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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在幼兒的認知世界當中水是隨處可見的，無時無刻都能夠使用，

彷彿是無窮無盡的存在。實際上，全世界有越來越多科學家和專家警

告，伴隨著地球生態的急劇轉變及水資源受污染的情況下，若果人類

繼續自私地濫用水資源及不培養珍惜用水的好習慣；最終，我們必定

面臨食水短缺的問題。 

 

有見及此，在眾多教學課題當中「水」的認識及教育對下一代甚

具意義及有學習的必要性。水與人類息息相關，教育下一代珍惜用水

應從小開始培養；讓幼兒了解水資源對人類的貢獻和重要性，教育他

們珍惜用水及愛護地球大自然的一切， 亦是公民教育的重要命題之

一。  

「水」是很好玩的，以科學趣味活動探索「水」也是迎合幼兒遊

戲學習的本質，糅合了科學與美藝的學科，幼兒能通過各種探索和欣

賞活動，培養自主探究精神和提升美感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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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活動 活動名稱 課題內容 授課時間 課時 

活動一 齊來找找看 

走出課室，在校園環境中，

讓幼兒主動探索校園環境中

哪裡有水存在及作用。 

2017-3-20 30 分鐘 

活動二 《達達河》出發 

透過主題故事《達達河》的

情境引入，讓幼兒認識水的

用途。  

2017-3-21 30 分鐘 

活動三 水之美 

用水和顏色來進行藝術創

作，讓幼兒感受水在流動時

之美感。 

2017-3-22 60 分鐘 

活動四 「水」之演變 
以中國象形文字讓幼兒知道

「水」字之演變。 
2017-3-22 30 分鐘 

活動五 為何不見了 

利用水的可溶性作實驗出

發，讓幼兒從實驗中分辨可

溶與不可溶的物質。 

2017-3-23 60 分鐘 

活動六 水之變變變 

透過實驗讓幼兒了解水會因

應溫度的變化而作出三種不

同的狀態（液態、氣態、固

態）。  

2017-3-24 60 分鐘 

活動七 奇妙的水聲 

幼兒利用不同器皿盛水創作

成樂器，讓幼兒自主探索並

發現水與音律的關係。 

2017-3-27 60 分鐘 

活動八 哪裡不一樣 

利用守恒方法比較不同的容

器，讓幼兒利用水來學習比

較容量多少的方法，初步學

習容量的概念，並引導幼兒

進行簡單的記錄。 

2017-3-28 6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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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九 水滴探險記 

老師以水作為故事框架作引

導，幼兒以肢體動作來表

達，一同創作故事。 

2017-3-29 60 分鐘 

活動十 惜水的重要 

利用主題故事《達達河》中，

故事人物遇到的問題，引導

幼兒提出水資源短缺的解決

方法。 

2017-3-30 30 分鐘 



1 

 

 

壹、 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 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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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內容 

    透過學校的情境來展開活動，從自主探索中來認識水的特徵及用途。讓幼

兒從科學及藝術的角度出發，利用關於水的科學實驗來引起幼兒的興趣，從而開

展各科的學習活動，加深幼兒對“水”的全面理解。此外，透過幼兒的生活經驗

及故事來討論學習珍惜水資源的重要性，鼓勵幼兒能從生活中實踐珍惜用水的態

度。在活動的過程中，幼兒能從探究中實踐學習，從操作中體驗感受，使幼兒在

學習上更富有趣味性。 

 

三、 設計創意和特色 

    水在幼兒的成長中是自然的存在，每天的生活都離不開水，但幼兒對水的

了解及認識有多少呢？我們用以下三個主要方向讓幼兒認識水： 

1. 科學及實驗角度學習： 

  透過小朋友愛玩的特徵以玩樂中學習及發現水的特徵及形態。  

2. 水與人類的關係及重要性： 

  透過了解水的特徵、形態、用途等，讓幼兒明白水與人類之間的關

係，從中學習水的重要及教育幼兒珍惜用水。  

3. 藝術角度  

  以水的特徵與藝術聯系起來，欣賞水動的美態及流動的聲音創作音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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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學重點 

1. 幼兒明白人類生活離不開水。 

2. 幼兒知道生活中很多情況都需要用水；幼兒能夠利用句式表達如何  

用水。  

3. 讓幼兒欣賞水流動之美。 

4. 認讀「水」字； 了解水的部首及「水」字的偏旁「氵」。 

5. 學生能說出溶解的概念。 

6. 知道水在自然界是存在著固態、液態、氣態。 

7. 利用不同物料配合水聲來設計聲音。 

8. 利用倒水進杯子的方法來找出容量的大小。 

9. 聽從指令把動作完成。 

10. 幼兒了解失去水資源的嚴重性，學會珍惜用水。 

 

五、 教學難點 

1. 水與人類生活是有密切關係。 

2. 幼兒能夠理解故事內容並能從故事中的情節引伸至日常生活。 

3. 充分理解水流動的各種特性。 

4. 知道「水」字是由象形文字演變而成；明白水為部首的字大多與水

有關。 

5. 學生能理解溶液是如何形成的。 

6. 水三態是如何形成的。 

7. 根據原有故事來進行設計延伸。 

8. 幼兒能理解測量容量方法的原理。 

9. 幼兒能把學會了的動作隨著音樂來律動。 

10. 幼兒明白雨水是不能食用的，並理解水循環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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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教學用具 

活動 活動名稱 教學用具 

活動一 齊來找找看 噴水壺、記錄卡 

活動二 《達達河》出發 
獅子圖卡、生活學習套《達達河》大書（教育出版

社有限公司） 

活動三 水之美 
水的形態作品（三幅）、混有不同顏色的水、畫紙、

吸管、吹風機 

活動四 「水」之演變 

水的聲音；影片《漢字的故事 : 水》； 

「水」、「氵」的字卡； 

活動用的「氵」部首卡和組字部件 

活動五 為何不見了 
方糖、糖果、棉花糖、油、發泡淀、湯匙、竹筷子、

熱水、記錄表 

活動六 水之變變變 
溫熱水、常溫水、冰、黑布、器皿、水壺、筒子、

紙張、溫度計 

活動七 奇妙的水聲 水、杯子、棒子、鐵罐、水筒、鋁罐、盒子、盆子 

活動八 哪裡不一樣 

預先請幼兒帶一個瓶子回校；兩瓶形狀、大小、高

度不一樣的果汁；各種工具如杯子、湯匙、尺、筷

子、漏斗等 

活動九 水滴探險記 水滴小兵紙偶、音樂 

活動十 惜水的重要 
獅子圖卡、生活學習套《達達河》大書（教育出版

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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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教案 

單元 達達河 
課 堂 

名 稱 
齊來找找看 科目 科學 日期 

2017 年 3 月 20 日 

30 分鐘 

教 

學 

目 

標 

1. 認識水與人類生活是息息相

關的。 

2. 體會人類生活是離不開水

的，並發現生活周邊有水的存

在。 

3. 幼兒能從生活環境中找出水

的來源。 

4. 訓練幼兒聯想和組織能力。 

5. 培養幼兒團體合作精神。 

6. 能利用圖表進行簡單的記錄。 

 

