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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學習․成長」計劃 

1.教學計劃 

學校名稱： 仁濟醫院山景幼稚園/幼兒中心 

主題名稱： 家庭 

教學目標： 知識： 

認識家庭成員稱謂(如：祖父、祖母) 

認識家庭成員角色

認識自己的責任

認識基本的家居安全 

技能： 

基本自理能力

掌握簡單家務

分享能力/表達能力 

掌握做事基本次序

態度： 

樂意表達對家人的謝意/關心 

願意與家人禮貌地相處

樂於表達感受

 

班級： 幼兒班(K1) 

教學時段：2016年11月28日至12月9日(共3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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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題架構圖 
 

幼兒班： 

                                 

課程設計理念： 

課程設計根據「學前教育課程指引」，採用以「兒童為本」的方式，學習內容包涵六大

範疇，並配合今年校本的關注事項──「守己律人」和幼兒的發展進度，以遊戲為策

略的教學方法，讓幼兒從遊戲中學習，而所有的學習包涵「知識」、「技能」和「態度」

三個重要元素，從而設計出全面性和適切性的課程，令幼兒獲得全人發展。 

 

 

 

 

 

 

 

 

 

 

 

 

 

 

 

 

 

 

 

 

 

 

 

 

 

 

 

 

 

 

總目標：透過遊戲為本的學習，讓幼兒 

知識：認識家庭成員之稱謂、家庭成員的角色、自己的責任、家居安全 

技能：能掌握基本的自理能力、簡單家務、做事次序，並提升幼兒表達能力 

態度：樂意對家人表達謝意和關心、樂於表達感受、願意與家人禮貌地相處 

切入遊戲(藉以辨識幼兒的已有知識) 

環境設置：簡單的客廳設置(如放置沙發、電視、枱) 

1. 讓幼兒在角落內自由地玩，老師從旁觀察。 

2. 團討及總結是日經驗 

3. 幼兒參與修訂 

4. 增潤遊戲：加入廚房、廚房內的用具、危險物品 

 

副題一：我的家人 副題二：我的責任 

預期學習目標： 

~認識家庭成員稱謂 

~認識家庭成員角色 

~表達對家人的謝意 

預期學習目標： 

~認識基本家居安全 

~認識自己的責任 

~掌握簡單家務 

~掌握基本自理能力 

~樂意表達對家人的謝意 

和關心 

~願意與家人禮貌地相處 

~樂於表達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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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活動 

1. 切入遊戲 

模擬角佈置成一個家

中的客廳，讓幼兒自由

玩。 

2. 模擬家庭成員 

模擬家庭成員在家中

的工作或活動情況。 

3. 猜猜我在做甚麼 

猜估對方扮演誰人的

角色。 

4. 家庭樂 

透過照片分享家庭生

活。 

5. 大風吹 

幼兒會帶上家庭成員

頭飾。 

6. 糖黐豆 

組合家庭成員數量 

7. 音樂傳球 

表達對家人謝意。 

8. 搖搖板一起唱 

用對唱方式表達對家

人謝意。 

副題一：我的家人 副題二：我的責任 

遊戲活動 

1. 我會收拾 

自己會收拾玩具、背書包、穿鞋。 

2. 家人忙甚麼 

扮演家人要負責的工作。 

3. 合力盡責任 

幼兒合作完成任務 

4. 自理能力大比拼 

兩組人比賽，按老師要求，完成所有項目。 

5. 我愛家人 

選出最喜愛的家人。 

6. 人生交叉點 

選出與家人融洽相處的方法。 

7. 越過危險 

幼兒要避過有危險的家居物品到達終點。 

8. 蓋棉被 

當翻起有關家居危險的圖片時，手就要拍在圖片。 

9. 我說你做 

聆聽題目分辨對。 

10. 音樂椅 

選擇適當和不當行為 

11. 尋寶遊戲 

找出相同圖片配對 

12. 釣魚 

釣出與家居安全有關的圖片 

13. 媽媽話 

聽從指令做動作 

14. 情境扮演 

幼兒按情境圖片描述進行扮演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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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學遊戲 

活動名稱(一)：切入遊戲 

教學目的：認識家庭成員的稱謂(爸爸、媽媽、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祖父母) 

教學內容： 

1. 將幼兒分成六組，每組約四人，上午時段三組進行活動，另外三組在下午時段進行

活動。 

2. 模擬角內放置一張沙發、一張枱和一部電視機佈置成家中的客廳，讓幼兒在模擬角

內自由地玩。 

3. 老師在當中觀察幼兒的活動和對話，從而了解幼兒對家庭成員的稱謂認識有多少。 

4. 在團討時段，請幼兒分享剛才在模擬角時扮演誰人的角色，老師將幼兒說出的家庭

成員名稱的稱謂和圖片將貼在白板上，然後請幼兒說說自己的家中還有沒有其他成

員。 

活動名稱(二)：我會收拾(體能) 

教學目的：認識自己在家中的責任 

教學內容： 

1. 老師預先設定一個障礙賽場地(平衡木、呼拉圈、雪糕筒)，並在場地的不同地方擺

放玩具和其他物品。 

2. 老師請幼兒手持膠籃，走過障礙物(打橫行過平衡木、走過呼拉圈和以S路線走過雪

糕筒)，進行期間，幼兒需要收拾地上的玩具，送到終點。 

3. 分享感受，總結自己在家中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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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學反思及成效 

在遊戲教學模式下，幼兒的學習成效： 

• 加強了幼兒對四周事物產生好奇心和增加學習興趣  

• 幼兒表現出更加主動參與活動  

• 在團討中幼兒能逐步思考 

• 幼兒更加主動分享生活事件，例如：會說說假日與家人進行過的活動  

• 幼兒比以前更有自信，亦敢於與別人溝通，例如：以往較內向幼兒開

始敢於表達自己意見、不懂得的事情會聆聽別人說話，向同伴學習  

• 在表達的過程中控制情緒及尊重別人，例如：別人選了自己想做的角

色，幼兒會選擇扮演其他角色，不爭執 

教學反思： 

• 「對遊戲學習有更深層次的了解，明白切入遊戲對課程所起的意義。

同時，亦可以知道在遊戲學習中，老師角色的定位。」 

• 「在編排課程時，老師不會像以往般『貪心』，把許多教學重點放在同

一個主題中，而是會因應幼兒的學習程度及能力，安排合適的學習內

容，由幼兒已有的知識，漸漸增加。」 

• 「老師現在思考遊戲教學時，會有更多的點子，例如一些以往自己玩

過的集體遊戲，經過修訂，並配合主題教學的內容，便可以成為帶領

幼兒一起玩的遊戲。」 

• 「經過計劃後，老師開始認同遊戲教學對幼兒有幫助，願意去找尋不

同類型的遊戲，放在不同的主題學習中，老師更會花更多時間放在遊

戲的資料蒐集，並思考遊戲的深淺度能否配合幼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