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 105學年度安坑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推動臺灣母語教學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私立幼兒園及社區（部落）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推動本土

語言教學作業原則。 

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推動臺灣母語日活動實施要點。 

三、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03年 8月 27日北教幼字第 1031616291號函辦理。 

貳、目的： 

一、培養愛護本土、關懷社會與自然的情懷。 

二、推動臺灣母語日，落實本土語言於幼兒園課程中。 

三、增進幼生學習運用各種本土語言表達之能力。 

四、營造本土語言學習之優質環境，讓幼生體驗本土之美。 

五、增進教師對本土語言教學之知能。 

六、鼓勵幼生學習、運用本土語，增進各族群間之瞭解、尊重、包容及欣賞。 

七、培養幼生基本本土語言聽、說能力。 

叁、實施對象：本園全體師生 

肆、實施期程：105年 9月 1日至 106年 6月 30日，訂定每週三為本園「臺灣母語日」 

伍、實施方式及內容：  

 一、成立幼兒園臺灣母語日推動小組 

 

臺灣母語日推動小組成員及工作執掌 

小組 

職稱 
姓  名 工 作 執 掌 備 註 

召集人 方慶林園長 

1. 主持臺灣母語教學推展 

2. 督導與考核小組執行各項業務之全盤事宜。 

3. 擬定鄉土語言教學目標及訂定鄉土語言相關活

動。 

（校） 

園長 

執行秘書 

顧妮寶主任 

蔡佩吟組長 

邱映鳳組長 

1. 研擬母語教學實施計畫。 

2. 推動母語日活動之進行。 

3. 協助辦理各項母語研習。 

4. 製作推動成果簡報、活動成果整理。 

5. 協助指揮、策劃小組之全盤事宜。 

6. 協調教師課程設計與母語教學活動相關事宜。 

行政組 

保育組 

教務組 



臺灣母語日推動小組成員及工作執掌 

小組 

職稱 
姓  名 工 作 執 掌 備 註 

7. 檢視辦理經費核銷進度。 

8. 聘請母語專才教師教學。 

9. 研擬母語教學教師專業研習。 

10.母語教學志工培訓。 

教師 

代表 

李姿怡老師 

胡寶秀老師 

1. 協助推動母語教學。 

2. 支援教學軟硬體設備。 

3. 執行母語融入教學之課程。 

4. 彙整母語教材及教學活動拍照。  

支援協助 

教師  

代表 

呂佩璇老師 

邱映鳳老師 

1. 協助推動母語教學。 

2. 執行母語融入教學之課程。 

3. 午餐、晨間輔導、分組時間播放本土傳統歌謠，

供全園師生欣賞、收聽。 

4. 規劃辦理本土語言各項相關活動。 

5. 支援教學軟硬體設備。 

支援協助 

教師 

代表 

李少美老師 

李映姮老師 

1. 協助推動母語教學。 

2. 支援教學軟硬體設備。 

3. 執行母語融入教學之課程。 

4. 彙整母語教材及教學活動拍照。 

支援協助 

教師 

代表 

周麗花老師 

鍾明娟老師 

1. 協助推動母語教學。 

2. 執行母語融入教學之課程。 

3. 提報母語推展成果報告及相關會議資料。 

4. 彙整母語教材及教學活動拍照。 

支援協助 

教師 

代表 

吳月鳳老師 

曾淑萍老師 

1. 提報母語推展成果報告及相關會議資料。 

2. 協助推動母語教學。 

3.執行母語融入教學之課程。 

支援協助 

教師 

代表 

詹斐俐老師 

董曉萍老師 

1. 協助推動母語教學。 

2. 支援教學軟硬體設備。 

3. 執行母語融入教學之課程。 

支援協助 

教師 

代表 

薛守岑老師 

黃玉俐老師 

1. 協助推動母語教學。 

2. 支援教學軟硬體設備。 

3. 執行母語融入教學之課程。 

4. 彙整母語教材及教學活動拍照。 

支援協助 

教師 

代表 

李婉君老師 

代課教師 

1. 協助特幼班幼兒母語教學之推展。 

2. 執行特幼班幼兒母語融入教學之課程。 

3. 提報特幼班幼兒母語推展成果報告及相關融合紀

錄。 

特幼班 

教師 

家長 

代表 

105學年度 

各班級 

1. 協助社區與學校溝通事宜。 

2. 提供社區資源資料。 
家長委員 



臺灣母語日推動小組成員及工作執掌 

小組 

職稱 
姓  名 工 作 執 掌 備 註 

家長代表 3. 協助家長參與事項。 

4.協助教學資源收集。 

二、訂定每週星期三為本園「臺灣母語日」進行本土語言教學活動 

三、主題教學活動方式進行 

（一）第一學期「古錐的臉」 
1、目珠 

                   2、嘴 
3、耳仔 

                4、鼻仔 
 

（二）第二學期「阮兜踮臺灣」 

1、臺灣出什麼？ 

2、古早ㄟ生活 

                   3、懷舊柑仔店 

              4、趣味童玩 

 

 

 

 

 

 

 

 

 

 

 

 

 

 

 

 

 

 

 

