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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大集合

雲林縣生活課程輔導團  東和國小白秀青老師

壹、摘要

「玩具大集合」是以康軒出版社一年級下學期第三單元＜玩具總動員＞進行轉

化、延伸而成的主題課程。

本課程設計參考該單元學習內容後，重新檢視「以兒童為主體、以生活為整體」

的生活課程，期盼以兒童為學習的主體，從孩子的生活經驗出發，適切連結孩子真實生

活情境的體驗課程，開啟他們對週遭人、事、物的好奇，引發孩子學習的興趣與動機。

玩具是兒童生活裡重要的一部份，在玩的過程中需要親自操作、動腦思考、與他

人合作、與他人溝通，因此，玩玩具不僅能充分表達自己，在遊戲的過程能與他人互

動，也有助於提升兒童的想像力，玩具可以說是兒童學習與成長的重要管道。

本單元透過「玩具總動員」、「我的玩具朋友」、「玩具兵團遊行趣」、「玩具

魔法變變變」、「玩具急救站」、「動手動腦做玩具」等單元，開展學生對玩具的認

識，進而產生愛物惜物的好習慣。首先讓學生介紹自己喜愛的玩具，並與他人分享，

且在玩玩具的過程中觀察玩具的細部特徵或特色，接著結合玩具兵進行曲模仿自己的

玩具外觀或形狀，利用肢體創作來彌補語言表達的不足，以提供孩子不同的表達方

式。透過修玩具的任務，讓孩子了解玩具的構造，並學會珍惜物品，最後親自動手設

計並創作出自己的玩具，透過以上教學活動，期望讓學生養成愛物惜物的好習慣。

貳、設計與轉化的理念

一、教材分析

本單元取自康軒教科書第二冊＜玩具總動員＞單元。課程首先引導學生介紹及分

享自己最喜愛的玩具，透過影片教學、實務分享瞭解不同玩具操作方式及玩法；活動

三接著讓學生以肢體創作表現玩具的特徵。活動四則是學習集體的肢體創作，學習遊

戲中的溝通及合作；活動五是透過修理玩具的過程，學習珍惜物品，最後親自動手設

計並創作出自己的玩具，課程以學生生活經驗重心「玩具」為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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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計理念    

對孩子而言，利用生活經驗來開啟學習大門，才能獲得真實的學習，選擇「玩具

大集合」， 是在於它能引起兒童主動探索的興趣，及與他人分享互動的歷程。

因此從自己喜愛的玩具出發，透過觀察玩具，來「體驗與探索」玩具，並能清楚

明白說出玩具的特色及玩法。從肢體創作中「理解與欣賞」玩具的外觀及特徵，學習

體會他人所要表達的內容。藉由集體肢體創作的「溝通與合作」，培養良好的互動及

溝通方式。以全班討論的合作學習方式來腦力激盪修理玩具（表現與應用）。最後自

己動手做玩具，從經驗中培養出學生良好的能力（態度與情操）。

參、課程架構

玩具大集合

探
索
與
體
驗

理
解
與
欣
賞

溝
通
與
合
作

活動二

我的玩具朋友

（1節）

活動一

玩具總動員

（1節）

活動四

玩具魔法變變變

（1節）

活動三

玩具兵團遊行趣

（1節）

活動六

動手動腦做玩具

（3節）

1.玩具設計師

2.動手做玩具

活動五

玩具急救站

（2節）

1.討論玩具修復

2.動手修玩具

態
度
與
情
操

表
現
與
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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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學規畫與重點

玩具總動員

我的玩具朋友

玩具兵團遊行趣

玩具魔法變變變

玩具急救站

動手動腦做玩具

觀賞影片

玩具分享

肢體創作

肢體集體創作

搶救玩具

舊愛變新歡

玩具創作

玩
具
大
集
合

探索與體驗

理解與欣賞

表現與應用

溝通與合作

態度與情操

能
力
指
標

1-1 透過各種媒材進行探索活動，喚起豐富的想像力，並體驗學習的樂趣。
2-1 接觸生活中的人、事、物，理解文化、藝術與自然現象的豐富性。 
3-1 嘗試運用各種生活素材，表現自己的感受與想法。
3-2 練習並運用探究人、事、物的方法，解決生活的問題、美化生活的環境、增加生活的樂趣。
3-3 養成動手探究事務的習慣並能正確、安全且有效地行動。 
4-1 使用合適的語彙或方式，表達對人、事、物的觀察與意見。 
4-2 學習體會他人的立場、體諒別人，並與人和諧相處。
5-1 相信自己只要能真切的觀察、細心的體會，常可有新奇的發現。
5-5 產生愛護生活環境，尊重他人與關懷生命的情懷。

