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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在日常的校園生活中，我們常常聽到幼兒整齊地唸讀兒歌，即使一些老

師新教授的兒歌，幼兒都能快速地記下兒歌內容並能琅琅上口。老師發現兒

歌的內容用字顯淺易明，年齡越大的幼兒在老師教導唸讀兒歌後，越容易理

解兒歌中的內容。因此老師認為，幼兒的學習能力強，記憶力好，若是能好

好利用此優點，對擴闊他們知識領域有很大的幫助。於是老師便尋找一些和

兒歌形式近似的內容讓幼兒學習。在搜集資料的過程中，老師發現唐詩有些

篇章與兒歌相似，體裁簡短，詩句中的文字流暢優美，和兒歌一樣便於幼兒

記憶，於是老師便決定選用唐詩作為是次教學活動的主題。 

  唐詩對中國文學有源遠流長的影響，是認識中國文化歷史重要的材料外，

亦能帶出一些簡單易明的道理。唐詩在一句簡短的詩句中，就能帶出千言萬

語；亦像一首美妙的歌曲，韻律悠揚。通過學習唐詩，讓幼兒從小就受到中

華文化的熏陶，感受中國文字的博大精深，亦學會待人處世的態度，  

  在是次教學活動中，老師希望有別於以往在課堂中講解的方式，而改用

有趣生動的方式，讓幼兒透過體驗、實踐的活動方式學習唐詩和了解詩中的

意境，感受唐詩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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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程設計理念 

詩是中國文學的精髓，在此單元的活動中，我們選擇唐詩作為開展的主

線，讓幼兒學習感受唐詩的"美"，體會詩中的意境。詩意一般較為抽象，因

此我們嘗試讓幼兒透過親身經歷，把抽象的詩意轉化為具體的經驗。除外，

我們還會從中加入不同領域的學習元素，使幼兒的學習層面能夠更全面地拓

展。 

開展課堂的第一步，我們會先讓全班幼兒一起認識三首唐詩，其後讓幼

兒自由選擇感興趣的唐詩，並由三位老師分別帶領不同的幼兒進行下一步的

延展活動。延展活動除了包括課室進行的教學活動外，我們還會和幼兒一起

走出課室，利用校園的資源環境輔助教學活動的進行，有利於幼兒更有效地

學習。  

  為了培養幼兒的自信心和表達能力，單元活動會以幼兒的巡演作結束。

老師與幼兒共同討論演示的形式，並進行排練，最後各小組的幼兒會到幼稚

園各班進行簡單的分享和演出，鞏固幼兒在本單元中獲得的知識。 

三、 教學總目標（基力） 

A︰健康與體育 

A – 3 – 5 能面對困難，在活動中表現出自信； 

A – 4 – 4 能保持身體動作的協調； 

  

B：語言 

B – 1 – 2 能安靜、專注地傾聽他人說話； 

B – 2 – 1 發音清楚正確，能運用恰當的音量、語速、語調說出較完整和連

貫的語句； 

B – 2 – 4 能清楚表達自己的生活經驗、需要及情感，完整描述簡單的事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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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3 – 3 對文字產生興趣，能認讀簡單的文字； 

 

C： 個人、社會與人文 

C – 1 – 4 喜歡學習，樂於參與學習活動； 

C – 1 – 6 有初步的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力； 

C – 2 – 2 能學習相互欣賞、尊重、愛護和幫助身邊的人； 

C – 2 – 3 樂於與人溝通、合作及分享； 

 

D：數學與科學 

D – 4 – 1 喜歡親近大自然，並對自然環境表現出興趣和好奇； 

D – 4 – 2 愛護動、植物； 

D – 5 – 1 能運用感官探索自然與科學現象； 

 

E：藝術 

E – 1 – 2 喜歡欣賞優美的藝術作品，並能感受到其中的美； 

E – 1 – 3 能瞭解簡單的藝術表現方式和方法； 

E – 2 – 2 樂於展示自己的作品，並欣賞他人的創作； 

E – 3 – 1 能隨音樂旋律哼唱、拍打節奏及根據歌詞的詞意展現肢體動作和

表情； 

E – 3 – 4 能在教師的引導下，利用不同的工具和道具進行藝術創作，學習

探索藝術創作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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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學日程表 

日期 活動名稱 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 

10/4 唐詩大秘密 認識三首唐詩《遊

子吟》、《小兒垂

釣》、《憫農》。 

利用音樂、角色扮演等

形式介紹三首唐詩。 

請幼兒選出他們喜愛的

唐詩。 

17/4 唐詩大發現

(一) 

