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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本人與葉彩玲校長熟識十餘年，知悉葉校長對幼兒教育的投入與熱忱，此次獲

邀為貴校參與《「問題—探索—經驗」建構學習模式的校本發展》計劃即將出刊的

書目撰序，不但率先看見了教師與幼兒共同進行焦點問題案例的分享記錄，內容包

括課題設計的意念、問題的形成、探索的階段、探究的概念網以及教師的反思，也

從中看見了貴校全體教職員為提升教師專業知能與幼兒本位課程的努力。

　

幼兒用眼睛觀察世界，用心體驗感動時刻，用肢體覺察自我，進而意識存在的

價值。故若要啟迪幼兒的學習興趣就應該從日常生活中做起，問題的探究是要與幼

兒的生活經驗相關的，是可以真實體驗的，是具有意義的，是有趣的，是活動也是

遊戲，這樣的學習不僅能達到真實體驗－「手動」的目的，亦能達到讓幼兒真正感

興趣－「心動」的原則。

由陳聲珮博士及鄭美蓮博士研發的「問題—探索—經驗」學習理論架構，即是

強調提供學習者自我管理及自我決定的機會，以促進幼兒認知量的增加及質的改變。

在此架構之下，教師引導幼兒從日常生活中產生問題，再藉由討論協商及創意思考

的歷程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及策略，而透過這些探索經驗，幼兒將獲得概念，是為

建構取向的學習模式。

在建構取向的學習模式中，幼兒是學習的主導者，教師的角色是提供者、引導

者和催化者。在此次的焦點案例分享記錄裡，可以發現與「問題—探索—經驗」學

習理論架構相呼應的生活化的問題，例如：如何製作蘋果汁？在哪裡買米？哪種袋

可以裝很重的東西？也可以發現幼兒的創意思考歷程，例如：利用風扇吹走菜上的

蟲，利用樽來做樂器；亦能看到幼兒親身探索獲得的第一手資料，例如：在超級市

場可以找到白米，用風扇吹不走菜上的蟲。此外，從教師的反思記錄中也可以看到，

教師不但認同「問題—探索—經驗」的教學模式，也從推動的過程中發覺親身探索

對幼兒的重要性，對幼兒的能力與興趣也更加了解，因而能設計更合適的探索活動。 

「前進的腳步永遠不要停歇，因為……不進則退。」在這裡，看到一群為幼兒

教育不斷持續努力充實專業知能的幼教人，實為幼兒之福。本人深信，唯有如此積

極向上的幼教團體，方能教育出積極進取的下一代。特撰此文推薦。

張玉佩
臺灣私立鹿鳴村幼兒園執行長

( 大學幼兒保育系講師及教育局幼教研習課程講師 )

感謝序

幼兒教育是兒童終身學習及全人發展的磐石，推動優質的幼兒教育是保良局其

一辦學願景及使命。為了持續優化教學成效，本局積極推動各屬校引進外間資源，

以發展校本課程。在此，本人謹代表保良局鄧碧雲紀念幼稚園，衷心感謝優質教育

基金撥款贊助學校於 2015 年 2 月至 2016 年 1 月推行名為「提升教師提問技巧—促

進幼兒有層次的思考能力」計劃，並獲得香港教育大學 * 兒童與家庭科學中心，就

「問題—探索—經驗」學習模式的實施，提供了教師專業發展培訓及校本支援，讓

本校全面地將學者的理論應用於幼兒的學習上，從而肯定幼兒的學習與生活經驗的

高度關連性，使幼兒成為學習的主導者，成效卓越。

本書輯錄了計劃內學習模式實施的其中一個課題的資料，由本校及香港教育大

學兒童與家庭科學中心共同編撰出版，欣蒙陳聲珮博士(課程指導)及許翠歡老師(課

程指導助理 ) 提供指導，與教師們牽手同行，解構各種難點，使教師們在教學上取

得突破，實在難能可貴。

本書內的資料詳盡，全賴本校助理主任統籌課程及各級教師執行教學，並取得

家長對新學習模式的支持，共同整理資料，輯錄成書，又將學習檔案公開發表，各

同工的專業精神及無私付出，本人謹此致意。

趙文堅 
保良局教育總主任 ( 學前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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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為香港教育學院，於 2016 年 5 月正名為香港教育大學



前言

本書記載保良局鄧碧雲紀念幼稚園 ( 下稱本校 )「問題—探索—經驗」學習模式

實踐的例子，期望與家長及教育同仁分享及推廣這個學習方式。

在 2015-16 期間，本校獲優質教育基金資助，推行「問題—探索—經驗」學習

模式，透過教師提問技巧的培訓及專業校本支援來優化課程與教學，促進幼兒自主

學習。

本書選取了 2015 年 11 月份學校所執行的課程，包括高、低、幼各級，每班其

中一個「問題—探索—經驗」學習過程的案例。大部分案例每日以一個焦點問題來

完成這個學習過程，也有部分案例用多於一天來完成「問題—探索—經驗」的過程。

案例展示在相同課題下，各班按幼兒的興趣及能力衍生成相異的學習內容與探索活

動。幼兒班的主題是「食物」，低班是「健康食物」，而高班就學習「珍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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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探索—經驗」模式建構的 

