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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廿一世紀幼稚園課程的特色中應富有探索性，而利用科學知識進行開展探索

性的課題是較明顯的，透過與周邊環境中的人、事、物互動方式，使幼兒手動(操

作和體驗)、心動(用心思考)、人動(與人互動和合作)、他動(相關事物互相配合

牽動)，使幼兒探索未知、解決問題、建構知識和發現答案，並因主動而獲得知

識和增進探究能力。 

幼兒科學除了讓幼兒學習一些基本的科學知識外，更重要是建立探索的技

能、熱愛大自然的情感和好奇心。活動過程中會透過觀察、試驗和探索，增強幼

兒對科學的好奇與興趣。期望是次的教學活動能達到以下的目標： 

1. 能在實踐活動中體會對科學探索的興趣 

2. 體驗成長的喜悅，喜歡學習 

3. 探索事物的特性，從而認識自然界與自己的關係 

4. 養成細心觀察的態度 

在是次設計內容中，是根據幼兒的年齡、經驗和認知，以“從做中

學”(Learning by Doing)、“從遊戲中學習”(Learning through Games)和“從

經驗中學習”(Learning by Experiencing)的設計原則，利用大班教學、小組活

動、體驗學習和情境教學，設計出具校本課程特色的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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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日期 教學內容 

2014年 1月 21日 活動一：彈力 

2014年 1月 23日 活動二：風的魔力 

2014年 2月 10日 活動三：有趣的霧 

2014年 5月 23日 活動四：浮與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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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活動一：彈力 

日期及時間： 

2014 年 1 月 21 日(上午)  30  分鐘 

2014 年 1 月 21 日(下午)  30  分鐘 

班級：K2 人數： 28 人 

教學目標 

A 知識目標 B 情意目標 C 技能目標 

A-1 通過試驗和觀察，能

簡單地描述彈力的原

理 

A-2 能初步了解彈力的

特性 

A-3 能連結彈力於日常

生活中的應用 

B-1 能在實踐活動中體會

對科學探索的興趣 

B-2 主動參與探索彈力的

活動 

C-1 通過試驗，能觀察到

彈力的基本原理 

C-2 能指出彈力的特性 

C-3 能發現日常生活中彈

力的存在 

基本學力要求 

C-1-4 喜歡學習，樂於參與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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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能說出日常生活中發生事件的順序和前因後果 

D-4-3 喜歡提出所觀察到的問題，並試圖找到答案 

D-4-5 能體會到科學與生活的關係，對科學產生興趣 

D-5-1 能運用感官探索自然與科學現象 

教具與佈置： 

橡皮圈、鉛筆、襪子、褲、髮飾、圖片、彈力短片 

學生已有知識 

已在體能活動有拍球和玩羊角球的經驗，知道拍球會有回彈的現象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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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過 程 

具體教

學目標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佔用

時間 
教學評量 

 

 

B-1,B-2 

 

 

 

C-1 

 

 

 

 

 

 

 

 

 

 

 

 

 

A-1,B-1, 

B-2 

 

 

 

 

 

 

 

 

 

 

 

 

一、引起動機 

(一) 有趣的橡皮圈 

1. 老師出示一根橡皮圈，用手把

橡皮圈拉長和扭轉，請幼兒觀

察其變化，並邀請部份幼兒參

與試驗。 

2. 然後提問幼兒：「為甚麼橡皮

圈會可以變長、縮短和扭轉，

但最後還是變回原來樣子

呢？」 「橡皮圈存在著甚麼

秘密可讓它產生這樣的變

化？」從而帶出課題「彈力」。 

 

 

 

 

 

 

 

二、發展活動 

(一) 彈力變變變 

1. 老師出示兩枝鉛筆和一條橡

皮圈，請幼兒想想如何把它們

變成會跳舞的鉛筆，請幼兒提

供不同的方法，並與他們一起

進行試驗。 

2. 老師示範把橡皮圈套緊兩枝

鉛筆，扭動其中一枝鉛筆後鬆

開，請幼兒觀察其變化，並嘗

試說說其原理。 

3. 小結：原來有彈性的物體受力

會變形，當外力停止作用，讓

物體能夠恢復原狀的力量，便

是「彈力」。 

 

 

橡皮圈 

 

 

 

 

 

 

 

 

 

 

 

 

 

