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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班級經營的信念

班級文化的建立

-經營溫暖、安全、正向的班級文化

-形塑團體討論的文化

-共同建立生活規範  

課程規劃與經營

-課程規劃的思考

-教學實例說明 (含特生的引導 )

親師溝通與合作

結語





先思考~

班級經營為什麼重要?

班級經營與跟課程經營有甚麼關係?

你想要經營一個甚麼樣的班級?

為什麼?怎麼做?

 





課程大綱的實踐進程



營造溫暖、安全正向的班級文化

營造溫暖、安全的學習氛圍，讓孩子在正向的環境

下，有最好的學習效果。
 



策略與做法
           教保服務人員與幼兒共構溫馨的班級文化，與每位幼兒

建立良好的互信關係，使幼兒具有安全感與歸屬感。

◆建立相互信賴關係 : 

-建立信任的師生關係，讓幼兒感受到教師的支持和理解

-建立同儕之間相互信任與支持的關係



透過報紙活動，增加幼兒與他人互動的經驗，並在遊戲的過程中，更去注意到他人的感受。
9

➢ 活動意義：肢體接觸合作信任自我與他人的關係

➢ 適用範圍：開學之初

➢ 活動形式：肢體遊戲

同儕之間關係建立



未來地震演練，躲在桌子下面的時候，經驗可以提取

轉換運用，或者當地震躲避時，有人被推出去亦可以

進行(連結生活經驗)

10

分享討論：

1.你們是如何成功沒有被鱷魚吃掉

2.當報紙越來越小，沒有只能站一個人時，要怎麼辦?

3.當你的夥伴快要掉出去的時候，你會怎麼辦?



搶椅子遊戲 : 增進彼此同理與關懷之心

➢ 分享討論：
• 我們玩了兩種不一樣的搶椅子遊戲，這兩種有什麼不一樣，你喜歡

哪一種，為什麼。
• 當別人沒有椅子坐的時候你的感覺是甚麼?當你坐不到椅子的時候

你的感覺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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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安全的環境 : 

允許犯錯、勇敢嘗試錯誤

◆肯定與正向鼓勵 :

每日經營一個正向鼓勵的時段覺察

自己、他人的優點，給予鼓勵與支持

 



形塑團體討論的文化

透過「學習社群」的概念，引導幼兒相互聆聽與他人交換意見，

歷程中檢核自己的觀點或參考他人的經驗藉以修正自己的想

法或產生新的看法，促進彼此的合作，完成共同學習的目標。

 
 



策略與做法
幼兒園課程是統整的，例行性活動是進入多元學習活動的基礎，從例

行性活動中累積經驗，透過例行性活動落實討論文化，建立之間的連

貫深化能力 。

◆ 團討位置的安排 : 哪一種形式比較合適?為什麼?還有甚麼?

◆ 培養專注聆聽的能力 : 怎麼做?策略?

◆ 理解輪流說話的規則 : 有秩序/交叉輪流

◆ 培養批判性的思維 : 進行質疑與推論/共同創造探究問題



• 不論是小組或是團體的形式，建議採取圍坐方式

-貼近以學習者為中心

-都是參與者，相互尊重的感受

-看得到彼此，練習看著說話的人

-目標清楚，幼兒能夠專注參與其中

• 可視活動目的調整團討位置

排排坐

• 幼兒可自行選擇自己的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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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建立生活規範

師生共同訂定生活規範，協助幼兒發覺需求，共同討論規

範的訂定，理解生活規範訂定的理由，並持續觀察，檢視

落實情形，建立「觀察-討論-檢視」的循環歷程，建立其

內在價值、成就感，並願意自主展現。

 
 



策略與做法
檢視一日作息，觀察幼兒需求，規劃重要例行性活動，團體中引導

建立共識，逐步培養自我照顧能力。

◆檢視一日作息/規劃重要例行性活動

◆思考例行性活動所欲培養的能力，規劃引導重點與過程

◆ 引導歷程



 
 



 
 

有特殊需求幼兒的教學策略





教學實例
~以統整性主題課程設計為例

 
 



