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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2 年 度 國 民 小 學 及 學 前 特 殊 教 育 教 學 示 例 競 賽 

在職教師組<第二名> 

 學前身心障礙教育教學設計—好玩的海底隧道 

   陳柔穎、吳錦雲、林芳嘉 

 

壹、設計理念 

 就嘉義縣學前特殊教育現況而言，目前學齡前有特殊需求的幼兒接近300人（以102

年5月份之特教通報網統計人數），而學前特教班僅在西區及北區各設一班集中班，可見

得大部份學齡前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的幼兒，均安置在幼兒園普通班接受融合教育，然普

通班教師對於班上特殊需求幼兒，常因缺乏特殊教育專業知能或課程設計及教學方法等

調整上的困難，使融合教育的推動無法落實，因此，如何有效地進行融合課程，以因應

普通幼兒與特殊幼兒的不同需求，發揮幼兒的學習潛能，是極需關注的議題。 

          「海底隧道」的活動設計，乃運用普通班的課程，藉由課程調整及教學策略的運用，

為有特殊需求的幼兒安排適性課程，希望藉由同儕之間的力量帶動特殊需求幼兒學習，

進而增進學習成效，以實現融合教育的理念。 

 

 貳、教學分析 

一、教材分析 

本活動以展示「海底隧道」來引起幼兒的學習動機，誘發幼兒探索與學習的興

趣，經由「海底隧道」的闖關遊戲，提升趣味性及學習成效，最後讓幼兒自由創作「海

洋世界」來統整學習經驗，課程教材分析如下： 

（一）引起動機：活動的開始以展示「海底隧道」來引起幼兒的學習動機，當幼兒對「海

底隧道」展現好奇與探索的興趣後，教師再逐一介紹「海底隧道」中的海洋生物，

也請幼兒發表自己看過或認識哪些常見的海洋生物，最後藉由學習單的操作加深

對海洋生物的認識。 

（二）闖關遊戲：當幼兒認識了海底隧道的生物後，即開始進行闖關遊戲，老師先講解

遊戲規則及闖關時應注意的事項之後，讓幼兒分成 2 人 1 組持闖關卡輪流進行遊

戲，以培養幼兒排隊、輪流的延緩等待能力。 

1、第一關「轉一轉」：以教師自製的海洋生物「旋轉盤」讓幼兒轉動，依指針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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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區塊說出海洋生物的名稱，並在闖關卡上圈出來，老師可適時提醒幼兒進入「海

底隧道」後，就是要抓取這種海洋生物（如：螃蟹）），此關是讓幼兒透過遊戲，

而能正確的說出海洋生物的名稱。 

2、第二關「擲骰子」：讓幼兒各擲數字骰子，數一數所擲出骰子的數量，並在闖關

卡上寫出來（如：5），此關將具體的生物數量與數字結合，以提升幼兒數與量的

概念。 

3、第三關「海底隧道探險」：讓幼兒 2 人一起各持手電筒進入海底隧道探險，並抓

取闖關卡紀錄的生物種類和數量（如：5 隻螃蟹），當幼兒抓到所選定之生物種

類與數量後，即從隧道後端走出，並學習自己核對闖關卡的紀錄。此關透過鑽海

底隧道鑽籠，來加強幼兒粗大動作的發展，同時也學習做自我紀錄與檢驗。 

4、第四關「比一比」：因幼兒園為混齡融合編班，因此，在進行數的比一比活動時

可依幼兒的能力或年齡來闖關，透過「比一比」增加趣味性，期使幼兒能將數的

概念類化應用於生活中。如下說明： 

（1）中班：2 位幼兒依實際所抓到的海洋生物作大/小或多/少的比較。 

（2）大班：2 位幼兒依實際所抓到的海洋生物，作數的合成或分解的練習（如 1

位小朋友抓 4 隻，另一位小朋友抓 3 隻，相加或相減各是幾隻）。 

（三）綜合活動：活動的尾聲，讓幼兒說一說對此活動的心得及想法，並讓孩子自由創

作「海洋世界」，以統整此活動的學習經驗。 

 

