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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園附幼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  教學主題：沙土玩樂趣 

一、 主題課程設計緣起 

A 依據情境選擇主題~~沙土玩樂趣 

    想在學習區中增設玩沙區的老師們，一直苦惱教室裡無合適的場地與空間，學期初，我們和學校協商，將小學裡的跳遠沙

坑，每週五開放讓幼兒園的寶貝們來體驗玩沙，這一玩不得了!寶貝們都好期待週五的玩沙時光，光著腳ㄚ踏著沙土，雙手去抓

握流動的沙，無止盡地裝進倒出，沙土似乎為剛入學的幼兒們抒發情緒的管道，也成為一種簡易的沙遊治療(Sandplay 

therapy)，但天氣不佳，不能到跳遠沙坑玩，那怎麼辦呢?除了沙坑，哪裡還有沙?這是沙還是土?一連串的問題，讓玩沙成為

寶貝之間的熱門的話題，接著也成為我們這學習課程的探究主題。[沙土玩樂趣]，是讓寶貝們從大自然的素材中，用感官去進

行探索，進而玩出自己的滿足與成就感! 

二、主題課程目標 

     1.學習覺察沙土的特徵。 

     2.運用沙土特性進行藝術創作。 

     3.享受創作及自我表現的樂趣。 

     4.透過沙土增進創造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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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題概念網  

B 主題發想：幼兒發想、老師發想、幼兒與老師共同的想法 

 

 

 

 

 

 

   

 

 

 

 

沙 土 玩 樂 趣 

光腳ㄚ 

小石頭 玩沙工具

舞 垃圾 

菜園 

要洗澡 

城堡 

沙灘 
挖水溝 

會髒 

踩過有痕跡 

挖土機工具 

細細的 狗狗大便 

眼睛會進沙 

硬土 

加水 

兵馬俑 

加水黏黏的 

黏手 小蟲 

溜滑梯沙坑 

蓋房子 

沙雕 粗糙的 
捏塑整形 

海邊的沙很舒服 

小小顆粒 

瓷器 

主持人 
和同學一起玩 

顏色不同 

可以燒製 

會被罵 

陶土 

挖沙工具 

用手捏 創作 

蚯蚓 

沙漏 

音樂 

種植 

花圃 

樹下有土 

海邊 

很癢 

蓋手印 

藝術品 

很好玩 

沒有固定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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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使用網絡圖組織想法： 

 

 

 

 

 

 

 

 

 

 

 

 

 

 

 

 

1.粗糙的 2.細細的 3.變硬 4.小石頭 5.黏手

6.海邊 7.沙灘 8.細沙 9.眼睛會進沙 10.要洗

澡11.小蟲12.蚯蚓13.被罵14.小狗大便15.

垃圾 16.海邊的沙很舒服 

1.蓋城堡 2.創作 3.用手捏 4. 

加水玩 5.挖水溝 6.蓋手印 7.

捏塑整形 8.兵馬俑 9.顏色不同

的土 10.蓋房子 11.陶土 12.瓷

器 13.可以燒製 14. 溜滑梯 

 

1.同學一起玩 2.挖沙工具 3.挖土機 4.黏

手 5.用手捏 6.沙雕 7沙漏.8.沙畫 9. 

1. 蓋城堡 

2. 土變硬 

3. 加水玩 

4. 蓋房子 

5. 捏塑整形 

6. 玩沙工具 

沙土玩樂趣 

 概念一：是沙還是土 概
念
二
：
沙
土
的
千
變
萬
化 

 

概念三：大家一起玩沙土 

 

概
念
四
：
玩
沙
城
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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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設計可能的活動←→D2 整合可能的活動和界定學習方向 

 

 

 

 

 

 

 

 

 

 

 

 
 

 

 

 

 

1.沙土好好玩 

語-中-2-2-2 以清晰口語表達想法。 
情-中大-2-1-1  嘗試表達自己的情緒。 
 

2.我是小小藝術家 

美-中大-1-2-1 探索生活環境中事物的色
彩形體、質地的美，感受其中的差異。 

  美-中大-2-2-2 運用線條、形狀或色 彩，
進行創作。 

 

