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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社區環境是相對于作為社區主體的社區居民而言的，它是社區主體賴以生

存及社區活動得以產生的自然條件、社會條件、人文條件和經濟條件的總和。

它可理解為承載社區主體賴以生存及社會活動得以產生的各種條件的空間場所

的總和，它屬於物質空間的範疇。1         

    

  對現今澳門幼兒而言，家以外的社區環境既是一個陌生又是一個好玩的地

方，社區裡的人、事、物，不但讓幼兒眼界大開，也凝聚他們想要探索的好奇

心。學習是從我們生活的地方開始，像是一家商店、一條街道、一個與我們共

同呼吸的社區。對幼兒來說，社區可以成為一個延伸校園、豐富幼兒學習經驗

的資源。也拉近幼兒與社區生活環境的距離。故此，我們安排了“小社區大發

現”的單元學習活動，希望藉由幼兒實地探索與考察社區開始，讓幼兒體驗自

己也是社區一份子的親密關係，對生活周遭多一些熟悉，也對人群多一份參與

和關心的情懷。更加瞭解自己身處的環境，發現更多有趣的人、事、物，進而

學習關懷與尊重他人。       

  

                                                        
1社區環境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4%BE%E5%8C%BA%E7%8E%AF%E5%A2%8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4%BE%E5%8C%BA%E7%8E%AF%E5%A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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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主要內容 

  主要活動內容從與幼兒共同討論，你想中的社區是怎麼樣，來引發幼兒的共

同參與討論及學習動機，討論中讓幼兒透過語言來表達，他們心目中夢想的社區

是怎麼樣，繼而引發幼兒是否有留意觀察自己生活的社區又是怎麼樣，教師與幼

兒經過共同討論後，引發幼兒外出參觀自己的社區，並與幼兒共同磋商外出參觀

社區的路線及觀看的事物。再從幼兒外出觀察及記錄自己社區中的各種設施後，

把觀察社區的情況展示出來，原來我們生活的社區環境包含了各種民生、娛樂、

飲食、文化以及各種生活設施，教師引導幼兒在社區中要提供各種各樣的設施給

不同需要的人啟用，進而萌發幼兒製作及設計自己社區模型時，要有各種不同的

生活設施，最後教師激發幼兒齊來遵守社區中各種規則，共同保護我們美好的社

區。 

 

貳、 教學總目標  

1. 認識社區中各種生活設施的功能;  

2. 培養好奇心及仔細的觀察能力;  

3. 發現 “社區” 與人們日常生活的關聯性;  

4. 了解完善社區中的各種生活設施需要; 

5. 激發幼兒關心社區的態度及行為;  

6. 提升幼兒口語表達能力; 

7. 培養幼兒創作及解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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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教學重點難點 

重點:  

    就是從社區探索活動中，發展幼兒仔細的觀察能力和口語表達能力，讓孩子

了解到自己的社區環境，從中明白社區中存在的各種生活設施與幼兒生活的關係，

亦要感受到共融社區的多元性，了解不同需要的人有不同的生活設施的需要，最

後達致遵守社區的規則，關愛社區，尊重他人。 

 

難點: 

   就是讓幼兒體會到各種生活設施存在的多寡與他們的生活關係的影響，例如

缺少了時裝店，是否對他們的生活存在影響？也讓幼兒了解完善社區應包括那些

元素，從自身擴展到關心他人，從中體會到社區中存在弱勢社群，需要我們幫助

和關愛，社區中的生活上設施也應盡量幫助他們，最後達致共融社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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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基本學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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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與體能 

A-2-7 

A-3-5 

A-4-1 

A-4-3 

A-2-7 認識常見的安全標誌，能辨別生活中常見的危險物品

及危險情況，遵守基本的安全規則和交通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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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能運用基本動作做簡單的運動，動作協調； 

語言 

B-1-3 

B-2-1 

B-2-3 

B-2-4 

 B-3-4 

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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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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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社會與人文 

C-1-6 

C-2-2 

C-2-3 

C-3-4 

C-3-7 

C-1-6 有思考和解決簡單問題的能力； 

C-2-2 懂得相互欣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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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4 初步瞭解自己周圍的社區； 

C-3-7 初步體會澳門文化的多樣性； 

數學與科學 

D-1-1 

D-2-4 

D-4-3 

 D-5-3 

D-1-1 喜歡觀察生活中與數學有關的事物與現象，樂意用簡

單的數學方法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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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喜歡接觸新事物，並樂於提出問題及試圖尋找答案； 

D-5-3 能口述觀察的過程及結果，並用自己熟悉的方式記

錄； 

藝術 

E-1-2 

E-1-4 

E-2-2 

E-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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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樂於展示自己的作品，願意欣賞和簡單評價他人的創

作； 

E-3-2 能運用各種美勞材料進行簡單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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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設計特色  

(一) 能把社區環境作為教育資源場所 

幼兒生活在澳門這個城市當中，往往忽略自己最熟悉居住的社區環境。藉由考

察社區不同路線的機構及生活設施的功能，將社區成為一個開放式教育資源現

場，有別於日常在學校學習的環境刺激，從中能喚起孩子好奇心和仔細的觀察

力，並以多元有趣的學習生活經驗來增加對知識的應用。 

 

