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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新竹縣112年度教保服務機構優良教案評選審查資料 

學校/幼兒園名稱(填全銜) 

 

新竹縣湖口鄉信勢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教 案 名 稱 
(以15個字為上限) 

 

我們來玩跳房子 

教案設計作者 

教案設計作者1：李杏煖  

教案設計作者2：陳美君 

教案設計作者3：范鈞茹 

聯絡方式 

聯絡人：陳美君 

辦公室電話：03-5992133#313 

 

編號: (免填寫) 

學校/幼兒園:新竹縣湖口鄉信勢國民小學 

附設幼兒園 

教案名稱：我們來玩跳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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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一、主題課程設計構想 

1.教室裡的小飛俠 

   「老師!華華在教室裡跑來跑去撞到我，還把我在組合建構區的作品弄壞了啦!」、「老師!恩恩也

學華華在走廊亂跳，結果把花盆弄倒了。」…，新學年開學之際，由於注意力缺陷過動症新生的衝

撞行為，整個班級氣氛頓時顯得浮躁不安，華華每天一進到教室就開始在教室裡四處飛奔，許多的

衝撞行為，讓孩子們告狀的聲浪，排山倒海而來，也讓老師們在班級經營上感到身心俱疲，然而，

為了快速穩定新生及舊生，讓班級順利步上軌道，於是開啟了主題課程發展的動機。 

2.大家來運動 

    面對注意力缺陷過動症的孩子所帶來的挑戰，老師除了積極建立及調整班級常規之外，也觀察

到孩子們在出汗性大肌肉活動時間，透過盡情跑跳，情緒能夠變得更加穩定，小飛俠與同儕發生衝

突的頻率也會明顯減少，看到孩子們運動後滿足的笑容，讓老師萌生了主題課程可以朝向「運動」

發展，期能讓孩子們透過有意義、有目標的「動」，盡情地動動身體、動動腦，提升孩子的動作技能

亦培養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3.我們來玩跳房子 

  孩子們在大肌肉活動時間，體驗了各種運動遊戲之後，我們進行了「我最喜歡的運動大調查」， 

調查結果出爐，發現班上的孩子偏好跳躍遊戲，而其中也以我們之前玩過的跳房子遊戲，孩子最為

熟悉及喜愛，因此，希望藉由孩子們喜愛的跳房子遊戲，開展孩子在各領域學習的廣度與深度，並

以大帶小，能力好的孩子帶領需要協助的孩子一起學習，培養孩子們正向的社會互動行為，進而凝

聚班級關懷合作的氣氛。 

  

跑步3人

12%

跳繩5人20%

跳房子14人

56%

玩球2人8%

丟飛盤1人

4%

我最喜歡的運動大調查

跑步3人

跳繩5人

跳房子14人

玩球2人

丟飛盤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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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題概念網 

 

 

 

 

 

 

 

 

三、主題課程目標 

 

 

作，滿足自由 

 

                            

                跳房子怎麼玩? 

跳房子遊戲的玩法 

 

                    共享「唱跳」時光 
        合作設計跳房子遊戲 

跳房子遊戲的玩法 

我們 ji3ji3來

玩跳房子 

    

 
 

  

 

  

 

  

 

 
身-大-3-2-1與他人合作運用各種素材或器材，

共同發展創新玩法 

社-大-2-3-3與他人共同訂定活動規則，遵守 

共同協議 

社-中-2-2-1表達自己並願意聆聽他人想法 

身-中大-2-2-1在合作遊戲的情境中練習動作 

的協調與敏捷 

 

 

語-中大-1-6-3知道華文一字一音的對應關係 

美-大-2-2-3運用哼唱、打擊樂器或身體動作 

進行創作 

美-中大-3-1-2樂於參與在地藝術創作或展演活動 

 

 

 

