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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小腳丫遊香港 級別 K3 

活動名稱 《跳豆精靈～跳豆遊樂場》 活動模式 小組 

幼兒已有知識 知道跳豆精靈能在斜面翻筋斗。 

教學目標 1. 運用不同物料製作各種斜面，讓跳豆精靈在斜面上翻筋斗。 

2. 觀察和比較跳豆精靈在平滑的斜面和粗糙的斜面上翻筋斗的不同之處。(如：

速度) 

3. 與同伴一起製作跳豆遊樂場。 

科學問題 1. 跳豆精靈在甚麼斜面上翻筋斗時最順暢呢？ 

2. 如何組合不同的斜面，令跳豆精靈在跳豆遊樂場中翻筋斗呢？ 

學習範疇 語文     早期數學     科學與科技     體能與健康     個人與群體      藝術 

Communication/ 

Collaboration/ 

Creativity  

溝通：與同伴商討如何設計跳豆遊樂場。 

協作：與同伴合作選出適合的物料及製作跳豆遊樂場。 

創意：設計並連接不同斜面，製作令跳豆精靈流暢地翻筋斗的跳豆遊樂場。 

活動教具  自製紙盒太空船 

 自製跳豆精靈（錫箔紙／波子） 

 信件  

 各種環保物料 

 膠紙 

 顏色筆 

 剪刀 

《跳豆精靈～跳豆遊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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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1. 出示【跳豆精靈】，並從跳豆精靈的太空船中取出一封信，然後和幼兒一起

讀出跳豆精靈的信件： 

 

 

 

 

 

 

 

 

2. 與幼兒一起討論興建【跳豆遊樂場】的重點。（如：怎樣可以令遊樂場好玩

些、斜板的組合、各個斜板的高度、用平滑的斜面較好或用粗糙的斜面較好

等）。 

3. 請幼兒4人一組，利用不同環保物料製作【跳豆遊樂場】。（製作過程中可

利用跳豆精靈來進行測試）。 

4. 請兩組幼兒輪流匯報製作【跳豆遊樂場】時成功完成了那些部份；製作斜板

的數量；在製作期間遇到的困難，用了什麼方法解決問題；還有那些可以改

善的地方。 

5. 最後老師總結兩組幼兒製作的【跳豆遊樂場】的成功條件。 

各位K3班小朋友： 

很高興來到這裡，和大家做好朋友。 

我們太空跳豆精靈很想常常可以留在這裡陪伴大家一起玩耍，由於我

們太空跳豆精靈太熱愛翻筋斗，希望有一個專門玩翻筋斗的遊樂埸。 

各位小朋友，你們能幫忙興建跳豆遊樂場嗎？ 

                                                     跳豆精靈敬上 

《跳豆精靈～跳豆遊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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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有趣的測量 級別 K3 

活動名稱 《紙飛機飛行大賽》 活動模式 小組 

幼兒已有知識 1. 知道簡單摺紙飛機的方法。 

2. 掌握投擲紙飛機的動作。 

教學目標 1. 觀察和量度紙飛機的飛行距離。 

2. 嘗試更多不同方法摺紙飛機。 

3. 對令紙飛機飛得更遠產生好奇心並投入參與活動。 

科學問題 1. 怎樣可以令紙飛機飛得更遠？ 

2. 飛得最遠的幾架紙飛機有甚麼共通處？ 

學習範疇 語文     早期數學     科學與科技     體能與健康     個人與群體      藝術 

Communication/ 

Collaboration/ 

Creativity  

溝通：分享自己設計的紙飛機的特點。 

協作：當同學是參賽者時，另外的同學可作為量度員，互相為同伴量度飛行距離。 

創意：透過猜測、實驗、記錄、結果去認識令紙飛機飛得更遠的條件。 

活動教具  自製的紙飛機 

 筆 

 尺子 

 小旗桿 

 紙飛機距離記錄紙 

《紙飛機飛行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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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步驟 1. 老師帶備幼兒昨天自行製作的紙飛機前往大肌肉室，介紹今次《紙飛機飛行

