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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篇文章目的在於介紹新興動物輔助治療－療癒雞。其包含療癒雞的背景與起源，

以及移動式雞舍、團體活動等療癒雞常見的輔療方式，並透過筆者自身經驗，揭

開療癒雞的神秘面紗。 

 

近年來，綠色療癒的興起讓許多新興動物輔療進入了大眾的視野，其中花蓮的黎

明向陽園更是借鏡英國母雞力量 HenPower 計畫，首創了用雞進行輔療方式協助

進行社區療癒活動。除了善用雞的生物特性設計療癒雞活動，讓療癒雞成為輔助

中高齡身心障礙者與失智老人的好幫手，黎明向陽園更設計出了「移動式雞舍」，

目的是讓輔導對象在家中的環境也能養雞，找到生活目標、尋得生活技能，並在

與雞相處的過程從中得到療癒。有幸在黎明向陽園的協助下，筆者與其團隊在大

學期間將移動式雞舍帶入東華大學，與東華幼兒園進行為期一年的合作，並飼養

與訓練了三隻療癒雞。與幼兒園的合作包含設計不同年齡層（幼幼班、小班、中

班）適合的療癒雞課程，並且定期前往幼兒園帶療癒雞活動。透過每次記錄幼兒

在活動過程的肢體語言、情感反應，以及師長在療癒雞活動後的反饋，得以修正

往後的活動設計及統整活動之成效，更擴大了療癒雞服務的族群或年齡層，並朝

推廣到花蓮甚至台灣各社區努力。 

 

回顧計畫的規劃與執行，大學四年間從療癒雞志工到自己設計療癒雞活動，讀者

可以了解筆者在推行療癒雞計畫的種種阻礙，但更能從活動後的正面反饋看見對

療癒雞發展的期待與展望。 

 

關鍵字：兒童、療癒雞、動物輔助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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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 

動物輔助治療（Animal Assistant Therapy, AAT）是一種新興的輔助治療療方

式，因其發展歷史較短，導致大眾對其認知有侷限性，時常發生與寵物混淆或是

完全不了解的狀況。因緣際會下，筆者在大學的服務學習場域中接觸到了療癒雞

動輔服務模式的開發歷程。即使初期因為療癒雞動輔服務還未成熟，服務活動的

內容較枯燥，但對療癒雞的喜愛讓筆者堅持參與療癒雞相關活動直到畢業。筆者

也利用在黎明向陽園的志工時間，學習如何飼養療癒雞與設計相關活動，並透過

參與動物輔療相關講座與工作坊、選修動物福利課程等，增進療癒雞的知識。而

大三的專題，筆者組成了自己的療癒雞團隊、飼養了自己的療癒雞，並親自設計

療癒雞動輔活動，最後將場域定在東華幼兒園，也把療癒雞服務範圍從身障者與

長輩擴大到兒童。 

  長達三年半投入在療癒雞服務，筆者透過機構的統計與自身的觀察，發

現部分個案透過撿雞蛋或飼養療癒雞的過程（換水、餵飼料等）會提升自身價值

感。也發現在療癒雞的陪伴下，獨居長輩的孤獨感下降；例如個案會自行增加一

天內去看療癒雞的次數，即使只是隨手摸一下雞或是站在旁邊觀察他們，對於個

案而言尌已經達到了陪伴的效果。而這些令人興奮的成果，也讓筆者更堅定了要

推廣療癒雞進入社區的決心。但現實卻是在推廣療癒雞的過程裡筆者時常找不到

場域合作，實際詢問拒絕的機構，會發現大眾對動物輔療的印象依然停留在狗、

馬等，對「雞」則是「髒」或「臭」等偏見。這也讓筆者明白，只有更多人認識

療癒雞，才能擺脫大眾對雞的刻板印象。藉由此次寶貴的機會，筆者將從自身經

驗揭開療癒雞的神秘面紗，讓更多人認識這種迷人的新興動物輔療－療癒雞。而

這篇文章，便是初探本計畫的實行成效，以利進一步研究。 

貳、研究目的 

本研究具有以下目的： 

 

一、認識動物輔療與介紹療癒雞 

 