四、主題教學活動進行方式及內容： 
 

學 週 教學 活動 教學重點摘要 教材教具 

主題 子題 週次 教學活動與內容 

古
錐
的
臉 

目珠 
1、2、3 目睭 

4、5 誰的眼鏡最水 

嘴 
6、7、8 我的嘴 

9、10 足讚的嘴齒 

耳仔 
11、12、13 猜一猜這是誰的耳仔 

14、15 誰的耳仔 

鼻仔 
16、17、18 耳仔鼻目嘴 

19、20 好鼻師 

阮
兜
踮
臺
灣 

臺灣出什麼？ 1、2、3 台灣的名產 

4、5 台灣的水果 

古早ㄟ生活 6、7、8 到阿媽家玩 

9、10 阿媽的紅眠床 

懷舊柑仔店 11、12、13 鹼酸甜 

14、15 古早味 

趣味童玩 16、17、18 放雞鴨 

19、20 來搬布袋戲 



期 次 主題 名稱 

第 

一 

學 

期 

1 

∣

5 

古 

錐 

的 

臉 

目 

珠 

教學目標 

1.知道眼睛的功能及本土語的唸法 

2.認識眼睛的外觀特色 

引起動機： 

猜謎語～目睭（謎猜） 

猜猜看，下面的問題答案是什麼？ 
我們用什麼來看？ 
當我睜開他們，我就看見你 

當我閉上他們，我就進入快樂的夢鄉（台灣麥克

～有趣的身體感官～視覺） 

活動過程：（均用本土語教學） 

1.請幼兒拿出事先準備的小鏡子，觀察自己的眼睛 

2.討論從鏡子裡看見自己的眼睛是什麼樣子，包含眼

白、眼球、眼皮（雙眼皮、單眼皮）、睫毛、眉毛等。 

3.請幼兒運用想像力想像一下，如果沒有目睭、睫毛

與眉毛會發生什麼事？ 

4.老師帶領幼兒念唱兒歌「目」汝的目珠汝的目珠真

大蕊「目睭」 

5.再次強調眉毛與睫毛的功能，並告訴幼兒要常維持

臉部的乾淨，做好清潔保健的工作。 

6.製作魔法眼鏡 

延伸活動 

將創作好的眼鏡布置成眼鏡行，讓幼兒進行扮演活動。 

戶外活動  

1.騎三輪腳踏車 

2.通關密語（腳踏車） 

˙運用「火金姑」

「來唱囝仔歌」

兒歌讀本 

˙兒歌 CD教學 

響棒、鈴鼓、響

板等樂器˙主題

相關的圖書、主

題繪本。 

˙兒歌掛圖。 

˙故事舞臺、布

偶，讓幼兒練習

說故事。 

˙護眼圖片、口

腔、耳鼻喉科掛

圖。 

˙醫院名片、眼鏡

行廣告紙。 

˙各式造型眼鏡、

太陽眼鏡、放大

鏡、凹凸透鏡、

望遠鏡、各色玻

璃紙、鏡子。 

˙腳踏車 

 6 

∣

10 

 嘴 教學目標 

1.認識嘴巴的構造、功能及本土語的唸法。 

2.認識牙齒的形狀和功能。 

引起動機： 

老師帶領幼兒念唱兒歌「我的嘴」： 

嘴內有什麼？ 

白白的牙齒 

一顆顆， 

快樂的笑聲 

哈哈哈。 

活動過程：（均用本土語教學） 

1.看看嘴巴 

（1）先請幼兒張開嘴，彼此看一看，看到了什麼？ 

（2）幼兒兩人一組，發給一個小鏡子，引導幼兒觀察

嘴巴裡有什麼？並和幼兒討論在鏡子裡看到了什

麼？將幼兒觀察結果畫在壁報紙上。 

（3）拿出口腔圖，細部觀察嘴巴的每個部位（嘴唇、

牙齒、舌頭），一起比對和壁報紙上畫的一不一

樣？ 

˙耳聰目明（上誼） 

˙串珠。 

˙七巧版。 

˙簡單的迷宮圖。 

˙提供特殊嘴巴的

動物圖卡及影子

卡，進行配對活

動。 

˙各種五官、身體

的拼圖。 

˙口腔保健的海

報、正確刷牙的

步驟圖。 

˙咬一咬食物的神

奇旅行（台灣麥

克） 

˙動物圖卡 



（4）先和幼兒討論嘴巴可以用來做什麼？再讓幼兒了

解嘴唇、牙齒、舌頭的功能（參考咬一咬食物的

神奇旅行（台灣麥克）圖書）。 

（5）引導幼兒想像一下如果沒有嘴唇，沒有牙齒，沒

有舌頭，會有什麼不方便？將幼兒的想法記錄下

來。 

（6）說說看，嘴巴可以幫人做什麼？說話？吃東西？

還有…..？ 

2.好棒的牙齒（足讚的嘴齒） 

（1）請幼兒利用小鏡子觀察自己牙齒的形狀，每顆牙

齒有什麼不同？ 

（2）老師利用口腔圖片介紹牙齒的種類、形狀、功能：

並根據牙齒的形狀和具體實物做聯想。 

延伸活動： 

1.什麼味道－將活動的材料放到科學區繼續讓幼兒觀

察品嘗，但要提醒幼兒衛生條件和習慣。 

2.誰的嘴－運用各種動物圖片，讓孩子玩配對遊戲，

通關密語是（嘴、足讚的嘴齒）唸出正確的本土語。 

 11

∣

15 

 
耳

仔 

 

