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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創新詩」的美好與省思 

摘要 

教師們從課程中找尋詩意，過程中歷經了「詩意就在孩子身上」的驚覺，這

樣的驚覺猶如看見文學森林中跳舞的光，令人著迷也想要追尋。「童詩創作策略」

的產生，是教師試著透過提問引導孩子發現自身感受、表達感受，教師們透過對

話將教學經驗彼此交流；並且作為園內教師專業經驗的傳承與參考。 

教師角色在引導孩子創作的過程中，面對許多挑戰及自我反思。挑戰來自於

當孩子們「沒感覺」的時候，教師如何透過多元方式，引發孩子們表達心中的感

受；然而需要時時反思的是，「童詩創作策略的運用」與「教師意圖」之間的平

衡點；過多的「童詩創作策略引導」反而會讓原本孩子們心中純真的詩意變調。 

教師角色是帶領孩子們，使他們能夠在與世界互動過程中，激盪出美妙火花。

孩子們體驗世界的角度與眼光提醒我們，放慢腳步細細品味生活。「教師的意圖」

並非追尋文字中的美好意境，而是帶領孩子們進入文學森林後，作為一個最佳陪

伴者，觀察與記錄森林中跳舞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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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懷恩幼兒園坐落於人文薈萃的新生南路上，周邊環境蘊含了詩情畫意的豐富

景色，對面是台灣大學，每年的杜鵑花季，是令懷恩孩子們期待的時光。賞花、

野餐、漫步在有天堂路之稱的新生南路，多元的宗教建築，蘊涵了人類與土地的

歷史與美學，這裡處處有著懷恩孩子們的歡笑記憶。隨著季節變化，盛開的公館

加羅林魚木、台大杜鵑花季隱身於瑠公圳遺址中，更讓都市叢林中充滿詩意！ 

外在環境之外，詩在懷恩幼兒園對於師生來說，是潛移默化的生活點滴。幼

兒園常見的唐詩、唸謠、兒歌之外，孩子們有許多機會接觸聖經中的詩篇、詩歌

等；教會幼兒園的背景，讓師生沈浸在充滿詩的環境中，孩子們對於文字及音韻

的組合與變化是熟悉的體驗，當這樣的體驗於生活中不斷累積，並加以轉化之後，

孩子們表達感受的同時，字字句句真實呈現了，他們體驗世界的角度與眼光。 

本文由教師的角度著手，童詩融入教學的歷程，伴隨著懷恩課程型態的轉變，

有不同階段的風貌呈現。教師團隊記錄下省思的過程，也希望透過與自己對話、

團隊之間的對話，進一步找到屬於教師的夢想。教師生涯中，能有夢想起飛及夢

想續航的機會，成為我們不斷前進與成長的動力。 

二、「童詩」與「教師」在課程中的角色與轉變 

（一）早期單元教學中「童詩」運用完全以教師為主導 

早期懷恩幼兒園的教學型態以單元為主，在民國 93 年改變為大單元教學，

一個學期分為兩個大單元，民國 93-103 間將單元拉長為一個學期一個單元。在

單元教學期間，老師在寒暑假規劃好每一天要執行的教學活動，師生們在看似豐

富的課程設計中，忙得不亦樂乎；但是在教學記錄中，幾乎不會留下屬於孩子的

聲音及表達。「童詩」在單元教學中的運用，也是以教師的選材與喜好為主。例

如：「春天」的單元，敎師會依照自己的課程規劃，搭配季節相關的詩帶孩子們

做賞析活動或是朗讀。 

在訪談資深懷恩老師蔡美華時，蔡老師表示：「我從民國 83 年進入懷恩，

當時最令人震撼的是自製教具，尤其當時沒有電腦，老師都是用純手工製作教具、

教材、教案，例行活動有唸唐詩、三字經，聽聖經故事、唱詩歌、唸金句，小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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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是被動的吸收。」 

