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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大家來玩香皂」單元為例，採用文獻分析法，探討：1.新課綱的

理論基礎，2.幼兒美感領域的理論基礎、範圍、目標與教學原則，3.手工皂的分

類與製作方法，4.如何應用新課綱設計幼兒美感領域教材教法。 

新課綱的主要理論基礎有：統整性課程、個人建構論、社會建構論、智力多

元論等。幼兒美感領域的主要理論基礎有：「回應式」的美感經驗、「生產式」的

美感經驗。範圍有：探索與覺察、表現與創作、回應與賞析。目標有：1.喜歡探

索事物的美，2.體察豐富愉悅的美感經驗，3.享受各種藝術創作的樂趣表現豐富

的想像力，4.表達自己對各種藝術創作的感受與偏好。在教學上應注意：時間、

空間、情境、體驗、資源等五個層面。手工皂的分類與製作方法有：硬皂（CP

皂、HP 皂、再生皂、浮水皂）、透明甘油皂、液體皂、MP 皂等。 

在如何應用新課綱設計幼兒美感領域教材教法方面，研究者提出了一份「大

家來玩香皂」單元活動設計供教保工作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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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used an unit of ñWe love making soapsò as an example , and used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to explore: 1.the theoretical bases of the New Curriculum 

Outlines for Preschool, 2.the theoretical bases, domains, objectives, teaching principle 

for aesthetic area, 3.the categories and making processes of handmade soaps, 4.how to 

apply the New Curriculum Outlines for Preschool to design th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for aesthetic area.   . 

The theoretical bases of the New Curriculum Outlines for Preschool are the 

integrated curriculum, individual constructivism, social constructivism,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 The theoretical basses of aesthetic area are responsive and 

productive experience. The domains of aesthetic area are exploration and awareness, 

performance and creation, responding and appreciation. There are 4 objectives for 

aesthetic area. There are 5 teaching considerations for aesthetic area. The categories 

and making processes of handmade soaps are Bar soaps(CP, HP, rebatching, floating 

soaps) , transparency soap with glycerin, liquid and MP soaps.  

The researcher used an unit of ñWe love making soapsò as an example to design th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for aesthetic area .   . 

 

Keywords: The New Curriculum Outlines for Preschool,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for aesthetic area, an unit of ñwe love making soapsò 

 

  

 

 

 

 

 

 

 

 



壹、緒論 

一、問題性質 

中華民國 101年 10 月 5 日教育部發佈「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以下

簡稱「新課綱」），並自 101年 8 月 30日生效，幼保工作者有設計幼兒各領域教

材教法的需求。（教育部，2012） 

自古以來，肥皂與人類生活就有密切關係，幼兒腸病毒流行，預防之道為用肥

皂勤洗手。手工香皂好洗、好玩、好用、好美又環保，而手工香皂中的 MP 皂製

作適合大班幼兒。 

因此引起研究者想要以「大家來玩香皂」單元為例，探討如何應用新課綱設計

幼兒美感領域教材教法的動機。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如下： 

1.分析新課綱的理論基礎。 

2.探討幼兒美感領域的理論基礎、範圍、目標與教學原則。 

3.探討手工皂的分類與製作方法。 

    4.探討如何應用新課綱設計幼兒美感領域教材教法。 

三、待答問題 

茲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提出待答問題如下： 

1.新課綱的理論基礎為何? 

2.幼兒美感領域的理論基礎、範圍、目標與教學原則為何? 

3.手工皂的分類與製作方法為何? 

    4.如何應用新課綱設計幼兒美感領域教材教法? 

貳、有關文獻探討 

一、統整性課程 

統整性課程取向:師生共同選定與生活有關之主題或議題，根據該主題或議

題，設計相關活動或學習經驗，目的為解決該問題，終極目標為全人發展。(周

淑惠，民 92) 

