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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擦桌子 

 

我們會排隊 

 

午餐後我會刷牙 

「健康寶貝」主題歷程記錄 
大浣熊（呂老師、圻圻老師）和小浣熊們共同演出 

一、小浣熊來上學 

孩子們懷著期待又忐忑的心情來到浣熊班，開始了第一天的學校生活。好在

第一天有爸爸媽媽爺爺奶奶陪我一起到學校，我們一起透過闖過每一關熟悉學校

的人事物，有放置物品、找到自己的位置、探索教室玩具、製作班級頭套、跳舞、

體能遊戲…等關卡，接下來的每一天我們漸進地學習照顧自己、融入團體生活，

我們似乎慢慢地愛上學校了！ 

 

（一）我會照顧自己 

前兩週，寶貝們尚在適應新環境，一方面努力調適與親愛的家人分離的心情，

一方面試著敞開心胸和浣熊老師建立信任關係。這時候，孩子們跟著學校的日常

作息逐步建立新的生活習慣。然而每個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不盡相同，但他們都

認真學習如何在學校照顧自己。 

首先，透過老師們的戲劇演出，讓孩子瞭解「洗手」的重要性及步驟。接著 

利用各種洗手時機，指導孩子們正確洗手的方式。另外，藉由「小熊包力刷牙記」

這本有趣的繪本（小熊包力不喜歡刷牙，有一天起床後發現牙齒不見了，小熊包

力好開心終於不用刷牙，但沒想到卻遭遇到一連串的不方便。）認識了牙齒的功

用，更能體會刷牙的重要性，並且在每日的午餐後練習把牙齒刷得乾乾淨淨。而

整理桌面更是孩子進入校園後面臨到的挑戰，於是老師以實際示範的方式，讓孩

子們看見如何收拾餐後的桌面，包括把掉落的食物撿起來，再用抹布擦桌子，最

後把抹布洗乾淨等步驟。那麼脫下來的衣服或外套該怎麼辦呢？孩子透過兒歌

「我會摺衣服：先舖平、手牽手、戴帽子、一鞠躬、再對折」，很快就學會了摺

衣服的方法。 

我們相信孩子的能力，希望這些生活自理能力的建立，能讓孩子們試著開始

照顧自己，並且學習負責任的態度。 

（二）浣熊班的約定 

※約定 1：完成每天要做的工作 

每天進到浣熊班就有好多事情要忙，但孩子們就像厲害的小螞蟻一樣，設法 



 

2 
 

 

「跟大家說早安」怎麼畫 

 

有人描字、有人剪圖 

 

想一想要怎麼畫 

 

大家一起分工合作 

 

我會遵守遊戲安全 

解決接踵而來的各種挑戰。那麼，每天在學校除了上

課之外，還有哪些事情是需要小朋友來幫忙完成的呢？

老師請孩子們想想看「在學校我們會做哪些工作？」，

大家透過討論提出了很多意見，老師將孩子們的想法

記錄在白板上並且統整為：○1 早上進到教室要做的事

（說早安、整理書包、畫日記圖、玩玩具）○2 吃點心

要做的事（拿餐碗、擦嘴巴、擦碗、擦桌子、收碗、

地板撿乾淨、喝水、看書）○3 出去玩回來後要做的事

（洗手、擦汗、換衣服、喝水、坐著休息）○4 上廁所要做的事（拿衛生紙、輕輕

走路到廁所、沖水、洗手）。可是還是有些小朋友會不小心忘記該做的事情，我

們要如何將這些例行工作的步驟讓每個小朋友都知道呢？於是孩子們開始提出

建議：把這些工作做成海報、如果看不懂字可以用畫的…更有孩子主動上台示範

「跟大家說早安」要怎麼畫。有了具體的作法，我們便開始分組來製作「例行工

作海報」。各組的孩子們分工合作，由小組長協調組員們的工作內容。有人以仿

寫的方式將例行工作的內容寫下來，有人負責畫出對應的圖畫，最後再按照步驟

順序貼上寫好的文字與圖畫。 

但是，當我們回顧這些「例行工作海報」的時候，孩子們發現有些圖畫看不

出來在做什麼，這樣就沒辦法讓每個人都看懂海報了。討論之後，我們決定用拍

照的方式將要做的事情拍下來。由每位孩子擔任演員，演出要做的事情，老師協

助拍照並將照片送洗，最後由孩子把自己的照片貼在海報上對應的位置，例行工

作海報」終於大功告成！孩子們和老師約定每天到學校練習自己完成這些工作，

並且學習當個負責任的小朋友。 

 

