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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摘要】 

主題活動：聖誕節由來、為什麼要過聖誕節 

學 習 區：積木區(積木、鬆散素材搭建)、建構區(泡棉、彩色積木組合、樂高)、語文

區(鬆散素材排列、繪本分享)、娃娃區(服裝秀、生活自理訓練)、數學區(對應、配對、

排列)、美勞區(摺紙、串珠、創意貼) 

體能活動：主要器材《輪胎》雙腳跳、跨跳、左右跳 

繪本分享:聖誕老公公的秘密基地(小宇宙文化出版) 

唱跳律動:拍拍手、心花開、活出愛、動物體操、幸福聖誕 

【主題活動分享】 

    聖誕節給人的感覺是溫暖的、送祝福給別人，在孩子心中是開心的、可以拿到很多

禮物的節日，所以聽到聖誕節快到了是非常開心的心情，在課程裡傳達給彩虹班的聖誕

節是能送祝福給對方的節日，為什麼要過聖誕節?追朔到很久以前聖誕老公公是送禮物給

需要幫助的人，以前的環境及物資沒有現在方便食物這麼多元，出發點也是想延續幫助

需要幫助的人，但是孩子的力量有限決定先給孩子有能力完成的事情，更改成送祝福給

別人，讓原本是等待收禮物的心情變成可以為大家服務的精神，學習手心向下主動給予

才能得到更多收獲。 

    此外，想知道孩子對於聖誕節的感覺是什麼，提到聖誕節是冷冷的、下雪的、麋

鹿、金黃色、白色、綠色、燈泡、鏟雪車…等，接著孩子發問老師說聖誕節快到了，為

什麼我們教室裡面沒有聖誕樹呢?引發孩子的共鳴，所以我們繼續討論該怎麼辦教室才會

有聖誕樹呢?最後決定要自己製作聖誕樹，於是我們一同前往永仁高中運動完開始尋找製

作聖誕樹的材料，看到一堆枯掉的樹枝一起在裡面撿拾許多寶物，樹枝越撿越大讓孩子

面臨抉擇的問題，因為拿回去是一個工程要讓樹枝站起來也需要思考要運用哪些資源，

最後孩子使用刪除法折衷選擇中間大小的樹枝回去，有的孩子也找到木材堆裡不只有樹

枝、樹葉也有果實，他們發現果實很像聖誕樹的飾品也一併帶回學校，下週開始製作聖

誕樹希望能製作出孩子心中的聖誕樹。 

    班群活動-拉雪橇   大肌肉活動-雙腳跳    尋找製作聖誕樹的樹枝 
 

《貼心叮嚀》 

▲上週繪本後彩虹班想要有自己的聖誕樹，週

五已完成囉！但想要讓聖誕樹看起美美的～請

和寶貝家裡找一找可用的吊飾且下週一帶來學

校，一起佈置我們的聖誕樹吧！ 

▲12/12(日)在台南市立文化中心露天舞台舉辦

「YMCA聖誕聯誼會」，白雲班的小朋友當天將

帶來精彩的演出，歡迎大家蒞臨觀賞。 

～家長的分享～ 

 

 

 

 

 

    

              家長簽名： 



不再「跟著孩子生活」，3個練習帶孩子加入大人的世界 

    孩子剛出生到一歲左右的生理需求及不會表達，讓我們必須要時時看顧著孩子，以
免發生危險，但其實孩子是可以「被練習」跟著大人生活的。三個大方向的練習方式，慢
慢引導孩子加入爸爸媽媽的生活。 

    「讓孩子跟著我們生活」這句話乍聽之下好像很合理，但是請爸爸媽媽回想看看：
從孩子出生後，是不是聽到孩子的聲音就會反射性地從床上、沙發上跳起來，立刻去看看
發生了什麼事？是否帶孩子出門，無論去公園、去餐廳用餐，眼睛、耳朵大多時候都盯著
孩子在做什麼？有多久沒有好好坐下來吃完一頓飯？多久沒有好好喝個下午茶？多久沒有
夫妻兩人一起來個小約會了呢？我們因為配合著孩子的生理作息，慢慢的，就變成「跟著
孩子生活」了。 

    當然孩子剛出生到一歲左右的生理需求及不會表達，讓我們必須要時時看顧著孩
子，以免發生危險，但其實孩子是可以「被練習」跟著大人生活的。曾經看過一張照片，
一群外國爸媽在餐廳裡吃著下午茶，而寶寶們都在娃娃車區裡乖乖地睡午覺，這張照片讓
身邊很多已經當父母的朋友羨慕不已呀！Sunny 背包流浪記的知名部落客賴啟文和賴玉婷
夫婦因為熱愛旅遊，在長子 6 個月大時，帶著他遊歷東南亞約 40 天，之後更帶著分別只
有 6 歲、4 歲、2 歲的三個孩子環遊世界 256 天，遊歷了亞洲、非洲、美洲和歐洲！當然
在旅行中必須依照孩子的狀況來安排、調整行程，但爸爸媽媽並沒有因為孩子的加入而放
棄了自己原本想做的事，反而是讓孩子學習來加入爸爸媽媽的生活方式！那要怎麼讓孩子
「被練習」來加入大人生活呢？ 

