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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加強我校緊急情況應急處置的綜合指揮能力，提高緊急情況處置的快速反應

和協調水準，最大限度地降低損失，有效地保障學校和師生的生命財產安全，維護

學校正常的教學、生活秩序，因此進行了是次火警演練成效的行動研究。應急疏散

演練是學校安全教育的一部分，幼稚園從教師到幼兒都要提高認識，做好危機應急

疏散演練活動，確保幼兒的人身安全和減低意外事故發生。讓幼兒高高興興上學，

平平安安回家。本次研究以一間位於老社區位置的幼稚園為對象，建築物由六層樓

層組成，學童年齡大致2至4歲，男、女學生合共257人，其中80名為托兒所的學

生，177名3-4歲的K1級學生。本次研究乃採用「行動研究法」，對K1級幼兒進行了

爲期五個月的“提升幼稚園火警演練成效的行動學習”，危機應急小組於演習活動

中透過觀察，及後對老師進行訪談，在自製的表格中檢視、分享和反思在進行演習

時最大的困擾及阻力，再多番商討解決方案。 

整份研究圍著三條行動問題進行： 

1. 幼稚園應急小組成員瞭解火警預警狀況下各自的任務安排是什麼？ 

2. 幼兒遠離危險地帶的正確方法及路線是什麼？ 

3. 老師熟悉組織幼兒遠離危險地帶的正確方法及路線是什麼？ 

        透過演習活動，鞏固老師對火警應變的能力和知識，通過自製的幼兒行為統計

表可見，幼兒在第一次的演練中，從認知、心理、情緒等方面處於混亂狀態，經過

老師有針對性的指導和教育，於第二輪的演習時幼兒有了明顯的進步，對逃生的方

法和路線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增強了幼兒自我保護意識，懂得著火了要如何進行自

救、如何逃走，學會遇事不慌張、不害怕、沉著冷靜。這是一次把課堂教學和實際

生活結合起來的教育活動，幼兒們透過活動對“發生火災時我該怎樣辦?”有了一

個感性的認識，也讓消防知識真正滲透進了幼兒的生活中。  

        最後，根據研究的結果，研究者歸納及提出一些對幼稚園、教育機構及未來研

究的建議，以供教育工作者參考。 

關鍵詞：火災、演練、校園危機應變小組/校園危機管理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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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教育暨青年局局長老柏生在“學校防災演習總結分享會”中強調在全球氣候

多變的環境下，學校應教授學生應對各種災害的知識及技能，並培養正確的防災

態度，讓學生終身受用；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為有序推動學校建立安全及防災

教育制度，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防災減災十年規劃 2019-2028》指示：學校需建立

定期防災演練制度，組織學校師生開展形式多樣的演練活動，完善學校重大突發

事件應急預案及處置機制，提高師生自救互救技能，增強學校應對突發事件的實

戰能力[1]。 

      經過“山竹”、“天鴿”的經驗。毋庸置疑，汲取“天鴿”慘痛教訓，喚醒了

政府和市民對預防災害的重要性。通過 2017 年的災難經驗，教育暨青年局為完善校

園危機應變的能力，於 2018/2019 學年規定全澳學校必須成立危機應變小組，確保校

舍及師生的安全。幼稚園部於 2018 年 9 月分成立了校園危機應變小組，在《學校運

作指南》[2]規定的原有工作外，因應指南並配合學校防災計劃，在事前通過教育暨青

年局協調，以及氣象局、消防局、警察局、教育暨青年局等到校向校園危機應變小組

進行防災應變的會議，提供專業的防災指導，並邀請香港源全學會的專家學者從旁觀

察與指導，再通過校園危機應變小組的制定方案和演練措施，讓全體教職員工對防災

的措施和實時演練有一定的認識，將災害對學生的影響降到最低。 

  安全演練是幼稚園安全工作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老師和幼兒所針對突

發事故、自然災害自救逃生的重要技能。據澳門消防局 2019 年 1~9 月工作數據發

佈會工作統計數字[3]，2018 年發生了 859 宗，而 2019 年 685 宗，火災的數據有所

下降，顯示居民對火警的警覺性不斷提高；但因意外不可預計，澳門的人口及居

住環境密集，火災風險較高，危害性也較大，一旦發生火災，造成的人員傷亡及

財産損失不計其數。如幼稚園發生火災，後果更為嚴重，由於幼兒性質所致，幼

兒在幼稚園的安全問題已成爲社會關注的熱點。爲了給幼兒生命安全提供一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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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我們需要針對性地制定安全避險及應急救援機制，而開展有效的安全演練形

式極爲關鍵。幼兒園的安全工作繁瑣、特殊、任重，澳門有大大小小不同位置的

幼稚園，在如此人口及居住環境密集的基數面前，幼稚園在防災及救災工作上面

對著嚴峻的考驗，必需做好足夠的事前評估工作，再作詳細的應變計劃，從而使

幼兒得到更好的照顧，安然避險。 

        本次研究對象為一位於老社區的幼稚園，幼兒年齡階段分別是 2-3 歲的 80 名托

兒所的學生，及 3-4 歲的 177 名的 K1 級的學生，負責兩個教育階段的教職員工共有

26 人，由於學校身處老社區的位置，擁有獨立的用地，但土地面積較少，沒有室外

活動空間，樓高六層，三面都由住宅所包圍，逃生的出入口只有一個，學生的活動區

域主要是操場至四樓，學校在防災和救災上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不利於緊急災害時的

人員疏散，由於幼兒年齡小，對災難時應變的能力極低，需要通過有系統的教育和計

劃的措施，讓學生在遇到災難發生時能聽重指引逃生，把災難時受傷的情況減免到最

低，為了提升幼兒遇到災害時的應變能力，對 K1 級幼兒進行了爲期五個月的“提升

幼稚園火警演練成效的行動學習”。希望通過多方的合作和討論，共同協助檢視校園

環境的安全性、防火設施，並從演練過程找出疑慮，從缺失中力求改善，強化熟練

度，提升防火專業知能與實務操作能力，當火災發生時就能夠更加熟練地掩護和逃

生。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的研究背景，擬定研究目的如下： 

1. 使幼稚園應急小組成員熟悉火警預警狀況下各自的任務安排。 

2. 以「火災」為例，使幼兒熟悉遠離危險地帶的正確方法及路線。 

3. 使老師熟悉組織幼兒遠離危險地帶的正確方法及路線。 

第三節 研究範圍 

本次研究的範圍以幼稚園的｢環境｣﹑｢人｣﹑｢管理規範｣為主要研究範圍。 

1. ｢環境｣是指園舍環境﹑逃生出口﹑逃生路線指引﹑園內消防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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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是指學校員工在火警演練時的責任及應急組織能力，以及幼兒在火警演練   

