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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學校

具體目標 內容

品
德
教
育

與老師及其他幼兒溝通。
與老師及其他幼兒招呼。
說出簡單的禮貌語。
愉快地上學並參與各種活動。
運用課室中的各種設備和用具。∗
把用過的玩具、用具、圖書放回原處。∗

與人建立關係和相處
禮貌

參與校內活動

尊重別人

語

文

能留心聆聽和適當地給予反應。
參與談話活動。

參與唱兒歌活動。

故事：有關學校生活
說話：隨機談話

有關學校生活/環境的
圖片

兒歌：有關學校生活∗

認
識
環
境

說出學校的名稱、教師及一些同學的稱呼。

認識課室的設備及部分用具的名稱和用途。
運用課室中的各種設備和用具。∗
把用過的玩具、用具、圖書放回原處。∗

參與常規活動。

學校的名稱、教師及同學的稱呼

校內的設施

參與收拾和愛護學校物料的工作

常規活動

數

學
能說出一集合中物件的名稱和數量。
把在課室用過的文具用品分類並收回原處。

集合與物件的關係
按一個特徵分類：課室中的設備

體
能

體
能

能自然地走路、跑步和爬行。
能拋出物件在固定地方上。
能聽音樂做出簡單的舞蹈動作。∗

走、跑、爬
小型用具操作活動
律動∗

與
美
感

音
樂

能唸出兒歌。
配合簡單的動作唱出歌曲。
能聽音樂做出簡單的舞蹈動作。∗

兒歌：有關學校生活∗
簡單旋律歌曲
律動∗

活
動美

勞

熟悉和運用課室中設置的美勞用具。
用泥膠／麵粉搓、按、壓、捲。
能畫出線條。

搓模型：自由創作
繪畫線條畫：自由創作

∗適用於多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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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建議

教師選擇配合主題的歌曲去教授。
— 將幼兒熟悉的歌曲配合簡單的動作讓幼兒邊唱邊做動作。
— 認識名字遊戲：

教師給予其中一位幼兒（a）戴上花環，然後說出他的名字：接著，這位幼兒（a）把花環
除下把它帶在另一位幼兒上（b）然後說出這位幼兒（b）的名字，如此類推… ..。

— 傳球遊戲：
幼兒跟隨音樂傳送皮球，當音樂停止後，拿著皮球的幼兒要說出自己的名字。

— 辨別聲音：
利用錄音機把幼兒和教師談話的聲音錄下，然後分別播出，請幼兒猜是誰的聲音。

— 遊戲：看誰坐得快
將幼兒分為五人一組，在10公尺遠放椅子五張，讓幼兒聽教師口令開始跑步，看誰最早到
達椅下。

— 播出幼兒熟悉之音樂引導他們做韻律活動。
— 出示小孩子哭、笑的相片，與幼兒討論小孩子在相片中的情緒表現，引導他們說出自己上

學時的經驗。
— 利用布偶或紙偶介紹上學的樂趣。
— 聽指令：

幼兒跟隨教師的指令去做出走、跑、爬、等動作，如：「行、行、行」，「爬、爬、爬」，
「跑、跑、跑」。

— 以圖片向幼兒介紹上學及放學的情形，教師並告訴他們見了師長或同學應打招呼及放學時
應說的話。
教師籍著常規活動教導幼兒一些簡單的禮貌語如：「唔該」、「多謝」。

— 故事：(1)教師用圖片講述“上學去”的故事。
(2)教師用不同的學校環境為幼兒拍照，增加對校內環境的熟悉和親切感；教師可以

把照片造成幻燈片作為教具去講述故事。
— 與幼兒摸摸並談論課室各類用具及玩具的名稱、特徵及用途。教師在擺放用具和玩具的箱

子、櫃子上貼上用具或玩具實物或相片，與幼兒討論收拾的方法並請他們使用後幫忙收
拾。

— 聽指令：
教師利用課室內的設備和幼兒去做這個活動，如教師對幼兒說:「把筆交給我」，「把玩
具放入玩具箱內」。

— 教師利用直觀教具和提問的方式，引導幼兒從不同的集合中拿取一個物件邊並說出正確
的數學詞彙。如:教師顯示一堆鉛筆(集合)，提問幼兒「這是什麼?」，幼兒回答「鉛筆」，
然後教師請一位幼兒拿出一枝筆，再提問其他幼兒「幼兒名字拿出多少枝鉛筆?」，幼兒
回答「__枝。」將活動廣擴展於其他的集合。
教師利用直觀教具，引導幼兒邊觀察邊比較，了解集合是由一件一件物件組成的。如:一
個玩具箱和一件一件的積木；一個筆筒和一枝一枝的筆。

— 透過談話和活動，使幼兒認識泥膠的特性和用途，然後讓他們搓出不同的形狀。
— 介紹繪畫的材料如：顏料、紙張等，分組活動時，教師派發圖畫紙給幼兒讓他們隨意創作。
— 拋豆袋：拋豆袋入紙盒或紙箱。
— 兒歌：教師選擇或自編以學校一天的生活為題的兒歌讓幼兒唸出。



幼兒教育第一年 課程改革工作小組5

主題：認識自己

具體目標 內容

品
德
教
育

指出身體各部分的位置並說出其名稱和用途。∗

在活動前或活動後注意個人清潔。

身體各部分的名稱和用途∗

清潔衛生

語
文

留心聆聽及回答問題。
能積極參與談話活動。

能辨認自己的標誌。
認讀字彙並說出其意義。
清楚地唸出兒歌。

故事：有關身體各部分
說話：隨機談話

有關自己的資料
認讀自己的標誌
認識字彙：手、口、耳、腳、
眼
兒歌∗

認
識
環
境

說出自己的姓名、年齡、性別和愛好。
區別屬於自己或他人的東西。
指出身體各部分的位置並說出其名稱和用途。∗

識別自己的姓名、年齡、性別和
愛好
區別自己的東西
身體各部分的名稱和用途∗

數
學

說出組成自己班的幼兒名稱。
透過男、女辨別出男、女的性別。
能分類男、女。
能透過自己的身體和物件的擺放區別上、下不同
的空間位置。

能將自己的身體各部分向上或向下擺放。
正確說出「上、下」和「向上、向下」的詞彙
跟隨著老師數物件。

集合與物件的關係
按一個特徵分類:性別

空間位置:上、下
方向:向上、向下

數數:身體的器官及四肢

體
能

能聽指令做動作。
自然地走路、跑步和爬行。
遵守遊戲規則。
按音樂節奏做出各種簡單的動作。∗

走、跑

遊戲:找手帕
律動∗

音
樂

用手、腳及身體各部分打出節奏。
唱出歌曲並簡單動用作配合歌曲內容。
有節奏地唸出兒歌。
按音樂節奏做出各種簡單的動作。∗

模仿節奏
簡單旋律歌曲
兒歌∗
律動∗

體
能
與
美
感
活
動

美
勞

透過身體接觸不同性質的物料。
能適當運用紙張空間去印手模。
能均勻地去印手模。
準確及適當地運用膠水去進行黏貼。

模壓:印手模

手指漿：自由創作
黏貼：面譜

∗適用於多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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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建議

— 教師選擇配合主題的歌曲去教授，並做動作配合歌曲內容。

— 教師以各種喜好的話題跟幼兒談話如：「你們喜愛什麼活動或食物？」，「你們喜愛去什麼
地方？，「你們喜愛看什麼電視節目」等等。

— 教師製作〝生日會〞壁報，指導幼兒輪流把自己的照片貼在自己的生日月份上。

— 幼兒圍圈坐，邀請 4－5 位幼兒把自己的手帕（或是其他物品）放在圈中，教師數 1、2、3
後，這些幼兒走到圈中找回自己的手帕。

 教師以人形洋娃娃介紹身體、姓名、性別和愛好。

 教師利用手偶引導幼兒自我介紹。

— 教師以幼兒為示範對象介紹他們自己的性別。

— 分類：男和女

1. 幼兒在座位／地毯上，(a)教師邀請男／女孩子站出來然後向他們問道：「你們是
男孩子還是女孩子」。(b)邀請男／女孩子分別站在教師的左邊或右邊。

2. 教師製作男／女孩子圖咭，邀請幼兒在座位／地毯上；當教師舉起男孩子圖咭，全
體男孩子站立，當教師舉起女孩子圖咭，全體女孩子站立。（當幼兒熟習後，教師
可以把舉起圖咭的速度加快）

— 把數張桌子合併，讓幼兒跟隨教師的拍手掌節奏隨意行；拍子停頓，指令幼兒去做動作如：
男／女孩子跳上桌子上，男／女孩子躲在桌子下。
利用玩滑梯讓幼兒認識〝上〞〝下〞。
教師請幼兒將手、腳放在上或下的空間位置並提問他們手、腳的位置。
請幼兒將不同的實物放在桌子、椅子或其他的物件的上下。
²建議教師在活動的過程中以提問形式鼓勵幼兒採用「上、下」和「向上、向下」數學詞

彙。

— 兒歌：教師選擇或自編以身體為題的兒歌讓幼兒唸出。

— 教師示範拍出 2拍或 3 拍節奏，邀請幼兒跟隨節奏用拍手、點頭、踏腳等身體動作來表示。

— 教師提問幼兒並請他們數數自己身體有多少眼、耳、口、鼻、手和腳。

— 分組活動時，教師派發畫紙讓幼兒輪流把手印在畫紙上。

— 透過圖片和幼稚園的生活，教師引導幼兒或與他們討論保持清潔的重要性如：刷牙、洗手…
等等。

— 幼兒跟隨教師拍手掌節奏的快、慢做出「行」、「跑」的動作；拍子停頓，幼兒跟隨教師
的指令做動作如：摸摸頭、舉手向上、肚子向上或鼻子向下等。重複做動作和給予新的指
令。

— 派發巳印上面譜的畫紙，教師指導幼兒貼上巳預先剪好的眼、口、鼻、耳，然後再貼上黑
色的紙條或毛線作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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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 腳

— 教師將麵粉開成糊狀，可混合數滴水彩，放在桌子上，每位幼兒的面前，請他們任意用雙
手及手指畫出線條。
(注意：這個活動應小組進行。)

— 認字遊戲：分組活動－教師把寫上耳、腳、手、口的字咭放箱內，邀請四位幼輪流抽咭，
然後幼兒把字咭放在教師預先佈置了的圖片上配成一對。（可以讓幼兒重複做這個活動）
大班活動－(a)教師把耳、腳、手、口的圖片放在白板上，(b)教師派給每位幼兒寫上述字
彙的字咭，(c)邀請幼兒輪流把自己手上的一張字咭貼在圖片下。

— 教師製作可拼合的字和圖片的咭，放在語文角內讓幼兒配對。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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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家庭

具體目標 內容

品
德
教
育

說出一些家庭生活經驗。
指出尊敬長輩應有的行為和態度。
能模擬家庭成員的生活情況。∗
說出家居安全的重要性。∗
參與訂定並遵守到家庭角玩耍的規則。

尊敬長輩

家居安全∗
參與訂定規則

語
文

積極參與談話活動。

簡單描述自己居住的家居環境。
認讀字彙並說出其意義。
清楚地唸出兒歌。
留心聆聽和複述故事。

說話：隨機談話
有關家庭生活/家居安全

描述：自己家居的環境
認識字彙：爸、媽、人、大、小
兒歌∗
故事:有關家庭生活的故事

認
識
環
境

說出家庭成員的稱謂。
介紹自己家庭的成員和他們在家中的職責。
能模擬家庭成員的生活情況。∗
說出自己家裏的一些設備。
能辨別家中間隔的名稱和用途。
說出家居安全的重要性。∗

家庭組織的成員

家居設備

家居安全∗

數
學

用比較的方法區別大、小差別明顯的兩個物
件並正確說出有關的數學詞彙

從三個物件內分別找出最大和最小並正確說
出有關的數學詞彙。

按照物件的大、小將集合分類。
 按大、小的差異進行三個物件的正和逆排
列。

跟隨著老師順序數數物件。

量度：大、小

最大、最小
按一個特徵分類：大、小
三個物件的排列：大至小和小至大
順數:與主題有關的物件

體
能

運用自己的身體各部位去創作不同的動作。
能聽指令做動作。
自然地走路、跑步、爬行和跳。
遵守遊戲規則。

模擬遊戲
走、跑、爬
小型用具操作活動：籐圈
遊戲

音
樂

唱出歌曲並用簡單動作配合歌曲內容。
按音樂節奏之快慢做出相應的動作表達。
有節奏地唸出兒歌。

簡單旋律歌曲
節奏
兒歌∗

體
能
與
美
感
活
動美

勞

透過身體接觸不同性質的物料。
能把紙張撕成條狀或搓成粒狀。
準確運用紙張空間進行黏貼。
適當地運用膠水去進行黏貼。

繪畫油畫：紙盒房屋

黏貼：相架

∗適用於多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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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建議

