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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序言

小學科學科的課程設置主要是以探討自然現象為主。課
程內容包括有關物質與能量、生命現象以及地球環境等三個
領域。

本學科著重引導兒童從探討周圍環境中去擴展他們的經
驗，把學到的科學知識應用到日常生活上去。因此，課程內
容以兒童為中心，配合兒童的年齡發展特徵及能力，使兒童
的潛能盡量發揮，促進兒童全面的發展。

小學科學科要求兒童能夠由近到遠地漸次加深認識他們
的環境，使他們的觀察、分析、推理和判斷等能力得到發展，
從而積極地培養兒童的想像能力及其創造能力；能簡單地掌
握並運用基本的科學概念和基本技能；凡事有尋根究底的學
習精神，遇有疑難時，能運用科學方法去尋求解答；懂得欣
賞自然，愛護自然和保護自然；養成兒童有服務社會的高尚
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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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總目標

一、知識：
1. 認識有關科學字彙及符號。
2. 了解動、植物的一般狀況。
3. 了解地球、環境與人的一般關係。
4. 了解科學、現代科技及它們與人的關係。
5. 了解有關物質、能量、地球環境與生物等的基本科學

概念和原理。

二、技能：
1. 懂得觀察不同現象。
2. 能夠操作簡單的科學器材。
3. 能夠閱讀圖表、蒐集及報告有關的資料。
4. 主動探究自然現象及其周圍的事物，養成隨時發現問

題，探究問題及自行解決問題的能力。
5. 培養兒童對事物的觀察、分析、推理和判斷等能力，

並藉以啟發其獨立思考與創造發明的能力。

三、態度：
1. 激發兒童探求科學新知的好奇心，促使他們有興趣去

認識和了解科學，現代科技及它們與人的關係。
2. 培養兒童對事物具有客觀批判的精神。
3. 培養兒童與人或社群溝通、相處和合作的良好態度，

對人生抱積極的看法。
4. 培養兒童對優美事物的欣賞能力，並養成愛護環境、

保護環境的情操，以收陶冶性情、美化生活的效果。
5. 培養兒童有愛護家庭、關懷社會和服務社會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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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題內容

n 怎樣認識生物與非生物
n 動物世界
n 植物世界
n 標本
n 水族箱
n 星星、月亮、太陽、地球
n 氣象及氣候
n 水
n 空氣
n 光和影
n 電與生活
n 聲音
n 熱與溫度
n 力與簡單的工具和機械
n 保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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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教學內容

小學一年級教學內容
一、認識自己和我們的世界
二、聲音的認識
三、認識動物世界
四、認識植物世界
五、自然現象的初步認識
六、力與工具的認識

小學二年級教學內容
一、愛護大自然
二、常吃的食物
三、認識一些動物和昆蟲的特性
四、四季和天氣
五、水和空氣的認識
六、磁鐵和乾電池的遊戲

小學三年級教學內容
一、植物及其各主要部分的功用
二、田園裏的小動物
三、海裏的動物
四、鳥類和陸上的動物
五、我們常吃的主要食糧和蔬菜的種類
六、認識一些自然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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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四年級教學內容
一、植物如何繁殖
二、動物的再認識
三、愛護動植物
四、水和空氣
五、地球
六、光和影

小學五年級教學內容
一、植物的生長和繁殖
二、昆蟲、兩棲動物和鳥類的認識
三、認識天然資源
四、氣象的認識
五、怎樣運用光和電

小學六年級教學內容
一、植物的再認識
二、動物的再認識
三、標本
四、環保
五、太空探秘
六、簡單機械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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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學法指引

小學科學主張教師應採用以兒童為中心的啟發式教學，
目的是讓兒童通過自發地積極參與活動來進行學習。因此，
低年級兒童的學習主要是通過觀察、比較等活動去認識他們
周圍環境的事物及自然現象；而高年級兒童除了使用觀察、
比較法外，更透過實驗、研究、報導等科學方法去加深他們
對自然現象及現代科技的認識和了解。

教學過程中教師要注意應多採用適當的教學原則（多運
用視聽教材，進行實地觀察等）；啟發性原則（讓兒童多開
動腦筋思考，發現問題、提出問題、開展討論）；理論聯繫
實際原則（讓兒童進行參觀活動，蒐集及報告）；循序漸進
原則（遵循兒童發展的特徵，由淺入深，從近到遠，從直觀
到抽象的教學原則）；鞏固性原則（讓兒童能夠溫故而知
新）；因材施教原則（按照實際條件和學生能力而施教）等
各項原則科學地進行教學。而教師本身也要隨時隨地掌握現
代科技新知，與時代同步前進，課堂上除了教授課本內的知
識外，盡可能將新的科技知識介紹給兒童認識。

此外，在課室內，教師可適當地採用遊戲、觀察、比較、
實驗、訪問、討論、報告等學習活動去加深兒童對課題的認
識，在培養兒童的表達、觀察、思考、創作和判斷的能力之
餘，使兒童學會怎樣與人溝通，和睦相處，共同合作，完成
任務。其次，教師亦可以按教學需要組織適當的課外學習活
動，如參觀研究，搜集及製作標本、栽種植物、佈置科學角
等，藉著這些活動去加添兒童對科學的學習興趣，同時也可
以培養兒童積極參與的精神。

此外，教師在設計教學活動時，應明確要為配合主題和
教學目標所需要而設計活動，不要為活動而活動，而且安全
措施也不容忽視，尤其是在進行實驗和戶外活動時更應有周
詳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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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評鑑

小學科學科既包括字彙及符號、基本科學概念和原理的
學習，又包含了生活、學習、思考等技能的訓練及對人、對
事、對社會和對世界等態度的培養。所以學習成果的評核不
應只著重單一方面的考查，教師在教學時應該靈活地運用多
元化的方法來進行教學評核。

小學科學科的評核應該從知識、技能及態度三方面一併
進行，這才算是科學化評核方法。例如：
（１）知識方面：

在本學科中，一些基本的概念和原理會影響兒童日後的
學習，教師應該時常舉行簡單的形成性測驗、課前提問、
工作紙、習作和作業的理解等以檢討兒童對概念和原理
的掌握。這些評核分數應與定期性的單元測驗、段考和
期考的成績一併考慮，作為兒童成績等級評核的依據。

（２）技能方面：
本學科宗旨除了要求兒童對科學知識有基本的認識外，
同時希望他們能夠從中學會生活技能及學習技能，訓練
他們更精銳的思考和分析能力，因此，在評核兒童知識
的獲取之餘，亦應重視兒童技能表現的評核。對於兒童
所進行的各種活動，例如：參觀訪問、植物栽種、動物
飼養、資料蒐集、標本製作、圖像描繪、實驗報告、科
學角的佈置、科學器材的操作等亦應得到相應的成績評
核。

（３）態度方面：
態度較難從客觀測驗中加以評核。教師應根據兒童在進
行活動時與同伴相處和合作的表現、課堂上發表意見的
表現、對科學奧秘探求的表現、對美化環境，愛護大自
然的表現、課餘佈置科學角的表現等去評定他們的態
度。

總之，科學的評鑑應是在整個教學過程中對知識、技能、態
度三方面不斷地進行。評鑑在於衡量兒童的學習成績之餘，
亦可幫助教師隨時診斷出教學歷程中所出現的問題，俾使尋
求補救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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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一

註：1. 有 ● 記號者表示屬基本程度內容，沒記號者為增潤部分內容。
　　2. 每單元的預計上課時數僅供參考，教師可因應實際情況作彈性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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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學 一 年 級 科 學 科
授　課　內　容 基本程度課時 增潤部分課時

單元一、認識自己和我們的世界
　1.1 眼晴、耳朵的用處
　1.2 鼻子、舌頭和皮膚的用處

2
3

1

單元二、聲音的認識
　2.1 聲音的產生
　2.2 聲音的大小
　2.3 美妙的聲音

2
3
2

1

1
單元三、認識動物世界

　3.1 認識生物和非生物
　3.2 動物和植物的分別
　3.3 胎生動物
　3.4 卵生動物
　3.5 動物吃甚麼
　3.6 動物哺養幼兒
　3.7 動物的活動
　3.8 如何飼養小動物

2
3
3
2
2
3
2
2

1

1
1

1
1

單元四、認識植物世界
　4.1 澳門常見的植物
　4.2 植物有哪些主要部分
　4.3 水、陽光和植物
　4.4 水生植物

3
3
3
2 1

單元五、自然現象的初步認識
　5.1 太陽
　5.2 白天和晝夜
　5.3 月亮
　5.4 衡量天氣的冷熱

2
2
3
2

1
1

1
單元六、力與工具的認識

　6.1 利用人力移動東西
　6.2 利用輪子移動東西
　6.3 運用簡單的工具

3
3
2

1
1

測驗／課外活動／實驗 14

全學年總節數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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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1. 認識二種器官的功能：

　　a. 眼睛

　　b. 耳朵

2. 懂得正確運用眼睛、耳

朵認識事物。

3. 懂得正確運用眼睛、耳

朵辨別事物。

單元一：認識自己和我們的

        世界

● 1.1 眼睛、耳朵的用處 ● 1. 請兒童閉上眼睛，試試能否看見東西，

然後再張開眼睛看看，並說出：

　　　a) 物體的形狀。

　　　b) 物體的顏色。

　　　c) 物體的大小。

　　　d) 物體的遠近。

● 2. 請兒童閉上眼睛，用聽覺分辨由不同物

件敲擊所發出的聲音，並說出：

　　　a) 聲源的方位。

　　　b) 聲音的大小。

　　　c) 聲音的高低。

　　　d) 聲音是否悅耳。

● 3. 教師運用強光和噪音去引導兒童隨時

注意保護自己的視覺和聽覺器官。

（教師應注意使用強光和噪音時的安全設施）

在本課課末給

學生作一簡略的總

結；並在總結時提

出本課的課文重

點，以讓學生鞏固

所學。

　　同時亦在總結

時給學生評分，評

核學生在本課（2/3

節）的學習成績。

內容包括：對教師

提問的理解、口語

的表達能力、課文

的理解、學科詞彙

的應用，技能的掌

握、學習態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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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1. 認識三種器官的功能：
　　a. 鼻子。
　　b. 舌頭。
　　c. 皮膚。
2. 懂得正確使用鼻子、舌