蔡老師提及在單元教學中令他印象最深

刻的「童詩」教學，是他曾經帶領孩子們運用

繪本《田鼠阿佛》融入教學中，讓孩子們透過

詩的賞析感受季節變化，並用戲劇的方式，呈

現繪本故事中的小詩人-田鼠阿佛。 

（二）「放慢腳步、走入社區」—教師角色的轉變與省思 

隨著時代演變，在教學潮流中，懷恩團隊對於教學型態的反思從未停歇，但

要教師放棄早期引以為豪的「務實單元教學」及「自製教具得獎無數」光環並不

容易，這讓改變的步伐變得緩慢。「放慢腳步」是緊湊單元教學型態中，第一個

需要嘗試的突破，因為孩子們在老師的課程安排下，非常忙碌，課程中即使老師

觀察到了孩子們的興趣，也因為接續而來的活動要進行而無法停下腳步。 

自民國 103 年起，教師團隊開始嘗試用主題教學的概念改變單元教學型態，

除了主題時間拉長為一個學期之外，教師用與孩子對話的方式，討論課程走向，

教學紀錄也轉為活動後的紀錄為主，而非完全由教師一手包辦規劃、設計課程。

從教師教學記錄與教學會議的分享中，教師團隊很快地發現，記錄中出現了不同

以往的亮點，即是「幼兒的聲音」、「幼兒的歡笑」與「幼兒的想法」。同時在

這個時期，另一個突破，是教師帶領孩子們走入社區，展開不同以往的教學活動。

充滿詩意、人文薈萃的環境中，啟發了教師團隊在童詩運用的思考。教師們以讀

書會、教學分享的型態彼此交流教學經驗。資深教師李姝吟老師，讓孩子們以小

組討論的方式，嘗試由孩子們自己創作童詩，透過童詩表達在踏查社區之後的感

受。這也讓「童創新詩 1」的感動一直留在團隊教師的心中。此時期的幼兒童詩

創作，僅有大班的孩子們作嘗試。 

團隊教師們對於孩子們的表現感到驚奇，同時也對孩子們為何會說出「詩一

般的語言」感到好奇與訝異。各班教師也開始思索，如何讓孩子們有更多空間與

時間來表達自己，並且讓大班以外的班級（中、小班）也嘗試用童詩的方式融入

於班級中。 

 
1 「童創新詩」—新詩指的是不受格律或字數限制的語言表達。童詩則是大人寫給孩童或是孩

童創作的詩。由於在懷恩的教學歷程中，除了孩子的創作之外，也包含了大人（老師及家長）

的創作，故在懷恩幼兒園中，我們用新詩的表述來定義詩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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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童創新詩」教師的驚覺與感動 

自民國 109 年起，蔡美華老師及劉佳瑜老師，將

童詩創作的年齡層往下延伸至中班孩子們的教學環

境中。主題中融入童詩的賞析與創作，當時中班的教

學主題是「兒童樂園」。老師請孩子們描述，在遊樂

園中難忘的經驗。當中班小朋友可樂說出：「溜滑梯、

上樓梯、溜下去，風在我背後，好舒服、好好玩！」

這樣的描述，在同儕中引起共鳴，也讓老師驚覺詩意

就在孩子身上。 

「風在我背後」，對孩子們來說，是溜滑梯的速度感所帶來的親身經歷，但

可樂這樣的形容，成功讓經驗中的文字，變成了每個人心中充滿想像的畫面。正

如孜欣爸爸在回饋中所提到的感受：「閱讀孩子們文字的當下，讓我們彷彿回到

童年…」。這樣的感動與鼓舞，更讓老師們想要探究孩子們之所以對童詩創作有

興趣的原因。 

雖然中班孩子們認字有限，但是對於自己的話被記錄下來，轉化成文字顯得

非常期待。老師觀察到，孩子們很享受這一段專屬於自己的「被記錄時間」，特

別是對於害羞的孩子而言，心裡的感受更是明顯。例如：適丞是中班最害羞的孩

子，在幼兒園一整天幾乎聽不見他的聲音，但他的小詩創作被老師記錄下來之後，

他開心的回家跟爸媽分享，也要求爸、媽幫他記錄下在家中的創作，透過手機傳

給老師看呢！2 

三、發現問題尋求解決 

「童創新詩」的驚覺與感動，讓園內的每一位教師，都想要有所行動。教師

在教學中，觀察孩子們的興趣，引導課程走向之外，更想讓孩子們藉由童詩，在

感受上有所的表達；但是團隊教師「童詩運用」經驗值落差大，要引導孩子們走

向「童創新詩」之路，似乎有許多執行上的迷惘，讓教師們想要嘗試突破，卻又

不知道如何著手。 

（一）透過教師專業對話-傳承經驗、凝聚共識 

 
2 附錄一：中班適丞的個案記錄（劉佳瑜老師提供） 

中班可樂小朋友的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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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最大的問題在於，園內六個老師之中，其中有三位，完全沒有於教學中