— 教師選擇配合主題的歌曲去教授，並做動作配合歌曲內容。

— 教師利用布偶說家庭故事，讓幼兒認識尊敬長輩應有的行為和態度。

— 教師與幼兒一起討論到家庭角玩時應注意的規則。
幼兒在家庭角玩模擬家庭遊戲，扮演家中成員時，教師引導他們如何尊敬長輩及守規則。

— 教師邀請幼兒利用帶回來的家庭照片，介紹家中的成員並講述有關家人愛護自己的經
驗。

— 相架：
教師把長方型咭紙摺成相架形狀(如圖)，讓幼兒把帶回來的家庭照片貼在中央，把皺紙搓
成粒狀貼在照片四周作裝飾。

— 兒歌：教師選擇或自編以家庭生活為題的兒歌讓幼兒唸出。

— 有關家庭生活故事程序咭：
程序畫咭數張，教師先講述，然後由幼兒複述，或者教師提問故事中內容，幼兒回答問題。

— 節奏遊戲：巴士

(1) 教師當巴士司機接幼兒放學回家，所有幼兒接龍在教師身後。第一個幼兒以雙手抱
著教師的腰，其他幼兒以雙手扶著前面幼兒的肩膀。

(2) 巴士開動時，教師大聲叫「put」，幼兒齊聲叫「put, put」，以小碎步配合叫聲
前進。行進時儘量走曲折不規則的線路，自由穿行於全場。

(3) 教師以拍鈐鼓伴奏，拍打鈐鼓正面發出咚咚聲時，表示巴士前進；拍打鈐鼓側面發
出鈐聲時，表示巴士後退。每隔一、二分鐘變換速度時，擔任巴士司機幼兒就接到
排尾去，改由第二位幼兒當巴士司機。

— 比較大、小：
利用同類實物(如：煲、匙等)，請幼兒比較大、小。
(在活動進行的過程中鼓勵幼兒說出正確的詞彙。)
教師展示出不同的集合(如：一或數隻匙、碗、筆筒等)，提問幼兒每組集合「有多少… 」
引導他們回答「一個」或「許多」。請他們拿開一個或許多同類的物件及將集合中的巳比
較過的實物按大小分類：(a)教師預備大張紙板，中間以直線隔開兩區，分別在頂端寫上
「大」、「小」(b)任選幾種物品，大小各一，讓幼兒將物品按大小分成兩類，放在兩邊。

— 幼兒跟隨教師拍一些家庭角物件的節奏快、慢做出「行」、「跑」的動作；拍子停頓，
幼兒跟隨教師的指令，邊模仿邊行如：聽到「大、大、大、… 」時就舉高雙手用腳尖行，
聽到「小、小、小、… 」就伏下在地上鑽爬。

— 跳籐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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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把數個大、小籐圈放在地上，邀請幼兒跟隨音樂在場內自然走路或跑步；音樂停止，
幼兒跟隨教師的指令做動作如：「跳入大籐圈內」、「跳入小籐圈內」。

— 吹氣球：
A.請幼兒手拉著手，圍成一個大圓圈。共同討論氣球漲大、爆破、洩氣等的聲音和動作。
B.幼兒手拉著手，一起走向中央，使圓圈縮成最小，代表還沒有吹氣的氣球。告訴幼兒，
     氣球慢慢被吹大了，所以幼兒要慢慢向後退，把圓圈慢慢擴大、擴大… 。
C.最後“砰”一聲，爆破了！全體幼兒像爆破的氣球碎片，很快地蹲下或躺下。
D.幼兒再次手拉手，圍成大圓圈，像個灌飽空氣的大氣球。然後假裝氣球破了一個小洞，

漏了氣大家就慢慢向前走，使圓圈漸漸變小、變小．．．。

— 排列：
教師顯示三個同類但不同大小的實物請幼兒比較並找出最大和最小的出來，然後給予適當
的引導請他們思考和按物件的大小差異進行正和逆排列。
² 建議在興趣角放置能讓幼兒進行這類活動的玩具(如：由大排至小或小排至大的組合玩
   具、碗、碟等。)

— 教師利用玩具模型介紹家居設備，並與幼兒一起討論有關他們的家居設備情形。在各行活
動進行過程中，教師與幼兒數數有關的物件。

— 砌紙磚：

(1) 將幼兒分成兩組排列 ;

(2) 每組有八塊或十塊紙磚 ; (可以用上了色的鞋盒或大積木代替)

(3) 在幼兒站立點劃一白線為起點，分別將紙磚放於起點處 ;

(4) 在幼兒起點距離 10米處再劃一白線，請幼兒在聽到指令後輪流接力將紙磚以跑步
形式運到 10米以外白線處，然後以最快速度將紙磚砌高。

— 紙盒房屋：
預備 — 飲品的紙盒包裝、方形咭紙 (用來做屋頂)、水彩、刀片。
(1) 幼兒分成小組，教師派發紙盒給幼兒，讓他們自由塗上喜愛的水彩顏料 ;
(2) 教師將方形咭紙對摺再貼上紙盒做屋頂 ;
(3) 教師替幼兒用戒刀戒開屋子的門子，如圖。

(2)

(3)

— 教師以家居安全的新聞剪報或圖片，向幼兒介紹，並引導他們說出家居安全重要性，及請
他們利用圖片或實物教學，教導幼兒一些安全規則如：不要隨便觸摸電器、電掣、摺椅．．．
等等。

— 教師把新學的字彙或巳學過的字彙製作字咭和圖咭，把字咭和圖咭覆在桌子或地毯上，每
次幼兒可揭起兩張咭，字和圖意相同的便可取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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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秋天

具體目標 內容

品
德
教
育

積極參與戶外活動。
在戶外活動時保持環境整潔及愛護動植物。∗

積極參與訂定並遵守到戶外活動的規則。
能與別人分享。

參與校內活動
環境整潔
愛護生物
參與訂定規則
分享

語
文

積極參與談話活動及發表意見

認讀字彙並說出其意義。
說出謎底。
留心聆聽和複述故事。

說話：隨機談話
有關秋天的天氣/水果/戶外
活動應尊守的規則及樂趣

認識字彙：秋、天、水、果
謎語：有關秋天的水果
故事:有關秋天天氣或景象的故
事

認
識
環
境

能指出一個澳門秋天天氣的特徵。
指出秋天天氣對植物的影響。
說出一些秋天水果的名稱。
指出環境整潔及植物對人健康的重要性。
在戶外活動時保持環境整潔及愛護動植物。∗

氣候變化與生物界之關係

環境對生態的影響

數
學

用比較的方法區別長、短差別明顯的兩個物件
並正確說出有關的數學詞彙。

從三個物件內找出最長和最短並正確說出有關
的數學詞彙。

按照物件的長、短將集合分類。
能按物件的長、短差異進行三個物件的排列。
跟隨著老師順序數數物件並說出數量。

量度：比較長、短

最長、最短
按一個特徵分類：長、短
三個物件的排列:長至短和短至

長
順數:與主題有關的物件

體
能

運用自己的身體各部位去創作不同的動作。
能平衡身體在平衡凳上步行。
遵守遊戲規則。
能隨歌曲內容做出相應的動作。∗

模擬遊戲
大型器械活動－平衡凳
遊戲
律動∗

音
樂

唱出歌曲並用簡單動作配合歌曲內容。
能隨歌曲內容做出相應的動作。∗
能隨音樂進行與靜止做出相應的動作。
透過聲音辨別發聲的用具。

簡單旋律歌曲
律動∗
進行與靜止
辨別聲音的遊戲：音色

體
能
與
美
感
活
動

美
勞

透過身體接觸不同性質的物料。
能適當運用紙張空間去印水果的橫切面。
能均勻地去印水果的橫切面。
準確運用紙張空間進行黏貼。
適當地運用膠水去進行黏貼。

模壓:水果的橫切面

黏貼：樹葉

∗適用於多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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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建議

— 利用秋天穿著的衣物向幼兒介紹秋天的天氣。
— 把衣物的種類來分類如：長袖衫和短袖衫，長裙和短裙，長裙和短裙等。
— 繩子遊戲：教師把繩子（可以預備長繩和短繩）放在地上，讓幼兒踩著繩子走，從前端走

到末端。
— 教師展示巳變黃的樹葉向幼兒介紹秋天天氣對植物的影響。
— 排列遊戲：教師顯示三個同類但不同長短的實物請幼兒找出最長和最短的，然後再請他們

思考，並給予適當的引導，按物件的長短差異進行正和逆排列（如：樹枝、鉛筆等）。
— 教師帶領幼兒到公園旅行，讓他們感受到戶外活動的樂趣和注意保持環境清潔。

教師引導幼兒注意及保持學校環境清潔。
— 預先指導幼兒收集樹葉（教師也可以用紙製的代替），然後協助幼兒做合作畫把樹葉貼在

大樹上。
— 教師利用圖片或錄影帶向幼兒介紹環保大自然的重要性。
— 教師邀請幼兒複述巳聽過的故事。
— 請幼兒帶一個水果或由學校提供與，教師介紹水果的名稱，並與幼兒一起做和分享雜果沙

律，談論水果的味道。
讓幼兒在美勞角或其他興趣角進行活動時，共同分享物件或材料。

— (1)教師在大咭紙上貼上數種水果圖片(2)每個幼兒都拿著自己的相片(3)邀請幼兒輪流把
自己的相片貼在自己最喜歡的一種水果行列上(4)最後，數數看哪一種水果是幼兒最喜歡
的。

— 教師將自編或自選有關水果的一些謎語說給幼兒聽，讓他們猜。可請幼兒嘗試自行創作或改
編有關謎語。

— 教師引導幼兒採用塗上顏料的水果橫切面進行印模活動。
— 幼兒跟隨教師拍打遙鼓的節奏的快、慢做出「行」、「跑」的動作；拍子停頓，幼兒跟隨

教師的指示幻想並模仿指示中的水果在行動的姿態。然後再重複做動作和給予新的指示。
— 教師選擇配合主題的歌曲去教授，並做動作配合歌曲內容。
— 律動：讓幼兒聽和跟隨歌曲的內容做動作。
— 靜止與進行：讓幼兒跟隨教師伴奏或播放音樂的節奏擺動身體，在樂句休止時及時停擺。
— 認字遊戲：

(a)教師製作兩組分別寫上秋、天、水、果樹葉形狀的字咭(b)把其中一組字咭貼在大樹不
同的位置上(c)另外一組字咭放入紙盒內(d)邀請幼兒在盒內抽出一張字咭，把它貼在大樹
相同字咭的位置上。

— 教師利用課室內的用具去製造一些聲音（用鉛筆敲打筆筒，積木互相敲打．．．等等），
請幼兒辨別。
教師可以利用「耳聰目明－聽聲音找圖片」錄音帶讓幼兒做聆聽活動。

— 把報紙或雜誌紙派發給幼兒，讓他們隨意撕出任何東西貼在畫紙上，教師協助幼兒在畫紙
上寫上他們認為相似東西的名稱。

— 把長凳當作平衡木（沒有長凳的話，可用繩子代替），讓幼兒在平衡木上慢慢步行：(1)
「飛機慢慢飛過去 ─ 雙手兩側平伸，向前走過去」(2)「大家來學螃蟹走」─ 橫步走。

— 摘蘋果：(a)教師假裝是一棵蘋果樹，在手指上掛上蘋果形狀的圖咭(b)幼兒坐在教師的斜
對角；邀請幼兒一個一個輪流來摘蘋果，被叫到名字的跑上前去摘(c)跑到樹下時，幼兒
跳高，摘下蘋果拿圖咭返回座位。

— 在各行活動進行過程中，教師與幼兒數數有關的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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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火

具體目標 內容

品
德
教
育

指出會引起火警的一些原因(玩火柴，未熄滅的煙
蒂)。∗

指出發生火警時應注意的事項。∗
辨認一些防火設備及其用途。∗
舉例說出一些火警所帶來的災害。

防火安全∗

語
文

留心聆聽和辨別出不同的聲音。
積極參與談話活動。

認讀字彙並說出其意義。
清楚和有節奏地唸出兒歌。
留心聆聽和複述故事。

辨別聲音
說話：隨機談話

有關的用途和害處/
防火安全/防員的工作

認識字彙：火、光
兒歌∗
程序畫:有關救火的故事

認
識
環
境

能指出火的用途和害處。
指出會引起火警的一些原因(玩火柴，未熄滅的煙
蒂)。∗

指出發生火警時應注意的事項。∗
指出消防員的工作。
辨認一些防火設備及其用途。∗

能源：火能發出熱能和光
家居安全：防火

職業：消防員

數
學

用比較的方法區別一至兩種主要的顏色。
按照物件的顏色將集合分類。
用比較的方法區別高、矮差別明顯的兩個物件並正

確說出有關的數學詞彙。
從兩個物件內分別找出較高和較矮並正確說出有

關的數學詞彙。
分別按高、矮的差異進行兩個物件的排列。
跟隨著老師順序數數物件並說出數量。

按一個特徵分類：顏色

量度：比較高、矮

較高、較矮
兩個物件的排列：高至矮和矮

至高
順數:與主題有關的物件

體
能

運用自己的身體各部做動作。
能伏下在地上鑽爬。
能平衡身體在平衡凳上步行。
遵守遊戲規則。

鑽爬
小型用具操作活動：球

遊戲－接力賽

音
樂

唱出歌曲並用簡單動作配合歌曲內容。
用身體自由創作動作表達節奏的快、慢速度。
透過樂器辨別不同的音色。
有節奏地唸出兒歌。

簡單旋律歌曲
速度
音色
兒歌∗

體
能
與
美
感
活
動美

勞

能適當運用紙張空間去進行不同的技術創作。
能均勻地將顏料塗上畫上。
透過身體接觸不同性質的物料。用泥膠／麵粉搓、
按、壓、捲。

蠟燭和水彩畫：自由創作
手指漿：煙花
搓模型：自由創作

∗適用於多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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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建議