教學目標： 

1.學習聽音數數。 

2.學習分辨樂器的聲音。 

引起動機：  

1.老師帶領幼兒念唱台語兒歌： 

「耳仔」 

耳仔你斟酌聽， 

敢是風那叫那行？ 

仰是阮媽媽的聲？ 

「風」 

有聽著聲 

無看到影 

摸昧著邊 

吃昧出鹹味 

2.老師說明兒歌內容，並向幼兒提問：「有沒有聽過風

的聲音？」，請幼兒用嘴巴模擬風的聲音。 

3.請幼兒們猜猜看：「東一片、西一片，到老看不見。」

是指什麼？（耳仔） 

4.老師帶領幼兒念唱兒歌「耳仔」「風」 

活動過程：（均用本土語教學） 

1.認識耳朵 

(1)「捏捏耳朵，矇看麥」一邊念口訣，一邊做動作，

反覆幾次，讓孩子利用自己的手指來探索自己的

耳朵。 

(2)讓幼兒說一說對耳朵的感覺。 

(3)利用圖片介紹耳朵的外緣部份，包括：耳垂、外耳

道、耳廓、軟骨。向幼兒說明：耳垂因為沒有軟骨，

˙「火金姑」（台語

傳統兒歌集）「咱

的囝仔歌」兒歌

讀本 

˙手響板、1～5或

10的數字卡、錄

音機、錄音帶。 

˙三角鐵、鈴鼓、

沙鈴、手搖鈴 

˙耳聰目明（信誼） 

˙小星星的音樂、

三角  

鐵、鈴鼓、沙鈴、

手搖鈴、木琴、

鐵琴、手帕或眼

罩、神秘箱、動

物模型組 

˙台灣囝仔故事

（CD故事） 

˙世一兒歌讀本

（兒歌 CD） 

 



