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遊戲及活動設計-玩具設計與使用 

林寶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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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比較 

不否定 

不心急 

給照顧者的四不一沒有  

孩子的發展是循序漸進，而且以現有
的發展為基礎的，無需過度心急。 

多鼓勵、幫助孩子建立自信，發展
正面的自我概念。 

讓每個孩子適情適性地發展，照顧者
不需給予孩子太大的身心壓力。 

不過度 
主導 

沒有 
時間表 

每一個孩子都有其發展上的個別差異
，不需要比較。 

尊重孩子的遊戲選擇，讓孩子做遊戲
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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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環境 
讓大家都能放鬆、舒適的活動 

準備互動遊戲的環境  

適齡的玩具 
一次不要提供太多，大約2～3樣即可 

收納的家具 
建立孩子的秩序感及生活自理能力 

照顧者的陪伴、共玩 
專注的參與有助提昇遊戲互動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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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身體動作 認識世界 睡眠時間長 

0-6個月發展的特性 

出生至3個月的嬰兒，大部份的時間
都在睡眠，但是當他們醒來時，可提
供一些簡單的感官經驗及身體動作的
活動。 

從4個月開始，嬰兒清醒的時間會逐
漸拉長，清醒時常睜著眼睛看，豎著
耳朵聽，手和嘴也開始忙個不停，此
時可加入一些探索學習的機會。 

初期睡眠時間長，清醒時間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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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世界 睡眠時間長 

發展的特性-2  

0～3個月嬰兒的發展主要是以學

會控制身體動作為主，要先能控

制自己的身體，才能在4～6個月

這個階段進一步地透過自己的身

體去探索環境及學習。另外，嬰

兒慢慢學會翻身、坐穩，有關大

肌肉的活動也愈來愈需要了。 

學習控制身體動作 
發展變化：躺臥、趴臥、定頸、翻身、坐穩 

控制身體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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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時間長 控制身體動作 認識世界 

發展的特性-3  

此階段嬰兒主要的學習方

式是依靠感官知覺（例如

視覺、聽覺、 觸覺）為主，

因此在環境的佈置上以可

提供嬰兒豐富多樣的感官

刺激為重點。 

用感官認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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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齡的玩具  

提供適合其感官經驗及動作技巧的玩具，能幫助他
們開始探索與瞭解這個世界。 

給小嬰兒的玩具最好外型有趣、安全無虞、便於抓
握，可以鼓勵嬰兒對事物的探索。 

此外，能發出聲音的玩具也
是很吸引嬰兒注視、探索的
玩具，因此在玩具的選擇上
可以具聲音效果的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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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個月的嬰兒已可以用手
掌握緊玩具 

需注意玩具的清潔及消毒 

4～6個月嬰兒的適齡玩具 

玩具要稍大到不至於完
全可以塞入口中，避免
誤吞窒息的危險 



9 

4-6個月的嬰兒已可以用手
掌握緊玩具 

需注意玩具的清潔及消毒 

4～6個月嬰兒的適齡玩具 

玩具要稍大到不至於完
全可以塞入口中，避免
誤吞窒息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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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適齡玩具-1  

懸吊玩具 安全鏡子 觸覺毯 感官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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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適齡玩具-2  

布製玩偶/

填充娃娃 

顏色鮮亮的 

布球/軟球 

抓握玩具 嬰兒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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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寶寶時也可以玩  

日常活動時間也是互動學習的良機，過程中儘量在愉
悅的氣氛中進行，讓嬰兒感受到愉快的氣氛。 

喝ㄋㄟㄋㄟ囉 換尿布好時光 

寶寶按摩樂 

唱首安眠曲 我給你惜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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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尿布好時光  

