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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遊戲教學的課程領導

•九龍迦南中英文幼稚園

•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賢貞幼稚園



本校推動遊戲教學 ……

• 教師的專業教學設計、學校空間及課程編排的配合；

• 課程領導者的帶領與協調

• 校長及課程主任會分享如何建基於校本課程的優勢，
因應學校獨特的環境作出靈活的調配，並考慮教師的
教學範式而開發出既活潑又有趣的遊戲教學，同時推
動校內的教師建立專業學習社群。



課程領導如何協助老師反思?

• 教學設計

• 教學技巧

• 活動的趣味性

• 時間運用

• 幼兒的參與



課程領導如何「放手」?

• 課程的剪裁

• 對遊戲觀念的改變

• 時間及空間的運用

• 3E-賦權、表達、探索

• 同儕間合作



未來發展及教師專業社群的建立

• 三年發展計劃

• 首年先於各級引入切入遊戲

• 逐步優化老師策劃及帶領遊戲的技巧

• 同儕觀課及友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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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見問題

1. 太多內容,失去重點
2. 有時會忽略幼兒的生活經驗
3. 過於著重高結構物料,落在「似唔似」的

問題上
4. 課程之間的橫向/縱向連繫
5. 家長參與性不足
6. 著重活動,忽略回顧及計劃

(plan, do, review)



Why是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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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4大元素：目標、內容、方法、評估
先一同遊戲：
每次都有遊戲，讓教師先經歷遊戲的樂趣、
解難、協商、溝通……

以「遊戲」為中心?



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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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的改變從參與開始
課程領導的角色那麼多,但所有角色都是
面向別人, 而不能閉門做車
所以參與在其中是關鍵

、參與、再參與



充份參與的挑戰：
課程VS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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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做那樣時,很多時考慮其:
~重要性
~緩急性



主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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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刻完全摒棄
➔➔在這基礎上先好好運用



Em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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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權教師去設計課程
課程推行必須要靠老師

選擇權➔➔擁有感➔➔承擔感

➢ 被尊重和接納
➢ 勇於表達
➢ 自信心增強



Expl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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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不同方法的可能性
引發好奇心和興趣
親身參與
在鷹架下，逐步思考、解難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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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推行需要充分溝通
讓教師充分表達
多元方式/途徑表達

➢ 有信心地與別人溝通
➢ 建立彼此尊重
➢ 相同教案,不同演繹



15

○ 建立團隊共同備課的文化
○ 以知識、技能、態度方面訂定設計

框架
○ 教師對遊戲教學的認同和肯定
○ 教師看見幼兒在遊戲時的表現，

感到雀躍和興奮

學校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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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是可能的！！！！！！！！
成長就是改變！
教育的目的就是成長（改變）

我相信：
教育的授體-學生
教育的賦予者-教育工作者
都能持續成長!

持續更新改變!



主題:教學實踐經驗

•浸信會培理學校

•救世軍白田幼兒學校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幼稚園

•駿發花園浸信會幼兒學校



級別 : 高班
主題 : 奇妙的水



知識：1. 認識水的來源

2. 認識水的用途和特點

3. 知道水的形態

技能：1. 探索及觀察冰塊溶化的現象
2. 探索會在水中溶解的東西
3. 觀察水的流動及承托力
4. 觀察東西浮沉

態度：1.  能欣賞冰雕的外形
2.  建立珍惜用水的態度
3.  培養節約用水的習慣
4.  培養公德心

透過遊戲和學習活動，兒童能



故事引入

利用<<小水點的旅行>>作引入，讓幼兒初步認識水的循環，並提問幼兒……

增潤遊戲

副題一：水的認識

-校園小偵探︰幼兒找尋學校的水源及水流動的情況。

-水的迷宮︰ 嘗試利用水管設計水的迷宮，觀察水的流動。

-企鵝站冰塊︰認識水與環境及動物的關係，了解冰川融化對極地動物的影響。

小任務

-記錄於家中用水的情況

-與家人訂立珍惜用水的計劃



增潤遊戲

副題二：好玩的水

- 音樂水杯︰探索利用细棒敲打不同容量的水的水杯所發出的聲音

-冰雕之美︰欣賞冰雕影片，然後運用四肢創作冰雕的型態

- 救救小玩具︰嘗試用不同方法把冰塊融化，取出冰塊內的玩具，了解冰遇熱

便融化。

- 水槍噴噴噴︰利用水槍、噴壺作噴畫，觀察水混色的效果。

- 溶解實驗︰用冷水與熱水沖不同的飲品，觀察兩者的分別。

- 浮沉實驗︰幼兒自選物品，或把泥膠搓成不同的形狀放於水中進行浮沉實驗。

- 大力士小水點︰把錫紙搓或摺成不同形狀，令其沉於水中，又把小熊放在

不同紙質的小船上，觀察不同質料的小船於水中的承托力。

小任務 幼兒自行清洗及晾乾小毛巾，觀察小毛巾由濕變成乾的過程。



活動目標︰

➢認識水的來源

➢觀察水的流動
團討︰

➢發現水向下流

➢當水管內水流太急或太多時，水會

流到其他地方(如向上流、倒灌)