3.雪寶融化了 

認-中大-1-2-2 觀察自然現象特徵的變化。 

認-中大-1-3-1 與他人討論自然現象特徵
間的關係。 

 

4.水與沙土的最佳比例 

認-中-1-1-5 運用身邊物件為單位測量自然
現象或文化產物特徵的訊息。 

認-中-3-1-1 參與討論解決問題的可能方
法並實際執行。 

 

5.美麗的遊樂區 

美-中大-2-2-1 運用各種視覺藝術素材與
工具進行創作。 

美-中-3-2-1 欣賞視覺藝術創作，描述作品
的內容。 

1. 哪裡有沙土?  認-中大-1-2-2 觀察自然現象特徵的變化。 

             語-中大-2-5-2 運用自創圖像符號標示空間、物件或記錄行動。 

2. 是沙還是土?  語-中-1-1-5 運用身邊物件為測量自然現象或文化產物特徵的訊息。 

             認-中大-2-2-1 依據特徵為自然現象分類並命名。  

3. 原來是小石頭  認-中大-2-2-2 與他人討論自然現象特徵間的關係。 

              社-中-1-3-1 辨別生活環境中能做或不能做的事。 

4. 沙土好朋友  情-中大-1-2-1 從事件脈絡中辨識他人和擬人化物件的情緒。 

                身-大-2-3-1 使用清潔工具清理環境。 

5. 垃圾走開 愛地球  社-中-3-6-1 維護生活中的整潔。 

                    情-中大-2-2-1 適時地使用語言或非語言形式表達生活環境中他人或擬人物件的情緒。 

1.玩沙城堡 

語-中-2-3-1 敘說時表達對某項經驗

的觀點或感受 

語-中大-2-5-2 運用自創圖像符號標示

空間、物件或記錄行動。 

 

2. 遮雨之屋頂 

認-中大-1-3-1 觀察生活物件的特徵。 

身-中-1-2-2 模仿抓、握、扭轉、揉、

捏的精細動作。 

 

3.擋風之最堅固的土 

認-中-1-1-5 運用身邊物件為單位測

量自然現象或文化產物特徵的訊息。 

認-中大-1-2-3 以圖像或符號紀錄自

然現象的多項訊息。 

認-中大-2-1-1 依據序列整理自然現

象或文化產物的數學訊息。 

 

4.城堡磚塊 

認-中大-1-3-1 觀察生活物件的特徵。 

認-大-3-1-1 與同伴討論解決問題的

方法，並與他人合作實際執行。 

    語-中-2-2-2 以清晰的口語表達想法。 

 

5.搭建城牆 

身-中大-2-2-1 敏捷使用各種素材、工

具或器材。 

認-大-3-1-2 與他人共同檢視問題解

決的過程。 

社-中大-2-2-3 考量自己與他人的能

力和興趣，和他人分工合作。 

 

  

 

1. 大家一起來玩沙 

   社-中大-2-2-3 考量自己與他人的能力和興趣，和他人分工合作。 

   語-大-2-2-3 在團體互動情境中參與討論。 

2. 把土變成沙 

認-中-1-1-5 運用身邊物件為測量自然現象或文化產物特徵的訊息。 

認-大-2-2-3 與他人討論自然現象的變化與生活的關係 

3.沙畫達人 

美-中大-1-2-1 探索生活環境中事物的色彩形體、質地的美，感受其中
的差異。 

美-中大-2-2-2 運用線條、形狀或色彩，進行創作。 

4.沙與光的遊戲 

認-中大-1-2-2 觀察自然現象特徵的變化。 

    美-大-1-2-3 覺察並回應日常生活中各種感官經驗與情緒經驗 

紅框內是這次教案繕寫的部分。 

沙土玩樂趣 

 概念一：是沙還是土 
概
念
二
：
沙
土
的
千
變
萬
化 

概念三：大家一起玩沙土

\ 

 