教
學
規
畫

單元名稱 節數 分鐘 教學重點

玩具總動員 1 40 能透過觀賞影片「玩具總動員」，觀察影片中玩
具與主人互動的情形，並覺察玩具的心聲。

我的玩具朋友 1 40 能大方的上台分享自己最喜愛的玩具，並能專心
聆聽同學的分享。

玩具兵團遊行趣 1 40
從聆聽「玩具兵進行曲」進而了解樂曲中每一段
音樂性與「玩具總動員」的的故事性有相同之
處，進而感受樂曲的意義並進行肢體模仿。

玩具魔法變變變 1 40
接續玩具兵團遊行趣，以集體的肢體創作方式來
表現玩具的外觀及特徵，請各組討論如何分工合
作方式並完成創作。

玩具急救站 2 80 討論如何修復玩具，需要哪些材料？工具？或成
人的協助？並實際動手修復玩具。

動手動腦做玩具 3 120 玩具一定要花錢買嗎？請學生先動腦畫自製玩具
的設計圖，再準備材料親自動手做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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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學流程

活動一：玩具總動員（1節，40分鐘）

能

力

指

標

教學活動歷程
時

間

教學

輔具
評量 教學省思

1-1

4-1

4-1

3-1

〈一〉準備活動

 1.影片：玩具總動員

 2. 請小朋友帶自己最喜歡的玩具來。

〈二〉引起動機

1.觀賞影片「玩具總動員」

〈三〉發展活動

請小朋友說一說：

（1） 玩具在主人安弟離開房間之

後，有什麼不一樣？

（2）  玩具在主人安弟回來房間之

後，又有什麼不一樣？

（3） 玩具彼此之間如何互動？

（4） 每一種玩具的特色和玩法都一

樣嗎？

（5）安弟如何收拾玩具？

〈四〉綜合活動

1. 玩具也有生命力，請小朋友要珍

惜，並正確操作，玩具才會喜歡

跟主人玩。

2. 觀察自己的玩具，完成「我的最

愛」學習單。

      
（第一節結束）

20'

5'

15'

DVD
單槍

投影機

學習單

觀察

發表

聆聽

觀察

實作

◆ 卡通真的是很好

的 引 起 動 機 策

略，學生很快便

融入劇情中，即

使是下課後也會

不斷討論故事情

節。

◆ 經過此節課，玩

具會自己動讓全

班印象深刻，學

生開始相信玩具

是有生命的，必

須要尊重玩具，

並且用正確的方

式操作玩具。

◆ 撰寫學習單是為

了幫助學童整理

好上台時應該說

明的重點，避免

不知道要說什麼

或說明失焦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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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我的玩具朋友（1節，40分鐘）

能

力

指

標

教學活動歷程
時

間

教學

輔具
評量 教學省思

1-1

4-1

4-2

〈一〉準備活動

1.學童最喜愛的玩具

2. 已經完成的「我的最愛」學習

單。

3.CD：玩具兵進行曲

〈二〉引起動機

1.先閱讀自己完成的學習單。

〈三〉發展活動

1. 請自願同學上台介紹自己最喜愛的

玩具的特徵、玩法等。

2. 請同學回應是否玩過此種玩具的

經驗，玩具有無不同的玩法？

3.盡量鼓勵學童上台分享。

〈四〉綜合活動

1. 鼓勵學童可以跟同學交換玩具

玩，學會輪流與分享。

2. 在學童分享玩具時播放「玩具兵

進行曲」。

（第二節結束）

5'

15'

20'

學習單

自備的

玩具

CD
音響

閱讀

發表

聆聽

分享

討論

分享

◆ 對於原本沒有自

信，不敢上台分

享的孩子，請他

先觀察台上同學

分享的方式，鼓

勵他私下跟同學

分享。

◆ 張貼學生的學習

單，鼓勵學童利

用課後時間閱讀

每位同學的作品

藉以認識更多不

同種類的玩具。

透過分享，認識別

人的玩具，原來玩

具的種類有很多，

相同的玩具也可能

有不同的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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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玩具兵團遊行趣（1節，40分鐘）

