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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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心城堡
實例來源｜前高雄市民權國小附設幼兒園陳秀萍

編修人員｜林玫君、林純華

參考重點

1. 本實例以主題出發，結合多元的小組或個別學習區活動，

發展整體的課程。

2. 實例從「教學者主導」延伸「師生共構」課程，以《阿羅有枝彩色

筆》（上誼）圖畫書「想像力」特色，在教室建構「愛心城堡」。

3. 第一個詳案，聚焦在第四週，呈現以網絡圖討論城堡有關的人物與

情境，依需要分組為角色製作道具或建構情境，最後分享個別的創

作與扮演。幼兒在團體互動的情境中，不斷地延續彼此的對話，獲

得許多以語文表達的機會（語文領域）。透過網絡圖和圖畫書的討

論，幼兒也有機會理解圖像的功能。同時，在大量地扮演創作與回

應欣賞的機會，幼兒的「美感經驗」不斷地累積（美感領域）。

4. 第二個詳案，延續「愛心城堡」，描述幼兒在益智區與積木區進行

視覺藝術創作與戲劇扮演及教學者參考指標與之互動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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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背景介紹

一、幼兒園與班級概況

本園為國小附設幼兒園，全園共有3班，中班1班、大班2班，

本班為中班四足歲，男女生比例各半，大多數都是第一次上

學，對於團體生活與學習的經驗雖較缺乏，但大部分幼兒學

習態度主動、積極並具強烈的好奇心，喜歡探究新奇的事物

與樂於參與各項活動，其中以對語文和自發性的戲劇扮演活

動特別熱衷。此外，本班幼兒亦經常使用口語、圖像表徵和

戲劇扮演的方式表達其想法與學習經驗，在語文與美感的學

習經驗豐富。



二、作息時間



一、主題發展

本園以「人文藝術」為特色，特別強調與「美感」領域的連
結，這學期因應特色與計畫，嘗試將幼兒周圍的『形形色色
』做為發展脈絡，讓幼兒能從中探索形狀、色彩與線條等，
並建立相關概念。

除了幼兒園特色及計畫的設定影響到課程發展脈絡，事實上
，因為經常在發展課程的歷程中運用圖畫書，因此，這次選
用幼兒所熟悉的故事主角「阿羅」系列的圖畫書《阿羅有枝
彩色筆》（上誼）作為貫穿整體主題的脈絡與主要教學資源

課程實施前，與幼兒們經由腦力激盪討論出與圖畫書圖像有
關的「印象詞彙」，例如：樓梯、波浪線、帆船、蘋果樹等
，並歸納出與「美感」有關的主要概念，包含「線條」、「
形狀」、「色彩」和「想像力」四個部分，作為主題課程實
施參考。

第二部分 課程規劃



從主題的情境與整體規劃來看,開始欲透過主題與幼

兒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線條、色彩和形狀,接著,藉由幼兒

豐富的想像覺察力,引導他們發現線條、色彩和形狀在生

活中的奇妙變化;最後,運用主題情境、學習經驗,豐富

想像並進行創作。

右圖是課程設計階段的預設網絡圖,然而在歷經三週

的基礎課程後,教學者會依據幼兒的回應與經驗做調整,

從第四週起,衍生出師生共構的活動主題「愛心城堡」,

活動內容請參考後續簡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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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從圖畫書《阿羅有枝彩色筆》（上誼）出發，前三週分別

以形狀、色彩、線條為主軸，發展教學者主導的課程。

第一週，引導幼兒探索、觀察生活周遭之形狀、色彩與線條，並

讓幼兒配合音樂以肢體創作不同物品。

第二週以圖畫書《小藍與小黃》（台英）為開頭，嘗試運用不同

的素材，例如：水彩、玻璃紙等，讓幼兒從操作中發現色彩的變化

，並透過彈珠滾畫、紙陀螺等活動，進行美感之創作。

第三週，嘗試進行形狀與線條融合之活動，讓幼兒有合作之機會

，例如：欣賞「湯姆貓和傑利鼠」影片後，兩人一組使用蠟筆創作

傑利鼠逃跑之迷宮。

第四週開始，進入師生共構的課程，希望透過團討與網狀討論圖

的方式，與幼兒一起決定之後可以在教室中建構冒險情境，最後，

大家決定在教室建構「愛心城堡」。

第三部分 課程實踐脈絡



以下簡案僅列出第四、五週的課程內容，詳案則以第1天開始的團討

及接續在小組／學習區的兩次發展做詳細描述，活動內容則列出從團

體到小組（或學習區）至分享時間之流程依序呈現。





二、活動詳案

「愛心城堡」進行方式大致為：

1.以網絡圖聚焦討論主題，例如：
「城堡中該有的角色或地點」。

2.進入學習區，分組扮演，同時依
需要為角色製作道具或建構情境
。

3.團體分享個別的創作與扮演。

幼兒在團體互動的情境中，不斷

地延續彼此的對話，獲得許多練習

「語文表達」的機會。透過網絡圖

和圖畫書的討論，幼兒也有機會「

理解圖像」的功能。同時，在大量

地扮演創作與回應欣賞的機會，幼

兒的「美感經驗」不斷地累積。







三、教學省思

一開始，還是會習慣以預設的主題進行活動，像前三週的課程內容

，例如：形狀、色彩、線條等創作，都無法跳脫自己的框架，而幼

兒屬於比較被動的角色，接受預設的教學安排。一直到第四週後，

在幼兒對基本的概念熟悉後，才敢放手一試，配合「想像力」，在

教室中建構「愛心城堡」。

雖然是師生共構，但是一開始仍然以教學者的問話引導幼兒思考城

堡中該有的角色、情境及可以建構的道具等，教學者的主導性似乎

仍然強烈，未來可以考慮發展二到三個不同的小主題，不一定將全

班同時框在一個大主題之下，進行建構的活動。不過就本次的課程

目標來看，美感本來就是主要的發展方向，因此，偶爾以這樣的策

略來深化幼兒在美感領域中的創作、回應與分享的經驗，可以看到

各種天馬行空的想法與實際產出的道具作品、情境，這都是讓人不

可思議的地方。



在學習區，許多偶發事件中也反應了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

課程常常不按牌理出牌，例如：第四週第1天的活動「我們要玩

？」的詳案中，在預設目標上，偏向以「美感及語文領域」為主

，但也因著幼兒的好奇或認知上的衝突，而轉到

「社會領域」的方向。看來教學者似乎需要加強對各領域的課程

目標及中班學習指標的熟悉度，這樣才能依幼兒的表現做適當的

引導，並連結到合適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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