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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中山區中正國小附幼 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園務行事曆 

週

次 
日期 

主

題 
園務 

宣導教育 

全園活動 
備註 

預

備

週 

8/20～8/26 

準

備

週 

◎ 全園環境總消毒 

◎ 學用品領取 

◎ 9月點心表規劃 

◎ 消防安全檢核 

◎ 幼生管理系統登入資料 

◎ 學生團體保險辦理 

◎ 設備器材安全檢核 

◎ 園務會議 

◎ 期初課發會 
 

1 8/27～9/02 

◎ 8/28(一)-8/29(二)備課 

◎ 8/30(三)開學日 

◎ 8/30 (三)課後留園開始 

◎ 各項衛生安全檢核 

◎ 相見歡 

 

◎ 8/28、8/29 教師備

課日 

◎ 8/30(三)開學，正

式上課 

 

2 9/03～9/09 

◎ 9/7(四)8、9月慶生會 

◎ 繳交預防接種卡影本 

◎ 填寫兒童發展檢核表 

◎  9/8(五)學校日 

 
 

3 9/10～9/16 

 

 

主 

題 

教

學

週 

 

 

 

 

 

 

 

 

 

 

 

 

 

◎ 各項補助開始申請 

◎ 新移民子女調查 

◎ 原住民子女調查 

◎ 母語教學開始實施 

◎ 新生 I.E.P期初會議 

◎ 10月點心表規劃 

◎ 幼兒身高體重測量 

◎ 畢冊遴選(暫定)9/14 

◎ 防震防災宣導  

4 9/17～9/23 
◎ 設備器材安全檢核 

◎ 各項衛生安全檢核 

腸病毒防治宣導 

921防震防災演練 

園務及教學會議 

 

5 9/24～9/30 ◎ 全園環境總消毒 ◎ 視力口腔保健宣導 
◎ 9/29 (五)中秋節放

假 

6 10/01～10/07 

◎ 8、9月餐點核銷 

◎ 「親子共讀圖書借閱」開始 

◎ 10/5(四)10月份慶生會 

◎ 在校生鑑定及安置 

◎ 病媒蚊防治宣導  

7 
10/08～10/14 

3 

◎ 規劃校外教學 

◎ 11月點心表規劃 
 

◎ 10/10 (二)國慶日

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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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0/15～10/21 

主 

 

 

題 

 

 

 

教 

 

 

 

學 

 

 

 

週 

◎ 設備器材安全檢核 

◎ 各項衛生安全檢核 

◎ 校慶運動會節目練

習開始 

◎ 園務及教學會議 

 

9 10/22～10/28 ◎ 全園環境總消毒 
◎ 校慶運動會節目練

習 
 

10 10/29～11/04 

◎ 10月餐點核銷 

◎ 11/3(五)校外教學(暫定) 

◎ 11/2(四)11月份慶生會 

◎ 校慶運動會節目練

習 

◎ 園務及教學會議 

 

11 11/05～11/11  
◎ 校慶運動會節目練

習 
 

12 11/12～11/18 
◎ 12月點心表規劃 

◎ 11/18(六)校慶運動會 
  

13 11/19～11/25 

◎ 11/20(一)校慶運動會補假 

◎ 設備器材安全檢核 

◎ 各項衛生安全檢核 

  

14 11/26～12/02 

◎ 11月餐點核銷 

◎ 大班畢冊拍攝（暫定） 

◎ 全園環境總消毒 

◎ 六歲以下幼兒塗氟 11/28 

◎ 性別平等宣導 

◎ 園務及教學會議 
 

15 12/03～12/09 
◎ 入國小鑑定及安置(轉銜) 

◎ 12/7(四)12月份慶生會 
◎ 家暴性侵防治宣導  

16 12/10～12/16 
◎ 1、2月點心表規劃 

◎ 寒假課後留園調查 
  

17 12/17～12/23 
◎ 設備器材安全檢核 

◎ 各項衛生安全檢核 

◎ 12/22(五)聖誕節全

園活動 
 

18 12/24～12/30 ◎ 親子共讀結束   

19 12/31～1/06 

◎ 12月餐點核銷 

◎ 1/4(四)1月份慶生會 

◎ 全園環境總消毒 

◎ 園務及教學會議  

20 1/07～1/13 

◎ 期末評量 

◎ I.E.P期末會議 

◎ 行政簿冊整理 

◎ 2.3月點心表規劃 

◎ 第二學期課後留園調查 

◎ 1/8(一)親子共讀表

揚 

 

 

21 
1/14～1/20 

 

