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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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2023 

教學資源 

學校名稱 香港聖公會聖西門良景幼兒學校 

主題名稱 漢堡包和叉燒飽(食物) 

教學目標 

知識: 

 認識茶樓的食物、環境、餐具、點餐方法、特色、職

員 

 認識快餐店的食物、環境、餐具、點餐方法、特色、

職員 

 認識自己及家人喜歡的食物 

 認識不同的烹調方法 

技能: 

 能以完整句子及禮貌語點餐、分享在餐廳進食的經驗 

 觀察食物及分類 

 利用圖畫/貼圖片的方式記錄 

 分辨健康和不健康的食物 

態度: 

 願意分享在餐廳進食的經驗 

 尊重各人的喜好 

 願意嘗試不同的食物 

 願意與人合作進行遊戲 

班    級 低班 

教學時段 22年 1月 16日至 2月 24日(共 6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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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架構圖 

    本校選用幼兒最愛接觸的媒介—「繪本」作綜合教學，運用故事帶引幼兒探討各個生活

相關的主題。在教師帶動下，一同探索和建構有意義的延展活動，透過搜集及資料分類，在

動手做的過程中，使幼兒不斷發現問題，商討解決方法，讓幼兒自小培養出主動和自發學習

的良好態度。 
 

 

 

 

 

 

 

 

 

 

 

 

 

 

 

 

 

 

 

 

 

 

 

 

 

 

 

 

 

 

 

 

知識﹕透過不同的活動，讓幼兒認識不同食物的分類及食物營養價值。 

技能﹕能烹調食物、分辨有健康和不健康的食物。 

態度﹕建立飲食禮儀、樂於嘗試不同食物。 

附件一 

切入遊戲﹕請幼兒一起搜集有關茶樓及快餐店的用品及食物玩具，然後放於模擬

角，讓幼兒自行分類及玩耍 

副題一： 

茶樓、快餐店大分類 

副題二： 

健康飲食知多少 

 

副題三： 

做個健康小廚師 

 

學習重點﹕ 

 認識保存食物的方法 

 分辨健康和不健康的食物 

 能簡單分享搜集資料 

 

遊戲(一)﹕ 

老師利用不同的食物圖片，

請幼兒進行分類比賽，從而

學習健康與不健康的食物，

再引伸健康食物若果用炸的

烹調方法，食物也會變得不

健康，如薯條，之後，請幼

兒以尋寶方法找出健康的烹

調方法。 

 

遊戲(二)﹕ 

老師展示雪櫃教具，說明雪

櫃用途後，打開雪櫃分別介

紹有上中下三層。幼兒取一

張食物圖卡，跟隨老師指

示，將食物圖卡擺放在雪櫃

的層架上(上、中、下)。 

 學習重點﹕ 

 分享《漢堡包和叉燒

包》的故事 

 認識茶樓和快餐店的

用具、環境、食物、服

務員 

 樂於與同學一起進行

遊戲 

 

遊戲﹕ 

老師展示有關茶樓及快餐

店的物品，如:食物、餐

具、環境圖片，然後派發

每位幼兒各一個茶樓及快

餐店的牌子，老師在神秘

箱內抽取物品，然後幼兒

根據物品，舉起代表茶樓/

快餐店的牌，再請幼兒當

小老師，在神秘箱內抽取

物品，然後其他幼兒根據

物品，舉起代表茶樓/快餐

店的牌，並請小老師把物

品分類。 

學習重點﹕ 

 說出健康的烹調方法 

 共同編製健康有益的食物

餐單 

 烹受烹煮的樂趣 

 

遊戲(一)﹕ 

老師把幼兒分成三組，然後利

用健康的烹調方法設計有益

的餐單，再與幼兒到市集購買

食材，繼而回校分成三組各自

負責進行烹調，最後分享美

食。 

 

遊戲(二)﹕ 

老師與幼兒重溫生字:叉燒

包、燒賣、蝦餃、薯條、汽水、

漢堡包，再展示兩組遊戲卡，

一組是食物圖片，另一組是食

物名稱，老師反轉遊戲卡，幼

兒分兩組進行記憶遊戲，配對

食物圖片及名稱，高分組為

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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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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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反思及成效﹕ 

 

在是次教學活動當中，老師嘗試透過融入不同的遊戲活動，讓幼兒能在一個有趣及輕鬆

的環境下學習，從而提升幼兒的學習興趣及能力，例如辨認荼樓及快餐店的物品和食物，老

師利用了舉牌的遊戲方式，讓每位幼兒可以一同進行，減少等候時間，並可以從中訓練幼兒

的聆聽及反應能力。其後，老師亦將這個遊戲元素帶入日常分組活動當中，把教材設置成一

個遊戲角，讓幼兒可自由進入重溫遊戲，從老師的觀察所見，幼兒們都表現主動參與，於是

老師再把玩具角的元素加深，例如以同一的遊戲方法，但內容卻作出改變，讓幼兒能持續學

習。 

 

老師能在這個單元以故事為起點，透過繪本與幼兒分享中西飲食文化，同時亦讓幼兒學

習中西文化的飲食禮儀，老師在課室開設兩個模擬角落，一個是茶樓，一個是快餐店，過程

中，讓幼兒進行角色扮演遊戲，享受體驗角色的樂趣。 

 

此外，幼兒亦能在這單元透過遊戲認識健康與不健康的食物，以致健康的烹調方式及飲

食習慣。老師與幼兒一起製作健康餐單，幼兒能說出喜歡吃薯條，但利用炸的烹調方式會成

為不健康的食物，於是幼兒就共同想出以焗的方式代替，幼兒更成為小廚師親自進行烹調，

當全班同學共同享受烹調成果時，幼兒都表現滿足，有些平日有偏食習慣的幼兒更因為是次

活動慢慢作出改變，願意嘗試不同的食物。 

 

整體而言，透過是次校本支援計劃，老師能學習到有關遊戲教學的知識及技巧，並嘗試

將更多課堂小遊戲融入繪本教學當中，讓幼兒學習得更有趣及輕鬆。老師會持續將遊戲發展

於不同的單元中，從而培養幼兒主動學習的能力及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