探究學習平台

「問題—探索—經驗」學習模式是以建構學習理論為依據，提升幼兒主動學習

動機和興趣為目的而開發的探究學習過程。重點是以「問題」、「探索」、「經驗」

為學習步驟，按過程取向計劃日常課程，藉過程帶動而衍生學習內容（陳聲珮，鄭

美蓮，2015）。多年來，「問題—探索—經驗」模式作為香港教育大學幼兒發展中

心 * 的核心課程，以實踐驗證理論。藉收集的教學研究資料持續支援優化課堂教學

實施，顯示了模式對幼兒主動學習和活躍思考的效能。

2013-2015 年在香港優質教育基金贊助下，推行了一項名為《建立學校網絡支

援幼兒「問題—探索—經驗」建構學習模式的校本發展》計劃，把「問題—探索—

經驗」學習模式推廣至 19 所幼兒學校，為業界累積這個教學模式的經驗，亦收集

了更豐富的資料驗證實踐效能。

在「問題」與「經驗」的學習時段中，概念網是重要的學習工具，記錄幼兒共

同發展出的學習內容，將零散的資料整合在有層次的概念架構中 ( 鄭美蓮，2009)。

計劃其中一個重要成果是有別於傳統由教師主導及整理概念網的做法，以賦權幼兒

主導整理概念知識，提升自主學習能力為依歸，提出幼兒與教師共同編織概念網的

學習方法，促進幼兒有意義的主動學習。

實踐的方法就是在「問題」時段中，幼兒與教師共同編織，即教師引導幼兒討

論課題資料，以幼兒對資料的概念層次進行歸類的意見作為主導，整理出概念前

網。「經驗」時段教師引導幼兒就探索活動後對課題學習的新概念進行討論，按幼

兒對概念歸類的意見作為主導，連同前概念網的資料，綜合成為概念後網，比較

出課題探究學習前後的知識增長。這個結果展示出概念網除了能促成有效學習外，

也是學習評估的記錄，成為評估工具。以下藉《建立學校網絡支援幼兒「問題—探

索—經驗」建構學習模式的校本發展》計劃推行的教學實例資料（陳聲珮，鄭美蓮，

2015）作參考，概述「問題—探索—經驗」學習模式的特點：

學習過程由「問題」時段的社群討論起步，以幼兒最感興趣，或是最具疑惑的

內容，由教師或與幼兒共同組織成焦點問題，引發幼兒提出按步就班的行動計劃探

索答案，教師把幼兒發表對課題相關的個別資料列成清單，再引導幼兒就清單的相

關概念整理成概念前網。

鄭美蓮 

「探索」時段是幼兒不單親身參與，並可以按能力和興趣去決定活動內容的時

候，活動形式多元化，以分小組進行為理想。研究資料顯示，參與計劃其中六所夥

伴學校於 2013-2014 年度推行的課題探究學習，其中 518 項探索活動以觀察佔最多

(33%)，例如：實地考察學校不同課室的位置；第二是操作 (21%)，例如：操弄用

來量度的物料，找出適合的工具與方法；第三是討論 (11%)，例如：討論課室的玩

具由誰管理；再其次是 10% 以下的活動包括實驗、示範、試食、講解、記錄、訪問，

製作及其他 (35%)。探索活動要帶給幼兒親身經歷及提供一手資料來解答問題，幼

兒按個人能力接觸人、事及物，獲取新的知識，更新經驗。

「經驗」時段是一個學習焦點的總結，是幼兒匯合共同整理探索事物的經驗，

包涵學習內容的整理及活動方法的反思。新內容整理的方法是把相關概念藉社群討

論，教師引導幼兒主導以概念網作記錄的方式，綜合在原有的知識架構內，或是發

展出新的知識脈絡，可以再進一步豐富知識架構。對探索活動方法的反思內容則包

括評估物料是否合用，過程是否順利等。

「問題」、「探索」、「經驗」三個學習步驟，合成一個「問題—探索—經驗」

循環，適宜連貫在一天進行，作用是幫助幼兒易於連繫經驗。每個循環集中一個焦

點問題，例如：在「用具」的探究課題中，可以焦點於探究問題「怎樣清潔這用具？」

焦點問題可以是來自學校課程擬定的課題，一個課題能夠包含多個焦點問題，數量

視乎課題推行日期的長短，或是按幼兒學習的興趣而決定。

「問題—探索—經驗」學習內容的選取以真實和具體作準則，教學資源主要是

身邊容易取得的物資，這樣不單減輕購買特定教具的財政壓力，最重要的是能讓幼

兒獲得具真實背景意義的學習，提供持續親身探究學習的機會，而計劃中教學實例

的課題取材亦以實物居多 (86%)，動作及抽象概念佔少數 (14%)。在推行時間方面，

參與學校包含了本地主流幼兒教育課程，以不同形式如調整原來課程重整時間表的

編制；利用全班及分組時間；單一運用分組時間等安排「問題—探索—經驗」探究

學習。按參與學校的經驗，各幼兒學校皆可按校本的資源及需要，或統整課程，或

探究單一事物等，彈性安排以「問題—探索—經驗」模式進行教學，提供幼兒主動

探究學習的平台。

1.  鄭美蓮（2009）。風的學問：幼兒「問題—探索—經驗」學習科學篇。香港：香

港教育學院。

2.  陳聲珮、鄭美蓮主編（2015）。幼兒編織概念網賦權學習：「問題—探索—經驗」

建構取向課程、教學與評估。香港：香港教育學院。

參考書目

* 前為香港教育學院滙豐幼兒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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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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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一個以幼兒為中心且統整所有課程領域的教學情境，是須要規畫的。教師是情

境的創始者，須要具備豐富的專業知識及良好的組織能力，方能設計出具彈性，又

開放，且能切合幼兒興趣的教學情境及課程。為了提供幼兒有意義且更專業的學習

情境，提升教師的專業知識實為首要，是以本校申請了優質教育基金的資助，推行

「問題—探索—經驗」計劃，於本學年開始進行教師培訓，培訓的重點在於提升教

師的課程規畫能力及教學技巧。

  

培訓的過程中，教師學習如何從生活周遭的真實事物引導幼兒提出問題，也學

習如何規畫與問題相關，且適合幼兒的探索活動，並學習如何引導幼兒進行有意義

的探索及經驗的統整。在課程中也發現，當教師突破固有的教學框架，轉變了教學

引導的技巧，同時也轉變了幼兒的學習態度。教師透過與幼兒協作，讓學習變得更

有意義，幼兒開始學習如何進行「探索」，也獲得更多的機會得以表達自己的想法

及發現。幼兒的判斷力及直覺是被相信的，也被鼓勵去做決定及嘗試解決問題。此

時，幼兒是主動的知識探索者及建構者，而非被動的知識吸收者。幼兒藉由探索活

動獲得經驗，而這些經驗的累積及統整將讓幼兒獲取新的知識。這正是「問題—探

索—經驗」學習理論所強調的，透過生活化的課程，鼓勵幼兒探索環境、發現問題

並嘗試解決問題，藉以培養主動學習的精神。所以，本人認為從生活中學習是最能

實現上述教育理想的學習方式。

本人及教學團隊一直致力實踐以幼兒為本的教育理念，讓幼兒在良好的學習環

境以及專業的教育團隊引導下，接受優質的學前教育。此次，參與「問題—探索—

經驗」計劃，有效提升了教師的專業知能，感謝優質教育基金的資助以及香港教育

大學兒童與家庭科學中心的專業協助，讓教師培訓有了強力的後盾，更是特別感謝

主任們及教師們的全心投入，協力創造以幼兒為主、教師專業知識為基礎及學習型

學校為文化取向。希望幼兒在我們悉心營造的學習環境中，能有愉快的學習及成長

的經歷。

葉彩玲 學校團隊

校              長：葉彩玲校長

助 理 主 任：劉美珍助理主任、梁燿楠助理主任

幼 兒 班 老 師： 謝柳芳老師、陳珈惠老師、黃楚瑩老師、 

鍾穎琛老師、葉瑋翎老師、關卓敏老師

低 班 老 師：  陳寶嫦老師、鍾曉曼老師、梁美芝老師 、 

詹欣燕老師、盧瑋彤老師

高 班 老 師： 蔣泳芝老師、李嘉穎老師、關詠詩老師、 

阮麗敏老師

課 程 指 導：陳聲珮博士 ( 香港教育大學兒童與家庭科學中心 )

課程指導助理：許翠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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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走過的路