二、學生分析 

寶貝（化名）現年五歲 11 個月，就讀於嘉義縣公立幼兒園，經醫院評估為注

意力不全過動症，合併有粗大動作、精細動作、感覺統合遲緩等問題，經縣政府鑑

定輔導委員會安置為巡迴輔導個案，其現況能力描述如下： 

（一）感官知覺： 

1、視覺、聽覺、味嗅覺、前庭及本體覺刺激等方面：大致正常。 

2、觸覺方面：無法在遮蔽視線的情形下，觸摸分辨相同及不同質感的物品。 

（二）粗大動作： 

1、姿勢控制方面：身體的協調性差，單腳站及踮腳尖站，只能維持 5-6 秒。 

2、行走能力方面：能用腳趾腳跟相接，向前走及向後走，但無法走一直線。 

3、運動技能方面：單手連續拍球、單腳玩跳格子遊戲等能力需再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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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細動作： 

1、抓放及抓握能力方面：正常。 

2、操作能力方面：手腕力量不足，插、拔、壓、套、接、拉、堆疊等能力需再加強。 

3、擰乾動作方面：兩手能做擰毛巾動作，但擰不乾。 

4、打開繩結及綁蝴蝶結方面：能打開單結、套結，但無法打開蝴蝶結，也不會綁蝴

蝶結。 

5、勞作能力方面：會玩積木和黏土，但只能做簡單的造型，也不會摺紙造型；在動

作引導下，能用繩子穿洞洞版，但一上一下依順序及造型穿洞的技巧仍需再加強。 

6、畫圖能力方面：能塗鴉、著色，但著色時常把顏色塗到圖案之外。 

7、書寫技巧方面：握筆不正確，運筆能力待加強，可描寫，但仿寫及書寫能力很差。 

8、剪貼技巧方面：能用剪刀連續剪及沿線剪直線，但剪簡單圖型（方形、圓形、曲

線）及塗抹膠水作簡單剪貼等能力都較差。  

（四）生活自理： 

1、飲食、如廁及清潔能力方面：大致可以自己完成。 

2、穿著方面：會自己穿鞋，但常穿錯腳；會自己穿脫衣服，但穿套頭衣服時需協助；

會解開及扣上較大的釦子，拉下及拉上拉鍊，但扣拉鍊頭需協助。  

（五）語言溝通： 

1、口語表達與理解方面：日常生活所需的語言表達與理解沒問題，但詞彙較缺乏，

遇較複雜狀況時描述有些困難，句子不完整。 

2、複雜句理解方面：三個以上指令的句子需重複提示才能理解。 

3、連接詞及空間詞方面：連接詞及空間詞在提示下能理解，但較無法正確使用。 

（六）認知： 

1、數概念方面：會用口語作 1 至 10 的唱數，但 1-10 之數量、序數等概念皆未具備。 

2、比較概念方面：已有大/小概念，但多/少、長/短、高/矮等未具備。 

3、空間概念方面：能理解上面/下面，但前面/後面、裡/外、左/右等概念需加強。 

4、模仿與記憶方面：能模仿動作、表情及聲音，也能記住自己常用物品放置位置，

但長短期記憶差，記不住前一個階段或以前所學之事物。 

5、邏輯思考及問題解決方面：思考及推理的能力弱，問題解決能力待加強。 

（七）社會適應： 

1、自我概念及環境適應方面：大致都正常，但在班級上課時較坐不住，身體經常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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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動去，眼睛四處飄移，專注力差。 

2、參與團體活動方面：不太理解團體活動的規則。 

3、遊戲特質方面：大部份時間都一個人獨自玩，較無法與同伴一起作合作性遊戲，

也無法玩角色扮演及具規則性的遊戲。 

 

