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2019學年教學設計獎勵計劃 

    參選類型：單元  參選編號: J008     科目:全科       

組別:幼兒教育      實施年級:K1 



i 
 

簡介 

  我們的海洋每天都面臨著不同的危機，當中包括氣侯暖化、雨水酸化、過

渡捕獲及垃圾污染等。 

其中海洋垃圾的污染更以塑膠垃圾最為嚴重，因為人類未能妥善處理好垃圾、

隨手丟棄，造成海洋生物誤食、纏繞受困，甚至導致擱淺死亡；除此之外，也間

接影響到海洋食物鏈的運作，人類丟棄的垃圾流進海洋，海洋生物吃了，然後被

人類捕獲，最終還是回到人類的肚子裡，影響著你我的健康。正因如此，我們必

須正視減塑問題。若只清理是不能完全解決問題的根本，預防才是最有效的改善

方法，我們必須從教育開始著手，培養出下一代有減塑愛環境的意識。 

  本校幼稚園的教學方針是根據美國哈佛大學的教育學者霍華德·嘉納教授

（Howard Gardner）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論」，認為人類的智慧是多元化的，包

括了語言、數學邏輯、肢體動覺、空間、音樂、人際、內省與自然觀察者等八方

面的智能。是次計劃亦建基於八大智能的發展規律設計一系列的教學活動。另外，

發展心理學家皮亞傑(Jean Paul Piaget)說：「遊戲是同化的一種過程。」(西

久保禮造，1998）。透過角色扮演、幼兒與老師之間的互動、故事情節的結合以

及不同類型的遊戲設計，讓幼兒從活動中積極參與、主動學習外，亦令幼兒明白

到保護環境的重要性，除了提升他們對海洋垃圾議題的認知外，還可以了解到海

洋生物所面臨的困境，學會體會其心情，讓幼兒產生同理心，明白到拯救海洋是

刻不容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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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活動日期 課時 活動名稱 教學內容 基本學力要求 

2019/3/12 30分鐘 副題一、 

海洋探險隊  

帶領幼兒進入海洋王國場景，

讓幼兒認識不同種類的海洋生

物。 

A-3-4、B-1-1、 

B-2-3、B-3-4、

C-1-3、D-1-3、

D-2-4、D-3-1、

D-3-2、D-4-1、

D-5-1、E-2-6。 

2019/3/15 30分鐘 副題二、 

海洋生病了? 

透過幫忙小海龜清潔牠居住的

地方，讓幼兒知道海洋垃圾的

來源。 

A-3-5、A-4-2、 

A-4-3、B-2-4、 

B-3-4、C-1-2、 

C-2-2、C-3-4、 

C-4-1、D-4-2、 

D-6-4。 

2019/3/19 30分鐘 副題三、 

鯨魚肚子痛  

認識不同種類的塑膠垃圾，以

及塑膠垃圾對海洋帶來的危

害，從而掌握不同的減塑方法。 

B-2-3、B-2-4、 

B-3-4、C-1-2、 

C-3-2、C-3-4 

C-4-1、D-4-2、

D-6-4。 

2019/3/22 30分鐘 副題四、 

哎呀!鯊魚來

了! 

認識垃圾回收箱的用途、分類

及正確的使用方法。 

B-1-1、B-2-4、 

B-3-4、C-1-2、 

C-2-2、C-3-2、 

C-3-4、C-4-1、 

D-1-3、D-4-2。 

2019/3/28 30分鐘 副題五、 

海洋王國運

動會 

透過參加海洋王國運動會，以

體能的方式加強及鞏固幼兒對

海洋環境保護的意識。 

A-4-1、A-4-2、 

A-4-3、A-4-4、 

C-3-2、D-1-3、 

E-1-5、E-2-3、

E-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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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展活動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內容簡介 基本學力要求 

1 
「我的海洋」 

親子合作美勞 

(家校合作) 

2019/3/13至 

2019/3/27 

請家長和幼兒以「微笑的海

洋」為主題，並利用環保物料

設計出他們心中的海洋世界。 

E-1-2、E-1-4、 

E-3-2。 

2 
參觀「澳門垃圾

焚化中心」 
2019/3/9 

老師帶領幼兒參觀「澳門垃圾

焚化中心」，讓幼兒認識本澳

垃圾的處理過程。 

A-3-4、C-3-2、 

C-3-4。 

3 

環保小先鋒 

(家校合作) 

2019/3/24至 

2019/4/7 

老師派發「環保小先鋒」記錄

表，讓家長和幼兒在為期兩週

內記錄能否做到以下行為： 

1.我有用環保袋；2.我有用環

保餐具；3.我有用手帕。 

C-1-2、C-3-2、 

C-4-1。 

4 

小小設計師 
2019/3/21至 

2019/3/28 

利用區角課堂時間，讓幼兒自

行設計出屬於自己的環保購

物袋。 

E-1-2 、 E-1-4 、

E-2-4、E-3-2。 

5 
分類回收我最

醒 

(家校合作) 

2019/3/11至 

2019/3/15 

邀請家長與幼兒在家中收集

一些可回收的物品回校，然後

請幼兒到學校附近的垃圾回

收箱進行分類回收。 

C-1-2、C-3-2、 

C-3-4、C-4-1、 

D-4-2。 

6 

「微笑的海洋」

成果展 
2019/3/27 

邀請全校幼稚園師生到海洋

王國參觀「微笑的海洋成果

展」及利用瓶蓋合力完成「愛

護這海洋」的合作畫。 

C-2-2、C-4-1。 

7 

話劇 FUN FUN 

FUN之 

「微笑的海洋」 

2019/6/14 

幼稚園於 2019年 6月 14日舉

行「話劇 FUN FUN FUN」的活

動，是次活動以話劇形式呈現

「微笑的海洋」單元內容，向

全校幼稚園師生傳遞「減塑生

活、保護海洋、愛護地球」的

重要訊息。 

E-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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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教學目標 