如動機所說，療癒雞是一種新興的動物輔療，因諸多以雞作為療癒輔助來源

的不了解，造成在場域的推廣在初期有著相當的阻礙。透過療癒雞的基礎介紹，

讓讀者更清楚療癒雞是什麼？並協助讀者區分療癒雞活動與移動式雞舍的區別。

藉由對療癒雞的認識，讓讀者打破對「雞」的偏見。 

二、評估療癒雞推廣至社區的可能性 

 

  筆者與其團隊最終的目標尌是能將療癒雞推廣至社區。已知療癒動物的



 

陪伴對改善獨居長輩的孤獨感或失重感是有一定成效的，筆者期望透過團隊在幼

兒園實行的療癒雞計畫，結合機構在長輩身上的成功經驗，將療癒雞帶入社區中

的一般家庭，造福大眾。而筆者也將透過自身經驗的回顧，探討在推廣療癒雞遇

到的困難、阻礙，讓更多想參與的讀者可以事先注意到相關問題，增加推廣至社

區的可行性。 

叁、文獻回顧 

一、認識動物輔療 

 

從古老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中，便發現動物持續被運用在居家照護中，但一直

到人稱「寵物協助療法之父」── Boris Levinson 受到心理精神分析學派啟發，並

結合自己的研究，才讓人們開始重視人與動物之間的互助關係，並於 1980 年代

開始發展「人與動物關係」的輔療領域（葉明理，2005）。Berget 和 Braastad（2011）

曾提過三種動物輔療的益處：首先，動物對降低人的壓力和焦慮有正面影響；其

次，動物可以促進和加強人類的社會互動；最後，可以幫助個人發展其自我效能。

而葉明理、廖華芳及陳秀宜（2002）則將現行的動物輔療之做法、模式分為四種：

動物輔助治療(AAT) 、動物輔助活動(AAA)、  伊甸園模式及動物輔助模式

(AAS)。 

（一）動物輔助治療(AAT) 

動物輔助治療（Animal-Assisted Therapy AAT）是泛指以特定或是條件合適

動物做為媒介，將牠們適當地融入人類教育環境或是健康照護中，並同時顧及人

類與動物雙項福祉的理念下，達到醫療照護、教育目的、心理支持、及提升生活

品質等目的的作法（葉明理，2005）。當人類撫摸動物時，大腦會分泌多巴胺、

腦內啡等化學物質，進而達到緩和情緒、思考，使人們變得平靜（賴逸以，2016）。

透過受過專業訓練的動物與專業人員，有計畫的運用動物介入的方式協助個案，

提升個案身心與精神的成長(葉明理、廖華芳及陳秀宜，2002）。而個案是否適合

動物輔助治療也需要接受完整的評估後，才能決定。並以案主的需求、治療目的、

以及治療後想達到的程度作為設計活動的基礎。動物輔助治療透過設定階段性目

的，由淺入深，讓個案慢慢恢復，並一步步給予個案信心與成尌感(陳麗茹，

2009)。 

（二）動物輔助活動(AAA) 

讓動物以娛樂性、單純相伴的方式來改善個案的狀況，服務的動物也會經過

篩選。每次活動並不一定會有特定的治療目標，活動過程也不要求紀錄或是評估，

主要目的在於營造人與動物和諧、愉快的相處情境，在此模式中工作的動物被稱

為娛樂性動物(Recreational Animals)， 像騎馬、海豚表演等都屬之(葉明理、廖

華芳及陳秀宜，2002）。 

（三）伊甸園模式 



 

此模式又稱為「人性棲地模式」，此模式強調將醫療機構型的照護體系轉變

成像家一樣的自然模式，協助病患在機構中營造家的氛圍。此模式中的動物不需

受過特別訓練，而動植物與陽光則是不可或缺的元素，。(葉明理、廖華芳及陳

秀宜，2002）。 

（四）動物輔助服務(AAS) 

