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語文領域 

設計依據 

學習重點 兒童發展狀態 

 

※小組 

小班孩子年齡跨距落在 3-4 歲間，幼兒們對周圍所有的事物..

好奇，想認識每一個人、每一樣東西及每一件事。但他們的注

意力可能會迅速的從一個事物轉到另一個事物，所以這段時間

成人應提供良好的語言榜樣及多樣化學習的機會。 

3-4 歲是孩子在語言方面發展的重要階段，成人應該多和孩子

交流。例如:讀繪本、講故事、唸圖卡、講一講發生的事情，

並為孩子創造健康的語言環境，相信孩子一定能夠有非常不錯

的語言能力。 
 

※中組 

語言是人類獨有的特殊行為能力，人類的語言能力，包括發

聲、詞彙認知、組句及語言邏輯、對談、認字、閱讀、寫字等。

這些能力和人類的皮膚觸覺及前庭感覺有密切關係。4～5 歲幼

兒基本上能夠發清楚大部分語音，能夠聽懂日常生活中的一般

句子和一段話的意思。他們掌握詞彙的數量和種類迅速增加。

在使用簡單句的基礎上，其語言逐漸連貫起來。 

幼兒的閱讀與書寫能力發展是在非常幼小的時候即展開了，而

讀寫的發展與學習來自於生活中與語言及文字接觸的生活經

驗。在 1970 年，Clay 等學者提出了『讀寫萌發』(Emergent 

literacy)的想法。『讀寫萌發』指的是在接受正式小學教育前，

幼兒即顯現具有閱讀與書寫的行為與概念，但尚未完全具備傳

統語言特徵的閱讀與書寫行為和概念，故稱為『讀寫萌發』。 

蒙特梭利從觀察中發現，雖然口述語言是人的天生機能，但是

書寫語言的本質與形成，卻必須在神經系統中建立一個新的認

知，因此生活經驗與環境是閱讀與書寫發展的重要養分。 
 

※大組 

雖然語言精熟度是在孩子四歲後開始發展，但這也是我們可以

持續建立的能力，例如：說故事、接聽電話、經驗分享、團體

討論都是不錯的選擇。透過說故事時，教導幼兒認識抽象語

詞，例如：吝嗇、好奇、富翁……，來協助幼兒提升語言的複

雜度。這個時期，也可以和幼兒玩一段「換句話說」的遊戲。

例如：將「哥哥不和我玩」換成「哥哥都自己玩」；把「蘋果

是紅色的」改為「紅色的蘋果」。這種「換句話說」的遊戲非

常適合於幼稚園大班幼兒在團體中進行；也可以由父母來引

導，以增進幼兒語言表達的豐富性與複雜性。其實，對這階段

幼兒，不必刻意進行某項語言遊戲，只需提供幼兒豐富的生活

經驗，多和孩子說話聊天，就可以適當促進孩子的語言能力。 

繪畫，是孩子最好的語言，4~5 歲的孩子開始關注細節，傾向

只畫出自己最關注的部分;6 歲後開始通過繪畫來表達自己對

生活、自然、周圍發生事情的真實感受，細節、表現手法都更

豐富。 

課程與活動內容 ※小組 



 大肌肉活動戲劇表演、肢體動作…等 

小肌肉持續精鍊、手眼協調 

安全教育:正確使用教具與技能練習  

語言練習-以口語表達對圖像的理解  

品格與人際互動工作設計 
 

※中組 

視覺辨識：邏輯概念(相關性) 

聽覺練習：對聲音的記憶、專注 

口語練習：口語敘說生活經驗或感覺 

注音符號的認識：觸覺與讀音 

               拼音遊戲(讀音的練習) 

               單圖詞彙卡閱讀  

音韻覺知：圖卡閱讀 

          解音與拼音練習 

書寫的練習：寫字前準備-握筆、運筆練習 

                      -注音符號肌肉記憶書寫   

兒童文學：欣賞短詩、歌謠、繪本中圖畫、文字的優美 
 

※大組 

增進孩子口說表達能力 

培養孩子獨立閱讀 

各領域結合語文 

增進孩子拼音能力 

進行書寫練習 

增進繪畫技巧 

透過故事定義成語的意義，並能加以運用 

核心素養架構 

 

 

 

 

 

 

 

 

 

 