    時的行為分析。 

3. ｢管理規範｣是指計劃及統籌危機應急小組的任務，以及明確小組成員的角色和  

職責。 

第四節  名詞解釋 

茲將本研究所涉及的名詞，作以下的定義陳述： 

一、 火災 

根據國內消防署對火災的定義：違反人的意思或縱火而有滅火必要的燃 

燒現象。 因有人違反正常用途，人們縱火致使火擴大成災 ，產生公共危 

險或可能產生公共危險，有滅火必要並必須使用滅火設備進行滅火[4]。 

二、 演練 

根據周維國於台灣緊急應變管理協會其中一份資料指出：演練是指一種    

有參與者的有焦點練習活動，參與者需要置身於模擬的事故環境中，使 

其熟悉角色並獲得相關經驗，發揮在真實狀況中應有的應變能力，同時                  

提高組織緊急情況之處理制度；待真正的情況發生時，能夠減低慌亂[5]。 

三、 校園危機應急小組/校園危機管理小組 

按 2018/2019 學校年度學校運作指南內第三章--學校管理之第六節--學生輔

導：學校可按本身的規模、學生人數及實際需要委派一定人數的學校行政

和教學人員組成小組，該小組在校園內外發生與學生相關的突發事件時，

應即啟動運作，透過小組的協調及運用校內外資源，儘量減低危機事故對

學校、學生及校內教職員工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更可進行預防的工作，發

掘和分辨潛在的危機，從而訂定處理的策略和方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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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學校的危機管理 

              除了自然災害，根據香港教育局特殊教育分部-教育心理服務組於 2016 年

曾指出學校危機事件可包括學生或教職員自殺或自傷行為、意外死亡、嚴重受

傷， 又或者是暴力事故等。這些事故會為學校帶來混亂，削弱學校的安全及穩定

性，令師生感到受威脅、失落、失去安全感、感到無助等[7]。根據美國心理家馬

斯洛的舉世知名的需求層次理論，安全需求是人類的最基本需求，校園若缺乏校

園危機管理，會是一個怎樣的情況? 一切的教育成果都將化為烏有，因此要有效

保校園安全、預防危機產生以及化解危機帶來的衝擊乃是當前全世界校園工作者

必須重視的課題。 

第二節 幼稚園的防災教育 

幼兒的防災教育是一門特別的課堂，老師需要透過多角度體驗式學習才能有

效地傳授防災知識予幼兒，引起幼兒的學習興趣，培養他們以正面的態度去應對

災害，從而令他們將來了解更多的防災知識。 

陳美恩(2013)指出防災教育需從小紮根，應從幼稚園開始落實，幼稚園小朋

友願意聽從指示，是灌輸正確防災概念的良機， 借鑑日本的幼稚園，應規劃幼兒

防災教育的內容，編制符合各幼稚園年齡層特點的防災教育課程，以生動活潑的

方式，深化學前防災素養，讓幼兒 學習遠離危險與從事安全行為的概念，建構安

全、快樂、健康的幼兒園環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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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幼稚園的消防安全管理 

      唐永屾(2019)提出幼稚園能從三個方面做好消防安全管理[9]： 

I. 完善制度，明確責任 

幼稚園應急小組成員應有明確的分工安排及責任，學校所有人員在校

內發生危機時都有其責任崗位及內容，這樣能讓老師的分工同樣清

晰，提升老師們對緊急事故的應變的能力。除此之外，學校應建立

消防安全教育的培訓制度，對所有校園工作者傳授有關消防安全的知

識，提高所有教職員工的消防安全意識。 

II. 加強管理，重在經常 

日常應定期組織防火檢查，進行場所自我管理，並應填寫檢查記

錄，相關負責人士應在記錄表上簽名。 

相關人員需按照一定路線進行防火巡視檢查，以便及時發現火災隱

患，巡查範圍包括用火及用電時是否規範、安全出口及疏散通道是

否暢通、應急照明及消防設施或器材是否有損壞等情況。 

III. 加強演練，提高自救能力 

每學期應組織教職工和幼兒展開應急疏散演練，其目的主要在於檢

測應急預案的可行性，同時提高所有參與人對應急預案的理解和執

行度，讓老師及幼兒學會在火災情況下運用適切的逃生步驟及方

法，有序地進行疏散，避免盲目追求快速而導致踩踏事故發生，增

強教職工及幼兒的逃生自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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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過程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行動研究，具體採用觀察法、訪談法，並通過自製表格評量行動的

成效。觀察法是觀察員對危機應急小組成員、幼兒及老師進行火災演練的實際情

況進行觀察，通過表格對行動成效進行判定。訪談法是通過訪談部分危機應急小

組成員和老師，瞭解他們在進行火災演練時的內心感受及第一身經歷火警演練的

意見，爲做事後反思及設定計劃提供建議。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對象為澳門一間位於老社區的幼稚園，涉及 80 名年齡介乎 2-3 歲的

托兒所幼兒，以及 K1 級 7 個班別，共 177 名的幼兒，年齡大致為 3 歲至 4 歲，此

外還有學校人員 16 名及危機應急小組成員 10 名。 

表 3.1 托兒所及 K1 級各班學生人數 1 

班別 托 A 托 B 托 C     

人數 27 人 27 人 26 人     

班別 K1A K1B K1C K1D K1E K1F K1G 

人數 25 人 25 人 25 人 25 人 26 人 25 人 26 人 

第三節 研究工具 

在進行此次研究的工作期間，應用了觀察、講座、工作坊、危機應急小組會

議討論、演練相片，並把有關於火災發生時如何安全逃生的知識帶到課堂內，這

些工作及工具都對是次研究提供了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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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過程 

I. 第一輪演練行動 

爲了加強教師和幼兒對火災演練的應變能力，於 2019 年 10 月 31 日，幼稚園對 K1

師生及教職工進行了火災應急安全知識教育演習，培養幼兒掌握正確的逃生要領，如按照

老師指示有序排隊，以毛巾掩藝蓋口鼻，從容應對火災等突發事件，熟練逃生的地線。 

 

 

 

 

 

 

 

 

 

2019 年 10 月 31 日進行第一次火災演練 

 

II. 發現問題 

 觀察員通過對老師及幼兒在火災演練時進行觀察和訪談，針對研究目的設置了相關

問題，發現了三個需改善的地方，分別是： 

(1)危機小組成員任務不明確。 

(2)老師對火災演練缺乏應急組織能力。 

(3)幼兒缺乏演練的機會。 

具體情況如下： 

表 3.2  第一次火災演練活動後的訪談及觀察結果 1 

第一次火災演練後的訪談結果 

發現問題 (1) 危機小組成員任務不明確 

觀察員：通過演練，你覺得危機應變小組能作出適當的協調嗎? 