此模式是透過訓練合宜的動物協助生理障礙的人完成部分生活自理，在此模

式中工作的動物叫做服務性動物(Service Animals)，通常都需要受過嚴格訓練，

導盲犬、緝毒犬等均屬之 (葉明理、廖華芳及陳秀宜，2002）。 

由於他們的工作是提供人類服務，因此通常具有工作責任制(許智傑、謝政

廷，2009)。 

 

二、療癒雞動物輔療方案初探歷程 

 

現今台灣發展最成熟的系統為犬類動物輔助治療，例如狗醫生大使。還有其

他種動物亦在台灣參與動物輔療的活動，如：海豚、馬等（葉明理，2005）。在

動物輔療活動中，透過不同動物的本能、特性，甚至是毛的觸感，都可以帶來不

同的輔療效果 (陳麗茹，2009)。近年來，雞也成為療癒動物的其中一員。在英

國的非營利性藝術創作基金會「平等藝術」（Equal Art）所推行的 HenPower 計

畫，希望老人們可以藉由養雞增加和他人互動交流的機會、加強和他人的 正向

關係、降低孤獨感與憂鬱感，並促進老年人的生活福祉與健康（Equal Art,2018）。

養老院的員工在進行 hen-keeping 活動時發現長者在與母雞互動時是愉悅的，並

且母雞是長者與參與這項活動的其他人進行社交互動的刺激因素。在 Henpower

計劃中也有一個假設，即人與動物的交互作用可以為參與者帶來積極的好處。簡

單來說，特定目的養雞可以加強社會互動、享受生活和增進生活質量等。這些結

果與動物輔助治療（AAT）之間存在相似之處，也是療癒雞構想的雛形－透過人

與雞的交互作用，增進個案在認知、情緒、社會人際、教育、復健、壓力調適等

功能（Equal Art,2018）。 

而目前位於花蓮的黎明向陽園在 2017 年開始採用此服務模式用於花蓮地區

的社區計畫，借鏡英國 HenPower 計畫，將雞納入正式的動物輔助治療系統。藉

由多年的養雞經驗與雞的生態特性，於民國 106 年開始與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

理學系及該校社會參與中心，結合機構、療癒理論、社區方案，首次的帶著蛋雞

在花蓮的社區進行「大得雞力計畫」，讓療癒雞成為幫助中高齡身心障礙者與失

智老人的幫手（黎明喜樂誌，2017）。而療癒雞與治療犬的不同在於飼養療癒雞

不一定需要特定的主人。葉明理（2009）表示，犬隻必頇經過單一飼主嚴格的訓

練並通過階段性測詴才能正式成為治療性動物，而經過訓練的犬隻只有不到 15%

可以通過測驗。相較之下，療癒雞則是在挑出較親人的雞之後，便能發展訓練。

不過，縱使訓練及飼養療癒雞目前不需要經過治療犬一樣嚴格繁瑣的考驗，療癒

雞的確不如狗一樣和人可以密切地互動聰慧，所以活動過程也多數需仰賴專業人



 

員的操作，更待自然資源、社區與心理教育等專業人士共同發展此一療癒服務模

式。 

目前，黎明向陽園所開發的療癒雞基本上分為兩種服務進展（黎明喜樂誌，

2017）； 

（一）療癒雞的輔癒活動 

以雞為主題的系列活動（擁抱雞，藝術手做等），和雞對話降低寂寞感和憂

鬱感，增進人際互動。 

（二）移動式雞舍 

在宅或機構小空間養雞專用，為行動不便或高齡者設計，並在照顧雞的過程

中找到生活目標，重新建照價值感。 

這兩種方式都是動物輔助治療借鑒動物與人類之間聯繫，以幫助維持個人的

功能並優化生活質量。（附錄一） 

 

三、動物對兒童在日常生活中的的療癒輔助 

 