統整性課程設計步驟:師生共同選定與生活有關之主題→根據該主題繪製主題概

念網絡圖→設計活動。主題概念網絡圖選取方式:聯集、交集、基本能力。 

統整性課程取向採用的主要是主題式教學。 

全人發展目標即為培養完整的幼兒，亦即德、智、體、群、美(五育)或知、情、

意、行，或認知、情意、技能三方面，或身體動作、認知、語文、社會、情緒、

美感六大領域能均衡發展。（朱進財，2007） 

二、個人建構論 

「個人建構主義」(individual constructivism)，此一建構主義強調知識是個人主觀的建

構，只反映個人經驗的現實，只存在於每一個人的腦中，也只有對個人自己才有意義。



Piaget是這一派的先驅，個人建構主義不承認書中有知識，書中只有文字符號，符號本

身並無意義，故無知識。書中符號的意義是讀者賦予的。所以，書中若有知識也是讀者

所賦予的，不是書中原本就有的。PIaget主張知識由個人以經驗建構，依據個人經驗，

如此形成不同的教學方法。（陳芸慧，2006） 

三、社會建構論 

「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建構主義認為「知識是個人與別人經由磋商

與和解的社會建構」。該原理主要在強調個人建構知識是在社會文化的環境之下建構

的，因此所建構之知識與社會文化脫不了關係(朱則剛，1994)，建構出的知識意義雖然

是相當主觀，但也不是隨意的任意建構，而是需要與別人磋商和對話來不斷的加以調整

和修整，而且會受到當時文化與社會的影響。Vygotsky主張知識是個人與他人合作完成

的兩個方向，也就是是社會合作，如此形成不同的教學方法。（陳芸慧，2006） 

四、智力多元論 

智力多元論包括全人發展、幼兒課程、EQ等概念。 

根據 Gardener(1993)的智力多元論,生活在某特定社會環境的人們為適應其環

境至少應具備語文、數理、空間、音樂、運動、自知(與自己相處)、社交(與他人

相處)、自然觀察(與自然相處)等能力。培養多元智能的幼兒包括:基本心智能力(語

文、數理、空間等)、藝術審美能力(音樂、運動等)以及生活適應能力(自知、社

交、自然觀察等)，此與培養完整幼兒的全人教育目標一致，也與提供幼兒獲得

涵蓋新課鋼六大領域的學習經驗一致。智力多元論中自知、社交能力與 Goleman 

(1995)提到 EQ的五個基本內涵(能辨認自己的情緒能辨認別人的情緒、同理心、

自我激勵、社交技巧)一致。（朱進財，2007） 

五、新課綱  

歷經多年的協調與折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於民國 101年開始實施，所有

幼稚園與托兒所陸續改制為幼兒園。因應幼兒園教育與托育之獨特性的任務，教

育部組成研編小組，編擬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並經歷多年全國北中南東各

區實驗園所之現場實驗與修訂，提供未來幼兒園課程實施之依據。（臺中市教育

電子報，2012） 

根據教育部（2012）「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及幸曼玲（2012）「幼兒

園教保活動與課程大綱的發展與理念」，歸納整理有關新課綱資料如下： 

新課綱以「仁」的教育觀為基礎，承續孝悌仁愛文化，以陶養幼兒愛人愛己、

關懷環境、面對挑戰、踐行文化的素養，並奠定幼兒終身學習的基礎，使之成為

未來公民社會的一份子。以個體與生活環境互動為基礎，形塑幼兒心智能力為核

心，顧及幼兒全人發展及其所處文化環境的價值體系兩層面，培養幼兒覺知辨

識、表達溝通、關懷合作、推理賞析、想像創造、自主管理等六大能力。為協助

幼兒具備此六大能力，將教保活動分為六大領域：身體動作與健康、認知、語文、

社會、情緒、美感。 

新課綱為什麼要分這六大領域？ 

突顯幼兒階段的全人發展，以「幼兒為主體」的本質。 



以幼兒成為「全人」的「發展」領域出發。 

加入社會期待和文化期待。 

不以學科知識作為領域劃分的方式，避免幼兒教育淪為小學教育的準備階段。 

強調幼教階段的獨特性，但重視幼小銜接。 

六、.美感領域 

美感:是一種主觀的知覺經驗,美的事物大多符合美的元素，它可能會令人感

到新鮮、有趣、喜歡、驚奇、愉快。美的元素:主題是否有深層涵意或趣味性、

構圖是否完整、版面是否有留白、內容是否豐富、色彩是否明顯、線條筆觸是否

流暢細膩或粗獷、表現方式是否有創意、可否引發較多想像空間等。幼兒美感的

評量:能勇敢畫出心中想法或感受、有豐富的想像力、能與別人分享自己的作品。

（朱進財，2007） 

根據林玫君（2012）「幼兒園教保活動與課程大綱美感領域」，歸納整理有關美

感領域資料如下： 

「美」乃指能讓人感官或心靈感到愉悅的事物。美感是全心全意投入的歡欣感；

是指個體從內心深處主動建構的一種感知外在美好事物存在的能力；是透過感官

知覺接收外在環境的刺激，與經驗或想像產生連結，引發內在心靈的感動，繼而

湧現幸福、歡欣、愉悅的感覺。幼兒天生就是美的探索者、創造者及欣賞者。美

在生活中的每個環節中，「美感教育」就是要保留並發展幼兒這種與生具有的「感

知力」。 

(一)、美感領域理論基礎 

1.「回應式」的美感經驗： 

欣賞多元藝術的形式：提供自我與他人藝術創作的欣賞機會。 

欣賞式活動（Exposure activities）：幼兒欣賞不同形式的視覺、音樂、舞蹈或戲

劇表演。 

形成判斷與偏好：鼓勵孩子討論和評估所接觸的多元藝術形式；逐漸形成自我

的評定標準與偏好。 

評估式活動（Evaluation activities）：幼兒討論各種類的視覺、音樂、舞蹈和戲

劇形式，並且以個人偏好及標準評價藝術。 

2.「生產式」的美感經驗： 

發展創造性的表達：提供自我表達的機會；鼓勵創造力的表現。 

創造性／表達性活動（Creative activities）：幼兒主動使用材料、道具、樂器和工

具，創作藝術品、音樂、戲劇或舞蹈。 

視覺創作的表現元素：幼兒會運用線條、形狀、色彩、造型等不同的藝術元素

進行創作，且不同的年齡會有不同的表現。 

視覺賞析內涵：欣賞的來源：自己、同儕作品、圖畫書、畫作、藝術成品。 

賞析重點：描述所看到的人/物/內容或運用簡單詞彙─線條/形狀/色彩來表達自

己的偏好。 

(二)、美感領域的範圍與目標： 



美感領域範圍： 

 

美感領域的範圍與目標： 

1.喜歡探索事物的美。 

2.體察豐富愉悅的美感經驗。 

3.享受各種藝術創作的樂趣表現豐富的想像力。 

4.表達自己對各種藝術創作的感受與偏好。 

(三)、美感領域雙向細目表及課程目標： 

美感領域-雙向細目表及課程目標： 

  情意 藝術媒介 

 

探索與

覺察 

美-1-1 

體驗生活環境中愉悅的

美感經驗  

美-1-2 

運用五官感受生活環境中各

種形式的美 （視覺、聽覺、

動覺） 

大班： 

1-2-1 透過 視覺感官，探索

生活周遭事物的美並覺察其

不同 

1-2-2 透過聽覺或身體動作，

探索各種聲音或節奏的不同

並開始覺察其細微的變化 

1-2-3 透過扮演遊戲，探索並

覺察生活中的感官或情緒經

驗 

 

 

表現與

創作 

美-2-1 

發揮想像並進行個人獨

特的創作 

美-2-2 

運用各種形式的藝術媒介進

行創作（視覺、音樂、戲劇） 

大班： 

2-2-1 了解多元的 視覺工具



和素材 的特性，發揮想像，

以個人獨特的方式進行創作 

2-2-2 運用多元的視覺工具和

素材，進行有主題性的創

作，表現偏好的人、事、物

及其情境 

2-2-3 逐漸善用即興哼唱或樂

器敲打，表現外在聲音或音

樂的特色 

2-2-4 逐漸善用身體動作去表

現音樂的強弱或快慢的變化 

2-2-5 逐漸善用較複雜的動

作、玩物或口語，表現生活

或故事中的人物及事件 

2-2-6 在扮演遊戲中，大多扮

演家庭、社區或故事中的角

色，並從兩人互動的關係逐 

漸擴及複雜的角色互動 

 

回應與

賞析 

美-3-1 

樂於接觸多元的藝術創

作，回應個人的感受 

美-3-2 

欣賞藝術創作或展演活動，

回應個人的想法（視覺、音

樂、戲劇） 

大班： 

3-2-1 欣賞 自我或他人的視

覺創作 後，能依個人的感覺

或偏好，描述並解釋作品中

的內容或特色 

3-2-2 欣賞自我或他人的 音

樂 創作後，能依個人的感覺

或偏好，描述其中的特色 

3-2-3 欣賞自我或他人的 戲

劇 創作後，能依個人的感覺

或偏好，指出其中的內容或

特色，並描述細節 

1.探索與覺察：以敏銳的五官知覺，探索生活週遭事物的美，並覺察其間的變

化。 

2.表現與創作：嘗試以各種藝術的媒介來發揮想像，進行個人獨特的表現與創

作。 



3.回應與賞析：依個人的感覺偏好，來表達自己對生活環境中多元的藝術創作

或表現的看法。 

(四)、美感領域教學實施原則： 

在教學上注意下列五個層面： 

1.時間：採彈性作息，讓幼兒有充裕時間進行探索、創作與分享。 

2.空間：規劃豐富藝術環境，提供多元的媒材。 

3.情境：經營美感情境，直接體驗美感生活。 

4.體驗：協助持續體驗各種藝術元素，增加幼兒對美的敏銳。 

5.資源：結合學校、家庭及社區資源，擴展幼兒藝術經驗。 

教學實施原則： 

提供感官操作的媒材與經驗。 

設計適宜的活動，激發自主參與的興趣。 

避免分科藝術教學提供統整學習的經驗。 

創作活動/審美活動/生活體驗統合於一體。 

審美經驗和生活經驗結合，從食/衣/住/行/育/樂，產生緊密相連文化效應。 

重視創作的過程甚於結果。 

鼓勵原創性的自我表現，避免刻板的模仿。 

尊重藝術表現個別差異，接納想法與感受。 

鼓勵合作性的創作經驗，以小組進行活動。 

時常引導幼兒討論他們的藝術創作與表現。 

鼓勵針對作品的喜好、內容或相關細節做回應。 

鼓勵同儕分享各種美的感受與體驗，示範正面與尊重的態度。 

(五)、美感領域評量原則 

1.探索與覺察 檢核面向 1 

如何提供幼兒親近大自然、動植物或探索各種日常用品及藝術品的經驗？ 

如何規劃多元的藝術環境，提供各式各樣視覺、音樂或戲劇扮演的探索空間

與媒材，讓幼兒在其中感受並體驗視覺、聽覺與動覺等美好的經驗？ 

2.表現與創作 檢核面向 1 

如何提供幼兒在生活或遊戲中，玩弄視覺、聽覺或戲劇等藝術媒介，並享受

創作樂趣的機會? 

如何提供幼兒運用視覺、聽覺或戲劇等藝術媒介，以個人獨特的方式，進行

表現與創作的機會? 