A 組：遊子

吟 

 認識《遊子吟》內容及

進行拼唐詩、縫補遊

戲。 

幼兒分享生活上父母會

幫助我們做的事並選出

幾種活動來作為延展活

動。 

B 組：小兒

垂釣 

能理解唐詩《小兒

垂釣》的內容。 

樂於嘗試以不同

方式朗讀唐詩《小

兒垂釣》。 

培養思考解難的

能力。 

討論唐詩《小兒垂釣》

的內容，模擬唐詩的情

境並提出解決方法。 

嘗試以自己喜歡方式向

同學表演朗讀。 

C 組：憫農 認識唐詩的體裁 

認識植物生長的

所需條件 

能動手參與種植

的活動 

利用大字報唸讀及解釋

《憫農》。 

認識《憫農》的體裁及

特點、種植活動體驗。 

24/4 唐詩大發現

(二) 

A 組：遊子

吟 

 進行角色扮演活動模擬

父母日常工作。 

分享活動的感受，培養

關愛家人、感恩的情

操。 

B 組：小兒

垂釣 

知道魚主要分為

食用魚和觀賞魚

兩類。 

能在畫紙上創作

魚身上的圖案。 

利用不同魚類的圖片進

行分類，認識觀賞魚和

食用魚。 

觀看不同魚類圖片後進

行創作活動。 

C 組：憫農 透過耕作活動體 進行耕種活動，體驗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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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農夫的辛勞； 

認識耕種的程序。 

夫的工作。 

分享活動後的感受。 

30/4 

 

 

唐詩大作戰 A 組：遊子

吟 

能說出表演的方

式有多樣如：朗

誦、歌唱、角色扮

演、話劇等。 

討論表演的形式有那些 

利用不同的器具進行練

習 B 組：小兒

垂釣 

C 組：憫農 

2/5 唐詩大舞台 樂於在別人面前

演示自己如何表

演唐詩 

到各班進行唐詩表演。 

五、 學習網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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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幼兒背景 

教學對象：幼三年級 

幼兒平均年齡：5-6 歲 

幼兒人數：23 人 

    幼兒已有知識： 

 能認讀簡單的字詞 

 有分組討論、彙報結果的經驗 

 有跟隨音樂旋律哼唱拍打節奏的經驗 

 有角色扮演的經驗 

七、 教案 
名稱：唐詩大秘密 

日期：10/04/2014 

時間：14:25~15:00 

教學目標： 

B-1-2 能安靜、專注地傾聽他人說話； 

B-3-3 對文字產生興趣，能認讀簡單的文字； 

C-1-4 喜歡學習，樂於參與學習活動； 

E-1-2 喜歡欣賞優美的藝術作品，並能感受到其中的美； 

教具： 

大字報、魚竿、池塘、不織布魚、木槌、鋤頭、圍裙、音樂、簡報 

具體目標 教學活動 

1. 認 識

三 首

唐

詩 ：

《 遊

子

吟》、

《 小

一、引入 

1. 老師帶領幼兒到走廊並告知將會介紹三位朋友給他們認識。 

 

二、發展 

A 組活動 

1. 幼兒先進入班房。 

2. 播放兒歌“世上只有媽媽好”，並請幼兒分享欣賞後的感受。 

3. 老師介紹歌曲及唐詩都可以帶出自己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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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 垂

釣》、

《 憫

農》 

2. 能 初

步 了

解 唐

詩 的

內容。 

3. 能 一

起 唸

讀 唐

詩。 

4. 老師出示唐詩《遊子吟》，並邀請幼兒從詩中找出所認識的生字。 

5. 唸讀唐詩—《遊子吟》，並解釋詩的意思。 

6. 老師請幼兒分享除了會如同詩人對母親表達感恩之心外，還會對誰作出

感恩之意？ 

 

B 組活動 

1. 幼兒進入多功能室。 

2. 老師以角色扮演方式讀出唐詩《小兒垂釣》。 

3. 老師提問剛才的表演是和什麼有關，請幼兒思考。 

4. 老師出示唐詩《小兒垂釣》大字報請幼兒找出他們認識的字詞。 

5. 老師講授詩中內容。 

6. 全班一起唸唐詩《小兒垂釣》。 

 

C 組活動 

1. 幼兒回到班房。 

2. 老師扮演農夫，拿著鋤頭站在白板前模仿農夫耕作的情境； 

3. 告訴幼兒有一位詩人看見此情境，便利用幾句簡單的說話作記錄； 

4. 唸讀唐詩—憫農，並解釋詩的意思。 

5. 請幼兒到白板把唐詩中認識的字圈起來； 

6. 請幼兒拿起鋤頭感受農夫耕作的苦。 

 

三、總結 

1. 老師請幼兒揀選自己最喜歡的一位人物，深入學習其中一首唐詩。 

課堂反思： 

A 組：首先以歌曲<<世上只有媽媽好>>作為引入，而幼兒都能聽到歌曲就是有關媽媽對子

女的愛，可見幼兒對理解歌曲都有一定的能力。所以我認為可以改進的是請幼兒分享歌

曲或是於課堂前請幼兒與家人搜集有關父母愛的歌曲或唐詩，作為前置工作。 

 

