人或小組活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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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活動簡案

從〈第一週〉幼兒上學經驗與交通工具的一般性討論；到〈第二

週〉親自在社區走動探訪，並聚焦在各種標誌、社區路線、遊戲場

規則與標誌的設計；〈第三、四週〉進入火車旅行的計畫、體驗與

分享。以下的分週簡案，為從團體時間到學習區的順序流程，簡要

列出每日活動的過程概要。

第三部分 課程實踐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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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詳案

第二週的主軸是進入社區，

運用引導、討論或觀察，幫助

幼兒覺察到環境中的交通標誌

符號的趣味與功能，期待從體

驗中，培養出自行觀察、閱讀

和解釋的動機。以下的詳案「

上街走一走」聚焦在第2天，

從社區地圖及設有標誌地點的

討論，引導幼兒理解圖像可用

來做為記錄與說明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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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天的「標誌停

！看！聽！ 」，

延續第二週第二天的

討論，鼓勵幼兒從「

符號的理解」進而自

行「為遊戲場設計標

誌」並「調整自己的

行動」。



三、教學省思

一開始在設計課程時，仍會習慣掉入以往的舊經驗，想要介紹

交通工具的種類~分類並引入交通標誌的提醒與生活安全的注意

事項.然而.為了要能夠兼顧課程大綱中指標的運用，.因此，改

變引導的方式:將焦點放在語文領域的「理解」與[表達」兩大能

力，進而提升社會領域中「協商與調整」的能力.原本以為要幼

兒去進行區辨~觀察與詮釋是一件困難的工作，但實際進行教學

後，發現中班的幼兒比想像中更具觀察的能力，對生活中各種

符號的「覺察與解讀」也有許多有趣的回應.尤其從第二個詳案

戶外遊戲場設計標誌的活動中，發現幼兒自創了許多圖像符號

，且設立了不同的遊戲規則，也提供了機會，讓幼兒從自訂的

規範中，學習閱讀標誌來調整自己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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