基

本

學

歷

要

求 

學習 

領域 

基本學力 

要求指標

編號 

本年齡段幼兒的可行目標 

語言 

B-1-2 
能安靜、專注地傾聽他人說

話； 

B-1-4 
能聽懂日常用語，並按照指

令行動； 

B-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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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

社會與

人文 

C-1-6 
有初步的思考和解決問題的

能力 

數學與

科學 

D-4-3 
喜歡提出所觀察到的問題，

並試圖找出答案； 

D-4-4 
積極參與科學活動，樂於與

人合作、分享探索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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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能口述觀察的過程及結果，

並用自己熟悉的方式記錄。 

D-6-5 
會說出與生活相關的重要自

然資源的重要性。 

教 

學 

準 

備 

經驗準備： 初步認識水於生活上的用途。 

材料準備： 噴水壺、記錄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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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難 

點 

分 

析 

重點：人類生活離不開水。 

難點：水與人類生活是有密切關係。 

教 

學 

過 

程 

一、活動引入，引起興趣 

  請幼兒閉上眼睛，老師拿起噴水壺輕輕噴水 

老師問： 

 你們感覺到有甚麽？（學生根據自己的感覺自由回答） 

  請幼兒開眼睛看老師的噴水壺，得知剛才的是水。 

  老師問： 

 我們會用水做甚麼？（學生自由回答） 

 我們於甚麼時候會接觸到水？（學生自由回答） 

 我們能在哪裡能找到水呢？（學生自由回答） 

 

二、校園巡邏，尋找水的位置： 

  幼兒分成四組，每組派發一份記錄卡，讓幼兒根據記錄卡中圖片的指示，於學校

範圍內尋找水的位置，並進行記錄。 

 

三、整理記錄，小組匯報： 

  請幼兒回到課室後分組把記錄卡整理，隨後進行匯報。 

匯報內容： 

 該位置水是怎樣存在的 ? 

 該位置的水是作甚麼用途的 ? 

 

四、總結 

老師整理幼兒匯報的地點，原來我們可以從這些地方發現水，我們除了在學校裡找

到水外，在家中、餐廳、公園等地方都可以找到水，我們的生活和水是息息相關的，水

對於人類的生活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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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目

標 

目標 

評

估

結

果 

完全達到 大部份達到 基本達到 未能達到 

1. 認識水與人類生活是息息關 

的。  
×    

2.  體會人類生活是離不開水的，   

並發現生活周邊有水的存在。 
×    

3. 幼兒能從生活環境中找出水  

的來源。 
×    

4.  能利用圖表進行記錄。  ×   

5.  培養幼兒團體合作精神。  ×   

6. 訓練幼兒聯想和組織能力。   ×  

反

思 

1. 幼兒能從日常生活環境中尋找水資源。 

2. 充分體現合作精神。 

3. 少部分幼兒未能完整進行記錄。 

教

學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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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達達河 
課堂

名稱 
達達河出發 科目 

個人、社會與 

人民， 

(語言) 

日期 
2017 年 3 月 21 日 

30 分鐘 

教 

學 

目 

標 

1. 認識水的用途。 

2. 幼兒能專心聆聽故事內容。 

3. 引導幼兒代入故事中的角色

或情節，並嘗試運用語言，把

故事內容表達出來。 

4. 能夠理解故事內容。 

5. 認讀句子和能運用句式 

「我用水＿＿＿。」 

基 

本 

學 

歷 

要 

求 

學習

領域 

基本學力 

要求指標

編號 

本年齡段幼兒的可行目標 

語言 

B-1-2 能安靜、專注地傾聽他人說話； 

B-1-4 
能聽懂日常用語，並按照指令

行動； 

B-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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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意參與討論，能用適當的

詞、句、語段等大膽表達自己

的意見； 

個

人、社

會與

人文 

C-1-2 
有良好的個人生活與習慣的態

度； 

C-1-5 初步具有良好的品格； 

C-2-3 
喜歡交往，樂於與人溝通、合

作及分享； 

數學

與科

學 

D-6-5 
會說出與生活相關的重要資源

的重要性； 

教 

學 

準 

備 

經驗準備：幼兒了解在日常生活中能在哪兒接觸到或找到水。 

材料準備： 獅子紙偶、生活學習套《達達河》大書（教育出版社）及資源光碟。 

重 

難 

點 

分 

析 

重點： 幼兒知道生活中很多情況都需要用水；幼兒能夠利用句式表達如何用水。 

難點： 幼兒能夠理解故事內容並能從故事中的情節引伸至日常生活。 



2016/2017 

J053 

9 

 

教 

學 

過 

程 

 

一、引入 

老師拿出獅子爸爸紙偶，向小朋友介紹牠所居住的地方――動物村的故事。 

 

二、故事演說 

獅子爸爸住在動物村裡，動物村裡有一條很長的河流，叫達達河，村裡的動物

最喜歡使用達達河的水。大象先生最喜歡洗澡，每天都會洗澡兩次，他洗澡時會到

達達河提取大量的水，一邊浸浴，一邊用花灑沖洗，他最愛浸在清涼的河水裡，利

用他長長的鼻子把水噴出，像個噴水池般，十分享受。熊媽媽最愛烹調美味的食物，

同時她十分注重食材的清潔，她每次都把需要烹調的食材清洗三次，她會用河水浸

洗蔬菜的同時，又會打開水龍頭把蔬菜一片一片的清洗，十分仔細。兔妹妹每天都

協助兔媽媽照顧花園裡的小花小草，每天提著一桶一桶的河水，對著小花們一邊唱

歌一邊澆水。貪吃的狗哥哥最愛就是偷偷地把家裡的水果拿來吃，他會悄悄地把水

果帶到達達河裡清洗，左洗洗右沖沖，把水果的每一部份都清洗乾淨才會吃。而獅

子爸爸最喜歡做家務，他每天都提很多河水回家抺窗、拖地、洗碗筷，而他最愛就

是洗衣服，每件衣服他都加入很多洗衣液逐一搓洗，還會把衣服用清潔的河水沖洗

三至四次，確保衣服上沒有殘留的洗衣液，十分細心。 

村民每天都很忙碌的拿著大大小小的水桶到達達河裡提水回家使用，十分忙碌。 

 

老師問： 

 獅子爸爸居住的動物村中有一條河流是甚麼名字？（達達河） 

 動物村中的動物所喜歡做的事情都需要用甚麼呢？（水／河水） 

 熊媽媽用水 / 大象先生用水 / 兔妹妹用水 / 獅子爸爸用水 做甚麼？ 

（洗菜、洗澡、澆水、做家務） 

 

小結： 

老師問： 

 日常生活中我們會否像動物村的村民一樣用水做他們所做的事情呢？（會） 

原來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做的事情很多都離不開水，我們會用水洗手、洗澡，媽媽

會用水做家務等等，每天我們都會使用到水。 

   

