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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



本學期的主題課程

「鹽」續好味道

親自製作食物(解決問題)-實驗



家長可配合、親職教育：

1、初期：帶孩子觀察(原料、過程)

2、中期：實驗(嘗試變化)

3、後期：歸納、整理資訊(食譜、回顧流程)

需奠基：觀察、紀錄、表達(切題回答、聽指令)

（在親子作業和家庭時間中學習）



培養主動學習的競爭力

品德：負責任、守秩序、有禮貌、熱心

生活教育：確實完成每件事(檢查)、本分

人際關係：解決爭吵、協調共識、助人

主動學習：觀察發問、閱讀、如何解決問題

幫助他，自己完成。

親師理念一致，魔鬼藏在細節中。



培養主動學習的競爭力

幫助他，調適情緒。

給予犯錯「確實改進」的機會，(作業沒寫)

引導孩子想辦法補救及解決困境，

讓孩子培養責任感及磨練挫折忍受力。



活動規劃



重要行事曆



協助孩子融入團體

親師合作，協助孩子參與團體活動。

表演活動的準備，邀請家長一同協助。

才藝表演：無敵小可愛、勇氣大爆發。

畢業表演：感謝、聽我說謝謝你、

把未來點亮。

全校活動日，請家長讓孩子準時入班。



幼小銜接



幼小銜接定義

對孩子而言，從幼兒園轉換到小學的過

程，意味著需要重新理解「什麼是學

校」、需要分辨「幼兒園與小學有何

差異」。

O 兩種不同文化間進行調適的過程。

X 注音符號的教學。



幼小銜接定義

「情境的轉換」對孩子而言具有發展意義。

它意指「與他人互動關係的增加」。

對孩子而言，成為「小學生」意味著

「我將長大了」。

因此，維護孩子的自主性，協助順利
轉銜進入小學階段的學習，才是
幼小銜接的核心要務。



幼小銜接孩子的挑戰

一年級新生進入國小時，可能會遭遇以下幾

個問題：

學習環境改變，孩子的不安與焦慮增加；

學習內容擴大，孩子學習的心理壓力增加；

學習方法改變，孩子的不適應與負擔加重；

家長期待增加，孩子被要求有更好的表現。



幼小銜接親師合作

親師彼此溝通。

幼小銜接該重視的是教學型態，

而非增加額外的教學內容。

幼小銜接不是提早學習國小的課程內容。

規劃相互銜接的學習環境。



幼小銜接融入生活課程

生活自理能力
的培養



幼小銜接融入生活課程

計劃工作內容、
文字書寫。



幼小銜接融入學習區

閱讀理解、
符號辨識



幼小銜接融入學習區

生活數學的運用



幼小銜接融入學習區

精細動作能力
的靈活運用



幼小銜接融入學習區

數學邏輯/序列
能力的展現



親師合作 給大班的學習

數數、時鐘、加減法融入學習區，邀請

讓孩子在生活情境中應用與練習。



親師合作 給大班的學習

注音符號融入學習區和課程活動中，

邀請家長也教導孩子「注音符號的認字

、讀音、筆順與應用。」



親師合作 給大班的學習

學習注音符號，跟認識文字符號都是

幫助閱讀理解的工具，在學校裡我們

並非填鴨式一直反覆練寫。

邀請家長在家再接續啟蒙，

讓孩子有仿寫注音的靜心時刻

(練習筆順、複習發音)。



親師合作 多元學習的啟發

閱讀是最好的開始。

請給予孩子多元面向的各式繪本。

如：



幼愛閱-親子共讀

每周五固定讓幼兒借閱一本故事書，
讓家長與孩子一起親子共讀。

例行性晨讀、學習區設立語文區，
培養孩子閱讀習慣。

老師配合課程說故事給孩子聽，
養成閱讀習慣。



衛生保健與
安全宣導



返家注重衛生

每日清潔消毒

(漂白水與酒精)

返家洗手、臉、更衣

維持防疫意識

戴口罩、勤洗手、社交距離、

不用手碰眼口鼻、咳嗽禮節、

4月至11月：腸病毒、流感

防疫時刻

勿鬆懈



落實「生病不上班不上課」

⭐️若腸病毒，以發病日起算，請假在家休息7天。
⭐️診斷為流感，持續休養至未用退燒藥，
退燒至少24小時，才可返校。
⭐️腸胃炎(病毒性腸胃炎、諾羅病毒，或腹瀉、
嘔吐等腸胃道症狀等)，請在家休息至症狀
解除48小時候才可恢復上課。
⭐️水痘請在家中休養至水泡乾燥結痂脫落再

恢復上學。
以上傳染疾病請勿隱瞞，務必告知老師。
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



最後……

感謝您們一路以來，用心給予老師支持，

相信老師設計的課程，能讓孩子成長，

有您們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