• 以幼兒為主體

-根據幼兒需求，規劃學習區環境/活動

-提供主題/學習區探索的經驗

-觀察幼兒的學習、需求，接納與聆聽幼兒的想法

-賦予學習自主權

 
 

課程規劃與經營重點



• 重視探究的學習歷程

-非直接教

-是從體驗感受-問題整理-討論問題可能原因及解決

問題的方法-操作體驗-整理經驗至完成目標之循環

探究歷程。

 
 



• 經營幼兒的內在動機

-孩子心中有目標 : 清楚最終的目標、目標方向可視化

-透過彼此的經驗分享，進而修正調整，完成自己的目標

-幼兒感受到學習的意義

-獲得能力有成就感

 
 



• 連貫與統整

-觀察幼兒的需求問題，思考主題意圖建構主題概念網及

各個探究方向的連貫性。

-鋪陳學習經驗深化幼兒能力 : 規劃不同課程型態與主題

經驗連貫。

 
 



釘一個彈珠台

臺北市立南海實驗幼兒園 曾慧蓮中大混齡班大18人中12人

統整性主題課程設計實例



方案緣起

⧫主題的選擇及萌發

1.益智區的彈珠台萌發興趣

老師在益智區了一個小彈珠台，提供幼兒數的合成分解的經驗。引發大家的

興趣，後續再提供一個以前班級自己訂製的大彈珠台，更燃起大家玩的興致。



2.釘鎚玩具經驗提供鋪陳木工的動機

從幼兒對彈珠台的喜好，老師意識到木工或許可以是萌發主題的方向，因此

在學習區中提供了釘鎚的教具，也引發大家的喜愛，每天都有很多人去玩索

持續經營幼兒的動
機與全班的興趣



3.有意圖的認識學習區:木工區

持續經營幼兒的動
機與全班的興趣



4.形成共識:確定主題方向

老師觀察到，很多人想要玩大台的彈珠台，所以天天都是大排長龍怎麼辦?

有人提到可以請家裡的阿公幫大家釘彈珠台，但是阿公一個人要釘全班30個

彈珠台很辛苦，幼兒說自己可以幫忙。

他們提出可以從班上玩釘子的玩具開始練習；也有人說要先練習會用槌子釘

子就可以幫忙釘彈珠台；也有人說要去木工屋先練習。

成功引發幼兒對彈
珠台的興趣



幼兒的動機目標與教師的意圖

最後的目標是要「釘一個彈珠台」，滿足可以一直玩彈珠台的願望，

但是要先練習怎麼釘。

老師的意圖從釘製彈珠台過程中培養幼兒安全操作木工相關工具

與精細動作之協調控制能力。從探索與設計彈珠台過程中，培養蒐

集、整理解決問題的能力。透過調查訪問了解阿公阿嬤對彈珠台的

想法與需求。最後與他人共同合作設計彈珠台，邀請阿公、阿嬤爸

爸、媽媽、一起體驗彈珠台，從中培養協商調整表達與關懷的能力。

確立主題的意圖
主題意圖是一段話，說明主題的目標及範圍

主題意圖-可依各領域的目標性來思考

課程的經營幼兒要有
動機，老師要有意圖



方案目標

• 增進工具安全操作與精細動作的協調控制能力

• 培養蒐集、整理解決彈珠台問題的能力

• 覺察與關懷長輩的能力

• 與他人協商合作設計彈珠台的能力



釘一個彈珠台

1.怎麼釘

2.設計
彈珠台

3.一起玩彈
珠台

▪探究方向~身體動作與健康/認知

-透過釘製作品的過程中，培養操作各種用具之

安全技能，及精細動作之協調與控制能力。

-解決作品遇到的問題。(方案目標1.2)

▪探究方向~身體動作與健康/認知/社會/情緒

-玩索不同玩法的彈珠台，蒐集、整理彈珠台的特

徵與設計，理解其設計的意義。

-透過訪問蒐集阿公阿嬤對彈珠台的想法與需求。

做為設計想法的來源參考。(方案目標1.23.4)