 

 

 

 

鉛筆、橡

皮圈 

 

 

 

 

 

 

 

 

 

 

 

 

 

 

3’ 

 

 

 

 

 

 

 

 

 

 

 

 

 

 

 

 

 

10’ 

 

 

 

 

 

 

 

 

 

 

 

 

 

 

 

大部份幼兒願

意參與探索彈

力的活動 

 

通過試驗，部

份幼兒能觀察

到彈力的基本

原理 

 

 

 

 

 

 

 

 

 

 

 

通過試驗和觀

察，部份幼兒

能簡單地描述

彈力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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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B-2, 

C-2 

 

 

 

 

 

 

 

 

 

 

 

 

 

 

 

 

A-3,C-3 

 

 

 

 

 

 

 

 

 

 

 

 

 

 

 

 

 

 

(二) 彈力的特性 

1. 老師提問幼兒：「如果繼續不

停地扭動鉛筆裏的橡皮圈，又

會有甚麼情況出現呢？」 

2. 出示欠缺彈力的襪子、褲和髮

飾，請幼兒嘗試使用，觀察後

說說出現此情況的原因。 

3. 小結：當物體變形超過物件的

彈力限度時，彈力會消失；具

彈力的物件拉動或使用太多

時，會出現彈力疲乏現象，彈

力會減少。 

 

 

 

 

 

 

(三) 彈力用途多 

1. 老師請幼兒嘗試在自己身上

找出彈力應用在日常生活的

例子，然後提問幼兒：「除了

以上例子外，日常生活中還有

哪些活動或物件是應用彈力

原理呢？」 

2. 出示圖片介紹彈力於日常生

活中的應用(射箭、打羽毛

球、原子筆、繃帶)。 

3. 小結：原來日常的生活中彈力

 

 

 

 

 

 

 

 

襪子、褲

和髮飾 

 

 

 

 

 

 

 

 

 

 

 

 

 

 

 

 

圖片 

 

 

 

 

 

 

 

 

 

 

 

 

 

 

 

 

 

 

6’ 

 

 

 

 

 

 

 

 

 

 

 

 

 

 

 

 

 

7’ 

 

 

 

 

 

 

 

 

 

 

 

 

 

 

 

 

 

 

 

大部份幼兒能

初步了解彈力

的特性 

部份幼兒能指

出彈力的特性 

 

 

 

 

 

 

 

 

 

 

 

 

 

大部份幼兒能

發現日常生活

中彈力的存在 

 

 

 

部份幼兒能連

結彈力於日常

生活中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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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A-2 

 

 

無所不在，彈力亦會常常應用

在我們日常生活裏。 

 

 

 

 

 

 

 

 

 

 

 

 

 

三、綜合活動 

(一) 回顧--彈力是甚麼？ 

1. 播放彈力短片，請幼兒細心觀

看，以回顧彈力的原理。 

 

2. 提問幼兒：「彈力的原理是甚

麼？彈力具備甚麼特性？」 

 

 

 

 

 

 

 

 

 

 

 

 

 

 

 

 

 

 

 

 

彈力短片 

 

 

 

 

 

 

 

 

 

 

 

 

 

 

 

 

 

 

4’ 

 

 

 

 

 

 

 

 

 

 

 

 

 

 

 

 

 

大部份幼兒能

簡單地描述彈

力的原理 

大部份幼兒能

初步了解彈力

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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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 月 21 日--下午 

延展活動： 

找出彈力來 

1. 老師預先準備好的物品(如：舊

襪子、新襪子、橡皮圈、彈弓

等)，幼兒嘗試把物件進行不同

力量的拉動，看看不同物件出

現的情況。 

2. 幼兒可隨意利用課室內物品進

行自由探索活動，探索各物件

受力變形後，當外力停止作

用，物體是否具備恢復原狀的

力量，以重溫彈力的原理，然

後討論實驗後得出的結果。 

 

 

 

 

 

 

 

 

 

 

 

 

 

 

 

 

 

我發現原子
筆內是有彈
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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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檢討：(教學設計、教學活動、教學評量和自我反思) 