(二) 啟發幼兒思考自己與社區關係 

活動過程中幼兒把自己的生活與社區聯繫起來，並能思考自己與社區的關係，

激發起孩子對社區的關心，思考自己可以為社會貢獻什麼，讓幼兒從小培養關

愛社區的態度及行為。  

 

(三) 激勵幼兒自主學習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以孩子為主導，一切的學習內容都是由孩子自主決定的，以及建立幼兒的邏輯

思維和語文基礎。老師只是從旁協助及組織活動，引導幼兒排解問題的能力。 

 

(四) 培養幼兒懂得與人合作的能力 

活動透過幼兒間互動的機會，引發幼兒發展互相協作能力和社交能力，建立自

信及樂觀積極的態度，並懂得尊重不同文化。 

 

(五) 充分利用家校合作效能 

組織家長參與其中成為教學的人力資源。在這個過程中，學校、家庭和社會互

動協同合作，優勢互補，共同建設構建“三位一體”的教育大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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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學習網絡圖 

小社區大發現 社區走走透 (第二天 綜合) 

- 討論︰我的任務 

- 實踐活動︰社區考察 

- 分享總結 

- 延展活動︰記下設施的數量 

齊來解讀社區 (第三天 語言) 

- 討論︰最深刻觀察記錄 

- 小組匯報︰發現社區設施及數量  

- 朗讀句子: 小老師 

- 延展活動︰配詞及朗讀句子 

社區設施有多少(第四天 數學與科學) 

- 討論︰我的發現 

- 小組匯報︰足夠與否  

- 統計圖遊戲活動 

- 小組分享︰統計圖結果 

 

社區規則我遵守 (第五天 健康與體能) 

- 熱身操 

- 討論: 交通設施 

- 動作探索: 駕駛者 

- 分組練習動作: 良好的駕駛者 

 

社區睇真 D  (第一天 綜合) 

- 討論：你想中的社區 

- 觀看視頻︰認識我們的社區 

- 分配任務 

- 認讀詞語︰我要記錄的社區設施 

大手小手建社區(第六天 視覺藝術) 

- 討論：理想的社區 

- 觀看視頻︰完善的社區 

- 參與創作  

- 延展活動︰大手小手建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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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進度表 

 

授課時間 

 

節

數 

課題名稱 課題內容 課時 

(分鐘) 

2019 年 1 月 7 日 

第一課節 
1 

 

 

社區睇真 D 

- 討論：你想中的社區？ 

- 觀看視頻︰我們的社區 

- 分配任務 

- 認讀詞語︰我要記錄的社區設施 

- 延展活動︰認讀詞語 

35 

2019 年 1 月 8 日 

第二課節 
3 社區走走透 

- 討論︰我的任務 

- 實踐活動︰社區考察 

- 分享總結 

- 延展活動︰記下設施的數量 

1 小時

35 

2019 年 1 月 9 日 

第三課節 
1 齊來解讀社區 

- 討論︰最深刻觀察記錄 

- 小組匯報︰發現社區設施及數量  

- 朗讀句子: 小老師 

- 延展活動︰配詞及朗讀句子 

35 

2019 年 1 月 10 日 

第四課節 
1 社區設施有多少 

- 討論︰我的發現 

- 小組匯報︰足夠與否  

- 統計圖遊戲活動 

- 小組分享︰統計圖結果 

- 延展活動︰美化統計圖 

35 

2019 年 1 月 11 日 

第五課節 
1 社區規則我遵守 

- 熱身操 

- 討論: 交通設施 

- 動作探索: 駕駛者 

- 分組練習動作: 良好的駕駛者 

- 舒緩操 

40 

2019 年 1 月 14 日 

第六課節 
2 大手小手建社區 

- 討論：理想的社區 

- 觀看視頻︰完善的社區 

- 參與創作  

- 延展活動︰大手小手建社區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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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活動教案  

一、 社區睇真 D  

活動

名稱 
 社區睇真 D 

日

期 
2019 年 1 月 7 日 

主要學習領域 綜合 

時

間 
35 分鐘 

教 

學 

目 

標 

1. 初步認識自己生活的社區環境及生 

活設施  

 

2. 認識不同生活設施的名稱及詞語 

 

3. 發展細緻的觀察能力。 

 

4. 能積極參與討論 

 

基

本 

學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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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B-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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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社會

與人文 

 C-3-4 

  C-1-6 

C-3-4 初步瞭解自己周圍的

社區； 

C-1-6 有思考和解決簡單問

題的能力； 

數學與科學  D-4-3 

D-4-3 喜歡接觸新事物，並

樂於提出問題及試圖尋找

答案； 

活 

動 

準 

備 

1. 預先拍攝一些學校周圍的社區圖片及網絡視頻。 

2. 學生已帶回校的相機。 

3. 事前派發相機及義工家長通告。 

4. 統計義工家長人數，並分配到各班級。 

5. 統計相機的數量。 

6. 預先把學生分組，義工家長及負責拍照學生的安排。 

7. 與家長解釋工作的安排及要求，並發派溫馨提示給予義工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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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難 

點 

分 

析 

 

重點: 認識自己生活的社區環境及生活設施。  

 

難點: 幼兒能在日常生活中，做到多觀察自己的社區環境。 

 