一邊換尿布，一邊與孩子互動。

可對嬰兒唱： 「手在哪裡？腳在
哪裡？」的童謠，當唱到：「在
這裡」時，可輕輕拉一拉嬰兒的
手或腳，並說：「小寶的腳在這
裡哦！」 

觀察嬰兒對自己的手腳是否有興
趣，如果嬰兒已能抬動手腳，則
可進一步引導嬰兒捲起身體，看
他是否能自己抓握抬起的雙腳。 



唱首安眠曲  

在寶寶入睡前，可以唱一些比

較輕柔、舒緩的安眠曲或童謠

給寶寶聽，可一邊哼唱一邊拍

撫寶寶，更能感受歌曲的舒緩

效果。 

此活動一方面可以安撫嬰兒、

平靜他的情緒，讓他更好入眠；

一方面也建立了照顧者和寶寶

的依附關係、使雙方更加親密。 



我給你惜惜  

在日常生活中，嬰兒難免有一

些情緒反應，可能是因為受驚

嚇、疲累、或需求未能被及時

滿足。 

此時，照顧者若能敏銳覺察嬰

兒的情緒狀態，應適時的給予

回應，例如將孩子摟在懷中 ：

「剛剛好大聲，害你嚇一跳，

是不是？」讓嬰兒的情緒得到

舒緩。 



愛的連線 

在嬰兒清醒的時段，多與寶寶互動，除了和嬰兒建立情感的 
連結外，也是幫助嬰兒與他人展開良好互動的第一步。 

笑一個 表情模仿秀 

肢體探索 學我這樣玩 



肢體探索  

照顧者與嬰兒近距離接觸，用
手指碰觸嬰兒的鼻頭，並說
「鼻子，寶寶的鼻子」，或碰
觸其眼睛周圍，並說「眼睛，
眼睛，眨一眨」、或碰觸其嘴
巴，並說「嘴巴，嘴巴，吃東
西」，此活動可增加嬰兒對身
體的概念。 

還可以增加肢體部位的介紹，
像是手、腳、肚子等。 



學我這樣玩  

準備一個操作玩具，將孩子抱在
懷中，一起探索這個玩具。 

先示範操作方式，觀察嬰兒是否
能模仿照顧者的簡單動作，像是
按壓、搖晃、拍打等。 

如果不行，可握著嬰兒的手示範
幾次，再觀察嬰兒是否能模仿。 

fa305-11.mp4


親子來「對話」 

在日常生活中，多和嬰兒說話是幫助嬰兒語言發展的不
二法門，可多提供一些不同的聲音及語調讓嬰兒模仿；
也可利用音樂童謠的刺激，培養嬰兒的音感及節奏感。 

童謠聽一聽 看誰在唱歌 

看誰在說話 來看視覺書 



童謠聽一聽  

提供一些童謠或音樂，讓嬰兒聆聽。 

童謠及音樂的選擇以多元、不同節奏
及旋律者為宜。 

配合音樂一起唱歌或做簡單的動作，
相信孩子一定會很喜歡。 

嬰兒在學會說話以前，必須先學會
聽的能力，能區分聲音的來源，才
能轉頭去看是誰在說話能夠辨別不
同的聲音，才能學習瞭解這些聲音
所代表的意義。 



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三 

將嬰兒抱在懷中，與照顧者近距離
面對面。 

念或哼唱兒歌給嬰兒聽，並加入聲音
表情的變化，注意口型變化要明顯。 

觀察嬰兒的反應，例如是否眼睛睜
大？是否會注視照顧者的口型變化？
是否會嘴型略為模仿？ 

看誰在唱歌 



看誰在說話  

當嬰兒喃喃自語發出無意義的聲音時，照顧者可模仿他的
聲音，並且聽聽看他是否會再發出這種聲音。 

平時多和孩子描述您正在做的
事，或者向孩子說明周圍所發
生的事，如：「你看大哥哥在
玩球」、「小姊姊在唱歌」，
可讓孩子更瞭解語言所代表的
各項意義喔！ 



來看視覺書  

嬰兒雖然在這段時間還不會說話，
但是他會喜歡看和聽。 

可準備一些內容簡單、圖像具體
的嬰兒書，跟孩子一起看，告訴
孩子圖片的內容。翻頁時記得在
每頁停留一下，讓嬰兒看仔細。 

您也可以抱著孩子介紹他看家中
的東西，並告訴他那是什麼，例
如： 「這是你的小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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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個月嬰兒 

俗話說「七坐八爬九發牙」，可見7到12個月這個階段，
是嬰兒發展變化急遽的一個時期，特別在動作發展上。 

此階段，由於白天醒著的時間更
長了，他開始對周圍的環境產生
探究的好奇，加上日益突飛猛進
的活動能力，嬰兒對世界的無限
探索可謂就此展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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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體發展變化大 對世界好奇 清醒時間長 

嬰兒漸漸可以一覺到天亮，

不再像0～6個月時似乎整天

都在睡覺。 

發展的特性-1  

清醒時間變長、生理作息漸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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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世界好奇 清醒時間長 

