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學/學習組織計劃

教育暨青年司
課程改革工作組
1999 年 6 月

小學教育預備班



小學教育預備班 課程改革工作小組1

目錄

&教學/學習組織計劃

1. 學校.........................................................................................................................................3

2. 認識自己 7

3. 家庭 10

4. 秋天 14

5. 火 18

6. 食物 22

7. 動物 26

8. 冬天 30

9. 我長大了 34

10. 幫助我們的人 38

11. 春天 42

12. 交通 45

13. 家在澳門 49

14. 水 53

15. 夏天 56

16. 畢業了 60

17. 中秋節 63

18. 重陽節 65

19. 聖誕節 67

20. 農曆新年 69

21. 清明節/復活節 71

22. 端午節 73



小學教育預備班 課程改革工作小組2

教
學\
學
習
組
織
計
劃



小學教育預備班 課程改革工作小組3

主題：學校

具體目標 內容

品
德
教
育

能說出勤學的好處。
能養成守時的好習慣。
能遵守戶外遊戲的規則及注意安全。
學習在群體生活中應有的守則和禮貌。
能參與選舉活動。
能與他人合作並培養友愛合作的精神

勤學與守時

守秩序

友愛

語
文

能留心聆聽和適當地給予反應。
參與談話活動

認讀字、詞，並說出其意義。
能把字配成詞。
能正確了解和使用連接詞「和」
能利用字彙口頭造句。
清楚、有感情地唸出兒歌。

故事:有關學校生活
談話：隨機談話
      有關學校生活/環境的圖片
認識字彙:我們、和、會、遊戲
        讀書、唱歌、寫字

口頭造句: 連接詞 「和」
兒歌:有關學校生活∗

認
識
環
境

 能說出學校各項設施、各種活動設備場所的功用及位
置。

能指出學校的設施、課室或佈置有什麼不同。
能主動做出愛護學校的設施及環境的行動。
能說出或以圖畫表達出學校附近的環境及設施。
能辨別出學校附近的環境及設施所發出的聲音，並

能說出這些聲音對學校上課環境有甚麼影響。

學校設施

學校環境

學校附近環境及設施

數
學

能正確操作實物，圖卡，按照它們的特徵分類。
能辨別異同，並說出相同的特徵。
辨別1－5的阿拉伯數字所代表的真正含意。
將數字與實物或圖卡配對。
根據數量、數字排列1－5。
能正確操作實物、圖咭進行3以內的加法。

按物件的特徵分類

數數：1－5
數與量的配對
順序排列數量、數字1－5
3以內的加法

體
能

能跟隨音樂的快、慢傳遞小球。
培養平衡感和耐力。
培養合作的態度。
能靈活地控制大小肌肉做徒手操。

小型用具操作－球

徒手操

音
樂

能唸出兒歌。
配合簡單的動作唱出歌曲。
透過聲音辨別發聲樂器。
能辨別聲音的高音和低音。

兒歌:有關學校生活∗
簡單旋律歌曲

辨別聲音的遊戲：音高、音色

體
能
與
美
感
活
動美

勞

能發揮創造力，靈活運用手指畫出線條。
能控制手指做簡單的摺紙。
能控制剪刀剪出線條和圖形。
能準確進行黏貼。
用泥膠/麵粉搓、按、捲、壓。

繪畫線條畫：學校
剪摺：紙人
剪貼：掃帚

搓模型：鉛筆

∗適用於多個範疇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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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建議

— 教師講述有關“愛上學的好孩子”的故事，引導幼兒說出愛上學的原因及上學的樂事。

— 教師製作簡易的統計圖，記錄幼兒出席情況，讓幼兒養成守時和上學的好習慣。

— 參觀校園環境及設施，引導幼兒逐項討論戶外遊戲設備的正確使用方法，要注意的安全
事項及禮貌，如等候、交替玩耍等。

— 利用圖片引導幼兒說出和同學相處應有的禮貌及在群體生活中應有的守則。

— 在班內舉行禮貌運動，由幼兒投票選出有禮貌的同學，並說明獲選的原因，以互相鼓勵。

— 幼兒自由發表自己或其他幼兒友愛的事例，教師歸納總結。

— 帶領幼兒仔細觀察學校的各設施、活動設備場所及自己課室的用途，並說出設備名稱、
用途及如何能做到愛護公物。

— 教師以討論形式讓幼兒說出現在課室或一些其他的學校設施佈置有什麼與去年不同；請
他們比較今學期和上一年學校裏情況，例如：教師、同學、校內職工、教具等。

— 綠化校園或課室，利用分組或輪值方式，讓幼兒觀察及履行責任。

— 鼓勵幼兒分擔值日工作，保持課室整潔及履行自己在校的責任，例如：保持學校環境清
潔。

— 利用圖片讓幼兒觀察或講述學校附近的環境；請幼兒在上學／回家途中注意：學校附近
的周圍環境及設施、它們所發出的聲音對上課環境有什麼影響，在下一堂回校共同討論
與分享。

— 讓幼兒用圖畫畫出學校的附近周圍環境或設施，例如：巴士站、商店、郵筒、交通燈、
圖書館等，（建議：畫出學校的外形及寫上學校的校名，加深幼兒對學校的印象）。

— 教師利用學校生活、學校環境的圖片等，讓幼兒看圖談話及樂於發表自己的意見。

— 模擬學校上課情況的遊戲，例如：角色扮演，讓幼兒扮演老師、學生、校工，模擬學校
日常生活的情況。

— 口頭造句：
口述寫字、遊戲、畫畫、唱歌......，讓學生聽後用“和”字，把其中相關的兩個詞語分
別連起來說，
例如：「我會寫字和畫畫」（用“和”連起來的兩種東西都必須是同一類的。）

— 口唱書空
幼兒隨教師一邊用口說出筆畫，一邊用手在空中書寫。

— 兒歌：教師選擇或自編以學校生活規則的學習為題的兒歌讓幼唸出。

— 利用字彙造成字咭和圖咭讓幼兒玩配對遊戲或利用字、詞看圖說話。

— 輔導幼兒從實際的物品中辨別其物形及物品的異同進而學會把事物按照它們的特徵分
類，幫助理解和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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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許多可以用作分類的物件放在一起，讓幼兒想想，按照它們的特徵分類。
例如：

— 教師可利用學校的文具，玩具讓幼兒進行分類。

— 配合主題，透過各類實物的數數，使幼兒確切認識 5 以內的數量及序列。

— 數數：用實物或圖咭數出數量。

— 配對：用實物或圖咭與數字配對。

— 順序排列：將數量卡排列。

— 將數字卡順序排列。

— 引導幼兒作口述計算活動，然後把圖咭找出來。例如：一枝鉛筆和兩枝鉛筆是三枝鉛筆

— 傳球(一)：
幼兒隨音樂、歌曲傳球，音樂快傳快，音樂慢傳慢。

— 傳球(二)：
由兩人組成小組比賽，兩人用身體或背部夾著小球，不使球兒掉下，走至目的地。

— 徒手操：
讓幼兒跟隨教師的動作做體操活動，如屈伸，擺動，伸展，跳躍，等。

— 辨別聲音的遊戲：音高
教師彈奏鋼琴的高聲區與低聲區，讓幼兒透過扮演活動去辨別高、低音，如：小鳥高飛
（高音），蟲兒低爬（低音）等。

— 利用站、坐和雙手的上、下移動，隨音樂表示高音和低音的位置。

— 教師選擇配合主題的歌曲去教授，並配合動作施教。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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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辨節奏樂器的聲音：鼓（低音）、雙鈴（高音）、喳喳（低音）、三角（高音）。

— 聲音的高、低音，如：小孩聲音高、教師聲音低。

— 用小膠盒和小鐵罐做樂器，讓幼兒敲打分辨高音和低音，然後利用這些自製樂器伴奏歌
唱。

— 繪畫線條畫：學校。
教師利用圖片讓幼兒觀察學校的外形，然後引導他們在畫紙上畫學校及附近的設施。

— 剪貼：掃帚
(1)教師讓幼兒把紙（手工紙或雜誌紙）捲成紙筒當作掃帚柄
(2)把另一張紙對摺，在開口的一邊向上剪成直線條，但不可以剪斷
(3)讓幼兒把掃帚柄貼在上面

— 搓模型：鉛筆
分組活動時，讓幼兒在指定的時間內，把泥膠搓成鉛筆形狀，最後看看哪一位幼兒搓得最
多，哪一位幼兒搓得最少。

— 剪摺：紙人
將四方紙摺成風琴形狀，畫出人形，手部向外，剪出人形，便成多個連串的人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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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認識自己

具體目標 內容

品
德
教
育

說出自己最喜歡的朋友和玩具。
辨別是非的觀念並說出自己的意見。
培養幼兒能尊重他人的性格。

與別人建立關係和相處
參與訂定規則
尊重別人

語
文

留心聆聽及回答問題。
積極參與談話活動並樂於發表意見。

認讀字、詞，並說出其意義。

能利用字彙口頭造句。
清楚、有感情地唸出兒歌。

故事:有關與人和睦共處的故事
說話：隨機談話
      有關自己的資料
認識字彙:是、男、女、孩子、有、

隻、雙、高、矮、肥、瘦
句式練習：我是… ，我有… …
兒歌:有關身體、五官的功用∗

認
識
環
境

說出自己的出生地點、年齡、生日月份、家居地址
及電話號碼。

 知道自己是家裏、學校及社會中的一份子，能做到
自己能力範圍內的事及履行應有的責任。

對周圍環境所發生的事情作出適當反應。

識別自己的出生地點、年齡、
生日月份、家居地址及電話號
碼
參與學校活動及社團活動

勇氣、毅力

數
學

辨別6－10的阿拉伯數字所代表的真正含意。
將數字與實物或圖卡配對。
根據數量、數字排列6－10。
辨別重量的概念並能按物件說出「輕、重」的詞彙。
辨別長度的概念並能按物件說出「高、矮」的詞彙。
能正確操作實物、圖咭進行4以內的加法。

數數：6－10
數與量的配對
順序排列數量、數字6－10
量度：輕、重，高、矮

4以內的加法

體
能

培養距離感。
增進彈力和敏捷的動作。
能以聽覺分辨聲音。
能聽指令做出相應動作。

跳

遊戲：我是誰、穿鞋子

音
樂

以自然的聲音唱出歌曲，並用簡單動作配合歌曲內
容。

能分辨節奏速度的快、慢。
能模仿節奏中不同快、慢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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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靈活運用手指畫出手掌的外形。
培養互助合作的精神。
能控制剪刀剪出線條。
能準確進行黏貼。

繪畫線條畫：合作畫、度體高

剪貼：購物袋
黏貼：紙圈

適用於多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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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建議

— 教師出示幼兒在學校的生活照片，引導他們說出說出自己最喜歡的小朋友。

— 幼兒展示自己帶回來的玩具或利用課室內的玩具，向其他幼兒介紹和說出自己最喜歡的玩
具。

— 出示圖片，讓幼兒說出圖中小朋友做錯或做對之事項，引導他們說出獎罰的原因，並一起
討論正確的處事態度和制定課室守則。

— 教師講述配合內容的故事，例如 “神氣的公雞” 然後與幼兒討論故事內容，讓他們發表如何
與人相處的方法，同時，也向幼兒講述，各人都有其各自不同的性格，應尊重他人。

— 教師可以協助幼兒做統計，用圖表顯示最多和最少幼兒生日的月份出生地點。

— 教師預備電話和房屋的圖咭數張，放入小袋子內讓幼兒玩遊戲，當幼兒抽的是電話圖咭，
他便要說出自己家裏的電話號碼，如此類推。

— 引導幼兒知道及做出自己能在家庭、學校及社區做些什麼。例如：在家庭可以協助父母做
家務、收拾自己的睡房、玩具等。在學校可以做教師的小助手，協助教師、收拾玩具，分
發圖書、餐點、家課，清潔課室。此外，還有保持學校環境清潔、保持社區環境清潔和愛
護社區公共設施等。

— 利用圖畫、故事等介紹幾個不同處境，讓幼兒想像如何解決問題,如：生病、迷途、遇見陌
生人；幼兒在觀看、聆聽後，說出自己的想法、感受、解決方法或如何保障自己安全的方
法，討論後，鼓勵幼兒進行角色扮演，將過程表達出來。

— 骰子遊戲：
在骰子的六面貼上六個不同的身體器官，讓兒童在擲骰後，照著圖畫說出句子，如：「我
有一隻/雙......。」。該遊戲亦適用於其他字的溫習。

— 聽指令：
幼兒手持鏡子，讓兒童輪流發出指令，其他幼兒按指令做出有關的動作。例如：摸摸頭、
摸摸鼻..等。

— 砌筆劃：教師把字按筆劃分解，讓幼兒再砌出來。

— 兒歌：教師選擇或自編以身體或五官的功用為題的兒歌讓幼兒唸出。

— 配合主題，透過各類實物或圖卡的數數，使幼兒確切認識 10 以內的數量及序列。

— 配對：用實物或圖卡與數字配對。

— 順序排列：將數量卡　　　　　　　順序排列。

— 將數字卡　　⋯⋯　   順序掛列。

— 高、矮：量度幼兒高度，將全班幼兒的高度由矮至高排列，找出最高和最矮。

— 輕、重：用「磅」量度體重，將全班重量由輕至重排列，讓幼兒知道自己的重量，在班中
找出最「輕」和最「重」。

— 輕、重遊戲：幼兒圍成一圈坐下來，然後隨意說出兩位幼兒的名字，請其他幼兒猜猜誰比
誰輕或誰比誰重。

— 引導幼兒作口述計算話動，然後把圖咭找出來。例如：兩條手帕和兩條手帕是四條手帕。

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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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戲：穿鞋子
幼兒圍成一圈，教師請他們把鞋子脫下來放在中央，當幼兒聽到教師的指令，便開始穿
鞋子，看誰穿得最快。

— 遊戲：我是誰
讓幼兒圍坐，臉向圈外，8－10 人一組，在圈內有 4 位幼兒站立，每次一個人發聲說出
我是誰… … … ，圍坐的幼兒要辨認出發聲講話的是哪一位幼兒。

— 跳遠：在地上畫一直線，讓幼兒踏在線上向前跳，教師為幼兒劃上記號，看誰跳得最遠。
— 跳躍遊戲：

幼兒面向教師站立，教師用手勢代替說話，如：手向上，表示向前跳；手放在背後，表
示向後跳；手放左邊，表示向該方向跳如此類推。

— 教師選擇配合主題的歌曲去教授，並配合動作施教。
— 教師拍出節奏型，讓幼兒模仿學習，例如：教師拍 q q h 兒童立即模仿 q q h；拍 X X X －，

幼兒立即模仿 X X X －。
— 引導幼兒將自己的話語用節奏表達出來，例如：
        我 會 自 己 畫 圖 畫，爸 爸 早，媽 媽 早
拍掌： q  q   q  q  q  h   h    q  q   h   q  q   h

— 節奏：利用節奏樂器敲打快、慢節奏。
— 模仿遊戲：

(1)一位幼兒說“喂，你是誰?”
(2)其他幼兒用節奏樂器或拍掌立即將那話語節奏打出或拍出。

— 創作活動：讓幼兒說出有關速度的快、慢節奏的事情，採用節奏樂器表達出來，例如：
小白兔跑得快，敲打節奏的速度快而短，烏龜走得慢，敲打節奏的速度變慢而長。

— 合作畫：手掌畫。
教師把大畫紙放在地上或大桌子上，讓一位幼兒把雙手按在地上，另一位幼兒則替他繪
出一雙手掌的外形，請該位幼兒在畫紙上，寫上或印上自己的名字，然兩人對換位置，
再畫一次，直至全體幼兒的手掌都印在大畫紙上。

— 繪畫線條畫：度體高
教師用紙條替幼兒量度身高，在紙的末端寫上幼兒的出生日期和貼上幼兒的照片，並請
他們在紙條上畫上一些花紋及圖案，然後把幼兒的高度由高至矮或矮至高排出來。

— 剪貼：購物袋
派發長方形牛皮紙、彩紙，指導幼兒把紙對摺，剪出兩小條作袋耳，把兩邊貼好，再剪
出圖案貼在袋上作裝飾。

— 黏貼：紙圈
教師預備各種不同顏色的長紙條，讓幼兒將紙條兩端用膠水貼好，一個接續另一個，看誰
做紙圈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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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家庭

具體目標 內容

品
德
教
育

能說出尊敬長輩的態度。
 能做到與家庭中各人和睦相處並關懷及協助家
人。

說出家居安全的重要性。∗
如在意外發生時，能做出最基本的應付方法。∗
說出一些家居安全的知識及守則。
能說出與鄰居融洽相處的態度

尊敬長輩

家居安全∗
參與訂定規則

與別人建立關係和相處

語
文

留心聆聽並說出個人對故事的看法或意見。
積極參與談話活動並樂於發表意見。

認讀字、詞，並說出其意義。

能按句式造句。
清楚地唸出兒歌。

故事:有關家庭生活的故事
說話：隨機談話
     有關家庭生活/家居安全
認識字彙:家庭、愛、弟、妹、

出、入、早、午、晚
句式練習：我愛… …
兒歌:有關家庭生活∗

認
識
環
境

認識自己家裏有些甚麼人及他們的稱謂。
認識自己父母的日常工作。
說出自己家裏的一些設備。
說出自己居住的環境。
認識自己居於哪一個社區。
說出家居安全的重要性。∗
如在意外發生時，能做出最基本的應付方法。∗

家庭組織的成員

家居設備
家居環境

家居安全∗

數
學

將數字與實物或圖卡配對。
能辨別菱形、梯形。
按兩種或三種圖形的次序排列。
認識早、午、晚的概念。
能正確操作實物、圖咭進行5以內的加法。

數與量的配對
圖形：菱形、梯形
排列：圖形
時間：早、午、晚
5以內的加法

體
能

增進眼、腳協調的能力。
能用手推著籐圈前進或轉彎。
能用手拋球和接球。
培養合作精神。

行走
小型用具操作：籐圈、球

音
樂

以自然的聲音唱出歌曲，並用簡單動作配合歌曲
內容。

透過物件辨別不同的音色。
說出音色有什麼不同。
有節奏地唸出兒歌。

簡單旋律的歌曲
音色
聲音的表達：運用圖畫去表達
兒歌∗

體
能
與
美
感
活
動

美
勞

豐富繪畫的經驗。
能控制剪刀剪出圖案。
利用基本形狀黏貼，創造出有意義的圖案。
能準確進行黏貼。

繪畫線條畫：爸爸/媽媽
剪貼：家居設備
拼貼：意願
黏貼：相架

∗適用於多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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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建議