3.表現與創作 檢核面向 2 

如何鼓勵幼兒主動玩索多種視覺工具與材料，讓幼兒以自己的方式表現創作

的內容與形式？ 

如何鼓勵幼兒運用聲音、肢體或樂器等工具來展現音樂的快慢、強弱等元素? 

如何鼓勵幼兒在扮演遊戲中，運用動作、道具或口語來表現生活中的事件，

並從中體驗社會互動? 



4.回應與賞析 檢核面向 1 

如何提供幼兒接觸在地或多元的藝術創作或展演活動(各種形式／社區、家庭

或學校中)，並體會其與個人生活的關連? 

如何鼓勵幼兒在欣賞各種形式的藝術創作或展演活動後，能依個人感覺與偏

好，描述其中的內容、特色與細節? 

如何鼓勵幼兒在欣賞自我或他人的視覺創作或展演後，說出作品的主題內

容，以及線條、色彩等特色? 

如何鼓勵幼兒在欣賞自我或他人的音樂創作或展演後，回應或辨別音樂的強

弱、快慢與高低的變化，並且試著說出不同的音色? 

如何鼓勵幼兒在欣賞自我或他人的戲劇創作或展演後，指出人物或情節的細

節，以及音樂、服裝、化妝或道具等特色? 

七、工廠製皂 

簡述過程如下： 

油脂精煉後，加鹼水進行皂化反應，生成皂和甘油（皂液）。皂液經鹽析、洗滌、

再鹽析、整理、成型後，即可得到皂基。 

精煉：利用水化法及酸煉法，將油脂脫酸（游離脂肪酸）、脫色，除去油脂中的

色素和雜質。 

皂化：採用沸煮法將精煉後的油脂與鹼水混合，進行皂化反應。油脂和氫氧化

鈉在皂鍋內煮沸至皂化率 95%左右（皂液呈 Trace狀態），即停止皂化作業。 

鹽析：加飽和食鹽水於皂液中，使肥皂與甘油水分離。 

洗滌：加水蒸煮皂粒，使成為均勻皂膠，洗出殘留的甘油、色素及雜質。 

再鹽析：再加飽和食鹽水於皂膠中，進一步洗出甘油、食鹽、色素及雜質。 

整理：加入適量電解質（如氫氧化鈉、食鹽），調整皂膠內電解質、脂肪酸含量，

減少雜質，改善色澤，獲得最大的出皂率及品質合格的皂基（上層為純淨的皂

基，下層為皂腳）。 

成型：純淨的皂基冷凝成大塊皂板後，切條成為皂坯。 

八、手工製皂 

根據周嘉蘋（2005）：就愛玩香皂、周嘉蘋（2008）：皂經、周嘉蘋（2010）：

皂典等書，歸納整理有關手工皂資料如下： 

(一)、為什麼要自己做手工皂? 

1.享受天然~為環保盡一份心力 

從「油+鹼=皂+甘油」這個公式來看，可以瞭解手工香皂是一個天然的介面活

性劑。沒有添加化學合成的東西。當香皂與水接觸後，大約 24小時內，就會

分解成二氧化碳與水。流入水溝、河川的皂水，儘管浮游生物吃了也沒有傷害，

更不會造成環境的污染。一般清潔劑，含有一種叫「壬基酚」(Nonylphenol)的

環境荷爾蒙，或添加了一種為防止變質與延長保存期限的「EDTA-2Na」（乙烯

二胺四乙酸-二鈉鹽 Ethylene Diaminetetraacetic Acid-2Na），這些成份會引起肌膚

過敏，也會對環境造成影響。 



2.符合需要~擁有自己肌膚所需要的營養 

每項油質中都含有天然的脂肪酸與甘油。配合自己的肌膚，我們可以選擇所需

要的油質來製皂，同時也可以利用加脂/減鹼的方式，保留一些未參與皂化的

油脂，使得香皂用起來更溫和與保濕。 

3.創意無限~打開生活藝術的那扇窗 

自己設計配方，選擇造型、顏色或技法，隨時都能發揮最佳創意。讓每一塊

皂，除了實用性外，也增添了生活中無限的美感。不僅自己用起來安心、開

心，送禮時溫馨又有誠意。 

(二)、手工皂的分類 

硬皂(Hard Soaps):又稱為鈉皂，皂的成品是硬的。 

包含: 

1.CP皂(Cold Process Soaps):採用冷製法。油與氫氧化鈉中和後，須經 4~6週完

成。 

2.HP皂(Hot Process Soaps):採用熱製法。油與氫氧化鈉中和後，利用高溫加熱

來加速皂化，一個半小時後就完成了。若要更硬些，可再等一星期，待水分

更蒸發時再使用。 

3.再生皂(Rebatching Soaps):採用研磨法。已經完成的 CP皂，覺得不夠漂亮，可

以重新刨片、切絲煮沸，裝扮出另一種造型。也可利用現成的皂絲(白色的粒

狀或小條狀)，研磨後煮沸，創作出新的生命。 

4.浮水皂(Floating Soaps):在油與氫氧化鈉中和之前與之後，利用電動打蛋器不

斷地打發，使其呈現如同奶昔般白白綿綿的皂種。因為皂裡打入了許多空氣，

所以每塊皂可以神奇地浮在水面上。雖然很特別，但較不經用。利用同樣的

方法裝入擠花袋中，可以用來裝飾蛋糕皂。 

透明甘油皂(Transparency soap with Glycerin) 

利用棕櫚油、椰子油、蓖麻油等三種基本油脂，融合酒精、甘油與糖水，經

過充分蒸煮與保溫，製作出一款略帶黃色的透明甘油皂。儘管過程較費工夫，

但在技法上卻充滿了趣味與挑戰。 

液體皂(Liquid Soaps):又稱為鉀皂，皂的成品是液狀的。 

1.採冷製法，油與氫氧化鉀中和後，放置 6~8週，皂種即形成，想用時再稀

釋。 

2.採熱製法，油與氫氧化鉀中和後，直接高溫蒸煮三小時，皂種即形成，想

用時再稀釋。 

MP 皂(Melt & Pour Soaps) 

利用現成的皂基，做各種技法與造型的變化。本書所採用的皂基都是從美國

原裝進口，它的質地很柔，泡沫很細，清澈透明。熔皂時，再加上一些基礎

油與精油。這種方法簡單、有趣又安全，大人小朋友都喜歡呢! 

皂基除了基本的透明與白色外，其實還有添加了蜂蜜、燕麥、蘆薈、羊奶、

乳油木果脂等各種成份的皂基，增加了創作上更多的可能性。 



（三)、MP皂 

M（Melt）就是「熔化」，P（Pour）就是「倒入」。它是把現成的皂基(soap bases)

加熱熔化成為皂液後，再倒入皂模的一種製作方法，簡稱為「熔製法」。 

簡單的 MP 皂做法：將皂基切小塊熔化後＋精油＋顏色入模，脫模後就成為

一塊立即可用的精油香皂，不只是大人，連小朋友也會樂於嘗試，是一項不錯

的親子活動喔! 

講究的 MP 皂做法：以上述為基礎，再依據皂模的型式，搭配不同的技法與

顏色，展現出手工藝術皂的另一面。 

皂基是一種可以直接洗滌，由工廠提供的皂塊。在國內可以買到的有透明皂

基、白色皂基、無患子皂基，甚至不出水皂基等，一塊約 1000克。在國外則有

透明皂基、白色皂基、 乳油木果脂皂基、蘆薈皂基、燕麥皂基、蜂蜜皂基、羊

脂皂基等，一盒約 920克。 

市售皂基的做法：大都是以棕櫚油、椰子油、蓖麻油、硬脂酸加鹼水，用火

加熱，加甘油＋酒精＋糖水，反復加熱至糖漿狀後入模。凝固脫模後，就形成

透明皂基了。 

在製作過程中，添加硬脂酸可增加硬度，添加甘油可增加保濕力，添加酒精

與糖水可增加透明度。添加二氧化鈦，則可形成白色皂基。 

周嘉蘋（2008）曾以 DIY 的方法，利用油脂+鹼水+酒精+糖水+甘油等，做出

「透明甘油皂」。有關它的配方與做法，請參考〈皂經〉P.124~127。   

(四)、如何讓 MP皂變得好玩、好美又好洗? 