A 老師：我班小朋友都做得

不錯，但在樓梯的部分位置

無人協助，所以有點亂。 

B 老師：我班不是太清楚及

知道要進行火災演練，因為

火警鐘聲不清晰，又没有老

C 老師：我班走到

操場時有些老師指

示我去左邊排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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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巡樓，最後我見到有一些

班別離開課室才知道進行火

災演練。 

到我排好了的時候!

又突然指示我要排

去右邊。 

觀察員：你覺得危機小組成員瞭解自身的職務嗎? 

蘇老師：我覺得還未達到要求，當學生走到操場時，繆生都無清楚指引老師應

到哪個位置排隊，從而影響了演練時間，如果真的有火警情況一定會更亂，此

問題一定要解決。 

發現問題 ( 2) 老師對火災演練缺乏應急組織能力 

觀察員：發生火警時，你班的孩子能聽從你的指令嗎? 

A 老師：我班的小朋友都不

錯，但我忘記點算清楚學生

人數就離開了課室。 

B 老師：我班在美勞室上

課，聽到火警鐘時，我也不

太清楚該走哪一條條樓梯，

所以比較晚才到達操場。 

C 老師：因為很小

進行火災演練，有

個別小朋友情緒不

穩，不停在哭，影

響了其他小朋友。 

觀察員：小朋友到達安全的位置後是否有作通報? 

A 老師：我到達操場後，只

顧請小朋友排好隊，忘記要

到主任處作出登記。 

B 老師：我有登記，但是是

其他班的老師提醒我的。 

 

C 老師：我登記時

忘記了哪位小朋友

當天没有上學，所

以没有在這項作出

登記。 

發現問題 (3) 幼兒缺乏演練的機會 

火災演練時是隨機抽取 K1E、K1G (總人數 52 人) 作為樣本，進行觀察記錄，觀

察到孩子不太熟識火警鐘的訊號，無意識需要排隊逃生，還有部份幼兒有情緒

不穩的現象，減慢了逃離危險區的時間，同時幼兒行進時未能做到不擁擠；不

混亂的情況，很多幼兒不斷出現插隊的現象，通過數據的分析，幼兒對火災演

練都存在很多不足之處，需要作出檢討和改善。詳見表 3.3 及 3.4(數據分析以

K1E 及 K1G 作分析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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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K1E 第一次火警逃生時幼兒行為統計表 1 

NO 火警逃生時幼兒行為目標 
完全 

做到(人) 

基本 

做到(人) 

尚未 

做到(人) 

1 知道火警鈴聲響起時代表有火警 13 8 5 

2 逃生時能按照逃生路線遠離危機 10 7 9 

3 逃離危險地區時能到指定的地點集合 20 3 3 

4 能聽從老師的指令按順序排隊 14 7 5 

5 能跟隨老師不掉隊前行 13 10 3 

6 能用手帕掩住口鼻 13 5 8 

7 能跟隨老師彎腰前行 3 6 17 

8 能跟隨老師不擁擠有序前行 3 8 15 

9 逃生時沒有出現慌亂的情況，情緒穩定 8 8 10 

10 逃生時沒有出現哭泣的情緒，冷靜沉著 8 10 8 
 

 

 

表 3.4  K1G 第一次火警逃生時幼兒行為統計表 1 

NO 火警逃生時幼兒行為目標 
完全 

做到(人) 

基本 

做到(人) 

尚未 

做到(人) 

1 知道火警鈴聲響起時代表有火警 10 9 7 

2 逃生時能按照逃生路線遠離危機 9 12 5 

3 逃離危險地區時能到指定的地點集合 18 4 4 

4 能聽從老師的指令按順序排隊 11 9 6 

5 能跟隨老師不掉隊前行 10 6 10 

6 能用手帕掩住口鼻 10 10 6 

7 能跟隨老師彎腰前行 5 6 15 

8 能跟隨老師不擁擠有序前行 5 5 16 

9 逃生時沒有出現慌亂的情況，情緒穩定 8 8 10 

10 逃生時沒有出現哭泣的情緒，冷靜沉著 8 1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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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表 3.3”及表 3.4 統計所顯示，大部份的幼兒對火災演練不太熟識，因此未

能達到預期的效果，當中的行為值得關注，在上兩表中的第 2 項” 逃生時能按照

逃生路線遠離危機”分別只有 10 位及 9 位幼兒能完全做到，此項與研究目的中的

「使幼兒熟悉遠離危險地帶的正確路線」最相關。而表中的第 7 項” 能跟隨老師

彎腰前行”及第 8 項” 能跟隨老師不擁擠有序前行”只有較少部分的幼兒能「熟悉遠

離危險地帶的正確方法」，說明這次火災演練需要值得研究及改善。 

III. 第一次演練行動的反思 

在進行第一次學生火災演練時沒有計劃地開展，在危機小組成立後欠缺明確

的分工，引致每位成員需要負責的工作和崗位都是存在疑問，通過反思我們要制

定明確的分工表、職權和責任等。由於有很多新的老師加入，對火災演練事前的

工作並不太瞭解，我們要提升老師的組織能力，通過防火知識的講座，校園實地

瞭解和每位員工的負責崗位及職能的確定，提高老師們的防火意識，把正確的防

火知識和逃生的能力發揮得最好，由於幼兒剛入學不久，對學校的環境還在熟識

過程中，對身體協調及防火的知識仍處於學習階段，需要通過鞏固及演練才能得

到掌握。整個活動不能停留在簡單的說教上，而是需要為幼兒設計情景，進行角

色換位，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即授之於漁，使幼兒能真切的體察實境，有效的

提高自我保護意識，在活動中教師雖然給予幼兒充足的逃生知識，但在實際演練

中，觀察到幼兒未能解了逃生常識和熟悉疏散路綫，幼兒面對突發火災時表現慌

亂、未能積極應對、發揮自我保護的應變能力。幼兒出現種種的問題，也因危機

應急小組及老師們對自身的任務不清晰和明確，同時危機應急小組對火災演練沒

有系統地計劃和統籌，為了改善問題要作出相對的瞭解及處理，必須通過再次演

練去解決問題的所在。 

IV. 第二輪演練行動 

針對以上問題，主要從三個方面制定新的計劃。首先，透過會議不斷討論及

完善危機小組的制度，明確老師和危機應急小組的任務，讓每個人都能清晰地瞭

解各自的任務和承擔的責任。其次，通過進行消防知識講座、工作坊和討論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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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提升老師和危機應急小組成員的組織能力。最後，為危機應急小組、老師和幼

