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3 班學習歷程 
『『『『我  』』』』

推行日期：9 月 7 日至 10 月 2 日 
 

 
 
 
 
 

 
 
 
 

 
 

 
 

 
 

 
 
 
 
 
 
 
    



 
 
  

   

引起動機階段 

「樂」是黃色： 

- 因為好像溫暖的黃色太陽光 

- 黃色看起來很舒服、好開心 

- 因為哈哈笑是黃色 

 

「愁」是藍色： 

- 藍色是眼淚的顏色 

- 藍色代表悲傷，憂愁 

- 藍色是冷色 

 

「燥」是紅色： 

- 生氣時會面紅耳赤 

- 「燥」字有火字旁，火是紅色 

- 生氣會發火 

 

「憎」是綠色： 

- 開心的事上加有不開心的事

(藍色+黃色) 

- 主角不喜歡吃西蘭花 

  (西蘭花是綠色的) 

 

「驚」是紫色： 

- 嚇得面無血色 

- 害怕時面部會變紫色 



 

 
 
 
 
 
 
 
 
 

 
 

 
 
 
 
 
 
 
 
 

 

點解有人有兩個髮轉，

有人得一個嘅？ 

你睇！我條脷上面

好多點點呀！ 
我隻眼入面有啲咩呢? 

Inside Out 

中的發現 



 
 
 

 
 
 
 
 

 
 
 
 
 
 
 
 
 
 
 
 

 
 

探索及實踐階段 

咁高嘅…前面頭髮

仲紥起左條辮，佢

一定係鄭安生啦！ 

頭髮短又硬，一定係

男仔，個額頭咁大，

佢應該係林升智！ 

在第一星期的分享及角落探索活動中，老師觀察到幼兒對自己的外型十分感興趣，經常

與同伴一起在鏡子前做出不同的面部表情，亦會仔細地觀察出同伴的特徵，繼而在「我

是誰？」的遊戲活動中，他們清晰地描述能猜出同伴的原因。 

開展主題活動一星期後，幼兒透過不同的探索遊戲，對自己和同伴的身體外型有更深入

的了解。之後，有幼兒有幼兒有幼兒有幼兒分享到分享到分享到分享到曾曾曾曾經經經經玩玩玩玩過過過過需要需要需要需要用用用用手和腳玩的一手和腳玩的一手和腳玩的一手和腳玩的一個個個個遊戲遊戲遊戲遊戲，，，，於是於是於是於是老老老老師便在課師便在課師便在課師便在課

室內騰出空間室內騰出空間室內騰出空間室內騰出空間，，，，讓他們有讓他們有讓他們有讓他們有更更更更大的地方大的地方大的地方大的地方設設設設計遊戲計遊戲計遊戲計遊戲。。。。 

此外，老師發覺幼兒在積木角內會利用樂高積木砌出機械人，因此，老老老老師師師師加加加加入更多不入更多不入更多不入更多不

同類型同類型同類型同類型的的的的積木積木積木積木，，，，讓他們有不同的物料拼砌出更多人的讓他們有不同的物料拼砌出更多人的讓他們有不同的物料拼砌出更多人的讓他們有不同的物料拼砌出更多人的型態型態型態型態。。。。 

同時間，有幼兒在圖書角翻閱有關身體功能的圖書時，對身體的消化系統十分感興趣，

並開始與其他同伴研究當中的內容，老師見狀便鼓勵老師見狀便鼓勵老師見狀便鼓勵老師見狀便鼓勵他他他他們作們作們作們作更更更更多的討論多的討論多的討論多的討論，，，，並把他們對並把他們對並把他們對並把他們對

消化系統消化系統消化系統消化系統的的的的想法具體想法具體想法具體想法具體地地地地表現表現表現表現出出出出來來來來。。。。 



 
 

 
 
 
 
  

