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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名稱：我的社區我的家   【編號:      】 

 

(一) 課程緣起 

   每周五的公園日，是孩子們到公園踏青、採拾葉子、觀察小花和

動物的最佳時機，由於這樣的活動已經是好多年的累積，孩子們對學

校附近的四號公園頗為熟悉，在教室中，時不時就會聽到孩子們跟同

學聊天的內容會提到：我們家在四號公園的那邊、我媽媽上次帶我到

四號公園旁邊吃火鍋……等。這個話題慢慢地發酵，孩子們延伸更多

形容自己住家位置的語詞：我上學要經過二個加油站、我家樓下轉彎

再經過三個店就會到全聯……等。 

    老師們在教室內觀察到孩子們對於這個話題自發性的產生興趣，

於是課程發展會議時，就決定以孩子生活最貼切且有興趣口頭探討的

議題作為 106年 2月到 7月的主題，期待藉由孩子對於家到學校路線

的觀察與發現，延伸出家→住屋→社區的組成概念，並且透過與社區

的連結，增進觀察住家附近人事物的興趣，以培養孩子對於居住環境

有多一分的認識與關心。 

 

(二) 新北市私立育圃幼兒園教學特色與挑戰 

    新北市私立育圃幼兒園採用蒙特梭利教學，由於對於新課綱的統

整不分科理念極為認同，也因此近年來不斷地推動蒙特梭利教育在地

化改造運動，秉持著蒙式教室區角環境設計與有秩序的進行活動二大

主軸，以文化教育為主題，老師透過下午與孩子團討時間將主題活動

展開，然後設計出適合的教具的讓孩子們在早上操作時間重複與主題

概念相遇，這樣的課程進行方式，不但具有孩子的參予性、自主性，

也具有個別性，尤其在語文領域、文化探索和數學邏輯特別能展現蒙

特梭利教具操作與主題團討間的關聯，孩子們也能成為主題萌發與延

展的主角，課程參予度的提高顯而易見。 

    然這樣的模式教師必須具備極高的課室觀察敏感度，無論在團討



2 
 

時間的引導，還是教具的準備與調整，都需要團隊的密切協同，這也

是目前育圃團隊最辛苦的學習與挑戰，儘管如此，教師們認真的想要

邁向更優質的教學品質，因此決定將由孩子生活經驗所展開的「我的

社區我的家」這個主題實施歷程予以記錄，做為日後蒙特梭利教室實

施新課綱的研討基石。 

 

(三) 課程實施綱要與資源 

1.實施期間：106年 2月 1日 至 106年 7月 31日 

2.實施對象：3.5~6歲混齡班級 

3.課程目標：藉由主題的探討，探索自己與家人、自己與他人、自己 

            與社區的連結，進而培養對身旁環境的關心與認同。 

4.課程期程： 

  A.主題課程前： 

 教師對於課程核心及主題網的討論。 

 校內進修：永和地區的社區研究、地圖，蒙特梭利工作的搭 

配與呈現、永和地區的街道知識搜尋及討論。 

 校內佈置： 擺放永和社區的相關照片及教具。 

  B.主題課程中期： 

 遇到討論瓶頸，老師需要拋出新內容，以協助孩子突破思考。 

 修正主題網 

  C.主題課程高峰活動： 

 育圃社區活動，藉以統整各領域經驗 

5. 課程資源： 

  A.家長資源：志工家長協助社區探訪、家長參與孩子的學習單。 

  B.公共資源：社區附近圖書館、警察局、商店、公園、里長、郵局。 

6. 團隊資源：行政組美編與拍照、教學組之教具製作、總務組之戶 

             外活動協同、財務組之教學資源添購與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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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課程的發展 

   一剛開始老師們決定社區這個主題時，老師對於要從哪個點開始

切入有些不同的意見，最後決定從孩子自己本身出發，「我」這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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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容易讓孩子踴躍表達，因此開學後就從自我介紹開始吧！ 

 

