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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富美
　 四季藝術兒童教育機構創辦人 

前 言

小班剛入學的孩子，對世界充滿好奇心，總是以自己的觀點看世界，也已

經會使用想像、模仿、扮演遊戲、繪畫、語言表達傳遞經驗。當孩子來到陌生的

校園、充滿新奇的教室，如何從與家人的分離焦慮，到對校園、教室環境產生情

感的連結，進而發現有趣好玩的事物？帶領小班新生的老師，如何透過敏銳的觀

察力、對孩子的尊重與關愛，看見孩子對校園情境的探究興趣？哪些契機與發現

能幫助孩子打開眼睛與耳朵？這一次，森林班的孩子由感官經驗來展開探索的學

習，孩子不僅看見了好玩的校園，聽見其他小朋友熱烈的討論，也從隨手在矮樹

叢下發現的小石頭，開啟一連串與石頭相關的遊戲與探究。

「玩」是孩子的天性。當老師蹲下身子，陪著孩子從一百公分的視角看見地

上的小石頭；而孩子伸出手、撿拾起的小石頭那一霎那，森林班的教室出現了新

朋友－石頭。孩子帶回的石頭好朋友，大家都想跟它一起玩，但在數量不足的狀

況下，引起孩子們想找尋更多石頭的動力。因此，孩子再次把探究的場域拉到戶

外，不僅發現了更多好玩的石頭遊戲，更連結了孩子與石頭之間的情感。

把石頭帶回教室之後，孩子在學習區也有更多延伸及持續探究。許仲余、蘇

育令、賴孟龍（2014：28）提及在不同學習區中，幼兒能透過同儕之間的觀察，

模仿學習社會行為，並在互動之中自然地流露，表達和學習自己或他人內心的情

緒。教師在這過程中，也充份地提供孩子大量感官經驗活動、覺知辨識的機會、

提升小班孩子的美感經驗、同儕相互鷹架的能力。重要的是，在最後統整階段，

班級教師與藝術老師之間透過彼此的交流與理解，合作擴展孩子的探究視野，打

破對石頭的界線，從玩石頭的活動建立起孩子學習自我保護的行為；接著，也以

藝術創作的形式，保留孩子學習的歷程，讓孩子學習軌跡成為校園情境中的一部

份。

四季校園大探險－小班上學初體驗

即使是第一次上學充滿了緊張焦慮的小小孩，在面對偌

大的校園、好玩的教室，圓滾滾的小眼睛還是會忍不住露出

好奇與期待。當孩子停止哭泣、安靜下來，並開始發現各式

各樣有趣的地方，就是一趟不可思議歷程的展開！孩子可以

跟班上的小朋友互動聊天、可以在 playground 盡情嬉戲奔跑，

對校園跟教室的環境不再是陌生；同時，也開始對周遭的人

事物，產生了不同情感的連結。

石頭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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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感官經驗探索校園

