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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分享 

動物主課程      雅玲老師 
在進入動物主課程時，孩子們的心思敏銳，從猜謎的方式來引導孩子們思考動物的外在特

徵、特性等。九歲之前的孩子們對於動物的感覺像兄弟姐妹般，而在分離進入自己與世界，然
而思考如何安排動物與人的課程時，希望搭起人與動物的橋樑，了解人類也是屬於自然王國之
中的一員；然而孩子們對於動物的了解，並非透過智性理解，而是關注於情感面的了解與觀察
認識。 

在猜一猜課程的動物開始，引導孩子們透過動作、肢體、聲音等不同的感官方式模仿感受
著動物，加上課程故事的安排，以圖像式的安排，啓動孩子的心靈中原本豐的情感，透過繪製
工作本的圖像，加上動物詩的創作，有不一樣的情感面呈現。也試著去想一想在這個世界地球
村中，如何與動物共生存呢？ 

 

孩子透過捏蜜蠟的過程，感受動物的樣貌與形貌，也在雙手的工作中，形塑出動物的樣
子；引導孩子觀察與認識動物後，進行創作動物詩的創作，孩子有屬於自己且不一樣的獨特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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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鷹像太陽般，凝視著大地，敏銳的眼睛可看到地上的每一動靜，在空中自由飛行的自
由，轉化成人類的思考創造；而在呼吸和血液平衡的獅子身上，感受獅子奇妙的流動與優雅，
對應著人類的心臟情感；而在牛的特質中，承載著代謝與意志力。三種動物皆有屬於自己的特
殊之處，但在人類的身體中，將如何和諧展現這些天性，並讓它們能和諧的共存發揮出來，這
需要細細感受體會。在動物主課程中，期待故事的安排讓孩子認識動物，也在無形之中，帶入
了期許，期待著孩子們保有這些獨特且敏銳的觀察，並在心中深根發芽茁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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