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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學習‧成長」計劃 

1. 教學計劃 

學校名稱： 救世軍海富幼兒學校 

主題名稱： 秋天 

教學目標： 

知識： 

 認識秋天的天氣特徵和景象、秋天進行的活動。 

技能： 

 建立觀察、探索、比較、自理的能力，辨別天氣的不同、

適合秋天穿著的衣服、自行穿脫衣服和收拾用完的物

品。 

態度： 

 做個愛護環境的人，培養幼兒欣賞大自然、學會保護大

自然的態度。 

班    級： K1 

教學時段：  2016 年 11 月 1 日至 11 月 15 日(共 2.5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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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題架構圖 

主題︰秋天 

課程設計理念： 

課程設計緊扣課程指引和本校的辦學宗旨，以兒童為本，配合幼兒的興趣，實

踐綜合課程，培養幼兒自主學習、主動探索，從觀察、討論和實踐的過程中建

構知識和提升能力，達成全人發展。德育亦是本校本年度的關注事項，讓幼兒

建立良好的學習態度與品格。 

 

 

 

 

 

 

 

 

 

 

 

總目標： 

知識：認識秋天的天氣特徵和景象、秋天進行的活動。 

能力：建立觀察、探索、比較、自理的能力，辨別天氣的不同、適合秋天

穿著的衣服、自行穿脫衣服和收拾用完的物品。 

態度：做個愛護環境的人，培養幼兒欣賞大自然、學會保護大自然的態度。 

  

切入遊戲： 

環境佈置：教師將專題研習角佈置成擬似戶外，有草地（地墊）和大樹（貼

在牆上），擺放風扇、潤手霜、幼兒帶回校的衣物（薄外套、泳衣、背心、

羽絨等），而且將枯葉放在地上和牆上，讓幼兒自行遊戲和探索。另外，

教師於角落牆上貼上幼兒的秋天家庭活動相片或 N班旅行時的照片，刺激

幼兒討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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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題一：秋天知多少 副題二：秋天活動一起玩 

學習重點： 

1. 認識秋天天氣的特徵和景象 

2. 培養欣賞大自然的態度 

3. 建立觀察、探索、比較的能力 

 

 秋天是怎樣？ 

幼兒分組到學校附近感受秋天天氣特徵，

如:涼爽、大風、太陽溫暖等，並觀察秋天

的景象，如:樹會搖動、有枯葉等，欣賞大

自然的景色。 

 

 衣服變變變 

幼兒分組到學校附近觀察行人在秋天時的

衣著，透過觀察和訪問了解揀選不同衣著的

原因，並於專題研習角遊戲時，揀選適合秋

天穿著的衣服，學會自行穿脫衣服。 

 

 葉子比一比 

幼兒收集葉子回校進行活動，幼兒比較綠葉

和枯葉的分別，嘗試用手弄碎。與幼兒進行

枯葉實驗（乾燥概念），在枯葉上塗上潤手

霜，觀察其分別，並探索枯葉的質感和特

徵。 

 

 聽聽聲音 

玩法 1: 把一堆綠葉和枯葉分別放在地

上，請幼兒用手或用腳踩，探索哪一種葉子

會發出聲音，並比較兩者的聲音。 

玩法 2: 把一堆枯葉放在地上，同時擺放不

同的樂器，如:馬鈴、沙鎚、搖鼓、三角鈴、

響板等，幼兒比較枯葉與不同樂器的聲音，

選出較相似的一種樂器。 

玩法 3: 把一堆枯葉放在地上，讓幼兒自由

地讓枯葉發出聲音，並請幼兒說出枯葉像什

麼聲音。 

 

 秋風呼呼呼 

幼兒選取一張角色牌，例如:巴士、樹葉、

燈柱、紙、小朋友、小鳥等，以大風吹的玩

法進行遊戲，能被風吹走的物件角色便站起

來走到另一個坐位上，而不能被風吹走的角

色便坐在坐位上不能走動，幼兒可轉換不同

的角色。 

 

學習重點： 

1. 認識秋天會進行的活動 

2. 培養樂意保護大自然的態度 

3. 建立觀察、探索、比較、自理的能力 

 

 各樣的活動 

教師擺放不同的物品，如:地墊、食物、圖

書、風箏、行山杖、燒烤叉等，讓幼兒自

行探索和遊戲，揀選適合的物品進行扮演

活動（如:野餐、燒烤、放風箏），探索活

動時要用的工具。 

 

 齊來放風箏 

幼兒帶著自己製作的風箏，分組出外進行

放風箏活動，幼兒嘗試用自己的方法令風

箏升起。此外，讓幼兒觀察風的流動，感

受放風箏的樂趣。 

 

 跟我一起去遊玩 

以收賣佬的玩法進行遊戲，幼兒選取一張

物品圖卡，如:地墊、圖書、牙刷、食物、

風箏、行山杖、燒烤叉等，教師扮演背包

的角色，當教師說出「跟我一起去野餐/

燒烤/放風箏/遠足。」，該活動要帶的物品

便走出來手拖手圍成圓圈一起遊玩。每次

幼兒可選擇不同的角色。 

 