兒提供多次演練機會，豐富演練經驗，但再次演練前必須對幼兒進行相關的教育

活動。 

 

 

 

 

 

 

 

 

 

 

危機應變小組在會議中檢討問題 2019 年 11 月 04 日幼稚園進行消防講座 

            

           繼 2014 年公佈第 15/2014 號行政法規《本地學制正規教育課程框架》（下

稱“課程框架”）後，於 2015／2016 學校年度起，先從幼兒教育階段實施。貫徹

落實《綱要法》幼兒教育目標；內容設計以幼兒的生活經驗出發，發展幼兒在

“健康與體育”、“語言”、“個人、社會與人文”、“數學與科學”、“藝

術”五個領域的基本素養。幼稚園透過這些課程與活動進行適合幼兒身心發展的

防火教育學習。其內容分三層面，知識與理解層面，如認識危險物品及危險場

所；技能層面，以培養初期防災的技能為主；以及社會的層面，期待能達到具備

防災知識與應變行為的能力，保護自己身體及克服困難的能力。 

 

表 3.5 幼稚園防火教育課程的目標和能力 1 

幼兒教育基本學力要求[10] 

健康與體育 語言 個人、社會與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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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初步說出危險物品的名稱 

B-1-2 

能聽懂日常生活中的用語及指

令，並能按照指令行動  

 學習按照要求進行各項活

動 

 學習用口語表達自己的意

C-3-4 

初步暸解自己周圍的社區 

 初步認識社區設施的名稱和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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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8 

有注意安全的意識，掌握保護

自身安全的基本方法 

 學習自我保護自己的方法 

A-2-9 

知道緊急情況的求助方法 

 能在緊急情況下呼叫成人幫

助的能力 

 能初步認識緊急求助電話

“999”的號碼 

見 

B-3-4 

能識別圖書及生活中常見的符

號及標誌，知道 其含意 

 認識標誌的意思 

 認識標誌的作用 

數學與科學 藝術 

D-4-3 

喜歡接觸新事物，並樂於提出問題及試圖尋

找答案 

 享受探索的樂趣。 

E-1-1 

能感受和體會到生活中人、事、物的美好 

 學習愛自己身邊的人 

 能感受到周圍環境中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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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觀察生活環境中聲音、色彩和人物肢體動

作的變化 

 
知識與理解 技能 社會 

危險物品、場所的認識 

能滅火物品的認識 

火警發生時的危險場所 

(主要為屋內)的認識 

初期的火災行動(教師主導) 

主動聆聽他人說話，火警生

時能與全體一致行動 

遵守規則 

瞭解團體生活的規則， 

並能遵守。 

 
逃生能力的指引 

保護自己的能力、克服困難的能力。 

 

根據上表為 K1 幼兒劃出七個學習重點，本著時時在教育，事事在教育的信

念，把火警知識融入至課堂，教師不以傳統的授課形式傳遞知識，取而代之以

不同的方式讓幼兒進行體驗式學習，包括遊戲活動(幼兒透過自身周圍的環境進

行自我學習)、主題式活動(在老師設置的主題情境下進行學習)、團體活動(全體

幼兒一起從活動經驗中進行學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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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幼兒防火教育課程重點 1 

學習重點 學習活動 學習內容 

1. 認識消防

員的工作、

工具和制服 

參觀澳門消防博物館及中央行動站 

 介紹消防員的工作、消防車輛及

車內的消防裝備 

 簡單講述消防車的設備及其用途 

 讓幼兒穿上模擬消防員制服拍照

留念 

 

 

 

 

 

 

 

 

 

 

 

 

 

 

 

 

 

 

 

2.認識消防

車設備的名

稱和用途  

3.討論參觀

消防局的事

前準備及守

則 

與幼兒運用 EVI GARTEN 搜集資料 

 

透過 EVI GARTEN 觀看故事｢消防員，你

真棒!(自學版)｣的第四部分-有趣的澳門

消防博物館，知道在博物館參觀時應遵

守的規則，認識一些館內的標誌，例如

在館內不大聲喧嘩、不亂跑、不隨便觸

摸展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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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認識各種

防火設備 

校園大搜查—觀察學校內的防火設備 

 認識幼稚園的防火設備 

 

 

 

 認識園內防火設備的用途 

 

 

 

 

 認識防火設備的存放位置及使用

手則 

 

 

 

 

 

 

 

 

 

 

 

 

 

 

 

5.認識發生

火警時的應

變方法  

觀看澳門消防局的防火安全宣傳影片

[11] 

 火警發生時應採取的措施 

 防煙門應保持常關 

透過防火安全宣傳影片，明白火警演習

的重要性及過程，並認識遇到火警時的

應變措施，包括: 

 保持鎮定並用最近的樓梯逃生 

 在能離開建築物的情況下用濕毛巾

掩蓋口鼻 

 初步認識緊急求助電話號碼為“999 

 能在緊急情況下呼叫成人幫助 

6. 培養尊重

和感謝幫助

我們的人 

主題課：防火常識你要知 

(教案見附錄三) 

 

透過主題課堂，讓幼兒知道火的用途及

其危險性，培養幼兒初步的防火意識和

自我保護意識，學會自救的方法。 

7. 培養防火

意識 

體能課：勇敢的消防員(負重跑) 透過體能課，讓幼兒扮演消防員救滅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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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見附錄四) 

 

災，體驗消防員救人救火的辛勞。 

 

 

 

 

 

 

 

按照每個學習重點，編排寓教於樂並符合幼兒身心發展階段的學習活動

內容，從而達到防火教育的課程目標；經過兩個月防火教育的推進，於 2020 年

01 月 06 日再次進行火災演練，使校部師生掌握應急避災的正確方法，熟悉災

前我校緊急疏散的程式和路線，確保在突發事件來臨時，幼稚園的應急工作能

快速、高效、有序地進行，從而最大限度地保護全校師生的生命安全，特別是

減少不必要的人員傷害。同時通過演練活動，培養幼兒聽從指揮、團結互助的

品德，提高突發事件下的應急反應能力。再次通過對老師在火災演習時進行觀

察和訪談，具體演練情況如表 3.7 所示。 

 

表 3.7 第二次火災演練活動後的訪談及觀察結果 1 

第二次火災演練後的訪談結果 

第一次演練時的問題 (1)  

危機小組成員任務是否仍存在不明確的地方 ？ 

觀察員：再次通過演練，你覺得危機應變小組能作出適當的協調嗎? 

