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剉冰班孩子自由遊戲時間的看見與分享 
妤鳳、慈寶老師 

自由遊戲在孩子的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孩子在自由遊戲中只要遵循了

大原則(不傷害自己、別人、物品)，其他多數的遊戲主權都在孩子身上，而在遊

戲中最重要的不外乎是「好玩」，遊戲帶給孩子非常大的愉悅、滿足感，這是因

為自由遊戲的動機完全來自於孩子自身。 

因此延續上回與爸爸媽媽分享關於我們對於孩子自由遊戲的看重，這次想要

與你們分享近一個月以來我們在學習區及戶外時間，看見自由遊戲在孩子生活中

扮演的角色及帶給孩子的意義： 

與大自然產生連結 

在自然的環境裡可以享受生活與遊戲的樂趣是造物者給新樓孩子最棒的禮

物。享受清新自然的綠意或環境，是人們的想望卻是不可多得的奢侈，特別是在

這個戶外自然活動空間缺少的世代。但在新樓我們每天都可以獲得這樣的恩典，

校園裡與神學院的每一處自然環境都是孩子最珍貴的角落。孩子們每天在這個自

然環境裡探索與學習，有黑沙區可以探索捏泥巴球，有老樹可攀爬，有樹梢間飛

竄的松鼠、小鳥為伴，還有可愛的小蟲子可以觀察認識….這些垂手可得的大自

然素材，成為老師與孩子們最佳的探索資源，生活中對美的感受也就蘊藏其中。 

前陣子我們一起到神學院遊戲時，一到草皮就有眼尖的孩子發現地上有一隻

黑冠麻鷺(圖圈起處)，孩子們開心的上前看看，一路上有人提醒著小聲點、別太

靠近，沒想到走著走著，黑冠麻鷺竟走進了「李庥‧伊萊莎館」(原彰輝館)的建

築內，孩子們就站在遠遠的地方希望黑

冠麻鷺不要害怕，過了一陣子黑冠麻鷺

果真走到門口，展開翅膀飛上了樹梢，

孩子們仰著頭向牠說再見，並期待下次

再見，這樣的經驗對孩子來說相信是特

別的，身處大自然自由探索將使孩子與

這片土地建立起情感。 

 



自由遊戲開啟孩子的主動性、發想及創造的能力 

新樓的大環境原本就是孩子們的大遊戲場，每一個孩子都是天生的遊戲者，

時常看到孩子們喜歡在新樓的各處進行遊戲活動，如：樹叢旁、小房屋旁…，他

們會玩著熟悉的紅綠燈、鬼捉人遊戲或是自己發明的遊戲，沒有成人的引導，自

成規範與遊戲的模式，能在這樣的自然環境裡玩著各式喜愛的遊戲，愉悅和幸福

的感覺常寫在孩子臉上。 

偶爾也會聽見孩子說「好無聊喔！」「我不知道要玩什麼」…，事實上這樣

的空白時間對孩子來說是重要的，這過程孩子其實正在經歷想辦法的探索過程，

當孩子自己跨越這個狀態時，他就發展出更多自己找樂子的能力，發展及創造的

能力就開始長出來。當然也有孩子是很自在的想在一旁放空，也不是壞事，因為

就連大人有時也需要一段自己的時間安靜思考，孩子何嘗不是呢？ 

不設限的想像扮演 

在自由遊戲的時間中，孩子三兩一組玩著他們的創意遊戲，已被腐蝕的龍眼

樹樹幹，被孩子拿來當扮家家的素材，腐蝕的樹幹搗碎後裝在盤子裡變成他們所

謂的「肉酥」，看起來還真美味呢！孩子發揮創意把機車輪胎當披薩的麵皮，在

裡面放入樹葉、小花、野草、小石子….細白沙想像成胡椒粉撒在披薩上…..孩子

在自由遊戲中，不設限的發揮自己的創意與想像，神學院小花園裡的野花草、樹

枝、落葉、野果都是他們遊戲的最佳材料。 

在這些扮演想像的過程，看見在想像世界裡孩子沒有太多限制，孩子們說著：

「假裝我們什麼都會」、「然後我們都會自己煮飯」、「這是地震弄倒的，只是假裝

的」、「對！這個是警報器跟士兵，現在地震來了」…，在自由的想像扮演時間，

孩子有極大的創作空間，平時看似脫序/不合理的事物及行為也似乎都不受到限

制，這滿足了孩子的內在需求並賦予孩子掌控主權的感受，使孩子感到安心或得

以釋放某些內在感受。 

 

 

 

