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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意指自己的身體

是父母所給予的，應當倍加愛護，不敢有所損傷，這是孝道最基本的要求。認

識自己是重要的學習課題，讓幼兒先由自身出發，透過參與感官教學活動，讓

幼兒認識自己身體的名稱、位置與特徵，幼兒親身探索和體驗自己身體各部位

的用途，同時透過延展活動，幼兒與家長共同在日常生活中，觀察和發現身體

各部位的基本用途，一同於校本書做簡單記錄，加深幼兒對身體部位認識的鞏

固。透過對自己身體的認識去感受生命的奇妙，引導幼兒意識保護身體的重要

性，保護身體是愛護自己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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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進度表 

 

授課時間 

（年-月-日） 

節數 課節 課題名稱 課題內容 課時 

(分鐘) 

2018年 11月 12日 1 第一課節 我的眼睛 
認識眼瞔的名稱、特徵和

主要功用 
40 

2018年 11月 13日 1 第二課節 我的耳朵 
認識耳朵的名稱、特徵和

主要功用 
40 

2018年 11月 14日 1 第三課節 我的嘴巴 
認識嘴巴的名稱、特徵和

主要功用 
40 

2018年 11月 15日 1 第四課節 我的鼻子 
認識鼻子的名稱、特徵和

主要功用 
40 

2018年 11月 16日 1 第五課節 我的手 
認識手的名稱、特徵和主

要功用 
40 

2018年 11月 19日 1 第六課節 我的腳 
認識腳的名稱、特徵和主

要功用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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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計劃內容簡介 

一、教學目標 

透過感官學習和體驗活動認識身體的不同部位，學習各個身體部位的名稱、特徵和主要

功用，體驗身體部位的重要性，探索保護身體部位的方法。 

 

二、主要內容 

  透過感官（視覺、聽覺、味覺、嗅覺、觸覺）活動，學習身體部位的名稱、體驗身體部

位（眼睛、耳朵、嘴巴、鼻子、手、腳）的特徵和主要功用。 

 

三、設計創意和特色 

運用幼兒的感官和身體部位學習，加強幼兒認識個人身體，同時透過家校合作，請家長

陪伴幼兒共同發現日常生活如何運用身體的各部位，體驗各感官所帶來的用途和樂趣。 

 

四、教學重點 

認識身體部位（眼睛、耳朵、嘴巴、鼻子、手、腳）的名稱、特徵。 

透過感官活動體驗身體部位的主要功用。 

透過探索活動思考保護身體部位的方法。 

 

五、教學難點 

能運用身體部份進行各項感官活動。 

能列舉保護身部部位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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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學用具 

第一課節—我的眼睛： 

1. 五官教具面譜 

2. 字卡「眼睛」 

3. 不同類型眼睛圖片 

4. 小鏡子 

5. 句子卡：「我有兩隻眼睛。」 

6. 箱子一個 

7. 望遠鏡 

8. 放大鏡 

9. 萬花筒 

10. 神秘紙箱(其中一面插入一條抹手紙芯，裏面放置圖卡)及其答案紙 

11. 句子卡：「我用眼睛看東西。」 

12. 眼罩 

13. 正確使用眼睛圖片、不正確使用眼睛圖片 

 

第二課節—我的耳朵： 

1. 貓、狗、小鳥和 汽車的聲音檔 

2. 猫、狗、小鳥的圖咭 

3. 女孩子和男孩子大幅人像圖 

4. 小動物的圖卡 

5. 句子卡：「我有兩隻耳」、「我用耳聽音樂」 

6. 保護耳朵的圖卡 

7. 搖鼓 

 

第三課節—我的嘴巴： 

1. 口圖卡 

2. 句子卡：「我有一個口」 

3. 小布偶 

4. 食物和飲料（辣味薯片、白砂糖開水、鹽水、苦瓜水、新鮮檸檬汁） 

5. 牙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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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節—我的鼻子： 

1. 切開的熟透香蕉、熱朱古力、豉油、橙汁 

2. 一卷紙巾 

 

第五課節—我的手： 

1. 人體身體模型版(無手的身體) 

2. 人體身體模型版(手部份) 

3. 圖片 

 手外形特徵圖（正面、背面） 

 手功用圖（揮手道早、繪畫填色、穿脫鞋子、穿脫外套、摺疊手帕、拿手取物品、倒

水、玩玩具、開關門） 

 手保護圖（開關門、使用剪刀、觸碰熱的食物） 

 手清潔圖（洗手、修剪指甲） 

4. 「手」、「2」字卡 

5. 不同質感的物品（海棉、羽毛、彩珠、沙紙、瓦通紙、震動按摩器、洗頭刷、石頭) 

 

第六課節—我的腳： 

1. 小腳偶圖 

2. 「腳」字卡 

3. 音樂 

4. 腳的用途的圖片(踢球/行樓梯/跑步) 

5. 不同質感的路面：地墊、小石春、波浪橋、課室平地 

6. 鞋子、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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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案 

 