B 組：課堂引入中的角色扮演成功吸引幼兒，課室內的情境佈置（池塘）讓幼兒容易把環

境和唐詩內容進行聯想，因此老師在提問時能夠容易得到幼兒的回應，讓他們投入課堂

活動當中。下次同類的活動進行時，老師可請幼兒觀察周圍環境的佈置先作猜想，相信

能加強幼兒的學習動機。 

 

C 組：在課堂開始時模仿成一位農夫，能夠成功吸引幼兒的注意力，投入到預設的情景中，

在接下來簡短的十分鐘，幼兒都能專注在課堂中。由於幼兒對文字已有一定的認識，因

此經過農夫的扮演和簡單的朗讀，幼兒已能夠初步掌握唐詩中的意思，明白詩人在撰寫

唐詩時的情境，初步達到教學的要求，引起幼兒進一步學習唐詩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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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實錄： 

 

 

 

 

 

 

 

 

 

 

 

 

  

A 組 B 組 C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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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唐詩大發現（一） 

日期：17/04/2014 

時間：14:25~15:00 

教學目標： 

A-3-5 能面對困難，在活動中表現出自信； 

B-1-2 能安靜、專注地傾聽他人說話； 

B-2-4 能清楚表達自己的生活經驗、需要及情感，完整描述簡單的事物； 

C-1-6 有初步的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力； 

D-4-1 喜歡親近大自然，並對自然環境表現出興趣和好奇； 

D-5-1 能運用感官探索自然與科學現象； 

教具： 

大字報、魚竿、池塘、不織布魚、木槌、鋤頭、圍裙、音樂、簡報、軟尺、唐詩

拼圖、針線教具 

具體目標 教學活動 

Ａ組： 

1. 認識製

作衣服

的 程

序。 

2. 能理解

唐詩 <<

遊子吟

>> 的內

容。 

3. 培養分

工合作

的 精

神。 

Ａ組： 

一、引入 

1. 老師出示一條軟尺，請幼兒分享對於這物件的相關經驗。 

2. 請幼兒利用軟尺為班上同學嘗試度身。 

3. 最後請幼兒聯想出，這個情境跟哪一首詩歌有關？<<遊子吟>>。 

二、發展 

活動一： 

1. 老師出示唐詩<<遊子吟>>，並邀請幼兒依據記憶嘗試讀出詩歌。 

2. 老師介紹詩人及詩歌中的意境及唐詩體裁。 

活動二： 

1. 每組派發字詞字卡，然後請幼兒合作拼出詩歌<<遊子吟>>。 

2. 老師請每組出來分享答案及全班作檢視。 

活動三： 

1. 老師先示範如何穿針、及縫補，利用老師特製的針及布。 

2. 老師讓幼兒嘗試進行縫補練習。 

三、總結 

1. 請幼兒想出父母還會為子女做甚麼，並選出幾種活動來作為下

一節課的延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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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反思： 

衣服對幼兒來說一點也不陌生，但請他們嘗試度身、穿針及縫補就是一個新嘗試，

而幼兒都表現非常雀躍且感興趣。雖然說到穿針及縫補基於安全問題，都是利用

了老師設計的教具而不是用真實針線所操作，但這樣都可以讓幼兒有機會操作及

基本認識。有見及此，我認為下次老師可以先作一個真實的示範，利用真的針線

及布製作小手工，讓幼兒有更具體的了解。 

A 組課堂實錄： 

 

 

 

Ｂ組 

1. 能理解唐詩

《 小 兒 垂

釣 》 的 內

容。 

2. 樂於嘗試以

不同方式朗

讀唐詩《小

兒垂釣》。 

3. 思考和提出

與唐詩《小

兒垂釣》有

關的事物。 

4. 培養思考解

難的能力。 

Ｂ組: 

一、引入 

1. 老師利用上一節課“小兒”的裝扮引導幼兒回想起唐詩

《小兒垂釣》，提問幼兒此詩內容和什麼相關。 

 

二、發展 

1. 老師和幼兒討論唐詩《小兒垂釣》的內容，以模擬情境的

方式讓幼兒瞭解詩中的背景及詩中“小兒”作出如此反

應的原因。 

2. 老師介紹詩的內容及體裁。 

3. 請幼兒模擬唐詩的情境，並提出解決方法。 

 

三、總結 

1. 老師和幼兒一起朗讀唐詩，請幼兒注意老師朗讀的方法，

然後嘗試以自己喜歡方式向同學表演朗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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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反思： 

在模擬情境的過程中，幼兒都踴躍表示希望扮演詩中的角色。在開始扮演前，老

師要求幼兒先口述他將要嘗試為“小兒”或“路人” 解難的方法，在幼兒以口語

表達的過程中，發現幼兒的句式建構未完整，因此老師認為在日常的教學中可增

加幼兒以完整句式表達自己想法的機會，以提昇幼兒的語文能力。另一方面，幼

兒在解難問題時，他們認為“小兒”可幫助路人的方法是除了小聲說話以免魚兒

受驚外，還可借助池塘旁的小草遮蓋他們的說話聲，老師對他們會借助青草作為

解難的工具感到驚訝，他們能利用周邊的物品幫助他們解決問題，由此點能看到

幼兒除了想象力非常豐富外，亦有敏銳的觀察力，老師在日常中可提供更多不同

的資源在教學上，以激發幼兒的想像力。 

 