 

活 

動 

過 

程 

(一).以情景激發幼兒參與活動的興趣—你想中的社區 

就開放性的話題探討今次主題活動的開始，就是你想自己生活中的社區附近是什麼設施及

建築物，先讓幼兒透過自己的想法，說出自己心目中的社區的模樣，由此引起學生的學習

動機。      

 

(二).發展活動—認識我們社區 

1. 教師透過媒體視頻引導幼兒進入我們社區的世界，利用谷歌地圖的虛擬影像，顯示我

們學校的位置，介紹我們是台山社區，教師提問：「請問小朋友，從學校要走到附近

的公園、麪包店，有哪一位同學知道怎麼走？」繼續引起小朋友參與討論的興趣。       

2. 教師利用社區視頻地圖引導幼兒初步了解自己的社區環境及各種生活設施。並認讀不

同生活設施的詞語，有: 警察局、酒樓、學校…… 

3. 請幼兒成為小記者般，明天大家手拉手，一起去發現和記錄我們社區環境和生活設施。 

4. 引導幼兒知道明天考察社區前要做的準備及注意事項。(先與幼兒共同觀看及擬定社

區的實際路線，及要記錄有關的設施。) 

5. 與幼兒磋商明天考察社區任務及工作，將全班幼兒分為四組(根據擬定下觀察各種設

施類別)，幼兒從各組中自由選擇要觀看的生活設施，兩人為一小組，有的負責拍攝，

有的負責記錄各種設施的數量，如發現有公園，便畫一個公園，發現第二個便畫第二

個，如此類推，並由老師的幫助在記錄冊中寫下要觀察各種生活設施的詞語，之後讓

幼兒認讀自己要觀察設施的詞語。 

 

(三).總結: 

與幼兒共同總結各組要觀察記錄不同設施的詞語，及討論明天的考察活動要注意的事項，

例如專心觀察、分工合作、互相幫忙、互相提點、注意安全等等。      

  

延伸活動: 將各組要觀看記錄設施的詞語放在語文角，幼兒分組時認讀。 

 

反 

思 

    以開放性的話題探討今次主題活動的開始，在討論中讓幼兒盡情分享自己的想法，教師引

導幼兒透過視頻媒體進入我們社區的世界，與幼兒共同觀看社區的實際考察路線及有關的設

施，發覺幼兒原來對生活中的社區印象也有一些基本的認知，過程中讓幼兒從觀看社區中的設

施，認識有關設施的名稱及功能，幼兒都能非常投入探索社區路線當中，表現得踴躍回答問題，

出乎意料的是對於一些建築物的後巷，他們都能說出地點及建築物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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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幼兒認讀要自己負責記錄社區設施的詞語時，喜見一些平日學習動機較低的幼兒，都積

極主動地牢記自己記錄的設施的詞語名稱，所有幼兒都能認讀他們各組的設施詞語。 

建議可改善的地方，就是每觀看一段路線後，可我加入一些活動來讓幼兒伸展，因為社區

探索的路線範圍頗大，時間也較長。 

活 

動 

實 

錄 

 

1. 觀看視頻，探索考察路線                                           

 

2. 自選社區設施種類

 

3.  教師幫助幼兒寫下要記錄設施的詞語

 

4.  認讀要記錄設施的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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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區走走透 

活動

名稱 
 社區走走透 

日

期 
2019 年 1 月 8 日 

主要學習領域 綜合 

時

間 
1 小時 35 分鐘 

教 

學 

目 

標 

1. 能在考察時發現社區中存在各種

不同的生活設施。 

 

2. 能針對負責的記錄對象，完成記

錄調查的任務。  

 

3. 培養主動探索的能力。 

 

4. 提昇學生學習興趣，發揮互相合

作學習能力。 

基

本 

學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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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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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社會

與人文 

C-1-6 

C-2-3 

C-3-4 

C-1-6 有思考和解決簡單問

題的能力； 

C-2-3 樂於與人溝通、合作

及分享； 

C-3-4 初步瞭解自己周圍的

社區； 

數學與科學 D-5-3 

D-5-3 能口述觀察的過程及

結果，並用自己熟悉的方

式記錄； 

活 

動 

準 

備 

1. 相機、 記錄表、筆。 

2. 路線圖。 

1. 事前與義工家長溝通活動時間，活動過程中如何引導幼兒。 

2. 相機前一晚充滿電。 

3. 準備記錄表及筆。 

4. 為義工家長準備樽裝水一支。 

5. 準備義工家長牌。 

6. 記錄家長手機號碼。 



2018/20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J061 

14 
 

重 

難 

點 

分 

析 

重點: 能針對負責的記錄對象，完成記錄調查的任務。 

 

難點: 能在考察時發現社區中存在各種不同的生活設施。 

 

 

 

活 

動 

過 

程 

 

 

 

 

 

 

 

 

 

 

(一).以情景激發幼兒參與活動的興趣—我的任務 

1. 出發前，教師與幼兒進行事前安全及相關事項的說明，提示幼兒互相合作完成 “社區

探索記錄表”。 

2. 教師引導幼兒在考察是如何適時做觀察紀錄。 

 

