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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年度特殊教育教學示例 

國小身心障礙教育特殊需求教學設計－我的情緒小管家 

澎湖七美國小 張又云老師 

 

壹、設計理念 

在教室裡，有些孩子常常在課堂中公然反抗老師或不聽指令，而且經常與同學或老

師鬥嘴，故意說反話，把過錯歸咎於他人，就像一隻憤怒的刺蝟 (孟瑛如 2013)。這些

不適當的行為是孩子們表達與因應自己某種情緒的表現，我們透過適當的自我情緒控制

步驟，讓學生們能夠在情緒產生時，做適當的自我控制。這個單元的課程一共規劃五節

課，以遊戲的方式融入社會技巧的課程讓學生們在遊戲過程中學習與自己的情緒對話。 

 

貳、教學分析 

一、教材分析 

    在國小的階段，正好是孩子們發展同儕友誼的關鍵時期，生活重心逐漸由家庭轉移

至學校和同儕之間 (楊寶玉，2005)。透過與同儕之間的互動，他們能夠學習如何與他

人相處並獲得不同的價值觀。而人際互動的第一步是「認識彼此」，因此學生在互動的

過程中必須先認識他人，且能夠在適當的情境之下打招呼，維持良好的互動關係。 

    另外，許多身心障礙學生在負面情緒產生時，無法察覺與表達自己的情緒，因此在

教導學生能夠處理自己的負向情緒前，學生應具備認識與表達自己情緒的能力。

 

很高興認識你

‧透過自我介
紹的活動來
加深教學者
與學生及同
儕之間的認
識

我的心情自己說

‧每個學生對於自
己情緒的察覺與
感受都有不同的
表達方式，以結
構化的方式協助
學生表達自己的
情緒

我的情緒小管家

‧透過適當的
自我情緒控
制步驟，讓
學生們能夠
在情緒產生
時，做適當
的自我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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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能力分析 

    本單元教學對象為三位國小資源班中年級自閉症學生，以下將針對個別學生的情緒

與人際關係、溝通能力以及認知與學業能力做說明： 

(一) 小婷 

1. 情緒與人際關係： 

    與同學之間的相處上，除了認知能力的影響之外並未有太大的問題，大致上都能夠

與同學和睦相處，也能夠主動尋求加入活動。但情緒的部分易受到外在環境影響，且挫

折忍受度低，遇到挫折以及參與不熟悉的活動時，會以哭鬧的方式來表示不願意，嚴重

的時候甚至會有嘔吐的情況發生。情緒的起伏落差大。 

2. 溝通能力： 

  說話時的語詞貧乏，且不太能夠做適當的描述。在具有信心的學習活動上，會主動

發表，但多數的情況下是怯於表達，且表達時會有部分口齒不清的情形。上課時的配合

度及表達意願會受到情緒的影響，較不穩定。學習較為被動，需要多給予鼓勵。 

3. 認知與學業能力： 

  在認知的部分，小婷的注意力較短暫，且常有衝動性思考的行為發生。對於文字的

理解部分也有困難，無法說出語詞及語句的涵義，教學時需搭配圖片或具體物來協助理

解；在學業能力的部分，識字量較少，且缺乏文句書寫的能力，握筆及運筆的能力差。

數學學習的能力整體來說無法跟上同儕的學習速度，概念的部分能力也不佳，需要具體

物或圖卡的教學協助。 

(二) 小丞 

1. 情緒與人際關係： 

  小丞是個個性較為溫和的學生，與同儕之間的相處融洽，但較為被動且安靜，在班

上大多是獨自行動。在情緒的部分，因為個性較固執，會因為一些事情而有產生激動的

情緒，說話較為急促。 

2. 溝通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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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備基礎的日常生活口語表達能力，當他有自己的想法時，能夠完整的表達，但用