1. 在編寫教學計劃前，曾參考過不同的相關資訊及徵詢同事的意見，以考慮課

程重點應在於學會區分物體是否存在彈力還是初步了解彈力的原理和特性。 

2. 最後選擇了彈力的原理和特性有初步的認識，但經課堂實踐後，此內容對於

幼兒來說存在一定的困難。 

3. 考慮到教學時對於講解「彈力」的難點，故課堂中加入扭動橡皮圈的小實驗

和圖片輔助教學，以提升幼兒的學習趣味。 

4. 幼兒對於課題「彈力」頗感興趣，透過小實驗的呈現讓幼兒嘗試從中觀察到

彈力的原理，但只有個別幼兒能簡單說出其原理。 

5. 「彈力」為科學探索的教學內容，而主題課堂時間有限及幼兒能力所限，所

以加入延展活動，讓幼兒多動手及自由挑選物品作探索或試驗，從中領略彈

力的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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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風的魔力 

日期及時間： 

2014 年 1 月 23 日(上午)  30  分鐘 

2014 年 1 月 23 日(下午)  30  分鐘 

班級：K2 人數： 28 人 

教學目標 

A 知識目標 B 情意目標 C 技能目標 

A-1 了解風的特性和用途 

A-2 說明風是可以製造的 

A-3 推斷不同強度的風對

物品的影響 

A-4 區分相同與不相同 

B-1 建立對事物的探索精

神 

B-2 養成細心觀察的態度 

C-1 能描述風的特性和用

途 

C-2 能嘗試用身體不同部

位製造出風 

C-3 區分能被風吹動的物

品 

C-4 能描述風對人們的影

響 

C-5 能看出不相同的部份 

基本學力要求 

C-1-6 有初步的思考問題的能力 

D-2-5 能理解及在他人的幫助下製作簡單的記錄表 

D-4-3 喜歡提出所觀察到的問題，並試圖找到答案 

D-4-4 積極參與科學活動，樂於與人分享探索的收穫 

D-5-1 能運用感官探索自然與科學現象 

D-5-3 能嘗試比較自然環境中各種現象和材料的異同 

D-6-3 能分辨天氣變化的特徵 

D-6-4 能初步瞭解人與環境的關係 

教具與佈置： 

風車、電風扇、積木、羽毛、紙碎、紙張、紙球、風用途的圖片、颱風吹襲前後

的圖片、 

龍捲風吹襲的短片及圖片、手提電風扇、扇、紙球、鉛筆、棉花 

學生已有知識 

1. 有經歷過颱風 

2. 知道風能把物件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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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過 程 

具體教
學目標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佔用
時間 

教學評量 



12 
2013/2014 學年教學設計獎勵計劃獲獎作品 

J039 

 

 

 

 

 

 

 

 

 

 

 

 

A-1,B-2, 

C-1 

 

 

 

A-2,B-1, 

C-2 

 

 

 

 

 

 

 

 

A-3,B-1, 

C-3 

 

 

 

 

 

 

 

 

一、 引起動機 

出示一部風車，提問幼兒有甚

麼方法可以令風車轉動。 

 

 

 

 

 

 

 

二、 發展活動 

(一) 製造風 

1. 出示電風扇，並把風吹向

幼兒，請幼兒看看風的顏

色；嗅嗅風的氣味；用口

嚐嚐其味道。 

2. 老師小結風是無色無味。 

3. 請幼兒嘗試用身體不同

部位製造風。 

 

 

 

 

 

 

 

(二) 物件動起來 

1. 出示積木及羽毛，請幼兒

辨別那件物件可以被風

吹動起來。 

2. 出示一些紙碎、紙張及紙

球，請幼兒想辦法令以上

的物品動起來。 

3. 老師小結利用身體製造

的風風力較弱，因此能吹

動較輕的物品。 

 

 

風車 

 

 

 

 

 

 

 

 

 

 

電風扇 

 

 

 

 

 

 

 

 

 

 

 

 

 

 

積木、羽毛 

 

紙碎、紙

張、紙球 

 

 

 

 

 

 

 

3’ 

 

 

 

 

 

 

 

 

 

 

5’ 

 

 

 

 

 

 

 

 

 

 

 

 

 

 

5’ 

 

 

 

 

 

 

 

 

 

 

能說出令風

車轉動的方

法 

 

 

 

 

 

 

 

 

能描述風的

特性 

 

 

 

能嘗試用身

體不同部位

製造出風 

 

 

 

 

 

 

 

指出能被風

吹動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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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C-1 

 