(二).發展活動—社區考察 

1. 教師按照昨天與幼兒共同擬定的路線圖的路線出發(路線: 巴波沙泳池→台山社區中

心→麥當奴餐廳→好世界酒樓→國際銀行→郵筒→運動場→花地瑪聖堂→油站→台

山街市→交通燈→巴士站→公園→來來超級市場→公園→工聯職業中學) 

 

2. 按照之前老師把全班分為四大組，每組有一位義工家長帶領八至九位幼兒，每兩位幼

兒為一小組，其中一小組負責拍照，其餘每一小組負責記錄兩至三種設施。並請學生

留意社區的環境特色等等。 

 

3. 教師引導家長遇到自己小組要負責記錄或拍照的對象時，提點幼兒要適時拍攝和記

錄。 

1. 第一組:銀行、商店(麵包店、藥房、文具店、超級市場、時裝店、電訊公司) 

2. 第二組:食肆 (酒樓、快餐店、茶餐廳)、泳池、球場、公園、指示牌、花地瑪聖堂 

3. 第三組:學校、巴士站、停車位、咪錶、警察局、診所、加油站、住宅 

4. 第四組:郵筒、欄杆、路燈、垃圾桶、馬路設施(斑馬線、交通燈、行人天橋、無

障礙設施) 

 

（三）總結活動 

   老師請各組報告分享這次的社區探索心得與感想。 

 

延伸活動: 老師請各組幼兒共同完成“社區探索記錄表”各種設施的數量，重溫和加深幼兒對

社區的印象，並為社區生活設施統計圖、創作社區的活動作準備。過程中老師引導幼兒對觀察

記錄活動提出疑問與回饋，以作為教師檢討參考依據。 

反 

思 

    第二天的活動是以實地考察社區為主，幼兒都表現得非常投入及興奮，按照擬定的路線出

發，過程中所有幼兒都能聚精會神地記錄他們的目標設施及數量，因為要觀察的其中一項是

“時裝店”，在觀察的過程中，幼兒提出:“老師為什麼沒有時裝店? 我們走了整個台山社區也

沒有。”這正是老師要給幼兒發現社區設施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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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幼兒還能透過每兩個幼兒為一組，發揮大家互相幫助精神，做記錄時，你依賴

我，我依賴你，大家互相成為對方的“人肉桌子”，造就強大的動力完成今天的任務，所有幼

兒都展現出非常投入及樂在其中。 

   可改善的地方是，由於有些幼兒是負責拍攝照片，對象設施較為多，有時未能得到義工家

長的提醒，這是班主任就要適當地提示。建議事前更進一步地與義工家長釐清是次活動的責任

及工作範疇，以及在分組的過程中，因為老師之前是邀請家長提供相機，所以就請提供相機的

家長與女兒同一組幫忙拍攝，以便幼兒更能懂得使用器材，但這也造成由於幼兒媽媽在旁，表

現得較為依賴，所以在選擇義工家長分組時避免與女兒一組。 

活 

動 

實 

錄 

 

1. 外出考察 

 

2. 拍下社區商店 

 

 

3. 記下社區設施的數量 

  

4. 互相合作完成任務 

 

 

5. 拍下無障礙設施 

 

 

 

 

6. 拍下道路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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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聚精會神地完成任務 

 

8. 互相合作完成任務

 

 

 

9. 探索社區生活設施 

 

 

 

 

 

 

 

 

 

 

 

10. 探索社區生活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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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齊來解讀社區 

 

 

活動 

名稱 

 

 

齊來解讀社區 

日

期 

 

2019 年 1 月 9 日 

 

 

主要學習領域 

 

 

語言 

時

間 

 

35 分鐘 

教 

學 

目 

標 

 

 

 

1. 理解社區中各種生活設施的存在功

能。 

 

2. 能認識及朗讀各種生活設施的詞

語。 

 

3. 能運用句式: 「社區裏有_____。」

朗讀及造句。 

 

4. 提昇口語表達的能力。 

 

 

 

 

 

基

本 

學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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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B-2-1 

B-2-3 

B-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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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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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社會

與人文 

C-3-4 C-3-4 初步瞭解自己周圍的

社區； 

活 

動 

準 

備 

 

1.老師預先把學生拍攝的相片儲存起來並整理各組匯報 PPT 

重 

難 

點 

分 

析 

 

重點: 能運用句式: 「社區裏有_____。」朗讀及造句 

 

難點: 理解社區中各種生活設施的存在功能。 

 

 

 

 

 

 

(一).以情景激發幼兒參與活動的興趣—最深刻觀察記錄 

1. 教師引導幼兒回顧觀察記錄過程。 

2. 教師引導幼兒分享在過程中印象最深刻的部分。 

 

(二).發展活動—發現社區生活設施及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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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過 

程 

1. 教師引導幼兒分組整理自己在觀察記錄社區設施的過程中收集到的資料。 

2. 小老師活動—教師引導每組幼兒出來分享他們所發現社區生活設施及數量，讓幼兒透

過 PPT 展示他們所拍攝社區生活設施的照片，並讓他們擔當小老師，向全班幼兒介紹

各種生活設施功能，並領讀設施的名稱詞語，如:公園，之後朗讀句式: 「社區裏有

_____(公園) 」……，同時分享他們發現設施的數量。 

 

