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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學習．成長」計劃 

1. 教學計劃

學校名稱： 潮陽幼稚園 

主題名稱： 神祕的種子 

教學目標： 

幫助幼兒: 

認識不同植物的結構

種植所需要的條例

知道植物與我們生活的關係

提升探究能力

提升觀察、記錄、整理資料及匯報的

能力，並培創作能力

培養欣賞、愛護及保護植物的態度

建立與人協商、溝通及尊重別人態度

班    級： 高班 

教學時段： 30/4/2018-18/5/2018 (共 3 週) 



副題一： 

植物是怎樣長出來？ 

副題三： 

種植有甚麼好處？ 

副題二： 

種子變成甚麼？ 

2.主題架構圖
主題名稱：神秘的種子 

課程設計理念： 

本園根據學校的辦學宗旨「樂於愛、敏於思、勇於新」及配合本年度關注事項，推行遊戲 

學習，透過不同的教學策略及活動，以提昇幼兒的群性發展。 

 

 

 

 

 

 

 

 

 

 

 

學習重點： 
 認識天然染料及製作

方法
 認識種植的好處和果

醬製作方法
 培養幼兒愛護及保護

植物的情操

※遊戲活動:製作士多啤
梨果醬 

※遊戲活動 2:環保樹(保
護) 
-利用不同的環保物砌
一棵樹，然後幼兒寫出
愛護承諾掛在樹上。 

※遊戲活動 3: 美麗花園 
-肢體扮演植物型態，然
後拍照(美的欣賞) 

學習重點： 
 認識適宜種植的地方
 認識植物所需的生長元素

※遊戲活動 1: 種植大搜查 
-請家長與幼兒完成工作紙內容，內
容包括：植物名稱、與誰人種、種
了多久、種植的方法(泥/水/芒
草…)、量度植物高度(工具：橡皮
膠、萬字夾、積木…)，完成後請
幼兒帶回校作分享。(如家中沒有
植物，可到朋友或公園進行觀察) 

※遊戲活動 2: 種植地圖─大搜尋 
-繪畫學校地圖(清晰方位) ，根據地
圖記錄適宜種植的地方(每組一種
植物) 

-提供種子，讓幼選擇(可加一些特
別的種子，如牛油果、榴槤、苦瓜、
木瓜、栗子、龍眼、楊桃、番茄) 

-請各組幼兒自行分工照顧植物 

※遊戲活動 3:植物大串燒 
-每位幼兒自選一個生長條件的標
誌(水、陽光、空氣、泥土等生長
要素)，玩法如糖黐豆，音樂停止
便要自由組合，決定想栽種植物所
需要的生長元素的多與少，並與其

學習重點： 
 認識種子與植物的關係
 認識植物的結構(根、莖、

葉、花或果)

※遊戲活動 1:探索植物的汁液
(红菜頭、紅蘿蔔、花......) 

  幼兒運用任何方法抽取植物  
的顏色  

※遊戲活動 3:植物接龍對對碰 
 -展示不同植物的種子圖片
及植物的根、果、葉、莖結
構圖卡 

- 利用電腦接龍遊戲方式，各
種子所屬的結構圖卡，讓幼
兒認識植物的結構(根、
莖、葉、花或果) 

總目標：透過遊戲為本的學習，讓幼兒⋯⋯ 

知識：1.認識不同植物的結構 2.認識植物與我們生活的關係

技能：提升幼兒探究能力，提昇幼兒觀察、記錄、整理資料及匯報的能力，培養幼兒創作能力 

價值觀及態度：欣賞植物的美，培養幼兒愛護及保護植物的態度 

切入遊戲：美美花展（植物的模型、花盆、紙、噴壺、水壺、種植小專家(舞台)、栽種工具、肥料 
人物：種植小專家 1人、參觀者 6人、檔主 3人，其他：食物、工具、植物 
活動內容： 
1.讓幼兒在花展內自由探索、觀察、操弄及遊戲
2.老師觀察及記錄幼兒如何在花展裡進行活動，了解幼兒的已有知識和生活經驗
3.遊戲完結，老師與幼兒團討，更了他們初步知道種植所需元素、植物與人的關係、以及愛護植物的

態度。

他組別分享。 



©  潮陽幼稚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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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種子 

班    級：高班 

教學時段：30/4/2018-18/5/2018 (共 3 週) 

活動名稱：植物接龍對對碰 

教學目的：認識植物的根、莖、葉、花、果及其不同形態

遊戲玩法： 

展示不同植物的種子圖片及植物的根、果、葉、莖結構圖卡

各植物結構圖卡上分別貼上顏色貼紙作提示

以接龍遊戲方式，利用各種子所屬的結構圖卡作歸類，讓幼兒認識植物的

結構(根、莖、葉、花或果) 

讓幼兒對植物的結構(根、莖、葉、花或果) 熟悉後，便可將貼紙取走，以

提升遊戲的難度及趣味性，以便評估幼兒的掌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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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接龍對對碰 

改變遊戲玩法 

賦權 

眼明手快(蓋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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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學反思及成效

 幼兒對植物的結構(根、莖、葉、花或果)充滿好奇心，在探索的過程中，

也常以自己角度去解釋事物，如他們認為植物的根部是「一條線」埋在

泥土下，不可食用，經過遊戲學習，幼兒知道一些常吃的食物都是植物

的根部，如紅蘿蔔、洋蔥、薑‧‧‧‧‧‧等。此外，幼兒對植物的結構和葉子

的形狀、顏色、大小都有更深入的認識。幼兒在遊戲中探索，表現更自

主。 

 老師編寫教學設計時會注意活動與活動之間要緊扣，賦權之時亦要深入

了解幼兒的特質、興趣、需要作適時介入、支援活動，令活動更適切有

趣。 

 老師在設計遊戲時要具挑戰及提升幼兒多元智能的功能。

 老師亦要緊記提供更些機會予幼兒去表達自己的想法，體會賦權給幼兒

的好處。 

 遊戲要有層次，要有不斷變化和增加難度，才能提升幼兒學習動力。

 老師在遊戲中有不同角色，如觀察者、促進者、參與者，能運用於多元

的教學策略，更有效幫助幼兒全人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