作品名稱 身體真奇妙 課題名稱 我的眼睛 

實施年級 幼一 人數 30人 

實施日期 2018年 11月 12日 每節課時 40分鐘 

科目 健康與體育 課節 第一課節 

教學目標 

1. 描述眼睛的位置、特徵及功用 

2. 運用視覺感官進行探索，體驗眼

睛的功用 

3. 列舉保護眼睛和保持眼睛清潔的

方法 

4. 嘗試操作放大鏡、望遠鏡、萬花

筒的技能 

5. 應用與主題相關的字詞和口語句

式 

基力要求編

號 

A-1-1 

A-2-1 

A-2-8 

B-2-3 

C-1-1 

D-5-1 

重點難點

分析 

重點： 

1.說出眼睛的名稱、特徵和主要功用 

2.知道保護眼睛的方法 

難點： 

1. 在第一個發展活動，幼兒照鏡子後未必能說出自己眼睛的特徵。 

2. 在第三個發展活動，幼兒需要戴眼罩來進行，可能會有幼兒抗拒或未能說

出自己的感受的情況。 

3. 有個別幼兒課堂秩序較弱，可能會出現不願參與課堂或鬧情緒的情況。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觀察評量 

一、 引起動機： 

1. 老師向幼兒展示一個五官教具面譜。老師事先將面譜的眼睛部份藏

起，讓幼兒觀察面譜有甚麼不同的地方。 

 老師：「老師帶了一位好朋友過來，你們看看我的好朋友少了甚

麼東西？」 

2. 老師引導幼兒說出眼睛並故意將眼睛部份貼錯其他位置，再邀請幼

兒幫助貼回正確的位置。 

3. 老師展示「眼睛」字卡讓幼兒一同說出字詞「眼睛」。 

 

二、 發展活動： 

(一) 我的眼睛 

1. 老師先展示不同類型眼睛的圖片讓幼兒觀察。 

2. 老師再拿出小鏡子，邀請數位幼兒對著鏡子觀察自己的眼睛。（幼

兒可自由回答） 

3. 再請全部幼兒摸一下自己的眼睛，記得自己眼睛的位置及數量，並

一同說出句式「我有兩隻眼睛。」 

小結：「原來眼睛在我們頭的前方，而且我們有兩隻眼睛呢！」 

 

 能回答眼睛的名

稱 

 能對問題作出適

當的回應。  

 

 

 

 

 

 能說出眼睛的位

置 

 能說出眼睛的數

量 

 能 正 確 運 用 口

語：「我有兩隻眼

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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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眼睛真有用 

1. 老師拿出神秘箱，以組別的形式邀請幼兒去探索。 

 老師：「神秘箱內收藏了很多禮物，你們看看該如何使用。」 

 老師：「原來這些物品可以給我們的眼睛使用，讓我們的眼睛來

看到不同東西。」 

2. 最後與幼兒一同說出句式「我用眼睛看東西。」 

3. 請幼兒透過凸出的抹手紙芯觀看神秘箱內的圖畫，然後指出答案紙

上的正確圖畫，當幼兒觀察及指出正確答案後，更換圖片再繼續遊

戲。 

小結：「我們的眼睛更可用來看不同的東西，如：看圖書、看風景、

看白板等。」 

 

 

(三) 齊來保護我做到 

1. 老師拿出眼罩邀請數位幼兒試一試看不到東西的感覺。 

2. 老師為幼兒戴上眼罩，帶著幼兒在課室內走一圈。 

 老師：「你們喜歡自己美麗的眼睛嗎？如果我們的眼睛不見了會

怎樣？」 

 老師：「沒有眼睛幫忙，我們會看不到東西，亦不能看路，所以

我們要學習好好愛護它。」 

3. 老師會出「正確使用眼睛圖片」和「不正確使用眼睛圖片」問幼兒

看到甚麼？分辦哪些圖片是正確保護眼睛的方法。 

小結：「我們要早睡早起、不要用髒手搓眼睛、不要伏在桌子看圖書

和畫圖畫等。」 

 

三、 總結活動 

老師向幼兒總結眼睛的名稱、特徵和主要功能。 

 老師：「眼睛是我們身體重要的部份，我們要懂得愛護自己的眼

睛。」 

老師：「還記得我們的眼睛在哪裹嗎？我們一起唱兒歌來找一下我們的

大眼睛吧！」 

 

 能對問題作出適

當的回應。  

 能 正 確 運 用 口

語：「我用眼睛看

東西。」 

 

 

 

 

 

 

 

 

 

 

 能對問題作出適

當的回應。  

 能說出保護眼睛

的方法 

 

 

 

 

 

 

 

 

 能唱出與主題相

關的歌曲 

 

課堂照片 

 
幼兒拼貼眼睛 

 
幼兒探索神秘袋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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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使用望遠鏡觀望 

 
幼兒觀看萬花筒 

 
幼兒學習使用放大鏡觀望細小的圖案 

 
幼兒觀察神秘箱內的圖片，並指出正確內容 

 
幼兒戴上眼罩，體驗看不到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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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身體真奇妙 課題名稱 我的耳朵 

實施年級 幼一 人數 30人 

實施日期 2018年 11月 13日 每節課時 40分鐘 

科目 健康與體育 課節 第二課節 

教學目標 

1. 描述耳朵的位置、特徵及功用 

2. 運用聽覺感官進行探索，體驗

耳朵的功用 

3. 列舉保護耳朵和保持耳朵清潔

的方法 

4. 分辨不同的聲音 

5. 應用與主題相關的字詞和口語

句式 

基力要求編

號 

A-1-1 

A-2-1 

A-2-8 

B-2-3 

C-1-1 

D-5-1 

重點難點

分析 

重點： 

1. 能說出耳的名稱； 

2. 能說出耳的特徵； 

3. 能說出耳的主要功能； 

難點： 

1. 幼兒較難說出保護耳的方法。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觀察評量 

一、引起動機： 

（一）耳朵耳朵聽一聽 

 1. 老師會站在課室的某一角落，用搖鼓產生聲音，看幼兒能否被

老師發出的聲音所吸引； 

 2. 老師詢問幼兒剛才聽到甚麼聲音？同時詢問幼兒用甚麼聽聲

音？ 

小結：原來我們都是用耳朵來聽聲音。 

 