-與他人共同合作設計彈珠台，過程中遇到挫折時，

調整想法完成目標培養協商調整之能力。

▪探究方向~社會/語文
-理解長輩需求，邀請長輩一起體驗彈珠台，回味
童年的記憶，培養表達與關懷的能力。

-持續合作目標一起完成邀請長輩來玩彈珠台計畫
(方案目標3.4)

主題概念網

• 確立探究方向，連結主題的意圖

• 檢視概念間是否互斥與如何排序

思考探究方向的內
容與目標



學習區經驗的鋪陳
益智區

陸續提供不同玩法的彈珠台延續幼兒探究的經驗，也為主要概念二設計

彈珠台做經驗鋪陳探究

為什麼這麼做



美勞區
增加跟木製品相關的鬆散素材，探索木製品與黏膠之間的關係，並進行表現與創作



主要概念一
怎麼釘

連貫性
以主要概念一為例



連貫性經驗提供與引導之歷程

• 進行引導前，先透過實際操作體驗感受與發現。

• 針對幼兒遇到的問題，在團體中引導，彼此交流澄清，思考問題可能原

因，提出解決問題的策略建立共識。

• 運用整理後的解決方式，再次體驗感受參與修正調整。

• 每次教學透過觀察孩子的學習進行省思後為下一個活動做教學決定。

透過連貫性與探究之循環歷程，豐厚經驗提升能力
37

課程與教學是相互關聯的歷程，活動是執行課程的方式。



10/14
第一次體驗
木工(分組)
(釘彈珠迷宮)

分享第一次體驗
木工的感覺及歸
納統整遇到的問
題及可能原因

如何解決工具
使用的問題

第二次
釘彈珠迷宮

再次分享工具
使用的經驗與
新問題

身-中大-121-覺察各種用具的安全操作技能
身-中-122-模仿抓握扭轉揉捏的精細動作
身-大-122-覺察手眼協調的精細動作

整理工具使用經
驗~圖像表徵

別人看得懂我們
畫的圖嗎?

語-中大-252-運用圖像符號標
示空間物件或記錄行動

分享自己的進步1

11/17
分享自己的進步2
如何專心聽他人
分享((非預期)