頭和皮膚來辨別事物。
3. 能正確地保護鼻子、舌

頭和皮膚

● 1.2 鼻子、舌頭和皮膚的
　     用處

● 1. 請兒童用手掩著自己的鼻子，試試同時
把口部合上，能否呼吸。

● 2. 再請兒童嘗試嗅不同的氣味，如：香
味、酸味⋯⋯。（但教師要指導兒童不
可隨便嗅氣味，免發生意外。）

　 3. 引導兒童說出鼻子的功能
　　　a. 呼吸。
　　　b. 嗅味。
● 4. 請兒童用舌頭嚐試甜、酸、苦、辣味道。

再請兒童說話時盡量不移動舌頭。
　 5. 引導兒童說出舌頭的功能
　　　a. 味覺
　　　b. 幫助發音。
● 6. 請兒童用皮膚的觸覺嘗試物件的粗

幼、冷熱、軟硬的感覺。
　 7. 引導兒童說出皮膚的功能。
● 8. 教師運用一些日常生活的例子引導兒

童說出自己的經驗應如何避免各種器
官受到損傷。如不喝過熱的湯或水，不
用手挖鼻孔，不拿過熱的物件，不隨便
嗅物件的氣味⋯⋯。

　　教師用提問的
方法去評核學生對
課文內容的理解、
學科字彙的掌握
等。

　　此課完結時，
宜與第一課結合作
一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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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1. 通過活動，兒童感受到

物體發聲時會振動。

2. 說出不同東西發出不同

聲音。

3. 認識人發聲的方法。

單元二：聲音的認識

● 2.1 聲音的產生 ● 1. 利用摩擦雙手、鐵鎚敲擊鐵釘，撥動弦

線⋯⋯指出不同東西振動，會發出不同

的聲音。

● 2. 小組活動：進行「擊、敲、碰、摩擦」

等活動加深兒童對聲音的認識。

● 3. 播放各種不同的聲音，著兒童分辨聲音

的種類。

● 4. 兒童們進行談話活動，當中著兒童用手

按喉部，引導他們感覺到喉部在振動，

然後他們停止談談，再用手按喉部，感

覺喉部不再振動，進而指出喉部內的聲

帶振動，因而產生聲音。

   5. 讓兒童發出笑、哭、唱歌、說話等聲音

發聲的活動。

   6. 用鈴、鼓、牧童笛、三角鐵、音叉等佈

置科學角「聲音世界」。

　　評核學生對本

課活動的參與性，

能否跟隨著教師的

指示逐步去進行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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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1. 初步認識發出聲音的大
小與發聲體振動大小的
關係。

2. 初步認識到聲音的大小
和距離發聲體遠近的關
係。

3. 認識聲音可經空氣或物
體傳送。

4. 能利用簡單工具把聲音
傳播得遠些。

● 2.2 聲音的大小 ● 1. 吹哨子活動：
　　　a) 輕吹哨子，發出聲音小，因發聲體

振動細。
　　　b) 用力吹哨子，發出聲音大，因發聲

體振動大。
● 2. 把一些小膠珠片放在鼓皮上，然後或強

或弱地敲擊鼓面，著兒童觀察珠片跳動
與聲音大小的關係。

● 3. 播放電視節目，著兒童坐近、遠電視
機，聽同一聲音，著兒童得出近發聲體
聽到聲音較大，遠離發聲體聽到聲音較
小。

● 4. 實驗
　　　a) 用雲糕杯／紙杯做「有線電話」與

同學交談。
　　　b) 用石頭敲擊校園內的鐵欄杆，讓同

學到鐵欄杆另一端，試試可否聽擊
石聲。

　　　討論聲音如何傳到我們的耳朵。
   5　a) 用厚紙做喇叭筒。
　　　b) 用膠喉（長約 50cm）和漏斗（2 個）

做聽筒，引証擴音的效果。

　　透過實驗評核
學生；看看他們能
否按教師指示製作
有線電話、喇叭
筒、聽筒等。

　　評核學生對做
實驗的投入程度，
有否從具體形象思
維達至抽象邏輯思
維，能否清楚地說
出實驗的目的與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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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1. 分辨悅耳和嘈雜的聲

音。

2. 認識悅耳的聲音對人們

的影響。

3. 認識噪音對人們的不良

影響。

4. 認識一些減低聲浪的方

法。

5. 認識一些保持環境安靜

的方法。

6. 接納各人對聲音喜惡的

不同。

7. 懂得保護聽覺。

● 2.3 美妙的聲音 ● 1. 利用有噪音和悅耳聲音的錄音帶引導

兒童分辨出悅耳和嘈音。

● 2. 引導兒童從對悅耳歌聲的感受說出能

舒張情懷，令人陶醉，心情舒暢，能引

起人們共鳴。

   3. 引導兒童說出噪音令人煩噪不安，令人

討厭。

   4. 討論，說出減低聲浪的重要及如何減低

聲浪。

● 5. 用柔和的音樂去令環境和諧安寧。

● 6. 播放不同類型歌曲，讓兒童各人表示對

它們的喜惡，進行時要提醒兒童要接納

別人對聲音的喜惡的不同看法。

● 7. 播放地盤打椿、飛機升降⋯⋯等刺耳的

聲音，引導兒童用手掩耳及張口保護聽

覺。

評核學生要包括：

1. 對教師提問的

理解；

2. 口 語 表 達 能

力；

3. 課文內容的理

解；

4. 本課學科詞彙

的應用；

5. 技能的掌握；

6. 學習態度等。

　　本課完結後，

給學生安排一單元

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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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1. 能初步辨別生物與非生

物。

2. 能說出常見東西的特徵

─ 生物及非生物的特

徵。

3. 能分工合作用生物和非

生物佈置科學角。

4. 會觀察周圍的環境；認

識周圍環境中生物與非

生物之間的關係。

單元三：認識動物世界

● 3.1 認識生物和非生物    1. 利用連續性圖片，引導兒童說出小孩、

小貓、小狗的生長過程。

   2. 將綠豆（或蠶豆）發芽，陳列在課室內

的科學角中，讓兒童觀察生物的生長情

況。

● 3. 讓兒童自己嘗試分辨出那些是生物。

（如已發芽的綠豆、小龜⋯⋯）那些是

非生物。（如：石頭、汽球⋯⋯）。

● 4. 在上述的分辨過程中，說明生物能夠生

長，生出下一代，有活動能力和反應能

力。

● 5. 利用生物與非生物佈置科學角。

　　在學生進行分

辨生物與非生物的

活動過程中去評核

他們對生物與非生

物這兩個概念的認

識程度。

　　此外，當學生

進行用生物與非生

物佈置科學角時，

評核他們能否分工

合作，是否積極、

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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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1. 知道動、植物都是生

物。

2. 運用簡單的標準來分別

動物和植物：動物能四

處活動，植物長有根，

不能四處活動。

3. 能說出動物的種類。

4. 能說出植物的種類。

5. 能說出一些常見動物的

活動方式。

6. 說出某些植物的活動情

況。（如含羞草、向日

葵⋯⋯）

7. 能實踐愛護動物及植

物。

● 3.2 動物和植物的分別 ● 1. 出示各種動物和植物的圖片，以引導兒

童說出該等動植物的名稱。

● 2. 教師注意介紹人是動物的一種，每天進

行很多活動。並利用所出示的圖片說明

該等動物的活動方式。

● 3. 針對說明植物不可以四處活動，只能活

動身體某些部分，應讓兒童接觸含羞

草、向日葵或觀看玫瑰花開放情況，藉

以加深兒童對植物的不同特徵的認

識。

● 4. 判別活動：讓兒童從動、植物圖片中，

分出動物和植物兩大類。

　　教師給學生們

分組進行判別活

動，可從活動中觀

察學生是否快而準

確地分辨出動、植

物。有否積極、主

動地參與，字彙有

否掌握好等給學生

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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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1. 認識一些常見的胎生動

物。（如：人、牛羊、

狗⋯⋯）

2. 簡單地認識一些胎生動

物的成長過程。

3. 兒童有系統地了解自己

的成長過程。

4. 懂得愛護胎生動物的幼

兒。

● 3.3 胎生動物 ● 1. 觀看一些常見的胎生動物母子圖片或

幻燈片，讓兒童知道：

　　　a) 胎生動物生下來便跟母親相似，都

有眼、耳、口、鼻和四肢；

　　　b) 胎生動物的幼兒要吃母乳長大；

　　　c) 胎生動物的母親會替幼兒清潔身體

及教導幼兒各種生存的技能，幫助

幼兒學習獨立生活。

● 2. 兒童討論自己成長的過程。（教師從旁

引導）

● 3. 教師出示及講述一些被人遺棄的動物

故事，以激發兒童對小動物要加以愛

護。（但同時要提醒兒童不可隨意觸摸

不熟悉的小動物，以免發生意外。）

　　可從工作建議

中的第二項活動中

給學生評分，看看

他們有否：

1. 認真地討論；

2. 正確地選用詞

彙；

3. 時 間 控 制 恰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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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1. 認識一些常見的卵生動