   1. 認識海洋環境和海洋生物； 

  2. 知道塑膠垃圾對海洋生態及生物造成的危害； 

  3. 認識可回收物品，增強幼兒對環保的意識； 

  4. 學習減少塑膠垃圾的方法； 

  5. 提升對海洋環境保護的意識； 

  6. 培養幼兒履行環境保護的責任感。 

二、主要內容 

  副題一、海洋探險隊  

    副題二、海洋生病了？   

  副題三、鯨魚肚子痛 

  副題四、哎呀！鯊魚來了 

  副題五、海洋王國運動會 

三、設計創意和特色 

  海洋佔地球三分之二，是非常珍貴的資源，與人類息息相關。隨著

近年氣候不斷變遷，全球暖化的出現令海平面持續上升，氣溫不斷升高

造成颱風的次數及威力日漸增加，透過本澳近年兩次的重大風災，由此

發現垃圾對海洋的破壞非常嚴重，尤其是塑膠垃圾的問題，我們必須正

視塑膠垃圾對海洋所帶來的影響，減塑活動真的是刻不容緩。有見及此，

從而激發了老師設計「微笑的海洋」計劃的動機，希望藉此提升幼兒對

環境保護的意識，讓幼兒明白愛護環境必須從日常生活中做起，大家一

起來為地球出一分力。 

此計劃內容具全面性發展，除了課堂學習的知識外，還會讓幼兒親

身體驗、動手操作，亦會透過外出參觀及一系列的親子活動，以達到本

計劃認識減塑的最終目標。利用幼兒所認識的海洋生物作切入點，引發

幼兒對環境保護的好奇心，帶動其學習的興趣，並發揮探索的精神，從

而達到遊戲中學習的教學模式。 

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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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重點 

1. 透過海洋王國情景，讓幼兒初步了解海洋生物的外型和特徵； 

2. 通過了解海洋垃圾的來源是人類造成的，令幼兒明白減少製造垃圾

可以保護海洋，從而培養愛護海洋生物、珍惜自然資源的態度； 

3. 幼兒初步了解不同種類的塑膠垃圾對海洋生態及生物造成的危害，

加強幼兒對海洋環境保護的意識； 

4. 幼兒認識不同的垃圾回收箱及其功用，並能把垃圾分類回收； 

5. 利用闖關活動重溫單元「微笑的海洋」中所學的知識，讓幼兒完成

闖關任務，從而鞏固其學習目標。 
 

五、教學難點 

1.  幼兒在認識海洋生物過程中，由於「水母」和「海馬」這兩種海洋

生物在幼兒的生活中較少看見和接觸，因而未能說出其名稱； 

2.  幼兒在認識海洋被污染的過程中，幼兒未必明白到垃圾為何會進入

到海洋； 

3.  幼兒對「可重用」和「不可重用」的餐具概念較模糊； 

4.  幼兒較難分辦三色垃圾回收箱的功用； 

5.  幼兒在「減塑方法我最醒」活動中，部分幼兒未能完全掌握投擲技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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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學用具 

副題一、海洋探險隊  

海底音效、紙偶比比、海洋生物影子圖片、「海洋生物」投影

片、「海洋生物動態」短片、海洋生物及陸地生物圖卡、海洋

情景圖、潛水艇投票板、貝殼貼紙。 

 

副題二、海洋生病了？ 

垃圾（膠樽、廢紙）、「比比的一天」投影片、海洋生物受傷的

圖片、漁網、藍色布、爬行隧道、黏貼衣。 

 

副題三、鯨魚肚子痛 

鯨魚紙偶、八爪魚紙偶、塑膠杯、塑膠瓶、塑膠湯匙、塑膠袋、

塑膠叉、五個籃子、海洋污染的圖片、影片、充氣蚌模型、「減

塑行為」投影片、YES 和 NO 地墊、YES 和 NO 指示牌、環保

餐具、兒歌板《減塑 GO GO GO》。 

 

副題四、哎呀！鯊魚來了 

小鯊魚的來信、鯊魚頭套、哭聲音效、藍色布、垃圾箱、三色

垃圾回收箱的拼圖、澳門現有垃圾回收箱的圖片、「回收箱簡

介」投影片、立體三色垃圾回收箱、垃圾(報紙、汽水罐、膠

樽) 、「三色垃圾回收箱」短片、音樂《地球我們知道了》。 

 

副題五、海洋王國運動會 

充氣水池、海洋生物玩具、漁網、貼有環保餐具的氣球、黏貼

球、黏貼衣、爬行隧道、可回收物品、立體三色垃圾回收箱、

海洋生物頭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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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基本學力要求 

A – 3 – 4 對不同環境有初步的適應能力； 

A – 3 – 5 能面對困難，在活動中表現出自信； 

A – 4 – 1 喜愛運動及能體驗運動的樂趣； 

A – 4 – 2 能遵守運動規則，在運動中表現出體育精神； 

A – 4 – 3 能運用基本動作做簡單的運動，動作協調； 

A – 4 – 4 會使用簡易的運動器材； 

B – 1 – 1 能分辨不同的聲音，感受語氣、語調的不同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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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發

展的順序； 

B – 2 – 4 樂意與人交談及參加討論，能發表自己的意見； 

B – 3 – 4 對文字產生興趣，能認讀簡單的文字； 

C – 1 – 2 願意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有初步的責任感； 

C – 1 – 3 初步懂得尊重及愛惜生命； 

C – 2 – 2 懂得相互欣賞、尊重、愛護和幫助身邊的人； 

C – 3 – 2 理解和遵守日常生活中基本的行為規則； 

C – 3 – 4 初步瞭解自己周圍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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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1 – 3 能按物體的大小、輕重、多少、形狀等屬性，進行比較、分類和排序； 

D – 2 – 4 能在他人的幫助下進行簡單的統計並嘗試製作圖表； 

D – 3 – 1 能認識常見的數字符號； 

D – 3 – 2 初步感知和理解數量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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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周圍環境； 

D – 5 – 1 能運用感官探索自然與科學現象； 

D – 6 – 4 能初步瞭解人與常見動、植物和環境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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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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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5 能通過參加各種音樂及表演活動，體驗到自由表達和創作的樂趣； 

E – 2 – 3 能分辨聲音的高低、長短、快慢、強弱等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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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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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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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能運用各種美勞材料進行簡單的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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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教學活動網絡圖 

 

 

 

 

 

 

 

 

 

 

 

 

 

 

 

 

 

 

 

 

 

 

 

 

 

 

 

 

 

 

 

微笑的海洋 

副題一、海洋探險隊 

帶領幼兒進入海洋王國的

場景，讓幼兒認識不同種類

的海洋生物。 

副題二、海洋生病了? 

