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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徵選格式 

一、設計理念 
  今年葡萄班的成員，是混齡班級，要讓全部的學生可以一起團討、小組

呈現，前面的引起動機很重要，正所謂，鋪梗鋪得好，只需等待時間帶來的

豐碩成果。 

  這次的主題教學，我預計從小孩有興趣的「恐龍」著手，將幼兒的興趣

和學習融合，一來減低成人的主導和干預，二來將學習權還給孩子。 

 

二、教學流程 
活動一名稱：我愛恐龍 

  首先藉由公視的動畫－我愛恐龍，讓孩子們可以輕快地哼唱，簡單地模

仿暴龍（手比出三指）、三角龍（手腳摸地）、迅猛龍（手比耶快速前

進）、翼手龍（雙手擺動呈飛行貌）以及自創五齒龍（跳很高），來邊聽音

樂，邊在教室以恐的姿態活動。 

活動二名稱：恐龍爬樹 

  運用布加上鬆散區的教具，全班創作一棵樹，我們先用黃色的布當作樹

幹，然後用深淺的咖啡色排成樹枝，排列方式不同就會形成不一樣的樹木樣

態；接著，我們全班一起用翼手龍的方式，腳張開開，低姿勢飛越大樹，不

讓作品被破壞。經過今天的活動，有小朋友開始有了很多想法，例如：要畫

出大樹的設計圖、河流中有水怪等等，我們將繼續進行戲劇、美學、創作的

學習之旅。 

活動三名稱：恐龍渡河 

  當恐龍遇到河流，要怎麼渡河呢？今天要來運用布（和昨天一樣的素

材），加上一個新的教具－積木，進行河床的搭建，在搭建時，我們透過認

識不同積木的形狀，進而去搭建不讓河流流出來的河床，不只建構，老師也

在過程中，提出－如何維持河床平衡的方式，不只疊高，我們更深層地理解

搭建平衡的可能性；最後小孩提出河流應該要有魚，所以我們先把魚畫下

來，接著剪下來，以及著色，有的小孩越畫靈感越多，繼續創作水母、魟

魚、海蛇、食人魚和鯊魚。 

  在擁有河道的情境下，我們模仿小魚的動作、鯊魚的大嘴巴、水母的水

母漂、螃蟹的螃蟹走，並且融入自由式、蛙式和憋氣，進入海底世界，與自

己創作的海底生物共同遊玩。 

活動四名稱：火山有岩漿 

  這次就地取材，我們利用教室的桌椅，排成火山和山洞，並且開發不同

的路線，不只在桌上爬、還有桌下鑽，以及加上前幾天的手印腳印，讓恐龍

在探險時，多了其他挑戰。 

  最後小孩拿了椅子放在桌子上假裝是火山，讓火山爆發，我們也用了積

木區來蓋不同形狀的火山，使用藍色的布當作池塘，紅色的布當作岩漿；還

發現有些積木排列出化石、文字（恐龍語言），在暗示我們哪裡有水源、哪

裡有食物，讓體能、認知和創意融為一體，統整性學習。 

活動五名稱：恐龍搬食物 

  恐龍如何搬運食物呢？老師讓幼兒可以發揮創意，用自己的方式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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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想到可以用腳夾、用背拱起、用肚子撐起、用腋下夾著、用手肘固定等

等，都是讓幼兒對自己的身體有更多的了解，並且更理解自己的身體要怎麼

用力，才可以保持穩定性。 

活動六名稱：恐龍話 

  另外，恐龍發出的叫聲，都代表什麼意思呢？我們將聲音化為文字，綸

綸說：「這個發抖的線，是恐龍身上的皮，他在說自己很餓。」老師也仿畫

很多條，那就是代表恐龍很餓很餓，淳淳說：「很多白雲的線條是指，恐龍

要我們跟牠一起去那邊玩。」爍爍說：「我畫的線條是指恐龍在暗示前方有

陷阱。」塏塏說：「我畫的三角形代表這裡有水。」藉由仿象形的恐龍字，

讓我們與恐龍更靠近。 

活動七名稱：形狀拼貼恐龍畫 

  在繪本的前經驗預備下，我們將學習區的素材與恐龍結合，塏塏、佳佳

和倫倫，使用形狀磁鐵，嘗試拼貼出自己喜歡的畫面，佳佳做出房子和花

朵，老師建議塏塏可以試試看鋪排恐龍，於是我們將語文區宮西達也的繪本

－我愛你，拿來參照，加上塏塏自己的創意，所以形成了兩個半橢圓狀的恐

龍蛋打開，有小恐龍在裡面的畫面。 

活動八名稱：恐龍蛋 

  讓幼兒以肢體展示出恐龍蛋、小小龍、中間龍和大大龍；小孩從恐龍蛋

開始，就有很多想像，有的抱著頭，有的仰著，有的側躺屈膝，有些則是長

長的恐龍蛋（站著彎腰雙手摸地/身體呈伏地挺身貌）。在長大的過程中，要

練習和恐龍夥伴打招呼、抱抱或是比力氣，增進同學間的感情，最後我們一

起打雪仗，用小布球玩起丟接和閃躲，讓恐龍世界與小孩的世界相接軌。 

活動九名稱：恐龍打雪仗 

  小孩表示想自己做雪，所以我們要用紙來做雪球，老師提供較厚的海報

紙，讓小孩可以練習剪紙，然後再練習握著彩色筆，劃出任何你喜歡的圖

案、顏色，或是在畫畫時表達出你想發出的聲音，爍爍表示，在畫漩渦狀

時，手好像在雲朵上，很輕，身體都快飛起來了；畫完後，再用手掌的力

量，把紙揉成球，在全班的合力下，做了 63個雪球，大家要把自己做的雪

球，拿來繼續玩雪球遊戲。 

活動十名稱：恐龍摘果子 

  戶外活動上，我們結合恐龍的主題，藉由在戶外拉繩子，黏塑膠球，當

作宮西達也繪本中的摘果子情節，透過自己黏貼，以及跳高，來增加扮演恐

龍的豐富性。 

活動十一名稱：變身小恐龍 

  透過戲劇，我們練習要與同儕合作，練習兩個人先選定好同為一組，接

著討論要扮演哪一種恐龍，再來討論如何變恐龍的頭、身體、手和腳。 

  透過與他人合作，我們練習溝通、協調，以及讓身體更加有創意的發揮

和結合；從原本的戲劇創作中再增加一些難度，提升學習的經驗。 

活動十二名稱：恐龍的家 

  有了帶恐龍去逛校園，到做恐龍的家，爍爍和塏塏用大積木做出恐龍的

國宅，還有游泳池和高壓電，以及生恐龍蛋的地方，將自己的生活與恐龍完

美結合；侑家越來越會做車子，不僅外形像，也有功能性，確實可以轉動，

他做了一台恐龍可以坐的車；佳妤跨出自己的舒適圈，這次跳脫美術的專

長，使用樂高做出遊樂場風格的恐龍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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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十三名稱：蒐集恐龍的影子 