◎ 1/18(四)課後留園結束 

◎ 1/19(五)休業式 

◎ 1月餐點核銷 

◎ 第二學期專團及特助申請 

◎ 期末園務會議、課發

會 

◎ 圖書教具歸檔 

◎ 期末整理 

◎ 1/20(五)寒假開始 

§ 以上行事內容，均視學生學習及當時狀況做彈性的調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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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信念 

    以幼兒生活經驗為出發點，採用統整的方式進行教學，內容涵蓋新課綱六

大領域—身體動作與健康、語文、認知、社會、情緒、美感。 

• 統整課程取代分科教學。 

• 培養幼兒主動探索、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 引導幼兒擁有覺知辨識、表達溝通、關懷合作、 

     推理賞析、想像創造、自主管理等六大核心素養。 

 

  幼兒教育是各教育階段的基礎，我們期待家庭的教育與 

學校的教育密切配合，以達成下列目標： 

 一、維護幼兒身心健康。 二、養成幼兒良好習慣。  

 三、豐富幼兒生活經驗。 四、增進幼兒倫理觀念。  

 五、培養幼兒合群習性。 六、拓展幼兒美感經驗。 

 七、發展幼兒創意思維。 八、建構幼兒文化認同。  

九、啟發幼兒關懷環境。 

 

 

                             中正附幼全體教師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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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園教學活動特色 

 

本園課程依據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以主題教學為主軸，學習區操作相輔，運

用團體活動、小組活動、個別活動以及自由活動等方式，貫穿教保新課綱六大領域，進

而發展幼兒的六大基本能力─覺知辨識、表達溝通、關懷合作、推理賞析、想像創造、

自主管理。生活化又富有趣味性的學習活動讓幼兒在遊戲中健康成長，達到均衡發展的

目標。 

＊ 校園佔地寬廣，綠化環境，各項設施豐富，提供幼兒一個最優質的成長環境！ 

＊ 在美麗的後花園裡，可以進行植栽、遊戲、辦家家酒、大肌肉活動…等。 

＊ 每學期初舉辦學校日--親師懇談會。 

＊ 注重生活教育，推動品格教育；配合品德核心價值，落實於生活與教學活動中。 

＊ 加強性別平等教育、性侵害防治，落實於生活與教學活動中 

＊ 配合教學活動，教師設計親子互動學習單，以充實教學內容，提升學習品質。 

＊ 每學期一次校外教學，依教學活動主題為主軸，選擇合適的校外教學地點，將學習活
動延伸到校園外。 

＊ 每週一舉行全園的宣導及品格教育活動，由全園教師共同準備宣導課程。 

＊ 每週五為借閱圖書日，推展親子共讀活動。 

＊ 每個月初舉行慶生會活動。 

＊ 幼兒餐點兼顧營養與美味，色、香、味俱全，讓幼兒吃得營養又健康。 

＊ 整合性幼兒篩檢計畫，建立幼兒健康體適能護照。 

＊ 幼兒跌倒、受傷，有設備完善的健康中心與經驗豐富的護理師，爲幼兒護理。 

＊ 運用面談、電話聯繫或教育資訊分享等方式，進行親師溝通。 

＊ 教師記錄幼兒在園所有活動及學習成果，統整成學習檔案，期末發回與家長分享。 

＊ 辦理課後留園服務、寒暑假課後留園，協助家長照顧幼兒。 

＊ 選出家長代表，參加全校性家長會，協助園方推動各項活動。 

＊ 配合小學部舉辦運動會、兒童節活動…等。 

＊ 幼小銜接：參觀小學活動，讓幼兒為進入小學前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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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中山區中正國小附設幼兒園作息表 

 

 

     星期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8:00~9:00 幼生入園(簽到/日記圖/個別指導) 

9:00~9:30 出汗性大肌肉活動 

9:30~10:00 點心時間(洗手/喝水/如廁) 

10:00~10:30 

全園性活動 

或 

宣導教育活動 

主題教學活動（團體或小組活動） 

10:30~11:30 學習區活動 

11:30~12:00 半日班放學/全日班準備用膳(洗手/喝水/如廁) 

12:00~12:40 午餐  

12:40~13:10 盥洗/如廁/收拾整理/散步時間 

13:10~14:40 午睡 

14:40~14:50 起床/如廁/收拾摺被/喝水/梳洗 

14:50~15:10 點心時間 

15:10~15:50 學習區活動、小組活動團體活動、大肌肉活動 

15:50~16:00 全日班放學 

16:00~18:20 課後留園 

18:20~18:30 課後留園班放學 

以上作息內容，均視幼生學習及各班級狀況做彈性的調整，只要為轉銜時間，我們會提醒孩子喝水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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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中山區中正國小附設幼兒園家長須知 