透過幫忙小海龜清潔牠居

住的地方，讓幼兒知道海

洋垃圾的來源。 

副題三、鯨魚肚子痛 

認識不同種類的塑膠製品，

以及塑膠垃圾對海洋帶來的

危害，從而認識減塑的方

法。 

副題四、哎呀！鯊魚來了 

認識垃圾回收箱的分類及

正確的使用方法。 

副題五、海洋王國運動會 

透過參加海洋王國運動

會，提升幼兒對保護海洋

環境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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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預備工作 

邀請幼兒共同製作海洋生物道具、佈景及裝飾，一起創造出一個屬於 K1

的海洋王國。 

 

 

 

 

 

 

  一起來佈置海

洋王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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嘩！海洋王國真漂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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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副題一、海洋探險隊 

活動名稱：海洋探險隊 

活動日期：2019/03/13 

班級：K1 

時間：30分鐘 

領域：綜合 

活動目標： 

1. 認識海洋環境和海洋生物； 

2. 培養愛護海洋生物、珍惜自然的態度； 

3. 學習以投票方式表達自己喜歡的海洋生

物。 

基本學力要求： 

A-3-4、B-1-1、B-2-3、B-3-4、

C-1-3、D-1-3、D-2-4、D-3-1、

D-3-2、D-4-1、D-5-1、E-2-6。 

教學重點： 

帶領幼兒進入海洋王國的場景，讓幼兒初步了解海洋生物的外型和特徵。 

教學難點： 

幼兒在認識海洋生物過程中，由於「水母」和「海馬」這兩種海洋生物在幼兒的

生活中較少看見和接觸，因而未能說出其名稱。 

活動準備： 

海底音效、紙偶比比、海洋生物影子圖片、「海洋生物」投影片、「海洋生物動

態」短片、海洋生物及陸地生物圖卡、海洋情景圖、潛水艇投票板、貝殼貼紙。 

 

 

 

 

 

 

 

 

 

 

 

一、引起動機  

1. 進入活動室前，老師預先播放海底音效，邀請幼兒聆聽其聲音，讓

其感覺置身在海洋世界中，然後請他們猜一猜這裡是什麼地方？ 

2. 老師出示紙偶比比，邀請幼兒跟比比一起探險。 

 

二、發展  

 ★ 猜猜我是誰？ 

1. 介紹海洋世界完畢後，請幼兒嘗試說出有哪些生物是居住在海洋

裡。（讓幼兒自由回答） 

2. 逐一出示海洋生物的影子圖片（鯨魚、水母、海馬、鯊魚、八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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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過 

程 

 

魚)，請幼兒配對到相應的圖片上。出示投影片，以提問的方式引

導幼兒觀察海洋生物的外型和特徵。然後，老師介紹其名稱及特

徵，並播放「海洋生物動態」短片，加深幼兒的印象。 

 

    ★ 帶我回家去 

老師預先在椅子上貼上海洋生物及陸地生物的圖卡，請幼兒觀察及分

辨哪些是海洋生物，然後把海洋生物貼在海洋情景圖上，並把陸地生

物貼到潛水艇，讓比比送回陸地。   

 

    ★ 我最喜愛的海洋生物 

1. 老師向每位幼兒派發貝殼貼紙，讓幼兒為自己喜歡的海洋生物投

票，並邀請個別幼兒分享其喜愛的原因。 

2. 老師與幼兒一起進行簡單統計，選取出該班幼兒最喜愛的海洋生

物。  

 

 三、總結 

1. 邀請幼兒說出今天所認識到的海洋生物的名稱及嘗試扮演該生物的

動態。 

2. 再次出示紙偶比比，比比讚賞幼兒今天的表現，表示今天很開心，希

望下次再一起探險。 

 

四、延展活動 

「我的海洋」親子合作美勞──請家長和幼兒以「微笑的海洋」為主題，

並利用環保物料去設計他們心中所想的海洋世界。 

 

反 

思 

與 

建 

議 

  幼兒進入活動室前預先播放海底音效，讓其進入活動室時感覺置身在

海洋世界裏。透過故事情節帶出角色比比和海洋生物，令幼兒能更投入於

課程中，當播放海洋生物的動態短片時，老師用問題引導幼兒觀察海洋生

物的外型和特徵，幼兒亦非常感興趣，從而加深印象。最後，幼兒為自己

喜愛的海洋生物投票，並選出該班最喜愛的海洋生物，幼兒都表現得十分

踴躍！在評估教學難點時，因「水母」和「海馬」這兩種海洋生物在幼兒

生活中較少看見和接觸，預計幼兒未能說出其名稱，但完成此活動後，發

現幼兒都能掌握其名稱。建議在活動中亦可加入一個探索時間，讓幼兒自

由探索海洋王國的環境，引導其發現不同的海洋生物，吸引幼兒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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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及活動相片： 

  

幼兒都很喜歡扮演各種海洋生物。 

這是八爪魚。 

看看這是

什麼？ 

原來鯊魚是最多人喜愛旳。 

幼兒們踴躍地參與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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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展活動──「我的海洋」親子合作美勞相片： 

 

 

 

 

 

 

  

我們的作品！ 

大家都做得

非常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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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題二、海洋生病了?  

