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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序言

本課程大綱按照七月十八日第 38/94/M 號法令所訂定的幼兒教育及小學教
育預備班課程發展之指導方針，配合「澳門教育制度」法律訂定的教育目標，
以促進學生在體能、智力、美勞、社會和道德各方面和諧發展。

根據幼兒教育和小學教育預備班之課程計劃，大綱學習範疇分為品德教育、
語文、識數、認識環境、體能和表達美感之活動。雖然大綱內容是按以上範
疇編訂，但施教過程中採用的是綜合教學模式。這樣安排可使大綱系統化，
同時也使教師對各科課程內容有更明確的認識。

幼兒教育及小學教育預備班所涵蓋的年齡由三至五歲，正屬於人類智慧發展
的「準備運思期」階段。大綱因應幼兒的特徵和需要，使他們透過自己的生
活經驗、感官、實驗、觀察去學習，從而啟發幼兒的智慧、增強思考、聯想、
推理、辨別的能力。智慧發展的「準備運思期」有一重要特徵，那便是「表
象機能」的發展，而這種機能的發展有賴想像、模仿、語言、圖畫和遊戲，
這對後期的智慧發展影響極為重要。

根據「澳門教育制度」法律，基礎教育是由小學教育預備班開始，可是有些
幼兒在幼兒教育第二年或小學教育預備班才入學。因此把三個年級，包括幼
兒育第一、二年和小學教育預備班結合在一個大綱內。為了確保在不同年級
入學的幼兒都能達到大綱內容所設定的總目標，教師在不同年級的取材及活
動設計方面都應注意有深淺之別，即採用螺旋式的安排。

本大綱以幼兒為中心，配合他們整體的發展需要，根據他們的興趣和能力訂
定教學目標和選取教學內容，提供適當的教學方法與評核方式。教師採用這
份大綱時，應根據學校的學年計劃，幼兒的年齡、心理發展靈活安排其工作，
並重組大綱的建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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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總目標

知識
(1) 認識中國語文的基本知識，包括字的形和音。
(2) 認識及掌握正確的書寫方法。
(3) 認識數學的基本概念。
(4) 發展對社會、自然環境及環保的認識。
(5) 發展對倫理道德觀念的意識。

技能
(1) 發展母語的運用能力，特別在理解及口語的表達能力方面。
(2) 促進智力和體能的發展。
(3) 發展創作、幻想、觀察、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4) 發展美感與藝術的感知能力。

態度
(1) 培養關心與尊重環境的態度。
(2) 培養關心社會的態度。
(3) 養成注重公共衛生的良好態度。
(4) 養成注重個人衛生及保健的良好習慣。
(5) 培養自理與組織的習慣。
(6) 養成與人溝通、合作的良好態度。
(7) 啟發探索精神。
(8) 促進情緒及情感的平衡。
(9) 開始建立自己的價值觀。
(10) 發展兒童對本土文化以及多元文化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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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學法指引

目前大部份幼稚園的課程安排，往往偏重認知及記憶的訓練，而忽略了情意

及動作技能領域上的教育。課程大綱所用的教學方法是活動教學法，它兼顧

認知、情意以及動作技能。

活動教學法的原則最終就是希望讓幼兒主動去參與（活動或思想）建立預期

的表現態度。要注意幼兒透過活動將接受到或探索到的訊息，配合自己的學

習動機和已往的經驗去建立自己的知識。

教師的職責是建立一個親切的豐富的學習環境，使幼兒能透遊戲從活動中學

習，喚起自己的思考、主動參與精神和學習興趣。

活動教學法的重點

l 注重幼兒個別的差異－教師應配合每個幼兒學習的節奏，根據他們的需

要和能力，有彈性地去提供不同的活動，激發他們對學習的愛好和興趣。

在每天的教學計劃中，教師應適當安排一些小組活動，以便能觀察每個

幼兒的表現，給予適當的引導。

l 以幼兒的興趣為出發點－組織一些幼兒感興趣的遊戲活動，引發他們參

與活動的興趣和學習的動機。學習動機又聯繫著他們心理、生理和情緒

上的需要。基於這年齡階段的幼兒特徵，大綱建議採用「發展教學法」」

和「主題教學法」發展幼兒的思維能力，增加他們對學習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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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教育環境的安排－空間條件和活動時間的安排對於教育的成效產生重要

的作用，這對於幼兒的身心健康有益，亦能培養他們良好的興趣和態度。

如果可以的話，課室的佈置應該注意有三種互相運用的空間:

 小組活動空間－通常把桌子互相組合以便能讓數組幼兒同時在同一

空間進行美勞活動、恩物活動（配對遊戲，接龍）等。

 集體活動空間－是一種集體活動的空間（此空間根據面積和地面情

況而安排，通常是舖設地毯），在這裏幼兒可以自行或與同伴進行，

砌積木或創作等遊戲：亦可進行體能、音樂或教學活動，如聆聽和

說故事、談話和觀察活動。

 憩息空間－像成人一樣，幼兒有時需要有自己的空間，獨自集中精

中或鬆弛休息。因此，提供一個舒適能使幼兒感到安全的空間是很

重要的。興趣角的安排（數學角、自然角、家庭角、圖書角等）提

供幼兒自主地進行活動的小場所，滿足不同年齡幼兒不同的需要。

幼兒的活動應注意動態與靜態的、引導與自主交替進行。時間允許的話，還

可以安排出時間由幼兒自己籌劃活動。幼稚園常規活動和時間分配時還應保

持固定的模式，以便建立起幼兒的時間順序觀念。

教育環境的安排、與其他教育工作者和家長的聯繫都有助於課程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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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範疇內容