※約定 2：遵守遊戲安全規則 

在遊戲場跑跑跳跳，和朋友一起遊戲，是孩子們

最歡樂的時間。但是只要一不小心就會跌倒受傷，讓

親愛的家人和老師擔心。所以，老師向孩子們介紹遊

戲場時，除了說明各種遊樂器材的使用方法，同時也

和孩子們約定必須遵守的安全規則，讓孩子學習保護

自己也保護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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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的學習區時間 

 

跟穿著黃色衣服的黃老師問好 

 

我會寄明信片！謝謝郵差叔叔 

 

明信片上要貼收信人喔 

※約定 3：當個有禮貌的孩子 

有禮貌的孩子人見人愛，但什麼是有禮貌呢？孩子紛紛舉手表達意見：跟老

師說早安、跟導護媽媽說早安、會跟人家說謝謝…原來孩子們心中的「有禮貌」

是比較偏向口語上的。於是老師試著利用戲劇演出的方式延伸「有禮貌的行為」，

並且進一步歸納成○1 主動向人問好○2 說話溫柔有禮貌（會說請、謝謝、對不起，

經常讚美別人）○3 動作有禮貌（在走廊上輕輕走路、收拾東西會輕輕放）。透過

生活上的機會鼓勵孩子做出有禮貌的行為。 

 

（三）認識明湖附幼的老師們 

  配合教師節日和學校感恩活動，我們從孔子的故事體會老師教導學生的心意

和辛苦，孩子說想送禮物給老師、自己做卡片送給老師…，感謝老師教我們好多

事〝教我們洗抹布、教我們唱歌、想媽媽時陪我們…〞。 

  我們先到各班認識老師，繪製明信片送給想要感謝的老師，每個孩子都在明

信片上說出想對老師說的話，最後在郵差叔叔的引導下投至郵筒，也體驗如何寄

送明信片。每位老師收到卡片都又開心又感動！ 

 

二、小浣熊好有趣 

  我們教室有好多不同的學習區，可以跟好朋友一

起建構、創作、遊玩…，上課時我們一起討論、思考、

製作、發表…，原來在有趣的遊戲中我們也在學習！ 

 

（一）學習區怎麼玩 

※認識我們的學習區 

每天早晨完成日記畫之後就是孩子最喜歡的學習區活動了。他們可以自由到

教室的各個角落選擇喜歡的教具或玩具，可以獨自操作也可以和三五好友一起玩。

浣熊班的學習區有高級圖書館、益智區、美勞櫃、玩具家、小廚房，而每個學習

區都有不同的功能。 

老師請孩子們分享在學習區裡面遊戲的經驗：高級圖書館可以看書、益智區

可以玩跳棋、美勞區可以剪紙、玩具家可以玩積木、小廚房可以玩煮菜的遊戲…

看來，孩子們都清楚知道在學習區裡可以做的活動有哪些。不過，老師在孩子們

的討論中發現小朋友對於學習區的名稱並不熟悉。於是，提議讓孩子們自己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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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下自己想到的新名稱 

 

把新名字貼在海報上 

 

大家一起貼點點來投票 

 

畫畫看要用什麼圖案來

代表動腦區 

 

幫忙畫出美勞區的東西 

 

拿著積木描出形狀 

 

欣賞大家完成的佈置 

習區取名字。老師將各學習區的照片及名稱貼在海報上，並強調「每個學習區有

不同的玩具，小朋友做的事情也不太一樣，我們幫忙取的名字要讓大家知道在這

個學習區裡面是要做什麼事情的。」。 

經過幾日的思考，孩子們陸續有了新的想法：益智區可以改成動腦區，因為

到這邊要動動腦才可以玩；小廚房可以改成厲害廚房，因為要很厲害才不會被燙

到和切到…小朋友的創意無限，接連迸出了好幾個有趣的新名稱。老師請孩子將

想到的新名稱寫在紙條上，並貼在對應的學習區照片下方，接著透過票選活動，

由每位孩子投下神聖的一票。就這樣，浣熊班全新的學習區名稱出爐了：星星圖

書館、動腦區、美勞區、好玩玩具區、小小廚房。 

 