從介紹自己到介紹自己的家人 

    芳陵老師請孩子先帶自己的家人照片來與同學分享，孩子興奮的

發表自己的成長，從小嬰兒到現在跑跑跳跳。老師拋出提問：為什麼

有我？孩子能夠很直接反應的回答：我是從媽媽的肚子生出來的。在

此同時，孩子也會提到家中的爸爸、媽媽、阿公……，老師見狀時機

成熟了，就拋出回家跟爸爸媽媽討論家庭成員吧！在此同時學校也發

出通知單，邀請家長陪同完成家族樹的學習單，孩子們欣喜的回家要

求爸爸媽媽一起做，從孩子在學校分享學習單的狀況，可以知道與爸

爸媽媽一起，對於孩子認識爸爸媽媽的興趣及其他家人很有幫助，在

團討時間，老師感覺孩子們都越來越能說出自己家人的特徵及喜好，

尤其是會說出：我很喜歡我的爸爸媽媽或哥哥姐姐，因為……。 

     

出處：育圃幼兒園 出處：育圃幼兒園 出處：育圃幼兒園 
亦晴展示自己的家人照

片 
寶貝回家問爸爸喜歡的

東西 
介紹家族樹時，老師介紹

文化區的家族樹教具 

     

 

 

 

 

從愛家人到愛同學再到探討學校 

    老師發現孩子說出了正面感受，於是拋出了一個新的轉折點：我

們不只要愛家人，每天還有誰跟自己最常見面，我們又是如何跟他們

教師的省思： 

    當小班孩子從簡單的我有爸爸媽媽等語詞，進階到會多加”因為…”，老

師觀察到這是跟中大班孩子學習而來的，混齡的團討雖然難度高，但相對也提

供給幼小孩子較多的模仿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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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處的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很容易就讓孩子的討論轉到同學了。 

    我的朋友這個主題在蒙式教室特別容易進行，因為每天的工作時

間孩子們都喜歡到食物區進行烹飪活動，進而邀請好朋友一起分享自

己所做好吃的食物，禮儀與關懷的活動很自然的展開，老師默默的觀

察孩子們邀請好朋友的用詞與動作、食物操作的衛生與桌椅的布置擺

放、當小客人的禮貌等細節，然後再在小組示範時間根據需要改善的

點給予教導或提示，如此涵蓋身體動作、情緒與社會領域的境教特別

貼近孩子的需要，感受到孩子在愉悅的過程自然改變與進步，尤其是

在用詞的部分，從以往容易出現的命令式逐漸轉變為邀請式了！ 

    某天工作時間，老師觀察到中班的孩子在娃娃角用房屋模型組跟

同學解釋”這是食物區、這是青蛙的家….”，一旁的同學卻說不是

這樣，教室裡的青蛙明明不在那裏？就這樣，孩子討論教室一景讓老

師覺得機不可失，邀請他們在下午時間分享他是如何蓋出”學校的樣

子”的，當天孩子們七嘴八舌的對這個議題有不同的想法，於是老師

跟孩子們約定要把倉庫裡一大箱的大型單位積木搬出來，布置在教室

的一隅，日後孩子可以在工作時間自由地去建構自己的家、學校或任

何想要創作的房子。 

    在此同時，老師特別示範蒙特梭利感官區的幾何立體組，將單位

積木的形狀給予明確的命名，透過這樣具體感官的經驗，孩子對於”

錐體好用嗎？柱體怎麼用？為何單位積木沒有球體？”等問題能夠

自己找到答案。而在語文區，老師設計了一份房屋建構遊戲組，讓孩

子練習”在房子左邊、右邊、後面、前面、上面…”等概念，這樣的

鷹架式教具，幫助了孩子在團體建構房子時，容易與他人溝通達成共

識，這一點也是老師始料未及的收穫。        以下照片出處：育圃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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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遇到瓶頸 