大網建議採納綜合教學模式施教，統整教學內容，好讓幼兒能更有效地聯繫

舊知，獲得新的知識。

大綱以幼兒的興趣為前提，重視生活教育，使他們從活動中獲得經驗並進行

學習。

課程內容分為品德教育、語文、認識環境、數學、體能和美感之活動五個範

疇；教師應根據學校的教育計劃，圍繞主題去安排各學習範疇內容。

例如：

教學活動

主題／教育計劃
個人活動 團體活動 校內活動 其他

… .. l 探素用具

l 探素空間

l

l 聆聽

l 溝通

l

l … 會

l … 節日

l

… ..

… ..

主題： ___________

教學活動

範疇
個人活動 團體活動 校內活動 其他

品德教育

語文

認識環境

數學

體能和美感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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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品德教育

這個範疇具獨有的特色，因為範疇的內容或者是學生需要學習的，但卻並不
是透過特別的活動而獲得，本範疇課程內容主要是透過學習環境、學校人際

的關係，溝通與行動，即學校生活的體驗，使幼兒逐漸建立美感、倫理和道
德的觀念。
在這過程中，教師要擔任一個重要的角色，扮演一個表現倫理道德正確的模
範，對幼兒採取開放的態度，給予他們發表意見的自由，增進師生間的相互
瞭解和信任，提供一個正面的影響。

目標

 透過與成人或其他幼兒所建立的關係和在自己的文化背景下所學習被接
受及允許的行為模式發展合群能力

 發展自信心，自我控制的能力，毅力和承受挫折
 掌握規範道德模式去發展道德行為意識
 在良好的學習環境中發展安全感
 培養良好的自理能力和工作習慣和人際關係
 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內容

1. 環境教育保護
1.1愛護生物
1.2節約大自然的資源
1.3環境清潔

2. 健康、衛生、預防意外教育
2.1注意清潔
2.2飲食衛生及預防疾病
2.3交通安全
2.4家居安全
2.5防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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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庭教育
3.1尊敬長輩
3.2相親相愛

4. 公民教育
4.1參與學校活動 (或社團活動)
4.2 投票活動
4.3參與訂定規則
4.4輪流擔任的工作(如灌溉植物，派發材料等)
4.5 與別人建立關係和相處
4.6禮貌

5. 倫理道德
5.1分享、團結、尊重別人、毅力、勇氣、… 等

教學法指引

學習這個範疇首要具備的條件就是養成良好的習慣，因為習慣就是表現某種
行為的態度。當習慣養成了，幼兒就不會輕易忘記。所以在學校的一些活動
應幫助幼兒去建立這種習慣，如:
 活動技能: 小肌肉活動，身體協調活動如：穿衣，穿鞋等等方面的自理

能力。
 智力活動: 理解力、思考力、分析力、聯想力。
 道德方面:有責任感、有毅力、有合作精神、與人和諧共處及樂於助人。

此外，遊戲與聽講故事在這範疇同樣是重要的教學方法:
遊戲是幼兒自發活動的一部分，亦是一種重要的學習手段。透過遊戲，幼兒
不單可以發展智力，還可以理解現實生活情況，學會自理和懂得怎樣去做。



9

遊戲有助社群發展，在聯想的遊戲中，當幼兒模仿或選擇成人世界的時候，
會表現出他們生活的行為和對社會的價值觀。

透過遊戲，幼兒學習去創造新事物，遵守遊戲規則，當他們在扮演遊戲中某
種角色的時候，他們學著怎樣盡到一個做公民的責任和享受其權利。

聽講故事是幼兒最喜歡參與的活動，成了他們的幻想世界裏佔了重要的一部
份。透過聽講故事，幼兒會試著了解，並領悟不同人物的文化背景和心境感
受，因為，故事不僅是文化重要的遺產，也反映了不同文化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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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語文

剛剛進入幼稚園的幼兒已經懂得使用在家中學習到的語言，這種語言不單是
帶有意思（現實世界的表象）而且還可以表達他們的情緒。幼兒透過語言表
達他們的感受，思想，情緒，意願，提出問題並與外界互相聯繫。在幼稚園
裏延續溝通的情意特性是很重要的，因為這種特性是可以促進幼兒語言的發
展。幼兒不單需要聆聽別人的說話還需要別人來聆聽他的說話。

若發現幼兒對於語文的學習有困難的話，那麼他在其他方面的學習亦難以取
得理想的成績。
語文是傳播和形成知識的重要工具，在不同的學習範疇裏是必須的，因此亦
成為了學業成功的推動因素。
語文的學習範疇「聽」、「說」、「讀」、「寫」都應綜合在一起，並從幼兒的興
趣及本身自然及自發的溝通需要出發。

目標

 培養良好的溝通能力。
 培養幼兒閱讀興趣。
 發展口語的理解和表達能力。
 用不同的方式去表達已聽過的內容。
 啟發對文字表達的興趣。
 發展初步閱讀和書寫能力。