  將自己喜歡的恐龍擺在太陽底下，可以發現黑黑的影子，怎麼把影子畫

出來呢？畫出物體本身，是我們很習慣的畫畫方式，現在要突破這個畫畫的

框架，有的小孩就開始卡住了，「我畫不出來」、「恐龍要怎麼放」、「為

什麼我只能畫出恐龍的腳」，因為這些剪影所造成的認知衝突，剛好可以成

為老師與幼兒們討論的素材。我們繼續將恐龍從戲劇、音樂、肢體、語文、

美術的領域，跨到科學領域，來討論光與影的關係，以及影子的特色。 

活動十四名稱：製作恐龍的影子 

  將上述舊經驗繼續延伸，我們把影子剪下來，並且畫出他認為影子的顏

色，大家開始創意大迸發，塗上自己喜歡的色彩，一邊剪下來（剪紙的能力

有進步），現在對於剪出凹凸不平的線條，很能嘗試，只有綸綸在畫恐龍影

子時，只畫出他看得到的後半部，所以上緣沒畫到，所以剪紙撿到有畫線條

的部分後，剩下的就剪不下來了（因為沒線條讓他沿線剪），後來老師提醒

他，可以剪一個大概的形狀，這樣影子就完成了。 

活動十五名稱：宮西達也之恐龍系列 

  藉由語文區宮西達也的恐龍繪本，一併融入此次的主題教學。我們這次

專注在欣賞他的畫風；究竟宮西達也爺爺是怎麼畫出恐龍時代的天空（小孩

說，有像海鷗的東西，彎彎的曲線在天空中），還有土壤/地上（會有不同的

黃色去表示出地面），另外，還有大樹，有些樹的樹幹，會有凹凸不平的凹

洞，小孩精準地說出『有線條』，所以感覺凹凹凸凸，老師接著說，而且有

深色與淺色的搭配，一個淺藍色搭配比較深的顏色，撞色的效果，會突顯出

陰影的感覺，還有草地，草地也有點點或線條，讓草地部會只是一個半圓形

塗上綠色，最後還有火山，孩子們說出鋸齒的線條，很像是火山要裂開來的

感覺。 

活動十六名稱：宮西達也之恐龍之間的感情 

  將恐龍與語文區結合，讓宮西達也的恐龍繪本，帶領我們認識有情緒的

恐龍；今天講的故事，主旨在闡述，暴龍和翼手龍雖然語言相通，但翼手龍

一直想趁暴龍不注意，吃掉牠；相反地，平頭龍雖然和暴龍屬於不同種類，

語言不通，但是彼此真心對待，互相照顧，讓彼此都有了最真摯的感情，也

會為對方著想。 

活動十七名稱：宮西達也之探究恐龍的不同畫法 

  練習用幼兒認為的深淺色著色，進行深淺的配色效果；藉此調整幼兒畫

畫時，調色、配色的不同效果。老師在跟幼兒討論深淺色配色時，可以發現

小孩在著色時，可以開始有意識的知覺顏色，會去試著找出深色，找出淺

色，稍稍打破自己畫畫的風格，突破框架，畫出更多元的畫面。 

  在透過深淺的粉蠟筆著色、塗上更細微的細節後（火山的紋路、樹幹的

凹凸不平、樹葉上會有的果子、雪地），我們再調出自己喜歡的顏色，刷上

背景，讓畫面與宮西達也的繪本更加完整、趨進成熟。 

活動十八名稱：創意發想宮西達也之恐龍系列畫 

  如何呈現火山噴發出的火呢？綸綸想到先用紅色彩色筆畫出火山的三角

形，然後也把火山口畫出來，之後加入紅色的皺紋紙，做出皺皺的立體感，

讓火山充滿了生命力，彷彿隨時會湧出岩漿的感覺。 

  老師接著引導，天空還可以再加上哪些素材？有的小孩說可以用皺紋

紙，至於白雲？有小孩提出可以用白紙，（老師想要刺激小孩再思考一下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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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材料還可以運用），爍爍說：「還可以用棉花。」，有了跳脫出使用紙的

