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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親愛的同學，這些年我們有歡樂、有難過、有微笑、有眼淚，希望我們真誠的友情，

永遠藏在我們的心中…」最近這段畢業生致詞內容，在班上經常此起彼落地響起，可能是在輪

流盛飯的期間，也可能是在廁所蹲坐時，總會聽到孩子們朗朗上口地開始背誦，剛開始可能是

一個人起頭，接下來便會有兩位、五位、十位…等聲音慢慢附和，就是這麼樣的可愛，讓兩位

老師都覺得孩子們好認真好期待畢業典禮的到來！☺ 

在這畢業典禮前夕的這段期間，太陽班的每位成員都為了典禮當天準備，我們自製了獨一

無二的畢業禮袋來盛裝當天要帶回家的畢業紀念冊和畢業禮物及證書，更將畢業致辭一遍又一

遍練習，即使內容考驗著大家閩南語的能力，不過聽到好多家長回饋孩子們回家都很認真地練

習，老師們覺得好欣慰，驚嘆孩子們真的長大了♥~~然而舞蹈練習也是一大重點，經過多次排

練，也為此調整練習的隊形，同時在校生也很熱情地準備毛毛蟲舞蹈要來獻給畢業生哦！ 

最後，歷經三次辛苦的預演，看著孩子們一次比一次更熟練，代表著大家都已經將這件大

事放在心中，將於明天呈現出最棒的一面，非常期待當天大家的表現呢！畢業典禮後，太陽班

的孩子將要升上小學一年級或大班，大家各奔東西，期望能恰如畢業生致詞的內容「希望我們

真誠的友情，永遠藏在我們的心中」，永遠記得在小永仁最開心快樂的太陽班，大家珍重再見！ 

～本週活動概況～ 

 主題活動：畢業典禮準備活動-致辭與表演舞蹈練習、自製畢業禮袋、預演…等。 

 大肌肉活動：空氣棒-擺動推拉、跳躍障礙。 

 繪本分享：吐司忍者/苅田澄子/三民出版、給森林照相館的信/李時遠/青林出版、 

          小里的建築夢/劉小屁/小山丘出版。 

 音樂律動: 手牽手、感謝、毛毛蟲(畢業典禮歌曲)。 

    

大肌肉活動-空氣棒 自製畢業禮袋 畢業典禮預演 收到學弟妹的畢業禮物 
 

～貼心小叮嚀～ 

★畢業典禮提醒~~7/8(六)請於 8:30到永仁高中禮堂找老師點名，當天永仁高中開放校園可停放汽機 

  車，門口會有指引老師，因場地座位有限，畢業生開放兩位家長進場、在校生開放一位家長陪同。畢 

  業典禮結束後，會有親子校園尋寶活動，場地在戶外，若孩子容易被蚊蟲叮咬，請您事先幫孩子噴 

  防蚊液；謝謝爸爸媽媽的參與，相信有您的合作與支持，在孩子心中會是個難忘開心的畢業典禮， 

  謝謝您。 

  大班畢業生：畢業生請穿著乾淨整齊的衣著與包鞋(男生長褲以深色為主，款式不拘，小女生避免穿 

  著太過澎的裙子，因外面會再套一件畢業袍)，並且請配戴口罩掛繩。 

  中班在校生：在校生(男女)皆請穿著粉色上衣與深色褲子，鞋子以包鞋為主，並且請配戴口罩掛繩。 

～家長的分享～     

                                                                                                                                 

                                                         家長簽名： 



幼小銜接~入學前孩子要預備的四大能力 

2021-06-21  by 親子天下媒體中心 - 邱紹雯 

每年此時，家有小一新鮮人即將面臨「轉大人」的關鍵期，家長總在此時焦急的四處打聽：入小學
前該上「小一先修班」、「正音班」嗎？在關心孩子認知學習銜接時，其實，國小老師最常看到小一孩

子的適應問題是：大小肌肉協調性不佳、走路會撞倒別人的水杯、吃飯掉得滿桌子飯菜、聽不懂指令、
動不動小霸王脾氣上身，甚至無法完整表達一句話。若沒有具備相關能力，孩子反而無法在小學生活中
「進入學習狀態」。3個孩子的媽、彰化縣原斗國小老師林怡辰提出警訊：「幼小銜接」不是一個暑假的
功課，而是學前階段每日生活的累積，家長應放手讓孩子練習，勿讓小學生「幼兒園化」。為了讓小孩
能順利的銜接小學生活，這個暑假，家長要做的恐怕還不是急著讓孩子練習注音、寫字能力，而是協助
他們奠定能進入好好學習的 4大基礎能力。以下是資深國小老師林怡辰提供給家長的建議： 
1.不插手，讓孩子做自己能做到的事－－訓練肢體協調能力 