跳跳小玩家 

身體動作與健康 

社    會     

社-2-2同理他人，並與他人互動 

社-2-3調整自己的行動，遵守生活規範 

與活動規則 

身-2-1安全應用身體操控動作，滿足自由活動及

與他人合作的需求 

身-3-2樂於善用各種素材及器材進行創造性活動 

語   文 
語-1-2理解歌謠和口語的音韻特性 

語-1-6熟悉閱讀華文的方式 

 

美   感 
美-2-2運用各種形式的藝術媒介進行創作 

美-3-1樂於接觸多元的藝術創作，回應個人

的感受 

概念一    

概念三 
概念二 

跳房子設計圖 一起玩跳房子 

跳出我們的歌 跳房子建築師 

我玩過的跳房子 跳房子高手攻略 

跳房子兒歌創作 跳房子遊戲音樂會 

我們來玩跳房子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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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教案設計 

主題名稱 我們來玩跳房子 

主要概念 跳房子怎麼玩? 教學對象 大中小混齡班 

活動緣起 

     在一連串下著雨的日子裡，孩子們無法到戶外進行大肌肉運動，班上過

動症的孩子精力難以發洩，一直在教室裡衝撞他人，其他孩子也因此顯得格

外浮躁，為了讓孩子能夠有意義的動，並在盡情運動之後，情緒得以穩定，

因此，老師決定透過孩子感興趣的跳房子遊戲，讓孩子深入探究跳房子可以

怎麽玩，並且從中享受與友伴一起遊戲的樂趣。 

教案設計一 

活動名稱 

跳跳小玩家 

學習指標 

社-中-2-2-1表達自己並願意聆聽他人想法 

身-中大-2-2-1在合作遊戲的情境中練習動作的協調與敏捷 

 

活動目標 
1.能夠與他人一起分享及討論跳房子的遊戲經驗 

2.能在遊戲過程中覺察跳房子的技巧 

活動方式 ■團體   □分組  □學習區   ■個人 活動時間 共80分鐘 

教學歷程 教學資源 

我玩過的跳房子 

＊回顧舊經驗 

    在「我最喜歡的運動大調查」中，孩子們覺得跳房子遊戲最好

玩，老師於是利用這份調查結果輔以之前遊戲過程的活動紀錄照片

及影片與孩子一起回顧和討論玩跳房子的遊戲經驗。 

    之前孩子在學校玩跳房子的遊戲經驗是下雨天時，老師利用現

成的跳房子遊戲地墊，讓孩子們在室內進行跳房子遊戲，而在回顧

過程中，小茹提到她假日去住飯店的時候，飯店外面的地板也有跳

房子的圖案可以玩，小宇則提到學校的遊戲場有跳數字的格子，玩

起來和跳房子遊戲很像，洋洋(語言發展遲緩特生)立刻指著團討區

的格子說，我們有用團討區的格子玩單腳跳和雙腳跳，也和跳房子

一樣，孩子們紛紛回想及討論，即使是語言發展遲緩的孩子也透過

聆聽他人，努力參與表達。 

＊訂定遊戲規則 

    聽完孩子們的分享，發現孩子們除了共同的遊戲經驗之外，也

能觀察並連結生活環境中類似的事物與經驗，然而，當我們討論到

跳房子的玩法時，孩子們對於跳房子的遊戲規則卻眾說紛云，只記

得可以單腳跳和雙腳跳，因為班上孩子的年齡涵蓋了大中小班，其

中還包含了數名特生，所以當時確實只有依孩子的能力讓孩子練習

如何跳，而現在孩子更加熟悉跳法了，於是我們開始訂定共同的遊

戲規則。 

跳房子高手攻略 

＊製作高手攻略 

    跳房子要怎麽玩呢?我們利用跳房子唸謠、繪本及網路查詢和訪

談家人小時候的玩法，歸納出一般跳房子的玩法，並發現不論用何

種素材來呈現跳房子圖案，其中都有扁平小石頭和數字。 

 

1.「我最喜歡的運 

   動大調查｣ 

   結果圖表 

2.活動照片、影片 

3.遊戲地墊、 

繪本、唸謠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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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們為了讓跳房子的遊戲規則更明確，決定把討論好的遊戲