孩子最喜歡到 Playground 玩，因為可以在草地上跑步、玩溜滑梯和盪鞦韆。

透過感官經驗來探索校園，孩子觸摸到粗粗的樹皮、軟軟的花瓣，聞到小花小草的

味道，並將他們實際觸摸到的、眼睛觀察到的自然素材帶回教室，開始玩了起來。

1.2. 孩子將自然素材撿拾回教室後，

進行自由模擬扮演的遊戲，可以是

大把的頭髮，也可以變成可愛的頭

飾。

3. 運用陶土進行校園情境拓印的遊

戲，再次鷹架孩子的感官經驗。

4.孩子將自然素材與陶土進行結合。

5. 孩子在戶外活動時發現有石

頭。發現石頭之後，孩子開

始嘗試各種不同的玩法。

裝扮區裡，一把把的樹葉被當成頭髮、下雨用的

雨傘，還可以拿來掃地，光是校園裡的落葉就能讓孩

子玩得不亦樂乎。因為校園植物成了孩子垂手可得的

裝扮，讓教室中充滿孩子擬人化想像的敘事表現，更

建立起與其他孩子對話的機會，產生更多好玩的扮演

遊戲，慢慢的運用簡單的肢體動作、對話進行扮演互

動。然而，這一段從感官經驗出發到校園探索，再將

好玩的自然素材帶回教室的歷程，如何運用藝術活動

來鷹架孩子的探究呢？

藝術活動－自然素材和陶土玩遊戲

對於初次接觸藝術活動的孩子來說，各式

創作素材都是躍躍欲試的媒介。藝術老師掌握

孩子喜歡與自然素材互動的契機，以簡單質樸

的陶土作為創作伙伴，鼓勵孩子帶著陶土好朋

友，去認識校園的花草樹木，運用簡單的拓印

方式與校園探索經驗進行連結。

孩子們帶著軟軟濕濕的陶土，在校園裡探

險，拓印出樹皮的痕跡、小草的茂密，還從地

上發現了其他小朋友的小腳印呢！接著，帶著

拓印出各種形狀的陶土，再加入樹枝、花瓣、

石頭、葉子，進行一場與自然素材遊戲的創意

拼組藝術活動。

孩子們的新發現－石頭好朋友

面對分離焦慮的小班孩子，老師會每天固

定安排校園探索時間，讓孩子有更多機會認識

校園的每個角落、穩定情緒。有老師與同儕的

相互陪伴，幫助孩子度過了開學初期的分離焦

慮階段，孩子在充滿安全、有趣的環境，逐漸

有了更多不同的看見與發現。

小原：這裡有石頭耶！

小庭：哇！可以轉轉轉、敲敲敲。

小晰：我們把石頭帶回教室玩好了！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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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想想：

