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清華大學課程大綱 

 (尊重智慧財產權，請使用合法教科書，不得非法影印!! )  

  

課程名稱 
中文：幼兒遊戲 必/選修 選修 

英文：Child Play 課程類別 系專業 

開課單位 特殊教育系 開課年級/學期 一年級 

學 分 數 2 學分 上課時數 2 小時 

先修課程 （無） 

課程目標： 

本課程旨在培養學生理解幼兒動作能力發展，以及理解治療學的基本概念與技巧，進而設計

合適幼兒學習的遊戲課程，並進行幼兒感覺統合遊戲概念的教學。 

16 周課程進度內容 

1. 課程介紹/第一章 引言：當遊戲遇見幼兒課程 

2. 第二章 遊戲遇見課程概念的取向 

3. 幼兒評量、幼兒評量實作(APP VMI 實作)1 

4. 第三章 遊戲遇見幼兒課程發展的取向 

5. 自製童玩教具、教具操作報告 1 

6. 第四章 幼兒遊戲課程實施的取向 

7. 第五章 規劃幼兒遊戲的空間 

8. 期中學習區/角落遊戲教學檢討 

9. 第六章 提供幼兒遊戲的時間 

10. 自製童玩教具、教具操作報告 2 

11. 第七章 幼兒遊戲中的教師 

12. 第八章 幼兒遊戲經驗的計畫 

13. 第九章 遊戲中的幼兒評量 

14.  幼兒評量、幼兒評量實作(APP VMI 實作)報告 2 

15. 第十章 結語：遊戲和幼兒課程的相遇 

16. 期末教學成果分享/綜合檢討 

教學型式：  

一、理論講述與討論(30%) 

二、個案分析與作品賞析(20%)(說明： 學習區/角落遊戲教學示範)  

三、行動實作與報告(50%)(說明：學習區/角落遊戲教學實作)  

 

評量方式：  

一、成果分享(30%)(說明： 期末教學影片成果分享)  

二、課堂參與(30%)(上課參與 10%及幼兒評量實作一位幼兒 20%) 

三、課程報告(40%) 

(說明：學習區/角落遊戲教學實作教案 20%、教具製作 20%)  

 



指定用書: 黃瑞琴著(2018) 幼兒園遊戲課程（第三版），台北市：心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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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素養： 

【專業素養 2】2-2 了解並運用學習原理，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與發展  

【專業素養 3】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理論及教學原理，以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

及評量 

3-3 具備任教領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識與學科教學知能，以進行教學  

核心內容： 

【專業素養 2】(4)遊戲相關理論與幼兒遊戲發展  

【專業素養 3】(5)幼兒遊戲  

融入議題： 

數位教學、特殊教育、、情感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