侷限後，大家的創意開始迸發，有人認為可以用葉子當作大樹。 

  可以多元運用不同的素材，並理解各個素材的特定質地，會讓創作更有

靈魂也會讓創作者擁有獨特的藝術風格。 

活動十九名稱：建構恐龍 

  運用學習區的連接塊完成恐龍，小朋友都有自已在建構時的心得；塏塏

說：「我做的恐龍腳會動，另外一隻恐龍是甲龍，背上有刺，比較兇。」鈞

鈞說：「我做的恐龍，嘴巴有張開，因為他是暴龍，很兇，要吃肉。」佳佳

說：「我做的是長頸龍（因為脖子很長，老師問他為什麼不是腕龍，她說長

頸龍的脖子比較短）。」 

活動二十名稱：我是考古學家（一）－尋找化石去 

  此本繪本－人類與動物的行為紀錄，分享了一些人類與其他動物不同的

行為表現，也可當作葡萄班在比較人與恐龍行為之間不同的差異性的前導經

驗。 

  接著透過想像扮演的遊戲，假裝自己是考古學家，來進行恐龍化石的研

究；我們畫出了地圖，拿起紙捲當作望遠鏡，以及平常在學習區時間，就會

創作的連接塊作品，當作工具，出發，尋找寶物囉！ 

活動二十一名稱：我是考古學家（二）－拼湊恐龍化石 

  擁有這些資訊後，我們用木頭積木、連接塊、鬆散素材，進行鋪排，試

圖將恐龍的化石，得以重現；在重建的過程中，老師引導小孩，注意一下恐

龍的骨頭是怎樣排列組合的；首先，恐龍的頭，不適完整的圓形，會有嘴巴

的開合處，接著會有脊椎，往下會展出身體，身體的骨頭不會只有幾根，會

有大中小，最後才有手、腳和尾巴。 

活動二十二名稱：立體恐龍－製作篇 

  接著，我們嘗試用回收品來創作，屬於複合式媒材的創作，要能夠使用

別於紙類的物件，進行黏貼創作，讓恐龍更栩栩如生，孩子們練習將紙杯和

紙捲固定結合，將紙杯剪出一個小接縫，以利紙杯與紙捲的結合，有些小朋

友會用膠帶把小紙捲兩個兩個黏好，再將恐龍的頭、身體、手和腳黏起來，

建構得又穩又逼真，從小孩的創作中，可以理解他們漸漸理解恐龍的不同部

位。 

活動二十三名稱：立體恐龍－平衡感篇 

  此次二次調整立體恐龍的架構，恬恬發現恐龍只有兩隻腳，不好平衡，

所以決定把恐龍的身體加寬，讓身體的面積足夠貼上四個紙捲（當作恐龍的

腳）；綸綸的恐龍也是因為腳趾有兩隻，不好站立平衡，所以決定把原本的

身體拆掉，換一個比較大的紙盒，再次貼上四隻腳，這種自己一邊完成，一

邊修正，與同儕互相討論怎麼製作的過程，是學習很重要的一環；另外，老

師也自己做了一隻恐龍，發現平衡不了，在修正的過程中一度想把用紙杯當

作恐龍腳的部分，換成用紙捲，在嘗試的過程中，塏塏也給老師回饋，說：

「只要加上尾巴，就可以平衡了」，從做中學的過程中，我們更可以體會到

怎麼立體、平衡等比較抽象的概念，也更加理解為什麼恐龍會有四隻腳/手

（翼手龍是一對翅膀）以及尾巴了，這樣的身體才足夠支撐也才完整。 

活動二十四名稱：立體恐龍－彩繪篇 

  今天用壓克力來塗色，小孩在塗色時，發現壓克力塗在膠帶等滑滑的地

方，不容易上色，除非顏色比較深；塗壓克力時不用加太多水，顏色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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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變稀，再者，小朋友沉浸在不同顏色的多彩繽紛中，可開心地混色，也

試著用金色和銀色，製造出較柔和且帶給亮粉感的質地，相當有趣。 

活動二十五名稱：恐龍餅乾 

  恐龍的課程內容上到期末，我們以手做烘焙的恐龍餅乾，來練習看麵粉

的重量、糖粉的克數、奶油和蛋該如何攪拌均勻，並以自己雙手的力量來捏

麵團，壓平，用恐龍模型來壓模，讓小朋友體驗該如何自己做餅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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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設計與流程 
單元/主題 

名稱 
恐龍 活動 1名稱 我愛恐龍 

設計者 謝佳文 
實施學校 

/幼兒年齡層 
3-6歲 

班級人數 19 實施日期 9/5 

設計依據 

教學資源 公視影片 

使用的 

公視影片 

《水果冰淇淋｜我愛恐龍》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學習指標 時間 

  透過〈我愛恐龍〉這支影片，經由唱歌模

仿恐龍的身體動作，當作教學的引起動機；接

著，一起討論歌曲中，有三角龍、翼手龍、雷

龍、暴龍和迅猛龍，老師詢問小朋友認識這些

恐龍嗎？小朋友也以身體動作來將恐龍的特

徵、姿態表現出來，完成認知和動作結合的肢

體創作。 

美-小/中/大-2-1-

1 玩索各種藝術媒

介，發揮想像並享

受自我表現的樂趣 

身-小/中-3-1-1 在

創意想像的情境展

現個人肢體動作的

組合與變化 

20min 

教學成果與心得分享： 

透過公視的影片，讓幼兒可以從動畫影片，認識到恐龍也有很多可愛的

樣態和行為，打破以往的刻的印象，讓恐龍，不單單是小朋友的喜好，也可

從中探索和學習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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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設計與流程 
單元/主題 

名稱 
恐龍 活動 2名稱 恐龍爬樹 

設計者 謝佳文 
實施學校 

/幼兒年齡層 
3-6歲 

班級人數 19 實施日期 9/6 

設計依據 

教學資源 鬆散區的教具 

使用的 

公視影片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學習指標 時間 

  有了恐龍的認識後，加入背景，讓恐龍可

以活在有時代感的空間裡；老師與小朋友討論

後，我們嘗試拿出鬆散區的不同顏色的鬆散素

材，有些小班排列出深淺的咖啡色，當作樹

幹；中大班延續著小班的畫面，繼續用不同的

素材鋪排，完成一幅全班的作品。最後，我們

挑戰用自己的肢體做出最大的伸展，跨越/爬過

這棵大樹，想像自己如果是恐龍，會怎麼爬

樹。 

美-小/中/大-2-1-

1 玩索各種藝術媒

介，發揮想像並享

受自我表現的樂趣 

身-小/中-3-1-1 在

創意想像的情境展

現個人肢體動作的

組合與變化 

20min 

教學成果與心得分享： 

此次的活動，讓小朋友有機會將藝術與肢體動作兩個領域結合，將「恐

龍」這個主題，加入多元的因素，讓課程更貼近幼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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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設計與流程 
單元/主題 