覺知辨識需要孩子親身體驗才能完成，即使老師自

己清楚的說明和解釋，都是無法幫助到孩子學習，

未來應安排多次機會，讓孩子體驗生活環境中物件

之間的關係。

9. 誰是石頭大王？老師

在教室進行情境鷹

架，幫助孩子自行點

數了解。

10. 孩子將洗乾淨的石頭

以舊經驗，進行屬性

上的分類。

6.7. 操場的石頭黏在
地上、很大很重搬
不起來。

8. 我們在公園找到好
多可以帶回去的小
石頭。

在戶外探索時發現石頭的孩子們，你一言我一語的分享著石頭的玩法，還開

心的把石頭帶回教室繼續玩。教室裡，除了延續轉動、敲敲石頭的遊戲之外，孩

子無意間發現石頭可以堆高高、排出圖案。

小泰：我把石頭排成一隻螃蟹。

小硯：我排出一隻毛毛蟲。

從一開始漫無目的的玩，到帶進教室之後，孩子發現石頭有不同的玩法，可

以堆疊、排列組合，而且石頭大小、形狀、顏色也都長得不一樣喔！教師觀察到

孩子與石頭的互動遊戲中，逐漸出現序列排列的能力，也讓對於石頭的探究有了

進一步的契機。

教室石頭不夠玩？

小達：你的石頭給我玩一下好不好？

小硯：不要，我還要玩耶！

小達：我想要再多一點的石頭玩。

教室裡的石頭數量，已經無法滿

足孩子探究的需求，於是大家利用戶

外活動時間，再次展開尋找石頭的任

務。孩子為了找石頭去了公園，卻發

現有些石頭竟然已經黏在地上，而有

些石頭重到搬不起來……最後，孩子

到新校區探險，才成功地在花圃裡找

到許多小石頭。

在找尋石頭的過程中，孩子了解

原來並不是每顆石頭都可以輕易帶回

教室；同時促使孩子一次又一次重組經驗，嘗試辨別石頭的形狀、重量、質地、

顏色，無形中增加孩子對於外在訊息的整合能力，發展敏銳的覺知辨識能力。

你撿到什麼石頭呢？

從孩子每天嬉戲玩耍的校園，延伸

到隔壁校區，甚至是對面小公園，孩子

對環境的認識與接觸，有了更多元的探

究機會。另一方面，孩子們發現，大家

努力從不同地方撿回來的石頭，其實都

長得不一樣耶！有圓圓的、扁扁的，還

有白色、黃色、灰色……。孩子在「玩」

石頭過程中，將石頭拿起來敲一敲、疊

在一起，發現有些石頭摸起來好像小烏

龜的殼、也像硬硬的麵包，在形容對石

頭的感覺時，老師也發現到孩子在詞彙的運用上更為具體豐富。

此外，老師也鼓勵孩子將帶來的石頭，在益智區持續分類並點數，讓大家能

知道教室石頭有多少，才能進行不同的搭建遊戲；同時，老師更隨著孩子的需求，

進行情境的調整。因此孩子每天都會去確認，誰帶幾顆石頭來？透過圓點點貼紙

進行簡單的紀錄。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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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工作區裡，孩子因之前撿拾、

分類經驗的累積，已會依石頭的特性

進行與其它自然素材的結合，例如：

平整的石頭上可裝飾小種子、較有立

體造型的石頭加入葉子、小花，就可

以做出兔子、蘋果樹等作品。

11. 平整的石頭上方能鋪上較小、較精細的素材。

12. 立體的石頭加入多樣的自然素材。

13.拿起粉筆在地上畫出各種形狀，想

把石頭踢進去。

14. 扁扁、平平的石頭不會一踢就滾

走，比較好踢。

15.孩子回到教室摸摸看、找找看，找

出扁平的石頭。

16.17. 教室內提供將石

頭分類的情境，孩子將

石頭帶回教室後，在學

習區時間，用舊經驗進

行各種形式的分類。

石頭這樣玩－換個場域試試看

戶外遊戲時，孩子開心地把教室的石頭帶

到操場玩，放在地上恣意的踢著、玩著……。

有個孩子把藝術工作區的粉筆拿來畫地板，

在黑黑的安全防護墊上畫出圓形、正方形、長

方形等各種造型的圈圈，地上的石頭不小心

跳進圈圈裡，孩子覺得這樣很好玩，於是邀請

好朋友找找看心目中厲害的石頭，一起拿到

Playground 來玩，試試能不能把石頭踢到格子

裡？孩子們把將石頭平放在地上，舉起腳丫子

一踢，把石頭從圓形圈圈踢到方形圈圈那端，

越玩越起勁，卻也發現，應該要用平平尖尖的

石頭、手部姿勢要低低的由下往上丟，石頭才

不會一直滾。孩子感到非常的興奮，決定再回

去教室，挑出更多「扁扁的、平平的石頭」來

玩。

不同的場域、學習區中提供多元議題的探

索機會，每一次都能藉由新舊經驗的交織，引

發孩子更多的好奇與探究的延續；連結孩子已

知的、舊有的經驗，一面累積新經驗，一面回顧舊經驗，成為有意義螺旋式的學

習。透過新的活動體驗，孩子發現石頭形狀、造型，原來也可以產生這麼不一樣

的影響。

挑出石頭好好「玩」吧！

孩子持續在班上進行石頭一起玩的遊戲，只是孩子發現所有的石頭都混在

一起了！而每一次收拾的時候，石頭們也都找不到自己的家……大家一起討論

的結果，孩子說：「長一樣的石頭要住在同一個家，所以要幫每一個家編門牌號

碼，就知道哪個家是住著哪個石頭了。」

11. 12.

13. 14.

15.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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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石頭湯