三、介紹句式：「我用水＿＿＿。」（板書） 

老師問： 

 你用水做甚麼？（學生自由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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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需要講述用水做事情時，可以使用句式「我用水＿＿＿。」把用水做的事

情放在橫線的位置說出來，例： 

1. 我用水 洗澡 。 

2. 我用水 洗蔬菜 。 

  老師問： 

  你用水做甚麼？（學生嘗試用句式「我用水＿＿＿。」來回答） 

 

四、邀請幼兒做使用水的動作，讓其他幼兒利用句式「我用水＿＿＿。」來表達他的動作。 

 

五、總結 

 老師問： 

 我們每天的日常生活都會用到甚麼呢？（水） 

 我們會利用水來做甚麼？（學生自由回答） 

 你用水做甚麼？（學生運用句式「我用水＿＿＿。」自由回答） 

 

六、延伸活動 

      請幼兒於家中找出會用水做的事情，拍照後把照片帶回來，運用句式「我用水＿＿。」  

  來作句，向同學介紹。 

評 

估 

目 

標 

目標 

評

估

結

果 

完全達到 大部份達到 基本達到 未能達到 

1. 認識水的用途。  ×   

2. 幼兒能專心聆聽故事內容。  ×   

3. 引導幼兒代入故事中的角色

或情節，並嘗試運用語言，

把故事內容表達出來。 

  ×  

4. 能夠理解故事內容。 ×    

5. 認讀句子和能運用句式「我

用水＿＿＿。」 
 ×   

反 

思 

1. 靈活運用教材來引起幼兒的聯想力及創造力，並鼓勵幼兒積極在課堂中表達自身的想

法。 

2. 幼兒可能難以把固有的生活經驗代入故事當中。 

3. 少部分幼兒未能靈活運用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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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達達河 
課堂

名稱 
水之美 科目 藝術（視覺） 日期 

2017 年 3 月 22 日 

60 分鐘 

教 

學 

目 

標 

1. 嘗試不同的方法來進行藝術

創作。 

2. 欣賞水的形態。 

3. 透過活動知道水是流動的。 

4. 能利用不同媒材作畫。 

5. 享受藝術創作。 

基

本

學

歷

要

求 

學習

領域 

基本學力

要求指標

編號 

本年齡段幼兒的可行目標 

健康

與體

育 

B-1-4 
能聽懂日常用語，並按照指令

行動； 

B-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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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人、社

會與

人文 

C-1-4 喜歡學習，樂於參與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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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能感受不同材料的趣味，體會

使用不同材料進行藝術表達和

創作的樂趣； 

E-2-4 
能分辨環境和藝術作品中的色

彩、形狀和線條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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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3-5 
樂於與人分享藝術創作的感

受。 

教 

學 

準 

備 

經驗準備：學生知道水是人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東西。 

材料準備：水的形態作品（三幅）、混有不同顏色的水、畫紙、吸管、吹風機。 



2016/2017 

J053 

12 

 

重 

難 

點 

分 

析 

重點： 讓幼兒欣賞水流動之美。 

難點： 充分理解水流動的各種特性。 

教 

學 

過 

程 

一、 引入 

老師向幼兒展示三幅水的形態的畫作，讓幼兒說出它們的分別，並讓幼兒自由猜

想是如何創作出來的。（一幅是轉動畫紙畫出，一幅是利用吸管吹成，最後一幅是利

用吹風機完成的） 

 

二. 工具及作畫方法介紹，幼兒觀察、描述和分析過程 

    老師拿出不同顏色的水、畫紙、吸管及吹風機，分別邀請幼兒嘗試以任何一種方 

    法作畫，並邀請其他幼兒以不同方法觀察作畫時水的形態。 

  老師問： 

 三種作畫方法，水的形態有甚麼變化？（水都會流動到不同位置） 

 三種作畫方法，水的流動有何分別？ 

（轉動的方法水會依照轉動的方向流走、 

 吸管的方法會根據吹的方向流走、 

 吹風機的會分多個方向流走。） 

 為什麼不同方法水的流動方向不一樣？（學生自由回答） 

 

三. 幼兒進行創作 

    老師把不同媒材分別擺放於三張桌子上，幼兒根據自己較喜歡的方式入組進行作  

  畫，完成後利用蠟筆配合水的流動後留下的軌跡創作。 

   

四. 總結 

    邀請兩位小朋友出來分別扮演水及風，當風吹向水時，扮演水的形態。 

  老師問： 

 水流動後的軌跡形態是怎樣的？（學生自由回答） 

 水有否固定形態？（沒有） 

 水流動後留下的軌跡給你甚麼感覺？（學生自由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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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目

標 

目標 

評

估

結

果 

完全達到 大部份達到 基本達到 未能達到 

1. 嘗試不同的方法來進行藝術

創作。 
×    

2. 欣賞水的形態。  ×   

3. 透過活動知道水是流動的。 ×    

4. 能利用不同媒材作畫。 ×    

5. 享受藝術創作。 ×    

反

思 

1. 部分幼兒可能對水的流動性有所誤解。 

2. 幼兒能自行對問題進行深入探究。 

3. 幼兒能充分享受美藝創作的樂趣。 

教

學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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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達達河 
課堂

名稱 

「水」之

演變 
科目 語言 日期 2017 年 3 月 22 日 

教 

學 

目 

標 

1. 幼兒了解「水」字的由來

以及其演變過程，並了解

「水」字是由象形字演變

而成。 

2. 培養幼兒對認識漢字的興

趣。 

3. 認識水的部首「氵」並知

道以水為部首的生字與水

是有關係的。 

基

本

學

歷

要

求 

學習

領域 

基本學力

要求指標

編號 

本年齡段幼兒的可行目標 

語言 

B-1-2 能安靜、專注地傾聽他人說話； 

B-1-4 
能聽懂日常用語，並按照指令行

動； 

B-2-4 

樂意參與討論，能用適當的詞、

句、語段等大膽表達自己的意

見； 

B-3-4 
對文字產生興趣，能認讀簡單的

文字； 

個

人、社

會與

人文 

C-1-4 喜歡學習，樂於參與學習活動； 

教 

學 

準 

備 

經驗準備： 知道水和人類生活有關；知道水的用途。 

材料準備： 水的聲音；影片《漢字的故事 : 水》；「水」、「氵」的字卡；活動用的「氵」  

      部首卡和組字部件。 

重 

難 

點 

分 

析 

重點：認讀「水」字； 了解水的部首及「水」字的偏旁「氵」。 

難點：知道「水」字是由象形文字演變而成；明白水為部首的字大多與水有關。 

 

教 

學 

過 

程 

 

 

一、聲音聆聽，引起興趣 

  老師播放與水的聲音，讓幼兒猜想這是甚麼形態下的水 ? 

