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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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例上路篇
主題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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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我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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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玫君、林純華

參考重點

1.本實例從「主題」出發，透過團體、小組或個別「學習區」活動，

發展統整性的課程。

2.教學者慣於觀察幼兒的學習反應以調整課程，因此，實際在執行課

程時，保持相當大的彈性。

3.第一個詳案，描述第二週「我的成長照片」討論後，想要進入隔壁

幼幼班，運用圖像符號記錄（語文領域）來比較另一個「年齡族群

」和自己在飲食、穿著等生活文化的差異，就此「認識生活環境中

不同族群的文化特色」（社會領域）。

4.第二個詳案，呈現如何透過〝幾天〞的量頭圍活動，引導幼兒進行

「蒐集訊息」、「整理訊息」的循環歷程（認知領域），進而辨認

自己與他人在身體特徵與性別的異同（社會領域）。



第一部分 背景介紹

一、幼兒園與班級概況

本園為私立科技大學附設幼兒園，成立迄今約18年，重視幼兒

問題解決與自主學習能力的培養，與大學共享多元的軟硬體設

備，資源豐富。全園共5班，收托2-6歲幼兒。

本實例是大班幼兒，在28位幼兒中，有18位為女生，大多數幼

兒都從幼幼班或小班讀到大班，幾乎已就讀三年以上。班上有2

位教學者，一位為大學幼教系畢業，已有10年教學經驗，熟悉

語文教學；另一位為幼保系畢業，任教年資為3年。



二、作息時間

＊此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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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內容

08:30 - 09:30 戶外大肌肉活動

09:30 - 09:50 點心時間

09:50 - 10:15 團體、主題討論

10:15 - 11:50 學習區自由探索（搭配主題）與分享

11:50 - 14:15 午餐、潔牙、故事時間、午休

14:15 - 14:30 起床、整理寢具

14:30 - 16:30 活力點心、分組學習活動

16:30 - 放學、戶外活動



一、主題發展

A 依據情境選擇主題

本園每學期會設定一個大主題，通常一學期的「大主題」之下

，會有三到四個「次主題」。這學期的大主題是「愛的真諦」

，各班教學者可從四個大方向彈性規劃自己班級的主題：「我

的身體地圖」、「保衛地球小尖兵」、「甜蜜的家人」和「左

鄰右舍」。本班將焦點放在「我的身體地圖」，並將主題定為

「期待我長大」，其原因為，過了一個長假，幼兒轉換到新的

班級，教學者覺察到幼兒對於“自己長大一歲”這件事已能侃

侃而談。同時考量到幼兒在全園中為年紀最大的班級，且多數

幼兒已在園內就讀超過三年，即將邁入幼兒園的最後一年，若

能與幼兒共同探索和回顧一路走來的成長足跡，會是一段珍貴

的學習歷程。另一方面，長大另外深層的意義便是「責任」，

對即將進入小學展開另一階段學習旅程的這群幼兒，此時也是

共同討論成長的各項變化以及如何面對新環境轉換的絕佳時刻

第二部分 課程規劃

配合幼兒園主
題

考量幼兒過去

累積生活經驗

「責任」是幼

兒尚需補充的

經驗



B.腦力激盪產生各種想法

以下腦力激盪內容產生的方式，主要以班級教學者的想法為主，透過

兩位教學者的討論，發想出多項與「長大」有關的想法與概念。

期待我長大

畫圖

猶太教朗讀經文

積木

嫉妒

日本成年禮

責任

不搶玩具

Baby的遊戲

長高了

韓國冠禮

玩具變小了

關懷

天主教聖餐禮

渴望友誼

幫毛毛蟲找一個
家

自己穿衣服穿襪子

小Baby好小

禮讓

吃蛋糕體貼

花、草、石頭、沙子

獨立

當媽媽

謝謝老師

爸爸媽媽的玩具

遊戲機

接納

變爸爸

我的好朋友
家家酒

幫媽媽的忙

手手腳腳變大了

盪鞦韆

我會照顧

感恩回饋

自己讀故事書

世界各地的生日

衣服穿不下

頭變大了

阿公阿嬤的生日

臺南做十六

古早味童玩

拆禮物打電動

掉牙齒

我的生日



C使用網絡圖組織想法

以幼兒可理解、合乎生活經

驗的概念來命名，例如：「

不一樣的遊戲」是銜接先前

幼兒在「童玩」系列的活動

中，體驗許多古早味童玩及

遊戲，延伸到幼兒現在的遊

戲，比較兩者的不同。此外

，也刪除一些與幼兒生活經

驗無關的內容，例如：韓國

冠禮、日本成年禮等其他各

國的長大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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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待我長大有關的概念後，接著就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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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是

以我是大哥哥大姊姊、我長高了

為例，皆為暫時性的規劃，在實

際進行課程時，仍會依幼兒的回

應及興趣做順序或內容上的調整

。



天主教聖餐禮

日本成年禮

韓國冠禮

期待我長
大

猶太教朗
讀經文

責任

我長高了

長高了

衣服穿不下

掉牙齒

小BABY好小

手手腳腳變
大了

玩具變小了
頭變大了

不一樣的遊戲

畫圖

花、草、石頭、沙子

積木

BABY的遊戲

爸爸媽媽的玩
具

家家酒

盪鞦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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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蛋糕
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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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公阿嬤
的生日