讓孩子們創作童詩的經驗。然而短暫教學會議中，各班分享的大多著重在教學成

果，對於童詩創作過程，與孩子們為何會說出詩一般的語言，皆無法完整呈現。

教師經驗如何分享及傳承，成為是否能夠順利在全園各班嘗試「童創新詩」的關

鍵。教師團隊在討論之後，決定用專業對話的型態，對於如何讓孩子們創作童詩

這件事，透過教師對話，彼此分享經驗並凝聚共識。 

首先我們將教師團隊分為兩組，Ａ組老師是對於童創新詩的引導有經驗的老

師。Ｂ組則是沒有帶孩子創作過新詩的老師。透過孩子們的童詩作品，Ｂ組老師

提問，Ａ組老師回應問題。 

Ｂ組老師心中最大的疑問便是，「老師如何讓孩子們說出詩一般的語言？」、

「老師說了什麼？孩子們會說出這樣的回應」以及「這些童詩是花多久時間去完

成的？」等等。在教師彼此對話中，這些問題在Ｂ組老師心中有了初步的解答，

也讓原先用修辭學眼光看待「童創新詩」的心情，有了截然不同的轉換。原本在

教師心中，高深莫測的語文高牆，雖然沒有瞬間傾倒，但已經變成了矮牆，可以

看見牆外美麗的語文花園了。 

（二）教師團隊將修辭學高牆轉換成引導創作策略 

Ｂ組老師嘗試將原本修辭學的眼光，轉換成教學引導上，可以掌握的經驗語

言，依照幼兒創作的詩句，分析成修辭學概念，整理出可以幫助自己「引導孩子

們創作新詩的策略」如表一：（表一「引導孩子們創作新詩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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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表一的整理，教師們期望在帶領孩子們「童創新詩」的教學上，有系

統化的運用方向。這些引導孩子們的話，教師團隊將用詞調整為，讓孩子更 

容易明白的語詞，取代修辭學概念。（如表二） 

（表二：老師將修辭學概念在轉化為幼兒可以理解的語言表達） 

因為對象是孩子們，教師必須用孩子可以理解的語言表達；但如何觀察孩子

們的興趣與反應，並掌握時機問話引導，才是關鍵。這些引導孩子創作策略需要

從實際教學現場中去累積經驗才能精準巧妙配合。 

四、全園大、中、小班將主題課程融入「童創新詩」的嘗試 

透過教師專業對話的歷程所產出的「引導孩子們創作新詩的策略」，幫助

沒有相關經驗的教師，有信心、動力及方向，學習掌握時機，觀察孩子們的反應，

練習找尋讓孩子創作的關鍵時刻及方法。也讓有經驗的老師，對於自己原先就有

的能力，感到驚奇與深受肯定。團隊中良性的專業激盪，讓大家凝聚共識，展開

全園各班將主題課程融入「童創新詩」的嘗試。 

以下分別就分齡班級中的童創新詩經驗做分享 

（一） 大班主題 

1.主題：「“童”創新詩、“慢”步天堂路」3 

民國 109 年薛鎧榛老師、黃佳音老師，在「童創新詩、慢步天堂路」主

題中，帶領孩子們來來回回穿梭在天堂路上，欣賞各式各樣美麗的教堂建築

之後，將所有賞析的觀察與記錄，轉化成一次又一次的童詩創作；每首童詩

 
3 「童創新詩、慢步天堂路」獲得教育部頒發 109 年教師教學卓越金質獎。全文詳見連結。 

https://cirn.moe.edu.tw/Upload/file/34565/9364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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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生，有團體討論也有小組討論的方式進行，孩子們歷經數次不同學習經

驗的累積，再加上老師的引導，讓大班孩子在童詩作品的層次與意境，自然

地在歷程中點滴累積與展現
4。 

在大紅班孩子們「清真寺」童詩創作中，師生們經歷了三次的創作嘗試

與經驗轉換。第一次創作是在孩子們初次參觀清真寺後的觀察，第二次創作

則是老師運用引導策略提問，引發孩子們進一步發揮想像及精簡的轉化用詞。

第三次的創作前，孩子們邀請班上信奉回教的家長，入班示範回教祈禱儀式，

接著我們再次造訪清真寺，增加了經驗再創作，此時孩子們也更有感受及想

法；家長在示範祈禱儀式中所使用的地毯，也巧妙地出現在他們的創作中。 

薛老師表示這是他第一次將童詩的創作引導，用於教學之中，對於引導

孩子的表達，幫助很大。孩子們在觀察教堂建築之後，目光往往先注意又高

又大的主建築，或是被高聳的十字架所吸引；透過教師引導，他們會慢慢聚

焦在細微的建築設計上，仔細探索，讓建築特色重新聚焦。而擬物想像的策

略運用，教師則是以關鍵的提問，讓孩子進一步根據經驗開啟想像。 

以孩子們在聖家堂的創作中為例，呈現教師在引導創作時幼兒的回應： 

老師問：「要怎麼做，我們才能看到聖家堂的屋頂是十字型的呢？」 

孩子們說：「用空拍機、爬上樹、變成長頸鹿、變成小鳥…」 

老師問：「如果是變成我們在都是中常見的動物呢？」 

孩子們很快的回應：「變成小鳥！」 

 
4 附錄二：「清真寺」童詩創作，民國 109 年懷恩幼兒園大紅班幼兒以團體方式多次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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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讓孩子們有了「假如我是一隻小鳥…我會….」的童詩開頭，接著化身