（三）總結活動 

1. 教師與幼兒總結朗讀各組拍攝各種社區設施的名稱詞語。 

2. 請幼兒回顧自己小組記錄各種設施的數量，並為明天統計記錄活動作準備。 

 

延伸活動: 將句式練習「社區裏有......」的操作板，放在語文角，給幼兒做配詞及朗讀句子練習。 

 

 

 

反 

思 

本節課嘗試給幼兒小組匯報的活動，過程中以兩位幼兒為一小組，他們都能互相合作介紹

自己記錄的設施名稱， 小朋友表現得非常投入和興奮，尤其一些好說話的幼兒，他們能運用詞

語、句式帶領幼兒朗讀句子。從中老師發現一些較為沉默害羞的幼兒，他們也渴望成為小老師

帶領幼兒朗讀，老師適切地營造機會給這些幼兒，他們在過程中也表現得非常有自信。 

 

 

 

 

 

活 

動 

實 

錄 

  

 

1. 小組匯報 

 

2. 句式練習 

 

3. 領讀詞語 

 

4. 領讀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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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社區設施有多少    

活動

名稱 

社區設施有多

少 

日

期 

2019 年 1 月 10

日 
主要學習領域 數學與科學 

時

間 
35 分鐘 

教 

學 

目 

標 

1. 能掌握學校附近社區的生活設施

數量。 

 

2. 懂得比較那一樣最多，那一樣最

少，那一樣一樣多。 

 

3. 能製作簡單棒形統計圖。 

 

4. 積極參與討論活動及發表意見。 

 

5.  培養互相合作的能力。 

基

本 

學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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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B-2-4 

B-1-3 能安靜、專注地傾聽

他人說話； 

B-2-4 樂意與人交談及參加

討論，能發表自己的意見； 

個人、社會

與人文 

C-2-3 

C-3-4 

C-2-3 樂於與人溝通、合作

及分享； 

C-3-4 初步瞭解自己周圍的

社區； 

數學與科學 

D-1-1 

D-2-4 

D-4-3 

D-1-1 喜歡觀察生活中與數

學有關的事物與現象，樂意

用簡單的數學方法解決生活

中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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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喜歡接觸新事物，並

樂於提出問題及試圖尋找答

案； 

活 

動 

準 

備 

1.教師預先製作各組的統計圖表，選取可統計設施的項目統計的內容，例如公園、警察局、餐

廳、學校等等。但若是公共設施類別的，例如: 欄杆、咪表、路燈，由於數量太多，所以不再選

取統計項目在內。 

2.各種有顏色的水筆。 

重 

難 

點 

分 

析 

重點: 製作簡單棒形統計圖。 

 

難點: 能掌握學校附近社區的生活設施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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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過 

程 

(一).引起動機—我的發現  

1. 教師與幼兒回顧各小組記錄生活設施的數量，讓幼兒自由回答。從而引起幼兒發現有

什麼生活設施沒有。      

(二).引導幼兒開展討論活動—足夠與否 

1. 請每組幼兒出來分享他們所發現社區設施及數量。（請幼兒個別回答） 

2. 教師適切在他們分享某種設施的數量後，提問現在我們的社區，是否覺得足夠？（請

幼兒自由回答） 

   

(三).統計圖遊戲活動 

1. 介紹統計圖遊戲，請幼兒根據自己記錄冊上設施的數量，製作社區設施數量統計圖，

讓幼兒掌握各種生活設施數量的多少。 

2. 對於一些公共街道設施及住宅，和一些由於數量太多的公共設施，老師會出示統計模

樣圖，並與幼兒討論這個統計圖表是否適合使用？例如欄杆、咪表、路燈，由於數量

太多，所以不再選取統計項目在內。 

3. 老師從而引導會選擇統計表內可統計的數量設施，讓他們制作社區統計圖，比較哪一

樣最多，哪一樣最少，哪些是數量相等的。 

4. 分派各組的統計圖，並提醒要注意的地方及大家要互相合作，共同完成統計表圖。  

 

(四).總結:統計圖結果 

請各組出來匯報自己統計圖表的統計結果。 

 

延伸活動: 請幼兒共同合作把統計圖美化，並展示在識數角內。 

 

反 

思 

請每組幼兒出來分享他們所發現社區生活設施及數量，先讓幼兒透過 PPT 展示他們所拍攝

生活設施的照片，並分享他們發現設施的數量。過程中幼兒都表現得非常自信。老師在提問各

項設施的數量是否足夠，其中對於負責記錄時裝店的兩位幼兒，就向全班表示台山社區沒有時

裝店，老師適切地提問若要增加時裝店是否合適？他們異口同聲都說要增加，數量更是兩間，

因為如果一間結業了，還有一間可以存在以方便人家購買衣服。 

    對於一些記錄道路設施及無障礙設施的幼兒來說，數量是非常多的，老師提問有多少，幼

兒回答太多了，多到要畫到下一版，並問老師為什麼那麼多？老師請其他幼兒回答，發現平日

動機低的那位幼兒都踴躍回答，說因為馬路上的車子太多了，要阻隔車子與行人路，不然的話

會撞到行人。老師繼續鼓勵幼兒為什麼油站只有一間，是否足夠？幼兒回答：不足夠的，應該

增加多一個加油站，因為馬路上的車子開得太快又燃燒了汽油，可以隨時方便他們入油，最後

老師提問我們台山社區應該增加什麼設施？幼兒回答雪糕店、糖果店。 

    也有幼兒發現有四間診所，一間警察局，他們都說要增加，因為晚間黑夜的時候，警察會

維持治安，而且他們希望更多的警察在街道上巡邏，也希望自己將來成為警察。其餘的設施他

們也覺得數量恰當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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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與幼兒的討論當中，充分地展現出幼兒的獨特主見，結合了語言與數學的一節課。 

