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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
制。」                             加拉太書五章 22 至 23 節 

園主任 魏淑貞老師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
疲乏。」                           以賽亞書 四十章 31 節 

大黃班﹕周老師、燕琴老師 
 

大藍班的孩子們，恭喜你們畢業了，聖經中有㇐句話說「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
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做信徒的榜樣。(提摩太前書 4：12)」願上帝祝
福你們心靈和身量㇐起成熟⾧大。     大藍班﹕聖潔老師、小郁老師 
 
「上帝愛我們，由於他的恩典，他賜給我們永恆和美好的盼望。願這位父上帝和我們主
耶穌基督，激勵你們，使你們有勇氣來宣傳和實行㇐切美善的事。」 

帖撒羅尼迦後書 2 章 16-17 節 
大綠班﹕芸芸老師、沐沐老師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願耶和華向你仰
臉，賜你平安。」                   民數記六章 24-26 節 

大紅班﹕劉姐姐、容容老師 
 

 

豐富孩子的讀寫經驗：從「讀寫萌發」的觀點出發   小紅班/語齊老師 

「對年幼的學前孩子而言，發展『讀』和『寫』的經驗是遠在天邊，還是近在眼前？」 

 論及語言學習，「聽」、「說」、「讀」、「寫」是經常提到的四個面向。然而當我們面對學

前的孩子，幫助他們發展「聽」與「說」的能力，是否比引導他們發展「讀」與「寫」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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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要來得容易呢？又，我們是否需要等到他們的「聽」與「說」能力發展到某種程度，再來

引導他們學習「讀」和「寫」呢？「讀寫萌發(Emergent Literacy)」的觀點，或許可以給我們

一些頭緒。 

 

簡單認識「讀寫萌發」觀點 
  「讀寫萌發(Emergent literacy)」是指接受正規讀寫教育前，孩子透過在家或在校進行非

正式語文活動（意即不是正式的「閱讀課」、「寫字課」……等）習得閱讀、書寫相關知識與

經驗。此外，一個能夠提供孩子豐富讀寫經驗的環境，不僅能夠促進孩子閱讀、書寫的發

展，孩子的口語能力也與這兩者同時且相輔相成地進步。 

  由此可知，學前的孩子雖然很可能大字不認識幾個，也尚未能夠寫出來，但是透過設計

得宜的活動，以及一個充分提供讀寫經驗的環境，對孩子

發展語言的能力是非常有幫助的。 

 

「三歲多的孩子如何經歷讀寫經驗？」以小紅班為例 

  三歲多的孩子也能有讀寫活動的經驗嗎？答案是肯定

的。透過例行活動、主題課程…..等許多的活動，小紅班

的孩子們自入學後的兩個月起，早早就開始了一連串讀寫

經驗。 

 閱讀活動實例（一）：晨間活動 

   引導孩子認識年月日，以及星期幾，是最容易進行

且最能讓孩子熟練的語文活動（同時也是與數概念相關的

活動）。透過認識月曆，孩子們認識了閱讀的順序（由左

而右，由上而下），而老師親自將日期書寫於白板上的過

程，則幫助孩子瞭解綜合運用不同抽象符號的過程（數

字、國字、注音、圖像）。 

  此外，老師在月曆上標註重要的日子，也是引發孩子

閱讀興趣，以及示範運用符號書寫的過程。孩子們知道畫

上一個蛋糕，表示生日；畫一副餐具和一個長頭髮、帶著微

笑的人像，表示這一天要邀請小穎老師到班上吃午餐；畫上草莓，則是種草莓的日子。看似

簡單的晨間活動時光，將運用圖像符號表達與理解的雙向

過程實際並自然地帶給孩子。 

 閱讀活動實例（二）：討論記錄 

   在幼兒的學習活動中，討論紀錄可以發揮許多功

能。當孩子正在進行討論，討論紀錄即時地呈現孩子的想

法，確認了孩子透過口語所表達的意義；討論結束後，孩

子可以隨時檢視討論紀錄，對比記錄與自己的理解，深化

閱讀理解的歷程。 

  老師偶爾並用圖像與符號記錄，是促進孩子閱讀的好

方法。例如右圖是一張投票結果的紀錄，為了認識校園裡
一張海報就能為孩子帶來豐富的

閱讀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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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孩子們決定邀請第二位對象到班上吃午餐。這張海報中，包含了討論議題（「除了范

