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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題課程設計構想 

    在學校裡，我們有多次玩泡泡的經驗，有些孩子也會分享在家裡玩泡泡的

樂趣，老師在孩子們玩泡泡與分享中，能感受到對泡泡有極大的興趣，每次只

要聽到玩泡泡時間，大家都能迅速完成手上的工作，準備去玩泡泡，但因為教

室裡玩泡泡的數量不多，會有等待的時間，為了解決等待的問題，讓大家都能

同時玩到，因此老師將這個問題帶入課程中，希望透過課程的安排與延伸，能

知道玩泡泡的多樣性、學會如何自製泡泡水，以及與同儕間相互合作解決問題

的能力，期望最後課程結束時，每位孩子都是玩泡泡達人，帶著家人一起玩泡

泡。 

二、主題概念網 

 

 

 

 

 

 

 

 

 

 

 

 

 

 

 

三、主題課程目標 

三、主題課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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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題課程目標 

身體動作與健康： 

身-1-2模仿各種用具的操作 

三、主題課程目標 
身-2-2熟練各種用具與操作 

認知： 

認-1-1蒐集生活環境中的數學訊息 

認-1-2蒐集自然現象的訊息 

認-2-2整理自然現象訊息間的關係 

認-3-1與他人合作解決生活環境中的問題 

語文： 

語-1-4理解生活環境中的圖像符號 

語-2-2以口語參與互動 

語-2-3敘說生活經驗  

社會： 

社-1-3覺察生活規範 與活動規則 

社-2-2同理他人，並與他人互動 

情緒： 

情-1-2覺察與辨識生活環境中他人和擬人化物件的情緒 

情-2-1合宜地表達自己的情緒 

美感： 

美-1-2運用五官感受生活環境中各種形式的美 

美-2-2運用各種形式的藝術媒介進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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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設計 

主題名稱 好玩的泡泡 

主要概念 泡泡水怎麼來? 教學對象 中小班 

活動緣起 

學校的泡泡水用完了，可是大家還想要玩該怎麼辦呢?老師提議可以想想

看不花錢，又可以玩泡泡的方法，有人便分享在家中與媽媽一起做泡泡

水，吹泡泡的經驗，並請他實作給大家看。 

教案設計一 

活動名稱 
用肥皂水和洗髮精吹吹看，成功了嗎？ 

學習指標 
身-中-1-2-2模仿抓、握、扭轉、揉、捏的精細動作 

身-小-1-2-2模仿抓、握、扭轉的精細動作 

活動目標 
使用吸管和毛根吹出泡泡 

知道肥皂和洗髮精可以做泡泡水 

活動方式 ▓團體   ▓分組  □學習區   ▓個人 活動時間 60分鐘 

教學歷程 教學資源 

        對於泡泡水有初步想法後，我們就來實際玩玩看，使用肥皂與洗髮精兩個素

材，當兩種泡泡水都準備好後，吹泡泡工具又該怎麼來呢?晨愷在家有自製泡泡的經

驗，便請他分享在家用毛根做吹泡泡工具，並示範一次給大家看。之後我們就開始

進行第一次的吹泡泡實驗，有人用吸管、有人則用毛根。         

                                                                                

 

 

 

 

 

 

★準備肥皂水和洗髮精      ★示範用毛根做工具      ★用毛根吹出泡泡 

        過程中，有成功也有失敗吹不出來的人，於是請成功的人分享吹泡泡小秘訣

「輕輕吹、溫柔吹」，同時也分享可能洗髮精跟肥皂不夠多，於是第二次增加濃度

(洗髮精總共加5次，肥皂在泡久一點)，吹成功的人有變多囉!!(往後我們會持續修

正泡泡的配方，實驗出最厲害的泡泡水喔!!) 

             

 

 

 

 

 

 

 

   ★分享吹泡泡的小祕訣            ★我們嘗試用小秘訣吹出泡泡喔 

肥皂、洗

髮精、

水、透明

盒子 

評量 

●能使用吸管和毛根成功吹出泡泡 

●能知道洗髮精和肥皂可以做泡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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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設計 

主題名稱 好玩的泡泡 

主要概念 泡泡水怎麼來？ 教學對象 中小班 

活動緣起 
接續前一個活動，孩子們都會吹泡泡後，他們發現沒辦法像買來的泡泡水

一樣，一次吹出很多泡泡，因此，就來想想看該怎麼解決呢? 

教案設計二 

活動名稱 
可以吹出很多泡泡的小秘密 

學習指標 
語-中-1-4-2知道能使用圖像記錄與說明 

語-小-1-4-2認出代表自己或所屬群體的符號 

活動目標 
描繪調配泡泡水的材料和比例 

描述泡泡水的材料和比例 

活動方式 ■團體   ■分組  ■學習區   □個人 活動時間 70分鐘 

教學歷程 教學資源 

    藉由分享學習單內容，蒐集家長和寶貝實驗製作可以吹出很多泡

泡水的比例，每個家庭調配泡泡水的比例都有些微不同，讓我們可以

在學校一起和寶貝發揮實驗家的精神，找到容易吹出許多大大小小泡

泡的泡泡水方法，成為蘋果班寶貝”可以吹出很多泡泡的小祕密”。 

    我們請幼兒將可以吹出很多泡泡水的比例畫在海報上，幼兒進學

習區的時候，可以依照海報上的比例自行調配泡泡水。進行學習區探

遊，主題區的孩子在進行製作泡泡水，首先，他們到海報前確認需要

多少的水、洗髮精，確認完才開始製作。 

 

