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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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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理念

情緒領域是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的六大領域之一，涵蓋覺察與辨識、表達、理解、調節等

四個學習面向的領域能力。幼兒常因為情緒語彙貧乏，造成情緒理解有限、溝通能力有限、處理

能力有限，造成很多有苦說不出的情緒困擾，進而影響友伴關係與親子關係。本課程以家庭教育

參考大綱-「3/C 人際互動與親密關係發展」為主題軸，從認識幼兒常見的負面情緒語彙（難過、

生氣、害怕、嫉妒）出發，學習透過口語或非口語（表情、動作）的方式來覺察並且辨識自己的

情緒，對應家庭教育「3-0-1覺察與識別自己和他人的情緒」，接著，藉由角色扮演來學習正向、

合宜的情緒表達，透過觀察來理解人有表面情緒跟真實感受，進一步學習情緒調節的方式，連結

綜合領域家政科「6-1-1覺察自己可能對生活中的人、事、物產生影響，學習調整情緒與行為」，

最終，希望培養同理心，達成議題融入品德教育的內涵「品E3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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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 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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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 調節

覺察與辨識 理解情緒語彙

角色扮演

觀察

尋求

情緒語彙



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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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 調節

覺察與辨識 理解情緒語彙

表達溝通

推理賞析

關懷合作

覺知辨識



活動架構表

活動名稱 活動項次 活動重點

情緒點點名 活動一 覺察與辨識情緒的樣貌〜聲音、表情、動作

情緒誰人知 活動二 正向的情緒表達（描述情境，表達感受）

情緒好好說 活動三 以合宜的方式表達情緒（協商解決衝突)



單元架構表

活動名稱 活動項次 活動重點

情緒
動動腦

活動四 理解人有表面情緒跟真實感受（觀察並確認）

情緒
轉轉彎

活動五 尋求情緒調節的方式（分享解決情緒問題的方法）

禮貌
人人愛

活動六 關懷別人情緒（同理心），會說禮貌用語



情緒點點名

1.歌曲律動：你很高興你就拍拍手

2.影片欣賞：欣賞情緒娃娃（嫉妒、難過、生氣、害怕）再討論看到

什麼？聽到什麼？

3.說出我的情緒

4分享與結語：

我們會因為發生某一件事而產生情緒，今天認識了難過、生氣、害

怕、嫉妒的情緒，情緒人人都有，沒有對與錯。



新北市家庭教育網
「當我們童在一起」EQ情緒教育教材



難過



生氣



害怕



嫉妒



情緒簽到表



話情緒畫情緒



情緒誰人知？

1.角色扮演：「全部都是我的」即興劇

2.團體討論：哥哥、妹妹、媽媽的感覺？想說什麼？

3.類似經驗分享：

4.結論：

遇到讓你有情緒的事情，要試著說出發生什麼事情，你的感覺是什

麼，可以幫助別人了解你，一起想出解決的辦法。



我的情緒小書



情緒劇場:樂樂輸球了!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pjeCeKYKt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pjeCeKYKtQ




情緒好好說

1.角色扮演：老師旁白，幼兒演出弟弟、哥哥、媽媽

2.分組討論出可以解決的方法

3.分享演出解決的方法

4.老師示範演出解決的方法

5.結語：遇到衝突問題，可以自己先練習解決，跟對方討論看看用什

麼方法你覺得好，對方也可以接受。



情緒解壓縮



情緒動動腦

1.影片欣賞：《小兒子》動畫-臭臉/人與人之間理解的力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QfV7sl3S7E&t=77s



情緒動動腦

2.團體討論：影片討論、生活討論

3.情緒猜一猜：猜出他人的感覺

4.分享活動

5.結語：

(1)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感受。

(2)同一個人，會有表面情緒跟真實感受。



情緒猜一猜



情緒好好說

1.角色扮演：老師旁白，幼兒演出弟弟、哥哥、媽媽

2.分組討論出可以解決的方法

3.分享演出解決的方法

4.老師示範演出解決的方法

5.結語：遇到衝突問題，可以自己先練習解決，跟對方討論看看用什

麼方法你覺得好，對方也可以接受。



真心話大冒險



禮貌人人愛
1.團體討論：

2.角色扮演並發表感覺：

3.影片欣賞:感恩小學-同理心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ArQbd5gshI

4.結語： 可以互相提醒禮貌用語，面對別人的提醒，要說：「謝謝

你的提醒」，而不是「要你管！」；面對別人站好鞠躬誠懇說：

「對不起」，可以說「沒關係！」而不是很兇的說：「不原諒！」。

自己不喜歡聽到的話，也不要對別人說喔！



我想說「對不起」



學習區的建議



語文區







勇敢~帶著害怕前進



感謝您的聆聽，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