    親愛的家長，歡迎您的寶貝進入本園就讀，為了使您能瞭解本園的基本措施，請您

詳閱此須知，如有任何疑問或建議，請隨時與本園老師聯繫，謝謝。 

一、入園時間及接送辦法： 

    為維護幼兒學習品質以及安全，請各位家長遵守： 

1. 7:30～9:00之間為幼兒到校時間，為配合校園安全門禁管理家長勿進入教學區，

請各位家長上學和放學皆從西北側門，盡量與國小學生分流，家長請在川堂接送

幼兒。 

2. 為保護幼兒安全，接送幼兒時請於門口主動出示接送證。（第二週起嚴格實施，

為安全考量遺失恕不補發，若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3. 請各位家長於上學和放學時遵守現場動線，準時接送幼兒離開校園，請勿於緩衝

區逗留群聚，我們會安排人員引導寶貝們上學與放學。 

4. 請各位家長於西北側門接送時，多加留意兩側馬路交通狀況，維護幼兒與您的人

身安全喔! 

5. 以下為上學和放學資訊說明，如園所當天有特殊活動，我們將視活動狀況彈性調

整，並另行公告： 

事  項 時 段 地 點 備   註 

上學入校 07:30～09:00 

西北側門 

 

半天班放學 11:30～11:40 幼兒於川堂排隊等待 

(請務必簽完名後再接寶貝喔~) 全天班放學 15:50～16:00 

課後留園 

17:00～17:10 

17:40～17:55 

18:20～18:30 

請事先填寫接送時段表單 

(若當日臨時有異動時段， 

請 16:00來電各班告知喔!) 

※ 若家長無法於放學時間接孩子，或孩子由其他家人接送，請事先來電或當面告

知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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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側門放學動線示意圖 

 

 

 

 

 

 

 

 

 

 
 
 
 
 
 
 
 
 
 
 
 
 

二、其他注意事項： 

1. 幼兒因故不能來園時，請來電請假。幼兒園專線電話：2506-3653，白雲班分機

轉 171、星星班分機轉 172、彩虹班分機轉 173、太陽班分機轉 176、月亮班分機

轉 177、小雨班分機轉 106，辦公室分機轉 174，多功能教室分機轉 175。 

2. 請隨時留意查閱幼兒帶回的通知單或學習單，運用適當時間親師溝通與聯絡。為

了不影響孩子的學習時間，與老師聯絡時間以上放學時段與幼兒午休 13:00至

14:30為佳。 

3. 若幼生發燒或罹患具傳染性疾病，請在家休息至康復，以免傳染給其他幼兒，一

同守護寶貝們的身體健康喔! 

4. 若幼兒需在園中服藥，請記得填寫託藥單，並詳細填寫藥量、服藥時間、日期及

南 

京 

東 

路 

三 

段 

48 

巷 

龍江路 76巷 



9 

 

幼兒姓名並簽名交給老師，託藥單不敷使用請自行自幼兒園或班級網頁下載影

印。 

5. 為維護幼兒清潔衛生，隔週五會帶回幼兒牙刷、漱口杯及棉被寢具，請各位家長

協助清潔和消毒，並於下週一帶回供幼兒使用。 

6. 書包、圍兜和水壺請定期清洗，並每天攜帶水壺和手帕。另請備抽取式衛生紙及

濕紙巾各一包、室外拖鞋一雙、一套換洗衣物及口罩 5個。 

7. 在園中食用點心及午餐均使用不鏽鋼餐具，請家長務必每日協助幼兒檢查、清洗

餐具。 

8. 每星期一請穿著幼兒園體育服〈不必加圍兜〉，星期二～星期五則穿便服加圍兜。 

9. 為維護幼兒的健康和配合臺北市 12區健康服務中心的作業，我們有塗氟活動、兒

童發展檢核 (包括視力、聽力、口腔、疝氣檢查及身高體重測量)屆時請家長配

合協助學校各項檢查活動。 

10. 幼兒若需晚到或早退，請您留意我們的作息時間表，提前告知老師，以免影響其

他幼兒的作息。 

 

 

 

 

 

 

臺北市中山區中正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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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病毒防治小叮嚀 

腸病毒為一群病毒的總稱，共有 60 餘型，所以無法得過一次就終身免疫，兒童常會有重

複感染情形，且又可經口、飛沫及接觸等途徑傳染，不易控制。 

感染腸病毒在發病前數天，在喉嚨部位與糞便就可發現病毒，此時即有傳染力，通常以發

病後一週內傳染力最強，也是病程變化最快的時期。其感染源經常是由兄弟姐妹或父母把病菌

帶回家傳播給年紀較小的小孩，且 5歲以下幼童約佔所有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病例的九成。所