所以特別柔軟。 

2.誰的耳朵大？ 

(1)讓幼兒用放大鏡互相觀察彼此的耳朵，用布尺實際

量一量耳朵，比比看，誰的耳朵大？誰的小？有

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呢？ 

(2)用手捂住耳朵，或將紙杯蓋作耳朵，聽一聽，聲音

有什麼不一樣？ 

延伸活動： 

1.放一段音樂，讓幼兒表演動物跳舞。 

學動物的叫聲，通關密語用台語說出聽到的動物是

什麼？ 

2.放一段音樂，讓幼兒表演動物跳舞。 

3.玩猜拳遊戲（剪刀、石頭、布用台語），輸的人要被

贏者彈、捏或拉耳朵，記得提醒幼兒動作輕些、聲

音也輕些。 

 16

∣

20 

 
鼻

仔 

教學目標： 

1.認識五官的名稱和位置。 

2.認識五官的功能。 

引起動機： 

1.老師帶領幼兒聽台灣囝仔故事：「好鼻師」、 

2.老師帶領幼兒念唱台語兒歌： 

「鼻子聞一聞」 

草莓聞一聞，香香； 

放屁聞一聞，臭臭； 

胡椒聞一聞， 

哈秋！ 

  「耳仔鼻目嘴」 

  二蕊目睭大大蕊 

  一對耳仔大大對 

嘴仔闊闊真古錐 

鼻仔咧 

鼻仔直直會喘氣 

活動過程：（均用本土語教學） 

1.聞一聞： 

（1）老師將準備好的物品陳列在桌上，告訴幼兒：「我

們有一個很厲害的鼻子，現在要開始去找不一樣

的氣味喔！」。 

（2）老師拿出香皂，放在鼻子前聞一聞，並說出「香

皂香香的」，輪流傳下去給每位幼兒聞聞看， 並

請幼兒說出氣味「香皂香香的」。 

（3）其他物品一樣用此方法進行教學，直到幼兒熟

悉各種味道。 

2.找一找，什麼味道？ 

（1）將同一種物品，放在兩個底片盒裡（液體的物

品滴幾滴再底片盒裡）。 

（2）請將兩種氣味四個底片盒放在一起，請幼兒聞

台灣囝仔故事（故

事 CD） 

紅田嬰（台語傳統

兒歌集） 

五官教具（日常生

活教具 ） 

凹凸透鏡、小鏡子 



一聞，將味道一樣的底片盒放在一起，隨著幼兒

能力的增加，再增加氣味的種類。 

（3）將所有氣味的底片盒各拿出一個，請幼兒聞一

聞，並說出是什麼東西的氣味？ 

3.改編兒歌： 

（1）老師再帶領幼兒念唱兒歌： 

「鼻子聞一聞」 

草莓聞一聞，香香； 

響屁聞一聞，臭臭； 

胡椒聞一聞，哈秋！ 

（2）將之前聞到的氣味改編至兒歌 

例如： 

合攏放開，合攏放開；雙手拍一拍 

爬呀！爬呀！爬到臉上，這是目睭，這是嘴配，

這是鼻仔，哈秋！（複習五官名稱，五官名稱

可以替換） 

延伸活動： 

1. 玩「大野狼吃什麼？」老師帶領幼兒用台語念，當

大野狼說出要吃的器官（如：鼻子）時，當小豬的

幼兒要用手捂住那個器官，可增加幼兒對五官名稱

和位置的認識，及熟悉五官的唸法。 

2. 還可以玩「黏糊ㄚ黏什麼？」，幼兒兩人一組，當

