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四《12號字繕打，單行間距，以3頁為上限》 

課程摘要表 

教保服務機構名稱：(填全銜)新竹縣新豐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課程名稱：親親班與毛球創作 

請將參賽課程動機、目的、作法及具體成果簡述如下： 

(一)課程發展動機或目的 

班級幼兒組成大多為新生且含有兩位常需班級教師關注的特殊需求生；而本班

為中小混齡班級因此幼兒能力差距過大，在學期初需要班級導師花費心力來經營

兩大核心動機：「讓幼兒喜愛上學」、「讓幼兒能在學校一日作息中獲得成就感」。

為此班級教師致力於從學習環境中創造能引發幼兒興趣、提升基本操作能力的機

會，期待幼兒從一開始啟蒙自己對校園人事物的認識，到後來產生了認同感。 

(二)課程發展歷程 

在第一學期課程首要目標為「讓幼兒喜愛上學」因此從例行性活動中班級教師

帶領幼兒從認識校園、班級中出發，讓幼兒在日常情境的互動中瞭解自己與校園的

關係；與班級建立正向的連結。 

因為在學習區環境的探究中累積了創作的經驗，第二學期開始班級教師帶領幼

兒更精緻地發展學習區內的歷程，從幼兒最喜愛的「毛球編織區」出發，幼兒由單

純享受纏繞毛線球的過程，到進一步思索「這些毛球還可以變成什麼?」，因產生

不同的提問，幼兒也延伸產出:毛線球玩偶、毛線球吊飾等作品，這些過程中幼兒

不僅提升專注力、促進訓練手眼協調的精細動作，最終將這些「毛球禮物」贈送給

自身最愛的家人、朋友，使得讓幼兒可以獲得成就感的「毛球禮物」能回饋於校園

中的人，傳遞了這一學年真摯的感謝。 

(三)具體成果 

 幼兒六大核心素養能力培養 

 特殊需求生的融入學習 

 家長具體回饋 

  





一、課程發展動機或目的 

第一學期初期，，班級幼兒的組成多數為，「第一次上學」的新生，，除了分離焦慮的情緒之外，，

許多幼兒一開始會抗拒嘗試新事物，，例如，：遊戲場的遊具，、餐桌上的點心，、新環境中的人事物，，

為了幫助幼兒熟悉校園，，進一步喜愛校園從中獲得成就感，。為此教師與幼兒一起放慢腳步，，由，「上

學真有趣」的主題開始，，以班級為中心，，認識老師，、教室，、同儕，、探索校園中的人事物，，認同自

己是新豐國小的一份子，找到歸屬感。 

在探索班級跟校園的過程中，，幼兒更是享受例行性活動中的，「學習區探索」，教師進一步觀

察到親親班的幼兒非常喜歡在，「美勞區」中纏繞各式各樣的毛球，，因為不僅可以享受纏繞毛線的

過程，毛球作品還能作為吊飾，在第一學期末的成果展示中幼兒也提議：，「想裝飾好多的毛球在

海報旁邊，看起來更漂亮」。由此為契機，使教師在第二學期的學習區環境中獨立規劃了「毛球

編織區」，提供了新的素材與鷹架策略，讓幼兒從原先的美勞素材創作，進一步發展出「發現問

題、解決問題」的探索歷程。 

(一)背景 (二)動機 (三)目的 

1. 幼兒的能力落差:中小班混

齡，新生過半且有三位特殊

需求生 

2. 依班級幼兒需求豐富班級中

的學習區規劃 

3. 延續幼兒第一學期在「美勞

區」的經驗 

1. 孩子表示：「我們很喜歡做毛

球，，可以拿來送人，、掛在書包」 

2. 教師意圖：「引導幼兒將毛球

做出創新玩法」 

1. 在製作毛球的過程中給予精

細動作的訓練機會 

2. 促進同儕的相互學習 

3. 鼓勵幼兒在毛球創新玩法中

表達想法與感受 

4. 使特殊需求生在製作毛球的

經驗獲得學習成就 

一、 課程發展歷程 

(一) 課程的源起:主題課程到學習區探究 

「喜愛校園，玩索學習區」—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幼兒從「上學真有趣」為起點，幼兒在

建立與班級，、校園的連結時也在，「學習區環境」中提升操作素材與工具的基本能力並培養合

宜的活動規範。 

學校哪裡
好玩?

上學做什
麼真有趣?

上學會遇
到那些人?

上學之後
我學會了?