語-中2-3-1敘說時表達對某項經驗的觀點或感受
語-大2-3-1建構包含事件開端過程結局與個人觀
點的經驗敘說
社中2-2-1表達自己並願意聆聽他人想法

認-中3-1-1參與解決問題的可能方法並實際執行

新問題:怎麼知
道釘子要釘到哪
裡

幼兒無使用釘子
釘製木板的經驗

覺察木工用具的
安全與操作方式活動連貫性+學習指標的經營

主要概念一怎麼釘

調整圖像再次確
認



第一次體驗木工
• 運用分組的方式(分三次完成)，參考木工屋的圖片釘製一個作品，

(彈珠迷宮)老師不做工具使用引導，先跟幼兒建立安全使用概念，
讓幼兒體驗使用木工工具的感受並記錄遇到的困難。



老師的觀察

• 幼兒不知道如何拿鎚子，會一直變換拿的位置(鐵鎚的前中後)，
左右手不斷交換釘還有兩手同時拿著鐵鎚釘。

• 用大拇指、食指扶著釘子，大部分扶著釘子中間與下面。

• 會搖搖看釘子穩不穩。



• 鎚子有時平平往下敲有時歪斜，少數人用力敲，大部分輕輕地敲。

• 偶爾會敲到手，但沒有喊痛。

• 以為釘子已經敲進去了，但是後來搖一搖之後都掉下來了。正在
敲釘子時，前面的釘子隨著木板震動的關係就掉了，套上橡皮筋
之後想要玩時，釘子掉得更多。

• 釘子會歪斜，有些幼兒會從另一個方向敲回去。

• 彈珠迷宮，只有外框，少部分幼兒有路線的想法。



分享第一次體驗木工的感覺

• 大部分的幼兒都表示很開心，因為他
們從來沒有自己釘過東西。

• 也有幼兒說覺得很好玩，雖然一開始
釘到手會痛，所以有點開心也會有點
不開心。

• 也有人說有一點點敲到手，又要一直
釘，覺得很辛苦。

• 也有人說一開始敲到手，但是覺得沒
有關係，還是繼續做，因為要完成自
己的作品。

• 真正的釘子要花比較大的力氣。

• 請幼兒分享到木工屋釘東西的心
情感受



歸納整理釘彈珠迷宮遇到的問題

請幼兒分享釘製的過程中遇到甚麼困難，整理出共同遇到的問題，並說說可

能的原因是甚麼。我們將問題分為「工具使用」及「作品的問題」。

一、工具使用的問題

1.敲到手

敲歪了，拿釘子的位置不對，太上面了

2.釘子歪掉

釘歪有關係嗎?為什麼覺得釘歪不好

釘歪的可能原因是甚麼?
針對指標的提問，在
備課時需要先想好



分享釘彈珠迷宮遇到的問題

幼兒回應:
釘歪了彈珠就會過不去了，釘歪的可能原因是

釘得太用力

手沒有扶著釘子，手沒有一直扶著釘子就是怕

會敲到手。釘子拿得歪歪的。

3.釘子不穩一直掉

幼兒說是因為沒有釘進去， 釘子太鬆了所以會

掉。

4.釘子穿過了板子

5.鎚子好重不知道怎麼拿



二、彈珠迷宮作品的問題

請幼兒試玩自己的作品，比較彼此的作品，分享彼此的發現

1.彈珠卡住沒有辦法順利通過/釘子一直掉



2.中間空空的，彈珠只在中間滾來滾去有點無聊不好玩



•當幼兒有這麼多問題待解決時，老師進一步要怎麼決定

-所有問題都要一次解決嗎?

-哪些問題是重要的

-問題的順序是甚麼 : 思考點(敲到手、釘歪釘不牢都跟工
具操作有關，先拿穩槌子-釘歪-釘子不穩)

-那些暫時先不處理 : 後續可能會再發生/少人發生(釘子穿

過板子)

47

問題的順序由近到遠、由簡到難、由已知推未知



如何解決工具使用的問題

針對第一次操作木工工具以及彈珠迷宮設計的問題，提出解決的方法。

並在第二次釘製彈珠迷宮嘗試方法是否可行。

鎚子怎麼拿

上次有提到鎚子有點重不好拿，請說說看你們是怎麼拿的?請大家試試將手分
別握在鎚子的前端、中間與後端敲敲看有甚麼不同的感覺?哪一種拿法比較好
敲?為什麼?

身中大121覺察各種用具的安全操作技能



如何解決工具使用的問題

釘子會歪掉~手怎麼扶

上次有人說釘子會歪掉是因為
沒有扶好，所以一開始拿到釘
子時要先怎麼做?接著要扶在釘
子的哪裡?

請「有成功」的幼兒出來操作，
透過鏡頭，請其他幼兒觀察他
是怎麼做的?觀察重點是手怎麼
扶著釘子?要扶在哪裡?

進一步思考手要一直扶著嗎?甚
麼時候才可以放掉?

身中大121覺察各種用具的安全操作技能

身中大122模仿抓握扭轉揉捏的精細動作/身大122覺察手眼協調的精細動作



如何解決工具使用的問題

釘子會歪掉~槌子要怎麼敲?敲哪裡

引導幼兒從兩種不同的方式中覺察槌子敲在
釘子上的位置，怎麼敲才不會歪。

一次請幼兒正確的敲，另一次老師示範了歪
掉的敲法，請幼兒觀察差別在哪裡?

• 為什麼我的釘子會歪掉，他的不會?

• 要用鎚子哪裡敲?要敲在釘子的哪個位置

• 我的為什麼會歪掉?敲到釘子的邊邊會怎麼
樣?

• 老師再實際操作一次

釘子會歪掉~力氣的掌握



如何解決工具使用的問題

釘子不穩一直掉

怎麼確定自己是否敲得很穩了?檢查了

之後就好了嗎?請幼兒出來試試看

幼兒說

敲進去後可以先用手搖一搖看看會不會

掉，如果不會掉手放開之後，要再繼續

敲幾下，敲進去一點。



如何解決工具使用的問題

怎麼讓自己不敲到手

怎麼不會敲到手?有一隻手要扶在

釘子的哪裡，拿鎚子那隻手要注

意甚麼事情?還有身體哪裡也要注

意?敲到手會跟哪些事情有關係?

