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潭南國小 111 學年度新生入學迎新活動 

一、活動主題：我的成長路上需要您 

二、活動目標：透過迎新活動安排，邀請家長參與孩子

小一新生活的始業式，並承諾陪伴孩子的成長。親師合

作，協助孩子學習共創雙贏的學習情境。 

三、活動項目：（一）、過六關迎向新生活 

              （二）、愛的宣言 

              （三）、班級經營相關宣導 

              （四）教養的省思與親子講座（校長） 

四、活動時間：111年 8月 30日（8：30～9：30） 

五、地點：潭南國小操場、中庭 

六、防疫或雨天備案 

  （一）防疫期間，家長無法入校園，過六關由老師們 

        協助，其餘改為書面資料請學生帶回。 

   （二）若是雨天，過六關改在中庭實施 

※若學校呼拉圈數量不夠時，則改成繩索跳高，定名為

節節高升。 

 



 

 

迎新活動主題：我的成長路上需要您 

一、 過六關迎向新生活： 

（一） 六個呼拉圈代表國小六年，越到後面間隔越

大，需要父母搭把手協助完成。 

（二） 分兩道進行：意示人生總會在競爭中進行，

不論輸贏、挫折都該堅持到最後。 

二、 愛的宣言（宣讀儀式）孩子與父母的宣言，並簽下

承諾書，由校長、老師們做見證。 

三、 班級經營相關宣導：班級相關規範，請家長配合、

協助的地方。 

四、 教養省思：手機父母。從短片中省思。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CWvwPESMVU 

父母對孩子的陪伴，是一種責任，也是必須要盡的義務。 

今日您能陪孩子長大，明日孩子會陪您到老。 



 

五、 親子教育：如何協助孩子成長 

 

圖片來源：親子天下 

 

 



 

 

 

父母：願意陪伴孩子一起學習與成長，直到孩子自立！ 

一、創造利於學習的情境氛圍：關上電視、放下手機，一起拿

起書報雜誌，在一旁陪伴家中寶貝。 

二、用鼓勵引導學習：正向積極的用語，引導孩子建立自信心。 

三、指導做家事：培養負責任的態度及做事的能力，在做家事

中學習把物品排放整齊，並學習灑掃及歸位。 

四、從生活中建立學習的概念：生活即是數學、生活即是語文，

常常和孩子對話。 

五、建立正常作息：培養孩子早睡早起的規律生活，讓孩子習

慣準時上學不遲到。 

六、培養孩子按時寫家庭作業的習慣：每天訂定一個寫作業的

時間，督促孩子確實完成，並請父母簽名。 

七、培養有禮貌的孩子：鼓勵孩子說好話，見人主動打招呼。 

八、讓孩子於日常建立守法觀念：在家中訂定一些規矩，並請

孩子確實遵守。 

 

 



 

 

 

您陪我長大，我陪您到老… 

孩子：會聽爸爸媽媽的話，做好該做的事。 

一、 學習生活自理：起床後自己著裝、梳洗、吃早餐、整理書包。 

二、 練習時間管理：寫作業、梳洗、吃飯、整理書桌、書包及座位的

時間不要拖太長。 

三、 養成自動自發的習慣：不用爸爸媽媽催促，就會主動做事、讀書、

寫作業。 

四、 練習靜心：每天至少要有 10 分鐘的時間處於安靜的時間，讓自己

學會專心聆聽、思考。 

五、 學習表達：有話好好說。把想法透過語言完整說出來，讓人明白。 

六、 學習解決問題：遇到問題，不要急著哭，先思考自己有沒有辦法

解決？或找大人協助。 

七、 不缺交作業：養成準時完成作業的好習慣。 

八、 學習做最好的自己：能守規矩、有禮貌、不亂丟垃圾，能認真學

習，能尊重別人，能把事做好。 

寶貝簽名：           家長簽名：            見證人： 

讓孩子成為最好的自己，必須從小開始培養，但一開始需要父母帶領。 



 

 

 

 