以當家中幼童出現發燒、嘔吐、疱疹性咽峽炎、手足及口腔出現小紅疹或水泡等疑似腸病毒症

狀時，應儘速就醫，並應請假在家休息至少 1週，避免病情惡化及傳染其他孩童。若小孩彼此

間不斷相互傳染，容易造成病毒毒性增強，對孩子的健康威脅就更大，請配合停班停課規定，

可有效防範疫情擴散及保護寶貝們的健康。 

為確保寶貝的健康，衛生局提醒以下事項： 

 加強個人衛生：勤加且正確執行洗手 5步驟：濕、搓、沖、捧、擦，並養成回家立即洗手習

慣。 

 避免接觸受感染者：避免出入擁擠的公共場所，不與受感染者接觸。 

 增強免疫力：注意營養、均衡飲食、適當運動、充足睡眠並注意環境衛生。 

 如有疑似腸病毒感染症狀請儘速就醫。 

 寶貝感染腸病毒時應注意： 

 多補充水分，請假在家休息(至少一週)，以避免傳染給同學。 

 小心處理排泄物，可用市售 5-6％漂白水消毒，處理完畢應立即洗手。家中相關環境消

毒可用市售 5-6％漂白水稀釋 1：100清水。 

 家中感染腸病毒的孩子要與家中其他孩子適當區隔，因第 2個受感染的孩子，其病毒量

往往較高，病況可能會較嚴重。  

 有下列情況需立刻至腸病毒重症責任醫院就醫： 

1.嗜睡、意識不清、活力不佳、手腳無力。 

2.肌抽躍（類似受到驚嚇的突發性全身肌肉收縮動作）。 

3.持續嘔吐。 

4.持續發燒、活動力降低、煩躁不安、意識變化、昏迷、頸部僵硬、肢體麻痺、抽搐、

呼吸急促、全身無力、心跳加快或心律不整等。 

若您有相關疑問，可洽詢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防疫專線（02-23753782）或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

制局 1922 免付費諮詢專線，將有專人為您服務。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關心您 



11 

 

【託藥管理辦法】 
孩子的健康是大家衷心所盼，唯不小心生病 

〈發燒請在家休息，避免傳染〉 
必須用藥時，請家長配合託藥原則，讓老師協助 

幼兒安全用藥，早日康復。 
提醒您：交託教師餵食的藥品，需有醫師處方箋 
『託藥單與藥品同時交付老師，說明清楚如何用藥』或
者叮嚀幼兒交給老師，並填寫清楚以下要項： 
1. 請家長填妥「託藥單」，註明班別、姓名、藥品內容、

用藥方法等資料。 
2. 準備當日需服用藥物之份量(在藥包上寫上幼兒姓

名)；將藥物及託藥單交給老師。 
3. 藥品必須存放冰箱，請加註標明。 
4. 幼兒在校若有身體不適的現象，我們會立即與家長

聯絡，請務必及早接回就診；此外，為幼生用藥安
全，我們不主動給予任何內服藥品。 

◎ 確保孩子的用藥安全與健康，是您我共同責任，電
子檔會上傳班級網頁，請自行依需要影印， 
謝謝大家！祝大家健康。                              

                               中正附幼敬上 

臺北市中山區中正國小附設幼兒園託藥委託單 

姓名  用藥 
原因 

□感冒 □腸胃炎  
□其他：____________ 

用藥 

時間 

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早上點心□前 □後 

中午午餐□前 □後 

下午點心□前 □後 其他：_____________ 

藥品 

種類 

內用 

□藥水___色___CC、___色___CC 

(藥品名稱                         ) 

□藥粉______包  □藥錠______包 

外用  □藥膏(藥品名稱      )，部位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藥粉冷藏 □其他_____________  

家長

簽名 

 教師

簽章 

 餵藥

時間 

 

 

臺北市中山區中正國小附設幼兒園託藥委託單 

姓名  用藥 
原因 

□感冒 □腸胃炎  
□其他：____________ 

用藥 

時間 

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早上點心□前 □後 

中午午餐□前 □後 

下午點心□前 □後 其他：_____________ 

藥品 

種類 

內用 

□藥水___色___CC、___色___CC 

(藥品名稱                         ) 

□藥粉______包  □藥錠______包 

外用  □藥膏(藥品名稱      )，部位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藥粉冷藏 □其他_____________  

家長

簽名 

 教師

簽章 

 餵藥

時間 

 

 

臺北中山區市中正國小附設幼兒園託藥委託單 

姓名  用藥 
原因 

□感冒 □腸胃炎  
□其他：____________ 

用藥 

時間 

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早上點心□前 □後 

中午午餐□前 □後 

下午點心□前 □後 其他：_____________ 

藥品 

種類 

內用 

□藥水___色___CC、___色___CC 

(藥品名稱                         ) 