字遣詞較為冗長或語句不通順。偶爾有訪說的情形，或是說話時錯用代名詞。與他人溝

通時，缺乏眼神注視。 

3. 認知與學業能力： 

  在認知的部分，小丞有注意力短暫且渙散的情形，上課時，他會靜靜的聽課，看似

分心，沒有在聆聽課程的內容，但其實過一會兒會發現，他有在想老師問的問題，當他

想到要回答時，往往已經過了回答問題的最佳時機。對於抽象文字的理解有困難，且思

考的方向較為僵化；而學業能力的部分，識字量多且能夠造詞，但在握筆、運筆的能力

上較差，以圖像式的方式做文字書寫。數學整體概念較差，抽象的部分需要具體物或圖

卡的教學協助。 

(三) 小軍 

1. 情緒與人際關係： 

  小軍有一個稱號叫做苦瓜臉，是一個反差極大的孩子，許多事情沒有自信，逃避失

敗，經常說：「我不知道、我不會」，且皺著眉頭，看起來很苦惱的樣子。情緒的控制較

不穩定，容易畏縮及依賴心重。在普通班與同儕之間能夠和睦相處，但較為安靜及被動；

在資源班與同儕之間的互動較多，但容易忽略同儕或周遭他人的感受、還有不當的行為

及話語出現。不懂得如何適當表達自己的情緒以及處理負面的感受。 

2. 溝通能力： 

    口語表達能力還不錯，能夠主動表達自己的想法及意見，但容易出現不適當的用語

及表達方式，對於教學者的指令有的時候無法理解，導致無法正確回答問題，有聲調混

淆的情形。 

3. 認知與學業能力： 

    在認知的部分上，缺乏注意力，對於抽象概念的理解上也有些困難；在學業能力的

部分，國語文能夠獨立閱讀，但會有聲調錯誤的問題，數學部分概念較差，有運算困難

及無法理解題目的問題。在學習的過程中，缺乏學習的動機，當他遇到不擅長的學科內

容時，他會選擇逃避，沒有認真去思考就表示自己沒有辦法完成，或是用其他不願意服

從指令的方式來反抗學習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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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方法分析 

(一) 結構化教學 

    由於三位學生均為自閉症，結構化教學對自閉症學生來說是一種重要的學習方式，

教學者利用視覺提示(圖卡、句條、劇本等教具)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二) 直接教學法 

  教學者運用社會技巧訓練方式來教導學生處理自己的負向情緒，大致可分為以下五

個步驟：1.引起動機－問題討論、2. 教學步驟－聰明小法寶、3. 角色扮演－劇場設計、

4. 技能練習－遊戲介入、5. 分享回饋與討論。 

(三) 遊戲情境的介入 

  利用不同遊戲的功能層次，帶入社會技巧課程中，教學者運用的遊戲類型如下 (引

自賴麗珍，2010)： 

1. 輪流遊戲－讓學生清楚了解遊戲規則並知道在進行遊戲時必須能夠等待及輪流。 

2. 團體遊戲－利用團體遊戲的進行能夠讓學生在遊戲的情境中展現真實的反應，並從

中協助學生察覺自己情緒反應並學習做適當的處理。 

3. 裝扮遊戲－透過裝扮遊戲的進行，學生能利用想像力及實際演出來呈現家庭或學校

的生活，並從中進行社會技巧技能的演練。 

(四) 運用正向且具體的社會性增強 

    在教學的過程中，除了代幣制度的應用之外，以正向的語言具體告訴學生表現好的

地方，讓學生能夠知道自己的表現情形。 

 

  



5 

參、教學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我的情緒小管家(處理負向情緒) 適用年級 中年級 

教材版本 自編教材(參考 SUPER SKILLS) 教學時間
共 200 分鐘 

(共五節課，每節 40 分鐘) 