活 

動 

實 

錄 

 

1. 分組展示記錄成果及領讀詞語 

 

 

2. 分組展示記錄成果及領讀詞語 

 

 

 

 

 

 

 

 

 

 

 

 

3. 分組展示記錄成果及領讀詞語 

 

4. 分組制作統計圖  

 

 

 

 

 

 

 

 

 

 

 

 

5. 分組制作統計圖 

 

6. 分組制作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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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社區規則我遵守 

活動

名稱 

社區規則我遵

守 

日

期 
2019 年 1 月 11 日 

主要學習領域 健康與體育 

時

間 
40 分鐘 

教 

學 

目 

標 

1. 掌握控制腳踏車，發展動作的協調

性。 

 

2. 分辨各種交通標誌及專用道路。 

 

3. 培養幼兒遵守交通規則的情操。 

 

4. 增進幼兒肢體的敏銳度。 

基

本 

學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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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A-3-5 

A-4-1 

A-4-3 

A-2-7 認識常見的安全標

誌，能辨別生活中常見的

危險物品及危險情況，遵

守基本的安全規則和交通

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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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能運用基本動作做簡

單的運動，動作協調； 

語言 B-2-4 

B-2-4 樂意與人交談及參加

討論，能發表自己的意

見； 

個人、社會

與人文 
C-2-3 

C-2-3 樂於與人溝通、合作

及分享； 

活 

動 

準 

備 

經驗︰懂得踏腳踏車。 

 

交通標誌圖卡(紅綠燈模型、斑馬線咭紙)、欄杆、腳踏車。 

重 

難 

點 

分 

析 

重點: 分辨各種交通標誌及專用道路。 

 

難點: 掌握控制腳踏車，發展動作的協調性(以停泊車位為動作訓練的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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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過 

程 

(ㄧ).引起動機—熱身操 

1.  老師引導幼兒：騎腳踏車前要先做甚麼，才不容易受傷啊！(幼兒自由回答) 

   （1）手腕-向外旋轉 10 次，向內旋轉 10 次。 

   （2）手肘-左手推右手肘往後 10 次，右推左手肘往後 10 次。  

   （3）肩膀-向後旋繞 10 次，向前旋繞 10 次。 

   （4）腰部-雙手側扶坐墊，旋轉腰部（左右各 10 次）  

   （5）臀部-雙手掌交疊放在胸前，身體往下彎 15 度。  

   （6）大腿-跨弓箭步，動動大腿的肌肉。 

 

(二).教學活動—交通設施   

1. 老師準備交通燈，引起幼兒注意。 

2. 發表與討論： 

       -讓幼兒自由發表道路上的交通燈有什麼作用? 

       -老師引導幼兒說出設置交通燈的用途。（提醒開車或行人了解路況及各種規定） 

3. 老師引導孩子分辨較常見的交通設施。 

-斑馬線-注意馬路上情況並做好應變的準備(駕駛者要在斑馬線前停，讓行人先過)。                 

        -指示標誌-用來指示路線、方向、哩程、地名及公共設施等，向幼兒介紹它的意思。 

    4.  老師利用在操場設置出馬路和簡易交通標誌圖（斑馬線、道路標線、紅綠燈、停車  

位），請幼兒仿如駕駛者輪流騎腳踏車，依照交通標誌來前進。         

    5.  請數位幼兒按照此路線進行動作探索遊戲—駕駛者   

完成一次探索後，教師請數位幼兒出來作示範。 

並再透過提問、引導把動作合理及優化。(眼看前方，注意馬路上的情況並做好應變

的準備，慢行、當心行人、紅綠燈，當要轉灣泊車位時，雙手緊握方向盤轉右，雙

腳同時踏車前進，視線集中在目標車位的空間，把腳踏車駛進車位，注意勿撞到欄

杆。) 

 6.  分組進行動作練習—良好的駕駛者   

把幼兒分成不同的組別，輪流擔當不同的工作 (有的是行人，有的是紅燈，有的是

駕駛者，有的是監察者。)   

 7.  活動過程中教師觀察幼兒及作出個別的言語指導或手足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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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佈置                          

 

 

 

 

 

 

 

 

 

                 起 點 

 

 

 

               

                           終           

                           點 

 

 

三、總結—舒緩操 

    1. 請幼兒分享騎完腳踏車的感覺。 

    2. 活動後，一起做舒緩動作，播放音樂進行舒緩操。 

 