— 利用幼兒帶回來的照片引導他們說出一些近親與家庭的關係。如：叔、伯、姨、舅.....等。

— 教師與幼兒討論如何孝順父母及對待長輩應有的態度和禮貌。。

— 模擬遊戲：(一)讓幼兒扮演家庭的成員，學習分擔家務，使他們有扮演不同角色的機會。
(二)讓幼兒扮演主人和訪客，教師並從旁指導「拜訪」和「待客」的禮貌和態
度。

— 教師與幼兒討論與鄰居相處的態度，例如見面打招呼、守望相助、保持公眾地方清潔等。

— 教師利用圖片或玩具「屋」的模型引導幼兒說出自己家居的設備、環境和居於哪個社區。

— 利用手偶講述故事，讓幼兒明白自己是家庭這個集體中的一個成員，家庭中某些工作要
靠一家人分工合作，要與家人共同生活，兄弟姊妹相親相愛、幫助及和睦相處。

— 以圖片或實物向幼兒介紹一些家居安全知識，指出什麼用品、用具、設施不可隨便用以
玩耍及使用，還有，在意外發生時，最基本的應付方法。

— 幼兒每次排隊出、入課室或其他活動室的時候，教師引導他們認識「出、入」。

— 教師把學過的字彙做成字咭，放入小相簿內讓幼兒作認字活動。

— 兒歌：教師選擇或自編以家庭生活為題的兒歌讓幼兒唸出。

— 教師利用圖片向幼兒介紹「早、午、晚」三個時間內做的活動。

— 教師把多張寫上「早、午、晚」的字咭放布袋內，請幼兒在袋中抽一張咭，然後照咭內
的指示做動作。例如：「早」字，幼兒便要做出早上要做的動作。

— 配對：用實物或圖卡與數字配對。

— 利用圖片或各種形狀的實物向幼兒介紹菱形和梯形。

— 畫形狀：
教師把硬咭紙的中心部分剪成菱形和梯形形狀，讓幼兒沿著空心部分把形狀畫出來然後
加上顏色。

                        空心                             空心

— 排列：教師以實物作示範，然後讓幼兒嘗試排列各圖形次序。

                                     
                                   以兩種圖形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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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圖形按序排列

— 教師在試算板上把五件物件分放在左、右兩邊，排出各種不同 5 的組合，讓幼兒把圖咭
找出來。

— 籐圈遊戲：
幼兒用手推著籐圈，跟隨著它的轉動向前邁進或轉彎，待熟練後可以讓他們作分組比賽。

— 行走：在地面上畫上彎曲線，讓幼兒張開雙手沿著曲線彎曲地行走。

— 傳球遊戲：
幼兒分為 6－8人一組，每一組以直線形式排隊，然後張開雙腳作隧道，第一位幼兒俯身
把球從腳下傳給第二位幼兒，一個接一個，當球傳至最後一位幼兒，他便以自己為起點，
把球由隧道再向前傳送。

— 安排幼兒二人一組，大家互相拋球及接球

— 教師選擇配合主題的歌曲去教授，並配合動作施教。

— 利用錄音機替幼兒錄下他們說話的聲音，讓幼兒分辨自己和其他幼兒的聲音，啟發他們
對聲音音色的分辨。

— 比較湯匙和膠匙的音色。

— 比較玻璃用品與膠製用品和木製用品的音色。

— 出示一些家庭中常有的物件讓幼兒敲打，比較各有不同的音色。

— 用圖畫表示音色如：

— 煲代表（響），玻璃杯代表（清晰），木檯代表（低），牆、櫃代表（暗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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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響    清晰   低   暗啞

— 繪畫條線畫：爸爸/媽媽
讓幼兒繪畫自己的爸爸或媽媽，畫出他們的工作情況，然後教師根據幼兒的描述，替他
們在畫紙上寫上標題。

— 黏貼：相架
教師預備白色的紙碟，讓幼兒在碟邊畫上圖案，把他們帶回來的家庭照片，用膠水貼在
碟上。教師把碟子穿上繩子掛在牆上，讓其他幼兒也可以觀看。

— 剪貼：家居設備

教師請幼兒把畫紙當作自己的房間，讓他們在舊雜誌上剪出一些傢俱或家庭用品，貼在畫
紙適當的地方上，用來設計自己喜歡的房間。

— 拼貼：意願
教師備好各種不同大小的方形、長方形、圓形、半圓形、梯形的色紙，讓幼兒自由拼貼成
各種圖案，細小部份可用筆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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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秋天

具體目標 內容

品
德
教
育

能參與烹調活動與別人分享自己的東西。
能說出旅行的經驗和趣事。
在戶外活動時保持環境整潔及愛護動植物。∗

分享
旅行
環境整潔
愛護動植物

語
文

留心聆聽並能看圖複述故事。
積極參與談話活動並說出個人對秋天的見聞。

認讀字、詞，並說出其意義。

可以口頭作一些簡單的句子。
清楚、流利地唸出兒歌。

故事:有關秋天天氣或景象的故事
談話：隨機談話
      有關秋天的天氣/水果/旅行
認識字彙:郊外、旅行、樹、葉、

落、到、風、吹
句式練習：秋天到… …
兒歌:秋天的天氣∗

認
識
環
境

說出本地秋天天氣的特徵。
指出秋天的天氣對人類、自然界、動植物的影
響。

認識秋天是許多水果收成的季節。
在戶外活動時保持環境整潔及愛護動植物。∗
說出環境保護的重要性。

秋天的天氣
氣候變化與生物界之關係
秋天的水果
環境對生態的影響

數
學

能正確操作實物、圖咭，按照它們的兩個特徵
分類。

將數字與實物或圖卡配對。
能正確操作實物、圖咭進行6以內的加法。

按物件的兩個特徵分類：顏色/形
狀、大小/顏色。

數與量的配對
6以內的加法

體
能

能自然調整跑步的速度。
運用自己的雙手去做活動。
遵守遊戲的規則。
發展身體的平衡力。
練習滾球的動作。
培養敏捷的動作和快速的反應能力。

跑、徒手操

遊戲：螞蟻搬食物、滾地躲避球

音
樂

唱出歌曲並用簡單動作配合歌曲內容。
了解聲音的高、低和節奏。
運用符號去表達聲音。
有節奏地唸出兒歌。

簡單旋律唱歌
聲音的表達：運用符號去表達

兒歌∗

體
能
與
美
感
活
動

美
勞

培養撕貼的能力。
適當地運用膠水去進行黏貼。
透過身體接觸不同性質的物料。
能均勻地去印水果的橫切面。
能採用不同的顏料繪畫圖畫。

撕貼：樹葉

模壓：樹葉，水果

繪畫：水果樹

∗適用於多個範疇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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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建議

— 收集幼兒帶回來或由學校供應之水果，讓兒童參與烹調活動，如鮮果沙律或什果賓治等，
藉此學習與別人分享。

— 教師利用郊外旅行的圖片引導幼兒發表過往旅行的經驗。

— 秋季旅行：帶領幼兒到公園或松山欣賞秋天的景象及天氣的變化，作實地觀察、體驗，
及拾樹葉等。旅行前與幼兒商定旅行地點、日期、時間及討論注意之安全事項，並分派
工作，旅行後讓他們發表途中的所見所聞。

— 教師利用拾回來的樹葉，跟幼兒談論落葉情況和解釋落葉的原因，並說出為什麼有些樹
在秋天會落葉，有些不會落葉，讓幼兒知道其中的原因。

— 用圖畫、故事等介紹秋天的天氣及其對人類、自然環境、動植物之影響，例如小螞蟻、
小蜜蜂貯糧忙，使幼兒了解動物要貯糧過冬。

— 教師向幼兒講述有關人類日常生活在秋天這個季節有什麼改變，要怎樣才能適應季節與
環境的改變。例如：秋天天氣涼要多添穿衣裳，秋天天氣乾燥要多飲開水多吃水果防止
生病、喉痛，秋天要注意防火等。

— 讓幼兒收聽電台的天氣報告瞭解到當日的天氣如何。

— 看圖圈字：在多個已認識的字中，找出與圖相配的，并把其圈出來。

— 利用秋天的天氣或景象的圖片引導幼兒看圖造句子。

— 利用圖片或圖書向幼兒講述小螞蟻或小蜜蜂貯糧過冬的故事，並讓他們看圖複述故事內
容。

— 筆順咭活頁：把字彙按筆劃分解，寫在透明紙（膠片）上，然後按筆順的先後重疊，拼
成字形。

                如          拼成

— 兒歌：教師選擇或自編以秋天的天氣為題的兒歌讓幼兒唸出。

— 讓幼兒按物件的兩個特徵分類，如：顏色/形狀、大小/顏色。例如：把不同顏色、大小
的花朵分類，把不同顏色、形狀的樹葉分類

— 用實物或圖卡與數字配對。

— 教師利用試算板和幼兒一起找出 6 的組合的可能性，然後讓幼兒找出正確的數式卡。

                   2 +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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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記憶：
(1)教師製作兩套由 0-6 的圖咭，由兩位幼兒一起玩。
(2)首先把數圖咭覆轉排在桌子上，兩位幼兒輪流揭開兩張咭，如果咭上的圖案加起來是

6 的話，便可取去咭，最後看看哪一位幼兒獲得較多的圖咭。

 教師把六個水果放入布袋內，隨意取出數個，與幼兒一起數數，然後問幼兒布袋內還有
幾個水果。

— 大風吹：
教師利用樂器，引導幼兒聆聽節奏速度的快，慢來調整跑步的速度。

— 徒手操：
1. 雙手彎曲，肘部前後搖動，像賽跑般的搖動
2. 兩手交叉抱肩，雙手輕輕拍打肩頭
3. 雙手手指合攏互握，手腕左右搖動

— 遊戲：螞蟻搬食物
1. 將兒童分二組，每組人數相同，每人頭上放一豆袋，在 10 尺外放一個大紙盒
2. 幼兒聽從指令從起點步行至大紙盒，放下豆袋，然後回自己的隊伍，接著另一位兒

童立即把豆袋又送往紙盒，最快完成的為勝出之隊

— 遊戲：滾地躲避球
1. 教師在地面上畫一個大圓圈和準備 2 個皮球
2. 幼兒分成攻守兩隊；攻隊站在圈外，守隊站在圈內
3. 攻隊的幼兒在圈外站開，然後把球滾進圈內，守隊的幼兒在圈內躲避，不要被球碰
到

4. 被球碰到的幼兒要自動離場，預定的時間到了，看看還有多少位幼兒剩下來
5. 人數太多時，可以將圓圈加大和增加皮球的數量

— 教師選擇配合主題的歌曲去教授，並配合動作施教。

— 畫聲音：
1.教師利用樂器彈(敲)出以下的三種不同聲音，讓幼兒分辨：

(1)持續而強有力一個音

& w

      (2)高低不同的連續幾個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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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彈(敲)一個音，以又短又輕，斷斷續續的方式，有規律的出現

     &

2.教師在紙上或白板上畫出下面三種圖形：

     (1)                (2)                      (3)　．．．．．．

— 撕黏：樹葉
讓幼兒在畫紙上畫上樹幹，然後把紙撕碎，隨意黏貼在樹幹上，成樹葉。

— 繪畫條線畫：水果樹
教師讓幼兒在印有大樹的畫紙上，畫一種自己最喜歡的水果並填上顏色。

— 樹葉印畫：
用水彩筆蘸上顏料塗在紋理明顯的葉面上，然後把有顏料的葉面壓印在圖畫紙上。

— 水果印模：
把水果切開，蘸上顏料印在畫紙上，構成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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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火

具體目標 內容

品
德
教
育

說出如遇火警發生，應該怎樣做。
說出危急時的求助方法。
從模擬活動中學習逃生的方法。
說出錯誤行為帶來的結果。

防火安全

語
文

留心聆聽並排出故事程序及講述出來。
積極參與談話活動並說出個人的見聞。

認讀字、詞，並說出其意義。
能看圖利用句式說句子。
能把相反詞配對。
清楚、流利地唸出兒歌。

程序畫:有關不要玩火的故事
說話：隨機談話
    防火措施/消防員的工作
    火的功用及其破壞性
認識字彙:發、熱、小心防火、救火
句式練習：..有很多../這是…
相反詞
兒歌: 火∗

認
識
環
境

說出火的功用及其破壞性。
指出會發生火警的一些原因。（玩火柴、電器漏
電、洩漏石油氣）

指出消防員的工作。
指出山火破壞自然環境的災害。
認識山火的成因及防止山火發生。

能源：火
家居安全：防火

職業：消防員
小心山火

數
學

能按物的大小/長短差異進行十個物件的正和逆
排列。

用比較的方法區別輕重/多少差別明顯的兩個物
件，並正確說出「輕重/多少」的詞彙。

能正確操作實物、圖咭進行7以內的加法。

十個物件的正和逆排列：大小/長
短

按一個特徵把物件分類：輕重/多
少

7以內加法

體
能

能控制身體及四肢作快步跑。
能控制頭、上肢及軀幹做爬行動作
練習拋球及接球的動作。
培養合作的態度。
運用身體的各部位做體操動作。

爬、跑

小型用具操作：球

徒手操

音
樂

唱出歌曲並用簡單動作配合歌曲內容。
辨別旋律速度的快、慢。
能跟隨音樂做出相應的動作。
能用圖畫去表達聲音的快、慢。
有節奏地唸出兒歌。

簡單旋律歌曲
速度
律動
聲音的表達：運用圖畫去表達
兒歌∗

體
能
與
美
感
活
動

美
勞

能採用不同的顏料繪畫圖畫。
嘗試不同的作畫工具。
用泥膠/麵粉搓、按、捲、壓。

繪畫條線畫：消防員救火
繪畫油畫：滴滴畫，吹水畫
搓模型：消防設備

∗適用於多個範疇範



小學教育預備班 課程改革工作小組19

工作建議

— 利用近期發生火警的新聞剪報或錄影片段，給幼兒觀看，讓他們發表對發生火災時的感受。

— 教師與幼兒討論有關火警發生的成因及說出遇到火警時的求助方法。

— 收集火警剪報，製成小冊子，培養兒童關心時事的態度。

— 模擬 “火警演習” ：在校內通過實地進行走火警演習活動，讓幼兒學習如遇火警發生時
應注意的事項及逃生的路向。

— 帶領幼兒參觀消防局，讓他們實地觀察消防局內的救火設備，及聆聽消防員介紹救火的
工作和防火常識。

— 利用圖片向幼兒講述家居防火措施，如：不要玩火、接觸易燃物料等。此外，讓幼兒認
識火警發生時，為何不能乘電梯逃生，請他們回家注意樓梯在那裏，還有要保持樓梯暢
通，認清逃生的路向。

— 教師利用程序畫講述玩火引起火警的故事，引導幼兒認識錯誤的行為帶來的結果。

— 用圖片、實物、故事或錄影帶，讓幼兒進一步認識火的功用及其破壞性。

— 教師告訴幼兒在郊外旅行或燒烤時，注意火種處理的方法，提醒他們注意山火對大自然
環境的災害及應如何小心防止山火發生。

— 教師把學校火警逃生指示圖貼在課室內，讓幼兒隨時可以觀看並記著自己課室位置及逃
走的路向。

— 聽力訓練：教師說出一系列詞語，當幼兒聽到有“火”字的詞語時，就作出一些回應，如：
舉手。

— 配對：相反詞
把已學過的字彙做成相反詞的字咭，由教師或幼兒選出一個，幼兒把相反的另一個找出來。

— 教師利用圖片讓幼兒看圖說句子，例如：消防局有很多消防員，這是_______(介紹消防
用具) 。

— 利用句式介紹消防用具外，在句子上加上“一支”、“二個” 數量詞作成更完整的句子，例
如：這是兩個消防員。

— 教師利用程序畫講述玩火引起火警的故事，並讓他們看圖複述故事內容及排列次序。

— 兒歌：教師選擇或自編火為題的兒歌讓幼兒唸出。
— 排列：

                                   大小排列－正排列

                                     大小排列－逆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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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短排列－正排列

                            長短排列－逆排列

— 教師提供幼兒各種圖咭，讓幼兒按照圖咭上物件的數量去計或找出正確的數式卡。

                                                                      
                                                                      ３＋４=７

— 預備兩杯識數粒，然後讓兒童觀察，猜想那一杯較多？哪一杯較少？再將每一杯取出數
粒．比較兩杯識數粒的多少。（數數）

例如：

　　Ａ   　　　　多　　　 　   Ｂ    　　　  少

— 預備一個磅，天秤，觀察比較輕重，將羽毛和皮球同時放下，觀察輕重下降情況，重的
快，輕的慢，將十條羽毛和十個橙，讓幼兒提取，作輕重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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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爬活動：把豆袋放在頭上，小心爬行，不使豆袋掉下為合。

— 四處跑：
幼兒分為 4－6人一組，每一組先認定自己在場內的位置，如在某一角落或某物件旁邊，
然後聽指令四處跑動，當再聽到指令後便立即走回先前認定的位置。

— 傳球遊戲：讓兩組幼兒用以下的方式去傳球。

— 徒手操：
4. 雙手叉腰，上半身向上彎，站直，再向左彎，站直，反覆去做
5. 兩手左右伸開，雙足踏步向右轉，停下，再踏步向左轉

— 教師選擇配合主題的歌曲去教授，並配合動作施教。

— 唱歌時，引導幼兒運用不同快慢的速度去歌唱，請他們用快速唱代表大火，慢速唱代表
小火，透過這活動感覺其中速度之不同。

— 律動：
利用動物走路的方式做速度快、慢的遊戲，讓幼感受其中速度之不同，例如：當教師彈奏
(敲打) 快速度的樂曲時，幼兒扮白兔跳，彈奏慢速度的樂曲時，幼兒扮烏龜爬行。

— 繪畫圖畫表示速度：
教師彈奏兩段不同速度的樂曲，讓幼兒用圖畫繪畫出代表不同速度的物件，人物等，例
如：幼兒可畫飛機代表快速，單車代表慢速。

— 繪畫線條畫：消防員救火
讓幼兒繪畫消防員，畫出他們的工作情況。

— 繪畫油畫：滴滴畫
把一張大畫紙放在地上，讓 3－4 個幼兒為一組，然後用水彩筆蘸上顏料滴在畫紙上，教
師提醒他們把顏料一滴一滴落在畫紙上，也可以從旁指導他們如何控制筆上顏料份量和
手的動作。