嬰兒從7個月開始，平衡能

力開始增加，在坐姿中可以

移開雙手作其他的活動，因

此獨立坐穩是嬰兒重要的發

展里程碑之一，漸漸的，移

動能力逐漸增加。 

發展的特性-2  

肢體發展變化大 

肢體發展變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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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世界好奇 

此階段的孩子對周圍環境愈

來愈熟悉了、已開始會認人、

並能理解簡單語意；另外，

孩子對世界的好奇心愈來愈

旺盛，對事物表現高度的探

索欲望。 

發展的特性-3  

對世界的好奇漸增、理解與學習能力更佳 

清醒時間長 肢體發展變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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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的陪伴 

環境的調整 

安全與清潔 

隨著發展變化來調整環境： 

怎樣跟我玩-1  

配合此階段的手部能力，給予一些可撥動
或按壓的玩具。 

符合此階段喜歡啃咬東西的特性，可提供
易翻閱、不易撕破的布書或硬紙板的書。 

嬰兒會爬以後，可預備一個利於爬行的安
全環境。 

對於會扶著家俱短暫站立的嬰兒，則要留
意環境中垂下的裝飾及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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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的陪伴 

環境的調整 

安全與清潔 

留意環境安全及玩具清潔： 

怎樣跟我玩-2  

此階段的嬰兒已開始長牙，易將隨手拿
到的物品放到口中啃咬，因此玩具應以
易清洗消毒的材質為主。例如無毒的塑
膠或橡膠材質的固齒玩具，或是可以常
常清洗的軟布玩具。 

也要注意小東西掉落地面的情形，以防
嬰兒在爬行過程中，誤將小物品塞入口
鼻，造成窒息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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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者的陪伴 

環境的調整 

安全與清潔 

喜歡照顧者的陪伴互動： 

怎樣跟我玩-3  

開始略懂與照顧者共同遊戲的趣味、
享受互動的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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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齡的玩具-1  

簡易的操作玩具 

(如敲打玩具、 

其他可堆疊、 

互套的安全容器) 

內容簡單的 

圖畫書或兒歌 

(圖畫書或兒歌，
小布書/玩具書、
音樂CD等) 

可堆疊的泡棉
積木、軟積木
（或紙積木） 

感官玩具 
(手搖鈴、音樂玩
具、發聲玩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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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齡的玩具-2  

洗澡用的玩具 磨牙玩具 不會摔破的 

盤子、杯子、
湯匙等 

可洗的布娃娃、
填充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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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齡的玩具-3  

動作玩具 
(如不同類型的球、爬
行組件、推拉玩具等) 

安全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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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廳遊戲場： 
適合在較大空間進行的親子互動 

此階段的嬰兒可以獨自坐穩、爬行、開始扶物站立、
練習走路，所以，選擇一個較大的空間，能幫助嬰兒
在遊戲中學習喔！ 

下一頁 下一頁 

能自己坐 爬爬樂 

站起來囉 

自製推拉玩具 球兒滾來滾去 

您可點按各項目觀看內容，或點按「下一頁」鈕繼續課程。 



步驟一 讓嬰兒坐在地墊上，先扶
住嬰兒或提供靠背或椅墊
等協助物。 

步驟二 在嬰兒找到重心後，慢慢將
協助的手或物品移開。 

步驟三 過程中觀察嬰兒可否自己坐
穩，並預防嬰兒向後仰倒，
記得鼓勵成功坐穩的嬰兒。 

能自己坐  

此活動可在鋪有軟墊的地面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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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爬樂  