包括：MP 皂與童玩結合、與節日有關、顏色的變化、造型的變化、MP 與 HP

的結合、選用好的皂基加脂、皂章、皂相、台灣美景皂等等。MP 的皂基如同琉

璃一般，具有很大可塑性、變化性、重復利用性與安全性，如能與生活主題結合，

再加上顏色、造型、技法、精油，讓玩皂者快速獲得成就與滿足感，漸漸培養出

對藝術的興趣。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主題 

本研究以「大家來玩香皂」單元為例，採用文獻分析法，探討如何應用新課

綱設計幼兒美感領域教材教法。 

二、研究工具 

1.新課綱。  

2.幼兒園教保活動設計表。 

3.MP皂製作所需工具與材料。 

4.數位相機。 

三、研究步驟 

1.蒐集與新課綱有關文獻。 

2.蒐集手工皂有關文獻。  



3.分析手工皂與新課綱的關係。 

4.應用新課綱設計幼兒美感領域教材教法。 

5.撰寫研究報告。 

四、資料處理 

1.歸納整理與新課綱有關文獻。 

2.歸納整理手工皂有關文獻。  

3.分析手工皂與新課綱美感領域的關係。 

4.以「大家來玩香皂」單元為主題，設計幼兒美感領域教材教法。 

肆、結果與討論 

一、新課綱的主要理論基礎有：統整性課程、個人建構論、社會建構論、智力多

元論等。 

二、幼兒美感領域： 

(一)、幼兒美感領域的主要理論基礎有：「回應式」的美感經驗、「生產式」的美

感經驗。 

(二)、範圍有：探索與覺察、表現與創作、回應與賞析。 

(三)、目標有：1.喜歡探索事物的美，2.體察豐富愉悅的美感經驗，3.享受各種藝

術創作的樂趣表現豐富的想像力，4.表達自己對各種藝術創作的感受與偏

好。 

(四)、在教學上應注意：時間、空間、情境、體驗、資源等五個層面。。 

三、手工皂的分類與製作方法有：硬皂（CP皂、HP 皂、再生皂、浮水皂）、透

明甘油皂、液體皂、MP 皂等。 

四、在如何應用新課綱設計幼兒美感領域教材教法方面 

研究者提出了一份「大家來玩香皂」單元活動設計供教保工作者參考。 

(一)、幼兒園課程大綱 

幼兒園的教育目標(要培養什麼樣的幼兒): 

培養喜歡探索、能動(身體動作發展、思考)能靜(情緒穩定、守規矩)、健康快樂

的孩子(在生理、心理、社會上都健康)。 

說明如下: 

培養喜歡探索的孩子是因為本園有極豐富的自然資源可利用，且家長大多務

農。(自然探索課程、科學素養) 

培養能動(身體動作與健康、認知)能靜(情緒穩定、守規矩)的孩子是為了要培養

完整的幼兒(身體動作、認知、語文、社會、情緒、美感)。 

培養喜健康快樂(生理、心理、社會)的孩子是因為幼兒課程以生活教育為重心，

採統整的方式，遊戲中學習，培養健康快樂的幼兒。 

 

 

 



幼兒園新學期的大綱 

順

序 

週次 大單元 

主題 

六大領域 

(主要的) 

多元智能 

(主要的) 

教學重點 備註 

起 第一 

至 

第四

週 

開學相見歡 社會、情

緒、語文 

自知能力 

社交能力 

語文能力 

開學準備 

認識環境 

認識老師 

認識同學 

佈置教室 

8/30開學日 

生活適應 

學習適應 

承 第五 

至 

第八

週 

小小藝術家 社會、情

緒、美感 

自知能力 

社交能力 

自然觀察 

音樂能力 

運動能力 

 

欣賞自己 

欣賞別人 

欣賞自然 

音樂啟蒙 

造型設計 

9/30中秋節 

10/10國慶日 

美感教育 

創造性課程 

 

承 第九 

至 

第十

二週 

我的世界 身體動作

與健康、

社會、情

緒 

自知能力 

社交能力 

認識自己 

認識家庭 

認識社區 

社會化過程 

承 第十

三 

至 

第十

七週 

小小探索家 認知 

 

空間關係 

自然觀察 

數理能力 

 

認識植物 

認識動物 

認識地球 

認識水、

火、電 

認識數、

量、形 

 

自然探索課程

與數學 

轉 第十

八 

至 

第二

十一

週 

快樂迎新年 語文、社

會、情

緒、身體

動作與健

康 

語文能力 

社交能力

音樂能力 

運動能力 

聖誕節 

除舊 

佈新 

迎新年 

 

12/25聖誕節 

1/1 元旦 

 

合 第二

十二 

至 

第二

十三

週 

放寒假 語文、社

會、情

緒、身體

動作與健

康 

語文能力 

社交能力

音樂能力 

運動能力 

寒假計畫 

歲末年歡 

休業式 

1/28歲末年歡 

1/31休業式 

總複習 



說明如下: 

「起」為學期的開始，第一至第四週的重點重點為生活與學習適應(認識環境、

老師、同學與佈置教室)，六大領域主要為社會、情緒、語文，大單元名稱命名

為「開學相見歡」。 

「承」為主要概念的學習，第五至第八週的重點為美感教育(欣賞自己、欣賞別

人、欣賞自然、音樂啟蒙、造型設計)，六大領域主要為社會、情緒、美感，大

單元名稱命名為「小小藝術家」。第九至第十二週的重點為社會化過程(認識自

己、家庭、社區認識、各行各業、世界文化)，六大領域主要為身體動作與健康、

社會、情緒，大單元名稱命名為「我的世界」。第十三至第十七週的重點為自然

探索與數學 (認識植物、動物、地球、水、火、電、數、量、形)，六大領域主

要為認知，大單元名稱命名為「小小探索家」。 

「轉」為另類概念或新年度的學習，第十八至第二十一週的重點為國定假日與

節慶(聖誕節、除舊、佈新、迎新年)，六大領域主要為語文、社會、情緒、身體

動作與健康，大單元名稱命名為「快樂迎新年」。 

「合」為學期的結束，第二十二至第二十三週的重點為總複習(寒假計畫、歲末

年歡、休業式)，六大領域主要為語文、社會、情緒、身體動作與健康，大單元

名稱命名為「放寒假」。 

 (二)、幼兒園上學期第五至第八週大綱 

週

次 
日期 

大

單

元

名

稱 

大單元目標 小單元名稱 小單元目標 

 

五 

101/9/

23 

∣ 

101/9/

29 

 

 

 

小

小

藝

術

家 

1.認知：能認識秋

天相關的

事物。 

2.認知：能認識中

秋節、國

慶日等重

要節日。 

3.情意：能欣賞秋

天的景

色。 

4.情意：能彼此互

助合作完

成任務。 

5.技能：能利用色

料調色。 

月圓人團圓 1.認知：能瞭解中秋節的由來與習

俗。  

2.情意：喜歡與家人一起賞月、聚

餐。 

3.技能：能準備、收拾、整理聚餐

所需的用具與材料。 

 

六 

101/9/

30 

∣ 

101/10

/6 

慶祝國慶 

 

1.認知：能瞭解國慶日的由來與活

動。 

2.情意：能欣賞國慶日煙火秀。 

3.技能：會唱國歌。 

 