Ｂ組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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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組 

1. 認識

唐詩的

體裁。 

2. 認識

植物生

長的所

需條  

   件。 

3. 能動

手參與

種植的

活動。 

 

 

 

C 組 

一、引入： 

1. 老師拿出大字報請幼兒齊唸唐詩《憫農》，並請幼兒解釋唐詩的意

思。 

 

二、發展： 

活動一：甚麼是唐詩？ 

1. 出示兩首唐詩－《清明》及《憫農》 

2. 提問幼兒兩張大字報中的唐詩有甚麼特別之處； 

3. 解釋唐詩的體裁； 

4. 請幼兒說出唐詩《憫農》的特點。 

活動二：種植體驗 

1. 提供馬鈴薯、葱、紅蘿蔔； 

2. 請幼兒分組清洗材料並切開材料。 

3. 7 位幼兒分為 3 組，分別負責切開及放置在器皿中進行種植。 

 

三、總結： 

1. 安排任務讓幼兒回家照顧植物； 

2. 幼兒發表課堂得著。 

課堂反思： 

課堂正式開展唐詩憫農的延伸活動，在課堂中主要進行兩個教學活動，簡單認識

唐詩的體裁和初步接觸有趣的種植方式。在幼兒的認知層面上，對唐詩的體裁需

認識到哪種程度是需要老師們拿捏的，因此安排幼兒進行發現式的學習，從兩首

不同的唐詩中發現唐詩的特點，幼兒觀察兩首唐詩的大字報相同和不同之處，發

現了唐詩的字數會不一樣，但唐詩中每句的字數都一樣，後來老師便對幼兒的討

論和發現進行了總結，成為幼兒新的知識點。 

接下來便進行第二個教學活動－種植的體驗，在幼兒已有的經驗中，認識到種植

植物需要使用種子、泥土或棉花、水、陽光等要素，便可讓種子發芽生長。是次

課堂，老師刻意準備了三種植物，分別是葱、紅蘿蔔和馬鈴薯，幼兒需要自行清

洗材料、拿起小刀切開紅蘿蔔和馬鈴薯，過程中對幼兒來說充滿挑戰和好奇，對

於部分幼兒來說，可能未曾拿過小刀切開物件，他們發現一刀是無法把物件切開，

於是輪流切，最後成功切開紅蘿蔔和馬鈴薯後，他們都對於食物的內在結構感到

興趣，最後老師帶領幼兒進行重新種植的活動，幼兒都急不及待地問為何葱還未

長高？為何紅蘿蔔的葉還未長出來？馬鈴薯的哪個部份會長出葉？ 

在課堂完結前，老師安排幼兒每人帶一小種植回家照料，假期後回校匯報。在放

完復活節假回校，有的幼兒高興地帶回重新長出葉的植物回校，也有幼兒告訴老

師植物壞死了。無論結果如何，對於幼兒來說也是一個新的體驗，對種植和植物

的生長建構新的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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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組課堂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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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唐詩大發現（二） 

日期：24/04/2014 

時間：14:25~15:00 

教學目標： 

A-4-4 能保持身體動作的協調； 

C-2-2 能學習相互欣賞、尊重、愛護和幫助身邊的人；  

C-2 -3 樂於與人溝通、合作及分享； 

D-4-2 愛護動、植物； 

E-3-4 能在教師的引導下，利用不同的工具和道具進行藝術創作，學習探索藝術創作

的方法； 

教具： 

大字報、魚竿、池塘、不織布魚、木槌、鋤頭、圍裙、簡報、三文治材料、餐具、掃

把、抹布 

具體目標 教學活動 

Ａ組： 

1. 認 識 製

作 食 物

的 程

序。 

2. 培 養 感

恩 父 母

的 態

度。 

Ａ組： 

一、引入 

1. 老師請幼兒回想之前兩堂課所學習的唐詩《遊子吟》，以及完成了甚 

   麼活動。 

 

二、發展 

活動一： 

1. 請幼兒分享出爸爸和媽媽於日常生活中會怎樣照顧他們，試舉例。 

2. 開始活動 “齊來當爸媽”。 

3. 請幼兒扮演爸媽並為子女製作一份三文治。 

4. 老師指導每組幼兒利用食物材料按步驟製作芝士火腿三文治。 

活動二： 

1. 老師出示已準備了的打掃用具，請幼兒自行選取用具打掃並學習

如何與同學分工合作。 

2. 老師從旁檢視他們打掃的情況，並且示範比較正確的方法讓幼兒

參考。 

 