老師說出要年的部位時，兩位幼兒身體上的這個部

位要碰在一起（除了嘴外，加入身體其他部位，如

肩膀、屁股..） 

3. 老師帶領幼兒念唱台語兒歌「點仔膠」 

第 

二 

學 

期 

1

∣

5 

阮 

兜 

踮 

臺 

灣 

臺 

灣 

出 

什 

麼 

？ 

活動目標： 

1.認識古早臺灣的童玩和零食。 

2.建立「臺灣」的概念與認知。 

引起動機： 

1.老師改編兒歌「找朋友」，老師帶領幼兒唸唱台語，

將朋友變成居住的地名，如：老師唱「一二三四五六

七，王曉明ㄟ厝踮哪裡？」幼兒唱「踮台北，踮台北，

王曉明家住台北。」依此類推，讓每一位幼兒都能唱

到。 

2.老師帶領幼兒念唱臺灣童謠「臺灣出甜粿」、「番

薯」，請幼兒說說看童謠中提到哪些特產？ 

3.展示童謠中的特產，讓幼兒能透過實物更加了解特

產的名稱。 

 

活動過程：（均用本土語教學） 

1.老師先拿出園所所在地的特產小吃，請幼兒說說看

是否曾經看過、吃過？是在什麼地方看過？在什麼

地方吃過？ 

2.告訴幼兒：「今天老師特別準備臺灣其他的特產，讓

‧ 臺灣童謠：「臺

灣出甜粿」 

‧ 水果、蔬菜教

具：甜粿、香

蕉、地瓜等 

‧ 木屐、紙傘、竹

籃等 

‧ 自製大張臺灣

地圖；臺灣各縣

市特產的實物

或教具、圖片；

紙箱、書面紙、

麥克筆、園所所

在地的特產小

吃圖片。 

‧ 臺灣地圖拼

圖、掛圖 

‧ 兒歌「蕃薯」（指

甲花：信誼）（附



你們認識呵！」於是，從事先放入各縣市特產的圖

片、實物的神秘箱中摸出一樣特產，問幼兒：「這是

什麼？」「猜猜看它是那個縣市的特產？」之後再做

說明；如摸到的是花生，說明它的產地是澎湖，因

為花生很耐旱，適合種在缺水的地方。而澎湖風大

少雨適合花生的生長。 

3.簡單說明後，請自願的幼兒在臺灣地圖上找到產地

的位置，將圖片、實物放上去，之後再輪流邀請幼

兒到臺前摸出一樣特產，依步驟 1的方式進行活動，

直至神秘箱內的特產全部介紹完畢。 

4.點心時間，老師請幼兒品嘗幾種特產，並請幼兒分

享吃的感覺，說說看自己最喜歡的特產及原因。 

5.最後，老師再將各縣市的特產放置主題區，讓有興

趣的幼兒能繼續探索。 

臺灣童謠「臺灣出甜粿」 

喂！喂！喂！臺灣出甜粿， 

甜粿真好食，臺灣出木屐， 

木屐真好穿，臺灣出鴐鴒， 

鴐鴒會講話，臺灣出棉被， 

棉被蓋會燒，臺灣出芎蕉， 

芎蕉真大排，臺灣出蕃藷， 

蕃藷會止飢，臺灣出飛機， 

飛機真敖飛，臺灣出鼓吹， 

鼓吹歕會響，臺灣出炸彈， 

炸彈真厲害，歹人不敢來。 

兒歌「番薯」 

種番薯免厚工， 

收番薯着挖空； 

番薯摕來炰， 

番薯摕來烘； 

烘的炰的共款鬆， 

炰的烘的共款香。 

 