叔叔，我們還想邀請……」）、選項（魏媽咪、劉姊姊……等，並附上對象的照片）、投票者

（以號碼記錄，並附上投票者的照片），以及票數統計（3 票、2 票、1 票……等，數字與文

字混用）。僅僅需要一張海報，孩子就能學習許多與閱讀有關的知識（如：閱讀的方向、圖

片與文字對應、圖片與號碼對應、號碼的意義……等），可見這種記錄是具有豐富內涵的閱

讀材料。 

 

 書寫活動實例（一）：表達意義 

孩子透過圖像表達就是書寫經驗的起始。右圖的愛心卡片

上，姸希用蠟筆畫了許多圈，她說：「我畫了很多圓圈要送給昕

晨，我想告訴她：『我喜歡她』。」；幸原跑步日記上的記錄，也

是一種書寫，而當他介紹自己的圖畫時，運用口語說出圖畫的意

義：「今天跑步太陽很熱，我哭了」。 

在這個例子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孩子經常需要藉由口語說明

書寫內容的意義，而當孩子透過口語說明圖像的意義的時候，就

是書寫經驗與口語能力相輔相成、並進發展的時刻。 

 

 書寫活動實例（二）：描寫與仿寫 

當孩子有了書寫的經驗，加上閱讀的經驗使他們發現文化中

有不同的符號系統（如國字、注音、數字，甚至英文字母……

等），而這些符號有既定的外觀，且是人人都能看得懂的，他們就

會躍躍欲試，希望更精確地表達自己的意思。於是，仿寫、描寫和

書寫這些符號，就成了孩子們喜歡的活動。 

右圖是宇翔的跑者日記。他主動地告訴老師，今天跑步狀況

「還不錯」，所以決定在格子裡寫上「還不錯」三個字。而同樣是

仿寫，品瑀則搭配圖像，圖文互相呼應說明：「小小跑步者」的想

法（這也說明了她已經有了「圖文相關」的閱讀知識）。 

 

寫在後頭 

  在日常生活中，您也可以提供類似的語文活動，例如：生活

中的廣告傳單、招牌、路標……等各種蘊含意義的素材，都是能

夠豐富孩子讀寫經驗的材料，不妨引導孩子一同探索，相信孩子

們會非常喜歡！願上帝祝福您！ 

 

大紅班的好品格-節制                      大紅班/劉姐姐 

    快樂的幼兒園生活在八月即將進入尾聲，迎面而來的就是陌生、新奇、與充滿挑戰的國

小生活，這學期開始，老師每天觀察孩子們的一舉一動，看看大家是否已準備好自己，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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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新鮮人了呢？老師發現孩子們目前在很多時候有

些有趣的行為，例如老師上課時，有孩子想到好玩的

事就一定要跟身旁的人分享，於是開始說個不停；玩

角落或是戶外遊戲場時，老師說該收拾該集合了，有

孩子卻還想繼續玩繼續跑；看見別人做錯事或說錯答

案，有孩子就想嘲笑人家，甚至起鬨；收拾書包了，

其他人都將物品收進書包將書包掛在椅背後，卻有孩

子手上或桌上還有資料夾、聯絡簿與課本還沒開始

收；大家吃完午餐，喝湯吃水果了，有孩子卻坐著思考人生的方向，手中半碗飯還沒吃

完…，老師知道孩子們都有個別差異，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氣質，但在團體生活中，如何

讓自己適應團體，與環境與他人創造和諧平衡的生活，學會自我控制，也就是擁有｢節制｣的

品格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所以在畢業前老師特別為大紅班安排｢節制｣的品格教育活動。 

    節制的生活，讓你養成好的習慣，有秩序，容易身體健康，對自己對別人都有益處。節

制是甚麼呢~ 

    在飲食的部分，節制是願意把喜歡的東西分給別人，不是全部留給自己；不亂吃一堆垃

圾食物，願意試試青菜和水果；不亂喝過多含糖飲料，多喝水有益身體健康；一下子不要吃

太飽。 

    提到飲食上的節制，老師和孩子們分享繪本｢奶茶好好喝｣，故事中凱西公主對於奶茶的

狂熱是超乎常人，當其他公主的房間掛滿美麗的衣裳、擺放著閃亮的珠寶首飾，凱西公主的

收藏卻是各種樣式的茶壺、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茶葉，就連王國的城堡建築也蓋成茶壺的形