規則畫出來，例如:排隊輪流玩、依照數字順序丟小石頭、腳不能踩

線…等，並由大班孩子在每次遊戲體驗後，記錄玩跳房子的技巧，

製作成「跳房子高手攻略」與中小班的孩子分享，有了這份攻略，

喜歡跳跳的小玩家們都逐步成為跳房子小高手，這樣的視覺提示也

幫助發展遲緩特生及小班孩子們，更知道怎麽玩跳房子。  

             

   

 

 

1.相關素材(簽字

筆、色鉛筆、圖

畫紙) 

 

評量 

☆教師觀察孩子在團討時的參與度，能夠主動發表自己的經驗與想法，並專心聆聽他人 

  的想法。 

☆孩子能夠合作製作高手攻略並依照高手攻略，練習跳房子的技巧。 

省思 

明訂遊戲規則的重要性:孩子們的發展與能力雖然不盡相同，但是在個別自由探索之  

  後，對遊戲規則形成共識，孩子在與他人共同進行時，才有遵循的標準，並能夠減少爭  

  執，亦能夠在熟悉原有的遊戲規則後，發展新的玩法，可見明訂遊戲規則是必要的。 

從喜愛的遊戲中盡情享受運動的樂趣:我們發現孩子自發探究感興趣的遊戲，更能在遊   

  戲中，享受運動的樂趣，當看到孩子們每天即使跳房子跳到揮汗如雨，仍不肯停歇，我  

  們也能感受到孩子們的滿足與喜悅。 

 

教案設計 

 

主題名稱 我們來玩跳房子 

主要概念 合作設計跳房子遊戲 教學對象 大中小混齡班 

活動緣起 

        隨著孩子對於跳房子的玩法愈來愈熟練，孩子們也開始想設計不同型

式的跳房子來挑戰，並希望將教室裡的跳房子遊戲，延伸到戶外，於是設

計更好玩有趣的跳房子遊戲行動就此展開。 

教案設計二 

活動名稱 

跳房子建築師 

學習指標 
身-大-3-2-1與他人合作運用各種素材或器材，共同發展創新玩法 

社-大-2-3-3與他人共同訂定活動規則，遵守共同協議 

活動目標 
1.能夠與他人一起設計跳房子遊戲 

2.能夠遵守遊戲規則和他人共同進行跳房子遊戲 

活動方式 ■團體   ■分組  ■學習區 □個人 活動時間 共150分鐘 

教學歷程 教學資源 

跳房子設計圖 

＊討論跳房子的呈現方式 

    跳房子除了用畫的，還可以用什麽方式來呈現，孩子藉由舊經

驗，聯想到可以利用鬆散素材來鋪排，也有孩子想到運用呼拉圈、

用跳繩鋪排，也有孩子覺得用畫的，就可以變化出很多不同的跳房

1.相關素材(白  

  紙、 簽字 

  筆、粉筆、樹  

  葉、石頭、樹  

  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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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因此，我們依孩子的興趣與能力分成了畫畫組、呼拉圈組 、繩

子組和鬆散素材組，孩子們按照自己的組別去蒐集器材或素材進行

探究與畫出跳房子的設計圖，並進行試玩與調整。 

＊各組實作與發現 

    

 

 

 

 

 ･設計構想:用不同顏色的粉筆，來區分單腳跳和雙腳跳的格子。 

 ･遭遇的困境:有的格子畫太小不好跳。 

 ･解決策略:將跳房子玩法調整成大中小三關，由易至難，從挑戰 

           大房子開始，過關後再挑戰中房子，最後挑戰小房子。 

 

 

 

             

  呼拉圈組 

 

  ･設計構想:用呼拉圈的數量決定單腳跳或雙腳挑。 

･ ･遭遇的困境:有孩子覺得鋪排三個呼拉圈也可以，但是遇到三個 

              呼拉圈要怎麽跳? 