大部分幼兒都說要扶在釘子中間，

也有人說下面，眼睛也要注意看。

敲歪了就會敲到手沒有扶好



整理將釘子釘直、釘穩且避免釘到手的方法
• 槌子握在中間

• 用大拇哥二姆弟拿在釘子的中間，讓釘子站直

• 槌子平平敲在釘子的上面

• 釘子站穩了搖一搖手放掉

• 再輕輕敲幾下把釘子敲下去釘穩

• 要專心眼睛要看著釘子跟槌子
運用這些方法
再去試試看



怎麼讓彈珠迷宮更好玩

觀察比較試玩班上的彈珠迷宮，哪一種比較好玩?跟自己的彈珠迷宮有甚麼不

一樣，思考下一次再釘彈珠迷宮時，你想要怎麼設計。

彈珠迷宮問題



第二次釘製彈珠迷宮
• 第二次釘製彈珠迷宮的過程，運用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再次覺察木工工具的
操作使用，如何將釘子釘直、釘穩且避免釘到手。

進行釘東西之前，老師先問幼兒，上次我們討論過鎚子拿中間 比較好敲，你
們可以試試看是不是這樣。釘子要握中間還是下面，釘了之後要怎麼確認是
不是很穩了之後還要做甚麼事情?試試看使用我們討論的方式，是不是可以幫
助你解決問題，或是有甚麼新發現。

身中大121覺察各種用具的安全操作技能



老師觀察

• 這次幼兒釘的技能比上次好，可以注意到怎麼讓鐵釘站

直以及釘穩。

• 彈珠迷宮的設計，有的幼兒在釘之前會先想好路線，有

的是在外框釘好之後，中間隨意釘幾根鐵釘，路線隨意

安排，發現鐵釘擋住了路線過不去，請老師幫他們把擋

住的釘子拔掉或是移到旁邊一點，讓彈珠可以順利通過。

• 有的幼兒在釘的過程中，會比對鐵釘子的高度，因為這

樣比較清楚要釘下去多少。(有機會將釘子穿過木板的問

題進行引導)
問題與目標的關係掌
握問題解決的時機



再次分享工具使用的經驗-新問題

老師問大家運用了上次討論的方法，是否有幫助大家解決問

題或是有甚麼發現。

1.釘子可以敲得比較穩、不會掉下來

有幼兒提到，把釘子釘進去之後，搖一搖，手可以放掉，然後再釘幾下

真的就會比較穩了。但是也有幼兒提出擔心釘太下去會穿出木板而不敢

敲的太下去。

怎麼知道鐵釘要敲進去多少比較穩

• 老師:如何確定怎麼樣是敲穩了，鐵釘要釘進去多少比較穩?又不會穿

出木板。

• 老師拿了一個板子跟一根釘子，從板子的側面讓幼兒看到釘子往下釘，

到底要釘到哪裡，請幼兒觀察判斷甚麼時候可以停下來。

認中3-1-1參與解決問題的可能方法並實際執行

解決釘子跑出木板
問題的時機

問題
整理



做記號(新經驗)

將釘子敲進木板裡是看不見釘子的，
要怎麼做才會知道要停下在剛才的
位置。

幼兒提到要在鐵釘上做記號

怎麼做記號，記號要畫在哪裡?

實際釘釘看，是否很穩。

老師接著問釘第二根鐵釘呢?(問這
句話的結果…幼兒說只要釘的跟第
一根鐵釘一樣高就可以了。與老師
的預期不同，此時決定判斷?)



做完記號後
實際嘗試釘釘看
其他要跟這一支一樣高
才會一樣穩
但是不容易釘的一樣高



• 第二根鐵釘也要做記號比較清楚



2.鐵鎚確定要握在中間。

3.手要扶在在釘子的中間，不會打到

手。

4.鐵鎚要平平的敲在釘子上面，釘子

不會歪。

5.用剛剛好的力氣敲，太小力要敲很

久敲不進去。(有做記號確認敲要釘

到哪裡)



整理工具使用經驗~圖像表徵

• 木工區提供了「作品釘製海報」幫助幼兒清楚到木工屋可以做甚麼作品。

但是沒有告訴他們釘東西要注意甚麼事情。

• 老師引導幼兒回顧此歷程中，透過多次的體驗練習才學習到工具操作的方法，激發幼兒想要將

自己釘木工經驗放在木工區提供別班幼兒參考的動機，別人就可以不用像我們一樣要很多次才

知道怎麼釘，也才不會敲到手。

我們要告訴別人哪些事情?釘東西有哪些要注意的事情?