三、教學方法分析 

本活動採「活動本位教學法」的精神，將學習目標整合於幼兒日常活動或其感興

趣的功能性活動之中來學習（蔡昆瀛，2006），並靈活運用遊戲教學、實地探索學習、

教導式對話、提示教學、直接教學、同儕教學法、多重感官學習…等多元的教學方法，

來激發及維持幼兒學習的動機與興趣，教學方法分析如下： 

（一）遊戲教學：將學習內容以遊戲的方式進行、從中誘導幼兒產生適當的學習能力及

反應，讓幼兒從遊戲中得到有效的學習，達到教育目標。在闖關遊戲中，第一關

「轉一轉」讓幼兒轉動旋轉盤，以引導幼兒說出海洋生物正確的名稱，第二關「擲

骰子」讓幼兒數一數骰子的數量並紀錄下來，藉此活動建立數與量的概念。 

（二）實地探索學習：藉由親身的體驗而學習的一種方式，幼兒可以經由親自的探索活

動，達到學習的目的。在本活動第三關「海底隧道探險」中，讓幼兒實地的持手

電筒進入海底隧道探險，並抓取闖關卡紀錄的生物種類和數量（如：5 隻螃蟹），

幼兒透過實地探索與操作而累積生活經驗，進而能主動建構知識。 

（三）教導式對話：透過師生的討論與對話中，教師給予適時的教導，讓學生獲得概念

的學習，在準備活動中，讓幼兒發表與討論自己看過或認識哪些常見的海洋生

物，教師藉由對話的過程，了解幼兒是否已認識了常見的海洋生物，再依幼兒的

認知內容作補充、說明與教導。 

（四）提示教學：採提示策略引導幼兒學習，如：玩闖關遊戲時，提供口頭提示來協助

幼兒了解遊戲規則。第二關「擲骰子」及第三關「海底隧道探險」捉取海洋生物

時，給予口頭提示、動作提示或動作協助等不同層次的提示方式來協助特殊需求

幼兒完成任務，以減少學習上的挫折，建立幼兒自信心。 

（五）直接教學法：將訊息直接傳遞給幼兒，以便能以最高的效率達成明確的教學目標。

在準備活動時，為了讓幼兒認識海洋生物，教師將海洋生物的名稱逐一介紹給幼

兒認識，在玩闖關遊戲前，教師亦直接講解遊戲規則及應注意事項讓幼兒了解，

俾利活動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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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同儕教學法：指運用年齡相近的學生，教導學習能力較弱者的同儕，以獲得學習

效果。在第一關「轉一轉」活動時，若特殊需求幼兒無法說出海洋生物的名稱，

則由同儕先說之後，再由特殊需求幼兒仿說。在第三關「海底隧道探險」活動完

成後，若特殊需求幼兒無法自己核對闖關卡，可請同組的同學指導特殊需求幼兒

完成核對的工作，以減輕其同儕間的競爭壓力，形成共同學習的氣氛。 

（七）多重感官學習：使用一種以上感官管道接收外界訊息（何華國，2004），在學習

環境中，盡可能刺激學生的各種感官功能，藉此提昇學生的吸收能力。本活動在

發表與討論自己看過或認識哪些常見的海洋生物時，以圖片讓幼兒運用視覺記

憶、聽覺來看一看、說一說、或指認海洋生物的名稱，在第三關「海底隧道探險」

捉取海洋生物時，讓幼兒運用視覺、觸覺，來看一看、摸一摸、說出來，等多重

感官學習海洋生物的名稱及數量對應，以強化幼兒的知識吸收能力。 

 

四、課程調整方法分析 

融合教育的實施，教師必須面對個別差異甚大的幼兒來設計課程，因此，如何調整

課程，以因應特殊幼兒與普通幼兒的需求，是融合教育成功的重要關鍵。本活動乃在教

學過程中調整教學內涵，讓幼兒在自然的學習環境下參與團體，與所有幼兒一起體驗生

活與學習，以達到融合教育的目標，課程調整方法分析如下： 

（一）學習內容的調整：指調整教材內容，以符合特殊需求幼兒的個別需求。在本活動中

做了以下的調整： 

1、教材簡化的調整：如：第二關「擲骰子」活動中，若特殊需求幼兒無法在闖關卡上

寫出數字，可調整為蓋數字印章。 

2、教材減量的調整：如：在第三關「海底隧道探險」活動中，捉取數量相符合的海洋

生物時，若特殊需求幼兒無法完成 1-10 的數量對應，可請同組的同學給予口頭或

動作提示，並調整為作 1-5 的數量對應。第四關「比一比」活動時，若特殊需求幼

兒無法同時作大/小、多/少、數的合成、分解的比較時，可調整為只作大/小的比較。 

3、教材替代的調整：在綜合活動與同伴分組創作海洋世界時，若特殊需求幼兒無法創

作，可調整為讓特殊需求幼兒做海洋生物的黏貼工作。 

（二）學習歷程的調整：意指在教學方法的調整。在此教學活動中，為了讓特殊需求幼兒

獲得有效學習，採用了以下策略： 

1、多層次教學：係指在同一領域的教學活動中，同時包含不同程度的學習目標（蔡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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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2006），如：持闖關卡排隊、輪流進行遊戲時，若特殊需求幼兒無法理解遊戲