設 計 者 張又云 指導教授 王欣宜教授 

教學準備 白板、增強版、教具條、氣球、角色牌、劇本、電影拍板、桌遊 

學習目標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1. 能察覺自己的情緒並做簡單

的表達 

1-1 能適當的語詞表達自己的情緒 

1-2 能在不同情境下運用適當的情緒語詞

1-3 能說出「我覺得現在____(心情)」 

2. 能運用適當的方式處理負向

情緒 

2-1 能在負向情緒產生時安靜五秒鐘 

2-2 能做出深呼吸的動作 

2-3 能說出兩項處理負面情緒的方法 

2-4 能在負向情緒出現時運用適當的方法 

3. 能夠積極參與課程且與同儕

互動 

3-1 能在課程中認真參與 

3-2 能回答教師的提問且在發言前舉手 

3-3 能與同儕之間互相合作協助 

3-4 能在進行活動時等待且輪流 

對應課程

綱要之能

力指標 

各領域之能力指標 融入議題及其能力指標 

【特殊需求領域-社會技巧】 

1-1-1-1 能分辨自己基本的正向

或負向情緒 

1-1-1-2 能表達自己基本的正向

或負向情緒 

1-1-1-4 能嘗試處理自己的負向

情緒 

【綜合活動領域】 

1-2-1-1 能從參與各類活動中覺

察自己會做的事，了解自己的優

點。 

1-2-1-5 能從參與活動過程中，接

受自己的限制。 

1-2-3-4 能運用適當方式處理自

己與他人相處的情緒。 

【人權教育議題】 

1-1-1 探索並分享對自己以及與自己相關

人事物的感受。 

1-3-1 欣賞並接納他人。 

1-3-5 覺察生命的變化與發展歷程。 

3-1-2 體會團隊合作的意義，並能關懷團

隊的成員。 

3-2-2 參與各類自治活動，並養成自律、

遵守紀律與負責的態度。 

3-3-1 以合宜的態度與人相處，並能有效

的處理人際互動的問題。 

【生涯發展教育議題】 

2-2-7 能參與簡易的短劇表演。 

6-1-1 樂於參與各種課堂練習活動。 

6-1-2 樂於回答老師或同學所提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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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目

標編號 
教學內容 時間 

評量 
方式 

教材教具

3-1 

3-2 

3-4 

【第一節課】 

一、引起動機 

(一)暖身活動 

    準備教材教具、點名、說明增強制度、打招呼 

3 分鐘 口頭

評量 

增強板 

 

1-2 

3-1 

3-2 

3-4 

(二)問題討論 

    拿一個氣球，吹氣直到快要脹破為止。問學生們

如果繼續吹氣球，會發生什麼事情?告訴他們生氣的

時候就像氣球一樣，會一直累積越來越大，這時候我

們要停下來，然後想辦法讓氣球慢慢的消氣，接下來

的幾節課我們要一起來練習處理不好的情緒。 

1. 以大雄生氣的情境圖片來請學生思考，生氣的時

候會怎麼樣? 

2. 每個人生氣的時候都會有不一樣的表現，你呢?

當我們生氣的時候，可以怎麼做? 

7 分鐘 口頭

評量 

、 

觀察

評量 

氣球 

情境圖片

情緒卡 

 

2-1 

2-2 

2-3 

2-4 

3-1 

 

二、發展活動 

(一)聰明小法寶 

    處理負向情緒時的五個步驟---不開心的時候，

可以怎麼做： 

1. 停。（心中數到３） 

2. 深呼吸。 

3. 吐氣。 

4. 心裡想：「發生了什麼事情？」 

5. 做計劃： 

A. 等它過去 

B. 請求協助並說出自己的感覺 

C. 離開現場 

D. 找事情做 

15 分鐘 實作

評量 

聰明小法

寶步驟條

 

3-1 

3-3 

3-4 

(二)深呼吸的練習 

    烏龜長壽的秘密，每一次的吸氣吐氣時間越長，

5分鐘 實作

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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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目

標編號 
教學內容 時間 

評量 
方式 

教材教具

可以幫助我們冷靜而且更長壽，請學生盤腿坐好，準

備練習深呼吸與吐氣。 

1. 深呼吸(吸氣肚子凸出來五秒鐘) 

2. 吐氣(肚子縮進去數到五秒鐘) 

1-1 

1-2 

1-3 

3-1 

3-2 

 

三、綜合活動  

(一) 分享與回饋 

     教師針對課程中每一位學生的表現做說分析，

且請他們分享課程中的心得感想或感受，並對於學生

好的表現做增強，待加強的部分做說明。 

(二) 複習今天的聰明小法寶。 

【第一節課結束】 

10 分鐘 口頭

評量 

增強版 

增強物 

聰明小法

寶步驟條

 

3-1 

3-2 

3-4 

【第二節課開始】 

一、引起動機 

(一)暖身活動 

    準備教材教具、點名、說明增強制度、打招呼 

3 分鐘 口頭

評量 

增強板 

 

2-1 

2-2 

2-3 

 

(二)複習聰明小法寶步驟 

    處理負向情緒時的五個步驟---不開心的時候，

可以怎麼做： 

1. 停。（心中數到３） 

2. 深呼吸。 

3. 吐氣。 

4. 心裡想：「發生了什麼事情？」 

5. 做計劃： 

A. 等它過去 

B. 請求協助並說出自己的感覺 

C. 離開現場 

D. 找事情做 

5 分鐘 口頭

評量 

、 

實作

評量 

聰明小法

寶步驟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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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目