※佈置學習區 

確定學習區名稱之後，接下來孩子們就準備分

工合作開始佈置環境囉！首先，我們要如何讓小朋

友知道每個學習區的位置和名稱呢？孩子們提議可

以用寫的，這時候老師提出了一個問題：「寫字是個

好主意，不過有些小朋友看不懂字，那要怎麼辦

呢？」，有人說可以加上注音，有人說可以用畫的。

於是老師邀請孩子們出來畫畫看，每個學習區要用

什麼樣的圖案來表示：畫一個人在看書代表星星圖

書館、畫了兩個象棋代表動腦區…在討論的過程中，

老師發現孩子們發揮了十足的想像力和觀察力，而且選擇的圖案都具有代表性

呢！ 

接著，孩子們自由進行分組，選擇自己想要佈置的學習區，幫忙描寫名稱和

畫圖，並將寫好的文字及圖畫剪下來貼在適合的位置。每一組的工作進度不同，

較快完成佈置的孩子可以協助其他組，或是扮演垃圾車的角色，穿梭各組協助收

拾地面及桌面的紙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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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著自我介紹卡介紹自己 

 

描寫規則、畫出規則 

 

排列順序、文圖配對貼好 

 

作品展示區 

※討論學習區規則 

    孩子們從每一區走走看看玩玩，漸漸更投入於一區的探索，創作、建構和變

化也愈來愈豐富，在此同時我們也遇到了問題。美勞區常常像〝垃圾場〞、作品

完成後怎麼辦、扮演時找不到需要的碗盤、常常很多人想玩一樣的玩具、有的動

腦玩具不會玩…，於是我們一起討論解決問題，孩子好厲害，提出收拾整齊、分

類的建議，有的小朋友幫忙清理黏土盒，將黏土分色裝好；有的小朋友幫忙將美

勞區或小小廚房的用品分類排好；有的小朋友照著我們討論的方式將星星圖書館

的書排好；我們還規畫了作品展示區，製作作品標示牌，孩子時而過去走走看看，

儼然是個美術館呢！ 

    後來小朋友說有人都很急著收拾就亂放，於是我們決定一起討論每個學習區

的使用規則並做成標示貼在各區提醒大家。有了需求孩子幾乎都很投入思考每個

學習區大家要遵守什麼規則，許多中班的小朋友也提出很棒的想法；閱讀繪本「輪

到我了」後，詢問孩子自己是否也有類似的經驗、心情感受如何，有的孩子說玩

不到會很難過、覺得很無聊…，驚訝孩子已經會表達自己的情緒之餘，大家開始

認真地討論怎麼樣大家都可以玩得開心；討論每一個學習區規則時小朋友容易表

達〝不要…〞，可能也是成人常常的說話方式，老師會進一步詢問〝那要怎麼做

才好〞，讓孩子更清楚地表達正確的做法；當討論到〝大家一起玩〞時，大家對

於每個學習區適合多少人一起玩有了不同的見解，看著孩子們你一言我一句地提

出看法與疑問，真是精采的對話，這些對話是孩子們在玩樂探索中的體會。 

    因為與自己切身相關，孩子很努力地思考如何適當地與同儕互動，並且是具

體可以做到的，一起分組合作描寫並畫出討論出來的規則，照著順序和圖文排列

配對張貼於老師事先貼在各區的波浪板上，孩子就在老師稍加協助下完成學習區

規則的討論和呈現了！往後在學習區活動的爭執減少、即使發生不愉快孩子也能

學習如何解決。 

  

（二）我和我的朋友 

※從自己到朋友 

    邁入第三週小朋友們認識了很多新朋友、

玩得很開心可是彼此卻叫不出名字，我們便透

過簽到、故事、遊戲、寫畫和介紹自己等方式

相互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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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要相親相愛 

 