臺南做十六

拆禮物
打電動

我的生日

我是大哥哥／大姊姊

嫉妒

渴望友誼

不搶玩具

幫毛毛蟲
找一個家

禮讓

體貼

當媽媽

謝謝老師 關懷獨立

變爸爸

我的好朋友

自己穿衣服穿襪
子

幫媽媽的忙

我會照顧

感恩回饋

自己讀故事書

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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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活動過程，須不斷地與課程目標或學習指標來回檢視，選擇所要進行的活動及先後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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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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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簡案
第一週至第五週各區皆有不同的發展，礙於篇幅，下表僅列出與主題
有關且易見的學習區主軸活動，而各分週簡案，為從團體時間到學習
區的順序流程，以下簡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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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二週，進行「我的成

長照片」之討論後，發現自

己的Baby時期和現在非常不

一樣，引發幼兒想要進入幼

幼班比較「小弟弟／妹妹」

和自己的生活差異。下面「

比一比」的詳案，就是呈現

這段探索的歷程，藉由實際

的觀察、比較，了解自己和

不同的族群（幼幼班）在外

觀、用品、衣服等生活及文

化的異同。





實
例
上
路

篇



在第三週第1天「最珍貴的寶貝」時，有些幼兒分享自己的

成長手冊，看到媽媽細心幫自己與哥哥的頭圍、手腳印所做的紀

錄，引發幼兒對於「班上小朋友誰的頭最大呢？」的好奇。

於是，在益智區展開了一系列「量頭圍」的活動。雖然已

是大班幼兒，在「認知發展」上可以運用「標準單位」蒐集訊息

，但是考慮到幼兒的舊經驗，仍然從中班程度引導，參考學習指

標「認-中-1-1-5運用身邊物件為單位測量自然現象或文化產物特

徵的訊息」，先用隨手可得的身邊物件（毛線）再進入到具有標

準單位的工具（皮尺）進行頭圍的測量，最後，協助幼兒使用測

量完的結果瞭解自己和他人的身體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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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省思

「期待我長大」雖然有先前的預設課程，但隨著課程的進行

與幼兒的回應，在第二週之後，大組討論的時間逐漸變短，

反而在學習區師生互動的時間增長。在引導的歷程中，發現

需要常常「捨得」把事先想好的活動丟棄（例如：我當媽媽

了與我的成長照片），轉而將焦點放在幼兒對於各種活動的

反應上（例如：比一比與誰的頭最大）。教學者本來設計了

許多跟童玩、古早遊戲有關的活動，但是當幼兒開始分享自

己的照片及寶貝物品、到幼幼班觀察弟弟妹妹的活動，他們

的興趣就轉移到自己和身邊周遭的事物，例如：在扮演區扮

演媽媽、科學區照顧動植物、製作成長牆及量頭圍等。



原來只是考慮幼兒可以對自己的成長做進一步的瞭解與認識，沒

想到在第二週進行「我的成長照片」討論的歷程中，卻引發大家想

去隔壁幼幼班，觀察小弟弟／妹妹的生活方式。一個轉念心想，或

許可以引導幼兒對「與自己不同年齡族群」做生活的比較，看看這

樣的詮釋是否可以切入社會領域「愛護與尊重」的能力。正好幼兒

園也有另一個不同的族群（幼幼班），雖然幼兒們天天見面，但卻

少有機會走入他們的教室進行觀察。結果發現透過「比一比」活動

，似乎讓較大年齡的幼兒，對於幼幼班的弟弟妹妹的生活方式有比

較多的理解，例如：弟弟妹妹牙齒比較少，吃飯時需要協助。隨後

在幼兒園中，無論在走廊上或是戶外遊戲場，發現這些大哥哥／姊

姊們比較不會像以前，常常為了輪流排隊或者玩玩具而起爭執，似

乎較能理解（尊重）並愛護（照顧）年紀小的弟妹。



第二個詳案「誰的頭最大」是延續成長歷程中的發現，幼兒對於

自己頭圍的大小感到有興趣，剛好可以藉機透過連續的活動，引導

幼兒進行認知領域「蒐集訊息」、「整理訊息」的歷程。在歷程中

，剛開始運用了認知領域的「蒐集」、「整理」到「解決問題」三

種不同能力的指標，在經由與輔導教授討論後，才恍然大悟，發現

這個活動還只是在「蒐集、整理訊息」的階段，還沒有進入認知領

域所謂的「解決問題」之程度。這是因為活動中，幼兒還在探索測

量的概念，而透過教學者的問話性引導，逐漸學習測量的方法。當

我們進一步閱讀認知領域內涵的解釋後，發現若是要進入「解決問

題」的能力，幼兒必須熟練前面的諸多技巧（例如：蒐集、整理訊

息），在具備基本能力，能夠深入探究後（就是進一步實作、驗證

、檢查等），才算是真正的解決問題之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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