二、發展活動： 

（一）魔術魔術變一變 

 1.   老師出示小女孩和小男孩兩張圖卡，當中的小女孩和小男孩

的耳朵會不見了，老師會請兩位幼兒出來幫小女孩和小男孩

找回他們的耳朵，並把它放在正確的位置； 

小結：原來耳朵在我們頭的下小小，頸子的上小小。 

 

 2.   請幼兒舉起兩雙手，摸摸自己的耳朵，齊來數一數有多少隻   

   耳朵，並運用句子「我有兩隻耳」。 

 3.   詢問幼兒耳隻像甚麼，讓幼兒發揮其想像。 

小結：我有兩隻耳。 

 

（二）聽力小宇宙 

 1.   老師會把幼兒變身成為聽力大力士，然後播放小貓、小狗、

 

 

 能回答老師是搖

鼓的聲音，我用

耳聽聲音。 

 

 

 

 

 能正確地把小女

孩和小男孩的耳

放回正確的位置 

 

 

 

 能回答我有 2 隻

耳 

 說出中文句式 

「我有兩隻耳」 

 

 

 能夠猜中老師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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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鳥和汽車等的聲音，讓幼兒去猜一猜這是甚麼聲音。 

 2.   老師出示小動物圖咭，邀請幼兒出來看着老師所出示的圖咭

去模彷該小動物的聲音，讓其他幼兒們猜一猜是甚麼動物，

再展示圖咭讓幼兒確認答案。並帶出句子，我用耳朵聽聲

音。 

小結：我用耳朵聽聲音/音樂。 

 

（三）愛護耳朵我做到 

 1.   老師請幼兒用雙手把耳朵捂住，然後老師細聲說話，讓幼   

兒感受聽不到聲音。 

小結：原來沒有耳朵或耳朵受損，我們是聽不到聲音的。 

2.   請幼兒思考如何保護耳朵。（不要對着耳朵大聲說話，洗澡

時避免把水洗進耳朵裏。） 

 

三、總結活動： 

1. 總結耳帶來的功用，用途和位置透過幼兒親身的觀察及探索自己

身體各部位的名稱、位置及用途來帶出耳朵對我們的重要性，有了

耳朵，我們可以聽聲音，與此同時希望幼兒明白耳朵的重要性以及

要好好保護自己的耳朵。 

2.與幼兒重温句子「我用耳聽__」、「我有兩隻耳」。 

 

的聲音並告知老

師這是甚麼聲音 

 能模仿老師給的

圖示讓其他幼兒

猜 

 能跟着老師讀出句

子「我用耳聽

__」。 

課堂照片 

 
幼兒拼貼耳朵 

 
幼兒運用耳朵聆聽聲音 

 
幼兒模仿動物叫聲，讓同儕聆聽猜一猜 

 
幼兒捂住耳朵，體驗聽不到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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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身體真奇妙 課題名稱 我的嘴巴 

實施年級 幼一 人數 30人 

實施日期 2018年 11月 14日 每節課時 40分鐘 

科目 健康與體育 課節 第三課節 

教學目標 

1. 描述嘴巴的位置、特徵及功用 

2. 運用味覺感官進行探索，體驗

嘴巴的功用 

3. 列舉保護嘴巴和保持嘴巴清潔

的方法 

4. 分辨不同的味道 

5. 練習刷牙的技能 

6. 應用與主題相關的字詞和口語

句式 

基力要求編

號 

A-1-1 

A-2-1 

A-2-8 

B-2-3 

C-1-1 

D-5-1 

重點難點

分析 

重點： 

1. 知道口的功用及保持口腔清潔的方法。 

難點： 

1. 能說出保持口腔清潔的方法。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觀察評量 

一、 引起動機： 

1. 請幼兒跟隨老師發出 “啊”的聲音，當看到暫停手勢便要保持安

靜； 

2. 再請幼兒發出“嗚”旳聲音，看到暫停手勢要用手把口遮起來並

保持安靜。 

 

二、 發展活動： 

(一) 我的口在哪裏？ 

1. 提問幼兒剛才是用甚麼發出聲 音？(口/嘴巴) 

2. 口的位置在那裏?(下巴上面/鼻子下面) 

3. 出示句卡我有一個口，一起數一數口的數量。 

4. 拿出鏡子讓幼兒觀察和摸一摸自己的口，繪畫並說出口的外形是

怎樣的?(有上面/有下面/長長的等) 

小結：口的數量、外形、位置 

 

(二)我用口… 

1. 突然聽到敲門的聲音，我們的好朋友來了，又到了小布偶考考你

的時間； 

2. 提問幼兒口的用途？(吃東西、喝東西、唱歌、吹、說話等)； 

3. 請幼兒嚐嚐不同食物和飲品的味道：咸味(鹽水)、辣味(辣味薯

片)、甜味(白砂糖開水)、苦味(苦瓜水)、酸味(新鮮檸檬汁)，並

嘗試說出味道或感受(甜、酸、喜歡吃/喝等)，句卡：我用口

XXX。 

 