反 

思 

    配合社區中的各種設施，本課堂以分辨交通的設施為主軸，讓幼兒模仿實踐在社區中要遵

守交通的規則，把操場設置成為馬路，讓幼兒分辨常見的交通設施及其功能，並以幼兒騎腳踏

車為模仿駕駛者，經過每一種交通設施時所作出的應變，尤其是以停泊車位為動作訓練的難點，

讓幼兒協調其肢體動作，把腳踏車泊入停車位中進行技能練習，幼兒都樂於參與其中，並能在

老師的指導下，幼兒都能實踐到遵守各種交通規則以及努力地把動作做到準確，能結合知識與

技能的一節體能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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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實 

錄 

1. 熱身操 

 

 

2. 交通設施 

 

 

3. 遵守交通規則   

 

4. 遵守交通規則 

 
 

 

5. 動作探索 

 
 

 

 

 

 

 

 

6. 指導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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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分組進行動作練習 

 

 

8. 準備泊位

 

 

9. 舒緩操

 

10. 舒緩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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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大手小手建社區 

活動

名稱 

大手小手建社

區 

日

期 
2019 年 1 月 14 日 

主要學習領域 藝術 

時

間 
70 分鐘 

教 

學 

目 

標 

1. 積極參與創作活動，感受完善社區        

設施的多樣性。       

      

2. 理解完善社區的概念。 

 

3. 設計適宜的社區需要的設施。 

 

4. 能運用完善社區的概念配合      

自己設計的虛擬社區。 

 

5. 發展手腦眼細緻協調能力。 

 

基

本 

學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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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B-2-4 樂意與人交談及參加

討論，能發表自己的意

見； 

個人、社會

與人文 

C-2-2 

C-2-3 

C-3-4 

C-3-7 

C-2-2 懂得相互欣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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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4 初步瞭解自己周圍的

社區； 

C-3-7 初步體會澳門文化的

多樣性； 

藝術 

E-1-2 

E-1-4 

E-2-2 

E-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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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樂於展示自己的作

品，願意欣賞和簡單評價

他人的創作； 

E-3-2 能運用各種美勞材料

進行簡單的創作； 

活 

動 

準 

1.開展活動的第一天已與幼兒商討分工創作，給幼兒選擇創作社區中不同的生活設施，之後派

發通知給家長，請家長與幼兒共同創作此“親子社區美勞作品 ”。並請於 1 月 14 日當天帶

回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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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2.請幼兒於當天帶回來的“親子社區美勞作品”，待幼兒創作完各種社區基建設施後，請幼兒

把自己的“親子社區美勞作品 ”放進社區地圖中。 

重 

難 

點 

分 

析 

重點: 理解共融社區的概念 

 

難點: 運用共融社區的概念配合自己設計的虛擬社區 

 

活 

動 

過 

程 

(一).以情景激發幼兒參與活動的興趣。  

1. 老師播放不同社區中各種生活設施影片 

2. 與幼兒分享心目中的理想社區，並探討理想中的社區，應包括什麼設施? 

(房屋、學校、公園等等，還要有道路和社區中各種生活設施) 

 

(二).教學活動 

1. 教師引導幼兒，社區中住了各種不同年紀的人，和有不同需要的人共同居住，從而

引導幼兒我們都是生活在同一社區中，要互相包容及體諒支持，例如傷殘人士和視

障人士，我們要用甚麼的態度與他們相處? 

2. 我們在構思設計社區時，也要為這些特別需要人士設計甚麼類型的設施供他們方便

使用? 

(幼兒自由回答) 

3. 教師利用幼兒最感興趣的哪種無障礙設施，與幼兒展開深入的探索如何利用現有不

同的物料來創作。 

4. 教師引導幼兒我們在設計中要注意什麼，要有怎樣的態度，然後開始分組設計工

作。 

(有的創作馬路、交通燈、路燈、斑馬線、停車場、車位、樹木) 

5. 請幼兒把“親子美勞作品”放進社區地圖中，共同構建虛擬社區。 

 

(三).總結 

請幼兒分享今天創作各種社區設施心得。 

 

講解延伸活動: 請幼兒一同欣賞 “大手小手建社區”活動，並進行各種虛擬社區的活動。 

 

反 

思 

今天活動繞着創作不同設施及不同的人使用，尤其視障人士和殘障人士使用的設施，例如

過斑馬線用的紅綠燈制、行人路上的視障人士的引導徑，教師發現幼兒最感興趣是有關視障人

士的引導徑，於是老師便按幼兒的興趣展開深入的探索，為什麼要凸起和是黃色的。(讓幼兒戴

上太陽的眼鏡看到黃色的線好像會發光，凸起的引導徑方便視障人士用指示牌)。 

    那我們在設計引導徑，如何做到凸起呢？教師出示現有不同的物料讓幼兒觸摸，最後他們

都發現可以用牙籤來做凸起的感覺，從這節課中充分發揮幼兒細緻的觀察力和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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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實 

錄 

 

 

 

1. 社區中有不同需要的人共同居住 2. 討論無障礙設 

 

 

 

 

 

 

 

 

 

 

3. 探索用不同物料來創作 

 

 

4.創作社區道路設施

 

 

 

 

 

 

 

 

 

 

 

 

5. 分工合作完善道路設施

 

6. 引導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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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共同構建我們的社區 

              

8. 共同構建我們的社區 

 

9. 停車場

 

 

10. 模擬在道路上行車 

 

 

 