上學真有趣 

•學校環境認識 

•認識我的班：親親班 

•「鯨魚迷宮」的秘密 

學習方向 

•認識幼兒園的老師 

•認識親親班的好朋友 

•我會在學校遇到的人 

學習方向 

•最愛的遊戲場 

•我和好朋友一起玩 

•我最喜歡玩的學習區 

學習方向 

•我會照顧自己 

•生活安全規範 

•學習區的自主探究 

學習方向 

教師觀察到幼兒在學習區

的探究中獲得成就感 

▼(下圖)主題概念網 



「探究學習區，，回饋校園」—112 學年度第二學期幼兒與班級教師延伸了美勞區中的，「毛線

球」作品為探究方向，，在探究的歷程中與幼兒，「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培養實驗精神，，也兼

顧了「感謝知足」的情意，讓幼兒願意關懷校園中的人事物並樂於分享。 

(二) 課程的深入:毛球編織的學習區規劃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習區規劃:美勞區 

學習區名稱 課程目標 學習指標 素材與工具提供 

1. 創意素材 

2. 摺紙 

3. 黏土 

身-1-2， 模仿各種用具

的操作 

美-2-1， 發揮想像並進

行個人獨特的創作 

身-中-1-2-1， 覺察各

種用具安全的操作技

能 

身-中-1-2-2，模仿抓、

握、扭轉、揉、捏的精

細動作 

美-中-2-1-1， 玩索各

種藝術媒介，發揮想像

並享受自我表現的樂

趣 

• 素材:毛線，、毛根，、活

動眼睛，、果實，、黏土，、亮

片、色紙、圖畫紙 

• 工具:剪刀，、毛球編織

器，、膠水，、白膠，、膠帶，、

雙面膠 

▲（上圖）第一學期幼兒在美勞區的探究 

毛球編織
區規劃

•素材提供:相似素
材提供了不同大小
或顏色的款式，如:
單色與混色毛線

•鷹架策略:工具書
示範、實體鷹架、
同儕鷹架

毛球編織
區創意作
品延伸

•毛球與不同視覺
藝術素材的結合

•毛球作品的應用
與討論

毛球編織
區學習經
驗延伸

•毛球的密度與大
小關係

•毛球作品與語文
區的結合

親親班與毛球創作 

以幼兒最感興趣的「毛球

編織區」作為探究方向，，進

行學習區規劃 

▲（上圖）學習區規劃方向：毛球編織區為例 



112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習區規劃:毛球編織區 

學習區名稱 課程目標 學習指標 素材與工具提供 

毛球編織區 

身-2-2， 熟練各種用具

的操作 

美-2-2， 運用各種形式

的藝術媒介進行創作 

身-中-2-2-1， 敏捷使

用各種素材、工具或器

材 

美-中-2-2-1， 運用各

種視覺藝術素材與工

具，進行創作 

• 素材:混色毛線、毛

線，、活動眼睛，、胸針，、髮

夾、不織布、鑰匙掛勾 

• 工具:安全剪刀，、修飾

用小剪刀、大中小尺寸

毛球編織器，、保麗龍膠，、

工具書 

 

 

 

 

 

 

▲工具書:《蓬蓬毛球

做出可愛小動物》 

▲（上圖）第二學期幼兒在毛球編織區的探究 

(三) 課程的脈絡:毛球編織區的問題探究 

在毛球編織區的探究歷程，，幼兒由單純享受纏繞毛線球的過程，，進一步思索，「這些毛球

還可以變成什麼?」等擴散式問題提問，在這些提問中班級教師歸納聚焦以下三個方向的問

題與幼兒進行探究，。這些歷程中班級教師引導幼兒，「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並提供適性適齡

的鷹架策略，，教師觀察到班級幼兒從中獲得了成就感，，幼兒都能在毛球編織區不同的探究歷

程中發表自己的想法、觀察並享受班級參與的時刻。， 

 

 

問題 1:要如何做出蓬鬆漂亮的毛球?→毛球密度與體積大小的探討 

問題 2:毛線球還可以變成什麼樣的作品呢?，→毛球禮物的產出 

問題 3:我們做出了許多毛球作品，那毛球還可以怎麼玩?，→跨學習區延伸 

 