準備一個安全且適合爬行的環境 

待嬰兒能穩定爬行後，一
起玩你爬我追的遊戲 

提供會滾動或有聲光的玩
具，鼓勵嬰兒練習爬行 

瀏覽完畢，請點按「回上一層」鈕繼續課程。 回上一層 回上一層 

fa403-7.mp4


此活動可在鋪有地墊的環境中進行 

扶住嬰兒腋下，將嬰兒抱起
成直立站姿，讓嬰兒雙腳碰
地站立，過程中觀察嬰兒腿
部的支撐力。 

如果嬰兒可以站穩，照顧者
可嘗試放開雙手，讓嬰兒自
己獨立站立幾秒。 

應在旁邊隨時扶住嬰兒，預防嬰兒跌落。 

站起來囉  

步驟一 

步驟二 



自製推拉玩具  

可在中型紙箱內裝一點物品增
加重量，讓嬰兒推著走。 

等嬰兒更大一點、可走穩一點
時，也可以將鞋盒內裝娃娃或
動物玩偶，用一條粗繩子綁著
盒子，讓孩子拉著走。 

這個遊戲主要是針對開始學步的嬰兒 



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三 

準備幾顆球，在距離嬰兒一
段距離外，呼叫嬰兒的名字，
例如：「小寶，來玩這顆
球」，觀察嬰兒是否認得自
己的名字，然後把球放在地
上，鼓勵嬰兒過來拿。 

觀察嬰兒是否會設法移動身
體去接近這顆球。 

如果有其他嬰幼兒在場，則可
重覆上述步驟，觀察嬰兒能否
區辨自己與別人的名字。 

球兒滾來滾去 
此遊戲除鼓勵寶寶移動外，還能增進嬰兒辨識自己名字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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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頁 下一頁 

鍋碗瓢盆敲敲樂 瓶瓶罐罐大集合 

紙箱大變身 被單毛巾趣味多 

 
善用居家用品進行遊戲 

此階段的嬰兒開始發展手指活動的技能，「握」和「放」
的動作也較協調，能用前三指去抓握玩具，並且會用手指
去按壓玩具。 

您可點按各項目觀看內容，或點按「下一頁」鈕繼續課程。 



鍋碗瓢盆敲敲樂  

準備一些鍋碗瓢盆與湯杓給
孩子敲擊，先示範一次敲打
的動作，再鼓勵嬰兒模仿。
你也可模仿孩子敲打的節奏，
過程中記得鼓勵孩子。 



瓶瓶罐罐大集合  

準備一些簡單的瓶瓶罐罐，可變身成聲音玩具、投擲玩具，
或與孩子玩打開蓋子、丟進去、拿出來的互動遊戲。 

有蓋的塑膠容器 用家中用品玩小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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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利用家中的空紙箱或

紙盒，變成鑽籠、扮演

用的小屋、拖拉玩具等，

跟孩子一起玩家家酒、

或是練習拖拉的動作等，

對孩子在事物的認識或

移動能力等方面都有很

大的幫助喔！ 

瀏覽完畢，請點按「回上一層」鈕繼續課程。 回上一層 回上一層 

紙箱大變身 



被單毛巾趣味多  

在嬰兒面前將玩具藏在毛巾下面，
觀察嬰兒的反應，是否會將毛巾掀
開來找到玩具。 

或將會發出聲音的玩具放進紙箱裡，
再弄出聲音吸引孩子循著聲音將玩
具找出來。 

此階段嬰兒開始發展「暫時看不到
的人事物其實並未消失，它還是存
在的」這個概念，因此當物品在他
面前消失時，會想把它尋找出來，
這是認知能力的發展表現。 



你我更親密 

此階段的嬰兒開始對主要照顧者建立情感上的依附關係，
對其社會情緒的發展是十分重要的。這個階段的嬰兒也可
以和照顧者玩一些簡單的互動遊戲，並且可以模仿照顧者
的簡單動作。 

躲貓貓 飛高高 

打招呼 有陌生人 



躲貓貓 

這是一個溫馨的親子遊戲，您
可以用雙手遮著自己的臉，在
打開時說「在這裡！」。 

也可以用手或小毛巾遮住嬰兒
的臉，再打開並說「喵！」。 

等到嬰兒會爬的時候，照顧者
可以在嬰兒視線範圍內，躲在
桌子或沙發的後面，發出聲音
引誘嬰兒來找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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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高高  

照顧者將自己的身體當成遊戲設
備，跟嬰兒一起玩一些肢體遊戲，
如「溜滑梯」：照顧者坐在椅子
上兩腳伸直，讓孩子坐在腿上，
照顧者雙腳抖動，孩子會慢慢滑
下去，就像玩溜滑梯一樣有趣。 

還可以玩「盪鞦韆」：抱著孩子
身體，騰空前後或左右搖動孩子，
像在玩鞦韆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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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陌生人-1  

此活動之目的在提高孩子適應環境的能力。 
當有陌生人出現在嬰兒面前時，照顧者可對嬰兒介紹
「小寶，這是阿姨」，並觀察嬰兒的情緒反應。 

小寶，你好啊！ 



有陌生人-2  

若嬰兒有不安的情緒，照顧者
可用平靜的語調適時回應，
「你怕怕是不是？要不要我抱
抱？」、「你有點緊張，是不
是？來爸爸這裡！」，留意嬰
兒的情緒是否能較為平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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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招呼  