物的形態。

2. 簡單地認識一些卵生動

物的孵化過程。

3. 會分辨胎生動物和卵生

動物。

4. 說出常見的卵生動物的

產卵的地方。

5. 懂得保護卵生動物的幼

兒。

● 3.4 卵生動物 ● 1. 利用拼圖引導兒童分辨哪些是胎生動

物，哪些則是卵生動物。

● 2. 利用圖片或幻燈片向兒童介紹常見的

卵生動物孵化的過程。（如小鳥破殼出

生的情形⋯⋯）

● 3. 比較各類卵的大小、顏色和形狀。（如

雞蛋、魚卵⋯⋯）

● 4. 利用卵生動物的圖片進行配對遊戲。

（如母雞找雞蛋⋯⋯）

● 5. 引導兒童說出上述卵生動物的形態。

● 6. 引導兒童說出卵生動物產卵的地方。

（如小鳥在雀巢內產卵⋯⋯）

　　評核學生課堂

活動的表現：

1. 對教師提問的

理解；

2. 口 語 表 達 能

力；

3. 課文詞彙的應

用；

4.判斷、分析能力

的掌握；

5.學習的主動性、

積極性。

　　此課結束後，

宜與單元三中第

一、二、三課結合

作一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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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1. 認識一些肉食性的動

物。

2. 認識一些素食性的動

物。

3. 認識一些雜食性的動

物。

4. 知道上述動物怎樣進

食。

● 3.5 動物吃甚麼 ● 1. 出示肉食性動物、素食性動物和雜食性

動物的圖片幻燈片。

● 2. 介紹上述動物和牠們的食物，並運用圖

片進行配圖活動。

   3. 介紹各類動物找尋食物的方法。（如老

虎捕獵小動物⋯⋯）

● 4. 分辨活動：

　　　a) 吃肉動物及其食物

　　　b) 吃素動物及其食物

　　　c) 吃雜動物及其食物

● 5. 用第二點的圖片佈置科學角。

評核學生包括：

1. 判斷、分析能

力；

2. 口語表達能力；

3. 學科詞彙的掌

握、運用能力；

4. 學習態度等。



小學 / 第一年 / 自然科學

課程改革工作組     sci99_1/1999-06 25

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1. 認識胎生動物會給幼兒

餵母乳。

2. 認識雀鳥用口給幼兒餵

食。

3. 說出“乳哺”和“口

哺”動物的名稱。

● 3.6 動物哺養幼兒 ● 1. 教師利用動物圖片，請兒童輪流到黑板

前把圖片貼在“乳哺”和“口哺”分

類欄內。

● 2. 利用前述分類欄，請兒童進行同類活

動，祇是以文字代替圖片填在“乳哺”

和“口哺””分類欄內。

● 3. 進行以上二項活動過程中，教師要注意

進行朗讀總結，加深兒童對“乳哺”和

“口哺”動物的認識。

● 4. 教師運用圖片引導兒童說出母愛的偉

大（包括人類和動物），如何哺養幼兒，

藉此誘發兒童對父母“養育之恩”的

回報心。

● 5. 教師帶領兒童進行口頭討論有關動物

餵養幼兒的方法。

評核學生在進行活

動時的：

1.熟練程度；

2.參與態度；

3.知識的牢固程

　度；

4.概念的清晰性。

　而且同時要評核

學生口頭討論能

力:

1.對教師提問的理

解；

2.口語表達能力；

3.舉一反三的邏輯

思維能力；

4.科學探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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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1. 認識魚類、鳥類、獸類

在何處活動。

2. 認識動物如何活動。

3. 認識人類一般常見的活

動方式。

● 3.7 動物的活動 ● 1. 教師利用動物活動圖片，請兒童把天空

中活動的動物、陸地上活動的動物和在

水中活動的動物分別放於分類欄中。

● 2. 利用前述分類欄，請兒童進行同類活

動，但把圖片改為文字填於動物活動場

所分類欄中。

● 3. 猜猜看：教師模仿猴子的動作，請兒童

猜猜所扮的是甚麼動物，在哪兒活動和

叫聲怎樣。

● 4. 接著請兒童進行同樣活動。（遇有難於

分辨的動物，可扮動物的叫聲加以輔

助。）

   5. 請兒童說出人類的活動方式。

評核學生的

1. 分析、判斷、推

理能力；

2. 本課字彙的掌

握能力；

3. 對進行學習活

動的興趣、積

極、主動力。



小學 / 第一年 / 自然科學

課程改革工作組     sci99_1/1999-06 27

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1. 初步認識如何飼養小動

物。

2. 認識一些可在家中或校

園中飼養的小動物。

3. 能遵守飼養小動物的原

則。

4. 知道怎樣愛護小動物。

   3.8 如何飼養小動物 ● 1. 教師用貼星的方法製作本班同學在家

中所養的小動物的棒形圖，並藉以喚起

同學對飼養小動物的興趣。

● 2. 利用圖片、幻燈片或教育電視介紹如何

飼養小動物。（如：白免、金魚、小

狗⋯⋯）

   3. 教師和兒童於課外一起飼養一些小動

物。並辨別那些小動物可以在家中或校

園中飼養（如小龜、小貓）；那些則不

可以（如蛇、老虎）。

   4. 透過實際飼養小動物的活動，指導兒童

清潔小動物的居所。

   5. 指導兒童注意保持小動物居所空氣流

通和溫暖。

● 6. 指導兒童飼養小動物時要注意安全。

● 7. 引導兒童說出怎樣愛護小動物。（提醒

兒童應先得到家長同意才可飼養）

● 8. 要求兒童替一些動物圖片著色，並以之

佈置科學角「動物世界」。

　　用組別評核法

去評核各組學生飼

養小動物的方法是

否正確，能否遵守

飼養動物守則，對

動物有否愛心。

　若果學校沒有條

件讓學生進行飼養

小動物，則上述評

核方法宜改用圖片

或文字的排列，配

合進行。

　　此課完結後，

宜與單元三中第

五、六、七、八課

一併進行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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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1. 認識一些澳門常見的樹

木花卉和蔬菜。

2. 認識澳門的市花。

3. 說出一些常見樹木，花

卉及蔬菜等名稱。

4. 說出一些常見樹木，花

卉及蔬菜的特徵。

單元四：認識植物世界

● 4.1 澳門常見的植物 ● 1. 利用澳門常見的：a) 各種花卉；b) 蔬

菜；c)喬木和灌木的外形、葉及花的圖

片，讓兒童知道植物的種類繁多，它們

的外形、顏色都各有不同。

● 2. 引導兒童說出植物的外形及花葉的形

狀、顏色等。

   3. 組織兒童到公園去觀看各種不同的植

物。

● 4. 引導兒童說出澳門市花的形態。

● 5. 請兒童替一些澳門常見的花卉、蔬菜或

樹木填上顏色，並以之佈置科學角「植

物世界」。

　　評核學生在進

行工作建議中的第

2，4，5 項活動時

的：

　口語表達能力；

　學科詞彙的掌握

能力；

　分析、判斷能

力；

　繪畫、塗色的技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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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1. 認識植物的根莖、葉、

花和果實等的主要部

分。

2. 知道果實內藏有種子。

3. 知道根、莖、葉、花和

果實各主要部分的關

係。

● 4.2 植物有哪些主要部分 ● 1. 出示植物標本一株（有花、果根、莖、

葉。）

● 2. 簡單介紹各部分的功用。

　　（根生於泥土裏，用作吸取水份和營

養⋯⋯）。

● 3. 把果實（如橙、萍果⋯⋯）切開，觀察

種子是藏在果實裏面。

● 4. 觀察一棵植物的主要部分生長在哪個

位置。

● 5. 初步認識各主要部分的關係。（如開花

後才結果，結果後產生種子，種子發芽

後長幼苗⋯⋯）。

● 6. 參觀校園或附近公園的植物，辨認它的

各主要部分，或再加深一層比較各種植

物主要部分的外部特徵不同之處。

　　評核學生對本

課知識的掌握程

度，看看他們能否

記得牢、抓得緊。

　　在認識植物的

過程中，注意評核

學生的觀察力、分

析、判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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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1. 認識植物的生長需要適

當的水和陽光。

2. 認識植物缺乏陽光時，

葉片會變黃，或不能生

長。

3. 認識植物缺乏水分時，

葉片會枯死。

4. 能依照植物的需要去照

顧植物。

● 4.3 水、陽光和植物 ● 1. 指導兒童進行蠶豆發芽的實驗。

● 2. 鼓勵兒童回家用綠豆做同樣實驗。

● 3. 在課堂上教師準備：

　　　a) 一盆經常淋水的植物和一盆不常淋

水的植物，讓兒童觀察並進行比

較。

　　　b) 一盆受陽光照射的植物，另一盆長

期得不到陽光照射的植物，讓兒童

觀察並進行比較。

● 4. 針對上述的活動，要求兒童進行討論應

如何按照植物需要去照顧植物。

● 5. 把兒童在家中做實驗的綠豆放在科學

角中。

　　評核學生做實

驗的能力：

1. 是否能留心觀

察 教 師 的 示

範；

2. 有沒有與趣去

做實驗；

3. 做實驗時能否

專心、認真；

4. 做實驗時的技

巧 有 否 掌 握

好；

5. 能 否 完 成 實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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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1. 認識一些水中生長的植