七 

101/10

/7 

∣ 

101/10

天涼好個秋 

 

1.認知：能認識秋天氣候的變化。 

2.情意：能欣賞秋天的景色。 

3.技能：能利用落葉拓印。 



/13 6.技能：能運用想

像力與創

造力製作

MP 皂。 

  

八 

101/10

/14 

∣ 

101/10

/20 

大家來玩香

皂 

1.認知：能瞭解肥皂的由來與分類。 

2.認知：能瞭解腸病毒的由來以及

預防的方法。 

3.認知：能瞭解風車的由來與用途。 

4.認知：能瞭解戶外活動應注意事

項。 

5.情意：能欣賞各種不同的手工皂。 

6.情意：能欣賞自我或他人的手工

皂。 

7.情意：喜歡保持身體的清潔。 

8.技能：能利用水性色料調色。 

9.技能：能運用想像力與創造力製

作幾何皂。 

10.技能：能運用想像力與創造力製

作風車皂。 

11.技能：能運用風車皂，玩追逐風

的遊戲。 

12.技能：能想像自己是風車，隨著

音樂輪流模仿、表演風車運轉的

情形。 

13.技能：能用肥皂正確地洗手。 

14.技能：能運用想像力與創造力製

作 MP 趣味童玩皂。 

15.技能：能運用想像力與創造力製

作照樣塑形皂。 

 (三)、幼兒園第八週「大家來玩香皂」單元美感領域學習指標 

 課程目標 情意 藝術媒介 

 

探索與覺察 

美-1-1 

體驗生活環境中手工

皂的美感經驗  

美-1-2 

運用五官感受生活環境中手

工皂的美 （視覺、聽覺、動

覺） 

大班： 

1-2-1 透過視覺感官，探索手

工皂的美並覺察其不同 



 

表現與創作 

美-2-1 

發揮想像並進行個人

獨特的手工皂創作 

美-2-2 

運用 MP 皂進行創作（視覺） 

大班： 

2-2-1 了解皂基與皂模的特

性，發揮想像，以個人獨特

的方式進行創作幾何皂 

2-2-2 運用皂基與工具，進行

風車的創作，表現偏好的色

彩 

2-2-5 逐漸善用風車皂，追逐

風追逐太陽 

2-2-6 運用動作、風車皂或口

語，進行扮演 

 

回應與賞析 

美-3-1 

樂於接觸手工皂藝術

創作，回應個人的感

受 

大班： 

3-1-1樂於接觸手工皂

視覺藝術、音樂或 

戲劇等創作表現，回

應個人的感受 

美-3-2 

欣賞各式各樣手工皂，回應

個人的想法（視覺） 

大班： 

3-2-1 欣賞自我或他人的手

工皂後，能依個人的感覺或

偏好，描述並解釋作品中的

內容或特色 

3-2-1 欣賞手工扮演表現，依

個人偏好說明其內容與特色 

 

(四)、幼兒園第八週「大家來玩香皂」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大家來玩香皂 班別：大班 
日期：

10/14~10/20 

設計者：朱進財 

       周嘉蘋  

設定單

元理由 

1.自古以來，肥皂與人類生活就有密切關係。 

2.幼兒腸病毒流行，預防之道為用肥皂勤洗手。 

3.手工香皂好洗、好玩、好用、好美又環保。 

4.手工香皂中的 MP 皂製作適合大班幼兒。 

單元活

動設計

構想 

1.首先進行肥皂的故事活動，引起幼兒學習手工皂的動機。 

2.接著讓幼兒觀賞與比較各種不同製法的手工皂。 

3.引導幼兒製作較簡單的 MP 幾何皂，並教導幼兒正確的洗手步驟。 

4.引導幼兒製作較複雜的 MP 風車皂。 

5.最後讓幼兒利用風車皂到戶外玩追逐風的遊戲，結束時要求幼兒做

好洗手的動作。 

6.可引導幼兒製作 MP 趣味童玩皂、照樣塑形皂等延伸活動。 



單
元
學
目
標 

1.認知：能瞭解肥皂的由來與分類。 

（認-1-3、認-大-1-3-1、認-2-3、認-中-2-3-1） 

2.認知：能瞭解腸病毒的由來以及預防的方法。 

（認-1-3、認-大-1-3-1、認-2-3、認-中-2-3-1） 

3.認知：能瞭解風車的由來與用途。 

（認-1-3、認-大-1-3-1、認-2-3、認-中-2-3-1） 

4.認知：能瞭解戶外活動應注意事項。 

（認-1-3、認-大-1-3-1、認-2-3、認-中-2-3-1） 

5.情意：能欣賞各種不同的手工皂。 

（美-1-1、美-1-2、美-1-2-1） 

6.情意：能欣賞自我或他人的手工皂。（美-3-1、

美-3-2、美-3-2-1） 

7.情意：喜歡保持身體的清潔。 

Ͽ - 1- 1、 -ᴵ- 1- 1- 3Ѐ 

8.技能：能利用水性色料調色。 

（ - 2- 2、 -ᴵ- 2- 2- 2） 

9.技能：能運用想像力與創造力製作幾何皂。 

（美-2-1、美--ᴵ- 2-2-1） 

10.技能：能運用想像力與創造力製作風車皂。 

（美-2-1、美--ᴵ- 2-2-2） 

11.技能：能運用風車皂，玩追逐風的遊戲。 

（美-2-1、 - 2- 2、美-大-2-2-5、 

-ᴵ- 2- 2- 6） 

12.技能：能想像自己是風車，隨著音樂輪流模

仿、表演風車運轉的情形。 

Ͽ - 3- 1、美-ᴵ- 3- 1- 1、美- 3- 2、 

-ᴵ- 3- 2- 1、美-ᴵ- 3- 2- 3Ѐ 

13.技能：能用肥皂正確地洗手。 

Ͽ„- 1- 2、„-ᴵ- 1- 2- 2、„- 2- 2、 

„-ᴻ- 2- 2- 3Ѐ 

14.技能：能運用想像力與創造力製作 MP 趣味

童玩皂。 

（美-2-1、美-大-2-2-1） 

15.技能：能運用想像力與創造力製作照樣塑形

皂。 

（美-2-1、美-大-2-2-1） 

 

 

 

活
動
綱
要 

（一）、肥皂的故事。 

（二）、手工皂博覽會。 

（三）、幾何皂。 

（四）、風車皂。 

（五）、追風的孩子。 



教室佈置 教材準備 

一、學習區：圖書角、美勞角、科學角。 

二、圖書角： 

圖卡（肥皂的故事）、有關肥皂的繪本、有關腸病

毒的繪本、有關風車的繪本、各種手工皂的照片。 

三、美勞角： 

圖卡（MP 幾何皂、風車皂製作方法及其安全注

意事項）、幾何皂照片、風車皂照片、各種不同製

法的手工皂、工作台、微波爐、耐熱塑膠量杯、

透明皂基、白色皂基、皂模（圓形、正方形、三

角形、不規則形）、吐司模、四方型鋼圈、小花薄

片、水性色料、精油、酒精、安全剪刀、伍圓銅

板、牙籤。 

四、科學角： 

圖卡（腸病毒的故事、正確的洗手步驟、腸病毒

的故事、風車的故事）、手工皂、洗手台、個人毛

巾。 

五、戶外遊戲區：草坪、大樹、大小風車裝置、廁所、

洗手台。 

各種手工皂 

微波爐 

耐熱塑膠量杯 

透明、白色皂基 

皂模（圓形、正方形、

三角形、不規則形） 

吐司模 

四方型鋼圈 

小花薄片 

水性色料 

精油 

酒精 

安全剪刀 

伍圓銅板 

牙籤 

周華健唱：「心的方向」

歌曲 CD（追逐風追逐太

陽） 

 