･ ･解決策略:孩子協議遇到三個呼拉圈就要連續單腳跳。 

 

 

 

  繩子組                     

 

 

  ･設計構想:用跳繩排出房子的形狀和格子，快速且變化很多。 

  ･遭遇的困境:跳的時候，很容易踢到跳繩、房子就歪掉了。 

  ･解決策略:可以把跳繩連接的地方打結，用膠布固定在地  

            面上，這樣房子比較不會全部歪掉。 

 

 

 鬆散素材組 

 

 

 ･設計構想:撿拾樹葉、石頭和樹枝來鋪排，讓跳房子圖案看起來 

           很美麗。 

 ･遭遇的困境:樹葉一直被風吹走，樹枝一直被踢到。 

 ･解決策略:實際遊戲時，保留石頭來鋪排跳房子，樹葉和樹枝 

           則可以置於教室中的鬆散素材區進行鋪排創作。 

一起玩跳房子 

    各組合作完成跳房子設計圖並實際試玩後，開始輪流邀請其他

組別的孩子來試玩，並從老師的影片記錄和同儕的意見回饋中，繼

續調整玩法，讓跳房子的遊戲規則更清楚，玩起來更有趣，也更符

合不同年齡及能力的需求。 

2.呼拉圈 

3.跳繩 

 

 

4.活動記錄影片 

 

畫畫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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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 