此活動可在接送孩子時或拜訪他
人時進行。可幫助孩子了解簡單
的社交動作。 

照顧者可握著嬰兒的手臂，輕輕
擺動作出再見的動作，一邊說
「跟阿姨說拜拜」，觀察嬰兒是
否會自己做出揮手再見的動作。 

如果環境中有其他嬰幼兒，在其
他孩子離開時，也可以帶著嬰兒
向其他孩子道別。 

瀏覽完畢，請點按「回上一層」鈕繼續課程。 回上一層 回上一層 

fa405-13.mp4


呼叫名字 對話接龍 

聲音書 跟我一起說 

在此階段應提供嬰兒一個豐富的語言環境，可以跟孩子玩
一些可增進語言能力的遊戲，讓他們在互動中成長喔！ 

咕嘰咕嘰 



呼叫名字  

此時期嬰兒開始能辨認自己的

名字或小名，照顧者可常在不

同地點或時機呼叫他的名字，

並觀察他是否已有覺知。 



對話接龍  

在嬰兒出現牙牙學語時，照顧者視時
機與嬰兒進行「對話」。 

對話過程中觀察嬰兒是否會所回應。
例如在餵奶前，問嬰兒：「寶寶肚子
餓了，喝ㄋㄟㄋㄟ好不好？」然後稍
加停頓等待寶寶的反應，觀察嬰兒是
否理解你的話語。 

或是在玩玩具時，照顧者可問嬰兒：
「把玩具給我好不好？」引導嬰兒以
搖頭或點頭來表示自己的意見，照顧
者也可以提供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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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書  

您可以提供內容簡單的圖

畫書，如小布書、玩具書、

音樂書、聲音書等，讓嬰

兒自己翻閱與操作，也可

以與嬰兒一起共讀。 

回上一層 回上一層 瀏覽完畢，請點按「回上一層」鈕繼續課程。 



跟我一起說  

此活動可於日常活動中進行。
在嬰兒出現牙牙學語時，照顧
者先注意嬰兒發出的聲音，然
後提供類似的字彙供其模仿，
如ㄇㄚ、ㄅㄚ等。 

可以讓嬰兒近距離觀察照顧者
發出簡單話語的嘴型，以此方
式鼓勵嬰兒模仿照顧者發出的
話語，過程中如嬰兒模仿出類
似話語應立即給予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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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歲幼兒：爸媽停看聽 

手手好厲害：增進寶寶精細動作
發展的遊戲  

說說唱唱：有益嬰兒語言發展的
親子互動  

好天氣活動 

我會照顧自己：利用遊戲建立生
活自理能力  

1～2歲幼兒 

的親子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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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歲幼兒 

想一想 

寶寶滿週歲後，該怎麼照顧寶寶，才能符合寶寶
的發展特性，讓他健康快樂地成長呢？ 



認知探索 

語言溝通 

發展的特性-1  

身體動作 

社會情緒 
喜歡在照顧者的陪伴下探索環
境，學習獨立。 

對人有興趣，喜歡吸引別人的  
注意，常使用笑容、擁抱或親
吻等方式表達感情。 

喜歡和同伴彼此觀察模仿，但
仍以獨自遊戲居多。 

自我概念方面，能指出幾個身
上的器官，如眼睛、嘴巴、手、
腳等。 



認知探索 

社會情緒 

發展的特性-2  

身體動作 

語言溝通 

開始結合生活情境，說出
有意義的字彙。 

可以模仿新的語音，並明
白聲音所代表的意思。 

認識熟悉的物品與動作的
名稱或詞彙。 

能分辨出少許不同的音樂，
而且會有自己喜愛的音樂
或歌曲。 



語言溝通 

社會情緒 

發展的特性-3  

身體動作 

認知探索 

可以辨別簡單的幾何形狀
及自己的物品。 

懂得常見物品的用途，也
會模仿照顧者使用家中常
見物品，而且能辨認出熟
悉的地方。 

發展出簡單的扮演能力。 

可理解簡單的圖片或故事
內容。 



語言溝通 

社會情緒 

發展的特性-4  

認知探索 

身體動作 

獨立行走的年齡約在13～
18個月。 

平衡能力尚未發展成熟，
因此在移動時容易跌倒。 

漸能掌握轉換身體姿勢的
技能，能夠轉身、蹲下、
再站起來。 

手指更為靈巧，手眼更能
協調，能夠拿筆塗鴉。 

fa502-10.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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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遊戲 
環境的安全 