— 繪畫油畫：吹水畫
把紅色的顏料稀釋，滴在畫紙上，讓幼兒用飲管把顏料吹開，形成火的形態。

— 搓模型：讓幼兒用泥膠搓成各種消防設備或工具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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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食物

具體目標 內容

品
德
教
育

指出偏食的害處。
分辨正確的飲食態度。
能說出不浪費食物及保持地方清潔。∗
培養群性。

飲食衛生∗

烹調活動

語
文

留心聆聽故事及回答問題。
積極參與談話活動並能說出個人的見聞。

認讀字、詞，並說出其意義。

能看圖利用句式說句子。
清楚、流利地唸出兒歌。

故事:有關不偏食的故事
說話：隨機談話
      飲食衛生、均衡飲食
      食物的來源、食物四大

種類
認識字彙:食物、雞蛋、蔬菜
         麵包、飲
句式練習：我吃… …
兒歌:有益的食物∗

認
識
環
境

指出食物與人的關係。
說出食物包括什麼種類。
認識不同地區有不同特色的食品。
能說出要不浪費食品及保持地方清潔。∗

食物對維持生命的重要性
食物的種類

飲食衛生∗

數
學

從1順數至10或從10倒數至1。
指出某數前面的一個數和後面的一個數。
能正確操作實物、圖咭進行8以內的加法。

數數：順數:1-10，倒數10－1
認識三個相鄰數
8以內的加法

體
能

自然地踏著物件行走。
培養合作的態度。
促進反應的敏捷性。
遵守遊戲規則。

行走
小型用具操作：籐圈
遊戲：數字遊戲
      網魚遊戲

音
樂

唱出歌曲並用簡單動作配合歌曲內容。
能用手拍出配合話語的節奏。
體驗樂曲的完整性和練習預測的能力。
按音樂節奏做出簡單的動作。
有節奏地唸出兒歌。

簡單旋律歌曲
節奏：配合拍子
辨別聲音的遊戲：聆聽的記憶
律動
兒歌∗

體
能
與
美
感
活
動

美
勞

能採用不同的顏料繪畫圖畫。
能控制剪刀剪出圖案。
準確及適當地運用膠水進行黏貼。
用泥膠/麵粉搓、按、捲、壓。

繪畫線條畫：食物
剪貼：食物四大種類

搓模型：食物、碗

∗適用於多個範疇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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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建議

— 教師講述有關偏食的故事，引導幼兒說出偏食的害處。

— 教師利用圖片向幼兒介紹良好的飲食習慣、衛生及禮儀：如不偏食，吃東西前先洗手，
保持桌面和地下清潔，進食時不談話，收拾食具......等。

— 讓幼兒從圖片中分辨正確的飲食態度。

— 教師講述有關農夫種田的辛苦情況，讓幼兒知道不要浪費食物。

— 讓幼兒參與烹調活動，例如：切碎水果、蛋、薯仔作沙律，各式三文治等，從活動中感
受勞動的樂趣和增進合作精神。

— 用討論形式讓幼兒講述食物與人的關係，包括均衡飲食的重要性，食物的來源及供應等。

— 遊戲：食物的種類：
(1)將幼兒分成多組，每組派發各種食物頭飾套，讓他們認清及戴上
(2)以食物四大種類分為奶類、肉類、蔬果類及五穀類四區
(3)老師口令叫奶類食物，所有頭載奶類食物頭飾套的幼兒要立即跑到奶類區集合排好

隊，讓其他在坐的幼兒鑑別他們是否對，有沒有入錯食物的類別。
(4)老師口令叫蔬果類，所有頭載蔬果類食物頭飾套的幼兒要立即跑到蔬果區集合排好

隊，如此類推
(5)遊戲可繼續按教師指令做肉類、五穀類⋯⋯再讓其他幼兒參與活動，使他們從遊戲中

學習食物四大類別。

— 教師利用圖片或實物向幼兒介紹不同地區的特色食物，如中式的白粥、豬腸粉，西式的
漢堡飽、熱狗等。

— 教師利用實物向幼兒介紹食物的工具，如刀、叉、湯匙、筷子，並指導他們學習使用這
些工具吃東西的正確中、西飲食方法。

— 故事書：在雜誌上剪出一些食物圖片，讓幼兒把它們分成冷/熱的食物，貼成小書，讓幼
兒閱讀。

— 句式練習：教師準備數張食物圖咭，讓幼兒抽圖咭後，口述：我吃......。。

— 兒歌：教師選擇或自編有益的食物為題的兒歌讓幼兒唸出。

— 教師出示行走梯級的圖片，讓幼兒複習順數 1 至 10 和認識倒數 10－1 的梯級。

— 請幼兒排列順數（1－10）或倒數（10－1）的數字卡或圖咭。

— 倒數遊戲：請十位幼兒身上各掛著一個數字牌 1,2,3,4,5,6,7,8,9,10 隨音樂走動，音樂
停止，讓他們自行排列順數或倒數，完成後請在旁幼兒讀出。

— 相鄰數：
(1)教師把 2樣物件和 3 樣物件按對應位置的分兩行排列，讓幼兒明確比較 3 比 2 多 1，

2 比 3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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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第三行排 4樣物件，讓幼兒比較第二行和第三行的物件數量，明確 4 比 3 多 1，3
比 4少 1

(3)進行 3個數之間的連續比較，以中間的一個數為主，先與前面一個比，再與後一個數
比，3比 2多一，3比 4 少 1，3 的相鄰數便是 2 和 4

  例如：
　　　　２　　　　　　　　　　　　　　　　　　　　　　　　　　　　　　　　２

　　　　３　　　　　　　　　　　　　　　　　　　　　　　　　　　　　　　　３

　　　　　　　　　　　　　　　　　　　　　　　　　　　　　　　　　　　　　４

發給幼兒每人一張物件數量不同的圖咭，然後教師舉起一張圖咭，請拿著該數量〝相鄰〞
圖咭的幼兒把圖咭舉起。

— 8 的組合：
讓幼兒利用印模在紙上印出 8 件物件，然後用兩個圈把圖案圈出來，在下面上數字，讓
幼兒找出 8的組合。

                     3                           5
                                                

— 行走：在地上放置紙磚（或其他物件），每個相隔適當的距離，讓幼兒踏在磚上像踏石頭
過小河。

— 傳籐圈遊戲：
幼兒分為兩組，每組 4－6 人，每組的第一位幼兒拿著籐圈套在頭上，再穿過身體，從腳
拉出傳給後面幼兒，一個傳一個，直至最後一個幼兒取出籐圈放在指定地方上。

— 數字遊戲：
幼兒在指定的場地四周跑步，當教師叫出一個數字，他們立即以該數字的人數組合成小
組。

— 綱魚遊戲：
(1) 幼兒分為兩組，一組幼兒手拉手圍圈作網，一組幼兒扮小魚兒
(2) 音樂開始，扮小魚兒的幼兒從圍圈的幼兒的手下方空位進出
(3) 音樂停止時，做網的幼兒立即把手下垂，防止圈內的幼兒走出
(4) 被困的幼兒當作被捕的魚兒，要停止遊戲，其他的幼兒繼續遊戲，直至所有小魚兒

都被捕。

— 教師選擇配合主題的歌曲去教授，並配合動作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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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動：幼兒隨著音樂在場內走動，音樂停止時，任意做出一種姿勢。

— 拍拍子：用手拍出配合話語的節奏。
　　例如：大西瓜、蘋果、橙、士多啤梨

— 聆聽的記憶：繞圈子
(1)幼兒圍成一個圈，面向圓心坐下來，大家一起唱一首每個人都很熟悉的歌曲
(2)開始唱時，指定一位幼兒站起來繞著圈走（可以跑或跳），圈數不限，唱完時要剛好

回到自己的位置坐下

— 繪畫條線畫：讓幼兒畫出自己最喜愛的食物。

— 剪貼：食物四大類
教師把印有肉類、蔬果類、蛋奶類和五穀類的食物的畫紙派發給幼兒，請他們分工合作，
把食物填上顏色，然後剪開，分別貼在四隻紙碟上。

— 搓模型：讓幼兒隨意搓、捏各種水果、食物的形狀。

— 搓模型：碗
讓幼兒把泥膠搓成長條，然後一圈一圈的砌起來，做成一個碗。

      q q h   q q  q   q q q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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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動物

具體目標 內容

品
德
教
育

說出飼養小動物的方法。

養成愛護小動物的習慣。

培養幼兒對動物有愛心。

愛護生物

語
文

留心聆聽和複述故事。
積極參與談話活動並樂於發表意見。

認讀字、詞，並說出其意義。

利用字彙口頭造句。
清楚、有感情地唸出兒歌。

故事:動物故事
說話：隨機談話

小動物、野生動物、愛護
動物、動物與人類的關係

認識字彙:動物園、貓、狗、獅
子、老虎、馬

口頭造句: 動物園有… …
兒歌:動物∗

認
識
環
境

 說出動物與人類的關係及對人類的影響和重要
性。

辨別動物的生活環境、食物及生態狀況。

指出自然環境對動物的重要性。

環境對生態的影響

數
學

認識物體的不同的位置。
能指著物件兩個一數。
能正確操作實物、圖咭進行9以內的加法。

空間概念：前面、後面、側面
兩個一數
9以內的加法

體
能

能做拋、打、接球動作。
能用雙腳夾著物件向前行。
能跟隨指令做出模仿動作。
自然地向前跳。

小型用具操作－球、籐圈

模擬遊戲
跳

音
樂

唱出歌曲並用簡單動作配合歌曲內容。
區別節奏的進行與靜止之不同。
做出節奏進行與靜止不同感覺的動作。
有節奏地唸出兒歌。

簡單旋律歌曲

節奏：靜止/進行
兒歌∗

體
能
與
美
感
活
動

美
勞

用泥膠/麵粉搓、按、捲、壓。
能控制剪刀剪出圖案。
能準確進行貼黏。

搓模型：小豬
剪貼：小鳥、獅子、動物紙偶

∗適用於多個範疇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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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建議

教師出示各種小動物的照片，引導幼兒說出自己飼養小動物的方法和經驗，並討論飼養小
動物的正確方法，如適量的飼料，保持小動物居住環境的清潔等，鼓勵他們愛護小動物。

環境條件可以的話，在課室裏飼養小動物，如：金魚、小烏龜等，讓幼兒觀察牠們的生活
習性，鼓勵幼兒報告家中所飼養之小動物之情況。

利用圖書或幻燈片，讓幼兒認識家禽、家畜和野生動物的分別。

教師分派各種動物的圖片給10位幼兒，有些是被飼養，有些是野生動物，讓幼兒聽教師講
述動物之名稱，再手持圖片走到動物分類區(飼養的或野生的)所屬的那區站立排隊。

讓幼兒遊覽二嚨喉公園或路環郊野公園，實地觀察動物的生活情形，啟發求知慾並講述自
己遊覽後的所見所聞。

利用故事、圖片、兒歌等協助幼兒認識動物與人的關係與及對人類的影響和重要性。

利用圖片或錄影帶引導幼兒對動物的感情，愛護動物及了解保護野生動物及自然環境的重
要性。

透過圖片或錄影帶讓幼兒認識不同動物需要有不同的生活環境、食物來維持生命。

活動：看誰答得快：
教師講述各種動物與人類生活有關，幼兒搶答教師所提之問題，例如：
l 哪些動物能給人工作：牛、馬、象、駱駝、狗、貓等。
l 哪些動物能給人食用：豬、牛、羊、雞、鴨、鵝、蛇、魚等。
l 哪些動物除本身能供人食用外還能供給其他食物：牛供給牛奶、乳酪、牛油，雞供給

雞蛋，鴨供給鴨蛋，羊供給羊奶、羊脂等。
l 哪些動物可以供人欣賞：金魚、小鳥、動物園的動物、馬戲團表演等。
l 哪些動物的皮可以製成用品：牛皮、羊皮、鱷魚皮，可以製成皮衣、皮鞋、皮袋等
l 哪些動物的毛可以製成用品：鴨毛可製枕頭、被褥、毛掃等。

模仿遊戲：幼兒模仿貓、狗、羊、青蛙、大象等動物的叫聲或動作，讓其他幼兒選出最佳
模仿者。

猜猜是誰學那種動物叫：全班幼兒閉上眼睛，教師指定一位幼兒學一種動物的叫聲，如狗、
鳥......的叫聲，讓幼兒說出是誰在學那種動物叫。

教師讓幼兒把字咭作造句練習。

                                                              動     獅
    例如： 動   物  園   有  獅   子                     園               有
                                                              虎
                                                      老           物      子
猜一猜：

請幼兒細心聆聽教師描述的一種動物的特徵，讓他們猜猜是甚麼，猜中的立刻舉手並說出
答案

自製圖書：教師協助幼兒搜集動物圖片，然後整理好並寫上動物名稱，成為自製動圖書，
同時也可以海，陸，空，三類動物來整理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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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歌：教師選擇或自編以動物為題的兒歌讓幼兒唸出。

教師利用手偶向幼兒講述有關動物的故事。

教師利用試算板找出9的組合，然後讓幼兒把正確的圖咭找出來。

   例如:

                      
                     
                        
                                    5 +4 =9

                       
                          

利用圖片讓幼兒學習兩個一數。

                     

利用各類動物圖片或布偶向幼兒介紹牠們的前面、後面和側面。

教師站起來，讓幼兒看看自己的前面、後面和側面，然後邀請他們作示範。

跳：
把數個籐圈放在地上，讓幼兒模仿青蛙跳,從一個籐圈跳進另一個籐圈,順序跳完所有籐圈。

模仿遊戲：小白兔和小鳥
(1) 將幼兒分兩隊，每隊的人數相同
(2) 告訴幼兒遊戲的規則
(3) 教師口令“小白兔”幼兒要做蹲跳動作。口令“小鳥”幼兒扮小鳥飛，腳做小碎步
(4) 教師可每隔3－5公尺改發一次口令

模仿活動：動物園
用故事、圖片、歌曲引導幼兒自由做出各種動物的行走、飲食動作。

小鴨走路：讓幼兒用雙腳夾著皮球慢慢地向前走路。

猴子玩球：讓幼兒學習拍球、接球和拋球。

教師選擇配合主題的歌曲去教授，並做動作配合歌曲內容。

用三角介紹拍子進行與停止，例如：
(1)打三角三下，停二下，再打三下，停二下
(2)打三角六下
(3)重覆 1 及 2 的程序，讓幼兒聽清楚，並引導幼兒說出兩組節奏有什麼不同之處
(4)教師再示範動作 1 及 2 再讓幼兒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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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奏出以下一組音 d d 停 d d 停，請幼兒聽音和節奏，再用手拍出這段節奏，然後請
幼兒用上述節奏型扮小鴨走路。例如：行行停，行行停。

請幼兒自創一些動作配合常見動物的行走姿態，並用以上節奏型學音樂拍子的靜止與進行
的感覺。

利用故事及音樂配合節奏靜止與進行，如小白兔吃紅蘿蔔：
(1) 小白兔跑到山坡找紅蘿蔔時用拍掌或音樂配合以表達音樂進行的感覺
(2) 小白兔停下吃蘿蔔時掌聲停或音樂停奏
(3) 小白兔吃完後回家途中，拍掌或音樂再次重奏旋律又再開始

教師先把已做好的小豬給幼兒看，再示範搓捏。先做豬身，再做頭，做鼻、四隻腳和耳。

剪貼：小鳥
把印有圓形、半圓形、三角形的彩紙沿線剪下。先在紙上拼出小鳥飛的不同姿態，用膠水
黏在紙上，最後畫上嘴和眼睛。

剪貼：獅子
教師協助幼兒把一條咭紙條釘在紙碟的背面，頭尾釘住，可以讓幼兒的手掌穿在中間，然
後請他們在紙碟邊任意貼上紙條，最後畫上獅子的眼、口和鼻。

剪貼：動物紙偶
(1)讓幼兒把印有動物面形的畫紙填上顏色，然後剪出來
(2)把動物面形的臉貼在紙袋的底部，下顎貼在紙袋的適當位置上待吹乾後，把手穿入紙

袋內，活動手指使動物口部一開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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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冬天

具體目標 內容

品
德
教
育

說出冬天保暖的方法。
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培養幼兒要愛惜身體。
培養幼兒關懷他人的愛心。

冬天的天氣

語
文

留心聆聽並看圖複述故事。

主動參與談話活動並說出自己的意見。

認讀字、詞，並說出其意義。

看圖利用句式說句子。
清楚、流利地唸出兒歌。

故事:有關冬天天氣或景象的故
事

談話：隨機談話
     天的天氣、保暖的方法
     不同地方的冬天、冬眠
認識字彙:天氣冷、保暖、溫度、

低、冬眠、火鍋
句式練習：冬天到… … …
兒歌: 冬天的天氣∗

認
識
環
境

指出冬天是全年最寒冷的季節，天氣乾燥及常吹
北風。

說出澳門冬天天氣與寒冷地方有什麼不同。
指出冬天天氣對動、植物的影響。
說出冬天人們常吃的一些特別的食物。

澳門的冬天

氣候變化與生物界之關係
冬天的食物

數
學

能按物件的兩個特徵分類。
按照物件的厚簿/大小將集合分類。
說出在不同大小、位置、形狀和顏色的物件中，

在不同情況下其數量是不變。
能正確操作實物、圖咭進行10以內的加法。

按兩個特徵分類：厚簿/大小

一樣多

10以內的加法

體
能

靈活地控制大小肌肉做徒手操。
促進平衡力，增進眼、腳協調的能力。
促進小肌肉發展及增強協調能力。
遵守遊戲規則。

徒手操
小型用具操作：長繩

遊戲：穿衣比賽、戴手套比賽雪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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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
運用樂器模仿節奏。
有節奏地唸出兒歌。

簡單旋律歌曲
進行/靜止
模仿節奏
兒歌

體
能
與
美
感
活
動

美
勞

採用不同的顏料練習圖案設計。
能控制剪刀剪出圖案。
準確運用紙張空間進行貼黏。
能控制手指做簡單的摺紙和剪出圖案。
利用基本形狀拼貼，創出有意義的圖案。

繪畫線條畫：毛衣設計
剪貼：掛毛衣

剪摺：紙花
拼貼：雪人

∗適用於多個範疇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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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建議