— 利用圖片或實物（打火機、火柴、蠟燭）向幼兒介紹火的用途，如：照明、取暖、煮熟
食物… 等等。

— 手指漿：教師讓幼兒用五隻手指同時沾些漿糊，隨意點在黑色畫紙上，再拿準備好的色紙
碎片撒在紙上，把多餘的紙碎退下來，形成煙花圖案的畫。

— 把「火」、「光」的字咭分割成 2－3 塊，讓幼兒玩拼字遊戲。

— 以新聞剪報或圖片與幼兒討論玩火的害處，除此之外，教師也向幼兒說出會引起火警的其
他原因如：未熄滅的煙蒂、漏電等。

— 教師利用火警圖片引導幼兒瞭解遇到火警時應該做的事情，如：保持鎮定、通知成人、迅
速離開火場等。

— 教師利用圖片及校內的防火設備向幼兒介紹防火的用具，如：消防候水龍頭、消防花洒、
滅火筒、警鐘… 等等。

— 以圖片或錄影帶介紹火警發生時消防員救火的情形。

— 兒歌：教師選擇或自編以火為題的兒歌讓幼兒唸出。
有節奏地唸出兒歌。

— 邀請消防員來校或到消防局參觀，介紹消防員的工作，如：救火、救援交通意外或困電梯
的人… 等。

— 利用程序畫講述消防員救火的故事，然後邀請幼兒複述。

— 教師帶領幼兒在校內練習走火警。

— 讓幼兒聆聽和辨別錄下不同聲音的錄音帶：消防車警號、門鐘、拍掌等。

— 猜猜看：
(1) 教師向幼兒介紹 1－2 樣樂器的名稱和它的音色；
(2) 把樂器放入紙箱內，然後告訴幼兒：「現在我要用這些東西弄出聲音，你們來猜猜看

是什麼東西發出的聲音？」；
(3) 請幼兒用雙手把眼睛矇起來，教師從箱子裏拿出一件樂器弄出聲音，然後請幼兒猜；
(4) 猜出後，請幼兒放下雙手，再聽一次這件樂器發出的聲音；
(5) 活動後，可以把這些樂器放在音樂角讓幼兒自己再操作和辨認。

— 幼兒跟隨音樂的節奏用拍手或踏步方式去表示快和慢的速度。

— 教師利用課室內的用具去製造一些聲音用鉛筆敲打筆筒，積木互相敲打… 等等。

— 教師可以利用錄音帶讓幼兒做「耳聰目明」－聽聲音找圖片－聆聽活動。

— 請幼兒將不同顏色的物件分類。

— 比較高、矮：
．利用圖片，請幼兒比較消防車梯的高、矮。
．請幼兒比較其他同類和不同類實物(如：兩張椅子或櫃子和椅子)的高、矮。
．比較兩個幼兒的高度。
  (在活動進行的過程中鼓勵幼兒說出正確的詞彙。)

— 排列：
．請幼兒從兩個實物及不同高度的幼兒找出較高和較矮出來。
．引導幼兒(兩個)由高至矮排列，並將兩個不同高、矮的實物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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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各行活動進行過程中，教師與幼兒數數有關的物件。

— 蠟燭和水彩畫：(1) 在分組活動時教師分給幼兒每人一枝蠟燭，引導他們用蠟燭在紙張上
繪畫圖書或線條，(2) 然後請他們再選擇喜歡的顏料塗在「透明的畫上」，將畫呈現出來。

— 搓模型：教師將麵粉和水混合一起，搓成麵粉糰提供自由地搓模型。
²建議教師提供一些搓泥膠模型的器具，讓幼兒在工作時增加一些趣味。

— 把「火」的空心字用碎紙貼滿，也可利用手指漿把字填色。

— 鑽爬遊戲：
教師利用紙箱或書本放在上兩旁，砌成一條很矮和狹窄的通道（如圖），邀請幼兒輪流伏
下身體爬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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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食物

具體目標 內容

品
德
教
育

指出良好的飲食習慣（不偏食和不浪費食物少吃零食
等）及其對身體的影響。∗

指出在街道買零食的壞處。∗
辨認一些有益的食物。∗
飲食時能保持身體及地方清潔。
舉出和遵守飲食時應要注意的禮貌。
 能在課室裏擔任一些小工作。

飲食衛生

清潔衛生
禮貌
輪流擔任工作：派發飲食
用具

語
文

積極參與談話活動。

能簡單地描述食物
認讀字彙並說出其意義。
清楚和有節奏地唸出兒歌。
留心聆聽和複述故事。

說話：隨機談話
飲食衛生和禮貌
有關食物的重要性

描述：食物的特徵
認識字彙：米、肉
兒歌∗
故事:有關飲食衛生的故
事

認
識
環
境

認識一些食物的來源和種類。
辨認一些有益的食物。∗
指出不同種類的食物對人的重要性。
說出購買食物的地方。
指出在街道買零食的壞處。∗
指出良好的飲食習慣（不偏食和不浪費食物少吃零食

等）及其對身體的影響。∗
說出水和土壤對土中生長食物的重要性。(提供營養給
這些食物)

食物對維持生命的重要性

水、土壤

數
學

用比較的方法區別圓形並正確說出有關的數學詞彙。
按照可吃和不可吃的食物及水果的顏色將集合分類。
按具體概念分類（肉類、奶類等食品）。
從實物中找出圓形並按照物件的形狀將集合分類。
能順序數數物件並說出數量。

圖形：圓形
按一個特徵分類：

可吃的/不可吃的
水果的顏色、形狀

順數：與主題有關的物件

體
能

依照信號自然跑和急停。
能自然地跳過障礙物。
能持著物件跳過障礙物到達目的地。
遵守遊戲規則。

跑、跳
障礙賽

遊戲－尋找食物遊戲
音
樂

唱出歌曲並用簡單動作配合歌曲內容。
能用身體動作辨別聲音的強、弱。
能辨別聲音的來源。
有節奏地唸出兒歌

簡單旋律歌曲
音量
聲音方向
兒歌∗

體
能
與
美
感
活
動美

勞

準確運用物料空間進行黏貼。
適當運用膠水去進行黏貼。
能控制粗的顏色筆在指定的範圍內填色。
用泥膠／麵粉／黏土搓、按、壓、捲。

黏貼：食物

填色：食物
搓模型

∗適用於多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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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建議

— 以圖片及實物向幼兒介紹食物，並與他們討論如何選擇有益的食物。

— 透過故事或圖片引導幼兒說出不偏食和不浪費食物這些良好的飲食習慣。

— 利用布偶說故事引導幼兒說出飲食有定時的好處。

— 模擬遊戲：分組時，讓幼兒在家庭角內玩進餐遊戲，使他們學習進餐時應有的禮貌和注
意保持身體和地方清潔。

— 以錄影帶介紹一些食物製作的過程。

— 資料處理：統計哪一種食物是幼兒最喜歡的。

— 變魔術：教師地上或桌上放置 3－4 種食物模型，先讓幼兒看看說出名稱，然後用一塊魔
術布把物件覆蓋，取去其中一件，再讓幼兒看看是哪一種物件不見了。

— 把「米」、「肉」的字咭分割成 3－4 塊，讓幼兒玩拼字遊戲。

— 把學過的字彙做成字咭和圖咭，放在語文角內讓幼兒做配對遊戲。

— 教師以圖片或實物向幼兒介紹可吃和不可吃的食物。

— 兒歌：教師選擇或自編以食物為題的兒歌讓幼兒唸出。

— 利用各種圓形的實物如：餅乾、糖果、錢幣、呼拉圈等，讓幼兒認識圓形。

— 利用水果、餅乾、糖果、錢幣、皮球等東西讓幼兒去分類；首先是分圓形的東西，然後
是可以吃的東西，跟著是可吃的又是圓形的。

— 利用實物或圖片讓幼兒按具體概念去分類：芝士、牛油是奶類製品；魚肉、雞肉都屬於
肉類。

— 猜猜看：
(1)教師介紹 1-2 種的樂器的名稱，並示範樂器的表演奏的方法；
(2)幼兒圍成一個圈，面圓心坐下來，邀請一位幼兒坐在圈的中央然後閉起雙眼；
(3)教師把樂器交給其中一位在座的幼兒讓他敲擊樂器；
(4)教師讓坐在圈的中央幼兒打開眼睛，說出聲音是從哪一處方向傳來的。

— 教師選擇配合主題的歌曲去教授，並做動作配合歌曲內容。

— 傳聲筒：
(6) 教師和幼兒每人一個傳聲筒（用一張紙捲起來，或以其他物品代替）；
(7) 教師和幼兒圍坐一圈，每人拿起傳聲筒準備說話；
(8) 先由教師隨意說一句話，請幼兒學著說；教師的聲音大，幼兒就跟著大聲，教師的

聲音變小，幼兒也跟著小聲。

— 有節奏地唸出兒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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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黏貼：食物
教師從雜誌上剪下多種食物的圖片，分組時，讓幼兒選擇喜歡的食物的圖片貼在紙碟上。

— 填色：食物
派發巳印有一些食物圖案的畫紙讓幼兒自由填色。

— 幼兒把泥膠搓成圓形，教師可以讓他們利用牙簽去創作，例如：車厘子，魚蛋串，棍仔糖
等。

— 幼兒利用空間自由跑，聽到教師的訊號後，立刻停止。

— 跳籐圈：把4－5個籐圈放置在地上（每個籐圈距離適當的間隔），邀請幼兒輪流玩跳籐圈
遊戲。將大小積木或紙磚分放在地上（也可砌成小障礙物），邀請幼兒依次序跳過障礙物。

— 障礙賽：邀請兩位幼兒比賽，讓他們持著物件跳過各障礙物最快跑到目的地。

— 尋找食物遊戲：
(1) 教師預備各種可吃的和不可吃的東西的圖片，然後把圖片放在裝滿碎紙條的大

紙盒內；
(2) 把大紙盒放置在和起點有適當距離的位置上；
(3) 幼兒分成兩隊，每隊6－8人；
(4) 教師的哨子響起，每一組第一位幼兒跑往大紙盒處拿取一張食物圖片，然後跑

回起點把它放在預先安排的碟子上，如此類推，看看哪一組最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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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動物

具體目標 內容

品
德
教
育

指出對待動物的正確態度。

積極參與飼養動物的活動。∗

愛護生物

輪流擔任的工作

語
文

積極參與談話活動。

能描述圖片中的東西。
認讀字彙並說出其意義。
清楚和有節奏地唸出兒歌。
留心聆聽和複述故事。

說話：隨機談話
有關動物的習性和貢
獻、鳥類的繁殖過程

描述：動物的圖片
認識字彙：貓、狗、鳥
兒歌∗
故事:有關小動物的故事

認
識
環
境

說出一些常見動物的名稱和習性。∗
辨認出一些常見的水中、陸地和空中動物。
舉例出一些動物對人類的貢獻。
指出一些自然環境受到破壞對動物的影響。
說出鳥類的繁殖和成長過程。

環境對動物的影響：水中、陸
                  地、空中

的動物

生物的繁殖：鳥類

數
學

能依指示指將實物放在內或外的空間位置。

能依指示向內或向外行走。
正確使用「內、外」和「向內、向外」的詞彙。
能順序數數物件並說出5以內數量。

按一個特徵分類：動物的活動
環境

空間概念：內、外
方　　向：向內、向外
順數：與主題有關的物件

體
能 能模仿一些動物的行動姿態。

能保持平衡。
遵守遊戲規則。

模擬遊戲
小型用具操作活動：豆袋、籐

圈
遊戲：小螃蟹

音
樂

唱出歌曲並用簡單動作配合歌曲內容。
能聽出大小音量不同的樂音。
用聲音表達出不同的大小音量。
用身體動作表示聲音的高低。
節奏地唸出兒歌

簡單旋律歌曲
音量

音高
兒歌∗

體
能
與
美
感
活
動

美
勞

準確運用物料空間進行蓋印。
培養撕貼的能力。
能控制手指做簡單的摺紙。

蓋印遊戲：動物
黏貼：動物
摺紙：小狗

∗適用於多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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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建議