□藥粉______包  □藥錠______包 

外用  □藥膏(藥品名稱      )，部位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藥粉冷藏 □其他_____________  

家長

簽名 

 教師

簽章 

 餵藥

時間 

 

 

臺北市中山區中正國小附設幼兒園託藥委託單 

姓名  用藥 
原因 

□感冒 □腸胃炎  
□其他：____________ 

用藥 

時間 

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早上點心□前 □後 

中午午餐□前 □後 

下午點心□前 □後 其他：_____________ 

藥品 

種類 

內用 

□藥水___色___CC、___色___CC 

(藥品名稱                         ) 

□藥粉______包  □藥錠______包 

外用  □藥膏(藥品名稱      )，部位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藥粉冷藏 □其他_____________  

家長

簽名 

 教師

簽章 

 餵藥

時間 

 

 

臺北市中山區中正國小附設幼兒園託藥委託單 

姓名  用藥 
原因 

□感冒 □腸胃炎  
□其他：____________ 

用藥 

時間 

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早上點心□前 □後 

中午午餐□前 □後 

下午點心□前 □後 其他：_____________ 

藥品 

種類 

內用 

□藥水___色___CC、___色___CC 

(藥品名稱                         ) 

□藥粉______包  □藥錠______包 

外用  □藥膏(藥品名稱      )，部位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藥粉冷藏 □其他_____________  

家長

簽名 

 教師

簽章 

 餵藥

時間 

 

 

http://xiding.cku.edu.tw/helth/download/drug_table.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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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如何幫助新入園幼兒適應環境？  
  幼 兒 剛 接 觸 一 個 陌 生 的 環 境，可 能 會 因 為 不 習 慣 而 哭 鬧

或 不 適 應 ，而 家 長 可 能 也 會 受 影 響 而 擔 心 、捨 不 得 ，這 都 是

人 之 常 情。為 了 幫 助 幼 兒 輕 鬆 的 渡 過 剛 入 園 的 這 段 時 間，並

儘 快 適 應 園 裡 的 一 切 生 活 ， 請 您 配 合 我 們 下 列 事 項： 
 

1、 請 您 在 孩 子 入 園 前 ， 先 幫 助 孩 子 建 立 對 老 師 、 學 校 的 正

向 感 覺 ， 可 以 先 帶 孩 子 來 學 校 認 識 環 境 ， 並 陪 他 做 好 上

學 的 準 備 ， 讓 孩 子 能 安 心 快 樂 的 上 學 。  

2、 請 多 關 心 及 配 合 園 方 行 政 事 宜 及 老 師 的 各 項 教 學 活

動 ， 並 能 主 動 與 老 師 分 享 幼 兒 在 家 中 的 生 活 狀 況 ， 以

利 老 師 提 供 更 適 切 的 協 助 。  

3、 當 您 送 幼 兒 到 園 ， 在 離 去 和 幼 兒 道 別 時 ， 若 幼 兒 不 停

的 哭 泣 ,請 耐 心 溫 柔 安 撫 ， 讓 他 知 道 您 瞭 解 他 的 感

覺 ， 不 要 責 備 他 ， 本 園 老 師 也 會 特 別 關 照 他 。 給 彼 此

多 一 點 時 間 ， 一 定 會 慢 慢 好 轉 ， 盡 量 不 要 只 因 幼 兒 哭

鬧 就 長 時 間 陪 伴 或 讓 他 請 假 ！  

4、 剛 開 學 的 最 初 幾 天 ， 請 您 準 時 來 接 孩 子 ， 以 免 他 等 得

心 慌 ， 而 影 響 日 後 上 學 的 情 緒 。 另 外 ， 在 回 家 後 也 請

多 陪 陪 他 ， 與 他 分 享 在 學 校 的 事 情 並 鼓 勵 他 ， 讓 他 感

到 溫 暖 、 安 全 。  

5、 請 鼓 勵 孩 子 接 近 老 師 ， 不 要 對 他 說 ：『 不 聽 話 ！ 上 學 叫

老 師 罵 〈 打 〉 你 』 等 恐 嚇 的 話 ， 讓 他 覺 得 老 師 很 兇 而

害 怕 上 學 。  

6、 請 在 入 學 前 提 早 訓 練 生 活 自 理 能 力 (洗 手 、 自 己 擦 屁

股 、 穿 脫 鞋 襪 、 端 茶 杯 喝 水 、 自 己 進 食 、 摺 被 子 、 會

表 達 需 要 )， 具 備 這 些 能 力 可 以 更 快 適 應 上 學 生 活

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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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新生爸媽須知─入學適應技巧篇 
諮詢／朱郁文 台北市立大學幼兒教育學系講師 