1. 要如何做出蓬鬆漂亮的毛球?，→毛球密度與體積大小的探討 

教師鷹架策略:實體範例、成人示範、同儕學習、跨班級的經驗交流 

在毛球編織的創作初期，，幼兒常遇到，「毛線球綁不住毛線」、，「毛線稀疏」等問題，，在此問

題的探究過程中教師也提問過幼兒，：「要怎麼做毛球才不會散掉？」以及，「為什麼有些人

的毛球軟軟大大的？有些人的扁扁小小的？」，幼兒回饋擷取如下： 

小秦：「因為他的毛球沒有拉緊」 

小希：「因為我的毛線要一直繞一直繞，所以才很多毛」 

小宇：「我就是用比較大的毛球編織器，所以毛球才大大的」 

「毛線球綁不住毛線」的問題解決策略，：教師示範如何綁毛線，，與幼兒一同編創口訣，「兩

隻兔耳朵，、上面過山洞，、兩手用力拉」，。而能力較佳的幼兒也在熟練此方法後能夠擔任示

範小老師的角色，在學習區探究時間主動協助同學。 

「毛線稀疏」的問題解決策略：幼兒最初毛線球會稀疏的原因為：缺乏耐心與不熟練技

巧，，便引導幼兒觀察隔壁，「大班」的毛線球作品，，幼兒發現其又蓬又軟也想嘗試創作，，教

師便鼓勵幼兒請教大班的哥哥姊姊如何做出，「又蓬又軟」毛線球的方法，，從中獲得了，「要

纏繞 100 圈毛球才會更蓬的秘訣」，；此外，，幼兒喜歡將完成的毛球作品變成禮物送給幼兒

園老師，教師團隊也會藉此機會鼓勵幼兒挑戰完成蓬蓬軟軟的毛線球作為禮物，使班級

幼兒提高耐心的完成高密度的毛線球。 

 

 

 

發現毛線

散開問題 

哥哥姊姊

做的毛球

好蓬鬆 

向哥哥姐姐請

教如何做出蓬

蓬軟軟的毛球 

同儕互

相學習 



2. 毛線球還可以變成什麼樣的作品呢?，→毛球禮物的產出 

教師鷹架策略:實體示範、工具書的示範、多樣素材的提供、教師口語引導 

第一學期時幼兒還處於享受纏繞毛線的重複性過程，第二學期時多數幼兒便能夠纏繞出

「不易掉毛，、色彩豐富」的毛線球，，因幼兒在創作初期屬於，「無目的」的階段，，創作完後

大多掛在書包上或直接送人，。因此教師觀察到此現象後便提問，：「你們越來越會做毛球了，，

但是這些毛球完成後還可以變成什麼呢？」，因為學習區環境規劃中教師有提供不同的素

材，、工具書，，幼兒便從中獲得了靈感，，從一開始的模仿學習轉化為加入創新想法，，幼兒回

饋擷取如下： 

小甯：「我想要做跟書（工具書：，《蓬蓬毛球做出可愛小動物》）上一樣的羊」 

小安：「我想要做出書（工具書：，《蓬蓬毛球做出可愛小動物》）上的貓咪，送給哥哥」 

小軒:「我做的毛球髮夾老師說很喜歡，想要跟我預定毛球髮夾」 

「素材與工具書」的策略影響:幼兒在毛球編織區中使用了如髮夾，、鑰匙環，、胸針等素材，，

使毛球不僅是裝飾作品還可以配戴在身上，讓幼兒非常的喜歡，而幼兒也因為有了工具

書的參考，開始會將不同的素材加諸在上面，變成如:貓咪、綿羊等可愛的作品。 

「教師口語引導」的策略影響，：幼兒在創作毛球作品時會加諸自己的想法，，在完成後常會

想要將作品贈送給師長，、家人，，於是班級教師進一步引導幼兒思考，「你們做的毛球禮物也

會是老師，、家人喜歡的模樣嗎？」，使幼兒換位思考收禮者的感受，，促使幼兒進一步提出

新的想法，：「我們可以詢問收禮物的人喜歡什麼東西」、「因為是要送禮物的，，所以要知道

人家(對方)喜歡什麼顏色比較重要!」 

 

 

結合串珠

區的毛球

手鍊 

老師許願髮

夾的顏色 

家長收到幼

兒親手製作

的禮物 



3. 我們做出了許多毛球作品，那毛球還可以怎麼玩? 

