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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本校教師在編排全年進度時，會預留一段時間(約二至三週)作為彈性課程，

這些課程可以是工作坊、探究活動、親子遊戲日等等，此等活動已漸漸變成本校

的特色了。 

 

而本活動的特色、方向，是從幼兒已有的知識、概念出發，提供刺激其發展

的環境，鼓勵幼兒與環境中的人、事、物產生有意義的互動。 

 

大自然是一個活活的教材，蘊藏著豐富的資源，故此，讓幼兒從中探索和進

行建構學習，使幼兒在活動中，提昇信心和能力，深化了關於自我意識的認知，

發展社交能力，從經驗中取得多方面的知識，並提髙幼兒自學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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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要使幼兒健康的成長，除了讓在其生命開始時得到安全感和信任感，並且

培養他們的自主能力、勤勞、好學，還有最重要的是令他們感到被受尊重。 

 

好奇、興趣是學習的動力，各種能力發揮得好，會增加信心和成就感，個人

的價值感，同時亦會得到應有的尊重﹔反之，若能力不足，或工作超過個人能力

太多，會使人有挫折感、自卑感、無價值感等負面的感覺。無論正負面感覺，都

影響到個人的自我觀念。 

 

克伯屈︰「一個有目的的活動或經驗。在活動中，幼兒內心為此項目所驅策，

而決定其活動的計劃、進行的步驟，幼兒有學習動機。」方案教學強調學習過程

中的積極參與、做中學以及解決問題目標的導向，這和美國教育家杜威的「問題

解決法」與「做中學」理論很有相關。    

 

杜威強調取得知識的方法與過程中，思想與行動是無法分開的，知識的最終

目的在於能行動，即是知與行必須要結合起來，也唯有如此知識才有其價值。同

時杜威認為：發現問題、確定問題的性質、提出假設及可能解決的方法、推演這

個假設的事例、觀察與實驗假設後、決定接受或排斥假設 (簡楚瑛，1995)。因

應「做中學」由幼兒做主導，教師從旁協助，讓幼兒發揮其創意、開發其潛能。

老師們經商討達成共識後，抓緊幼兒的興趣點、疑問點來延伸方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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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的背景及課程設計的背景及課程設計的背景及課程設計的背景及動機動機動機動機 

 
在「動物」的主題單元中，教師經設計不同教學活動及圖片，介紹各種海、

陸、空動物的形態、活動及特性。而在一副題中（動物的尾巴）教師提 

出了「如果人有了尾巴會怎樣呢？」幼兒便針對這問題七嘴八舌地討論： 

「可以掛在樹上。」 

「可以拍打蒼蠅。」 

「可以搧涼。」 

「可以游水。」 

「不！不！尾巴不可以游水。」 

因而引發起幼兒對魚類尾巴的興趣。 

 

我們（K.1、K.2 老師）經商討達成共識後，決定順應幼兒的興趣，將教學

重點放在海洋生態上。首先發通告給家長，請家長協助蒐集相關物品，得到了有

關的圖片、圖書、影帶、模型、魚缸、小龜等等；這樣開展了我們的『海洋生物』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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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物海洋生物海洋生物海洋生物」」」」活動教學目標活動教學目標活動教學目標活動教學目標 

 

 
 

語文 
 

 

� 認識字彙。 

� 朗讀兒歌。 

� 積極表達自己的意見。 

� 對事物的評鑑能力。 
� 勇於發表自己的看法。 

� 勇於發問。 

 
 
 
 
 

品德教育 
 

 
 
 
 

� 體恤/諒解別人的能力。 

� 積極參與課堂活動。 

� 與人友愛和睦相處。 
� 留心聆聽別人講話。 

� 接納他人的批評。 

� 發揮合作精神。 

� 接納自己/他人的不足。 

� 對人有禮貌。 

� 禮讓。 
� 遵守規則。 

� 活動後收拾工具、整理場地。 

 
體能與美感 

 
 

� 欣賞自己不同的能力。 

� 欣賞他人不同的能力。 
� 對事物的創造能力。 

� 認識自己的能力。 

 
數學 

 

