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嬰幼兒活動設計
與環境規劃

嬰幼兒活動設計

ㄧ、前言

• 嬰幼兒透過遊戲探索世界，遊戲是嬰幼兒的
學習工作。透過遊戲，嬰幼兒的動作反應會
更敏捷，知識概念會更豐碩清晰。在遊戲中
嬰幼兒獲得情緒的紓解，父母、老師與嬰幼
兒在遊戲互動過程中得到更親密的關係。

• 很多成人不知道如何與這麼小的孩子玩遊戲，
也不知道有哪些遊戲可以玩，其實引導尚未具
備語言理解與表達能力的嬰幼兒遊戲，不只需
有愛心、耐力，還要有方法與技巧。

二、嬰幼兒活動設計前的先備知識

• 所謂的嬰幼兒活動設計前的先備知識是指，
設計嬰幼兒活動前應了解、清楚的知識。包
括：

1.了解嬰幼兒發展的基本知識

各年齡層的動作、語言、認知、社會情緒…..等
能力差異性很大，只會坐的嬰兒不能設計爬行遊戲，
兩三歲尚在平行遊戲階段的孩子，就不能設計合作
性活動，所以了解嬰幼兒發展的基本知識是設計嬰
幼兒活動的基礎。

2.知道教材內容的編選原則

如何選擇適合不同年齡嬰幼兒的教材，是活動設計
前需要先了解的，有能力編選教材才有能力設計活
動。教材內容編選原則包括：由簡單到複雜，由生
活經驗取材，考慮個別差異性，要能引發孩子的興
趣，配合發展能力….等。



2

3.認識活動設計的原則

遊戲活動的設計有一些基本的原則要考慮，
依循這些設計原則可以設計出較合宜的遊戲。

嬰幼兒活動設計原則如下：

1.考慮嬰幼兒的成熟度與發展能力：
雖然每個孩子的個別差異性很大，仍有一些發
展上共通的特徵，設計活動時應先考慮該年齡
層的發展成熟度與能力，作為基本的設計準則，
在做細部修訂。

2.注重各別差異性
同一年齡層的孩子，在個性、性別、興趣、
能力等方面可能仍有相當的差距，這也是設
計嬰幼兒遊戲時該注意到的。

3. 成人與嬰幼兒比例應是年齡、活動性質彈性
調整

基本上年齡越小越需更多的人力照顧，但個
性、活動性質也是影響成人與嬰幼兒比例的
重要因素。

4. 考慮遊戲空間環境與活動性質
不同性質的活動需要不同的遊戲空間，換句
話說，不同的遊戲環境空間對活動型態、性
質會有所限制。

5. 活動方式、內容須有彈性
影響嬰幼兒活動的因素很多，如果活動設計
缺乏彈性，會使效果大打折扣。所以活動的
方式、內容需因嬰幼兒的個別差異性、生活
作息；體能狀況….等適時彈性調整，才能發
揮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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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熟知嬰幼兒的個性，了解其生活習性

二歲以前嬰幼兒遊戲的帶領，成人與幼兒的
比例通常是ㄧ比五以內，每位嬰幼兒的個別
差異性很大，個性、習慣也大不相同，所以
設計時應多考慮嬰幼兒的個性，了解其生活
習性，較能收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嬰幼兒發展目標

• 設計嬰幼兒活動時，要先考慮活動希望孩子
得到何種經驗。嬰幼兒的發展是全面的，所
以提供孩子遊戲活動時最好也能讓孩子有各
方面的體驗，正如飲食要均衡，才能使身體
發育良好。以下的發展項目是嬰幼兒身心健
全發展所必須的。

• 要特別強調的是這裡所謂的嬰幼兒發展目標，
重在讓孩子有這方面的經驗，而不是一定要
達到某種能力。強調「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
點上」，容易造成「堰苗助長」的現象。