（一）寵物與兒童  

研究指出，美國許多家庭許多父母認為動物不只可以陪伴自己的孩子，也會

讓兒童變得敏銳、有責任心與同理心，所以會在家中飼養寵物（曹維真，2009）。

不僅在家庭中可能會有動物相伴，在美國許多學校也會在學校課程中融入動物輔

助活動(AAA)或動物輔助治療(AAT) (引自曹維真，2009)。Linder, Mueller, Gibbs, 

Alper 和 Freeman (2018)曾實驗動物介入對於學童的閱讀技巧與態度是否有影

響，實驗結果支持動物的介入對於孩童的讀寫能力和對閱讀的態度有益處。 

（二）動物對兒童的幫助    

動物的陪伴除了在心理上感到溫暖，對生理功能上也有一定程度的助益。感

覺統合的基礎是由運動和感覺神經系統交互作用後形塑出特定的神經連結，並影

響著後續高階的大腦功能，如：認知、知覺功能等（姚開屏，1997）。最早期的

三個基礎感覺系統是本體覺、觸覺和前庭覺，若發生障礙則有可能表現出姿勢控

制不良、視知覺動作障礙、動作不協調等行為障礙。協助有感覺統合障礙的孩童

通常會有觸覺刺激的訓練（感覺統合治療，2018），而撫摸動物的毛皮或許也能

對兒童感覺統合有幫助。 

肆、研究方法 

本研究屬於參與式行動研究，從自然資源、動物學與心理學的知識理論形成

了進入場域的方案。以積極的研究者進入場域，而非傳統的旁觀式的中立性社會

科學研究。從目前已存在的「行動研究」模式， 本研究以「行動研究」作為「研

究即是直接觸發理解與改變」的具體行動，研究場域中所發生行動的現時性、動

力與經驗的延展反思作為整體資料的原點。研究者在這樣的設定之中並非全然客



 

觀中立的角色，而是在場域之中一起參與同為研究資料來源的整理者。Argyris, 

Putnam, and Smith (1985)尌指出，提供釋放改變的可能方向(generating liberating 

alternatives) 以及挑戰現狀(challenging the status quo)是此一研究取向的重要目標，

旨在揭示個人與團體行為所在的現場處境，並明瞭如何改變這最是理所當然的基

礎。在本研究計畫之中，研究者與研究團隊同時也是在志工團隊陪伴工作的第一

線成員，與罕見疾病家庭「共有」一段長時間的生活共伴經驗，從這樣的參與性

為基礎，形成參與式的行動研究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PAR)設計。 

Deshler 和 Ewert 在 1995 年的提醒中提到，探問的推動力可能有不同的來

源，包括外來的個人與團體，因此我們需要去省思陪伴的形成歷程本是一個倫理

與責任逐漸形成，情感逐漸彼此依附的共有經驗。其中涉及機構、家庭、社會文

化等等的因素。兩人在 1995年的論文中也提到，PAR 的目標在於發展在地知識

(localized knowledge)，而「彈性」(flexibility)是  PAR  方法 論的重要要求，對

參與者擁有權力與知識的過程需要釐清與檢視，不宜採取具體但僵硬的研究方法

論。PAR 是個行動-研究的互換循環歷程，伴隨著有系統地反思的在彼此參與的

過程中形成意義。無論是研究者或是參與者，都一同進入行動與反思的交互循

環。 

經由多次的場域溝通，此研究最後在花蓮縣東華大學附設幼兒園執行，實驗

對象為東華幼兒園學童，年齡約 3~6 歲。進行為期 16 周的療癒雞動輔活動，每

次活動 40分鐘，活動內容包含兩大類結合生態： 

（一）觀察與擁抱療癒雞 

經過方案的設計，本研究將三隻訓練過的療癒雞帶入幼兒園的場域，讓兒童

從瞭解雞的生物習性以及生態功能，開始銜接與兒童的生活經驗，例如從活動中

觀察雞的移動方式，並且教導與療癒雞互動，從生活經驗的重疊之處達到眾多知

覺統的目標合。內容包含讓兒童餵雞，或是擁抱雞，直接性接觸療癒雞。透過分

享撫摸雞的觸感，達到促進情緒與認知等功能。 

（二）療癒雞相關勞作 

透過療癒雞的照片、雞爪印或是蛋殼作畫，達到創造力的發想，以及促進同

儕間的互動，以創造共同話題。（附錄二） 

活動過程皆有合格證照的動物輔助治療師協助督導，並且有獸醫師定期檢查

療癒雞的身體狀況。資料蒐集方式為行為觀察報告，觀察兒童在活動進行前後的

變化，以及蒐集老師家長的發現。由於此研究為前期計畫，數據並不是和量表分

析，所以暫不使用量表去測量。而活動進行的注意事項為，頇隨時注意療癒雞的

動物福利，如果在活動過程療癒雞有不適會立刻暫停活動，更換其他療癒雞，並

且不能要求療癒雞做出違反天性的活動。（附錄三） 

伍、小結 

透過此研究，筆者與團隊透過在幼兒園觀察兒童與療癒雞互動的觀察紀錄，



 