    眼見孩子們對於積木的建構雖然熱絡，但似乎一直停留在蓋房子

沒有太多進展，老師嘗試著引發新的興趣點，於是說了三隻小豬的故

事，孩子們也順著故事的內容對茅草屋、木頭屋、水泥屋有點興趣，

大班的孩子甚至討論起建築師是蓋磚頭房子的人等議題，眼見孩子的

討論停留在材質的討論然後就停擺了，老師們開始焦慮該如何協助孩

子聚焦到社區？ 

老師們課後特別召開會議討論，決定放入新的引起關注的物品，

由於主題是社區，當然就從社區的景點比較容易切入，於是行政組到

社區的警察局拍了張照片，老師再把警察局的照片放在積木角中孩子

們已經建好的積木房子前，果然，孩子們隔天上學經過積木角就發現

了！ 

早上在積木角工作的孩子就開始討論：為什麼會有警察局在我們

拼好的房子裡，老師這樣幹嘛呢？老師說也許你們可以想一想，你家

附近有沒有警察局？或者學校附近有沒有警察？他可以放在你們的

房子附近嗎？ 

    就這樣社區附近的建築物或商店就與孩子們的積木架接起來了，

孩子在下午團討分享時間除瞭解自己的工作作品外，也把自己蓋的房

子內含了社區內的警察局：這是上次我跟我爸爸一起經過的警察局、

我們家在土城，我爸爸說也有警察局……等，大班的孩子也衍生出我

家附近有郵局、有 7-11、有家樂福等等。在此，老師所期待的機會

房屋的討論讓孩子對感官

區的幾何學立體組好奇 

語文區的房屋遊戲讓孩子

跟經驗連結 

團體建構房屋是孩子與他

人合作最好的練習機會 

教師的省思： 

    我們期許孩子的思考由自身家庭拓展到學校，進一步經由積木建構對房屋

形狀、構造更有概念，在此同時，蒙特梭利工作的各角落放置相關性的工作，

讓孩子有更多思考上和感官經驗上的連結，蒙特梭利教室的環境是否能支持主

題活動的討論內容，是老師得一直努力學習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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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了，為了引發孩子對社區的觀察，老師安排了一趟社區走走之旅，

為了讓活動聚焦，老師特別再出發前說明了此次的戶外走走有別於以

往的到四號公園，大家要特別注意學校附近有什麼商店，然後大家可

以回來分享自己觀察到的，或是日後蓋房子時可以有新的想法。 

 

    

 

 

 

 

 

學校附近有什麼                 出處：育圃幼兒園  

    社區附近走走之旅為了是引發孩子們對方向的觀察和思考，所以

並沒有規劃經過警察局，為了讓孩子進一步對學校與社區相關位置的

了解，老師提問：大家喜歡蓋的警察局，有沒有人可以說一說學校旁

邊的警察局要怎麼去啊 ? 瑜瑾：騎摩托車。 豐榕：可是我不會騎車，

要阿嬤載我才行。恩瑞：我們之前是開車經過，沒有進去，是去家樂

福的路上看到的。老師欣喜孩子們的描述，於是運用蒙式工作架上文

化區的台灣地圖工作引導孩子們學校所處的地理位置，這樣的示範讓

那段時間台灣地圖的相關工作變得熱門了起來呢！ 

    見時機成熟，老師提議：那我們明天就去學校附近找找看怎麼去

出處：育圃幼兒園 出處：育圃幼兒園 出處：育圃幼兒園 

放置警察局圖片，讓房子的

建構有更多題材。 

以孩子的生活經驗鼓勵孩子

發表。 

社區實際走走，引導孩子

觀察和建立路線的概念， 

教師的省思： 

    語文區放置了三隻小豬的繪本，孩子對這個故事是喜愛且願意討論的，但

是討論完後知道房屋的材質就讓課程卡關了，感覺好像要偏向建築，而孩子對

那方面又不了解，著實讓老師們團團轉。良偉老師提到是否要放點什麼吸引孩

子的目光？後來姵儀老師就想到可以放些社區的項目到孩子創作的積木區，看

看能不能引起孩子對於社區的興趣，課程因此順利的轉向社區，可見得老師間

的協同和討論真的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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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警察局吧！隔天大家都非常準時的到學校，因為要去找學校到警

察局的路，興奮到連靖綝媽媽都說他睡前都一直在雜念明天要和同學

一起走的事，老師也事先探路找安全的路線，並沿路帶孩子前往警察

局。 

 