— 以圖片或實物（金魚或小鳥）向幼兒介紹野生動物和可以在家飼養的小動物，並與他們
討論人類與動物關係。

— 利用圖片介紹一些野生動物的特徵如：老虎身上條紋、雄獅漂亮的頭、班馬身上的黑白
條紋等等。

— 利用圖片介紹一些小些動物的習性如：小狗喜愛吃骨頭，會看門口；小貓喜愛吃魚，會
捉老鼠等等。

— 邀請家裏飼養小動物的幼兒講述他飼養小動物的情況。

— 透過觀看有關動物的錄影帶，除了讓幼兒了解動物的生活動態外，還可以讓他們認識自
然環境受到破壞對生態環境的影響。

— 資料處理：統計幼兒最喜歡飼養哪一種小動物。

— 戶外活動：參觀動物園。

— 模仿動物的叫聲：
教師預備「貓」、「狗」、「鳥」的圖咭和字咭，邀請幼兒抽出其中一張圖咭，然後模仿圖
咭內動物的叫聲，再邀請另一位幼兒指出這種聲音是屬於那一張字咭。

— 把字彙做成字圖咭，放在語文角內讓幼兒做接龍遊戲。

— 傳話遊戲：
幼兒分成兩組，每組 4－5 人，教師分別向兩組的第一位幼兒輕聲說話，或是扮動物的叫
聲，然後由每組各自傳給下一位幼兒，最後由最末的一位幼兒說出聽到的說話或聲音。

— 兒歌：教師選擇或自編以動物為題的兒歌讓幼兒唸出。

— 教師預備一些小紙盒當作農場，讓幼兒在每個盒內擺放三隻動物的模型。

— 以遊戲方式，讓幼兒依然指示指出或望向〝內〞〝外〞的位置。

— 教師選擇配合主題的歌曲去教授，並做動作配合歌曲內容。

— 音量遊戲：讓幼兒聆聽兩段簡單的樂段（其一是大聲，其二是小聲）讓幼兒用動作表示
之，如大聲一雙手張開，如小聲兩手合攏。

— 音高遊戲：
(1) 利用鋼琴彈奏高、低兩個不同音區的音樂樂聲讓幼兒分辨高音和低音；
(2) 當聽到高音時，幼兒站起來，雙手上下擺動，扮演成小鳥並發出吱吱聲；
(3) 當聽到低音時，幼兒蹲下來和扮成小狗的吠叫聲。

— 有節奏地唸出兒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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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撕貼：動物
(1) 發給幼兒一張報紙或雜誌紙；
(2) 讓幼兒任意撕成不規則的紙片（差不多如幼兒的手掌大小）；
(3) 讓幼兒自由說出他撕出來的東西像什麼，如果是部分的（如貓的頭），則必須加上其

他部位；
(4 )讓幼兒自己發現欠缺的部位，讓他們自由創作。

— 利用動物圖案的蓋章去做蓋印遊戲。

— 摺紙：把正方形手工紙對摺成三角形，然後把兩對角向下屈摺做成小狗的耳朵，再讓幼在
中央部分畫上眼睛、鼻子和口。

— 教師以遊戲的口吻，鼓勵幼兒做出模仿動物的動作如：
小鳥飛：兩臂側平舉上下揮動。
小兔跳：兩臂屈肘放胸前，雙腳原地上下跳。
大象鼻子搖又搖：體前屈，兩手合攏後兩臂左右搖擺。
馬兒跑一跑：原地跑步。
小鴨走路：用雙手合掌放嘴前，一開一合，蹲著向前走。
螞蟻搬豆袋：將豆袋置背上，雙手不按豆袋彎腰而行，以豆袋不墜下為規則，看誰最先扺

達目的地。
小螃蟹橫行：幼兒把雙手交叉放胸前，然後依照教師給予指示的方向（左或右）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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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冬天

具體目標 內容

品
德
教
育

舉出一些冬天時保暖預防著涼的方法。

參與贈送寒衣活動。

預防疾病

參與校內活動

語
文

積極參與談話活動。

認讀字彙並說出其意義。
欣賞聆聽和唱出歌謠。
留心聆聽和複述故事。

說話：隨機談話
冬天的天氣及衣物
有關路宿者的情況

認識字彙：冬、天、衣
歌謠
故事:有關冬天的故事

認
識
環
境

能指出一個本地冬天天氣的特徵。
指出冬天天氣對人的影響。
指出冬天人們取暖的方法。
能辨別冬天的衣服。

氣候變化與生物界之關係

能源：保持生物身體熱能的
方法

數
學

用比較的方法區別兩種至三種主要的顏色。
按照物件的顏色將集合分類。
從集合辨別出一個和許多並正確使用有關的詞彙。
能採用一一對應的方法比較兩組集合物件多些式或

少些，並正確使用有關的詞彙。
在不同大小、位置、顏色和形狀的物件中及一一對

應的不同情況下辨認出一樣多並正確使用有關的詞
彙。

能順序數數物件並說出5以內的數量。
能配對阿拉伯數字1與等量的實物。

按一個特徵分類：顏色

「一個」和「許多」
「多些」和「少些」

「一樣多」

順數:與主題有關的物件
1的數與量配對

體
能

能鑽爬穿越障礙物。
懂得操作小型用具。
配合音樂創作一些動作。∗

小型用具操作活動：籐圈

律動∗

音
樂

唱出歌曲並用簡單動作配合歌曲內容。
了解人體本身也可以當作樂器。
認識不同質料的東西有不同的聲音。
配合音樂創作一些動作。∗

簡單旋律歌曲
身體樂器
音色：自製樂器
律動∗

體
能
與
美
感
活
動美

勞

獲得圖案設計的經驗。
獲得紙張對折的經驗。
能運用物料在指定範圍進行黏貼。
適當地運用膠水去進行黏貼。
把泥膠搓成栗子。

黏貼：毛衣

搓模形：栗子

∗適用於多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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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建議

— 教師根據當天的天氣報告和幼兒一起討論本地冬天天氣的特徵。

— 教師出示「冬天」字咭、圖片向幼兒介紹冬天的景象，並讓幼兒說出他們對冬天的感受。

— 天氣報告：教師自製日曆，每日邀請幼兒作天氣報告，月底時協助幼兒作一總結報告。

— 出示一些寒風下露宿者的圖片或剪報，請幼兒看後說出感受，及鼓勵他們把不合用的寒
衣或舊的棉被送給有需要的人。

— 教師以圖片或實物向幼兒介紹冬天的食物如：炒栗子、吃火鍋等。

— 教師預備一些巳熟的食品（魚蛋、香腸等）和幼兒一起進行吃火鍋活動；並引導他們說
出進食時應有的禮儀如：「嚥下食物才與別人交談」，「進食時不要發出聲音」。

— 分組活動時，讓幼兒在家庭角玩飲食遊戲。

— 教師出示「衣」字咭、圖片、實物向幼兒介紹冬天的衣服，邀請他們一起討論有關這方
面的話題。

— 教師利用一些程序圖畫咭講述「冬天的故事」，並讓幼兒依照圖畫咭的程序把故事複述。

— 利用圖片介紹本地的冬天景象，讓幼兒體會冬天的天氣與周圍環境的變化。

— 利用一些不同地方、國家冬天景象的圖片或錄影帶，向幼兒介紹不同地方的冬天有不同
的天氣及自然現象。

— 利用圖片或實物向幼兒介紹取暖的方法如：火爐、暖爐、暖水袋、暖氣等等。

— 兒歌：教師選擇或自編以冬天的天氣為題的兒歌讓幼兒唸出。

— 利用實物讓幼兒比較厚、薄的概念如：冬天和夏天的衣服、書本等，在活動中盡量讓幼
兒親手觸摸該物品來作比較，並讓他們說出正確的數學詞彙。

— 教師預備一個正方形的箱子，在其中一面的中央位置，剪一個圓圈（可以讓幼兒的手放
入），教師把一件厚或薄的物件放入箱內（上一項建議巳用過的物件），讓幼兒隔著箱子
觸摸箱內的物件屬於厚還是薄。

— 利用幼兒的手帕或手工紙向他們介紹正方形，然後邀請幼兒在課室內找出屬於正方形的
物件，找到後把事先預備好的正方形貼紙貼那物件上。

— 尋寶遊戲：

教師把正方形和圓形的物件放置在一紙盒內，每次邀請兩位幼兒比賽；幼兒聽從教師的指
令如：「把圓形的物件找出來」、「把正方形的物件找出來」。

— 教師播放一些強勁節拍的音樂，讓幼兒依照音樂節拍隨意扭動身體。

— 將籐圈穿過頭及兩手，穿過身體後讓跌到地上，如是重複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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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邀請兩位幼兒拿著一個籐圈放在地上，讓其他幼兒輪流鑽爬穿過籐圈，待幼兒熟習
後，教師可以增加籐圈的數量，也可邀請兩組幼兒（每組 4－5 位幼兒）進行穿越籐圈比
賽。

— 教師選擇配合主題的歌曲去教授，並做動作配合歌曲內容。

— 身體樂器：
(1) 邀請幼兒圍圈坐。
(2) 教師示範用手(拍手、拍身體各部位、彈指等)，腳（踏步、滑步、足尖走等）及口

（碰牙聲、彈舌聲、嘶嘶聲等）等部位發出聲音，也可以讓幼兒自己創作一些聲音。
(3) 教師彈奏或播放節奏清晰的曲子，讓幼兒合著拍子隨意動作並發出各種聲音音色遊

戲：
1. 教師預備塑膠罐、玻璃罐、鐵罐數個、任何可敲打的棒子；
2. 先讓幼兒聽一聽三種不同質地的罐子發出的不同音色；
3. 邀請幼兒閉上眼，由教師或幼兒敲打其中任可一個罐子，讓幼兒猜猜看；
4. 讓幼兒敲打課室內任何地方、任何東西，如：門、白板、桌子等，了解音色有

很多種。

— 有節奏地唸出兒歌。

— 教師派發印有大、小正方形圖案的畫紙，讓幼兒把紙（色紙或雜誌紙）撕成不規則的小紙
片，貼滿圖形即成。

— 教師派發印有毛衣圖案的畫紙，讓幼兒把毛線貼在圖案上。

— 教師預備栗子的實物給幼兒觀察，然後讓他們把泥膠搓成栗子。

— 教師利用與主題有關的物件組成的集合提問幼兒「有多少個… … ?」，引導他們回答「一
個」和「許多」。
²建議幼兒在玩具角活動時，教師隨機教學，以提問方式引導幼兒更了解「一個」和「許
多」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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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幫助我們的人

具體目標 內容

品
德
教
育

尊敬幫助我們的人。∗
主動幫助有需要的人和關懷別人。
在接受別人幫助後表示感謝。
能告訴別人自己生病時的感受。
說出處理不愉快事情的方法。

尊重別人∗

禮貌

語
文

積極參與談話活動。

認讀字彙並說出其意義。
清楚和有節奏地唸出兒歌。
留心聆聽和複述故事。

說話：隨機談話
各行各業的工作名稱、工作
情況

認識字彙：醫生、護士
∗兒歌
故事:有關某一行業的故事

認
識
環
境

說出一些服務社會的各行各業人員的名稱。
指出不同職業的人工作於不同場所。
說出不同職業的人與社會環境的關係。
尊敬幫助我們的人。∗

職業
服務機構

尊重別人∗

數

學

辨別內、外的概念。
說出正確的數學詞彙。
辨別圖形及說出圖形的名稱。
說出物件的形狀。

位置：內、外
2的數與量配對
圖形：長方形

體
能

模仿不同人物的動作。
能做到跑、拋擲及瞄準動作。
遵守遊戲規則。
增進合作精神。

模擬遊戲

遊戲：郵差、搬運工人、侍應生

音
樂

唱出歌曲並用簡單動作配合歌曲內容。
留心聆聽和欣賞音樂。
運用創作的動作去表示音樂的內容。
學習掌握旋律，自己配詞。
有節奏地唸出兒歌。

簡單旋律歌曲
聆聽：音樂欣賞
聲音的表達：運用創作的動作
            運用創作的詞語
兒歌∗

體
能
與
美
感
活
動

美
勞

運用物料在指定範圍內進行黏貼。
適當地運用膠水去進行黏貼。
利用基本形狀黏貼去創作圖案。
能採用不同的顏料去創作圖畫。
能控制手指畫出線條。

拼貼：自由創作

繪畫油畫：指模印畫
繪畫線條畫：救護車

∗適用於多個範疇。



幼兒教育第一年 課程改革工作小組26

工作建議

— 教師出示圖片向幼兒介紹各行各業的特色，他們的工作在日常生活中對我們的貢獻，引
導幼兒尊敬幫助我們的人及與他們討論表示感謝的方法。

— 教師介紹校內教職員與幼兒認識，並介紹他們在校裏的工作，讓幼兒尊敬和感謝他們。

— 讓幼兒做一張心意咭，送給校內的員工，多謝他們的幫助。

— 教師利用圖片介紹警察的工作，並請幼兒作角色扮演，模擬警察的工作如：幫助迷失路
的小孩子、維持秩序、捉拿賊人等等；並引導幼兒說出對幫助他們的人應有的態度和禮
貌。