三、總結 

1. 請幼兒分享今天活動過後的感受。 

課堂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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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於活動「齊來當爸媽」中，學懂了如何製作食物及打掃，知道父母會照顧子女多

方面的需要。但我更希望幼兒學懂的是背後的意義，就是父母照顧的不只是需要，而

是愛我們；而子女也要抱著感恩的心。如是我於教學當中特別要求扮演父母時學習用

溫柔的語句提問自己的子女所需要的食物份量為多少，學習關懷別人的感受。而扮演

子女時亦要表達對父母的感恩之情。可是，我認為若果加入頭套或服裝及道具，可令

幼兒扮演時更具體、更投入角色，讓幼兒可更容易結合自己的生活經驗。 

 

A 組課堂實錄： 

 

Ｂ組 

1. 知 道 魚

主 要 分

為 食 用

魚 和 觀

賞 魚 兩

類。 

2. 能 在 畫

紙 上 創

作 魚 身

上 的 圖

案。 

3. 嘗 試 利

用 小 魚

網 捕

魚。 

Ｂ組: 

一、引入 

1. 老師請幼兒說出他們認識的魚類，向幼兒介紹魚類分為食用魚和

觀賞魚兩類後作出討論。 

 

二、發展 

活動一： 

1. 老師出示不同魚類的照片，請幼兒嘗試根據剛才認識食用魚和觀賞

魚的特點把圖片分類，老師把幼兒討論的分類結果作出總結。 

2. 老師向幼兒提供多樣和魚類相關的事物，如魚的出生、成長、魚的

圖案。 

活動二： 

1. 老師請幼兒欣賞不同的魚類後，在魚形畫紙上設計出自己喜歡的圖

案。 

 

三、總結 

請幼兒分享自的創作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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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反思： 

在幼兒嘗試用小魚網捕魚時，他們會以小聲說話方式提醒正在捕魚的幼兒、當自己成

功捕魚後，他們提供方法給未捕魚的幼兒，甚至會動手協助他人。在過程中不自覺發

揮了互助的精神，這是老師樂意見到的結果。因此日後的教學活動多提供幼兒動手合

作的機會，除了加深幼兒的學習記憶外，從中亦能提昇幼兒品德教育的發展。而在創

作活動時，老師提供了一些不同圖紋的魚類圖片供幼兒參考，但過程中發現幼兒喜歡

模仿同學的作品多於參考老師提供的圖片，老師從中發現幼兒同儕間相互影響的重要

性，下次在進行同類創作活動時，老師除了提供不同的圖片或資源激發幼兒想像外，

亦可在創作過程中加入幼兒互相分享討論的時間，提供幼兒交流學習的機會以提高藝

術創作的能力。 

Ｂ組實錄： 

 

 

 

 

 

 

 

 

 

C 組 

1. 透過耕作

活動體驗農

夫的辛勞； 

2. 認識耕種

的程序。 

 

 

 

C 組 

一、引入： 

展示鋤頭、種子等物件，帶出本節課將進行的活動。 

 

二、發展： 

1. 請幼兒輪流使用鋤頭翻鬆泥土； 

2. 幼兒觀察不同植物的種子； 

3. 幼兒分組擺放不同植物的種子，並進行澆水。 

 

三、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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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幼兒說出當農夫的感受。 

課堂反思： 

本節課的最終目標是讓幼兒親身體驗耕作的感受，幼兒都興高采烈地來到天台，然後

順著次序拿起真實的鋤頭，在泥地上進行翻鬆泥土的工作，幼兒在等待期間都表現得

十分雀躍和期待，但當拿起鋤頭的一刻都顯得十分吃力，因為鋤頭的重量令幼兒每下

的動作都十分艱巨，且在烈日當空下進行，幼兒都說又熱又累，雖然如此，當幼兒看

見被翻鬆的泥土，又完全把剛才的苦況一掃而空。翻鬆泥土後，老師安排幼兒拿著不

同植物的種子，當細小的種子發到幼兒手上的一刻，他們的專注力馬上落到種子身

上，大家都議論著不同種子的形狀，然後老師請幼兒輪流把種子放在泥土上，幼兒對

於泥土中發現的雜物都十分感興趣，而且在擺放種子的過程中都小心奕奕，最後請幼

兒進行最後一個工序－澆水。當整個種植的過程完成後，老師利用五分鐘時間請每位

幼兒都發表一下剛才整個過程的感受，幼兒均表示很辛苦、很熱，然後一起回想唐詩

憫農所表達的詩意，相信幼兒都別有一番感受。 

是次課堂後，老師每週都帶領幼兒到天台進行觀察，兩週後，幼兒發現種子變成小幼

苗，都十分高興。但後來的觀察中，幼兒發現幼苗都枯死了，又顯得有點失望。雖然

種植經驗以失敗告吹，但同時能該幼兒明白到農夫工作的艱辛和食物的得來不易。 

Ｃ組課堂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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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唐詩大作戰 

