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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設計活動」學習報告 

                

班別：        上幼愛                               日期： 5/1/2015 ~ 30/1/2015  

 

   「兒童設計活動」是以兒童為中心的學習模式，兒童對有興趣的題目進行研究，自由

討論、探索、搜集資料、假設、求証、創作、設計活動等，在過程中，兒童能獨立工作、

與人合作、自我控制情緒，主動學習，學習尊重別人意見和感受，察覺到兒童的觀察力，

對事物的探求、思考、分析、語言的理解及表達上也有奇妙的發展。這種學習方法能互

補一般讀、寫、算的不足，令學習更有意義和生活化。 

     

本班研究的題目:   中國民間藝術~民間小玩意        

兒童在討論「中國民間藝術~民間小玩意」題目時，引發不同的意見和疑問: 

1. 民間小玩意有甚麼種類? 

2. 我們可以怎樣玩民間小玩意? 

3. 當我們玩民間小玩意時，需要用到甚麼輔助工具? 

4. 我們可以用甚麼來製作民間小玩意? 

5. 民間小玩意有甚麼地方值得我們來欣賞? 

 

    兒童一連串的問題已是很值得去探究，我們共同找出尋求答案的方法－從閱讀書

籍、訪問、實驗、觀察、參觀中…獲得有關的答案。 

     

   兒童透過主動參與、互相討論、協議、計劃、製作、完成和展示設計活動成果，是何

等的滿足和成功呢！ 

          



玩法玩法玩法玩法    

    

製作材料製作材料製作材料製作材料    
《《《《中國民間藝術中國民間藝術中國民間藝術中國民間藝術~~~~    

    民間小玩意民間小玩意民間小玩意民間小玩意》》》》    

種類種類種類種類    

老師預先計劃的主題網﹕ 

．手(拍、擲、拋、滾) 

．腳(踢) 

現代的玩具 

．布料 

．羽毛 

．竹子 

．土泥 

．皮革 

．麵粉 

藝術欣賞藝術欣賞藝術欣賞藝術欣賞    

 

傳統的玩具 

．麵粉公仔 

．波子 

．蹴鞠 

．棋 

．陀螺 

．空竹 

．平板電腦 

．電子遊戲機 

．顏色 

．圖案 

．小玩意發出的聲響 



老師與兒童建構的主題網 

我們研究有關「中國民間藝術─民間小玩意」的問題 

《中國民間藝術~ 
 民間小玩意》 

� 線輪 

� 繩子 

� 棋盤 

� 棋子 

� 棉線 

- 蹴鞠 

- 鐵環 

- 手搖鼓 

- 風箏 

- 波子 

- 七巧板 

- 孔明鎖 

- 跳飛機 

- 布老虎 

- 拋石子 

- 陀螺 

- 豆袋 

- 跳繩 

- 毽子 

- 麵粉公仔 

- 下棋 

- 空竹 

- 陶哨 

藝術欣賞 

- 顏色 

- 花紋 

- 圖案 

- 外形特徵 

種類 

- 手(搓、轉、拋、  

     彈、拼砌) 

- 腳(踢、跳) 

- 口(吹) 