透過遊戲逐漸
建立生活常規 

建立固定的 
遊戲時間 

耐心陪伴 
並鼓勵幼兒探索
周遭事物 

陪伴
探索 

遊戲中
學習 

遊戲時間 安全的環境 

怎樣跟我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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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齡的玩具-1  

1～2歲的幼兒，身心各方面都已發展得更完整，適合的
玩具種類也更多，讓我們來看看有哪些類型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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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剛學步的幼兒平衡

能力尚未發展成熟，可

以透過玩具的輔助，來

幫助孩子學步，例如拉

動時會發出聲音的推拉

玩具。 

學步用推拉玩具 

適齡的玩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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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小型三輪車、安全木

馬或戶外攀爬台、隧道、

搖搖馬等設備，可以刺

激孩子的平衡感、大肌

肉發展等。 

大肌肉設備 

適齡的玩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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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硬適中、不同類型大

小的球，讓孩子進行丟

擲、撿拾、及踢球的動

作。可以幫助孩子練習

平衡感，也可以進行戶

外活動。 

球類 

適齡的玩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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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易於抓握或堆動的車輛、

玩具小汽車等，可強化手

指的精細活動，並透過玩

具與日常生活事物的連結，

協助孩子瞭解物品的名稱

與意義。 

運輸玩具 

適齡的玩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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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握柄拼圖、大型串珠、

形狀分類盒、丟進與倒出

的玩具等，可幫助孩子辨

識簡單的形狀及圖形、並

發展手部精細動作。 

簡易操作玩具 

適齡的玩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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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大型樂高、泡棉積木或

其他類似的組合、建構或

堆疊的玩具，除可強化孩

子手眼協調的能力外、亦

能發展想像創造的能力。 

建構堆疊玩具 

適齡的玩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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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節簡單、重覆的圖畫書或
遊戲書：如幼幼小書。此年
齡的孩子喜歡反覆閱讀自己
喜歡的書籍，可用手指翻開
硬紙板書的內頁，只是仍無
法一頁一頁地翻。 

情節簡單的圖畫書 

適齡的玩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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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清洗的娃娃、小人偶、動

物偶、扮家家酒用具等，均

有益孩子的社會情緒發展，

也可以幫助孩子結合生活情

境、認識環境、模仿照顧者

使用日常物品。 

可清洗的布娃娃 

適齡的玩具-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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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箱或戲水箱、小桶子
和鏟子等沙水玩具，均
有益孩子的感官發展、
提供觸覺刺激。可以在
家中進行簡單的玩水遊
戲，或者到戶外進行玩
沙、玩水活動。 

沙水玩具 

適齡的玩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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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塗鴉用安全大蠟筆、手

指畫顏料，可發展手部精

細動作，及提供色彩刺激

及探索。 

安全蠟筆 

適齡的玩具-11 



好天氣活動 

1～2歲的幼兒身體發展更靈活及成熟了，每天都應該有肢體
活動的機會，最好能到戶外散散步、曬曬太陽、呼吸新鮮空
氣，對幼兒的整體發展會有很大的貢獻。幼兒有機會可以利
用各種感官來探索世界、練習大小肌肉技巧、發展社交互動
技巧、或開始欣賞並尊重自然界其他的生命。 

玩水 玩沙 

玩球 

吹泡泡、追泡泡 去公園散步 



玩水  

孩子喜歡玩水的原因是他能製造
各種反應，有些東西在水裡面會
浮沈，各種瓶瓶罐罐可裝水、倒
出來，水的聲音也很有趣。 

除洗澡可提供玩水活動，也不妨
提供一些其他玩水的機會，例如
為孩子穿上防水圍兜，讓他們在
小臉盆洗石頭、刷玩具、幫洋娃
娃洗澡等等。 



玩沙-1  

孩子似乎天生就會受到沙子的吸引，
照顧者要做的，就是安排一個適合幼
兒階段的沙水活動。 

可準備各式各樣的大小容器、湯匙鏟
子、甚至是小石頭、樹枝等。若再加
上水，沙和水除了帶給孩子豐富而直
接的感官滿足外，在遊戲中還能讓孩
子體會乾與溼、輕與重、滿與空、粗
與細等不同概念。 