 

 



活

動

名

稱 

行為目標 活動內容及過程 教學資源 評量 

活
動
一
：
肥
皂
的
故
事 

1.認知（理解）：能說出肥

皂的由來。（認-1-3、認

-大-1-3-1、認-2-3、認-

中-2-3-1） 

2.技能（引導下反應）：拿

東西前會先洗手。Ͽ„

- 1- 2、„-ᴵ- 1- 2- 2、

„- 2- 2、„-ᴻ- 2- 2- 3Ѐ 

3.情意（反應）：能說出對

各種不同手工皂的感

覺。（美-1-1、美-1-2、美

-1-2-1） 

4.認知（分析）：能說出肥

皂與生活的關係。 

（認-1-3、認-大-1-3-1、

認-2-3、認-中-2-3-1） 

5.情意（組織）：喜歡保持

身體的清潔。Ͽ

- 1- 1、 -ᴵ- 1- 1- 3Ѐ 

 

一、準備活動： 

1.說一則有關肥皂的

故事。 

2.請幼兒說說看家中

有什麼樣的肥

皂？ 

 

二、發展活動： 

1.請幼兒先洗手，並

把手擦乾。 

2.發給每組幼兒一塊

不同製法的手工

皂。 

3.請幼兒觸摸肥皂，

並說出感覺。 

4.請各組幼兒猜猜看

這是什麼皂？  

5.請幼兒討論肥皂與

生活的關係。 

 

三、綜合活動： 

1.複習肥皂的故事。 

2.複習今天有看過、

摸過什麼樣的肥

皂？ 

3.複習肥皂與生活的

關係。 

 

 

圖卡（肥皂的

故事） 

各 種 不 同 製

法的手工皂 

 

 

口頭

評量 

 

 

 

 

 

口頭

評量 

操作

評量 

 

 

 

 

 

 

 

 

 

口頭

評量 

 

 

 

 

 

 

 



活
動
二
：
手
工
皂
博
覽
會 

1.技能（引導下反應）：拿

東西前會先洗手。Ͽ„

- 1- 2、„-ᴵ- 1- 2- 2、

„- 2- 2、„-ᴻ- 2- 2- 3Ѐ 

2.情意（反應）：會主動觀

賞手工皂展。（美-1-1、

美-1-2、美-1-2-1） 

3.認知（理解）：能說出肥

皂的分類。（認-1-3、認

-大-1-3-1、認-2-3、認-

中-2-3-1） 

4.情意（反應）：能說出對

各種不同手工皂的感

覺。（美-1-1、美-1-2、美

-1-2-1） 

5.情意（價值判斷）：能說

出自己喜歡哪一種手

工皂？（美-3-1、美

-3-2、美-3-2-1） 

6.認知（理解）：能說出今

天有看過、摸過什麼樣

的肥皂。（認-1-3、認-

大-1-3-1、認-2-3、認-

中-2-3-1） 

7.情意（反應）：能說出不

同製法手工皂質感的不

同。（美-1-1、美-1-2、美

-1-2-1） 

 

一、準備活動： 

1.請幼兒先洗手，並

把手擦乾。 

2.介紹各學習角。 

3.請幼兒到美勞角觀

賞手工皂展。 

 

二、發展活動： 

1.請幼兒說看看發現

了什麼樣的手工

皂？ 

2.介紹不同製法的手

工皂。 

3.請幼兒比較不同製

法的手工皂質感

有何不同？ 

4.請幼兒說看看喜歡

哪一種手工皂？ 

 

三、綜合活動： 

1.複習今天有看過、

摸過什麼樣的肥

皂？ 

2.複習不同製法手工

皂質感的不同。 

 

  

操作

評量 

 

觀察

評量 

 

 

口頭

評量 

 

 

 

 

 

 

 

 

 

 

口頭

評量 

 

 

 

 

 

 

 

 

 

 



活
動
三
：
幾
何
皂 

1.認知（理解）：能說出

腸病毒的由來以及預

防的方法。（認-1-3、

認-大-1-3-1、認-2-3、

認-中-2-3-1） 

2.技能（引導下反應）：

會按正確的洗手步驟

洗手。Ͽ„- 1- 2、„-

ᴵ- 1- 2- 2、„- 2- 2、„

-ᴻ- 2- 2- 3Ѐ 

3.認知（理解）：能說出

MP 皂的意義、製作方

法及其安全注意事

項。（認-1-3、認-大

-1-3-1、認-2-3、認-中

-2-3-1） 

4.技能（引導下反應）：

能利用水性色料調

色。（ - 2- 2、 -ᴵ

- 2- 2- 2） 

5.技能：能運用想像力

與創造力製作幾何皂。 

（美-2-1、美-大-2-2-1） 

6.情意（組織）：喜歡保

持身體的清潔。Ͽ

- 1- 1、 -ᴵ- 1- 1- 3Ѐ 

7.技能（引導下反應）：

能複習正確的洗手步

驟。Ͽ„- 1- 2、„-ᴵ

- 1- 2- 2、„- 2- 2、„-

ᴻ- 2- 2- 3Ѐ 

8.情意（價值判斷）：能

欣賞與發表對自我或

他人 MP 幾何皂的看

法。（美-3-1、美-3-2、

美-大-3-2-1） 

9.認知（理解）：能複習

MP 皂的意思、製作方

一、準備活動： 

1.說一則有關腸病毒

的故事。 

2.請幼兒說說看看如

何預防腸病毒？ 

3.請幼兒說說看看得

了預防腸病毒要

怎麼辦？ 

二、發展活動： 

1.請幼兒說看看正確

的洗手步驟。 

（濕、搓、沖、捧、

擦） 

2. 請幼兒先洗手，並

把手擦乾。 

3.介紹 MP 皂、製作

方法及其安全注

意事項。 

4.示範製作 MP 幾何

皂（圓形、正方

形、三角形、不規

則形）。 

4.各組幼兒製作 MP

幾何皂。 

（教師負則微波熔

化皂基） 

5.請幼兒利用製好的

MP 皂，練習正確

的洗手步驟。 

6.鼓勵幼兒勤洗手，

預防腸病毒。 

三、綜合活動： 

1.複習正確的洗手步

驟。 

2.欣賞與發表各組幼

兒製作 MP 幾何

皂。 

3.複習 MP 皂製作及

 

圖卡（腸病毒的

故事） 

 

 

 

 

 

 

圖卡（正確的洗

手步驟） 

圖卡（MP 幾何

皂、製作方法及

其安全注意事

項） 

微波爐 

耐熱塑膠量杯 

透明、白色皂基 

皂模（圓形、正

方形、三角形、

不規則形） 

水性色料 

精油 

酒精 

牙籤 

 

口頭

評量 

 

 

 

 

 

 

操作

評量 

口頭

評量 

觀察

評量 

 

 

 

 

 

 

 

 

 

 

 

 

 

 

 

 

 

操作

評量 

口頭

評量 



法及其安全注意事項。 

（認-1-3、認-大-1-3-1、

認-2-3、認-中-2-3-1） 

 

2.情意：能欣賞各種不

同的手工皂。（美-1-1、

美-1-2、美-1-2-1） 

3.情意：能欣賞自我或

他人的手工皂。（美

-3-1、美-3-2、美-3-2-1） 

4.情意：喜歡保持身體

的清潔。 

7.技能：能運用想像力

與創造力製作

風車皂。（美

-2-1、美

-2-2-2） 

8.技能：能運用風車

皂，玩追逐風

的遊戲。（美

-2-1、美

-2-2-5） 

9..技能：能用肥皂正確

地洗手。 

其安全注意事項。 

 