學習區時間，裝扮區開始出現更多

有趣的扮演。因此，老師逐步在裝扮區加

入自然素材，讓孩子在裝扮區有足夠的資

源能盡情扮演。但隨著孩子互動的頻率增

加，原本準備的素材似乎開始無法滿足孩

子的扮演需求。這時，有孩子發現藝術工

作區的紙黏土，放乾之後摸起來也硬硬

的，應該可以將紙黏土加入裝扮區，變成

美味可口的石頭菜。引發孩子再到藝術工

18.孩子開始在藝術工作區

做起石頭湯的材料。

19.石頭湯加入各式各樣的

自然素材，在孩子眼中

可是美味極了。

20.初期孩子在裝扮區開心的玩，忽略了物歸原位的原則。

當孩子發現裝扮的工具擺在地上容易被踩到、看起來

亂七八糟時，開啟了他們對情境調整的討論。 

21.孩子將日常生活中，在餐廳看見的元素帶入了裝扮區，

不僅加入桌子進行扮演，也嘗試將煮好的石頭菜用盤

子裝盛。

孩子先練習列出數字，例如：7 號的家住著尖尖石頭；接著一起動動小手，

幫教室的石頭找到家。孩子延伸石頭的特性，幫石頭歸位，在益智區也一邊認識

石頭形狀的名稱，然後幫忙把還未整理好的石頭進行分類，圓的、平的、尖的、

大的……。還在每一個石頭的編號旁邊，畫上石頭的特徵圖案小卡，可以更快找

到想玩的石頭了，也可以很快送石頭回家。

教師想想：

石頭進到教室之後，發現孩子在學習區玩得相當投入，能找到不同的玩法，即便到了戶外活動，

仍少不了石頭好朋友。在尋找、撿拾石頭的過程中，孩子大量運用感官經驗，進行不同的肢體、

扮演遊戲，如：大肌肉－搬運大石頭、用腳踢石頭；小肌肉－石頭疊疊樂、藝術創作……。因

此統整孩子探究之後，同時讓學習區的探究能相互連結，共構出石頭遊樂園的概念。

作區運用紙黏土，捏塑出更多食物小模型，加入他們的石頭湯。老師再透過介紹

繪本《石頭湯》，讓孩子思考、討論如果要煮石頭湯，可以加入什麼？才能讓大

家都喜歡呢？讓藝術工作區與裝扮區有更多連結，孩子想玩什麼？都可以自己在

藝術工作區動手做做看喔！

石頭餐廳開張了！

裝扮區的煮菜遊戲在森

林班受到大家的喜愛。但是，

老師發現孩子在玩的時候，

並沒有隨手整理，那些已經

煮好的石頭湯和石頭菜直接

放在地上，讓裝扮區動線看

起來較為擁擠。

老師請孩子一起討論，

想想如何讓這些石頭菜看起

來乾淨衛生，也讓「用餐的環境」變得整齊舒適？孩子發現教室有張圓圓的桌子，

大家想把桌子搬到裝扮區，把煮好的石頭菜放在桌上，看起來比較整齊。因此，

在裝扮區多了一張很特別的餐桌，只要將煮好的石頭菜放在盤子裡，小客人就可

以把石頭當椅子、圍在圓桌邊開始享用美味的餐點。用餐的禮儀、吃飯的氛圍，

在孩子的扮演遊戲中逐步建立。

18.

20.

1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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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頭疊疊樂　