名稱 
恐龍 活動 3名稱 恐龍渡河 

設計者 謝佳文 
實施學校 

/幼兒年齡層 
3-6歲 

班級人數 19 實施日期 9/7 

設計依據 

教學資源 美勞區的教具、積木、布 

使用的 

公視影片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學習指標 時間 

  繼昨日的爬樹後，老師與小朋友繼續共創

恐龍在恐龍時代會遇到的情境；有小朋友很會

創造恐龍故事，我們承接小朋友的故事情節，

來到了恐龍遇到河邊，會發生哪些事情？有了

這個架構，老師提供了一塊藍色的布，當作那

條又長又緩的河流，並且拿出積木，做出圍住

河流旁邊的堤防；有河流後，裡面還缺少了海

底生物，於是小朋友們開始到美勞區拿出紙筆

進行創作，有些小班則是在老師提供的海底生

物圖片著色，再大略地剪下來，各自以各自的

能力，進行適性化的學習。 

  最後，我們模仿小魚的動作、鯊魚的大嘴

巴、水母的水母漂、螃蟹的螃蟹走，並且融入

自由式、蛙式和憋氣，進入海底世界，與自己

創作的海底生物共同遊玩。 

美-小/中/大-2-1-

1 玩索各種藝術媒

介，發揮想像並享

受自我表現的樂趣 

身-小/中-3-1-1 在

創意想像的情境展

現個人肢體動作的

組合與變化 

20min 

教學成果與心得分享： 

小朋友在這樣一層一層引導、帶入後，越來越有腦內畫面，也可以自行

產出很多想法和好奇，而這也正是老師上課的動力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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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設計與流程 
單元/主題 

名稱 
恐龍 活動 4名稱 火山有岩漿 

設計者 謝佳文 
實施學校 

/幼兒年齡層 
3-6歲 

班級人數 19 實施日期 9/21 

設計依據 

教學資源 教室的桌椅、積木、布 

使用的 

公視影片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學習指標 時間 

如果要迸發小朋友的創意，身為老師就要

打破自身的限制、場域的限制，包含習以為常

的教室。這次我們就地取材，我們利用教室的

桌椅，排成火山和山洞，並且開發不同的路

線，不只在桌上爬、還有桌下鑽，以及加上前

幾天的手印腳印，讓恐龍在探險時，多了其他

挑戰。 

  最後小孩拿了椅子放在桌子上假裝是火

山，讓火山爆發，我們也用了積木區來蓋不同

形狀的火山，使用藍色的布當作池塘，紅色的

布當作岩漿；還發現有些積木排列出化石、文

字（恐龍語言），在暗示我們哪裡有水源、哪

裡有食物，讓體能、認知和創意融為一體，統

整性學習。 

美-小/中/大-2-1-

1 玩索各種藝術媒

介，發揮想像並享

受自我表現的樂趣 

身-小/中-3-1-1 在

創意想像的情境展

現個人肢體動作的

組合與變化 

20min 

教學成果與心得分享： 

小朋友在想像的情境下，很能夠發揮肢體創意，情緒的抒發也相對的自

然許多，此堂課，又增加許多以前從未發現的亮點，例如：化石、恐龍語

言、恐龍文字，老師也在其中，更加躍躍欲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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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設計與流程 
單元/主題 

名稱 
恐龍 活動 5名稱 恐龍搬食物 

設計者 謝佳文 
實施學校 

/幼兒年齡層 
3-6歲 

班級人數 19 實施日期 9/22 

設計依據 

教學資源 體能器材 

使用的 

公視影片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學習指標 時間 

  恐龍肚子餓了怎麼辦呢？我們擬人化恐龍

吃東西的場景，讓小孩以童趣的方式搬運不同

形狀、重量的體能積木；有些小孩可以考慮自

己身體哪個部位比較容易維持平衡、比較好移

動；有些小朋友則是會發揮創意，運用身體不

同部位進行搬運食物的動作。 

身-中/大-1-1-1 覺

察身體在穩定性及

移動性動作表現上

的協調性 

20min 

教學成果與心得分享： 

藉由這堂課，讓小朋友除了發揮想像力外，還要練習用自己的身體完成

任務，在天馬行空的想像下，增加了執行力的動作，讓小朋友可以既達成任

務，又能將恐龍與自身連結，拉近恐龍與自己的親密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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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設計與流程 
單元/主題 

名稱 
恐龍 活動 6名稱 恐龍話 

設計者 謝佳文 
實施學校 

/幼兒年齡層 
3-6歲 

班級人數 19 實施日期 9/22 

設計依據 

教學資源 畫筆、紙 

使用的 

公視影片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學習指標 時間 

  另外，恐龍發出的叫聲，都代表什麼意思

呢？我們將聲音化為文字，綸綸說：「這個發

抖的線，是恐龍身上的皮，他在說自己很

餓。」老師也仿畫很多條，那就是代表恐龍很

餓很餓，淳筑說：「很多白雲的線條是指，恐

龍要我們跟牠一起去那邊玩。」爍爍說：「我

畫的線條是指恐龍在暗示前方有陷阱。」塏塏

說：「我畫的三角形代表這裡有水。」藉由仿

象形的恐龍字，讓我們與恐龍更靠近。 

認-幼-1-7-1 覺察

代表所屬群體的文

字 

20min 

教學成果與心得分享： 

  針對教授小朋友文字，從恐龍這個主架構著手，多了很多非既定答案的

語言；小朋友在這個童真的年紀，擁有較奇幻的心智，可以創造出別於現代

常見的文字，有所依據的造字，彷彿有了創造文字的精神與研究各種線條的

能力。 

  



12 
 

三、教學設計與流程 
單元/主題 

名稱 
恐龍 活動 7名稱 形狀拼貼恐龍畫 

設計者 謝佳文 
實施學校 

/幼兒年齡層 
3-6歲 

班級人數 19 實施日期 10/2 

設計依據 

教學資源 形狀磁鐵 

使用的 

公視影片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學習指標 時間 

  在繪本的前經驗預備下，我們將學習區的

素材與恐龍結合，塏塏、佳佳和倫倫，使用形

狀磁鐵，嘗試拼貼出自己喜歡的畫面，佳佳做

出房子和花朵，老師建議塏塏可以試試看鋪排

恐龍，於是我們將語文區宮西達也的繪本－我

愛你，拿來參照，加上塏塏自己的創意，所以

形成了兩個半橢圓狀的恐龍蛋打開，有小恐龍

在裡面的畫面。 

美-中/大-2-1-1 玩

索藝術媒材，發揮

想像並享受自我表

現的樂趣 

20min 

教學成果與心得分享： 

  透過形狀拼貼，讓小朋友可以在不同的形狀素材中，去拼湊雷龍、暴

龍、恐龍蛋，或是恐龍時代的背景/場景，巧妙運用形狀的組合，創作出有趣

的恐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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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設計與流程 
單元/主題 