文摘錄自：信誼 好好育兒 
孩子上學後，可能會出現不同程度的分離焦慮，或是無法分享上學的狀況，爸媽需要耐心

陪伴或引導，幫助孩子逐漸上軌道。 

 

Q1如果孩子抗拒上學怎麼辦？ 

 

有時孩子不想上學的原因不只一種，每個孩子出現的時機也不同，有的孩子在頭幾天就出

現不想上學的狀況，有的在上學後一、兩個星期之後或一個月後才出現。首先要與孩子以及老

師溝通，了解原因，才能對症下藥。 

常見的原因： 

 不想離開父母（分離焦慮）。 

 生活自理能力較弱，常有挫折感。 

 碰到不順心的事，例如：被人碰撞、被搶玩具、尿溼褲子。 

 一下子到人很多的環境，感到不舒服。 

 不習慣被要求或約束，例如：玩好玩具要收拾、聽故事要坐在位置上。 

 個性較內向或語言發展較慢，有需求時不敢或不會表達。 

 雖已逐漸適應，但想要用哭鬧來引起父母注意及呵護。 

 沒有人跟他玩，感到孤單無趣。 

 

事實上，多數問題都可以透過家庭和園方的合作達到改善，而每個孩子適應的時間長短不

同，爸媽不要拿自己孩子與他人做比較，以免帶給自己和孩子壓力。 

 

如何增加孩子想上學的誘因呢？以下方式可供參考： 

 讓孩子帶自己的作品、圖畫書、花、昆蟲去班上和同學分享。 

 鼓勵孩子在學校做個美勞作品送給爸媽。 

 和孩子約定放學後再相見時要做的事，如：散步、吃點心。 

但如果經過一個學期，狀況絲毫沒有改善，爸媽也確定是由學校的課程或老師素質不佳所造成，

為避免孩子受到身心傷害，可考慮轉學。 

 

Q2 孩子因為分離焦慮不願上學怎麼辦？ 

 

孩子鬧著不想上學的原因大都是因為分離焦慮，孩子離開爸媽會哭是正常的，爸媽不捨孩

子也是正常的，但爸媽須放心、放手，平靜地用同理心接受孩子的哭訴之後，便溫柔堅定地讓

他上學，避免討價還價、懇求或威嚇的言語，否則孩子會感受到父母的焦慮或猶豫，於是長期

的拉鋸戰便難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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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紓解孩子的分離焦慮？以下方式可供參考： 

 提供孩子安慰與再保證（例如：雖然暫時分開還是一樣愛他，保證一定會準時來接他，請他

放心在學校玩，老師就是學校的媽媽，有事都可以找老師幫忙）。 

 可以讓孩子帶著心愛的玩具或依附物去上學；給孩子隨身攜帶一件代表爸媽的物品，如：親

子照、媽媽的手帕，想念時可以看一下。 

 孩子會受父母道再見時的態度所影響，如果父母對孩子的道別是充滿愛與快樂的，孩子也會

以同樣方式回應，所以送孩子上學時請帶著愉快的心情和孩子道別，並約定接他的時間，讓

他安心。 

 

Q3 明明喜歡上學，但為何還會哭鬧呢？ 

 

 爸媽和其他舊生家長聊聊，就會發現，中班以前的入學哭鬧，是許多孩子學習路上必經的過

程，是無須驚慌的「成長痛」。 

 如果孩子已經喜歡上學了，恭喜你！這表示他已適應學校生活了。 

 還會哭鬧，則表示他仍然捨不得爸媽離開、想撒撒嬌，看能不能「魯」來父母更多的陪伴。 

 你可以稍微陪伴一下孩子（時間長度事先約定好），也給孩子一樣代表爸媽的物品，如：照

片、媽媽的手帕、手機吊飾，告訴孩子想爸爸媽媽時可以拿出來看。 

 

Q4 孩子如果持續焦慮，是否應該伴讀？ 

 

 有的幼兒園會讓家長進教室陪伴有分離焦慮的幼兒，有的則希望家長盡快離去，由園方處理

就好，前者是基於要讓孩子建立充分的安全感，後者是擔心家長在場會影響幼兒參與活動情

形，也會造成老師的壓力。 

 爸媽最好是能告訴老師你的疑惑與需求，找出能符合學校政策又能讓你寬心的方式。同時了

解一下家長與園方的溝通管道有哪些，看看是否能透過這些方式解決你對孩子在校狀況的疑

惑。 

 如果學校的政策是讓爸媽留下來陪伴幼兒的話，你最好不要緊盯著孩子，不妨坐在一旁看

書，讓孩子不會覺得自己一直被注意著，而能逐漸放鬆自己。 

 爸媽如果留在教室陪伴，也不要取代老師照顧孩子的責任，孩子有何需求還是讓他去找老

師，才能讓老師和孩子建立關係。 

 應避免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老師的教學及其他孩子的行為，別將教室裡的情形自行解讀後傳遞