決定參與「問題—探索—經驗」計劃開始的時候，我首先與全校教師訂定計劃，

又將這計劃列為學校關注項目之一。在過程中與校長、教師共同檢視課程現況，並

了解此計劃的教學理念，再經過反思教學技巧能否有效提升幼兒的思維發展，又依

據教學理念而落實推行計劃的方法。我們也為計劃建檔及有條理地整理項目內容，

以助在過程中作出跟進。在計劃初期，教師們對訂定課題方向有時遇上了許多瓶頸，

也被過往教學模式牢牢套住了，每每在訂定問題時會有所猶豫；最後通過課程指導

陳聲珮博士及課程指導助理許翠歡老師到校與教師進行備課會，並於課題進行期間，

安排每位教師與課程指導進行課後反思，又透過校長及助理主任的恆常觀課，再給

予課堂實踐的建議，漸漸見教師們從迷思中各自找到方向，教學能力也愈見獨立自

主。幼兒親身探索及整理經驗的證據，讓教師們能更清楚及肯定兒童的學習興趣，

並按著來訂定明日焦點問題的方向。學校亦抱持開放態度，安排教師進行同儕觀課，

讓教師有機會互相分享教學經驗，學習更多教學方法和加強自信。經過一年的實踐，

我與教師們共同成長，漸漸掌握「問題—探索—經驗」的教學模式，也發現幼兒的

思維能力逐漸提升。

劉美珍 梁燿楠路上回顧

開展每一個新課題的教學前，我和老師們都會進行共同備課會，冀望能帶給幼

兒創新的學習歷程，實踐過程中我們對設定的方向會感到迷惘，經常覺得未能捉緊

課題重點的精髓，因而在制定內容時會有所卻步。於是，我們透過參考「問題－探

索－經驗」的相關教學書籍及向課程指導陳聲珮博士及課程指導助理許翠歡老師作

出詢問。就好像「交通工具」的課題，往往我們只聯想到如何讓幼兒逐步學習各款

交通工具的用途或特性，未有更真實地連貫幼兒的日常生活，例如編排課堂時可大

膽地以戶外教學方式讓幼兒學習與體驗如何自行規畫路線，透過閱讀車站牌知道乘

車的工具和步驟，以及到達目的地的最佳方法。課程計劃經過不斷的反思與重整，

我們現在更有信心地因應幼兒的興趣去設定焦點問題，從而編定合適的探索活動，

在討論與協商的過程中激發幼兒對事物的觀察力及好奇心，有步驟地對問題作出批

判，使幼兒有意義地建構新知識，促進思維發展能力，推動自主學習。在未來的日

子，我們會持續共同攜手締造更好的課程發展方向，提升教學的敏感度及優化提問

技巧，帶動良好課堂的互動，達至教學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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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班課題設計意念

依據 15-16 年度的課程進度，11 月份的主題是「食物」。探究課題開

展前，幼兒談論滔滔，說出喜愛的食物，包括雪糕、巧克力、薯條、牛奶、

香腸、炒蛋、魚、豆角、麵包、腸粉、燒賣、叉燒包、橙、蘋果、香蕉、西瓜、

草莓和火龍果等等。共同備課會議中，大部分的老師認為幼兒大都喜愛蘋果

而又感到好奇，以蘋果為題的學習機會豐富，又能配合真實的教學資源，就

選取了「蘋果」作為探究課題，讓各組幼兒在已有經驗的基礎上，分別自訂

焦點問題，進一步探索。全級中，有一組幼兒特別喜歡吃提子，因而老師就

順應幼兒的興趣，訂定了「提子」為探究課題。

幼兒班焦點問題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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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時段

教師反思

經過探索蘋果的裏、外及進食方法後，有幼兒提出蘋果除了可以食用外，還可以用
來煲蘋果水，於是決定與幼兒展開活動。在活動過程中，幼兒發現煲蘋果水時，鍋
裏慢慢有煙出現，幼兒說 :「好熱啊 ! 出煙啦 ! 煲完啦 !」另一位幼兒說 :「未得㗎 !
等多陣先，要等水滾㗎 !」於是老師便提問幼兒怎樣才會水滾 ? 水滾了即是代表什麼 ? 
幼兒說 :「煲耐啲，水滾會有好多泡泡㗎 !」另一位幼兒說 :「水滾就代表煲完，先
可以飲㗎 !」是次的活動讓幼兒發現了原來不單只要用鍋煲蘋果水，還需要一小段
的時間等水沸騰，也讓幼兒知道「有好多泡」是代表水沸騰。從「問題—探索—經驗」
的教學模式下，讓幼兒透過探索活動建構新的經驗，老師亦能伴隨幼兒從探索中愉
快學習。

幼兒匯報重點：

．煲蘋果水的方法

．煲蘋果水要準備的材料

．蘋果除了可以吃，還可以用來煲蘋果水

冰冰涼涼

切蘋果

倒水

倒落杯

不要皮

不要核

洗蘋果

靚蘋果

街市買

水 

洗乾淨

倒水

煲 

方法

準備
感覺

黑色︰探索活動前     紅色︰探索活動後

案例 1 概念網

找出煲蘋果水的方法

準備所需的材料

嘗試如何煲蘋果水

問題時段

「我哋要洗乾淨個蘋果㗎！」

「睇吓入面有冇黑 " 蚊蚊 " ！」 「蘋果水可以飲啦！」 

「可以試吓唔要皮嚟煲㗎！」 「啲核唔食得，唔要㗎！」 

幼兒已有概念：

切蘋果、倒水、倒落杯、冰冰涼涼

探
索
時
段

怎樣製作蘋果水？

案例1 教師：黃楚瑩

幼
兒
班

怎樣製作蘋果水？

「要加咗水先㗎！」 



14  15

觀察蘋果的外形

找出蘋果的分別

品嚐蘋果

經驗時段

問題時段

教師反思

有一天，一位幼兒走過來提問：「老師，為什麼蘋果是圓的呢？」由此，我們就以
「蘋果」作為探索的課題。開始時，我先讓幼兒問問題，鼓勵他們分享自身與蘋果
相關的經驗，互相討論提出的疑問，例如：「為什麼蘋果有核？」、「這個綠色的
是蘋果嗎？」、「為什麼這個蘋果不像日常看到的呢？」等等。經過反覆的討論，
他們從中對蘋果的外型、結構及味道有更深入的認識，包括了解到蘋果有果皮、果
肉及梗，亦明白到有不同品種的蘋果，味道也會有酸和甜之分。由進行探索、觀察、
分享等活動，幼兒不但對蘋果有進一步的認識，更累積了學習的經驗，亦加強了幼
兒對了解日常身邊事物的興趣。

「蘋果好硬呀 !」

「蘋果有黑色棍嘅 ?」「青蘋果好酸呀 !」

「紅蘋果好甜呀 !」 「你個係青蘋果，
我個係紅蘋果 ! 」

「呢個蘋果有皮皮 ?」

幼兒已有概念：

多汁、甜、酸、紅色、綠色、有棍仔、有皮嘅

幼兒匯報重點：

．蘋果的外形 、顏色和味道

．蘋果裡面和外面的特徵

．吃蘋果的方法

黑色︰探索活動前     紅色︰探索活動後

探
索
時
段

案例 2 概念網

蘋果是怎樣的？

案例2 教師：關卓敏

幼
兒
班

多汁

核

裡面啲肉係白色

裡面

甜

酸
味道

綠色

紅色
顏色 外形

有棍仔

有皮嘅 

 紅蘋果爛咗

進食方法
可以 咬

有洞洞唔食得

兩個都用刀切

蘋果是怎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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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進食蘋果的衞生