延伸活動： 

1.老師每週可挑選一天作為「主題日」，介紹臺灣某一

縣市的特產，增進幼兒對該縣市的 

了解。 

2.神秘箱可以替換各種不同的教具組，請幼兒猜一猜

摸到的是什麼，用台語說出來。 

 

件）、CD音響、

生地瓜；各式地

瓜製品，如烤地

瓜、地瓜糖、甘

梅薯條、地瓜粥

等；削皮的工

具、報紙；地瓜

印章、圖畫紙、

印臺、地瓜塊、

牙籤（剪成小

段）、色筆。 

‧ 臺灣地圖、臺灣

拼圖 

‧ 神秘箱、蔬菜組

（教具）、水果

組（教具）、海

產組（教具）、

交通工具組（教

具）樂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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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 

早 

ㄟ 

生 

活 

活動目標： 

1.引發對早期生活的好奇心。 

2.滿足幼兒玩樂的興趣。 

引起動機： 

1.在教室裡噴灑少許的明星花露水、擺放陀螺、布袋

戲、彈珠、鐵蛋、爆米香、紅龜粿、西瓜糖等，讓

幼兒自然感覺到香味及看到的古早味的食物自己說

出來。 

2.拿出明星花露水，請幼兒輪流近距離聞一 聞、看一

看，並向幼兒介紹早期的香水及古早味的食物及零

食。 

活動過程：（均用本土語教學） 

1.老師講述「到阿媽家玩」的故事。 

2.和幼兒一起討論： 

  （1）故事中到阿媽家的路途上會看到哪些情景？ 

  （2）在故事中阿媽家有哪些好吃的東西？ 

  （3）主角到阿媽家玩了什麼好玩的遊戲？ 

  （4）主角到阿媽家的廟口看了哪些好看的節目？ 

3.老師展示故事中提到的陀螺、布袋戲、彈珠、鐵蛋、

爆米香、紅龜粿等，請幼兒分享自己是否曾經玩過、

吃過、看過這些東西呢？並分享當時的感覺。 

4.向幼兒介紹與示範展示品中的童玩，如：陀螺、布

袋戲、彈珠，邀請有興趣的幼兒到臺前操作。 

5.最後，再請幼兒一起品嘗古早味鐵蛋、爆米香、紅

龜粿等，結束活動。 

6.故事「到阿媽家玩」 

阿媽家在鄉下，紅色的房子看起來好大。房子前面

有一個大院子，可以騎腳踏車繞圈子。房子的外面

有好多樹，會結出甜甜的龍眼和蓮霧。 

我們要回阿媽家玩，爸爸開車經過好多路，終於到

阿媽家。「乖孫ㄟ，你們回來啦！」阿媽每次都這樣

叫我，還把我抱得緊緊的。她的身上有一股香味，

媽媽說那叫「明星花露水」，阿媽從年輕就開始用

了。「快來吃飯！有阿孫ㄟ最愛吃的紅龜粿呵！」我

喜歡吃阿媽做的紅龜粿，軟軟 QQ的好滋味。我最愛

和阿媽一起睡午覺，阿媽的紅眠床，好像一個小房

子，寬寬大大的，刻著漂亮的花紋，睡起來好涼、

好舒服呵！阿媽會說虎姑婆的故事，我雖然很害

怕，可是還是很想聽，所以就越睡越靠近。晚風吹

來好涼好涼，我坐在爸爸的肩膀上，螢火蟲一閃一

閃，陪在我們身旁。 

我們到廟口看戲，歌仔戲、布袋戲，有的演包公、

有的演西遊記，ㄑㄧㄥㄑㄧㄥㄑㄧㄤㄑㄧㄤ 鑼鼓

響，跟看電視的感覺不一樣。廟口還有好多的小吃