日期：30/04/2014 

時間：14:25~15:00 

教學目標： 

A-3-5 能面對困難，在活動中表現出自信； 

B-2 -1 發音清楚正確，能運用恰當的音量、語速、語調說出較完整和連貫的語句； 

C-1-6 有初步的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力； 

C-2-3 樂於與人溝通、合作及分享； 

E-1-3 能瞭解簡單的藝術表現方式和方法； 

E-2-2 樂於展示自己的作品，並欣賞他人的創作； 

E-3-1 能隨音樂旋律哼唱、拍打節奏及根據歌詞的詞意展現肢體動作和表情； 

E-3-4 能在教師的引導下，利用不同的工具和道具進行藝術創作，學習探索藝術創作

的方法； 

教具： 

大字報、魚竿、池塘、不織布魚、木槌、鋤頭、簡報、樂器 

具體目標 教學活動 

Ａ組： 

1. 認 識

不 同

樂 器

的 演

奏 方

法。 

2. 樂 於

於 別

人 面

前 進

行 唐

詩 表

演。 

Ａ組： 

一、引入 

1. 請幼兒說出各種表演唐詩的方式。 

 

二、發展 

活動一： 

1. 老師提供不同樂器，讓幼兒探索它們的用法及聲音。 

2. 請幼兒利用手上的樂器嘗試配合唐詩演繹各種方法。 

3. 讓幼兒選出自己喜愛的樂器，並由老師引導進行唐詩演繹練習。 

 

三、總結 

1. 各班上同學表演及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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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反思： 

今堂先準備了六種樂器讓幼兒選擇了自己喜愛的樂器進行表演練習，但我認為還是

有一點規範了他們。如果可以先帶他們到音樂室，然後自己探索不同的樂器，再作

選擇，然後再任意嘗試各種演奏樂器及配合唐詩的方式，這樣的教學可更開放及能

夠發揮幼兒的創作力。 

A 組課堂實錄： 

 

Ｂ組 

1. 能說出表演

的方式有多

樣 如 ： 朗

誦、歌唱、

角色扮演、

話劇等。 

2. 樂於在別人

面前演示自

己如何表演

唐詩《小兒

垂釣》。 

 

Ｂ組: 

一、引入 

1. 老師和幼兒重温唐詩《小兒垂釣》，並一起討論“表演”一詞

的意思和形式。 

 

二、發展 

1. 老師和幼兒討論他們喜歡如何表演唐詩《小兒垂釣》，然後請

幼兒嘗試用自己的方法表演唐詩《小兒垂釣》。 

2. 老師向幼兒展示以不同形式表演唐詩的影片，和幼兒總結表

演的方式有多種，並請幼兒投票選擇本小組表演唐詩《小兒

垂釣》的形式。 

3. 幼兒選擇表演形式後，老師和幼兒開始進行排練。 

 

三、總結 

1. 向班上同學表演。 

課堂反思： 

在討論表演的形式時，面對老師的提問，幼兒的答案局限於唱歌、跳舞等形式，在

排練的過程中，幼兒踴躍嘗試老師提供的不同方式進行練習，從幼兒的反應中，老

師應思考在日常的教學活動中，是否有足夠的平台讓幼兒表現自己，期望在日後有

更多不同的演出形式加入教學活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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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組實錄： 

 

C 組 

1. 積極發

表意見 

2. 使用不

同形式表

達唐詩 

 

 

 

C 組 

一、引入： 

1. 提問幼兒希望選用哪種形式進行巡演 

 

二、發展： 

1. 分配角色 

2. 幼兒與老師共同討論情境及演出編排 

3. 進行排練 

 

三、總結 

1. 回到課室作預演 

課堂反思： 

經過了兩節課的延伸活動，幼兒便需要想出一個表演的形式，把唐詩憫農帶到其他

班級的課室中，分享他們的學習成果。經過老師和幼兒的共同商議，決定以短劇和

朗誦的形式進行，幼兒們很快便進行了角色的分工，在排練的過程中，由老師帶領

和給予建議，幼兒配合排練，他們能夠做到互相合作，互相幫忙，當一位幼兒忘記

台詞，另一位幼兒會默默地幫忙提醒，在整節課短短的排練中，他們都樂在其中。

在其後課室的預演，他們得到同儕的掌聲，從他們的表情中都能感受到滿滿的成功

感和喜悅。 



23 
2013/2014 學年教學設計獎勵計劃獲獎作品 

Ｃ組課堂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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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唐詩大舞台 

日期：02/05/2014 

時間：14:25~15:00 

教學目標： 

B-1-2 能安靜、專注地傾聽他人說話； 

C-2-2 能學習相互欣賞、尊重、愛護和幫助身邊的人； 

C-2-3 樂於與人溝通、合作及分享； 

E-1-2 喜歡欣賞優美的藝術作品，並能感受到其中的美； 

E-2-2 樂於展示自己的作品，並欣賞他人的創作； 

E-3-1 能隨音樂旋律哼唱、拍打節奏及根據歌詞的詞意展現肢體動作和表情； 

教具： 

大字報、魚竿、池塘、不織布魚、木槌、鋤頭、簡報、樂器 

具體目標 教學活動 

1. 樂於在他人面

前進行表演。 

 