 保護環境我有責 

在專題研習角的地墊上放置不同的物件

（垃圾）和垃圾筒，如:食物袋、糖紙、膠

樽、餅盒等，讓幼兒學習自行收拾物品，

把用完的物品收拾整齊，而垃圾則放進垃

圾筒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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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學遊戲 

主題名稱：秋天 

班    別：K1 

教學時段：2016 年 11 月 8 日(二) 

活動名稱：聽聽葉子的聲音 

教學目的：1. 幼兒探索綠葉和枯葉的聲音。 

     2. 幼兒能扮演葉子發出的聲音。 

       3. 幼兒能享受探索的樂趣。 

 

幼兒於上午時段出外撿不同的葉子回校。 

 

遊戲玩法 1︰ 葉子交響曲 

 把一堆綠葉和一堆枯葉分別放在地墊的左方和右方。 

 幼兒用手觸摸或用腳踏葉子，探索哪一種葉子會發出聲音。 

 幼兒比較兩者的聲音的分別。 

遊戲玩法 2︰枯葉樂器齊演奏 

 把一堆枯葉放在地墊上，同時擺放不同的樂器，如:馬鈴、沙

鎚、搖鼓、三角鈴、響板等。 

 幼兒比較枯葉與不同樂器的聲音，選出較相似的一種樂器。 

遊戲玩法 3︰枯葉的聲音像什麼？ 

 把一堆枯葉放在地上，讓幼兒自由地用自己的方法讓枯葉發

出聲音。 

 並請幼兒說出枯葉像什麼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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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比較枯葉與不同樂器的聲音。 

內容︰1. 幼兒用手觸摸或用腳踏葉子，探索哪一種葉子會發出聲音。 

      2. 幼兒比較兩者的聲音的分別。 

幼兒的發現︰幼兒發現綠色的葉子沒有聲音，踏上去是比較軟和不易碎的。

枯黃的葉子是有清脆的「卡卡」聲，踏上去比較脆和容易碎。遊戲完結後，

幼兒發現地上的枯葉大部份已碎了。 

踏在綠色葉子上是沒
有聲音的。 

是很細很細的聲音！ 

我用手模綠葉，葉子
很軟，不刺手的。 

很“吉”呀！很
“吉”呀！ 

脆卜卜的聲音！ 
好像是沙沙聲。 

我覺得是卡卡聲。 
哈哈！ 

我踏上枯葉便爛了！枯
葉的聲音好好聽！ 



©救世軍海富幼兒學校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中心 

 

  

 

 

 

 

目的︰1. 探索枯葉的聲音，認識枯葉的特性。 

      2. 比較枯葉與不同樂器的聲音 

內容︰1. 把一堆枯葉放在地墊上，同時擺放不同的樂器，如:馬鈴、沙鎚、   

        搖鼓、三角鈴、響板等。 

      2. 幼兒比較枯葉與不同樂器的聲音，選出較相似的一種樂器。 

幼兒的發現︰幼兒摩擦枯葉時會發出聲音，大部份幼兒都認為枯葉發出的聲

音像樂器沙鎚發出「沙沙」的聲音。部份幼兒會覺得像馬鈴、響板的聲音。 

我覺得枯葉的聲音像
馬鈴。 

我覺得枯葉的聲音像鈴
鼓，“撻撻撻”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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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的︰幼兒說出枯葉的聲音像什麼。 

內容︰1. 把一堆枯葉放在地上，讓幼兒自由地用自己的方法讓枯葉發出聲 

         音。 

       2. 請幼兒說出枯葉像什麼聲音。 

幼兒的發現︰幼兒利用身體探索枯葉的聲音，幼兒發現摩擦枯葉便會發出「沙

沙」「達達」的聲音，幼兒聯想這些聲音像下雨聲、沙鎚聲、膠袋聲、炒餸聲

等。 

我在樹葉海上游泳呀！ 葉子的聲音是「達達、
達達」。好像沙鎚。 

我用手搓，葉子是「沙沙」
聲，好像膠袋的聲音！ 

我想滾來滾去聽下葉
子的聲音。 

很多人一起踏樹葉、葉子
會「ki 力卡喇」的聲音。 

幼兒玩完葉子，幼兒說︰
「成地都是爛了的樹葉。」 
「黃葉是很容易爛的。」 
「葉子碎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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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反思及成效 

 

「聽聽葉子的聲音」的活動中，教師有以下的反思及成效︰ 

 

探索： 

在活動中，教師能給予足夠的空間讓幼兒自由探索。幼兒能運用不同的感

官進行探索外，亦運用自己的方法自由探索葉子的聲音，如：用手搓、用腳踩、

用身體在葉子上滾來滾去等方法，令葉子發出聲音。探索後，幼兒能發現綠葉

和枯葉的聲音的分別，枯葉會發出清脆的聲音，而綠葉則沒有太大的聲音，活

動能發展幼兒的感知能力和提升聽覺能力。 

 