鷹架策略:跨學習區的應用、節慶結合、教師口語引導 

教師觀察到幼兒在創作毛球作品時能獨立運用多種視覺藝術素材來創作並加入自己的想

法，，因此鼓勵幼兒可以將自己的作品賦予不同的意義或是創新玩法，，提出問題:，「我們做

出了許多毛球作品，那毛球還可以怎麼玩?」。 

幼兒回想到第一學期在語文區的故事桌玩索「14 隻老鼠」的故事編創，提議想運用自己

的毛球作品扮演故事，；除此之外，，延續，「毛球禮物的產出」的探究，，幼兒提出了想要，「客

製毛球禮物」贈送給家人的好主意，，結合了全園性的母親節活動想要，「感謝家長的心意」，

促進幼兒投入集體創作中，並透過贈送手作禮物獲得喜悅的成就，使幼兒在學期末時共

同投入製作了多達 65 顆毛球，，用來贈送給校園中照顧我們的人，，例如，：教師，、即將畢業

的大班生，、校長，、廚房阿姨，、警衛伯伯……等等，，此過程幼兒不僅運用自己的方式表達感

謝的情懷，更是進一步凝聚了對校園的認同感。此歷程幼兒的回饋擷取如下： 

小碩：「我們可以用毛球綿羊來演故事給大家欣賞」 

小芯：，「我送毛球吊飾給婆婆的時候弟弟說他也想要，我也想做一個禮物送他」 

小奕，：「我們可以送禮物給護理師阿姨，、警衛伯伯，，就像母親節的時候一樣，，感覺很開心」 

小程：「我們可以送禮物祝哥哥姐畢業快樂、祝弟弟妹妹快快長大」 

「跨學習區」的策略影響:幼兒有了過往在語文區編創，「14 隻小老鼠」的故事經驗，，促使

幼兒也拿著自己的毛球作品和同儕編創故事，也因幼兒看到自己的毛球故事變成影片，

放在語文區讓同儕欣賞，，感到非常開心並提升自信心，，語文區也是幼兒熱衷探索的選擇，。

過程中幼兒不僅豐富自己口語表達，練習編創連貫性的情節透過編創故事提供正向社會

性互動，，教師更觀察到班級中對口語表達缺乏自信，、構音異常的幼兒也願意投入其中，，和

朋友一起用毛球娃娃說出天馬行空的故事。 

 



 

「節慶結合」的策略影響：透過全園性活動「母親節」中幼兒認識其文化價值：感恩，

因此結合過往製作毛球禮物贈送他人的經驗，教師向幼兒詢問：「我們還可以用什麼方

式讓家人知道我們很謝謝他？」，幼兒提出要贈送家人無一無二的毛球禮物。使用學習

單調查家人喜愛的款式、顏色，幼兒將禮物也賦予了不同以往的心意。 

(四) 課程的成效:毛球創新玩法具體成果 

1. 幼兒的學習成效:六大核心素養 

• 覺知辨識：能在創作毛球作品的過程中覺察他人及自己的喜好，並比較其異同。 

• 表達溝通：能運用視覺藝術素材進行創作，過程中能用清晰的口語表達想法及感受。 

• 關懷合作：能與他人合作解決問題／能理解自己與學校的關係，並正向回應。 

• 想像創造：能運用視覺藝術進進行想像創作並融入自己的情感與想法。 

• 推理賞析：能欣賞及回應他人的作品表現，並給予正向的鼓勵。 

• 自主管理：能協調及控制小肌肉完成精細動作，例如：操作剪刀、打結。 

2. 特殊需求生的學習 

班級一位有發展遲緩的特殊需求生在個別化教育目標:「教師的口頭引導下獨自完

成某項任務至少超過一半的程度」，應該生在專注力上極容易被外在刺激影響，使其總

是需要教師即時提醒將焦點回歸手邊任務，但透過班級中的毛球探究歷程，教師驚訝的

發現該特殊需求生能專注的投入其中，從原本初期的需要教師在旁陪伴，到學期末時已

經能夠獨立完成毛球的纏繞、剪開的任務，其中的成長也讓巡迴輔導教師非常的驚訝，

最棒的是該生能夠從中獲得了成就感，也在學期結束前完成了如:毛球地毯、髮夾吊

飾……等精美的作品。 

 

 

 



3. 幼兒家長的回饋 

家長對於幼兒製做的毛球成品感到驚喜，不少家長對於「母親節活動」以學期末

的感謝禮物贈送活動表達喜愛，欣慰的向教師回饋到「小寶貝真的長大了！」以下擷取

至週報的回饋： 

 

二、 教師省思與期許 

在任何環境的規劃與活動的進行前，，班級氛圍的穩定性與適性教學是老師首要關注的，，所以

學期初老師也花費心力來經營，：「陪伴幼兒從校園中獲得喜悅」、「陪伴幼兒在日常情境中增進信

心」兩大核心，。教師也期待能幫助兒與自己，、與他人及與周遭生活環境建立密切的互動關係，，因

此，在學習區環境中的引導和幼兒主動表達想法及感受變得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中小混齡班正

在覺察自己，、他人和生活環境中的連結，，老師時時要提醒自己慢下腳步，，用他們的高度看事情，、

用他們的角度接收生活中的訊息。 

所以當幼兒沒有了最初的焦慮與不自信，，蛻變成自信的模樣充滿喜悅地向老師說，：，「老師！

你看我完成了這顆毛球，好蓬好可愛呀！我想送給我媽媽!」，這樣的模樣如此令人動容。看見

幼兒能夠用自己的雙手，「提出創新想法，、願意解決問題」，，相信幼兒也正儲備著茁壯的能量，，願

意用自己的方式向周遭的環境分享這份喜悅。 

 

這是我要送

媽媽的母親

節禮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