  （雨水、沖廁、飲水機、水滴）。 

二、圖片觀察，認識水字 

  老師向幼兒出示象形文字「水」的字卡， 

老師問： 

 你覺得它像的是甚麽？（學生自由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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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過 

程 

  播放影片《漢字的故事 : 水》，向幼兒介紹「水」字在古時候有水和河流之意 

思，古代的人就把川和河流的形狀繪畫出來，造成文字，從「川」字和「河」字出

現後，慢慢就演變成水了。 

 

  請幼兒模仿象形字「水」字的形態。 

 

三、認識水的部首「氵」 

  老師出示「氵」的拼圖卡，  

老師問： 

 這是甚麼？（學生自由回答） 

  它是「水」字作部首時，代表「水」字的偏旁，我們俗稱「三點水」。我們於書

寫文字上，以水為部首的字，大多以「氵」來代替。 

1. 向幼兒出示以「氵」為偏旁的字卡，透過生活例子讓幼兒加深水為部首的字與水

的用途有關。（板書） 

例： 一、游泳  二、海  三、沐浴  四、洗澡 

2. 讓幼兒猜想其他以水為部首的字。（板書） 

 

四、進行「文字去哪兒」活動，尋找： 

  幼兒以二人為一組，老師派發「氵」的卡讓幼兒準備，並講解遊戲規則，讓幼兒

於課室中找出預先放置的文字部件字卡，並進行組字；遊戲結束後小組分享找到的字。 

 

五、總結 

老師拿出象形字「水」的字卡和現代字「水」的字卡 

老師問： 

 這兩個字是甚麼？（水） 

 它們的分別是甚麼？（一個是象形文字，一個是現代字） 

  「水」字是由古代的人繪畫川和河流的形態來造成「水」字，經過時間的演變，

形成了現在的「水」字。 

老師拿出「氵」的字卡 

老師問： 

 這個與「水」字有甚麼分別呢？（它是「水」字作為偏旁時的形態） 

 甚麼時候「水」字會以「氵」出現？（作為部首時） 

  「氵」就是「水」字的偏旁形態，常常出現在以「水」字作部首的字；它能與其

他文字部件組成新字；而以水為部首的字，大多和水的用途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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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延伸 

幼兒在家中搜尋以水為部首的生字及相關圖片，回校作分享。 

評 

估 

目 

標 

目標 

評

估

結

果 

完全達到 大部份達到 基本達到 未能達到 

1. 幼兒了解「水」字的由來

以及其演變過程，並了解

「水」字是由象形字演變

而成。 

 ×   

2.  認識水的部首「氵」並

知道以水為部首的生字

與水是有關係的。 

 ×   

3.  培養幼兒對認識漢字的

興 趣。 
×    

反 

思 

1. 幼兒欣賞古文字的由來。 

2. 嘗試配字成詞。 

3. 少部分幼兒因為詞量不足而導致組字及組詞有困難。 

教 

學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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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達達河 
課堂

名稱 
為何不見了 科目 科學 日期 

2017 年 3 月 23 日 

60 分鐘 

教 

學 

目 

標 

1. 培養探究精神，享受進行實

驗樂趣。 

2. 認識溶解的概念，初步認識

溶液的形成。 

3. 能簡單分辨可溶和不可溶

的物質。 

4. 能獨自完成實驗，並進行簡

單的記錄，找出答案。 

基 

本 

學 

歷 

要 

求 

學習

領域 

基本學力 

要求指標

編號 

本年齡段幼兒的可行目標 

語言 

B-1-4 
能聽懂日常用語，並按照指

令行動； 

B-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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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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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

與科

學 

D-4-3 
喜歡提出所觀察到的問題，

並試圖找出答案； 

D-4-4 
積極參與科學活動，樂於與

人合作、分享探索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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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能運用感官探索自然與科學

現象； 

D-5-2 初步懂得科學探索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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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能適當並安全地使用常見的

科學用具和材料，進行簡單

的科學實驗和製作； 

D-6-1 
能察覺生活中常見的科學現

象，嘗試描述物體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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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準 

備 

經驗準備：學生知道水是人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東西。 

材料準備：方糖、糖果、棉花糖、油、發泡淀、湯匙、竹筷子、熱水、記錄表。 

重 

難 

點 

分 

析 

重點： 學生能說出溶解的概念。 

難點： 學生能理解溶液是如何形成的。 

教 

學 

過 

程 

一、故事引入 

  故事 

    方糖四兄弟到了公園玩捉迷藏遊戲，大哥負責當鬼，三個弟弟趁著大哥數數

時連忙找地方躲起來，二小弟躲到草叢裡，拿起兩片落葉把自己蓋起來，三小弟

躲進松果裡，而四小弟發現公園有個小池塘，青蛙們都在荷葉上唱歌，四小弟決

定麻煩青蛙們讓他躲在荷葉下。 

    「……97, 98, 99, 100。」大哥數數完畢，連忙尋找三個弟弟，一陣風吹過草

叢，把落葉吹起了，二小弟被捉到了；一隻肚子餓的小松鼠拾起松果準備帶回樹

洞，三小弟從松果裡掉下來被發現了；但大哥怎樣找，就是找不到四小弟，故此

三兄弟決定合作一起把四小弟找出來，他們來到小池塘，向正在歌唱的青蛙們問

有沒有見過四小弟，青蛙們一同跳下水正想要移開荷葉時，發現躲在下方的四小

弟不見了，一隻小青蛙嚇得不小心嗆了口水，發現水變甜甜的，究竟四小弟去了

哪裡呢？ 

 

老師問： 

 方糖四小弟到哪裡了？（在水裡） 

 為什麼在水裡沒有發現四小弟，他發生了甚麼？（學生自由猜想回答） 

  老師拿起一杯水，把一顆方糖放進水裡，讓幼兒觀察杯中的現象。 

 

老師問： 

 方糖現在變成怎麼呢？（開始縮小） 

 方糖為什麼縮小呢？（因為開始溶化了） 

 如何加速方糖溶解？（用工具攪拌、熱水溶解等⋯）  

  原來這個現象稱為溶解，方糖溶解於水中，混合成為溶液。 

  請幼兒出來嘗試水的味道，水變成有甜味了，所以方糖並沒有消失了，只是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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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水裡，所以方糖是一種可溶的物質。 

 

二、介紹工具，開始實驗 

  老師拿出糖果、棉花糖、油、發泡淀，先請幼兒猜一猜材料的溶解狀況，然後進行實

驗驗證，並進行記錄。 

 

三、分享結果 

 請幼兒於小組內分享記錄結果，幼兒根據分享整理答案。 

 請幼兒分組報告溶解狀況，並簡單進行總結。 

 