討論吃蘋果的方法

操弄切蘋果的工具

經驗時段

問題時段

教師反思

幫助幼兒引證原來的經驗 ( 幼兒提出切開及整個蘋果食的方法 ) 能帶動獲得新的經
驗，知道蘋果還有更多的食法，在探索時，幼兒嘗試用膠刀和切蘋果器切蘋果，因
蘋果未能正確擺放，令蘋果搖擺不定，未能成功將蘋果切片及切粒，但幼兒積極以
自己想出的方法嘗試，當成功後，他們十分雀躍，並一同拍手叫好，從中也認識到
進食時的衞生常識，讓老師反思到如課題按幼兒興趣發展，幼兒不但能自主地學習，
而且能滿足幼兒的好奇心，使他們的學習更具成效。

「切一片片食！」「要洗乾淨先食得！」 

「我鍾意一粒粒食！」「要捽乾淨啲蘋果！」

「用蘋果器切一片片食都得！」 「唔刨皮成個食！好甜！」

幼兒已有概念：

唔使切開食都得、大啖食、要皮、要切、用口食、連皮食、

好甜、蘋果喺樹上

幼兒匯報重點：

．進食蘋果前要洗手和

    洗乾淨蘋果

．蘋果有不同的食法

．切蘋果的工具

．蘋果不能吃的部分

黑色︰探索活動前     紅色︰探索活動後

案例 3 概念網

探
索
時
段

好甜

蘋果喺樹上面

唔使切開食都得

大啖食

要皮

要切

用口食

連皮食

切成一粒粒

成個食

一片片

食蘋果前要洗

洗手

蘋果刀

刨皮刀

皮 

芯  

果梗
方法

找到 
的地方

乾淨

工具

唔食

味道

怎樣吃蘋果？

怎樣吃蘋果？

案例3 教師：謝柳芳

幼
兒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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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榨汁機的方法

製作蘋果汁的步驟

試飲蘋果汁

經驗時段

問題時段

教師反思

幼兒由與老師共同計劃製作蘋果汁，親身到超級市場購買材料，再到實踐製作蘋果

汁。整個過程都既開心又驚險，開心的是幼兒能真實體驗到簡單的煮食技巧，在不

同探索活動中學習到清洗及運用膠刀切開蘋果的技巧 ; 幼兒在探索時常會出現很多

" 蝦碌 " 事情，清洗後蘋果又會不小心滾到地上，切蘋果時會因沒有按著蘋果刀子會

搖晃不停，種種事情都很意外，讓幼兒們學會互相幫助，提供方法解決困難。

「要用刀切開蘋果 !」

「洗咗蘋果先！」「蘋果汁好甜啊 !」

「一齊整蘋果汁啦 !」
「要將蘋果放上面 !」 「放呢個上去撳落去 !」

「要撳掣 ! 開始榨汁啦 !」

幼兒已有概念：

榨汁、切開蘋果、切核、榨汁機、杯

幼兒匯報重點：

．使用榨汁機的程序

．製作蘋果汁的步驟和做法

．蘋果汁的味道

探
索
時
段

黑色︰探索活動前     紅色︰探索活動後

案例 4 概念網

青蘋果

紅蘋果

榨汁

切開蘋果

切核 

榨汁機

杯

怎樣製作蘋果汁？

蘋果

步驟

方法

工具

黃色

好甜

啡色

好甜

好酸

1. 切開 蘋果

2. 放在榨汁機上面

3. 插電掣、撳掣

4. 發出「吱吱」聲 

5. 蘋果汁從窿窿出來

6. 用杯裝好

怎樣製作蘋果汁？

案例4 教師：陳珈惠

幼
兒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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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時段

問題時段

教師反思

「問題—探索—經驗」教學模式中，有別於傳統由老師灌輸知識的教學模式。學習

過程中幼兒主動尋求答案及主動提問，讓學習過程更具互動性。課題中幼兒主動提

出以不同的形式探索蘋果外形，如敲打蘋果聽其聲音及自行用膠刀嘗試切開硬硬的

蘋果等。過程中幼兒透過親身發現，與老師分享自身發現的喜悅，讓學習變得更有

趣呢 !

「好似提子咁細粒嘅蘋果！」「呢兩個蘋果顏色唔同㗎！」

「蘋果好硬，
要刀先切得開呀！」

「蘋果好似個波咁圓！」

「有個棍子喺上面，
可以轉㗎！」 「拍落去有聲，好硬㗎！」

幼兒已有概念：

圓形、 好似太陽伯伯、彎彎的、有棍子的、有一棟棟的、 

有大有小、小蘋果、紅黃紅黃的

幼兒匯報重點：

．蘋果的質感

．蘋果的顏色、大小及形狀

．蘋果的外形

黑色︰探索活動前     紅色︰探索活動後

案例 5 概念網

探
索
時
段

 觀察蘋果的顏色、 

大小及形狀

摸索蘋果的質地 

找出不同蘋果的獨特性

小蘋果，紅黃紅黃的

紅色的

有兩 種顏色的

有大有小

彎彎的

有棍子的

有一棟棟的

圓形

好似太陽伯伯

滑滑的 

凹凹凸凸的

大小

顏色外形

形狀

質感

喺上面

小的 蘋果有 
大的蘋果都有

蘋
果
的
外
形
是
怎
樣
的
？

蘋果的外形是怎樣的？

案例5 教師：葉瑋翎

幼
兒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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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別人製作提子啫喱的步驟

外出購買需用的材料

體驗製作提子啫喱的過程

經驗時段

問題時段

教師反思

在製作提子啫喱中，幼兒都表現得十分興奮，因為這是他們第一次一同製作小食呢 !
過程中，他們都爭相做小幫手：有的幫忙倒水、有的幫忙加啫喱粉、有的幫忙作攪拌，
分工合作。他們在製作當中發現了原來啫喱粉會溶於水中。完成後，幼兒更一同拍
手歡呼。是次的經驗提醒了我，探索活動須要具有一定的趣味性，才能夠吸引幼兒
主動進行，這樣的真實學習就會更加有意義。

「點樣整提子啫喱？」 「將啫喱放落雪櫃。」 

「要洗提子㗎。」 

「跟住要攪勻佢﹗」 

「之後要舀落細杯度。」 

「要倒啫喱粉落個大碗度。」「仲要倒熱水。」

幼兒已有概念：

刀、匙子、加啫喱粉、加熱水、洗提子、攪勻

幼兒匯報重點：

．製作啫喱的步驟

．製作啫喱的方法

．製作啫喱的材料及工具

黑色︰探索活動前     紅色︰探索活動後

案例 6 概念網

探
索
時
段

1. 加啫喱粉、魚膠粉、砂糖入大碗中

2. 加熱水 ( 三碗 ) 及凍水 ( 三碗 ) 攪勻

3. 把啫喱水倒進杯中

4. 把提子切開一半加入杯內

5. 放入雪櫃

加啫喱粉  

加熱水

洗提子

攪勻

刀

匙子

 大碗 

杯

怎樣製作提子啫喱？

方法

工具

材料

步驟

魚膠粉  

啫喱粉  

砂糖

提子

怎樣製作提子啫喱？

案例6 教師：鍾穎琛

幼
兒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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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班課題設計意念