11. 社區建築物貼上門牌號碼號 

 

12. 大手小手建社區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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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幼兒學習評量表 

姓名： 性別： 年齡： 

                  觀察項目 活動表現 

學 

習 

領 

域 

 

學習範疇 

 

 

達 

到 

 

大 

致 

達 

到 

 

少 

許 

達 

到 

 

不 

能 

達

到 

 

健 

康 

與 

體 

育 

 

A-2-7 

 

認識常見的安全標誌，能辨別生活中常見的危險

物品及危險情況，遵守基本的安全規則和交通規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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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能安靜、專注地傾聽他人說話；     

 

 

 

 

 

語 

言 

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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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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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人 

、 

社 

會 

與 

人 

文 

C-1-6 有思考和解決簡單問題的能力；     

C-2-2 懂得相互欣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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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4 初步瞭解自己周圍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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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3-7 步體會澳門文化的多樣性；     

   數 

學 

與 

科 

學 

D-1-1 

 

喜歡觀察生活中與數學有關的事物與現象，樂意用

簡單的數學方法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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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喜歡接觸新事物，並樂於提出問題及試圖尋找答

案； 

    

 D-5-3 能口述觀察的過程及結果，並用自己熟悉的 

方式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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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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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樂於展示自己的作品，願意欣賞和簡單評價 

他人的創作； 

    

 E-3-2 能運用各種美勞材料進行簡單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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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 反思及建議  

教師方面： 

  在設計本課題活動前，考慮到課程活動的可行性、人力資源的安排、幼兒的

能力等一切的因素，因為本次的單元活動主要圍繞着社區環境的探索為主導，這

與過往在學校進行的教學活動有不一樣的地方。透過活動的開展，讓幼兒瞭解社

區中的生活設施，感受社區環境對我們生活的關係，萌發熱愛社區的情感，提高

對社區的關心。 

 

    首先，活動在與幼兒共同討論中，他們萌生了探索社區的各種生活設施的興

趣和意向。就這樣一步一步生成我們這一活動 “小社區大發現”單元網路，這

樣逐漸豐富和完善起來。在這個單元中，每一次的探索活動都是幼兒所興趣的。

俗話說：“興趣是最好的老師”，由於興趣，使幼兒在活動中都十分的投入，積

極地參與探索，可以說每個幼兒在活動中得到不同程度的發展。 

 

    其次，開展活動時是以幼兒的興趣和需要為主導調整內容。我們在活動進行

中一定要以幼兒的興趣和需要作為依據來確定活動的具體內容，邊實施邊及時調

整。例如：在“大手小手建社區”活動中，教師發現幼兒最感興趣是有關視障人

士的引導徑，於是老師便按幼兒的興趣展開深入的探索，這與以往的教學有所不

同。放棄一貫側重於知識的直接傳遞教學模式，而採取是次以鷹架效能(近側發

展區)的自我探索學習為主，使幼兒真正成為學習活動的主導者。 

 

    其三，充分利用家長這一資源，調動家長參與成為有效的人力資源。在“小

社區大發現”單元活動開展過程中，我們得到家長們的大力支持，發揮家長的成

為教育資源，取得良好的效果，如：發動家長借出照相機；組織家長參與探索社

區活動義工老師；與幼兒共同製作“親子社區美勞作品”，充分體驗家校合作的

效能，使我們開展活動以來做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幼兒方面： 

  令我們十分驚喜的是，幼兒在這次單元活動中，他們自行的互相合作和分工

協作能力，更是令我們老師喜出望外，還有在認讀詞語及句子時，一些平日學習

動機低的幼兒，也成為自主學習的學生，故此，他們所掌握理解的詞彙在這短短

的六節課程中激增。在與幼兒討論的部份，他們都積極投入發表意見，有些的見

解，更是非常獨特富創意的，而且也有道理，這些都是我們意想不到的。 

  此外，在教學上，教師為幼兒呈現嶄新的學習環境，以社區作為大課堂， 

讓幼兒跳出課室走進社區，把社區成為一個實踐學習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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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課堂間連貫性方面，我們設計得合宜，但仍有進步的空間。可以以一個故事

形式，加強分題間承上啓下效果。  

    同時因為社區環境的學習是多樣性的，要學習的各種資源空間是無窮無盡的。

經過本次共有六節的活動課，實在有點時間不足，且本次活動主要是集中在生活

中的設施，建議可以把本單元的活動，一直延伸下去，可以為一個月甚至數月的

時間發展下去，更進一步的讓幼兒深入認識社區環境不同的資源，可以擴展成為

認識澳門社區的多元文化，又或者是社區建築物的特色，特色食品，特色商店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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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  附件 

一、幼兒拍攝社區生活設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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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察社區記錄表 

 

 

 

 

 

 

 

 

 

 

 

 

 

 

 

 

 

 

 

 

 

 

 

 

 

 

 

 

 

 

 

 

 

 

 

 

 



2018/20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J061 

37 
 

                          

 

 

 

 

 

 

 

 

 

 

 

 

 

 

 

 

 

 

 

 

 

 

 

 

 

 

 

 

 

 

 

 

 

 

  

 

 

 

 

 

 

 

 

 

 



2018/20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J061 

38 
 

 

三、 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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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手小手建社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