1. 動手動腳做遊戲動手動腳做遊戲動手動腳做遊戲動手動腳做遊戲 

先在學校裡找來不同的圓形物品，並開始討論
用哪一個大小的圓形最合適。 

大家選擇了圓形後，便放在遊戲範圍的地
上觀察是否可行。 

大家也同意圓形的大小後，便利用鉛筆
把圓形畫在畫紙上。 

最後在每個圓形上
填上不同的顏色，幼
兒更嘗試利用顏色
的深淺色畫上不同
的圖畫，顯示了他們
的創意。 



 
 

 
 

 

 

 

 

 

 

 

 

 

 

 

 

 

 

 2. 食物食物食物食物迷宮迷宮迷宮迷宮 

幼兒在圖書角中找來《身體小百科》，對當中的消
化系統十分感興趣。 
幼兒說：「我覺得身體入面啲腸好似迷宮咁呀！」 

幼兒討論後，決定把它變成迷宮遊戲， 
開始分工合作把整個消化系統畫出來。 

再合力把不同部分填上顏色。 

然後仔細地沿著腸臟的邊緣貼
上紙條作圍欄。 

最後，他們把波子放在消化系統裡試
玩，過程中他們不斷改良遊戲的規則，
加強遊戲的難度。 



 

 

 

 

 

 

 

 

 

 

 

 

 

 

 

 

  

 

 

 

 

 

    

 

積木角 

最後把影像放在電子相架裡，讓幼兒
互相欣賞，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平台分
享自己在生活中會出現的情緒。 

總結階段 

我的情緒記錄 

老師在積木角內加入不同的積木元
素，如：樂高、軟積木、扁拼板、小
紙盒等，激發幼兒的創作。



 

  

 
食物迷宮 

 動手動腳遊戲 

完成遊戲設計後，組員一起試玩，並
在過程中定立了規則：兩人一組，一
人負責擲骰子後，另一人要利用身體
的任何部份觸及顏色點。最先未能用
身體做到的一組便輸。 

之後，組員將遊戲介紹給其他幼兒，並會在旁邊
協助和指示玩法，讓小朋友可以玩得更順暢。 



 

 
 
 
 
 
 
 
 
 
 
 
 

 
 

             
 

 
 

原來我地個樣可以做出咁多變化！ 

課室環境的引起作用 

圖書角內放置了有關身體的小百科。 

圖書角內更放置了不同情緒表
情的咕臣。 

「鏡中的我」角落，讓幼兒自由觀察自己的
外表，再利用照相機把面孔記錄下來。 



 

 

 

 

 

 

 

 

 

 

 

 

 

 

 

 

 

是次主題由幼兒在暑假期間曾觀看的電影內容作為引子，把學習與他們的生活
經驗直接連結，讓主題內容更貼近幼兒的生活和想法，讓他們更能開放自己的思
維，積極投入在學習活動裡。 
 在推行活動中，老師先為主題預設了五官探索的活動，如：遊戲「我是誰？」
蒙著眼睛，利用手觸摸同伴臉兒，並猜出他是誰等，讓他們嘗試用多角度感受自己
和別人獨特之處，從而培養他們欣賞別人和自己的能力。 
 此外，在活動的過程中，老師擔當了一個觀察者和促進者的角色，透過鼓勵幼
兒互相討論和提出疑問，發現到幼兒對身體的消化系統及關節特別有興趣，於是立
即改變課室的格局，以騰出更多空間讓幼兒延伸學習。過程中他們設計了「動手動
腳」和「消化系統」的迷宮遊戲，可見他們能把學習到的知識融入已有的生活經驗，
產生出不同的變化，充分發揮其創意。同時，幼兒按自己的能力在遊戲中作出配合，
與同伴分工合作，可見活動加強了他們與人合作的能力。 

由幼兒自發創作的遊戲，讓他們更加投入地和同伴一起玩，並一起對「我」有
更深入的探索和認識，體現「遊戲中學習」。幼兒在主題中對情緒有更多的發現，
亦有助他們日後運用自己的獨特之處盡情探索這奇妙的世界。 

老師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