 

 

 

 

 

 

 

 

 

活
動
四
：
風
車
皂 

 

1.認知（理解）：能說出

風車的由來與用途。 

（認-1-3、認-大-1-3-1、

認-2-3、認-中-2-3-1） 

2.情意（反應）：會主動

觀賞風車皂圖片。（美

-1-1、美-1-2、美-1-2-1） 

3.認知（理解）：能說出

MP 風車皂的意義、製

作方法及其安全注意

事項。（認-1-3、認-大

-1-3-1、認-2-3、認-中

-2-3-1） 

4.技能（引導下反應）：

一、準備活動： 

1.說一則有關風車的

故事。 

2.提供風車皂圖片給

幼兒觀賞。 

 

二、發展活動： 

1.介紹 MP 風車皂、

製作方法及其安

全注意事項。 

2.示範製作 MP 風車

皂。 

3.各組幼兒製作 MP

風車皂。 

 

圖卡（風車的故

事） 

風車皂照片 

 

 

 

 

 

 

 

圖卡（MP 風車

皂、製作方法及

其安全注意事

 

口頭

評量 

觀察

評量 

 

 

口頭

評量 

操作

評量 

 

 

 



能利用水性色料調色。 

（ - 2- 2、 -ᴵ

- 2- 2- 2） 

5.技能：能運用想像力

與創造力製作風車皂。 

（美-2-1、美-大-2-2-1） 

6.認知（理解）：能複習

風車的由來與用途。 

（認-1-3、認-大-1-3-1、

認-2-3、認-中-2-3-1） 

7.情意（價值判斷）：能

欣賞與發表對自我或

他人 MP 風車皂的看

法。（美-3-1、美-3-2、

美-大-3-2-1） 

8.認知（理解）：能複習

MP 風車皂的意義、製

作方法及其安全注意

事項。（認-1-3、認-大

-1-3-1、認-2-3、認-中

-2-3-1） 

 

（教師負則微波熔

化皂基） 

 

 

 

 

 

 

 

 

 

 

 

三、綜合活動： 

1.複習風車皂的故

事。 

2.欣賞與發表各組幼

兒製作 MP 風車

皂。 

3.複習 MP 風車皂、

製作方法及其安

全注意事項。 

 

項） 

微波爐 

耐熱塑膠量杯 

透明、白色皂基 

吐司模 

四方型鋼圈 

小花薄片 

水性色料 

精油 

酒精 

安全剪刀 

伍圓銅板 

牙籤 

 

 

 

 

 

 

 

 

 

 

 

 

 

 

口頭

評量 

 

 

 

 

 

 

活
動
五
：
追
風
的
孩
子 

 
1.認知（理解）：能說出

戶外活動應注意事

項。（認-1-3、認-大

-1-3-1、認-2-3、認-中

-2-3-1） 

2.技能：能運用風車

皂，玩追逐風的遊戲。 

（美-2-1、 - 2- 2、美-

大-2-2-5、 -ᴵ

- 2- 2- 6） 

3.技能：能想像自己是

風車，隨著音樂輪流模

仿、表演風車運轉的情

形。Ͽ - 3- 1、美-ᴵ

- 3- 1- 1、美- 3- 2、 -

一、準備活動： 

1.各組準備事前製作

好的 MP 風車皂。 

2.集合幼兒，說明戶

外活動應注意事

項。 

二、發展活動： 

1.請各組幼兒輪流拿

著風車皂試跑一

下，觀察並體驗追

逐風的感覺。 

2.請各組幼兒想像自

己是風車，隨著音

樂輪流模仿、表演

風車運轉的情形。 

 

各組製作好的

MP 

風車皂 

 

 

 

各組製作好的

MP 

幾何皂 

 

 

 

 

 

 

口頭

評量 

 

 

 

 

觀察

評量 

口頭

評量 

操作

評量 

 

 



ᴵ- 3- 2- 1、美-ᴵ

- 3- 2- 3Ѐ 

4.技能：能用肥皂正確

地洗手。Ͽ„- 1- 2、„

-ᴵ- 1- 2- 2、„- 2- 2、

„-ᴻ- 2- 2- 3Ѐ 

5.技能：能運用想像力

與創造力製作 MP 趣

味童玩皂。（美-2-1、

美-大-2-2-1） 

6.技能：能運用想像力

與創造力製作照樣塑形

皂。（美-2-1、美-大

-2-2-1） 

 

 

 

 

 

 

 

 

 

3.其他組幼兒欣賞別

組的表演。 

4.請幼兒利用製好的

MP 幾何皂，複習

正確的洗手步驟。 

三、綜合活動： 

1.發表與討論追逐

風、模仿、表演 風

車運轉的感覺。 

2.請幼兒說說看看還

可以利用皂基製

作什麼樣的皂？ 

四、延伸活動： 

1.趣味童玩皂。 

2.照樣塑形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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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 

 

 

 

 

 

操作

評量 

五、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新課綱的主要理論基礎有：統整性課程、個人建構論、社會建構論、智力多

元論等。 

幼兒美感領域的主要理論基礎有：「回應式」的美感經驗、「生產式」的美感

經驗。範圍有：探索與覺察、表現與創作、回應與賞析。目標有：1.喜歡探索

事物的美，2.體察豐富愉悅的美感經驗，3.享受各種藝術創作的樂趣表現豐富的

想像力，4.表達自己對各種藝術創作的感受與偏好。在教學上應注意：時間、

空間、情境、體驗、資源等五個層面。 

手工皂的分類與製作方法有：硬皂（CP皂、HP 皂、再生皂、浮水皂）、透明

甘油皂、液體皂、MP 皂等。在如何應用新課綱設計幼兒美感領域教材教法方

面，研究者提出了一份「大家來玩香皂」單元活動設計供教保工作者參考。 

(二)、建議 

1.教學上： 



     a.教保人員應瞭解新課綱及各領域的主要理論基礎。 

     b.教保人員應瞭解新課綱各領域的教材教法。 

     c.肥皂與生活有密切關係，MP皂適合幼兒來玩。 

     d.教保人員可以「大家來玩香皂」為主題，配合新課綱，採統整課程取向，

設計美感領域教材教法。 

2.研究上： 

a.科技大學擔任幼兒教保課程教師，研究如何應用新課綱設計各領域教材

教法。 

 b.科技大學擔任幼兒教保課程教師可與幼兒園教保人員合作，進行新課綱

各領域教材教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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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肥皂的故事 