➢ 明白大廈的水的傳遞方法



活動目標︰

➢觀察水的流動

➢觀察混色的效果 團討︰

➢發現水槍內的壓力令水噴出來

➢水向下流

➢混色的變化

➢可用顏色水在畫紙上寫字



總結︰

幼兒對遊戲學習的得著

➢幼兒投入及享受遊戲的樂趣

➢學習更主動

➢提升觀察力及探索精神

➢多留意身邊的事物，將所學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對所學知識更深刻

➢提升語言表達能力

➢提升協作及溝通能力



老師的反思及建議︰

➢老師宜賦權給予幼兒更多思考與探索空間

➢老師把握時機介入幼兒的遊戲中作為玩伴

➢鼓勵幼兒表達他們心中所想

➢持續鼓勵幼兒將所學應用於生活中

➢善用團討總結學習

➢在遊戲教學評估中，宜更立體全面作評估



級別 : 高班
研習主題 : 樹木



老師在幼兒進行切入遊戲時的觀察
幼兒對植物的初步認識：

◼生長過程

◼不同大小和形態

◼需要水份

◼幼兒對樹木興趣最大

老師按幼兒的興趣發展專題研習方向：樹木

第一階段—切入遊戲



第二階段—「樹木」

•幼兒輪流說出樹的外貌特徵時，他們發現
各人所描述的樹都不一樣

•教師適時加入遊戲—「樹木扮演大賽」

•幼兒藉此認識不同種類的樹



幼兒對樹木結構產生興趣，並帶了各種樹木
結構回校分享，如：樹枝、樹葉、花等，並
放置在課室中

教師為幼兒加入了遊戲—「樹木大收集」，
讓他們鞏固對樹木結構的認識及掌握樹木結構
特徵



盆栽1 盆栽2

1.水種 室外
陽光
淋水

室內
無陽光
淋水

/
盆栽3 盆栽４ 盆栽５

2.泥種 室內
無陽光
淋水

室外
有陽光
不淋水

室外
有陽光
淋水

幼兒進行團討，發現大家各有
不同的想法。於是，幼兒們記
錄了大家的想法，最後得出實
驗條件，驗證一下到底哪個方
法才有效讓種子成長。

幼兒問「究竟怎樣才
可以種出一棵大樹？」

把種子放在甚麼地方／甚麼材料才能
令種子成功發芽？

他們每天仔細觀察及拍照紀錄。



•把遊戲結合專題研習的探索活動、實驗等，幼
兒對樹木的種類、結構已有所認識，並且掌握
保護及種植樹木的方法。

幼兒說：

「樹木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要讓更多人知道保護及種植樹木的方法。」

經過一番討論後，

有幼兒提議將他們所學放入平日玩的「康樂棋」中。

經其他幼兒贊成後，他們將其改名為「樹木擲骰樂」。



➢ 幼兒把自己設計的棋盤放置在地墊上，而每個棋盤亦有
不同的指示，幼兒按當中的指示進行遊戲。

➢ 過程中，幼兒按著他們討論的遊戲玩法、所需遵守規則
等來進行遊戲。

遊戲—樹木擲骰樂

➢ 幼兒藉著「樹木擲骰樂」遊戲：
• 總結專題研習所學
• 學習與人協商
• 培養同理心



教師反思



幼兒層面
✓遊戲激發幼兒的興趣與聯想，提升表達與創造力
✓遊戲自由度大，幼兒能發揮創意作不同的表達
✓引導性和指導性遊戲適合被動的幼兒，能焦點化學習範圍

✓幼兒的投入度上升

✓促進幼兒與人溝通的能力及互相合作的機會

✓使幼兒主動學習並提升幼兒的言語表達能力

✓提升解難能力

✓總結活動：遊戲→以幼兒為中心，由全班幼兒共同設計

✓幼兒體驗「自家製遊戲」：
◆爭取公平
◆非求勝負

◆優化遊戲



教師層面

⚫課程與遊戲設計緊扣本校的辦學宗旨和關注事項

⚫教師具變革力與勇於創新

⚫賦權予幼兒表達、提供開放和互動的學習環境→幼兒成為
真正的遊戲者

⚫教師的放手與介入，促進同儕間的鷹架，提升幼兒內在的
學習動力

⚫教師角色靈活多變，在不同角度了解幼兒的能力 發展

⚫教師積極討論與備課：以自己的專業、專長和創意設計出
不同種類的遊戲，提升整體的專業能量與 協作能力



課程領導層面
•協助教師把課程與學校辦學宗旨及關注事項連結

•領導層賦權讓教師有更大的發揮

•前線與管理層的橋樑，實行與規劃中作協調工作

•給予教師支持、肯定及讚賞

•制定後續的培訓安排，檢視課程更新



總結

以音樂遊戲作切入遊戲→適合各年齡層

專題研習中加入遊戲→使探討的過程更豐富

以遊戲總結專題研習→實踐全人發展



級別 : 低班
主題 :香港、交通



• 由淺入深

• 培育學習興趣

• 由生活經驗出發，提升探索精神

• 增強他們的策劃及搜集資訊的能力

• 整合學習內容與生活經驗，在生活中運用和

實踐所學，使學習產生意義

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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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總目標