玩沙-2  

雖然在進行沙水活動時，照顧者須
在旁督導活動、也容易髒亂，但是
玩沙水卻是能讓幼兒在自然而然中
學習的有趣方式。  



玩球  

此階段的幼兒因更能在站立時保
持身體的平衡，所以可以嘗試著
玩親子一起踢球的遊戲。 

照顧者可準備有彈性、軟硬適中
的球；儘量挑選不會滾得很快、
大一點的球，如此幼兒在踢球時
一來會較容易踢到，二來才不用
一直跑很遠去撿球！ 



吹泡泡、追泡泡  

找一個開闊平坦的場地，由照
顧者負責吹泡泡，鼓勵孩子去
追逐泡泡並把泡泡打破。 

此時因口腔的控制能力尚在發
展，多數幼兒尚無法做出「吹」
泡泡的動作。 

這個活動可提供幼兒跑跳、手
眼協調、及敏捷性的鍛鍊。 



去公園散步  

天候佳時去公園的遊戲場活動
是很好的選擇。刺激平衡感的
搖搖馬、溜滑梯，及可以練習
攀爬的小型攀爬架等，都是此
年齡層幼兒大動作發展的適宜
設備。 

此外，亦可利用公園的樹木、
植栽及昆蟲等，引導幼兒親近
自然、觀察自然的變化，玩賞
自然的奧妙。 



手手好厲害： 
增進寶寶精細動作發展的遊戲 

滿週歲後，可以安排一些增進寶寶手部精細動作發展
的遊戲，同時也可以強化他們的認知技能。 

放進去拿出來 撿拾葡萄乾 

積木疊疊樂 

形狀嵌入遊戲 塗鴉遊戲 



放進去拿出來  

可以準備一個空盒子及一些小
玩具（如乒乓球），照顧者先
示範如何將玩具放入盒中，再
鼓勵幼兒把玩具倒出來，例如
你可以說：「球球呢？」，並
示範如何將球倒出來。 

鼓勵幼兒模仿你的玩法，讓幼
兒可以重覆練習將玩具或物品
放入容器中及倒出來。 



撿拾葡萄乾  

此活動可在點心時刻進行，準
備適量葡萄乾及小平盤一個。
在小盤中放置一些葡萄乾，先
觀察幼兒如何拿取葡萄乾，照
顧者可示範或引導幼兒以兩指
撿拾葡萄乾。 

此階段的幼兒漸漸具備以拇指
及食指撿拾物品的能力，因此
可以給幼兒一些葡萄乾或小饅
頭當點心，讓幼兒多練習使用
他的拇指及食指。 



積木疊疊樂  

事先準備一些大小相同的方形
積木5-10個。 

照顧者與幼兒面對面坐著，先
觀察幼兒如何與積木互動，再
引導幼兒將積木疊高。 

這年紀的幼兒約可疊高5塊方
形積木，因此在過程中照顧者
可觀察幼兒的堆疊能力。 



形狀嵌入遊戲  

此階段幼兒可玩一些簡單的
配對或分類遊戲，但有時因
技巧不足易引發挫折，照顧
者可陪伴其遊戲，並在互動
中提供協助或簡化難度。 
 
形狀盒可用現成玩具或較硬
的紙盒自製，在蓋上挖上圓
形、正方形等形狀，選幾個
現成的積木來配對即可。 



塗鴉遊戲  

此時期的幼兒可以用整個掌心握住
粗蠟筆，隨意地在紙上塗鴉，也開
始對顏色感興趣。 

可準備一張大白報紙舖在地上、桌
上或牆上，提供安全大蠟筆或手指
畫顏料讓幼兒自由地在紙上塗鴉。 

對於不太願意嘗試的幼兒可示範與
引導，例如：「你看我畫的，你要
不要試試看？」 



說說唱唱 

在促進幼兒語言發展上，除了和幼兒多說話、準備具聲音效
果的玩具之外，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播放一些兒歌或童謠，
讓幼兒聆聽及跟著哼唱。 

手指謠哼唱 律動時間 

我的故事時間 

這是什麼？ 身體變魔術 



手指謠哼唱  

孩子越來越喜歡這種可以唸
又可以動手的兒歌，可以重
複以前教的兒歌，也可以多
教一些新的手指謠。 

在初學時照顧者宜面對幼兒，
配合童謠的口白，以較慢的
速度搭配手部動作，示範給
幼兒看。等幼兒熟悉童謠與
動作後，再以正常速度吟唱。 



律動時間  

放幾首孩子熟悉的音樂，讓孩
子隨著音樂敲擊樂器或跳舞，
也可以提供一些小道具，如一
條漂亮的絲巾或彩帶，讓孩子
跟著音樂舞動。有助提升身體
的協調及對節奏的感知能力。 