表達： 

幼兒能於探索後嘗試用嘴巴發出葉子的聲音，如：「沙沙」、「擦擦」、「達達」

等，在表達時，幼兒會聆聽同伴扮演的聲音，過程中有幼兒表示「我都聽到啊」

或「我聽到其他聲音」。此外，幼兒能說出枯葉的聲音較大，而綠葉則沒有太大

的聲音，也會用語言清楚地表達出枯葉像什麼聲音。幼兒覺得葉子發出的聲音

較細聲及沉，其後運用樂器來表達，選擇較接近葉子聲音的樂器。 

 

賦權： 

教師與幼兒於上午時段出外收集葉子，並賦權予幼兒自行撿不同的葉子。

幼兒獲賦權後能自主地選擇想收集的葉子。而葉子是幼兒自己撿回校的，因而

對活動的投入感較大，也樂於參與活動，提升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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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個秋天主題的活動，教師有以下的反思︰ 

整體表現 

在此專題研習中，教師以遊戲的方式讓幼兒自由探索及學習。最初，教師以

知識、技能、態度三方面去組織學習內容，能平均地分配各方面的重點，使幼

兒發展平均全面。在計劃活動的架構圖上，教師清楚地列出主題中的知識、技

能、態度目標，便能容易緊扣和對準目標來設計不同活動。 

 

    教師在活動中能達到總目標。首先，在知識方面，教師與幼兒進行多次出

外參觀活動，讓幼兒自行透過觀察來認識秋天的天氣特徵和景像，幼兒不單能

親身感受秋天天氣，也能提升其觀察力及感知能力。但由於香港秋天天氣特徵

不太明顯，且早上及下午的溫差較大，因此，早上出外的幼兒能感受到秋天的

天氣特徵，如: 大風、涼快，但下午出外的幼兒則未太感受當中很大的變化。

有見及此，教師便用圖表進行記錄，具體將每天的天氣記錄下來，並向幼兒介

紹氣溫。漸漸地，幼兒對天氣的圖像和氣溫的敏感度也提升，逐漸能掌握天氣

的變化。 

 

    在技巧方面，幼兒在扣鈕的技巧上做得很好，自我照顧的動機及能力亦相

對提升了。而在態度方面，幼兒在秋天的活動中學到愛護大自然的概念，在親

子旅行活動中，教師見到幼兒會將自己的垃圾放進垃圾箱或自己帶走，體現了

對大自然的愛護。 

 

環境創設 

教師設置了不同環境創設，吸引了幼兒參與課題及活動的興趣。由於天氣難

以控制，教師需在學校自行營造情景。而其中一次出外放風箏活動的天氣特徵

（風）不太明顯，教師便在學校中利用風扇及吹風機自行營造適當的情景，讓

幼兒體驗放風箏的樂趣。活動過程中，教師接納及尊重幼兒的意見及多樣性的

玩法，也有賦權給幼兒，提升了幼兒的安全感及投入感。整體而言，教師能帶

起幼兒學習動機、自主學習，亦有給予幼兒安全的環境，讓他們安全及放心地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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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入遊戲 

    另外，在切入遊戲方面，教師發現利用遊戲去學習，幼兒在學習上的動機

有所提升。但教師的難處是在切入遊戲時，若教師不介入，未知幼兒是否掌握

知識。因此，導師建議日後在切入遊戲時，教師可為幼兒拍照，在團討時利用

拍下的相片與幼兒進行討論，如幼兒在數天的切入遊戲中也未能達到教師預設

的目標，教師便要思考是否環境未能幫助幼兒展示他的已有知識。在「秋風呼

呼呼」的遊戲中，部份幼兒理解物件和風的關係，但部分幼兒未太掌握，聽到

什麼也四處走動，會扮被風吹倒。教師用同一形式玩了幾次，當中的物件可改

變，不斷豐富，在數次的遊戲中，幼兒漸漸掌握風和物件的關係，並能依指示

做出被風吹的情景及說出原因。 

 

其他活動 

    在自由遊戲（Free Play）活動中，教師認為與幼兒一同進行遊戲時，有時

未必能觀察到太多幼兒及回應其訴求。導師建議教師在介入遊戲時可分不同階

段，如在切入遊戲中，幼兒未懂得玩，教師可與幼兒一起玩，當幼兒掌握玩法，

教師便可抽身進行觀察。在團討活動中，整體幼兒樂於表達、願意分享，亦能

發揮幼兒的潛在能力。幼兒亦期待每天的活動，生生與師生的互動有所提升。 

     

    在多個活動中能做跨學科的發展，如繪畫風箏的活動，除了幼兒自己創作

和製作風箏，幼兒還會樂於向別人分享自己的作品，及欣賞別人的作品，從中

發展了語文表達能力及尊重別人的情意。而在野餐活動中，幼兒願意分享食物; 

在保護樹葉寶寶的活動，幼兒會提示同伴遺留了樹葉，這些也顯示出幼兒能尊

重別人，樂於與人分享及具同理心。 

 

    幼兒在不同時段也樂於表達，在遊戲中，見到幼兒樂於以語言及非語言來

表達自己的意見及認知。在訪問途人的過程中，幼兒表現積極，反映幼兒對活

動的興趣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