•知識：認識香港不同的地區(新界/九龍/香港島/離島)、

認識香港有趣的地名、認識香港區域性的交通工具、

學習運用資訊媒體搜集資料

•技能：運用統計表進行投票、運用工具進行記錄、

學習預備旅行物品、設計和計劃行程

•態度：欣賞香港的景色、願意遵守遊戲規則、

樂於進行口頭報告、願意尊重別人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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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得著

有更多自由選擇的機會，更主動參與遊戲活動，
並培養他們主動探索能力，提高學習動機

提升自信心，增強表達自己想法的能力和與人溝通
的機會，也培養他們樂於分享自己的生活經驗

能提升自主選擇的機會，加強幼兒與幼兒之間的
合作，發揮想像力，共同設計不同的遊戲

透過遊戲教學，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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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方面
• 老師對活動目標及流程更清晰，能緊扣學校

辦學宗旨和關注事項
• 課程設計能更貼近幼兒的學習需要

老師的得著：

教學實踐方面
• 運用「3E」元素加強幼兒的全人發展
• 賦權幼兒參與設計遊戲活動
• 多提問，適時介入和鷹架幼兒
• 多互動，能評估幼兒的能力

42



級別 : 高班
主題 : 學校小農莊



學校小農莊
總目標

知識

• 認識植物的結構
(根、莖、果實、葉、花)
• 認識植物生長條件
(太陽、水、泥土、空氣)
• 植物生長過程
• 種植使用的工具
• 植物的功用

技能

• 搜集資料的方法
• 操作/運用工具
• 觀察、比較、記錄的方
法

• 匯報、分享、表達
• 與同伴有效溝通和協商
• 解難方面的邏輯思維/創
意變通

• 運用多元感官探索

態度

• 愛護植物
• 珍惜食物
• 欣賞大自然
• 感謝農夫辛勤耕種
• 感恩天父的創造與供
應

• 探索精神
• 樂於分享，與人分享



副題一：我是小農夫

遊戲 / 活動：

➢植物需要甚麼
➢植物小偵探
➢芹菜小實驗
➢我是小農夫
➢植物成長扮演遊
戲

副題二：農夫的挑戰

遊戲 / 活動：

➢製作澆水工具
(1)(2)(3)
➢保護植物的方法
(1)(2)

副題三：植物大豐收
遊戲 / 活動：

➢有趣的植物
➢植物顏色筆
➢豆芽美食分享會
➢植物感恩咭

學校小農莊



探索

Exploration

表達

Expression

全人
發展

賦權
Empowerment



賦權

探
索

表
達

副題一 遊戲：植物小偵探

學習重點：
• 認識根,莖,葉,花,果實
• 觀察及比較不同植物

副題一 遊戲：植物怎樣喝水?

學習重點：
• 認識植物能夠吸收水分



副題二 遊戲活動: 製作淋水工具

➢ 學習重點：
(1)探索可以製作澆水工具的物料
(2)能與同伴有效地溝通和協商，運用創意製作澆水工具
(3)能分工進行小組匯報

➢ 老師製造了一個情境，在2日假期期間沒有替植物澆水
➢ 老師帶幼兒到戶外觀看植物的生長情況
➢ 幼兒發現泥土較乾
➢ 自發要製作淋水工具

副題二 遊戲活動: 運水大作戰

投選最喜愛的淋水工具



➢ 家長體會孩子在學校遊戲學習的成果
➢ 家長更了解孩子的發展和能力

↓

家長樂意與孩子一起「玩」

加強家校合作，遊戲學習概念
延伸至其他班級



幼兒的成長

德 智 體 群 美

愛護大自然

感恩農夫辛勞耕種→珍惜食物

教材套的限制→所學的知識更生活化
自主自決→學習動機強
創意、解難能力提升

表達內容豐富而清晰，對象多元

運用各種探索、種植工具
靈活操控大小肌肉

欣賞植物的不同形態
善用植物、植物色素進行創作

設計不同工具

投入於小組討論、匯報
分工合作→協作能力提高

樂於與家長、老師、同儕分享成果



教學啟示

賦權

探
索

表
達

老師體會…

★享受與幼兒遊戲學習

★對遊戲教學的自信心提升

➢ 表達形式多變：
團討、作品、投票

➢ 對象多元：
同儕、老師、家長

➢ 尊重幼兒想法，接納其意見
➢ 相信幼兒的能力，放手讓他們主導
➢ 盡量讓幼兒作自主自決：

玩法、物料、知識

➢ 提供更開放性物料
➢ 給予幼兒充裕時間進

行探索
➢ 探索內涵多元：

知識概念、解難方法、
物料、操作工具方法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