— 讓幼兒收聽電台天氣報告員報告天氣情況，了解當天的溫度如何；教師鼓勵幼兒要愛惜
自己的身體應注意保暖，以免著涼。

— 天氣報告：請幼兒每天在家中觀看天氣報告後，回校在早會課中報告。

— 教師利用圖片或實物，如：圍巾、手套、冷帽、暖水袋、暖爐等向幼兒講述有關保暖的
方法。

— 讓幼兒說出自己所穿著的禦寒衣服及其他禦寒的方法。

— 引導幼兒知道注意身體健康的重要，共同討論早睡早起的好處，鼓勵他們養成早睡早起
的習慣。

— 分組活動：穿衣比賽鼓勵幼兒學習自我照顧，不依賴別人。

— 鼓勵幼兒留意同學和家人有否穿著足夠的禦寒衣物，藉此培養他們能主動關心別人。

— 利用圖片、取暖用具讓幼兒認識冬天天氣的持徵及環境之變化，知道冬天的氣候是一年
中最寒冷的季節，幼兒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寒生病。

— 利用圖片或錄影帶向幼兒介紹寒冷的地方會下雪，但澳門在冬季中，雖然有時很寒冷，
但不會下雪，此外，還介紹不同地區、國家的人冬天的取暖方法及居住設備、環境與建
築物。

— 認識冬天對動、植物的影響。教師介紹一些植物在冬天如何生長：動物如何過冬，大多
數昆蟲如蜜蜂、螞蟻在冬天很少出現，在寒冷地區有些動物會冬眠。

— 冬天天氣很乾燥，要小心防火，注意家居安全。

— 冬天天氣冷，常吹北風，北風很乾燥，皮膚會出現爆拆的情況，教師提醒他們要注意塗
上潤膚膏，保護皮膚。

— 冬天天氣冷，有些食物可以助人們禦寒去適應季節的變化，例如：吃火鍋、臘味飯等。

— 教師可按實際情況與幼兒一起吃火鍋（利用已熟的食物如：魚蛋、香腸等）讓他們有親
身體驗，並學習分享進食時應注意的事頂及禮儀。

— 介紹冬天的運動讓幼兒參加，讓他們驅走寒冷和鍛鍊身體。例如：打球、體操等。

— 教師準備一些冬天的圖片，引導幼兒根據句式造句；
           例如： 冬天到，我們ˍˍˍˍˍ。
                  冬天到，大樹ˍˍˍˍˍ。
                  冬天到，小熊ˍˍˍˍˍ。

— 把已學過的字彙造成字咭，然後把字咭分為上、下兩部分，又把下半部的字咭的次序調
亂，再加上咭紙做封面和封底釘成一本書，閱讀時要分別揭動上、下兩部分才能拼回完
整的字彙。

— 故事：教師利用圖片講述故事，然後讓幼兒看圖複述故事。

— 兒歌：教師選擇或自編冬天的天氣為題的兒歌讓幼兒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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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幼兒按物件的兩個特徵分類，例如：把不同厚簿、大小的衣服分類。

— 教師利用實物操作讓幼兒認識同數量的物件，其位置、形狀、大小、顏色雖有變化，但
其數量是不變的，教師可先用同樣顏色，大小的物件，改變排列的形式練習數的守恒。
例如：

                                                                                    
               同數異長

                    或

              異數等長

              同數異位

— 10 的組合：
教師預備由 10 個圖案組成的圖咭多張，然後把圖咭剪開一分為二，把所有剪開的圖咭混
在一起，讓幼兒找出能組成 10 的圖咭。

— 徒手操：做腰腹、伸展上肢、蹲、跳（單、雙腳）、扭轉等動作。

— 穿衣比賽：將幼兒分組，每組 6-10 人，讓他們聽從教師的指令穿上外套和扣鈕。

— 戴手套比賽：將幼兒分組、每組 8-10 人，聽指令戴上手套，看誰戴得快。

— 遊戲：下雪了
在地上畫上幾個圓圈（或籐圈），讓幼兒跟著音樂隨意走動，聽到教師說：「下雪了」，幼
兒便要走入圓圈裏，沒有走入圈裏的幼兒就算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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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繩遊戲：
(1) 把長繩放在地上，幼兒雙腳合攏，站在繩子的左側，雙腳跳向繩的右前側，左前側，

一次左，一次右，不斷往前跳。

   起點：

(2) 繩子對折成 v形，讓幼兒雙腳張開，以不碰到繩子為合，從窄一端走向闊的一端。

— 教師選擇配合主題的歌曲去教授，並配合動作施教。

— 進行/靜止：
幼兒模仿小企鵝行路姿態，如行行停，行行停，教師也可以彈奏一首幼兒熟悉的歌曲，
用其中一些短樂句讓幼兒拍手或用節奏樂器按旋律的進行和靜止來敲打。

— 模仿節奏：教師利用樂器敲打出簡單的節奏，讓幼兒即時運用樂器去模仿這節奏。

— 繪畫線條畫：毛衣設計
讓幼兒在印有毛衣圖形的畫紙上設計自己喜歡的圖案並填上顏色。

— 剪摺：紙花
教師示範摺紙，讓幼兒跟著做。請幼兒將摺好的紙隨意剪一、二個缺口，然後打開看看
變成甚麼樣子；鼓勵幼兒自由創作，想出不同的剪法。拼貼：雪人
(1) 教師把白色的大、小圓形各一個發給幼兒，讓他們在黑色的畫紙上貼出雪人的圖

案，然後在雪人身上加上其他的裝飾，如：冷帽、圍巾等。
(2) 教師讓幼兒利用白色的紙碎或發泡膠粒貼在雪人的四周，造成下雪的效果。

— 剪貼：掛毛衣
把設計好的毛衣剪下，然後把它貼在用咭紙做成的衣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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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我長大了

具體目標 內容

品
德
教
育

說出自己在家中和學校裏會做的事情。
認識其他膚色和種族的兒童。
接納和欣賞不同民族和他們的文化。
說出解決問題的方法，能辨別是非。
說出自己長大後的意願。

輪流擔任的工作
尊重別人

毅力、勇氣

語
文

根據故事情節，思考後說出自己認為應有的結果。
主動參與談話活動並能說出自己的意見。

認讀字、詞，並說出其意義。

看圖利用句式說句子。
有感情、流利地唸出兒歌。

程序畫:創作故事
說話：隨機談話
      成長過程、會做的事情
      遇到困難解決的方法
認識字彙:年、星期、二、三、四、

五、六、左、右、時間
句式練習：今天是..月..日星期..
兒歌: 時間∗

認
識
環
境

說出自己的年歲，認識自己是每天都在成長當中。
認識所有生物的成長都是從小到大。
知道每人的樣貌和能力都會隨著年齡增長而變化。
指出成長與時間的關係。

識別自己的年齡
成長

數
學

認識時間有長短之分。
認識一些計算時間的工具。
說出一星期內有七天及每天的名稱。
能操作圖咭、實物進行3以內的減法。
辨別自己的左、右的位置。

時間

3以內的減法
位置：左、右

體
能

依照指令跳向左或跳向右。
促進平衡感、協調性。
練習拋的動作。
養成守規的習慣。

跳
小型用具操作：豆袋

遊戲：搓紙球

音
樂

唱出歌曲並用簡單動作配合歌曲內容。
模仿教師所唱出的旋律。
運用樂器伴奏歌曲。
享受欣賞音樂的樂趣。
有節奏地唸出兒歌。

簡單旋律歌曲
唱歌：模仿旋律
樂器：伴奏歌曲
聆聽：錄音帶音樂
兒歌∗

體
能
與
美
感
活
動

美
勞

撕出不同的圖形和組成圖案。
控制剪刀剪出圖案。
適當運用膠水去進行貼黏。
採用不同的顏料畫畫。

撕貼：圖形組合
剪貼：做小書
繪畫線條畫：腳印、手印、手

錶

∗適用於多個範疇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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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建議

— 利用圖片講述爸爸和媽媽的日常工作，引導幼兒說出自己在家中會做的事情和幫忙做家
務的經驗。

— 展示課室活動角的圖片，鼓勵幼兒說出自己在學校裏會做的事情。

— 與幼兒編定值日生的工作和人數，輪流分擔整理圖書角，收拾玩具，分派杯碟等工作。

— 出示嬰兒、兒童和成人之照片，請幼兒按年齡由小至大順序排列，引導幼兒討論成長過
程中樣貌和能力的變化。讓幼兒說出自己小時候的容貌和生活情形，比較自己現在的容
貌和生活情形。

— 教師以故事、圖片、介紹人為什麼會長大，如何長大；讓幼兒認識人生成長的幾個階段：
嬰兒、兒童、少年、青年、成人和老年。

— 教師與幼兒從什麼地方或用什麼方式能知道自己長大了，例如學習量度知道自己身高、
體重。

— 引導幼兒注意和認識當成長時身體和牙齒的變化會怎樣。

— 教師把綠豆放進有濕棉花的瓶裏，每隔兩、三日做一瓶，培養成三瓶不同生態（發芽、
生根、長葉）的豆芽，讓幼兒觀察它的成長過程。

— 教師出示各地兒童的圖片，引導幼兒說出他們膚色、樣貌、頭髮的顏色等，讓他們認識
其他膚色和種族的兒童。

— 透過觀察不同種族的兒童樣貌的照片，讓幼兒了解各人的樣貌和種族雖然有所不同，但
應接納、欣賞和尊重他們的文化。

— 教師說出各種不同的情況應該怎麼辦？例如：跌倒、便急、不舒服等，鼓勵幼兒說出解
決方法。

— 假設幾種幼兒可能遭遇的情況：如迷了路、父母不在家、與父母分開到親友家中住、家
人患病入院等，引導他們說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 利用布偶或圖片，介紹不同行業的工作和對社會的貢獻，引導幼兒說出自己長大後想做
的職業，培養他們服務社會的情操。

— 抽籤認字：把已學過字的字咭混合在一起，讓幼兒隨意抽出其中一張并讀出字音，說出
字意。

— 教師利用程序咭講述故事：“我長大了。教師故意沒有說出故事的結局，請幼兒參與討論、
思考。然後，才確定結局。

— 教師準備圖表，引導幼兒根據句式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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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                年
                        月     日
                                 星期
                                  

— 兒歌：教師選擇或自編以時間為題的兒歌讓幼兒唸出。

— 邀請兩位幼兒在白板上或紙上寫字，一位幼兒寫 3 個「人」字，一位幼兒寫 10 個「人」
字，請其他幼兒估計一下誰要較長時間去書寫；完成後與幼兒一起討論，讓他們認識時
間是有長短之分。

— 教師利用圖片或實物向幼兒介紹一些計算時間的用具。

— 利用沙漏或鬧鐘計算時間跟幼兒玩遊戲，如：扣鈕比賽、砌積木比賽、穿珠比賽等。

— 利用實物或自製的鐘面向幼兒介紹「鐘點」。請幾位幼兒說出他們起床的時間，如：七點
鐘、八點鐘，然後教師把時針撥至正確的位置上（在此階段，無須學習分、秒）。

— 利用常規活動，介紹不同的鐘點，如：上課時間、小息時間、午飯時間、午睡時間．．
等。

— 利用月曆或日曆向幼兒介紹一星期內有七天及每天的名稱。

— 教師做 4 - 6 套字咭，分派給 4 - 6 個幼兒，請他們鬥快將一星期的七天按次序排列
出。

— 3 以內的減法：教師利用圖咭或實物說故事，讓幼兒認識減法。

— 教師製作多張減的圖咭，讓幼兒玩配對遊戲，待幼兒掌握好後可以換上數式咭。

                                                                ３－２＝１
                                                                                         
— 教師把有顏色的紙圈套在四位幼兒的右手上，然後聽從教師的指令，使用左手或右手去

拿起他們面的物件，例如：用左手拿起積木、用右手拿起鉛筆、用左手拿起杯．．．等。

— 左跳右跳：
幼兒站在籐圈中央，聽從教師的指令雙足向橫跳向一個方向，反回籐圈後又跳向另一個
方向。

— 搓紙球：
4－6位幼兒參與比賽，他們首先撕下雜誌紙，把它搓成紙球，然後拋進前面的紙箱內，
在指定的時間到後，數數箱子內的紙球數目，看誰拋得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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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拋豆袋：
讓幼兒將手上的豆袋分別用左手和右手（左手拋一個，右手拋一個），把豆袋拋入指定的
地方。如：

— 平衡活動：
在平衡木上分別放上數個豆袋，讓幼兒張開雙手走過平衡木，遇到豆袋要跨越後再前行，
直至抵達目的地。

— 教師選擇配合主題的歌曲去教授，並配合動作施教。

— 樂器：伴奏歌曲
讓幼兒運用樂器伴奏一首簡單和熟識的歌曲，教師也可以把伴奏的內容寫在大咭紙上，
使他們容易理解。例如：
              5 5 3 3  5 5 3  5 5 6 6  5 5 3
         三角 x   ─   x  ─  x    ─  x   ─
         木   x   x    x   ─ x    x   x   ─

— 歌曲：模仿旋律
把一些水果圖咭分發給幼兒，教師對他們唱：5  6  5  5 3  5  6
                                        誰 有 紅 色的 蘋 果
有紅色蘋果的幼兒回答唱：5  6  5  5 3  5  6
                        我 有 紅 色的 蘋 果

— 聆聽：音樂錄音帶
請幼兒聆聽錄音帶音樂培養他們欣賞音樂的樂趣，同時也可以讓幼兒在紙上運用自創的
符號畫出他們對聲音的表達。

— 撕貼：圓形組合
請幼兒把不同顏色的色紙用手撕出不同的圖形，如：圓形、三角形、正方形等，然後在
畫紙上貼出自己喜歡的圖案。

— 剪貼：做小書
讓幼兒在舊雜紙或圖書中剪出一些各地兒童的照片，然後把它貼在咭紙上，請教師把咭
紙用釘書機釘好，做成一本小書。

— 繪畫：手錶
教師把印有手錶形狀的畫紙派發幼兒，讓他們在錶帶的位置上設計自己的喜歡的圖案，
並在鐘面上畫上數字和長短針，完成後剪出來，戴在手腕上。

— 繪畫：手印和腳印
讓幼兒把手和腳分別印在大畫紙上，用筆畫出它輪廓，然後在手印和腳印上分別寫上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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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幫助我們的人

具體目標 內容

品
德
教
育

說出各行業的人與我們的關係。
培養幼兒服務社會的精神。
尊重為我們服務的人。

與別人建立關係和相處

尊重別人∗

語
文

留心聆聽和複述故事。

積極參與談話活動並說出個人的見聞。

認讀字、詞，並說出其意義。

根據句式造句子。
清楚、流利地唸出兒歌。

程序畫:有關幫助我們的人的故
事

說話：隨機談話
   為社會服務的各行業人員
認識字彙:清道夫、農夫、漁夫、

郵差、送信、寄
句式練習：他/她是一位…
兒歌: 幫助我們的人∗

認
識
環
境

辨認出服務社會的各行業人員的工作及其對社會
的貢獻。

指出服務各行業人員之間的分工、依靠、協助的
重要社會關係。

實際參與或體現各行業人員如何服務社會、幫助
我們。

以行動表示出對各行業服務人員的尊敬。

職業

服務機構

尊重別人∗

數
學

依指示辨別空間的位置。
依指示說出上下、前後、左右、中間的詞彙。
能操作圖咭、實物進行4以內的減法。

空間位置：上下、中間

4以內的減法

體
能

自然地走路、跑步和跳。
能持物件和平衡身體在平衡凳上步行。
發揮合作精神。
遵守遊戲規則。

走、跑、跳
大型器械活動－平衡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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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辨別音量的強、弱。
用語言，身體動作，舞蹈動作表示出音量強、弱

的拍子。
有節奏地唸出兒歌。

簡單旋律歌曲
音量
拍拍子：3拍

兒歌∗

體
能
與
美
感
活
動

美
勞

能採用不同的顏料繪畫圖畫。
控制剪刀剪出圖案。
準確運用物料空間進行黏貼。
適當地運用膠水去進行黏貼。
利用基本形狀黏貼，創造出有意義的圖案。

繪畫線條畫：幫助我們的人

剪貼：對講機、網魚

拼貼：心意咭

∗適用於多個範疇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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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建議

— 利用相片、歌曲、圖畫、兒歌等介紹各行各業人士的工作，讓幼兒認識到服務社會的各
行業人員（包括就業的家人），都是服務社會、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 情況可以的話，邀請各行各業人士，例如警察、消防員、司機等來到學校向幼兒介紹自
己的工作。

— 讓幼兒訪問不同行業的人士，了解他們的工作情況及對社會的貢獻。

— 安排幼兒參觀警察局、消防局、郵政局等，加深對各服務社會行業的認識，瞭解各行業
的人與我們的關係。

— 教師利用圖片與幼兒討論對服務社會之各行業人士應有之態度，和他們對服務社會各行
業人員的分工和各人互相依靠／協助的關係的認識。

— 透過角色扮演活動，例如：警察、郵差、清道夫、教師、建築工人、司機、消防員等。
讓幼兒更瞭解在社區中、家庭中、學校中有許多為自己服務的人，他們在不同場所工作，
努力為幼兒自己及市民服務，使大家生活過得美好，從而引導幼兒尊敬、愛護這些人，
對他們表示感激和以他們為自己的榜樣，將來努力為大家和社會服務，履行他們自己對
社會的責任。

— 活動：誰幫助我們
目的：使幼兒注意周圍有許多成人在勞動，給大家帶來方便，激發他們熱愛勞動。
準備：故事、圖片、明信片（顯示售貨員、汽車司機、炊事員在煮飯、清道夫在清潔馬
路、醫護人員在替人看病等）給幼兒觀看。
過程： (1)提問引導思考：我們出門可以坐車，餓了可以去餐室／茶樓吃飯，需要東西可

以去店鋪買，病了有醫生護士給我們看病，社區街道有清道夫保持清潔，周日
/假期可到公園遊玩等，非常方便，你知道是誰在給我們服務，給我們方便？

(2)請幼兒回憶，還見過哪些成人在工作為我們帶來了方便？
(3)依上述幾種成人工作的圖片或明信片排列好，讓兒童分析並講出他們的見解和

認識，還有讓他們假想如果沒有上述的成人的服務，情況會變成怎樣？
(4)將幼兒認為不方便的事，用圖表顯示，教師協助他們統計那不方便的比例與嚴

重性。
(5)請幼兒講述自己長大後做些什麼工作，給大家服務，送上方便。
(6)做感謝咭給服務於各行業的人們，表示對們的尊敬及感激。可配合美勞內容

做此活動。

— 利用圖片讓幼兒看圖說出句式“他/她是......。”

— 猜職業：
幼兒甲看過一張畫有不同職業人員的圖咭，其他幼兒舉手問問題，問題只能以“他是不
是......”開頭，直至猜到圖咭中人物的職業為止。

— 尋人：
一位幼兒扮事主，一位幼兒扮警察，事主說出另一位幼兒的特徵。如高矮、性別、髮型
等，請警察幫忙把該幼兒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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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利用字彙組成短句，例如：醫生治病、郵差送信。