※小組 

依據兒童發展狀態設計課程與活動內容，以兒童發展為主軸。

老師提供幼兒「理解語文」和「表達語文」的多元豐富生活經

驗。 

在實施教學時宜掌握的具體要點: 

1.協助幼兒體驗與覺知生活語文的趣味與功能 

2.看見並開拓幼兒合宜參與日常互動情境的能力 

3.看重幼兒敘說經驗與聽、說故事的機會 

4.讓閱讀和分享、回應成為一種生活習慣 
 

※中組 

透過語言教育經由已知的經驗建構下一步的學習能力，促使小

孩使用自身被啟發的能力進行自主性的練習。探索聲音、感受

聲音的分解與連結，結合聲音圖形語言的認識，讀寫也就輕而

易舉並且符合孩子吸收性心智的活動。透過肌肉記憶工作與肌

肉運動機制的掌握練習，孩子便能自動的對書寫活動產生自發

行為。 

在圖形語言活動的同時豐富語言經驗，如:兒歌、童謠、繪本

閱讀等，同時可嘗試多元性的語言遊戲，可透過互動模式進行

看圖說話、接龍說故事、手偶操作、戲劇表演等，或是以繪圖



的方式記錄。 
 

※大組 

運用感官，知覺自己及生活環境的訊息，並理解訊息及其間的

關係。 

運用各種符號表達個人感受，傾聽和分享不同的見解與訊息。 

願意關心與接納自己、他人、環境和文化，並願意與他人協商，

建立共識，解決問題。 

運用舊經驗和既有知識，分析、整合及預測訊息，並以喜愛的

心情欣賞自己和他人的表現。 

以創新的精神和多樣的方式表達對生活環境中人事物的感受。 

跨領域連結 數學、情緒、感官、藝術人文、天文、歷史…等 

教材來源 

設備/資源 

百科、網路、雜誌或相關書籍、教師研討活動互相激盪 

愛畫畫的詩─信誼出版 

迎接冬天─聯經出版 

冬日的舞會─大好書屋出版 

聖誕節─ 幼福    

100 個耶誕老公公─小天下出版  

給聖誕老公公的一封信─風車 出版 

好忙好忙的耶誕老公公─青林出版  

童年印象˙傳統節日:冬至節─維京出版 

冬至的故事—餃子與湯圓─長晉出版 

王媽媽的狀元夢：冬至湯圓的由來─格林希爾出版 

                                         ※小組 

課程目標: 

語 1-2 理解歌謠和口語的音韻特性 

語-1-1 理解互動對象的意圖 

認-2-3 整理文化產物訊息間的關係 

學習指標: 

語-小-1-2-1 覺察兒歌與童詩的韻腳 

語-小-1-1-1 理解簡單的手勢、表情與口語指示 

認-小-2-3-1 依據生活物件的特性與功能歸類 

蒙特梭利工作發展 

工作名稱 直接目的 間接目的與工作延伸 

1.動物順口溜

ㄟ、ㄆ、ㄣ、ㄩ、

ㄓ、ㄙ、ㄤ、ㄈ 

 

2.手指謠-好朋友  

  (小白鵝、蕃茄) 

 

 

3.指令遊戲＋記 

  憶遊戲 

   

4.看圖說話 

 

為拼讀能力做預備。 

透過讀本故事與歌謠的遊戲，增加語

言活動的趣味性與多樣性。 

 

透過手指謠使用手指頭的靈活運動

方式，以精鍊小肌肉動作發展，增進

歌謠的背誦能力。 

 

透過聽的能力進行指令和圖卡的記

憶遊戲。 

 

利用假日活動照片或繪本請幼兒分

享，培養口語表達能力。 

可以透過讀本、影片介紹動物，加上動物兒歌

讓幼兒發揮創意，做出可愛動物動作加深對注

音的認知。 

 

手指謠可以和同儕互動的方式進行，增加手部

的肢體動作、增進友誼的建立。 

 

 

利用動物、水果的名稱，設計在各種遊戲裡，

從中學習指令和記憶。 

 

透過實物可以讓幼兒練習說出實物的特色用途

等。 



 

5.對應遊戲 

 

 

6.唐詩-江雪 

 

7.砂紙注音板 

 

 

8.注音符號卡與 

  實物模型配對 

    