A 老師：我覺得今次配合好很

多，每個人都清晰自己的工作

崗位，所以混亂的情況大大降

低了。 

B 老師：今次是有計劃、有組

織的進行演習，流程順暢，響

鐘的聲音清晰，幼兒都明白什

麼是消防警號。 

C 老師：幼兒離開課室，每個

位置都有人協助，逃生所需的

時間減少了。 

 

觀察員：經過多次的討論和會議，你覺得的危機變小組對這次的統籌如何? 

蘇老師：我覺得經過細緻的分工會議，應變小組成員對自身的角色有了明確的瞭解，同時對整

過演習的過程都很熟識，所以很多細節地方做得比上次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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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演練時的問題 ( 2)  

老師對火災演練的應急組織能力是否已有提升？ 

觀察員：發生火警時，你班的孩子能聽從你的指令嗎? 

A 老師：今次我班的小朋友都

表現得不錯，絕大部分的小朋

友都快速地排隊。 

B 老師：今次每樓層貼上了火

警路線圖，人手協調多了，我

班剛剛有位小朋友去洗手間，

幸好有人巡樓，不然我會比較

亂。 

C 老師：今次進行火災演

練，小朋友的情緒也控制得

較好，還能聽到老師指示用

毛巾蓋住口鼻。 

觀察員：小朋友到達安全的位置後能到指定的位置集合及老師能即時向主任通報嗎? 

A 老師：今次我有做到記錄和

通報的工作，最重要是知道個

流程。 

 

B 老師：小朋友上下樓梯的能

力強了，所以到樓下後很快就

去通報了。 

 

C 老師：有了第一次的經驗，

學生的能力強了，人手多了，

所以我都記得填表。 

第一次演練時的問題 (3)  

幼兒在演練過程的行為表現是否有改善？ 

可見下圖，老師透過課堂的講解，使幼兒掌握火災安全逃生知識，從小培養火災安全意

識，應對危急情況時不再慌亂；掌握更多自救、逃生、自我保護的具體方法；教師能做

到遇事不慌、積極應對，把保護幼兒的生命放在第一位，掌握逃生的方法，提高抗擊突

發事件的應變能力。而通過數據的分析，幼兒進行第二次火災演練時已大有進步，詳見

表 3.8 及 3.9(數據分析以 K1E 及 K1G 作分析對象) 

 

 

 

 

 

 

 

 

2020 年 01 月 06 日進行第二次火警演練 

 

 

 

 

 

 

 

 

2020 年 01 月 06 日進行第二次火警演練 

第二次火災演練時以針對第一次的情況，同時選擇 K1E、K1G (總人數 52 人) 作為比

對，進行觀察記錄，在這次活動前期經過反覆的教育和活動的提放，讓幼兒對火災的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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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了認識，孩子對火警鐘訊號的熟識，有意識地排隊逃生，前期情緒不穩的幼兒也減少

了，加快了逃離危險區的速度，行進時也減少了擁擠和混亂的情況，通過數據的分析，幼

兒通過反覆的火災演練，把第一輪演練出現的問題都作出了改善。 

表 3.8 K1E 第二次火警逃生時幼兒行為統計表 1 

NO 火警逃生時幼兒行為目標 
完全 

做到(人) 

基本 

做到(人) 

尚未 

做到(人) 

1 知道火警鈴聲響起時代表有火警 15 9 2 

2 逃生時能按照逃生路線遠離危機 18 4 4 

3 逃離危險地區時能到指定的地點集合 22 4 0 

4 能聽從老師的指令按順序排隊 16 8 2 

5 能跟隨老師不掉隊前行 13 11 2 

6 能用手帕掩住口鼻 20 4 2 

7 能跟隨老師彎腰前行 5 9 12 

8 能跟隨老師不擁擠有序前行 10 10 6 

9 逃生時沒有出現慌亂的情況，情緒穩定 12 12 2 

10 逃生時沒有出現哭泣的情緒，冷靜沉著 12 12 2 
 

上表 3.8 統計所顯示，大部份的幼兒在第一次的經驗下，通過活動的投放， 

讓幼兒對火災演練有了概念，在第二次演練時達到預期的效果，從表中的第 2 項

只有 10 位幼兒能完全做到改善到 18 位幼兒，而表中的第 8 項有 15 位幼兒出現擁

擠的情況，減少到 6 位，說明這次火災演練收到了效果。 

表 3.9 K1G 第二次火警逃生時幼兒行為統計表 1 

NO 火警逃生時幼兒行為目標 
完全 

做到(人) 

基本 

做到(人) 

尚未 

做到(人) 

1 知道火警鈴聲響起時代表有火警 18 6 2 

2 逃生時能按照逃生路線遠離危機 15 10 1 

3 逃離危險地區時能到指定的地點集合 20 5 1 

4 能聽從老師的指令按順序排隊 17 12 0 

5 能跟隨老師不掉隊前行 15 8 3 

6 能用手帕掩住口鼻 15 11 0 

7 能跟隨老師彎腰前行 5 11 10 

8 能跟隨老師不擁擠有序前行 12 8 6 

9 逃生時沒有出現慌亂的情況，情緒穩定 13 9 4 

10 逃生時沒有出現哭泣的情緒，冷靜沉著 13 1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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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K1G 的情況如上表 3.9 統計所顯示，從表中的第 2 項只有 9 位幼兒能完全

做到改善到 15 位幼兒，而表中的第 8 項在第一次演練時有 16 位幼兒出現擁擠的

情況，於進行第二次演練時減少到 4 位，說明這次火災演練收到了效果。 

V. 第二次演練行動的反思 

          對比兩次火災演練的成效，可見透過從三個方面制定新的計劃，第二次演練

行動的成效大有提升。 

(1) 明確危機應變小組的統籌工作，做到分工細化，瞭解工作的職務，如表 3.10

所示，危機應變小組的每個角色、由園內的哪位人員擔任、該角色的職責已

清晰列出；同時訂定表 3.11 火災災害幼稚園應變工作流程，通過討論使全體

教職人員熟悉不同火災情境之應變能力，提升應變技能。透過重複的檢討和

演練，把行動問題作出了相對的改進和定位，從表 3.10 危機應變小組的分工

安排有了明確的定位和角色，分成總指揮、副指揮、內部資訊長、外部公關

長、物資總管等職位，做到責任到人，職務有一定的職權及協調，如廖主任

及馮副主任，為小組之總指揮，監督小組各職位的人員落實執行各項分工，

協調及處理突發情況，指揮人力及資源調配，與總會、相關公共部門保持聯

繫(外部)、協作及尋求支援等，我們考慮到應變小組人員調配的可操作性，設

施是按實際情況，選擇合適的人員擔任小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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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危機應變小組的分工安排 1 

危機應變小組 日期 2019/10/21(星期一) 