活動名稱：海洋生病了? 

活動日期：2019/03/18 

班級：K1 

時間：30分鐘 

領域：綜合 

活動目標： 

1.知道垃圾對海洋生態及生物造成的危害； 

2.提升對海洋環境保護的意識； 

3.能以爬行方式穿越爬行隧道。 

基本學力要求： 

A-3-5、A-4-2、A-4-3、B-2-4、 

B-3-4、C-1-2、C-2-2、C-3-4、 

C-4-1、D-4-2、D-6-4。 

教學重點： 

通過了解海洋垃圾的來源是人類造成的，令幼兒明白減少製造垃圾可以保護海

洋，從而培養愛護海洋生物、珍惜自然資源的態度。 

教學難點： 

幼兒在認識海洋被污染的過程中，幼兒未必明白到垃圾為何會進入到海洋。 

活動準備： 

垃圾（膠樽、廢紙）、「比比的一天」投影片、海洋生物受傷的圖片、漁網、藍色

布、爬行隧道、黏貼衣。 

 

 

 

 

 

 

 

 

 

 

 

 

一、引入動機 

1. 小海龜因身上被垃圾纏住而不開心，牠解釋因為人類亂拋垃圾，使海

洋受到污染，導致小海龜的家堆滿了垃圾，無法回家。現在邀請幼兒

幫助小海龜解決困難。 

  

二、發展 

★  海洋垃圾從哪裡來？ 

1. 老師出示「比比的一天」投影片，一邊展示圖片，一邊向幼兒

介紹比比的壞習慣，經常製造大量垃圾，並向幼兒說明陸地上

的垃圾若過量或沒有正確處理時，便有機會流入海洋，造成海

洋污染。 

2. 老師出示及介紹海洋污染的圖片，邀請幼兒觀察及分享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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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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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有什麼垃圾看在海洋裡漂浮？」、「如果你住在被污染的

海洋裡，你的心情會是如何呢？」。（請幼兒自由回答） 

3. 老師出示海洋生物正在進食或塑膠垃圾被垃圾纏繞的圖片，並

向幼兒解釋垃圾對生物的影響及對海洋的危害。 

4. 老師拿出漁網蓋在幼兒身上，讓其感受被漁網纏住的感覺，向

幼兒提問：「你喜歡被漁網纏住的感覺嗎？」 

 

★ 我是小小清道夫 

老師邀請幼兒，扮演成清道夫，協助小海龜清潔佈滿垃圾的海洋，

幼兒每人撿起一件垃圾並貼在自己身上，然後爬進垃圾隧道中，把

垃圾從海洋帶回到陸地上，並把垃圾放在漁網內。 

 

三、總結 

老師說明海洋的垃圾已清理乾淨，小海龜感謝幼兒的幫忙，現在牠可以

順利及安全回家了。老師告訴幼兒應減少製造垃圾，要保護海洋和海洋

生物，讓牠們能愉快地在海洋生活。 

 

四、延展活動 

參觀「澳門垃圾焚化中心」──老師帶領幼兒參觀「澳門垃圾焚化中

心」，讓幼兒認識垃圾處理的過程。 

 

 

反 

思 

與 

建 

議 

  本節課採用故事形式作引入，能成功引起幼兒的學習動機，其皆能投

入於整節課堂及聆聽老師的講解。利用圖片介紹比比製造垃圾的時候，幼

兒跟著老師一同做動作，更能讓其投入於內容中。由於幼兒較少親身接觸

海洋及海底世界，在認識海洋被污染的過程中，老師預測幼兒未能明白到

垃圾為何會進入到海洋。因此老師透過提問的方式引導幼兒進入其中，想

像身處該情境的感覺，如利用漁網讓幼兒嘗試體驗海洋生物被漁網纏繞，

然後請幼兒表達其感受，讓其更容易理解海洋污染對海洋生物所造成的傷

害。在我是「小小清道夫」遊戲中，幼兒皆動手共同清理垃圾，知道保護

海洋的重要性，但佈置場景時只把垃圾放在一個角落中，若能把整個活動

室皆佈滿垃圾則會讓海洋被污染的氛圍更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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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及活動相片： 

 

 

 

 

 

 

 

 

 

 

 

 

 

 

 

 

 

 

 

 

 

 

 

 

 

 

 

 

 

 

 

 

請問是誰在哭呢？ 
 

是小海龜呀！ 

 

多謝你們的幫

忙，我的家變得

十分美麗了！ 
 

一起把小海龜的 

家變乾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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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展活動──參觀「澳門垃圾焚化中心」相片： 

 

 

 

  

職員哥哥為我們介紹垃圾焚化的過程。 一起來認識三色垃圾回收箱。 

看！這是我們的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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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題三、鯨魚肚子痛 

活動名稱：鯨魚肚子痛 

活動日期：2019/03/21 

班級：K1 

時間：30分鐘 

領域：主題 

活動目標： 

1. 認識不同種類的塑膠製品； 

2. 學會正確把塑膠垃圾進行分類； 

3. 提升對海洋環境保護的意識。 

基本學力要求： 

B-2-3、B-2-4、B-3-4、C-1-2、 

C-3-2、C-3-4、C-4-1、D-4-2、

D-6-4。 

教學重點： 

幼兒初步了解不同種類的塑膠垃圾對海洋生態及生物造成的危害，加強對海洋環

境保護的意識； 

教學難點： 

幼兒對「可重用」和「不可重用」的餐具概念較模糊。 

活動準備： 

鯨魚紙偶、八爪魚紙偶、塑膠杯、塑膠瓶、塑膠湯匙、塑膠袋、塑膠叉、五個籃

子、海洋污染的圖片、影片、充氣蚌模型、「減塑行為」投影片、YES 和 NO 地墊、

YES 和 NO 指示牌、環保餐具、兒歌板《減塑 GO GO GO》。 

 