能

力

指

標

教學活動歷程
時

間

教學

輔具
評量 教學省思

1-1

2-1

4-1

〈一〉準備活動

1.CD：玩具兵進行曲

2.學童帶來的自己喜愛玩具。

〈二〉引起動機

1. 聆聽「玩具兵進行曲」，並簡單

說明故事內容。

2. 老師提問：「玩具兵進行曲」與

「玩具總動員」的共通性？

3. 呼應活動一的綜合活動：玩具也

有生命力。

〈三〉發展活動

1. 配合音樂，模仿樂曲裡的玩具，

與其他玩具打招呼、互動。

2. 音樂暫停，互相猜一猜別人表演

的是何種玩具？

3.鼓勵學童創作多種玩具。

 〈四〉綜合活動

1. 請同學分享最欣賞誰的創作？喜

歡的原因？（如：特徵最清楚、

剛好是最喜歡的玩具……）

2.學習他人的肢體表現方式。

（第三節結束）

10'

20'

10'

CD
音響

CD
音響

聆聽

發表

實作

欣賞

發表

觀察

發表

聆聽

◆ 播放「玩具兵進行

曲」讓學生想想

看與影片「玩具總

動員」的共通性，

這需要很明確的提

示。

◆ 經過肢體表現，

比較不善於口語

表達的學生，也

能透過肢體創作

展現玩具的外觀

或特徵。

 

對於不擅於肢體表

現的孩子，可以請

他先帶著自己的玩

具一起參與，並觀

察其他人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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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四：玩具魔法變變變（1節，40分鐘）

能

力

指

標

教學活動歷程
時

間

教學

輔具
評量 教學省思

2-1

4-2
5-1

4-1

〈一〉準備活動

1.CD：玩具兵進行曲

2.學童帶來的自己喜愛玩具。

〈二〉引起動機

1. 小朋友帶來的玩具裡有一些是組

合起來會更好玩的，請學童想一

想有哪些玩具？如：變形機器

人、彩色積木……等。

2.  延續上一節的肢體創作活動，進

行兩人以上的肢體創作。

〈三〉發展活動

1. 配合音樂，可以模仿影片裡的玩

具角色，也可以模仿自己的玩

具，音樂停止時即定格，組合成

一個玩具。

2. 其他組猜一猜他們表演哪一種玩

具？

〈四〉綜合活動

1. 請同學分享最欣賞哪一組的創

作？喜歡的原因？（如：特徵

最 清 楚 、 剛 好 是 最 喜 歡 的 玩

具……）

2.學習他們的肢體表現方式。

3. 玩具的心聲是什麼？身為主人的

我們可以怎麼做？

4. 已經有損傷或故障的玩具，主人

會喜愛嗎？如何讓他再度受到主

人的喜愛？

（第四節結束）

5’

25'

10'

CD
音響

發表

實作

欣賞

欣賞

發表

聆聽

討論

◆ 孩子在創作的過程

中如果能適時提

醒孩子欣賞其他組

的表現，給孩子舞

台，藉由觀摩學

習，孩子會收穫更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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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五：玩具急救站 （一）（2節，80分鐘）

能

力

指

標

教學活動歷程
時

間

教學

輔具
評量 教學省思

4-2

3-2

〈一〉準備活動

1.學童帶來有故障或損壞的玩具。

〈二〉引起動機

1. 回想影片中有損壞的玩具或故障

的玩具，主人會喜愛嗎？如何讓

他再度受到主人的喜愛？

2.展示學童帶來的故障玩具。

〈三〉發展活動

1.  請學童上台說明自己帶來的玩具

故障或損壞的狀況。

2. 全班集思廣益給予修繕的建議，

並具體列出所需的修繕工具。

3. 以此方法，繼續討論所帶來的故

障玩具。

〈四〉綜合活動

1. 請學童回家後準備相關的修繕工

具，下一次上課進行修理玩具的

任務。

（第五節結束）

5'

30'

5'

自備的

故障

玩具

發表

觀察

觀察

討論

◆ 現代學童物質生

活豐富，家中損

壞的玩具很少，

需給學童幾天的

時間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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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五：玩具急救站 （二）（2節，80分鐘）