統整出以下幾點發現： 

1. 療癒雞（動物）對兒童的吸引力大，能讓他們更專注在課堂上，搭配療

癒雞教導的知識也較易被吸收或接受 

2. 療癒雞的體型適中，能讓所有參與活動的兒童都看見，卻不會大到讓他

們害怕。其行動相較貓狗也比較緩慢好控制，兒童接受度高 

3. 原本較無意願參與活動的兒童，接觸療癒雞後願意和同學一起參與摸雞

或餵雞 

4. 摸雞的過程能觀察到兒童在思考，原本較粗魯的行為放緩外也會主動提

出如何與雞相處的疑問 

5. 兒童在看見療癒雞或與療癒雞互動時，會表現出愉悅等正面的肢體及情

緒 

6. 兒童會詢問以及表現出對下一次療癒雞活動的期待 

7. 透過活動後的分享，兒童間接地影響家長與老師幼兒園老師對於雞的認

識（從食物到可以促進人與動物的關係） 

藉由以上幾點觀察，筆者與團隊推論出療癒雞在一定程度上能提升兒童的情

緒或人際等功能。並且發現透過接觸療癒雞，看見兒童對生命的尊重並接受其個

別性。也期望透過更長期的觀察，統計較明確的數據，證實療癒雞的普及是有益

的。而在療癒雞個別活動的過程中，除了能讓兒童了解療癒雞的詳細資訊，也能

透過介紹雞的生活型態及需求傳授自然知識。筆者期望除了在活動中增進認知、

教育、心理等功能，兒童在學習過後也能影響家長在自家引入移動雞舍，進而在

飼養療癒雞的過程達到自我療癒的成效。（附錄四） 

陸、回顧執行與未來展望 

在接納新興的輔療並將其推廣出去的路上，難免會遇到許多挫折與障礙。像

是療癒雞是學術界都不甚熟悉的領域，在獲取資料上困難重重，還要面對不了解

的民眾、場域的拒絕等狀況。筆者將回顧自己面臨的問題及如何解決，並且對療

癒雞的未來抱有什麼樣的期待。 

 

一、從挫折中站起來，從拒絕到接納療癒雞 

 

從實行計畫起初，筆者與團隊被心儀的社區多次拒絕，即使後來順利聯繫到

幼兒園，也要面臨各界的擔憂。而飼養療癒雞也是很大的難關，需要飼養的經費、

場地，還需要隨時掌握牠們的健康。慶幸的是，筆者與團隊透過創新的計畫，連

續一年半申請到學校的社群計畫獲得經費。並透過指導教授串聯機構，在東華找

到適合飼養療癒雞的場所與協助維持療癒雞健康的獸醫。（附錄五） 

而在幼兒園進行療癒雞活動後，兒童臉上的笑容、對療癒雞的喜愛、對課程

的期待也打破家長與老師的憂慮。兒童參與療癒雞活動後的正向回饋也帶動家長



 

的關注，讓幼兒園持續洽談未來的合作。從黎明向陽園在獨居老人與身障者的成

功，以及筆者在幼兒園得到的正向回饋，讓筆者對社區未來接納療癒雞保持樂觀

的態度。 

 

二、未來療癒雞推廣計畫 

 

期待能以量表的方式統計分析，以提升療癒雞的信效度，讓學術界更看見療

癒雞。並希望透過兒童參與活動後的回饋，吸引更多人的好奇及興趣，進而引薦

移動雞舍進入附近社區的個別住戶（對療癒雞有興趣並願意嘗詴移動雞舍的人），

並透過個別住戶的經驗分享，引起其他未接觸療癒雞的住戶的興趣。筆者期待幼

兒園的研究只是起點，經由成果數據化以及進入不同服務場域，讓療癒雞跟治療

犬一樣有一套系統化的檢定和認定，達到更好的規劃和執行，進而推廣至一般社

區甚至擴及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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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療癒雞介紹 