規則，可請能力較好的同學和特殊需求的幼兒同一組，並以口頭提醒他。在第二關

「擲骰子」時，若特殊需求幼兒無法獨立完成，可請同組的同學給予部份的動作協

助。在綜合活動，發表與討論時特殊需求幼兒若無法清楚發表時，老師可在旁作重

點的口頭提示，並讓特殊需求幼兒自己再說一次。 

2、合作學習：為增加特殊需求幼兒與同儕一起活動的機會，此同儕可以是能力較佳者、

個性熱心者、或與該幼兒互為好朋友。如：在準備活動中，進行分組鑽進海底隧道

中探索「海底隧道」裡的設施時，可請能力較好的同學和特殊需求的幼兒同一組一

起進行探索。 

（三）學習環境的調整：在此教學活動中，進行了物理環境的調整，著重在座位的調整。

如：準備活動的發表與討論自己看過或認識哪些常見的海洋生物時，若特殊需求的

幼兒無法維持較長時間的專注力，可將其坐位調整至教師旁邊坐下。第三關「海底

隧道探險」，進入海底隧道抓取海洋生物種類和數量時，若特殊需求幼兒進入隧道有

困難，可調整為將海洋生物拿到離隧道入口處較近的地方，讓特殊需求幼兒容易拿

取。 

（四）、評量方式的調整：針對特殊需求幼兒的個別差異，進行評量時採取以下策略： 

1、多元與彈性的評量方式：在此教學活動中具有多元與彈性的評量方式，如：口述，

請幼兒發表與討論、問答；實作，觀察，完成學習單…等，老師再從其表現中觀

察是否達到目標。 

2、不同的評量標準：意指進行評量時，對於普通幼兒與特殊需求幼兒有不同的評量標

準。如：準備活動，發表與討論自己看過或認識哪些常見的海洋生物時，若特殊需

求幼兒無法說出海洋生物的名稱，可用圖片讓特殊需求幼兒指認。在操作學習單

時，若特殊需求幼兒無法畫出連線時，老師可先在學習單上畫出虛線，再由特殊需

求幼兒作描畫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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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概念架構圖 

        

 

 

 

 

 

 

 

 

 

 

 

 

 

 

 

※ 課程架構圖說明： 

項目 圖   示         說                  明 

 

1 

 

 

 

 

藍色的圓形及綠色的三角形，代表特殊需求幼兒。 

2  

 

兩個黃色的圓形，代表提供適當的課程以利特殊需求幼兒

學習，幫助特殊需求幼兒站穩學習的腳步。 

3  

 

愛心的圖形，代表教師以愛與尊重的態度接納特殊需求幼

兒。 

 

4 

 

 

 

愛心的兩側，代表以愛心為基楚，經由教學策略與課程調

整的實施，提供特殊需求幼兒一對隱形的翅膀，讓這些折

翼的天使能發揮潛能，自在的翱翔。 

 

 

準備活動： 

引起動機 

發展活動： 
海底隧道 
闖關遊戲 

課程調整 

好玩的

海底 
隧道 

教學方法 

綜合活動： 
統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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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學流程圖 

 

 

 

 

 

 

 

 

 

 

 

 

 

 

 

 

 

 

 

 

 

 

 

 

 

 

 

 

 

 

 

準

備

活

動 

1、引起動機 
2、討論與發表認識的海洋生物 

3、探索「海底隧道」。 

4、操作學習單 

第一關：「轉一轉」 

轉動「旋轉盤」，說出所指的海洋生

物名稱 

第二關：「擲骰子」 

擲骰子，說出所擲出骰子的數量，並在闖關卡

上寫出來。 

 

 
 
發 
 
 
 
 
展 
 
 
 
 
 
活 
 
 
 
 
 