已經小學囉！請協助指導孩子遵守班級各項規範。 

一、 正常作息，準時上學不遲到。 

二、 上課有規矩： 

（一）上課鐘響，立刻進教室坐好。 

（二）靜心讀經 3分鐘。 

（三）課堂中發言先舉手，經老師同意才說話。 

（四）上課專心聽講，不分心。 

（五）下課時收拾桌面，靠好椅子才離開。 

三、集合有秩序：不爭先恐後，不推擠、不說話。 

四、置物有序：垃圾不亂丟，抽屜、餐具、潔牙用具排放整齊。 

五、待人有禮：主動問好，口說好話、不失禮。 

六、收拾書包：每天記得檢查作業簿，並將作業、文具排放整齊。 

七、惜福愛物：不浪費食物、不破壞公物、珍惜物資。 

八、家庭作業：每天按時完成回家功課，請家長在聯絡簿簽名。 



 

 

請撥空閱讀以下內容： 

本文資料來源：整理自雅文聽語期刊 29 期、親子天下 

一、生活自理是第一步 

升上小學後，孩子必須學習獨立照顧自己，家長應該培養孩子起床後

自己著裝、整理書包。當孩子越能獨立完成事情，家長就越能放心。 

二、練習時間管理 

小學需較早到校，家長可建立孩子早睡早起的習慣，若要訓練孩子自

行起床，家長也可替孩子準備鬧鐘，並養成孩子在時間內完成上學準

備。孩子上小學後，必須聆聽鐘聲，注意上、下課時間，並在時間限

制內做好該做的事情。倘若孩子總是拖拖拉拉，做事情救回缺乏效率。

當孩子於規定時間內完成事情，家長可以增加遊戲時間或口頭讚美以

示鼓勵。唯有讓孩子學會控制時間，孩子才能成為時間的主控者。 

三、養成自動自發的習慣 

進入小學階段，老師會要求孩子自動自發完成事情。但孩子對事情的

主動性和責任感需要時間培養，家長可從生活著手訓練，例如：家事

分工、學用品準備等。當孩子做決定的次數越多，責任感就越重（Foster 

& Jim, 2006/2012）。在孩子主動完成事情時，蓋章或累積點數換取獎勵

或用「檢核表」列出工作檢視項目，幫助孩子自我管理的能力。 



 

四、專注聽取長句 

入小學後，孩子需要聆聽一堂約 40 分鐘的課程，一開始可能會難以適

應老師講話的步調。家長平日與孩子對話時可拉長句子長度，或親子

共同閱讀繪本，越早累積孩子聽長句、短文的能力，越能建立孩子學

習的專心度。給予孩子多元生活經驗及大量的語言刺激，閱讀就是最

好的途徑，父母陪讀很加分。另外，孩子年紀小，身旁的人總會「主

動」重複多次，但為了讓孩子能夠獨立於社會立足，應讓孩子知道不

專心聽的後果，讓孩子瞭解專心聽的重要性。 

五、讓孩子為自己代言 

孩子進入小學後，除了需適應團體生活，也要學習接納自我、尊重差

異。當他們發現同學與自己有所不同，難免會想主動提問，或是以嘲

笑的方式來應對。往往他人不友善的反應，會影響孩子對自我的評價。

讓孩子更有自信的面對自己，最好的方式便是讓孩子大聲說出自己的

想法，這正是孕育孩子自我認同、尊重差異的過程，孩子也能在接納

自我的同時，更融入群體、為自己發聲。 

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培養孩子問題解決能力與父母的教養有關，家長身體力行，才能讓孩

子加以仿效。家長可和孩子討論遇到不同問題的處理方式，藉此增進

孩子情境應對的技巧。 



 

七、讓孩子成為學習的主人 

孩子的氣質養成多與家長有關，「直升機父母」或「軍官父母」的教養

方式皆無法讓孩子學習獨立，隨著子女逐漸成長，父母的教養方式也

應有所調整，過多的助力反而在未來卻可能成了阻力。父母在學前階

段投注許多心力與關愛，待孩子進到學齡階段，則需釋出較多的信任

與自由空間，此時，傾聽與提供策略才是養成孩子獨立的最佳方法。 

孩子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多讓孩子在學習上主導，練習獨立，才能讓

他思考、應對，以增進自我決策的能力。在此勉勵家長們仿效大鳥讓

幼鳥學習飛翔的作法，用等待與陪伴取代督促與代替，才能讓孩子早

日展翅高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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