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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一. 透過課程活動提供幼兒主動探究家庭生活情境中蘊含的
訊息

二. 能經由家庭資源訊息的整理、分類，認識生活物品名稱、
功能及其價值，規劃與幼兒生活經驗相關的事物

三. 透過具體的活動讓幼兒學習，並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培
養愛物惜物的好習慣

設計理念



設計理念

四. 幼兒園課程規劃是以統整性課程進行

五. 幼兒園課程取向，有單元課程、主題課程、方案課程、
學習區課程、蒙氏課程、華德福課程等

六. 幼兒園階段以設計相關的單一教學活動，期望教保服務
人員依幼兒園的課程規劃，選擇合宜的單一活動融入課
程教學中

七. 此課程活動實施對象為3-6歲幼兒



家庭教育主題軸：
4/D 家庭資源管理與消費決策中的學習表現
4-0-1 養成愛惜家庭生活用品的習慣

學習內容
D-0-1家庭生活用品的認識與應用
D-0-2節約家庭生活用品的方法

設計理念



覺知辨識：運用感官，知覺自己及生活環境的訊息，並理解訊息及其間的關係。

表達溝通：運用各種符號表達個人感受，並傾聽和分享不同的見解與訊息。

關懷合作：願意關心與接納自己、他人、環境和文化並願意與他人協商，建立
共識，解決問題。

推理賞析：運用舊經驗和既有知識，分析、整合及預測訊息，並以喜愛的心情
欣賞自己和他人的表現。

想像創造：以創新的精神和多樣的方式表達對生活環境中人事物的感受。

自主管理：根據規範覺察與調整自己的行動。

設計依據：教保活動課程大綱核心素養



教保活動課程大綱



❖課程主題 4/D 家庭資源管理與消費決策

❖學習表現 D-0-1家庭生活用品的認識與應用

❖學習內容 認識家庭生活用品的名稱與功能

家庭資源管理



活動1
家中常見的生活用品



❖認小-中-大1-3-1 觀察生活物件的特徵

❖認小-1-3-2 以圖像或符號紀錄生活物件的簡單訊息

❖認中-大1-3-2 以圖像或符號紀錄生活物件的多項訊息

❖語小-2-3-2 說出簡單的因果關係

❖語小-2-5-2 運用簡單的圖像符號標示或紀錄

❖語中-2-5-2 運用自創圖像符號標示空間、物件或紀錄行動

❖語大-2-5-2 運用自創圖像符號標示空間、物件或紀錄行動

學習指標



課程活動資源

1. 收集各賣場、商店、百貨公司廣告DM

2. 繪本「日常用品大集合｣

3. 各類常用生活物品實物及圖卡



1. 觀察家裡的生活物品後，分享觀察結果

2. 記錄不同空間擺放了哪些物品

3. 依生活物品特徵命名分類

4. 體驗生活物品與自己生活的關係

學習評量

教學重點

1. 說出3-5種生活物品的名稱

2. 能以圖像或符號記錄日常用品

3. 能依日常用品進行分類。



內容及實施方式

(一)啟始活動：繪本「日常用品大集合｣
1. 小當家和小貓咪在家裡什麼地方發現哪些日常用品呢? 

2. 小當家和小貓咪運用這些日常用品幫忙媽媽做了什麼事情呢? 

(二)討論與發表：
1. 請幼兒發表自己家裡的生活物品有哪些？

2. 生活用品都放在哪裡？為什麼？

3. 客廳、廚房、房間、書房、浴室、陽台…等空間有哪些生活物品？

(三)分組活動：
第1組：幼兒觀察生活物品實物、圖卡或模型說出名稱

第2組：請幼兒依生活物品的功能、特徵分類，並以圖像或符號記錄家裡不同空
間常使用的生活物品

第3組：將廣告單等生活物品分類並命名

(四)遊戲與作品分享：
1. 遊戲：找出生活物品與自己生活的關係

2. 作品展示：

(1)不同空間擺放的生活物品記錄

(2)生活物品特徵命名分類表



教學實錄



透過繪本引導孩子能踴躍的發表自己家中有哪些生活物

品?這些物品都放在家裡什麼空間的提問都能清楚表達。

進入分組活動時，第1至2組的操作上沒有問題，而第3組

老師原預定要分「食衣住行育樂」的類別項目，但是發現沒有

先引導相關概念，要依「食衣住行育樂」分類對孩子來說不太

容易，調整為讓孩子直接依據圖片進行分類並命名，孩子就沒

有太大問題，反而分出一些特別的類別命名很不錯喔！

省 思



活動2
垃圾分類趣



❖社中-大3-6-2節約資源

❖美小2-1-1享受玩索各類藝術媒介的樂趣

❖美中-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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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指標



