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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中的學習區探索，往往因孩子的興趣而延伸到不可預知的方向。老師鼓勵孩子用不同

的語言，如：繪圖、摺紙、堆積木、拼貼畫及黏土來表達他們的思想。教學中，與孩子對談是

非常重要的，大人們常認真地與孩子談論他的想法，老師甚至提出開放式的問題來刺激孩子思

考，並衍生出更多的想法。學習區萌發歷程都不是事先設計好的；其發展是根據孩子的興趣、

老師對孩子的觀察，或由師生共同決定的。孩子有權選擇方案主題來深入探討，他們與友伴互

動、投入環境，並延展出更多與方案相關的活動。簡言之，此種教學法鼓勵孩子們相互合作。 

 

學習區小方案發展概念圖 

 

 

 

 

 

 

 

 

 

 

 

★ 積木區衍生小方案的源起～ 

教室裡的積木區有各式的單位積木，是低結構的素材，不論孩子是大或是小，都可依照著

他腦海中的想法來創作玩耍，並且在當中自得其樂，從孩子臉上的笑容或是專注的模樣，讓我

知道他們正享受在其中。 



我們的孩子每天身處在新樓這個自然的環境裡，很自然地就融入在裡面，隨著平時生命教

育的植栽在孩子的心裡，因此他們對於大自然裡的每樣生物是有情感的。常常看見孩子在積木

區裡，拿縮小好幾百或千倍的動物模型，或是彼此說話、遊戲、吼叫著，彷彿自己就是他手上

的動物一般，自然而然地成為了動物們的好朋友，因此開啟了他們為動物搭建～動物園。 

 

 

 

 

 

★ 「動物園」誕生了～ 

喜歡動物的大孩子們，運用原本是把玩在手中的動物，結合曾經到過動物園的經驗，最後變成

運用木頭積木自己動手來建造，於是「動物園」就這麼開展出來了。在孩子的想像與巧手下，

每塊積木成了建造王國的建材、兩種不同的積木組合成為一棵棵的樹林…，各式各樣的積木，

不同的組合就創造成了各種在孩子想像世界裡所需要的物件。因著孩子心中有著對動物的愛，

產生了想法與夢想，再加上他們曾經擁有的經驗，於是他們就開始了以下的歷程～ 

 

 

 

 

 

※ 動物園雛形～誕生            ※ 北極熊的家              ※ 動物～搭電梯 

 

★ 不同的「動物」～出現了 

老師對孩子提出教室裡只有這些動物，你們還有其他喜歡的動物嗎？你可以用其他材料或

方法來創作出你喜歡的動物嗎？孩子們開心地回答：我喜歡企鵝，我會用摺的。有人回答說：

我可以用黏土來做。 

於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孩子們，拿到色紙後，紛紛圍在一起動手摺企鵝。這時，會摺的孩子



帶頭開始摺了起來，當不會的孩子說出我不會時，聽見的人就伸出手、幫忙對方摺。在彼此成

為鷹架後，一隻隻企鵝出現了，孩子的臉上有著滿足的笑容。到了第二天，孩子們拿出黏土開

始動手捏塑出自己想要的動物：松鼠、兔子…都在孩子的巧手下誕生出來了。 

 

 

 

 

 

動物園有了～不同的區 

孩子隨著更豐富的生活經驗，以及老師提供的鷹架，刺激了孩子們搭建出的動物園變得更

大、也更加多元了。經過彼此互相的默契，過程中看見孩子不需要多說什麼，就是動手去拿積

木後，就將動物園的樣貌漸漸建立起來了，每個部份都有孩子們自己的想法。 

接著，老師邀請孩子們想想在動物園裡，如何知道這區裡面是什麼動物呢？孩子們馬上想

到了「標示牌」，於是每個孩子動手製作自己搭建的動物區，有：企鵝區、長頸鹿區、海豹區、

動物休息區、還有睡覺區呢。 

家長平時提供孩子豐富的生活經驗，幫助孩子在一起時共同創作的基礎與知識，也豐富了

孩子們在玩耍時的能力，在過程中增加了看不見的能力在滋長著。 

 

 

 

 

 

 

 

 

 

 



★ 在工作區的自主參與 VS.小組活動 

在工作區的孩子們，可以自主的操作美勞的教具、素材和工具。在當中練習運用各種工具，

除了增進小肌肉的發展，同時也產生美感及藝術的滋養。在操作工具或創作作品上如果遇到困

難，孩子勇於再度挑戰，也能夠思考如何用其他的方式來取代，或是更新創作的內容。 

除了自主的選擇想要的工具之外，在工作區當中，我們也會加入小組的活動，由老師帶領

加入新的素材和引導孩子自製玩具。我們也會跟孩子分享關於我們所看到的教室環境上我們可

以如何美化，同時搭配我們最近所看到的有趣的繪本，當我們討論決定之後選擇適合的素材來

一起共同創作，用輪流創作體驗的方式一步步建構孩子們能力。 

 

★ 小組的活動: 會動的自製玩具夾夾樂紙杯 

當孩子們在新舊生逐漸融合的狀況下，他們會把目光聚焦在自己想要完成的工作。大的孩

子也會想更進一步做出好玩的自製玩具，我們鼓勵孩子們自由的創作，同時也嘗試製作可以延

伸玩法的自製玩具。 

在自製會動的玩具上，整體的架構由老師提供作法，會動的玩具不只是把它完成並且要加

以實驗運用，然後再作修改，這才是提供給孩子自製玩具最佳的理由。 

當夾夾樂完成的時候孩子們要去嘗試如何夾住小毛球並且能夠觀察數量的多少去思考工

具本身的運用狀態加以修改。比如夾住小毛球的紙條是否過長所以夾不起來，或者是在過程當

中要如何調整開口的大小，在兩三個人完成的狀況下。小孩們彼此開心的把小毛球加起來的數

量，作為檢視這個玩具的性能，也因此有了合作研究的樂趣。 

 

 

 



★ 小黃點和光影結合的創作 

在教室我們一起分享了赫威·托雷小黃點繪本，這本書深受孩子們的喜愛，因為藉由小黃

點在書中變大變小還有各樣的排列組合，孩子們一起做動作，期待每一頁所帶來的驚喜變化，

小黃點是繪本，也是動態的遊戲書。 

在美勞區老師提供各種形狀的卡點西德和點點貼紙作為自由黏貼的素材，我們再加入了放

大的圓形，讓孩子們連結到小黃點的變化組合。 

因為卡點西德具有透光的效果，再加上松鼠班的教室有很多小窗戶，通透著明亮的光線。

老師邀請小孩一起來創作圓點的造型，並且將作品貼在透光的窗戶上。除了美化原有的窗戶成

為一種拼貼的藝術，同時可以觀察光影的效果，如同彩繪的玻璃一般。 

當孩子們聽到老師的提議，便開始在工作區創作。孩子們創作不同的卡點西德造型有小

花、有機器人、有人也將小黃點當作擬人化的人物，想像小黃點跳著跳板往前走，或者說小黃

點坐著空中纜車旋轉，各式各樣的想法藉由圓點發想，越來越多的創意黏貼在上面。接下來就

是將作品貼在窗戶上讓孩子去觀察光影的變化。孩子在黏貼的時候就在猜測這些是透光的，這

些是不透光的。藉由黏貼作品在窗戶上我們更可以觀察到光影細微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