小孩如果活動量少，從大肢體動作到精細動作的協調性都普遍不佳，手眼協調度也不行。因此，教
室內，孩子的鉛筆盒常會連續掉 3次以上，也不會調整；一天到晚東撞西撞受傷，成為保健室常客；每
次經過老師的桌子會碰撞掉下東西，踢掉老師電腦的插頭，更重要的是，自己渾然不知。這類型孩子很
容易常常造成別人的麻煩，自我價值也低落。建議，每週要固定安排帶孩子外出運動的時間，在家中，
必須有意識的讓孩子在他能力可及的範圍內，自己完成事情，大人盡量不要插手，例如：讓孩子自己拿

東西、自己穿脫衣服、甚至是自己倒水，縱使打翻了，也是一種學習。退休國小老師陳純純則說，讓孩
子練習「折返跑」是不錯的練習，這並非在訓練選手，而是讓孩子學習「跑到哪要停下來，然後再跑回
來」，一方面學會聽指令，然後控制自己身體。 
2.培養孩子用完整句子對話－－訓練語言表達能力 

忙碌的家長們，你有算過，一天和孩子講到幾句話嗎？現在很多家庭，孩子可能在家是沒有人跟他
們講話，或是親子間的對話都只流於單詞，不會講完整的一個句子。例如：「今天想吃什麼？」「義大
利麵」、「那個好吃嗎？」「嗯」。林怡辰指出，此種「日常用語的破碎化」情形會影響孩子上小一後
的口語表達，無法清楚自己的想法，造句不會造，甚至影響課文中的書面語言理解。 

親子共讀是培養語言表達能力最好的方式，大量的聽讀，可以增加表達的字彙，過程中，家長要有
意識的與孩子用完整的句子對話，「你可以把這個故事再講一次嗎？」 「你的感覺是什麼？」 「你認
為這樣好嗎？」 也提醒孩子回答要把一句話講完整，這樣的練習，才能讓語言從表達進入到思考層次，
這也有助於日後國文課中的造句或寫作。 
3.讓孩子開始做家事－－打造生活自理能力 

「現在小學生很多不會拖地不會擦桌子、不會擰拖把不會擰抹布，拖過的地愈髒，掃過的地等於沒
掃…」林怡辰在臉書上如此寫著，這還不是指低年級，連高年級孩子也很常見。陳純純也說，若小學營
養午餐出現芭樂，很多小孩是完全不知道該怎麼吃，因為過去在幼兒園以及家裡，芭樂都是切片去籽
的。生活自理能力的養成可以從放手讓孩子練習做家事開始，最重要的是，要讓孩子知道，什麼是他的
責任。例如：整理自己的玩具。很多時候孩子收東西是東漏一個、西丟一個，此時，家長不是要幫他收
拾，而是詢問：「有沒有還沒收到的玩具呢？」這樣的練習，可以避免上了小學，老師要求訂正作業，
總有孩子改了這題、那題又沒看到。 
4.練習聽指令、專注於完成任務－－訓練專注力 

進入小學後，專注能力是相當重要的學習基礎。聽懂老師的語言，並且能專注在被交付的任務上
（例如：現在要抄聯絡簿），忽視與任務無關的干擾（例如：身邊同學的嬉鬧行為或教室外的聲響）。
或是，在上課時間專心聽講，在班級活動時能依循規則與指令完成工作等，對孩子而言相當重要。專注
力的練習，讓孩子在家中從練習專心聽別人說話開始，眼睛要能注視著爸媽，把指令聽完，對於交付的
任務，能重新敘述一遍，確實知道對方說了什麼。除了會聽指令，也要讓孩子練習專注的完成任務，例

如：拿一個杯子去給奶奶，你會發現，孩子光拿個杯子過去，中間他就會分心做很多事情。 
許多家長擔心，小學一堂課要 40分鐘，幼兒園剛畢業的孩子如何能坐得住？陳純純認為，家長不妨

陪著孩子坐下來閱讀，從讀一個字到可以讀一個句子，讓他能專注在某一件事情上，先持續 5至 7分鐘
就好，這是一個 6、7歲孩子正常的專注力時間。不必一開始就要逼著坐足 40分鐘，更重要的反而是先
教導小學課堂上的規矩，上課不能隨意走動、隨意躺下、想要上廁所或有意見要舉手發言等。至於，能
否從 5分鐘專注到 40分鐘，她認為，這不只是孩子的責任，也是國小老師寫教案與教學的功力，當課程
有趣，孩子自然更能投入於課程。林怡辰則提醒，幼小孩子過度使用 3C產品，習慣面對螢幕與接收聲光
刺激的效果時，是影響課堂專注力的元凶。讓孩子放下手機、平板、少吃含糖飲食、充足運動，是提升
孩子專注力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