成為小鳥飛上聖家堂屋頂，展開一連串的想像。5（漫步天堂路主題中作品如

下） 

 

 

 

 

 

 

2.主題：「這就是節氣」 

節氣的概念在現代人來說並不是著麼貼近每個人的生活，更遑論在幼兒

園中的孩子們。家長送來的兩袋季節限定的

青梅，開啟了孩子們探索季節與動植物之間

的關聯性。孩子們在課程中參與了前所未有

的紫蘇梅製作經驗，透過「畫」也透過「話」，

真實紀錄了他們的心情及製作過程中的步

驟。在創作過程中，蔡美華老師、劉佳瑜老

師用深化主題經驗的方式，引導孩子們在過程中紀錄並展開創作。 

大班這一次的童詩創作，是孩子們經驗

了紫蘇梅製作歷程後，先以團體討論的方式，

每個人畫下自己想分享的事情或是感受。接

著老師以文字將孩子們的想法記錄下來，孩

子們確定好每一句話的順序之後，老師將他

們的詩句印成大海報，讓孩子們在原有的詩

句上作畫，完成整幅作品。 

這個班級是蔡老師、劉老師從中班開始就帶領孩子們玩詩的班級，孩子

們對於童詩的形式展現及賞析創作，都從中班開始就有經驗；在作品中決定

每句話的字數及排列時，孩子們有一定的敏銳度；不需要老師引導，就能自

 
5 附錄二：「聖家堂」童詩創作，民國 109 年懷恩幼兒園大紅班幼兒以團體方式多次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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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討論決定，將每句話用固定的字數表達。詩中整齊排列的詩句，及層次分

明的步驟，並適時地加上感受的表達。讓讀詩的人，也跟著對於紫蘇梅的製

作，充滿想像與期待呢！ 

（二） 中班主題 

中班「兒童樂園」的主題中，孩子們自然而然地，跟自己的遊樂園經驗

連結，班上的孩子幾乎都有去過遊樂園，但是每個中班的孩子都還不能坐雲

霄飛車。「雲霄飛車」這首詩，結合了中班孩子的共同夢想與想像，成為他

們在主題中關注的焦點與興趣的延伸。詩句中，從未有過的經驗，讓孩子們

開啟想像，在想像中，他們再次結合自己的舊經驗，轉化為感受的表達。 

創作時的步驟說明如下：老師先引導孩子們思考的方向，請孩子們依序

表達出： 

1.想像搭乘雲霄飛車的可能感受，教師幫助孩子寫下感覺字卡。（圖一） 

2.排列搭乘時可能的感受變化。（圖二） 

3.進一步想像，這些感覺像什麼。（圖三） 

表達完成之後老師將孩子們的詩句及畫作放到投影布幕上分享，全班一起賞

詩及回應，成為大夥難忘的美好時光；同儕間的互相肯定，更讓創作的過程充滿

動力。創作步驟的規劃，是教師根據現場與孩子們互動的觀察所做出的調整，當

孩子們在表達感受過程中，重複性高或是無法聚焦的時刻，字卡對於提高中班幼

兒的專注力及參與感有很大的幫助；孩子們會很有成就感、開心的拿著字卡，像

是得到老師大大的鼓勵一般，非常可愛。字卡上的字雖然孩子們不一定認識，但

是老師使用字卡，具體記錄幼兒感受的方式，讓孩子深受肯定也更加勇於表達。 

<圖一> <圖二>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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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詩：雲霄飛車 

   雲霄飛車  會顛倒  轉圈圈 

  像溜滑梯一樣斜斜的 

  像從天空掉下來 

  飛很高  好像高鐵一樣快 

  又害怕又好玩   

（三） 小班主題 

小班「快樂小廚師」的主題中，由於孩子們詞語表

達能力尚在發展中，薛鍇榛老師、黃佳音老師帶領孩子

們在歡樂的氣氛中統整經驗，將堆疊的經驗一一整理，

過程中慢慢引導孩子發揮想像並表達感受。 

鳳梨童詩的創作，孩子們從自己所畫的鳳梨外觀

出發，透過感官的體驗，除了酸甜滋味的形容，孩子們說出了許多表達，例如：

右上照片中的紀錄，孩子們表示：「鳳梨刺刺尖尖像指甲」、「（鳳梨）倒過來

像章魚」等形容。這一次教師所用的方式，是將幼兒的課程經驗，透過多媒體的

方式呈現出孩子們鳳梨相關的活動後，由孩子們說出品嚐鳳梨料理的感受，教師

進一步將所有孩子們的表達剪輯成影片。孩子們很喜歡看到影片中的自己及同儕，

面對鏡頭的發表也更顯得踴躍。透過影片，孩子們也再次的複習了先前所有相關

的課程經驗。 

接著老師透過海報圖示統整（如下方照片所示），帶領孩子們整理所有鳳梨

相關的感受表達，再將感覺分成「嘴巴吃起來的感覺」、「眼睛或手的感覺」、

「心裡的感覺」等等，並由孩子們決定三種感覺的順序，而完成這首鳳梨童詩。 

童詩：鳳梨  ＜小黃班＞ 

刺刺尖尖像指甲 

翻過來像章魚 

酸酸甜甜又香香  吃起來好開心 

想要跟爸爸媽媽分享 

開心的感覺很像在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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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當教師們實際將引導幼兒創作的策略，運用在教學中，會發現孩