練習一、原則和底線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原則和底線，面對孩子也是一樣的。有些人面對工作、外人是一
板一眼、說一不二，但回到家，面對孩子的哭鬧、撒嬌總能把自己的原則和底線不斷放寬
加大，久而久之會發現孩子耍小聰明、討價還價的功力愈來愈厲害，哭鬧的方式愈來愈多
變。爸爸媽媽面對孩子的情緒、行為好像都在鬥智，長久下來，在不知不覺中大人的回應
方式可能都會被影響，而以順應孩子的行為在回應。 

    當然可以有適當的彈性範圍，但不是持續被拉寬底線範圍，即使還不會說話表達的
孩子都能從大人的回應和相對的行為裡去不斷的嘗試和挑戰「如何讓大人順應我的行
為」，例如：孩子看到想要的新玩具時，第一次可能在玩具店賴著不走，就得到了新玩
具；第二次賴著不走，但爸爸媽媽也不願意買的時候，可能就會開始大哭，然後就得到新
玩具;第三次可能就會出現比前幾次誇張的方式來試試看是否能達到目的。這時就是看爸
媽的堅持度還是孩子的堅持度高了。 

    上述的例子，其實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慢慢的引導孩子「以合適的」行為、溝通
或表現來獲取想要的目的，當孩子發現並學到只有「合適的」行為才能達到目的時，賴
皮、打滾、生氣、哭鬧……等的負向行為就會被慢慢減弱，因為孩子也學會了用正確的方
式來進行交流和溝通。但堅持需要學習，也很需要家人們一起努力，否則很容易只有媽媽
堅持，旁人放水，那這樣就全盤皆輸了呀！ 

練習二、結果和學會負責 
    孩子玩完玩具後，地上一堆的玩具通常是誰收的？不喜歡吃的東西，耍賴順手地往
地上一丟，是誰清理乾淨的？起床後拖拖拉拉所以上學遲到了，老師會對誰說以後盡量不
要遲到唷？除了技能和知識外，更應該讓孩子從日常生活中，學會承擔結果和負責。我們
來舉些例子吧！ 



    有些孩子在玩的過程中，會把玩具丟來丟去，也不是在收拾玩具，然後再看看大人
的反應。為什麼會這樣？有時是因為大人面對「丟」這個動作，出現的反應對孩子來說很
有趣（即便是生氣的反應），這個「有趣」就會驅使孩子去做「丟玩具」這個行為。但從
另一方面來討論，也是因為孩子在丟完玩具後，大多時候是爸爸媽媽帶著、硬拉著孩子或
家長們自己收拾，所以孩子並沒有因為他亂丟東西而需要負責任何事情，反而得到了他覺
得大人「有趣的反應」的回饋，因而讓這個行為不斷的出現。 

    沒有家長喜歡一直叨唸，也沒有家長喜歡一直幫孩子善後收拾。利用不需要發飆生
氣、不需要碎碎念的「體驗式學習」來試試。玩具玩完就是要自己收拾、在餐桌上就是要
坐餐椅吃完才能離開、坐車就是需要在安全座椅上，讓孩子了解「規矩就是規矩」，沒有
盧的空間，但同時大人也必須要說話算話，雙方溝通後的獎勵就必須要給到，讓孩子可以
親身體驗負責與否的反饋，慢慢在適度的提醒、去執行並體驗結果。 

練習三、爸媽要長大，學會放手與相信孩子 
    上面兩點其實最重要的角色還是在家長身上，當每天不停地幫孩子處理日常生活瑣
事、嘮叨碎念孩子沒有做好的事情，爸爸媽媽自己邊唸邊做，孩子只要在旁等有人幫他做
好所有的事，但這樣，雙方都不會開心的。別總習慣幫忙做點什麼，做太多的時候，我們
就沒有時間做點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孩子要自己學會爬起來！就像學走路、跑步時都會跌跌撞撞的，我們可以幫忙把防
撞裝置在牆上、在膝蓋上都做好準備，其他就放手讓孩子自己去體驗吧！孩子需要自己嘗
試、需要自己練習，跌倒一次、兩次、三次，他們的小腦袋瓜裡就會開始去想辦法，想辦
法如何穩穩地走下一步、下次遇到障礙時要怎麼避開，若爸媽一出手、一開口就協助做好
做完了，那孩子的小腦袋就習慣會對需要想辦法的事物停止思考、停止想像，反正都有人  
會來幫忙！ 

    若你很習慣總是要「做點什麼」，要不要試試看「不做點什麼」，然後多點耐心讓
孩子去弄髒、弄亂、去想辦法，同時也默默地去觀察孩子在你不幫忙的狀況下，會發生什
麼事？在安全無虞的狀況下，放手讓孩子去做去嘗試，會發現，孩子是可以靠自己的力量
去解決遇到的問題的！ 

    綜合來說，當孩子學會「合適的」行為才能達成目標，同時減少了負向行為出現的
頻率，代表孩子學會了正確的溝通模式。同時藉由練習負責任和學習承擔結果來讓孩子獨
立。這時爸爸媽媽也要學著放寬心、放手讓孩子有機會去動動小腦袋，去嘗試嘗試，會發
現孩子真的是潛力無窮呀！當然這些原則、底線、負責後果的能力還有要放手的嘗試，都
不是一兩天可以達成的。需要慢慢與孩子和家人一起協調、建立屬於你們自己的默契和運
作方式，家人間彼此有共識、一起把模式慢慢建立並融入在日常生活裡，我想爸爸媽媽一
定可以同時養育著可愛的寶貝，同時也能享受自己想要的生活。 

                                             
                                             作者｜台北榮總職能治療師  陳怡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