• 提供足夠的刺激經驗，以幼兒的經驗感受為
出發點。

嬰幼兒發展目標

(1)身體方面：得到身體的自我知覺經驗。

靈活運用身體動作的經驗。

(2)語言溝通：與人談話和談話溝通的經驗。

語言表達的經驗。

(3)認知學習：利用感官知覺經驗探索外在世

界。

(4)獨立自理：學習如何照顧自己，增進生活自

理能力。自我選擇、決定的經驗。

(5)社會互動：與成人相處的社會經驗。
與友伴相處、交往合作的經驗。

(6)情緒處理：認識自己的情緒。
經驗情緒的抒發與表達。

(7)問題解決：有機會經驗自己解決問題。
(8)創造想像：經驗想像創造的樂趣。

四、嬰幼兒活動設計規劃

(一)強調學習過程及主動參與的嬰幼兒活動設計
規劃

1. 強調學習過程及主動參與的嬰幼兒活動源自
於發展論。

2. 強調學習目標不在最後得到什麼，而應關心
遊戲活動過程中孩子的參與度、學習興趣、
學習態度、學習方法的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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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理念強調：學習是在不違背大教育目標
的原則下，藉環境安排，賦予幼兒自由創作
的機會。

4. 強調主動參與的活動和經驗的重組，課程設
計要依據孩子的活動經驗。

5. 課程計畫的過程是：先考慮嬰幼兒發展方向，
重是學習環境的規劃安排，再展開活動。孩
子可能因此發展出各種不同的學習成果，所
以沒有一定的評量項目，而是根據孩子的學
習反應觀察，修定活動設計。

方向目標→  環境安排→      活動實施→ 各種學習結果→   觀察回饋

強調學習過程及主動參與的嬰幼兒活動課程計畫的過程

• 藝術活動設計
• (感官---觸覺、視覺)

美感培養

• 藝術活動設計
• (感官---觸覺、視覺)
• 美感培養

(二)強調學習目標的嬰幼兒活動設計規劃

1. 活動設計時先設定活動目標。
2. 活動結束時檢核學習成果的設計方式。
3. 其教育理念是：學習是在有系統、可預測的
狀況下進行的，課程是達成型為目標的手段，
課程發展是在教師預定目標、計畫中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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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課程計畫的過程：先考慮活動的教育目標，
在進行教材的選擇，設計好活動後再展開活
動，最後根據孩子的學習成果進行學習評量，
根據孩子的學習成效，修定活動設計。

• 藝術活動設計
• (感官---觸覺、視覺)
• 美感培養

• 藝術活動設計
• (五感---觸覺、視覺)
• 美感培養

大肌肉活動----身體探索
動作協調

大肌肉活動----身體探索
動作協調

教育目標→ 選擇材料(內容) → 活動設計→ 發展教學過程→ 教學評量

強調學習目標的嬰幼兒活動課程計畫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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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嬰幼兒遊戲活動設計考量因素

• 設計嬰幼兒活動需要考量很多因素，包括教
育理念、學習模式，還要注意以下因素：

1. 幼兒年齡，大人與幼兒比例。
2. 幼兒能力、生活經驗背景。
3. 學習內容：讓幼兒學什麼？
4. 活動方式、活動時間。
5. 場地、環境、教材教具。
6. 支援系統：行政資源、社會資源。

(五)嬰幼兒遊戲活動設計示例

活動
名稱

疊高高 適用年
齡

1歲半至5
歲

師生
比例

1：１至１：１０
(親子)   (教師)

活動
目標

1.讓孩子經驗堆疊
的樂趣
2.讓孩子從套疊過
程中經驗大、小、
高矮的概念，建構
堆疊操作模式。

環境準備 1.有軟墊的空間
2.各種可以疊高的積木、
安全空頻、套套杯……

活
動
方
式

1.將孩子放在軟墊上，或在
孩子的視線範圍內，表現對
堆疊積木很有興趣（可直接
操作）。
2.把可疊高的物品放在孩子
前面，如果他顯出想玩但又
害羞的樣子，可以鼓勵是地
引導，如：「你想玩嗎？這
些你可以試試看。」
3.鼓勵同伴間的互助合作。
4.最後要有結束、收拾的儀
式。