一、引入 

1. 老師表示將帶領幼兒到幼稚園各班進行唐詩表演。 

 

二、發展 

1. 幼兒分組進入各班進行唐詩表演活動。 

 

三、總結 

1. 老師請幼兒分享是次活動的得著和感受。 

課堂反思： 

是次表演活動反應熱烈，幼稚園各級幼兒都投入欣賞表演者的演出。由於三組表

演的形式不同，成功引起觀眾的注目。在表演期間發現時間較為傖促，欠缺表演

者與觀眾的交流，所以於下次同類型的表演活動時，建議可安排表演者向觀眾於

表演前先作簡單的介紹，以及提供發問時間，讓雙方有更多交流機會。另外，建

議可為幼兒提供更大的舞台，例如於生日會或節日慶祝會進行表演，讓幼兒更具

成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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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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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評量 

Ａ組評量表 

A-1 中的“Ａ”代表組別，“1”表示 幼兒代號。 

“”表示能完全達到; “”表示尚能達到; “△”表示尚未達到 

  A-1 A-2 A-3 A-4 A-5 A-6 A-7 A-8 

1.  能面對困難，在活動中表現出自信；      △   

2.  能安靜、專注地傾聽他人說話；       △  

3.  能將所聽的內容以自己喜歡的方式

表達出來； 

     △   

4.  發音清楚正確，能運用恰當的音

量、語速、語調說出較完整和連貫

的語句； 

     △   

5.  能清楚表達自己的生活經驗、需要

及情感，完整描述簡單的事物； 

     △   

6.  對文字產生興趣，能認讀簡單的文

字； 

        

7.  喜歡學習，樂於參與學習活動；         

8.  有初步的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力；         

9.  能學習相互欣賞、尊重、愛護和幫

助身邊的人； 

        

10.  樂於與人溝通、合作及分享；         

11.  喜歡欣賞優美的藝術作品，並能感

受到其中的美； 

        

12.  能瞭解簡單的藝術表現方式和方

法； 

        

13.  樂於展示自己的作品，並欣賞他人

的創作； 

        

14.  能隨音樂旋律哼唱、拍打節奏及根

據歌詞的詞意展現肢體動作和表

情； 

     △   

15.  能在教師的引導下，利用不同的工

具和道具進行藝術創作，學習探索

藝術創作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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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組評量表 

B-1 中的“Ａ”代表組別，“1”表示 幼兒代號。 

“”表示能完全達到; “”表示尚能達到; “△”表示尚未達到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1.  能面對困難，在活動中表現出自信；     △    

2.  能安靜、專注地傾聽他人說話；         

3.  能將所聽的內容以自己喜歡的方式

表達出來； 

        

4.  發音清楚正確，能運用恰當的音量、

語速、語調說出較完整和連貫的語

句； 

        

5.  對文字產生興趣，能認讀簡單的文

字； 

        

6.  喜歡學習，樂於參與學習活動；         

7.  有初步的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力；         

8.  能學習相互欣賞、尊重、愛護和幫助

身邊的人； 

        

9.  樂於與人溝通、合作及分享；         

10.  愛護動、植物；         

11.  喜歡欣賞優美的藝術作品，並能感受

到其中的美； 

        

12.  能瞭解簡單的藝術表現方式和方法；         

13.  樂於展示自己的作品，並欣賞他人的

創作； 

        

14.  能隨音樂旋律哼唱、拍打節奏及根據

歌詞的詞意展現肢體動作和表情； 

        

15.  能在教師的引導下，利用不同的工具

和道具進行藝術創作，學習探索藝術

創作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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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組評量表 

C-1 中的“Ａ”代表組別，“1”表示 幼兒代號。 
 “”表示能完全達到; “”表示尚能達到; “△”表示尚未達到 

 

 

 

  

  C-1 C-2 C-3 C-4 C-5 C-6 C-7 

1.  能面對困難，在活動中表現出自信；        

2.  能保持身體動作的協調；        

3.  能安靜、專注地傾聽他人說話；        

4.  發音清楚正確，能運用恰當的音量、語

速、語調說出較完整和連貫的語句； 

       

5.  對文字產生興趣，能認讀簡單的文字；        

6.  喜歡學習，樂於參與學習活動；        

7.  能學習相互欣賞、尊重、愛護和幫助身

邊的人； 

       

8.  樂於與人溝通、合作及分享；        

9.  能清楚表達自己的生活經驗、需要及情

感，完整描述簡單的事物 

       

10.  喜歡親近大自然，並對自然環境表現出

興趣和好奇； 

       

