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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學習‧成長」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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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遊戲實踐---變、變、變」

教學實踐經驗分享
23/6/2018

辦學宗旨

以「兒童為主導」的理念

透過多元教學方式和活動

營造安全、健康、具創意及啟發潛能的學習

環境培養兒童主動探索精神和積極學習的態度

藉基督教教育，啟廸兒童成為良好品德的孩子

本年度關注事項

透過「遊戲‧學習‧成長」計劃，藉以強化
各班兒童的自主學習能力，促進他們的全人
發展。

增強幼兒運用左右腦的效能，從而提升幼兒的
專注力、觀察力、記憶力、解難能力及理解
能力。

教學示例︰水

級別︰高班

主題︰達達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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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目標：(融合學校宗旨／價值觀)  
(包含知識、能力、態度)

透過遊戲和學習活動，兒童能
1.認識水的來源、水與我們生活的關係及水的特性。
2.運用多元感官探索，用適切的溝通技巧和不同的

方法表達意念，提升手眼協調的能力。
3.培養珍惜用水的態度、欣賞水的美態及建立合作

精神。

切入遊戲：
幼兒在學校裡尋找有水的地方，並運用平板電腦拍攝
下來，然後與同儕互相分享。

我搵到有水呀

親子活動：家中的水在哪裡? 副題一：水的來源
學習重點:

．認識水從哪裡來

．認識食水的處理過程

遊戲:

．小水滴之旅1

-幼兒觀察圖卡(雨水、水塘、濾水廠、配水庫、家居水喉)，請幼兒分組
討論及排列雨水來到我們家居的過程。

．小水滴之旅2

-老師將食水處理過程設計成不同的體能動作，請幼兒扮作雨水，經歷
食水處理過程。

．兒歌：《大自然的水》

延伸活動/家校協作:

．請幼兒與家長一同尋找家中的水，然後回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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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題一：小水滴之旅 副題二：水與我們生活的關係

學習重點:

．認識水的用途及其重要性 ．認識節約用水的方法 ．認識愛護水資源的方法

遊戲:

．水的用途多

-請一位幼兒出來抽出一張有關水用途的圖卡，請該幼兒做出圖卡的內容，讓幼兒猜猜。

．認識生活在缺乏水源地方的人的困難。

．對與錯

-把課室分為「」及「」兩邊。老師說出一些情景(節約用水或浪費食水等)，請幼兒判斷它是

對或錯，站在「」及「」位置。

．清潔小先鋒

-請一些扮幼兒垃圾，一些幼兒扮清潔小先鋒，老師請清潔小先鋒到海上拾垃圾，被拾起的垃圾
(幼兒)便要跟在清潔小先鋒後面。

．重用水知多D

．故事：小水點聽見了

延伸活動/家校協作:

．請幼兒與家長想想如何運用重用水

遊戲︰對與錯

原本遊戲的設計︰

-把課室分為「」及「」兩邊。老師說出一些情景(節約用水或浪費

食水等)，請幼兒判斷它是對或錯，站在「」及「」位置。

變化遊戲︰

第一組遊戲活動後，老師反思活動的果效，認為只說出情景，幼兒不太

理解情景內容，故在第二組活動時，老師調整了以說話加動作來描述

情景，幼兒明顯對情景內容易於理解。

副題二：親子活動-重用水知多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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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題三：水的特性
學習重點:

．認識水的三態 ．探索水不同的特質，如浮沉、溶解、黏合作用、折射倒影等

．認識容量的守衡

遊戲:

