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年度「臺北市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生活教育焦點座談」   106年 12月 8日

生活教育實施各園建議與提問

編號 單位（學校） 建議與提問

1
臺北市松山區三民國

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針對家長宣導生活教育，在家裡可以提供機會給予幼生練習。

2.生活教育在實際生活中執行才能達到效能，學校提供方法與機會，家庭是最

終執行場所。

3.從小開始養成從生活教育也就是人格培養的開始。

2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國

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老師可提醒幼兒抽取衛生紙時只需要抽一張，勿造成浪費

2.可教導幼兒在擤鼻涕時，需用衛生紙掩住鼻子及鼻孔，以免弄髒手

3.在擤完鼻涕後，需教導幼兒以衛生紙乾淨處或是再抽一張衛生紙將還沒擦到

的地方擦乾淨。

4.在擤完鼻涕後，請幼兒將衛生紙包好後丟至垃圾桶，也需要用肥皂將手洗乾

淨

5.幼兒每經過一段時間後就會忘記或忽略教過的，例如:仍會在走廊奔跑…，需

在當下機會教育較記得住。

6.希望作為往後每年新進教師的必修研習，生活教育實力分享以及工作分析引

導。

3
臺北市大安區公館國

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幼兒生活教育的培養應從小於家庭生活中開始就實施，家長可初步建立孩子

一些基本能力，可辦理相關親職教育，讓家長也能更能了解與一起落實，親師

合作孩子們的能力才能更提升。

2.透過繪本介紹和遊戲互動，孩子們對於生活教育中的規範，更能理解和遵守，

實施的成效佳，後續建議老師或家長們仍持續觀察、提醒和稱讚，孩子們的行為

才能夠內化轉為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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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臺北市中山區大直國

小附設幼兒園   

1.生活教育多數內容，與新課綱內容符應，老師可於融入於日常教學中，搭配

新課綱指標，落實生活教育的同時，也掌握新課綱孩子的能力發展。

2.生活教育無所不在，但家庭功能無法配合，使得成效打折，建議挹注經費舉

辦親職講座，或製作官方版家長易理解的指標項目，幫助家庭教養之提升，亦

幫助孩子生活能力之提升。

3.教師間彼此的觀摩學習及研習講座，有助於提升教師引導能力，更有效地落

實於教學之中

5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國

小附設幼兒園

生活教育不應只是由校方來進行指導，更需要的是家庭方面配合指導與練習，

感謝教育局提供非常環保的線上數位版親職手冊『我和我的孩子』幼兒篇向家長

傳達正確生活教育概念，並協助其落實於親子生活中

6
臺北市大同區大同國

小附設幼兒園   

1.生活教育實施計畫很詳細的列出在班級經營上應注意的事項，也提供給老師

檢核師生互動上的角色與態度。

2.分為三個向度生活自理、常規與人際互動，相互的配合下更能使孩子的生活能

力提升。

7
臺北市萬華區萬大國

小附設幼兒園  
無

8
臺北市志清國小附設

幼兒園   

1.幼兒的生活習慣是日積月累的，需要持續要求，單靠闖關活動不一定會成為

習慣，「會」不一定等於「習慣」，需大人長期的提醒及要求。

2.生活習慣的養成非一蹴可幾，需不斷耳提面命、大人以身作則，若能透過親師

活動(如：親師手冊、親師聯絡簿、或座談會)與家長攜手合作，成效會更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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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臺北市文山區萬芳國

小附設幼兒園  

1.生活教育本需落實，但師生比過高，很難一一檢視每位幼兒是否落實。

2.生活教育需與家庭合作，方能落實。

10
臺北市修德國小附設

幼兒園   

1. 目前園內各班級間並未針對生活教育的目標進行討論，而是由各班老師自行

進行班級內之生活教育，在資料蒐集、統整部分有所困難和限制。

2. 此份生活教育計畫精神或許是期望教師在進行生活教育時能逐步透過觀察、

策略調整而幫助幼兒達到「自主性」，非教師需不斷口頭提醒而才能做到。

11
臺北市內湖區康寧國

小附設幼兒園

1. 生活教育自上學期開學以來，已依各班幼兒能力與需求，融入相關教學在各班一日作息中，

下學期針對各班幼兒尚須改善的能力/習慣進行目標訂定與執行。經過目標訂定、檢核、調整、

改善再評量，可觀察到幼兒的生活自理能力逐步提升，家長也給予許多正向回饋。生活提

醒或教學策略皆已融入在生活作息中，但導致常會忘記進行拍照記錄，或者變成為了呈現

成果而拍照記錄，其實幼兒生活習慣改善或能力成長的整個過程，都是生活教育最好的成

果。

12
臺北市士林區雨聲國

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生活教育對幼兒來說是最基本也是重要的能力培養，但家長方面也需要進行