狀…。凱西公主每天都要喝上好幾壺奶茶，漸漸地，小茶壺已經無法滿足她的需求了，她請

工匠設計容量更大、樣式更美的茶壺：貓頭鷹、黑熊、大象…這些誇張的動物造型可以容納

更多更多的奶茶！凱西公主因為喝完這些大份量的奶茶，她的體型早就已經失控了！當她發

現自己沒有節制的喝奶茶造成的問題，為了恢復苗條健康的身體，凱西公主下定決心遵守醫

生建議的健康生活，每天吃健康餐，加上努力運動，喝茶不能再加奶和糖，但她可以喝出各

種風味的茶的味道。經過了一年，凱西公主恢復了以往的容顏，雖然她還是愛喝奶茶，但是

現在知道千萬不喝太多，她已經明白節制的重要。 

    對現在的孩子們來說，喝飲料已是常見的小事，但對孩子們的發展，常喝的飲料中若含

有咖啡因會影響睡眠品質，使注意力不集中，過量的糖也易使孩子焦慮、注意力不集中、進

而誘發或加重類似過動的現象，影響學習狀況。為了自身的健康，孩子們在這部分，其實是

在面對所有紅燈食物時，的確需要努力的節制。 

    在日常生活的部分，節制是願意耐心排隊，不心急；看到喜歡的商品時，不吵也不鬧，

願意好好講。節制是天黑了，該回家了，明天再來玩；把功課做好再玩；當我玩的正高興的

時候，媽媽叫我幫忙，我就趕快過去幫忙。節制是累了就休息，不做過度的事情，不會一直

打電動，不會一直看電視，知道要保護眼睛。節制是早點睡覺，按時起床；節制是看見美麗

的花朵，不去採它。 

    在心態的部分，節制是選擇好的態度，例如不亂發脾氣，生氣時不要火氣太大，更不要

罵人或打人；選擇做對的事，好的事。 

    在語言表達的部分，節制是選擇說好的話，有禮貌的話，正確的話，不亂說話，不說傷

害別人的話；別人出錯，忍住不去批評，不幸災樂禍；當我得獎時不驕傲；不嘲笑別人；別

人出糗，忍住不笑；聞到臭屁，不追問是誰放的；不跟著別人起鬨。節制是不搶佔所有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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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讓別人有時間發表想法，雖然知道答案，也不全部自己說出來，讓別人有機會回答；願