‧ 明星花露水 

‧ 陀螺、彈珠、竹

槍、扯鈴 

‧ 布袋戲偶、 

‧ 鐵蛋、爆米香、

紅龜粿 

‧ 電子繪本 

‧ 《花蕊紅紅葉

青青：台語詩歌

繪本》 

‧ 《春天的花仔

布：台語詩歌繪

本》 

‧ 《肥豬齁齁

叫：台語詩歌繪

本》 



和零食，爆米香、棉花糖、黑鐵蛋……每一樣我都

好想嘗一嘗。大黃狗汪汪叫，原來是表哥和表姊來

了。我們一起玩—跳房子、捉迷藏，打彈珠、玩陀

螺……表哥還帶我去捉蟬，用長長的竹竿，像變魔

術一樣，從樹上黏出一隻唧唧叫的蟬。玩累了，阿

媽會端出綠豆湯，冰冰涼涼的滋味，我們一人都吃

一大碗。啊！阿媽家真的好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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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 

舊 

柑 

仔 

店 

教學目標： 

1.認識早期商店的型態。 

2.比較現在零食和早期零食的不同。 

引起動機： 

1.老師用塑膠罐或玻璃罐，裝些早期零食如：涼煙糖、

地瓜糖、鹼酸甜……。在臺前展現甘仔店存放物品

的方式。 

2.帶領幼兒唸唱兒歌「甘仔店」： 

   甘仔店，物件多， 

   四秀仔、薰、酒攏有賣， 

   愛啥貨？頭家找。 

教學過程：（均用本土語教學） 

1. 和幼兒討論兒歌「甘仔店」的歌詞意思，如什麼是

「甘仔店」？「物件多」？「四秀仔」是指什麼東

西？…等。請知道的幼兒舉手分享後，老師再逐一

說明。 

2. 老師假裝是「頭家」，告知幼兒「甘仔店」除了賣

歌詞裡的東西外，還有賣其他的東西呵！展示早期

甘仔店所賣的零食，然後與幼兒討論： 

 （1）請幼兒說說看吃過或看過這些展示的零食嗎？

哪些有？哪些沒有？ 

 （2）自己最喜歡的是哪一種？為什麼？ 

 （3）媽媽曾經買過嗎？在哪裡買的呢？  

3. 展示現在的零食，請幼兒觀察、比較早期和現在零

食有沒有不一樣的地方，如：包裝、顏色、圖案……。

並在書面紙上紀錄下來。 

延伸活動： 

1.老師可利用角落時間帶幼兒製作古早味的零食點

心，如做爆米花、麥芽糖餅乾等。 

2.若社區有民俗技藝展可請家長帶幼兒到現場逛一

逛，增進幼兒的生活經驗。 

‧ 早期零食：涼煙

糖、地瓜糖、鹼

酸甜、彈珠汽水

等 

‧ 現在零食：洋芋

片、可樂、汽

水、等 

‧ 兒歌「甘仔

店」、書面紙、

麥克筆。 

‧ 爆米花、麥芽糖

餅乾、棉花糖、

糖葫蘆、龍鬚糖 

‧ 來聽囝仔歌 1、2

集（世一）來唱

囝仔歌 1、2集

（愛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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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趣 