概
念
四
：
玩
沙
城
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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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對照概念和學習指標 

 

 

 

 

 

 

 

 

 

 

 

 

 

 

 

 

 

 

 

 

 

 

認-中-1-1-5 運用身邊物件為單位測量自
然現象或文化產物特徵的訊息。 
認-中大-1-2-2 觀察自然現象特徵的變

化。 
認-中大-1-3-1 與他人討論自然現象特
徵間的關係。 
認-中-3-1-1 參與討論解決問題的可能
方法並實際執行。 
語-中-2-2-2 以清晰口語表達想法。 
情-中大-2-1-1  嘗試表達自己的情緒。 
美-中大-1-2-1 探索生活環境中事物的
色彩形體、質地的美，感受其中的差異。 

美-中大-2-2-1 運用各種視覺藝術素材
與工具進行創作。 

美-中大-2-2-2 運用線條、形狀或色 彩，
進行創作。 

美-中-3-2-1 欣賞視覺藝術創作，描述作
品的內容。 

身-大-2-3-1 使用清潔工具清理環境。 

認-中大-1-2-2 觀察自然現象特徵的變化。 

認-中大-2-2-1 依據特徵為自然現象分類並命名。  

認-中大-2-2-2 與他人討論自然現象特徵間的關係。 

語-中大-2-5-2 運用自創圖像符號標示空間、物件或記錄行動。 

語-中-1-1-5 運用身邊物件為測量自然現象或文化產物特徵的訊息。 

社-中-1-3-1 辨別生活環境中能做或不能做的事。 

社-中-3-6-1 維護生活中的整潔。 

情-中大-1-2-1 從事件脈絡中辨識他人和擬人化物件的情緒。 

情-中大-2-2-1 適時地使用語言或非語言形式表達生活環境中他人或擬人物件的情緒。 

身-中-1-2-2 模仿抓、握、扭轉、揉、

捏的精細動作。 

身-中大-2-2-1 敏捷使用各種素材、工具

或器材。 

認-中-1-1-5 運用身邊物件為單位測量

自然現象或文化產物特徵的訊息。 

認-中大-1-2-3 以圖像或符號紀錄自然

現象的多項訊息。 

認-中大-1-3-1 觀察生活物件的特徵。 

認-中大-2-1-1 依據序列整理自然現象

或文化產物的數學訊息。 

認-大-3-1-1 與同伴討論解決問題的方

法，並與他人合作實際執行。 

認-大-3-1-2 與他人共同檢視問題解決

的過程。 

語-中-2-2-2 以清晰的口語表達想法。 

語-中-2-3-1 敘說時表達對某項經驗的

觀點或感受。 

語-中大-2-5-2 運用自創圖像符號標示

空間、物件或記錄行動。 

社-中大-2-2-3 考量自己與他人的能力

和興趣，和他人分工合作。 

認-中-1-1-5 運用身邊物件為測量自然現象或文化產物特徵的訊息。 

認-中大-1-2-2 觀察自然現象特徵的變化。 

認-大-2-2-3 與他人討論自然現象的變化與生活的關係 

語-大-2-2-3 在團體互動情境中參與討論。 

社-中大-2-2-3 考量自己與他人的能力和興趣，和他人分工合作。 

美-中大-1-2-1 探索生活環境中事物的色彩形體、質地的美，感受其中的差
異。 

美-大-1-2-3 覺察並回應日常生活中各種感官經驗與情緒經驗 

美-中大-2-2-2 運用線條、形狀或色彩，進行創作。 

 

沙土玩樂趣 

 概念一：是沙還是土 

概
念
二
：
沙
土
的
千
變
萬
化 

概念三：大家一起玩沙土 

 

概
念
四
：
玩
沙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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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文案 

主題名稱 沙土玩樂趣 

主要概念 

為了能有個擋風遮雨的玩沙區，孩子提出了要搭建玩沙

城堡的想法,從構思設計,到實際體驗,孩子們將想法實

踐的過程，經歷了:設計→嘗試→發現錯誤→討論→修正

→實踐→達到目標→實現想法並自我肯定。 

教學

對象 

 