大賽》的玩法： 

 

 

 

 

 

 

 

 

 

 

如上圖示： 

 每次四位幼兒站於起點位置進行比賽，另外四位幼兒作為量度員要往

比賽場的另一邊預備協助，而老師做評審員。 

 當比賽開始，四位參賽者投擲紙飛機，四位量度員就要分別利用小旗

桿，放在紙飛機的落地點。 

 大家一起用眼睛找出飛得最遠的紙飛機。 

 量度員由起點開始，以地上的軟毯方格為量度單位，數算出飛行距離

共有多少格，並在『紙飛機距離記錄紙』紀錄（每位參賽者均有3次

投擲紙飛機的機會）。 

2. 最後分享比賽結果和成功的紙飛機有什麼特點。 

《紙飛機飛行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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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我是中國人 級別 K3 

活動名稱 《有趣的陀螺》 活動模式 小組 

幼兒已有知識 1. 知道玩陀螺的方法。 

2. 初步掌握旋轉陀螺的動作。 

教學目標 1. 觀察陀螺旋轉的形態。 

2. 按步驟製作陀螺。 

3. 對令陀螺旋轉得更持久產生好奇心並投入參與活動。 

科學問題 怎樣可以令陀螺旋轉得更持久？ 

學習範疇 語文     早期數學     科學與科技     體能與健康      個人與群體      藝術 

Communication/ 

Collaboration/ 

Creativity  

溝通：分享自己製作的陀螺的特點。 

協作：輪候選擇材料及工具，需要時協助同伴完成製作。 

創意：透過製作陀螺，認識陀螺的基本結構。 

活動教具  製作陀螺的程序圖 

 自製陀螺的材料：咭紙、顏色筆、剪刀、膠紙、牙籤、寶貼 

教學步驟 1. 老師出示玩具陀螺讓幼兒自行操弄，令陀螺旋轉，並觀察陀螺旋轉的形態。 

2. 老師出示製作陀螺的程序圖，並示範製作方法。 

3. 請幼兒按照陀螺的程序圖來製作自己的陀螺。 

4. 完成後一起玩自製陀螺，看看那位幼兒能夠成功令陀螺旋轉得更持久。 

5. 老師總結幼兒製作陀螺所出現的問題和解決方法，請幼兒分享成功的例子。 

6. 延伸活動：請幼兒繼續設計各式各樣的陀螺，然後進行試驗，看看能否令陀

螺旋轉得更持久。 

《有趣的陀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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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設計活動~鏡子變變變 級別 K3 

活動名稱 《鏡子分身術》 活動模式 小組 

幼兒已有知識 知道鏡子的用途。 

教學目標 1. 觀察兩面鏡子放置的不同角度時，鏡中影像數量的變化。 

2. 將自己所觀察的事物與同伴分享。 

3. 對遊戲活動產生好奇心並投入參與活動。 

科學問題 怎樣可以令鏡中的影像變多或變少？ 

學習範疇 語文     早期數學     科學與科技     體能與健康     個人與群體      藝術 

Communication/ 

Collaboration/ 

Creativity  

溝通：與同伴商討分工，分享所觀察的事物及討論結果。 

協作：與同伴分工合作，調較鏡子角度及記錄。 

創意：透過操作改變鏡子的角度去認識鏡中影像數量的變化。 

活動教具  底板 

 鏡子 

 玩具公仔 

 工作紙 

教學步驟 1. 老師出示玩具公仔放在底板上，再出示兩面小鏡子以v字形來擺放，玩照鏡子

遊戲，並請幼兒觀察玩具公仔在照鏡子時的形態和數量變化。 

2. 幼兒兩人一組，自行操作鏡子和玩具公仔，並進行觀察，數一數玩具公仔在

鏡子中反射的影像數量。 

3. 老師總結幼兒今天的觀察發現和合作表現，分享成功的例子。 

4. 延伸活動：請幼兒繼續於區角中，利用不同的物件來玩照鏡子遊戲，並請幼

兒觀察玩具公仔在照鏡子時的形態和數量變化。 

備註 兩面鏡子間的夾角越小，鏡子所反射的影像越多。 

《鏡子分身術》 

8 



《鏡子分身術》 

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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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做個健康好寶寶 級別 K3 