．運水遊戲︰請幼兒分成兩組，運用不同的物品來將水運到另外一個容器內。

．飲品自助餐︰請幼兒自行選擇不同的飲品沖劑來製作飲品。

．救救小水果︰幼兒先將水果粒放進不同形狀的模具內製成冰，然後幼兒嘗試運用不同用具將

冰塊融化或打碎，「救出小水果」。

．黏力大發現︰請幼兒想方法將不同質地的紙張貼在牆上。

．浮浮沉沉︰幼兒將泥膠搓成不同的形態，看看泥膠能否浮在水面。

．倒影舞︰請幼兒運用自己的杯子盛水，然後在課室內行走，邊行走邊觀察水杯內的水，看看

有什麼發現。待幼兒發現了水加上光可有折射倒影的特質後，老師請幼兒二人一組

手掌對手掌跳倒影舞。

．玻璃杯音樂琴︰請幼兒將不同份量水倒進玻璃杯內，然後敲出不同的音調。

遊戲：救救小水果

原本遊戲的設計︰

幼兒先將水果粒放進不同形狀的模具內製成冰，然後幼兒嘗試
運用不同用具將冰塊融化或打碎，「救出小水果」。

幼兒發現︰

• 不同工具均可把冰塊打碎，其中一幼兒更提出用手的溫度令
冰塊融化

• 最後幼兒發現了不同質感的水果在冰塊碎開後會有不同的質感/
結果，例如香蕉片會變成果蓉、藍桑子可原粒被救出

遊戲：救救小水果
遊戲：運水遊戲

原本遊戲的設計︰

於大肌肉室請幼兒分成兩組，運用不同的物品來將水運到另外
一個容器內。

團討後發現︰容器選擇太少、比賽路程太短、怕弄濕地下

變化遊戲︰

準備多些不同的容器，並於校外空地進行比賽，幼兒更放膽
進行運水，過程中發現地下有水，因而提出珍惜用水的方法，
同時亦發現水會被蒸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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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運水遊戲

地下有水喎，
咁點算?

遊戲：黏力大發現

原本遊戲的設計︰

幼兒用4款不同紙張，只用水將不同質地的紙張貼在牆上/自選位置

發現：

幼兒即時發現水能把所選用的紙張黏在自選位置

幼兒午睡後發現所有紙張均掉下來  發現水是有黏力的，

但不持久

變化遊戲︰

探討其他紙張遇水後是否有黏力  再以不同厚度及質料紙張
進行實驗

副題三：黏力大發現
遊戲：浮浮沉沉

原本遊戲的設計︰

幼兒將泥膠搓成不同的形態，看看泥膠能否浮在水面。

活動過程中，老師發現幼兒未能掌握運用工作紙，因而即時
作出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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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題三：浮浮沉沉

點解都係沉架?

遊戲：浮浮沉沉

優化遊戲︰

幼兒提出家中有一些物品是浮的，因此提議帶回校一起探討

明白碗形泥膠是能浮的，但仍發現不是每次能成功浮起

團討時發現碗的厚度及深淺亦會影響到浮沉結果

老師角色轉變，由只是巡視角落變成坐在角落內當引導角色，

並鷹架幼兒進行探討

副題三：浮浮沉沉

我個樽會浮架 我成功令泥膠浮啦

課室區角：噴水畫

噴、噴、噴，你睇啲水係向下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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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完成地水，點算好?

點解張紙會跌咗落黎?

用紙墊住好些?定用膠盆放在地上好些?

幼兒和家長活動後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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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學習表現

幼兒在遊戲中邊學邊玩，能讓幼兒加深及鞏固所學的知識

幼兒透過遊戲學習會更投入參與課堂活動

在遊戲中會有較多的合作及討論機會，藉此可加強幼兒的
社交技巧，促進他們的群性發展

幼兒在過程中會不斷嘗試及思考不同解決問題的方法(例子：
探索角)

培養耐心聆聽的態度。(例如:在團討時間細心聽其他幼兒的
分享。)

幼兒的專注能力明顯提升

幼兒有自主學習的機會

透過遊戲活動，促進幼兒全人發展(例如︰肢體運用、多元
感官探索/運用、美感欣賞)

老師成長及得著

同儕共同備課可讓老師一起進行腦震盪、思考活動目標及
內容，互補不足

賦權幼兒參與製作教具和區角環境，多了放心思在構思校本
課程和遊戲上

多了在遊戲中和區角內觀察和鷹架幼兒學習，會即時因應幼
兒表現和學習需要而調適教學設計

能迅速給予幼兒回饋，協助他們有效地學習

能充分利用學校環境進行教學

遊戲教學中常向幼兒提出問題去刺激幼兒思考，因此提問
技巧有所提升

能在課後檢討中互相反思，並討論改善建議，以提升幼兒的
學習效能(例如：生生互動)

總括來說，專業能量大大提升

課程領導的成長

「共同備課」令課程領導者提昇更專業的帶領
會議技巧

學習到如何引導老師作思考、計劃、反思，施行
「以遊戲為 策略」的教學

反思校本的課程，令各級的課程更能適切地配合
幼兒的年齡發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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