名稱 
恐龍 活動 8名稱 恐龍蛋 

設計者 謝佳文 
實施學校 

/幼兒年齡層 
3-6歲 

班級人數 19 實施日期 10/3 

設計依據 

教學資源 小布球 

使用的 

公視影片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學習指標 時間 

  讓幼兒以肢體展示出恐龍蛋、小小龍、中

間龍和大大龍；小孩從恐龍蛋開始，就有很多

想像，有的抱著頭，有的仰著，有的側躺屈

膝，有些則是長長的恐龍蛋（站著彎腰雙手摸

地/身體呈伏地挺身貌）。在長大的過程中，要

練習和恐龍夥伴打招呼、抱抱或是比力氣，增

進同學間的感情，最後我們一起打雪仗，用小

布球玩起丟接和閃躲，讓恐龍世界與小孩的世

界相接軌。 

認-小-2-3-2 比較

物件之間的異同 

身-小/中-3-1-1 在

創意想像的情境展

現個人肢體動作的

組合與變化 

美-中-2-2-5 運用

動作、玩物或口語

進行扮演 

20min 

教學成果與心得分享： 

  將恐龍與人類的出生至長大做相對應的結合，讓小朋友有一會跳脫自己

身為人的身份，試著後設思考其他物種的出生不同階段，讓學習與自身經驗

做比較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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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設計與流程 
單元/主題 

名稱 
恐龍 活動 9名稱 恐龍打雪仗 

設計者 謝佳文 
實施學校 

/幼兒年齡層 
3-6歲 

班級人數 19 實施日期 10/4 

設計依據 

教學資源 空白紙張、彩色筆 

使用的 

公視影片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學習指標 時間 

  小朋友表示想自己做雪，所以我們要用紙

來做雪球，老師提供較厚的海報紙，讓小孩可

以練習剪紙，然後再練習握著彩色筆，劃出任

何你喜歡的圖案、顏色，或是在畫畫時表達出

你想發出的聲音，爍爍表示，在畫漩渦狀時，

手好像在雲朵上，很輕，身體都快飛起來了；

畫完後，再用手掌的力量，把紙揉成球，在全

班的合力下，做了 63個雪球，大家要把自己做

的雪球，拿來繼續玩雪球遊戲。 

美-小/中/大-2-1-

1 玩索各種藝術媒

介，發揮想像並享

受自我表現的樂趣 

身-小/中-3-1-1 在

創意想像的情境展

現個人肢體動作的

組合與變化 

20min 

教學成果與心得分享： 

  老師讓小朋友自己剪下任意大小的紙張，邊塗顏色邊抒壓，塗完顏色

後，再將紙張揉、捏、壓成球狀，整個過程既放鬆幼可以抒發情緒，連老師

本人都很放鬆，進入心流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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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設計與流程 
單元/主題 

名稱 
恐龍 活動 10名稱 恐龍摘果子 

設計者 謝佳文 
實施學校 

/幼兒年齡層 
3-6歲 

班級人數 19 實施日期 10/16 

設計依據 

教學資源 塑膠球、繩子、膠帶 

使用的 

公視影片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學習指標 時間 

  將室內活動延伸至戶外，讓小朋友在大肌

肉運動上，可以結合恐龍的主題，藉由在戶外

拉繩子，黏塑膠球，當作宮西達也繪本中的摘

果子情節，透過自己黏貼，以及跳高，來增加

扮演恐龍的豐富性。 

身-中/大-1-1-2 模

仿身體動態平衡的

動作 

20min 

教學成果與心得分享： 

  在恐龍的主題下，統整不同領域的學習，讓主幹一致，而分支卻帶來更

多能量和網下扎根的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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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設計與流程 
單元/主題 

名稱 
恐龍 活動 11名稱 變身小恐龍 

設計者 謝佳文 
實施學校 

/幼兒年齡層 
3-6歲 

班級人數 19 實施日期 10/17 

設計依據 

教學資源  

使用的 

公視影片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學習指標 時間 

  透過戲劇，我們練習要與同儕合作，練習

兩個人先選定好同為一組，接著討論要扮演哪

一種恐龍，再來討論如何變恐龍的頭、身體、

手和腳。 

  藉著與他人合作，我們練習溝通、協調，

以及讓身體更加有創意的發揮和結合；從原本

的戲劇創作中再增加一些難度，提升學習的經

驗。 

美-中/大-2-2-6 進

行兩人以上的互動

扮演 

身-小/中-3-1-1 在

創意想像的情境展

現個人肢體動作的

組合與變化 

20min 

教學成果與心得分享： 

  從個人戲劇扮演恐龍，到兩人一組，拆解恐龍的不同身體部位，有人扮

演頭與身體，有人扮演尾巴，大家的腳當作恐龍的腳，以此來行動、吃食

物、躲藏，除了達到肢體創意的目標外，也可讓小朋友有意識地去趕支身體

哪個部位比較敏捷，哪個身體部位互相結合，比較好行動，兩人互相討論，

邊討論邊修正動作，表現出另外一種身體組合的恐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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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設計與流程 
單元/主題 

名稱 
恐龍 活動 12名稱 恐龍的家 

設計者 謝佳文 
實施學校 

/幼兒年齡層 
3-6歲 

班級人數 19 實施日期 11/2－11/3 

設計依據 

教學資源 樂高、大積木 

使用的 

公視影片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學習指標 時間 

  有了帶恐龍去逛校園，到做恐龍的家，爍

爍和塏塏用大積木做出恐龍的國宅，還有游泳

池和高壓電，以及生恐龍蛋的地方，將自己的

生活與恐龍完美結合；侑家越來越會做車子，

不僅外形像，也有功能性，確實可以轉動，他

做了一台恐龍可以坐的車；佳佳跨出自己的舒

適圈，這次跳脫美術的專長，使用樂高做出遊

樂場風格的恐龍的家。 

美-大-2-2-1 運用

各種視覺藝術素材

與工具的特性，進

行創作 

20min 

教學成果與心得分享： 

  將藝術創作，更廣泛地運用到建構的領域，讓小朋友將實用性與美感結

合，做出符合這個世代，這個年紀的小朋友，對恐龍的設身處地的所住之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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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設計與流程 
單元/主題 

