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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學校名稱 崇基幼稚園

主題名稱 小皮球小心啊！

教學目標

◼知識

➢ 認識家居安全的知識(廚房-爐具、刀、火、雪櫃…等. ；廁所-不可玩水…等；攀爬-傢私、

窗、椅子、床、留意地板濕滑、切勿奔跑、物品…等；整理收拾──玩具…等；不可亂

觸摸及拿取的物品──插頭、風扇、窗簾、消毒清潔用品、門隙、熱水、藥物…等) 。

➢ 認識外出時要注意的安全事項 (守則標誌) 如商場乘搭扶手電梯要牽著成人的手、切勿奔

跑、切勿攀爬…等；公園要留意地板濕滑、不可以採摘花朵、不可隨地拋垃圾、留意可

騎單車位置…等。

➢ 認識保護自己的方法，如迷路或不見了爸爸媽媽，怎樣向成人求助的說話及方法(不要

跟隨陌生人離開、接受陌生人給予的食物、整理收拾玩具、提示成人整理收拾危險物

品…等)。

➢ 理解標誌(抽象圖)的意思

◼技能

➢ 觀察能力

➢ 辨別能力(判斷具危險性

的東西)

➢ 能用合宜的說話及方法向

成人求助

➢ 合作進行遊戲(2人一組)

◼態度

➢ 願意在有需要時向成人
求助

➢ 關心自身及家人的安全

➢ 建立自我保護意識

班 級 低班

教學時段 2021年3月15日至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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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資源──教案分享》

崇基幼稚園

主題：小皮球小心啊！

班別：幼兒班

推行日期：2021年3月15日至4月23日



主題：小皮球小心啊！
班別：幼兒班

引言

生活環境中隱藏了不少陷阱，幼兒往往會衝破成人制定的安全防線，去觸碰危險性的物品或

做出一些危險的事情。為了安全著想，父母亦會千叮萬囑幼兒要處處小心。根據皮亞傑的認

知發展理論，3-4歲的幼兒正處於前運思期，他們滿懷強烈的好奇心。有鑑於此，是次主題

呈現了幼兒常接觸的情景，讓他們思考和判斷在不同情景中有可能出現的危險，理解注意安

全的方法和重要性，以建立他們對環境安全的敏感度，同時加強自我保護能力。

課程設計理念

根據校本理念，本著「兒童為本」的精神，培養幼兒有良好的品德及正確的人生觀念，以達

致「德、智、體、群、美」五育之均衡發展。配合本年度的關注事項，課程編排以生活化的

主題貫通各學習範疇，提倡幼兒從遊戲中學習，並加強遊戲中的自由探索元素。課程設計者

透過闡釋學習內容，並結合遊戲策略的3E學習成效元素:探索、表達及賦權，設計多元化的

學習活動，最終顯現出遊戲對幼兒成長之重要性。



總目標
◼ 知識
▸ 認識家居安全的知識(廚房-爐具、刀、火、雪櫃…等. ；廁所-不可玩水…等；攀爬-傢私、

窗、椅子、床、留意地板濕滑、切勿奔跑、物品…等；整理收拾──玩具…等；不可亂觸
摸及拿取的物品──插頭、風扇、窗簾、消毒清潔用品、門隙、熱水、藥物…等) 。

▸ 認識外出時要注意的安全事項 (守則標誌) 如商場乘搭扶手電梯要牽著成人的手、切勿
奔跑、切勿攀爬…等；公園要留意地板濕滑、不可以採摘花朵、不可隨地拋垃圾、留
意可騎單車位置…等。

▸ 認識保護自己的方法，如迷路或不見了爸爸媽媽，怎樣向成人求助的說話及方法(不要
跟隨陌生人離開、接受陌生人給予的食物、整理收拾玩具、提示成人整理收拾危險物
品…等)。

▸ 理解標誌(抽象圖)的意思

◼ 技能
▸ 觀察能力
▸ 辨別能力(判斷具危險性的東西)
▸ 能用合宜的說話及方法向成人求助
▸ 合作進行遊戲(2人一組) 4

◼ 態度

▸ 願意在有需要時向成人求助

▸ 關心自身及家人的安全

▸ 建立自我保護意識



切入遊戲：模擬家居

◼ 目的

▸ 提高幼兒對主題的認識及興趣

▸ 幼兒合作進行遊戲，提昇解難能力

▸ 培養幼兒主動及探索精神

◼ 環境設置

利用課室整體空間，設置模擬客廳、廚房、睡房及洗手間(如放置廚具組合、煮食用

具、枱，設計假電掣及電線) ，老師亦可初步創設一些危險家居安全的情景，瞭解

幼兒對家居安全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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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安排