隨著孩子對石頭探究的興趣越來越

濃厚，班上孩子收集更多石頭，陸續帶

到班上玩。有了之前將石頭分類的舊經

驗，孩子發現了石頭的屬性，能慢慢分

辨出石頭的大小、輕重，並根據自己的

觀察找出石頭相同的特徵，然後依特徵

進行分類。

在整理的過程中，孩子發現石頭

層層堆疊上去很好玩，開啟了疊疊樂遊

戲。孩子將一個石頭疊到另一個石頭上

面，數數看可以疊幾個？但是疊上去的

石頭，撐不到一下子就倒下來了，孩子

很想再試試，如果用其他的石頭會不會

疊得比較穩？ 

小樂：要用平平的石頭，然後一個、一

個疊上去。

小希：疊石頭之前要先摸摸看，不會滑

滑的才可以疊。

22. 找出比較大的石頭疊在一起，也不能疊太

高，會倒下來。

23. 孩子發現先將平平的石頭挑出來，再將它

們慢慢疊起來，比較不容易倒下去。

24. 教室內開始出現孩子疊石頭的保留紀錄，

孩子可以參考其他人的堆疊方式，藉此檢

視自己的石頭要怎麼疊。

教師想想：

裝扮區的遊戲非常吸引小班的孩子參與，穿梭在想像與真實之間，透過對話與同儕進行有

趣的互動，卻也面臨真實情境中，收拾整理問題。老師隨著孩子的探究需求調整情境，更

需要引導孩子去思考，解決收納的問題，在學習區操作過程中，建立班級常規、培養小班

孩子良好的生活習慣。

學習區的櫃面上有各式各樣的石頭，讓孩子可以自己選擇。來挑戰的孩子一

開始就放二到三個石頭上去，結果一下子又倒下來，讓孩子不知該如何在往上疊？

直到有孩子再次提醒「你有摸摸看、檢查看看，每顆石頭都平平的嗎？」孩子重

新檢查了所有的石頭，將所有平平的石頭都找出來之後，才又開始進行石頭疊疊

樂。孩子依感官經驗出發，經過不斷的嘗試，總算疊出高高的石頭，孩子們還算

出在這個星期，最厲害的人可以疊六個石頭。下次孩子約定要再挑戰看看，看誰

可以疊出更高的石頭。

石頭比大小－情境鷹架

因為有了一次挑戰成功的經驗，孩子對疊石頭的遊戲越來越喜歡，學習區時

間就有更多孩子想去挑戰，看看誰疊的石頭最高？

剛好在假日分享時，有孩子提到在家看到疊石頭比賽的新聞，並跟大家分

享，把石頭疊高的方法是「要先疊大的石頭之後，再慢慢地疊其他的小石頭，而

且還要慢慢、輕輕地放。」孩子聽完之後，嘗試運用這個方法，再經由幾次的練

習，發現石頭好像真的可以疊比較高耶！孩子從疊石頭遊戲中，逐步發展出由低

至高的序列概念，並從序列中找到石頭大小的關係，是影響疊石頭成功的關鍵。

22.

2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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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孩子又遇到另一個問題，

要怎樣才能很快找到大石頭和小石頭的

呢？因為孩子發現，如果先找到適合疊

高的石頭，疊疊樂的速度就會更快一點

呢！孩子將問題提出之後，老師請孩子

再將石頭由大至小排一遍，並協助拍照

列印出來，在益智區加入了石頭比大小

的排序板，讓孩子可以在疊石頭之前，

先將石頭拿出來放在排序板上，進行石

頭大小排序，疊石頭的時候，就可以由

大至小堆疊，不用邊疊邊找適合的石頭，

除了增加疊石頭的速度外，也發現石頭

經過排列後，可以疊的更高、更穩了呢！

另一方面，由於益智區的空間有限，

孩子疊石頭時比較擁擠，於是班級教師

跟藝術老師討論之後，試著先調整教室

學習區配置，將孩子疊石頭的場域跟空

間擴大，加入有高度的透明板，孩子疊

完石頭之後能貼上自己的名字、紀錄石

頭數量，同時能檢視自己疊完的高度、

其他人疊的高度。

25. 為了符合孩子疊石頭的需求，老師將場域

擴大，並加上透明壓克力版，讓孩子能自

行將每次的堆疊進行紀錄。

26. 孩子透過老師提供的鷹架，先將石頭依大

小進行排序。

27. 經過大小排序的石頭，可以疊的又快又穩。

石頭疊疊樂大王 

　　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嘗試，孩子發現挑選過的石頭真的比

較好疊。連續挑戰好幾週後，班上的石頭疊疊樂大王終於出

現囉！小庭成為森林班的第一位石頭疊疊樂大王。老師邀請

小庭示範給大家看，請大家觀察為什麼小庭可以疊得又快又

好？孩子發現：

小硯：小庭一直看石頭、把兩個石頭拿起來看來看去。

小匯：慢慢地、一定要用眼睛看，她就能越疊越高。

老師也分享自己的觀察：「小庭會先比較石頭的大小，發現到有比較『大』

的石頭，就會把原本已經疊好的石頭拿下來，再把『比』過的石頭重新疊上去。」

大家都覺得小庭太厲害了，說要試試看小庭的方法，挑戰當石頭疊疊樂大王。「比

較」是另一種蒐集訊息的管道，孩子在多次疊石頭的遊戲中，發現石頭大小影響

成敗因素，於是，每次要進行疊石頭遊戲前，就會先開始比較石頭大小。

隨著跳蚤市場活動的到來，孩子提議要邀請其他班級的小朋友也來挑戰石頭

疊疊樂。但是小客人們沒有玩過這些遊戲，要如何讓他們知道呢？大家集思廣益

的結果，決定要將他們疊石頭的經驗跟小客人分享：　

25. 2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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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想想：