 

 

 

 

 

 

 

 

 

 

 

 

一、引起動機  

鯨魚生病了，需要八爪魚醫生為牠治病，八爪魚醫生從鯨魚肚子裡發

現許多塑膠製品的垃圾，於是立即從牠口中取出（塑膠杯、塑膠瓶、

塑膠湯匙、塑膠袋、塑膠叉等）塑膠垃圾。 

二、發展  

★ 認識塑膠 

老師為幼兒介紹鯨魚肚子裡的塑膠製品（塑膠杯、塑膠瓶、塑膠湯

匙、塑膠袋、塑膠叉）等名稱及其用途，並邀請幼兒探索其材質和

重量。 

★ 齊來拯救珍珠蚌 

鯨魚的好朋友珍珠蚌因誤食塑膠垃圾而感到十分痛苦，邀請幼兒幫

忙清理塑膠垃圾，並把這些塑膠製品（塑膠杯、塑膠瓶、塑膠湯匙、

塑膠袋、塑膠叉等）放入相對應的籃子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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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如何減塑 

1. 展示有關海洋污染的圖片，讓幼兒了解塑膠垃圾對海洋環境及

海洋生物所造成的破壞和影響。 

2. 播放兩位老師扮演市民在日常生活的影片： 

一位市民在購物、進餐時所用的餐具皆是塑膠製品，當中包括

塑膠杯、塑膠瓶、塑膠湯匙、塑膠袋、塑膠叉等。 

另一位市民同樣在購物、進餐時所用的餐具皆是用可重用的環

保餐具和環保袋。 

通過觀看影片，讓幼兒對比分別，並讓其了解如何減塑、實踐

減塑行為對海洋環境保護的好處等。 

★ 減塑 Yes or No！ 

老師播放「減塑行為」投影片，提問幼兒投影片中是否有做到減塑

行為，如有請走到藍色地墊（YES），反之則走到紅色地墊（NO）。 

三、總結 

1. 提問幼兒鯨魚和蚌因誤吃甚麼而肚子痛？（塑膠垃圾） 

2. 提問幼兒說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減塑？ 

3. 邀請幼兒齊唸兒歌「減塑 GO GO GO！」 

四、延展活動 

1. 環保小先鋒──老師派發「環保小先鋒」記錄表，邀請家長和幼兒

於兩週內共同完成以下目標，分別是：使用環保袋、環保餐具和自

備手帕。 

2. 小小設計師──利用區角課堂時間，讓幼兒自行設計自己的環保袋。 

反 

思 

與 

建 

議 

  本節課主要利用遊戲方式引導幼兒的學習動機，因此在學習過程中幼

兒的表現都十分投入。在認識塑膠製品方面，老師按幼兒的程度選取了五

種日常生活中較常接觸的塑膠製品，因此大部分幼兒都能掌握這五種塑膠

製品的名稱和用途，並把它們分類，但幼兒對「可重用」和「不可重用」

的餐具概念亦顯得較難掌握，故老師需要再深入探討及研究。另外，減塑

教學影片是由老師親自演出，除提高了學習興趣外、還使教學內容更貼近

生活，同時也令幼兒有深刻的印象。當播放影片時，老師讓幼兒自行判斷，

提升其批判思考的能力。由於本節課堂內容過於豐富，故幼兒較難全面吸

收，建議日後可以調整課堂時間，分兩節進行，使幼兒會較容易掌握學習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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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及活動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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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來清理垃圾！ 

認識不同種類的塑膠製品。 

一起唸兒歌「減塑 GO GO GO！」。 

 請問誰在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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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展活動(1) ──「環保小先鋒」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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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展活動(2) ──小小設計師(區角課堂活動)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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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題四、哎呀！鯊魚來了 

活動名稱：哎呀！鯊魚來了 

活動日期：2019/03/18 

班級：K1 

時間：30分鐘 

領域：綜合 

活動目標： 

1.認識不同的垃圾回收箱及其功用； 

2.提升對環境保護的意識； 

3.能把回收垃圾放到正確的垃圾回收箱內。 

基本學力要求： 

B-1-1、B-2-4、B-3-4、C-1-2、 

C-2-2、C-3-2、C-3-4、C-4-1、 

D-1-3、D-4-2。 

教學重點： 

幼兒認識不同的垃圾回收箱及其功用，並能把垃圾分類回收； 

教學難點： 

幼兒較難分辦三色垃圾回收箱的功用。 

活動準備： 

小鯊魚的來信、鯊魚頭套、哭聲音效、藍色布、垃圾箱、三色垃圾回收箱的拼圖、

澳門現有垃圾回收箱的圖片、「回收箱簡介」投影片、立體三色垃圾回收箱、垃

圾(報紙、汽水罐、膠樽) 、「三色垃圾回收箱」短片、音樂《地球我們知道了》。 

 

 

 

 

 

 

 

 

 

 

 

 

 

一、引入動機 

出示一封「小鯊魚的來信」，內容講述小鯊魚所居住的地方常常聽到哭

泣聲，請幼兒到小鯊魚的家，尋找箇中原因。 

 

二、發展 

★ 不要亂拋垃圾 

1. 老師模仿尋找哭聲的來源，然後打開預先用布蓋好的垃圾箱。 

2. 老師藉著播放哭聲音效並與垃圾箱進行對話，然後老師提問幼

兒：「你們認識它嗎？它叫什麼名字？（垃圾箱）它有什麼用

途？在哪裡可以看到它？」。（讓幼兒自由回答） 

3. 老師告訴幼兒可利用三色垃圾回收箱去減少垃圾箱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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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過 