傳統的玩意 

現今的玩意 

輔助工具 

- 電子遊戲機 

- 平板電腦 

玩法 

製作材料 

- 竹子 

- 羽毛 

- 木 

- 繩子 

- 麵粉 



活動後老師評估兒童建構知 

概念 活動內容 

體能與健康 

- 透過玩不同種類的民間小玩意活動，知道它們

是對身體健康的活動 

- 透過運用身體不同的地方及方法來玩民間小

玩意，能訓練到控制大小肌肉的技巧 

語文 

- 從探索民間小玩意的過程中，能認讀中文生字

「波子」和「七巧板」，以及英文生字「ball」 

- 透過分享自己搜集回來的民間小玩意資料，增

進語言表達的能力 

早期數學 

- 從投票選出「我最喜愛的民間小玩意」，認識

到投票統計的作用及意義 

- 透過數出民間小玩意的多少，可重溫 5 以內的

數字及數量 

科學與科技 

- 透過觸摸不同種類的民間小玩意，感受到不同

的觸感，如：毽子的羽毛和麵粉公仔的麵粉很

柔軟；陀螺和波子的質感則較硬 

- 從探索陀螺及竹蜻蜓的玩法時，認識到轉動它

們的方法 

個人與群體 

- 能與別人分享自己搜集回來的民間小玩意資

料 

- 能與同伴一起運用不同種類的民間小玩意來

玩遊戲，如：波子、跳繩和踢毽子 

- 懂得專注地聆聽別人的分享或意見 

- 透過探索不同的民間小玩意，能培養幼兒的思

考能力，如：想像小玩意的玩法 

藝術 

- 透過歌唱有關民間小玩意的歌曲，認識到不同

民間小玩意的形狀及玩法，如：兒歌《七巧板》

和《小陀螺》、歌曲《跳飛機》 

- 透過製作陀螺及竹蜻蜓，發揮到想像力及創意 

- 透過觀察不同種類的民間小玩意後，能欣賞到

它們的顏色、花紋、圖案和外形特徵  



我們透過不同的活動來研究，讓我們一起分享！ 

「我哋整咗個陀

螺呀！Yeah！有

得玩喇！」 

「我哋用手搖鼓

嚟伴奏唱歌呀！」 

「等我哋試下用

唔同嘅方法嚟跳

繩同踢毽子先!」 

「我哋仲自己整咗竹蜻蜓

嚟玩添呀！」 

「我哋用咗唔同大小

嘅七巧板砌咗小貓同

魚兒呀！」 

「等我哋試吓用麵

粉整麵粉公仔先！」 



活動花絮﹕ 
「我哋就揀咗自己最鍾

意嘅民間小玩意喇!咁

大家又鍾意邊種呀？」 

「我哋最多人鍾意

彈波子呀！大家一

齊嚟玩啦！仲可以

用波子整圖畫呀!」 



 

老 師 心 聲 

 

幼兒剛上學數月，日常主要以故事教學形式為主。這次是幼兒

第一次進行設計活動，而幼兒的語言表達能力有限，在活動推行前，

老師真的很擔心會在活動的過程中遇上很多困難；但經過四星期的

活動推行後，老師從中卻有不少的發現。 

 

   是次「設計活動」的主題是「中國民間藝術」，在最初，老

師也很擔憂幼兒班的小朋友對「中國民間藝術」的概念較陌生及空

泛，但想到幼兒在日常活動裡都是較喜歡玩不同的遊戲及玩具，而

小玩意亦是幼兒最容易接觸到的東西，所以就與他們一起選取了「中

國民間藝術~民間小玩意」為我們的探討題目；同時，幼兒喜歡聆聽

不同類型的故事，所以這次的設計活動，也是以與民間小玩意相關

的故事來作為引起動機，以引發幼兒對「中國民間藝術~民間小玩意」

這題目的興趣。 

 

雖然幼兒有不少玩小玩意或玩具的生活經驗，但他們大多數曾

玩過的都是現在的電子玩具，而較少接觸到傳統的中國民間小玩

意，所以他們很多時所分享或表達的意見都並不太多及較被動。不

過，經過我們一起搜集不同有關民間小玩意的資料後，他們都從中

認識了很多不同類型的民間小玩意，還主動提問及嘗試思考那些小

玩意是怎樣玩，以及尋找玩那些民間小玩意的正確方法；另外，幼

兒在活動過程中，也嘗試從另一些學習角度來探討民間小玩意，如：

藝術欣賞，他們嘗試觸摸及觀察每種小玩意的花紋圖案和外形特

徵，以從不同的角度來認識民間小玩意。 

 

  這次的「中國民間藝術~民間小玩意」設計活動，因為幼兒不

時要親身探索不同類型的小玩意的玩法，所以他們不時都有很多很大

活動性的參與機會；同時，幼兒的天性喜歡玩遊戲，而這次「中國民

間藝術~民間小玩意」的主題能使他們從遊戲中學習，所以他們都表

現得特別投入及樂意參與在不同的活動中。希望他們能在日後繼續努

力地學習，以親身嘗試及探索的態度，吸取更多不同的知識和經驗，

以幫助他們全面發展。 

黃家華老師、梁葭蕾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