1. 老師與幼兒商討切入遊戲──模擬家居的活動設計內容

2. 老師利用課室的整體空間，帶領幼兒設置模擬客廳、廚房、睡房及洗手間等

3. 老師可初步創設一些危險家居安全的情景，瞭解幼兒對家居安全的認識

4. 讓幼兒自由探索，進行遊戲，老師從旁觀察

5. 幼兒自行選擇扮演的角色，並發現家居還可增加的設施，老師可引導幼兒觀察

模擬家居的危險地方

6. 幼兒參與豐富模擬家居的環境設置，例如客廳有風扇；睡房有台燈；浴室有防

滑墊；廚房有電水煲

7. 切入遊戲時間完結，老師與幼兒進行團討及總結切入遊戲的經驗

切入遊戲：模擬家居



活動圖片

▸ 反思

是日幼兒到課室角落進行模擬家居遊戲，老師透過觀察，瞭解幼兒對家居安全的基本認知，他們大

多能指出家居一些危險的地方，例如，他們踏進模擬廚房，會說:「媽咪話小朋友唔可以入廚房。」、

「廚房有火，危險架！」幼兒透過自由探索，提高對課題鑽研的興趣。從幼兒的反應，可見，

切入遊戲的舖排，成功作為整個主題的引起動機，所選取的佈置素材亦切合幼兒發展。
7

你睇！我喺度
沖緊涼。

有火！媽咪
話要避開嫁。

等我吹乾頭先。

洗衣機唔可
以入去嫁！

入面有咩呢？



副題一：家居安全知多少 15/3-24/3(七天) 
◼ 教學重點
1.認識家居安全的知識(知識)      2.學習判斷家中有危險性的東西(技能)      3.願意在有需要時向成人求助(態度)  

 遊戲活動
▸ 活動一：切入遊戲----模擬家居

在課室空間，設置模擬客廳、廚房、睡房及洗手間

，幼兒自由探索，進行遊戲，老師從旁觀察。

▸ 活動二：主題故事《小皮球小心啊！》

幼兒聆聽故事，老師與幼兒討論：為什麼不可在家裏玩

皮球？為什麼不可自己進入廚房？

▸ 活動三：ping ping嘭嘭貼貼樂

在神秘袋抽取圖片，將是廚房設施的貼在廚房背景的白

板上，派發對錯符號予幼兒，分辨該圖片是否危險？

▸ 活動四：甚麼聲音？

探索各種廚房內的聲音，如水燒滾了、切菜…等。 8

▸ 活動五：跳出跳入家居安全

將「不同家居物品」圖卡翻轉放在呼拉圈內，歌曲停止，幼兒

拿起圖卡，如物品不可觸碰，雙手交疊在胸前。

▸ 活動六：家居安全小偵探

出示「家居意外」圖卡，幼兒拿起放大鏡扮作小偵探，找出圖

中可能發生危險的地方。

▸ 活動七：求救訊號—請幫幫忙

設置情境，讓幼兒到區角找成人(紙偶)幫忙，並懂得用合宜的話

語邀請成人幫忙。



副題二：出外一天遊 25/3-15/4(六天) 
◼ 教學重點
1.認識外出時要注意的安全事項(知識)    2.學習理解標誌(抽象圖)的意思(技能)    3.注意自己及別人的安全(態度)

 遊戲活動

▸ 活動八：主題故事《小皮球小心啊！》

幼兒聆聽故事，老師與幼兒討論：為什麼不可在商

場玩皮球？在公園玩耍時，要注意甚麼安全事項？

▸ 活動九：皮球滾呀滾

老師將小皮球四處滾動(體能室當作公園)，表示小

皮球很頑皮不懂注意安全，請幼兒與家長搜集安全

標誌。

▸ 活動十：安全標誌你我齊齊看

幼兒出示帶回來的標誌，進行分享並貼在體能室

(公園或商場)。 9

▸ 活動十一：會動的樓梯

幼兒觀看「扶手電梯安全」影片，進行擲骰子，與幼兒討

論：乘搭扶手電梯時，有甚麼事項需要注意？

▸ 活動十二：音樂傳球《爬樓梯》

音樂停止時，拿著皮球的幼兒抽「注意安全」圖卡，說出

圖畫中的小朋友有否注意安全？

▸ 活動十三：執拾大行動

老師將不同的家居用品隨意擺放在課室四周，假裝

家中的環境很混亂，然後請幼兒幫忙放回正確的

位置，從中重溫家居安全的知識。



副題三：保護自己我至叻 16/4-23/4(六天) 
◼ 教學重點

1.認識保護自己的方法(知識)                                   3.學習用合宜的說話及方法向成人求助(技能)
2.學習與同伴合作進行遊戲(2人一組)                4.建立自我保護意識(態度)

 遊戲活動

▸ 活動十四：小皮球歷險記

小皮球不見了，原來它迷路了，它找不到主人南南，

請幼兒在課室及學校範圍找小皮球。

▸ 活動十五：慌失失迷路

老師表示小皮球迷路很驚慌，邀請高班幼兒扮演保

安員、警察、消防員、醫生，幼兒思考該找誰幫忙？

▸ 活動十六：小皮球大電視

出示不同顏色及款式的皮球，讓幼兒觀察它們不同

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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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十七：小皮球的新朋友