11.  愛護動、植物；        

12.  能運用感官探索自然與科學現象；        

13.  喜歡欣賞優美的藝術作品，並能感受到

其中的美； 

       

14.  樂於展示自己的作品，並欣賞他人的創

作； 

       

15.  能在教師的引導下，利用不同的工具和

道具進行藝術創作，學習探索藝術創作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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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總結及反思 

總結 

  整個教學活動的設計圍繞著三首不同的唐詩，藉著不同的教學活動，期望幼

兒能夠認識唐詩中的美，透過簡潔精煉的語言描述事物和表達情感。整個教與學

的活動中，從老師的教和幼兒的學習中作出總結： 

1. 老師教學： 

  是次的活動共有五節課，除了第一節課和第五節課外，其餘三節課均是分組

進行課堂，每組有一位老師及七至八位幼兒，利用小組的形式有利於老師與幼兒

之間的溝通和互動，使教學的工作更順利地進行。而這種小組的教學形式，也利

於老師作出深入和細緻的評量，對幼兒的表現更真實地呈現出來。 

  在課堂的一開始，三位老師各自扮演唐詩中的主要角色，幼兒對於老師的扮

演都感到有趣好奇，後來在校內見面，幼兒也會直呼老師的角色名稱，如“媽媽

呀！”，“小朋友呀！”等，這些深入形象使幼兒更易投入到課堂當中，增加了

課堂的效益。 

  幼兒的生活經驗有限，而每首唐詩中所帶出的思想和精神是在較虛幻的層面，

幼兒認識唐詩後，也未必能夠領會詩人的意圖和表達的情感。因此，老師刻意安

排不同的教學活動，讓幼兒從多角度、多方面學習和感受唐詩中的不同層面，幼

兒經過親身的體驗，從幼兒的感受分享中可以看出，幼兒開始對詩人所表達的情

感有所體會。 

  整個教學過程中，對於老師也是一種新的挑戰，唐詩是博大精深的文化，幼

兒的認知層面有限，如何讓幼兒逐步進入到詩中的境界，跳出自我中心的框框，

學習明白他人的感受。每節課前和課後，三位老師都會對課堂的內容和編排作出

修訂和檢討，對遇到的問題分享交流，尋求較佳的解決辦法，務求提高教學的成

效，達到教學相長。回顧整個教學的過程，老師們認為是次的教學是成功的，從

幼兒當初只認住老師扮演的角色，到後來分享時候幼兒能說出自己的感受，分別

提及唐詩中不同方面的要點，可以看出幼兒是真正融入到詩中，感受詩人的感受

和所帶出的情感，因此，老師對於是次的教學設計感到滿意。 

 

2. 幼兒表現： 

  在是次的主題活動中，各組幼兒在不同課堂中都有良好的表現。在課堂中積

極參與教學活動，勇躍回答老師的提問，投入不同的課堂活動中。在活動上與同

儕進行了溝通和交流，透過共同的嘗試和思考，解決一個又一個的難題。 

  五官五感是幼兒吸收知識的最佳渠道，是次的活動中，調動了幼兒各方面的

官感和能力，把幼兒日常較少接觸或實踐的環節帶到課堂上，除了建構知識點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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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為幼兒的生活累積了更多元的經驗。 

  在幼兒表演的環節當中，他們都樂於安排不同的節目向其他年級的幼兒展示

成果，部分性格較內向和文靜的幼兒，都在排練及表演時間落地演出，當其他幼

兒給予掌聲作鼓勵時，幼兒都展示出燦爛的笑容，雖然演出不算得最完美，但為

是次的教學活動劃上完滿的句號。 

  三組不同的幼兒有不同的學習內容、目標和活動，每次進行完分組活動後，

幼兒都紛紛向身邊的幼兒分享剛才課堂上的所見所聞，促進幼兒之間的溝通，從

聆聽別人的分享中獲取一定的知識。 

 

反思   

  在剛開始設計課堂時，老師的設計方向是利用小組的形式進行教學，不同幼

兒進行不同的體驗，因此使用三個大組進行各自的活動，而設計的大原則是既要

讓幼兒學習到唐詩，也需要滲透到不同學科的領域，而在是次教學過程中，老師

們都作出多番的反思和修整，期望幼兒能更有效地學習到不同的知識點。以下是

對於是次教學設計及活動的一些反思和建議，期望能夠在日後的同類活動中積累

經驗，使活動能更佳地完成。 

 

1. 總結三大組的教學活動，老師們都認為學科的滲透不夠全面，英語及數概方

面的涵概部分較少，可適量增加此部分的知識點； 

2. 三首唐詩的中心思想都略有不同，因此可能每一組的教學目標則重於某領域

上，無法達至一致的評量和目標； 

3. 由於執行時間的限制，無法讓每位幼兒分別進行三組的活動； 

4. 活動上讓幼兒進行感受分享的時間較少，可提供更多時間作更深入的對話交

流，讓幼兒表達更深入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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