� 對事物的思考及分析能力。 

� 學習分類活動。 

 
 

認識環境 
 

 
 

� 積極探究新的事物。 

� 對事物的觀察能力。 

� 勇於嘗試新的事物。 
� 應變問題的能力。 

� 勇於面對困難。 

� 接受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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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物海洋生物海洋生物海洋生物」」」」活動教學流程活動教學流程活動教學流程活動教學流程 

 
＊＊＊＊激發興趣激發興趣激發興趣激發興趣 

觀賞（大堡礁海底世界）錄影帶，影片內容： 

1. 介紹深海魚類及珊瑚魚。 

2. 深海魚類的自我保護方法。（保護色，有些魚的魚鰭能分泌毒液等。） 

3. 魚類的習性 

4. 潛水員的潛水裝備。 

 
＊＊＊＊基本認知魚的生態基本認知魚的生態基本認知魚的生態基本認知魚的生態 

1. 參觀海事博物館 

2. 觀察魚在缸內的活動情況。 

3. 藉由幼兒從家帶來的玩具魚放在水箱中把玩。（觀察到玩具魚尾巴不停

擺動撥水時便會向前進，尾巴不擺動，玩具魚就停下來不前進了。） 

 
＊＊＊＊肢體創作音樂遊戲肢體創作音樂遊戲肢體創作音樂遊戲肢體創作音樂遊戲：：：：觀察魚的游動而模擬魚游之姿態。 

 
＊＊＊＊圖畫書導讀圖畫書導讀圖畫書導讀圖畫書導讀 ：：：：透過畫冊觀賞海洋中美麗的魚類及有關的字彙。 

 
＊＊＊＊故事動畫故事動畫故事動畫故事動畫（（（（海底奇兵海底奇兵海底奇兵海底奇兵）：）：）：）：除了加強幼兒對海洋生物的認識外，並從故事中感受

到主角小魚與其他生物間的關係，從而培養溝通技巧。 

＊＊＊＊設計魚的造形設計魚的造形設計魚的造形設計魚的造形：：：：繪畫、黏土搓塑、剪紙拼貼、回收物設計組合。（從作品中可

觀察到孩子對魚類的形態概念有所變化，作品中出現不同魚

類：海鰩魚－尾巴長而尖幼；八爪魚－八隻足鬚等的形態設

計。 ） 

 
＊＊＊＊作品展示作品展示作品展示作品展示：：：：和幼兒共同佈置一個展示區的情境，「釣魚樂」由幼兒用紙皮磚圍

成一個魚塘，讓幼兒把自己作品（海裏的動物）放進魚塘內，展開

了扮演釣魚人在魚塘邊忙碌地拿著魚竿釣起魚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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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流程表活動流程表活動流程表活動流程表 

課題：海洋生物（第一天）                                 12月 1 日 

活動流程活動流程活動流程活動流程 幼兒反應幼兒反應幼兒反應幼兒反應/活動評估活動評估活動評估活動評估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上午 

教師展示事前請幼兒回家

搜集一些有關「海洋生物」

的圖及玩具等。 

 

 

幼兒向同學介紹自己帶來

的玩具。 

 

 

 

 

教師把玩具魚放進一大水

箱中，讓幼兒觀察。 

 

 

 

 

 

 

教師與幼兒共同商討、探

索魚尾的用途。 

 

幼兒非常踴躍的帶來各

種圖片及玩具。 

 

 

 

珊：我的圖片是八爪魚，

有八隻腳呀！ 

子晴：我的玩具魚可以在

水中游的。 

幼兒對玩具魚的反應非

常熱烈。 

東：放在水中，尾巴不斷

擺動前進。 

偉揚：真的魚在水中是這

樣游的嗎？ 

幼兒感興趣地說出希 

望認識更多魚的知識。 

 

教師日前把活動的主題

與家長交流，建議家長與

幼兒一起收集有海洋生

物的圖書及畫冊。惜部份

幼兒還未有帶來。 

幼兒尚能表達出自己所

帶回來的圖片或玩具。 

 