1. 繪本故事：「不要的垃圾」

2. 請幼兒帶2-3種家中想丟棄的物品

課程活動資源



學習評量

教學重點

1. 家中垃圾怎麼分類？

2. 資源回收的創意處理。

1. 能節約資源，將垃圾整理再利用

2. 能用寶特瓶進行創作

3. 能節約資源，舊衣服再利用製成手帕



內容及實施方式
一. 啟始活動：繪本故事「不要的垃圾」

(一)老師說故事
(二)故事內容討論

1. 什麼時候家裡會大掃除？
2. 小奇把不要的衣服拿到山腳下丟棄，沿途上遇到了那些鄰居，

小奇原本要丟棄的衣服，透過與鄰居的交換，得到了再次利用
的機會？

二. 團體討論：
(一)家裡常丟棄的物品有哪些？
(二)這些被丟棄的物品你覺得可以再利用嗎？為什麼？

三. 分組活動：
第1組：垃圾整理與分類
第2組：寶特瓶的創意秀
第3組：不一樣的手帕(以舊衣服製作)

四. 綜合活動：
作品展示



教學實錄-垃圾分類



教學實錄-創作



幼兒透過活動對生活物品的再認識，將原本不要的東西觀

察、思考、發揮思考如何再利用?並實際製作賦予新生命，即惜

物愛物再造物，對於愛惜地球資源、永續經營盡一些棉薄之力。

幼兒透由玩索說說自己發現的物品特徵、提出不同分類的

見解、嘗試敘說出自己的想法，並藉由瓶罐與廢棄布再造，看

見孩子對於美勞材料應用與工具操作的能力;在學習區設置中，

就有環保素材的材料，活動過後更引發幼兒做出各式各樣平面、

立體、多媒材之作品。

省 思



活動3
停電了



❖情小中大2-1-1嘗試表達自己的情緒

❖語小中大2-5-1以圖像表達情緒與感情

學習指標



繪本、書面紙、色筆、黏膠、廣告紙、剪刀

課程活動資源



學習評量

教學重點

1. 運用繪本「停電了」認識家裡的資源

2. 藉由繪本情節討論停電的經驗

3. 分享節約用電的好方法

1. 能表達停電時生活上不方便的事

2. 能將電器用品歸類

3. 能畫出停電時的情緒



一. 啟始活動：繪本故事「停電了」
(一)老師說故事

(二)故事內容討論
1. 夏天的晚上，家裡的人都在做什麼？
2. 突然停電了！一片漆黑又安靜，但屋子裡悶燜熱熱的什麼事也不能做，結果

呢？

二. 團體討論：
(一)為什麼會停電？
(二)停電了，生活會有那些不方便？
(三)電是怎麼來的？
(四)怎麼節約用電？

三. 分組活動：
第1組：電器用品大集合，小組成員繪出或從圖卡中剪下需要用電的物品，

貼在海報上。
第2組：停電了，小組成員將停電時覺得很不方便的事畫在圖畫紙上。
第3組：停電心情畫，將停電時自己的心情畫出來。

四. 綜合活動：
作品展示

內容及實施方式



教學實錄-討論活動



教學實錄-電器用品



教學實錄-停電時的心情



教學實錄-節約用電



幼兒對於「停電」的生活經驗不多，但能依著繪本內容，

聯想停電對於生活會有多麼的不方便，且能舉一反三的回答與

討論，但討論“為什麼會停電”就僅能回答出因為電不夠，沒

電了，到“電怎麼來”這個探究對於幼兒也是較困難的。

幼兒為中班在分組活動時，第1組討論需要用電的電器用

品時，幼兒能馬上說電風扇、冷氣但就卡住了，於是老師請他

們說說為什麼知道這些電器用品都要電?這時有幼兒說:他們需

要插插頭才能使用，聽到這個之後，其他幼兒就能舉出更多的

電器用品！另外兩組幼兒活動進行很順利，孩子能透過繪本引

導與生活經驗完成任務。

省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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