孩子相互討論給予建議 

    在「打擊魔鬼」遊戲中孩子發現叫不出同學的名字只能一直換人當鬼似乎不

有趣，於是我們製作自我介紹卡，然後小朋友展示卡片並自我介紹，結束後從自

我介紹卡抽出下一位同學，孩子們出乎意料地幾乎都很大方的表達出名字、喜好，

再次進行遊戲，孩子分享〝我覺得好刺激喔！快敲到我時要趕快叫另一個小朋友

的名字〞！我們還從畫自畫像中拿著鏡子觀察自己認識自己，也在「猜拳」、「大

風吹」等互動遊戲中認識新朋友。 

    在自畫像活動中，孩子常常不了解自畫像的意義，

而畫成平常喜歡畫的公主或畫得過小，這次老師試試

拿鏡子一步步示範如何畫出自己，有了示範加上實作

時的引導，看到小朋友認真地照著鏡子畫，大部分的

孩子都能清楚地畫出大大的人、五官、自己的穿著…，

甚至眉毛、耳朵、鼻孔等小細節，細細的筷子人少了，

舊生與中班相較也成熟不少，有手指頭、衣服上的圖

案、頭髮綁起來的樣子…！ 

 

※相親相愛浣熊班 

    孩子們越來越熟悉，彼此之間的互動也越來越頻

繁，難免在生活上發生一些小摩擦。雖然老師經常提

醒孩子們要注意禮貌，但孩子之間的小爭執似乎還是

沒有減少的跡象，如：有人走路不小心撞到別人、有

人坐錯位子被大聲提醒、有人開玩笑的打人家的頭…。

面對這樣的情況，浣熊老師決定和孩子們召開班會討

論「如何解決這些吵架的問題」。 

孩子們紛紛說出吵架時的內心感受，並且提出各種解決方案。老師和孩子一

起透過演戲的方式，實際演出孩子們的意見。最後大家同意有三個方法可以解決

我們的問題：○1 大家要相親相愛○2 如果不喜歡別人這樣做，要先用嘴巴告訴他，

如果他還是繼續，就要告訴老師○3 每個人有三次機會可以被提醒，如果做不到，

那就要在旁邊坐著休息。藉由這次的討論，我們希望讓孩子說出自己的想法，並

且運用同理心的方式讓孩子有機會去瞭解其他人的感受，進而願意遵守大家提出

來的「相親相愛方法」。 

 

三、健康的我 

    學習生活自理、認識自己、樂於參與友伴互動等無非就是期待小朋友身心靈

都健健康康的，藉由學校體育表演會的活動也讓孩子感受到運動能使心情開朗、

身體強壯，有〝健康的我〞才能有更豐富的生活體驗呀！ 

 

（一）身體重要器官 

整理孩子的作品時，發現孩子們的自畫像十分有趣，每個人透過鏡子觀察到 



 

7 
 

               

接力畫人 

的五官似乎不太一樣。於是，老師請孩子們接力上台畫出一個人，結果這個人的

各部位都有些怪怪的，而且從圖畫中可以發現孩子對於五官的概念並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們決定要來好好認識我們的臉。 

※眼睛 

透過兩人一組的觀察，孩子們發現眼睛有：眼皮、黑眼球、眼白、睫毛、眼

白上面的小小血管。接下來我們繼續討論「眼睛」能幫助我們的事情」有：看東

西（翰柏）、看到肚子咕嚕咕嚕（翰玟）、有眼睛比較漂亮（邑群）、可以看遠的

地方（易昌）、流眼淚（子涵）、看書（艾琳）、看著寫字（楷原）、眼皮可以閉起

來（倢羽）。我們也討論到雙眼皮和單眼皮的特殊現象，孩子第一次發現自己的

眼皮類型都很興奮。而「方眼男孩」的故事，讓孩子們知道電視看太久會讓眼睛

生病，可以多做一些其他的活動（如：畫畫、看書、看天空、散步…等）。接著，

我們一起做「眼球體操」，讓眼睛用力的閉起來，再一下子睜開，然後固定頭部

只轉動眼球，孩子們努力的讓眼球轉一轉，表情真是可愛，做了體操也讓眼睛更

健康喔！ 

 

 

 

 

 

 

 

 

 

※鼻子 

孩子接著想要認識鼻子，所以請幼兒兩兩一組互相觀察鼻子。進行發表的時

候，孩子發現鼻子有：鼻屎、鼻涕、鼻毛、鼻孔、鼻腔、鼻骨、不小心還會流鼻

血。而小朋友對於鼻子的討論更熱烈，連續說出好幾個鼻子能幫助我們的事情：

呼吸（子涵）、聞味道（楷原、力彤）、擤鼻涕（彥真）、把髒東西哼出來（翰柏）、

鼻毛可以擋住灰塵（翰玟）、挖鼻屎（倢羽）。接著老師和孩子們分享「鼻孔的故

事」這個繪本，作者以有趣的方式介紹鼻子的功能和外觀，以及如何保健鼻子，

不僅讓孩子們哈哈大笑，同時也更深入的認識鼻子。最後，我們一起玩「戴著眼

罩聞味道」的遊戲，老師事前準備了眼罩和各種物品(茶包、咖啡包、奇異果、

 