幼兒分組圍在水箱旁把

玩及觀看玩具魚在水中

活動的姿態。 

 

 

 

 

 

 

 

教師因應幼兒對魚已產

生了興趣，故與幼兒討論

後訂定探討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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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教師帶領幼兒觀賞校內魚

缸的魚。 

 

 

觀賞後教師把幼兒提出的

問題，引導幼兒進行討論。 

 

 

 

 

教師帶領幼兒朗誦「小魚」

的兒歌。（附件一） 

 

 

 

 

在 美 勞 角 內 幼 兒 利 用 泥

膠，隨意搓小魚/在畫紙上

畫出自己的小魚。 

 

 

 

教 師 請 幼 兒 回 家 搜 集 物

料，作第三天的設計活動

材料，及共同商討明天要

進行的活動。 

 

幼兒有秩序地全神的觀

看魚在缸中游來游去。 

幼兒留意到魚活動時尾

巴的擺動。 

耀：魚尾巴擺動得很優

美，還有魚身上、下的「甚

麼」（魚鰭—教師介入正

確說出字彙）同時也會擺

動的呢﹗。 

 

 

清楚及有節奏地唸出。 

子樂：小魚改讀金魚。 

金魚，魚金缸裏游。 

 

 

 

家敏：我想畫一條魚。 

立與雅文：我們想用泥膠

搓小魚。 

幼兒能認真地製作。 

工作後將美勞工具放回

原處。 

幼兒反應良好。 

慧琳：我帶家裡的小龜

來。 

 

 

 

 

 

校 內 魚 缸 的 魚 種 類 太

少，且魚缸擺放的位置，

可讓幼兒站立的空間太

窄，但仍不減幼兒觀察的

興趣，教師們經反思後魚

缸擺放的地方需作改善。 

有些平時少說話或離題

的幼兒，亦能正確地描述

魚的基本特徵，知道魚

鰭、魚尾的作用。 

幼兒即時體會到字彙的

意思。並能更改換字詞，

創作出新的字詞。 

 

 

 

 

幼兒根據自己所觀察到

的魚，而創造出不同形狀

的魚來。 

 

 

 

教師再把活動的主題與

家長交流，鼓勵家長繼績

與幼兒一起收集有關海

洋生物的圖書及畫冊，並

將蒐集到的資料帶回校

作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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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海洋生物（第二天）                                12月 2 日 

活動流程活動流程活動流程活動流程 幼兒反應幼兒反應幼兒反應幼兒反應/活動評估活動評估活動評估活動評估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上午 

教師與幼兒討論今天如

何開展活動。 

 

 

參觀海事博物館。 

 

 

 

 

 

 

 

 

 

 

 

 

 

觀賞後教師與幼兒討論

幼兒所提出的問題，並作

出「海洋生物」的探索活

動 

教師領導幼兒作出活動

的步驟及展開師生共同

建構網絡圖。 

 

幼兒帶來的資料比前天多，亦較

前進步，大部份幼兒都能表達出

自己所帶回來的圖片或玩具等。 

幼兒雀躍地觀看館內的大魚缸，

各種各樣的熱帶魚，五顏六色的

海洋生物，就像一個海底世界。 

七嘴八舌地說著：看！這兒有條

很大很的魚， 

那個洞裡還有很多小魚呢！ 

小強：為什麼這些有著不同顏色

和形狀呢！ 

 

 

 

 

 

幼兒踴躍地發表意見。 

幼兒對活動開展漸有認識，並作

出了不少有建設性的回應。 

 

通過尋找資料，激發幼兒觀

察魚的興趣。 

 

 

館內的環境佈置，完全能誘

發幼兒對魚及海洋生物的

研究。 

 

 

 

 

 

 

 

 

 

 

 