— 重組句子：教師先把一句說話（如上述的短句）的次序打亂，讓幼兒聽辨，重組，再提
供字咭，讓幼兒把它們排列成有意義的句子。

— 教師利用程序圖咭說故事，然後讓幼兒編排圖咭的次序和複述故事內容。

— 兒歌：教師選擇或自編幫助我們的人為題的兒歌讓幼兒唸出。
— 上下：用圖片或錄影帶，觀看天上和陸地的東西，行走樓梯、平衡木、玩滑梯。

— 中間：請兩位幼兒分別站在椅子的左右，然後另請一位幼兒聽教師指示，坐在兩位幼兒
的中間。

— 在地面上畫上「十」字型線條（或用電線膠布），每次邀請 3－5 位幼兒參與遊戲，教師
讓幼兒站在「十」字中央，然後聽從教師的指令：向前、向後、向左、向右、中間踏著
直線走過。

— 口述數式：展示圖畫用討論形式鼓勵幼兒用口述把數式讀出來，並介紹數式。
例如：4個麵飽，吃了 1 個麵飽還剩下多少個？

                                                                       
　　　　　　　　　　　　　　　　　　　　　　　　　　　　　　　　　４－１＝３

— 遊戲：小司機
教師把籐圈分給四組幼兒（每組 2 人），讓他們駕駛著籐圈最快走到指定的目的地，提醒
幼兒速度不要太快，否則容易跌倒。

— 遊戲：郵差送信
(1) 教師在一些紙盒外分別寫上記號，例如：１A，２B，３C，４D，５E．．．等
(2) 幼兒分為紅組和綠組兩隊，每隊 4－6 位幼兒
(3) 教師把紅色和綠色咭紙剪成明信片形狀，然後分別寫上上述的記號，
(4) 把明信片分給幼兒，讓他們依照信封上的指示，跑到目的地，把信封放入紙盒內
(5) 看看哪一隊最快完成派信工作，教師也要檢查紙盒內是否有派錯的信件

— 遊戲：耕種
(1) 教師在距離起點以外的地方放置 10 個益力多空樽，在樽外畫上紅色和綠色的記號
(2) 幼兒分為紅組和綠組兩隊，每隊 5 位幼兒



小學教育預備班 課程改革工作小組41

(3) 把紅豆和綠豆分別發給兩組幼兒（每人一粒）
(4) 讓幼兒拿著豆，走過平衡木，跳過籐圈，把豆放入自己顏色的空樽，每一個空樽只

可放一粒豆

— 遊戲：抬擔架
兩位幼兒一組，用手搭成擔架，抬著玩偶作比賽，看看哪一組最快抵達目的地，如玩偶
中途跌落，便要從起點再次出發。

— 教師選擇配合主題的歌曲去教授，並配合動作施教。

— 利用節奏樂器，大鼓與響木代表聲音大小音量之不同。

— 請幼兒模仿教師拍出大小聲音，如：
　　　　　      　q 　q　 q　 q 　q
　　　　　　　　 強　弱　強　弱　強
— 請幼兒唱音階，由ｄ至ｓ用以上強弱節奏唱。

— 請幼兒自由用身體動作表示出以下強弱拍子，之前，教師可先作示範。

　　　　　　　　　　       q  q    q
　　　　　　　　　　　　　強   弱   弱

— 利用幼兒姓名學節奏型強弱，
　  例如：　陳 小 明　　李 小 華
　強弱拍：　強 弱 弱　　強 弱 弱

— 用節奏樂器學打強弱拍子。

— 用舞蹈動作學強弱拍子，如（強拍）拍手一下，弱拍（共 2 拍）兩手平伸關，教師可根
據幼兒能力繼續教其他舞蹈動作配以三拍子（強弱弱）的歌或音樂。

— 繪畫線條畫：幫助我們的人
讓幼兒在大畫紙上繪畫有關主題幫助我們的人的圖畫。

— 剪貼：對講機
請幼兒用色紙把紙包飲品的紙盒包好。教師派發印有喇叭、按鈕、開關製等形狀的畫紙給
予幼兒，讓他們把圖案剪出來，貼在紙盒上面，再把一枝飲筒貼在紙盒的一角當作接收天
線。

— 剪貼：網魚
讓每位幼兒畫一條自己喜愛吃的魚，填色，剪出來，貼在一張大的藍色畫紙上，教師把尼
龍網（或者其他物件代替）剪成魚網狀，把部份的魚網住，像漁人捕魚一樣。

— 拼貼：心意咭
讓幼兒在色紙上剪出各種圖案，然後在咭紙上貼出自己喜愛的圖案，製作成一個心意咭送
給所喜愛與尊敬的各行各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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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春天

具體目標 內容

品
德
教
育

說出春天的氣候和景象。
能與他人合作種植物。
 說出種植的過程和擴展幼兒對植物的認識和欣

賞。
參與綠化環境的工作。

愛護生物
輪流擔任的工作

參與訂定規則

語
文

留心聆聽、並看圖創作故事。
積極參與談話活動並發表個人的意見。

認讀字、詞，並說出其意義。

可以口頭作簡單句子。
清楚、流利地唸出兒歌。

程序畫:春天的故事
說話：隨機談話
      春天的天氣、春天的景

象、愛護植物
認識字彙:蜜蜂、蝴蝶青蛙
         花兒開、暖
句式練習：春天… … …
兒歌:春天到∗

認
識
環
境

說出春天天氣的特徵及其對人類、植物、動物的
影響。

說出愛護植物的重要性。
指出應如何注意預防疾病的發生及減少疾病的傳

染。

氣候變化與生物界之關係
環境對生態的影響
預防疾病

數
學

能就物件辨別不同的位置，並能說出物件遠、近
的詞彙。

能操作圖咭實物進行5以內的減法。

空間位置：遠、近

5以內的減法

體
能

能自然跳過障礙物。
運用自己的身體各部位去創作不同的動作。
遵守遊戲規則。

障礙賽
模擬遊戲
遊戲：小麻雀找窩、找蘿蔔
      小鴿子捉蟲忙

音
樂

唱出歌曲並用簡單動作配合歌曲內容。
用身體動作辨別音量的強、弱不同。
能隨音樂做出相應的動作。
有節奏地唸出兒歌。

簡單旋律歌曲
音量
律動
兒歌∗

體
能
與
美
感
活
動

美
勞

採用不同的顏料繪畫圖畫。
透過身體接觸不同性質的物料。
準確運用物料空間進行黏貼。
能控制手指做簡單的摺紙。

繪畫線條畫：花兒開
繪畫油畫：對稱畫
黏黏：豆子畫
摺紙：花

∗適用於多個範疇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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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建議

教師展示各種春天的圖片，引導幼兒說出春天的氣候和景象。
安排戶外旅行。透過實際觀察及體驗，培養幼兒對自然現象產生興趣。
利用圖片或幻燈片，讓幼兒觀賞春天常見的植物並發表觀賞感想。
教師利用程序畫引導幼兒認識春天是最適宜植物生長的季節，並說出種植的過程。讓他們

認識到植物與我們是息息相關的，我們要愛護、珍惜和善用。
向幼兒提問，家居種植有哪些植物？，並讓他們向其他幼兒說出種植的經驗。
分組活動：“齊來種植”，教師協助幼兒進行植物栽種，並設計輪值表，讓他們每天交替為

植物澆水。
展示圖片，引導幼兒明白綠化環境的重要，鼓勵他們用心栽種，參與綠化環境的工作，並

把盆栽佈置課室。
討論：春天天氣有甚麼特徵？春天對人類、自然環境、動、植物有什麼影響？讓幼兒能認

識一年有四季，春天是一年中最潮濕多雨、和暖及多霧的季節，對動物而言春天是充滿生
機、歡樂，適宜牠們成長的季節。

活動：預防疾病
讓幼兒注意春天氣候潮濕，氣溫不穩定，人們很易生病，注意如何防止傳染病流行及減輕
兒童對疾病的恐懼，程序：
(1)聆聽或觀看錄影帶有關春天傳染病的情況。
(2)教師說出或畫出預防疾病的方法。(可利用醫務衛生署的有關宣傳單張，向幼兒介紹春

天流行的疾病。例如：咳嗽、感冒、痳疹、水痘、腮腺炎等，使他們有所認識。)
(3)請幼兒分享對上述疾病的感受或經驗，最重要是讓他們知道生病會傳染其他幼兒，如

有病要留在家中休息、吃葯，痊癒後可回校上課。
(4)請幼兒分組討論及思考說出預防傳染病或預防疾病的方法。例如多喝開水，多吃蔬果，

留意隨天氣增減衣服，保持個人清潔衛生，多運動和休息，不偏食，少到公共場所，
例如電影院、酒樓等，以減少感染機會。

認字遊戲：把常用的字依詞類寫在不同顏色的紙咭上，讓幼兒進行配對、拼詞、拼句等活動。
與冬天天氣比較：遇到有霧的日子，隨機引導觀察－讓幼兒種綠豆、蠶豆或黃豆，以便觀

察。
製作小字典：
                                    

教師自製故事程序畫講述故事，約四、五個程序，幼兒聆聽後可以讓他們看圖後創作故事。
兒歌：教師選擇或自編以春天為題的兒歌讓幼兒唸出。
利用學校的還境，介紹遠、近的景色認識遠、近。
教師利用物件擺放的位置讓幼兒辨別遠、近。
 5以內的減法：

教師利用圖片讓幼兒說出故事，然後讀出數式，例如：有五隻小鳥，一隻飛走了，剩下四
隻

                             
                           5 － 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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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小麻雀找窩
(1)請幼兒圍五個圓圈站立，每圈 3-4 人，再另請 7 位幼兒做小麻雀
(2)教師以歌唱或音樂指引做小麻雀的幼兒自由做飛翔動作圍繞五個圓圈飛
(3)音樂停小麻雀要立即找一個窩蹲下，找不到窩的那二位幼兒便要停止遊戲，讓其他幼

兒加入
遊戲：找蘿蔔

教師將咭紙剪成蘿蔔形狀，然後把八個蘿蔔貼在地上，邀請十位幼兒扮演白兔跳，隨著音
樂節奏跳躍，當音樂停止，幼兒便要跳到一個蘿蔔上，沒有蘿蔔的幼兒就算輸，需要罰唱
歌或扮動物叫聲。

障礙賽：
(1)幼兒分組比賽,每組 4-6 人
(2)哨子聲一響，每組的第一位幼兒扮成小鳥拿著咭紙做成的小蟲，走過平衡木，跳過障

外物，把小蟲放入紙盒做成的雀巢內，然後走回起點，拍打下一位幼兒的手，讓他繼
續比賽,看看哪一組最快把所有小蟲帶回雀巢內

遊戲：小鴿子捉蟲忙
(1)選14位幼兒做七個窩：每2位幼兒相對站立，互相握著對方的雙手。另外，選9位幼兒

做小鳥
(2)遊戲開始，用琴或錄音器播出音樂，9位幼兒模仿小鴿子快樂飛翔及找蟲兒，音樂終止

時，小鴿子要找一個窩站立在其前方並用手觸著窩，作捉到蟲兒狀。如找不到窩的幼
兒便退出，另請２位幼兒加入繼續遊戲

模擬遊戲：一粒種子的故事
讓幼兒創作動作以表達對自然界的喜愛，種子之生長過程，自然界水、陽光、空氣、雨等
與種子生長的關係。

教師選擇配合主題的歌曲教授，並做動作配合內容。
律動：讓幼兒手持花球隨音樂高低起舞，做出各種動作表示音高的高/低。
律動：春天的聲音
讓幼兒聆聽，幻想，聯想與春天之關的聲音。例如，小鳥叫，下雨聲，各動物的叫聲，讓

他們用動作表示出各聲音的音、低不同。
音量遊戲：

用以上活動利用聲音與動作配合表示春天中各動物及自然界的聲音，例如：扮風聲，雨聲，
牛叫聲配合動作一起表達出音量的強、弱不同。例如：雨聲、風聲由小漸大，一層一層的，
聲音由弱到漸強，漸強到漸弱。

繪畫線條畫：花兒開
讓幼兒照著教師提供的鮮花，畫出花朵的形狀，並填上顏色。

繪畫油畫：對稱畫
教師在對褶紙上印出半邊蝴蝶的形狀。幼兒用水彩或廣告彩將這半邊蝴蝶填上顏色，然後
引導他們將空白的另一半邊紙與填色的半邊紙對褶，使其印出另一邊對秤的蝴蝶形狀，再
引導幼兒用顏色筆將蝴蝶的輪廓勾劃出，做成美麗的蝴蝶紙工。教師可讓幼兒自由作潻畫
活動或提供物料讓他們裝飾蝴蝶。請幼兒沿蝴蝶的輪廓剪下。然後取長條紙做成紙圈，貼
在的下面，可套在手指上，抖動玩耍。

黏貼畫：豆子畫
讓幼兒在紙上畫上簡單的圖形，在圖形上塗上白膠漿，然後用不同顏色的豆子逐粒砌上，砌出美
麗的圖案。

摺紙：紙花
讓幼兒把幾張有顏色的正方形紙巾摺疊整齊，然後把整疊紙由一邊開始，反覆像風琴狀
摺成長條，用綠色鐵絲(做絲帶花那種)在中間紮實，輕輕把紙向兩旁掀開，做成一朵美
麗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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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交通

具體目標 內容

品
德
教
育

說出人和車輛都需要遵守交通規則。
說出交通意外的成因。
指出正確過馬路的方法。
培養幼兒守紀律習慣。
說出乘搭交通工具的安全守則及禮貌。∗

交通安全

遵守規則

禮貌∗

語
文

留心聆聽並複述故事內容。
積極參與談話活動並發表個人的意見。

認讀字、詞，並說出其意義。
掌握及運用形容詞和相反詞。
根據以往經驗造句。

清楚、流利地唸出兒歌。

程序畫：交通安全的故事
說話：隨機談話
    交通安全設施、交通規則
認識字彙:天橋、隧道、馬路
         新、舊、快、慢
口頭造句：我坐汽車到ˍˍˍ
我坐飛機到ˍˍ我坐船到ˍ
我在ˍˍ(地點)ˍˍ(交通工具)
兒歌:交通安全∗

認
識
環
境

說出澳門常見的交通工具及指出交通工具對人、物
及社會互相間之關係。

說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地點。
指出海、陸、空交通工具的分別。
說出乘搭交通工具的安全守則及禮貌。∗

服務機構

交通工具

禮貌∗

數
學

能正確操作實物，圖咭，按照它們的特徵等分類。
辨別異同，並說出相同的特徵。
能就物件辨別不同，並能說出快、慢、新、舊的詞

彙。
能操作圖咭、實物進行6以內的減法。

按物件的特徵分類：交通工具

時間概念：快、慢、新、舊
6以內的減法

體
能

能聽指示做動作。
運用自己的身體各部位去創作不同的動作。
能自然地繞過障礙物。
遵守遊戲規則。

模擬遊戲
障礙賽
遊戲：海、陸、空

音
樂

唱出歌曲並用簡單動作配合歌曲內容。
分辨聲音的音色和音值。
用聲音，動作表達音量和速度的不同。
有節奏地唸出兒歌。

簡單旋律歌曲
聆聽：音色、音值
聲音的表達：音量、速度
兒歌∗

體
能
與
美
感
活
動

美
勞

透過身體接觸不同性質的物料。
能控制剪刀剪出圖案。
利用基本形狀黏貼，創造出有意義的圖案。
用泥膠/麵粉按、搓、壓捲並造出作品。

繪畫油畫：船
剪摺：飛機
拼貼：車
搓模型：帆船

∗適用於多個範疇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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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建議

教師講述有關交通安全的故事，讓幼兒複述故事內容並說出小朋友要注意交通安全，例
如：不能在馬路上踢球、跑及玩耍。

教師利用交通意外的剪報，引導幼兒知道行人不守交通規則會發生意外，並與他們討論行
人要遵守的交通規則。

利用斑馬線、紅綠燈、行人天橋等圖片，介紹道路交通安全的設施，引導幼兒說出怎樣使
用這些設施過馬路

收集時事新聞剪報，與幼兒討論交通意外的成因，司機與行人不遵守紀律，會發生交通事
故。

出示乘搭交通工具守秩序與不守秩序的圖片，讓幼兒分辨，並說出對與錯之處。

模擬遊戲：“乘車上學去”。從活動中培養幼兒遵守紀律的美德，活動後與他們討論守紀律
的重要。

教師講述故事“做個好孩子”。引導幼兒複述故事內容，並說出乘車的禮貌，和自由發表乘
搭公共車輛的經驗。

用故事帶出澳門常見的交通工具及讓幼兒認識交通工具是將人或物件由一處地方運送到
另一處地方，促進人們之間的聯系及物件的傳遞。

讓幼兒說出自己上學時或外出時乘坐的交通工具及其乘搭各種交通工具的地點與守則。

介紹世界各地有其不同的交通工具，例如：子彈火車、雪車等。太空交通工具（太空船、
火箭、穿梭機等。）

模擬活動：過馬路要小心
通過活動讓幼兒認識過馬路的安全守則及行人安全守則，懂得正確使用公共交通安全設施
例如：行人天橋、斑馬線、紅綠燈等。

討論：乘搭交通工具的安全守則和禮貌，讓幼兒思考、判斷周圍的人在乘坐交通工具時的
行為、表現、禮貌是對或是錯，他們應該怎樣做才是正確的好行為與態度。

利用圖片、錄影帶介紹澳門國際飛機場。

實地參觀交通總部或海事博物館，參觀完畢後讓幼兒有機會討論、分享，講述他們的見聞
及認識。

配對：認字
把幼兒已認識的字或詞語寫在咭紙上，一式兩份，讓他們把相同的一個字咭配上去，亦可
用圖配字。

形容詞配對：教師提供一些形容詞及名詞的字咭，等幼兒進行配對之後，可以做看圖填空。
例如：......的車。

說反話：由教師或幼兒利用相反詞說一句話，由另一位幼兒說出意思相反的話例如：“我
的車快”，“我的車慢”。

造句練習：教師利用圖片向幼兒說明到某些地方去要乘搭哪些交通工具，然後引導他們回
憶以往的經驗，運用句式說出乘搭甚麼交通工具到甚麼地方去。

閱讀報刊：教師選取一些與幼兒生活或近日交通意外的報刊新聞，利用早會時介紹出來，
與他們分享并一起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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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利用程序圖咭說故事，然後讓幼兒按圖咭的次序複述故事內容。