兩人一組觀察眼睛 

 

用力把眼睛閉上 

 

眼球轉一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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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清楚鼻孔裡面的東西 

 

好鼻師～輪流試試看 

 

你有仔細觀察過耳朵嗎 

 
全園牙齒保健宣導活動 

 
觀察嘴巴，看得真仔細 

 

畫下所看到的嘴唇 

蘋果、西瓜、蛋糕、巧克力、蔥、薑、蒜頭)，孩子的嗅覺很厲害，把各種神秘

小東西全部猜出來了。 

 

 

 

 

 

 

 

 

 

※嘴巴 

    上週五健康活動宣導牙齒保健的重要性和方式，於是我們接著認識嘴巴。嘴

巴包含了什麼呢？孩子馬上說牙齒，倆倆相互觀察後，小朋友很認真地數了朋友

有幾顆牙，許多人數出上面十顆、下面十顆，共二十顆牙齒，老師以文字記錄下

來並請孩子畫在白板上，接著孩子還觀察到舌頭、牙肉（牙齦）、口水、嘴唇，

一起完成一個大嘴巴，還有觀察細微的孩子說到〝喉嚨〞、還說有兩個洞，進一

步請小朋友觀察，發現當出聲音時喉嚨有一個垂下來的肉肉會動，於是老師畫圖

與孩子解說氣管和食道，也藉機讓孩子知道吃東西時要專心，以免食物跑到氣管

是很危險的，果然午餐時大家都安靜地用餐；最後討論到嘴巴會幫助我們的事，

孩子提到吞口水，口水對我們也是很重要的喔，在吃東西時它會分泌一種東西幫

助我們東西更好吃、也幫助我們消化食物，孩子們吃飯時紛紛細嚼慢嚥，還說〝飯

真的甜甜的耶〞！我們從孩子的觀察和發現中一起學習。 

※耳朵 

    相互觀察耳朵時，小朋友發現耳朵有洞、有細細的

毛、垂下來的肉肉(耳垂)、耳朵上面有摺起來的樣子、耳

背有細細紅紅紫紫的血管、有耳骨但是是軟軟的，還有

耳屎，有了鼻子和眼睛的經驗，小朋友說耳屎就是把髒

東西包起來，除了聽聲音之外，還有小朋友說耳朵上的

毛可以擋住灰塵，老師也分享除了灰塵有時候也會有小

蟲不小心跑進去，老師還分享了螞蟻跑進耳朵的經驗，

 

聞聞看這是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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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丫子  比一比 

  

踩上去會不會痛痛的呢 

 

我用四隻手指頭努力抓 

 

這是杯子啦 

 

下課後大家繼續試試 

讓孩子學習應該怎麼處理。我們一起合作把孩子觀察到的耳朵畫在白板上，小朋

友很厲害，能夠把看到的表現出來！ 

 