物。

2. 能說出幾種水中生長植

物的名稱。

3. 認識水生植物不可在陸

地生長。

4. 認識水生植物也需要陽

光。

● 4.4 水生植物 ● 1. 利用圖片或幻燈片，觀察各種水生植物

的形態及生長位置。

   2. 組織一次戶外活動，到盧廉若公園去實

地觀察一些常見的水生植物。在活動中

引導兒童注意水生植物的名稱。其次，

讓兒童認識那些水生植物的葉片和花

朵的形態。

● 3. 利用水簇箱引導兒童種植一些水中植

物，（如羅漢茜、水草、大水萍等）並

讓學生觀看它們的生長情形。

● 4. 在上述活動中引導兒童認識水生植物

需要陽光及不能離開水到陸地上生

長。

評核學生的：

1. 觀察、分析、判

斷、推理能力；

2. 課文內容是否

抓得緊、掌得

牢；

3. 好奇心有否激

發起。

　　本課完結後，

宜與單元四中第

一、二、三課一併

進行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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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1. 認識太陽是我們最主要

的光源和熱源。

2. 認識除了太陽外，地球

上仍有其他的光源。

3. 說出用眼睛直接觀看太

陽會令眼睛受到捐害。

4. 選擇避免用眼睛直接觀

看太陽的方法。

5. 認識生物是需要陽光

的。

6. 說出早晨和黃昏時太陽

的位置。

7. 說出太陽與生活的關

係。

單元五：自然的初步認識

● 5.1 太陽。 ● 1. 利用圖片二張（一張是在白天拍攝的，

另一張則是在傍晚時拍攝的）引導兒童

聯想自己的生活經驗，得出結論：太陽

是地球上主要的光源。

● 2. 利用圖片二張（一張是正午時的遊樂

場，另一張是晚上的遊樂場）引導兒童

聯想自己的生活經驗，遊樂場設施如滑

梯，猴子架等在正午的陽光下是很熱

的，這是由於太陽是地球上是最主要的

熱源。（或可用實驗代替之，如利用兩

盆水，一盆放於太陽光下，一盆放於陰

涼處，一段時間後請兒童用手或溫度計

試探，得出相同的結論。

   3. 教師出示手電筒或蠟蠋，說出晚上沒有

陽光照亮時，要依靠其他發光的物體來

照亮。

   4. 教師把感光後的菲林底片做成遮光

板，讓兒童透過它來看太陽，進而用太

評核學生的：

1. 分析、判斷、推

理能力；

2. 口 語 表 達 能

力；

3. 對科學探究的

好奇心；

4. 學 以 致 用 能

力；

5. 學習的主動性

與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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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陽鏡做相同的實驗，並指出除了日出、

日落時，所有時間都不可直接用眼睛觀

看太陽。

   5. 討論直接用眼睛觀看太陽對眼睛會造

成怎樣的損害，帶出兒童要自覺性地保

護眼睛。

● 6. 利用圖片或幻燈片說明地面上的生物

都是要依靠陽光來維持生命的，沒有陽

光，植物不能生長，沒有了植物作糧

食，地面又寒冷，動物不能生存。

● 7. 觀察每天清早與黃昏時太陽的位置，找

出太陽從東方「升起」；從西方「落下」

的規律。

● 8. 拿出太陽能電子計算機引導兒童說出

日常生活中人們利用太陽的例子。

（如：曬晾衣服、太陽能熱水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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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1. 認識地球的形狀。

2. 認識太陽與晝夜的關

係。

3. 說出一天太陽不同的位

置。

4. 說出白天和黑夜與生活

的關係。

● 5.2 白天和黑夜。 ● 1. 地球儀一個及介紹地球面貌的圖片，以

介紹地球的形狀與兒童認識。

● 2. 利用手電筒在黑暗的課室中進行白天

與黑夜的實驗。先指出太陽就像手電筒

照射地球儀那樣照射著地球。地球面向

太陽的部份受到陽光照射，所以是光亮

的白天。背向太陽的部份，沒有陽光照

射，所以是黑夜。

   3. 先在校園內樹一標記，然後著兒童在

早、午、晚分別觀察及描繪標記的影子

的方向及其長短，並把記錄放於科學角

中。

   4. 根據上述實驗得出一天內太陽的不同

位置和方向。

● 5. 討論如果沒有太陽，我們的生活會變成

怎樣。

評核學生：

1. 會否說出本課

內容的學科名

詞、科學概念；

2. 能否透過實驗

親自發現白天

與黑夜如何產

生；

3. 懂不觀看地球

儀；

4. 能否根據經驗

進行邏輯思維

推理，說出如果

沒有太陽，人類

的生活到底會

變成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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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1. 知道何時可以看見月
亮。

2. 知道月亮的光來自太
陽。

3. 初步認識我們所見的月
亮其形狀是經常改變的

　　新月：呈幼線或蛾眉
狀。

　　半月：比較新月半滿或
呈半圓形。

　　滿月：整個月亮的輪廓
都可看見呈圓
形。

4. 說出一些與月亮有關的
節日，並說出節日中的
一些習俗。

● 5.3 月亮 ● 1. a) 利用圖片，教師向兒童指出在雨天，
密雲和大霧時，月亮被厚雲遮著，人
們看不見月亮，同樣，在每月的初一
日（朔日）人們也看不見月亮。

　　　b) 展示圖片讓兒童認識月亮每天在天
空經過，不但是在晚上看見月亮，在
黃昏、清早和日間都同樣看見月亮。

● 2. 利用太空人在太空所拍攝有關月亮的
圖片，讓兒童知道月亮是不會發光的，
它的光源是來自太陽的反射。

● 3. a) 展示圖片，使兒童認識月亮幾種不
同的形狀，讓兒童嘗試把不同形狀的
月亮，如新月、蛾媚月及滿月等用手
工紙剪出來，並貼在黑板中有相對應
的字樣旁。

　　　b) 利用圖片引導兒童知道月形在同一
天中大致是一樣的。

● 4. 利用中秋節圖片或月餅、燈籠等實物引
導兒童說出該節日月亮的形狀及節日
中的一些習俗。

● 5. 利用剪貼要求兒童設計月亮盈虧圖，並
以之佈置科學角中的「太空之旅」。

評核學生學習時：
1. 有否專心致志

學習、留心觀察
圖片，開動腦筋
思考；

2. 對學科詞彙及
概念的掌握能
否抓得緊、記得
牢；

3. 清 楚 知 道 新
月、半月、滿月
的月形；

4. 掌握好剪裁的
技能而剪出不
同的形狀的月
形；

5. 能 否 結 合 經
驗，說出一些與
月亮有關的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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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1. 認識溫度計的用途。
2. 認識量度溫度的單位

─ 攝氏。
3. 學會正確使用溫度計。
4. 認識不同形式的溫度

計。
5. 認識四季氣候溫度的分

別。
6. 能夠衡量天氣的冷熱。
7. 了解溫度高低對人們的

影響。

● 5.4 衡量天氣的冷熱 ● 1. 教師先出示溫度計，介紹溫度計的構
造。之後把溫度計插進冰水中，指導兒
童正確閱讀溫度的方法。

   2. 小組活動，把兒童分組進行冰水、溫水
和熱水的溫度測試。

● 3. 教師出示口測和肛測的探熱針，及水族
箱的溫度計讓兒童認識及了解不同形
式的溫度計及其應用範圍。

● 4. 配對遊戲：溫度圖及四季衣服圖，讓兒
童進行衣服厚薄與溫度高低相配合的
遊戲，從中了解到人們穿衣是按溫度的
高低及四季氣溫的分別來選擇的。

   5. 記錄一個星期每天的氣溫活動，小組完
成記錄後取最佳者佈置科學角。

● 6. 每天著兒童觀看課室內的睛、雨表，並
填上當天最高和最低氣溫。

   7. 討論溫度過高和過低對人類有何影
響。

評核學生：
1.是否懂得用溫度
計測量水溫；

2.是否懂得用探熱
針去測量體溫；

3.會否讀出溫度計
的度數；

4.在小組活動中能
否合群，投入活
動；

5.能否分工合作完
成天氣記錄；

6.是否積極參與做
記錄；

7.學科詞彙及概念
是否掌握好；

8.能否有秩序地進
行遊戲。

　　此課完結後，
教師宜給學生作單
元五的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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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1. 認識用人力移動東西的

幾種方法。

2. 認識用人力只能移動較

輕和較小的東西，且很

吃力。

3. 認識用人力移動東西應

採取的安全措施。

4. 懂得用正確的姿態移動

東西。

5. 會聯想怎樣移動東西較

省力。

單元六：力與工具的認識

● 6.1 利用人力移動東西 ● 1. 提供桌、椅、書包、課本等，讓兒童用

最適當的方式把它們搬移，教師從旁指

出如推、拉、挽、挑、背、抱等移動方

式的名稱及其特點。

● 2. 透過移動物件活動，讓學生了解到人力

是有限的，而且工作起來非常吃力。

● 3. 讓兒童搬動較重的物件。如搬動花盆、

盛了重物的紙箱、文件櫃等。提醒兒童

應採用怎樣的安全措施。

● 4. 利用圖片引導兒童注意用正確的姿態

去移動重物。

   5. 判斷活動：讓兒童從 a) 移動書桌；b)

移動一堆作業簿；c) 移動一個地氈中，

自行找出在每組活動所進行的三個搬

動方式中，那一個方式最方便和省力。

● 6. 利用推、拉、挽、挑、背、抱圖片佈置

科學角「人力的巧用」。

　　評核學生以下

幾方面：

1.能否說出“推、

拉、挽、挑、背、

抱”等移動物件

的方式；

2.能否掌握“推、

拉、挽、挑、背、

抱”的技能；

3.能否判斷物件的

輕、重、大、小

而採用正確、省

力的方法去移動

它們；

4.能否注意安全；

5.能否積極參與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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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1. 認識輪子是圓形的。