內容

1. 聽
1.1.辨別聲音：幼兒知道聲音高低和大小的改變，能辨別環境不同的聲

音，和辨別人們說話的聲音(語氣和聲調的變化)。

1.2.有目的的聽：幼兒理解和跟隨指示並予以反應。

1.3.欣賞：幼兒聽音樂、兒歌、和故事時、覺得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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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說
2.1.談話

2.1.1.說話：表達思想、意願、感受、情緒，發表意見，同時還要
養成尊重與接納別人意見的情操。

2.1.2 問答：組織發問的問題；回答問題。
2.1.3.描述：描述圖畫、相片、地方等。
2.1.4.報導：幼兒就自己的見聞，用語言有組織有系統地報告出

來。
2.1.5.句式練習：讓幼兒接觸書面語的表達方式。

2.2.敘述故事或事情
2.2.1.透過圖片：利用圖片或程序畫的次序去說故事。
2.2.2.複述：複述已聽過的故事。
2.2.3.創作故事：讓幼兒為故事結尾；自創故事；與其他幼兒一起

創作故事。

2.3.歌謠
2.3.1.兒歌
2.3.2.謎語
2.3.3.急口令

3. 讀
3.1.認識字彙和標誌(課室、活動室門口或學校內部的佈置，幼兒的作

品等)。
3.2.閱讀圖書，幼兒理解書中圖畫和文字的意義。

4. 寫
4.1.創作符號和標誌圖案
4.2.線條練習

4.3.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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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法指引

幼兒與外界環境的互動建立有關語言的結構，從使用語言的情境學習語言。

教師的角色和態度對於幼兒的語言發展有決定性影響。「此階段的幼兒處於

一個容易接納新事物的階段；他的意識會完全依賴教師所給予的意見、態度

和知識，幼兒不知不覺地追隨著教帥並會以成人借鏡去建立自己的習慣」

(Gomez,1990)

這樣，成人是有必要作為幼兒的正面模樣：以正確和緩和的語句表達，耐心

地聽幼兒的發問、解釋和談話，以劃一方式對待他們並稱讚其的正面成果，

即使這些成果表面看來沒有意義。

教學法建議教師以綜合教學模式統整以下教學範疇:

聽－幼稚園的日常生活如:唱歌，聽故事，體能活動，聽指令是接觸口語重

要時機；談話時讓幼兒理解其他人也想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是重要

的，使他們等候自己發表的時候，聆聽能力跟專注力的逐漸培養有密

切的關係。

說－教師與幼兒的溝通是重要的；使他們感到教師是希望和珍惜與他們交談

並採用談話的聲調，聆聽幼兒的說話，回答他們的提問，講及他們有

興趣的事情；教師應該讓幼兒回答自己的問題，及讓幼兒互相交談，

如有需要教師可用完整的句子去複述幼兒的說話，這樣有助幼兒互相

傳遞訊息；此外，角色扮演亦是促進幼兒表達意願的一種很重要的手

段。

讀－教師應透過課室的佈置或圖書閣的閱讀材料提供幼兒接觸書面語的機

會，讓幼兒參考閱讀或與其他幼兒共同閱讀，讓他們講述熟悉的故事，



13

有助提高幼兒閱讀的興趣。配對遊戲（如：接龍）拼詞或拼句的遊戲

都是幼兒所喜愛的，也有助提高幼兒語文運用和閱讀能力。

寫－書寫是包括幾方面的過程，如線條 (需要掌握小肌肉發展能力，這種能

力是使動作能夠配合意向)，抄寫(複習)，尤其是書寫有溝通目的的文

字。因此亂塗，畫畫，穿珠，玩積木等對幼兒寫字技巧的鍛練都是有

效的方法。教師亦都意識到幼兒不應該只把寫字當作是一種書寫練

習，還應啟發幼兒懂得運用符號或已學過的文字和別人溝通。至於寫

字方面，教師應視乎幼兒的能力和興趣去適當安排，避免這項活動帶

給幼兒很大的壓力，使他們失去寫字的興趣，妨礙小肌肉發展。此過

程必須讓幼兒的家人了解及得到他們的協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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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認識環境

眾所周知，此階段的幼兒對世界的事物不斷產生好奇心並提出疑問就是這個
年齡幼兒的特徵。對於他們來說，日常的生活環境是可以去探索的現實。
在真正的教育環境中，應存在一個對話空間，讓幼兒談及關於對他有價值和
重要的事情：

l 發現時間與人的生活的關係－幼兒知道是有過去和將來，並會選擇自己
的志願（例如：當我長大了）；

l 對事物的來源、生命的存在和自然現象存有好奇心－對美、安靜和公正
都表現出感知能力。

幼兒對於世界的理解是透過與周圍環境的互相聯繫影響產生的－社會與自
然。
他們不斷提出的問題會給予我們有關他們的想法，而幼兒的現實和幻想的兩
個世界，是互相建立及提供對事物較為令人滿意的答案，而且這兩個世界是
不會排斥的。
幼兒透過對比的方式領會現實，而且富有情感（好/壞、美/醜、害怕/安全）；
這此在幼兒思維的概念，可運用在幻想與現實世界的事物或與這些事物互相
影響，而有助他們去理解這兩個世界。（Egan ,1988）。從這方向過渡其他理
解的方式是透過幼兒不斷的把這個過程調整而建立的。