動 

第三關：「海底隧道探險」 

持手電筒進入海洋隧道探險，並抓取闖關卡紀錄的生物

種類和數量 

第四關：「比一比」 

依實際所抓到的海洋生物作大/小、多/少的比較或作數的合成、

分解的練習 

綜 
合 
活 
動 

1、發表與討論活動心得。 
2、自由創作：海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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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學活動設計 

主要領域 認知領域 相關領域 精細動作、粗大動作、語言溝通、社會 

活動名稱 好玩的海底隧道 教學時間 100 分鐘 

適用年級 幼兒園混齡融編班(2 歲~6 歲) 設計者 陳柔穎、吳錦雲、林芳嘉 

 

 

教學目標 

1、認識常見的海洋生物。 

2、學習數量的對應及比較的概念。 

3、運用「海底隧道鑽籠」促進身體的協調能力。 

4、培養輪流、延緩等待的能力。 

5、養成團隊合作的精神。 

活       動     目        標 普通幼兒 特殊幼兒 

1-1.能說出常見的海洋生物名稱（如：魚、螃蟹、烏龜、章魚、蝦）。 ● ● 

1-2 能完成「可愛的海洋生物」學習單。 ● ● 

2-1 能作 1-10 的數量對應。 ●  

2-2 能作大/小或多/少的比較。 ● ● 

2-3 能作數的合成或分解。 ●  

3-1 能獨立擲骰子。 ● ● 

3-2 能獨立鑽海底隧道鑽籠。 ● ● 

4-1 遊戲能排隊、輪流、具延緩等待的能力。 ● ● 

5-1 能與同伴共同合作，進行遊戲 ● ● 

5-2 能與同伴共同合作創作海洋世界。 ● ● 

教學資源 海底隧道教具（自製教具，如圖一） 

活動目標 教   學   流   程 教學

時間 

評量方式 

 

1-1 能說出

常見的海洋

生物名稱

（如：魚、

螃蟹、烏

龜、章魚、

蝦）。 

一、準備活動：神奇的海洋世界 

1、展示自製教具「海底隧道」引起幼兒學

習動機。 

2、教師逐一介紹「海底隧道」中的海洋生

物名稱。 

3、幼兒發表與討論自己看過或認識哪些常

見的海洋生物。 

4、分組鑽進海底隧道中，探索「海底隧道」

 

30 分 

 

 

 

 

 

 

 

透過發表與討論，觀察

幼兒是否能說出常見的

海洋生物名稱（如：魚、

螃蟹、烏龜、章魚、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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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能完成

「可愛的海

洋生物」學

習單。 

 

 

 

 

 

 

 

 

 

 

 

5-1 能與同

伴共同合

作，進行遊

戲 

 

4-1 遊戲時

能排隊、輪

流、具延緩

等待的能

力。 

 

 

 

 

裡的設施，並看一看隧道裡有哪些海洋的

生物。 

5、操作學習單： 

（1）可愛的海洋生物（如附件一）。 

（2）有幾隻海洋生物（如附件二）。 

 

 

 

 

 

 

 

 

 

 

 

二、發展活動：海底隧道探險- 

-闖關遊戲。 

（一）教師先講解遊戲規則及應注意事項

後，發給每位幼兒闖關卡（附件三）。 

（二）請幼兒分成 2 人 1 組持闖關卡，排隊

輪流進行遊戲。 

 

 

 

 

1、第一關「轉一轉」：幼兒各先轉動海洋

生物「旋轉盤」，並依指針停留的區塊說

出其所指的海洋生物名稱，之後在闖關

卡上圈出來（如：螃蟹）。 

 

 

 

 

 

 

 

 

 

 

 

 

 

 

 

 

 

 

 

 

50 分 

 

 

 

 

 

 

 

 

 

 

 

 

 

 

 

 

由幼兒實際操作中，檢

驗幼兒是否能完成學習

任務。 

 

 

 

 

 

 

 

 

 

 

 

 

透過實際操作，觀察幼

兒是否能與同伴共同合

作，進行遊戲。 

 

 

透過實際操作，觀察幼

兒是否在遊戲時能排

隊、輪流具延緩等待的

能力。 

 

 

 

 

 