2. 了解圓形的物件比方形

或其他形狀的物件較易

滾動。

3. 認識利用輪子移動東西

較省力、可搬較多的東

西及較方便。

4. 觀察到輪子可應用的地

方。

● 6.2 利用輪子移動東西 ● 1. 利用輪子一個讓學生判斷出，它是圓形

的物件。

   2. 小組遊戲：甚麼形狀的物件較易滾動？

教師宜先示範。

　　　物件包括：圓柱形的糖 、筷子、汽水

罐。圓形的硬幣、玩具車輪、鈕扣。三

角柱形的朱古力、筆刨、罐頭。方柱形

的筷子、積木、筆盒。波浪形的硬幣、

鈕扣、餅乾。方形的肥皂片、餅乾、咭

紙。

● 3. 利用圖片或幻燈片，讓兒童加深認識輪

子是圓形的，它較其他形狀的物件易於

滾動。

● 4. 利用嬰兒車、手推車、運泥車等引導兒

童根據他們的經驗說出利用裝有輪子的

用手推動的車子來移動東西，會較省

力，且可搬運較多和較重的物件，非常

方便。

● 5. 小組活動，讓兒童自我找出利用一根繩

　　評核學生時注

意他們：

1. 是 否 概 念 清

晰、觀點明確；

2. 有否運用邏輯

思維能力去進

行分析、判斷、

推理；

3. 能否順利完成

小組活動；

4. 參與活動是否

積極、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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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子及四枝圓柱形的鉛筆去移動一本厚字

典的最佳方法，然後著兒童說出結論。

   6. 引導兒童根據他們的日常生活經驗，說

出裝有輪子的運輸工具，運動用品及玩

具等名稱。

   7. 鼓勵兒童留心觀察，看看還有些甚麼工

具是裝有輪子的，在下一節上課時作報

告。

● 8. 引導兒童利用空盒子及玩具輪子製造

一種手推車以佈置科學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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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1. 認識及了解一些簡單的
工具所能做到的工作。

2. 認識一些在日常生活中
接觸到的、簡單的手工
工具的使用方法。

3. 能夠小心使用工具。

● 6.3.運用簡單的工具    1. 利用未開蓋的汽水、罐頭、冰粒一筒等
引導兒童說出如何開汽水瓶蓋、開罐頭
及從冰筒中逐粒拿取冰粒。

● 2. 教師拿出罐頭刀、開瓶器、鑷子等物去
打開罐頭，開汽水瓶蓋及用鑷子挾起細
的冰粒，然後指出罐頭刀、開瓶器、鑷
子等是一些簡單工具，而工具有很多種
類，各有用途。

● 3. 活動：著學生嘗試用剪刀和紙張來造一
些圖形；用鑷子夾郵票；用鉛筆刨刨鉛
筆；用打孔機將紙張打孔；用釘書機釘
數張紙；用鉗彎曲粗鐵線等。教師引導
兒童總結出工具的好處。

   4. 教師採用實物示範，用指甲鉗剪指甲；
用刀切蘋果；用羊角鎚子敲釘入木塊，
再用鍵頂把釘子拔出；用鉗切斷鐵線
等。教師在進行各項活動時，要同時指
出相應的安全注意事項。

● 5. 搜集一些常用的簡單的工具圖片以佈
置科學角。

評核學生：
1. 能否說出工具

的 名 稱 及 用
途；

2. 會否正確地使
用工具；

3. 使用工具時是
否小心；

4. 會否選用合適
的工具。

　　此課完結畢，
宜給學生作單元六
的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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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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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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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小學健教科的課程設置主要是使兒童對個人、家庭、社會等
各方面都有基本的認識和了解，藉此培養兒童有健康的生活習
慣、高尚的品德及正確的人生觀。

本科著重引導兒童從個人及身心方面的健康認識推廣到他人
及社區的範疇，並且把學到的健康知識應用到日常生活上去。課
程內容以兒童為中心，配合兒童的年齡發展特徵及能力，使兒童
的潛能盡量發揮，促進兒童全面的發展。

小學健教科課程設置的範疇由個人衛生問題擴至社區健
康。本課程教育目的不單只是讓兒童認識簡單的基本衛生常識
和正確姿態的學習，其內容更應有廣泛的發展，使兒童在學習
過程中均能掌握正確的知識和技能，又能養成良好的態度和習
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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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學總目標

一. 知識方面：
1.  兒童能夠建立科學的健康概念，認識和了解成長中生理及

心理的健康知識。
2.  兒童對人體的生長和發育有正確的認識。
3.  兒童對常見的疾病及其預防方法有所認識，並了解身體保

健、周圍環境及家居生活安全措施的重要。
4.  兒童對本澳各種醫療機構、醫療服務及其設施有所認識和

了解。

二. 技能方面：
1.  培養兒童能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健康的生活。
2.  培養兒童能掌握健康知識、鍛鍊良好體格，使其具有適應

現代生活的能力。
3.  培養兒童具有觀察、思考、分析、判斷和選擇的能力。
4.  培養兒童具有注意均衡營養、身心健康、維護個人及他人

的健康與安全的能力。
5.  培養兒童能夠遵守家庭、學校、社會的安全守則。

三. 態度方面：
1.  培養兒童注意個人及公共的衛生。
2.  培養兒童善用餘暇，參與適當的康樂活動。
3.  培養兒童懂得控制情緒、尊重別人和合群的精神。
4.  培養兒童懂得接納、幫助傷殘和弱能人士，養成關心別人，

關心社會，服務社群的高尚品德。
5.  培養兒童有正確的人生觀和積極的生活態度，並了解健康

生活與個人、家庭、學校和社會有著緊密的關係。
6.  培養兒童對優美事物的欣賞能力，並養成愛護環境、保護

環境的情操，以收陶冶性情，美化生活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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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題內容

一. 身體各部分的認識和保健。

二. 注意個人衛生。

三. 牙齒的保健。

四. 食物和營養的重要。

五. 運動和休息對個人的重要。

六. 認識生長中生理衛生。

七. 培養健康的心理。

八. 安全教育和緊急求救方法。

九. 認識預防疾病及處理方法。

十. 社區健康與個人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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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學年教學內容

小學一年級教學內容
單元一：認識身體各部分及其保健

一.  我的身體
二.  眼和耳
三.  口和鼻
四.  手和腳

單元二：認識良好的個人衛生和適當的睡眠、休息對成長
的重要
一.  身體要清潔
二.  衣服要整潔
三.  坐和立
四.  睡眠和休息
五.  遊戲
六.  身高和體重
七.  良好的生活習慣

單元三：學習友愛和諧，珍惜生命
一.  愛護弟妹
二.  交朋友
三.  愛護小生命

單元四：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
一.  我們的牙齒
二.  牙齒的清潔
三.  檢查牙齒
四.  定時進食
五.  早餐
六.  食物的清潔



課程改革工作組     sci99_1/1999-06 47

單元五：認識戶內、戶外的安全規則
一.  家庭安全
二.  學校安全
三.  路上安全

單元六：注意個人和周圍環境的衛生
一.  個人清潔
二.  空氣和食物
三.  家庭衛生
四.  學校衛生
五.  公眾地方的衛生

小學二年級教學內容
單元一：認識身體各部分的保健

一.  認識眼睛的保健
二.  認識耳朵的保健
三.  認識牙齒的功用及其保健
四.  認識鼻子的保健
五.  認識手和腳的保健

單元二：培養良好的個人衛生
一.  身體清潔
二.  良好的清潔習慣

單元三：良好的飲食、適當的運動和休息對身心健康的好處
一.  注意均衡的飲食
二.  注意進食時的禮貌
三.  適量的運動和休息對身體的重要
四.  戶外活動和戶外安全
五.  睡眠對身體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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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四：培養正確的姿態
一.  閱讀和書寫的正確姿態
二.  良好的姿態

單元五：培養兒童對家人、朋友和陌生人的正確態度
一.  敬愛家人
二.  與朋友和諧相處
三.  提高警覺，慎防受騙

單元六：認識疾病的成因和預防方法
一.  疾病的成因
二.  病菌的傳播
三.  注意個人和飲食的清潔

單元七：社區健康與個人的關係
一.  家居衛生
二.  醫護人員

小學三年級教學內容
單元一：認識身體各部分的保健

一.  眼睛的構造和功用
二.  耳朵的構造和功用

單元二：注意個人日常生活的衛生
一.  皮膚的衛生
二.  口腔的衛生
三.  日常衣服的整理
四.  良好的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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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三：認識正確的生活規律
一.  食物對身體的功用
二.  飲水對身體的功用
三.  睡眠對身體的功用
四.  生活要有規律

單元四：認識與人相處的正確態度
一.  群體生活
二.  幫助有需要的人

單元五：安全及急救的教育
一.  運動與健康
二.  運動的安全
三.  簡易的急救法

單元六：疾病的成因及預防方法
一.  細菌的認識
二.  怎樣預防常見的疾病

單元七：環境衛生與個人的關係
一.  環境衛生的重要

小學四年級教學內容
單元一：認識身體各部分的保健

一.  消化系統的認識及保健
二.  排泄系統的認識及保健
三.  牙齒的構造及功能
四.  牙齒的保健

單元二：注意個人日常生活的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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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個人衛生及儀容
二.  飲食衛生
  