要怎麼告訴別人?可以怎麼做?

幼兒建議要畫下來，不是只有告訴他們正確做法，也要知道如果不這樣做會發生甚麼事情

語-中大-252-運用圖像符號標示空間物件或記錄行動



別人看得懂我們的圖畫嗎
• 老師請幼兒一一看過所有的圖像，說出自己看到的意思，看看大
家的想法是否一致，可以怎麼調整

手握在槌子前
面會打到自己，
但是打到自己
卻在笑很奇怪

手握在槌子後面槌子會搖來搖去
看不出手握在槌子後面會發生甚

麼事情?

釘子要直直站好
槌子沒有平平的

握在槌子的中
間

拿在釘子的中
間



經驗整理
形成暫時
的概念



先跟別班介紹後
張貼在木工區
讓其他小朋友
知道要注意甚麼

幼兒從探究歷程中
習得的能力
對自己更有意義



分享自己的進步
• 覺察自己的進步-肯定自己(兩次)

幼兒經歷了兩次的木工經驗，前後有甚麼差別，引導幼兒具體說出
自己兩次經驗的不同。
你覺得自己第二次釘彈珠迷宮有進步嗎?進步了甚麼?第一次第二次
有甚麼差別?怎麼進步的?用了甚麼好方法?現在對釘東西的感覺如
何?



覺察自己的進步-肯定自己

⧫幼兒回應
• 第一次的釘子都掉光光，釘得比較歪比較不

緊，第二次可以比較直比較緊，因為有扶在

釘子中間，敲了之後有搖一搖檢查之後再敲

10下就比較緊了。我覺得自己有變厲害。

• 第一次的迷宮釘很小沒有空間可以滾，第二

次有路線，比較好玩。

• 第一次釘子都高高低低的，還有點歪，有些

釘子掉了，有釘子敲穿了木板，因為不小心

太用力了。第二次釘子有敲得比較緊，彈珠

可以在裏面滾來滾去，圍牆會有洞讓彈珠掉

出去，如果彈珠掉了就輸，我覺得彈珠台造

得越來越難，自己就越來越厲害



第一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二次



融合生參與策略



常見狀況
－專注力短

－無法坐定(躺/離開位置)

- 無法輪流等待(發表/示範)

- 用哭鬧解決問題

-有時無法與大家一起完成現階段共同的

任務

引導策略

－座位安排(靠近老師/不受影響

的同儕/椅子/固定)

－時間等待約定

－提供機會參與

- 運用同儕力量

-降低目標

融合生常見的狀況與引導

連結I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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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關係 : 開學前進行電話訪談。

2.運用學校日向家長說明班級教學方向與目標班級經營與教育理念。

3.運用各種溝通的管道，如：班網建置、口頭告知、電話、聯絡本

（悄悄話）參與教學活動等方式，讓家長清楚幼兒的學習表現。

4.辦理家長參觀日，讓家長瞭解學校的教學模式與幼兒的學習成效。



5.辦理各種親職活動促進親子之間的關係。

6.善用家長資源，協助班級活動。如：學習區的帶領、玩具的清洗、資運的

提供等。

7.提供幼兒各種發展與教養問題之資訊。

8.用開放的心胸與真誠的心，主動與家長溝通。

 
 





✓ 相信自己
✓ 持續學習
✓ 建立良好的

關係
✓ 靈活應對
✓ 尋求支持
✓ 照顧好自己
✓ 反思和改進
✓ 熱愛教學

 
 

作為新手教師，可能會遇到各
種挑戰，但只要你堅持不懈，
保持積極的態度，最終一定會
成為一名優秀的教育者。
加油！

 
 

給未來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