9.水果圖卡 

 

 

 

10.聖誕歌謠 

 

 

11.拼圖練習 

 

 

此課程設計都將

依孩子的個別能

力做適當的調整 

 

透過圖卡進行相關物品的配對，請幼

兒練習解音。 

 

學習欣賞了解語詞的優美及感受冬

天。 

透過觸覺描摹，認識注音符號的書寫

筆順及發音。 

 

藉由小實物進行解音，提升聽音辨識

的能力，增加語言活動的趣味性。 

 

藉由圖卡的介紹認識常見的水果。 

 

 

 

透過聖誕節的歌曲來豐富語言活動

的趣味性。 

 

從拼圖活動中連結關係、建立整體與

部份概念，強化視覺辨識能力，是語

言學習不可或缺的能力養成。 

 

 

 

 

 

用兒歌編曲唱唐詩；幫助記憶。 

 

除了個別教學還可以進行找首音聯想、拼音練

習。 

 

 

 

 

進行水果分享，讓幼兒從實際觀察及觸摸水果

外型；聞聞每種水果不同的味道，進而體驗洗、

切、品嚐各種水果的滋味並說出口感。 

 

從聖誕影片及校園活動中讓幼兒能快樂的参與

活動感受聖誕節的氛圍。 

 

拼圖可以拼出專注力，可提供多樣性的拼圖吸

引幼兒主動手做。 

 

專注力、秩序性、協調性及獨立能力的培養。 

 

 

                                         ※中組 

課程目標: 

身-1-1 模仿身體操控活動 

身-2-2 熟悉各種用具的操作動作 

語-1-2 理解歌謠和口語的音韻特性 

語-1-4 理解生活環境中的圖像與符號 

語-1-5 理解圖畫書的內容語功能 

語-2-2 以口語參與活動 

語-2-3 敘說生活經驗 

語-2-5 運用圖像符號 

語-2-6 回應敘事文本 

 

學習指標: 

身-中-1-1-1 覺察身體在穩定性及移動性動作表現上 

的協調性 

身-中-2-2-2 綜合運用抓、握、扭轉、揉、捏的精細 

動作 

語-中-1-2-1 辨識兒歌與童詩的韻腳 

語-中-1-4-1 理解符號中的具體物件內容 

語-中-1-5-2 理解故事的角色與情節 

語-中-2-2-2 以清晰的口語表達想法 

語-中-2-2-3 在團體互動情境中開啟話題、依照輪次 

          說話並延續對話  

語-中-2-3-1 敘說時表達對某項經驗的觀點或感受 

語-中-2-5-2 運用自創圖像符號標示空間、物件或記 

          錄行動 

語-中-2-6-2 說出、畫出或演出自己是敘事文本中的 

          某個角色會有哪些感覺與行動 



蒙特梭利工作發展 
工作名稱 直接目的 間接目的與工作延伸 

1.看圖說話 

 (名詞+形容詞)  

 

 

 

2.指令遊戲： 

  記憶加動作  

  

3.單音多圖卡 

  (認識單音的詞 

彙、練習解音 

、拼音) 

 

 

 

4.運筆練習：砂紙 

  注音板與沙盤 

 

5.金屬嵌圖板 

  (短線) 

 

6.讀本: 

  愛畫畫的詩 

  (椅子、蛋糕、 

  瓶子、帽子、 

  蜘蛛網、橋、 

  魚、家) 

 

 

 

7.唐詩：江雪 

       塞下曲  

 

 

8.聖誕歌曲 

 

 

 

9.冬天、聖誕節相 

  關繪本 

透過圖片練習名詞與形容詞的結合，

培養口語表達描述能力。 

 

 

 

透過聽覺與記憶，將指令轉化為動作

並表達出來。 

 

透過單音多圖卡的圖示引導辨識圖

片，並加深對單音符號的認識。 

透過單音多圖卡的圖示引導，練習解

音與拼音。 

 

 

 

加強指尖觸覺肌肉記憶，認識注音符

號的書寫筆順並做沙盤運筆練習。 

 

透過金屬嵌圖板描摹，強化手指的肌

肉訓練、運筆練習。 

 

透過讀本，增加語言活動的多樣性與

趣味性，豐富各種語詞的經驗，並利

用情境帶活動，讓孩子能融入並實際

感受歌謠裡的趣味。 

 