味 

童 

玩   

活動目標： 

1.認識早期的童玩。 

2.學習童玩的玩法。 

3.體驗童玩的樂趣。 

引起動機：  

‧ 準備各式不同

的童玩：竹蜻

蜓、陀螺、毽

子、沙包、紙娃



1.老師拿著沙包，用閩南語一邊唸兒歌一邊做動作： 

一放雞（放下一個沙包），二放鴨（再放下一個沙

包箱疊在第一個上面），三分開（把兩個相疊的沙

包分開），四相疊（把沙包再疊起來），五搭胸（用

手輕拍胸部），六拍手（拍雙手），七紡紗（在左胸

前轉動雙手做紡紗的動作），八摸鼻（用手摸鼻

子），九咬耳（用手拉耳朵），十拾起（撿起小石頭）。 

活動過程：（均用本土語教學） 

1.帶領幼兒念唱兒歌「放雞鴨」，並與幼兒分享傳統玩

沙包的遊戲。 

2.老師於臺前展示各式童玩，向幼兒介紹除了沙包外

的其他古早童玩，如：竹蜻蜓、陀螺、毽子、尪仔

標等名稱，並與幼兒討論每樣東西的遊戲方式，讓

會玩的幼兒操作給其他同伴看。 

3.請幼兒古早童玩和自己家裡的玩具有沒有不一樣的

地方？如：玩具的外形、玩具的材質、玩具的玩法、

玩具如何產生……。 

4.最後老師將不同的童玩放置在不同的桌上，讓幼兒

進行體驗活動，彼此分享、操作童玩。 

5.體驗活動結束後，將童玩放置主題區，讓有興趣的

幼兒能自行探索操作。 

延伸活動： 

1.古早童玩的玩法，不彷在下課或角落活動時指導幼

兒練習。 

2.團體時間，告知幼兒今天教室將進行「古早味體驗

營」的活動，展示過關卡，説明體驗營一共有五關，

每玩一站就請站長在上面蓋一個章，五關過完後，

可憑過關卡兌換古早味零食。 

活動過程： 

1.老師帶領幼兒到活動教室，發給每人一張過關卡，

開始到各關進行闖關活動，五關如下： 

  （1）第一關套圈圈：套到一樣玩具即可過關，並可

拿走玩具。 

  （2）第二關跳房子：用呼拉圈拼組成跳房子的型

式，將小石子投入其中一格，順利跳完一次 即

過關。 

  （3）第三關七巧板：運用七巧板拼出事先抽到的圖

案，完成圖案即過關。 

  （4）第四關戳戳樂：隨意戳一個洞，幼兒拿出裡面

的小紙條，老師念出題目由幼兒回答，答對者

過關。 

  （5）第五關陀螺創作：幼兒在圓形的厚紙板上畫出

不同的花色，老師協助用小竹籤在中心點戳

洞，幼兒將截好的竹筷插入紙陀螺的中心點，

娃、七巧板、尪

仔標等；兒歌本

「放雞鴨」戳戳

樂、抽抽樂、大

富翁、跳繩、扯

鈴、竹蜻蜓、高

蹺、竹蟬、呼拉

圈 

‧ 過關卡製作材

料打動器、書面

紙、麥克筆、彩

色筆、CD片、雙

面卡紙、印章 

 



並用黏土固定，完成紙陀螺的創作者即過關。 

2.全部過關的幼兒到古早味的小吃攤兌換自己最喜歡

的零食，帶回教室品嚐。 

3.分享時間，老師請幼兒分享體驗營中自己覺得最好

玩的事情？並一起與幼兒回顧在「古早味」的主題

中，自己最喜歡哪一個活動？為什麼？老師在書面紙

上紀錄幼兒的想法，搭配幼兒的闖關照片整理成「古

早味體驗營的活動紀錄」，張貼到公布欄或語文區，

結束活動。 

 

四、課間活動：於課間播放以母語發音之音樂及廣播等。 

五、情境佈置：於幼兒園公共區域或各班及活動室中，將本土語言教學資源融入情境佈置。 

陸、預期成效 

一、 增進幼生運用本土語言表達之能力，讓幼生樂於學習本土語言。 

二、 透過本土語言教學與多元學習活動，增進幼生生活本土語言之詞彙。 

三、 藉由學習環境營造、多樣式教學活動，提升幼生學習使用本土語言動力。 

四、 透過教師入班教學，相互觀摩，有效提升教師本土語言教學技巧。 

五、 鼓勵教師進行本土語言教學課程研發、教案設計，並建立教師教學檔案，有效提升教師

教學效能與幼生學習成果。 

 

承辦人：                      園主任：                   園（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