教 師 把 幼 兒 所 提 出 的 問

題，引導幼兒進行討論，協

助幼兒作小結。 

部份幼兒未能投入，且不明

白為何要作網絡圖，經教師

講解後並集中幼兒討論，幫

助他們解決問題，才了解清

楚活動程序的需要。 

下午 

欣賞（大堡礁海底世界）

紀錄片。 

觀賞深海魚群、珊瑚魚、

魚類的自我保護能力及

習性。 

 

 

 

 

幼兒自主地觀察、探索，提出很

多很多有趣的問題，並意論紛

紛，說出：那些人要變成魚人才

可到海底的。 

家敏：不是魚人，他們揹有水樽

 

幼兒通過紀錄片說出了不

少魚的種類，更作出海洋生

物類別的分類、形狀、大

小、顏色，同時更令教師感

意外的，幼兒挖掘了許多問

題；如深海魚類的名稱、魚

類的保護色、魚鰭能分泌毒

液、與魚類一起生活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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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與幼兒互相討論影

片的內容。 

教師與幼兒商討明天進

行的活動，訂定了【釣魚

樂】的模擬遊戲。 

的。 

耀：看！那是什麼魚，有條長又

尖的尾，活動起來好像空中的

風箏。 

強：喂！那是什麼東西會噴墨

呀！ 

 

 

幼兒們不自覺地提出問題，且大

膽地說出自己的看法。 

幼兒發表了很多有趣的模擬遊

戲。 

海洋生物，以及人類（潛水

員）到深海工作的裝備等

等。 

幼兒的探究問題比教師預

期的更多。 

 

 

 

 

 

 

教師在與幼兒接觸中，了解

他們對海洋生物的認識程

度後，作有充分的準備回答

他們的提問。 

教 師 請 幼 兒 回 家 搜 集 物

料，作為模擬遊戲所需的用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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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海洋生物（第三天）                               12月 3 日 

活動流程活動流程活動流程活動流程 幼兒反應幼兒反應幼兒反應幼兒反應/活動評估活動評估活動評估活動評估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上午 

幼兒自行/分組設計海洋生

物的模型。（繪畫、剪紙、

拼貼等） 

作「釣魚樂」的模擬遊戲

的事前準備。 

 

 

 

 

 

 

 

教師提問幼兒說出其設計

的深海動物的名稱。 

 

幼兒非常積極參與，根據

自己所觀察到海洋生物，

大膽地動手製作，使用美

勞工具。 

良：怎樣才可以把海鰩魚

的尾與魚的身貼在一起

呢﹗ 

珊：我來幫你﹗ 

嗨﹗用膠水貼了很久也掉

下來﹗ 

（教師從旁指導與幼兒一

起延續做魚的活動） 

幼兒樂意地回答並有作詳

細解釋。 

 

 

 

幼兒帶來的材料部份

可用得著。製作過程

中，教師適當的介入，

從旁指導協助，惜物料

損耗亦不少，教師經反

思，日後須作妥善安排

及處理。 

 

 

 

 

 

從作品中可觀察到幼

兒對魚類及其他海洋

生物的形態有更深入

的認識。 

下午 

肢體創作音樂遊戲--教師

讓幼兒扮演海中動物並自

行創作動態。 

教師帶領唱「小魚游」。 

（見附件一 ） 

圖畫書導讀--教師讓幼兒

閱讀有關海底世界動物的

圖書。 

 

教師與幼兒商討明天進行

的活動。 

 

幼兒随音樂擺動身體，創

出各有不同的活動形態。 

幼兒隨音樂愉快活潑地唱

出小魚在海中活動的情

境。 

幼兒透過圖書細緻地，搜

查到海洋中的祕密，及認

識了不少魚類的名稱及字

詞。 

幼兒自由地說出遊戲的內

容及事前的準備。 

 

幼兒可啟發創作思

維，並作互相交流。 

於一連串的活動中，幼

兒表達及模倣能力都

較前投入及進步。 

提高幼兒閱讀的興

趣，同時可互作交流心

得，教師需不時提醒幼

兒閱讀時的守則。 

組織幼兒集中討論，並

幫助他們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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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海洋生物（第四天）                                 12月 4 日 