觀
察
重
點

1.觀察幼兒的參與興趣。
2.觀察幼兒堆疊的動作技能。
3.觀察與友伴互動情形。

成
人
角
色

1.環境佈置：準備軟墊、
收集各種可堆疊物品。
2.適時引導：在適當的時
機適時引導。
3.觀察：觀察幼兒堆疊的
動作、技巧，與友伴互動
情形。
4.參與：可在一旁堆疊會
參與幼兒的堆疊。

注
意
事
項

1.注意盡量不左右幼兒的想
法。
2.只有在幼兒需要時再介入
。
3.提醒並制止幼兒把積木用
來當攻擊、投擲物品。

活動
名稱

魔術動物
園

適用年齡 ８個月以
上
（至少會
爬）

師生
比例

活動
目標

1.加強運用肢體動作
能力
2.促進動作模仿能力
3.強化頸肌耐力

環境準備 1.爬行動物的圖片或書
籍
2.會發出聲響的樂器
3.音樂帶

活
動
方
式

1.先拿出會爬行的動物圖片
與幼兒討論圖片中動物的習
性叫聲及爬行方式。
2.媽媽可向幼兒說明，現在
媽媽要帶你去一個魔術動物
園，那裡有好多動物，只要
聽到「噹」一聲，就可以變
成另一種動物（或用手拍兩
下）。
3.問幼兒想當什麼動物，如
：「小螞蟻」，可放音樂，
先隨口令變化爬行動作，在
隨性想像當各種動物。

觀
察
重
點

1.注意幼兒做爬行動作時，投
是否能抬起來。
2.觀察幼兒是否能很快地變換
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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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人
角
色

1.鼓勵幼兒參與活動
2.注意環境安全
3.帶著孩子做動作
4.利用音樂變化, 增加活
動趣味性

注
意
事
項

不要強迫幼兒做某些動作，
盡量用活動的趣味性引導。

嬰幼兒環境規劃

嬰幼兒遊戲環境的規劃原則

• 健康安全成長
• 能激發孩子的探索慾
• 自主獨立使用空間
• 滿足孩子的好奇心
• 發揮創造/想像力
• 紓解情緒壓力

如何規劃能促進嬰幼兒整合性發展遊戲環境

• 足夠的空間

• 環境採光通風良好

• 教具玩具陳列讓幼兒容易取放

• 讓幼兒有生活自理的機會

• 可讓幼兒自在地遊戲活動

• 符合嬰幼兒發展需求

• 注意動線規劃

• 提供足夠的遊戲設備

足夠的空間 教具玩具陳列讓幼兒容易取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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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幼兒有生活自理的機會 可讓幼兒自在地遊戲活動

符合嬰幼兒發展需求 注意動線規劃

• 提供足夠的遊戲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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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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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區可以擺設的器材

• 大肌肉發展類：

• 小小溜滑梯、安全木馬、推拉玩具、坐式玩
具、呼拉圈、彈力球

• 語文圖書類：

各式圖畫書、布書、玩具書、小錄音機、布
偶

• 感官發展類：
旋轉音樂盒、可敲打的安全樂器、鏡子、
沙包、豆袋

• 操作創意類：
黏土、麵粉糰、建構玩具、大型彩色積木
、大型海綿積木、簡單拼圖、發條玩具、
安全大蠟筆、各類紙張

嬰幼兒遊戲區玩具安全之檢查

• 玩具不能太小，避免被嬰幼兒吞下去

• 不能有尖銳的角、邊或洞口

• 容易清洗

• 沒有毒性的漆

• 零件不易脫落或分離

• 玩具確保堅固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