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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計劃 — 大專院校 

「遊戲。學習。成長」計劃 2022-2023 

教學計劃 

學校名稱 保良局李俊駒伉儷幼稚園暨幼兒園 

 

主題名稱 拜訪社區 

 

教學目標 知識： 
 

1. 幼兒能認識從家裏走到學校的路線 
2. 幼兒能說出曾探訪過的社區設施名稱 
3. 幼兒能認識社區中一些常見標誌 
4. 幼兒能認識社區中有關環保的設施及對應的標誌，如回收箱、舊衣回收箱 
5. 幼兒能運用句式「我陪_____一起_____。」、「公園裏有人____。」 
6. 幼兒能認識社區中一些幫助我們的人 

 
技能： 
1. 幼兒能理解社區中常見標誌的意義 
2. 幼兒能運用多元感官觀察社區中發生的事情 
3. 幼兒能理解統計結果 
4. 幼兒能運用硬幣(元)付款（4以內的組合） 
5. 幼兒能運用溝通技巧與同儕一起遊戲和學習 

 
態度： 
1. 幼兒能投入參與遊戲 

2. 幼兒能體驗互相幫助的樂趣 
3. 幼兒能積極參與討論，樂於與人分享己見 
4. 幼兒能對幫助我們的人表示感謝 

 

班別 低班 

 

教學時段 2023年 4月 3月至 28日 (四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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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程設計理念： 

根據教育局(2017)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以促進幼兒的全面和均衡發展為原則，涵蓋「品德發展」、

「認知和語言發展」、「身體發展」、「情意和群性發展」和「美感發展」五項發展目標，分別體現

德、智、體、群、美的五育發展方向。上述五項發展目標，透過「體能與健康」、「語文」、「幼兒數

學」、「大自然與生活」、「個人與群體」和「藝術與創意」 六個學習範疇來落實。設計生活化的學習

主題，貼近幼兒的日常經驗、認知和興趣，能貫通六個學習範疇的內容，為幼兒提供綜合而整全的

學習經歷。 

本園課程配合學校的辦學宗旨及理念，及參考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以遊戲為策略」及以兒童為中

心，按幼兒的興趣及經驗能力、為多元學習需要的幼兒，提供均衡、適切及全面的學習活動。本年度

學校透過遊戲教學策略，從而提升幼兒學習面對困難、培養勇於面對挑戰之態度。 

 

切入遊戲/環境佈置: 老師預先提供簡單佈置，在娃娃角中張貼不同的社區標誌及放置一些不同商店

的物品，讓幼兒自由進行探索。 

 

教學活動分享: 

活動一  明辨標誌的是與非 

學習目標： 

1. 幼兒能說出社區中常見標誌的意義（語文） 
2. 幼兒能認識社區環保的設施，如回收箱、舊衣回收箱（大自然與生活） 
3. 幼兒能投入參與遊戲（個人與群體） 
 

引起動機： 內容： 總結： 

老師展示小狗公仔，並
扮演小狗說出「小朋

友，我最喜歡就是到公
園，公園裡有好多人及
有標誌的圖片，當主人
在公園見到有小狗圖案
的標誌，則代表歡迎小
狗進入。小朋友，你們
又看過社區裡入面有什
麼的標誌呢？不如你們
先在學校內找一找有什
麼標誌。」 

1. 老師先讓幼兒觀察貼在課室不同社

區的環境圖片，並讓幼兒分享經

驗，認識社區裏有不同的設施。 

2. 幼兒嘗試觀察不同設施中帶有的標

誌圖案，先讓他們進行猜測各種標

誌的功用。 

3. 老師逐一展示一些情景圖，幼兒需

要根據情景，需要分辨出哪一個標

誌才對，並跳到合適的呼拉圈（標

誌）內。 

4. 之後，老師便會與幼兒共同檢視。

幼兒需表達（指出/說出）在什麼

情景需要運用哪對應的標誌。 

備註: 

遊戲內容–常見的標誌（意義） 

增潤遊戲內容 – 加入環保設施和對

應的標誌 

 