角色 職位 
正選名單 

姓名及電話 

後備名單 

姓名及電話 
職責 

總指揮 

主任 廖主任  為小組之總指揮註
2
，監督小組各職位的人

員落實執行各項分工，協調及處理突發情

況，指揮人力及資源調配，與總會註
3
、相

關公共部門保持聯繫(外部)、協作及尋求

支援。 

副主任  馮副主任 

協調長/ 

副指揮 

副主任 馮副主任  執行各項檢查清單，協助監督小組成員之

妥善分工，教導前線同工執行相關公共部

門及設施制定的指引內容。 
K1 級教

師 
 蘇老師 

資訊長 

(內部) 

資訊人員 李先生  
每日更新災難之資訊，理順內部上呈下達

的管道，向總指揮匯報，將總指揮的訊息

下達至前線員工，並瞭解員工的需要或疑

慮，反饋予總指揮知悉，以便作出支援。 
出納  繆先生 

公關長 

(外部) 

校醫 許醫生  
定期更新相關公共部門、總會、員工、服

務使用者及其家屬的聯絡資料，保持良好

溝通及有效的聯繫，以便各單位掌握設施

最新資訊。 
會計  林小姐 

物資總

管 

副主任 馮副主任  維持核心服務，支援各種物資之採購，包

括預備後備供應商、維修公司或人員電話

及倉庫儲備應急的物資。 

活動協調

員 
 羅小姐 

註 1:考慮到應變小組人員調配的可操作性，設施可按實際情況，選擇合適的人員擔任小組職

責，若設施人員較少，則可靈活地將部份職責項目合併為一人擔任。 

註 2:緊急應變小組總指揮，每逢成員職位出現變動，應適時更新，同時，為確保各成員清晰自

身職責，應提供培訓，務求執行時能實務操作，發揮整體功效。 

註 3:管理實體應予以支援屬下設施，包括人員、設備及物資等。 

註 4:供設施張貼壁佈板，讓員工清晰分工及其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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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火災之地區 

依照疏散路線進行疏散 

將師生安全到校園安全處 

全校疏散 

其火勢無法熄滅 

風向吹向人數多的地區 

通知消防局 

規劃幼兒復課、返家或照顧 

毁損建物與設施 

之警戒標示 

災情通報 
安撫及清點人數 

並上報總指揮 

主任或副主任 

緊急救護與救助 
可請社區憐居 

與家長協助救災 

火災發生 

無法立即撲滅 

滅火及通報 

危機應變小組成立 

由總指揮 

(主任或副主任) 

判斷是否疏散 

判斷是否疏散 

灰復正常作息 

但要提高警覺 

局部疏散 

發生火警時，先 

行局部疏散，總指揮 

判斷方向及火勢是否 

需要全園疏散 

是 

否 

依照指定的疏散路線 

將全部校生進行疏散 

衛生局協助 

照顧受傷人員 

表 3.11 火災災害幼稚園應變工作流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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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了明確的分工後，就能做到環環相扣，事事有檢，人人有責，而 

消防安全知識的培訓亦是重中之重，通過危機應變小組的統籌，針對地對

老師進行全面的培訓，從校園火災防範、發生火災時如何自我保護、逃生

與自救、滅火器材的操作使用等，只有掌握這些基本常識，才能為良好的

校園消防安全環境打下堅實的基礎，從而保障教職人員和幼兒的人生安

全。 

(3) 在幼稚園人力、資源有限之情況下有系統地分析每次演練的情況及有效地

於演練時分配人手，按表 3.12 所示，學校所有人員在校內發生危機時都有

其責任崗位及內容，這樣能讓老師的分工同樣清晰，責任到位，提升老師

們對緊急事故的應變的能力。同時每學期定期進行應變演練，逐年完成本

園應變演練之規劃，或配合多次各樓層的小規模演練後，每年有一次大規

模的進行災害之演練。針對每年或每次演練之缺失應於下年或下次演練規

劃前即加以改進，提昇整體災害應變能力。 

表 3.12  校內發生危機時老師的分工安排 1 

姓名 責任崗位 責任內容 

許小姐 聯系主管 負責與廖主任或馮副主任聯系 

羅小姐 操場後樓梯 K1A、K1D、K1E 

繆先生 操場前樓梯 K1B、K1C、K1F、K1G 

上課老師 回到所屬班級 

聽從緊急應變小組的指揮，依既定路線，指揮帶領該班學生

迅速有序地到達指定的地點，點名後向各集中點的負責人匯

報學生情況。保證該班學生安全完成演習的任務，在帶領學

生撤離監獄時，老師要走在前頭，控制好學生的情緒和行進

的速度，尤其是在梯間，更要注重安全。 

空課老師 回到所屬位置 

應立即停止手中的工作，到達前、後樓梯的梯間、各樓層負

責協助照顧疏散學生的安全，並負責檢查各樓層可能遺落學

生的課室，洗手間等，確保學生在演習中全部撤離現場。演

習開始時仍留在教導處，無參與全程演習，或沒按要求協助

照顧疏散學生安全的老師，被視為嚴重失職。 

林小姐 回到所屬位置 當火警演習時，總務處職員各自立即做好賬簿及財物保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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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李先生 回到所屬位置 
關閉有關電器設備，做好檔案資料保護後，依上列安排迅即

到崗，協助老師維護各樓層、梯間的秩序。 

工友職責 回到所屬位置 

全體工友按安排，負責各樓層梯間的安全崗位，負責學校所

有秘密頻道的暢通，在危機應變小組對現場情況作出評估後

做好救助及善後工作。 

 

         堅持對師生高度負責的精神，通過第一次火災演練行動的反思，我們針對發

現的問題進行改善，經過會議商討後，危機應變小組認為防火災工作應按照統一

領導、分級管理、分工負責、協調一致的原則，實行防火災責任制，快速、及

時、有效地處置幼稚園防火災工作中出現的各類突發性災害事故。讓每個人都能

清晰地瞭解各自的任務和承擔的責任。透過第二次的火災演練，發現到當天有兩

個位置的逃生指示燈失效，課室或走廊未有準備後備電筒，因此對幼兒的安全出

現了隱患，同時老師的演練態度並不投入，有說笑及嘻嘻哈哈的表情行為出現，

為了改善，我們再定出改進的問題。 

(1) 通過再次演練，觀察到後勤應急能力不足。 

(2) 在演練的過程中，觀察到老師組織火災演練態度嚴肅性不足。  

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對於第二次火災演練出現的問題，需要通過後勤能力的統整，把學校有關