— 教師以故事形式，向幼兒介紹一些服務性行業的工作人員如：售貨員、侍應生等；透過
角色扮演活動，讓幼兒扮演商店或餐廳的工作人員和顧客，請他們注意在接受別人幫助
時，應有的表現和禮貌。

— 教師利用刊登在報紙上有關好市民的報導，引導幼兒應該怎樣去幫助有需要的人，如：
在學校裏見到小孩子跌到應扶起他、看見小孩子哭泣應安慰他，給他抹眼淚或請教師協
助等。

— 邀請幼兒說出生病時的感受，引導他們知道生病時是會不舒服的，但也不應該哭鬧或發
脾氣；教師可以讓幼兒作模擬遊戲，讓他們扮演醫生、護士、和病人，模擬看病時的情
形。

— 教師向幼兒講述有關某一行業的故事，並讓他們講述自己最喜歡的職業。

— 尋寶遊戲：教師預備「一些工具」的圖咭，讓幼兒在「幫助我們的人」的圖咭中找出正
確的答案。

— 猜職業：教師說出一些與某職業有關的活動和特徵，讓幼兒猜出該職業。

— 情況許可的話，邀請家長到校向幼兒介紹他們的工作類別及工作性質。

— 配對遊戲：把已學過的字彙做成字咭和圖咭，讓幼兒做配對遊戲。

— 兒歌：教師選擇或自編以某一項職業為題的兒歌讓幼兒唸出。

— 教師準備各種物件如：積木、餅乾、盒子等，向幼兒介紹長方形。

— 教師在布袋內放置 3－4 種形狀的物件，讓幼兒隔著布袋把長方形的物件抽出來。

— 教師在地面畫出或貼上巨型的圓形、三角形、正方形和長方形的圖形，把幼兒分成圓形
組、三角形組、正方形組和長方形組；教師播放音樂，幼兒隨著音樂起舞，音樂停了，
各組別的幼兒必需站回自己所屬的圖形內。

— 教師示範把物件放在箱內或放在箱外，讓幼兒辨別內、外概念，然後邀請幼兒聽教師指
令，把物件放在箱內或箱外。

— 幼兒圍成一圈，手拿豆袋，圈中央放置紙盒；請幼兒將豆袋拋入盒內，看看他們有沒有
把豆袋拋到盒外。（可以分組進行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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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戲：郵差
(1) 用一大長方形紙盒做成一個郵筒；
(2) 將幼兒分為二組，每組 3－5 人；
(3) 讓幼兒聽指令持一個信封跑到郵筒前，瞄準郵筒口，把信封投入郵筒內。

— 遊戲：搬運工人
(1) 幼兒 6－8人，兩位幼兒一組；
(2) 每組派發一條長方形的毛巾（以符合幼兒雙手拿穩為合），在毛巾上放置一個小圓

球；
(3) 教師發施號令後，每組幼兒便拿著毛巾的四個角向前打橫行走，看看哪一組最快把

圓球送到終點。

— 侍應生：
(1) 教師預備小托盤(圓形的碟也可以)；
(2) 幼兒 6－8人，兩位幼兒一組；一位扮演侍應生，一位扮演顧客；
(3) 教師在小托盤上放置一些飲品如：礦泉水、汽水罐（空、滿也可以，切勿使用玻璃
瓶）；
(4) 幼兒聽指令後，便拿著小托盤向前走，盡快把飲品送到顧客面前。

— 教師選擇配合主題的歌曲去教授，並做動作配合歌曲內容。

— 音樂欣賞：讓幼兒細聽曲子，並隨意自由舞動；如果時間不夠，可將曲子中最具代表的旋
律節錄下來。

— 創作詞語遊戲：

— 教師利用簡單的旋律與幼兒一起玩問答遊戲如：１ ２ ３ ４ ５    ５ ４ ３ ２ １
                                        (一) 你 叫 什 麼 名？  我 叫 #  #  #
                                       （二）請 問 你 是 誰？  我 是 #  先 生

— 音樂遊戲：警察和小偷
1. 讓幼兒分別扮演警察和小偷；
2. 幼兒圍坐成一圓圈，扮演演警察和小偷的幼兒要聽指令開始互相追逐；
3. 教師可以音樂或琴聲做指令；音樂聲停止時，扮演之小孩要停止追逐；
4. 如在音樂聲未停時，一方的幼兒已經被另一方捉到，他便要自選表演一些項目如：

唱歌、跳舞等。

— 有節奏地唸出兒歌。

— 拼貼：教師預備圓形、三角形、正方形、長方形的彩色紙，讓幼兒自行拼貼，砌出各種有
趣的圖案。

— 指模印畫：
讓幼兒用手指蘸上水彩在畫紙上印上指模，或者是在指模上，加上線條做成各種圖案。

— 救護車：
教師把印有救護車車身的畫紙派給每位幼兒，引導幼兒在車身畫上車輪、窗、車頂、燈和
紅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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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春天

具體目標 內容

品
德
教
育

指出本地春天天氣的特徵。∗
表現愛護植物的美德。
享受種植的樂趣。
戶外活動時保持環境清潔。

春天的天氣∗
愛護生物
參與學校活動
環境清潔

語
文

積極參與談話活動。

認讀字彙並說出其意義。
清楚地唸出兒歌。
留心聆聽。

說話：隨機談話
      春天的景象、動物、植物
認識字彙：花、草、樹、木
兒歌∗
故事:有關春天的故事

認
識
環
境

指出本地春天天氣的特徵。∗
說出天氣變化對動植物的影響。
說出一些常見的植物。
指出愛護大自然的重要性。

氣候變化與生物界之關係

環境對生態的影響

數
學

能配對阿拉伯數字3與等量的實物。
能把數字咭和圖咭配，一一對應。
能順序數數物件並說出以內的數量。

3的數與量配對
一一對應
順數：與主題有關的物件

體
能

能用身體各部位去做模仿動作。
能配合音樂創作一些動作去表達音樂內容。
能自然地跑、跳。
遵守遊戲規則。

律動
模擬遊戲
跑、跳
遊戲

音
樂

唱出歌曲並用簡單動作配合歌曲內容。
用動作表示出聲音的音量。
用動作表示出節奏快慢速度之不同。
有節奏地唸出兒歌。

簡單旋律歌曲
音量
速度
兒歌∗

體
能
與
美
感
活
動

美
勞

適當地運用紙張空間去蓋印。
運用不同的物料去創作。
運用物料在指定範圍內進行黏貼。
適當地運用膠水去進行黏貼。

印章：花、小鳥
繪畫油畫：拒水畫

黏貼：紙花

∗適用於多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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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建議

— 以圖片介紹春天的天氣，讓幼兒認識本地春天的特色，並說出對春天景色的感受。

— 帶領幼兒參觀校園內種植的植物，教師也可以在課室內擺放一些小盆栽或鮮花，讓幼兒
欣賞及綠化課室環境。

— 以花、草、樹、木的圖片向幼兒說出植物對環境的重要性。

— 帶領幼兒遊覽公園，讓幼兒欣賞春天的花、草、樹、木，並引導幼兒說出愛護植物的方
法如：不採摘花朵、不踐踏草地、不破壞樹木等等。

— 利用圖片或錄影帶，讓幼兒認識一些春天裏的小動物和昆蟲如：青蛙、蝴蝶、小鳥等等。

— 邀請市政廳工作人員到校，向幼兒講解一些有關本澳常見植物的知識和一些種植的常
識。

— 出示一些種子與幼兒一起種植，讓他們享受種植的樂趣。

— 向幼兒講述「勤勞小蜜蜂的故事」，引導幼兒認識愛勤勞的美德。

— 故事創作及角色扮演：
教師利用「勤勞小蜜蜂的故事」，讓幼兒玩角色扮演遊戲和為故事創作另外一個結局。

— 賞花活動：請幼兒帶鮮花回校作賞花和討論活動。

— 配對遊戲：把一些花兒的圖片和它們的「剪影」做成配對咭，讓幼兒做配對遊戲。

— 兒歌：教師選擇或自編以春天為題的兒歌讓幼兒唸出。

— 以課室內的物件，或教師準備好的各種實物，讓幼兒來數數，按照該件的數量，放上正
確的數字咭。

— 圖咭、實物及字咭配對：

— 用字咭作順序排列：

— 教師製作空心字〝3〞然後讓幼兒利用一些廢料如：花生殼、紙碎、布碎等把空心字填滿。

— 利用兒歌或唱歌形式學習數數。

— 律動：
• 大雨和小雨 － 讓幼兒隨歌曲、音樂做下大雨和下小雨的動作（下大雨時要求幼兒先高

舉雙手作下雨狀，再把雙手伸前加上彎腰做動作）。
• 春之舞 － 全班分成兩組，一組幼兒扮花朵，另一組幼兒扮蜜蜂（蝴蝶）；蜜蜂隨著音

樂在花間採花蜜或向花兒問好。

— 模擬遊戲：
模仿 － 讓幼兒模仿春天的動物或植物的生態、活動做動作如：蝴蝶飛、青蛙跳、花草搖

擺等等。

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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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戲：
• 以跳動作代表青蛙跳，以跑動作代表小鹿跑，然後讓幼兒作青蛙跳和小鹿跑比賽。
• 農夫伯伯耕種忙 － 用空置的益力多樽（4－6）每隔半公尺放一個，讓幼兒聽指令開始

跑步將紅豆放入益力多樽內。

— 教師選擇配合主題的歌曲去教授，並做動作配合歌曲內容。

— 配合動作的旋律：春風吹
5. 隨音樂的旋律作春風輕輕吹的動作，雙手高舉左右搖動、身體前後擺動；
6. 隨音樂大、小聲作風吹速度快、慢的動作；

— 律動：種子發芽：
5. 音樂開始聲量小代表小種子在地下開始發芽；
6. 音樂開始慢代表小種子慢慢發芽；
7. 音樂漸漸大到快代表小種子成長；
8. 音樂大聲代表小種子已成長變成一棵小樹。

— 有節奏地唸出兒歌。

— 教師預備刻有花、小鳥圖案的蓋章，讓幼兒做蓋印活動。

— 繪畫油畫：拒水畫
讓幼兒用蠟筆用力在白色畫紙上繪畫線條，再以調稀水彩塗在上面，蠟筆的筆跡會有拒水
效果，圖案會慢慢顯現出來。

— 黏貼：紙花
教師派發每位幼兒數款花兒形狀的紙咭，讓他們把花兒貼在綠色長條形狀的縐紙上，造成
一條花串（告訴幼兒每朵花兒之間要保持適當的距離），完成後，把花串作為佈置課室之
用如：貼在壁報板上、掛在牆上、或吊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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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交通

具體目標 內容

品
德
教
育

說出遵守道路的安全守則。
說出及遵守乘坐交通工具的安全守則。
說出乘坐交通工具時應有的禮貌。
服從交通指導員的指示行車及橫過馬路。

交通安全

禮貌

語
文

積極參與談話活動。

認讀字彙並說出其意義。
清楚地唸出兒歌。
留心聆聽。

說話：隨機談話
      交通工具、交通安全
認識字彙：車、船
兒歌∗
故事:有關交通安全的故事

認
識
環
境

說出一些澳門常見的交通工具。
指出一些交通工具的用途及行走方式。
說出與交通有關的一些職業。(司機、飛機師)

交通工具

職業

數
學

辨別一些主要的顏色。
按照物件的某一外部特徵（顏色、形狀）進行分
類。

辨別圖形及說出圖形的名稱。
依照指示指出前、後的位置。
說出正確的數學詞彙。
能配對阿拉伯數字4與等量的實物。

按一個特徵分類：顏色
圖形：三角形

位置：前、後

4的數與量配對

體
能

控制身體及四肢作走路和跑步動作。
迅速地作出反應及控制肌肉活動。
控制身體上肢及腰腹作划船動作。
遵守遊戲規則。

走、跑

模擬遊戲
遊戲：開汽車、駕駛遊戲

音
樂

唱出歌曲並用簡單動作配合歌曲內容。
分辨聲音之長、短。
用身體動作表示出長、短聲音。
引起興趣去探索周圍環境所發出的長、短聲音。
有節奏地唸出兒歌。

簡單旋律歌曲
聲音的表達－音值

兒歌∗

體
能
與
美
感
活
動

美
勞

能控制粗的顏色筆，在指定的範圍內填。
準確地進行黏貼。
能準確及適量運用膠水。
控制手指做簡單的摺紙。

填色：交通工具
拼貼：巴士

摺紙：帆船

∗適用於多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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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建議