肥皂名稱 

肥皂是一種作為個人清潔用的界面活性劑。  

魏晉南北朝時（西元 4 世紀），出現了一種新的洗滌劑，名為皂角，又叫皂莢，

它是皂莢樹（豆科）所結的莢果。皂角因含有皂苷，溶於水會產生泡沫，有去污

能力。各種皂莢中，以“肥皂莢ò去污能力較強，氣味較濃郁。宋代時，人們把

除去種子的皂莢煮熟搗爛，加上香料後做成球狀，稱之為ñ肥皂團ò。古人在黃河

流域使用皂角來洗衣服，在長江流域則發現另一種樹的果實，洗起來比皂角更為

肥厚，所以將其取名為肥皂子，也叫肥皂果。後來，雖然人們發明了洗滌劑，依

然使用「肥皂」這個名稱，直到今天。 

廣義上，油脂、蠟、松香等和鹼起皂化或中和反應所得的脂肪酸金屬鹽，皆可稱

為肥皂，通式為 RCOOM，其中 RCOO為脂肪酸根，M 為金屬離子。肥皂中脂

肪酸的碳數一般為 10~18，金屬主要是鈉或鉀等鹼金屬，例如:硬脂酸鈉

（C17H35COONa）。也有用乙醇胺、三乙醇胺等和有機鹼製成特殊用途的肥皂。 

早期歷史 

最早記載類似肥皂的製造，可追溯到大約西元前 29世紀，位於西亞美索不達米

亞的古巴比倫，人們將 1 份油和 5 份鹼性植物灰混合製成清潔劑。大約西元前

23世紀，在巴比倫的泥板上有製造肥皂的公式:水、鹼、肉桂油。 

西元前 1550年，埃貝爾斯紙莎草紙上記載，古埃及人經常結合動物、植物油脂

與鹼鹽，製造類似肥皂的物質來洗澡。埃及的文件上提到:類似肥皂的物質被用

在羊毛編織的準備上。 

不管是東西方，洗滌的成分不外乎是碳酸鈉和碳酸鉀。前者是天然湖礦產品，後

者是草木灰的主要洗滌成分。傳說在西元前 7 世紀古埃及的皇宮裡，一位腓尼基

廚師不小心把一罐油打翻了，他非常害怕，趁沒人發現時趕忙把草木灰撒在上

面，然後再把這些混合了油脂的草木灰用手捧出去扔掉。然後，他把手放到了水

中搓了幾下，手上的油膩竟然洗掉了！從此，廚房裡的人就經常用油脂拌草木灰

來洗手，後來法老王也用拌了油的草木灰洗手。 

人們使用動物脂肪與草木灰（鹼）皂已有千年歷史。  

在歐洲，傳說古羅馬的高盧人，每逢節日便將羊油和山毛櫸樹灰溶液攪成稠狀，

塗在頭髮上，梳成各種髮型。一次節日，突遇大雨，髮型淋壞了，人們卻意外發

現頭髮變乾淨了。又傳說，羅馬人在祭神時，烤牛羊肉時，油脂滴到草木灰裡，

形成ñ油脂球ò。婦女們發現:沾了ñ油脂球ò的衣服更容易洗乾淨。 

考古學家在義大利的龐貝古城遺址中發現了製肥皂的作坊，說明了羅馬人在西元

2 世紀就已經開始生產原始的肥皂。 



中國人很早就知道利用草木灰和天然鹼來洗衣服。魏晉南北朝時（西元 4 世

紀） ，人們把豬胰腺、豬油與天然豆粉混和均勻後，壓製成球狀或塊狀，稱為ñ澡

豆ò或ñ胰子ò，作為洗滌劑。胰子在化學組成上和今天的香皂極相近。 

中世紀史 

西元 6 世紀後期，那不勒斯（Naples）肥皂製造商成為行會會員。 

西元 7 世紀初，開始有化學家用植物油（如橄欖油）、芳香油（如百里香油）與

鹼製成肥皂。在中東約旦河西岸的納布盧斯（Nablus）、伊拉克的庫法（Kufa）

與巴士拉（Basra）地方生產肥皂。肥皂加了香料和顏色，有些是液體皂，有些

是固體皂，還有特殊的刮鬍皂。 

西元 8世紀，義大利和西班牙的肥皂製造是眾所周知的。加洛林牧師會的 De Villis

或 Charlemagne提到:在義大利，肥皂和管家是等值的。肥皂製造與木匠、鐵匠和

麵包師所生產的生活必需品一樣，都是“婦女的工作”ò與“好工人”的產品。  

西元 981年，每塊肥皂賣 3 迪拉姆（Dirhams）（=0.3 Dinars 第納爾）。波斯化學

家阿拉齊（Al-Razi）寫了一個真正的肥皂配方手稿。西元 13世紀時，發現的手

稿裡有更多肥皂製造的細節，例如採用芝麻油、鉀料、鹼和一些石灰，混合在一

起煮。煮好後倒入模具，讓皂成型，成為固體皂。 

近代歷史 

西元 16世紀，在歐洲生產更精緻的肥皂，使用植物油（如橄欖油），而不是動物

脂肪。其中許多肥皂仍在生產，包括工廠和小工作坊的藝術師。由義大利最古老

的ñ白色香皂ò所推出的卡斯蒂利亞肥皂（Castile Soap）是一個流行的例子，它只

用蔬菜油，不用動物油。 

西元 18世紀，法國人利用鹽及石炭製作“人工蘇打”，取代傳統自灰燼中製作

鹼汁。 

早期的肥皂是奢侈品，直至西元 1791年，法國化學家盧布蘭（Lubran）用電解

食鹽的方法廉價取得了鹼，從此結束了從草木灰中取鹼的古老方法，可以大量生

產固體皂。由於工業化國家已了解到保持衛生可以降低病原微生物群，肥皂已成

為世界性的需求。在歐洲和美國的肥皂公司廣告訴求的重點，即為促進人們了解

清潔與健康的關係。 

西元 1823年，德國化學家契弗爾發現脂肪酸的結構和特性，肥皂即是脂肪酸金

屬鹽的一種。 

液體皂是固體皂之外的另一種選擇。直到西元 1800年，才出現液體皂。威廉．

薛費德（William Shepphard）在西元 1865年獲得液體皂的專利。液體皂改變了

世界清洗的方式，用它來清洗身體、衣物、櫃檯、浴室非常方便，效果也很好，

而且較不會有皂液殘留在衣物裡。 

西元 19世紀，德國人發明以電解食鹽水製作氫氧化鈉。自此之後，由於苛性鈉

的普及，讓肥皂從原本只有王宮貴族買得起的商品，搖身一變，變成平民百姓的

日常生活用品。  

到了西元 19世紀，才有企業投資肥皂的生產。 

http://en.wikipedia.org/wiki/Castile_soap


西元 19世紀末，製皂工業由手工作坊轉化為工業化生產。 

在此之前，肥皂的製造，靠的是有經驗的工匠。利用油脂與鹼汁的比例來調製，

由於沒有資料可參閱，經常因為無法凝固而重做。  

拓荒時期的美國，人們會在初春天氣暖和的時候，選擇一天，召集全村的人來做

肥皂。 

西元 1922年，雜誌為棕欖香皂打廣告。 

現代歷史 

從各方面條件來看，肥皂市場有相當大的成長空間。而人們對於手工皂的需求，

不論是鈉皂與鉀皂都是與日俱增。近年來，手工皂玩家在配方、技法、添加物，

或造型、色澤上，不斷地推陳出新、精益求精，不僅讓居家生活更環保、衛生、

多采多姿，也增添了不少樂趣與藝術之美。 

 

二、童玩風車皂 

利用鋼圈將皂壓出方形片，再加以變形，做出一支好玩的風車皂。拿著它在

花園裡隨風追跑，彷彿回到童年時光，回味無窮! 

 

做法： 

1.將約 65克的白色皂基+5 克的純水熔解。 

2.在 55℃時，加基底油+精油，輕輕拌勻，倒入吐司模中（形成第一層）。 

3.在 55℃時，再將 65克的白色皂基+5 克的純水熔解。 

4.第一層稍乾時，噴上酒精。將步驟 3 的白色皂液加基底油+顏色+精油，輕

輕拌勻，倒在吐司模第一層的上面。 

5.凝固後脫模，形成薄片。 

用四方型鋼圈將薄片壓出一個四方形片。 

6.在四方形片中心處放一個一塊錢的硬幣。 

用剪刀從四方形片的四個角剪到靠近硬幣處。 

7.將不同的對角折起來，中間用透明皂液粘上一個小花薄片。 

背面再粘上一根細棒，就 OK 了。 

 

小叮嚀： 

1.皂液中加了 5~8%的純水，是為了讓皂容易彎折。 

2.由於皂含了一些水，因此甘油較不會吸附空氣中的水份，也較不會冒出。 

3.含了一些水的皂有較易褪色的缺點，所以皂液的顏色可加深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