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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學習‧成長」計劃 

1. 教學計劃 

學校名稱：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慧光幼稚園 

主題名稱： 健康寶寶不生病（衞生和健康） 

教學目標： 

1.認識生病後恢復健康的方法 

2.保持個人和公眾衞生的方法 

3.建立健康的良好生活習慣。 

班    級： K1 

教學時段： 2016 年 12 月 5 日至 2017 年 1 月 13 日(共 5 周)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慧光幼稚園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中心 

2.主題架構圖 

 

主題：健康寶寶不生病(衞生和健康) (5/12/2016-13/1/2017) 

課程設計理念：本園秉承佛陀慈悲普渡精神，以兒童為中心，讓幼兒德、智、體、群、美、

靈各方面得到均衡的發展。課程設計緊扣學前教育課程指引，配合幼兒發展

階段、已有經驗、能力和興趣，並滲入幼兒自主學習的元素。課程以「衞生

和健康」為主題，透過多元化的活動，讓幼兒認識生病時的治療方法、保持

個人和公眾衞生的方法，從而培養幼兒建立健康的生活習慣。          

 

 

 

 

 

 

 

 

 

 

 

 

 

 

 

 

 

 

 

 

 

 

 

 

 

 

 

 

 

 

 

 

 

 

總目標: 
知識：知道生病時的特徵，初步認識看醫生的過程；認識生病時治療的方法。認識身體與

健康的關係。認識保持個人衞生的方法；認識常用的清潔用品名稱及用途，並知道
個人物品須保持清潔。認識個人衞生及公眾衞生的概念。 

技能：掌握個人清潔的技巧、能檢視儀容的整潔、學習表達自己、能清潔課室及家居、分
辨可反映影像的物品。 

態度：感謝家人的照顧；感謝醫生和護士提供治療；主動向患病的人表達關心；注意個人
和公眾衞生、培養健康生活習慣；樂於保持環境清潔。 

切入遊戲： 
環境設置：擺放醫生、護士、病人和家人角色牌，提供醫生和護士診療的工具、探熱器、   
          健康的食物、零食、水等。 

活動安排： 

1. 賦權予幼兒選擇及代入角色。 
2. 提供病人情景圖卡，幼兒觀察圖卡，扮演病人。 

3. 提供醫生、護士及家人角色牌，請幼兒自由探索及利用不同的工具和物料為病人提供
治療和幫助。 

4. 老師運用提問：如果有人生病了，你會怎樣照顧他？ 
              如果你是病人，你會怎樣表達你是個病人？ 

5. 遊戲中，老師及幼兒一起參與角色扮演，並觀察及了解幼兒於遊戲中的表現，於團討
時，與幼兒進行討論及釐清有關的問題。 

增潤遊戲： 
副題一：幼兒參與家居及診所的區角環境佈置，模擬生病了在家休息的情景及看醫生 
          的過程。 
 
副題二：請幼兒於家中搜集清潔的用品，如洗髮水、沐浴露、牙膏、牙刷、毛巾、浴 
          球、紙巾等作浴室環境佈置，請幼兒模擬使用以上的物品，了解幼兒的生活 

          經驗。 
 
副題三：請幼兒利用不同的工具協助清潔課室，進行清潔大行動。 

    延伸：家居清潔好幫手計劃。 

家校合作：親子設計醫生袍、搜集清潔用品、家長評估表、健康寶寶奬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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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題一：生病了，怎麼辦? 副題二：個人衞生你要知 副題三：公眾衞生你有責 

學習重點: 

1. 知道生病時的特徵、初步
認識看醫生的過程 

2. 學習表達自己(病況和需
要) 

3. 認識生病時治療的方法
(看醫生、定時吃藥、戒
口、多休息) 

4. 認識身體與健康的關係
(做運動、早睡早起、均衡
飲食) 

5. 感謝家人的照顧、感謝醫
生和護士提供治療、主動
向患病的人表達關心 
 

 音樂椅（音樂遊戲） 

在椅上反轉放圖卡，聆聽「醫
生謝謝你」音樂四圍行走，
當沒有音樂時，坐在椅上並
反轉圖卡，見到生病的圖卡
要說出哪裡不舒服（肚痛、
流鼻水…）需要回去看醫
生；見到健康圖卡可繼續
玩。 

 

 有益的食物接力賽（體
能遊戲） 

幼兒分成 3 行，起點放了有
益和無益的食物，請幼兒選
取一種有益的食物，然後跑
到終點放下食物。最後，老
師與幼兒一起檢視哪組最快
拿到最多的有益食物。 
 

 強健身體 

出示 4 張圖卡及 4 份拼圖，
兒童拼完圖再解說內容（早
睡早起、做運動、看電視及
早睡早起+做運動）。幼兒再
選出哪些行為能強健身體。 

學習重點 

1. 認識常用的清潔用品名稱
及用途 

2. 認識保持個人衞生的方法 
3. 掌握個人清潔的技巧 
4. 培養個人衞生及儀容整潔

的好習慣 
 

 音樂鏡子（音樂遊戲） 

擺放 6 組呼拉圈，請幼兒 2 人
一組對站，隨音樂快慢做出清
潔的動作（擦牙、洗臉、洗澡
等等），扮鏡子的幼兒需跟從對
站幼兒的動作。 

 

 清潔先生幾多步? 