依據 15-16 年度的課程進度，11 月份的主題是「健康食物」。由於幼

兒對飲食已有一定的認識，所以探究課題開展前就已表現十分積極，爭相分

享各種吃過的食物，如菜、水果、燒賣、西瓜、牛奶、牛肉、魚、朱古力、

番茄、粉、麵、糖、奶粉、西蘭花、蘿蔔、菠蘿包、方包、蛋糕、雞蛋、蛋

黃、餅乾、魚肉、雞肉、麵條、菠蘿、包、粥、米、飯、紫色番薯、奶油、

火龍果、紫菜、雪糕、菠蘿包唔健康、奶皇包、麵包等等，可算是應有盡有。

共同備課會議中，老師就著幼兒對食物熟悉的生活經驗，選取了潛在有較多

學習機會而又有趣的範圍作為探究方向，讓各組幼兒在已有經驗的基礎上，

分別自訂焦點問題，進一步探索。老師會從幼兒感興趣的範圍作為切入點，

分別選取「飯」、「蛋」、「番薯」、「蛋糕」、「蔬菜」為探究課題。

低班焦點問題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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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不同售

賣「米」的店舖

外出購買「米」

經驗時段

教師反思

幼兒重整原來的經驗 ( 只有超級市場、街市可以買到米 ) 能帶動獲得新的經驗 ( 便利
店、糧食公司都可以買到米 )，幼兒在購買白米的過程中，發現店主要把白米放在
「鐘」上，並出奇地問為什麼要這樣做，後來才知道這不是「鐘」，而是量度白米
重量的「磅」。這是幼兒在探究活動中的新發現，幼兒繼而探索購買其他東西的經
驗。作為老師的我亦從中學習了推行「問題—探索—經驗」教學模式的技巧，豐富
了自己的專業知識。

「有薑喎﹗」 「呢度冇米喎！」 

「呢個好似個 “鐘”咁嘅！」 「超級市場有米㗎﹗」 

「嘩﹗有好多包米喎﹗」 「糧食公司有米㗎！」 「呢度好多米喎﹗」 

問題時段

幼兒已有概念：

街市、超級市場、商場、要用錢、八達通、袋、買啲嘢要放入袋

幼兒匯報重點：

． 購買米的地方 

． 買米時要用的工具 

． 買米時要付錢 

． 除了有米買，還可以買到其他食品

探
索
時
段

黑色︰探索活動前     紅色︰探索活動後

案例 7 概念網

街市

超級市場

商場

7-11 便利店           買唔到 2 杯米

糧食公司

水果店       
冇米賣

薑

啤酒

醋

鹹魚

冰糖

麵

糖

魷魚

汽水

腊腸

豆

哪裏買米？

買東西的地方

袋  

磅

買啲嘢要放入袋  

磅米有幾重
工具

要用錢  

八達通

畀錢  

找錢 付錢

可買一包包啲米

買唔到 2 杯米

買到 2 杯米

食物

哪裏買米？

案例7 教師：陳寶嫦
低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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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匯報重點：

．生蛋和熟蛋的分別

．煮蛋的方法和過程

．如何使用煮蛋的工具

觀察生蛋和熟蛋

比較生蛋和熟蛋的分別

觀察煮蛋的過程

「出面係蛋殼 !」 「蛋白熟咗 !」 

「蛋要用鑊煎熟㗎！」 

「煎蛋前要打爛個殼先！」 

「呢個係蛋黃 !」

問題時段

幼兒已有概念：

蛋白、生蛋、透明、白色、熟蛋、蛋黃、 

蛋殼、要煮熟、用煲

經驗時段

教師反思

幼兒見到生雞蛋的蛋白是透明的，雞蛋煮熟後，蛋白由透明變成白色。在過程中，
老師和幼兒對煎蛋感到興奮和期待。當幼兒在老師的陪同下把蛋放在煎鑊時 " 咋 " 的
一聲，香味即時撲鼻而來，幼兒紛紛興奮地說 :「好香呀 !」「好想食呀 !」這種教
學能滿足幼兒的好奇心，驅使他們從第一身的探索獲取新的學習經驗及建構新的知
識。作為「引導者」的老師，看到幼兒完全地投入、自發地參與活動當中時，也會
感到高興。

黑色︰探索活動前     紅色︰探索活動後

案例 8 概念網

探
索
時
段

煮的 
方法

味道

結構

方法

工具

透明

白色

由透明變白色
蛋白

蛋黃

蛋殼

生蛋

熟蛋

過程

要煮熟

用煲

鑊剷

用平底鑊

落油煮

開電磁爐

過程
出煙

隻鑊好熱

煎蛋

太陽蛋

好香

生
蛋
和
熟
蛋
有
什
麼
分
別
？ 

生蛋和熟蛋有什麼分別？

案例8 教師：詹欣燕
低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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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匯報重點：

．清潔番薯皮的不同方法

．使用不同工具清潔番薯皮 

．比較不同工具所達到清潔的 

    程度

找出令番薯清潔的方法

操弄清潔番薯的工具「用水洗好似都唔係好乾淨！」 

「隻叉就嚟斷啦！」 

「可以用刨皮器刨走啲皮！」  

「你睇吓用匙羹刮出嚟啲皮」
「用刀好難刮呀！」

問題時段

幼兒已有概念：

用水洗、刨皮器、用手搣

經驗時段

教師反思

幼兒發現番薯皮有很多黑色點點，他們都覺得十分骯髒，然後一起討論怎樣清潔番

薯皮。幼兒利用不同工具，嘗試令番薯皮變乾淨。當幼兒慢慢地把番薯皮的黑色點

弄走的時候，他們表現興奮，最終發現用刨皮器的效果是最快、最好的。作為老師，

我會與幼兒繼續共同學習，也一同來豐富知識。

探
索
時
段

黑色︰探索活動前     紅色︰探索活動後

案例 9 概念網

工具 方法

仲係好污糟

隻叉會斷

要好大力

唔乾淨

唔乾淨

會好花

好似爛咗

成功削皮

刨得好快

皮會變成一片片

好乾淨

會刨到肉

用水洗

用手搣

刨皮器

膠刀

膠叉

膠匙羹

怎
樣
令
番
薯
變
乾
淨
？

仲有黑色嘢

唔乾淨

有洞洗唔甩

番薯太硬 
好難搣

怎樣令番薯變乾淨？

案例9 教師：盧瑋彤
低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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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匯報重點：

． 做蛋糕的主要材料

． 蛋糕有不同的餡料和外形

． 蛋糕上有不同的材料

． 蛋糕內有不同的線條和紋理

觀察蛋糕

 試吃蛋糕

觸摸蛋糕 

找出做蛋糕的材料

「嘩！呢到有好多款嘅蛋糕 !」

「蛋糕摸落好軟 !」

「蛋糕入面白色係啲咩嚟 ?」

「我哋見到有合桃 
喺蛋糕入面 !」

「你睇吓個蛋糕入
面有啲窿窿 !」

「等我睇吓瑞士卷蛋糕
入面有咩先 !」

問題時段

幼兒已有概念：

朱古力、花生、合桃、名牌、士多啤梨、芒果、花生、 

合桃、牛奶、似卷卷的

經驗時段

教師反思

幼兒對於蛋糕很感興趣，他們說出了很多關於蛋糕的餡料，例如 : 朱古力、花生、
合桃等等，在探索的階段，他們提議一起觀察蛋糕內有什麼，分成不同的組別去觀
察不同蛋糕裏會有什麼，幼兒發現蛋糕裏除了有不同的餡料，他們發現有一些窿窿
和不同的紋理，更有幼兒指著蛋糕上的忌廉說 :「有一啲好奇怪嘅白醬喺蛋糕入面。」
我即時問他們這是什麼來的，他們說 :「應該係牛奶嚟。」幼兒對忌廉的興趣及所顯
示的初步概念就透視了一個學習機會，要與他們共同探討忌廉的特質及學習其名稱。

黑色︰探索活動前     紅色︰探索活動後

案例 10 概念網

探
索
時
段

有窿

直線

曲線

蛋
糕
裏
有
什
麼
？

朱古力

花生

合桃

芒果醬

朱古力醬、好似咖啡

餡 料

名牌

士多啤梨

芒果

花生

合桃

白醬

蛋糕上
蛋糕內

食材

外形

牛奶

似卷卷的

蛋糕裏有什麼 ?