程 

★ 垃圾回收箱真好用 

1. 出示三色垃圾回收箱的拼圖，老師請數位幼兒拼出三色回收箱

的圖片，及觀察其外型（標誌和顏色），然後老師出示澳門現

有的三色垃圾回收箱圖片。老師可提問幼兒：「你們知道它們

的用途嗎？」。（讓幼兒自由回答） 

2. 老師出示投影片介紹三色垃圾回收箱的用途及回收標誌(藍-廢

紙、黃-鋁罐、啡-塑膠) ，並請幼兒猜一猜這些回收箱分別會

放什麼？如：廢紙(紙張、報紙)、鋁罐(汽水罐)和塑膠(膠樽)。 

3. 然後出示三色垃圾回收箱，並從垃圾箱內拿出三件可回收的垃

圾(報紙、汽水罐、膠樽)，請幼兒說出其名稱，並把它們放入

正確的垃圾回收箱內。 

4. 播放影片「三色垃圾回收箱」短片，讓幼兒初步明白到垃圾回

收的過程及回收後的用途。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YpOeTuEy8g#action=share 

 

★ 回收物品找媽媽 

1. 老師預先用大畫紙畫分了三個不同的區域，並在每一個區域上

貼上回收標誌及放入一個相對應的回收箱（藍-廢紙、黃-鋁罐、

啡-塑膠)。 

2. 請幼兒分成兩個小組(每組人數約 15-16位)，老師在垃圾箱內

拿出垃圾，分別派給每位幼兒。 

3. 請幼兒站在區域外，然後隨著音樂《地球我們知道了》走動，

當音樂停下來時，幼兒便要走到與手上垃圾相對應的區域內，

並把垃圾投放到正確的垃圾回收箱內。 

 

三、總結 

   請幼兒說出垃圾回收箱有哪三類？分別是什麼顏色呢？ 

  （藍－廢紙、黃－鋁罐、啡－塑膠)。  

 

四、延展活動 

   分類回收我最醒(家校合作)──請幼兒預先在家中帶一些可回收的垃  

   圾回校，然後請幼兒到學校附近的垃圾回收箱進行分類回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YpOeTuEy8g#action=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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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思 

與 

建 

議 

 

  本節課能讓幼兒從遊戲中加深對「環保」的概念，雖然「垃圾回收箱」

是環保教學中常見的一節課，但對於 K1的幼兒來說是比較陌生的，而且要

適切地設計課程的難易程度，也是相當難預計的，所以在活動進行時，老

師都是一直在思考及應變；如在「回收物品找媽媽」活動中，由於塑膠製

品眾多，而 K1幼兒對塑膠製品只有初步的認知，所以為了更切合他們的程

度，因此我們把難度降低，只要求幼兒把膠樽放到塑膠回收箱便可。課堂

前老師評估幼兒會較難分辦三種回收箱的功能，最後發現每位幼兒都能把

回收物品放到正確的垃圾回收箱內，能達到本節課的目標。小朋友表現比

預期效果好，尤其是在難點方面的掌握，這相信是家校合作的功勞，因為

家長是學校合作教育的最佳伙伴，所以往後在編排教學活動時，可加入多

點親子活動，提升效果。 

 

 

  



 

25 
 

2018/2019 
參選編號:J008 

教具及活動相片： 

 

 

 

 

 

 

 

 

 

 

 

 

 

 

 

 

 

 

 

 

 

 

 

 

 

 

 

 

  

 拼貼三色垃圾回收箱的圖卡！ 

老師介紹回收箱的分類和用途。 幼兒幫忙把垃圾分類放入回收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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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展活動──分類回收我最醒相片： 

 

  

請幼兒在家中帶一

些可回收的垃圾回

校，然後請幼兒到學

校附近的垃圾回收箱

進行分類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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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題五、海洋王國運動會 

活動名稱：海洋王國運動會 

活動日期：2019/03/28 

班級：K1 

時間：30分鐘 

領域：體能 

活動目標： 

1.認識各項遊戲的規則； 

2.享受遊戲的樂趣； 

1. 3.鍛鍊大小肌肉的活動能力。 

基本學力要求： 

A-4-1、A-4-2、A-4-3、A-4-4、 

C-3-2、D-1-3、E-1-5、E-2-3、

E-3-1。 

教學重點： 

利用闖關活動重溫「微笑的海洋」計劃中所學的知識，讓幼兒完成闖關任務，從

而鞏固其學習目標。 

教學難點： 

幼兒在「減塑方法我最醒」活動中，部分幼兒未能完全掌握投擲技巧。 

活動準備： 

充氣水池、海洋生物玩具、漁網、貼有環保餐具的氣球、黏貼球、黏貼衣、爬行

隧道、可回收物品、立體三色垃圾回收箱、海洋生物頭套。 

 

 

 

 

 

活 

動 

過 

程 

一、引入動機 

   海豚國王邀請比比和幼兒進行熱身操，然後一起到海洋王國運動會進行  

   各種任務。 

 

二、發展 

★ 海豚國王向幼兒介紹任務和遊戲玩法： 

遊戲一：海洋生物送回家──分辨海洋生物玩具，把它從漁網解救 

                          下來，送回充氣水池內。 

遊戲二：減塑方法我最醒──找出貼有減塑方法的氣球，把球投擲 

                          到環保餐具的圖片上。 

遊戲三：淨灘分類 EASY執──從漁網中找出可回收物品，通過垃 

                           圾隧道，把可回收物品分類並放入 

                           回收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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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結 

   幼兒扮演不同的海洋生物，共同合唱兒歌《地球我們知道了》，一起歡 

   送海洋生物回家。  

 

四、延展活動 

1. 「微笑的海洋」成果展──邀請全校幼稚園師生到海洋王國參觀

「微笑的海洋」成果展，展覽當中除了讓 K2和 K3的幼兒增加對海

洋減塑的訊息外，亦利用瓶蓋一同完成合作畫。 

2. 「話劇 FUN FUN FUN」之「微笑的海洋」──本校幼稚園部每年於

六月中旬舉行「話劇 FUN FUN FUN」的活動，K1是次活動以話劇形

式呈現「微笑的海洋」的計劃內容，向全幼稚園師生傳達「減塑生

活、保護海洋、愛護地球」的訊息。 

 