 

 

 

 

 

 

 

 

 

A-3,C-4 

 

 

 

 

 

A-4,B-2, 

C-5 

 

 

 

A-3,B-2, 

C-4 

 

 

 

 

 

 

 

 

 

 

 

 

(三) 風伯伯的本領 

1. 提問幼兒風有何用途，請

幼兒自由回答。 

 

 

 

 

 

 

 

 

 

2. 老師展示圖片，並請幼兒

描述風的用處，如：風力

可推動物品、吹乾衣服、

使人涼快等，還有小朋友

很喜歡的玩意，如：吹泡

泡、放風箏等。 

3. 出示受颱風吹襲前後的

圖片，請幼兒在圖中找出

不相同之處。再猜猜發生

了什麼事，請幼兒自由回

答。 

4. 觀看龍捲風吹襲的短片

和圖片。提問幼兒若風力

太強會如何？颱風/龍捲

風對我們有何影響？ 

 

 

 

 

 

 

 

 

 

 

 

風用途的

圖片 

 

 

 

 

 

 

 

 

 

 

 

 

 

 

 

颱風吹襲

前後的圖

片 

 

龍捲風吹

襲的短片

及圖片 

 

 

 

 

 

 

 

 

 

 

 

 

 

15’ 

 

 

 

 

 

 

 

 

 

 

 

 

 

 

 

 

 

 

 

 

 

 

 

 

 

 

 

 

 

 

 

 

 

 

 

 

能描述風的

特性與用途 

 

 

 

 

 

 

 

 

 

能描述風對

人們的影響 

 

 

 

 

能發現圖片

中不相同之

處 

 

能描述風對

人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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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總結活動 

提問幼兒： 

1. 有什麼物件是可以被弱風

吹動的呢？ 

2. 風力太強對環境有何影

響？ 

 

 

 

 

 

 

 

2014 年 1 月 23 日--下午 

延展活動： 

1. 風力遊戲 

 利用手提電風扇、扇、口，讓

幼兒感受風的強弱。 

 

 出示不同的物品 (紙球、鉛

筆、棉花等)，請幼兒用不同

的方法把物件吹動。 

 

2. 記錄能被弱風吹動的物件 

 

 

 

 

 

 

 

 

 

 

 

 

 

 

 

 

 

 

 

 

 

 

 

 

 

 

 

 

 

扇、手提電

風扇、紙

球、鉛筆、

棉花 

 

 

 

 

 

 

 

 

2’ 

 

 

 

 

 

 

 

 

 

 

 

 

 

30’ 

 

 

 

 

 

 

能聆聽和參

與回答問題 

 

 

 

 

 

 

 

 

 

 

 

 

 

 

能探索出可

被風吹動的

物件 

能嘗試用不

同的方法把

物件吹動 

 

能操作簡單

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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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檢討：(教學設計、教學活動、教學評量和自我反思) 

1. 教學設計：教學目標需讓幼兒透過探索及認識風的特性；亦需了解風力與人

類的關係，因此幼兒動手嘗試的時間較短。 

2. 教學活動：觀察風的顏色、氣味及味道時幼兒的幻想力豐富，但未能即時描

述出風的特徵，因此老師需花時間引導幼兒進行觀察。 

3. 教學評量：幼兒探索用身體不同部位製造風時，幼兒的創意比預定豐富。另

外，在探索如何吹動紙碎、紙張和紙球時，幼兒不太會吹動紙張，因此老師

需拿起紙張，建議更換成其他物品。 

4. 自我反思：由於觀察風的特性時比預期需多花時間進行引導，老師在時間控

制上需把握重點，教具轉換上可更節省時間。 

5. 建議把風的課題分成二節課，第一節操作物品和探索風的特性，第二節認識

風的強弱與人類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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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有趣的霧 
日期：2014 年 2 月 10 日(星期一)  

時間：30 分鐘 

班級：K2 

人數：28 人 

 

目標： 

1. 知道毛毛雨和霧的不同之處 

2. 透過進行小實驗認得霧的形成 

3. 建立對事物的探索精神 

4. 能簡單說明霧的形成 

 

基本學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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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樂於與人溝通、合作及分享 

D-5-1 能運用感官探索自然與科學現象 

D-5-4 能口述觀察的過程及結果 

D-6-3 能分辨天氣變化的特徵  

 