案例10 教師：梁美芝
低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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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匯報重點：

．清潔菜葉的方法

．清潔工具的使用方法

．將菜成功變乾淨情形

討論清潔菜葉的方法

操弄不同清潔工具

嘗試清理菜蟲

「呢度污糟 !」 
「要用手捽吓佢㗎 !」 

「有蟲，撥唔走！」 「用風扇吹㗎 !」 

「要隻手撳住啲菜嚟切。」 
「切走啲污糟就得啦！」

問題時段

幼兒已有概念：

有黑色點點、洗菜、用風吹、用刀切、切走污糟的菜葉、用手撥

經驗時段

教師反思

在今天進行課題時，最初是探究什麼方法可以令菜葉變得乾淨，當幼兒觀察菜葉時
竟然發現菜葉上除了有污泥，還有一條小蟲，便大聲說 :「老師，老師，菜上有小蟲
呀 !」其他幼兒得知便走過來聚在一起看，我就很大膽問他們如何將小蟲弄走呢 ? 他
們紛紛提出解決的方法，用小型風扇吹，用手撥和用刀切走骯髒的部分，並親身嘗
試用這些方法去清潔菜葉，最後成功弄走污泥和小蟲，幼兒都表現興奮，他們拿著
乾淨的菜大聲說 :「你睇，你睇，好乾淨啊條菜 !」教師和幼兒都顯得很有成功感。

黑色︰探索活動前     紅色︰探索活動後

案例 11 概念網

探
索
時
段

污糟

清潔

用手

不成功

不成功

切走污糟的菜葉
用風扇吹

用刀切
一隻手按著菜 
一隻手切

切完只剩下很少菜

小心切

成功切走蟲

撥不走

撥走

工具

有
什
麼
方
法
令
啲
菜
乾
淨
？

有什麼方法令啲菜乾淨 ?

案例11 教師：鍾曉曼
低
班

 有黑色點點

有蟲

 用水洗

洗菜

攪來攪去會 
令到周圍濕

成功洗走條蟲

洗完菜水會污糟



36  37

高班課題設計意念

就著 11 月份的主題「珍惜資源」，在開始學習時，幼兒都熱烈地說出

他們日常生活中見過循環再用的事物，如水、紙、回收箱、膠袋、膠樽、玻

璃樽等。共同備課會議中，大部分的老師認為幼兒對「珍惜資源」概念模糊，

可能空有口號，未明白資源上的問題及價值。老師考慮要透過真實環境，由

幼兒身邊的物件出發，讓他們透過真實接觸，並依從幼兒的興趣，各組分別

自訂焦點問題來進行探究。不同組別就分別選取了「袋」、「樽」、「盒」、

「衣物」及「回收箱」作為探究課題。教師預期透過親眼見和親手做，幼兒

較容易誘發討論和思考與「珍惜資源」相關的抽象概念，包括不同物件的功

能、特質、節省方法及重用性等。

高班焦點問題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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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樽的顏色、 

大小及形狀

找出不同樽的獨特性

辨別樽的功能

「睇吓啲樽先 !」「呢嗰樽載住啲水喎。」

「呢嗰樽蓋好大，又圓 !」「呢個樽個蓋係扭嘅 !」

「樽身有唔同形狀喎。」「等我聞吓先 ! 個樽
  係放果汁 !」

「樽有包裝紙，畫低先！」

幼兒匯報重點：

．樽的外形
．樽上的資料和氣味

問題時段

幼兒已有概念：

圓形、正方形、長長哋、蓋是扭的、蓋是揭的、有不同形狀、有包裝紙

教師反思

在課題開展前，我欣賞幼兒會共同蒐集不同款式的樽並帶回校作出分享和豐富環境
佈置，但在學習過程中，他們都認為自己帶回的物品便是樽，因此在討論時段出現
爭拗，我會放膽讓幼兒相互討論，聽到他們認為「樽係有樽頸位」；「有包裝紙都
會叫做樽」；「樽係有唔同的形狀、有圓形同長長哋」，更有幼兒指出「樽頸位喺
樽的上方」。從而，幼兒透過比較法統整各款樽的共同特徵，他們便發現原來樽是
有不同樽身形狀、樽蓋開啟方法、用途等。

經驗時段

案例 12 概念網

黑色︰探索活動前     紅色︰探索活動後

探
索
時
段

圓形

正方形 

香

臭

做手工

長長哋有標誌

不同顏色

有圖案
放可樂

放果汁

放水

有檸檬茶

方法

形狀

不同款式
可以再用

形狀

氣味盛載

樽頸

樽身

蓋
扭

揭

有不同形狀

有包裝紙

樽
是
怎
樣
的
？

圓形

樽是怎樣的 ?

案例12 教師：梁燿楠
高
班

．樽盛載的物品
．開關樽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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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摸不同袋的質地

測試袋的耐用性

找不同重量的東西放進袋

「搵吓先！」 「呢個袋好薄呀！」 

「穿咗窿啦！」 「呢個袋裝到好多嘢呀！」  

「布袋冇咁容易爛！」 「呢個袋好大！」 「個袋冇爛到！」 

幼兒匯報重點：

．袋的種類、大小
．會爛的袋、不會爛的袋的特質

問題時段

幼兒已有概念：

紙袋、膠袋、環保袋、大袋、小袋

教師反思

幼兒能根據自己的興趣進行探索，他們運用了不同的方法，如觸摸、猜估、操作找
出重的東西放在不同袋子中的情況。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問幼兒哪一種袋子最耐
用，幼兒能舉出不同的方法去驗證自己心中的答案，如拿著不同的袋子裝很重的東
西時，紙袋會破掉，他們便感到可惜，說︰「紙袋爛咗呀。」幼兒從中領會到用任
何袋子也要小心，同時亦知道了不同袋的特質及耐用性，有助幼兒們應用袋子去解
決生活上的問題。

經驗時段

案例 13 概念網

黑色︰探索活動前     紅色︰探索活動後

探
索
時
段

種類

大小

會爛 不會爛

感覺

可以放 10 本畫簿

有少少爛

會變形

拎到手都紅了

放了 4 本畫簿就爛了

好薄

裝了 10 本畫簿

一拎就爛了

感覺

冇穿窿

可以放 11 本畫簿

冇變形

不會拎到手都紅

環保袋

紙袋

膠袋

大袋

小袋

環保袋

 膠袋

保鮮袋

紙袋

哪
一
種
袋
可
以
裝
很
重
的
東
西
？

哪一種袋可以裝很重的東西？

案例13  教師：關詠詩
高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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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回收膠樽的方法