活動流程活動流程活動流程活動流程 幼兒反應幼兒反應幼兒反應幼兒反應/活動評估活動評估活動評估活動評估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上午 

幼兒繼續設計活動（海洋生

物）作「釣魚樂」的模擬遊戲

的事前準備。 

 

 

教師提問幼兒說出其設計的

海洋生物的名稱及為何設計

這動物之原因。 

 

 

幼兒非常投入進行工作。 

嫻：魚塗上一邊顏色而另一

邊沒有顏色，不是很奇怪的

嗎？ 

 

幼兒認真創作各種自己的海

洋生物並很有條理地回答問

題。 

培：我的海龜背上有一個小

孔可以噴墨的，嚇走敵人。 

 

從製作過程中幼兒發掘出

不少問題，感意外的是幼兒

提示了平面與立體之分，幼

兒從中發揮出創作的潛能。 

教師體驗到「做中學」理

念，不但提高幼兒多方面的

能力，同時可互作交流欣

賞。 

 

下午 

欣賞故事動畫「海底奇兵」。 

 

 

 

幼兒討論故事內容。 

 

 

教師與幼兒商討明天要進行

模擬遊戲的場地及擺設等。 

 

幼兒非常投入的欣賞，每一

故事情節，幼兒都表現出不

同的表情。 

 

幼兒非常踴躍地回答問題，

並加添了不少幼兒的意願變

換故事情節。 

幼兒提出了不少各異的建

議。 

 

從故事中，幼兒感受到海底

不同魚類的關係，而培養幼

兒與人溝通的情操和合作

精神。 

幼兒能說出故事內容及對

劇情的感受。 

 

幼兒很有主見。從活動中可

培養幼兒接受別人的意見

及懂得欣賞別人和接納別

人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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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海泮生物（第五天）                                12月 5 日 

活動流程活動流程活動流程活動流程 幼兒反應幼兒反應幼兒反應幼兒反應/活動評估活動評估活動評估活動評估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上午 

師生共同佈置一個展示的

情境，用紙磚圍成一個魚

塘。 

 

 

 

幼兒將他們所設計的海洋

生物放進魚塘內。 

 

角色扮演（釣魚樂） 

幼兒扮演釣魚人在魚塘邊

釣魚。 

 

幼兒在工作中，遇到許

多問題，他們都能耐心

地與教師商討找出解決

辦法來，互相合作，完

成場地的佈置。 

 

幼兒小心翼翼地將作品

放進去。 

 

幼兒有秩序地輪流參與

及扮演。 

 

工作開始時，幼兒們不知

所措，經教師介入協助

後，幼兒明白一起工作

時，須要互相合作，發揮

團隊精神及解決問題的

能力。 

佈置完，幼兒們都感到自

己的工作能力，且互相交

流意見。 

部份幼兒釣不到魚，能釣

到的則教他們把魚竿繫

在磁石的線子垂直夾在

魚 上 的 萬 字 夾 便 可 以

了，氣氛十分熱鬧和洽。 

 

下午 

邀請本校其他班同學參觀

他們所設計之海洋生物的

展品及讓他們扮演釣魚人

在魚塘邊釣魚。 

 

活動分享會。 

 

幼兒非常熱情地介紹及

指導。 

 

 

 

幼兒互相報告本課題的

經驗。 

活動後分工整理會場。 

 

從中提高幼兒自信及說

話能力。 

 

 

 

分享會中，得知幼兒從

『做中學』所認識的比教

師預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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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物海洋生物海洋生物海洋生物』』』』知識建構表知識建構表知識建構表知識建構表 

題目 動物 

探索重點 海洋生物 

兒童提出的問題/理論 

� 魚在水裏是怎樣活動的？ 

� 不同種類的魚有不同的活動形態嗎？ 

� 魚是怎樣睡覺的？ 

� 人要怎樣才能在水裏活動？ 

 

探索活動 

 

� 觀察玩具魚在水中活動形態 

� 觀察魚缸內熱帶魚的活動形態 

� 觀賞有關海底世界的紀錄片 

� 觀賞動畫「海底奇兵」 

教師的參與 

 

