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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摘要】 

主題活動：假日分享、學習區工作分享、故事媽媽入班說故事、主題團討要訪問的問題 
繪本分享：猜猜我有多愛你(上誼文化)、露比的煩惱(小光點)、 

律    動：點仔膠(台語)、因為有你、妞妞體操、幸福、快樂的歌 

大肌肉活動：空氣棒(穿越障礙) 

學習區:更新學習區工作。語文區-賓果遊戲、迷宮、我的家人 

【主題活動分享】  

    上週開始有故事媽媽入班講故事囉~首先非常感謝攸澈媽媽、妍俞媽媽撥空入班與白雲班

的孩子分享品格教育繪本，不同的人分享故事讓孩子更專注的聆聽呢! 

    攸澈媽媽-「愛與被愛」的繪本，看似難懂的主題因為繪本主角是恐龍，對孩子來說就會

更想知道裡面的內容再說什麼使得孩子更專注的聽，最後的故事複習時，印象深刻的是攸澈媽

媽提到爸爸媽媽送給你們的第一個禮物是什麼?孩子的回答「健康的身體、玩具、紅包…」攸

澈媽媽分享自己對這本書的想法是-爸爸媽媽送給你們的第一個禮物是「你們的名字。」所以

希望大家不要隨便拿別人的名字開玩笑喔~在日常生活裡也無意間聽到孩子說「不可以隨便開

玩笑喔!」。接著是妍俞媽媽跟大家分享-「露比的煩惱」繪本以孩子的視角出發，把煩惱可愛

化了，頓時也讓孩子理解原來煩惱不試著說出來會越來越大喔~所以主角試著說出來後，看見 

煩惱變小甚至不見了，最後也提醒孩子心中有煩惱要說出來，也可以跟同學、爸爸媽媽、老師 

說，這樣也能幫忙解決你的煩惱喔~ 

 

 

 

 

 

 

 

 

 

 

～貼心小叮嚀～  

▲下週 6/14(三)上午校園宣導-家扶基金會兒童 
  保護宣導。 
▲持續募集品格、感謝、珍惜的相關繪本中唷~ 
  另外，故事爸爸、媽媽也歡迎預約報名，下 
  週是故事媽媽進教室與白雲班的孩子互動喔~ 
▲最近孩子生病的頻率增加，提醒爸爸媽媽落實生 

  病不上學，減少交互傳染的機率唷~ 

～家長的分享~ 

                  

 

               

 

 

 

 家長簽名： 

大肌肉活動-空氣棒 穿越障礙

物 

故事媽媽說故事 

 

學習區操作及分享 



提升孩子表達能力的 2大心法，對未來影響深遠 
2021-04-13 00:00 更新：2021-04-13 10:00 

by 嚴選作者 - 張詠絜語言治療師 (親子天下嚴選) 

  想幫家人慶生，卻想不出適合的餐廳？許多人下意識就會手機輸入關鍵字搜尋，接著瀏

覽各個部落格評論，看看他人的心得與推薦，被部落客推薦的餐廳迅速就會脫穎而出，讓

人優先想去嘗試看看...... 

  在數位科技蓬勃發展的時代，相信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各自關注的「網紅」或「KOL

（Key Opinion Leader）」，也就是因個人特質 、專業知識及表達能力建立影響力的「意

見領袖」。意見領袖可以清楚的表達想法與見解，同時引領一票人跟隨。你是否開始注意

到，在現在社會中，「表達力」的重要性已經越來越顯著。 

領袖視野與表達能力密不可分 

  根據心理學家研究顯示，7 歲以前是幼兒語言發展的關鍵時期，3 歲以後就可以逐漸從

言談中看見孩子邏輯條理與表達能力。口語表達是建立人際關係的第一步，更是建立自信

心的重要基礎。義大利兒童教育家瑪麗亞·蒙特梭利認為：「一個人的智力發展和他形成

概念的方法，有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的語言能力。」話人人會說，但擁有清晰的口條與邏

輯，不僅能明確地傳遞訊息給對方，更會讓人印象深刻。從小培養孩子的表達能力，能夠

帶動正向人際關係發展，也同時保有自信心。 

提升孩子表達能力的 2 大心法 

1.先有傾聽，才有表達；給孩子時間，把話說完 

  學齡前的孩子，正處於建立溝通概念基礎的階段，尤其進入幼兒園之後，每天接收大量

語彙刺激，學習得更多、更快而語言大爆發。此時，父母需要多點耐心，鼓勵孩子多聊聊

學校發生的事情，給孩子時間讓他把想說的話說完，練習構思說話邏輯。傾聽的重點是，

不要因為孩子組織表達速度比較慢，就催促他或是幫他下結論；給予孩子足夠的自我思考

空間，一邊想一邊講，才可能清楚表達自己的想法。 

2.有足夠的閱讀量，加強生活經驗，才有辦法適度的表達 

  閱讀是集認字、邏輯思考之大成，透過故事裡的人物性格和情節發展，學習事件成因、

情緒表達和人際溝通等生活應用法則。吸收的夠多，才有可能產出更多。父母可運用繪本

取材，先從孩子有興趣的主題開始，用五感描述的情境引導，適時帶入知識內容，再鼓勵

孩子說出想法，試著用自己的方式表達。例如，小男孩多半喜歡交通工具，平常走在路上

時就能看到各式各樣、各種功能的車子，此時就能和孩子多聊聊，問他看到了什麼？他們

正在做什麼？將繪本中看過的例子，實際應用在日常經驗，就算天馬行空也沒關係，都是

想法的組織與具象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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