預先擺放清潔用品及其他物品
於終點，請幼兒聆聽「清潔先
生」的指示行 1-4 步，到達終
點後可拿一種清潔用品。 

 

 「愛清潔」（音樂遊戲） 

介紹歌曲的名稱及內容；幼兒
想想自己會做甚麼事情，然後
創作相配的動作及聲音，如刷
牙（刷刷刷）、洗臉（洗洗洗）
等。 

 

 大風吹 

幼兒自選不同的清潔用品，當
聽到相關物品的名稱，就須離
開原坐位，到新的位置坐。 

學習重點  

1. 認識公眾衞生的概念 
2. 樂於保持環境清潔 
3. 培養健康衞生的良好生

活習慣 
 

 家居小幫手 

幼兒自選不同的清潔工具，
學習按數字，清理相配數量
的垃圾到垃圾箱內。最後說
出有多少件垃圾。 

 

 大電視 

出示圖卡（清潔衞生行為：
刷牙／洗澡／洗手／垃圾掉
進垃圾箱；不清潔行為：雙
手污糟／隨地掉垃圾／用手
抹鼻涕） 

先請兒童選出良好行為圖
卡，在「電視」中做動作表
達，其他兒童猜估及判斷是
否正確。 

 

 小小清道夫（體能遊戲） 

把海棉積木散落地上，模擬
在海灘上有很多被丟棄的垃
圾，請幼兒合力拾起指定數
量的垃圾。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慧光幼稚園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中心 

3.教學遊戲 

主題：健康寶寶不生病(衞生和健康) 班別：幼兒班 教學時段：12 月 5 日 1 月 13 日(共 5 周) 

活動名稱：生病了，怎麼辦？（切入遊戲） 

學習目的：知識 ：初步認識看醫生的過程 

          技能：能向他人說出自己的病況 

          態度：感謝醫生和護士的治療 

活動內容： 

 設置：將課室佈置成家居及診所的環境，老師會擺放不同的物品:紙巾、針筒、水、玩具、聽診器、

冰袋、藥樽、探熱器、零食、膠布、口罩等。 

 角色牌：醫生、護士、家人、病人 

 情境：有 3 個病人區：咳、流鼻水、發燒 

 請幼兒自由揀選扮演醫生/護士/家人，探索不同的物品，並嘗試利用這些物品去幫助病人。 

遊戲中幼兒的表現： 

1. 為發燒病人貼上膠布？ 

2. 利用探熱器「嘟」食物？ 

3. 生病時吃零食？ 

4. 對醫生、護士工作及工具運用感興趣 

跟進事項: 

1. 於團討時間與幼兒一起討論及釐清有關問題。 

2. 增潤遊戲：小醫生醫治病人 

     病人在家休息. 

 

 

 

 

 

 

 

 

 

 

切入遊戲：生病了，怎麼辦？ 

生病時，可以吃薯片嗎? 聽診器是怎樣用的? 

幼兒利用探熱器「嘟」食物 

老師發燒了! 

幼兒積極利用不同工具幫助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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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學反思及成效 

幼兒表現：切入遊戲中，起初大部分幼兒都因第一次以開放的遊戲模式進行探索活動，表

現迷茫。於是，老師立即進行調節，加入遊戲當中，如扮演病人的角色與幼兒一起進行遊

戲，鼓勵和引導他們進入和投入遊戲中。及後，從遊戲中能觀察到部分幼兒能運用工具進

行探索，如利用針筒、聽診器、「餵」病人吃藥等；亦有部分幼兒為發燒病人貼上膠布、

利用探熱器「嘟」食物和生病時吃零食等，此反映幼兒對扮演角色的已有經驗和對工具的

迷思。 

老師角色：老師在遊戲過程中除擔任觀察者外，亦是參與者和啟導者，透過參與遊戲，帶

領幼兒進入遊戲的狀態，如老師扮演咳嗽或發燒的病人，請幼兒扮演醫生、護士去幫助和

治療病人；亦會透過提問幼兒：「生病時是會怎樣的？你用這些工具來做什麼？為什麼你

會這樣運用工具？」從中刺激幼兒的思考和了解他們的想法。團討中，老師亦透過師生的

共同討論，如提問幼兒：「探熱器的用途是什麼？」邀請幼兒示範正確的使用方法，釐清

及總結幼兒的探索經驗。 

反思和得著：遊戲教學「3E：賦權、探索、表達」的理念下，幼兒能自由揀選喜歡的角色

和工具，亦有足夠的時間進行探索、參與和表達，讓老師能更透徹地觀察和了解幼兒的已

有知識、經驗和想法，有助老師因應幼兒的能力和經驗安排活動。 

    遊戲中，我們喜見不同能力的幼兒都積極參與遊戲中，而老師亦會觀察和接受他們的

表達方式。如幼兒能主動地與老師分享:「我睇醫生既時候見過呢個啊!」、「我病既時候媽

媽會餵藥俾我!」；亦有些幼兒用行動表達對他人關心，如拿著藥樽餵藥給病人、叮嚀病人

喝水、使用工具診治病人等。這個開放的遊戲模式，使他們能有自信地表達自己的經驗和

想法。 

    團討期間，有幼兒分享：「我生病既時候媽媽會俾寶礦力我飲」，使幼兒知道除了生病

時不能吃零食外，更認識了其他加快復元身體的方法。這些隨機浮現教學目標，更能照顧

幼兒的學習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