體驗回收膠樽的過程

「等我哋一齊洗乾
淨啲樽啦！」 

「咦，呢個樽入面好污糟呀！」 「呢個樽可以放入啡
色回收箱啦！」 

「等我整扁佢先！」  

「好嘢！乾淨晒啦！」 

「你睇！要搣走個 
 包裝先回收！」 

幼兒匯報重點：

．清潔膠樽的步驟和規則
．膠樽除了放入回收箱外， 
    還可以做手工 
．處理回收箱困難的地方

問題時段

幼兒已有概念：

要清洗、將膠紙撕掉、唔要樽蓋、倒水、唔可以放錯、

要放啡色回收箱

教師反思

「問題—探索—經驗」這種如此新穎的教學法為我帶來了教學上非常大的挑戰，同
時亦帶來不少驚喜，使我的教學生色不少，而整個教學氣氛也十分愉悅，充滿笑聲。
例如在是次教學中，幼兒親身嘗試處理回收膠樽的程序，由他們觀察膠樽，到發現
膠樽「好污糟」，最後洗膠樽再發現回收箱不夠空位放所有膠樽，這個學習經驗是
獨一無二，且他們能在實際操作中得到成功感及發現新的問題，從以提升了他們解
難能力。

經驗時段

黑色︰探索活動前     紅色︰探索活動後

案例 14 概念網

探
索
時
段

清潔

規則步驟

困難

不要浪費

將膠紙撕掉

樽蓋唔要

放出面回收箱

整扁佢

要清洗

倒水

開大啲水

用力捽

要搖來搖去先乾淨

樽外面黏，要用水洗

做手工

樽蓋可做活動眼睛

唔可以放錯

要放到啡色回收箱

回收箱太多樽方法

內外面

如
何
處
理
回
收
膠
樽
？

如何處理回收膠樽？

案例14 教師：阮麗敏
高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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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破舊衣服的修補方法

準備修補工具

運用不同的工具來修補衣服

經驗時段

教師反思

「問題—探索—經驗」的教學模式按小朋友興趣發展，提供具體操作的機會。最初，
我看到小朋友使用釘書機亂釘褲襠，確實是有點緊張，因很害怕他們會刺傷手指。
後來，再仔細聆聽他們的對話，發現小朋友會互相提醒同伴注意安全，最後，更滿
臉笑容的跟我們分享成果，讓我反思到原來小朋友是有足夠能力完成任務，我們應
適時放手讓他們操作以獲得更多新的經驗。另外，令我驚訝的是各組幼兒在修補期
間會不斷改良修補的方法，例如幼兒發現太多膠紙會令皮膚感到不舒服，故在底部
加貼膠紙，從中反映實際操作能使他們更主動投入參與活動。

「點解搽咗白膠漿都唔得嘅 ?」
「等我再搽一吓佢 !」「拎住兩塊布釘啦 !」

「釘多啲啊 !」

「貼多啲膠紙，封住個窿 !
唔好再咁容易爛 ! 

後面都要貼膠紙㗎 !」
「呢度仲有好大個窿啊 !

要繼續釘多啲啊 !」

「將條絲帶穿入啲窿度 !
   但係點解成日跌出嚟㗎 ?」

「要搽好多膠水先貼得實㗎 ! 
點解件衫變成一長一短嘅 ?」

幼兒匯報重點：

．即時修補衣服的方法

．修補時的發現

．修補時的困難 

案例 15 概念網

黑色︰探索活動前     紅色︰探索活動後

探
索
時
段

問題時段

幼兒已有概念：

白膠漿貼實，用絲帶穿入窿，釘書機釘實，膠紙貼實

避免貼到皮膚，多貼一張在後面，兩塊布用膠水貼實

解決方法

著唔到

變成一長一短唔成功

不小心釘在褲腳

絲帶成日跌出嚟

初初貼唔到

     方法

避免貼到皮膚

多貼一張在後面

拔走粒釘

怎
樣
即
時
修
補
衣
服
？

釘書機釘實

膠紙貼實

白膠漿貼實

用絲帶穿入窿縫上

兩塊布用膠水貼實

方法

成功後好開心

亂釘

疊埋個窿

剪斷佢 ( 短絲帶 )

底面都貼

用好多膠紙

卷住件衫咁貼

心情

困難

預備
工作

怎樣即時修補衣服？

案例15 教師：李嘉穎
高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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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兩個大盒的盛載量

觀察和比較兩個大盒

測試後的結果

「我估牙膏盒可以放 19 個毛巾盒。」 「我估 A4 盒可以放 12
個食物盒。」 

「毛巾盒咁細， 
可以放好多個！」 「依個唔係咁放！」  

「我睇到佢地係平放㗎！」 「等我嚟數吓幾多個！」 「1，2，3，4……」 

幼兒匯報重點：

．載物件測試容量 
．解決擺放盒的方法
．訂定數數方法

問題時段

幼兒已有概念：

小盒、載小東西、載 6 個樽蓋、大盒、載小盒、A4 盒、娃娃、

20/30 個小盒、12 個娃娃

教師反思

幼兒對於盒的容量深感興趣，重整原來的經驗 ( 可以放較少數量的小盒 ) 能帶動獲

得新的經驗 ( 設立準則、擺放的方法、數數的方法 )，幼兒積極投入進行測試。有一

組幼兒初時較心急，隨意把盒放在大盒內，其中一個組員便大聲的說這樣放不到很

多，要整齊放，他們再嘗試以直放、平放等方式測試。幼兒能根據自己的興趣進行

探索，勇於嘗試，從操作中獲取新的學習經驗，又透過概念網的整理建構新的概念。

看到他們的進步，令老師感到滿有成功感，也豐富了自己的專業知識。

經驗時段

黑色︰探索活動前     紅色︰探索活動後

案例 16 概念網

探
索
時
段

小盒

大盒

娃娃

載小東西

載 6 個樽蓋

載小盒

A4 盒

20、30 個小盒

12 個娃娃

食物盒太多 A4 盒已經放不到

食物盒放得整齊

放好多小盒，大盒會容不下

放好多盒會掉出來

兩個人數

好多人數

放得太快

擺放混亂

有人扔食物盒入 A4 盒

牙膏盒可以放 41 個食物盒

A4 盒可以放 20 個食物盒

質料

一個一個數

把食物盒從大盒內倒出後再數

放整齊可以放多一些

會較清楚

會亂

物品

數數 
的困難

結果

數數 
的方法

擺放 
的方法

數量

發現

一
個
大
盒
可
以
放
多
少
個
小
盒
？

一個大盒可以放多少個小盒？

案例16 教師：蔣泳芝
高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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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 1：我同老師識整啲番薯條！

幼兒 2：我答好多問題，又出去公園，睇太陽、花、樹同埋風！

幼兒 3：我仲見到啲風吹到樹葉飛呀！

幼兒 4：我可以講好多問題，問好多嘢，同好多小朋友一齊玩！

幼兒 5： 好得意，喺學校搵吓、睇吓啲盒要嚟載乜嘢喎！

幼兒 6：要兩人一起捉住，個風箏先會飛㗎！

幼兒 7：補完啲衫冇爛好開心，我哋又識得入框框！

聽聽心底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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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指導助理的話