邀請小庭示範石頭疊疊樂的技巧、跳蚤市場哥哥姊姊的挑戰，都帶給孩子不同的看見及思

維，也藉由觀察他人的方法，讓孩子在實際操作時能回顧運用，試試別人的方法是否真的能

成功？還是有其他的方法？這是同儕鷹架的策略，藉由同儕的示範來提升孩子的能力。老師

應該試著放手，相信孩子，給孩子時間去嘗試挑戰，而不是看到孩子遇到困難時，就急著要

示範跟教導。也發現孩子的觀察力越來越敏銳，能夠藉由小庭的示範，發現疊高石頭的秘密，

真正讓老師來疊石頭，可能都沒有孩子厲害呢！

石頭還可以怎麼疊？

老師觀察到孩子從一開始想把石頭疊高，甚至將高

度視為挑戰，將石頭分類後再進行堆疊；經由重複的練

習，孩子在過程中學習到專注、必須保持手部平衡，才

能將石頭疊高。跳蚤市場過後，孩子分享有小客人用石

頭疊出一座彩虹橋，讓大家發現石頭不是只有往上堆疊，

打破既有的舊經驗，讓孩子想再挑戰嘗試不同的堆疊。

老師再次挑戰孩子，石頭除了可以疊成一座橋外，還可

以怎麼疊呢？鼓勵孩子進行石頭特性的思考，並再次提

供石頭圖片的情境鷹架。

29. 教室的情境圖片，

鷹架了孩子出現不

同堆疊石頭的形式。

孩子們還細心地討論到，應該要先幫小客人將適合玩疊疊樂的石頭挑出來，

他們就可以很快的完成，讓小客人更想來挑戰！於是，他們再次運用益智區的排

序板，先將石頭大小挑出來分類好，等小客人來玩。到了愛心義賣跳蚤市場當天，

孩子發想的遊戲，果然吸引了國小部的哥哥姊姊來挑戰，孩子擔任小關主幫忙點

數，看哪位小客人疊的石頭最高？最後，出現了最厲害的疊疊樂石頭大王，疊出

十七層的石頭，讓孩子們驚歎不已。

因此，當孩子在教室發現到疊石頭的情境照片，不但可以一個一個往上疊，

還有其他堆疊方式，讓孩子更想嘗試不同疊法；同時，透過學習區時間，也用排

序或是堆疊的方式，變化出各種不同形式的石頭好朋友，並加以命名，增加了擬

人化的想像樂趣。

1. 要選平平的石頭。 
2. 找位置坐下來。 
3. 開始挑戰 3 分鐘內完成。

4. 一人有 2 次的機會。 
5. 看誰疊最高？可以變成疊石頭大王，

就可以免費獲得彩繪石頭一次。

28. 活動當天吸引不

少哥哥姊姊來挑

戰，疊出來的高

度，再次鷹架了

孩子對疊石頭遊

戲不同的想法。

28.

29.

30.31. 孩子會幫自己的石

頭搭建作品命名，

增添擬人化的想像

樂趣。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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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活動－石頭變變變

為了支持孩子在疊石頭遊戲中，有不同的發現，

藝術老師帶了很多石頭到森林班，還介紹了新的好朋

友－油土。當石頭和油土一起玩遊戲，會變什麼不一樣

的造型呢？石頭可以變成小綿羊的身體，油土可以變成

小綿羊細細長長的腳，還會變出什麼的魔法呢？透過投

影，孩子對石頭有更多的想像及創意，在創作過程出現

更多形容的詞彙；藉由異材質的結合，激發出孩子對色

彩及媒材質地有不同的運用及想像。

32. 孩子能以不同形狀、尺

寸的石頭排出具體的造

型，加入油土之後，也

增加更多的可塑性。

33.34.孩子帶著小石頭一起溜滑梯、在沙坑裡躲貓貓。

35. 語文區提供校園探險圖，讓孩子可以邊玩石頭，

邊說著跟石頭一起玩的故事，增進孩子的語文能

力。

帶著石頭一起玩 (I)

