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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 教育學院 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中心 

「遊戲。學習。成長」計劃 2020-2021 

教學資源 

學校名稱 浸信會培理學校 

主題名稱 好玩的水 

教學目標 知識：認識水的來源、水的用途和特點、知道水的

形態 

技能：能探索及觀察冰塊溶化的現象、探索會在水

中溶解的東西、觀察東西浮沉、水的流動及

承托力 

態度：能欣賞冰雕的外形、建立珍惜用水的態度、

培養節約用水的習慣、培養公德心 

班 級 高班 

教學時段 2021 年 4月 14日至 4 月 30日(共 3 週 --13 天)  

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計劃 — 大專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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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架構圖 

主題：奇妙的水 (高班) 

課程設計理念： 

課程設計緊扣本校的辦學宗旨：以基督博愛精神為兒童提供優質全人教育。使

幼兒能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敢於創新。讓幼兒認識神，培育他們

學會彼此相愛和關心別人，幫助他們養成良好的學習態度和生活習慣，為幼兒

提供人人有機會參與的多元化群體生活。同時配合本年度的關注事項：實踐

「遊戲教學」課程，提升學與教效能，讓教師透過實踐，提升遊戲教學的技巧

和策略，使幼兒能提升學習動機、主動探索事物及提升表達能力；而教師亦學

習從遊戲中觀察及評估幼兒的興趣和能力。 

總目標：透過遊戲為本的學習，讓幼兒從多角度認識水的來源和特性，並探

索水的承托力、會在水中溶解的東西，培養幼兒節約用水的習慣和公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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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探索及觀察冰塊溶化的現象

2. 能探索會在水中溶解的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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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入遊戲︰ 

老師將模擬角佈置成小村莊，村莊內有一個小湖，老師擺放一些低結構的物料

如︰紙盒、膠樽、紙杯、紙等，讓幼兒利用這些物品進行模擬遊戲，另外亦擺

放水桶、小花灑、毛巾、衣服及玩具餐具等，讓幼兒發揮創意進行遊戲，老師

從旁觀察並記錄幼兒進行遊戲的過程，了解幼兒平日會用水做些什麼，然後透

過團討，了解幼兒的已有知識及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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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引入： 

老師利用<<小水點的旅行>>作引入，讓幼兒初步認識水的循環，並提問幼兒日

常生活中的水來自哪裡?引發請幼兒做小偵探找出水的來源遊戲。 

副題一︰水的認識(5 天) 副題二︰好玩的水(8 天) 

學習重點 

~認識水的來源 

~認識水的形態 

~認識水的用途和特點 

~觀察水的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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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珍惜用水的態度 

遊戲活動 

校園小偵探 

~老師邀請幼兒作校園小偵探，找尋

學校的水源及觀察水傳遞的情況。 

水的迷宮 

~幼兒用膠水管砌出運水道。 

~於運水道入口處倒進食水，並觀察

水的流動情況。 

企鵝冰塊 

~海報紙代表冰川，音樂開始時請幼

兒站於一張海報紙上，音樂停止，

表示氣候變暖，冰川開始融化，幼

兒把海報紙對摺，音樂響起時再站

於紙上，如此類推，直至紙張太小

未能站穩。 

學習重點 

~知道水的形態 

~認識水的特點 

~能探索及觀察冰塊融化的現象 

~觀察混色的效果 

~ 觀察東西浮沉 

~觀察水的承托力 

遊戲活動 

冰雕之美 

~請幼兒欣賞冰雕影片，然後運用四

肢創作冰雕的型態 

音樂水杯 

~幼兒探索利用細棒敲打不同容量的

水的水杯所發出的聲音 

救救小玩具 

~老師派發每位幼兒一塊冰塊，請幼

兒思考如何把冰塊融化，救出冰塊

內的小玩具。 

~請幼兒比較哪一種方法融化冰塊的

速度最快，總結冰遇熱便融化及溫

度變暖能使冰塊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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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完結後，請幼兒分享感受，總