相關宣導，導正家長對幼兒園認知教育的期待，如此若能加上家長家庭教育的

配合，成效會更好。

2.生活教育實施從學前開始能奠定基礎，立意良好，因為是融入幼兒每天例行

活動中,透過實際操作.孩子身體力行,漸而能培養良好 習慣。

3.生活教育的實施本園的做法是班級老師於平日融入班級經營及幼兒生活自理

教學中,並規畫安排於每學期的全園教育宣導活動中，有配合推動生活教育在園

內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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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臺北市士林區雙溪國

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可提供生活教育實施的教案內容或指引的步驟圖（例如：洗手、排隊、穿脫衣

褲、上廁所…等），以利老師運用在例行性活動中。

2.可提供生活教育實施時遇到困難處的解決策略供老師使用，例如：幼兒挑食，

不配合活動進行，常出現負向情緒…等，能運用哪些有效的策略來協助幼兒，

並改變現況。

3.可提供生活教育相關的動畫影片或教具，以利老師在教學上運用。

14
臺北市北投區清江國

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座談會時間請錯開註冊及開學的忙碌時期，體恤主班與園主任們辦理行政的難

處，辛苦了，謝謝！

15 臺北市中正幼兒園

(2歲兒童)

 1.進行生活教育的時可偕同相關成人(如家長、老師、幼兒生活照顧者)同步提供幼兒練習的機會。

2.在校提供生活自理學習區讓幼兒進行：捏、擰、扭、轉等工作活動，增進幼兒小肌肉的控制能力。

3.將生活教育安排在課程中做為基礎教育，師生共同討論常規內容並規劃適宜的環境，有助提升幼兒

的自理能力增加學習信心，讓幼兒自主學習

  將規範內化。

 (3-5歲) 

1.生活教育實施須配合幼兒年齡及程度漸近式進行引導，以利幼兒學習。

2.生活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環，若能加強親師之間連結，讓幼兒在家也能進行相同的活動，

會更有成效。

3.進行生活教育時，應讓幼兒了解其中內涵及該事項與自身的關聯性，以達到最好的學習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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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臺北市立內湖幼兒園

中大-

1.生活教育需長時間引導與實踐，不是一蹴可幾，需要老師不斷的引導、叮嚀，

方能慢慢內化。

2.比起權威教條式教導幼兒有良好生活習慣，時間、機會教育才是生活教育的重

心。

3.生活教育包含許多領域的能力，像是身體動作、認知、社會、情緒…等，結合

新課綱，可以將生活教育融入課程中。

中小-

1.由於在設備標準內規定幼兒園廁所不能加裝門栓，但是為落實性別平等教育

，大多數的幼兒園皆有加裝門栓或門鎖以保障幼兒上廁所的隱私。

2. 生活教育必須落實於日常生活中並不限定於學校內，幼兒在家中亦應落實。

幼幼-

1.生活教育為平時日常例行性課程會進行的活動，從生活教育的引

導中，幼兒逐漸學會照顧自己，特別是年紀小的幼幼班，特別需要

生活教育的引導，從學會基本能力開始。

2.幼兒園幼兒生活教育內容指引條列很清楚的生活教育的內容，使

教師能在設計生活教育課程中有所依循與檢核。

17
臺北市立重慶非營利

幼兒圓
無

18 胡適非營利幼兒圓 無

19
臺北市松山國民小學

附設幼兒園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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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臺北市信義區永吉國

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無

21
臺北市大安區古亭國

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 本計畫立意良善，提供的「臺北市幼兒園班級經營注意事項」、「臺北市幼兒園

幼兒生活教育內容指引」也具有參考價值，能協助教師教學，生活教育內容

與「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健康安全實用手冊」有相關，建議可合併參考。

2.生活教育融入主題課程、節慶、一日作息常規建立等教學活動實施，開學前已

全園討論及規劃教育目標，期末再蒐集成果分享，但仍會因各班經營方式及

幼兒發展等狀況而有所調整，在評量及調整策略部分較難統一論述。

22
臺北市中山區吉林國

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無

23
臺北市中正區南門國

小附設幼兒園

1.生活教育是幼兒園階段的重點與核心，除了讓家長知道生活教育及一日作息對幼

兒的重要性，也讓家長了解在家庭中協助幼兒養成的重要性。

2.生活教育計劃所拍攝影片，除可提供學校參考外，也可以於招生期間做為幼兒園

的招生宣傳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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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國