 幼兒願意跟隨老

師進行活動 

 能按指示進行遊

戲活動 

 

 

 能說出口/嘴巴 

 能說出在下巴上

面/鼻子下面等 

 能數到口的數量

是 1 

 能跟讀句子我有 1

個口 

 能畫出口的圖畫

及簡單描述口的

外形 

 

 能說出口的用途

吃 東 西 、 喝 東

西 、 唱 歌 、 說

話、吹等 

 願意分享感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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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愛護牙齒 

1. 看看小布偶的牙齒，為甚麼會變成黑色？(吃了食物) 

2. 提問幼兒幫助小布偶的方法？(刷牙) 

3. 展示刷牙用品，請幼兒列舉刷牙所需物品。（牙刷、牙膏、杯、

毛巾） 

4. 出示牙齒模型教導幼兒刷牙的步驟及保護口腔((早晚刷牙、少吃

甜的食物、掉地上的食物不要進食、不要把手放到口內、不可隨

意把物品放到口內)。 

 

三、總結活動 

我用口……也要記得要保持牙齒的清潔和保護口腔(早晚刷牙、少吃

甜的食物、不可隨意把物品放到口內等)。 

味道 

 

 能說出幫助小布

偶的方法(刷牙) 

 能說出刷牙用品

（牙刷、牙膏、

杯、毛巾） 

 能跟隨老師一起

清潔牙模 

 

 能說出保護口腔的

方法(早晚刷牙、

少吃甜的食物、掉

地上的食物不要進

食、不要把手放到

口內、不可隨意把

物品放到口內)  

 

課堂照片 

 
準備不同味道的食物和飲料 

 
請幼兒嚐試不同的味道 

 
幼兒嚐試味道後，表情會因應味道而作出變化 

 
幼兒用口玩遊戲，探索口的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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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學習使用牙刷清潔牙模 

 
幼兒練習刷牙的步驟，知道保持牙齒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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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身體真奇妙 課題名稱 我的鼻子 

實施年級 幼一 人數 30人 

實施日期 2018年 11月 15日 每節課時 40分鐘 

科目 健康與體育 課節 第四課節 

教學目標 

1. 描述鼻子的位置、特徵及功用 

2. 運用嗅覺感官進行探索，體驗

鼻子的功用 

3. 列舉保護鼻子和保持鼻子清潔

的方法 

4. 分辨不同的氣味 

5. 練習抹鼻的技能 

6. 應用與主題相關的字詞和口語

句式 

基力要求編

號 

A-1-1 

A-2-1 

A-2-8 

B-2-3 

C-1-1 

D-5-1 

重點難點

分析 

重點： 

1. 知道鼻的位置、特徵、數量及功用; 

2. 認識保持個人衛生的方法(抹鼻子)。 

難點： 

1. 學習抹鼻子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觀察評量 

一、 引入動機： 

(一) 齊來動一動 

1. 請幼兒用手捏住自己的鼻數秒後把手放開，提問幼兒有甚麼感覺

（不能呼吸） 

 

二、  發展活動： 

(一) 問一問 

2. 老師指向自己的鼻並詢問幼兒這是甚麼?( 鼻) 

3. 請幼兒摸摸自己的鼻在哪裡。 

4. 請問你們有多少個鼻？(一個) 

老師帶領幼兒口語跟說：「我有一個鼻」。 

 

(二) 聞一聞 

1. 出示及向幼兒介紹不同的食物（香蕉、朱古力、豉油、橙） 

2. 先請幼兒記住不同的食物，遮蓋食物的樣子，再請幼兒逐一嗅

聞食物氣味 

3. 請幼兒猜猜所聞氣味的食物來源，展示食物讓幼兒確認食物的

氣味。 

 

(三) 抹一抹 

1. 老師假裝打了一個噴嚏，問幼兒應該如何處理?(幼兒說可以先

拿紙巾) 

2. 示範抹鼻的步驟 

 

 

 能察覺鼻子用來

呼吸 

 

 

 

 能說出鼻的名稱 

 能說出自己有一

個鼻 

 

 

 

 

 能運用自己的語

言簡單說出所聞

的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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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數格紙巾對摺 

 把紙巾放在鼻上處理 

 把抹完鼻的紙巾對摺後掉進垃圾桶 

3. 請幼兒練習抺鼻的技能 

 

 

 能跟從抹鼻的步

驟，處理揀鼻的

紙巾 

課堂照片 

 
幼兒指出鼻的位置，說出我有一個鼻 

 
讓幼兒使用鼻子聞出不同的氣味 

 
請幼兒確認不同氣味來源 

 
幼兒取數格紙巾對摺 

 
幼兒把紙巾放在鼻上處理鼻涕 

 
把抹完鼻的紙巾對摺後掉進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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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身體真奇妙 課題名稱 我的手 

實施年級 幼一 人數 30人 

實施日期 2018年 11月 16日 每節課時 40分鐘 

科目 健康與體育 課節 第五課節 

教學目標 

1、 描述雙手的位置、特徵及功用 

2、 運用觸覺感官進行探索，體驗

雙手的功用 

3、 列舉保護雙手和保持雙手清潔

的方法 

4、 練習洗手的技能 

5、 應用與主題相關的字詞和口語

句式 

基力要求編

號 

A-1-1 

A-2-1 

A-2-8 

B-2-3 

C-1-1 

D-5-1 

重點難點

分析 

重點： 

1. 認識手的名稱、位置、數量、外形特徵、功用。 

難點： 

1. 幼兒需要思考沒有手為生活所帶來的不便。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觀察評量 

一、 引起動機 

(一) 手的名稱 

與幼兒進行關於手的指令遊戲。 

 