 

 
資料來源：黎明向陽園（2019年 5月 15日）。綠自然照顧【線上論壇】。取自   

       https://reurl.cc/D89YN 

 

 

 

https://reurl.cc/D89YN


 

 
筆者與團隊舉辦的療癒雞活動體驗工作坊 

 

 

 
筆者與團隊搭建的移動式雞舍 

 

  



 

附錄二 東華幼兒園課程設計 

 

活動方案 

 

  

課程主題：認識療癒雞 

上課時間 35分鐘 課程日期  指導員 胡翊軒 

月份/季節 4月 活動人數 11人 年齡 4歲 

長期目標 

短期目標 

1. 認知︰ 

2. 生理：感官刺激，透過撫摸安定小朋友的躁動 

3. 社交︰透過體驗，讓小朋友彼此間有話題。 

4. 心理：透過和動物的互動，紓解身心壓力。 

活動備材 療癒雞 1隻、寵物籠、保潔墊、工作人員圍裙、浴巾、酒精、衛生紙 

 

  

注意事項 注意時間掌控、在參與者情緒激動時即時做出安撫或暫時中斷 

課程流程 內容 步驟 時間 

引起動機 預備 1.自介紹和問小朋友知不知道今天要做什麼？ 

2.講解規則：不可以大叫、有問題可以舉手等老師點你 

3 

 

課程進行 

 

認識神秘的牠 目的：了解小朋友對雞的認識程度 

過程：舉手回答（Ｑ１：雞長什麼樣子？Ｑ２：雞可以做什麼？） 

目的：讓小朋友知道該怎麼和療癒雞相處 

過程：用 ppt給大家看幾個情境（溫柔的摸雞、輕聲細語），最後解

釋如何正確與雞相處。 

10 

 

 

 

摸摸我 目的：讓小朋友體驗摸雞 

過程：請小朋友圍成一個圈，輪流走到前面摸雞（一人大概３０秒），

如果有不敢摸的也可以先用看的，或是老師幫忙引導（期間要不斷注

意小朋友的反應和雞的狀況） 

 

15 

4.心得分享 目的：整理今天活動的體驗，了解小朋友的感受 

過程：請小朋友舉手發表今天的想法（ｅｘ：雞很好摸或是雞很可

愛〃〃〃〃） 

5 



 

附錄三 幼兒園活動觀察記錄 

 

團體活動紀錄表 
 

活動名稱：認識療癒雞 活動次數：2（小班） 活動日期：108年04月26日 

活動時間：15:30~16:00 活動地點：東華幼兒園 活動記錄者：胡翊軒 

領導者：胡翊軒 

協同領導者：洪晨瑜 

觀察員：洪晨瑜 

1.團體目標 心理：透過了解觀看療癒雞，紓解身心壓力。 

認知: 透過講解療癒雞，重新建構對雞的想像 

2.物理環境 
教室投影室:寬敞，半開放式 

3.活動過程摘要 
預備 

和小朋友們打招呼，並簡介今日的活動重點，以及自我介紹。 

問小朋友記不記得上次的療癒雞? 

拿出物品問小朋友知不知道今天要做甚麼? 

快來認識我 

目的：讓小朋友了解療癒雞是什麼以及住哪裡 

利用圖像介紹療癒雞還有療癒雞住的房子等 

 （ex:療癒雞只會是母雞因為〃〃〃〃〃） 

問小朋友為什麼需要療癒雞？ 

 （了解療癒雞的功能以及幫助，答對的有禮物（療癒雞貼紙或卡片） 

猜猜我喜歡什麼？ 

目的：讓小朋友知道雞喜歡吃什麼 

請小朋友挑一種他們覺得雞喜歡的草（咸豐草、牧草、小花蔓澤蘭〃〃〃） 

介紹雞喜歡的食物（飼料、雞母蟲、草） 

場復: 

目的：整理今天活動的體驗，了解小朋友的感受 

過程：請小朋友舉手發表今天的想法 

 

 

 

 

 

 

4.活動 

氣氛 

4-1. 

