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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遊戲中學習

交通
二

課程設計理念：

1.本園根據學校的辦學宗旨及關注事項的發展，

推行遊戲學習，豐富幼兒的生活經驗，提升他

們的解難能力。

2.本園透過「假日遊香港」的故事引入，讓幼兒

認識香港著名的景點及不同種類的交通工具，

並學習遵守乘坐交通工具的規則，感謝為我們

服務的人，培養幼兒成為良好的公民。

總目標：

級別：低班

主題：假日遊香港(交通)

時段：2017年2月6日至3月10日

副題一：交通工具知多少

副題二：做個有禮好乘客

副題三：我是安全好寶寶

副題四：港鐵知多少

總目標：
知識：1. 認識交通工具的種類、名稱、外形、與日常生活的關係；

2. 認識各種與交通工具有關的人物；
3. 知道乘車的程序及付款方法；
4. 認識不同車廂內的規則及標誌；
5. 知道各種交通設施及行車路線圖；
6. 知道過馬路要注意的事項及正確使用行人的過路安全設施。

技能: 透過搜集資料、觀察、表達、分享、應用、解難及自我管理的
能力，學習乘坐不同的交通工具，辨別不同的乘車地點及使用
交通安全的設施。

態度：學習遵守乘車的守則；做有禮貌的安全道路使用者；提高幼兒
對交通安全的意識；使幼兒懂得感謝為我們服務的人；懂得愛
護公共交通工具內的設備；感謝天主讓人有不同的能力，以服
務他人；感謝天主讓人類創造及發明不同種類的交通工具，方
便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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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架構圖

1.切入遊戲:我們的社區(葵芳)

幼兒共同商討及創建我們的社區(葵芳) ，以便引入探討各種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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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觀察巴士及巴士站

幼兒從活動中，他們觀察巴士的外型、特徵，路線，更學習訪問乘客。

我們的活動

交通工具拼一拼

誰滾得最快 乘車程序找一找

車廂設施大搜尋

3.副題一：交通工具知多少

幼兒在分組活動中，透過親身探索及親手的觸摸，藉此認識輪子車紋的特徵。

滾滾小車輪

看看小車輪

創意的交通工具

幼兒利用不同的物料創作交通工具，並於自由分組活動時段進行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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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副題二：做個有禮好乘客
配配看

透過不同圖卡的配對，幼兒知道乘搭什麼類型的交通工具前往不同的地方。

我是安全駕駛者

老師透過遊戲活動，幼兒扮演各種駕
駛者，以了解交通安全的意識。

模擬乘搭巴士

幼兒從模擬乘搭巴士的過程中，他們認識乘搭
交通工具的守則，懂得感謝為我們服務的人。

5.副題三：我是安全好寶寶
123紅綠燈

從幼兒參與人像燈及交通燈的遊戲，他們
掌握了過馬路時要先看車子停下來才可以
過馬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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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角色扮演的遊戲，他們知道要讓座給老友記，
以培養幼兒有良好的公民意識。

我是好公民
6.副題四:港鐵知多少

棋盤上跳跳跳

港鐵乘車程序

幼兒從分組活動中，他們皆掌握港鐵有關的守則，
做個有禮貌的好乘客。

車廂情景多籮籮

幼兒透過親身的扮演遊戲，藉此認識乘搭港鐵的規則及標誌，並學習多關愛
身邊有需要的人(例如：老人家、孕婦、殘疾人士)。

親子作品

景點路線知多少 港鐵站站有特式

親子八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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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回饋表

在家長給予的回饋中可見，幼兒在各項表現上均有明顯的進步。

遊戲教學對教師專業發展的啟示

~遊戲的活動內容更生活化，讓幼兒在日常生活
中有實踐的機會。

~模擬活動及參觀活動能豐富幼兒的學習經驗，
日後也可多安排此類活動。

~在進行遊戲活動時，建議可讓能力較強的幼兒
先分享，以作示範，讓能力較弱的幼兒學習，
從而提升幼兒的聆聽及表達能力。

遊戲教學對教師專業發展的啟示

~可與幼兒增設小任務，讓他們向家長分享遊戲及
學習內容，以鞏固幼兒的學習及讓家長更清楚
幼兒的學習元素。

~以幼兒為中心，由幼兒作主導，多賦權予幼兒
自行揀選想進行的活動及想做的角色，能增加
幼兒的學習興趣及投入感。

~設計分組活動時，內容要與主題活動緊扣，
有延伸及鞏固學習之用。

遊戲教學給學生帶來的改變

~提升表達能力
透過團討活動、分享活動及不同的遊戲，給予
幼兒更多表達的機會，從而增加個人的語言
表達能力及自信心。

~增加探索精神
幼兒到戶外進行觀察、自行訪問司機或乘客、
探索巴士的車輪數目等不同活動，從中自行
發掘答案，從而增加幼兒自主探索精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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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教學給學生帶來的改變

~增加賦權機會
老師賦權幼兒在課室內進行各種活動祖或進行
切入遊戲，讓幼兒自己可揀選喜愛的活動或
分配自己的角色，從中發現他們的學習興趣及
投入感有所增加。

~提升解難能力
遊戲活動及情景中滲入解難元素，除了能讓
幼兒思考行為的對與錯外，也能提升幼兒的
解難能力，配合學校的關注事項。。

遊戲教學在學校的持續發展

~活動整體能配合學校的關注事項：「推動遊戲
學習活動，豐富幼兒的學習經驗，以促進他們的
解難能力。」，因此，日後在每個主題中均會
繼續滲入各種遊戲元素。

~老師在每個主題進行持續性評估，並加以分析，
以回饋教學。

~有更多共同備課、協調及反思的機會，針對教學
目標，進行相關的教學遊戲，能釐清在計劃活動
以外的學習概念。

多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