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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學習‧成長」計劃 

1. 教學計劃

學校名稱： 佛教陳策文伉儷幼稚園 

主題名稱： 我的家 

教學目標： 

 知識：認識家庭成員的稱謂及特徵(角色及能力)、

認識表達情緒的方法、認識家居設備的名稱

 技能：提昇自理能力及表達能力

 態度：樂意表達關愛家人、培養對家的歸屬感、

培養早睡早起的生活習慣

班    級： 幼兒班 

教學時段： 2018 年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28 日(共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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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題架構圖

幼兒班：我的家 (施教時段：四週) 

課程設計理念： 

課程根據辦學宗旨，以兒童為主的理念，從學生的生活經驗出發，綜合本年度 

的學校關注事項，以遊戲教學作為策略，促進學生自主及自發地學習，並以慈 

悲精神，培育幼兒良好德慧(關懷)，使他們得以全人發展。 

 

 

 

 

 

切入遊戲: 

環境設置: 

老師設置家的角落(睡房/客廳/洗手間等)，擺放不同家庭角色的頭飾/衣服/物品(報紙、成人及幼兒的 

衣物)，讓幼兒扮演不同角色。此外老師適時可增加擺放不同的傢俱，也可讓幼兒自行創建傢俱。 

老師角色： 

觀察幼兒在角落的表現及觀察幼兒之間的交流。使用開放式的提問，了解幼兒的生活經驗和知識。 

 

 

總目標：透過主題「我的家」，幼兒能夠 

知識: 認識家庭成員的稱謂及特徵(角色及能力)、表達情緒(開心/不快)的方法、 

家居設備的名稱 

技能: 提昇自理能力和表達能力 

態度: 樂意表達關愛家人、培養對家的歸屬感、培養早睡早起的生活習慣 

副題一： 

我的家有誰？(關係與相處) 

預期學習重點: 

 認識家庭成員的稱謂(媽

媽、爸爸、兄弟姐妹、

祖父母)

 知道自己是家中的一份子

 觀察家庭成員的外貌特徵

 認識和體驗長輩的角色

 學習與父母、兄弟姊妹相處

 學習表達情緒(開心/不快)

 知道一些愛護家人(長輩)的

方法

 樂意向家人表達關懷

家校協作： 

帶家人衣服、家居物品及 

圖書 

帶家庭照 

副題二： 

我的家有甚麼？(家居設備 
及生活習慣) 

預期學習重點: 

 認識家居設備的名稱

 學習配對不同的家居物

品和地方(例:圖片配聲音)

 學習自行收拾

 知道要保持家居清潔

 知道要承擔家庭責任

(自理及小助手)

 培養家居安全意識

 培養有規律的生活習慣

(早睡早起/自行飲食)

家校協作： 

家長觀察和記錄幼兒在家的

情況，並給予欣賞和鼓勵 

(早睡早起工作紙) 

預期學習重點: 

 認識不同的親子活動

 享受家庭生活的樂趣

 知道減少使用電子產品

家校協作： 

設計親子遊戲工作紙 

鼓勵親子閱讀繪本故事書 

副題三： 

我在家做甚麼？(家庭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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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題一： 

我的家有誰？(關係與相處) 

遊戲/活動: 

 Show and tell 

大風吹 

家中不同的角色派茶點 

情緒先生/小姐你好嗎？ 

我是長輩(狐狸先生/小姐) 

我能向前跳(模擬長輩/幼兒 

的移動能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how and tell 

學生帶一張家庭合照回校， 

在課堂中向大家介紹家庭中 

的人物角色。 

大風吹 

遊戲中一位學生擔任小主持， 

當他說：「大風吹。」學生們 

回應：「吹乜嘢？」符合條件 

的學生(例如：白頭髮)需交換 

座位。 

家中不同的角色派茶點 

在茶點時段請學生扮演家中 

不同的角色，並由他們派發 

茶點、收拾及負責打掃課室。 

情緒先生/小姐你好嗎？ 

當學生向他/她提問：「情緒 

先生/小姐你好嗎？」情緒先 

生/小姐：「我好開心。」學生 

便要跨過障礙物找出開心的情 

緒卡。 

副題二： 

我的家有甚麼？(家居設備 
及家庭生活) 

遊戲/活動: 

學是學非 

糖黐豆 

波波池障礙賽(家居安全) 

清潔好寶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糖黐豆(家居設備、家居物品及

地方) 

Level 1:傢俱黐傢俱 

Level 2:傢俱物品黐家居不同

的地方(例如：廚房、客廳及  

飯廳) 

Level 3:動作來代替口令(例

如：想沖涼) 

波波池障礙賽 -- 家居安全 

請學生先越過不同的障礙

物，到達波波池取出示一張情

境圖卡，學生要判斷該圖卡行

為是對的，還是錯的，再貼在

終點的白板上。 

我也會清潔(清潔好寶寶) 

請學生圈著呼拉圈走，當老師

說：「我要清潔地板。」學生

便要立即跳入清潔用品呼拉

圈中，然後請他們說一說如何

用他們選擇的清潔用品來清

潔地板。(當熟習遊戲後，轉

換提問方式：「倒瀉水，要抺

乾，有甚麼方法。」) 

遊戲/活動: 

互相分享和試玩親子工作

紙遊戲 

學是學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是學非(使用電子產品) 