四、總結 

  老師問： 

 當一些物質放於水後不見了，這是甚麼現象？（溶解） 

 請幼兒簡單說出溶解的過程。 

 物質溶解後的水，稱為甚麼？（溶液） 

 請幼兒說出一種可溶的物質。（學生自由猜想回答） 

評 

估 

目 

標 

目標 

評

估

結

果 

完全達到 大部份達到 基本達到 未能達到 

1. 培養探究精神，享受進行實

驗樂趣。 
×    

2. 認識溶解的概念，初步認識

溶液的形成。 
 ×   

3. 能簡單分辨可溶和不可溶

的物質。 
 ×   

4. 能獨自完成實驗，並進行記

錄，找出答案。 
×    

反 

思 

1. 透過實驗操作學習可溶的物質並引入在日常生活中。 

2. 部分幼兒可能未能對溶解和溶液有確切的認知。 

3. 分組活動上老師如能多協助幼兒分享整理答案會較好。 

教 

學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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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達達河 
課堂

名稱 

水之變

變變 
科目 科學 日期 

2017 年 3 月 24 日 

60 分鐘 

教 

學 

目 

標 

1. 了解水三態的變化。明白

水遇熱會變成水蒸氣，遇

冷會結冰的道理。 

2. 讓幼兒能感知水的温度

不同會影響水的形態變

化。 

3. 利用不同方法來感知水

的變化。 

4. 培養幼兒自主探索的興

趣。 
基 

本 

學 

歷 

要 

求 

學習

領域 

基本學力

要求指標

編號 

本年齡段幼兒的可行目標 

語言 B-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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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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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

與科

學 

D-4-3 
喜歡提出所觀察到的問題，並

試圖找出答案； 

D-4-4 
積極參與科學活動，樂於與人

合作、分享探索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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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能運用感官探索自然與科學現

象； 

D-5-2 初步懂得科學探索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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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能適當並安全地使用常見的科

學用具和材料，進行簡單的科

學實驗和製作； 

D-6-1 
能察覺生活中常見的科學現

象，嘗試描述物體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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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準 

備 

經驗準備： 知道水的流動性。 

材料準備： 溫熱水、常溫水、冰、黑布、器皿、水壺、筒子、紙張、溫度計。 

重 

難 

點 

分 

析 

重點：知道水在自然界是存在著固態、液態、氣態。 

難點：水三態是如何形成的。 

教 

學 

過 

程 

一、探索活動、引起興趣 

1. 老師準備了一杯溫熱水（Ａ杯）、一杯常溫水（Ｂ杯）和一杯冰（Ｃ杯），分別

以黑布蓋好。 

2. 邀請幼兒分別觸摸黑布下的水杯，並分享感覺。 

  老師拿走黑布，解說黑布下的物品，分別是熱水、常溫水和冰，老師把溫 

    度計放進杯中，讓幼兒觀察三個杯子的溫度，溫度最高的是熱水，其次是 

    常溫水，最低溫的是冰。 

 

二、繼續探索，發現問題 

探索一： 

  老師把Ｂ杯的水和Ｃ杯的冰分別倒進兩個相同形狀、大小的筒子裡，讓幼兒觀察

它們的形態，Ｂ杯的水會隨著器皿的改變而導致形態改變，而Ｃ杯的冰沒有因器皿的

改變而改變形態，所以水是沒有形態的液體，液體會隨著器皿的形狀改變而改變，沒

有一個固定的形態；而冰是有特定形態的固體，固體不會因器皿的形狀改變而改變的。 

探索二： 

老師分別在Ａ、Ｂ和Ｃ杯上放上一張膠片，讓幼兒觀察並說出膠片的變化。 

  （現象：Ａ杯的膠片出現了水珠，Ｂ和Ｃ杯的膠片沒有變化） 

  探索三： 

老師分別以紙巾抹Ａ、Ｂ和Ｃ杯子的杯身，讓幼兒觀察並說出紙巾的變化。 

（現象：Ｃ杯的紙巾濕了，Ａ和Ｂ杯的紙巾沒有變化） 

  老師問： 

 為甚麼把膠片放在杯子上，Ａ杯的膠片會出現水珠？（學生自由回答） 

 

  老師準備電熱水壺煮水，請幼兒觀察水沸騰後水壺有煙冒出，老師把膠片放在煙

上一會兒，膠片出現小水珠。原來這些小水珠是水蒸氣，當水沸騰後，隨著溫度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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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變成了氣體狀態，膠片上的小水珠就是氣態水，即是水蒸氣。 

 

 為甚麼用紙巾印在Ｃ杯杯身，紙巾會濕了？（學生自由回答） 

 

  老師把溫度計放進Ｃ杯，然後把Ｃ杯放進熱水中浸泡，讓幼兒觀察冰杯內的冰在

熱水中溶化成液態水，故此冰是水凝固的狀態，利用溫度計解釋當水的溫度低於零度

時，水便會結成冰。 

 

三、體驗水三態 

  老師把熱水、常溫水和冰分別擺放於三張桌子，幼兒自己入組觀察體驗，並把他

所看到的水三種形態繪畫於記錄表中。 

 

四、總結遊戲：我是小水滴 

     老師準備圖卡（熱水壺、雪櫃、太陽），讓幼兒以肢體動作扮演小水滴在不同

的情況下轉化成水三態。 

小水滴在流動（幼兒在課室游走），雪櫃卡展示時扮演冰（幼兒站立原地不能動），

太陽卡展示時做回小水滴（幼兒再次在課室游走），熱水壺卡展示時扮演水蒸氣（幼

兒身體左右搖擺） 

 

五、延伸活動 

  請幼兒一同製作果汁冰棒。 

評 

估 

目 

標 

目標 

評

估

結

果 

完全達到 大部份達到 基本達到 未能達到 

1. 嘗試不同的方法來進行

藝術創作。 
×    

2. 欣賞水的形態。  ×   

3. 透過活動知道水是流動

的。 
×    

4. 能利用不同媒材作畫。 ×    

5. 享受藝術創作。 ×    

反 

思 

1. 能從活動及探索中初步認識水三態。 

2. 感知水在不同情況下呈現的狀態。 

3. 在實驗中有少部分幼兒未能完全理解水三態實驗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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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達達河 
課堂

名稱 
奇秒的水聲 科目 藝術（音樂） 日期 2017 年 3 月 27 日 

教 

學 

目 

標 

1. 認識水的聲音和探索水在不

同的器皿內能造出不同的聲

音。 

2. 能根據故事來創作音樂。 

3. 享受聲音的旋律和自我探索

的樂趣。 

基 

本 

學 

歷 

要 

求 

學習

領域 

基本學力

要求指標

編號 

本年齡段幼兒的可行目標 

語言 B-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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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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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

與科

學 

D-4-3 
喜歡提出所觀察到的問題，並

試圖找出答案； 

藝術 

E-1-3 
能瞭解簡單的藝術表現方式和

方法； 

E-1-4 

能感受不同材料的趣味， 體

會使用不同材料進行藝術表達

和創作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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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3-5 
樂於與人分享藝術創作的感

受。 

教 

學 

準 

備 

經驗準備： 對水聲有初步的認識。 

材料準備： 水、杯子、棒子、鐵罐、水筒、鋁罐、盒子、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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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難 