— 利用圖片向幼兒介紹本地常見的交通工具及它的用途和名稱。

— 以海報及圖片向幼兒介紹道路上的安全守則，請他們說出自己過馬路的經驗，並引導幼
兒說出遵守道路安全守則。

— 讓幼兒在課室內模擬乘坐巴士的情形，邀請他們分別扮演司機或乘客，並引導幼兒說乘
出乘車時應遵守的規則。

— 引導幼兒說山自己上學時所乘坐的交通工具，或在出外旅行所乘坐的專車時應有的禮
貌。

— 統計活動：統計在假日外出（或上學）時，最多幼兒乘坐的一種交通工具。

— 利用圖片或透過觀看錄影帶，向幼兒介紹交通工具的行走方式如：車在陸地，船在水上，
飛機在天空。

— 參觀活動：情況許可的話，安排幼兒參觀海事博物館。

— 把巳學過的字彙製成字咭，每款兩張，讓幼兒分為兩人一組玩考記憶遊戲（字咭的數量
不宜太多）。

— 利用程序圖畫咭講述「交通安全的故事」，教師可以不講述故事的結局，並讓幼兒為故事
結尾。

— 教師利用圖片講述故事，而故事中安排了不少錯誤的地，故事講述完畢後，讓幼兒說出
不對的地方。

— 兒歌：教師選擇或自編以交通工具為題的兒歌讓幼兒唸出。

— 教師先行向幼兒分別介紹紅、黃、綠三種顏色的名稱；讓幼兒在課室內找出該種顏色之
物件，並說出顏色的名稱。

— 駕駛遊戲：
(1) 教師出示「交通燈」的圖片，並介紹各種顏色的含義；
(2) 每位幼兒拿著一個小膠環當作駕駛盤；
(3) 當教師出示紅色咭紙時，幼兒必須停車，出示綠色咭紙時，幼兒便可開車。

— 教師以實物向幼兒介紹三角形如：三文治、衣架、三角朱古力、交通符號等等。

— 邀請幼兒在課室內找出屬於三角形的物件，找到後把事先預備好的三角形貼紙貼在那物
件上。

— 在地上畫出或貼上各圖形（如下圖），教師播放音樂，幼兒在圈內自由走動，音樂停了，
讓他們自選一個圖形站立，然後說出自己站著的圖形的名稱。

— 猜猜看：在畫有圖形的咭紙上，用紙蓋著一半，讓幼兒猜猜那是什麼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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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大小不同的圖形如：圓形、正方形、三角形的紙板疊砌起來。

— 幼兒排隊時，引導他們認識前和後位置的分別，並讓他們說出正確的數學詞彙。

— 以遊戲方式，讓幼兒按指示指出或望向前、後的位置。

— 模擬遊戲：
l飛機：引導幼兒伸開雙手作飛機狀配以走路動作在場地四周穿梭往來。
l划船：讓幼兒坐在墊子或椅子上，然後跟隨音樂做出划船動作。

— 遊戲：開汽車（走、跑）
(1)教師預備籐圈或小膠圈，喜歡單獨開車的幼兒拿著一個小膠圈，喜歡開車載客的幼兒，

則二人一組拿著一個籐圈；
(2)告訴幼兒開汽車有時要快，有時要慢，快的時候用跑的動作；慢的時候用走路的動作；
(3)教師彈奏音樂，讓幼兒隨著樂聲的速度去開汽車。

— 教師選擇配合主題的歌曲去教授，並做動作配合歌曲內容。

— 音值：
l以樂器引導幼兒認識長、短音之分如：雙鈴聲音長，馬鈴聲音短；大鼓聲音長，響木聲

音短。
l用交通工具的聲音配合動作來表示聲音之長、短如：救護車響號長，把雙手向前伸展；

汽車響號短，雙手靠近，手掌相對放於胸前。

— 有節奏地唸出兒歌。

— 教師派發印有車、船或飛機的畫紙，讓幼兒選擇最喜歡的一種交通工具填色。

— 拼貼：巴士
(1) 幼兒把一個空的紙包飲品盒帶來；
(2) 教師把咭紙剪成車輪和窗，然後分給每位幼兒四個車輪和四個窗；
(3) 讓幼兒把材料貼在飲品盒上做成巴士。

— 摺紙：帆船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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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家在澳門

具體目標 內容

品
德
教
育

說出澳門是自己居住的地方。∗
指出一些新、舊的建築物。
能安靜地參觀景物。
能有秩序地參觀景物。
保持城市清潔。∗

歸屬感

禮貌

環境清潔∗

語
文

積極參與談話活動。

認讀字彙並說出其意義。
清楚地唸出兒歌。
留心聆聽。

說話：隨機談話
      家居環境、社區設施
      名勝古蹟、清潔的城市
認識字彙：澳、門、山、屋
兒歌∗
故事:保持城市清潔

認
識
環
境

說出自己住在澳門。
認識澳門一些著名的旅遊景點。
指出保持城市清潔的重要性。∗

認識本地文化

環境清潔∗

數
學

能配對阿拉伯數字5與等量的實物。
把數字咭和圖咭配對，一一對應。
順序排列數字1－5。
能按物件的外部特徵和量的差異進行排列。

5的數與量配對
一一對應
順序排列數字
排列：大、小/形狀

體
能

能自然地不接觸物件向前爬行。
發展身體的平衡力。
練習拋球的動作。
遵守遊戲規則。

鑽爬
小型用具操作:球、長凳

遊戲

音
樂

唱出歌曲並用簡單動作配合歌曲內容。
留心聆聽和欣賞音樂。
運用創作的動作去表示音樂的內容。
能有興趣探索四周環境的聲音。
有節奏地唸出兒歌。

簡單旋律歌曲
樂器：自製樂器
聆聽：音樂欣賞、音色
兒歌∗

體
能
與
美
感
活
動

美
勞

能運用物料在指定範圍內進行黏貼。
能適當地運用膠水去進行黏貼。
利用基本形狀去黏貼圖案。
能控制手指把兩點連成線條。
能觀察顏色混和的情況。

拼貼：屋

繪畫：連點畫
油畫：朦朧畫

   ∗適用於多個範疇。



幼兒教育第一年 課程改革工作小組35

工作建議

— 以圖片或相片介紹學校附近的地方，引導幼兒說出自己居住地方附近設有的公共場所如:
酒樓、餐廳、戲院、葯房等，並說出自己是居住在澳門。

— 以明信片或相片向幼兒介紹澳門新、舊建築物，讓幼兒認識一些建築物的名稱。

— 帶領幼兒參觀本澳著名的名勝古蹟。

— 以宣傳清潔澳門的海報或圖片引導幼兒說出清潔澳門的好處及方法，並教導他們朗讀宣
傳的口號：「澳門是我家，齊來清潔她」。

— 教師以清道夫、垃圾車、垃圾站等圖片向幼兒講述保持城市清潔的重要性。

— 教師在課室內擺設一些小盆栽，引導幼兒認識綠化環境的好處及方法。

— 邀請幼兒說出生病時的感受，引導他們知道生病時是會不舒服的，但也不應該哭鬧或發
脾氣；教師可以讓幼兒作模擬遊戲，讓他們扮演醫生、護士、和病人，模擬看病時的情
形。

— 教師向幼兒講述有關某一行業的故事，並讓他們講述自己最喜歡的職業。

— 尋寶遊戲：教師預備「一些工具」的圖咭，讓幼兒在「幫助我們的人」的圖咭中找出正
確的答案。

— 猜職業：教師說出一些與某職業有關的活動各和特徵，讓幼兒猜出該職業。

— 情況許可的話，邀請家長到校向幼兒介紹他們的工作類別及工作特色。

— 配字遊戲：教師把已學過的字彙做成字盤，並為字盤每個字做多小咭；將全部小咭的次
序調亂疊好,每位幼兒輪流抽咭，配入字盤內做配字遊戲。

— 利用程序圖咭向幼兒講述保持城市清潔的故事，然後讓幼兒排列次序複述故事。

— 兒歌：教師選擇或自編以澳門為題的兒歌讓幼兒唸出。

— 利用字咭及課室內存在之實物作數數活動，亦可利用兒歌或唱歌形式學習數數。

— 以圖咭，實物及字咭配對。

— 用字咭作順序排列。

— 老師印製通心字工作紙，讓讓幼兒透過撕貼、搓泥膠或印模等，進一步認識數字的字形。

— 用砂紙、布等各種材料剪成數字，讓幼兒觸摸並說出數字。

— 教師準備不同大小的盒子，讓幼兒認識到小的盒子可放入中的盒子內，中的盒子可以放
入大盒子內如此類推。

5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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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積木的形狀作序列，教師先放上一模式，讓幼兒隨著排列。

— 讓幼兒玩穿木珠遊戲，請他們依照顏色的次序（只宜兩種顏色）把木珠穿上。

— 爬山：把高低不同的繩子橫拉於兩邊椅子(或者是其他物件)；讓幼兒從繩下爬過，以身
體不接觸繩子為合。

— 拋小球：教師橫提起籐圈，幼兒用小圓球拋高穿過圈子。

 平衡活動：幼兒跨坐平衡木（可用長木凳代替），雙手扶向前，一步一步滑過去。

 遊戲：拾垃圾
1. 教師在地上放置六件廢物如：果汁盒、益力多樽、汽水罐等。
2. 七位幼兒參加遊戲，音樂聲開始，幼兒圍著廢物堆行走；音樂聲停止時，他們要搶

先拾起一件廢物，沒有拾起廢物的幼兒便要退出比賽。
3. 教師取去一件廢物，遊戲又再開始，每次都淘汰一位幼兒和取去一件廢物，直至剩

下最後一件廢物為止。

— 音樂欣賞：教師播放中/葡音樂讓幼兒聆聽，並隨意自由創作動作或跳舞。

— 自製樂器：教師利用一些廢物如：益力多樽、汽水罐、膠瓶等；在這些廢物內放入一些
沙粒、豆類或硬幣等，讓幼兒搖動自製的樂器去製造不同音色的音樂。

— 教師可以利用「耳聰目明－聽聲音找圖片」錄音帶讓幼兒做聆聽活動，引導幼兒留意家
居周圍環境的一些聲音：巴士經過的聲音、鄰居嬰兒的哭叫聲等。

— 有節奏地唸出兒歌。

— 拼貼：房屋
教師把剪成各種形狀的色紙發給幼兒，讓幼兒拼貼出房屋，並在房屋周圍畫上其他景物。

— 繪畫油畫：朦朧畫
讓幼兒用海棉蘸上水把圖畫紙塗濕後，另外用水彩筆蘸上水彩在濕圖畫紙上，讓顏料化
開，使畫面變得朦朧。

— 繪畫線條畫：連點畫
— 教師把印有許多圓點的畫紙派給幼兒，讓他們用不同顏色的蠟筆把各點連在一起，創出各

式的圖案。



幼兒教育第一年 課程改革工作小組37

主題：水

具體目標 內容

品
德
教
育

說出洗手的好處並能做到進食前及進食後先洗
手。

指出清潔的好處並培養愛清潔的良好習慣。
說出節約用水的好處。
能做到節約用水。∗

注意清潔

節約採用大自然資源

語
文

積極參與談話活動。
能把感官的感覺說出來。
認讀字彙並說出其意義。
清楚地唸出兒歌。
留心聆聽並能排出故事程序。

說話：隨機談話
      對水的描述、水的用途
認識字彙：水、雨
兒歌∗
故事:小水點的旅程

認
識
環
境

指出水的用途。
指出日常用水的來源。
說出水對植物和動物重要性。
能做到節約用水。∗

水

節約採用大自然資源∗

數
學

辨別浮、沉。
辨別兩種不同性質的物件。
說出正確的數學詞彙。
透過實驗能說出相同的容器，能盛相同容量的液
體。

按一個特徵分類:浮、沉

同容量的容器比較

體
能

能自然地持著物件向前走路。
發展身體的平衡力。
練習綱球的動作。
遵守遊戲規則。

走路
小型用具操作:球、小魚網
遊戲：網球、吹泡泡、運水

音
樂

唱出歌曲並用簡單動作配合歌曲內容。
辨別聲音的強、弱。
能用手部動作表示出聲音的強、弱。
辨別聲音的方向。。
有節奏地唸出兒歌。

簡單旋律歌曲
聆聽：音量
　　　聲音的方向
∗兒歌

體
能
與
美
感
活
動

美
勞

獲得圖案設計的經驗。
利用波子上顏料滾動去創作圖案。
能控制雙手去搖動盤內的波子。
觀察顏色變化的情況。
能用麵糰/泥膠做出各種造形。

繪畫線條畫：雨傘
繪畫油畫：波子畫

搓模型

∗適用於多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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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建議