大中混齡 

活動緣起 

  孩子們到校園裡的跳遠沙坑玩沙，對沙土產生濃厚興趣，引發了對這個議題

的諸多想法，玩沙過程經歷多次探究:為何創作的物品會變形 (活動:雪寶融化

了)，孩子們找到了控制的因素(沙土加水的最佳比例)，但我們的玩沙基地，卻

因為下雨天會淋雨，導致活動無法順利進行，因此孩子們提出想法:要有個擋風

遮雨的玩沙城堡!於是我們先用積木建構城堡的雛型，接著用稻草編織出能遮雨

的屋頂,那擋風的牆壁我們可以自己創作嗎?當然可以的,我們一起來試試看吧! 

教學文案一 

活動名稱 
擋風之最堅固的土 

學習指標 

1.認-中-1-1-5 運用身邊物件為單位測量自然現象或文化產物特徵的訊息。 

2.認-中大-1-2-3 以圖像或符號紀錄自然現象的多項訊息。 

3.認-中大-2-1-1 依據序列整理自然現象或文化產物的數學訊息。 

活動目標 

1.能運用教室物品當測量工具來判斷何為最堅固的土。   

2.學習使用數字符號做測量紀錄。 

3.透過記錄整理出各種混材土的堅硬度順序。 

活動方式 ■團體  ■分組  □學習區  □個人 活動時間 一週四天，各約 1.5小時 

教學歷程 教學資源 

【玩沙基地的煩惱-搭建能遮風避雨的玩沙城堡】 

    駿：「老師，我們用稻草已經完成了城堡的屋頂，那玩沙城堡可以開放給
弟弟妹妹玩了嗎?」師：「你們覺得呢?」璇：「還不行，雨會斜斜的潑進來，玩
沙會淋濕！」師：「那怎麼辦?」嘉：「用我們玩的土來蓋牆壁擋風雨。」師：「好

主意！但要用哪一種沙土?」昕：「用硬硬的土來當牆壁。」師：「哪一種沙土

才是硬硬的呢?」頎：「我們可以來比比看，就可以找出最硬的土。」這個想法

得到大家的認同。 

 

找出最堅固的土～當玩沙城堡牆壁 

回顧經驗  

孩子從之前玩沙土的舊經驗，提議用生活中不同成份混合而成的沙土球，來從

中找出最堅固的土，當作牆壁，並分組 

動手完成(如右圖)。 

各混材沙土選手的成份: 

1. 純土 2.膠水+土 3.白膠+土 4.貝殼+土 5.樹枝+土 6.稻草+土 7.毛線+土 

 

操作體驗 等沙土球乾後，孩子提出測量堅硬度的方法，並實際測試： 

1.用手捏 2.用搖的 3.兩兩相撞--每個都捏/搖不破，比不出堅硬度-＞失敗 

4.用鐵鎚用力敲—用力敲之後，都會破掉或有裂痕，也比不出堅硬度-＞失敗 

 

討論修正經歷了失敗，孩子經過一番討論，提出其他可行的測量方法：決定從

高處落下，觀察沙土選手是否破裂。希：「掉下來不會破的就是比較硬的土。」
師：「那落下的高度要怎麼設定或確認呢?」穎：「可以用積木片疊高高」 

 

 

 

 

 

 

 

 

 

各種自然與教室

中的生活素材 

砂土 水 

美勞區:膠水.白

膠.毛線 

鬆散區:貝殼.樹

枝.稻草 

壓克力盒 

小鐵鎚 

 

積木區:Kapla

積木片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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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體驗 於是，孩子們找到了積木角中的 Kapla積木片當作基台，讓沙土選

手從積木片高台上落下，來進行堅硬度測試，測試從 5片積木高度開始落下(結

果:全部沒破)-換成 10片高(全部沒破)-再變成 15片高(全部沒破)…但是…遇

到困難了! 