小附設幼兒園

1.生活教育本應落實在生活當中，除學校教育要努力外，更重要的是家庭教育

的養成。

2.家庭的教養是跟隨幼兒一輩子的，若能深入家庭推廣生活教育會更好。

3.生活教育需要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緊密的配合，才能讓幼兒依循正確的生活

規範並確實執行，若政府能開辦家長成長班提供家長教養幼兒的方法，將有助

於家庭教育的成長。

4.生活教育需重複的實際練習，將行動變成習慣是相當重要的，適時的給予肯

定與正增強，將能讓幼兒藉由模仿好行為而讓自己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及禮儀。

5.生活教育需要從日常生活中做起，讓孩子將這些變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6.提供孩子自己動手做的機會，透過生活教育，也可以培養孩子的生活自理能

力。

7.透過親師溝通讓家長在家也可以讓孩子試試看，培養孩子良好的生活習慣

25
臺北市萬華區西門國

小附設幼兒園
可提供他校實施生活教育的教學經驗做集結成冊，供它園在實施上作為參考。

26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國

小附設幼兒園
無

27

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

附設實驗國民小學附

設幼兒園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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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臺北市南港區舊莊國

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幼兒在抽衛生紙時，常常一把抓抽起好多張，造成衛生紙破掉與浪費，透過

老師的正確示範（手指抽取衛生紙的姿勢），藉由幼兒自己多次練習，

  希望幫助他們自己會一次抽一張衛生紙。

2.幼兒如將衛生紙折成正方形，在擦碗時能正反面交替擦，以減少衛生紙的使

用量。但衛生紙較柔軟，不易壓線，一開始可讓幼兒使用色紙練習，

  再進階為衛生紙，將舊經驗遷移至學習的新事物。

3.幾位幼兒將垃圾丟進垃圾桶時，通常很隨意，就算沒丟進也不會再撿起來丟

入。這部份，可安排小老師檢查與提醒，以維護班上整潔

29
臺北市內湖區麗山國

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生活教育應於平時就落實在班級中。

2.生活教育應依照班級特色做不同的調整。

30
臺北市士林區劍潭國

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多方舉辦生活教育增能研習，邀請教師進行實務分享。

2. 可以提供各校生活教育之教學資源，開發生活教育創新教學教材，提升教學

效能。

3.可以提供落實生活教育方法的影片予各校在學校日宣導，讓家長了解如何落

實生活教育及生活教育的要性。

31
臺北市士林區蘭雅國

小附設幼兒園

1.提供楷模學校的示範資料，讓各園能有更具體的參考資訊。

2.舉辦相關實務操作之研習或工作坊，讓老師能更熟悉執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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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臺北市 北投區大屯國

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1. 重視生活教育的落實：將生活教育目標融入於例行性活動中，並隨時隨地進行

生活教育。

2. 做中學：讓孩子實際操作與每天的練習，從動手做中去學習生活自理力、以達

到生活教育的目標，培養負責任的態度。

3. 親師合作、養成一致的生活好習慣。

4. 有鑑於幼兒教育階段生活教育的重要性,各園所都致力生活教育於學校教育中的

落實,但幼兒回到家後卻和父母一起過著自由自在的愜意人生,實無法為社會培養出

優質公民也,因此感知生活教育應以家庭教育為起點才是~

5. 幼兒園生活教育裡,良好的生活習慣和正面的生活態度之培養建立為主,良好生

活習慣容易了解實施,但正面的生活態度卻難以有明確的方向,在似是而非的時代裡,

希望在推動生活教育之際,也能讓教育現場的老師有機會學習到如何建立幼兒正面

的生活態度~

33 市立大安幼兒園

幼幼班在生活教育中示範的次數及練習的動作多且較不易達成，建議在執行與

檢核時分年齡及層次列舉。

版面格式固定對於插入照片或調整間距，需要花較多的時間，可否設計比較容

易修改的版面模式。

明確的生活教育指令，能提供老師參考依據與方向。

有些生活教育無法以照片表示，例如口語的表述，建議日後可以調整口語表述

不需照片而改以書寫表述的內容。

有些生活教育無法以照片表示，例如口語的表述，建議日後可以調整口語表述

不需照片而改以書寫表述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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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臺北市立萬華幼兒園

1.生活教育練習的目標最終極是運用在真實上，對孩子意義是幼兒

要適應這個環境且被所接受，會成為家庭、班級的一份子，變成文

化、環境中的一份子。

2.生活教育於一日中不停發生，且非一蹴可及，教保服務人員需對

此有足夠的敏銳度，不斷引導、示範，並適時的給予幼兒協助及提

醒。

3.要建立良好的生活教育，教保服務人員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唯成

人有以身作則，才能帶給孩子合適的楷模及影響。

35 三玉非營利幼兒園 無

36

財團法人海棠文教基金會

附設臺北市私立國興非營

利幼兒園（臺北市政府委

託辦理）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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