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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長媽咪的話~ 
親愛的家長您好： 

幼兒園第 42屆親子運動會，在幼兒園所有工作同仁、科大幼保系大學生及社區好鄰居-小金牌教育機構鹽行分校人力協助下，於 11月 9日（六）在科大操場及校園順利展開。 

感謝家長們熱情參與，在社會大環境快速改變下，目前以小家庭居多，少子化越來越嚴重。這次活動主要邀請在各行各業忙碌的家長撥空參加，共同為全家人的健康一起來運動。

這次親子運動會主要是以健走及親子闖關遊戲為主，增加親子互動一起同樂，當天約有 500-700 人參加，也因科大全力支持本校附幼，提供完善硬體設施，及豐富的資源，讓今年親子

運動會得以順利完成。非常感謝平日上班的家長們充分活動筋骨，達到足夠的運動量，輕鬆愉快與孩子們玩在一起，猶如回到自己童年時光。 

活動中也不時聽到家長們高興的加油聲、歡笑聲，從家長們專心投入的神情中，感受到父母對孩子們無私、偉大的愛。孩子們透過運動會度過精采、好玩又有趣的親子活動，讓家

長們各個都心滿意足、滿載而歸，除拉近親子間的情誼，亦共築溫馨健康天倫樂的美好回憶。 

園長媽咪 陳錦雯 謹啟 113.11.11 
★為維護幼生身體健康發展，懇請家長進入園區，請勿吸煙、點煙，以上若造成您的不便，敬請包涵，謝謝您的合作。 

    

    

    

 



~~宣導配合事項~~ 
 
1.預防登革熱確實做好巡、倒、清、刷，大家都健康喔! 

2.113年 11月 12日經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統計，中西區及歸仁區為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個案地區，預防各流行疾病人人有責，守護幼生健康須要大人

細心照顧，若幼生有感冒症狀請在家休息，落實生病在家休息，避免重複感染，並確實通知班級導師。 

3.請自接送之家長煩請配合，請不要將汽車開進幼兒園大門及停放在大門口，避免造成交通困擾。懇請大家用心維護幼生─行的安全。 

4.114年年假依往例含前後六、日共 10天，自 114/1/24(五)-2/2(日)，公告週知，便於家長安排假期活動。 

5.活動報報： 

◎11/9(六)親子運動會，感謝家長們到園與幼生一起運動喔! 

◎幼兒園聖誕活動週 12/19(四)-12/25(三)。(屆時將有詳細通知單說明) 

 