※手腳並用 

    繪本「手和手指頭」運用了一些動作讓我們更認識「手」，我們讓每隻手指

頭都去找其他四隻手指頭當朋友，小朋友發現大拇指最容易碰到其他手指，於是

我們請孩子嘗試不用到大拇指把正在喝的水壺拿去放好，孩子們紛紛說好難喔，

認真地想辦法要把水壺拿起來，有的用兩手手掌扶著、有的應用到兩手手腕、有

的將水壺放在手掌上平衡…，幾位孩子還很聰明地運用水壺的手把或繩子勾著，

然後小朋友說要挑戰不用大拇指拿午餐、玩玩具、鋪棉被…，真有趣！體驗了一

整天，隔天小朋友分享〝大拇指休息一天更有活力了〞、〝覺得很不方便、拿東西

不穩〞…，原來每隻手指頭都很重要，相互合作、少了誰都不行！手還可以幫助

我們做什麼事呢？有了經驗孩子說〝拿穩東西〞，還有〝捏東西〞、〝做勞作〞、〝搔

癢〞、〝玩遊戲〞…，我們把眼睛蒙起來，小朋友很快就用手摸出是什麼物品，課

後幾位孩子玩出興趣相互蒙眼、四處找物品給同伴摸一摸猜一猜，原來手也可以

感覺物品的特色和不同。 

    繪本「腳丫子的故事」引發我們觀察自己的腳、跟朋友比比腳的大小，腳丫

子還可以幫助我們做什麼事呢？小朋友提到走路、跑跳、踏出聲音，於是我們開

始了手腳合奏，孩子變化出大小聲、手腳交替或同時、單或雙腳，老師進一步引

導出快慢的變化，有孩子用手拍腳底的創意讓我們眼睛為之一亮呢！光著腳踩地

板孩子說冰冰的、滑滑的、有一條條的感覺，於是我們請孩子回去體驗踩在不同

地方的感覺，回來分享時彣齊說踩在石頭路上硬硬刺刺的、柏柏說走在水裡像踩

到口香糖黏黏的腳抬不起來、還有人說走在草地上軟軟刺刺的…，大家一起想像

表現出這樣的感覺，孩子很生動地先把一腳踏出去踩踩看，似乎正在感覺踩在石

頭路上會不會很痛呢！ 

 
 

 
 

手
和
腳
的
合
奏 

 

小
心
翼
翼
地
踩
踩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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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料塗在手腳上是什麼感覺呢 

 

難不倒我!看我手腳並用 

 

我把腳掌變成一隻狗 

 

先練習怎麼向大家介紹 

 

 

 

 

 

    孩子提到還可以蓋印，我們先一起觀察手腳上的紋路，討論為什們有紋路、

以及腳掌心增加走路彈力的功能，於是我們運用〝蓋印〞來觀察每個人的掌紋、

腳掌心的大小，小朋友躍躍欲試，將手或腳放在選擇的色盤上或以水彩筆塗上顏

料蓋印在紙上，許多孩子笑著說〝好好玩喔〞！接著我們一起看著蓋印畫想像可

以將手印或腳印變成什麼，彥真腳跟連腳跟的兩個腳印小朋友說加上柱子、樓梯、

欄杆、人變成一座橋；澤穎兩個腳印排在一起小朋友建議加上火腿和蔬菜變成漢

堡…，大家腦力激盪了起來，便開始將自己的蓋印畫入創意，苡嘉在腳掌心畫上

眼睛嘴巴變成一隻狗、翰柏描繪手掌和腳掌，結合成一棵〝藍莓蘋果樹〞…，小

朋友樂在其中完成後紛紛想跟大家分享，孩子的創意讓我們驚艷！此外，我們一

起圍個圈「手腳並用」玩遊戲，骰子擲到那個數字就得把手或腳放在那個數字上，

孩子想盡辦法移動變化肢體，都成功完成任務，真厲害！ 

（二）保持健康的絕招 

※身體小博士 

    討論認識了身體的重要器官，我們要怎麼樣才不會忘

記、怎麼跟大家分享這些〝知識〞呢？小朋友說〝寫下來〞，

〝不會寫怎麼辦〞，〝用畫的〞，於是我們分成六組─眼睛、

鼻子、嘴巴、耳朵、手、腳，孩子分工合作畫下器官的構

造、器官可以幫助我們的事，在老師的協助下摹寫或描寫

文字；會寫字的負責寫字、有的負責畫器官、有的負責畫

下器官的功能，還會主動告訴老師需要寫什麼字、詢問想

要拚的注音符號怎麼寫；可能是之前活動的學習經驗，剪

下畫的圖案或文字時也很細心。每個孩子都找到自己可以

做的事，完全沒有發生合作上的爭執，例如：製作「手」

的海報這組小朋友先描繪自己的手，大班勁家沿著所寫的

〝手〞邊緣剪下、中班力彤畫了手可以開車、弈安畫手可

以摸出是什麼物品，另外允云嘗試用拼音的方式寫下鼻子

幫助我們的事，讓我們發現了孩子的學習和能力。 

    完成後我們決定拿著海報當「身體小博士」向其他班

的老師、小朋友介紹身體重要的器官，但是在這之前我們

得先練習，每一組輪流向大家介紹，小聽眾再給予建議，孩子發現如果一直笑會

讓觀眾聽不清楚、一次一個人說大家才聽得清楚、音量大聲一點、也要小心不要

 