◆發表與討論時若特殊需求幼兒無法說出

海洋生物的名稱，可用圖片讓特殊需求

幼兒指認。 

◆發表與討論時，若特殊需求的幼兒無法

維持較長時間的專注力，可將其坐位調

整至教師旁邊坐下。 

◆進行分組鑽進海底隧道中時，可請能力

 

 

◆排隊、輪流等待時，若特殊需求幼兒無法

理解遊戲規則，可請能力較好的同學和特

殊需求的幼兒同一組，並以口頭提醒他。 

◆若特殊需求幼兒無法說出海洋生物的名稱，

可請同儕先說，再由特殊需求幼兒仿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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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能獨立

擲骰子。 

 

 

 

 

 

 

 

 

3-2 能獨立

鑽海底隧道

鑽籠。 

 

2-1能作1-10

的數量對

應。 

 

 

 

 

 

 

 

 

 

 

 

 

 

 

 

2、第二關「擲骰子」：幼兒各擲骰子，說

出所擲出骰子的數量，並在闖關卡上寫

出來。 

 

 

 

 

 

 

 

3、第三關「海底隧道探險」：幼兒 2 人一起

各持手電筒進入海底隧道探險，並抓取闖

關卡紀錄的海洋生物種類和數量（如：5

隻螃蟹），抓到所選定之生物種類與數量

後，從隧道後端走出，並自己核對闖關卡

看看抓對了嗎？ 

 

 

 

 

 

 

 

 

 

 

 

 

 

 

 

 

 

 

 

 

 

 

 

 

 

 

 

 

 

 

 

 

 

 

 

 

 

 

 

 

 

 

 

 

 

 

 

 

透過實際操作，觀察幼

兒是否能獨立擲骰子。 

 

 

 

 

 

 

 

 

透過實際操作，觀察幼

兒是否能獨立鑽海底隧

道鑽籠。 

 

透過實際操作，觀察幼

兒是否能作 1-10 的數量

對應。 

 

 

 

 

 

 

 

 

 

 

 

 

 

 

◆擲骰子時，若特殊需求幼兒無法獨立完成，

可請同組的同學給予部份的動作協助。 

◆若特殊需求幼兒無法在闖關卡上寫出數

字，可調整為蓋數字印章。 

 

◆進入海底隧道抓取海洋生物種類和數量

時，若特殊需求幼兒進入隧道有困難，可

調整為將海洋生物拿到離隧道入口處較

近的地方，讓特殊需求幼兒容易拿取。 

◆鑽海底隧道籠鑽時，若特殊需求幼兒無

法獨立完成，可請同組的同學給予部份

的動作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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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能作大/

小或多/少

的比較。 

 

2-3 能作數

的合成或分

解。 

 

 

 

 

 

 

5-2 能與同

伴共同合作

創作海洋世

界。 

 

 

 

 

 

 

 

 

4、第一關至第三關通過者，玩戳戳樂一次。 

5、第四關「比一比」： 

（1）中班：2 位幼兒依實際所抓到的海洋

生物作大/小或多/少的比較。 

（2）大班：2 位幼兒依實際所抓到的海洋

生物，作數的合成或分解的練習（如

1 位小朋友抓 4 隻，另一位小朋友抓

3 隻，相加或相減各是幾隻）。 

※以上步驟可依幼兒能力，彈性增減。 

 

 

 

 

 

6、幼兒全部順利過關者，再玩戳戳樂一次。 

三、綜合活動：海洋世界 

1、發表與討論活動心得。 

2、分組創作：海洋世界 

 

 

 

 

 

 

 

 

 

 

 

 

 

 

 

 

 

 

 

20 分 

 

 

 

 

透過實際操作，觀察幼

兒是否能作大/小或多/

少的比較。 

 

透過實際操作，觀察幼

兒是否能作數的合成或

分解。 

 

 

 

 

 

 

透過實際操作，觀察幼

兒是否能與同伴共同合

作創作海洋世界。 

 

 

 

 

 

 

 

◆發表與討論時特殊需求幼兒若無法清楚

發表時，老師可在旁作重點的口頭提示，

並讓特殊需求幼兒自己再說一次。 

◆與同伴分組創作海洋世界時，若特殊需求

幼兒無法創作，可調整為讓特殊需求幼兒

做海洋生物的黏貼。 

◆若特殊需求幼兒無法同時作大/小、多/少、

數的合成、分解的比較，可調整為只作大

/小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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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學評量 