 

 

 

反 

思 

與 

建 

議 

  本節課採用運動會的方式進行，邀請四班幼兒一起進行各項活動，開

始時先進行熱身操，其後海豚國王歡迎各位幼兒並講解闖關任務的玩法，

大家都表現得躍躍欲試。本次運動會的闖關任務旨在讓幼兒重溫和鞏固本

計劃所學的知識，幼兒們都化身成小幫手，拯救海洋生物，把可回收物品

分類並放入回收箱中，一起共同創造一個美好的海洋環境。在活動的最後，

部分幼兒扮演不同的海洋生物，為各位同學及老師獻唱兒歌《地球我們知

道了》，氣氛非常愉快，亦為本計劃活動劃上完美的句號。 

  在三項遊戲中，老師根據幼兒動作能力發展的順序，設計能配合該年

齡組別幼兒能力所及的動作，所以大部份的幼兒都能掌握各項技能，完成

任務。然而，幼兒的動作能力發展有著個別的差異，故在「減塑方法我最

醒」關卡中，有少部份的幼兒未能完全掌握投擲技巧，宜進行個別指導，

多加訓練，以提升在這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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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戲一：海洋生物送回家 

「海洋王國運動會」之體能活動圖：  

遊戲二：減塑方法我最醒 

遊戲三：淨灘分類 EASY 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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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及活動相片： 

 

 

 

 

 

 

 

 

 

 

 

 

 

 

 

 

 

 

 

 

  

遊戲一：海洋生物送回家 

遊戲二：減塑方法我最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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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三：淨灘分類 EASY 執 

 

最後，我們一起為老師和小朋友演唱

兒歌《地球我們知道了》。 

 

 



 

32 
 

2018/2019 
參選編號:J008 

延展活動(1) ──「微笑的海洋」成果展相片： 

 

 

 

 

 

 

 

 

 

 

 

 

 

 

 

 
邀請大家來參

觀海洋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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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主任、老師們、K2、K3的哥哥 

姐姐也一起來參觀海洋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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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展活動(2) ──「話劇 FUN FUN FUN」之預備工作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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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展活動(2) ──「話劇 FUN FUN FUN」表演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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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展活動(2) ──「話劇 FUN FUN FUN」表演相片：   

 

這是我們的故事劇

「微笑的海洋」， 

請大家細心欣賞！ 



 

37 
 

2018/2019 
參選編號:J008 

叁、試教評估 

  此計劃設計了一份有關「微笑的海洋」多元智能的評量表，目的是

能更有效地評量每位幼兒的學習情況。評量對象是全級幼兒班的學生，

共 4 班，合共 126 人。評量項目以多元智能來劃分八項，並以五大學習

範疇為基礎，按基本學力要求的內容，選出較適合是次計劃的評量學習

內容(詳閱附件一)，評量標準劃分為：5-充分掌握、4-大部份掌握、3-

小部份掌握、2-初步掌握、1-未能掌握。依據評量數據所得出的結果顯

示，在八大智能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其中，在自然觀察者智能方

面最為優越，其次是空間及人際智能方面(詳閱附件二)，這正正反映出

此計劃是能達到目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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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微笑的海洋」幼兒多元智能評量表 

多元 

智能 

學習 

領域 
學習內容 

基力 

編號 

評量等級 

5 4 3 2 1 

語言 

智能 

 

語言 

 

1. 能分辨不同的聲音； B-1-1      

2. 能清楚表達自己的生活經驗、需要及情感； B-2-3      

3. 樂意與人交談及參加討論，能發表自己的意見； B-2-4      

4. 對文字產生興趣，能認讀簡單的文字； B-3-4      

邏輯 

數學 

智能 

數學與 

科學 

1. 能按物體的大小、多少、形狀等屬性，進行比較、分類和排序； D-1-3      

2. 能在他人的幫助下進行簡單的統計並嘗試製作圖表； D-2-4      

3. 能認識常見的數字； D-3-1      

4. 初步感知和理解數量之間的關係。 D-3-2      

空間 

智能 
藝術 

1. 喜歡欣賞優美的藝術作品，並能感受到其中的美； E-1-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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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3. 能分辨環境和藝術作品中的色彩、形狀和線條的不同； E-2-4      

4. 能運用各種美勞材料進行簡單的創作。 E-3-2      

肢體 

動覺 

智能 

健康 

與 

體育 

1. 喜愛運動及能體驗運動的樂趣。 A-4-1      

2. 能遵守運動規則，在運動中表現出體育精神； A-4-2      

3. 能運用基本動作做簡單的運動，動作協調。 A-4-3      

4. 會使用簡易的運動器材。 A-4-4      

音樂 

智能 
藝術 

1. 能通過參加各種音樂及表演活動，體驗到自由表達和創作的樂

趣； 

E-1-5      

2. 能分辨聲音的高低、長短、快慢、強弱等特性； E-2-3      

3. 能注意到生活環境中聲音、色彩和人物肢體動作的變化。 E-2-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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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人際 

智能 

個人 

、 

社會 

與 

人文 

1. 懂得相互欣賞、尊重、愛護和幫助身邊的人； C-2-2      

2. 理解和遵守日常生活中基本的行為規則； C-3-2      

3. 初步瞭解自己周圍的社區； C-3-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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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4-1      

內省 

智能 

個人 

、 

社會 

與 

人文 

1. 對不同環境有初步的適應能力； A-3-4      

2. 能面對困難，在活動中表現出自信； A-3-5      

3. 願意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有初步的責任感； C-1-2      

4. 初步懂得尊重及愛惜生命。 C-1-3      

自然 

觀察 

者智 

能 

數學與 

科學 

1. 喜歡親近大自然，並對自然環境表現出興趣和好奇； D-4-1      

2. 愛護動物、植物，關心周圍環境； D-4-2      

3. 能運用感官探索自然與科學現象； D-5-1      

4. 能初步瞭解人與常見動、植物和環境的關係； D-6-4      

5-充分掌握  4-大部份掌握  3-小部份掌握  2-初步掌握  1-未能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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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八大智能分佈棒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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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對各項智能掌握程度分析雷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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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反思建議 