 

發現問題 在 15片積木高度落下時，各選手都堅固安全過關，要繼續挑戰 20

片高度時，佑：「將 20片積木疊高時會不穩倒塌，無法疊高當基台!怎麼辦?」 

 

嘗試解決 禹:「將 Kapla積木片靠著牆面疊高，就不會倒！就可以進行實驗」  
   (寶貝們提議換個場地，嘗試將 20片積木靠牆疊高，測試後果然成功了!) 
 

紀錄訊息 於是把 20片積木片靠著牆壁,將沙土球選手落下，一直疊到了 100

片高度，完成了 7個沙土選手堅硬度紀錄： 

1. 純土 45片高破 2. 膠水土 70片高破  3. 白膠土 100片高沒破  

貝殼土 20片高破  樹枝土 30片高破  稻草土 45片高破  毛線土 40片高破 

 

形成共識 經由堅硬度測試，比對海報的記錄，孩子們得到結論：白膠土是最

堅固的土，最適合當城堡牆壁! 

 

 

 

 

 

 

 

 

 

 

 

 

 

 

 

 

壁報紙 

彩色筆 鉛筆 

 

海報紀錄表 

個人學習單 

學習評量 

1. 能注意且理解周遭的自然現象訊息。(覺 8) 

2. 能依據特徵整理生活環境中的訊息，並找出特徵間的關係。(推 1) 

教學文案二 

活動名稱 
城堡磚塊 

學習指標 

1.認-中大-1-3-1 觀察生活物件的特徵。 

2.認-大-3-1-1 與同伴討論解決問題的方法，並與他人合作實際執行。 

3.語-中-2-2-2 以清晰的口語表達想法。 

活動目標 

1.觀察老房子的牆壁特徵。 

2.討論並設計出磚塊的模板。 

3.練習說出自己的想法。 

活動方式 ■團體  ■分組  □學習區  □個人 活動時間 四天，每天各約 1.5小時 

教學歷程 教學資源 

【蓋城堡牆壁之磚塊】 

  師：「我們已經找出最堅固的土，可是要怎麼蓋成城堡牆壁呢?」 

  崴：「把白膠土放在城堡柱子中間呀!」芸：「捏成一片牆壁黏在柱子中間」 
  師：「好啊!那我們請寶貝們動手試試看~」 

  寶貝們動手體驗將白膠土試蓋在城堡之住中間，嘗試一段時間後~ 

  師：「這樣蓋，你們覺得怎麼樣?」 

  希：「會黏手!不好蓋!」庭：「這樣蓋有點醜耶!」芸：「兩隻手要壓著土」 

 

 

沙土  

水 

 

 

木片靠牆疊高 積木疊高不穩會倒 搖都不會破-失敗! 堅固度測試(85 片高) 落下測試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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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手好痠」 頎：「要用工具蓋。」庭：「要先研究牆壁!」 
  為了搭建城堡牆壁，於是，我們到校園外進行探險，觀察老房子的牆壁 

 

   
白膠土捏牆壁不容易 觀察老房子的牆壁 發現不同的搭蓋方式 

   

  師：「這次牆壁探險，你們發現到什麼?」頎：「用磚塊蓋成的牆壁很整齊！」 
  璇：「牆壁很直！」頎：「要用一樣大的磚塊去疊高就會整齊。」，於是大家 

  也喊著我們要用磚塊來蓋牆壁。 

  師：「那我們要製作多大的磚塊?」「磚塊要如何製作成一樣的大小?」 

 

  孩子們試著用教室內物品進行討論與比對，最後討論後決定:磚塊大小要像

口罩盒一樣大。老師引導幼兒嘗試設計磚頭模板，孩子們利用做屋頂時有使用

過的 pp板，銳示範相互交叉的折法，引發大家一起共同合作，創作出口罩盒

大小的磚塊模板，讓沙土透過模板的壓製，可以製作許多一樣大的磚塊。 

 