幼兒利用不同的美勞物料，設計屬於自己的皮球。

▸ 活動十八：小皮球展覽會

幼兒互相欣賞大家設計的皮球。

▸ 活動十九：小皮球的新居

幼兒拿著自己的皮球，思考皮球可以逗留在家中哪個地方

(課室模擬家居)？鼓勵幼兒照顧自己的皮球，不讓

它隨便滾動，以免產生危險。



活動四：探索遊戲《甚麼聲音？》

◼ 目標：

1. 知道廚房內會產生不同的聲音

2. 學習辨別廚房聲音的來源

3. 提升聽覺的靈敏度

◼ 遊戲過程：

1. 操弄小皮球紙偶，講述故事《廚房的聲音》：

小皮球趁著南南午睡，它自己在客廳玩，滾呀滾呀，又來到了廚房。它發現南南的媽媽正在廚房裏

工作， 關了門不讓南南和小皮球進去，小皮球很想知道媽媽在做甚麼，於是小皮球把耳朵貼着門，

它聽到一些聲音。

2. 老師播放各種廚房內的聲音，例如水燒滾了、切菜、開水龍頭、炒菜…等的聲音

3. 老師請幼兒留心聆聽，然後猜猜南南的媽媽在做甚麼？

4. 請幼兒依照聲音，模擬做出配合的動作。

5. 請幼兒說說為甚麼媽媽不讓南南進入廚房？

教學實踐



活動圖片

▸ 反思

是次遊戲活動，幼兒已對廚房內的設施有基本的認知，他們仔細聆聽廚房內的聲響，如切菜聲，有

幼兒甚至利用肢體動作模仿切菜，可見他們對聲音擁有高的敏感度。老師宜適時把握幼兒的學習契

機，譬如當播放水燒滾了的聲音時，有幼兒談及家中是使用插電式的電熱水壺，老師可藉此

擴闊幼兒的學習範疇，留待翌日繼續探討有電的家居用品，延伸學習興趣。

小朋友呢個係
煲水水滾嘅聲。 大人先可以入廚房。

小朋友你地有無見過呢樣
廚具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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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戲教學評估是持續性的。在實行整個遊戲過程，教師釐訂了前期、中期及後期的評估循環。透過同步

觀察，了解幼兒是否達致均衡發展。結合遊戲教學3E學習成效之三大元素，教師在進行評估方面，取得

更全面的效用，亦有助教師了解幼兒在預設目標下，所獲得的進步。

 在前期評估方面，教師建立切入遊戲---模擬家居，從中瞭解幼兒對家居安全的基本認知，部份幼兒踏進

模擬廚房，會說:「廚房有火，危險架!」或「媽咪話小朋友唔可以入廚房。」從他們的反應可見，切入

遊戲的舖排，成功作為整個主題的引起動機，並提高對課題鑽研的興趣。

 在中期評估方面，活動正進行得如火如荼，教師可透過遊戲中，監察幼兒的學習表現，從而調適課程。

譬如，老師預定用不同的美勞物料設計精美的小皮球，但發現，由於疫情停課了一段長時間，幼兒未能

掌握使用美勞物料的能力，因此進行調適活動，改用雜誌紙搓出紙球。

 在後期評估方面，在「模擬家居」環境下，幼兒能主動提出注意家居安全的重要性，說出家中一些危險

的地方，如「廚房有刀，小朋友唔可以掂的，好危險。」由此可見，遊戲能推動幼兒學習，達致教學目

標。

 總括而言，「遊戲」與「評估」兩者之間關係密切，而當中「觀察」佔據整個遊戲教學重大的位置。透

過徹底觀察，發現遊戲能促進幼兒的社交和語言發展，顯現出3E學習成效──探索、表達及賦權。

總結---遊戲學習的評估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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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層面：

 進行主題學習時，老師常作主導，幼兒較被動，使他們失去學習興趣，缺乏主動性。「遊戲教學」能轉換幼兒的學習模式，

他們可以在自由探索中，提升主動學習的樂趣。

 幼兒擁有自主選擇的權利，並能運用自己的判斷解決問題。例如，將搜集回來的安全標誌，自行決定張貼在體能室適合的位

置。這顯現幼兒獲賦權後，能提昇學習動機。

 針對口語表達較弱的幼兒，「遊戲教學」能增強他們的信心，表達自己意見。

教師層面：

 教師宜重新定位自己在教學上的角色，以往是知識灌輸者，屬單向；現在是學習推動者，屬雙向。後者能給予機會讓幼兒自

行探索，在適當時候介入，提昇幼兒的群性發展及解難能力。

 教師發現在編排遊戲活動時，活動之間宜注意其連貫性，可讓幼兒循序漸進地學習

 教師應多放手，交予幼兒決定遊戲該如何進行，讓他們掌控整個遊戲節奏。此外，應多給予機會及時間讓幼兒嘗試，逐步提

升他們的學習能力。

學校與課程領導層面：

 有關推行遊戲教學，由於老師習慣依循出版社資源套來編定課程，故在課程框架方面，宜作出調整，拋開故有理念，重新設

計教學活動。

 鼓勵教師在共同備課及課後檢討時，主動提議，多創新，多發表想法，共同商議遊戲課程大綱，優化教學成效，促進幼兒的

全人發展。

總結---遊戲學習的發現與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