因為在戶外玩石頭的愉快經驗，校園的每個角落，都時常看見孩子玩石頭

的身影。孩子說：「可以和石頭好朋友一起玩沙、可以幫石頭好朋友蓋一座城

堡……」孩子直呼和石頭好朋友在沙坑一起玩真的好好玩，還要繼續帶石頭好朋

友到校園裡的其他地方探險！

帶石頭去探險在森林班展開來，孩子帶著石頭去溜滑梯、盪鞦韆、幫助滾滾

石頭在地上跑步、走樓梯和從樓梯滾下來。回到教室，孩子也嘗試在積木區搭建

一個石頭可以玩的溜滑梯。

小硯：要斜斜，跟溜滑梯一樣斜斜的，石頭才可以滾滾滾，有什麼東西可以變斜

斜呢？

小宇：我用兩個長長的積木合起來，一個放斜斜的，靠在另外一個積木上，就變

成斜斜的斜坡囉！

小庭：我用三角形的積木，把斜斜的地方來變成溜滑梯。

小博：我找了長長的阿勃勒，要像猩猩教練把木條和水管變成溜滑梯的喔！

由於大家互相分享的方法，森林班的石頭好朋友有了更多好玩的地方。延伸

孩子帶著石頭在校園的冒險，老師在語文區內提供了讓孩子可以邊玩邊扮演的校

園探險圖，讓孩子帶著石頭在四季校園創造更有趣的故事。

32.

33. 3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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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孩子在祕密花園的木頭平台上疊起了

石頭。

37. 在校園其他角落，找到可以堆疊石

頭、而且不會再被踢倒的地方了。

38.39 透過藝術活動的引導，孩子使用了黏黏

膠，讓石頭可以邊疊邊黏，變成堅固的石頭。

小晰：是有人走過去不小心推倒嗎？

小宇：有什麼地方可以玩疊石頭，不會讓石頭

被風吹倒、被雨淋濕呢？

孩子到校園散步，找找看哪裡有適合的地

方？發現一樓視聽教室外的走廊下方牆壁，可

以用來疊石頭；更發現在通往三樓活動室樓梯

轉角處，也可以來疊石頭。孩子帶著石頭好朋

友到新發現的地方，還相互提醒石頭要靠牆壁

疊，才不會被別人踢倒喔！

帶著石頭一起玩 (II)