   
討論磚頭的尺寸大小 研究製作磚頭模型 用 PP板設計出模板 

 

校園外探險老房 

子 

 

 

 

 

 

 

 

 

 

 

 

 

教室內各式物品

紙盒  

口罩盒 

PP板 

剪刀 

 

學習評量 

1.能注意且理解周遭的文化訊息。(覺 4) 

2.能與他人合作完成工作或解決問題。(關 4) 

3.能運用口語表達想法或情感。(表 3) 

教學文案三 

活動名稱 
搭建城牆 

學習指標 1.身-中大-2-2-1 敏捷使用各種素材、工具或器材。 

2.認-大-3-1-2 與他人共同檢視問題解決的過程。 

3.社-中大-2-2-3 考量自己與他人的能力和興趣，和他人分工合作。 

活動目標 1.學習利用模板製作出沙土磚頭。 

2.了解搭建城牆製作磚頭的流程與步驟。 

3.一同製作磚頭，合作完成搭蓋城牆。 

活動方式 ■團體  ■分組 □學習區  □個人 活動時間 四天，每天各約 1.5小時 

教學歷程 教學資源 

【蓋城堡牆壁之製作磚塊】 

 

   穎：「模板做好了!我們趕快來做磚頭!」 
   璇：「我也好想快點蓋好城堡牆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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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老師也好期待，那我們要怎麼開始呢?」「蓋牆壁的流程是什麼?大家 

   要怎麼分配工作?」 

    

   孩子們經過討論，將工作流程列出並畫出流程圖: 

1.先將沙土裡加入些許白膠，寶貝們穿雨鞋將土進行攪拌，混出堅固的白膠土。 

2.挖出攪拌好的白膠土，放入磚頭模板壓製。 

3.把模板往上拉出，將磚塊曬乾，每日要有小幫手輪流搬移磚頭進行曬乾工作。 

4.將自製的硬磚塊一塊一塊疊在城堡柱子間，完成城堡牆壁。 

 

  嘉：「老師我家有雨鞋，我要負責攪拌土」 
  頎：「昕禹和我是大班有力氣，負責挖土做磚頭」 
銳：「我會小心拿搬磚塊去曬乾」 
大家依照能力與喜好，將工作分配好之後，開始分工完成搭蓋城堡牆壁任

務。經過一個星期的時間：將白膠水混土-用模具壓製磚頭-磚頭曬乾-搭建城

牆，寶貝們小心翼翼地進行每一個步驟，過程中很和平地完成所有任務，蓁：
「蓋好了，我好開心喔！」璇：「好棒的城堡喔!我要帶我妹妹來這裡玩~」 

   
將沙土和白膠水混合 分工進行-模具壓製磚頭 將磚頭曬乾 

   
協調分配搬運工 搭蓋城牆基底 合作搭蓋牆壁 

 

 

 

 

白板  

白板筆 

 

 

自製磚塊模板 

砂土.水.白膠 

雨鞋 鏟子 

報紙  

評量 

1.能協調及控制小肌肉，完成精細動作活動。(自 2) 

2.能與他人合作完成工作或解決問題。(關 4)  

教學省思 

  幼兒為了讓玩沙區不被風雨干擾，一個想法延伸出一連串的活動，在這段過程中，透過有脈絡

地覺察資訊，運用不同的工具去嘗試與修正，最後解決問題達到目標，這個歷程實質讓每位孩子

有莫大的成就感；對老師而言，這一連串的活動也是很有挑戰性，有時明知幼兒提出的辦法不可

行，還是要讓孩子體驗過一回，唯有親手經歷，對與錯才是真的有意義!只是在課程發展的後期，

因為時間與氣候因素，曬磚頭的那週，天空不作美，曬乾磚頭費時又發霉，最後只搭蓋了一小部

分的擋風牆，還沒來得及探究磚頭發霉原因，就得迎接結業式~雖然很可惜，但生活中總有不同

的無法控制的狀況，學習應變，也是一個孩子和老師重要的課題! 

玩沙城堡擋風牆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