意靜下心來，聽人說話，不是要別人一直聽我說話，也要聽聽別人在說甚麼。節制是不吹

牛，不說自己做不到的事。 

    提到說話時的節制，老師和孩子們分享繪本｢是蝸牛開始的｣，有一天，蝸牛碰見豬就脫

口對豬說：「天啊！你好肥哦，可是你的腿竟然沒有被壓垮！」這使得豬大為光火，所以當

他碰見兔子，便也不客氣的指著兔子笑他是膽小鬼，而兔子被豬的嘲笑弄得心理很是不愉

快，當他碰見大狗的時候，也不客氣的數落大狗是隻懶惰蟲，大狗雖然為自己自圓其說，可

是當他碰見蜘蛛時也取笑了蜘蛛，而蜘蛛也將這份怨氣發洩在白鵝身上，所以當白鵝遇見蝸

牛時，當然毫不客氣的笑蝸牛是個慢吞吞的傢伙，這下子大家都因為彼此不客氣的言語生氣

了。這是人際關係的蝴蝶效應！對人說一句好話，這一天世界上會出現更多的好話，對人說

了一句不好的話，這一天世界上會出現更多不好聽的話，而且最後那些話，還有可能跑回自

己的身上來呢！所以，對別人好就是對自己好喔！  

    為了幫助孩子們學習說出有禮貌、正確的話語，老師請孩子們彼此練習，對人說出鼓勵

與稱讚的話語，例如你畫圖時塗顏色很仔細，你在小組活動時會同心協力，他的臉每天有保

持好心情笑笑很可愛，他跑步時很認真會一直跑，他在我想要去告狀時會提醒我…。 

    在節制中還有提到要聽人說話，不是一直要別人聽我說話。班上有孩子很容易在上課時

自己想到甚麼就說甚麼，無法專心上課，也無法等待可以說話的時機再說話，這是上課時很

需要節制的行為。老師和孩子們分享繪本中的小故事，有個小學生名叫小遠，他自己在上課

時總是愛講話，因為常會突然想到好玩的事情，不馬上說出來下課就忘了。可是他自己知道

這樣會打擾到老師和同學上課，以後長大若還是這樣，去上班工作時，要開會了，自己還在

跟同事聊天，應該很快就被老闆解雇，沒有工作可以做了。所以他決定好好學會節制，不管

是握緊雙手或是閉緊嘴巴，都要控制自己不在上課時開口與人聊天，若真的有想到重要的事

情，趕緊寫在記事本裡或小紙條上等到下課和同學分享。 

    為了幫助孩子們記住上課要有好表現，老師帶孩子們至安親班教室觀察哥哥姐姐上美語

課，也請安親班的洪老師，為大紅班孩子上一堂數學課，整堂課中老師觀察孩子們很努力地

遵守洪老師的規則，想回答老師問題的孩子都踴躍舉手，大家也盡力將身體坐直，事後請孩

子們分享上過洪老師數學課的感想~孩子們說他們的數學比較難懂，我聽了好久才懂、我們

寫的作業比較簡單，他們的比較難、國小老師講話比較快、小學生要自己認國字、小學的老

師教的都比較難。聽完孩子們的分享，老師希望孩子們在上課時需要節制的行為表現都能一

一做到。認識了｢節制｣，老師設計了節制學習單請孩子們回家利用一周的時間，記錄自己在

家需要學習節制的行為及施行成效；在學校孩子們也畫下自己在教室在上課時需要節制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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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表現，努力提醒自己要好好記得節制的功課。 

    節制是對自己有好處，對別人有好處，節制是一種美德，一種力量，一種愛，是需要常

常練習的。我們可以向神祈禱，幫助我們心裡有節制；我們可以請人提醒，幫助我們行為有

節制；我們可以自己練習，幫助我們態度有節制，相信若有一顆願意的心，我們會愈做愈

好，愈來愈有節制。 

                                       (以上部分內容節錄自使徒出版社｢節制｣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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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哈瑞寶小熊軟糖                                 中綠班/其樂媽媽 

    這次受到老師的邀請寫文章，左思右想，育兒

經驗和甘苦談一籮筐，怎麼都談不完，實在是無從

下筆，不如就來介紹深受小孩、大人都喜愛的小熊

軟糖吧!最早接觸到小熊軟糖是媽咪我在德國念書

的時候，在這之前總覺得軟糖不就是裹著層人工色

素的橡皮糖，吃進嘴裡，就好像吃了一堆化學顏料

和橡皮。吃過後，真是讓我頓時驚為天人，還因此

在部落格裡寫了一篇文章介紹小熊軟糖。 

 

    小熊軟糖是德國一家專門生產甜食的 Haribo
公司所生產的一系列產品之一，這家公司歷史悠久，

由創辦人 Hans Riegel 於 1920 年在波昂成立。也因

此，Riegel 先生取『Hans Riegel in Bonn』的開頭字

母合而成為公司的名稱「Haribo」！而小熊軟糖則是

在 1922 年由 Riegel 先生發明，並進而量產。一開

始，小熊軟糖是一種具有特別造型的水果軟糖，造

型則為跳著舞蹈的熊，長約一到兩公分，故在早期

名為跳舞的熊(德文原文 Tanzbaer)！顏色則有紅色

（覆盆子口味）、綠色（蘋果口味）、黃色（檸檬口

味）、橘色（橘子口味）以及白色（鳳梨口味）等一

共五種顏色、五種口味，後來又增加了草莓口味。

一袋小熊軟糖裡各種顏色的比例則為：紅色 1/3、其

餘的顏色各 1/6。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比重，則是因為

根據市場調查的結果，紅色是大家的最愛呢！ 
    或許大家會有個疑問－為什麼沒有藍色呢？根

據 Haribo 公司的說法，小熊軟糖的每種顏色、口味和原料都取自天然的水果，

絕非使用人工色素製造的。而因為在所有的天然植物裡，沒有可以淬煉出自然藍

色的植物，所以，小熊軟糖裡就沒有藍色小熊的存在！ 
    小熊軟糖在德國推出以來，就廣受大眾的歡迎，不僅 Haribo 公司由原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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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工廠增設至德國五家工廠、全歐洲共十三家工廠，產品行銷至全世界 105 個