 
◆幼兒姓名：(普通幼兒) 

 
活     動     目     標 

 
評量方式 

未 
發 
展 

發 
展 
中 

熟 
 
練 

1-1.能說出常見的海洋生物名稱（如：

魚、螃蟹、烏龜、章魚、蝦）。 

透過發表與討論，觀察幼兒是否能說出常

見的海洋生物名稱（如：魚、螃蟹、烏龜、

章魚、蝦）。 

   

1-2 能完成「可愛的海洋生物」學習單。 由幼兒實際操作中，檢驗幼兒是否能完成

學習任務。 
   

2-1 能作 1-10 的數量對應。 透過實際操作，觀察幼兒是否能作 1-10

的數量對應。 
   

2-2 能作大/小或多/少的比較。 透過實際操作，觀察幼兒是否能作大/小或

多/少的比較。 
   

2-3 能作數的合成或分解。 透過實際操作，觀察幼兒是否能作數的合

成或分解。 
   

3-1 能獨立擲骰子。 透過實際操作，觀察幼兒是否能獨立擲骰

子。 
   

3-2 能獨立鑽海底隧道鑽籠。 透過實際操作，觀察幼兒是否能獨立鑽海

底隧道鑽籠。 
   

4-1 遊戲能排隊、輪流、具延緩等待的

習慣。 

透過實際操作，觀察幼兒是否在遊戲時能

排隊、輪流、具延緩等待的能力。 

   

5-1 能與同伴共同合作，進行遊戲 透過實際操作，觀察幼兒是否能與同伴共

同合作，進行遊戲。 
   

5-2 能與同伴共同合作創作海洋世界。 透過實際操作，觀察幼兒是否能與同伴共

同合作創作海洋世界。 
   

＊未發展-表示該行為未發展或表現 ＊發展中-已發展或表現該行為＊熟練-常常表現該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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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兒姓名：(特殊需求幼兒) 

活     動     目     標 評量方式 4 3 2 1 0 

1-1.能說出常見的海洋生物名

稱（如：魚、螃蟹、烏龜、

章魚、蝦）。 

透過發表與討論，觀察幼兒是否能說出常

見的海洋生物名稱（如：魚、螃蟹、烏龜、

章魚、蝦）。 

     

1-2 能完成「可愛的海洋生物」

學習單。 

由幼兒實際操作中，檢驗幼兒是否能完成

學習任務。 

     

2-1 能作 1-10 的數量對應。 透過實際操作，觀察幼兒是否能作 1-10 的

數量對應。 
     

2-2 能作大/小或多/少的比較。 透過實際操作，觀察幼兒是否能作大/小或

多/少的比較。 
     

2-3 能作數的合成或分解。 透過實際操作，觀察幼兒是否能作數的合

成或分解。 
     

3-1 能獨立擲骰子。 透過實際操作，觀察幼兒是否能獨立擲骰

子。 
     

3-2 能獨立鑽海底隧道鑽籠。 透過實際操作，觀察幼兒是否能獨立鑽海

底隧道鑽籠。 
     

4-1 遊戲能排隊、輪流、具延

緩等待的習慣。 

透過實際操作，觀察幼兒是否在遊戲時能

排隊、輪流、具延緩等待的能力。 

     

5-1 能與同伴共同合作，進行

遊戲 

透過實際操作，觀察幼兒是否能與同伴共

同合作，進行遊戲。 

     

5-2 能與同伴共同合作創作海

洋世界。 

透過實際操作，觀察幼兒是否能與同伴共

同合作創作海洋世界。 

     

評量標準： 

0：不會或沒反應，1：能完成 25﹪，2：能完成 50﹪， 3：能完成 75﹪，4：每次都做到 。 

 