兒歌：教師選擇或自編交通安全為題的兒歌讓幼兒唸出。

交通工具：配合「交通」的單元，將海，陸，空的交通工具分類。
例如：可利用不同的陸地交通工具（單車、電單車等）。

利用玩具車、腳踏車、賽跑、爬行等比較怏慢。

把六輛汽車排列在一起，請幼兒把一輛車駛入停車場內(用紙盒代替) ，問幼兒還有幾輛
車?請他們把圖咭找出來。

                      

                                                   

                            6 - 1= 5

遊戲：海、陸、空
幼兒按照教師的指令做出代表海、陸、空的動作，例如：划船動作代表海，跑步動作代表
陸地，小鳥飛動作代表天空，每次讓 8-10 幼兒參與活動，輸了的一位幼兒便要退出，讓
另一位幼兒參與活動。

模擬遊戲：飛機
幼兒能按指令做出轉圈，足尖走、跑、蹲等伸展運動，模仿飛機的飛行。

模擬遊戲：開火車
幼兒按不同節奏做動作，如：節奏拍子長代表火車慢駛，節奏快代表火車快駛，節奏一長
一短代表轉彎，短短長代表爬山坡向上行（爬山坡動作可用足尖走步配合手作開火車動作
表達）。

障礙賽：
在地上放置相同的障礙物如：椅子、紙箱等讓幼兒騎單車繞過障礙至終點最快的一組作
勝。

教師選擇配合主題的歌曲去教授，並配合動作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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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音值、音色
讓幼兒聆聽後分辨聲音的音值和音色，例如：用火車響號與汽車響號比較聲音的長短及不
同的音色。

聲音的表達：速度
教師彈奏音樂代表飛機飛行速度與及代表船隻航行速度。然後讓幼兒跟隨旋律的快、慢用
動作表示出來。

聲音的表達：音量
讓幼兒用動作或聲音表示出各交通工具行走時所發出的不同聲音的強弱。

繪畫油畫：船
讓幼兒用粉彩畫出自己喜愛的一種船，然後用水彩畫出海水。完成後把所有船分類貼在壁
報上。

剪摺：飛機
請幼兒把印有飛機圖案的畫紙填色，然後把畫紙對摺，剪出飛機圖案，用膠水把機身貼好，
再把機
翼和機尾張開。

拼貼：車
讓幼兒利用各種圖形拼出各類型的車，教師可以示範拼出簡單的，然後讓他們自己創作把
圖案拼出來和貼在畫紙上。

搓模型：帆船
幼兒把泥膠搓成帆船的底部，然後把牙簽穿過色紙(各種形狀也可以)做成的帆插在小船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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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家在澳門

具體目標 內容
品
德
教
育

說出居住在澳門和自己居住的社區。
說出好市民的行為。
指出如何保持澳門環境清潔。

歸屬感
遵守規則
環境清潔

語
文

留心聆聽和複述故事。
積極參與談話活動及發表意見。

認讀字、詞，並說出其意義。

利用句式說出自己曾到過的地方，並介紹該風景名
勝的特色及曾進行的活動。

清楚、流利地唸出兒歌。

故事:好市民的故事
說話：隨機談話
      社會環境、公共資源
      社區設施、中葡文化
認識字彙:郵政局、媽閣、關
         閘、 仔、路環
句式練習：我和_ˍ_ˍ(家人)到
(澳門風景名勝)遊玩。
兒歌:有關澳門的兒歌∗

認
識
環
境

指出澳門由澳門半島、態仔、路環組成。
說出澳門著名的名勝古蹟、旅遊點及一些著名建築

物。
認識一些中葡文化習俗。
指出環保的方法。

認識本地文化

環境對生態的影響

數
學

說出錢幣的用途。
辨別和說出澳門錢幣的名稱，形狀，顏色和大小

等。
辨別硬幣和20元紙幣幣值的多少。
懂得計算和運用錢幣購買東西。
能操作圖咭、實物進行7和8以內的減法。

認識澳門各種硬幣和20元紙幣

7和8以內的減法

體
能

運用自己的身體各部位去創作不同的動作。
能自然地走路、跑步、跳和蹲。
培養敏捷的動作和合作精神。
遵守遊戲規則。

模擬遊戲
遊戲：環保清潔比賽
      砌大廈、相反動作

音
樂

唱出歌曲並用簡單動作配合歌曲內容。
能拍出配合話語的節奏。
聆聽、欣賞中、葡兩個不同國家風格和節奏特色的

歌曲。
能隨歌曲內容做出相應動作
有節奏地唸出兒歌。

簡單旋律歌曲
節奏：配合動作拍子
聆聽：錄音帶音樂－中、葡歌曲
律動
兒歌∗

體
能
與
美
感
活
動

美
勞

能採用不同的顏料繪畫圖畫。
嘗試不同的作畫工具。
透過身體接觸不同性質的物料。
能在指定的範圍內填色。

繪畫線條畫：房屋、綠化環境
繪畫油畫：拒水畫、拉繩畫

填色：澳門著名風景點

∗適用於多個範疇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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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建議

出示澳門地形圖，教師協助幼兒指出自己居住的區域，並說出我家在澳門。

活動：
（1）用提問方式問幼兒，確認他們知道自己家在甚麼社區內
（2）讓幼兒自由發表講述區內有甚麼特別的設施，供給幼兒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或享用
（3）引導幼兒用圖畫表達出他們愛護和珍惜公共資源及設施或將自己社區周圍環境及設

施畫出

讓幼兒說出家居的所在地及地區和家居附近的設施。例如：公園、診所、餐廳、學校......
等。

用圖畫、明信片、相片、錄影帶作介紹，讓幼兒認識澳門由三個島組成，澳門半島、 仔
島、路環島。

介紹連接各島的主要交通工具與設施（友誼大橋、嘉樂庇大橋以及路 連貫公路。）。

利用海報、幻燈片或錄影帶，介紹澳門、 仔、路環的名勝古跡及旅遊風景點。

活動：東南西北－用活動介紹澳門的旅遊勝地，結合其他地理環境與方向感讓幼兒認識。
(1)用圖畫、明信片、相片、雜誌、地圖介紹東面(松山)、西面(西望洋主教山)、南面(南

灣、海邊、葡京、融和門)、北面(關閘、北區)
(2)教師發出指令說西邊，幼兒要立即答西望洋山或主教山，教師說南面，幼兒要立即答

南灣海邊、葡京或融和門．．．等
(3)可以邀請幼兒做發令員說出指令

用圖畫、明信片、相片、畫冊、雜誌等介紹澳門各類建築物讓幼兒討論比較不同之處和引
導他們辨認一些著名建築物如郵政總局、市政廳、中國銀行總行、葡京、觀音堂等

今昔對比：利用澳門今昔的圖片或相片，讓幼兒觀察，然後請他們運用相反詞說出圖片內
容。例如：舊的球場、新的公園。

建議：有條件的情況下讓幼兒坐校車遊車河觀光澳門、 仔、路環三個島及其名勝古跡與
旅遊點。

教師利用圖片或錄影帶與幼兒討論有關澳門的中葡文化習俗對幼兒生活的影響。

組織幼兒參與清潔澳門運動、環保活動，讓他們更投入社會環境及培養對澳門的歸屬感。

選讀一些好市民事蹟的剪報給幼兒聽，讓他們自由發表感受。

與幼兒討論怎樣做個好市民。例如：遵守法律、遵守交通規則、有公德心、愛護公物、有
責任感、保持公共地方清潔等。

展示城市清潔的圖片。引導幼兒了解城市清潔的重要並討論保持澳門清潔的方法。

利用環保的宣傳海報，與兒童討論環保的重要，並自由發表保護環境的方法；教師加以補
充。例如：珍惜用紙、廢紙再用，重用裝水果的膠袋，購物採用環保袋，減少使用膠袋等。

在課室裏設置環保箱，請幼兒把廢物分類處理，鼓勵他們利用廢物做一些有用的東西，以
便節省資源。

引導幼兒認識廢紙再做的方法。

錄音遊戲：利用錄音機請每位幼兒說幾句話，介紹自己再播放出來給他們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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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電話：利用兩個紙杯，在底部穿孔，用幼繩子聯起來，作聽筒互相通話。

遊車河：讓幼兒遊覽名勝後，在學校作簡單的報告並引導他們說出遊覽澳門名勝古蹟的經
驗。

介紹澳門風景名勝：讓幼兒帶自己同家人在澳門影的相片回校，向其他幼兒介紹那裏的
特色。

教師利用圖片講述故事，然後讓幼兒複述故事內容。

兒歌：教師選擇或自編以澳門為題的兒歌讓幼兒唸出。

用故事形式講解錢幣的用途。與幼兒討論，並鼓勵他們講述購買東西的經驗。

展示實物或放大的錢幣圖片，認識20元紙錢和各種硬幣的名稱、形狀。

利用各種的錢幣購買同樣的東西，以作比較錢幣的幣值多少。

用硬幣，白紙和筆或顏色筆印出各種硬幣，並寫上硬幣的幣值。利用這些硬幣讓幼兒玩小
商店遊戲：分組活動，佈置小商店，讓他們進行買賣活動。

課外活動：到商店，超級市場，進行實地購買找贖的經驗。

 7和8以內的減法：
把7張郵箱的小圖咭貼出來，教師把兩張圖咭移開，請幼兒把故事說出，並把數式咭找出

來。

用同一方法學習7和8的減法。

模擬遊戲：遊車河
幼兒聽聲音做動作，例如：教師講到松山，幼兒做一些運動動作代表松山（健康徑的任何
活動都可代表）。教師講到海邊，幼兒做游泳動作。教師講到市場，幼兒做購物動作等。
（可讓幼兒自己選擇講到那兒去）

遊戲：環保清潔比賽
(1)把 5件物件不規則地放在 10 公尺範圍內
(2)分組：每組 4－6人，每次二組進行活動
(3)幼兒先跑步 5 公尺到廢物區外，收拾小物件放於小盒子中，然後帶回原出發點放在大
收集箱中

模擬遊戲：松山健康徑
用故事、說話引導幼兒做一些動作在健康徑他們能做的，如走、跳、蹲、跑等。

— 遊戲：相反動作
幼兒面對教師站立，教師做動作，幼兒要做作出相反的動作，例如：教師舉起手，幼兒
要放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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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戲：砌大廈
(1) 幼兒分成兩組，每組 4－6 人
(2) 在起點的旁邊放置了紙磚（或以其他物件代替）
(3) 哨子聲一響，每組的第一位幼兒拿起一塊紙磚，走到目的地放下紙磚
(4) 以下比賽的幼兒要把紙磚一塊一塊砌高起來
(5) 幼兒玩的次數不限，但每次只可拿一塊紙磚，在限定的時間內看看哪一組砌得最高

— 教師選擇配合主題的歌曲去教授，並配合動作施教。

— 節奏活動：看誰說得快又準
(1)幼兒圍圈坐，可分成小組或大班授課
(2)選一位幼兒開始邊拍手邊講出一個澳門的地方名，街名，名勝地方，商店名等，在講完

後隨意叫一個幼兒的名字，該幼兒要立即邊拍手邊講出另一個澳行的地方名、街名、商
店名等。（＊要求幼兒每講一個字拍一下手，如拍節奏未能配合話語的節奏，便要重覆話
語及拍手動作直至口、手配合活動才繼續下去。）

— 選一首中、葡歌曲或音樂讓幼兒聆聽，使他們透過音色、節奏的不同，感受中、葡兩個
國家不同風格和節奏特色的歌曲或音樂。

— 選一首中、葡歌曲或音樂讓幼兒聆聽，讓他們隨音樂用身體動作表示歌曲的內容。

— 繪畫線條畫：房屋
請幼兒用色紙把紙盒包好（紙包飲品盒、餅乾盒等也可以），然後在上面畫門、畫窗，做
好後，把所有的房屋排列好，貼在壁報板上作佈置。

— 繪畫線條畫：綠化環境
教師引導幼兒繪畫綠化環境，愛護大自然，例如畫樹，讓他們在樹下加上小花、小草，
天上可有雲彩、太陽等。

— 繪畫油畫：拒水畫
讓幼兒用蠟筆在白色畫紙上畫房屋，並用黃色蠟筆畫上房屋內的燈光，然後用黑色水彩
塗在上面。

— 繪畫油畫：拉繩畫
將畫紙對摺後展開，把蘸了顏料的棉線隨意放畫紙的一面；但線口露出紙外。然後把另
一邊紙摺疊，覆蓋在有線的一面上，用左手平壓在摺好的紙上，右手拿著露出的線頭輕
輕拉出，再展開畫紙，就現出左右對稱的圖案。

— 填色：澳門著名風景點
教師派發印有一些不同的澳門著名風景點的畫給幼兒，讓他們自由用不同種顏色筆及顏
料填色，亦可自由加上背境作添畫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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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水

具體目標 內容

品
德
教
育

說出個人清潔的方法。

說出保持海灘清潔和海水清潔的方法。

說出節約用水的方法。

注意清潔

環境清潔

節約採用大自然的資源

語
文

說出謎底。
積極參與談話活動並能說個人的見聞。

認讀字、詞，並說出其意義。

運用字彙作簡單句子。
能把相反詞配對。
清楚、流利地唸出兒歌。

謎語：有關大自然的現象
說話：隨機談話

個人清潔、公眾衛生、水
對我們生活及周圍環境的
重要性

認識字彙:水塘、澆水、喝、浮、
沉

句式練習：因為..比水重，所以沉
          因為...比水輕，所以浮
兒歌:有關水的兒歌∗

認
識
環
境

指出水的各種用途和害處。
指出動、植物為何需要水來維生。
 說出或辨認出水塘是澳門自來水供應來源的地

方。
說出水的三種形態：水、水蒸氣、冰。

水：維持生命的成份

水源那裏來（日常使用的水）
水的三種形態

數
學

能正確操作實物，辨別浮沉的物件和把它分類。
說出「浮、沉」的詞彙。
能辨別一杯，半杯，空滿，並說出容量較多，較

少和一樣的數學詞彙。
能操作圖咭、實物進行9和10以內的減法。

按一個特徵分類 － 浮、沉

容量

9和10以內的減法

體
能

能自然地轉動和收回籐圈。
能持著物件走路到達目的地。
遵守遊戲規則。

小型用具操作:籐圈
遊戲：運水比賽、吸水比賽
      捉小魚

音
樂

唱出歌曲並用簡單動作配合歌曲內容。
透過水聲辨別不同的音色。
運用符號去表達聲音。
能隨音樂做出相應的動作。
有節奏地唸出兒歌。

簡單旋律歌曲
辨別聲音的遊戲：音色
聲音的表達：運用符號去表達
律動
兒歌∗

體
能
與
美
感
活
動美

勞

能控制剪刀剪出圖案。
適當地運用膠水去進行黏貼。
準確運用紙張空間進行黏貼。
用泥膠/麵粉搓、按、捲、壓。
能在指定的範圍內填色。

剪貼：花灑、八爪魚
黏鉆：菠蘿

搓模型：茶杯
填色：下雨了

∗適用於多個範疇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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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建議

教師透過故事引導幼兒明白病菌可令我們生病，因此必須注意個人清潔，並與他們討論注
意個人清潔的方法。

在課室裏舉行個人清潔比賽，選出清潔的幼兒加以表揚。
展示海灘的圖片；讓幼兒自由發表到海灘遊玩的經驗。
出示污染的海灘圖片；引導幼兒說出污染的原因，教師加以補充。
討論海灘清潔的重要性；鼓勵幼兒要顧及公眾衛生，保持海灘清潔，並說出保持海灘清潔

的方法。
引導幼兒說出保持海水清潔的方法。例如：不把廢物掉進海裏、少用清潔劑、減少泡沫流

入海裏、把工廠的廢水作適當處理、減少海水污染、保持公眾衛生......等。
出示水裏動物的圖片，鼓勵幼兒說出喜歡的水裏動物。
討論：水對我們生活有甚麼重要性。例如：我們要用水來飲用、清潔、娛樂（到泳池游泳）、

裝飾（音樂噴泉或噴水泉等）、運輸（船在水上航行將人、物從一處地方運送往來到另一
處地方．．．）。

思考活動：如果沒有了水
(1)讓幼兒自己思考如果動、植物沒有水，他們會變成怎樣。
(2)讓幼兒知道沒有水動、植物會變成甚麼後果，從而引申到植物沒有水會枯死，那麼我

們的生活周圍環境便變成沒有植物生長，環境受破壞。
(3)通過活動培養幼兒要珍惜用水，保護水源的清潔，注意保護環境。

教師從熱水瓶中倒出一杯沸水，讓幼兒觀察水蒸氣昇起，告訴他們小水點變了水蒸氣昇起
來。

把水放在冰格內，問幼兒若把它們放入雪櫃內，水會變成甚麼？然後教師出示冰塊。
接龍遊戲：根據圖片指示，找出適當的字咭。
句式練習：教師先教句式，然後邊做邊說引導幼兒根據實驗的結果，一邊做一邊說出句子

來。
兒歌：教師選擇或自編以水為題的兒歌讓幼兒唸出。
謎語：千條線，萬條線，落在海裏看不見。（答案：雨）
讓幼兒操作物件，例如：樹葉、萬字夾、鉛筆、鎖匙、積木等，辨別哪些是浮的和沉的物

件，然後把它分類。
透過玩沙、玩水等遊戲獲得簡單的容量概念。
配合一套大小不同的膠杯或膠桶兒童可以從大排列小或小排列大。
容量：用實物杯子和顏色水，講解一杯，半杯，空和滿的意思。用不同大小的瓶子，數隻

同量的杯和顏色水，量度比較兩瓶子的容量用同量大的瓶子，數隻同量大的杯子作比較，
兩瓶是一樣多，透過觀察和做「實驗」明白容量較多，較少和一樣多。。

 9和10以內的減法：
教師口述減的故事，請幼兒把有圖案的數式咭找出來。例如：媽媽買了10個蘋果，小明吃
了一個，還有幾個？

　　　　　　　　　　　　　　　　　　　１０－５＝５
    
用同一方法學習9和10的減法。
遊戲：運水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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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分為兩組，每人輪流把一杯水從起點運到終點，然後把水倒入空桶內，再把杯帶回起
點交給下一位幼兒，最後教師量一量哪一個桶盛水最多。