除了帶著石頭在校園玩，石頭疊疊樂遊戲

更成了孩子最想在校園玩的遊戲。孩子分享在

playground 疊石頭很好玩，但小博發現石頭不

適合疊在那裡，因為有人溜滑梯、跑步、玩水

時，很容易撞倒。既然 playground 不適合疊石

頭，校園中還有甚麼地方適合玩疊石頭呢？孩

子再次出發探險去！孩子在下樓梯的過程中，

發現了一個地方可以疊石頭－秘密花園，興奮

的說這裡也可以疊石頭，於是他們從教室搬了

一些石頭，準備到秘密花園開心地堆疊。

藝術活動－石頭拼圖

「我們都已經找到安全的地方，為

什麼石頭還是倒下來？」孩子驚訝的發

現，昨天才剛找的牆角，應該是相當安

全隱密的角落，但是疊好的石頭塔，怎

麼又倒了呢？孩子你一言我一語討論著：

小宇：有人不小心去踢到嗎？

小恩：應該是有人來玩，但是放不回去。

在藝術活動中，孩子忍不住問老師：「有什麼東西可以把石頭黏起來？」

老師：有個厲害的東西叫做石頭黏黏膠，可以來幫助我們把石頭固定住。

老師再引導孩子想想看，森林班的石頭如果變成一張拼圖，石頭黏黏膠可以

怎麼使用？而且會拼組出什麼樣圖案呢？老師再次統整孩子石頭拼組的經驗，鼓

勵孩子運用石頭黏著劑，將石頭黏在木板上，讓石頭疊疊樂遊戲，可以堅固的保

存下來。隨著聖誕節即將來臨，孩子說要設計像聖誕樹一樣，高高尖尖的石頭禮

物，送給自己的好朋友。

隔天，有個孩子早上來園，帶著媽媽去欣賞他們祕密花園的疊疊樂石頭，竟

然發現－昨天疊的石頭全倒了。孩子猜測石頭倒塌的原因：

小樂：先把石頭帶回教室好了，看看能不能黏起來？

36.

37.

38.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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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回饋

小匯媽媽：小匯上小班後語言發展進步很

多，變得喜歡自己動手做，下課分享著森

林班玩了什麼？告訴我她有幾個好朋友。

也發現她在研究石頭過程中，對物品的觀

察能力蠻細微的，也能進行分類跟解說

耶！

家長回饋

小樂媽媽：班上研究石頭之後，我們才發

現它原來如此好玩，還有許多有趣玩法，

走在路上小樂看到什麼都想撿回教室跟小

朋友分享，謝謝老師開啟孩子自由探索與

想像空間。

讓孩子看見自己的發現

回顧森林班在「石頭好朋友」探

究過程中，老師扮演著持續支持、紀錄

的角色，看見與聽見孩子聲音；運用情

境及隨手可玩的石頭，來提升孩子探究

及解決問題的思考能力，並且細心的幫

孩子收集學習歷程，有系統地進行整

40. 在藝術活動中使用了黏黏膠，果然幫助石頭堅固的疊在一

起，成了鞋櫃區的創作展示。

41.孩子將石頭聖誕樹帶回祕密花園，跟小花小草住在一起的石

頭好朋友會更開心。

42.藝術老師加入了創作說明，讓更多人知道森林班孩子跟石頭

好朋友的校園故事。

森林班的禮物－石頭聖誕樹

孩子等到黏黏膠乾了之後，再利用顏

料幫石頭聖誕樹穿上漂亮的衣服，孩子提到

聖誕樹是綠色的，因此嘗試利用混合黃色、

藍色、白色的方式來完成。 

「一棵棵」帶著孩子祝福的石頭聖

誕樹，漸漸出現在校園的每個角落，有他

們最喜歡的操場、鞋櫃空格，還有秘密花

園……。孩子對石頭的情感連結及探究歷

程，在公共空間成為校園情境的一部。主題

接近尾聲，當爸爸媽媽看見孩子從開學的分

離焦慮，到對學校的喜愛，過程中也陪著孩子經歷了探究的熱情與期待，這一連

串學習的歷程讓家長非常感動，紛紛給予老師回饋與肯定，這也是老師帶著孩子

在探究方案課程的歷程中，最大的動力與成就。

理，發現了孩子在各發展領域的進步。

孩子前期在堆疊石頭時，常因小肌肉控制不穩，石頭很容易倒塌，但經由不

斷挑戰、解決練習，在學期的尾聲已能平穩有自信地進行操作堆疊。另一方面，

因著堆疊石頭、跳格子遊戲等活動，孩子需要挑選各種不同造型的石頭來符合遊

戲需求，漸漸能學習分辨石頭的形狀、特徵、質地……。在整理石頭的過程中，

孩子也逐步發展出點數的概念，練習收集資料、運用資料，也透過討論與分享，

41. 42.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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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語文發展與社會互動的機會；孩子亦透過情境鷹架、角色扮演遊戲，與同儕

間有更多的話題及發現。 

靜靜躺在校園角落的小石頭，不經意被孩子發現了，成了小小孩子的好朋

友，陪伴孩子在教室玩遊戲、在校園裡大探險，打開孩子對新環境好奇的雙眼、

撫慰了孩子分離焦慮的心情；更在學習過程中，扮演了幫助孩子解決問題、不斷

挑戰自我的重要角色。石頭好朋友成為孩子在這段學習旅程的軌跡，保留住孩子

們在校園裡共同的美麗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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