☆請孩子口頭分享和小組成員所畫的設計圖及實際進行跳房子遊戲的過程。 

☆觀察孩子在遊戲過程中，能夠清楚遊戲規則並遵守，和同儕一起順利進行跳房子遊  

  戲。 

省思 

配合孩子的能力進行適性的安排:當孩子在分組討論設計圖時，老師發現中小班的孩 

  子們雖然有許多想法，但要呈現在紙上時，卻不一定能夠順利呈現，此時，由大帶小 

  的成員組合就能發揮效果，中小班的孩子透過觀摩大班孩子的呈現過程，也提升了自 

己的能力，所以分組如果安排得宜，能夠對孩子的學習發揮最好的效能。 

豐富孩子的生活經驗:在這次的活動中，深深感受到孩子的學習深度與廣度是透過一 

  次一次的生活經驗堆疊出來的，孩子的經驗愈豐富，學習的廣度也會愈大，探究也會 

  更深入，且才不會落入教師的單向引導，因此，在日常中不斷豐富孩子的生活經驗， 

  也是我們致力的目標。 

                                                                        教案設計 

主題名稱 我們來玩跳房子 

主要概念 共享唱跳時光 教學對象 大中小混齡班 

活動緣起 

        孩子在分組設計了跳房子遊戲之後，老師為了統整孩子的經驗，及協

助發展遲緩的特生記憶經驗，提議可以把設計跳房子的經驗編成兒歌，而

孩子們對於編創兒歌這個提議也感到興致勃勃，喜歡音樂的華華(注意力

缺陷過動症)，更是踴躍表達希望參與的意願，所以我們開始編創兒歌並

在孩子的期待下，著手籌備「跳房子遊戲音樂會」。 

教案設計三 

活動名稱 

跳出我們的歌 

學習指標 

語-中大-1-6-3知道華文一字一音的對應關係 

美-大-2-2-3運用哼唱、打擊樂器或身體動作進行創作 

美-中大-3-1-2樂於參與在地藝術創作或展演活動 

活動目標 

1.能夠覺察華文一字一音 

2.能夠創作兒歌 

3.樂於進行展演活動 

活動方式 ■團體   ▓分組  ■學習區   ■個人 活動時間 共120分鐘 

教學歷程 教學資源 

跳房子兒歌創作 

＊選擇熟悉的旋律進行改編 

    由於孩子們是第一次創作兒歌，所以老師先與有興趣的孩子一起

挑選耳熟能詳的兒歌旋律來進行改編，孩子們在討論之後，決定選擇

大家都會唱的小星星及王老先生有塊地這兩首歌。 

＊利用符號紀錄歌詞 

    孩子們把原創的歌詞先唱出來，並嘗試記錄整首歌的句數和字

數，此時，有孩子表示他們還不會寫字，要如何記錄?有孩子提出可

以用畫圈圈的方式來記錄，於是孩子們每唱一個字就畫一個圈，最後

把整首歌的句數和字數都畫出來了，而歌曲中重複 

出現的「咿呀伊呀唷」，則畫三角形符號來紀錄， 

孩子們也發現小星星這首歌的最後一個字會重複出現 

「ㄥ」的音，而王老先生有塊地則會重複出現「一」 

的音，這樣唱起來比較順口。 

1.相關素材(簽  

  字筆、紙) 

2.鈕扣、木片 

3.板子 

 

 

 

 

 

 

4.鈴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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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詞創作 

    在確定好字數和句數後，孩子們按照紀錄單將跳房子的遊戲經驗

轉化成歌詞，按照符號依序填入，分別創作了我們來玩跳房子(小星

星)和跳房子真好玩(王老先生有塊地)，並延伸至學習區中，利用語

文區的鈕扣來鋪排，並貼上歌詞文字，讓大家可以在語文區中邊唱歌

邊認字。 

 

 

 

跳房子遊戲音樂會 

    孩子們對於自編兒歌漸漸朗朗上口，我們於是決定籌辦一場跳房

子遊戲音樂會，邀請大家一起來玩跳房子及欣賞自編兒歌表演。 

＊跳房子闖關遊戲 

    孩子們把畫畫組、呼拉圈組、繩子組、鬆散素材組所分別設計的

跳房子，規劃成闖關遊戲，並畫出闖關規則海報，邀請大家進行闖關

挑戰，關卡依序為第一關(畫畫組-進擊的房子)、第二關(呼拉圈組-

跳圈圈小高手)、第三關(繩子組-「繩」奇屋)第四關(鬆散素材組-小

石屋大挑戰) ，每一關過關後，可以在闖關卡 

上蓋一個印章，集滿四個印章就可以得到 

跳跳小玩家獎牌。 

＊音樂會表演 

    除了闖關遊戲，班上也組成了舞蹈組及樂器演奏組，在「跳房子

遊戲音樂會」上進行開場表演，讓大家欣賞兒歌創作的成果，一起共

享歡樂的唱跳時光。 

 

 

 

 

 

 

 

2.粉筆、呼拉 

圈、跳繩、

石頭 

6.闖關規則 

  海報 

7.闖關卡、印 

章 

8.跳跳小玩家 

  獎牌 

 

評量 

☆孩子能夠與同儕一起合作逐步創作兒歌 

☆孩子能夠積極參與表演或欣賞他人的表演 

省思 

跳房子不只是跳房子:單純的跳房子遊戲，也可以培養孩子在不同領域的能力，當跳 

  房子遊戲發展到編創兒歌時，老師其實會擔心，面對不同發展程度的孩子是否會難上 

  加難，但是孩子的潛力真的不容小覷，即使語言發展遲緩或是注意力缺陷過動症的孩 

子，也能透過這樣的合作經驗，讓自己更進步，因此，如何讓跳房子不只是跳房子，  

過程中，怎麼覺察與提升孩子的能力，確實是老師需要下功夫的呢! 

用實際行動改變班級氣氛:孩子們在歷經了共同合作及解決問題，並展現成果的過程  

  之後，老師也發現孩子們從原本的互相瘋狂告狀，慢慢變得會同理他人，對於特生， 

  其他孩子們有了更多的包容與關懷，開始樂於互助合作及欣賞彼此的長處，班級氣氛 

  趨於和諧穩定，孩子們的學習情形也更為進步，這樣的改變除了令老師感到欣慰之 

  外，亦證明了以實際行動營造關懷合作的氣氛，比起一直口頭提醒孩子，更能達到最 

  佳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