遊戲：吸水比賽
每次由三、四位幼兒一同比賽，先用口把飲筒吸滿水，然後用手指塞住飲筒上端，把水運
到另一隻杯內，看誰運得最多水。

遊戲：捉小魚
(1)先放一些膠小魚玩具或過了膠的魚兒圖咭於課室中央成一圓型
(2)老師敲打雙鈴兩下，幼兒立即跑出到室中央拾起一條魚
(3)老師敲打完兩下雙鈴後立即敲大豉，幼兒要在鼓聲停前拿到小魚，就算是成功捉到魚

兒，否則按失敗計
轉籐圈：

兩位幼兒手持籐圈，相距3－5米，各人將自己的籐圈在原地轉動後，立刻走到同伴處，在
籐圈停止轉動墜地前把它收回。

— 教師選擇配合主題的歌曲去教授，並配合動作施教。
聽聲辨別：教師利用錄音機播放不同大小的雨聲、水流聲，讓幼兒聆聽後找出適當的圖片。
聲音的表達：利用上述的音樂建議讓幼兒運用符號去表達

       小的雨聲                         大的雨聲                          水流聲

— 律動：
讓幼兒跟隨音樂模仿洗手、洗面、洗澡、煮飯、倒水、儲水、用水、洗地、洗衣、救火
等動作。

— 搓模型：茶杯
指導幼兒用泥膠捏做一套茶杯。

— 剪貼：花灑
讓幼兒用水筆在紙杯上畫一些圖案，教師協助幼兒在杯底穿孔（多少個也可以），再用釘
書機加上一條用硬紙做成的手挽，做好後，讓他們玩澆水遊戲。

— 剪貼：八爪魚
讓幼兒在印有八爪魚的頭的畫紙上畫上眼睛和口，然後剪下來，把八條較粗的白色棉繩
貼在後面作爪，吹乾後把八爪魚用膠水貼在藍色的色紙上。（提醒幼兒不要把爪堆在一起
黏貼）

— 黏貼：菠蘿
派發印有菠蘿的硬咭紙，引導幼兒把紙巾撕碎，搓成小團黏在畫上。

— 填色：教師派發印上小孩撐傘的畫紙，引導幼兒填色及用斜線畫雨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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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夏天

具體目標 內容

品
德
教
育

說出夏天注意飲食衛生的重要性和注意的事項。
說出注意家居環境清潔的重要性。∗
養成維護環境清潔的好習慣。
說出防風措施。
培養幼兒顧及他人安全的美德。
說出最喜歡的暑期活動。

飲食衛生、預防疾病
注意清潔
環境清潔
家居安全

參與社團活動

語
文

留心聆聽和複述故事。
積極參與談話活動並表達自己的意見。

認讀字、詞，並說出其意義。

學習使用文字造句。
清楚、流利地唸出兒歌。

故事: 夏天的故事
說話：隨機談話

夏天的天氣、夏天的衛
生、戶外活動應遵守的規
則和、注意安全、颱風

認識字彙: 颱風、雷電、熱、
游泳

造句
兒歌:夏天到∗

認
識
環
境

說出夏天天氣的特徵。
指出夏天天氣對環境的影響。
說出一些夏天的戶外活動。
指出澳門夏天會有颱風吹襲，要注意做好防風措

施。
戶外活動時保持環境清潔及愛護動植物。

氣候變化與生物界之關係

環境對生態的影響

數
學

用比較的方法區別輕、重差別明顯的兩個物件並
正確說出有關的數學詞彙。

能操作圖咭、實物進行10以的加、減法。

比較物件的輕、重

10以內的加、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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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守遊戲規則。

模擬遊戲
遊戲：捉青蛙、小雞過河

音
樂

唱出歌曲並用簡單動作配合歌曲內容。
辨別聲音的來源。
能作簡單節奏樂合奏或伴奏。
有節奏地唸出兒歌。

簡單旋律歌曲
辨別聲音的遊戲
樂器：伴奏歌曲
兒歌∗

體
能
與
美
感
活
動美

勞

採用不同的顏料繪畫圖畫。
練習設計圖案。
準確地運用紙張空間進行黏貼。
適當地運用膠水去進行黏貼。
利用基本形狀黏貼，創造出有意義的圖案。

繪畫線條畫：夏天消暑食品
            設計圖案
黏貼：牙簽畫

拼貼：颱風訊號

∗適用於多個範疇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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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建議

教師透過故事引導幼兒明白病菌可令我們生病，因此必須注意個人清潔，並與他們討論注
意個人清潔的方法。

教師透過故事引導幼兒明白除了要注意個人衛生，還要注意家居清潔並與他們討論家居環
境衛生的重要性和方法。

引導幼兒注意夏天的飲食衛生及過量飲食所引致的健康問題。

利用圖片討論注意飲食衛生的重要性，並分辨圖片中哪些是正確的飲食衛生和說出應注意
的衛生事項。

利用實物及圖片介紹夏天常吃的消暑食品。例如：雪糕、涼粉、西瓜、冰凍果汁或其他飲品。

講解為甚麼夏天人們常感到口渴和需要喝開水保持身體健康。

利用實物及圖片告訴幼兒夏天的天氣炎熱，細菌容易滋生，要注意食物的衛生及清潔。

活動：有甚麼不對
出示一些有關飲食的圖片讓幼兒判斷對與不對，例如：吃街上切開擺賣的西瓜，吃流動熟
食檔的食物，吃蒼蠅爬過的蛋糕，汽水開了瓶蓋任意放在陽光下曝曬，用蓋子蓋著食物，
用保鮮紙將西瓜、水果、食品包蓋好放入雪櫃，吃煮熟清潔的食物等。

用圖片、故事或錄影帶介紹澳門夏天的環境，鼓勵幼兒說出如何做去保持個人和環境的清
潔包括社區、家居衛生以避免蚊蠅滋生，影響我們的健康。

討論：夏天天氣有甚麼特徵？讓幼兒認識一年四季中，夏天是最熱的一個季節。澳門在夏
季有颱風吹襲，有時更會做成禍害，教師可出示颱風吹襲澳門時的紀錄相片、紀錄片、報
紙等讓他們加深對自然象現的認識及興趣，向幼兒介紹在夏天如何做好防風措施，減少意
外發生。

出示圖片介紹颱風的災害。討論怎樣做好家中的防風措施，以避免傷害自己和他人。

利用圖片向幼兒介紹颱風訊號。

介紹夏天的戶外活動，讓幼兒討論那些是夏天主要戶外活動。例如游泳、打球等。

讓幼兒講述游泳的樂趣，澳門有甚麼地方可以游泳（泳池、沙灘）。

告訴幼兒夏天戶外活動時，太陽光很猛烈，容易灼傷人們的皮膚導致生病，因此要注意用
防曬用品，例如：太陽油、潤膚膏和戴帽等。

出示暑期活動圖片，介紹各項暑期活動。讓幼兒自由發表以往參加暑期活動的經驗。

鼓勵幼兒善用漫長的暑假，多做有益身心的活動，並引導幼兒說出最喜歡的暑期活動。

共同討論暑期計劃，協助幼兒編排暑期生活的作息時間或以繪畫形式製作暑期活動時間表。

出示暑期活動圖片，介紹各項暑期活動。讓幼兒自由發表以往參加暑期活動的經驗。

教師介紹暑期活動，鼓勵幼兒參加繪畫、游泳、音樂、體育等活動。

介紹教育司，青年廳舉辦的各項暑假活動讓幼兒知道及渴望參加。

鼓勵幼兒善用漫長的暑假，多做有益身心的活動，並引導幼兒說出最喜歡的暑期活動。

共同討論暑期計劃，協助幼兒編排暑期生活的作息時間或以繪畫形式製作暑期活動時間表。

讓幼兒參觀汽水制造過程，認識汽水是怎樣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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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路環、黑沙旅行，讓幼兒享受旅行之樂趣，親自探求，體驗夏天大自然的天氣與環境的
特徵。

接龍遊戲：幼兒找出相同的圖和字的咭片兩張時，可將其中一端連接成龍。

造句：利用字咭砌成句成子。

兒歌：教師選擇或自編以夏天為題的兒歌讓幼兒唸出。

把幼兒搜集有關夏天衣服的圖片或他們畫的圖畫，製成圖書冊。

用各種重量有顯著差異的水果作比較，從而與幼兒複習輕、重的概念。

利用天秤將4－5種水果的重量作比較，並記錄下來，然後再由輕至重排列出來。

讓幼兒在紙上用印模印出1至10(或者是其它數量)的物件，用鉛筆隨意畫（減）去某一數
量，然後在下面寫出數式。

                  
                     

                            10－1= 9

讓幼兒在試算板紙上用印模印出圖案，然後寫出數式。

                                              ４＋３＝７
                              

把10以內的加法或減法繪製成接龍卡，讓幼兒作計算活動遊戲。

       ６－２           ８－５

                                 １＋１
                            
  
                                          ８－４
遊戲：捉青蛙

(1)讓幼兒圍圈坐，請 7 位幼兒做青蛙，5 位幼兒做捉青蛙的幼兒
(2)請做活動的幼兒按老師口令「捉青蛙」開始互相追逐，被捉到的幼兒扮作青蛙表演一

些青蛙的動作。活動更換其他幼兒續繼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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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遊戲：游泳
(1)俯臥墊上，雙手作游泳狀。
(2)躺在墊上，雙腳上伸作上下擺動作踢水狀。
(3)坐在墊上接球，作打水球活動

模擬遊戲：風、雲、雷、電、雨
讓幼兒按教師指令創作各動作代表風、雲、雷、電、雨，幼兒可配合自己的聲音制造效果。

遊戲：小雞過河
(1) 將幼兒分成兩組，每組 7－10 人，作拔河活動
(2) 告訴幼兒一組代表幼兒幫助小雞過河，一組是小雞害怕水不敢過河，所以大力拉著繩

不放。代表幼兒的那組要大力將小雞組拉向自己方向，這樣才能助小雞過河。反之就
不成功，換另一組幼兒繼續活動。

教師選擇配合主題的歌曲去教授，並配合動作施教。

樂器：伴奏歌曲
選一首適合夏天為主題的歌曲的旋律或音樂，讓幼兒用樂器簡單地伴奏，或配合旋律敲擊
節奏樂。

辨別聲音的遊戲：
幼兒圍圈坐，邀請其中一位幼兒戴上眼罩坐在圓圈中央，幼兒隨音樂傳一個搖鼓，當音樂
停止，拿著搖鼓的幼兒要敲打一下搖鼓，然後向坐在圓圈中央的幼兒問道：「請問你，我
是誰？」，坐在中央的幼兒按聲音猜猜他是誰，猜中了，他便要和被猜中的幼兒對調位置，
遊戲可以再開始

— 繪畫線條畫：設計圖案
教師把印有雨傘、雨鞋和雨衣圖案的畫紙發給幼兒，讓他們設計自己喜歡的圖案並填上
顏色。

— 繪畫線條畫：夏天消暑食品
讓幼兒在畫紙上畫上自己最喜愛吃的夏天消暑食品，例如：雪條、雪糕、涼粉、西瓜、
冰凍果汁等。

— 黏貼：牙簽畫
派發彩色牙簽或將白牙簽用水彩填上顏色，引導幼兒在白咭紙或彩色紙上將牙簽黏貼成
花。

— 拼貼：颱風訊號
教師把一些三角形、正方形及長方形的黑色紙派給幼兒，讓他們利用這些圖形貼在白色
畫紙上，組合成各種颱風訊號，並寫上該種颱風的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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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畢業了

具體目標 內容

品
德
教
育

積極參與畢業禮的準備工作。
說出畢業禮中應有的禮貌和態度。
欣賞他人的表演。
比較小學與幼稚園之不同處。
自製感謝卡，對師長表示謝意。

參與學校活動
禮貌
分享

尊敬師長

語
文

留心聆聽和複述故事。
積極參與談話活動並表達意見。

認讀字、詞，並說出其意義。
根據句式造句，向別人介紹自己。
清楚、流利地唸出兒歌。

故事: 學校生活故事
說話：隨機談話
      畢業禮、暑假活動新的學

習環境
認識字彙: 畢業禮、再見、暑假
句式練習：我是ˍˍˍˍ
兒歌: 畢業了∗

認
識
環
境

說出幼稚園生活將結束，小學生活即將開始。

準備好去適應新的學習環境。

指出小學生應有的行為規範。

學校

數
學

透過操作圖咭作簡單的統計活動。

說出統計活動數量多少。

複習前後、左右的概念。

統計活動

空間概念：前後、左右

體
能

練習拋、擲的動作。
能聽指令做動作。
運用自己的身體各部位去做出不同的動作。
遵守遊戲規則。

小型用具操作活動:籐圈、球
徒手操

遊戲：再見小朋友

音
樂

唱出歌曲並用簡單動作配合歌曲內容。
辨別不同樂器的音色。
辨別節奏速度的快、慢。
能隨音樂的進行與靜止做出相應動作。
有節奏地唸出兒歌。

簡單旋律歌曲
辨別聲音的遊戲

進行/靜止、速度
兒歌∗

體
能
與
美
感
活
動

美
勞

採用不同的顏料繪畫圖畫。
嘗試不同的作畫工具。
準確在紙張空間噴上色彩。
能在指定的範圍內填色。

繪畫線條畫：我的老師、紀念冊
繪畫油畫：噴畫
填色：邀請咭

∗適用於多個範疇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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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建議

教師講述故事“小明快要上小學了”。引導幼兒明白畢業的意義。
觀看去年高班畢業照片，告訴幼兒畢業照的意義，討論怎樣才能把照片好好保存，並為全

體幼兒拍攝畢業照留念。
觀看去年畢業典禮的照片，討論畢業典禮的準備事項，並分配工作。。
討論畢業禮中應有的禮貌和態度。。
教師協助幼兒製作邀請卡。
排練畢業禮的表演節目和互相合作佈置會場。
教師出示小學的校園圖片，略述小學生的生活，並安排幼兒參觀小學和發表參觀後的所見

所聞。
引導幼兒比較幼稚園、小學的設備及上課情形之不同處。
模擬活動：介紹幼兒認識與體驗小學的新學習環境及學習生活情況

(1)教師介紹下一年小學一年級的學習環境、學習情況及新的活動等
(2)帶領幼兒到小學一年級去觀課或參觀小學的上課情況及活動，讓幼兒了解小學生上課

時應有的學習態度、行為方式。
(3)教師模擬小一的教學情況及小學生學習情況給幼兒上課（1-2）天，讓他們預早熟習學

習情況及新環境。
讓幼兒設計答謝卡多張，裏面寫上多謝字句和自己的姓名，送給教師、校長、校工。
自製紀念冊，引導幼兒互相在紀念冊上寫上姓名和電話號碼，以便聯絡。
紀念冊：搜集初入學的圖片，分派給每位幼兒，協助他們製成紀念冊，互相傳閱並說出其

感受。
把一年內拍下的相片/幻燈片映出來，讓幼兒觀看後說出感受。
造句：利用字咭砌成句子。
教師利用圖片講述有關幼稚園或小學的故事，並請幼兒看圖和把故事複述出來。
兒歌：教師選擇或自編以畢業了為題的兒歌讓幼兒唸出。
統計活動：把3－4種分組活動工作(例如：繪畫、寫字、玩恩物、家庭角等)的圖片貼在大

咭紙的邊緣，教師預備一些圖形（每一種圖形代表一種活動），把圖形派給每位幼兒讓他
們選擇最喜歡的分組活動，並將圖形紙一個一個分別排列在大咭紙上，進行製「象形」統
計圖，以便易於計算數量和比較多少。

教師把咭紙分成九個空格，並在空格內畫上圖案，然後請幼兒說出第二行右邊是甚麼？第
一行中間是甚麼？第三行左邊是甚麼？



小學教育預備班 課程改革工作小組62

教師和幼兒一同看畢業照片讓每位幼兒把自己找出來，並利用前、後、左、右的詞彙說自
己的位置。

擲豆袋：把三個紙箱排列，讓幼兒依照教師的指令把豆袋擲入其中一個紙箱內，例如：擲
入前、擲入後、擲入中間等。

平衡豆袋：
幼兒盤膝坐，豆袋放在頭頂上，起立慢慢行走至目的地，到達目的地後坐下來，整個過程
以豆袋不跌下為合。

徒手操：
教師設計一套規定動作幼兒學習與練習如：握持、拍打、單腳企/跳、蹲、彎腰、擺動、
屈伸等。

遊戲：再見小朋友
小朋友圍坐，Ａ幼兒講出Ｂ幼兒之名字，Ｂ幼兒要立即說出Ｃ幼兒的名字，再Ｂ、Ｃ幼兒
對換位置。如果對換位置時被Ａ幼兒先到達Ｂ或Ｃ幼兒的位置時，Ｂ或Ｃ其中一人便要說
再見了小朋友，然後坐回原位。教師再請另一幼兒出來繼續活動。（活動可同時分幾組幾
個圈一起進行）

拋球：
教師向橫拿起籐圈，幼兒用小球拋高穿過圈子。教師可以按幼兒的能力選擇大籐圈或小籐
圈讓幼兒拋球穿過圈子。

教師選擇配合主題的歌曲去教授，讓幼兒跟隨歌曲做動作或自創動作配合歌詞內容。
進行/靜止、速度：

(1)幼兒先聽音樂節奏的速度(快慢)及進行和停止之分別。
(2)讓幼兒跟隨音樂的節奏快慢在室內輕輕踏步，音樂停下來立即與隔鄰幼兒握手並說再

見了，小朋友，音樂再開始時，跟隨節奏再走動。
（建議：這個活動輕踏步的音樂節奏可由慢逐漸加快，或由快遂漸減慢，讓幼兒先聆
聽再用動作表達出來。）

辨別聲音遊戲：
幼兒圍圈坐，教師把各種節奏樂器放在中央，每次播放一種樂器的演奏聲音，看看哪一位
幼兒最快辨認出是哪一種樂器的聲音，然後跑到圈中把節奏樂器找出來和說出這種樂器的
名稱。

繪畫線條畫：我的老師
請幼兒把教師畫出來，寫上教師的名字，送給教師作為留念。教師把每一幅圖畫放在壁報
板上讓其他幼兒一同欣賞。

繪畫線條畫：紀念冊
教師協助幼兒把不同的色紙釘成小冊子，在封面畫上圖案，然後讓幼兒互相交換紀念冊並
在上面寫上名字、電話或畫圖留作紀念。

繪畫油畫：噴畫
利用噴水壺把各種顏色水彩噴在畫紙上，形成色彩繽紛的畫。

填色：邀請咭
教師派發印有圖案的邀請咭（咭內印上時間和日期），讓幼兒填色後拿回家中邀請父母到
校參加畢業典禮。

        例如：           邀請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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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中秋節