單元三：適量運動及休息對身體成長的重要
一.  培養運動的興趣
二.  運動和休息

單元四：安全教育及急救的方法
一.  家居安全
二.  急救方式

單元五：疾病的成因及預防方法
一.  痲疹和德國痲疹的成因及預防
二.  肺結核的成因及預防

單元六：社區健康與個人的關係
一.  身體的成長
二.  群體生活

小學五年級教學內容
單元一：認識身體各部分及其保健

一.  認識呼吸系統及其保健
二.  認識循環系統及其保健
三.  認識脈搏和體溫對人體健康的關係

單元二：良好的飲食、適當的運動和休息對身心健康的好
處
一.  人體所需的營養素
二.  水和纖維與人體健康的關係
三.  如何選擇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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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培養均衡的飲食
五.  培養良好的嗜好和適量的運動

單元三：培養正確的姿態
一.  良好的姿態

單元四：安全教育和急救方法
一.  認識昏暈的成因及急救的方法
二.  認識交通安全的重要
三.  注意戶外活動的安全

單元五：認識青春期
一.  青春期的認識及其衛生
二.  穩定情緒對健康的重要

單元六：疾病的成因及預防方法
一.  患病應及早治療
二.  澳門常見的傳染病

單元七：社區健康與個人的關係
一.  培養責任感
二.  澳門護理人員和防疫工作的認識

小學六年級教學內容
單元一：認識身體各部分的保健

一.  腦和脊髓的組織及其功用
二.  神經系統的保健
三.  感覺器官的功用及其保健

單元二：注意個人日常生活的衛生
一.  暗瘡、體臭和口臭的形成及處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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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煙、酒和咖啡的害處

單元三：認識青春期
一.  對自我的認識
二.  青春期的心理發展
三.  培養責任感

單元四：安全和急救的教育
一.  澳門的醫療服務
二.  澳門的急救設備
三.  意外發生的正確處理

單元五：疾病的成因及預防方法
一.  肝炎和脊背髓灰質炎的形成及預防方法
二.  癌病的形成及預防方法
三.  食物中毒的處理

單元六：社區健康與個人的關係
一.  濫用藥物的害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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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學法指引

健康科於教學過程中應根據兒童發展的年齡特徵而適當地
進行改變。低年級應著重健康習慣的養成，並要結合兒童的日
常生活和實際經驗來進行教學；高年級除了要擴展低年級所學
的知識外，更應著重社會責任感的培養，以適應日後生活中所
遇到的各種問題及處事態度。

教學過程中教師要注意應多採用直觀性原則(多運用視聽教
材)；啟發性原則(讓兒童多進行思考，發現問題，提出問題，
開展討論)；理論聯繫實際原則(讓兒童進行參觀活動，並作匯
報)；循序漸進原則(遵循兒童發展的特徵，由淺入深，從近到
遠，從直觀到抽象)；鞏固性原則(讓兒童能溫故而知新)；因材
施教原則(教師應按照實際條件和兒童能力而施教)等各項原則
科學地進行教學。而教師本身也要隨時隨地了解新的知識，與
時代同步前進，課堂上除了教授課本內的知識外，盡可能將新
的健康和科技知識介紹給兒童認識。

此外，在課室內，教師可適當地採用遊戲、觀察、比較、訪
問、討論、報告等學習活動去加深兒童對課題的認識，在培養
兒童的表達、觀察、思考和判斷的能力之餘，使兒童學會怎樣
與人溝通、和睦相處、共同合作、完成任務。其次，教師亦可
以按教學需要組織適當的戶外學習活動，如參觀醫療服務機
構、社區中心、老人院、孤兒院、弱能人士服務中心等，並鼓
勵兒童多參加益智的康樂活動，佈置健康角等，藉著這些戶外
活動加添兒童對健教科的學習興趣，同時也可以培養兒童積極
參與的精神。

教師在設計教學活動時，應明確地為配合主題和教學目標所
需要而設計活動，不要為活動而活動，而且安全措施也不容忽
視，尤其是在進行戶外活動時更應有周詳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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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評核

小學健康科既包括健康生活的知識，也包含有品德的培養，
所以學習成果的評核不應只著重單一方面的考查，教師在教學
過程中應該靈活地運用多元化的方法來進行教學評核。

本學科的評核應該從知識、技能及態度三方面一併進行，才
合乎科學化評核方法。例如：

(1)  知識方面：
在本學科中，一些基本的健康概念和生活態度會影嚮兒童日

後健康的身心成長，因此，教師應常常舉行簡單的形成性及診
斷性測驗、課前提問、工作紙、習作和作業的理解等以檢討兒
童對健康概念和生活態度的掌握。這些評核分數應該與定期性
的單元測驗、段考和期考的成績一併思考，作為兒童成績等級
評核的依據。

(2)  技能方面：
本學科宗旨除了要求兒童對健康知識有基本認識外，同時希

望他們能夠從中學會生活技能及學習技能，訓練兒童更精銳的
思考和分析能力。因此，在評核兒童知識的獲取之餘，亦應重
視兒童技能表現的評核。對兒童所進行的各種活動，例如：參
觀訪問、角色扮演、動物飼養、資料蒐集、討論報告、調查研
究、健康角的佈置等亦應得到相應的成績評核。

(3)  態度方面：
態度較難從客觀測驗中加以評核。教師應根據兒童在進行活

動時與同伴相處和合作的表現、課堂上發表意見的表現、人生
觀的表現、接納殘弱人士的表現、對家居環境、社區環境和重
視公眾利益的表現等去評定他們的態度。

總之，健康科的評鑑應是在整個教學過程中對知識、技能、
態度三方面不斷地進行。評鑑在於衡量兒童的學習成績之餘，
亦可幫助教師隨時診斷出教學歷程中所出現的問題，以達至尋
求補救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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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一

註：1. 有 ● 記號者表示屬基本程度內容，沒記號者為增潤部分內容。
　　2. 每單元的預計上課時數僅供參考，教師可因應實際情況作彈性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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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教學內容說明及授課課時
授　課　內　容 基本程度課時 增潤部分課

時
一、認識身體各部份及其保健

● 我的身體
● 眼和耳
● 口和鼻
● 手和腳

1
2
2
2

二、認識良好的個人衛生和適當的睡眠、休息對
成長的重要

● 身體要清潔
● 衣服要清潔
● 坐和立
   睡眠和休息
● 遊戲
   身高和體重
● 良好的生活習慣

2
2
1

1

2

2

1

三、學習友愛和睦、珍惜生命
● 愛護弟妹
   交朋友
● 愛護小生命

2

1
1

四、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
● 我們的牙齒
● 牙齒的清潔
   檢查牙齒
   定時進食
● 早餐
● 食物的清潔

1
1

2
2

1

1
1

五、認識戶內、戶外的安全規則
● 家庭安全
● 學校安全
● 路上安全

1
1
1

1

六、注意個人和周圍環境的衛生
● 個人清潔
   空氣和食物
   家庭衛生
● 學校衛生
● 公眾地方的衛生

2

1
2

2
1

全學年總節數 3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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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1. 引導兒童認識頭、五
官、軀體、四肢等身
體各部分。

2. 兒童能夠通過活動，
說出及指出身體各部
分正確的位置及其名
稱。

3. 培養兒童愛惜身體各
部分。

單元一：認識身體各部分
及其保健

● 1.1 我的身體
● 1. 拼砌人像圖。
● 2. 簡單說出不同器官各有其功能。(眼

睛看東西，手寫字，腳走路......)
● 3. 玩眼手協調或眼耳協調等遊戲。
   4. 唱遊。(摸摸頭)

參考資料：摸摸頭
1 3 5 -4 2 7- 5 7 2 4 3 2 1- 
           .   . .

摸摸頭  摸摸面  摸耳摸鼻 摸眼睛

3 3 5 -4 4 2 -2 2 4 - 3 2 1- 

舉舉手  點點頭  提起腳   轉個圈

1 3 5- 4 2 7- 5 7 2 4 3 2 1- 
            .    . .
摸摸頭  摸摸面  摸著咀巴  哈哈笑

1.1 把工作建議中第一點作
為評核活動。
評核準則參考：

 (1) 能否主動完成拼圖。
(2) 拼圖過程中的準確性。
(3)拼圖過程中的合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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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1. 引導兒童認識眼睛和
耳朵的功能及其重要
性。

2. 指導兒童注意清潔及
愛惜眼睛和耳朵。

3. 培養兒童不取笑失明
和失聰人士。

1. 兒童認識口和鼻的功
能及其重要性。

2. 培養兒童注意清潔及
愛護口和鼻。

3. 培養兒童不取笑聾啞
人士。

1. 兒童認識手和腳的功
能及其重要性。

2. 培養兒童注意清潔及
愛惜手和腳。

3. 培養兒童不取笑傷殘
人士。

● 1.2 眼和耳

● 1.3 口和鼻

● 1.4 手和腳

● 1. 玩蒙眼越過障礙物遊戲。(引出眼睛
是用來看東西的)

● 2. 玩掩耳聽聲音遊戲。(引出耳朵是用
來聽聲音。)

● 3. 說出眼睛和耳朵的重要。(在日常生
活中失明所帶來的不便，在日常生
活中失聰所帶來的不便)。

● 4. 教師示範替洋娃娃清潔眼睛和耳朵
正確的方法。(不用手擦眼睛)(不用
硬物挖耳朵)

● 1. 模倣各種聲音遊戲。
● 2. 用舌頭嚐試一些食物的味道。(但應

教導兒童不隨便用舌頭嚐試味道。)
● 3. 用嗅覺辨別各種氣味。(亦應教導兒

童不可隨便用嗅覺嗅氣味。)
● 4. 說出口和鼻的其他功能。(如：呼吸、

說話......)

● 1. 玩二人三足遊戲。
● 2. 玩單手取物遊戲。
● 3. 說出手和腳的重要。
● 4. 說出手和腳的其他功能。(如：踏單

車、打球、寫字......)