的防火物資進行全面的列明，包括其分佈的位置，檢查時間，使用期和生命期等

內容，保障學校和師生的生命財產安全；同時設置消防安全設備巡查記錄表，做

到檢查巡查常態化，確定防火巡查的人員，落實防火巡查的要求，及時糾正存有

隱患的地方。而對不負責任的老師進行教育，要求重視每次學校的活動都需投

入，身教重於言教。 

           没有一次完美的火災演練，只有不斷改善的演練過程，把演練過程中出現的

問題，由危機應急小組統籌及帶領，進行深入的相討，進一步完善火災災害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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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應變工作流程。而老師絕不能置身事外，應在事前做好充分的準備工作，老師

需要有基本的消防安全知識，例如火災發生時老師帶領著幼兒經正確的逃生路線

離開，而每個樓層、每個位置都有不同的逃生路線，我們通過圖 4.1 幼稚園地下

教導處火警逃生路線及圖 4.2 幼稚園二樓火警逃生路線瞭解校園的樓梯位置，由

於校園是樓高六層的校舍，每樓層都是 L 型佈局，把 2 個課室向後樓層逃生，其

餘 2 個課室向前樓層逃生，同時每樓層都貼有指示圖，讓老師平日都可以瞭解逃

生路線；另外於平時應育幼兒遇事不慌張，冷靜聆聽老師指令逃離現場，因此自

製的評量表--火災演練時幼兒行為統計表內的事項，教師必須作為重點的教育方

向，讓幼兒在逃生時減少意外的發生。 

 
圖 4.1 幼稚園地下教導處火警逃生路線 1 

 

 

H幼稚園 

2019/09/01 

林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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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依據研究所得之結論，研究者針對教師和學校提出以下建議，作為日後相關

研究的參考： 

I.   對幼稚園教師的建議 

      K1 幼兒由於年齡的限制及生活經驗的缺乏，防火意識非常薄弱，老師應把握

時機，時時在教育，事事在教育，抓緊相關生活例子給予幼兒必要並合理的安全

教育，同時把消防安全知識提到課堂內，教會幼兒基本的安全知識，掌握自救逃

生的方法，提高自我保護能力。通過演練活動，培養幼兒聽從指揮、團結互助的

品德，提高突發事件下的應急反應能力。 

II.   對學校的建議 

        校園隨時可能發生任何突發危急事故，不單單能靠行政管理層能處理及解

決，這種事故更需要的是團隊的力量，才能更有效地解決突發事件，這是學校成

立危機應急小組的必要性；而明確劃分應急小組成員任務及責任，於執行危機處

理工作時就能更快及更有效地控制危急事件。而為了提高老師和應急小組成員的

 圖 4.2 幼稚園二樓火警逃生路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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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能力，學校可充分運用社會資源，與澳門消防局進行溝通，組織對幼兒及教

職員工進行防火的知識講座、申請滅火實習及逃生疏散演習、安排參觀消防局的

設施或消防博物館，同時專門開設防火演習及逃生知識的校務會議，通過講座、

工作坊和討論等形式提升老師和危機應急小組成員的組織能力。 

III. 對未來的建議 

(1) 研究物件 

本次研究對象是 K1 幼兒，第一次火災演練只是開學後兩個月，第二次則是

開學後五個月，隨著幼兒年齡的增長，面對危急事件時的情緒轉變有可能影

響演練成效，因此未來的研究者可以把研究物件擴展至 K2 或 K3、也可推到

不同地區、不同建築建構的學校，以再探討火災演練時出現的不同問題，危

機應急小組應如何解決以提升火災演練的成效。 

(2) 研究工具 

本次行動研究以觀察、危機應急小組會議討論、演練相片等工具進行研究，

未來的研究者可加入更多工具以收集各方面的數據，如可以設計問卷予所有

教職員工，可從更多方面瞭解火災演練時的不同崗位所遇到的問題，以更全

面收集及分析火災演練時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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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火警逃生時幼兒行為統計表 

 火警逃生時幼兒行為目標 

完全 

做到

(人) 

基本 

做到

(人) 

尚未 

做到

(人) 

1 知道火警鈴聲響起時代表有火警    

2 逃生時能按照逃生路線遠離危機    

3 逃離危險地區時能到指定的地點集合    

4 能聽從老師的指令按順序排隊    

5 能跟隨老師不掉隊前行    

6 能用手帕掩住口鼻    

7 能跟隨老師彎腰前行    

8 能跟隨老師不擁擠有序前行    

9 逃生時沒有出現慌亂的情況，情緒穩定    

10 逃生時沒有出現哭泣的情緒，冷靜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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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消防安全設備巡查記錄表 

實施人員  

設備內容 檢查內容 檢查結果 檢查日期 

滅火筒 

1. 放置於固定及容易取用的明顯場所。 

2. 安全插管無脫落或損壞等影響使用的情況。 

3. 噴嘴無變形、損壞、老化等影響使用的情況。 

4. 無其他影響滅火筒使用的情況。(如放置雜物)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室內 

消防喉 

1. 消防喉開關無損壞的情況。 

2. 消防喉連接的水帶無變形、損壞、老化等影響使用的情

況。 

3. 無其他明顯影響使用的情況。(如放置雜物)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撒水設備 

1. 撒水頭無變形及漏水的情況。 

2. 送水口無變形及妨礙操作的情況。 

3. 無其他明顯影響使用的情況。(如放置雜物)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火警自動警

報設備 

1. 受信總機供電在所定的範圍內及電源表示燈表示明亮。 

2. 火警探測器無變形，損壞等無法使用的情況。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緊急廣播設

備 
實際進行廣播播放測試，確保設備能正常播放。  符合    不符合 

 

標示設備 

1. 無內部裝修，致影響辦識的情況。 

2. 無標識脫落、損壞或周圍放置雜物等影響辦識的情況。 

3. 逃生燈之光源有保持明亮，無閃爍等影響辦識的情況。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檢查記錄及 

改善 
 

檢查人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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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教案-防火常識你要知 

學校 H幼稚園 班級 
幼兒教育一年級 

（I1） 
日期 2019/12/16(一) 

主題 獅子大王愛乾淨 
活動 

名稱 
防火常識你要知 主要學習領域 社會與人文 

活動

目標 

1. 培養幼兒的防火意識和自我保護意識 

2. 認識火的用途和危險性 

3. 掌握基本的逃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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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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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有注意安全的意識，

掌握保護自身安全的

基本方法 

A-2-9 
知道緊急情況的求助

方法 

語言 B-1-3 
能安靜、專注地傾聽

他人說話； 

社會與人文   

數學與科學 D-4-3 

喜歡接觸新事物，並

樂於提出問題及試圖

尋找 

答案； 

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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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 

動 

準 

備 

1. 蠟燭、火柴、玩具、打火機、電線/電制 

2. 兩套大圖片：火的用途、火的危險性 

3. 滅火器 

重 

難 

點 

分 

析 

活動重點：知道火的用途及危險性。 

活動難點：讓幼兒學會自救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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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過 