標編號 
教學內容 時間 

評量 
方式 

教材教具

2-1 

2-2 

2-3 

2-4 

3-1 

3-2 

 

二、發展活動 

(一)哆啦 A夢劇場(角色扮演)  

1.依照不同的情境圖片，請學生利用聰明小法寶裡 

面的步驟及計畫為生氣的大雄想一想解決的方法。

★場景：大雄進到教室之後，發現他桌子上的鉛 

筆盒不見了。 

★角色：大雄、小夫、靜香、導演 

2.教師示範-大雄發現鉛筆盒不見後生氣的樣      

子以及適當處理自己負向情緒的方式。 

3.學生模仿並練習劇本台詞-(教師事前可將每人 

的劇本中，該腳色的對話用螢光筆畫出) 

20 分鐘 

 

 

實作

評量 

 

電影拍板

角色牌 

情境圖片

道具(鉛筆

盒、玩具)

 

 

2-4 

 

(二)哆啦 A夢劇場(進行演出) 

    請學生各自扮演不同的腳色，將劇本內容以戲劇

的方式呈現，並將主角如何處理負向情緒的方式表現

出來。 

5 分鐘 實作

評量 

 

電影拍板

角色牌 

情境圖片

道具(鉛筆

盒、玩具)

1-1 

1-2 

1-3 

3-1 

3-2 

 

三、綜合活動 

(一)教師針對今天課程中學生好的表現給予增強 

    分別對每一位學生在戲劇中的表現做分析說

明，也請他們分享課程中的心得感想或感受，並對於

學生好的表現做增強，待加強的部分做說明。 

(二)複習今天的聰明小法寶。 

【第二節課結束】 

7 分鐘 口頭

評量 

增強版 

增強物 

聰明小法

寶步驟條

3-1 

3-2 

3-4 

【第三節課開始】 

一、引起動機 

(一)暖身活動 

    準備教材教具、點名、說明增強制度、打招呼 

3 分鐘 口頭

評量 

增強板 

 

2-1 

2-2 

2-3 

 

(二)複習聰明小法寶步驟 

    處理負向情緒時的五個步驟---不開心的時候，

可以怎麼做： 

1. 停。（心中數到３） 

5 分鐘 口頭

評量 

、 

實作

評量 

聰明小法

寶步驟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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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目

標編號 
教學內容 時間 

評量 
方式 

教材教具

2. 深呼吸。 

3. 吐氣。 

4. 心裡想：「發生了什麼事情？」 

5. 做計劃： 

A. 等它過去 

B. 請求協助並說出自己的感覺 

C. 離開現場 

D. 找事情做 

2-1 

2-2 

2-3 

2-4 

3-1 

3-2 

 

二、發展活動 

(一)哆啦 A夢劇場(角色扮演)  

1.依照不同的情境圖片，請學生利用聰明小法寶裡 

面的步驟及計畫為生氣的大雄想一想解決的方法。

★場景：放學回家之後，大雄不寫作業一直在玩 

  ，媽媽很生氣的罵他 

★角色：大雄、小夫、靜香、導演 

2.教師示範-大雄被媽媽罵之後如何應用聰明小法寶

  適當處理自己負向的情緒。 

3.學生模仿並練習劇本台詞-(教師事前可將每人 

的劇本中，該腳色的對話用螢光筆畫出) 

20 分鐘 

 

 

實作

評量 

 

電影拍板

角色牌 

情境圖片

道具(鉛筆

盒、玩具)

 

 

 

2-4 

 

(二)哆啦 A夢劇場(進行演出) 

    請學生各自扮演不同的腳色，將劇本內容以戲劇

的方式呈現，並將主角如何處理負向情緒的方式表現

出來。 

5 分鐘 實作

評量 

 

電影拍板

角色牌 

情境圖片

道具(鉛筆

盒、玩具)

1-1 

1-2 

1-3 

3-1 

3-2 

 

三、綜合活動 

(一)教師針對今天課程中學生好的表現給予增強 

    分別對每一位學生在戲劇中的表現做分析說

明，也請他們分享課程中的心得感想或感受，並對於

學生好的表現做增強，待加強的部分做說明。 

(二)複習今天的聰明小法寶。 

【第三節課結束】 

7 分鐘 口頭

評量 

增強版 

增強物 

聰明小法

寶步驟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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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目