— 教師出示清潔的一雙手和骯髒的一雙手的圖片，讓幼兒判別清潔和骯髒，然後檢查幼兒
的雙手，引導他們說出洗手的好處。

— 讓幼兒進食前或進食後也要洗手，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

— 用故事形式介紹一位喜歡清潔及一位不喜歡清潔的小孩子，並請幼兒比較及說出喜歡做
哪一位小孩子。

— 讓幼兒知道要節約用水；教師講述在校內或在家中用水時應注意的事項如：用完水要關
水龍頭、塞好水盆才洗手或清洗物件，不要讓水白流等。

— 利用圖片或幻燈片向幼兒介紹水的用途。

— 鼓勵幼兒發表對節約用水的意見。

— 教師跟幼兒一起討論：如果我們口渴沒水飲會感受如何？如長時間缺水又將會如何？如
果動／植物缺水又會如何？

— 出示一些離水多天已乾枯的疏菜或豆類和一些新鮮疏菜或豆類，讓幼兒認識植物缺水後
的情況，加深認識水對人、動物、植物的重要性。

— 出示圖片讓幼兒認識日常使用的水是從水塘中來的。

— 教師分別用器皿盛冷水、溫水，讓幼兒觀察，然後同水接觸，引導他們說出接觸後感覺。

— 讓幼兒學習用開水去沖飲濃縮果汁或粉狀飲品。

— 接龍遊戲：根據圖片指示，找出適當的字咭。

— 利用程序圖咭向幼兒講述小水點的旅程的故事。

— 兒歌：教師選擇或自編以節約用水為題的兒歌讓幼兒唸出。

— 傳毛巾：教師預備毛巾一條，讓幼兒圍坐成一圓圈，當音樂開始，大家互相傳送毛巾，
音樂停止時，手持毛巾的幼兒要說出毛巾的用。

— 以多種不同的東西放入水中，其中有能浮於水面的，亦有沉入水底的，讓幼兒透過活動
辨別兩種不同性質的物品。

— 教師準備多款不同容量的容器各兩個，量杯一個，首先示範將容器盛滿液體，再倒進量
杯作比較，然後讓幼兒親自進行倒水活動。

— 遊戲：運水
(1) 把幼兒分成兩組，每組 4－6 人； (2) 每組幼兒分別用水杯在水桶內舀起一杯水，
運到指定的地，方倒入另外一個小桶內； (3) 看看哪一組運水最多及能避免弄濕地面。

— 遊戲：網球
(1) 教師預備水桶、乒乓球、魚網；
(2) 水桶放在與幼兒保持適當距離的地方，乒乓球放在水面上；
(3) 幼兒分成兩組，每組 4－6 人；
(4) 幼兒聽從教師的指令開始，走到水桶內前面用魚網把一個乒乓球網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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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看看哪一組的幼兒最快網起水桶內的乒乓球。

— 吹泡泡：教師吹出肥皂泡，讓幼兒拍打或捉拿他們身旁的肥皂泡。

— 音量遊戲：
教師預備兩幅大、小的水滴圖咭，然後輪流把圖咭顯示出來，讓幼兒按圖咭的大、小的
水滴，用雙手拍出不同的大、小聲量。

— 聲音的方向：
(1) 讓幼兒圍坐成一正方形或長方形；
(2) 教師在座位四面各放置一個水桶；
(3) 邀請一位幼兒坐中央並閉上眼睛；
(4) 教師拿起一瓶水倒入其中一個水桶內，讓幼兒聽到水聲後用手指指出聲音的方向。

— 聽水聲：
教師站在全體幼兒的後面，用水壺把水由低至高倒入膠盆內，讓幼兒聽聽水由高處或低處
發出大、小不同的聲音，然後請他們一邊聽，一邊用手勢表示出聲音的高、低。

— 繪畫線條畫：雨傘
教師把剪成雨傘形狀的咭紙派發給幼兒，讓他們在雨傘上畫出自己喜愛的圖案。

— 波子畫
(1)教師預備白色的圖畫紙、波子、2－3 種顏色的廣告彩、有深度的盤子；
(2)發給每位幼兒一粒波子，一張圖畫紙、一個盤子；
(3)讓幼兒把蘸上顏料的波子放入盤內，然後把盤子搖晃，使波子滾出有顏色的軌道。

— 搓模型/麵糰：
教師把「水」寫在咭紙上，讓幼兒用麵糰/泥膠搓成各種造型放在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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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夏天

具體目標 內容

品
德
教
育

指出良好的飲食衛生和飲食習慣。
養成良好的個人衛生習慣。
說出清潔家居的重要性，並能在家中實踐。
注意四周環境的衛生。
幫助幼兒減輕對颱風的恐懼心。

飲食衛生

注意清潔

家居安全

語
文

積極參與談話活動。

認讀字彙並說出其意義。
清楚地唸出兒歌。
留心聆聽和覆述故事。

談話：隨機談話
　　　夏天的天氣、衣服、
　　　水果
認識字彙：日、沙、水果
兒歌∗
故事: 夏天

認
識
環
境

指出澳門夏天天氣的特徵。
注意觀察周圍環境的變化。
以愉快心情在夏天進行活動和探索自然環境。
戶外活動時保特環境清潔。

氣候變化與生物界之關係

環境對生態的影響

數
學

用比較的方法區別輕、重差別明顯的兩個物件，並
說出正確的詞彙。

透過實驗能說出一個和半個的物品。

量度：輕、重

　　　一個和半個

體
能

能聽從指示自然地向前行走。
發展身體的平衡力。
靈活地控制大小肌肉及運用視覺技能。
遵守遊戲規則。

行走與平衡
小型用具操作:小積木
遊戲：障礙賽

音
樂

唱出歌曲並用簡單動作配合歌曲內容。
聆聽後能唱出歌曲。
辨別一些樂器的聲音。
聆聽後並能模仿節奏。
有節奏地唸出兒歌。

簡單旋律歌曲
聆聽：音色、聆聽的記憶
節奏：模仿節奏

兒歌∗

體
能
與
美
感
活
動

美
勞

獲得圖案設計的經驗。
能運用物料在指定範圍內進行黏貼。
能適當地運用膠水去進行黏貼。
能把紙搓成圓球。

繪畫線條畫：設計泳衣

黏貼：雪糕、扇

∗適用於多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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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建議

— 教師利用圖片或實物如：太陽眼鏡、帽子、風扇等，讓幼兒認識夏天的陽光猛烈。天氣
炎熱，細菌容易滋生，大家需要特別注意飲食衛生。

— 利用圖片或幻燈片，讓幼兒認識食物的衛生，應該怎樣保持食物清潔，那些食物對我們
有益，購買時應注意的事項等。

— 利用故事向幼兒說出夏天飲食衛生及習慣的重要性，讓他們覆述故事內容，並認識正確
的飲食習慣如「不要吃太多零食」「不可吃太多冰冷的食物」，「不要過餓或過飽」等。

— 教師出示布偶（或以圖片），一個是清潔的，一個是污穢的，與幼兒討論夏天的個人衛生，
特別要注意身體、衣物的清潔，並讓他們發表自己個人的衛生習慣。

— 向幼兒介紹一些清潔用具，引導他們說出保持家居清潔衛生要注意的事情及說出他們清
潔家居的經驗並鼓勵幼兒回家實踐。

— 出示圖片，讓幼兒認識夏天是蚊蟲滋生的季節，引導幼兒說出保持四周環境衛生的重要
性及注意的事項。

— 利用圖片或實物如：泳衣、水泡、玩沙用具等，引導幼兒說出自己喜愛在沙灘上的活動，
並說出他們保持沙灘清潔的方法。

— 教師利用圖片或錄影帶向幼兒講述颱風襲澳時的情形，引導他們認識颱風是一種自然現
象不需害怕，以減輕對颱風恐懼；並讓幼兒認識當颱風來臨時應注意的安全知識。

— 透過圖片讓幼兒認識夏天是水上運動的好季節如：玩沙、游泳等，使他們體會到夏天天
氣熱可以玩水消暑，教師也可以介紹其他的暑期活動。

─教師向幼兒講述一些有關水上活動的安全守則。

— 教師把幼兒學過的字彙做成一本小書，放在圖書角內讓幼兒學習閱讀。

— 利用程序圖咭向幼兒講述有關夏天的故事，然後讓他們排出故事程序。

— 兒歌：教師選擇或自編以夏天的天氣為題的兒歌讓幼兒唸出。

— 教師為幼兒舉行兒歌朗誦比賽，讓他們選擇自己最喜歡的一首兒歌參加比賽。

— 畫沙：把少許沙放在膠盆上，讓幼兒在上面畫圖或線條。

— 一個和半個：教師預備多種水果，然後逐一切開一半，讓幼兒說說裏面是怎樣，並把它
們作比較和說出哪些是一個，哪些是半個。

— 教師分別把輕、重明顯的水果，放在幼兒的手上，讓他們說出哪一種水果較輕或較重。

— 教師利用天秤和多種水果向幼兒示範輕、重，然後讓幼兒自己操作，用天秤比較幾種水
果的輕重。

— 大步行、小步行：
讓幼兒聽從教師的指示大步或小步向前行走至目標。

— 形狀遊戲：
1. 教師準備圓形、三角形、正方形的物件分發給幼兒，每人一件；
2. 教師手持圓形、三角形、正方形的大圖形咭，站在幼兒前面；
3. 教師把其中一張圖咭舉起，持有相同形狀物件的幼兒立即舉起自己手上的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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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障礙賽：
在場地上設計和放置三、四種小型用具，如平衡木（長凳）、籐圈、繩子等，讓幼兒輪流
走過這些器材。

          走過平衡木
                                                       跳過籐圈

            沿著彎曲的繩子走過去

— 模仿節奏：讓幼兒聽聽時鐘、拍子機等的聲音，並模仿它的節奏。

— 樂器：向幼兒介紹一些樂器，讓幼兒認識它的音色、名稱和演奏方法。

— 聆聽記憶：教師彈奏歌曲的第一句或最後的一句，讓幼兒聆聽後猜猜是什麼歌，然後一同
唱出。

— 做小扇：
1. 教師把咭剪成圓形，每位幼兒分發兩張圓形咭紙和一枝雪條棒；
2. 讓幼兒在圓形咭紙上畫上圖案；
3. 在沒有圖案的一面咭紙上，塗上膠水及擺放雪條棒。

— 做雪糕：用軟咭紙做雪糕筒，把有顏色的面紙（手工紙）搓成圓球，放入雪糕筒內。

— 設計泳衣：教師把印有泳衣/泳褲圖案的畫紙派發給幼兒，讓他們為自己的泳衣/泳褲畫上
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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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中秋節

具體目標 內容

品
德
教
育

欣賞各種款式的花燈。

分享中秋節的食品。

能以喜悅的情緒歡度佳節。

分享

語
文

積極參與談話活動。

認讀字彙並說出其意義。

清楚地唸出兒歌。

留心聆聽。

說話：隨機談話

　　　中秋節食品、花燈、賞月

認識字彙：月

兒歌*

故事: 中秋節

認
識
環
境

認識中秋節節日的意義和習俗。

說出慶祝中秋節的一些活動。

觀察月亮形狀的變化。

認識中國文化

自然環境

數
學 按照物件的大、小將集合分類。 按一個特徵分類：大、小

體

能

能自然地持物向前行走。

遵守遊戲規則。

行走

小型用具操作:燈籠

音

樂

唱出歌曲並用簡單動作配合歌曲內容。

能隨音樂的進行與靜止做出相應的動作。

有節奏地唸出兒歌。

簡單旋律歌曲

進行/靜止

兒歌*

體
能
與
美
感
活
動

美

勞

能用粗的蠟筆在指定的範圍內填色。

能適當地運用膠水進行黏貼。

能運用物料在指定的範圍內黏貼。

填色:中秋節食品

黏貼：燈籠

   *適用於多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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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建議

教師以圖書向幼兒講述有關中秋節的傳說。

— 教師向幼兒介紹各種款式的中秋節花燈，並利用花燈佈置課室增加節日的氣氛。

— 教師以實物向幼兒介紹中秋節的食品，並和他們一起分享。

— 利用圖片讓幼兒認識月亮形狀的變化。

— 把「月」剪成 3-4 塊讓幼玩拼字遊戲。

— 教師選擇幾種中秋節食品，大小各一，讓幼兒將物品按大小分成兩類。

— 兒歌：教師選擇或自編以中秋節為題的兒歌讓幼兒唸出。

— 提燈競走接力賽：

1. 幼兒分成兩組，每組 4-5 人；
2. 每位幼兒分別保持適當的距離；
3. 幼兒聽拍令後，最後的一位幼兒提著燈籠向前走，把燈籠交給下一位幼兒，如此類推，

看看哪一組最快完成活動。

— 兒歌：有節奏地唸出兒歌。

— 唱歌：教師選擇配合主題的歌曲去教授。

— 傳月餅：教師以實物或把泥膠搓成月餅模型，幼兒隨著音樂傳送月餅，音樂停止時，拿著
月餅的幼兒要站起來向其他幼兒說出自己喜愛的中秋節食品。

— 教師派發印有各種中秋節食物的畫紙讓幼兒填色。

— 教師把色紙剪成燈籠形狀，讓幼兒把它貼在畫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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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重陽節

具體目標 內容

品
德
教
育

享受登高的樂趣。

戶外活動時注意環境清潔。

參與學校活動

環境清潔

語
文

積極參與談話活動。

清楚地唸出兒歌。

留心聆聽。

說話：隨機談話

　　　重陽節的習俗

認識字彙：山

兒歌*

故事: 重陽節

認
識
環
境

說出重陽節的一些習俗。

戶外活動時注意環境清潔。*

認識中國文化

環境對生態的影響

數
學 按大、小的差異進行三個物件的正和逆排列。 三個物件的排列：大至小和小

至大

體
能

發展身體的平衡力。

能靈活地控制大小肌肉。

大型器械活動：攀登架

音
樂

唱出歌曲並用簡單動作配合歌曲內容。

有節奏地唸出兒歌。

簡單旋律歌曲

兒歌*

體
能
與
美
感
活
動

美
勞

用泥膠/麵粉搓、按、壓、捲*。 搓模型：小山丘

*適用於多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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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建議