名稱 
恐龍 活動 13名稱 蒐集恐龍的影子 

設計者 謝佳文 
實施學校 

/幼兒年齡層 
3-6歲 

班級人數 19 實施日期 11/13、11/16 

設計依據 

教學資源 恐龍、圖畫紙、筆、橡皮擦 

使用的 

公視影片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學習指標 時間 

  將自己喜歡的恐龍擺在太陽底下，可以發

現黑黑的影子，怎麼把影子畫出來呢？畫出物

體本身，是我們很習慣的畫畫方式，現在要突

破這個畫畫的框架，有的小孩就開始卡住了，

「我畫不出來」、「恐龍要怎麼放」、「為什

麼我只能畫出恐龍的腳」，因為這些剪影所造

成的認知衝突，剛好可以成為老師與幼兒們討

論的素材。我們繼續將恐龍從戲劇、音樂、肢

體、語文、美術的領域，跨到科學領域，來討

論光與影的關係，以及影子的特色。 

認-小-1-3-2 以圖

像或符號紀錄生活

物件的簡單訊息 

美-中/大 2-1-1 玩

索各種藝術媒介，

發揮想像並享受自

我表現的樂趣 

20min 

教學成果與心得分享： 

  將恐龍延伸至科學領域，不只從恐龍本體開始研究，連影子也不放過，

這樣徹底地探索，彷彿讓恐龍走進自己的生活當中，有種學習與日常息息相

關的貼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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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設計與流程 
單元/主題 

名稱 
恐龍 活動 14名稱 製作恐龍的影子 

設計者 謝佳文 
實施學校 

/幼兒年齡層 
3-6歲 

班級人數 19 實施日期 11/27 

設計依據 

教學資源 自己畫影子的紙張、剪刀、畫筆 

使用的 

公視影片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學習指標 時間 

  將上述舊經驗繼續延伸，我們把影子剪下

來，並且畫出他認為影子的顏色，大家開始創

意大迸發，塗上自己喜歡的色彩，一邊剪下來

（剪紙的能力有進步），現在對於剪出凹凸不

平的線條，很能嘗試，只有綸綸在畫恐龍影子

時，只畫出他看得到的後半部，所以上緣沒畫

到，所以剪紙撿到有畫線條的部分後，剩下的

就剪不下來了（因為沒線條讓他沿線剪），後

來老師提醒他，可以剪一個大概的形狀，這樣

影子就完成了。 

認-中/大 1-1-1 覺

知物體的形狀會因

觀察角度的不同而

不同 

美-中/大-2-1-1 玩

索各種藝術媒介，

發揮想像並享受自

我表現的樂趣 

20min 

教學成果與心得分享： 

  把影子的想像力也給予更多的空間，我們會對習以為常的影子，有了更

多的想像和多元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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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設計與流程 
單元/主題 

名稱 
恐龍 活動 15名稱 

宮西達也之恐龍系

列 

設計者 謝佳文 
實施學校 

/幼兒年齡層 
3-6歲 

班級人數 19 實施日期 11/29 

設計依據 

教學資源 宮西達也恐龍繪本系列 

使用的 

公視影片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學習指標 時間 

  藉由語文區宮西達也的恐龍繪本，一併融

入此次的主題教學。我們這次專注在欣賞他的

畫風；究竟宮西達也爺爺是怎麼畫出恐龍時代

的天空（小孩說，有像海鷗的東西，彎彎的曲

線在天空中），還有土壤/地上（會有不同的黃

色去表示出地面），另外，還有大樹，有些樹

的樹幹，會有凹凸不平的凹洞，小朋友精準地

說出『有線條』，所以感覺凹凹凸凸，老師接

著說，而且有深色與淺色的搭配，一個淺藍色

搭配比較深的顏色，撞色的效果，會突顯出陰

影的感覺，還有草地，草地也有點點或線條，

讓草地部會只是一個半圓形塗上綠色，最後還

有火山，孩子們說出鋸齒的線條，很像是火山

要裂開來的感覺。 

美-中/大-3-2-1 欣

賞視覺藝術創作，

依個人偏好說明作

品的內容與特色 

20min 

教學成果與心得分享： 

  藉由深度賞析，讓「恐龍」這個主題，跟名家－宮西達也結合，我們跨

時空、跨地域地透過不同的視角，理解恐龍，畫出恐龍的細節，彷彿是顯微

鏡下的世界，既又寬廣的認知也有細微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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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設計與流程 
單元/主題 

名稱 
恐龍 活動 16名稱 

宮西達也之恐龍之

間的感情 

設計者 謝佳文 
實施學校 

/幼兒年齡層 
3-6歲 

班級人數 19 實施日期 11/29 

設計依據 

教學資源 宮西達也的恐龍系列 

使用的 

公視影片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學習指標 時間 

  將恐龍與語文區結合，讓宮西達也的恐龍

繪本，帶領我們認識有情緒的恐龍；今天講的

故事，主旨在闡述，暴龍和翼手龍雖然語言相

通，但翼手龍一直想趁暴龍不注意，吃掉牠；

相反地，平頭龍雖然和暴龍屬於不同種類，語

言不通，但是彼此真心對待，互相照顧，讓彼

此都有了最真摯的感情，也會為對方著想。 

語-中-2-6-1 描述

故事角色間的對話

與情節 

社-小-1-2-1 覺察

他人的想法 

社-中-1-2-1 覺察

自己和他人有不同

的想法、感受、需

求 

20min 

教學成果與心得分享： 

  除了自發想像的恐龍、與老師、同學共創的恐龍外，我們也與大師連

線，透過宮西達也眼裡的恐龍，來探究恐龍之間的情感交流，讓我們的學習

賦與有溫度的人文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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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設計與流程 
單元/主題 