具體目標 內容

品
德
教
育

懂得和別人分享自己的東西。

能與他人合作，共同設計製作花燈。

懂得欣賞中國傳統文化。

分享

與別人建立關係和相處

語
文

留心聆聽和覆述故事。
積極參與談話活動。

認讀字彙並說出其意義。

能口頭作一些簡單句子，向別人介紹中秋節的意
義和活動。

清楚地唸出兒歌。

故事: 中秋節故事
說話：隨機談話：
      中秋節食品、花燈、賞月
認識字彙：月亮、月餅、中秋節
句式練習：中秋節，我們ˍˍˍ

兒歌：中秋節∗

認
識
環
境

說出中秋節的節日意義及習俗。
指出本澳慶祝中秋節的一些活動。
觀察月亮的變化

認識中國文化

自然環境

數
學

按照物件的形狀/顏色分類。
能辨別異同，並說出相同的特徵。

按兩個特徵分類：形狀/顏色

體
能

自然地走路、跑步和跳。
能平衡身體在平衡凳上步行。
遵守遊戲規則。

遊戲：提花燈賽跑

音
樂

唱出歌曲並用簡單動作配合歌曲內容。
能分辨和唱出不同的旋律。
能隨音樂的旋律做出相應的動作。
有節奏地唸出兒歌。

簡單旋律歌曲
旋律
律動
兒歌∗

體
能
與
美
感
活
動

美
勞

能控制剪刀剪出圖案。
能控制手指做簡單的摺紙。
能採用不同的顏料畫畫。

剪摺：燈籠

繪畫線條畫：中秋節食品

∗適用於多個範疇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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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建議

— 教師利用圖書向幼兒講述有關中秋節的故事，然後讓他們複述故事。

— 幼兒介紹自己帶回學校或由學校提供之有關中秋節食品。

— 鼓勵幼兒把食品和別人分享，並說出其感受。

— 花燈設計比賽。鼓勵幼兒與別人合作設計製作花燈，完成後自由發表製作花燈時的體驗和
樂趣。

— 傳聲筒：教師把一句說話「中秋節我們去看花燈」悄悄地告訴一位幼兒，然後請他轉述給
另一位幼兒。

— 介紹作品：請幼兒把由父母/教師協助製作的花燈帶回校，向其他幼兒介紹。例如：這個
花燈用盒來做的。（可以鼓勵幼兒利用廢物製作）

— 觀察、比較描述：教師利用近看和遠看月球的圖片或照片引導幼兒的想像力讓他們說出感
受。

— 在中秋節前利用圖片說明月亮的變化，請幼兒回家在中秋節前後晚上觀察月亮。在中秋節
後回校討論，分享，或分組繪製月亮變化圖。

— 以故事、圖片、地球儀、錄影帶讓幼兒知道人類登陸月球的過程及在月球上搜集標本、工
作、漫遊的情景，激發他們對科學學習的興趣及探求精神。

— 教師利用圖片讓幼兒作句式練習。

— 兒歌：教師選擇或自編以中秋節為題的兒歌讓幼兒唸出。

— 教師利用各種款式的燈籠讓幼兒進行分類練習。

— 遊戲：提花燈賽跑
幼兒分為二組，每組一人，讓幼兒聽指令後提著花燈由起點走過平衡木，跳過籐圈，再
跑步至終點。

— 唱歌：教師選擇配合主題的歌曲去教授

— 引導幼兒聆聽短句後唱出其旋律。例如：dms，rfs，sfmsd，等。

— 用圖表介紹旋律例如：用小老鼠找食物做比喻，讓幼兒能更深的體會到旋律的進行。

— 律動：請幼兒用手跟著以上旋律高低做動作，可以扮蝴蝶飛和青蛙跳來代表旋律的高低。

— 繪畫線條畫：中秋節食品
讓幼兒在畫紙上畫出自己喜愛的中秋節食品並填上顏色。

— 剪摺：燈籠
教師先預備已印上燈籠的畫紙，請幼兒在畫面上填色和把它剪出來，然後依照
虛線摺成風琴狀，讓幼兒用色紙剪出手挽和吊絮貼在燈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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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重陽節

具體目標 內容

品
德
教
育

體驗登高的樂趣。

戶外活動時保持環境清潔。
參與訂定戶外活動的安全規則。

參與校內活動

環境清潔
參與訂定規則

語
文

留心聆聽和複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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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重陽節的故事
說話：隨機談話
      重陽節、旅行經驗、旅行

用品、注意安全
認識字彙：重陽節
兒歌：登高∗

認
識
環
境

說出重陽節的節日意義。

指出重陽節一般的習俗。

認識中國文化

數
學 將數字與實物配對。 數與量的配對

體
能 能自然地向上、下爬行。

能聽指令做動作。
律動：爬

音
樂

唱出歌曲並用簡單動作配合歌曲內容。

能用動作表達出不同的旋律。

有節奏地唸出兒歌。

簡單旋律歌曲

旋律

兒歌∗

體
能
與
美
感
活
動

美
勞

能控制剪刀剪出圖案。
能運用物料在指定的範圍內黏貼。

剪貼：風箏

∗適用於多個範疇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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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建議

— 利用圖畫或圖書向幼兒講述有關重陽節的故事，然後讓他們複述故事。

— 利用圖書或圖片向幼兒講述重陽節這個節日的意義及習俗。

— 利用圖片引導幼兒自由發表過往旅行的經驗。

— 戶外活動：登高
旅行前與幼兒商定旅行地點、日期、時間及討論注意之安全事項，並分派工作，旅行後
自由發表所見所聞。

— 讓幼兒分組討論旅行時應帶備的物品和可以進行的活動。

— 帶領幼兒到校園附近公園或松山欣賞秋天的景象及天氣的變化，作實地觀察、體驗，並
採集一些樹葉、松子等標本放在自然角讓大家一同欣賞。

— 看圖圈字：在多個已認識的字彙中，找出與圖相配的，并把其圈出來。

— 兒歌：教師選擇或自編以重陽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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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數與量的配對：
把一些旅行時的用具分派給幼兒，教師發出指令。例如：教師說：“我要兩個水壺”，持
有水壺的幼兒就需要拿水壺出來。

— 律動：爬山
教師彈奏八度音階：do re mi fa so la ti do ，讓幼兒跟著每個音的升高做出爬上山
的動作，然後跟著每個音的下降，做出下山的動作。

— 唱歌：教師選擇配合主題的歌曲去教授。

— 旋律活動：用大樹樹身的不同部份來表達旋律例如（高）伸高雙手做樹葉動作，（中、平
衡音和重覆音）平伸雙手，身體直立做樹枝，（低）蹲下做樹幹動作。例如：。

                             高八度
                         4/4 dmss rrr- dmss mrm-

                             中央 C
                               drms mmm- drms fls-

                             低 8 度或 2 個 8 度
                               drms mmm- drms fls-

─剪貼：風箏
用紙（或稍厚的紙）做成風箏形狀，讓幼兒在風箏上繒畫自己喜愛的圖畫和填上顏色，提
供一條長紙讓幼兒用釘書機將長紙釘在風箏尾部做成風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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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聖誕節

具體目標 內容

品
德
教
育

說出學校慶祝聖誕節的活動。

分工合作佈置課室。

與別人分享節日的歡樂。

參與校內活動

分享

語
文

留心聆聽和複述故事。
積極參與談話活動及發表意見。

認讀字彙並說出其意義。
清楚地唸出兒歌。

故事:聖誕節的故事
說話：隨機談話
      聖誕老人、聖誕禮物
      歡度聖誕節、關懷別人
認識字彙：聖誕節
兒歌：聖誕節

認
識
環
境

說出聖誕節的起源及其意義。
說出聖誕節一般慶祝的活動。 認識宗教文化

數
學

透過物件的擺放，認識位置的上下、內外和旁側的
概念。 空間概念：位置

體
能

自然地跑步和跳。
遵守遊戲規則。

障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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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採用不同粗幼的顏色筆及顏料創作圖畫及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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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畫線條畫: 聖誕咭

填色、剪貼: 聖誕吊飾

∗適用於多個範疇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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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建議

— 利用實物，介紹聖誕節的物品，引導幼兒說出學校慶祝聖誕節的活動和情形。
— 讓幼兒自行設計聖誕裝飾物，分工合作佈置課室。
— 鼓勵幼兒說出與家人共渡聖誕節的經驗和感受。
— 引導幼兒利用廢物自製聖誕樹，以保護環境。
— 鼓勵幼兒利用廢物創作，自行設計聖誕咭或禮物，送給同學或家人，學習與別人分享節

日的歡樂及傳送愛心。
— 引發幼兒觀察聖誕節將到時市面的氣氛，並讓兒分組討論和發表他們的所見所聞及感

想。
— 教師向幼兒講述耶穌出生的聖經故事，讓他們知道聖誕節的起源及其意義。
— 教師引導幼兒與別人分享節日的歡樂及傳送愛心和關懷，關心澳門社會上或其他地方的

貧窮或生病的幼兒。鼓勵他們自創聖誕卡或美勞手工藝術品（可以利用廢物創作）送給
那些需要愛心、關懷的兒童。

— 猜猜看：教師說出有關聖誕節的物品之特徵，讓幼兒猜出答案。
— 說故事：教師準備有關聖誕節的故事圖片，讓幼兒看圖講述故事。
— 兒歌：教師選擇或自編以聖誕節為題的兒歌讓幼兒唸出。
— 位置遊戲：

教師把一件聖誕禮物放在課室某一個位置，然後說出三個提示，讓幼兒猜猜它是放在哪
裏。例如：它是在聖誕樹的旁側，它是在椅子的下面，它是在一個紙箱裏面，猜中後把
聖誕禮物指示來，看看它的位置是否和提示配合。

— 障礙賽：
(1) 幼兒分為兩組，每組 4－6 人
(2) 教師把聖誕禮物放在指定的地點
(3) 幼兒需要跳過籐圈，跑到指定的地點把禮物帶回起點
(4) 幼兒玩的次數不限（每位幼兒拿了禮物後排回隊伍的最後位置），但每次只可拿取一份禮

物
(5) 在哨子一響之後，所有活動需要停止，教師數數哪一組幼兒獲得最多禮物
— 唱歌：教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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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繪畫線條畫：聖誕咭：
教師展示聖誕樹的形態，在白板上示範，幼兒繪畫後填色或洒上金粉，使氣氛更熱鬧，教
師可指導在咭內寫上簡單的祝賀字句。

— 填色、剪貼：聖誕吊飾
教師把印有聖誕飾物圖案的畫紙讓幼兒填色，然後把它剪出來，貼在硬咭做成的圖形上

   例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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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農曆新年

具體目標 內容

品
德
教
育

說出觀看煙花的經驗和感受。

能控制自己的聲量。

能在活動中減低噪音，避免影響他人。

分享

尊重別人

語
文

聆聽後能排出故事程序和複述故事。
說出自己的經驗及見聞。

認讀字彙並說出其意義。
能以節日特色、口頭造句。
清楚地唸出兒歌。

程序畫:農曆新年的故事
說話：隨機談話
      農曆新年慶祝活動、傳

統習俗、拜年時的禮貌
及祝賀語

認識字彙：新年
句式練習:新年到ˍˍˍ
兒歌∗

認
識
環
境

說出農曆新年的傳統習俗及其意義。
說出澳門農曆新年一般慶祝的活動 認識中國文化

數
學

懂得運用錢幣購買東西。 複習澳門各種硬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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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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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採用不同的顏料創作畫畫。
能控制剪刀剪出圖形。
能運用物料在指定的範圍內進行黏貼。

繪畫線條畫：鞭炮
剪貼：利是封

∗適用於多個範疇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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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建議

— 利用剪報、照片或幻燈片介紹新年放煙花的情況，讓幼兒分享及說出觀看煙花的經驗和感
受。

— 引導幼兒明白在享受節日歡樂時，應避免影響他人。
— 與幼兒討論享受視聽娛樂時，應注意之事項。例如：減低電視和收音機發出的噪音。
— 賀年遊戲：“舞獅”。引導幼兒知道在進行賀年活動時，應顧及別人感受，並盡量減低活動

時的噪音和控制自己的聲量。於遊戲活動結束後，共同討論減低噪音的方法。
— 教師利用賀年咭、有關澳門新年景象的錄影帶、照片等，讓幼兒發表新年的見聞，並講

述過年時，自己家裏常準備的東西。
— 教師利用程序畫講述有關農曆新年的故事，然後讓幼兒排列圖畫次序和複述故事。
— 模擬遊戲：拜年

引發幼兒說話及想象能力，學習拜年時，主客的禮貌及祝賀語
— 與幼兒討論利是的用途和新年計劃。
— 認識農曆新年的中國傳統習俗及能講出節日的意義。例如：燒炮竹、擺放年花、利是、

吃團年飯等。
— 句式練習：

教師利用圖片讓幼兒輪流說出有關新年做的事項，例如：新年到去拜年、新年到穿新衣。
— 寫揮春：教師把紅紙剪成一般揮春大小，讓幼兒用毛筆及墨在紅紙上寫上一些簡單的賀

年句語。
— 兒歌：教師選擇或自編以農曆新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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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師把一些物品寫上價錢，讓幼兒利用錢幣（教師用咭紙或籌碼製成的）玩辦年貨的遊

戲。
   例如：

                 糖果                花生           餅乾
                 八元                五元           十元

— 律動：舞獅活動
教師自製或購買獅頭，每次邀請兩位幼兒負責舞獅頭和舞獅尾，另外請其他幼兒負責敲
打大鼓、小鼓、鈸等作伴奏。

— 樂器：伴奏歌曲
讓幼兒利用大鼓、小鼓、鈸為新年歌曲伴奏，例如：第一、二節敲打大鼓，第三、四節
打大鼓等。

— 剪貼：利是封
教師示範用紅紙做利是封，用金紙剪一對大桔、綠紙剪成兩片葉，貼在利是封上

— 繪畫線條畫：鞭炮
畫前讓幼兒觀察實物，也可觀察放鞭炮的圖片。教師引導幼兒畫一條長的直線，再在線
的兩邊用短的斜線畫成鞭炮，要盡量畫得密些，多畫兩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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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清明節/復活節

具體目標 內容

品
德
教
育

清明節掃墓時保持環境清潔。

說出學校慶祝復活節的活動。

環境清潔

參與校內活動

語
文

留心聆聽。
積極參與談話活動和說出自己的意見。

認讀字彙並說出其意義。
清楚地唸出兒歌。

故事: 復活節故事
說話：隨機談話
      復活蛋、慶祝復活節的

活動掃墓、保持環境清
潔

認識字彙：清明節/復活節
兒歌：復活節∗

認
識
環
境

說出清明節這個節日的意義和習俗。

說出復活節這個節日的起原及其意義。

認識中、西文化

數
學

說出在不同大小、位置和顏色的物件中，在不同情
況下其數量是不變。

一樣多

體
能

自然地跑步、跳和鑽爬。
遵守遊戲規則。

障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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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控制剪刀剪出圖案。

適當地運用膠水去進行黏貼。

剪貼：復活蛋

∗適用於多個範疇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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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建議

— 認識復活節與清明節是春天的節日之一。
— 利用有關清明節的圖書或照片讓幼兒認識這個節日的意義與習俗，並鼓勵他們看圖描述

說出對清明節的見聞、感受。
— 讓幼兒注意做到保護環境清潔。例如在清明節掃墓時如何避免污染或破壞大自然的環境

（即廢物，及燃燒香燭的處置法等）。
－傳音活動：每組約五人，教師分別輕聲向兩組第一位幼兒說出蛋的位置，每組各自把話逐

一傳給一下位幼兒，由最後的一位幼兒把蛋找出來。
— 教師向幼兒講述有關耶穌復活的聖經故事，讓他們認識這個節日的起源和意義。
— 兒歌：教師選擇或自編以復活節/清明節為題的兒歌讓幼兒唸出。
— 教師利用不同大小、顏色的復活蛋圖咭，讓幼兒複習在不同大小、位置和顏色的物件中，

在不同情況下其數量是不變。
                  同數異長                                異數等長

        

    
    

       同數異位

— 障礙賽找復活蛋
讓幼兒走過平衡木，鑽爬檯子，跳過障外物和跳入籐圈中找尋復活蛋，再按原來程序跑步
回原來出發點。

— 唱歌：教導幼兒唱出復活節/清明節歌曲。(由於復活節和清明節的日期非常接近，因此教
師可以按實際情況，去選擇教授復活節和清明節的歌曲或兒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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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歌，然後一同唱出來。
— 教師發給每位幼兒印有花籃圖案的畫紙，請他們把花籃剪下來，然後指導幼兒在不同顏色

的色紙上，剪出雞蛋形狀的圖案貼在花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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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端午節

具體目標 內容

品
德
教
育

能與別人分享。 分享

語
文

留心聆聽並覆述出來。
積極參與談話活動及發表意見。

認讀字彙並說出其意義。
清楚地唸出兒歌。

故事: 端午節
說話：隨機談話
      賽龍舟、粽子
認識字彙：端午節、龍舟
兒歌：端午節∗

認
識
環
境

說出端午節的習俗及其節日意義。 認識中國文化

數
學

比較快、慢的速度。 時間概念：快、慢

體
能 能跟著鼓聲的節奏做動作。 律動：划龍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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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用不同的材料在指定範圍內填色。 填色：划龍船

∗適用於多個範疇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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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建議

— 利用澳門端午節活動的錄影帶、照片，讓幼兒發表對端午節的見聞。

— 教師以圖畫配合講述有關端午節的故事，並讓幼兒複述故事。

— 欣賞：端午節龍舟競渡的照片、錄影帶。

— 看圖描述：粽子、龍舟照片或圖片，並透過圖片說出端午節的習俗及其節日意義。

— 教師向幼兒介紹各種不同種類的粽子，然後和幼兒一起分享，談論粽子的味道。

— 兒歌：教師選擇或自編以端午節為題的兒歌讓幼兒唸出。

— 教師選擇配合主題的歌曲去教授。

— 利用划龍船比賽讓幼兒比較快、慢的速度。

— 律動：划龍船

教師要求幼兒跟著鼓聲的節奏划船，例如：用手作划龍船動作，移動時雙腳要蹲下，邊

移動邊手作划龍船狀。

— 把幼兒分為高音（雙鈴、三角等）或低音（鼓、沙槌）樂器組，輪流敲擊，例如：第一、

二節用高音樂器敲擊，第三、四節用低音樂器敲擊。

— 填色：划龍船

教師準備好印上划龍船的圖畫，引導幼兒填色及作漆畫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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