將社區概念深化 

    老師進一步在圖書角放置了”逛街”的繪本，加強孩子對街道的

印象，團討起來相當起勁，此時老師拋出新的問題：社區裡有多不同

的組成，例如商店、警察局或住家等，我們試著分類看看好嗎？此時

小孩問：要怎麼分類啊？經過孩子們的提議，孩子們將以吃、喝、日

用品、穿和保護大家的警察局、可以寄信的郵局來分類。 

    行政組配合老師課程的需要發公文給孩子們想要去了解的地方，

除了警察局以外，還包含了郵局、里長伯辦公室、家樂福、全聯、買

衣服的服飾店以及銀行。這樣社區的探訪隨著每次的外出走走，孩子

們的眼睛越來越敏銳，平時沒發現的商店相對位置越來越多，沿路上

看到商店和景物都會在教室內熱烈討論，而老師為了滿足孩子們，孩

子們有興去的地點都會是下一次探訪的選項，外加配合蒙特梭利的教

具設計，把戶外的學習設計成可重複操作性的工作，例如：文化區的

葉形櫥、語文區的方向圖卡及圖書、數學邏輯區的空間探索等，歷經

這樣的過程，孩子們對於社區的組成與環境的結合有了更深刻的覺

察！ 

出處：育圃幼兒園 
出處：育圃幼兒園 出處：育圃幼兒園 

老師介紹永和區的地理位

置。 

樹爺爺幫助我們享受新鮮

的空氣，也觀察到樹葉的形

狀。 

回到教室語文區的樹葉拼

圖櫥+活動字母盒的拼音活

動。 



9 
 

育圃社區開張了 

    課程進行到這裡，孩子們對社區非常有感，也想著在教室如何展

現社區呢？團討決定開個「育圃社區」吧！ 

    孩子們討論說：我們想要開咖啡廳、銀行、早餐店、水果店、咖

啡廳、警察局、郵局…但是教室無法開這麼多店怎麼辦？所以大家決

定投票選出最喜歡的五個商店，孩子們連結到先前銀行的經驗，提議

要做提款卡，才能提領 50元後去商店街買自己餅乾和奶茶(早上烹飪

食物區的點心製作工作)，也可以去水果攤買家人要吃的水果等等，

另外社區裡還有小兒科所以得有人當醫生，其中最有趣的是孩子提議

要有人扮演警察和郵差幫忙維持秩序和送信，可見得孩子們真的理解

社區必須要有很多元的組成和協調才行的！ 

   在育圃社區開店前，蒙特梭利數學區的錢幣工作特別熱門，尤其

是要當老闆的孩子，運用數學區的這個工作練習錢幣概念，從提款、

選要買的項目、付費、找錢、拿發票等完整的過程孩子都能二二一組

完成；而在娃娃角的扮演活動也熱烈了起來，因為孩子們在討論商店

物品的金額價目表該要放在哪裡才容易讓顧客知道，沒當老闆的人則

討論著要去買些什麼的話題，教室內的氣氛跟以往明顯不同了。 

 

  

討論著商店要有什麼類

型? 

記得要用提款卡去銀行

領錢。 

芒果一顆 35元，拿 50 元

要找 15元。 

 

 

 

  

小郵差幫我們寄信跟寄

DM，有報導物價的概念。 

小警察要幫忙抓壞人，維

持秩序！ 

在實際開店前先來一場

實際的商店買東西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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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的扮演非常認真 在咖啡廳可以吃餅乾和

麵包 

孩子有採買經驗後，錢幣

遊戲的認識很有感覺。 

以上照片出處：育圃幼兒園 

 

(五) 課程的結語 

    這個主題走到尾聲的時刻，孩子們經歷了討論、實際體驗與教具

操作練習，對我們所居住的社區不但有了關注，也能將路線正確的敘

述，同時認識了好多平常不太接觸的行業，而爸爸媽媽對於孩子回家

後所表達的內容之豐富也感到十分驚喜，短短半年間，如此大量卻統

整性的活動讓老師和家長們都看見孩子在各方面能力上的大躍進，而

最重要的是：這個主題似乎到現在還沒有結束，因為孩子們持續的每

周五的公園日散步中，談論到上次我們有來過這裡、離我家隔壁的巷

子開了一家 7-11 等的話題。從孩子們的表現中，我們知道埋給孩子

的已經不是知識，而是對環境的關注、覺察、生活經驗和表達。 

 

 

 

 

 

 

 

 

                                        照片出處：育圃幼兒園 

教師的省思： 

    小班的思考脈絡是藉由哥哥姊姊的團討中學習，而活動到了最後，連很

少講話的小班宥汝都回家分享育圃社區有什麼店、她買了兩片餅乾和一顆蘋

果，媽媽驚喜的來校告訴老師，可見的我們所鋪陳的課程很有意義。 

    另外這半年中老師對主題課程與蒙特梭利工作的結合特別用心研討，在

課程整理的這個時刻，發現能結合的應該可以更多，這也是未來具體努力的

目標。 

    對於蒙特梭利教室來說，以往過於重視操作的型態，往往在引導團討上

遇到瓶頸，歷經了幾個學期的磨練，老師們這個學期所展現的主題引導與統

整孩子所表達內容的能力確實有了不錯的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