名稱 
恐龍 活動 17名稱 

宮西達也之探究恐

龍的不同畫法 

設計者 謝佳文 
實施學校 

/幼兒年齡層 
3-6歲 

班級人數 19 實施日期 11/30 

設計依據 

教學資源 粉蠟筆 

使用的 

公視影片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學習指標 時間 

  練習用幼兒認為的深淺色著色，進行深淺

的配色效果；藉此調整幼兒畫畫時，調色、配

色的不同效果。老師在跟幼兒討論深淺色配色

時，可以發現小孩在著色時，可以開始有意識

的知覺顏色，會去試著找出深色，找出淺色，

稍稍打破自己畫畫的風格，突破框架，畫出更

多元的畫面。 

  在透過深淺的粉蠟筆著色、塗上更細微的

細節後（火山的紋路、樹幹的凹凸不平、樹葉

上會有的果子、雪地），我們再調出自己喜歡

的顏色，刷上背景，讓畫面與宮西達也的繪本

更加完整、趨進成熟。 

美-中/大-2-1-1 玩

所各種藝術媒介，

發揮想像並享受自

我表現的樂趣 

20min 

教學成果與心得分享： 

  在讓小朋友創作美術的時期，會遇到用自己慣用的方式創作的停滯期，

在大師的帶領下，我們將可以找到突破以往的創作，並提升另一種創作的境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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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設計與流程 
單元/主題 

名稱 
恐龍 活動 18名稱 

創意發想宮西達也

之恐龍系列畫 

設計者 謝佳文 
實施學校 

/幼兒年齡層 
3-6歲 

班級人數 19 實施日期 11/30 

設計依據 

教學資源 皺紋紙、棉花、樹葉 

使用的 

公視影片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學習指標 時間 

  如何呈現火山噴發出的火呢？綸綸想到先

用紅色彩色筆畫出火山的三角形，然後也把火

山口畫出來，之後加入紅色的皺紋紙，做出皺

皺的立體感，讓火山充滿了生命力，彷彿隨時

會湧出岩漿的感覺。 

  老師接著引導，天空還可以再加上哪些素

材？有的小孩說可以用皺紋紙，至於白雲？有

小孩提出可以用白紙，（老師想要刺激小孩再

思考一下哪些材料還可以運用），爍爍說：

「還可以用棉花。」，有了跳脫出使用紙的侷

限後，大家的創意開始迸發，有人認為可以用

葉子當作大樹。 

  可以多元運用不同的素材，並理解各個素

材的特定質地，會讓創作更有靈魂也會讓創作

者擁有獨特的藝術風格。 

美-中/大-2-1-1 玩

所各種藝術媒介，

發揮想像並享受自

我表現的樂趣 

20min 

教學成果與心得分享： 

  繼續嘗試用不同的素材創作，會漸漸發現美感、美術生活在日常生活

中，越能感受生活的經驗，越有創作的動機。 

  



24 
 

三、教學設計與流程 
單元/主題 

名稱 
恐龍 活動 19名稱 建構恐龍 

設計者 謝佳文 
實施學校 

/幼兒年齡層 
3-6歲 

班級人數 19 實施日期 11/30 

設計依據 

教學資源 連接塊 

使用的 

公視影片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學習指標 時間 

  運用學習區的連接塊完成恐龍，小朋友都

有自已在建構時的心得；駿塏說：「我做的恐

龍腳會動，另外一隻恐龍是甲龍，背上有刺，

比較兇。」鈞鈞說：「我做的恐龍，嘴巴有張

開，因為他是暴龍，很兇，要吃肉。」佳佳

說：「我做的是長頸龍（因為脖子很長，老師

問他為什麼不是腕龍，她說長頸龍的脖子比較

短）。」 

美-中/大-2-1-1 玩

所各種藝術媒介，

發揮想像並享受自

我表現的樂趣 

20min 

教學成果與心得分享： 

  使用不同教具嘗試做出恐龍，讓小朋友從做中學中，去認識各教具的特

色，和使用不同教具能突顯恐龍的哪些不同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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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設計與流程 

單元/主題 

名稱 
恐龍 活動 20名稱 

我 是 考 古 學 家

（一）－尋找化石

去 

設計者 謝佳文 
實施學校 

/幼兒年齡層 
3-6歲 

班級人數 19 實施日期 12/26 

設計依據 

教學資源 繪本－人類與動物的行為紀錄、連接塊、紙張 

使用的 

公視影片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學習指標 時間 

  此本繪本－人類與動物的行為紀錄，分享

了一些人類與其他動物不同的行為表現，也可

當作葡萄班在比較人與恐龍行為之間不同的差

異性的前導經驗。 

  接著透過想像扮演的遊戲，假裝自己是考

古學家，來進行恐龍化石的研究；我們畫出了

地圖，拿起紙捲當作望遠鏡，以及平常在學習

區時間，就會創作的連接塊作品，當作工具，

出發，尋找寶物囉！ 

美-中/大-2-1-1 玩

所各種藝術媒介，

發揮想像並享受自

我表現的樂趣 

美-中-2-2-5 運用

動作、玩物或口

語，進行扮演 

20min 

教學成果與心得分享： 

  將到目前所學的內容，以一個綜合性的活動，讓小朋友可以將所學和自

己所想的東西，在戲劇的狀態下演示出來，不但可以突破標準答案的框架，

也更能互相欣賞彼此的創意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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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設計與流程 

單元/主題 

名稱 
恐龍 活動 21名稱 

我 是 考 古 學 家

（二）－拼湊恐龍

化石 

設計者 謝佳文 
實施學校 

/幼兒年齡層 
3-6歲 

班級人數 19 實施日期 12/26 

設計依據 

教學資源 木頭積木、連接塊、鬆散素材 

使用的 

公視影片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學習指標 時間 

  擁有這些資訊後，我們用木頭積木、連接

塊、鬆散素材，進行鋪排，試圖將恐龍的化

石，得以重現；在重建的過程中，老師引導小

孩，注意一下恐龍的骨頭是怎樣排列組合的；

首先，恐龍的頭，不適完整的圓形，會有嘴巴

的開合處，接著會有脊椎，往下會展出身體，

身體的骨頭不會只有幾根，會有大中小，最後

才有手、腳和尾巴。 

美-中/大-2-1-1 玩

所各種藝術媒介，

發揮想像並享受自

我表現的樂趣 

認-中/大-2-3-2 與

他人討論物件的特

徵 

美-中-2-2-5 運用

動作、玩物或口

語，進行扮演 

20min 

教學成果與心得分享： 

  從有血有肉的恐龍實體，研究到恐龍內部的血液和骨頭，除了認識恐龍

的身體組成，老師也不忘將此與人類相結合，讓小朋友可以更加認識自己，

也能比較出兩者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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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設計與流程 
單元/主題 