1.2 把工作建議中第四點作
為評核活動。
評核準則參考：
(1)兒童留心觀察和聆聽的表

現。
(2)對教師所作出的示範是否

明白。(教師可在示範過程
中作出適當的發問)

1.3 教師通過口頭發問，兒童
能說出口和鼻的功能。
評核準則參考：
(1) 主動回答。
(2)正確答案。

1.4 把工作建議中第四點作
為評核活動。
評核準則參考：
(1)(教師可安排兒童作討論)
兒童在討論過程中的表現

(2)能否說出手和腳的功能。
(3) 能否主動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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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1. 引導兒童認識保持身
體清潔的重要。

2. 引導兒童學習清潔身
體的方法。

3. 培養兒童注意保持身
體的清潔。

1. 引導兒童認識保持衣
服清潔的重要。

2. 引導兒童學習保持和
清潔衣服的方法。

3. 培養兒童注意保持衣
服的整潔。

單元二：認識良好的個人
衛生和適當的睡眠、
休息對成長的重要。

● 2.1 身體要清潔

● 2.2 衣服要整潔

● 1. 提問：
　　(1)骯髒的身體會帶來什麼壞處？
　　(2)怎樣才能使身體清潔？
● 2. 教師出示肥皂、毛巾、牙刷⋯⋯來

進行清潔示範。
● 3. 兒童互相檢查手指甲、牙齒是否清

潔。
● 4. 兒童替洋娃娃進行清潔活動。

● 1. 教師出示兩個洋娃娃。(整潔和不整
潔各一個)

● 2. 讓兒童選擇自己喜歡的洋娃娃。
● 3. 討論怎樣才是整潔的衣服(清潔、沒

破損、鈕扣是否鬆脫、鞋襪是否整
齊清潔)

● 4. 兒童互相檢查衣服和鞋襪。
● 5. 替洋娃娃進行換衣比賽。

2.1 把工作建議中第四點作
為評核活動。
評核準則參考：
（1）兒童在活動過程中的主

動性和合作性。
（2）活動過程中的正確表

現。

2.2 把工作建議中第三點作
為評核活動。
評核準則參考：
（1）討論時的表現和合作

性。
（2）討論完畢後能否主動作

報告。
（3）能否細心聆聽別人的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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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1. 引導兒童認識正確的
坐立姿態。

2. 引導兒童學習正確的
坐立姿態。

3. 培養兒童注意保持正
確的坐立姿態。

1. 引導兒童認識睡眠和
休息對健康的重要。

2. 指導兒童善用休息的
時間。

3. 培養兒童作息要有定
時。

● 2.3 坐和立

   2.4 睡眠和休
       息

● 1. 教師示範正確的坐和立的姿態。
● 2. 兒童嘗試仿效正碓的坐立姿態。
● 3. 教師出示幾幅寫字和閱讀的圖片，

讓兒童選出那些是正確的態度。
● 4. 兒童進行正確的書寫和閱讀姿態。

   1. 提問：a)家人睡眠的時間。
           b)嬰兒和老人的睡眠時間。
           c)讓他們作出比較。
   2. 說出睡眠和休息有何分辨。
   3. 睡眠或休息不足時，對身體造成的

壞處。
   4. 討論怎樣善用小息和閒餘時間。

2.3 把工作建議中的第二點
作為評核活動。
評核準則參考：
(1)能否留心觀察教師的示
範。
(2)能否正確模倣教師的示
範。
(3)進行模倣時的認真表現。

2.4 把工作建議中的第四點
作為評核活動。
評核準則參考：
（1）討論過程中的表現與合

作性。
（2）討論後能否主動作出報

告。
（3）報告中的正確性。
（4）能否留心聆聽別人的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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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1. 引導兒童認識適量遊
戲對身體健康的重
要。

2. 指導兒童適當地安排
學習和遊戲的時間。

3. 培養兒童群體精神。

1. 引導兒童認識人在成
長過程中身體會增
高、加重。

2. 指導兒童學習使用量
高器和磅。

3. 指導兒童把自己的身
高和體重記錄下來。

● 2.5 遊戲

2.6 身高和體
    重

● 1. 出示一些遊戲圖片，讓兒童選擇出
自己喜愛的遊戲。

● 2. 引導兒童說出這些遊戲對身體的健
康有何好處。(增高、加強身體抵抗
力......)

● 3. 工作要專心地工作，遊戲時要快樂
地遊戲。

● 4. 遊戲要遵守遊戲規則和合作精神。

   1. 出示不同年齡人物的圖片讓兒童作
出比較，

   2. 兒童互相比較，誰人較高，較重。
   3. 用量高器和磅作出正確的分辨。
   4. 兒童把自己的身高和體重記錄下

來。

2.5 教師可進行簡單的辯
論。教師作負方，兒童作正
方，辦論為何要遵守遊戲規
則。
評核準則參考：
（1）辯論時的主動性和合作
性。
（2）辯論過程中的表現。

2.6 把工作建議中第四點作
評核活動。
評核準則參考：
（1）能否完成記錄工作。
（2）能否說出自己的身高和

體重。
（3）能否用本班同學的身高
和體重作標準，而說出自己的
身高和體重是否合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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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1. 認識生活習慣與成長
的關係。

2. 認識生活習慣是可以
養成的。

3. 認識良好的飲食、適
當的運動、充足的睡
眠對成長的益處。

4. 培養兒童養成良好的
生活習慣才能健康地
成長。

● 2.7 良好的生
       活習慣

● 1. 教師利用圖片來說故事，帶出一天
生活的習慣。並利用兩個不同生活
習慣(一個生活習慣良好，一個生活
習慣不正常)的比較，引導兒童認識
生活習慣不正常時對身體造成的不
良後果。

● 2. 請兒童說出生活習慣不正常會出現
的問題。(在飲食不定時會造成胃
痛，太晚睡覺時日間上課造成沒精
神......)

● 3. 教師引導兒童說出運動的好處。(如
有益身體，舒暢身心......)

● 4. 教師再請兒童說出過多或過少的運
動造成的後果。(如運動過多會造成
身體疲倦，過少運動會造成身體得
不到舒暢等)

   5. 教師預先準備一份生活習慣記錄
表，請兒童在表格上把每天起床時
間、早餐時間、午餐時間、晚餐時
間和睡眠時間填在表內，並且把每
天運動項目和時間也填在表內。(有
需要時教師要協助兒童進行填表)

   6. 把生活習慣時間表放在健康角中。

2.7 將工作建議中第五點及
第六點作為評核活動。
評核準則：
（１）活動過程中守秩序。
（２）從活動中觀察兒童的

積極性。
（３）能分辨生活習慣表內

的內容，作出適當的
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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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1. 引導兒童知道對弟弟
妹妹應該要愛護。

2. 引導兒童學習如何愛
護弟弟和妹妹。

3. 培養兒童對幼小有禮
讓的精神。

1. 引導兒童認識交朋友
的重要。

2. 引導兒童學習如何結
交朋友和保持良好的
關係。

3. 培養兒童有互助互愛
的精神。

單元三：學習友愛和睦、
珍惜生命

● 3.1 愛護弟妹

   3.2 交朋友

● 1. 出示一些幼兒的圖片。
● 2. 說出一些與弟妹相處的有趣事情。

(表弟妹均可)
   3. 角色扮演：如何照顧和愛護弟妹。

(教師從旁作糾正)
   4. 討論一些對幼小應做和不應做的

事。

   1. 利用圖片說出一個結交朋友的故
事。

   2. 兒童說出交朋友的好處和重要性。
   3. 請兒童說出自己結交朋友的經過。
   4. 討論交朋友的方法。(如：別人有需

要時主動作幫助，友善地對待別
人......)

   5. 活動：實踐交朋友的方法。(打招
呼、握握手、面露笑容。)

3.1 把工作建議中的第三點
作評核活動。
評核準則參考：
（1）參與的積極性。
（2）角色扮演時是否有愛護

和禮讓的表現。

3.2 把工作建議中第五點作
為評核活動。
評核準則參考：
（1）參與活動的主動性和合

作性。
（2）活動過程中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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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1. 鼓勵兒童愛護小生
命。

2. 引導兒童學習照顧和
愛護小生命。

3. 培養兒童有愛惜生命
的精神。

1. 引導兒童認識牙齒的
形狀和功用。

2. 引導兒童簡單認識什
麼叫做乳齒和恒齒。

●3.3 愛護小生命

單元四：養成良好的飲食
習慣

● 4.1 我們的牙
       齒

● 1. 出示嬰兒、小動物、幼苗的圖片。
● 2. 說出小生命為何要受到特別的愛

護。(嬰兒、小動物和幼苗生命力比
較脆弱。)

● 3. 鼓勵兒童飼養小動物和種植小盆
栽。

   4. 參觀動植物公園。(不可採摘花草、
不可任意餵飼小動物。)

● 1. 利用鏡子觀察牙齒的形狀，和數數
自己有多少隻牙齒。

● 2. 出示牙齒的模型，並簡單介紹其名
稱。

● 3. 教師介紹何謂乳齒和恒齒。
● 4. 兒童說出換牙的經驗。
● 5. 教師解釋換牙是正常的成長過程中

必經的，故此兒童不用害怕。

3.3 把工作建議中第四點作
評核活動。
   ( 教師可按實際情況而決

定是否參觀動物園 )
評核標準：
（１） 兒童能否守秩序。
（２） 有否留心聽解。
 ( 3 ) 有否愛護動植物公園

的公物。

4.1 兒童能否正確分辨乳齒
和恒齒。
評核準則參考：
（1）說出乳齒和恒齒的分

別。
（2）如何愛護恒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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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1. 引導兒童認識清潔牙