老師請學生要判斷圖卡的物

品是否適合他們使用，把物品

貼在白板上或×的位置內。 

家庭遊戲 

學生與家人完成遊戲設計工

作紙，請學生分享他們與家

人設計的遊戲名稱及玩法。 

齊投票 

把遊戲設計工作紙放在地

上，請學生以列隊方式投選

最想試玩的遊戲。 

玩家庭遊戲 

學生說一說「齊投票」的結

果，請出被選中遊戲的學生

出來介紹遊戲和一起玩。 

可請學生回家介紹/玩同儕與 

家人設計的遊戲。 

副題三： 

我在家做甚麼？(家庭活
動) 



©佛教陳策文伉儷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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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名稱：我的家 級別：幼兒班 
教學時段：１８天(四周) 
(施行日期：2018 年 11 月 29 日) 

活動名稱：我是長輩(狐狸先生) 

教學目的：認識不同家庭成員的移動能力 

訓練身體移動和肢體協調的能力 

體驗長輩的角色(滲透培養關心家人的態度) 

活動內容： 

1. 老師先向學生介紹不同家庭成員的頭飾(爸爸、

媽媽、公公、婆婆、爺爺、嫲嫲)及與學生討論

他們的移動能力。

2. 學生依據他們頭飾上的人物，加上不同的負重物

料或裝扮(公事包、環保袋……)。

3. 一位學生成為小主持(狐狸先生家庭成員)，其

他學生扮演家庭成員。

4. 學生向小主持提問：「(例如:爺爺、爺爺)幾多

點？」

5. 小主持回答：「4 點。」學生便要行四步。

6. 如此類推，當學生走到最近小主持時，扮演小主

持的學生便說：「返屋企啦！」便開始捉人，被

捉到的學生成為下一位小主持。

7. 討論/分享:配備道具扮演(爸爸、媽媽、公公、婆婆、

爺爺、嫲嫲)角色走動的經驗和感受，體會家人的

辛勞/移動能力的差異，學習關心家人。

教學資源： 

家庭成員的頭飾 

(爸爸、媽媽、公公、婆婆、

爺爺、嫲嫲) 

公事包、環保袋、書包、 

腳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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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我是長輩(狐狸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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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學反思及成效
學生在遊戲教學習下，能提高幼兒的學習成效： 

 在區角中，學生更加主動提出意見和參與活動，例如：學生懂得為區角建

構，製造出梳化、掃把和洗衣機等物品。

 在遊戲過程中，學生需要體驗長輩的行動不便，以及扮演家人的不同角

色，透過不同的遊戲增強了學生對身邊的人和事物產生好奇心，培養了他

們的探索精神。

 在團討中，能提升學生的思考和表達能力，例如：學生樂於分享在區角建

構的成品，也樂於分享與家人的軼事。

  學生比以前更有自信，亦勇於表達及與同伴溝通，例如：以往較內向的學

生能在區角與同學交流互動，亦能在團討中發表意見。

老師在教學反思上，對遊戲學習有了較深層次的認識和了解，同時有助老師

深入地解學生的能力，並透過遊戲幫助有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 

周副主任 葉老師 

 在活動設計方面，老師為學生設計了多元的遊戲元素，並加入於日常課堂

中，從學生的表現可見，他們較傳統的課堂會更加投入，亦更容易令學生

自主地表達其生活經驗及想法。

 在活動中亦有與同儕合作的元素，增加了學生之間的對話，提升了學生的

解難及合作的能力。

 在老師教學素質方面，遊戲活動能有效地令老師重新檢視自身的教學技

巧，並作出反思，例如如何令學生更投入於活動中，在日常中能多運用開

放式問題引導學生作出思考；當學生作出與預期不一的行為或答案時，老

師應如何回應。這些問題亦值得老師作出思考，並於日後的課堂活動中作

出改善。

許老師  葉老師 

 在遊戲及活動中多賦權予學生，如在遊戲「大風吹」中自己選擇家庭成員

的角色，即使學生選擇與自己不同性別的家庭成員老師也尊重其選擇。

 在表達方面，老師能安排能力較高的學生與表達能力較弱的學生進行討論

以鷹架其語言表達能力。

 活動後，老師也可以運用相片進行團討，協助學生分享和總結學習經驗。 

 在探索方面，學生能透過觀察、操弄和自行探索來發現角落缺失的東西，

並建設新的用品或傢俱，可見角落設計成功引發學生思考、創意及解難能

力。

 家校合作的遊戲工作紙和教學活動能刺激學生把家中的經驗帶回校與老

師分享，建立教師和幼兒的親密互信關係。

趙老師  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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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是次以遊戲的方式學習「我的家」，學生能從愉快有效地遊戲中學習

有關家庭成員的稱謂、家居區域和相關設備名稱，以及關愛家人的方法。 

 老師能根據本年度學生的能力、生活經驗及程度，編排合適的遊戲，提升

了學生對學習的興趣。

 在這次的實踐中，我們都發現課堂的模式和氣氛有所改變，不再是老師主

導，而是以幼兒中心，所有學生都能一起參與，令他們更勇於表達自己的

意見，並樂於分享在日常生活中與家人相處的片段，師生都享受。

 我們多讓能力較弱的學生以不同的方法進行表達，如利用動作去表達自己

的意見，亦安排語言表達能力強弱有別的的學生進行同儕討論以達到鷹架

的效果，因此大部分學生的語言表達和整體學習成效皆有理想的提升。

陸老師  陳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