伍、教學說明（含特色）與注意事項 

一、確定幼兒的現況能力：融合教育實施的困境之一是，教師在課程設計及教學方法上，

無法同時滿足班上普通幼兒與特殊幼兒不同的需求，因此；在教學前需預先分析幼

兒的現況能力，教學過程中亦需持續評估幼兒的學習狀況，以不斷修正教學目標與

教學方法，並視幼兒個別的能力差異，幫幼兒搭不同程度的鷹架，以達到個別化教

育的目標。 

二、積極的回饋及增強：善用回饋與增強的策略，可提高幼兒的學習意願與興趣，增強

的方式除了以實質的增強物獎勵幼兒外，活動的過程中，當幼兒出現好的行為或達

到學習目標時，亦可用積極性的回饋來鼓勵幼兒，如：個別的口頭讚賞、摸摸頭、

抱一抱，或在大眾的面前公開讚美幼兒…等，以強化幼兒正向的行為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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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供重複練習的機會：一個教學活動的進行，往往同時包含數個操作步驟或學習任

務，當特殊需求幼兒無法在預定的時間內完成學習任務時，教師可在活動前先讓特

殊需求幼兒做事先的練習，或活動結束後給予個別的時間，提供特殊需求幼兒作重

複練習的機會，以減低挫折感，建立學習的信心。 

四、學習區的延伸學習：幼兒園的「學習區」是教師依照幼兒的興趣、能力，事先規劃

的多樣性學習環境，幼兒可依自己的發展階段、興趣和能力選擇學習區。在幼兒園

中學習區的學習是最能尊重及滿足幼兒個別差異的學習方式，教學活動進行的期

間，教師可將教學活動相關的教材、教具、圖書、玩具、學習單…等佈置於學習區

中，供幼兒自由操作與學習，再經由老師適時的引導，而達到學習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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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教學專業活動紀錄 

            教   學   專   業   活   動   紀   錄 
 
 
 
 
 
 
 
 
 
 
 
 
 
 

 
 
 
 
 
 
 
 
 
 
 
 

 
圖一：海底隧道教具（自製教具） 

 
圖二： 轉動海洋生物「旋轉盤」，並依指

針停留的區塊說出其所指的海洋
生物名稱。 

  
 
 
 
 
 
 
 
 
 
 

 
圖三：擲骰子，說出所擲出骰子的數量。 

 
圖四：幼兒 2 人一起各持手電筒進入海底

隧道探險 

 
 
 
 
 
 
 
 
 
 
 
 
 

 
 
 
 
 
 
 
 
 

 
圖五：抓取闖關卡紀錄的海洋生物種類和

數量 

 
圖六：闖關成功的幼兒，可玩戳戳樂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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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學習單（附件一） 

 

可愛的海洋生物學習單---1 

小朋友請將下列海洋生物與名字連連看？ 
 

                   ●                 ● 

 

 

 

       ●                   ● 

 

 

 

        ●                  ● 

 

 

 

                   ●                  ● 

 

  

 

        ●                  ● 

 

 

魚 

烏龜 

蝦 

螃蟹 

章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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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學習單（附件一） 

可愛的海洋生物學習單---2 

小朋友請將下列相同的海底生物（真實的照片與卡通圖案）連連
看？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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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學習單（附件二） 

有幾隻海洋生物學習單---1 
 

小朋友數數看各有幾隻？共有幾個點？連連看？ 
 

  ●                     ● 

 

 

 

                  

 

                 ●                         ● 

                                 ●                             

 

                 

 

                 ●                        ● 

 

 

 

 

                 

                 ●                        ● 

 

 

 

 

                ●                         ● 
 
 

 

 

 

 

 

4 

2 

3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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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學習單（附件二） 

 

有幾隻海洋生物學習單---2 
 
小朋友數數看有幾隻魚？幾隻章魚？幾隻螃蟹？幾隻魚？幾隻烏
龜？請將答案寫在框框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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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海底隧道探險闖關卡（附件三） 

 

 

海底隧道探險闖關卡 
第一關 

「轉一轉」： 

請把轉到的海

洋生物圈起來 

 

 

 

 

    通過章 

第二關 

「擲骰子」： 

請把你擲出的

骰子數量寫下

來，或蓋數字印

章 

     通過章 

第三關 

「海底隧道探

險」： 

請自己看看，抓

對了嗎？ 

請老師幫你打

勾 

     通過章（恭

喜你通過

了，可玩戳

戳樂一

次。） 

第四關 

「比一比」： 

請把比較的結

果記下來 

大/小、多/少、

合起來有幾

隻、減掉剩幾隻 

     通過章（恭

喜你通過

了，可再玩

戳戳樂一

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