是次計劃成功的地方是利用幼兒所認識的海洋生物作切入點，誘發

幼兒對環境保護的好奇心，帶動其學習的興趣，並發揮探索的精神，從

而達致遊戲中學習的教學模式。透過一系列的教學活動、家校活動及延

展活動，幼兒能對環境保護、愛惜海洋、減少使用塑膠製品等有一定的

認識。此計劃為期一個月，在短短的時間內，我們看到幼兒對環保意識

的轉變，起初並沒有太多了解，漸漸地亦能初步掌握，如減少使用塑膠

袋、改用環保餐具、能把垃圾分類回收及妥善處理好等。因此，我們應

從小培養幼兒的環境保護意識，在課程設計方面可加入上述所提及到的

元素。另外，認識塑膠製品這個課題對於 K1的幼兒是有一定深度的，因

此，可於區角課堂時間準備更多與課題相關的教具，讓幼兒多觸摸、多

觀察及多探索，使其能更鞏固他們所學到的知識。盼能融入校園和日常

生活中，以達到相輔相成、事半功倍的效果。 

透過本次計劃，讓幼兒有更多機會可以認識社區，如外出參觀澳門

垃圾焚化中心，及老師帶領幼兒在學校鄰近的三色垃圾回收箱進行回收

分類。於資料搜集過程中，我們發現澳門還有很多與此計劃相關的社會

資源讓幼兒認識和參觀，因此，若將來再進行相關的教學計劃時，建議

可增加更多的參觀地點，從而更能擴闊幼兒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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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總結 

是次計劃的目的是藉著本澳近年發生的兩次嚴重風災，而造成人命

傷亡的慘痛教訓，喚醒了大眾對氣候變化，海洋污染的問題，由此發現

垃圾對海洋的破壞非常嚴重，從而激發了老師設計「微笑的海洋」計劃

的動機，希望藉此提升幼兒對環境保護的意識，讓幼兒明白到愛護環境

必須從日常生活中做起，大家一起來為地球出一分力。 

此計劃內容具全面性發展，按多元智能八大方向作引入點，分別是：

語言方面，除了課堂的教學活動之外，在情景佈置上，老師亦在每項教

材上加上名稱，讓幼兒提升語言能力，增加更多課堂以外所學到的詞彙；

數學邏輯方面，在教學活動上亦包含了分類、數數、配對、顏色、形狀

及統計的概念在其中；肢體動覺方面，在設計活動上亦有一些需要幼兒

大小肌肉配合的環節，而最具代表性的是在第五節的闖關活動，更能呈

現出對肢體動覺的重要性；空間與藝術方面，在開展計劃前的預備工作，

老師已安排幼兒為他們的海洋王國進行視覺藝術上的佈置；而家校合作

方面亦邀請了幼兒與家長共同合力設計出一幅美麗的畫作，除此之外，

老師亦引導幼兒設計出屬於他們的環保購物袋，最後，更利用牛奶瓶蓋

完成一幅屬於全幼稚園的合作畫；音樂方面，是次計劃我們選擇了本澳

歌曲作品《地球我們知道了》，老師們與幼兒一起為歌曲設計一些動作，

由計劃開始到結束，此曲目一直陪伴著大家，因此幼兒都能充分掌握此

曲，而且氣氛甚佳；人際方面，由於此計劃的教學活動多以合作形式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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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因此增加了不少機會讓幼兒們之間彼此幫助、互相學習；至於內省

與自然觀察者方面，透過不同的海洋污染及海洋生物被傷害的圖片，加

上透過老師的角色扮演，讓幼兒感受到這些問題與自己是有關係的，必

須一起來解決。而在上述的試教評估上可詳細了解到當中的學習分佈，

結果是讓老師們在設計教學活動上有所突破，教學活動可以從多角度思

考，幼兒的學習知識不只在於知識層面上，應從多元智能的不同潛能出

發，創造出更多讓幼兒學習的機會。 

除此之外，老師們在知識上也增進了不少，透過一系列的資料搜集

的過程，亦能從中學習，增長知識，隨著社會的變遷，科技的進步，讓

老師們對環保的議題認識更深更廣，如在垃圾分類的教學內容中，透過

資料搜集，發現本澳的垃圾分類已經逐步完善，不只有三大類的回收箱，

還出現了回收玻璃、光管與燈泡、電池等等，而大型傢俱垃圾亦不能隨

處棄掉，必須送往垃圾焚化中心等。這些知識對老師們來說，看似認識，

但當中必須深入研究、探討後才真正了解。而透過此計劃，老師們的得

著甚豐，除了了解到更多的環保資訊外，老師們亦會以身作則，推動環

保工作，這正正可呈現出教學雙長的目標。另外，在設計此計劃的過程

中，老師都各自分擔不同的工作，如：設計教學活動、製作教具、文書

工作，彼此間互相支援，老師間亦各盡所能，互相補足，為著同一目標

出發，彼此間感情亦增進了不少。 

 而此計劃是讓我們的下一代能夠珍惜地球資源，減少浪費及避免破

壞環境，透過一系列活動，除了讓幼兒掌握此計劃的內容之外，更能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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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宣傳效果，無論是對幼兒、其他班級的學生、老師，甚至是家長，都

能達到宣傳效果。尤其是在活動結束後，每每都看到家長們在接送放學

其間都會攜帶使用他們的子女設計的環保購物袋，從該點亦能看出活動

的成效，我們每位幼兒都能減少使用塑膠袋。保護環境不再是只把垃圾

分類好、處理好那麼簡單，更重要是減少製造垃圾，「源頭減廢」才是

我們的最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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