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永仁非營利幼兒園 藍天班 第 20週班刊 

  主題:小小愛書人     班級老師：吳婷恩 老師、 沈佳樺老師       出刊日期：112.12.29 

【本週活動概況】  

☺團討活動：跨年願望、藝術創作、書本的秘密(製作過程)  

☺繪本分享:我是聖誕樹(步步)、豬古力的跨年願望(巴巴文化) 

☺體能活動：暖身操、滑板車(趴下滑行、你做我推) 

☺全園活動:晨操-聖誕老公公、聖誕 HOHO、聖誕小麋鹿、發送聖誕節禮物、肺結核與

菸害防治保健宣導     

【本週活動分享】 

溫暖又溫馨的聖誕節也結束了，今年聖誕節不同以往的邀請到許多家長進來分享有關聖

誕節的繪本，我們以班群的方式進行帶著孩子進入故事屋聽故事，驚訝的是家長們都身懷絕

技有的做鬆餅、製作卡片、帶來不同國家風情的聖誕節，增廣孩子們的視野原來日語跟法語

聽起來不一樣，這個月只要是輪到我們要聽故事大家都相當開心及期待，謝謝爸爸媽媽的用

心喔。 

雖然結束聖誕節我們即將迎接新的一年，與孩子們一起認識《跨年》有孩子立馬說看煙

火，一起看著新舊日曆一開始看不太出來哪裡不一樣，能理解 2023年結束要迎接 2024年，

加上因為 1月 1 日是紅色的字大家都知道要放假，經過引導後知道新的一年自己要長大一歲

了，對自己有一些新年新希望有的期許自己想增進技能額外上舞蹈課、溜冰課或是想與家人

的情感更拉近，許願想與家人一起出遊去沒去過的地方留下美好的回憶，不過最期待的還是

農曆過年，因為可以放長假還能拿紅包、穿新衣、大家聚在一起…等，今年即將結束揮別這

一年不好的事情把美好的回憶留下來，迎接新的一年繼續勇往直前，下方有回顧照片的影片

在家可以欣賞喔~ 

   
 

大肌肉-滑板車- 

你坐我推 
藝術創作-煙火 學習區操作 

 

～藍天班老師的貼心小叮嚀～ 
1.下週 1/5(五)慶生會，請 1 月份小壽星當天裝扮漂亮、帥氣來上學唷~ 

2.下週 1/1(一)元旦放假一天。 

3.113/1/25～1/31 為園所停托日寶貝不用到校上課，請家長提早為寶貝做好安排及準備喔! 

4.維護寶貝安全及家長接送方便，放學期間不在校園逗留，學校對面有寬廣大自然
資源的永康公園等著家長帶著寶貝跟好朋友一起去探索玩耍喔! 
5.附上 2023年藍天班生活回顧影片 QR 即可觀看喔~ 

～家長的分享～<背面有親職文章參閱，也歡迎家長分享幼兒生活花絮> 

           

 

家長簽名： 



 

開學許久，孩子還是哭不停？羅寶鴻：請聚焦在孩子的努力 

                                                       親子教育專家-羅寶鴻 

    已經開學好幾個月，放學時都表現得很開心，可是隔天一見到校門或教室就開始哭不停，

感覺好像是孩子不願意配合，故意鬧脾氣，該怎麼辦？羅老師說：事件本身不是問題，我們怎

麼看待問題才是問題。 

有些家有幼幼班或小班孩子的家長會來訊詢問我：孩子已經上學好幾個月了，每天進校門前還

歡天喜地，但一靠近教室門口就不肯進去，天天哭。家長試過在門外先坐一下，安撫孩子晚一

點就來接他，也試過在操場讓他玩一會兒，但孩子依然一靠近門口就哭...。 

明明平常問孩子喜歡上學嗎？他都說喜歡，而且每次接孩子放學他也都表現得很開心，還會跟

老師、姨姨和小朋友說再見。孩子持續有哭鬧情況，感覺也不是學校的問題，比較像是孩子不

願合作。 

看到其他家長把孩子送到學校就離開了，他們的孩子都能自己走進教室乖乖不哭鬧，不少家長

更為自己孩子上學哭鬧的情況感到苦惱與心煩，甚至懷疑自己是不是哪裡做錯了，還是孩子秩

序敏感問題？成人可以做什麼去幫助孩子，家長又該如何應對這樣的情況呢？ 

對於這個提問，我有幾點看法與建議： 

看見孩子的努力 

兩歲半～四歲的孩子，若開始上學不到半年，已經可以每天笑咪咪地放學，還跟老師小朋友說

再見，已經很了不起了！我建議大人把焦點放在孩子的努力上，而不是我們的期待上、或是他

做不到的地方上。 

聚焦在孩子的努力，我們就會看到他的進步；聚焦在我們的期待，我們往往只

看到他的失敗。 

人們在看事情時，難免都會放入自己的主觀看法，並加以詮釋。覺得孩子故意鬧脾氣、不願合

作是成人主觀的看法，有時候，真相並不一定如我們所想。因此蒙特梭利教育法著重於以客觀

的觀察、及孩子發展與需求上，來詮釋孩子的行為與心態，並不鼓勵成人以主觀的判斷，來評

論孩子外在展現與心理狀態。 

有時候，事件本身不是問題，我們怎麼看待問題，才是問題 

若希望更了解孩子、更貼近孩子的內在，與其用「他怎麼又這樣」、「為什麼他都要哭鬧不進

教室」的負面觀點來解讀孩子的行為，成人可以嘗試用「他就是這樣」、「就算哭鬧他還是每

天勇敢上課」的正向觀點來看待這件事。 

當我們用負面的觀點來看事情，我們會變得沮喪、感到挫敗；但當我們轉換這些觀念，換成正

向的版本，我們心情也會比較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