二、 發展活動 

(一) 手的位置、手的數量 

1. 出示人體身體模型版，請幼兒觀察模型版所缺少的身體部位。 

2. 請幼兒貼上模型版所缺少的手。 

3. 出示完整的人體身體模型版和數字咭，請幼兒指出手的位置和數

量。 

4. 複習句式，請幼兒應用句式“我有兩隻手。 

 

(二) 手的外形特徵 

1. 出示手各種角度的圖片，請幼兒觀察自己雙手的外形特徵。 

2. 出示字咭，請幼兒認讀字詞“手”。 

 

(三) 手的功用 

1. 出示物品，請幼兒思考如果沒有手，可以做到事情嗎？ 

2. 出示用手進行活動的圖片，介紹手的功用。 

3. 請幼兒做出各種用手進行的事情。 

4. 請幼兒應用句式“我用手玩玩具。” 

 

(四) 手的感覺 

1. 介紹各種不同的物品（海棉、羽毛、彩珠、沙紙、瓦通紙、震動

 

 

 能說出手的名

稱。 

 

 

 能說出手的位

置：在身體的兩

旁。 

 能說出手的數

量：兩隻手。 

 

 

 能根據觀察所

得，描述手的外

形特徵：手指、

指甲、手掌。 

 能以肢體動作嘗

試手的功用：揮

手道早、繪畫填

色、穿脫鞋子、

穿脫外套、摺疊

手帕、拿取物

品、倒水、玩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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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器、洗頭刷、石頭)。 

2. 請幼兒用手觸摸桌上的物品，並嘗試說出其感覺（軟、硬、刺

手、震動等）。 

 

(五) 手的保護、手的清潔 

1. 出示圖片，介紹保護手和清潔手的方法。 

2. 提醒幼兒小心被門夾傷、小心被熱食物燙傷、小心被剪刀傷到，

要使用洗手液清洗雙手、定時修剪指甲。 

3. 觀看洗手教學片段後，請幼兒到洗手間進行鞏固使用洗手液清洗

雙手的方法。 

 

三、 總結活動 

與幼兒重溫本節教學內容。 

1. 請幼兒說出手的名稱、位置、數量。 

2. 請幼兒描述手的外形特徵：手掌、手指、指甲。 

3. 請幼兒舉例手的功用：揮手道早、繪畫填色、穿脫鞋子、穿脫外

套、摺疊手帕、拿取物品、倒水、玩玩具、開關門等。 

4. 請幼兒列舉保護手的方法：小心被門夾傷、小心被剪刀剪傷、小

心被熱食物燙傷等。 

5. 請幼兒說出清潔手的方法：使用洗手液清洗雙手、定時修剪指甲

等。 

6. 請幼兒回家後觀察自己和父母的雙手，請幼兒做小老師教導父母

如何清洗雙手。 

具、開關門等。 

 

課堂照片 

 
幼兒拼胋雙手 

 
幼兒思考運用身體哪個部位拍動皮球 

 
幼兒示範用手穿外套 

 
幼兒用手探索不同物品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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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打開水龍頭並用洗手液搓手 

  
用水清洗乾淨雙手並關上水龍頭 

  
用手帕擦乾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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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身體真奇妙 課題名稱 我的腳 

實施年級 幼一 人數 30人 

實施日期 2018年 11月 19日 每節課時 40分鐘 

科目 健康與體育 課節 第六課節 

教學目標 1. 描述雙腳的位置、特徵及功用 

2. 運用觸覺感官進行探索，體驗

雙腳的功用 

3. 列舉保護雙腳和保持雙腳清潔

的方法 

4. 練習穿脫襪子和鞋子的技能 

5. 應用與主題相關的字詞和口語

句式 

基力要求編

號 

A-1-1 

A-2-1 

A-2-8 

B-2-3 

C-1-1 

D-5-1 

重點難點

分析 

重點： 

1. 知道腳的位置、特徵、數量及功用; 

2. 認識保護腳的方法。 

難點 

1. 說出保護腳的方法； 

2. 懂得保護腳。 

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學觀察評量 

三、 引起動機： 

(二) 問一問 

5. 出示小腳偶，提問幼兒知道它是甚麼嗎？(腳)，它會在我們身體

的哪個位置？ 

6. 請問你們有多少隻腳？(兩隻) 

老師帶領幼兒口語跟說：「我的身體有腳」、「我有兩隻腳」。 

小結：記得腳是我們身體的一部份，知道腳的名稱、位置和數量。 

 

四、  發展活動： 

(一) 腳上有甚麼:摸一摸，看一看 

4. 老師請幼兒用手摸一摸自己雙腳，腳上有甚麼呢?(大腿、小腿

和膝蓋) 

5. 老師再請幼兒一起觀察小腳偶圖，腳上有甚麼呢？(腳趾) 

6. 嘗試數一數每一隻腳上有多少隻腳趾？（五隻） 

小結：知道自己腳的特徵，看到每隻腳上有五隻腳趾。 

 

(二) 齊來動一動: 小腳真可愛 

1. 老師提問幼兒知道小腳偶住在哪裡呢？(小腳偶每天躲在鞋子、

襪子裏甚麼也看不見，今天想和小朋友一起玩，你們願意和我一

起玩嗎？) 