標編號 
教學內容 時間 

評量 
方式 

教材教具

3-1 

3-2 

3-4 

【第四節課開始】 

一、引起動機 

(一)暖身活動 

    準備教材教具、點名、說明增強制度、打招呼 

3 分鐘 口頭

評量 

增強板 

 

2-1 

2-2 

2-3 

 

(二)複習聰明小法寶步驟 

    處理負向情緒時的五個步驟---不開心的時候，

可以怎麼做： 

1. 停。（心中數到３） 

2. 深呼吸。 

3. 吐氣。 

4. 心裡想：「發生了什麼事情？」 

5. 做計劃： 

A. 等它過去 

B. 請求協助並說出自己的感覺 

C. 離開現場 

D. 找事情做 

3 分鐘 口頭

評量 

、 

實作

評量 

聰明小法

寶步驟條

 

3-1 

3-2 
二、發展活動 

(一) 說明今天玩遊戲必須遵守的規則 

1.要一起玩(不能夠中途而廢) 

2.提醒學生，在遊戲中一定有輸贏，如果不如意的時

候能夠依照聰明小法寶的步驟，適當的處理自己的情

緒，能夠得到點數。 

2 分鐘 

 

觀察

評量 

 

3-1 

3-2 

 

(二) 說明遊戲玩法-【閃靈快手】 

1.猜拳決定順序，順時針進行 

2.輪到該玩家的時候，將場中央的排庫翻一張牌，放

到讓所有人都可以看到的位置 

3.所有人必須搶該任務中的模型 

4.搶到的玩家即可獲得該任務牌 

5.搶錯的玩家必須給搶對的玩家一張牌 

2 分鐘 

 

觀察

評量 

桌遊【閃靈

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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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目

標編號 
教學內容 時間 

評量 
方式 

教材教具

6.獲得越多任務牌的人獲勝 

1-1 

3-3 

3-4 

 

(三) 遊戲的進行 

    遊戲時請學生遵守遊戲規則，教學者隨時觀察學

生的情緒反應，提醒他們並協助以適當的方式處理自

己的負向情緒。 

20 分鐘 

 

實作

評量 

桌遊【閃靈

快手】 

 

1-1 

1-2 

1-3 

3-1 

3-2 

 

三、綜合活動 (分享與回饋) 

(一)教師針對今天課程中學生好的表現給予增強 

    針對遊戲過程中每一個人的表現增強，且說明表

現好與待加強的部分，請學生表達出自己的情緒和感

覺。 

(二)結算增強版 

    將增強的點數換成糖果，並請學生協助收拾場

地。 

【第四節課結束】 

10 分鐘 

 

口頭

評量 

增強版 

增強物 

 

 

 

肆、教學評量 

具體目標 評量方式 備註 

1-1 能適當的語詞表達自己的情緒 口頭評量  

1-2 能在不同情境下運用適當的情緒語詞 口頭評量、實作評量  

1-3 能說出「我覺得現在____(心情)」 口頭評量  

2-1 能在負向情緒產生時安靜五秒鐘 實作評量  

2-2 能做出深呼吸的動作 實作評量  

2-3 能說出兩項處理負面情緒的方法 口頭評量  

2-4 能在負向情緒出現時運用適當的方法 實作評量  

3-1 能在課程中認真參與 觀察評量  

3-2 能回答教師的提問且在發言前舉手 口頭評量、觀察評量  

3-3 能與同儕之間互相合作協助 觀察評量  

3-4 能在進行活動時等待且輪流 觀察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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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學說明（含特色）與注意事項 