子們在觀察力或思考方向有所侷限時；教師角色如何鷹架延續探討的方向，成為

孩子們是否能夠突破創作瓶頸的關鍵。此時這些策略提供教師很好的參考，透過

策略式的提問，確實能夠幫助幼兒提升或轉化思考的層次。例如：在主題：「“童”

創新詩、“慢”步天堂之路」中，孩子們對於天堂路上的美麗教堂外觀的分享中，

容易停留在「真漂亮、真美麗、真有趣」的表達上打轉；此時教師關鍵的提問：

「小朋友能不能把“真漂亮”三個字變不見，又要讓大家知道真漂亮的意思呢？」

這讓孩子們能夠將觀察的方向，轉化為更細緻的美感表述；過程中孩子們重新思

考自己的經驗，並用換句話說的方式不斷表達，成為師生之間美好的互動與腦力

激盪。但是在此同時，教師們也發現了在引導創作策略使用上的許多問題。 

五、主題課程融入「童創新詩」發現新問題 

「童詩創作策略」的產生，讓懷恩教師團隊在將童詩運用於教學過程中，有

許多收穫與成長，但實作過程中也發現了新的問題與困境。 

（一）教師過度侷限在童詩的創作及引導 

「引導孩子創作新詩的策略」教師使用時機不對或出現步驟上的誤解、誤用，

造成反效果：「認為其中的修辭學技巧，才是我們要孩子們學習的，並且要依照

步驟及難易度，使用於引導孩子的創作中。」教師的引導變成讓孩子們提早進入

「作文早鳥訓練班」，然而這種揠苗助長的方式絕非我們的本意。 

例如（真實情境改編）：小班老師希望孩子們創作跟小廚師教學經驗相關的

童詩時，用了下面的引導句子，想要小班孩子說出感受，由於小班孩子口語表達

能力尚在發展中，老師便直接列出句型，結構化層次，希望引導孩子們按照句型

逐一表達。 

課程實例：教師使用「引導孩子創作新詩的策略」出現步驟上的誤解、誤用 

題目：「快樂小廚師」（老師預設的句型結構如下） 

第一句（聚焦特色）：小廚師……很特別 

第二句（擬物想像）：快樂小廚師像…（某一種人或物） 

第三句（精簡轉化）：上一句的人或物做了什麼 

第四句（意境呈現）：小廚師有關的情境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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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心中理想的詩句或許是：「快樂小廚師像…，快樂小廚師像魔術師，拿

著蔬果變魔術，讓大家嚇一跳！」但是這個精心思考的句型，在老師向孩子們說

明後，孩子們的反應冷淡之外直接告訴老師：「好無聊喔，我想出去玩！」。讓

老師不禁莞爾，也驚覺這麼做是行不通的。 

（二）各個班級針對「引導孩子創作新詩的策略」進行檢討 

大、中、小班教師分別就自己將創作策略運用於教學後的優、缺點進一步提

出教學省思。 

教師在小班的觀察紀錄中提到：「舊經驗有限的情形之下，想要引導孩子們

創作只靠策略是完全行不通的。」 

中班教師則是認為：「引導創作策略雖有幫助，但是使用起來讓師生都覺得

有壓力。」 

大班教師則是感覺到：「幼兒舊經驗豐富，只要主題相關經驗夠，引導幼兒

創作時，適時調整運用策略來提問，孩子們確實很快能進一步表達。」 

另一方面，各班級老師不約而同對於創作時，無法針對不同特質的幼兒適性

引導，提出反應及觀察。 

大班教師在省思紀錄中提到：「用策略讓自己有些綁手綁腳，會一直想要那

一些策略來帶領孩子，反而框架了更多創意發想的機會，並非每個孩子都適用那

樣的策略引導，有些孩子可以很快的就說出詩句，有些孩子則需要不斷的問話，

來引發他更多的思考。」 

小班教師在省思紀錄中提到：「詩是可以朗誦，或是老師引導帶領幼兒一起

品味，但對於不感興趣的幼兒，老師需要用策略以外不同的方式來引導，……老

師怎麼轉化情境?」 

（三）歸納「引導孩子創作新詩的策略」教師在使用上的優、缺點 

    教師團隊認為在鷹架孩子的學習時，我們需要審慎檢視教師自己的意圖，

鷹架時機成熟與方式正確，才能發揮關鍵性的作用。教師心中此時，埋下反思

的種子，我們重新思考，「童創新詩」的過程中，教師的引導角色及面向，應

該如何調整及因應。教師們將「引導孩子創作新詩的策略」實際操作於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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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進一步把實作後的優缺點及省思，整理紀錄如下（表三）： 

