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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計劃 — 大專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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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022 

教學資源 

學校名稱  地利亞英文小學暨幼稚園 

主題名稱  環保奇案 

教學目標 

知識: -認識污染對環境的破壞 

- 認識不同種類的污染和源頭（土地、水、空氣） 

- 認識 3R概念 

技能: -能進行分類（可/不可回收物品） 

- 提升與人合作的能力 

- 提升資料蒐集和多元記錄的能力（相片、圖畫、    

文字等） 

態度: -培養環保意識 

- 願意實踐珍惜資源的習慣 

- 享受遊戲的樂趣 

- 培養同理心 

班    級  K.3 

教學時段 2021年 11月 15日至 12月 17日(共 5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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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架構圖 – 環保奇案 

課程設計理念： 

透過設計及實踐遊戲教學課程、善用環境和情境，培養幼兒主動學習的能力

和態度，促進他們的全人發展。 
  

總目標： 

知識: -認識污染對環境的破壞 

- 認識不同種類的污染和源頭（土地、水、空氣） 

- 認識 3R概念 

技能: -能進行分類（可/不可回收物品） 

- 提升與人合作的能力 

- 提升資料蒐集和多元記錄的能力（相片、圖畫、文字等） 

態度: -培養環保意識 

- 願意實踐珍惜資源的習慣 

- 享受遊戲的樂趣 

- 培養同理心 

切入遊戲：學校垃圾大搜查 

老師請幼兒當調查員，搜集每天在學校裏製造的垃圾數量，看看學校裏的垃圾桶

會找到甚麼垃圾。看看那一組找到最多的垃圾。 

 

- 老師把幼兒分成三組，每組到不同的課室搜集資料。 

1. 幼兒所屬的課室 

2. 高班其他課室 

3. 低班或幼兒班的課室 

- 請各組看一看各個課室的垃圾桶或垃圾袋，找一找有甚麼垃圾，再拍下照片。

（要注意衞生） 

- 幼兒回到課室後，看看剛才拍下的圖片，並把各類的垃圾畫在畫紙上。 

 

總結：老師請幼兒分享他們在垃圾大搜查的發現，看看我們每天在學校裏製造的

多少垃圾；分享見到垃圾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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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重點（知、技、態） 

 

1. 認識不同種類的污染 

2. 污染對環境的破壞 

3. 提升資料蒐集和多元記錄

的能力（相片、圖畫、 

文字等） 

4. 享受遊戲的樂趣 

 

重點遊戲 

遊戲一：大嘥鬼破壞環境 

-在大肌肉場分成四個地方，

(郊野公園、遊樂場、沙灘和

美孚平台)，老師播放音樂，

幼兒到處走動當音樂停止

後，幼兒選擇其中一個地方

站着。大嘥鬼出現了，並把

垃圾亂拋在不同的地方，到

處破壞，直至所有地方也滿

佈垃圾，幼兒已無處容身/ 

玩樂。最後請幼兒分享感受

並想出解決辦法。 

 

遊戲二：音樂椅 

把椅子圍成一個大圈，椅子

上貼滿地球美麗的地方，老

師播放音樂，幼兒圍著椅子

走動，音樂停止後，幼兒坐

在美麗地方的椅子上。每一

輪遊戲完結後老師會把部份

美麗地方圖片換上受污染地

方圖片，未能找到椅子坐下

的幼兒需到休息區，看看最

後誰能勝出遊戲。 

 

學習重點（知、技、態） 

 

1. 認識土地污染的源頭 

2. 認識水污染的源頭 

3. 認識空氣污染的源頭 

4. 培養同理心 

5. 學會與人合作 

 

重點遊戲 

遊戲一：棋盤遊戲 

請幼兒設計一個有關環保的

棋盤遊戲。 

與幼兒訂立棋盤遊戲的內容

及玩法。請幼兒每人畫出棋

盤內其中一個活動或內容，

如：環保好行為、破壞環境

的壞行為、可回收的物品、

不可回收的物品等。請幼兒

把畫好的圖片貼在棋盤其中

一個方格中。完成後，一起

進行玩棋盤遊戲 

 

遊戲二：人生交叉點 

向各幼兒派發一個交叉符號

及剔號的牌。老師出示不同

情境的影片，請幼兒辨別哪

些是正確的環保行為，舉起

剔號的牌；哪些是破壞環境

或浪費的行為，舉起交叉的

牌。 

 

家校協作：棋盤遊戲 

老師派發給幼兒棋盤遊戲的

藍圖，鼓勵他們在家中和家

人設計環保棋盤遊戲。 

學習重點（知、技、態） 

 

1. 認識 3R概念 

2. 懂得分類可回收物品 

3. 培養環保意識 

4. 願意實踐珍惜資源的習慣 

 

重點遊戲 

遊戲一：回收遊戲 

老師將幼兒分成兩隊，老師

向幼兒出示一大袋垃圾，請

幼兒幫忙分類回收垃圾，兩

組需鬥快把可回收的物品放

到正確的回收桶中，運送途

中老師會設置障礙物增加難

度。 

 