 

 

 

 

 

 

    ★水4杯、洗髮精2杯  ★圖像記錄泡泡水比例  ★動手做看看吧 

測量比例中，孩子會忘記自己加了多少，或者使用不同大小的容

器，例如紙杯、布丁杯、小藥杯…。於是便將問題帶入團討中，請大

家想想解決方法，幫助進主題區玩時，能減少錯誤的發生，孩子觀察

到發現美勞區有許多布丁杯可以拿來當作我們的量杯，幫助孩子在數

概念學習上，更加具體化，我們又再做一次實驗。 

                                                                                  ★使用布丁杯再 

                                                                                              實驗試吹看看 

 

 

 

 

 

    實驗過程中，孩子會用吹泡泡工具去搓泡泡，有時候泡泡會黏住

在工具上、有時候搓一下會破掉，孩子向老師說泡泡黏在我的工具上

老師問為什麼泡泡會黏黏的？討論過程中，信定說加膠水因為黏黏

洗髮精、水、

膠水、大小不

同的杯子、透

明盒子、海報

紙、蠟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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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於是加入膠水實驗調配可以吹出很多泡泡又黏黏的泡泡水。 

 

★加入膠水試試看 ★泡泡黏在工具上 ★洗髮精4杯、水8杯、膠水3罐 

評量 

●能畫出調配泡泡水的材料和比例 

●能說出調配泡泡水的材料和比例 

教案設計 

主題名稱 好玩的泡泡 

主要概念 泡泡水怎麼來？ 教學對象 中小班 

活動緣起 

吹泡泡發現，小工具可以吹出很多泡泡，使用大工具沾泡泡水時，泡泡水

容易因大工具揮動泡泡水時破掉，因此，就來想想看如何修改泡泡水，讓

使用大工具時也不容易破掉的方法。 

教案設計三 

活動名稱 
如何做出不容易破的泡泡水 

學習指標 
認-中-3-1-1探索解決問題的可能方法 

認-小-3-1-1參與討論解決問題的可能方法並實際執行 

活動目標 
分工合作調配不容易破的泡泡水 

使用大型工具揮出泡泡 

活動方式 ■團體   ■分組  ■學習區   ■個人 活動時間 70分鐘 

教學歷程 教學資源 

 

 

 

 

 

 

 

 

 

 

 

 

     

    揮動大型工具時，孩子反應泡泡會一直破掉，在團體討論中，孩

子提出多加洗髮精和膠水的杯數，經過重複加量和實驗2-3次，發現

還是容易破掉，於是，佑佑回家和媽媽分享我們遇到的問題，隔天佑

電腦、投影

機、布丁杯、

甘油、洗髮

精、洗碗精、

膠水、透明盒

子、免洗筷、

漏斗、海報、

吸管 

團討時間 

老師：原本我們的泡泡水可以用吸管和毛根吹出泡泡，但是為什 

      麼用大型工具揮泡泡的時候會一直破掉呢？ 

皓恩：泡泡水太少了。 

老師：那該怎麼辦呢？ 

書帆：多加一點水。 

瑞斌：這樣泡泡水會變淡。 

老師：那要加什麼不會變淡？ 

家昕：加洗髮精和膠水。 

老師：加多少？ 

宇樂：洗髮精和膠水各加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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佑和老師分享和媽媽透過電腦查詢資料，看見 youtube 影片有製作

不容易破的泡泡水，有把甘油加入泡泡水裡，這樣泡泡才不容易破

掉。 

    老師將這個厲害的小祕密分享給幼兒，從觀賞影片中分享加哪些

材料、比例多少，為了增加孩子圖像符號紀錄，請他們畫在海報上，

以便調配泡泡水時可參考用。 

 

 
★依照影片中分享的比例，一杯一杯準備好，再倒入容器內攪拌 

        

因知道製作大型泡泡，需要的材料與份量後，到主題區玩的孩子

依照調配泡泡水的比例海報，便開始練習製作泡泡水，再依實驗過程

斟酌是否要加量。 

 

 

 

★ 佑佑負責記杯數、皓恩和瑟棻負責倒，再用漏斗倒進寶特瓶裡，

最後由孩子們試玩，運用小技巧(秘訣：輕輕揮、溫柔揮)大家都成功

揮出不容易破的泡泡喔。 

評量 

●能與同儕分工合作調配不容易破的泡泡水 

●能成功用大型工具吹出泡泡 

省思 

課程延伸性：在課程規劃中，有泡泡水與工具的認識與探究，但在泡泡水可以怎麼玩的

部分，除了網路上蒐集的資源玩法外(吹泡泡畫、泡泡水顏色…等)，可以給予充裕的探

索時間，以及提供多元鬆散素材，讓孩子在玩的過程中，發現與他人不一樣的玩法，例

如：不同顏料加入泡泡水後會產生什麼現象。  

 

增加圖文記錄能力： 

在問題探索過程中，會有圖像紀錄的時候，而老師發現孩子們這部分經驗較少，常常紀

錄時，會發生不知道要怎麼畫的問題，因此，老師有調整課程內容，除了持續探究與操

作外，多增加些圖像紀錄的機會，並且在每次記錄前，先引導與示範，再讓孩子執行。 

 

同儕間的鷹架： 

不論是製作泡泡水、吹泡泡，都會有個別學習快慢的問題，而在課程中除了請已經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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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學分享成功方法外，還可以再請他們當小老師去個別教導需要幫忙的同學，以及分

享如何幫助他人的小祕訣，以提昇幼兒學習的成效，增加同儕間互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