2. 老師請幼兒一起把自己小腳露出來，跟著老師指令一起動一動小

腳，「伸出小腳，小腳勾勾，小腳打開，小腳合起，小腳搖搖真

 

 

 能說出腳的名稱 

 能跟讀「腳」 

 能說出自己有兩隻

腳 

 

 

 

 能摸到自己的大

腿、小腿和膝蓋 

 能運用自己的語言

簡單說出腳的特徵 

 

 

 

 

 

 

 

 能跟隨老師指示做

腳部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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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愛。」 

3. 重覆:跟著老師指令一起動。 

4. 老師帶領幼兒拍手鼓勵自己懂得運用自己的腳，並能跟指令去做

動作。 

小結：培養幼兒對探究腳的興趣。 

 

(三) 我的腳真有用:小腳真棒 

1. 老師提問幼兒會用雙腳做些甚麼，一起觀察圖片然後說說小腳的

本領，如：可以踢球、可以行樓梯、可以跑步。 

2. 並請幼兒嘗試用腳去做動作，讓幼兒感受腳的用途； 

口語跟說：「我用腳踢球/行樓梯/跑步。」 

小結:讓幼兒知道自己雙腳的用途和腳是很有用。 

 

(四) 保護小腳我至叻 

1. 請幼兒嘗試自行脫下襪子和鞋子。 

2. 請幼兒赤腳感受不同路面的感覺：平坦、凹凸、軟、硬。 

3. 老師提問幼兒走在不同路面的感覺，思考如何才能不令雙腳受

傷。 

4. 老師拿出襪子和鞋子的圖片，教導幼兒穿着的次序，並親身示範

如何穿脫襪子和鞋子。 

5. 請幼兒練習穿脫襪子和鞋子的技能。 

小結：知道我們走路的地面不平坦，因此需要穿襪子和鞋子去保護

雙腳；而鞋子的大小是會影響我們走路，令腳感到不舒服，所以我

們要穿合適的鞋子去保護腳。 

 

五、  總結活動： 

知道腳是的我們身體的一部份，了解到腳的功用，學習保護腳的方

法，出外時經常要穿鞋子和襪子，免被割傷。 

 

 能因應音樂進行遊

戲 

 能以掌聲鼓勵和讚

賞同伴 

 

 

 

 能觀察圖片 

 能運用自己的語言

簡單說出腳的用途 

 能用自己的腳去做

動作 

 

 

 知道要穿鞋子和襪

子去保護腳 

 嘗試練習穿脫襪子

和鞋子 

 

課堂照片 

 
幼兒摸一摸雙腳 

 
幼兒動一動雙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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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用腳踢球 

 
幼兒用腳上落樓梯 

 
幼兒用腳感受軟軟的地墊 

 
幼兒用腳感受硬硬的小石春 

 
幼兒用腳感受高低不平的波浪橋 

 
幼兒認識保護腳的方法 

 
幼兒練習穿脫鞋子和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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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試教評估與反思建議 

 

第一課節：我的眼睛 

(一) 教學設計： 

本教節是以五官——眼睛為主要的教學內容，通過三個發展活動讓幼兒記得眼睛的名稱、特

徵和主要功能等，同時在遊戲過程中，了解到自己的身體和保護眼睛的方法。 

 

(二) 教學活動： 

課堂大致順暢，幼兒都表現出有興趣學習，過程中大部份幼兒都能守規及積極參與。是此教

節有三個發展活動，活動一（我的眼睛）：向幼兒展示不同類型眼睛的圖片及讓幼兒用鏡子

觀察自己的眼睛，知道眼睛的位置及數量。幼兒都有觀察老師展示的圖片，而在照鏡子的活

動上，更有幼兒可以說出自己眼睛的特徵和數量。活動二（眼睛真有用）：以神秘箱的形式

讓幼兒抽出物品自行探索（望遠鏡、放大鏡、萬花筒），幼兒都很積極嘗試，並能運用眼睛

去探索，知道可以用眼睛去使用物品，當中有幼兒開始未懂得如何使用放大鏡和萬花筒，老

師有即時示範使用的方法，放大鏡的操作以細小的圖案作為焦點，增加了活動的趣味。神秘

紙箱的廁紙筒以紙巾遮蓋一半，提升了遊戲的難度，讓幼兒更投入。活動三（齊來保護我做

到）：用眼罩來讓幼兒體驗看不到的感覺，幼兒都很樂於參與，有些幼兒更可以說出蒙著眼

看不到的感覺。因為只邀請了一組幼兒進行活動，所以有請全班幼兒用手遮著眼睛來感覺一

下，老師再展示圖片讓幼兒知道正確保護眼睛的方法，幼兒都能分辨及作出回應。 

 

(三) 教學評量： 

課堂目標都能達到，幼兒都能說出眼睛的名稱、位置和數量，並能就老師的問題作出適當的

回應，說出保護眼睛的方法，也能正確運用口語：「我用眼睛看東西。/我有兩隻眼睛。」最

後更能唱出與主題相關的兒歌——“我的大眼睛”。 

 