活動名稱 《有趣的彈彈板》 活動模式 小組 

幼兒已有知識 有玩彈板玩具的經驗。 

教學目標 1. 透過改變支點或玩具蘋果擺放的位置去，把蘋果彈射得更遠。 
2. 操作彈板把玩具蘋果射進目標。 
3. 對彈板玩意感到興趣。 

科學問題 把彈板下的三角支架移動到那個位置會較易把蘋果射進目標？ 

學習範疇 語文     數學     科學與科技     體能與健康     個人與群體      藝術 

Communication/ 

Collaboration/ 

Creativity  

溝通：與同伴商討分工，分享自己的技巧和經驗。 
協作：如有需要，協助同伴使用彈板。 
創意：透過操作彈板把玩具蘋果射向目標。 

活動教具  彈板 
 玩具蘋果 
 雞蛋棋盤 

教學步驟 1. 老師先介紹今天是關於《有趣的彈彈板》，老師出示一個玩具蘋果，告訴幼
兒我們有個特別任務，是要幫果園的農夫把這些蘋果彈跳到蘋果收集器裡，
老師再出示令蘋果跳躍的機關~彈板。 

2. 請幼兒觀察並嘗試說說彈板的運用方法。 
 
 
 
 
圖例一         圖例二        圖例三 

3. 老師示範使用方法，提示幼兒彈板下的三角支架可以前後移動改變位置。 
4. 請幼兒二人一組操作彈板令蘋果射進收集器，看看有什麼發現。 
5. 小總結：請幼兒分享自己的發現，除了前後移動三角架的位置，還要配合手

指按下彈板的大小力度。 

《有趣的彈彈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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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各行各業 級別 K3 

活動名稱 《導電與非導電》 活動模式 小組 

幼兒已有知識 知道電燈需要電才能發光，於早前科學活動認識簡單電路的概念。 

教學目標 1. 認識金屬物質可以導電，而非金屬物質則不能導電。 
2. 親自把電線連接金屬導電體，使燈泡發光。 
3. 對電線的連接有初步概念。 

科學問題 哪些物品可以通電、哪些不可以？ 

學習範疇 語文     數學     科學與科技     體能與健康     個人與群體      藝術 

Communication/ 

Collaboration/ 

Creativity  

溝通： 分享自己實驗的結果。 
協作： 如有需要協助同伴。 
創意： 透過猜測、實驗、記錄、結果，認識導電體和非導電物品。 

活動教具  電池與電池盒 
 燈泡 
 紅黑電線 
 測試物品（萬字夾、一元硬幣、鉛筆、廁紙筒、膠籃、鐵匙、鎖匙） 
 實驗記錄板 

教學步驟 1. 老師拿出簡單電路與幼兒回顧上次的燈泡實驗，即只用電池、紅黑電線和燈
泡作簡單電路。 

2. 老師說要將實驗升級，測試哪些物品會通電，哪些不會通電。 
3. 老師介紹測試工具：燈泡、電池與電池盒、紅黑電線、數樣測試物品（萬字

夾、一元硬幣、鉛筆、廁紙筒、膠籃、鐵匙、鎖匙等）。 
4. 老師介紹測試方法，於白板上畫上電路圖。（幼兒已掌握簡單電路圖） 
5. 老師示範測試方法。 
6. 派發每人一份電路工具及測試物品與記錄表。 
7. 開始進行實驗，記錄能或不能通電，令燈泡亮起的物品。 
8. 最後分享實驗結果，知道哪些物品可以通電或不可以，並最後歸納金屬可通

電，非金屬不可通電。 

《導電與非導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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