總括來說:
l 幼兒透過個人的方式將先前的想像去建立他的知識－〝運用我們已擁有

的知識去理解要學習的新事物〞；
l 透過學習語言時給予新的概念名稱，可以擴展和加強知識;
l 想像的能力是人類建立科學的假設或理論的重要能力

教師的工作，應該視幼兒為會探索、反覆思想及組織邏輯和變幻世界的談話
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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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l 啟發對自然與社會之間的認識
l 培養良好的個人衛生和保持環境清潔的習慣
l 認識組成自然環境的基本原素 ( 動物、植物、河流、山脈、天氣等)
l 認識組成社會環境的原素
l 啟發愛護大自然的態度
l 能採用簡單的方式收集資料 ( 相片、圖書、發問、假設 )

1. 社會環境
1.1.認識自己

1.1.1.識別  姓名、年齡、性別；
                愛好和偏好
                區別自己的東西
1.1.2.自己的身體  身體各部份的名稱及用途

　 1.2. 家庭
　　　 1.2.1.家庭  家庭組織的成員;

                  其他家庭成員的稱謂
       1.2.2.家居  家居設備、家居安全、住所區域

      1.3.學校
       1.3.1.名稱  學校的名稱、教師及同學的稱呼;
       1.3.2.運作  常規活動、學校的設施、環境

          參與收拾和愛護學校物料的工作

社會環境

家庭 學校幼兒

其他社會機構

澳門的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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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 動物

植物

地球
生命的世界

繁殖

1.4.社會事業機構   職業
服務機構
交通工具

1.5.認識本地文化

地球是宇宙的一部份，生命在一些條件和資源下生存，我們要保護這些條件
和資源。

2. 自然環境
2.1. 季節變化 – 氣候變化與生物界之關係
2.2. 生物環境(水中的、陸地的、空中的)

2.2.1.環境對生態的影響
2.2.2.生物的繁殖

2.3. 維持生命的要素
2.3.1. 食物對維持生命的重要性
2.3.2. 水、空氣、土壤 – 維持生命的成份
2.3.3. 能源 1（顯示的形式）

1例如：光、電、熱能、電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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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法指引

幼兒對於周圍環境的好奇心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可以幫助及推動教師的工
作。此階段的幼兒在有鼓勵性的教育環境中，可以主動地去觀察，從而發現、
探索、試驗和學習。

需要注意的是我們不可走向極端，視幼兒為一個知識貯存庫，把自認為最重
要物件也放進去，但是也不要走向另一端，讓幼兒只是依附他們具體的經驗
去學習。

幼兒的知識是通過本身經驗及具體的實況而獲得的。因此，如戶外活動、觀
察、談話和討論、角色扮演等是十分有意義的活動。
這個範疇貫穿本大綱的其他範疇，並且與某些學習有互相推動的作用。社會
及自然環境的劃分不單只是基於要有系統安排內容的需要，但應該透過活動
去綜合安排。
教師需要採取開放的態度去面對幼兒理解世界的方式，因為這對於教師的教
學過程有以下的影響：
l 經驗是超乎感官的實驗
l 除了具體的現實物質環境還有別的出發點
l 要遵守教材排列的原則，應由近處至遠處
l 在建立知識上，想像力擔當了重要的角色
l 探索幼兒的〝剖白〞配合他們初步邏輯的組織和適應複雜世界的方式，

以配合他們智力和情感的發展。

在適當的教學活動配合下，幼兒會積極去揭開現實生活的神秘感。教師應該
找尋和運用嶄新的資料，既有助提升自己又可去解釋幼兒提出的問題。當幼
兒提出了難題，教師無須即時回答，但可以告訴幼兒當找到資料後會第一時
間告訴他們。透過坦誠的方式，成人可以為幼兒証明學習是需要不斷去探索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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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數學

數學是以體積的比較及量度為研究對象。數學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有密切關
係。
數學教育由很早開始透過幼兒與周圍環境自發的經驗，去探索邏輯和數學。
幼稚園擔任的角色能幫助他們這種探索精神，使他們的思想不斷前進，透過
偶然或是成人安排的情況下建立初步數學概念。
當幼兒對一件已發生的事情進行思考時，可以說是一種數學探索情況，而將
自己所做過的行為表達出來，提問與成人及同學的討論是很重要，因為這樣
會促使他們採用更準確的詞彙。除此之外，一些詞彙的使用同時是帶有數學
概念如：空間的位置的關係（在上/在下），時間的關係（恆久/短暫）．．．
等等。
學前時期的幼兒最重要的發展方面就是對於世界的認知是透過不同方式的
表象能力。這就是非口語的表達或者是表象功能，好像圖畫、角色扮演等等，
這些非口語的表達或表象的表達和語言是不同，因為它跟所表達的東西都很
近似，因此透過表象方式去辨認物件，事情，經驗是很重要的。「演譯這些
表象的經驗提供幼兒將來需要演譯更抽象的表象基礎－文字和數字。」
在這個幼兒教育階段，不一定把數學視為一些必定學習的知識，（學習數和
計數的定律和規則），可視其為一種可以及應與其他學習範疇同時去解決日
常問題的一種手段。
對幼兒來說，對解決問題應該看作是一種挑戰。解決問題的過程可以觀察到
他們的智力，創作力和判斷能力。問題太難使他們會有挫敗感，問題太容易
又失去了解決問題的意義。