遊戲二：循環再玩 

老師提供不同的物料，如膠

樽、鋁罐、紙杯、紙、膠盒

等等。請幼兒分組，每組選

擇一種物料，設計遊戲。最

後請各組幼兒分享他們的設

計的遊戲玩法。 

 

家校協作：環保海報設計 

請幼兒在假期期間與家人一

同創作設計一幅有關環保的

海報，利用圖畫或文字表達

有關環保的訊息，假期後帶

回校分享。 

副題一： 

不同的污染 

副題二： 

導致污染的原因 

 

副題三： 

保護環境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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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 老師請幼兒當調查員，搜集每天在學校裏製造的垃圾數量，看看學校裏的

垃圾桶會找到甚麼垃圾。看看那一組找到最多的垃圾。 

• 老師把幼兒分成三組，每組到不同的課室搜集資料。 

1. 幼兒所屬的課室 

2. 高班其他課室 

3. 低班或幼兒班的課室 

4. 其他(如大肌肉場，資源室) 

• 請各組看一看各個課室的垃圾桶或垃圾袋，找一找有甚麼垃圾。 

• 然後拍下照片。 

• 幼兒回到課室後，看看剛才拍下的圖片，並把各類的垃圾畫在畫紙上。 

 

總結: 老師請幼兒分享他們在垃圾大搜查的發現，看看那一組找到最多的垃圾。 

      幼兒再分享發現垃圾的感受。 

 

 

 

 

 

切入遊戲：學校垃圾大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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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化身調查員，搜集學校

會找到甚麼垃圾的資料。 

 

調查員拍下各類型垃圾的照片 

發現原來我們每天也會製造

各種不同類型的垃圾 

 

最後進行團討，分享他們在垃圾

大搜查的發現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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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的：幼兒能 

• 了解污染對環境的破壞（土地汚染） 

• 能透過音樂遊戲體驗垃圾佔據生活空間的感受並進行分享 

• 享受遊戲的樂趣 

 

引起動機：  

老師在大肌肉場分成四個地方(郊野公園、遊樂場、沙灘和美孚平台)。幼兒聆聽一段輕

快的音樂在中央行走，當音樂停止時選擇一個想去的地方遊玩，站在屬於該處的地墊上。

（重覆遊戲數遍。） 

 

活動內容： 

1. 幼兒繼續進行音樂遊戲，輕快的音樂停止後，幼兒選擇一個想去的地方遊玩。 

2. 音樂會突然切換成吵鬧的音樂，代表大嘥鬼出現了! 

3. 老師事先邀請了數位幼兒扮演大嘥鬼，數位大嘥鬼到處亂拋垃圾，把垃圾拋在  

不同的地方(郊野公園/遊樂場/沙灘/美孚平台)。 

4. 大嘥鬼把垃圾拋到某個地方，代表那處地方受到破壞及污染，幼兒便不能再站在

受破壞的地墊上/到該處遊玩。 

5. 進行遊戲數遍後，大部分地方已被汚染了，只剩下美孚平台。所有幼兒只能身處

在美孚平台上，體驗生活環境受到破壞及污染，全被垃圾佔據。 

6. 最後，連美孚平台都受到大嘥鬼的汚染，幼兒已無處容身，到處都不能去。 

 

總結:  

老師請幼兒分享感受並想出解決辦法，討論我們應如何保護環境。 

  

教學遊戲：大嘥鬼破壞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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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跟隨音樂節奏四處行走

大嘥鬼: 「我要到處汚染破壞!」 

幼兒大叫：「不要來破壞!」 

幼兒：「到處都被汚染破壞，

沒有地方可以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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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和實踐的反思： 

1. 設計課程時需多考慮幼兒的興趣、經驗及能力；要以兒童為本。 

2. 共同備課有助更仔細、深入地設計課程；緊扣課程設計理念和目標很重要。 

3. 共同備課能互相學習，每位同工的意見亦很重要，綜合不同老師的意見有助  

編寫教案。 

4. 賦予幼兒更多的選擇，幼兒能更投入進行活動，幼兒亦更有自信完成任務。 

5. 老師每日可多欣賞有突出表現/進步的學生。 

6. 明白到若一個學習活動的設計上，能讓幼兒多參加設計、討論，參與其中， 

幼兒便會對學習感興趣，感到有所期望，學習效能便會提高。 

7. 課程領導：明白了更多構思主題網內容中要留意的要點及備課中帶領的方向。 

 

遊戲學習的成效 

8. 遊戲能啟發幼兒的品德建立；解難能力均有提升。老師可在日後的課堂設計 

多些解難的機會。 

9. 遊戲教學的成效比想像中高；幼兒投入度非常高；看到不少平時專注力較低  

的幼兒也非常活躍，十分喜歡遊戲教學；所學到的比教案上預設的知識、技能

和態度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