 

 

 

 

欣賞唐詩，瞭解詩詞內容、意境及朗

讀。 

 

 

以輕快活潑的聖誕相關歌曲，透過歌

唱及節奏方式來豐富語言活動的趣

味性。 

 

透過繪本感受冬天及聖誕節的氛圍。 

 

以水果為例:水果名稱+味覺(酸、甜) 

                   +視覺(顏色、形狀)   

                   +嗅覺(香、臭)            

                   +觸覺(軟、硬、粗、滑、    

                         毛、刺) 

以顏色為例:紅色摸頭；黃色拍手；藍色拍腳，

可先從單一指令延伸至連續多個指令動作。 

 

加強對單音符號詞彙的認識。 

加強對解音、拼音的概念。 

解音：將熟悉的詞彙進行解音，聽出語言中的 

      聲音元素。 

拼音：將認識的注音圖形語言放在一起，結合 

      兩個注音的聲音變成字音。 

 

認識注音符號，並加強對符號筆順的書寫方式。 

 

 

建立書寫時所需的肌肉能力，學習正確的握筆

方式與坐姿，並練習畫出有方向性的線條。 

 

瓶子---收集瓶子進行觀察一樣或不一樣 

      一樣的: 結合聽覺進行音階遊戲 

      不一樣:容量、容積比較 

帽子---摺紙 

橋---了解內容後畫出意境 

魚---了解內容後畫出意境 

家---討論家庭成員及角色扮演工作內容，說出

對家人的感謝並製作卡片，表達感恩之心。 

 

可將唐詩內容與童謠(蝴蝶)曲調結合，哼唱出

來。 

瞭解詩詞內容後，可將其背景、意境畫出來。 

 

透過歌曲感受對節日的氣氛。 

 

 

 

幫助對聽的語言進行思考與記憶，並了解對事

情的發展順序。 

                                         ※大組 



課程目標: 

語-1-2 理解歌謠和口語的音韻特性 

語-1-4 理解生活環境中的圖像與符號 

語-1-7 理解文字的功能 

語-2-2 以口語參與互動 

學習指標: 

語-大-1-2-2 知道語音可以組合 

語-大-1-4-1 以生活環境中的線索詮釋符號的意思 

語-大-1-7-2 知道能使用文字記錄與說明 

語-大-2-2-2 針對談話內容表達疑問或看法 

蒙特梭利工作發展 

工作名稱 直接目的 間接目的與工作延伸 

1.讀本： 

不說成語王國 

 

2.注音彩虹字 

 

 

 

3.混淆音拼音 

(結合圖卡) 

 

 

4.故事接龍排順

序 

 

 

 

 

5.形容詞聯想拼 

  音 

 

 

6.唐詩：江雪 

       塞下曲 

 

7.冬天、聖誕節相 

  關繪本、歌曲 

 

理解成語的意義和故事的角色、情節

與主題。 

 

透過描寫鏤空注音引導孩子熟悉筆

順，為正式書寫預做練習。 

引導孩子正確握筆姿勢和坐姿。 

 

加強混淆音的辨識，並進階做拼音練

習。 

利用拼讀字卡，增加語詞詞彙能力。 

 

將故事的前後順序排列，可說出故事

內容做口語表達訓練。 

 

 

 

 

利用形容詞聯想適當的詞彙，增加語

詞詞彙能力。 

 

 

唐詩的優美詞句，透過歌唱及節奏方

式來豐富語言活動的趣味性。 

 

養成閱讀的能力和習慣。 

透過童謠、詩歌學習語文韻律的美

感。 

結合工作圖卡意境進行拼音。 

繪畫成語意境及拼音蓋印於記錄本上。 

 

可引導孩子將寫好的彩虹字製作成小書，再依

個別能力進行繪畫及貼圖。 

 

 

團體進行聲音(混淆音)辨識相關遊戲。 

 

 

 

鼓勵孩子小團體用表演方式呈現故事內容。 

依個別能力引導孩子將故事內容簡述結合拼

音。 

可將故事圖卡列印下來讓孩子貼在記錄本上做

記錄。 

 

從簡單語詞聯想→短句 

如：香香的→香香的花朵→ 

    公園裡有香香的花 

 

繪畫詩詞裡的意境及拼音蓋印於記錄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