目標

l 發展數學的基本概念
l 發展感官，記憶，推理，想像和觀察能力
l 發展運用數學的基本知識去解決問題的能力
l 發展探索精神，毅力，良好的學習習慣和愛好學習數學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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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1. 集合概念
1.1.集合與物件的關係
1.1.1.按一個或兩個特徵﹙顏色、大小、形狀、厚薄等﹚把物件分類
1.1.2.一一對應﹙比較兩組物件的多少及一樣多﹚
1.1.3.按物件的外部特徵和量的差異﹙由大至小、長至短、高至矮的正

排列和逆排列﹚進行十以內的物件排列
2. 數的概念

2.1.序數
2.1.1. 次序 (將物件排成一行、穿珠)
2.1.2. 接數
2.1.3. 倒數
2.1.4. 二的一數和相鄰數
2.1.5. 表象 10以內的數字

2.2.基數
2.2.1. 「一個」和「許多」
2.2.2. 在不同大小、位置、顏色和形狀的物件中，以及一一對應

的不同情況下認識「一樣多」
2.2.3. 數數 10以內的物件
2.2.4. 10以內的數與量的配對
2.2.5. 資料統計
2.2.6. 10以內的加減

3. 空間概念
3.1.位置﹙上下、前後、中間、內外、高低、旁側、左右﹚
3.2.方向﹙向上、向下、向前、向後、向內、向外、從高向低、從低向

高﹚
3.3.距離﹙遠近﹚
3.4.認識和配合圖形﹙拼圖、迷宮、有方向的線條﹚

3.4.1.不同的圖形名稱(正方形、三角形、圓形、長方形、菱形、
梯形)

3.5.不同的量度方法﹙長短、高矮、寬窄、粗幼﹚
3.5.1. 在不同位置的擺放物件，從不同的顏色、質料和大小的物件

認識長短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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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可以數﹙豆、鈕、玩具等﹚和不可以數的﹙液體、沙、麵粉等﹚
3.6.1. 在不同容器的情況下認識容量的概念﹙透過不同容器比較

相等的容量─學習量的守恒﹚
3.7.比較物件的輕重

3.7.1. 在不同大小和數量的物件的情況下認識輕重的概念
3.7.2. 探索不同量度輕重的方法

4. 時間概念
4.1.認識事物的順序性﹙常規活動、日/夜、早/午/晚、昨天/今天/明天﹚
4.2.時間的分段﹙循環性﹚
4.3.比較速度的快慢
4.4.認識和使用一些測量時間的工具(日曆、拍子機、漏斗、時鐘等)
4.5.認識一個星期內有七天及每天的名稱
4.6.表象及設立空間與時間的關係(例如：連環圖、烹飪方法)

5. 錢幣
5.1.認識澳門各種硬幣和 10元紙幣

教學法指引

教師不應只把數學視為一組要掌握的知識，而是要把它與其他範疇視為解決
日常生活問題的工具，教師有責任帶領班中的幼兒感覺到將數學視為一種表
達和溝通的方法，這種方法可以利用在發展、探索其他事物，然後再傳達給
其他人。
數學經驗是透過每件事物的整體性而獲得的，同時要配合幼兒的興趣以他們
的生活環境為依歸。遊戲是幼兒最佳的活動，因此教師應該以遊戲為出發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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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和主動地去探索配合這些年齡幼兒的特質，因為這些幼兒很喜歡去探索
空間和物件。這樣，成人應該尊重幼兒的意願，理解這是幼兒學習最重要的
方式之一。成人應提供一些啟發幼兒能夠積極和主動去探索的物件（不同的
興趣角/不同的活動空間），並提供幼兒機會與時間去探索物件，幼兒透過直
觀經驗而獲得的知識是比透過教師傳授達的知識更加長久。

利用直觀去探索和發現事物互相之間的關係，透過玩具，幼兒可互相收集和
交換有關物件之間的關係及交換如何操作這些集合物件的資料的經驗。在這
過程中幼兒會組織自己的認知世界。有許多物件的關係對成人來說是很簡單
的（大/小、上/下、輕/重），但對於幼兒來說則不是，因為他們還在探索這
些關係的過程中。這些發現是理解數學、邏輯、空間與時間的基礎。有時候，
為了急於協助幼兒做得「好」和「正確」，成人會給予幼兒答案，但是這樣
會妨礙了他們自己去尋找答案及進行有效的學習。

我們提供幼兒不同的材料是讓他們有更多操作、改變和配合物件的機會，使
他們可運用新的方式去使用這些材料。這樣他們會學習到物件之間、行為之
間和事情之間的因果關係。教師是應該盡量鼓勵幼兒用不同的方法解決同一
問題。

很多體能活動都可提供與數學有密切關係的思考機會，如：與空間及時間有
關的。在遊戲時，幼兒應該有機會去探索和描述以下的事情：
l 物件或身體的不同位置，如透過競技比賽、障礙賽、大風吹等遊戲，將

物件或玩具放在不同的位置；
l 不同的方向及距離（透過有輪的玩具、洋娃娃、動物造型的玩具、生物、

會滴落的物件如：滴水的水喉）；
l 加速、停止和重複。

教師應盡量使用特有的詞語與幼兒談話。
雖然我們提及遊戲是有利於數學學習的活動，但教師也應利用其他同樣重要
的活動與幼兒作數學如：音樂、烹飪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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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表達美感之活動