能

力

指

標

教學活動歷程
時

間

教學

輔具
評量 教學省思

3-3

5-5

〈一〉準備活動

1. 學童帶來有故障或損壞的玩具。

2.基本的修繕工具。 
〈二〉引起動機

1. 展示上一節課學童討論修繕的策

略及所需工具。

2. 展示學童帶來的修繕工具及材

料。

〈三〉發展活動

1.  請學童分組進行玩具修復的任

務。

2. 過程中若有困難隨時討論再修正

修繕方法。

〈四〉綜合活動

1.請學童展示修好的玩具。

2. 修復玩具的過程中是否有新發

現？

3. 共同討論結語：壞掉的玩具不要

急著丟掉，可以先試著動手修

理，既省錢又環保。

（第六節結束）

5'

30'

5'

自備的

修繕

工具

觀察

實作

討論

分享

聆聽

 

  

 

在修復玩具的過程

中，若原先討論的

方法無法順利修復

玩具，可以請學童

再討論可能會是什

麼原因，動手實做

的經驗，會讓孩子

印象更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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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六：動手動腦做玩具（一）（3節，120分鐘）

能

力

指

標

教學活動歷程
時

間

教學

輔具
評量 教學省思

5-1

3-1
3-2

〈一〉準備活動

1.自己修復好的玩具。 
2.A4紙。

〈二〉引起動機

1. 展示上一節課學童修好的玩具。

〈三〉發展活動

1.  教師提問：壞掉的玩具我們可以修

好繼續玩，省錢又環保，有沒有更

省錢更環保的方式，讓我們也可以

有玩具玩？ 
2. 請學童討論可以實施的方案。

3. 方案之ㄧ：自己動手做玩具。

4. 請學童規劃玩具的設計圖，並在

空白處寫下自製玩具所需的工具

及材料。

〈四〉綜合活動

1. 請學童將設計圖與家人分享，並

自行備妥工具及材料，以利下一

次上課用。

（第七節結束）

5'

30'

5'

修好的

玩具

A4紙

討論

聆聽

實作

◆ 以前的人物質生

活很差，沒有錢

買玩具，大部分

都是自己就地取

材自己做，可以

請學童先訪問家

中長輩小時候自

製玩具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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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六：動手動腦做玩具（二）（3節，120分鐘）

能

力

指

標

教學活動歷程
時

間

教學

輔具
評量 教學省思

3-3

4-2

5-5

〈一〉準備活動

1.學童自備的工具及材料。

〈二〉引起動機

1. 請將最後定稿的設計圖拿出來。

2. 依玩具性質分組安排小組座位。

〈三〉發展活動

1.  請學童依照自己的設計圖開始製

作自己的玩具。

2. 過程中若有困難或須修正設計

圖，可以隨時提出討論或修正。

〈四〉綜合活動

1.請學童展示自製的玩具。

2. 鼓勵學童上台分享自製玩具的玩

法。

3. 分享時間：鼓勵與他人交換自製

玩具玩，欣賞他人的創意成果。

4. 結語：可以利用身邊隨手可得的

物品來自製玩具，環保又省錢。

（第八、九節結束）

5’

50'

25'

設計稿

自備

材料及

工具

實作

討論

觀察

分享

發表

聆聽

安排製作同性質玩

具的學童坐在同一

組，是為了讓學童

可以互相觀摩，若

遇到困難，同組的

學童也可以提供解

決的建議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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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教學省思