(四) 自我反思： 

在引入動機上，因未有預料到五官教具的重量令到磁力不夠，未能固定在小白板上，需要老

師用一隻手固定，影響了引入的流程。而所邀請的幼兒先貼錯眼睛在眼眉上，老師應與全班

一同檢視再與幼兒一起更正，這樣可以更加深他們對眼睛位置的認識。在活動一觀察鏡子

中，老師可以多與幼兒說出眼睛的特徵再讓幼兒觀察，而考慮到只邀請了兩幼兒，因此老師

有拿著鏡子繞課堂一周讓幼兒快速觀察，若下次時間許可，可多邀請數位幼兒，讓幼兒可多

認識不同幼兒眼睛的特徵。活動二上，考慮到坐在位子上的幼兒未能看清楚物品，因此中途

亦有即時提出向其他幼兒展示他們的物品，增加了之間的互動。 

整體課堂能於時間內完成，但老師顧著每個活動的時間，忽略了與幼兒詳細進行小結和展示

字卡，建議下回在時間上能控制合宜，並記得與幼兒進行小結或共同檢視，讓整體課堂更為

流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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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節：我的耳朵 

(一)教學設計： 

由幼兒自身出發，透過幼兒親身的觀察及探索自己身體各部位的名稱、位置及用途來帶出耳

朵對我們的重要性，有了耳朵，我們可以聽聲音，與此同時透過各種遊戲活動來提升幼兒的

學習興趣，希望幼兒明白耳朵的重要性，以及要好好保護自己的耳朵。 

 

(二)教學活動： 

1. 整體幼兒都能夠找出小女孩和小男孩不見了耳朵並能夠踴躍地舉手出來把耳朵放到正確

的位置； 

2. 播放小狗、小貓、青蛙和小鳥等聲音時，整體幼兒都能夠專心聆聽，並能說出自己聽到

的是甚麼聲音； 

3. 當老師請幼兒出來模仿動物的聲音時，大部分幼兒都積極參與並能夠按照老師的圖卡作

出模仿該動物的聲音，同時能感受到幼兒在模仿過程中的喜悅； 

4. 當老師請幼兒把手捂住兩隻耳，然後老師再細細聲地說話，發現個別幼兒並不太懂當中

的意思，但經老師講述後，幼兒才明白保護耳朵的重要。 

 

(三)教學評量： 

1. 大部分幼兒都能夠專心、細心去聆聽周遭的聲音並積極回答老師的提問； 

2. 請幼兒唸語句時發現幼兒較為吃力，考量過後日後會以有趣生動的形式進行，如圖卡多

點； 

3. 整體幼兒對遊戲是感興趣的並投入在當中。 

 

(四)自我反思： 

1. 需要關窗進行聆聽聲音的活動，讓聲音更加清晰； 

2. 老師剛開始時沒有把正確的兩隻耳(左、右耳)給幼兒，讓幼兒分辨不出來，後來經改正

後情況有好轉； 

3. 總結應該再加以詳細讓幼兒再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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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節：我的嘴巴 

(一) 教學設計： 

運用聲音讓幼兒共同參與遊戲，吸引幼兒的專注，透過鏡子的視覺和手的觸覺感受口的外

形，使幼兒了解自己的五官(口)的位置、數量，小布偶的出現可延續幼兒的專注力，也讓幼

兒了解口的功用，能味嚐出不同的味道，也要保持口腔的清潔和保護自己的身體。 

 

(二) 教學活動： 

1. 繪圖時，幼兒基本能畫出口的外形。 

2. 嚐味道時，個別幼兒需要老師鼓勵才願意嘗試。 

3. 刷牙時幼兒都會仔細觀察口腔內的牙齒是否清潔乾浄。 

 

(三) 教學評量： 

1. 發聲活動中，幼兒都樂意並能按指示進行遊戲，也能說出是口/嘴巴發出聲音。 

2. 幼兒都知道並記得口的位置及口的數量。 

3. 幼兒透過鏡子會仔細觀察口的外形並能繪畫出來。 

4. 幼兒都能說出口的功用，還會用口來吹蠟燭/泡泡等則只有 3位幼兒能回答。 

5. 嚐味道幼兒都很投入，幼兒能夠體驗到不同的味道，特別品嚐酸、辣的味道時幼兒的面

部表情會有變化。個別幼兒未能正確說出味道，需要教導不同味道的名稱。 

6. 幼兒能指出清潔口腔的用具，能簡單描述刷牙的步驟，但日常應少吃甜的食物則未能說

出。 

7. 保護口腔時，在老師的動作引導下才能說出不可把物品/手等放到口內以及掉地上的食物

不能吃。 

 

(四) 自我反思： 

  提問的內容較多，幼兒都能運用語句回答，可運用更多元化的方式讓幼兒作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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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節：我的鼻子 

(一) 教學設計： 

  讓幼兒知道鼻的位置、數量，透過遊戲知道鼻的重要。 

  

(二) 教學活動： 

1. 捏住自己的鼻數秒這個遊戲，幼兒都知道捏住時鼻就不能呼吸，所以有個別幼兒偷偷鬆

了手； 

2. 透過遊戲聞一聞，讓幼兒探索用鼻能聞出不同的氣味，老師刻意選取了熟透的香蕉做教

學體現活動，能夠讓幼兒更加聞到香蕉的氣味；又不停更換熱朱古力，希望幼兒能夠更

易聞到朱古力的氣味。 

3. 在抹一抹的遊戲中，讓幼兒知道打噴嚏時應如何處理。 

 

(三) 教學評量： 

1. 透過捏住自己的鼻數秒，能讓幼兒知道呼吸的重要，沒有呼吸會讓我們感到很辛苦。 

2. 當老師指向自己的鼻時，幼兒能說出鼻的名稱，也能說出自己有一個鼻。 

3. 在遊戲聞一聞，幼兒能說出不同的食物氣味。 

4. 最後老師教幼兒抹鼻的步驟，並請幼兒跟隨老師學習抹鼻的步驟。 

 