1. 老師請幼兒分享在社區中曾
經看見的標誌圖案。從而帶

出認識標誌可以幫助人們適
當地使用設施。 

 
2. 延伸：請幼兒多觀察社區，

多留意還有什麼標誌，可以
回校分享，可以請家人/師
長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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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  購物樂 

學習目標： 

1. 幼兒能進行 4（元）的組合（幼兒數學） 

2. 幼兒能體驗合作遊戲的樂趣（個人與群體） 
 

引起動機： 內容： 總結： 

老師展示零錢包內的各款香港

硬幣，說今天要去購物，小朋

友需要正確付款。 

 

1. 幼兒一同重溫各款硬幣的 1

元、2元）的外形和幣值，並

且運用咒語，將幼兒變成小

硬幣。 

2. 坐在地墊是零錢包內的硬

幣，每位幼兒將會戴上硬幣

頭箍，扮演不同的硬幣。 

3. 幼兒需根據老師的指令，與

其他幼兒一同組合，配對成

適當的幣值以購買所需的物

品（4元以內）。 

4. 例如：第一輪每位幼兒都是

1 元，老師展示小熊玩偶的

圖片，他需要用到$4 來購

買，幼兒便需要與其他幼兒

組合，走到呼拉圈內購買所

需的物品。若果能組合出適

當的零用錢幣值，便能成功

購買；如未能與其他人組合

出合適價錢的幼兒，便需要

回到零錢包內（坐回地墊

上）。老師協助幼兒互相檢視

組合。 

5. 幼兒熟悉以（1元）作出組合

購物後，有些幼兒會換上（2

元）的頭箍，然後再進行遊

戲。老師協助幼兒互相檢視

組合。 

 

1. 老師與幼兒重溫各種 4 以內

的組合，並出帶出購物需要

付款。 

2. 延伸：探討是否需要用完所

有在錢包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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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反思及成效 
 

活動 

推行日期 
內容 

活動一 幼兒表現： 

幼兒都能觀察不同社區的環境圖片，描述不同標誌圖案，作猜測時，他們能過根據不同
的經驗分析圖片和找到適當的標誌。在不同情景時，幼兒會有不同的解讀，活用已學習
的標誌圖案。 
 

教學反思：（包括教材、技巧、內容趣味性） 

活動中老師指出學校環境中貼有的標誌作爲引入。根據幼兒的能力，透過安排不同程度

的遊戲，例如：幼兒先從 2種標誌 2選 1，老師起初會作出引導，提醒幼兒情景的特別

之處。階段二，老師會減少提示，以增加幼兒觀察情景和思考的機會，學習解難。 

 

建議： 

建議下一次活動要安排幼兒在選擇後作分享，讓他們可以向其他人解釋所選標誌的原因。 

 

活動二 幼兒表現： 

幼兒對錢幣很感興趣，能夠學習認識各種硬幣的面值。幼兒在配對時能夠與他人合作，
組成合適的面額並坐在呼拉圈上（購物）。活動過程，幼兒表現有禮並且會主動協助未能
成功組合的小朋友。 
 

教學反思：（包括教材、技巧、內容趣味性） 

活動開始時，老師讓幼兒坐在呼拉圈中，並與各幼兒核對答案，起初幼兒未能夠專心觀
看別人核對答案的過程，部分幼兒只顧住望著或玩自己身上的硬幣教具。其後再次進行
活動時，老師改成將呼拉圈放成兩行，幼兒可以面向另一組的組合。老師請幼兒擔當小
老師，邀請幼兒一同核對答案，更讓幼兒能夠專注及投入於活動中。 
 
扮演錢幣的活動具趣味。過程中，老師觀察到幼兒喜歡參與扮演錢幣的活動，為增加幼
兒的參與性及加強幼兒對組合的掌握，建議在活動前，可以與幼兒訂立規則。 
 

提示： 

活動過程中，老師可先鞏固幼兒對硬幣組合的認識，先用 1 元購買 3 元或以下物品。當

幼兒擁有成功的經驗後，可按幼兒的表現調節難度，例如：嘗試不同的硬幣組合購買 3元

或以下物品，然後才引入買 4元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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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相片分享 
 
 

 

-完- 

多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