在課本的教材內容中，重新思索如何讓教學內容更貼近孩子們的生活經驗，能提

供更多實做的機會讓孩子快樂學習，更重要的是培養孩子們的生活能力。

轉化後課程的設計，是將學習的起點從孩子的生活經驗出發，進一步藉由肢體創

作，從不同的角度觀察自己的玩具，深化孩子對玩具的認識，讓孩子學會正確玩玩

具、珍惜自己的玩具，然後培養出靈活的創意，可以自生活中取材自製玩具。

讓孩子動手動腦做玩具時，原本會擔心使用美工刀這個部份太危險，透過事前引

導，強調注意自己及身邊同學的安全，結果出乎意料的好，學生都能很正確使用工

具，當然有幾位同學希望老師能幫忙，但鼓勵孩子先自己試試看，先做自己可以完成

的部份，結果孩子們開始做了之後就欲罷不能，忘了再跟老師求救。

為培養孩子說話表達的能力，透過「我的最愛」學習單的引導、最愛玩具的分

享，提供孩子們上台發表的機會，學生有所本的說話練習，減輕學生的壓力，也不會

模糊應說明的主題，讓每個人都有參與感。為培養孩子規劃、組織與實踐的能力，透

過「動手動腦做玩具」設計圖規劃，引導孩子構思屬於自己的玩具，學生透過事前規

劃，激發學生思考並嘗試運用生活中的素材，來完成工作任務，讓每個孩子都有成就

感。 

在整個教學過程中，發現探索課程引發孩子的好奇，藉由肢體創作，刺激孩子觀

察的視線高度，透過一次又一次的問題討論，培養出孩子共同討論的態度，提供親自

動手做的機會，豐富孩子們的學習內容，加深學習印象，提高學習興趣。

最後，學生小心翼翼的使用剪刀和美工刀，創作出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自製玩

具，在戶外與他人分享，一起玩玩具的時刻，臉上露出滿足而愉悅的表情，並多次表

示最喜歡上生活課了。「以兒童為主體、以生活為整體」的生活課程，我們做到了在

遊戲中學習、在「生活」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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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評述

「玩具大集合」將教科書中的單元進行轉化延伸，在案例中可見許多老師

嘗試以兒童為主體，帶領孩子發現與探究問題，讓孩子嘗試以建設性的方法解

決問題、感受成功經驗的理念。

案例中老師希望帶領學生進入課程使用了許多巧思，如：設計發言學習單，引導孩

子有聚焦討論的主題；透過「動手動腦做玩具」設計圖，讓一年級孩子透過規畫讓腦海

中呼之欲出的創意，有了以自己能力提出可準備的材料，及可以實行的具體辦法。

案例中也看得見老師對於以學生為學習主體的支持與等待，如文中所提，

對於美工刀的使用，願意鼓勵孩子先嘗試自己可以完成的部分，建立解決困難

的信心後獲得樂趣，願意繼續嘗試外，也成功的正確、安全且有效地行動。

生活課程讓孩子經由體驗、操作與行動來探究問題，在真實的情境中，開

啟他們對周遭人、事、物的好奇，引發學習的興趣與動機。案例中孩子在老師

提供機會讓全班討論故障或損壞的玩具可以如何修繕的時候，師生就展開了一

連串有趣又新奇的玩具新體驗。    

一開始老師先讓全班討論修繕的策略及使用工具，並隨時在旁協助孩子討

論和再修正，透過這樣的動手實作而展示且分享「看呀！我修好了！」的成功

經驗，協助孩子搭建起動手實作、構思準備和分享討論的經驗鷹架。於是，在

老師提出下一個問題時，孩子就產生了「自己動手做玩具」的方案，除了規劃

設計圖、使用工具外，也開始互相交換、共同製作一起玩的玩具等等有趣的課

程活動產生了！

本案例為頗佳的轉化案例嘗試，建議可以再思索活動與活動之間經驗的連

貫，由觀賞卡通影片開始，到樂曲欣賞、肢體律動和創作，再轉折至玩具急

救站，這幾個單元活動之間的學習經驗連貫性的串連，有了這一次的教學嘗試

後，未來可以針對這幾個活動的再進行取捨與調整 。

不過，在依序進行的活動中，似乎也缺少了一些讓孩子可以開放的，盡情

的，互相分享的，實際開心玩玩具的經驗。一個人在家玩玩具的經驗和一群同

學玩玩具的經驗相信是會有很大的不同的，建議老師給個機會，並且讓孩子有

更飽滿的和玩具、和同學建立情感的機會，這樣的機會會使得孩子在做肢體展

演時能更融入自己和他人的表演中。

另外，教學省思中提到「玩具總動員」影片和「玩具兵進行曲」歌曲中，

要孩子去發現他們的共通性時需要非常明確的提示，我想這是因為那非來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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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是來自老師的要求，影片有影片當初設想的背景，歌曲有歌曲當初創作

的理念，建議老師先和孩子說說歌曲創作理念的小故事，或許孩子才能和影片

產生呼應吧！

最後，老師也提到蒐集損壞的玩具是一個不容易的工作，我想這就是牽強

的教學設計，相信他非來自學生學習脈絡下產生的教學活動，如果孩子因為如前

面所說，開放很多可以自由玩玩具的機會，在玩的過程中因為意外或是必然的損

壞而發生必須修繕的情境，老師再進行這樣的活動，相信會更有意義吧！如此也

更能呼應前面提到的，學習經驗連貫性的串連及活動的再進行取捨與調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