國家的知名品牌和廠商！小熊軟糖也成為專門的學問，坊間更有許多關於小熊

軟糖的書籍呢！ 
       

一起趣露營                                 大藍班/信華媽媽 

    還記得我們的第一露是在信華小班時，學校聖誕節活

動結束後，直衝營地。會開啟這個活動是先生的高中好友

們的力邀，看著兩個寶貝在大自然中奔跑的開心的模樣，

在租裝備試露過一次，就決定投入這項活動了。每次只要

有露營活動，信華會宣傳到每個老師、同學都知道，兄妹

倆真的非常喜愛露營。 

不一樣的季節，會有不一樣的生態、活動，像信華

非常喜歡毛毛蟲（很怪），只要蝴蝶多的營區，通常毛毛

蟲也不少，看到毛毛蟲的他都會興奮，他開心的跟我說，

這毛毛蟲好可愛，牠長大後就會變成漂亮的蝴蝶哦，而媽

媽就是要一直提醒他，不行去摸哦，刺刺的有毒，會癢

癢。也會遇到一些昆蟲小貴賓，信華會想帶回家，這個時

候會告訴兄妹倆，這樣小可愛（信華稱這些小昆蟲叫小可愛）會找不到媽媽，信華萬般不捨

後，才會放回去，而鬼靈精怪的妹妹，就會說：我們一起也

把牠的媽媽帶回家吧。爸爸也會帶著他們去抓蝦抓魚，這些

對兄妹倆都不陌生，只是還是要很注意安全，我們通常只在

腳踝深度的溪邊玩。 

    有些營區會安排活動，例如搗麻糬、採草莓，或是一些

闖關遊戲，通常孩子們都很賣力，就算有些營區沒活動，也

沒什麼親子設施，但大自然就是最好的遊樂場，他們總是會

自己找到好玩的，堆個石子，蓋個城堡，發揮他們的想像

力。我們也遇過下雨天，就是在帳篷內遊戲。通常只要不是

豪雨或是颱風，一般來說我們都會前往營地，遇到好天氣很

開心，就算天氣不好，也另有一番體驗。 

    通常我們都在桃竹苗附近找營區，一年中會再挑個比較遠的，輕露營一下，通常外食，

在附近景點遊玩。原本在今年六月要挑戰花蓮石梯坪，無奈颱風攪局，就取消了，非常可

惜，孩子們原來都很期待，媽媽腦海都有畫面了，坐在躺椅上，吹著海風，面向太平洋。信

華也常說起要邀請同學們一起露營，希望有機會一起成行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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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陪我們去運動吧!                          大黃班/天晴、小粉班/天昕爸媽 

        

我們家的假日生活經常只有一個行程：運動。兩姊妹陸續出生後，原來的運動習慣瞬

間被瑣碎的育兒生活所吞噬，很長一段時間，運動離我們很遙遠。孩子稍大一點後，我們

決定重新開始，只是，平日忙上班，假日無後援，拎著兩個配合度極低的隊友，能做什麼

運動呢？可以彈性選擇地點又兼顧幼兒的，就是跑步了。因此，每個假日，我們造訪許多

學校的操場，一人跑步，一人看著小孩，不知不覺持續跑了三年多，回首這些日子，雖然

孩子不是跑道上的主角，但有她們的陪伴，跑步一點也不單調。 

 

  爸媽跑步的時候小孩做什麼呢？在國小，有各式各樣的遊具，有時還可以找到其他玩

伴。兩人最喜歡的是苗栗山腳國小，除了盪鞦韆溜滑梯之外，校園內還有豐富的生態池，

光是觀察雞鴨鵝，就佔據了大半時間。國中以上的校園，多半只有空蕩蕩的操場，曾經我

們擔心小孩會無聊而吵著要回家，不過後來證明多慮了，兩姊妹有的是彼此的陪伴，以及

幼兒獨有的想像力，偌大的操場可以被她們劃分為不同的空間，各種角色扮演遊戲玩都玩

不膩。偶爾興致來了也會跟著跑幾圈，上了仁光之後，更能大步往前跑。下過雨的操場是

她們的最愛，大人跑步，小孩脫下鞋襪在旁邊踩水坑，非常過癮。 

 

  然而，上述姊妹和樂融融、自得其樂的畫面，只是現實生活的一小部分而已。跑道內

外，經常上演的是崩潰大哭的戲碼。剛開始全家出門運動時，妹妹才滿一歲，無法接受媽

媽只顧跑步而不抱她，需要爸爸出動背巾安撫。再大一點會走路了，興致勃勃想要加入跑

步的行列，但每每跑了三五步之後，便坐下表示跑不動了，看到媽媽揚長而去的背影，相

當不滿，最後只能由爸爸將她抱出場。其他為了玩遊戲拚輸贏或搶腳踏車而起的爭執，也

是相當精彩。不同的崩潰與爭執標記了不同的成長階段，面對這一切混亂，我們的原則就

是，只要上了跑道，場外孩子的種種問題，都是另外一個人的，因此場外精彩戲碼上演

時，場上的人都可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我們開始跑步，只是為了重啟運動習慣，沒有設定特別目標，孩子們究竟在過程中得

到了什麼，我們不知道。爸爸倒是有意外的收穫，在開跑半年之後，竟然減了十公斤也消

了鮪魚肚。而媽媽，雖然沒有得到具體的收穫，但每週在寬闊的跑道上，找到了短暫的平

靜，與自由。 



12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