（表三：教師實作與省思後的想法整理） 

引導策略實作優點 引導策略實作缺點 教師省思 

1.作品賞析： 

可供教師作為帶領孩子

作品賞析的運用參考，引

導孩子聚焦主題特色。 

1.面向侷限： 

教師引導只靠策略，會讓

賞析面向侷限於文字分

析。 

教師幫助幼兒增加美感

的賞析與體驗，需要多元

的方式進行並結合童詩

學習區等。 

2.層次表達： 

比喻的手法能夠延伸經

驗，將語文的應用多層次

的表達；策略幫助老師從

幼兒作品中提供方向性

的課程思考。 

2.策略誤解： 

教師策略理解錯誤，視層

次為步驟，讓師生備感創

作壓力。 

教師引導創作不應侷限

「語文」表現，而是重視

「感覺」的提升。教師應

思考、嘗試多元的童詩活

動型態。 

3.具體化問句： 

具體提供教師引導句型

的參考，幫助幼兒轉換經

驗、發揮想像。 

3.無法適性引導轉換： 

幼兒經驗不足時運用策

略引導效果有限，不同特

質的孩子，教師需要不同

的方式引導。 

教師針對幼兒特質給予

適切的引導，面對不同年

齡的孩子，需透過課程深

化幼兒主題經驗。 

4.統整傳承： 

將教師經驗統整，希望可

以提供想嘗試的教師作

為教學參考。 

4.策略使用經驗不一定

都能套用於各種情境 

教學經驗不一定適用每

位教師的特質與教學風

格 

教師經驗交流的同時應

該不斷修正及思考調整，

並找尋適合自己的方式。 

 

六、教師團隊從「心」調整，再出發 

面對問題讓教師團隊重新省思「童創新詩」的路上教師的意圖為何？教師的



 13 

角色定位為何？教師們問自己：「我們是要孩子們創作嗎？」引導孩子創作策略

的產生，似乎就是為了幫助孩子創作出一首童詩，好像詩就是一定要有文字作品，

教師就是為了帶孩子創作童詩，才需要這些引導創作策略。相反的，「若不是為

了創作童詩，那我們的目的又是什麼？」。 

（一）「感覺是詩的種子」—回到初衷 

回到初衷，教師團隊重新檢視自己當初為何會有「引導孩子創作新詩的策略」

產生。主要原因是教師們被孩子們說出「詩一般的語言」所吸引，這樣的驚覺，

讓教師們想要引導孩子們能夠更加豐富地表達感受。教師心中的「童創新詩」，

是讓原本就存在於幼兒心中的感覺表達出來。引導創作的策略，簡而言之就是幫

助孩子們在表達感受時，能將平凡的語言轉化為新鮮的用法。「詩」對於成人來

說是精練的詞語表述；而「詩」的概念對孩子們來說，則是自然而然在的生活體

驗，任何主題都可以成為孩子們的創作方向。 

「感覺是詩的種子」（如左圖所示），

教師的角色只是讓原本就存在孩子

們心中的種子發芽茁壯，教師可以帶

領孩子透過課程增加經驗、引導孩子

們在經驗中發揮想像，藉由生活中的

美感賞析，鼓勵創造與思考，所謂意境也在孩子們的表達中自然呈現。 

如何用多元的方式，引發孩子們心中感覺的種子，讓童創新詩的過程，充滿

歡笑、充滿想像，提供孩子們有機會展現自己、學習賞析，才是教師們的期待與

目標。 

（二）透過省思調整行動 

在教師釐清自己的理念之後，我們隨即展開了一連串的省思與行動作為調整

及因應。 

1.創作不只是語文表現更是情感表達 

深化幼兒主題經驗後，轉化成感受表達，教師應該思考的是，提供更多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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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讓孩子可以增加經驗再創作。課程實例：在主