� 鼓勵幼兒回家蒐集相關物品 

� 引導幼兒討論有關論題 

� 鼓勵幼兒表達自己的見解 

� 引導幼兒創作及設計有關動作造型/作品 

� 讓幼兒分享自己的設計 

有關的知識/概念的修訂/建立 

� 知道不同種類的魚有不同的游泳姿態 

� 認識海鰩魚、馬利魚等不常見的魚類 

� 知道海龜的產卵過程 

� 發現魚也要睡覺及睡覺時的自我保護方法 

� 人要有適當裝備才可在水中潛泳 

� 明白在創作的同時，物品的基本功能是必須保

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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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 

陸上生物 

海洋生物 

野生動物 

農場動物 

設計活動 

魚類 
其他生物 

名稱 

肢體創作 

音樂遊戲 

鯊魚 

八爪魚 

海鰩魚 

馬利魚 

魚塘 

魚竿 

小魚 

魚類的集性 

睡眠姿態 

活動姿態 

自我保護 

分泌毒液 

觀賞珊瑚魚 

參觀海事博物館 

學校的魚缸 

影片 

紀錄片 

海龜 

海馬 

海豚 

珊瑚 

水母 

教師預設     師生共同建構 

__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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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總結活動總結活動總結活動總結 

 

  「海洋生物」這個活動共進行了五天。幼兒們仔細地觀察、積極的討論，求

證事實的真相，充分發揮科學的探索精神，在肢體創作活動中，他們隨著音樂創

作出不同的姿態，美勞活動中，繪畫出不同的魚類，設計了不同的海洋生物，今

次的活動帶給我們很大驚喜。 

 

  經過實際操作所得的經驗是很寶貴的；透過教師的發問，引導幼兒激盪腦

力，答案就在幼兒的一人一句當中顯露出來，至於活動中的技術性指導，則視乎

幼兒能力的差異，經調適後，決定介入的程度與步驟。由於本活動為 K1 及 K2

幼兒混齡進行，故安排引導的步驟必須經過細膩且周全的設計，以及能針對進行

情況作出調整，這樣才能符合開放教學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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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海洋生物」幼兒建構活動的生成，是以方案教學理念配合本校的教育計劃

目標而發展，著重培養幼兒對周圍環境的探究而設計的，因為方案教學的精神是

以幼兒學習興趣和積極參與為原則。在活動期間，由師生共同透過討論、投票來

決定學習內容，高度體現主民的學習精神；而全體教師每日反思當天遇到的問

題，亦是專業成長的大好機會。看到幼兒一天比一天進步，快樂地學習，師生都

樂在其中。教師提升了的專業水平，對幼兒的能力重新評估，這也是一個十分重

要的經驗。 

 

美國教育家杜威提出，兒童是新社會秩序的建築師，課程轉變為一組組有

彈性的活動，通過活動兒童培養出責任感及創意。 

 

以是次活動為例，通過主題學習，培養幼兒對海洋生物的興趣，啟發學生

探索大自然的原動力，從做中學到多觀察、多創意、多摸索和增強解決問題的能

力，並與同學、教師之間產生更多互動。幼兒通過不斷創思、設計並製成自己的

作品，從中增強了自信心。教師需要讓每個幼兒的作品都有展出機會；讓他們學

習到對自己和他人作品的欣賞和尊重。 

 

  蘇聯教育家維高斯認為「教育是‘引導’發展，藉著與教師、父母、以及其

他兒童的合作與互動，孩子可以積極建構新的心智能力」。所以我們認為必須積

極推進課程改革，而改革應根據幼兒的發展特徵和已有知識為出發點，從倡導幼

兒參與、樂於探索、勤於動手，更新知識結構、能力結構，提高學習素養。使每

一個活動都有助於幼兒創造性的認知特徵、情意特徵、技能特徵，進而達到本校

教育目標和建立校本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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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 兒歌「小魚游」 

 

「小魚游」 

 

小魚 小魚 水裏游 

搖搖尾巴  點點頭 

游  游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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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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