活動過程： 

霧的小實驗︰ 

1. 老師出示一幅大霧的圖片，然後請幼兒想一想我們可以怎樣做出一些霧呢﹖

(自由討論) 

方法一︰利用一盆熱水，把鏡面放在上面。 

方法二︰請一位幼兒在窗或鏡面上『呵』出暖氣。 

2. 總結實驗，解釋霧的出現，是因為春天的天氣潮濕溫暖，遇到冷的物件，便

會結成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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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檢討：(教學設計、教學活動、教學評量和自我反思) 

1. 當討論如何可以做出霧時，個別幼兒都會提出自己看過霧的經驗； 

2. 老師發現不少幼兒把霧和煙產生混淆，需花時間與幼兒講解霧的形成； 

3. 霧的實驗幼兒都很感興趣，透過親自動手做小實驗，幼兒明白到霧的成因，

他們基本明白霧會讓物品黏附小水點，使人看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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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四：浮與沉 
日期：2014 年 5 月 23 日(星期五)  

時間：30 分鐘 

班級：K2 

人數：28 人 

 

目標： 

1. 掌握浮沉的概念 

2. 能辨別物件的浮沉狀態 

3. 激發幼兒參與實驗之興趣 

 

基本學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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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4-4 積極參與科學活動，樂於與人分享探索的收穫 

D-4-5 能體會到科學與生活的關係，對科學產生興趣，並敢於發表個人看法 

D-5-2 初步懂得科學探索的方法 

D-5-3 能嘗試比較自然環境中各種現象和材料的異同 

D-5-4 能口述觀察的過程及結果，並用自己熟悉的方式記錄 

D-6-1 能察覺物體的運動現象，並列舉物體的外部特徵 

 

活動過程： 

1. 教師出示實驗物品，請幼兒一項一項的預測，物品會沉在水中，或是浮在水

面上？ 

2. 請幼兒先用手比較不同物件的輕重。 

3. 請幼兒將不同的物件逐一放在水中，然後觀察它們是浮或沉的。 

(1) 拿出不同的物件詢問幼兒，那些物件會沉下去或是浮起來？ 

(2) 將不同的物件丟於水中之後，請幼兒觀察並在記錄表上記錄該物件的浮沉

情況。 

(3) 依(2)的步驟將物件逐一進行實驗。 

4. 討論與發表 

(1) 哪些東西可以浮起來？ 

(2) 哪些東西會沉在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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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檢討：(教學設計、教學活動、教學評量和自我反思) 

1. 物體浮沈現象對於 K2 幼兒而言，是一個較容易操作的科學探索活動及較容

易理解此現象，幼兒有濃厚的興趣，能大膽嘗試； 

2. 加入了浮沈實驗工作紙進行實驗，幼兒能夠先按工作紙內指定的項目進行第

一階段測試，完成測試後，幼兒可自主在課室內取兩樣物件進行第二階段測

試，讓幼兒嘗試從實驗找出答案； 

3. 部份幼兒對於物件浮沈現象會持主觀的態度，認為一些物件一定是浮，一些

一定是沈，透過親身進行實驗能讓他們驗證自己的假設，從而得出更正確的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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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幼兒期是個十分重要的時代，它是科學素養教育的啟蒙起始階段。在幼兒

階段開展科學素養，對周圍事物探索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正因如此是次的活動幼

兒在老師的帶領下，在日常教學活動中，開展了與主題活動相結合的科學教育，

指導全體幼兒參與科學探索活動。如：“彈力”，“風的魔力”，“有趣的霧”，

“浮與沉”等等。活動過程中老師會提出不同的要求：讓幼兒動一動，玩一玩；

讓幼兒自己來討論；說一說，想一想，在探索中獲得經驗的提升。 

 

    期望在往後的時間，老師們與幼兒共同通過更多項科學活動，並能邀請家長

共同參與在當中，讓家長也能與子女一起參與科學活動，一起關注生活、搜集資

料，探究發現，體驗到了科學帶來的無窮樂趣。在活動進行中，老師們發現若要

幼兒達到動動手的要求，時間的安排是最重要的一環，因幼兒在進行實驗的時

候，他們會互相交流心得及進行實驗，如不能提供合宜的時間讓幼兒操作，這便

失去活動的意義，因此時間的考慮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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