給其他家長，以免造成誤解或對老師產生壓力。 

 

Q5 為何孩子不會談學校情形？即使問他也不說？ 

 

 只有極少數的孩子能對學校的事侃侃而談，因為孩子不像成人，有能力挑重點說，對他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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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來做的事太多了，包括喝水、如廁、摳桌上的膠帶……等。 

 他不知道要從何說起，對於沒興趣的事也真的忘了，爸媽如果要知道他的飲食狀況，請避免

問：「你今天吃了什麼？」而是要具體一點問他：「今天有吃飯、吃菜嗎？」 

 想知道活動情形，可以問他：「有畫畫嗎？有蓋積木嗎？有聽故事嗎？今天開心嗎？」但要

避免有壓力的詢問，如：有沒有把飯吃完？有沒有睡午覺？ 

 最重要的是，每天聽孩子分享上學的喜怒哀樂，具體稱讚孩子的各項進步，這樣孩子才會覺

得 和您分享是件有趣的事。 

 

Q6 孩子是否有發展障礙問題？ 

 

 孩子剛上學時，班上一定會有搶玩具、打人、上課時遊走的孩子，這是因為每個孩子氣質、

表達能力、自我控制力、專注力、家長教養態度等不同所致。經過學習與練習，狀況會逐步

改善，孩子的某些問題到底是屬於生理問題還是教育問題，或兩者皆是，須經過一段長時間

觀察了解。 

 短時間內就對孩子下定論是危險的，因為有時候是大人忽略了孩子的個別差異，未提供適合

這個孩子的學習方式與資源，或是孩子的個性無法適應較制式化、填鴨式的課程。 

 如果家長和老師經過一段長時間觀察與問題處理後，仍懷疑孩子有發展障礙問題，可去有公

信力的醫療機構或早療機構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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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歲兒教育觀-中正附幼親職教育文章剪輯 
                             文摘錄自：康健雜誌 101期 

 

孩子不愛唸書，學習意願低落，是最讓父母頭痛的問題。有些家長每天緊盯孩子功課，提

供他們最好的學習資源──買教材、送去補習，甚至為小孩打理一切生活所需，但孩子依然不

願意認真學習。 

 

父母做太多，孩子沒責任心 

    經常輔導中輟生的少年保護官盧蘇偉認為，現在的孩子表現「幼齡化」，大學生還像小學生，

例如開學前返校，爸媽還要開車子一路把他和行李送到宿舍門口，原因在父母呵護過度，不肯

放手。「我們常講親職教育，談父母的教養責任，卻忽略了『子職教育』，孩子也有他的職責，

就是學習去喜歡他應該做的事，喜歡他的責任。」而且，父母急切地填塞知識給孩子，往往剝

奪他們從探索中學到東西的樂趣。 

    台灣師大特教系教授洪儷瑜指出，以前的孩子也許學得不多，但有比較多機會可以自己慢

慢摸索、體驗生活，因為親身經歷過，想忘都忘不了。但現在的孩子靠補習，被動接受重點和

答案，想記都記不住，而且也失去了自己主動找答案的興趣。此外，一直被動接受大人要求的

學習，孩子也會疑惑，「我為什麼要學這個，又用不到！」 

    親子教育專家柯志恩指出，如果父母不能陪孩子一起找到學習的意義，也會令他們提不起

勁學習。 

    盧蘇偉認為，孩子應該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就學習獨立，有些事父母應該讓他自己決定，例

如做功課、準備考試、安排自己的時間、學習為課業負責。不然父母在小孩身邊又盯又唸，也

無法讓他想要主動學習。 

    著名的幼教專家蒙特梭利曾說，成人對孩子發展最大的「干擾」，就是企圖以自己取代孩子，

幫孩子行動。 

 

要求太高，打擊自信 

    「為什麼孩子不喜歡寫作業、讀書、考試？因為他做這些事的時候，被罵的機會最多，」

盧蘇偉說，如果和學習聯結的經驗都是不愉快，令孩子的學習意願跌落谷底。一向很反對用分

數衡量孩子學習成效的陽明大學教授洪蘭指出，現在社會很多成功的人學歷不是很高，或學業

成績不是最頂尖的。她相信如果減少成績的束縛，學習過程能夠多一點快樂。 

 