一、「我的情緒小管家」教學五步驟 

(一) 引起動機－問題討論 

  第一節課引起動機，運用實物及提問的方式，設計該單元社會技巧教學目標的相關

問題，從中了解學生對於該技能的認識，並引導學生了解該社會技巧技能之概念。 

(二) 教學步驟－聰明小法寶 

  主要的社會技巧技能以簡單且結構化的步驟呈現，，幫助學生在了解該社會技巧技

能之後，能夠運用步驟達到行為訓練的目的。教學者在進行聰明小法寶的教學時，必須

先進行說明及示範，接著請學生覆述該步驟及演練。 

(三) 角色扮演－劇場設計 

  透過情境的安排與角色對話的設計，營造出劇場的氛圍，將該單元社會技巧技能融

入劇本中，使學生在進行角色扮演活動的過程中，能夠練習該單元社會技巧技能的學習

步驟。 

(四) 技能練習－遊戲介入 

  每個單元皆安排兩個遊戲活動，教學者可以針對該單元社會技巧技能、學生的興趣

及能力選擇合適的遊戲。遊戲進行的次數視學生的學習狀況而定，但在遊戲前必須清楚

說明要遵守的遊戲規則。遊戲規則的訂定則是依照學生的行為問題以及社會技巧困難做

設計。在教學中，若學生無法遵守遊戲規則時，教學者會先提醒並給予一次機會，第二

次無法遵守遊戲規則時，將取消當日上課進行遊戲的資格。 

(五) 分享回饋與討論 

    每一節課的最後 7-10 分鐘，進行課程的分享回饋與檢討，共分為三個部分進行，

第一個部分為「複習該社會技巧技能的學習步驟」；第二個部分為「討論該節課學生的

社會技巧表現」教學者會針對個別學生在課程中的正向行為做說明並給予鼓勵，且提出

可以繼續努力的部分；最後一個部分為「具體的增強」，教學者在說明完學生的良好表

現後，會給予社會性增強或代幣制的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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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意事項 

(一) 了解學生社會技巧困難的原因及感興趣遊戲活動 

    國小資源班學生的社會技巧困難並不一定是缺乏該社會技巧，而是在某些外在因素

的影響之下，使他無法表現該有的行為，進而產生許多問題。在教學介入前，可以先了

解學生的家庭背景、父母管教方式、學習狀況及人際關係等等的相關資訊，做行為問題

及社會技巧困難的分析，更能夠針對學生的狀況給予適當的課程設計。另外，    選擇

學生能夠感到興趣的活動甚為重要，在教學介入前可以先了解學生平時喜歡的卡通、遊

戲及休閒活動等等，在設計課程時更能夠掌握學生的需求。 

(二) 遊戲規則依學生的需求做調整 

    進行社會技巧課程的遊戲活動時，需依照學生的能力狀況做遊戲規則的調整，先從

簡易版的開始進行，讓學生對於該遊戲產生興趣及獲得成就感，可以提高他們玩遊戲的

動機。之後學生們對於該遊戲熟悉與了解之後，可以進行原本的遊戲方式或給予進階版

的玩法。 

(三) 教學步驟的內容與長度 

    教學中若要使用社會技巧的教學步驟，可以視學生的社會技巧困難及學習狀況來調

整長度或內容多寡，或著可以循序漸進的給予步驟，非一次呈現全部的內容。 

(四) 善用視覺提示及道具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 

    教學單元目標的步驟時，研究者會以文字搭配圖片的方式給予學生視覺提示，能夠

幫助他們學習與記憶。另外，進行角色扮演活動時，豐富且多樣化的道具可以營造不同

情境，引起學生們的興趣，並產生學習動機。 

  

問題
討論

聰明小
法寶

劇場
設計

遊戲
介入

分享回饋
與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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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教學專業活動紀錄 

教學專業活動紀錄 

  

角色扮演道具 教室上課空間 

 

遊戲規則說明 遊戲情境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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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角色扮演劇本 

 

 

 

 

 

 

 

 

 

 

 

 

 

【場景一】大雄進到教室之後，發現他桌子上的鉛筆盒不見了。 

 (角色：大雄、小夫、哆啦Ａ夢、導演) 

小夫：（偷偷把大雄的鉛筆盒藏起來，覺得很有趣） 

大雄：（走進教室，發現桌上怎麼空空的）「我的鉛筆盒怎麼不見了?」 

小夫：「我不知道喔!沒看到耶!」 

大雄：（看起來很生氣）提醒自己「停，數到 3，然後做深呼吸」 

․接著可以怎麼做呢?  

1. 自己去找找看   

2. 請老師幫忙  

3. 回家再找哆啦 A夢幫忙 

【場景二】小夫帶了自己最喜歡的玩具到學校，卻被同學用壞了。 

  (角色：大雄、胖虎、老師、導演) 

大雄：我今天帶了玩具來喔!有人想要玩嗎? 

胖虎：我想要玩!(小夫把玩具借給胖虎) 

胖虎：(玩到一半) 阿!壞掉了! 

大雄：(很難過)這是我最喜歡的玩具耶! 

胖虎：對不起啦！我不是故意的 

大雄：（覺得很生氣）提醒自己「停，數到 3，然後做深呼吸」想辦法 

․接著可以怎麼做呢?  

1. 請老師幫忙  

2. 回家再找哆啦 A夢幫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