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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名稱：小小愛書人      班級老師：郭郁伶老師、范怡慧老師      出刊日期：112.12.29 

活動概況 

☆兒歌律動：十二生肖/台語兒歌、聖誕老公公、聖誕 HOHO、聖誕小麋鹿。 

☆主題活動：回顧 2023年太陽各項活動、永中快閃、閱讀書籍的方法、肺結核與菸害保健宣導。 

☆每日大肌肉活動：足球(足內側控球、射門、移動踢球、雙人搶球) 

☆學習區活動：語文區/注音符號賓果、自然觀察區／燈箱、美勞區/雪人 

☆繪本閱讀：特別的聖誕節/巧育出版社、給聖誕老公公的一封信/風車出版社 

活動分享 

隨著時間的流逝，來到了孩子們期待的聖誕節，延續上一週的各項聖誕節活動(報佳音、故事

媽媽說聖誕、社區入園報佳音)，在這一週的第一天，我們在學校中庭裡舉辦了慶祝聖誕節到來的

活動，在這一天中，班上的孩子們穿著屬於聖誕節的顏色(紅、綠、白)，並且在我們的中庭裡開心

的慶祝，相信這樣的活動、記憶都會停留在孩子們的小小腦海之中。 

此外，我們延伸的聖誕節的相關活動、持續聆聽著相關的繪本並且延伸在美勞區，讓孩子們利

用廣告顏料進行敲敲畫，等待顏料乾後，再將圓形、不織布、樹枝組合成小雪人的模樣拼貼在敲敲

畫紙上面，觀察較為敏銳的孩子們在撿拾樹枝前會去思考，要撿拾多長、多短擺放進自己的雪人之

中會有什麼樣的感覺，透過這樣的方式引導孩子利用自然素材(樹枝)、人工素材(不織布、顏料)

進行創作，孩子們的作品呈現出更豐富、更貼近自己對於創作的想法喔! 

大肌肉活動延續上一週踢足球，我們在這一週將足球帶至永中的操場，沿著線進行足內側球，

孩子們能夠放開的將球邊踢邊跑。此外，我們使用一個輕便型的球門，讓孩子們嘗試將球踢進球門

之中，第一次孩子們還抓不到踢進球門的訣竅，在練習幾次，孩子們逐漸掌握訣竅後，射門的機率

變高，孩子們展現的自信心也就更看得見了。 
 

    

大肌肉活動-足球 永中快閃活動 全園性活動 學習區活動-燈箱 

～貼心小叮嚀～ 

★ 1/3(三)幼小銜接講座，請有報名參加的家長們記得來參加唷! 

★ 中班本週發回下學年續讀單，請您詳閱、勾選後交回 

★ 附上 2023年太陽班生活回顧影片 QR，點擊後選取太陽班即可觀看喔!   

★ 1/1(一)元旦，放假一天。 

～家長的分享～【孩子在家中有什麼有趣的事件或假日活動，歡迎記錄分享∕背面有親職文章】 

 

 

 

                                                          家長簽名： 



孩子情緒常爆走？專家：可透過繪本故事練習情緒調節 

by OT 莉莉 職能治療師 

情緒調節能力是一種可以經由練習而可以更加熟練、成熟的一種能力。但是對於剛開始接觸這個世界的

小小孩來說，情緒調節能力會與大腦神經發展息息相關。跟大腦控制情緒與行為的前額葉的發展，就會

決定我們怎麼樣調節我們的情緒與行為，一般來說，前額葉的發展要到成年才會完全發展成熟，所以我

們一般會認為，要到了成年期才有比較成熟的判斷與自我控制能力。但是如果在孩子成長的過程當中，

家長或是照顧者能夠多了解情緒發展的里程，就可以幫助孩子在成長的過程當中，獲得更多的理解，練

習更多的情緒調節方式。 

共同調節階段： 

2~3 歲的孩子，開始了表達情緒的階段，這時期的孩子開始會表達，他們在摸索各種情緒表達的方式，

這個時期的情緒調節就開始了「他人調節」與「共同調節」，共同調節的意思是，孩子在父母協助安慰

的過程中，孩子自己也嘗試著把情緒調節下來。 

自我調節階段： 

3~5 歲的孩子的情緒調節能力則可以開始「共同調節」與「自我調節」共存，透過前幾年與大人的共同

調節中，可以學習到調節情緒的策略。在 2~5 歲的這個學習情緒調節策略的過程當中，爸爸媽媽們除了

同理孩子有情緒，並且示範情緒表達的方式之外，其實也很推薦透過說故事的方式來讓孩子看到處理情

緒的各種方式，我們日常生活當中不見得能夠一直出現不同的情緒情境可以做為練習，但是在故事中，

孩子很容易透過聽故事融入情境，感受情緒，爸爸媽媽們如果可以藉由一起聆聽故事的過程當中，適當

地介入討論與演練，都有助於孩子的情緒調節技巧發展喔!在 親子天下有聲故事 APP 當中，我覺得有

幾個可以來當作我們跟孩子練習情緒調節的劇本/範本可以做為練習的參考：比如：愛哭公主、生氣王

子、勇敢小火車、貝蒂好想好想系列、都是我的、小小公民教育系列。他們都是用廣播劇的方式，或者

是以講述搭配主角對話演出的方式來呈現。對於剛開始學習情緒表達、情緒調節的家庭會是一個很好的

示範。學齡前的孩子每一個階段的語言理解程度不一，但是若是由廣播劇的方式，便可以更簡單地透過

場景與對話可以引導出情境與聲音表情，爸爸媽媽們可以在這同時觀察孩子在聆聽的過程當中是不是有

與聲音情境相對應的表情與動作行為出現，比如聽到緊張的地方是不是也看起來身體很緊繃？聽到難過

的地方是不是也皺緊了眉頭或是需要抱著小枕頭？一開始可能需要再沒有中斷干擾的時候聽個兩三次

故事，等到孩子熟悉故事的時候，爸爸媽媽們便可以在適當的時候：比如故事剛好已經描述完情境之後，

我們可以適時的暫停，來問問小朋友，「那如果是你是主角的話，你的感覺是什麼呢？」「那你會怎麼

做呢？」熟悉這些故事之後，孩子也會在遭遇到情緒事件的時候，也會主動點播這些他心中有所感覺的

故事，不一定強度這麼強，但是孩子會想要透過多次聆聽類似情感的故事來自我安撫，這些都是相當好

的自我調節行為。在這些過程當中，爸爸媽媽們有時候可能會覺得：啊這個主角好像孩子喔！就免不了

會開口「教育」孩子說：「你看你這麼愛哭，就像是愛哭公主一樣！」，在這時候我就要先提醒爸爸媽

媽們，先不要幫孩子貼上這些標籤，可以緩一緩，改成：「我注意到你最近很喜歡聽愛哭公主的故事耶！」

「你聽了這個故事有什麼感覺要跟我分享的嗎？」這樣可以讓孩子感受到你的關心，也有機會讓孩子可

以在這樣的引導下說出自己的感受。 

在孩子發展情緒、認識情緒的過程當中，因為能力發展有限制的狀況下，他們可能不太能夠理解自己發

起脾氣或是哭起來的強度是很高的，但是在閱讀跟聆聽故事的時候，像是生氣王子或是愛哭公主這些故

事描述的情緒強度都很高，我們也可以看看孩子對於這些高強度的情緒表達有什麼想法，不見得一定要

孩子對號入座，但是我們可以幫助愛哭公主或是生氣王子想想有沒有別的方法來表達，這就會是一次很

好的共同情緒調節的練習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