↑製作美味的披薩             ↑假裝我們害怕的時候就會抱在一起    ↑地震與士兵的遊戲 



刺激的滿足與情緒的調節 

在自由遊戲時間觀察到孩子會在自己可行的範圍內嘗試具有冒險成分的遊

戲，像是站在有一點點高度的平台上，往下跳並試圖碰到低垂的樹枝，也曾看見

孩子站在木頭上，觀看一下再往下跳，甚至試著跳向不那麼平坦的地面，並重複

這樣的動作幾次，可以看見在這些過程中孩子都在嘗試具有一點挑戰的遊戲，另

外像是鬼抓人這類的遊戲，讓孩子在遊戲中感受到追逐、被追逐的緊張感，且可

以觀察到有些孩子會在過程中發出尖叫聲或開心的叫聲，這些經驗都有助於滿足

孩子的內在並且發展更平穩的情緒能力。 

如果孩子依據自己的狀態，選擇了可承受的挑戰程度，在過程經驗了恐懼，

藉由嘗試而通過的經驗，大腦學習且理解到：這就是恐懼的訊號和感覺，但我有

能力調節且突破、恢復到平穩狀態。這樣的調節經驗，會讓孩子在往後遇到恐懼、

害怕、不平穩的情緒或經驗狀態時，能有信心和能力調節身心狀態，這是一項非

常重要的情緒能力。(摘自親子天下文章《愛玩是天性，還給孩子「自由遊戲」

的能力》) 

人我關係的建立 ─ 分享、衝突都是學習的過程 

在自由遊戲中，孩子除了自己做決定外，也經常與他人、環境產生關係連結，

在這樣的互動中，孩子開始學習人我之間的界線，在這些歷程裡孩子有非常多的

機會去經歷關於自由與尊重、表達與傾聽…等人我關係間的重要課題，孩子開始

理解每個人都有極大的自由，同時學習為自己的決定負責。 

在這過程中不論是溫暖的或不舒服的關係，都是成長的養分，在遇到衝突/

不舒服時孩子學習將事件原委做表達，也需花時間思考「除了剛剛的方法，還有

沒有更好的方法可以使用？」、「我可以怎麼說讓對方清楚知道我的感覺？」，並

學習在面對事情時思辨某些行為/話語是否合適，這些學習沒有捷徑，需透過每

一次的經驗逐步累積，而在自由遊戲時間裡孩子會主動經歷非常多與他人的互動，

這正好提供了孩子關於主動思考、發展策略、問題解決…等多面向能力發展的機

會。 

此外孩子也經常在互動中展現或接收到暖暖的善意，像是一次箴欣做了一顆

泥巴球分享給亮碩，接著看見蹲在一旁的小班倚箴，便說：「我來幫你做一個」；



另一次玩跳跳床時，阡育的手帕掉了，宣緹就趕緊撿起來要幫忙夾，這時宸佑馬

上說：「大家先停」，讓手帕可以安穩的回到主人身上；又有一次從心詢問靖閎：

「我可以跟你一起玩嗎？」，靖閎就馬上說：「你可以坐這裡」，並比了比身旁的

座位，同時將玩具移至從心面前一起玩…，在許多生活的片刻我們都看見孩子的

善意，這些正向的表達使孩子彼此間產生交集，也學習關照自己/他人及環境的

狀態及需要並嘗試付諸行動，嘗試找到關係中的平衡。 

 

 

 

 

 

問題解決、挫折容忍及跨越的成就感  

在自由遊戲時間，有時會看見孩子不斷重複某一件事(如：挖沙填滿容器再

倒出來、不斷的製作泥巴球…)，這些看似重複的動作，說明孩子正在感知自己

及環境，也是練習/精熟技能的過程，此外還可以看見孩子投入的花上不少時間

主動參與在自己感興趣的事物上，這成為發展孩子內在力量很好的一個起點，過

程中可能有不那麼順利的時候，在這過程中孩子開始透過各種嘗試去解決眼前的

問題，或是有時也有來自成人支持性話語及行動，在這些嘗試錯誤的過程孩子慢

慢感受到跨越挑戰的成就感，並且對於過程的挫折更有容忍力、更有再試一下的

動力；像是在遊樂場時間小班的苡甯和得元看著大

家爬到樹上也很想爬上去，因此不斷努力嘗試，即

便爬上去時需要一些時間，有時也會在快要往上時

又稍稍滑落，但孩子仍然不放棄，且經常主動前來

挑戰，這靠著自己的努力進步或做到的成就感，是

給孩子最好的回饋，這樣的自我跨越跟成就感是

成人無法為孩子代勞的。 

 

從縫紙到縫布沙包也是需要持

續力的自我挑戰過程 

↑分享泥巴球       ↑教朋友們製作魚的玩具    ↑教朋友做毛線球        ↑牽著新朋友玩跳跳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