齒的重要性。

2. 引導兒童學習清潔牙

齒的方法。

3. 培養兒童注重清潔牙

齒的習慣。

1. 引導兒童認識牙齒需

要定時檢查。

2. 培養兒童消除害怕牙

醫的心理障礙。

● 4.2 牙齒的清

       潔

   4.3 檢查牙齒

● 1. 出示一幅有蛀牙的圖片。

　　　提問：(1)什麼原因引起蛀牙？

　　　　　　(2)怎樣才可以防止蛀牙？

● 2. 兒童說出每天刷牙的時間和次數。

● 3. 出示牙齒模型、牙刷和牙膏進行示

範正確刷牙方法。

   4. 兒童親身體驗刷牙的練習。(教師從

旁糾正。)

   1. 提問兒童有否作過牙齒的檢查。

   2. 兒童講出檢查牙齒的經驗。

   3. 角色扮演：牙醫替病人檢查牙齒。

   4. 教師引導兒童應定時作出牙齒檢

查，並鼓勵兒童與牙醫合作。

4.2 把工作建議中第四點作

評核活動。

評核準則：

( 1）兒童參與的積極性。

（2）活動過程中的正確表

現。

4.3 把工作建議中第三點作

為評核活動。

評核準則參考：

（1）兒童參與活動的積極性

和合作性。

（2）兒童在活動過程中的表

現。

（3）能否作出簡單的活動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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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1. 引導兒童認識定時進
食對身體成長及健康
的重要。

2. 引導兒童認識早、
午、晚三餐進食的適
當的時間。

3. 培養兒童定時進食的
良好習慣。

1. 引導兒童認識早餐對
身體成長及健康的重
要。

2. 引導兒童認識選擇有
益的食物作早餐。

3. 培養兒童養成進食早
餐的習慣。

   4.4 定時進食

● 4.5 早餐

   1. 教師出示一幅統計圖表，並替兒童
填上一日三餐進食的時間。

   2. 討論定時定量進食的好處。
   3. 討論吃零食的壞處。
   4. 學生填寫一星期內進食的時間表。

   1. 提問：
      (1) 為什麼我們每天都吃早餐？
     (2) 比較有吃早餐和沒有吃早餐的

感覺。
● 2. 出示一些食物的圖片。
● 3. 兒童選擇適宜作為早餐的食物。
   4. 利用統計圖表，統計全班兒童每天

吃早餐的人數、時間和食物的種
類。

4.4 教師可進行簡單的辯論,
把班裏的兒童分成二組。進行
“吃零食的好壞”辯論。
評核準則參考：
（1）兒童參與辯論的積極性

和合作性。
（2）兒童在辯論過程中的表

現。
（3）能否作出簡單的總結。

4.5 把工作建議中第四點作
評核活動。
評核準則：
(1)參與活動時能否守秩序。
(2)所吃的早餐是否有營養。
(3)能否說出早餐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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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1. 引導兒童認識食物的
清潔對身體成長及健
康的重要。

2. 引導兒童學習保持食
物的清潔，及選購合
衛生的食物。

3. 培養兒童注意食物的
清潔。

1. 引導兒童認識家居安
全的重要。

2. 引導兒童學習如何避
免家居意外的發生。

3. 培養兒童養成遵守家
居安全的守則。

●4.6. 食物的清潔

單元五：認識戶內、戶外
的安全規則

   5.1 家庭安全

● 1. 出示圖片或實物。(好與壞的比較)
兒童觀察後討論，怎樣才算合乎衛
生標準的食物。

● 2. 兒童嘗試說出保持食物清潔的方
法。(教師從旁指導)

● 3. 出示有包裝的食物，讓兒童學習注
意食物上的有效日期。

● 4. 教師引導兒童說出不潔及過期的食
物對身體的壞處。

● 1. 利用話劇形式：教師扮作一個頑
童，做出一連串危險的動作，讓兒
童作出矯正。(如玩刀、電插座....)

● 2. 討論：剛才話劇中的行為會帶來什
麼嚴重的後果。

● 3. 教師介紹一些家居安全的措施。
● 4. 說出一些庭中應有的急救用品。(藥

箱......)

4.6 把工作建議中第四點作
為評核活動。
評核準則參考：
（1）參與活動的主動性。
 ( 2）回答問題的準確性。
( 3）能否說出個人的見解。

5.1 把工作建議中第五點作
評核活動。
評核準則：
( 1 ) 兒童參與的積極性。

( 2 ) 兒童所說的家庭安全規
則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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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1. 引導兒童認識學校安
全的重要。

2. 引導兒童學習如合避
免學校意外的發生。

3. 培養兒童在公共地
方，應注意他人的安
全。

1. 引導兒童認識路上安
全的重要。

2. 引導兒童學習利用一
切交通設施過馬路。

3. 培養兒童養成遵守交
通規則的習慣。

   5.2 學校安全

● 5.3 路上安全

   5. 兒童自己發表一些遵守家居安全的
規則。

● 1. 參觀自己的校舍：利用學校實際的
環境，指出需要注意安全的地方，
並選擇出適宜遊戲的地方。

● 2. 兒童說出可能做成危險的行為。(如
亂跑會與他人碰撞......)

   3. 進行走火演習。

   1. 教師朗讀一段有關交通意外的新
聞。

● 2. 出示一些不遵守交通規則而橫過馬
路的圖片。

● 3. 兒童指出所犯的錯誤和會做成的危
險及後果。

   4. 遊戲：模擬各種交通設施，兒童學
習正確橫過馬路的方法。

5.2 把工作建議中第三點作
評核活動。
評核準則：
( 1 ) 活動中是否有聽指令。
( 2 )活動過程中的認真表
現。

5.3 把工作建議中第四點作
為評核的活動。
評核準則參考：
（1）參與活動的積極性和合

作性。
（2）活動過程中的表現。
（3）活動完畢能否說出為何

要遵守交通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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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1. 引導兒童認識保持個
人清潔的重要。

2. 引導兒童學習保持個
人清潔的方法。

3. 培養兒童養成個人清
潔的習慣。

1. 引導兒童認識空氣和
食物對維持生命的重
要。

2. 鼓勵和指導兒童在課
室內佈置自然角。

3. 培養兒童保護環境、
珍惜食物的情躁。

單元六：注意個人和周圍
環境的衛生

● 6.1 個人清潔

   6.2. 空氣和食
        物

   進行清潔的比較：
● 1. 出示兩個洋娃娃或兩幅圖片。
● 2. 指出各種保持個人清潔的方法。(洗

澡、換衣服、剪指甲......)
● 3. 教師說出身體清潔能預防疾病。
   4. 請鄰座同學互相檢查身體清潔的情

況。(衣服、指甲......)
   5. 替洋娃娃作清潔身體的示範。

   1. 實驗活動：兒童自己掩著呼吸系
統、暫停呼吸並說出其感覺。

   2. 出示動物和植物的圖片，指出它們
也需有空氣才能生存。

   3. 共同討論維持生命的其他要素。(食
物......)

   4. 實驗活動：(植物)
          一小盆有充足空氣和水份
         一小盆沒有足夠空氣和水份。
   5. 共同佈置自然角。

6.1 把工作建議中第四點作
評核活動。
評核標準：
( 1 )兒童在活動過程中認真

表現的情況。
( 2 )兒童個人清潔的情況。

6.2 把工作建議中第四點作
為評核活動。
評核準則參考：
（1）參與實驗的積極性和合

作性。
（2）活動過程中能否細心觀

察。
（3）能否作出正確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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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1. 引導兒童認識家庭衛

生的重要。

2. 引導兒童學習保持家

庭衛生的方法。

3. 培養兒童保持家庭衛

生的習慣。

1. 引導兒童認識學校衛

生的重要。

2. 引導兒童學習保持學

校衛生的方法。

3.培養兒童保持學校衛

生的習慣。

   6.3 家庭衛生

● 6.4 學校衛生

   1. 利用故事帶出家庭衛生的重要。(如

噪音會令人煩燥、零亂容易造成意

外......)

   2. 角色扮演：清潔和保持家居安靜。

   3. 讓兒童說出幫助打掃家居的經驗。

   4. 共同佈置家庭角。

● 1. 帶領兒童參觀校舍的清潔情況。

● 2. 提出如何保持和改善校舍環境清潔

的方法。

● 3. 帶領兒童學習沖廁及洗手的行為，

並鼓勵兒童保持此良好的習慣。

   4. 進行班級清潔比賽。

6.3 把工作建議中第二點作

為評核活動。

評核準則參考：

（1）參與活動的積極性和合

作性。

（2）活動過程中的表現。

（3）能否在活動完畢後說出

保持家庭衛生的重要。

6.4 把工作建議第四點作評

核活動。

評核標準：

 ( 1 ) 兒童參與的積極性。

 ( 2 ) 比賽過程中能否保持

課室及走廊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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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1. 引導兒童認識公眾地

方衛生的重要。

2. 引導兒童學習保持公

眾地方衛生的方法。

3. 培養兒童保持公眾地

方衛生的習慣。

●6.5 公眾地方的衛生 ● 1. 說出自己家居附近公眾地方不合衛

生的情況及其壞處。

● 2. 說出每個人對公眾地方應有的態

度。(不喧嘩、善用廢紙箱、不隨便

破壞公物......)

● 3. 積極嚮應政府推行清潔運動的口

號。“澳門是我家，齊來清潔她”

● 4. 鼓勱兒童積極做個良好的公民。

6.5 把工作建議中第二點作

為評核活動。

評核準則參考：

（1）能否主動作出回答。

（2）回答問題的正確性。

（3）能否說出個人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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