對於語言能力發展較好的幼兒，
可鼓勵他跟著哼唱。觀察幼兒
聽到喜歡的音樂或歌謠的反應。 



我的故事時間  

準備十張硬卡紙，上面分別貼
上簡單的圖片，或是幼兒的生
活照，將這些卡紙裝訂，做成
獨一無二的圖畫書，跟幼兒共
讀或鼓勵幼兒翻頁。 

圖片可取材自坊間的商品型錄、
雜誌、報紙皆可，以真實性高
的圖片為佳，剪輯幼兒感興趣
的內容加以編選即可。 



這是什麼？  

照顧者觀察幼兒平日的語言能

力及熟悉事物，準備相關的圖

片或物品。將圖片或物品一一

展示給幼兒看，問幼兒「這是

什麼？」， 鼓勵幼兒說出物品

或人物名稱。 

觀察幼兒是否符合此階段發展，

能講至少10～20個單字。 



身體變魔術  

此活動可讓孩子感受到聲音及肢
體的趣味及變化。 

 

用幽默逗趣的方式跟孩子玩身體
的聲音，比如當孩子捏你的鼻子
時，你發出「ㄎㄡㄎㄡ」聲、當
捏你臉頰時發出「ㄅㄚ、ㄅㄨ」
聲、拉你左耳時伸舌頭、拉你右
耳時抬高左手，這是孩子很容易
學又喜歡玩的。 



我會照顧自己： 
利用遊戲建立生活自理能力 

此年齡層的幼兒可以開始練習進行簡單的自我照顧，也可
以動手參與一些簡單清潔動作。2歲左右的幼兒模仿能力
特別強，他們喜愛模仿照顧者做一些簡單的家事活動，也
能從中得到自我肯定。 

用湯匙吃東西 自己脫褲子 

清潔寶寶 

自己收玩具 我是小幫手 



用湯匙吃東西  

此活動可在每日用餐時段進行。
讓幼兒坐在餐椅上，將盛有稀飯
的碗及一根湯匙交給他，請幼兒
用湯匙將稀飯自行舀出來並送入
口中，注意稀飯不要太燙。觀察
幼兒使用湯匙的情形。 

此階段幼兒也能咬及咀嚼更多的
固體食物，因此可提供更多樣的
食物以練習咀嚼能力。 



自己脫褲子 

此活動可在每日例行活動中進
行。此階段幼兒已具有良好的
身體協調能力及足夠的抓握力，
因此可以嘗試學習脫下簡單的
衣物，包括鞋、襪、帽子、短
褲等。 

可在洗澡前讓幼兒練習脫褲子，
冬天進門後讓幼兒練習脫外套
及鞋子。一開始照顧者可提供
部分協助，如解開扣子、拉下
褲頭等，其餘請幼兒自己完成，
並在完成後給予讚美。 



清潔寶寶  

此活動可在每日的清潔例行活動中
進行。例如吃完東西後，讓幼兒練
習洗手，照顧者可於此時指導濕、
搓、沖、捧、擦的步驟。也可以請
幼兒一邊做一邊朗誦洗手步驟，更
有助於學習。 

每次洗手後，請幼兒自己拿毛巾將
手擦乾；吃完東西請幼兒自行擦淨
嘴巴。日漸養成清潔習慣。 



自己收玩具  

此活動可在每日例行活動中進行。
當幼兒玩完玩具後，照顧者可請幼
兒幫忙收拾，可對幼兒說：「現在
請你送玩具回家。」 

或者在用完餐後，照顧者可請幼兒
幫忙做餐後簡單的清潔工作，例如
請幼兒幫忙擦桌子或收拾自己的餐
具等。 



我是小幫手  

這階段的幼兒正在建立自主性，因
此喜歡幫照顧者「做事」來肯定自
己的能力。可準備一些小尺寸的用
具（如小掃把、抹布等）讓孩子一
起幫忙做清掃工作。 

或是當照顧者必須進行餐食準備時，
請孩子幫忙找出配對的鍋子和蓋子，
或參與食材備料，例如幫忙洗豆子、
撥高麗菜葉等，都會給孩子成就感
與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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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玩輕鬆笑 

在遊戲中學習 

與日常生活結合 

選用具體的實物 

輕鬆愉快的心情 

遊戲是孩子最好的學習方式 

• 與日常活動結合 

• 配合嬰幼兒當時的身心狀況進行 

具體的實物是孩子最好的「教材」 

與孩子互動的要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