題：「這就是節氣」活動中，孩子們一開始對於節

氣，是懵懂陌生的，然而在經歷課程活動後，孩子

們認識季節更替與節氣的關聯，並且累積了手作梅

子等經驗，心中的想法與感受也慢慢堆疊與催化；

教師透過討論與統整經驗的方式，釐清孩子的想法，

幫助他們更精確地表達心意。此時教師並沒有使用

各種預設的創作策略來引導，而是提供了一個適合

創作的時空讓孩子們盡情展現。從孩子們的詩、畫

中，表現了對於梅子製作的投入、歡欣與期待的心情。 

2.提供多元化的童詩賞析途徑、豐富詮釋的面向 

教師不要求每個孩子都一定要創作，而創作的方式可以個別創作，也可以小

組進行；每個孩子都有屬於自己的學習時間表，在主題活動中找到屬於自己的興

趣與方向。另一方面，學習賞析自己或他人的作品，同樣能夠豐富創作過程中，

詮釋感受的面向，所以培養幼兒賞析能力同樣應該受到重視。 

課程實例：透過音韻節奏賞析與感受 

孩子們在活動中，想要用ＲＡＰ的方式展現他們的童詩創作，並邀請班上

家長行ＲＡＰ教學，在過程中孩子們自然地感受了，文字內容跟音韻節奏的搭

配是否和諧，進而選擇他們自己認為合適的旋律，也發現不是所有的童詩都適

合用ＲＡＰ方式表現，最後決定自己編曲來搭配自己的童詩創作。 

然而教師觀察發現，有的孩子在語文

創作時顯得害羞，但是在改變型態的

賞析過程，卻是敏銳並勇於表現！音

韻的感受，似乎喚醒了孩子們對於童

詩的再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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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親職溝通與選材 

教師與家長溝通理念，邀請家長一同參與體驗童創新詩的美好感受。溝通後

家長不會再將「童詩創作」視為沈重的文青功課，而是親子一同享受其中的溫馨

時光。正如大班以安所描述的：「我喜歡爸爸媽媽抱著我寫詩…」。另一位家長，

予安媽媽回饋中提到：「新詩創作中孩子對於語言的感受程度、文字的感受力確

實有提升，文字對他來講，除了言語表達之外， 還有一個抒發情緒的管道」。

孩子眼中的詩又是如何？他們說：「詩是短短的」、「詩要用感覺」、「詩讓我

想像」、「我喜歡和詩做朋友」，這樣簡單的概念也在家庭中獲得珍貴的迴響。 

4.引導策略再突破 

教師團隊也試著運用用更多元的方式，透過肢體、戲劇、影音、多媒體、音

樂或繪畫等等，來幫助孩子們對於周遭的環境更有感受與觀察力。我們認為原先

的引導創作策略，雖有幫助但更要走向多元。 

例如：小班的孩子詞語表達能力有限，在主題「快樂小廚師」活動中，教師

除了透過活動累積孩子們的經驗之外，也運用影音多媒體等素材，讓幼兒經驗能

夠重現與分享。老師帶領孩子們在歡樂的氣氛中統整經驗，將堆疊的經驗一一整

理，過程中慢慢引導孩子，讓他們有機會發揮想像並表達感受。不論大、中、小

班的孩子，都喜歡他們的話被記錄下來，無論是透過書寫、錄音或是錄影。當小

班的孩子在課程中描述「開心的感覺是想跟爸爸媽媽分享」，立刻引起共鳴，也

讓大家開心回應。 

    另外一個例子，是在暑假班（大、中、

小混齡）的午休時光，老師會讀一首童詩

給孩子們聽。大班有孩子主動要求老師還

要再唸一次「酸酸的石頭」6這首童詩。老

師們觀察到孩子的興趣，並將童詩以戲劇

 
6 林世仁。《在想像中遇見詩》。台灣：小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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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呈現（如：右方活動照片），結合情緒教育讓孩子們在過程中，表達難過

的感受。此時中班的睿宸說出：「難過的感覺像是啄木鳥在啄我..」。孩子這樣的

描述與表達，充滿了豐富的想像力，真切的引發每個人心中的感動。老師透過肢

體，重現童詩中的情境，讓孩子們藉由戲劇的方式賞析童詩，同時也學習面對自

己的心情。 

七、待答問題與未來展望 

（一）童詩結合學習區的設置 

童詩的賞析與創作如何在學習區中結合或創新，成為教師團隊未來在課

程走向與發展的重要思考。教師團隊目前有共識，認為童詩不應侷限在在語

文區，而是整體美感賞析的規劃。包含想像力、觀察力、社會能力、建構能

力等等，多面向的去嘗試與思考。 

（二）主題主軸有時無法融入新詩 

教師團隊觀察發現，每個主題都可能有不同的主軸呈現，「童創新詩」並

非在所有課程中都能夠讓孩子們立刻有興趣展開創作的結合。此時教師的思

考是什麼？既然童詩創作不是美與感受的唯一表現，是否身為教師我們也應

該保留彈性與空間，無需時時追求極致，讓孩子們輕鬆自在的展現自我。 

「童創新詩」若是＂美感的活動＂之一，童詩便是一種美感的表達方式，與

主題的結合就沒有違合之處了，孩子們同樣可以選擇以身體、圖像、立體創

作、多媒體等做多元的嘗試與表達。 

（三）如何讓「童創新詩」結合課綱精神與指標的運用，從班級活動走向全

園特色與文化的建立 

如何以「精緻化教學」為目標，建立特色化課程的基礎。並增進對於課

綱及「幼兒園課程與教學品質評估表」指標的理解，實為未來的重要方向。

童創新詩要成為全園性的交織活動課程，除了每班教師必須有共識之外，更

需要行政資源的支持與協調，才能夠建立屬於懷恩的童詩文化及園所特色。

全園既定的大型活動多，如何能夠發揮巧思轉型與突破，也是需要團隊審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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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的。 