耳朵可以幫助我們… 



 

11 
 

 

示範如何將小模特兒畫下來呢 

 
一起完成健康網狀圖 

 

一起合作吧 

擋住海報…，再次經過調整，大家都取得小博士資格，到綿羊班或大象班呈現自

己所學也有機會學習表達，第一次經驗孩子顯得有點不好意思，但也充滿自信心

和成就感，儼然自己成為老師在教導大家呢！ 

 

※健康寶貝 

    我們的身體這麼重要，可以幫助我們做這麼多的事，我們應該怎麼保護自己

的身體、讓自己更健康呢？小朋友說吃蔬菜水果、多喝水、流汗要擦乾、洗手、

慢慢走才不會受傷、看電視要休息才不會近視、跑步…，於是歸納出吃營養的食

物、衛生習慣、保護自己、照顧眼睛、運動，我們分組畫出內容製成網狀圖，清

楚地知道有什麼運動、什麼是營養的食物、好的衛生習慣有哪些…，還有兩組各

派出一位健康模特兒，組員一起描繪健康寶貝的身形，然後共同畫上身體重要器

官，期望透過接近三個月的主題活動寶貝們都能快快樂樂上學、健健康康長大！ 

四、小插曲： 

 簽到─ 

週一玩具分享日簽到主題是「分享的玩具」、週二是「今日點心」，有的小朋

友很認真地把玩具放在圖畫紙上描繪，沒有帶玩具的孩子也畫了跟朋友一起

分享的玩具或是下禮拜想帶來分享的玩具；小朋友畫的餛飩湯看起來真美味，

除了一顆顆的餛飩還有青菜呢，可能是剛用完餐印象深刻吧！有的小朋友還

會模仿老師寫的點心名稱呢，部分孩子已經漸漸在簽到時練習寫日期或自己

的名字囉！ 

 故事─我太小，我不要上學、小阿力大學校、好朋友、我長大了、輪到我了、

小熊包力刷牙記、手和手指頭、腳丫子的故事、眼鏡公主、我想要上廁所 

  ※我太小，我不要上學：有孩子發現圖畫裡怎麼有隱形的人，於是找機會再與  

    孩子翻閱一次繪本，玫禎說是蘿拉想出來的朋友、邑群說是鏡子裡的哥哥、 

    老師躲起來看蘿拉、也有小朋友說是哥哥，接著老師再說一次故事，小朋友 

    大部分都覺得是蘿拉自己假裝出來的朋友，老師也請孩子觀察最後蘿拉在學 

    校交到的朋友和這個假裝的朋友一個是有顏色的一個是隱形的樣子，但還是 

    有小朋友有不同的想法，從此觀察出孩子的想像力和理解力，真有趣！ 

 體育表演會─ 

正值學校校慶，我們緊鑼密鼓地為體育表演會練習，一次次地重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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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順利結束，大家好棒棒 

 

體操表演精神百倍、熱情滿分 

 

小浣熊活力進場、魅力四射 

幾位孩子會表現出〝累了〞、〝好熱〞…，我們藉由鼓勵並從練習中找樂趣的

方式激勵孩子，維持孩子的興趣，也融入主題中，當討論到讓自己健健康康

的方法，提到體育表演會的跳舞、健身操就是一種運動，孩子們愈來愈愛上

我們的表演，當天正式表演時更是認真有活力，老師都覺得好感動喔！雖然

表演完，只要孩子聽到音樂還是很開心地繼續唱唱跳跳呢！ 

 兒歌─星期歌、上學樂、放學歌、頭兒肩膀膝腳趾、合攏張開、魚兒水中游、

牽牛花、捕魚歌、哈巴狗、扭扭體操、小蜘蛛、小青蛙娶親、五官歌 

 手指謠─剪刀石頭布、五隻猴子盪鞦韆、蠟燭風中搖、五隻鴨子跳下水、手

心手背心肝寶貝、下雨、大大田種大花 

 閩南語─真敖早、我會曉相借問、心肝仔囝、水果

歌、我愛食的水果、天光矣 

 唐詩─靜夜思、小松、塞下曲、鳥鳴澗 

 其他─日記畫、十萬個為什麼、蝴蝶放生 

 

 

 

 

 

家長回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