— 教師以圖書向幼兒講述重陽節登高的故事。

— 以圖片介紹重陽節去掃墓的習俗。

— 帶領幼兒到主教山進行登高活動，讓他們體驗登高的樂趣，知道重陽節是登高的好日子。

— 教師跟幼兒討論登高時應帶備的物品，活動後讓他們說出登高的見聞。

— 利用幼兒登高時拾回來的標本，如：樹葉、松子等，教師顯示三個同類但不同大小的標本，

請幼兒比較並找出最大和最小的出來，然後給予適當的引導請他們思考和按物件的大小差

異進行正和逆排列。

— 兒歌：教師選擇或自編以重陽節為題的兒歌讓幼兒唸出。

— 體能活動時讓幼兒玩攀登架，教師可以從旁協助一些較膽怯的幼兒。

— 爬山歌：

3-4 位幼兒伏在地毯上，其他幼兒在旁邊歌唱，伏在地毯上的幼兒聽從歌曲的旋律做出

向上爬的動作。

— 讓幼兒把泥膠搓成小山丘．教師可以預備小旗幟，待幼兒搓好後把它插在山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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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聖誕節

具體目標 內容

品
德
教
育

分工合作製作聖誕節飾物。
說出聖誕節是一個快樂的節日。
感受到節日的熱鬧氣氛。

輪流擔任工作
分享*

語
文

積極參與談話活動。

認讀字彙並說出其意義。
清楚地唸出兒歌。
留心聆聽。

說話：隨機談話
　　　佈置聖誕樹、聖誕禮物
　　　聖誕老人、慶祝會
認識字彙：樹
兒歌∗
故事:聖誕節的故事

認
識
環
境

認識聖誕節的起源及其意義。

能夠參與活動並享受節日的樂趣。

認識宗教文化

分享*

數
學

辨別圖形及說出圖形的名稱。 圖形：正方形

體
能

發展身體的平衡力。
遵守遊戲規則。

有規則的遊戲

音
樂

唱出歌曲並用簡單動作配合歌曲內容。

運用樂器伴奏歌曲。

有節奏地唸出兒歌。

簡單旋律歌曲

樂器：伴奏歌曲

兒歌*

體
能
與
美
感
活
動

美
勞

能適當地運用膠水進行黏貼。

能運用物料在指定的範圍內進行黏貼。

運用不同的物料去創作圖案。

黏貼：聖誕樹

繪畫線條畫：聖誕咭

*適用於多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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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建議

— 以圖書或實物向幼兒講述聖誕節的故事。

— 教師讓幼兒一同參與製作聖誕節飾物及佈置課室，使他們享受活動的歡樂。

— 帶領幼兒參觀校內的聖誕節佈置，並讓他們說出自己在街上看到的和家中的佈置有何不

同。

— 以圖片向幼兒介紹一些聖誕節的慶祝活動，如：互送禮物、報佳音、吃火雞等。

— 兒歌：教師選擇或自編以聖誕節為題的兒歌讓幼兒唸出。

— 利用幼兒的手帕或手工紙向他們介紹正方形，然後邀請幼兒在課室內找出屬於正方形的

物件，找到後把事先預備好的正方形貼紙貼在那物件上。

— 尋寶遊戲：

教師把正方形和圓形的物件放置在一紙盒內，每次邀請兩位幼兒比賽，幼兒聽從教師的

指令，如：「把圓形的物件找出來」、「把正方形的物件找出來」。

— 遊戲：禮物

教師把禮物（把紙盒用花紙包裝）分放在地上，讓幼兒隨意繞過禮物而行，但不能接觸

禮物。

— 唱歌：教導幼兒唱出多首聖誕歌曲，讓他們在歡樂氣氛的慶祝會上表演。

— 樂器：在表演節目上，讓幼兒運用樂器伴奏樂曲，加強音樂的節奏感和增加聖誕節的歡

樂氣氛。

— 黏貼：聖誕樹

把多種顏色的單面銻紙剪成小圓形，讓幼兒把小圓形貼在松樹型的硬咭紙上做成美麗的

聖誕樹，然後把它用繩子穿上掛在課室中佈置。

— 繪畫：聖誕咭

讓幼兒在咭紙上運用不同的物料如顏色筆、水筆、蠟筆等，畫上自己喜愛的圖案然後把

聖誕咭送給父母或喜愛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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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農曆新年

具體目標 內容

品
德
教
育

感受到農曆新年的熱鬧氣氛。

分享農曆新年食品。

說出拜年時應有的禮貌。

分享*

禮貌

語
文

積極參與談話活動。

認讀字彙並說出其意義。

清楚地唸出兒歌。

留心聆聽。

說話：隨機談話

　　　農曆新年習俗、新年食品

　　　慶祝活動

認識字彙：新年

兒歌*

故事：農曆新年的故事

認
識
環
境

說出農曆新年的習俗。

指出本地慶祝農曆新年的一些活動。

參與活動並享受節日的歡樂氣氛。

認識中國文化

分享*

數
學 能配對阿拉伯數字與等量的實物。 1-5數與量的配對

體

能

發展身體的平衡力。

能跟隨音樂的節奏做出不同的動作。

律動：舞獅遊戲

音

樂

唱出歌曲並用簡單動作配合歌曲內容。

聆聽後能模仿節奏。

有節奏地唸出兒歌。

簡單旋律歌曲

節奏：模仿節奏

兒歌*

體
能
與
美
感
活
動

美

勞

適當地運用膠水進行黏貼。

運用物料在指定的範圍內進行黏貼。

用泥膠/麵糰搓成各種造形。

黏貼：「福」、爆竹

搓模型：新年食品

*適用於多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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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建議

— 教師出示農曆新年飾物與幼兒一起佈置課室，並請幼兒說出自己家中準備過春節的情形。

— 教師以圖片或實物向幼兒介紹農曆新年食品並與他們一同分享。

— 帶領幼兒參觀校內的農曆新年佈置，並讓他們說出自己在街上看到的和家中的佈置。

— 利用手偶向幼兒講述故事，介紹拜年的禮儀，如：見到長輩要說恭賀的說話、收到利是時

說「謝謝」、而且不能即時拆開利是等。

— 以圖片向幼兒講述澳門農曆新年的慶祝活動和有甚麼習俗。

— 圖咭、實物及字咭配對：

　　　　　　　　　　　　　　　　　　　　　３

　　　　　 福　　福　　福　　福　　福　　　　　 ５

— 兒歌：教師選擇或自編以農曆新年為題的兒歌讓幼兒唸出。

— 模仿節奏：教師播放舞獅活動的錄音帶，讓幼兒聆聽後運用樂器去模仿這些節奏。

— 律動：舞獅遊戲

教師把舞獅道具（購買或自製）發給幼兒，然後從旁指導，讓他們拿著道具跟隨音樂做出各

種動作。

— 唱歌：教導幼兒唱出多首農曆新年歌曲，讓他們在歡樂氣氛的慶祝會上表演。

— 黏貼：「福」

　教師把印有「福」空心字的畫紙派發給幼兒，讓他們把紅色的紙撕成碎片貼上去。

— 黏貼：爆竹

　讓幼兒把廁紙筒用紅色蠟光紙包好，然後把一條短的棉繩黏貼在廁紙筒的一端。

— 搓模型：新年食品

　讓幼兒把泥膠/麵糰搓成各式各樣的新年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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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清明節／復活節

具體目標 內容

品
德
教
育

清明節掃墓時要保持環境清潔。

感受復活節的歡樂氣氛。

環境清潔

分享

語
文

積極參與談話活動。

清楚地唸出兒歌。
留心聆聽。

說話：隨談談話
　　　清明節的習俗,復活節慶祝
　　　活動, 復活蛋
兒歌∗
故事: 復活節的故事

認
識
環
境

說出清明節／復活節是春天裏的兩個節日。
指出清明節一般的習俗。
說出復活節的一些慶祝活動。

認識中西文化

數
學

辨別圓形、正方形、三角形、長方形及說出
正確的數學詞彙。

圖形：圓形、正方形
　　　三角形、長方形

體
能

能自然地持物向前行走。
發展身體的平衡力。
遵守遊戲規則。

行走與平衡

遊戲

音
樂

唱出歌曲並用簡單動作配合歌曲內容。

有節奏地唸出兒歌。

簡單旋律歌曲

兒歌∗

體
能
與
美
感
活
動

美
勞

能運用不同的物料去創作圖案。
能適當地運用膠水進行黏貼。
能運用物料在指定的範圍內進行黏貼。
增進合作精神。

繪畫線條畫：復活蛋圖案設計
黏貼：合作畫

∗適用於多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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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建議

— 以圖片向幼兒講述清明節掃墓的習俗和意義。

— 告訴幼兒清明節是春天的第一個節日；春天多雨，所以清明節往往下雨。

— 教師以圖書向幼兒講述復活節的故事。

— 教師以圖片或實物向幼兒介紹復活蛋，並告訴幼兒每逢復活節，街道上的公司和店舖也

會在櫥窗上佈置白兔和復活蛋的裝飾。

— 教師可以在課室內擺放百合花和復活蛋，讓幼兒感受復活節的氣氛。

— 兒歌：教師選擇或自編以清明節／復活節為題的兒歌讓幼兒唸出。¯

— 運蛋遊戲：

1.每次讓 4-5 位幼兒參加比賽

2.每位幼兒手上拿著一隻湯匙，上面放一個乒乓球

3.幼兒持著湯匙向前行走，以乒乓球不跌落為合，看誰曼快抵達目的地

— 尋蛋遊戲：

(1) 教師在復活蛋上貼上圓形、正方形、三角形、長方形等形狀的貼紙；

(2) 把復活蛋放入載滿了紙碎的紙盒內；

(3) 每次讓 3位幼兒參加遊戲，每一位幼兒分代表圓形組、正方形組和三角形組；

(4) 在指定的時間裏，幼兒在盒內找尋屬於自己組別的復活蛋放入自己的籃子內，最後

看看哪一位幼兒找到最多復活蛋。

— 唱歌：教導幼兒唱出清明節/復活節歌曲。¯

— 繪畫線條畫：復活蛋圖案設計

教師把印有復活蛋形狀的畫紙派發給幼兒，讓他們運用不同性質的物料，如顏色筆、蠟

筆等，在畫紙上創作圖案。

— 黏貼：合作畫

教師把咭紙剪成一隻大蛋的形狀，讓幼兒分組合作，把色紙貼在大蛋上。

　¯由於清明節和復活節的日期非常接近，因此教師可以按實際情況，去選擇教授清明節或

復活節的兒歌和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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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端午節

具體目標 內容

品
德
教
育

分享端午節食品。

參與活動並享受節日的樂趣。。

分享

語
文

積極參與談話活動。

認讀字彙並說出其意義。
清楚地唸出兒歌。
留心聆聽。

說話：隨機談話
      端午節的習俗、粽子
      賽龍舟
認識字彙：端午節
兒歌∗
故事: 端午節的傳說

認
識
環
境

指出端午節一般的習俗。

說出端午節的一些慶祝活動。

認識中國文化

數
學

能按物件的外部特徵進行排列。 排列：顏色

體
能

能靈活地控制大小肌肉俯拾物件。

遵守遊戲規則。

小型用具活動:豆袋

音
樂

唱出歌曲並用簡單動作配合歌曲內容。

能跟隨節奏做出配合的動作。

有節奏地唸出兒歌。

簡單旋律歌曲

節奏：配合動作

兒歌∗

體
能
與
美
感
活
動

美
勞

能適當地運用膠水進行黏貼。

能運用物料在指定的範圍內進行黏貼。

黏貼：龍舟

∗適用於多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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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建議

— 教師以圖書或圖畫向幼兒講述端午節的故事。

— 以圖片介紹端午節賽龍舟的習俗。

— 讓幼兒觀看澳門端午節賽龍舟的錄影帶，增加對這種活動的認識。

— 教師向幼兒介紹各種形狀的粽子，並和他們一起分享。

— 兒歌：教師選擇或自編以端午節為題的兒歌讓幼兒唸出。

— 拾粽子：

   1.教師把豆袋包裹成粽子，然後隨意放在地止，每次讓 4-5 位幼兒參加比賽；

   2.音樂開始,幼兒逐一拾起粽子放入自己膠盆裏，音樂停止，看看誰拾得最多。

— 教師讓幼兒利用紅、黃、綠三種顏色的積木進行排列。(每次只選用兩種顏色)

            紅          黃          紅           黃         紅          黃
                       

— 唱歌：  教師選擇配合主題的歌曲去教授。

— 節奏遊戲:

(1)教師把椅子排列成龍舟的座位，讓幼兒坐在船內；

(2)把雜誌紙捲成船槳，讓幼兒握著，配合歌曲節奏向前划，時快時慢。

— 黏貼：龍舟

教師把印有龍舟外形的畫紙派給幼兒，讓他們把色紙做的魚鱗貼上去，並將龍頭和龍尾

填上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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