支持、鼓勵取代責備、擔心 

    父母可以怎麼做，讓對學習興趣缺缺的孩子轉而樂於學習？首先，建立孩子的「自我概念」，

也就是讓他覺得「自己是可以的」，有了這種「自我概念」，才會有動力，淡江大學教育心理與

諮商研究所所長柯志恩指出。父母可以用具像的方式幫助小孩，例如答題時，五題裡面答錯了

三題，鼓勵他還有進步的空間，讓他明白自己可以往上做得更好。有一個父親在兒子小時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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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罵他笨，一直到兒子上了國中，這個父親聽了柯志恩的演講之後，很後悔自己過去一直罵

兒子笨，於是，他開始告訴兒子，「其實你並不笨」，沒想到兒子竟回答，「我還沒笨到你說我不

笨，我就相信。」可見，過去父親的責罵深深影響這個孩子建立他的「自我概念」。 

 

訂定合理可行的目標 

    父母應該理性評估孩子目前的能力在哪裡，然後將目標分成幾個階段，每次為孩子訂一個

努力之後可以達到的目標，再慢慢往最終目標邁進。例如，你希望孩子從 60 分進步到 80 分，

與其一下子要求他進步 20分，他短時間內達不到，還不如先期待他每次進步 5～10分，孩子比

較容易達到你的要求，藉由每次進步累積信心，持續提高學習的動力。 

 

多信任，少擔心 

    父母一味焦慮、擔心並不能改善孩子的學習意願，反而可能選擇逃避面對爸媽施加在他身

上的壓力。證嚴法師常開導大家，「如果父母希望他的孩子有福氣，就要多多祝福，而不是擔心，

如果父母常常擔心孩子，他的孩子會沒有福氣，因為福氣都被父母給擔心掉了。」因此，父母

要做的是停止著急、擔心，放心參與及享受陪伴子女成長及學習的樂趣。 

 

給孩子最大的鼓勵、肯定 

    例如孩子寫功課時，你對他說，你的字寫得真好！你怎麼辦到的？再寫一次給爸爸看好不

好？孩子都希望自己表現很好，還可以讓爸媽看到，得到他們肯定的眼神和稱讚，學習自然變

成一件孩子喜歡的事，盧蘇偉更指出父母親身示範的重要。洪蘭也舉例說，住在美國西雅圖的 8

歲華裔女童鄒奇奇，小小年紀就讀了很多書，還出書《飛揚的手指》，被大家視為神童。女孩說

從小父親就經常唸書給她聽，而父親唸書時流露出愉快的神情，讓她感受到讀書是一件很快樂

的事，因此她愛上閱讀。 

 

優勢教育建立自信 

    每個孩子都有正反面、優缺點，糟糕的是，現在台灣的教育經常是「缺點教育」，親職專家

游乾桂指出。像是孩子數學考不好，就一直被點出來，叫他要反省、要加強。 

但他說，「這個孩子數學不好，但也許中文或語言能力很好呢？這方面都沒有被大人肯定呀！」

游乾桂舉作家張曼娟推行「小學堂」時，幽默笑稱自己「一無是處，只有中文好」為例，「這就

是優勢教育，」父母應該讓孩子看到自己的優勢，加上父母的鼓勵，就能讓他向前。 

 

培養積極正向思考 

    積極正向思考的孩子在碰到困難時，不容易被打倒，盧蘇偉指出，這牽涉到父母自己如何

處理挫折，及面對子女遭遇挫折時的態度。像孩子考試考差了，父母把它視為「上天最好的安

排」，而不是災難，父母重視的是孩子準備應考時學到的東西，而非考試結果，就算沒考好、沒

過關，但該讀的書都讀完了，也是很大的收穫。他看許多壓力處理的研究，發現正向思考的能

力和能否面對現實、管理壓力，及小時候的經驗有關。他的兒子學鋼琴，每逢跳級考試，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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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心考不過，但他總是跟兒子說，「根據過去經驗，每次你都能順利過關，所以這次也一定沒有

問題。」不斷給孩子信心，就是要幫助訓練他正向思考，及培養調適壓力的能力。但如果反過

來，每逢這種情況，父母就數落孩子，「平常叫你準備你不聽，現在才擔心有什麼用，這樣你八

成考不過了。」久而久之，孩子碰上壓力時，習慣用負面思考，還沒迎戰就先放棄。 

 

終生學習才是目的 

    學習是終生的事，其實不必急於一時，重要在於孩子能一直保有對學習的熱情，這需要父

母的寬容等待。 

 

陪伴、鼓勵、寬容、放心、耐心及以身作則，是父母的角色，而以下幾個相反詞：責罵、催促、

急切地替他們做、自己負面思考、輕言放棄，就請都避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