結極地動物的居住地方(冰川)，受

地球暖化影響逐漸融化，提醒幼兒

保護環境的重要。 

小任務 

~幼兒記錄於家中用水的情況。 

~與家人訂立珍惜用水的計劃。 

水槍噴噴噴 

~幼兒用不同顏色的水彩與水混合，

加到水槍或噴壺內，並把顏色水噴

到貼在牆上的大畫紙上，然後觀察

顏色水的流動情況及顏色混合時產

生的變化。 

溶解實驗 

~老師請幼兒分別用冷水與熱水沖奶

粉、鹽、糖等不同的飲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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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觀察物品浮沉

的情況。 

大力士小水點 

~幼兒利用錫紙、不同紙質的小船及

小熊膠粒於水池進行水的承托力測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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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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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遊戲 

主題名稱：奇妙的水 

班別：高班 

教學時段：2021年 4月 30 日(共 1 天) 

活動名稱：大力士小水點 

教學目的： 

1. 探索物件浮沉的原理

2. 探索不同質料的紙船的承托力

3. 知道船有最大承載量

活動流程： 

1. 老師出示不同船隻的圖片，提問幼兒為什麼船隻可浮於水面，更可以承

載這麼多貨物和乘客? 

2. 老師請幼兒進行三項任務

~幼兒嘗試把錫紙摺成不同形狀，可令其沉於水中。 

~請幼兒選不同紙質的小船(幼兒之前摺好)放於水中，再把小熊膠粒安全

地放於小船上。 

~老師把大船放於水中，請幼兒協助把所有小熊膠粒安全地放於大船上。 

3. 老師與幼兒總結船上物品的擺放位置會影響浮沉的情況，而當物件內有

越多空氣便會越浮，並了解水是有承托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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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反思及成效: 

在是次「奇妙的水」的主題中，只有七天是面授課，而其他日子是幼兒

在家中進行網上學習。因此，老師悉心安排幼兒在家或在校學習的遊戲活動。

當幼兒在家學習時，老師會請幼兒欣賞「水的循環」及「生活中會使用水的

活動」影片，或完成一些小任務，如自行清洗及晾乾小毛巾，觀察小毛巾由

濕變成乾的過程、觀察及記錄家人於家中用水的情況，並與家人訂立珍惜用

水的計劃等，讓幼兒在家中也持續對水的探索精神。幼兒在學校的時間，老

師會為他們安排有趣好玩的遊戲，例如：利用水槍、噴壺作噴畫，觀察水的

流動和混色的效果；讓幼兒自選物品，或把泥膠搓成不同的形狀、利用不同

質料的紙摺船，然後放於水中進行浮沉實驗，探索物件浮沉的原理和不同質

料的紙船的承托力。幼兒透過整個學習歷程的遊戲活動能探索水的來源及體

驗水的特性，藉此培養珍惜用水的態度。過程中幼兒表現投入愉快，常主動

學習；勇於嘗試和探索，連平日較文靜、專注力稍遜的幼兒也表現雀躍，專

心地參與活動，大大提升了幼兒的觀察力、語言表達能力、解難能力、協作

及溝通能力，更有部份幼兒表現出無比的探索精神。幼兒對所學知識更為深

刻，亦多留意了身邊的事物，會將所學應用於日常生活中。同時，這遊戲學

習的模式亦增強了師生及幼兒之間的互動性，使課室時刻保持著輕鬆愉快的

學習環境及氛圍。 

在整個遊戲教學中，老師常把握時機介入幼兒的遊戲中作為玩伴，鼓勵

他們表達心中所想，也善用團討總結學習，同時亦常賦權幼兒，讓他們有自

主和選擇的權利，但偶爾亦會按捺不住，較快便作出提醒和引導，未能完全

做到「忍手、忍口」，日後宜給予幼兒更多思考與探索空間。此外，學習主

題完結後，可持續鼓勵幼兒將所學應用於日常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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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士小水點」活動相片 

 任務一  幼兒嘗試把錫紙摺成不同形狀，可令其沉於水中。

任務二  幼兒把自摺的紙船放於水中，再把小熊膠粒安全地放於小船。 

任務三  老師把大船放於水中，請幼兒協助把所有小熊膠粒安全地放於大船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