程 

一、出示安全標誌，激發幼兒的活動興趣 

1、出示"嚴禁煙火"的標誌，讓幼兒嘗試說出其意思。 

2、從一些物品中找出幼兒不能玩、易引起火災的東西，激發幼兒的活動興趣。 

二、展示大圖片，讓幼兒深入了解火的用途及危害性 

1、觀看圖片，引導幼兒說出火可以幫我們做飯、取暖、生爐、照明等。教師出示圖片讓 

   幼兒了解火的多種用途。 

2、師：火有這麼多的用處，但是當我們不小心地使用火，火便會帶來危險。 

3、通過觀察大火燒掉房屋、森林、汽車等圖片讓幼兒知道火的危害。引導幼兒說出火災 

   的危害。火不僅能燒毀房子，燒傷人，還會燒毀森林，污染空氣。 

4、讓幼兒初步掌握幾種自救逃生的方法與技能。萬一著小火了怎麼辦?著大火了呢?困在 

   房間裡?公共場所著火怎麼辦? 

 知道滅火器能救滅小火 

 呼叫成人幫助 

 認識緊急求助電話“999” 

 如能離開建築物，取濕毛巾掩蓋口鼻；如不能離開建築物，需用濕毛巾塞住門縫，

儘量阻擋濃煙進入屋內 

三、幼兒演唱”消防員”，感謝消防員平日的辛勞 

1、通過兒歌："消防員"，表達對消防員的感恩之心，課堂自然結。 

   ｢消防員，謝謝你， 

    不怕煙，不怕火， 

    冒著危險去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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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教案-勇敢的消防員 

學校 H幼稚園 班級 
幼兒教育一年級 

（I1） 
日期 2019/11/12(四) 

主題 幫助我們的人 
活動 

名稱 
勇敢的消防員 主要學習領域 健康與體育 

活動目

標 

1. 樂於參與集體遊戲，感受與同伴一起遊

戲的快樂。 

2. 練習雙手前後擺動向前跑的動作。 

3. 能揹著一定重量的背包跑，動作協調靈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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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有興趣參加體育活

動，並有自己喜歡的

運動項目 

A-4-3 能做簡單的運動 

A-4-4 
能保持身體動作的協

調 

 A-4-6 

能遵守運動規則，在

運動中表現出體育精

神 

語言 B-1-4 
能聽懂日常用語，並

按照指令行動 

社會與人文 C-2-3 
樂於與人溝通，合作

及分享 

數學與科學   

藝術   

活 

動 

準 

備 

1.知識經驗：幼兒已玩過跑及爬的遊戲 

2.物質材料：背包 26個，(借用托兒所的背包，內有衣服及尿片)，大背包一個 

            毛公仔 26個，椅子 16張，雪糕筒 2個，金布一塊 

3.活動場地：幼稚園操場 

重 

難 

點 

分 

析 

活動重點：能揹起一定重量物體跑步前進。 

活動難點：跑步時能前後協調擺動手臂，不碰撞他人。 

活 

動 

過 

程 

一、 開始部分 

1、情景導入，引發興趣  

導入語：嗚嗚嗚！小朋友你們聽聽是甚麼聲音？原來是消防車來了，出面 

發生火災了？誰想變身消防員跟我一起去救火？魔法出動！變！變！變！   

 

2、活動過程： 

進入場地，老師帶領幼兒做熱身運動，充分活動身體。 

教師引導語：不好了，著火呀！我們沒有消防車，用甚麼方法可以最                                                           

            快去到火場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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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兒：(跑步)         

師：用甚麼方法把裝備帶往火場救火？ 

教師指導策略：因背包不同於幼兒平日上學用的，教師會從旁協助揹背包。 

 

二、基本部分  

1、初次探索負重跑玩法 

初次練習負重跑，學習負重跑的基本動作要領 

活動過程：消防員揹起背包分成兩隊向前跑，繞過椅子，然後返回隊伍， 

          反覆練習。 

教師指導語：跑步時上體稍前傾，兩手半握拳，曲肘在體側，前後自然擺動，

雙腳用力蹬地，自然跑動，要注意安全，不要爭先。 

           (擺動、擺動，跑跑跑)  

小結：消防員做得很好，老師說出在過程中，須注意事項。 

 

 

           

 

 

 

 

 

 

 

 

 

2、再次探索負重跑的玩法 

再次練習負重跑，加深學習負重跑的技能 

活動過程：消防員揹起背包分成兩隊，需要 S形跑並繞過障礙物(椅子)，最後

繞過雪糕筒，然後返回隊伍，反覆練習。 

            

 

           

 

 

 

 

 

 

 

 

 

教師指導語：前面的直路有阻礙物欄住，怎麼跑過去？ 

當跑到阻礙物時，身體不斷地轉彎，要左右控制自己的平衡能力，跑時必須     

要遵守規則，不可爬頭，一個跟一個，不可推，不可推擠他人。 

S 形跑 

S 形跑 

向前跑 

向前跑 

椅子 

雪糕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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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結：老師巡迴指導，提醒消防員要注意安全，對一些不能成功跑 S形的 

    小朋友加以指導。 

 

3、遊戲“解救小 baby”： 

遊戲活動：解救小 BB，鞏固幼兒負重跑的技能 

活動過程： 請幼兒爬過山洞，走過阻礙物，並把放在椅上的 BB救回家。 

 

 

 

 

 

 

 

 

 

 

 

 

 

教師指導語：你們聽到甚麼聲音？原來有 BB被困，我們現在出發救人，你 

                 們要爬過山洞，走過阻礙物，進入火場，救 BB回家，看誰能最敏捷

最捧？救 BB時要小心，不能把 BB弄傷，救了 BB後要把他們帶到你

們的座位，好好照顧他們。在活動過程，老師巡迴指導，多給予鼓

勵。 

小結：今次行動，消防員真捧，能完成行救人行動，給予獎勵。 

  三、結束部分  

    1、放鬆操：簡單關節運動，放鬆幼兒身體各部分關節 

               各位消防員辛苦了，甩甩手臂，謝謝小手；扭扭小腳，謝謝小 

               腳；拍拍手捶捶腳，謝謝你們。 

    2、課堂總結：今次救 BB行動開心嗎？小小消防員真勇敢，不怕危險及濃煙，跑 

進火場救人，平時發生真的火災時，消防員也會像你們一樣勇敢去 

救人，如果我們有機會見到消防員叔叔要謝謝他們。 

 

 

 

 

爬山洞 

S 形跑 

BB 擺放位置 

操場椅子上 

救了 BB 後， 

坐回操場的點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