◎~親子文章分享~ 寶貝常說「我不會、我不知道、這太難了」？2招小撇步提高挫折忍受度！ 

文章出自：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97781  

當孩子面對問題時把「我不會」、「太難了」當成口頭禪，您會如何應對呢？職能治療師分享家長可以用幾種方式、引導語氣，來培養孩子的挫折耐受力。 

您的孩子是否每次在接觸新任務或曾經接觸具有挑戰性的活動，甚至是面對經常要寫的學校作業，第一時間總是把「我不會、我不知道、這太難了」掛在嘴邊呢？  

養成「反覆嘗試」的習慣，困難與挑戰就不是阻礙 

當孩子說「我做不到」、「我不會做」大人第一時間的回應通常是「怎麼可能，你明明就會啊！」、「上次是你自己完成的，這次也可以啊！」、「不要每次都說你

不會，試都沒有試怎麼知道！」或「這又不難，你這樣以後長大怎麼辦啊！」無論您是想用「鼓勵」的方式或評論的語氣來「激勵」孩子，每當他遇到困難或有挑戰

的任務，嘴巴還是會習慣的講出否定自己的話，家長該如何去引導與突破呢？  

分享兩招重要小撇步  

 撇步 1：引導孩子講出更貼近他「實際想法」的話  

 撇步 2：每次任務完成後，帶孩子做「自我對話」，為自己的行為表現「做總結」  

進入小撇步前，需要家長先做兩項功課：  

1. 學會看穿孩子講這些話背後的真實想法  

如何「看穿」孩子背後真正的原因與需求？練習看穿孩子講這些話背後真正的原因與需求，才能協助他「解讀心裡」實際的想法，如何分辨孩子是在擔心？害怕？逃

避？還是單純不喜歡、不想做才這樣說呢？ 

可以從他們做「感興趣、能勝任、做起來得心應手的任務」和做「有挑戰性、不熟悉、覺得挫折的任務」相互比較，觀察他們參與的意願和動機，若態度出現明顯的

反差，孩子確實是「選擇性的」在參與活動，但家長不需要太過擔心，因為從學齡前到小學中年級階段正是培養「正向學習態度」的好時機，養成孩子「嘗試解決問

題的習慣」，未來面臨挑戰時才會有更強韌的挫折耐受力。  

我們可以說：「孩子並不是害怕挫折，只是不喜歡挫折帶來的不舒服感受，一但有了成功經驗，相信他比誰都願意要表現給我們看喔！」  

2. 帶孩子重新定義「成功」  

「成功經驗」如何創造？讓孩子知道「成功」不是馬上、一下子、很快的事，成功就像疊積木一樣，一層一層「嘗試累積」出來的，所以如果孩子只嘗試 1-2 次就說

這太難了！我不會！建議在參與活動前先告知像是「這活動通常要試個 8-10 次左右，才會成功唷！」 

讓孩子心裡有個底，才不會在任務進行的過程中發現「不如自己想像中的有趣」而想要放棄，或者可以說「你再嘗試 3 次，爸爸就一起幫忙想辦法！」，要留意我們

給的引導句是「一起想辦法」並不是保證「一定會幫他找到答案」，有時候適度在孩子面前表現「我不知道可不可以，但我願意做看看」的態度，會比孩子總是認為

「大人一定都要會、都得幫我」還來的更有意義，因為方法是想一想、試一試才會「蹦」出來的喔！  

有了上述的基礎，要實踐小撇步的內容就一點也不難囉！ 

 

 

 



撇步一：引導孩子講出更貼近他「實際想法」的話  

引導孩子講出更貼近他「實際想法」的話，就是當他的翻譯機，當他表示「這太難了、我不知道」我們可以說：喔～不是這樣的！你其實是想要告訴我「這我沒

有做過，我擔心我會做不好」、「這看起來好多，我覺得我做不完」或「我現在不想做這個，想先做別的，我們可以討論一下順序嗎！」無論是哪一種回應方式，目

的是要帶孩子更明確的表達「自己內心真實的想法」，總比經常把否定自我的話掛在嘴邊來的好。記得大人講完後務必請孩子「跟著覆述一遍」，才能將否定的慣用

語「替代」成「貼近自己內心想法」的話。  

撇步二：任務完成後引導孩子做「自我對話」，為自己的行為表現「做總結」  

幫自己當次的行爲表現「做總結」，就是要孩子「自己稱讚自己、增加下一次嘗試的信心」，記得稱讚的角度不只是從結果看，還要加入「學習的過程」，可以

引導孩子說「我剛剛有耐心嘗試，雖然後面是爸爸幫忙我的，但我有耐心的做到最後喔！」這是一句不著墨在結果但強調「學習態度」的總結句，大人講完後一樣請

孩子「跟著說一遍」，家長要跳脫對讚美句的既定印象，因為不是只有成功、做到才值得鼓勵，否則孩子會誤以為「我要成功，才叫表現好」，那如果沒做到呢？即

使沒成功，也有很值得稱讚的地方，很多時候「態度、堅持度與耐心」才是大人希望孩子在學習過程中可以體會到的核心價值。  

「挫折忍受度」的精隨不是「忍受」而是「嘗試」  
「哎呀！我家寶貝就是挫折忍受度太低，才會這麼不敢嘗試」挫折忍受度這詞，近這幾年常聽到家長提起，但家長容易誤會挫折忍受度的真正意涵，它指的「不

是遇到挫折當下，孩子要多能忍、多能撐」，非字面上所指的「忍耐」功力，無論是「挫折忍受度」或「挫折耐受度」講的其實是「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不需要

聚焦在「挫折」這兩個字眼上，而是把重點放在「問題本身」。  

當一個孩子願意接受挑戰，除了與先天氣質有關，「成長經驗」才是影響的關鍵！大人給予的引導和回饋，會決定孩子未來遇到挫折時「用什麼態度來面對與處

理」，這是長期互動下來培養出的「學習狀態」所以家長要記得，我們不是在訓練孩子「忍耐的能力」而是遇到問題「願意多嘗試、知道如何找出方法與資源，幫助

自己克服眼前的困難」。   

下次當孩子在您面前說「我不知道、這太難了、我不會」，記得「看穿他→幫他翻譯內心真實的想法→用自我對話提升做事信心」相信您家的寶貝會越挫越「勇

敢」，因為當「心」強壯了，嘗試就不是問題了！ 

   



◎11月餐點表 

     



 

園長媽咪的貼心語 

◎大班開心畢業藝術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