(四) 自我反思： 

1. 教學時間和流程大致順暢； 

2. 幼兒未能取適量的紙巾，所以在教學過程中即時調整並教導幼兒取適量的紙巾數量； 

3. 適逢天氣轉涼，幼兒容易流鼻涕和打噴嚏，所以會在日常多加練習和鞏固幼兒抹鼻的技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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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節：我的手 

(一) 教學設計： 

1. 透過此課題，幼兒能夠認識自己的手，可加深幼兒對自己身體的認識。 

2. 圖像化講解手的文字，可加深幼兒對「手」字的記憶。 

3. 日常生活中，幼兒已有動手做事情的經驗，透過示範操作，讓幼兒能夠鞏固手的主要功

用。 

4. 日常幼兒已有洗手的經驗，需要強調幼兒應要把整隻手都要沖洗乾淨，而非只沾濕指尖

完事。 

 

(二) 教學活動： 

1. 整個教學過程中，為幼兒提供了各種不同的學習途徑，包括：觀察自己的手、思考沒有

手的時候、示範操作手的功用、判斷分辨手的功用、回應教師提問，讓幼兒可得到較多

面方式的學習。 

2. 建議應以問題「我們的手可以做甚麼事情？」去直接引導幼兒思考手的主要功能，可多

提供機會讓幼兒聯結日常生活經驗去思考。 

 

(三) 教學評量： 

1. 大部份幼兒都能夠根據其觀察所得指出手的位置、數量、外形特徵。 

2. 透過親手觸摸，幼兒能夠感受到不同物品的質感。 

3. 整體課堂活動基本流暢，根據幼兒的課堂表現及回饋，教學活動內容基本能夠達到教學

目標。 

 

(四) 自我反思： 

1. 搜羅了各種不同質感的物品讓幼兒觸摸，各種物品的質感感覺都是明顯突出，令幼兒投

入操弄。 

2. 日常需要持續提醒幼兒注意雙手清潔，特別是如廁前後和進食前後，以鞏固幼兒保持雙

手清潔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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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課節：我的腳 

(一) 教學設計： 

1. 透過課堂設計的遊戲活動，讓幼兒自己知道腳的位置、數量，從遊戲中探索腳對我們的

重要性，同認識到功用和保護腳的方法，了解自己的腳是很能幹。 

 

(二) 教學活動： 

2. 開始時先幼兒自己知道腳的位置、數量，遊戲中讓幼兒跟著老師的指示動一動自己的小

腳，他們都能開心地跟老師做出簡單的動作； 

3. 另一部分活動是請幼兒觀察圖片然後說說小腳的本領，同時亦有請幼兒出來示範，讓幼

兒知道自己雙腳的用途和腳是很有用。 

4. 幼兒能用腳感到不同的路面，指出走過硬的小石春時腳會感到不舒服，個別幼兒在體驗

過程會故意避開小石春走路，透過此活動，幼兒都知道穿着襪子和鞋子對我們雙鞋的重

要。 

 

(三) 教學評量： 

1. 活動齊來動一動:小腳真可愛，幼兒都能摸到自己的大腿、小腿和膝蓋，跟隨老師指示做

出腳部動作和聆聽音樂進行遊戲，龐雅之未能投入參與，活動後幼兒都能以掌聲鼓勵和

讚賞； 

2. 幼兒都能運用自己的語言簡單說出腳的特徵：大腿、小腿和膝蓋的名稱，但對於腳趾不

太熟悉；  

3. 用自己的腳去模防做動作時，走樓梯部分老師應多留意空間位置是否足夠讓幼兒去行； 

4. 幼兒懂得穿脫鞋子，只有個別幼兒不懂分辨左右，但穿脫襪子需要協助教導。 

 

(四) 自我反思： 

1. 教學時間和流程大致順暢； 

2. 齊來動一動遊戲，幼兒都能用自己的腳去做動作，也投入和跟老師的指示去完成； 

3. 圖片卡較大能吸引幼兒的專注力，幼兒都能明白圖片中的幼兒所做的動作和簡單說出

來； 

4. 樓梯級應注意安全問題，第一級的寬度幼兒較難行走，可考慮貼近牆邊，讓幼兒能扶

住； 

5. 教導脫襪子時可強調如何不反轉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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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相關教材 

教材課件 

校本教材—我與我的家（節錄「我的身體」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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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學習評估表 

評估準則：1—未能掌握 2—初步掌握 3—基本掌握 4—完全掌握 

 

學習

領域 

幼兒教育

基本學力

要求編號 

學習評估項目 

評量 

1 2 3 4 

健康 

與 

體育 

A-1-1 能說出眼、耳、口、鼻和四肢的名稱、特徵和主要功用     

A-2-1 有保持個人（眼、耳、口、鼻、手腳）衛生的習慣     

A-2-8 有注意安全的意識，掌握保護自身（眼、耳、口、鼻、手腳）

安全的基本方法 

    

語言 B-2-3 能簡單描述自己運用身體部位的生活經驗及事例     

個人 

社會 

與 

人文 

C-1-1 初步認識自己身體     

D-5-1 能運用感官（視覺、聽覺、味覺、嗅覺、觸覺）進行探索     

 

 

幼兒姓名：＿＿＿＿＿＿＿＿＿            評估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