體育

體能是幼兒自然活動的一部份，通過體能活動，幼兒可以認識自己，認識圍
的環境並建立與這環境之間的關係。
幼兒在初期會喜歡探索他的身體各部位可以用作做些甚麼，運用自己的身體
各部位去創造不同的動作，評估和肯定自己的能力。於是，幼兒會常常面臨
新的挑戰，在不斷戰勝挑戰的同時，他會漸漸進步和改善自己。

幼兒的想像能力，無論是發掘新的構思或是表達他們的幻想，是通過他的身
體各部位及現實生活現象表達自己的語言能力、動作表達能力和思維理解能
力。

因此，我們可以把體能活動分為以下兩種：
l 富有表達力的體能

透過循序漸進的動作去得到更為有效的進展。而且這個活動也可以透
過舞蹈、角色扮演、默劇等等更具體的表達出來。

l 有目的的體能
透過遊戲方式，如：體能和遊戲去滿足幼兒的需要。

總括來說，體能活動是發掘自身以及與其息息相關的現實生活的知識和經驗
的途徑，如：

l 幼兒是愉快的而且是自發的活動
l 為了體現自己的目的的活動

成人安排教育性的活動，有利實行有目的的活動，如:
l 透過幼兒自發性的去安排活動
l 讓幼兒去面對某一種現實狀況──教育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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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體能配合教育實踐情況下，應該注意這個年齡階段的幼兒的特徵和以下四個
的目標:

l 生理活動方面
－發展幼兒呼吸系統的功能，強化腹腔肌力，培養正確的姿勢
－發展幼兒感官活動與大小肌肉活動的能力，如：反應，活動的速度，
大小肌肉的協調、敏捷、平衡、輕巧、操作和彈性等能力。

l 認知方面
發展認知能力，改善幼兒活動時所表達的能力，在遊戲裏建立和掌握
一些簡易的規則

l 情感方面
建立幼兒的自信心，自理能力，滿足在表達美感活動，創作力，和遊
戲式活動的需要。

l 人際關係方面
建立幼兒的合作精神、發展溝通能力、主動性、領導能力、懂得遵守
規則、尊重別人，接受成功的喜悅和失敗的挫折，從以改善自己。

內容

教育活動的實踐從以下兩點：

1.目標活動
1.1.行走與平衡（走、跑、跳、鑽爬、攀登）
1.2.徒手操與輕器械操（採用或採用小型用具操作）
1.3.遊戲
    1.3.1模擬遊戲
    1.3.2個人活動遊戲
　　1.3.3小組遊戲
　　1.3.4障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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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表達活動
   2.1富有表現力的韻律活動（如：舞蹈）
   2.2在現實中或幻想裏的角色扮演活動

教學法指引

教師可以設計一些獨立的體能活動或把它與其他範疇的活動結合在一起
（如：在音樂教學上，故事的角色扮演裏）。無論是哪種情況，教師應該盡
量以遊戲的方式引發幼兒的學習興趣和動機，透過生動形象的語言，使幼兒
更投入活動，引起他們的學習興趣，並喚起他們的想像力。除此之外，教師
可以常常在恰當的情況下進行某些由個別幼兒或全體幼兒建議的活動。

然而，教師應該要特別注意某些教學情況：不應選擇一些太容易、教育情不
高的活動，但也不應該選擇一些太難的，否則幼兒會失去興趣。因此教師盡
量了解每位幼兒與他們的需要，明白他們正處於不同的發展時期，特別是在
表達能力方面。

幼兒在剛開始活動時候可能會遇到困難，這是很正常的。教師應幫助幼兒勇
於面對困境，而且用積極的方法引起他們去改進的動機。重要的是幼兒怎樣
處理和解決生活中各種情況和問題。

利用物件進行的活動－這個階段的幼兒，還未懂得如何和適當運用自己的能
力，因此，給幼兒一些物件，讓他們進行一些有目標的探索活動（如：利用
一方形的咭紙進行活動）。在選擇物件時，教師應該特別小心，盡量簡單及
沒有危險性，不易損壞的而又不太昂貴的物件。教師也可以利用日常生活的
物件，讓幼兒知道這些物件有別的用途。（如：學校走廊的長椅）

最後，還有一項建議：基於幼兒的身體仍在發展階段理由，不必強迫幼兒去
參與他們不願意參與的遊戲活動或體能練習。多數幼兒都會自動自覺去參與
各項體能活動，因為他們都希望能分享活動為他們帶來的樂趣。即使有幼兒
表現出討厭參與活動，那也是個別現象，教師應診斷幼兒何故情緒低落，有
無疾病症兆，根據不同案例酌情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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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忽視的是，幼兒須定期接受體檢，如果有醫生的指引某兒童不適合作體
能活動的話，教師應另外安排不應該他們參與這類的體能活動。

表達之活動──透過自己身體各部位，去表現、表達、理解人類的現實世界和宇宙之現象。

（ 節錄自“Diccionnaire actuelle de l’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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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音樂是透過人的聲音或其他的樂器產生不同的音色來表達的。幼兒透過本身
及對周圍文化背景的感知經驗認識這些音色。
幼兒對音樂的愛好是顯而易見的，，在娛樂時模仿這些的方式是明顯的，例
如：哼唱，拍節奏或簡單模仿日常的聲音。從多種音色和聲音，幼兒會受到
他們的文化背景影響去選擇自己最喜歡的，感到愉快的和有溝通功能的。