點 

分 

析 

重點：利用不同物料配合水聲來設計聲音。 

難點：根據原有故事來進行設計延伸。 

教 

學 

過 

程 

一、聲音猜猜看，引起興趣 

  請幼兒閉上眼睛，老師邊說出故事邊利用預先準備好盛水的器皿製造聲音。 

（聲音包括：㪣打盛水的馬克杯；利用棒子攪拌塑膠杯內的水；搖動盛水的鐵罐；把

盛水的水筒倒進另一水筒內） 

 故事內容： 

  小魚兒們在池塘裡嬉戲，東游游，西走走，你追我逐，十分歡樂，突然一群

正在尋找食物的大魚出現，大魚看到池塘裡的小魚兒們便感到餓了；一條小魚兒

感到疲倦，停在石頭旁休息，此時大魚覺得機會來了，悄悄地游到石頭的另一邊，

準備張口把小魚兒吃掉，這時…… 

老師問： 

 小魚兒們在池塘裡做甚麼？（在池塘裡嬉戲） 

 大魚的出現是為了甚麼？（尋找食物） 

 小魚兒們嬉戲時，你們聽到了甚麼聲音？（學生自由回答） 

 當大魚哥想要吃小魚時，你們又聽到了甚麼聲音？（學生自由回答） 

 你們猜想這些聲音是如何製作出來的？（學生自由回答） 

 

二、樂器製作 

  老師拿出剛才於故事中製作聲音的道具，講解這些道具都是用不同的器皿盛水製

造出來的。老師請幼兒拿出在家中帶回校器皿，請幼兒利用器皿盛水來製作自己的樂

器。（水的多少，樂器的用法均由幼兒自行決定。） 

 

三、樂器大合奏，共同創作故事 

  老師引領幼兒利用自己製作的樂器，一同把小魚兒的故事創作下去。 

 

四、總結 

  原來水有很多不同的聲音，不同的器皿盛水會發出不一樣的聲音，而我們以不同

的方式來使用樂器，也會有不同的聲音出現，十分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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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延伸問題 

  如果把樂器內的水量改變，演奏樂器的聲音會否改變呢？ 

評 

估 

目 

標 

目標 

評 

估 

結 

果 

完全達到 大部份達到 基本達到 未能達到 

1. 認識水的聲音和探索水在不同

的器皿內能造出不同的聲音。 
 ×   

2. 能根據故事來創作音樂。   ×  

3. 享受聲音的旋律和自我探索的

樂趣。 
×    

反 

思 

1. 感受共同創作的樂趣。 

2. 激發幼兒敢於嘗試和想像力。 

3. 幼兒在配合故事創作上還略欠固有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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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達達河 
課堂

名稱 
哪裡不一樣 科目 數學 日期 

2017 年 3 月 28 日 

60 分鐘 

教 

學 

目 

標 

1. 培養探究精神，享受進行

實驗樂趣。 

2. 了解容量的概念。 

3. 初步懂得量度容量的方

法。 

4. 能獨自完成實驗，找出答

案。 

基 

本 

學 

歷 

要 

求 

學習

領域 

基本學力

要求指標

編號 

本年齡段幼兒的可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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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

與科

學 

D-3-4 
認識常見的測量工具並會進行

簡單的測量； 

D-4-3 
喜歡提出所觀察到的問題，並試

圖找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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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學 

準 

備 

經驗準備：知道水是流動的。 

材料準備：預先請幼兒帶一個瓶子回校；兩瓶形狀、大小、高度不一樣的果汁； 

各種工具如杯子、湯匙、尺、筷子、漏斗等。 

重 

難 

點 

分 

析 

重點：利用倒水進杯子的方法來找出容量的大小。 

難點：幼兒能理解測量容量方法的原理。 

 

 

教 

學 

過 

程 

 

 

一、故事引入，發現問題 

  老師拿出兩瓶果汁道具說：「熊媽媽

今天製作了很美味的果汁，想要分享給住

在森林裡的熊婆婆，牠把果汁倒進了兩個

大小、高度、形狀都不一樣的瓶子裡，請

問哪一瓶果汁比較多呢？用甚麼方法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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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過 

程 

二、介紹工具，尋找解決方法 

  老師問： 

 我們可以用甚麼方法知道哪瓶是裝有較多果汁的瓶子呢？（學生自由回答） 

 老師拿出一些工具如：杯子、湯匙、尺等，問： 

 我們可以利用那種工具協助找到那個瓶子的果汁較多呢？（學生自由回答） 

    邀請幼兒逐一利用工具進行初步測量，找出最合適的工具（有刻度的杯子）。 

  原來我們可以把兩瓶果汁分別倒進形狀、大小、高度均一樣的有刻度的杯子裡，

盛滿果汁的杯子數量果汁較多；而杯子的數量就是測量這個瓶子的容量多少的方法。 

例：瓶子Ａ，倒出來的杯子數量是三杯半，所以瓶子Ａ的容量是三杯半。

 

            

三、進行實驗，驗證方法，找出班上容量最大的瓶子 

 

老師派發幼兒早前收集回來的瓶子及若干數量的相同水杯，讓幼兒進行實驗，驗

證計算盛滿水的水杯數量此方法，能找出計算最大容量的瓶子。 

（提醒幼兒進行實驗時要小心操作，避免水倒翻而產生誤差。） 

 

四、匯報總結 

  幼兒逐一報告自己瓶子的容量，以：「我帶回來的瓶子可盛滿＿＿個杯」作回答，  

得出最大容量的瓶子來解決熊媽媽的問題。 

老師問： 

  我們如何比較兩個不同容器容量的多少？（可以把瓶子盛滿水，然後倒在杯子裡，

杯子數目越多，瓶子的容量越多。） 

 

五. 延伸問題 

  如果利用大小、形狀不一樣的水杯，實驗的結果又會變成怎樣？請幼兒回家利用

不同大小的水杯進行親子實驗，回校後分享結論。 

 

  

瓶 

子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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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目 

標 

目標 

評

估

結

果 

完全達到 大部份達到 基本達到 未能達到 

1. 培養探究精神，享受進行實驗

樂趣。 
×    

2. 了解容量的概念。   ×  

3. 初步懂得量度容量的方法。  ×   

4. 能獨自完成實驗，找出答案。  ×   

反 

思 

1. 因能力所限，幼兒對容量只能有初步的認知。 

2. 能讓幼兒自行利用不同的工具尋找驗證方法。 

3. 課堂亦能涵蓋數學部分。 

教 

學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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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達達河 
課堂

