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魚班      學習區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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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區的樂趣 

從孩子喊著「我還想玩！」捨不得地抗議、因為看醫生晚到而遺憾的說「我今天沒有玩

到。」，又或者趁著排隊洗手或喝水的時候，悄悄的再摸一下教室裡的教具。八月入學到現

在，這短短一個半月的時間裡，孩子漸漸感受到在學習區遊玩的樂趣。 

回想八月剛開學時，孩子和爸爸媽媽說再見進到教室，到搖鈴收拾的這段學習區時間，

一開始有的孩子靜靜地環看著教室裡的擺設、在老師邀請後才怯怯地指出有興趣的教具開始

投入操作；有的孩子來回探索著教室裡每一區；更多的孩子則是觀察著教室裡 3 位老師的活

動，看看哪個老師的活動有興趣就會跟著移動到哪兒，那段時間教室裡會看到 3 隻母雞後面

都各跟著幾隻小雞的有趣現象。 

自我能力的提昇，是藉由生活中不斷的練習而來，穩定與規律的生活是每個孩子都極需

要的生活節奏。漸漸地，孰悉了環境、熟悉了老師和同學，孩子們在進教室後完成「挑戰

1、2、3」(放書包、水壺、綠色碗)之後，依著興趣和特質多數孩子已經有了第一目標了。 

 

益智區 

有的孩子會每天一再地重複探索益智區裡的同一項教具直到滿足；小小的拼圖讓孩子專

注地尋找著散落的一塊圖形，當他學會了之後會一而再地重複拼到好有成就感：「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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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大中小疊疊杯和螺絲轉轉轉，是孩子們的最愛，練習手部小肌肉的同時也因著同伴

的加入讓遊戲更豐富多元。小茵:「轉轉好玩」、小真:「我要做棒棒糖！」、「你要什麼口味

的？」、「紅色是草莓口味」、「你一支，我一支」，學習區充滿了孩子童真的對話。 

 

 

 

 

工作區 

有的孩子會選擇工作區為這段時間的起點。黏土 QQ 軟軟的觸感及可任意塑形的特性是

他們所喜愛的，透過雙手的搓揉、扭擰、揪撕，搓成一顆顆小湯圓將黏土壓扁後做成餅乾；

幾個喜愛挑戰的孩子對剪刀躍躍欲試，在安全的狀態下老師協助孩子嘗試拿著小剪刀剪紙條

「我剪好多麵條」，練習手眼協調的孩子定睛在剪刀剪下紙條的軌跡；每個孩子都有屬於自

己的畫冊，想畫畫的孩子會拿出自己的畫冊，透過色鉛筆的顏色畫線條畫圓圈，小福：「我

喜歡用綠色，我畫十字架」、有時用濕水彩刷上美麗的色彩，觀察色彩交融的變化「紅色變

魔術，不見了！」。孩子們在工作中享受動手做的樂趣，在過程中孩子們的心情很放鬆且享

受。 

 

 

 

 

 

積木區 

小魚班的積木區時常因為有趣的對話，吸引越來越多孩子參與。孩子搬著大型木頭積

木，依著想像和經驗在老師的協助下蓋起了動物園、小兔子的家；4 根長長的積木橫著圍起

來，小甯:「我是小兔子」、小真:「兔子的房子要有門」、小寧拿著娃娃家裡的紅蘿蔔「我要

餵小兔子」。小恩和小恆正在蓋停車場和飛機「我要出任務了」接著飛機改變排法變成了一

座橋，每個孩子都慢慢地從橋走過。小語拿著三角形積木接在一起「我要溜滑梯」，「公園



裡的滑梯」，每個孩子都試著溜下來；小豫把長積木豎立起來「這是三隻小豬的房子」，拉

著老師的手「你來我家」邀請老師進入他的幻想世界。此時的積木不再是積木，非結構的積

木在孩子們的建構想像中千變萬化。 

 

 

 

 

 

扮演區 

自從小真「寶寶生病了要打針了」和小語「我幫寶寶包尿布」在扮演區裡展現了生活中

的經驗再加上老師的引導扮演區突然間成為小魚班的熱門景點、有人當攝影師為老師拍照、

有人當起廚師「我來煮菜給你吃」。在這裡，孩子以舊經驗為基礎，透過模仿來重現他們的

心像也滿足了情緒抒發的需求。 

 

 

 

 

 

觀察區 

小動物是孩子們最溫暖的安慰，經過了適應期現在已是孩子們的好朋友，有的孩子一早

來會先去觀察區餵小魚「我要餵魚吃早餐」、「魚媽媽的肚子好大，要生小魚了！」；有的

孩子會先跑到窗戶旁看小白兔吃早餐「兔子早！」、小信「等一下給你吃紅蘿蔔好不好」。

心滿意足地和好朋友說說話後，充飽電似地往下一站出發。 

 

語文區 

有的孩子會選擇在語文區享受繪本，把老師曾經說過的繪本一而再再而三地翻了一遍又

一遍，樂此不疲。小寧每次把下層櫃的書全部翻出來為了找一本書「我會坐小馬桶」，當孩

子找到時便開心的沉浸在書中的世界。 



 

 

 

 

 

 

自由探索時間，自己決定玩什麼、怎麼玩、跟誰玩 

       小幼班的學習發展呈現的是較發散的、跳躍式的點狀思考。常常當下還在搭飛機下一秒

已變成溜滑梯；剛剛看他還在拼拼圖，耳朵接收到關鍵字下一秒已跟著去買菜。 

學習區時間是自由的時間，自己決定玩什麼、怎麼玩、跟誰玩，老師會觀察、陪伴在適

當的、安全的情況下給予建議而不是安排與規定「如果這邊多一個積木是不是你想要的那樣

呢？」、「要試試看扮演區嗎？」…，聽了老師給的建議孩子並不一定會照單全收，有時拒

絕、有時剛好觸發了他的思考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有時會開心的拍拍手因為剛剛好就是孩

子心中所想的。 

當然，在過程當中依著不同的情境在老師的引導下學習如何與人一起玩、學如何好好的

表達自己的需求、學輪流、學等待、學收拾、學如何尋求協助、學如何用正確的方式拒絕別

人也學習在被拒絕時，頭腦轉轉彎做其他選擇…。 

那，什麼都不玩，可以嗎？當然可以！觀察亦是一種學習，就算孩子什麼都沒做也沒關

係。有些孩子需要時間準備，有可能需要一個星期、兩個星期的時間、也有可能每天進到教

室後的 10 分鐘、20 分鐘是孩子的暖機時間、也有的孩子需要的只是通關密語「今天要去哪

一區玩呢？」。只要我們相信孩子，慢慢地他們就會進入準備好的狀態。 

孩子是遊戲的主體具有自由遊戲的本能，只要我們預備好空間、資源、材料，視孩子的

發展做增減，孩子就能探索、體驗周圍的世界。更重要的是讓孩子能感受到自己是自己的主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