目標

l 培養幼兒對音樂的愛好和美的感受；
l 透過集體的音樂活動，培養社交能力及喜愛集體活動；
l 透過個人或團體表達的音樂活動去發展創造力；
l 培養對不同文化的音樂種類的愛好和欣賞；
l 培養幼兒的節奏感和聽覺能力；

內容

教師與幼兒在學校內進行的音樂活動應該包括以下的範圍：
1. 唱歌

．詩歌和兒歌
．簡單旋律歌曲
．配合動作的歌曲
．傳統歌曲
．跳舞歌曲
．模仿旋律

2. 節奏
．為配合動作拍子或活動的歌曲、旋律、詩歌和兒歌；

 配合動作或活動
 根據四個節拍的方式：節奏、速度、拍子和一字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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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節奏的－在同一時間按音樂不同的節奏敲打
．形式－即席演奏／模仿節奏
．進行／靜止
．創作有關的節奏－以問答形式
．拍拍子：2拍、3拍、4拍

3. 聆聽
．辨別聲音的遊戲：

 音色（透過聲音辨別發聲的用具和認識的樂器）
 音量（聲音的強弱）
 聲音方向（辨別聲音的來源）
 聆聽的記憶
 音高

．辨別一些樂器
．聆聽現場演唱的歌曲或演奏的音樂
．聆聽錄音帶音樂
．情感表達（速度與強度之變化）

4. 樂器
．身體樂器
．運用樂器 1：

 伴奏歌曲、旋律、兒歌和詩歌
 音響遊戲

．自製簡單的樂器

5. 聲音的表達
運用創作的動作、訊號和詞語：
．表達聲音；
．表達音色、音之強度、音值、音高、速度、節拍、和強弱
．運用自創的符號去表達
．初步使用適當的詞語以配合已認識的聲音和詞語

1建議採用簡單的和幼兒自製的敲擊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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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法指引

眾所週知，音樂對於情緒的影響很大－令人心靈平靜的搖籃曲、傳統歌曲或
者是當幼兒聽到後想跳舞或活動的強勁節奏音樂，這些都是教師在日常活動
中採用的方法，時常也會配合其他的表達活動進行。
口腔是第一種被發現會發聲的樂器，也是教師與這個階段的幼兒一起進行的
活動的基礎。有動作或舞蹈配合的獨唱或合唱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可讓幼兒
感到快樂和享受群體生活，並能加強對歌曲記憶。
有音樂伴奏的歌曲會擴展音樂經驗，無論是買回來的樂器或是幼兒即時創作
又或是他們自製的。遊戲式的音樂活動是很吸引幼兒的，因為它可以幫助幼
兒去改善辨別聽覺的能力，並對音樂或其他技能的發展起重要的作用，如：
語言和數學。教師應該常常重複巳做過的活動，並運用螺旋式的方式，務求
使學習過程更為有效－理解和記憶的互相聯繫。透過教師創作的和改良的一
些幼兒已懂得的練習活動，使幼兒在參與這些活動中，讓他們懂得應變的能
力。
若情況許可的話，教師應該採用動作或圖畫去表示聲音。最初，有關記號應
該是簡單和不受限制的，而且是由成人或幼兒建議，然後循序漸進把這些訊
號或符號組織在一起以作溝通。利用閱讀或書寫指定的音樂符號運用，可以
滿足幼兒的好奇心，但是，在幼稚園裏並不需要特別著重在在這項活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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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勞

大多數幼兒在進入幼稚園前已有繪畫的經驗，有些幼兒透過模仿或受到家庭
影響已練習過線條。遊戲、繪畫是每個幼兒都會自發性去做的活動。
幼兒開始畫線條的時候，原來是沒有任何表達的意思，只是偶然發覺畫出來
的線條和實物相似。這樣，幼兒的作品所表達的意義對於他們來說很低，因
為他們只是被一些物料或形狀吸引而去完成一些作品。
圖畫所包含的故事或意思也是配合幼兒思維的發展，同時也是配合了成人認
為作品要表達的意義。

美勞活動是幼兒創作一個重要的途徑，將形狀、顏色、和物料聯為一體，達
到美的感覺世界。通過繪畫、搓模型等等，幼兒會發現和選擇運用材料和物
件的方法。發展創造的構思、創造力和建立藝術文化都是美勞活動的主要目
標。

目標

美勞的主要目標是：
• 啟發創作的意願和能力
• 培養藝術美的感知和文化。

內容

發展的內容包括以下兩大類：
l 表象的表達活動 ─ 較為接近藝術的表達，換句話說是能讓幼兒透過表

象方式去溝通或表達情緒，而教師可以減少干預的程度。
l 指導活動 ─ 教師常常給予更多的指導，因為幼兒在掌握活動技能時，

也需要成人的幫助，而在指導活動中，則很少會採用表象的表達活動。
1. 表象的表達活動
  1.1.繪畫 ─ 線條畫

l 在地面上(石屎地或泥地)、黑板上、不同大小、顏色、厚度、尺
寸、形狀橫、直的紙張上。

l 在木材、塑膠上：利用不同性質的物料如：顏色筆、蠟筆、碳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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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筆、水筆等。
1.2.繪畫 ─ 油畫

l 在不同大小、顏色、厚度、尺寸、形狀、橫、直的紙張上。
l 在木材、瓷器、玻璃、塑膠上：利用不同性質的物料如：不同粗、
幼的畫筆、油彩 (液體和粉質）金粉、麵粉糊、漿糊等等；做手
指畫、手掌畫、腳掌畫、吹水畫、對稱畫、手指畫等等。