名稱 
水滴探險記 科目 體能（舞蹈） 日期 

2017 年 3 月 29 日 

60 分鐘 

教 

學 

目 

標 

1. 能聽從指令作出相對的動

作。 

2. 培養故事的聯想能力。 

3. 享受分組活動的樂趣。 

4. 利用肢體表達自身感受。 基 

本 

學 

歷 

要 

求 

學習

領域 

基本學力

要求指標

編號 

本年齡段幼兒的可行目標 

健康

與體

育 

A-4-3 
能運用基本動作做簡單的運

動； 

藝術 

E-1-3 
能瞭解簡單的藝術表現方式

和方法； 

E-2-1 
對一種或多種的藝術類型表

現出興趣； 

E-2-6 

能注意到生活環境中聲音、

色彩和人物肢體動作的變

化； 

E-3-3 
樂於參與摹擬表演和創編活

動； 

教 

學 

準 

備 

經驗準備： 人日常生活常用到水。 

材料準備： 水滴小兵紙偶、音樂 

重 

難 

點 

分 

析 

重點：聽從指令把完成動作。 

難點：幼兒能把學會了的動作隨著音樂來律動。 

教 

學 

過 

程 

一、人物介紹、引起興趣 

 老師拿出水滴小兵紙偶，向幼兒介紹水滴小兵的事跡。 

 故事內容 

  水滴小兵是一個探險家，有一天，他聽到海洋大王說海洋生態面臨被污染的

問題，但未有足夠資金建設海水淨化器；故此水滴小兵決定擔負重任，每天到海

底寶藏裡探險，掘取寶石獲得資金；他每天一早便起床，吃過早餐後便到海底掘

寶石到海底皇宫交給海洋大王作為資金，建設海水淨化器，保持海水清潔，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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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污染。 

  海底裡面隱藏了很多怪獸，有長牙鯊，牠最愛利用牠的牙齒咬斷人類的手腳；

還有獨角魚，牠會利用牠尖銳的角刺進敵人身體裡放出毒液……海底裡還有很多

很多不同的怪獸，但探險家水滴小兵一一不懼怕。 

  今天水滴小兵如同往日般，吃過早餐後便到海底尋找寶藏，「哎呀！」水滴

小兵不小心被困於珊瑚礁，珊瑚礁太硬了，他未能及時成功逃脫，今天的寶石資

金便會失去，怎麼辦呢？…… 

老師說：「就讓我們一起來協助水滴小兵獲取今天的資金吧！」 

 

二、聽從指示，學習掘取寶石的方法 

  水滴小兵發出指示，讓幼兒做出動作來學習取寶石的方法。 

   （如：雙腳合攏原地跳、一手放腰另一手放在眼睛上彎下腰左右看、一手舉高

指地上……） 

 

三、協助水滴小兵完成寶石任務 

 幼兒們已懂得掘取寶石的方法了，現在請幼兒隨著音樂來掘取寶石吧！ 

 

四、總結 

  水滴小兵感謝幼兒們的幫助，幼兒尋寶期間，他也成功於珊瑚礁裡解脫出來，水

滴小兵還讚美幼兒們的舞步十分優美，邀請幼兒們下次和他一同掘取寶石，讓海水淨

化器的建設資金更快完成，讓海洋生態更快得到保護。 

 

評 

估 

目 

標 

目標 

評

估

結

果 

完全達到 大部份達到 基本達到 未能達到 

1. 能聽從指示利用肢體作動

作來表達。 
 ×   

2. 享受舞蹈的樂趣。 ×    

3. 培養故事的聯想能力。  ×   

反思 

1. 幼兒充分享受課堂律動的樂趣。 

2. 有少部分幼兒出現手腳不協調的情況。 

3. 在課堂中須加強幼兒節拍感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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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達達河 
課堂

名稱 
惜水的重要 科目 

個人、社會與 

人民 
日期 

2017 年 3 月 30 日 

30 分鐘 

教學

目標 

1. 幼兒知道水資源的重要

性，明白日常生活缺少乾

淨食水的嚴重性。 

2. 培育幼兒珍惜用水及愛護

環境的良好品德。 

3. 幼兒能專心聆聽故事和理

解故事內容。 

4. 幼兒能參與討論及表達意

見。 

基 

本 

學 

歷 

要 

求 

學習

領域 

基本學力 

要求指標

編號 

本年齡段幼兒的可行目標 

語言 B-1-2 能安靜、專注地傾聽他人說話； 

個

人、

社會

與人

文 

C-1-2 
有良好的個人生活與習慣的態

度； 

C-1-5 初步具有良好的品格； 

C-4-1 

有愛護環境和珍惜資源的意識，

並在這方面表現出初步的責任

感。 

教 

學 

準 

備 

經驗準備：幼兒明白在日常生活中是離不開水的。 

材料準備：獅子紙偶、生活學習套《達達河》大書（教育出版社）。 

重 

難 

點 

分 

析 

重點：幼兒了解失去水資源的嚴重性，學會珍惜用水。 

難點：幼兒明白雨水是不能食用的，並理解水循環的過程。 

教 

學 

過 

程 

一、問題引入，回顧故事 

  老師拿起獅子紙偶 

老師問： 

 獅子爸爸住在哪裡？（動物村） 

 動物村裡的河流名字叫甚麼？」（達達河） 

 動物村裡還住了哪些村民？請介紹一位村民和牠日常最愛做的事。 

 （熊媽媽用水洗食物。狗哥哥用水洗水果。大象先生用水洗澡。兔妹妹用水澆花。

獅子先生用水洗衣服。） 

動物村裡住了很多動物，牠們的日常生活當中都很喜歡使用達達河的水。 

 

二、故事演說，提出問題 

有一天早上，動物村的村民一早起來，如常拿著大大小小的水桶來到達達河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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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時，發現達達河裡只看到石頭和渴死了的魚，大象先生說：「現在河水量不足夠動

物村的村民使用，怎麼辦呀？」其他村民都表現得十分憂慮，熊媽媽苦惱著沒有了河

水，我怎樣把食物清洗乾淨呢？食物沒有清洗乾淨便烹調食用，吃了會肚子痛的；兔

妹妹十分擔心花園裡的小花小草，沒有水來灌溉，它們就會因乾涸而枯死，到時動物

村就沒有了美麗的花園；大象先生擔心沒有水洗澡，我的身體會變得越來越骯髒，還

會有臭味，烏蠅、蟑螂等昆蟲可能會很喜歡圍繞著我，怎麼辦呀？ 

動物村的村民都十分擔心沒有河水後該如何生活。由於事情太嚴重了，獅子爸爸

召集了動物村的村民召開了一個緊急會議，「現在達達河的水開始短缺，大家一齊來

想一想解決辦法，大家有甚麼提議呢？」 

  問： 

 沒有水清洗食物，會有甚麼後果？（食物不乾淨，吃了會肚子痛） 

 花園裡沒有水灌溉會變成怎樣呢？（植物會枯死） 

 不能洗澡我們的身體會出現甚麼問題？ 

     （身體會變得骯髒，還會有臭味，嚴重會吸引小昆蟲） 

 除了以上情況，生活上失去了水，還會衍生甚麼問題呢？（學生自由回答） 

 大家有甚麼辦法可以幫助動物村的村民解決缺水問題呢？（學生自由回答） 

 

三、繼續故事，分組討論，協助解決河水短缺的問題 

 