活動氣氛／

領導 

者與成員或

成員間之互

動情形。 

（1)☐非常熱絡 （2)☐熱絡 （3)☐普通 

（4)☐冷漠 （5)☐非常冷漠 （6)☐其他：  

說明： 

1. 整體互動是多的，氣氛不錯，小朋友很踴躍回答我的問題，

但因為沒有實際接觸到雞，所以中間倦怠或是發呆的情形也比之

前高。  

2.小朋友彼此會搶著回答對方的問題，很熱情，但也阻止了一些



 

比較害羞的小朋友發言的權利。 

4-2. 

成員反應情

況。 

（1)☐非常熱絡 （2)☐熱絡 （3)☐普通 

（4)☐冷漠 （5)☐非常冷漠 （6)☐其他： 

說明： 

1.小朋友們的情緒多數時間是高昂的，雖然療癒雞之事可能有點困難，但因

為是滿足對上次療癒雞活動的疑惑，所以參與度算高。 

2.因為特定小朋友會一直搶答，導致有些較安靜小朋友參與度不高，並開始

想做自己的事 

4-3. 

此次所進行

之活動是否

達到活動之

目的？ 

（1)☐有      （2)☐部分有   （3)☐沒有 

 

說明： 

1.小朋友能透過上次療癒雞活動體，舉一反三今天的一些提問 

2.小朋友有在最後的回饋改變以往對雞的想法 

3.可以感受到小朋友是開心的 

 

 

 

5.活動

觀察與

檢討 

5-1 

團體氣氛 

大部分氛圍是好的，不過還是會有在講解較難的知識時，小朋友因為還沒消

化完知識，所以比較沒那麼熱絡。 

5-2 

團體動力 

團體動力是強的，不需要領導者多引導，小朋友尌會想要繼續知道療癒雞的

介紹，並且多數時間是踴躍參與的。 

5-3 

團體事件 

1.因為太多人同時發言，所以場面有稍微混亂一點 

2.某些知識點可能較難，但小朋友接受度還算高 

3.有小朋友阻止其他小朋友的發言，但領導者有讓本來發言的好好發言完 

5-4 

領導者與協

同領導者的

互動 

領導者與協同領導者是各司其職（協同領導者需要錄影跟遞獎品） 

彼此配合默契還不錯，沒有造成場面混亂或小朋友錯亂的情形。 

 

6.團體

評估 

6-1 

整體評估 

整體活動是成功，小朋友對沒有摸雞活動的課程接受度還算高，尤其是理解療

癒雞的範圍，回答特別踴躍。 

但建議未來每次活動還是能安排摸雞或看雞，能從小朋友的問題看出小朋友還

是期待能見到真的療癒雞。 

6-2 

個別參與

情形 

與角色評

估 

1. 領導者與偕同領導者的默契不錯 

2. 小朋友參與意願高,團體結束後的反應也不錯，會舉一反三之前活動學習到的

知識 

3. 小朋友的反應比我們（療癒雞小組組員）想像的更好，小朋友也給予很多正

向回饋（了解療癒雞的認真或詢問下次的課程…） 

 

觀察心得： 

  因為中小班撞課，而這次剛好輪到中班進行摸療癒雞的活動，導致小班無法參與摸雞或餵雞體

驗。一開始以為單純講解療癒雞小朋友的接受度會不高，但意外的是，因為跟療癒雞有關，所以小

朋友表現出的態度是有興趣並且踴躍發言的，也讓我感受到療癒雞的魅力。 

  不過還是希望能多讓小朋友有機會接觸到真的雞，我覺得對於情緒或認知的增長效果會更好。 



 

附錄四 幼兒園活動系列照片 

筆者團隊飼養的療癒雞(Wendy、Poki、Pepero) 

 

活動開始前讓療癒雞放風 



 

與療癒雞互動的幼兒園學生 

 

療癒雞相關勞作課程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