1.3.手指漿
1.4.搓模型

l 可以使用或者不使用輔助器具。
l 可以利用的材料有：染色的麵粉、黏土、紙黏土、堆沙、泥膠等
等。

2. 指導活動
2.1 撕貼和剪

l 在不同厚度、性質、顏色、形狀、大小、橫、直的紙張上
l 利用不同的用具如：手指、剪刀。

2.2 黏貼 ─ 平面或立體
l 在不同厚度、性質、顏色、形狀、大小、橫、直的紙張上
l 利用不同的物料，如：不同的紙（雜誌、報紙、紙板廢料）、咭
紙廢料、塑膠、木材、瓶塞、殼（蛋殼、硬殼果）、繩、毛冷、
布等等。

2.3 填色
2.4 壓印

l 模壓(手、腳、自然物料)。
l 印章；利用不同的材料，如：蔬菜、植物、木材、瓶塞和不同質
感平面的材料。

2.5 摺紙
利用不同的紙張(蠟光紙，報紙、雜誌)

2.6 織造
2.7.混合技術

l 蠟筆和粉狀水彩
l 蠟筆和水墨
l 泥膠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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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法指引

大部份幼兒很喜歡這類活動，因為在活動中，幼兒不單可以透過作品完成後
獲得滿足感，而且在製作過程裏，可以有機會在運用體積、顏色、形狀和不
同可塑性的材料方面進行實踐和探索。
這類活動可以出自幼兒的意願或依照教師的建議去做。在任何情況下，教師
應該尊重每個幼兒的獨特表達方式。

美勞活動是寓活動於遊戲，這樣可讓幼兒在面對困難時願意和盡力去解決問
題。活動的多樣化可刺激幼兒的想像力和創造力。另一方面，當重複進行活
動時，則可有利於幼兒解決可能會遇到發生的困難。

有經驗的教師應留心觀察和尊重幼兒的技能發展，如他們怎樣使用一些用
具、怎樣填滿平面空間範圍。在適當的時候，教師可加插講解一些使用物料
和技巧時應注意的小常識，如：在發泡膠上油畫時，需在油彩裏加入一些膠
水。

教師也應該知道要尊重幼兒的作品，以免被成年人或其他幼兒批評。當教師
主動或幼兒要求給予意見時，(大部份幼兒也喜歡成人注意他的作品)，無論
是鼓勵幼兒去改進他們的弱點，還是表揚他的勤奮和才能，教師都應該以真
誠的態度去對待幼兒。
在計劃上，教師應適當分配表達活動、指導活動、和搓模型等活動的比例。
此外，教師應該根據幼兒的年齡，組織一些會存在危險或難度的美勞活動。
若有些活動需要成人協助，可以透過小組活動，安排兩項或以上的活動同時
進行；這樣教師可以特別輔助其中一組而其他幼兒自動去進行其他活動。幼
兒參組織、保護和分享材料是一項團體生活重要學習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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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

根據八月二十九日澳門教育制度法律一一/九一/M 號無須對幼兒教育的升
級使用知識評核，在小學教育預備班則設有形成性評核。

－形成性評核的目的
幼兒在幼稚園期間的形成性評核是由教師透過觀察幼兒學習的情況與記
錄，了解教學是否有效，是否達到教學的目標，同時分析幼兒學習困難的原
因並找出有效的方法，去協助幼兒解決困難。

－教與學的評量
教師評量幼兒的學習成果，必須根據課程標準所定的教學目標，然後配合
實際的教學活動。有了成績評量的結果，教師才可以了解學幼兒的學習成
績是否已經達到預期的目標，或是否已經達到教學時預定的效果。教學學
習評量包括：

• 評量教師的教學效率：以教師為評量對象，評鑑教師的教學方法、技巧和
態度。

• 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果：以學生為評量對象，評鑑幼兒的學習行為和學習結
果；教師應仔細觀察，並記錄幼兒在學習過程中的學習情緒、興趣、態度
和在活動中獲得的生活經驗。

• 評量課程的設計與實施： 評核課程的連貫性和適合性—已定目標、內容
的安排，指引—和教學活動設計是否適合幼兒的興趣、能力、生活經驗和
需要。

評核的方法

1. 實際的觀察記錄：從觀察幼兒活動的情況、活動的動機、興趣以及幼兒
的行為等獲得評鑑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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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口頭評量：教師在活動前、活動進行的過程中以及活動過後，以提問的
方式來評量幼兒。

3. 設計評量表或工作紙評量：教師在教學活動進行以後，設計評量表或工
作紙來評量，此種評核法必須顧及幼兒的能力及趣味性。

4. 幼兒操作過程的表現：從幼兒進行學習的過程中，去觀察他的操作情形，
並評定幼兒的製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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