村民都十分積極討論有甚麼辦法去解決河水短缺的問題，獅子爸爸提議節約用

水；熊媽媽想到可以尋找新水源；而狗哥哥提出收集雨水。村民們都十分認同這三個

辦法，但該如何實行這三個辦法呢？動物村的村民繼續熱烈的討論。 

 

老師邀請幼兒一起為動物村的村民想辦法。 

  幼兒分成三組，每組負責針對一個辦法來提出實行的建議。老師派發大畫紙和顏色水

筆，請幼兒把討論出的辦法畫在紙上，然後各組分享。 

   Ａ組負責如何節約用水 

   Ｂ組負責尋找新水源 

   Ｃ組負責收集雨水 

 

四、繼續故事，總結 

村民們對於獅子爸爸的提議有以下想法，大象先生認為他可以只用花灑洗澡，並

且縮短洗澡的時間，更不會玩水，便可以減少用水；狗哥哥想到他可以把洗完水果的

水用來澆花，讓河水能夠循環再用，減少取水量；熊媽媽決定清洗食材時會用大碗裝



2016/2017 

J053 

33 

 

水，並且不用水龍頭沖洗，而是把蔬菜放在碗中浸洗，便不會浪費過多的水；為了表

示自己的決定，獅子爸爸帶領村民於節約用水承諾書上簽名，承諾會盡力節約用水，

不浪費珍貴的食水。 

另外，熊媽媽帶領著村民到村外的地方找到一個湖，但湖裡及湖邊四周都滿佈垃

圾，有塑膠袋、膠樽、廢紙等，還有很多魚的屍體，雖然這個湖又大，湖水又充足，

可惜已受垃圾污染，不能使用；兔妹妹鼓勵大家：「只要我們努力一起清潔湖水及湖

邊的垃圾，湖水一定會變回乾淨的。」於是大家分工合作，兔妹妹和大象先生負責清

理湖邊的垃圾，熊媽媽坐在船上打撈湖水中的垃圾。經過一番努力，湖水和附近的環

境都乾淨了，村民可以到湖裡提水使用，還可以到湖邊附近遊玩。熊媽媽很高興的提

了一桶水帶回家使用；獅子爸爸還在湖裡釣魚，十分欣慰。 

突然下起雨來，狗哥哥看到地洞積了雨水，便興奮得大叫：「我想到好辦法了！

我想到好辦法了！我想到好辦法了……」，他四周圍的向村民說把家裡的器皿拿出來

收集雨水，村民立刻把家中的水桶、膠樽、水盤拿出來，一會兒，所有器皿都裝滿了

雨水，大家都很高興，終於有水用了。由於收集的雨水量有限，熊媽媽正在苦惱如何

使用收集回來的雨水，用來洗澡、抹窗還是用來洗衣服呢？狗哥哥在想出如果能夠有

一個大器皿來收集雨水，便可以有充足的水來使用。於是村民們合力建造了一個大水

池，有的村民負責挖地洞，有的負責搬運大石，大家都不分你我，合力建造大水池，

最後把大水池建成了，大家都能到水池裡取水了！自始熊媽媽把清潔家居環境的水改

用雨水，而煮食用的水使用湖水，來減輕達達河河水用量的問題。 

 

  一個月後，經過村民們的努力，達達河的河水不再短缺，村民們可以回到達達河

裡提水，但大家都懂得了節約用水的方法，不會再像過往般胡亂提取過多的水及浪費

食水。同時村民建造了大水池來收集雨水使用，多了一個取水的地方，並且合力保護

水湖的環境，為動物村帶來多一個休憩的地方，同時村民們成立了清潔小隊，由兔妹

妹當隊長定期清理湖邊並提醒村民要好好保護環境，珍惜用水，村民們經過這次河水

短缺一事，大家都懂得珍惜水資源了。 

  問： 

 動物村的村民學會了怎樣節約用水？  

    （用淋浴代替浸浴；把水循環再用；減少使用過多的水來淸潔食物） 

 除了以上方法，還有甚麼方法能夠節約用水呀？（學生自由回答） 

 除了節約用水外，我們還可以用甚麼方法保護水資源？（保護環境清潔） 

 如何保護環境清潔？  

（垃圾要放入垃圾箱；不要隨地亂拋垃圾；不要把垃圾丟進海裡、湖裡或河裡；

發現環境裡有垃圾要拾起來丟入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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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日常生活上使用的水受污染了，會怎樣？  

    （人類沒有乾淨的食水使用，污水含有有害物質） 

 我們還可以用甚麼方法增加水資源呢？（收集雨水） 

 雨水能夠食用嗎？（不能） 

 雨水可以用來做甚麼？（非食用上的用途如：清潔環境、澆水等） 

 除了故事中所提到的節約用水、清潔環境保護水源、收集雨水外，還有甚   

    麼方法可以珍惜水資源？（學生自由回答） 

 

五、延伸活動  

請幼兒和家人一同思考循環用水的方法，把它繪畫起來，並帶回校分享。  

評 

估 

目 

標 

目標 

評 

估 

結 

果 

完全達到 大部份達到 基本達到 未能達到 

1. 幼兒知道水資源的重要，

明白日常生活缺少乾淨食

水的嚴重性。 

×    

2. 培育幼兒珍惜用水及愛護

環境的良好品德。 
  ×  

3. 幼兒能專心聆聽故事和理

解故事內容。 
 ×   

4. 幼兒能參與討論及表達意

見。 
 ×   

反 

思 

1. 幼兒能透過故事內容理解日常生活中有哪些行為會破壞水資源。 

2. 部分幼兒未能以自身想法進行分享活動。 

3. 培育幼兒的品德意識。 

教 

學 

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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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總結及建議 

「水」是一個可塑性很高的主題，既生活化又好玩，切合到幼兒學習生活化

及好奇探索的觸發，因此我們在設計課堂方面以多元化的形式讓幼兒從多方面探

索及思考；亦連結貫穿在不同的學科上，來配合幼兒全面發展。 

 

幼兒在是次主題的教學活動中，體驗到學習與生活之間的關係，與此同時亦

能運用在生活當中。感官學習讓幼兒更直接及具體明白抽象的科學原理，我們在

設計課堂時由此為起點；幼兒透過動手操作、探索學習、實驗記錄等這些方式獲

得深刻印象的新知。 

 

在主題進行期間，幼兒會變得對自身日常生活的「水」很感興趣及關注。幼

兒會多提出以「水」為話題的提問，如：水喉的水從哪裡來？如何將污水潔淨成

食用水？等一系列有關水的問題，在幼兒的小腦袋中不斷地運轉，這證明了幼兒

對本主題起著濃厚的興趣，亦同時表現出投入學習，引發幼兒的求知慾。 

 

  由於此課題能激發幼兒自主學習求知，因此在本課程設計上我們建議可根據

幼兒的好奇心來發展課程，讓幼兒成學習的主導者，老師是幼兒學習的提供者。

亦為幼兒的求知慾搭建一道橋樑，讓學習更切合生活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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