名稱 
恐龍 活動 22名稱 立體恐龍－製作篇 

設計者 謝佳文 
實施學校 

/幼兒年齡層 
3-6歲 

班級人數 19 實施日期 12/27 

設計依據 

教學資源 
回收品（紙盒、紙杯、塑膠瓶、紙捲）、剪貼工具（剪刀、

膠帶、雙面膠） 

使用的 

公視影片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學習指標 時間 

  接著，我們嘗試用回收品來創作，屬於複

合式媒材的創作，要能夠使用別於紙類的物

件，進行黏貼創作，讓恐龍更栩栩如生，孩子

們練習將紙杯和紙捲固定結合，將紙杯剪出一

個小接縫，以利紙杯與紙捲的結合，有些小朋

友會用膠帶把小紙捲兩個兩個黏好，再將恐龍

的頭、身體、手和腳黏起來，建構得又穩又逼

真，從小孩的創作中，可以理解他們漸漸理解

恐龍的不同部位。 

美-中/大-2-1-1 玩

索各種藝術媒介，

發揮想像並享受自

我表現的樂趣 

20min 

教學成果與心得分享： 

  從多元的平面作品，包含：畫畫、鋪排；到身體藝術，去扮演、擔任恐

龍；再到建構類的創作；以及恐龍的影子、恐龍的化石，這一切積累的養

分，將引領小朋友帶有更多的能力，去挑戰創作立體的恐龍，將所學統整起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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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設計與流程 
單元/主題 

名稱 
恐龍 活動 23名稱 

立體恐龍－平衡感

篇 

設計者 謝佳文 
實施學校 

/幼兒年齡層 
3-6歲 

班級人數 19 實施日期 12/27 

設計依據 

教學資源 
回收品（紙盒、紙杯、塑膠瓶、紙捲）、剪貼工具（剪刀、

膠帶、雙面膠） 

使用的 

公視影片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學習指標 時間 

  此次二次調整立體恐龍的架構，恬恬發現

恐龍只有兩隻腳，不好平衡，所以決定把恐龍

的身體加寬，讓身體的面積足夠貼上四個紙捲

（當作恐龍的腳）；宇綸的恐龍也是因為腳趾

有兩隻，不好站立平衡，所以決定把原本的身

體拆掉，換一個比較大的紙盒，再次貼上四隻

腳，這種自己一邊完成，一邊修正，與同儕互

相討論怎麼製作的過程，是學習很重要的一

環；另外，老師也自己做了一隻恐龍，發現平

衡不了，在修正的過程中一度想把用紙杯當作

恐龍腳的部分，換成用紙捲，在嘗試的過程

中，塏塏也給老師回饋，說：「只要加上尾

巴，就可以平衡了」，從做中學的過程中，我

們更可以體會到怎麼立體、平衡等比較抽象的

概念，也更加理解為什麼恐龍會有四隻腳/手

（翼手龍是一對翅膀）以及尾巴了，這樣的身

體才足夠支撐也才完整。 

認-中/大-2-3-2 與

他人討論物件的特

徵 

20min 

教學成果與心得分享： 

  在創作，一併認識到原來恐龍需要有長尾巴，是有其原因的，為了維持

整體的平衡，才可以站立，這是在藝術領域創作時沒想到帶來的必要討論。 

  



29 
 

三、教學設計與流程 
單元/主題 

名稱 
恐龍 活動 24名稱 立體恐龍－彩繪篇 

設計者 謝佳文 
實施學校 

/幼兒年齡層 
3-6歲 

班級人數 19 實施日期 12/28 

設計依據 

教學資源 壓克力顏料、水彩筆 

使用的 

公視影片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學習指標 時間 

  今天用壓克力來塗色，小朋友在塗色時，

發現壓克力塗在膠帶等滑滑的地方，不容易上

色，除非顏色比較深；塗壓克力時不用加太多

水，顏色會變淡、變稀，再者，孩子沉浸在不

同顏色的多彩繽紛中，可開心地混色，也試著

用金色和銀色，製造出較柔和且帶給亮粉感的

質地，相當有趣。 

美-中/大-2-1-1 玩

所各種藝術媒介，

發揮想像並享受自

我表現的樂趣 

20min 

教學成果與心得分享： 

  用壓克力來創作，讓小朋友有機會用到金色、銀色等比較少使用到的顏

料，小朋友對此會很好奇，也充滿實驗的精神去混色，這次上色出來的結

果，都發現小朋友染出與水彩較不同的顏色和質地，帶給大家另外一種美感

上不同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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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設計與流程 
單元/主題 

名稱 
恐龍 活動 25名稱 恐龍餅乾 

設計者 謝佳文 
實施學校 

/幼兒年齡層 
3-6歲 

班級人數 19 實施日期 1/8 

設計依據 

教學資源 麵粉、糖粉、奶油、蛋、餅乾模具 

使用的 

公視影片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學習指標 時間 

  恐龍的課程內容上到期末，我們以手做烘

焙的恐龍餅乾，來練習看麵粉的重量、糖粉的

克數、奶油和蛋該如何攪拌均勻，並以自己雙

手的力量來捏麵團，壓平，用恐龍模型來壓

模，讓小朋友體驗該如何自己做餅乾。 

認-大-1-1-5 運用

標準單位測量生活

物件的訊息 

20min 

教學成果與心得分享： 

  主題的高峰活動，讓小朋友可以做出餅乾，玩一個有趣又好吃的活動，

來個 happy en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