（四）教師自我提升與理念整合 

教師團隊未來期望透過更多專業對話與學習，針對課程中的想法，規劃

時間進行溝通與討論；並且有目標、有計劃的舉辦讀書會，以及申請教授的

來園，提供更為專業幫助與指導。 

八、結語 

「詩在孩子內心深處」—每個孩子的心中都蘊藏著童詩創作的種子與能量，

教師除了適時的灌溉與激發、運用策略轉化經驗之外；更重要的是給予孩子們包

容鼓勵的創作時機。教師帶領孩子走訪文學森林時，放慢腳步是欣賞美麗風光的

必要條件。教師的引導能讓孩子們學習賞析、發現美好，此時教師的角色只是將

「看得見的特色」轉化成「聽得見的特色」，讓孩子們進一步去感受。然而當孩

子們想創作時，教師的角色則是將孩子們內心的聲音，再次由「聽得見的特色」

轉化成「看得見的特色」。幼兒體驗世界的角度和眼光，提醒我們暫時停下忙碌，

試著透過童詩喚醒美好與感動！ 



附錄一：特殊幼兒觀察紀錄（劉佳瑜老師、黃佳音老師提供） 

劉佳瑜老師及黃佳音老師，都觀察到一個現象，「童詩創作活動提供孩子

一個情感抒發的管道，特別是內向、害羞甚至有些適應困難的孩子而言，透過

創作能表達自己、成功建立自信，並有機會與團體互動。」 

 

劉佳瑜老師在適丞的個案記錄中提到：「適丞從小班到中班都是個安靜的

孩子，對於各種活動一直屬於旁觀的角色，中班下學期時，老師在語文區內放

了童詩的書籍，適丞就常拿著童詩書籍自己靜靜的看著，當老師幫同學寫下或

錄下他們所創作的詩句時，適丞也會湊在旁邊一起聽，不過他卻不曾要求老師

幫他記錄或是錄音。某天晚上適丞媽媽傳來了適丞在家的創作影片，這是適丞

主動要求媽媽寄給老師的~適丞希望能跟老師分享自己的創作，據說自從班上有

新詩創作的活動，每天放學回家的路上，適丞就不停在創作詩，媽媽很開心適

丞終於主動積極想分享，也很感謝老師透過這個活動讓適丞找到自信。因為老

師和家長的鼓勵和肯定，適丞開始願意在大家面前分享自己的新詩創作，老師

在適丞面前將他的進步與父母分享，適丞每天上學的情緒頓時改善許多～都能

好好的跟爸爸說再見。」 

到了大班，適丞因為在校外上正音課，特別喜歡寫注音符號，在家常會用

注音符號自己創作，適丞自畫插圖配上他所創作的新詩，樂在其中！ 

 

黃佳音老師的教學記錄中同樣紀錄了班上害羞的個案予安。並且提到予安

媽媽回饋：「予安從小班一個字一個句子都沒有辦法完整說完，到大班他可以

做這樣子的新詩創作，我們實在覺得非常驚喜，新詩創作中，孩子對於語言的

感受程度、文字的感受力確實有提升，文字對他來講，除了言語表達之外， 還

有一個抒發情緒的管道。」 

 

 



附錄二： 
「清真寺」童詩創作，民國 109 年懷恩幼兒園大紅班幼兒以團體方式多次創

作。 
「聖家堂」童詩創作，民國 109 年懷恩幼兒園大紅班幼兒以團體方式多次創

作。 

 

在主題「“童”創新詩，“慢”步天堂路」中，幼兒先將所有踏查附近宗

教建築的經驗，依據觀察結果及收集到的介紹單張，製成經驗圖表。在多次創

作中，經驗圖表對於幼兒的感受與印象轉化，有很大的幫助，每次在幼兒園的

創作，不一定需要回到現場，就可以喚起孩子們的印象與感覺。 
每種宗教建築，我們依照孩子的腳程及興趣，至少有兩次以上的造訪經

驗，進而慢慢累積出圖表上的學習經驗。在幼兒的創作歷程中，確實需要有

「抓住重點」的印象保留機制，讓他們可以在這個基礎上，展開聯想或發揮想

像。 
孩子們也將對於課程經驗的感動，帶回家庭中，創作的經驗中更包含了親

子一起走訪天堂路後的創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