我很高興在這學年與保良局鄧碧雲紀念幼稚園的教師們並肩進行課程改革，重

整高、低、幼班三個年級的課程設計，推行了新的學習模式，幫助幼兒以「問題—

探索—經驗」的過程探究課題。作為課程指導助理，我給予教師教學上的支援，包

括共同備課和反思，還有協助教學現場的攝製工作，不單見證到幼兒如何探究事物，

積極投入不同的學習活動，亦發現到教師在備課與檢討時，藉著一同分享及反思，

交流教學心得，增進了教學上的認知，特別在提問技巧及學習評估方面甚有心得，

也逐漸地強化了教學信心，整體教學氣氛更趨積極和正面。

幼兒的探究學習以具體和實際作為主要的指導原則，教師選取的學習課題須切

合幼兒的生活經驗，要把整個學習過程生活化地實踐出來。以「雞蛋」課題為例，

低班擬定「雞蛋是怎樣的？」作為問題展開探究。在觀察和觸摸雞蛋的過程中，有

幼兒意外地打破了雞蛋，幼兒立即發現破了的蛋與平時所吃的雞蛋有些不同，便即

時詢問教師那隻破了的蛋可以吃嗎？教師就引導幼兒一同去探索「雞蛋怎樣才可以

吃？」，實踐出學習由幼兒的興趣出發，將學習原原本本地歸還幼兒，也務求幫助

幼兒透過親身探索去追尋問題，讓知識切切實實地呈現幼兒的眼前。在探究課題的

時候，由於課題配合能力和興趣，大大誘發到幼兒的好奇心，提升了學習自主性，

幼兒活躍地發言及提問，積極投入活動及討論，有效地增進具體經驗。

整體而言，這一年來的課程改革體現了幼兒是學習主導者，能夠主動、自發地

學習，對事物的探究及解難能力亦有所提升，同儕之間的互動更為密切。在整個探

究過程中，幼兒的意見得到認同及肯定，他們的臉上都反映出很大的成功感和滿足

感。

這所學校課程改革的經驗讓我看到，「問題—探索—經驗」建構學習模式能配

合校本課程發展，提供一個可落實的自主學習模式。參考是次的實踐經驗、學習評

估和教師反思，發現幼兒的學習態度，教師的教學技巧，以至家長的支持，都能印

證這種學習方式對幼兒的學習有正面的成效和價值。

許翠歡

．  用問題去親身探索而獲得的經驗是一個很好的教學模式，我贊同。 

希望幼兒從學習中感到快樂。

．  聽後 ( 家長講座 ) 非常受益，新時代創意，人的思維應不斷開發，有創新，面

對問題採取多種想法，不斷尋找更科學，更有意義的教學法。

．  孩子通過此教學模式後，回家問的問題多了，要求自己動手也多了。

．  老師通過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作為問題，引導孩子探索，深入問題，開拓思想。

．  「問題—探索—經驗」教學模式讓幼兒學會用大腦去思考問題，提升幼兒學

習的積極性、主動性，幼兒會主動解決問題！

．  通過舉例子讓孩子從中提高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同時舉一反三，讓孩子情

商、智商以及思維能力都能夠綜合發展，這種簡單易懂不失趣味的教學模式，

家長好開心！

2016-01-27 家長會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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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進行「問題—探索—經驗」學習時，孩子都愛問某樣東西是什麼，某種東西是

怎樣，我就想問問，幼兒自主學習是什麼，幼兒自主學習是怎樣的呢？ 

從保良局鄧碧雲紀念幼稚園推行「問題—探索—經驗」學習模式的例子看來，

幼兒自主學習，不可能是幼兒自己任意想做什麼，就做什麼，而是有程有序，有板

有眼，按步就班，拾級而上。現就案例所見，「問題—探索—經驗」課堂中，幼兒

自主學習的特色，概述如下：

首先，幼兒在課題開展時，說說自己知道的，既然是自己知道的，就說得很高

興，很容易，教師也很容易找到了幼兒的興趣與需要。已有經驗扣住了，幼兒就在

不知不覺中，想去尋找知識。

第二，幼兒按教師每天規畫的焦點問題，有方向地作出假設和猜測，又討論如

何行動，按計畫親身探索，最後總結經驗，鋪墊後續學習。幼兒知道要做什麼，為

何而做，如何去做。

第三，幼兒參與概念網的生成，幼兒原來的，加上親身拿來的資料，幼兒同來

將資料由一張清單，編入一個網絡，資料的增多和加深，逐步呈現，知識架構是屬

於幼兒的。

最後，要說說每個課室的不同吧！全級行同一個課題，各班走出不一樣的焦點，

各按興趣，各取所需，各自精彩。個別化的課堂出現了。

課室是屬於兒童的！是大家擁有的！

孩子們，想學習，好棒啊！

老師們，締造環境，真了不起喲！

祝願大家擁有愈來愈多自主學習的內涵！

陳聲珮總結與前瞻 
在學與教而言，幼兒透過與教師和同儕間的溝通和互動，彼此方能建立對課程

的共同理解，形成共同知識。教師現時已摒棄主題模式上課，課題是根據幼兒興趣，

一同探索、尋找答案，讓他們能從真實情境中互動和建構知識，循序漸進地發展優

質的幼兒教育。

現時的幼兒教育都不斷倡議以幼兒為中心的教學模式，而教育工作者對教學法

亦作出多番的努力改良，務求達到共同提高學與教的質素。

本校非常感恩地能有幸得到優質教育基金的資助於 15-16 年度實踐「問題—探

索—經驗」這個可持續發展的建構學習模式。這個模式擁有相當高的靈活程度，能

夠因地制宜地運用於本校的校本課程，教師們對這個學習模式的信心及從中所獲得

的成功感更是意料之外的豐富收穫。「問題—探索—經驗」的教學模式在本校推行

至今，成績有目共睹，除了為學習增添了不少樂趣外，更可以更貼合幼兒的需要及

個別的差異。教師可靈活地運用這教學模式去貼近幼兒的生活經驗，從而使幼兒可

以從第一身經驗中想出問題，再透過探索及經驗的過程，明顯地看到在幼兒身上，

知識的深化和持久性，例如高班幼兒在進行探索有關巴士路線的問題時，由得知可

以致電巴士熱線，直至親自致電查詢路線情況，整個過程裡是有真人去回答幼兒的

問題。他們因而表現得非常開心、興奮及富有滿足感，而且發現他們於學習上更積

極，專注力也顯著提高。運用概念建構模式，學習把零散的知識加以統整，透過感

官、操作及親身試驗去使一些複雜、抽象的概念得以清晰化，實有助幼兒的邏輯思

維發展。更難得的是，家長們對「問題—探索—經驗」這個教學模式也表示十分認

同和支持。

衷心祈望有更多的學校能體驗及實踐這個「問題—探索—經驗」建構學習模式，

為學校帶來更多的驚喜及新發現，更希望此模式能夠發揚光大，惠及每一位幼兒。

葉彩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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