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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課程發展議會因應社會轉變和幼兒需要，檢視《學前教育課程指引》(2006)，並提出修
訂建議，進一步優化幼稚園課程。課程發展議會是一個諮詢組織，就幼稚園至中六階段
的學校課程發展事宜，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意見。議會成員包括校長、教師、家
長、僱主、大專院校學者、相關界別團體的專業人士、香港考試及評核局代表、香港職
業訓練局代表及教育局人員。

為配合《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報告》所訂下的教育目標及相關措施，本指引定名為 
《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以顯示幼稚園、小學及中學課程的延續性，並構成一個連貫
和互相配合的教育體系，達至全人教育的目的。

本指引所述的學校，是指服務2至6歲幼兒的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及設有幼稚園班
級的學校。

如對《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有任何意見或建議，歡迎以郵寄、傳真或電郵的方式，送
交課程發展議會幼兒教育委員會秘書處。

地址：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13號胡忠大廈13樓

傳真：2573 5299

電郵地址：cdikp_kg@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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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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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背景

1.1 理念

概 論

幼兒是社會未來的希望，幼兒階段亦是個人成長的重要歷程，
各持份者對優質的幼稚園教育有殷切的期望。

優質的幼稚園教育，應與小學及中學互相呼應，為幼兒未來的
學習與成長奠下良好基礎，促進他們在德、智、體、群、美各
方面的均衡發展，並達至全人教育的目的。

教育統籌委員會於2000年發表《終身學習‧全人發展：香港教
育制度改革建議》，為未來香港教育訂定目標：

「讓每個人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都有全
面而具個性的發展，能夠一生不斷自學、思考、探
索、創新和應變。」

課程發展議會配合教育改革的方向，亦於2006年發布《學前
教育課程指引》，提供以終身學習和全人發展為中心的課程 
架構。

幼稚園教育，應與小
學及中學互相呼應，
促進幼兒在德、智、
體、群、美各方面的
均衡發展，達至全人
教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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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年，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發表報告，為未來幼稚園教
育的政策提供建議，並認為幼稚園教育的目標應是： 

「為兒童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培養兒童的求知精
神、樂於學習和探索、均衡發展、健康的自我概念
以及信心和能力適應不斷轉變的世界。」

課程發展議會檢視《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報告》所訂下的教
育目標，考慮幼兒發展及學習的特質，總結本地幼稚園業界的
發展、優勢、現況，以及多年努力所積累的經驗和成果，並進
行廣泛的課程諮詢，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見，訂下修訂課程的
方向，持續優化課程。

核心價值

我們延續《學前教育課程指引》（2006）的理念，以「兒童為
本」作為課程的核心價值，持守「認識和尊重每個幼兒的發展
獨特規律」的重要原則。

主導原則

(i) 配合幼兒成長和發展需要

幼兒喜歡探索，是主動的學習者。他們的發展是循序漸進的過
程，學習亦受成長和發展的規律所影響，課程內容應聚焦於幼
兒能力所及的事情。

(ii) 提供生活化、重視感官探索和富趣味的學習經歷

優質的幼稚園教育課程，應著重培育幼兒學習興趣，延續他們
的學習動機。提供生活化、重視感官探索和富趣味的學習經
歷，讓他們以第一身掌握生活經驗和知識，達至所訂下的課程
目標。

1.3 核心價值 
與課程設計 
主導原則

以「兒童為本」作為
課程的核心價值，配
合幼兒發展與學習的
特質，並檢視幼稚園
業界的發展、優勢與
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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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照顧幼兒的多樣性及不同需要

每個幼兒都是獨立個體，有不同的能力、個性、興趣、背景、
文化、生活習慣及學習模式。教師宜對幼兒建立合理的期望，
並給予他們適切的支援，讓有不同特質和需要的幼兒，都能在
同一校園下，喜愛學習。

(iv) 延續現有校本課程的優勢

香港幼稚園的課程向來靈活和具彈性，專業的教師團隊富有愛
心，為幼兒提供校本的學習經歷，照顧不同需要。課程設計應
紮根於校本的經驗和優勢，並持續優化。

(v) 協同學校、家庭與社區參與

優質幼稚園教育有賴學校、家庭與社區共同參與，各持份者緊
密溝通和協作；認同以「兒童為本」為核心價值，彼此分享對
幼稚園教育目標和方向的願景，互相支持和配合。

我們期望優質的幼稚園教育，能幫助每位幼兒發展成為一個愉
快、有健康體魄、持守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喜愛探索
求知、善於溝通、樂於與別人交往、富創造力和想像力的人。

圖一：  核心價值與課程設計主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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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的成長與發展，涵蓋認知、身體、群性等不同範疇。這些範
疇彼此促進，互有關連。

幼兒在成長路上有不同的發展步伐，幼稚園教育課程以「兒童為
本」為核心價值，視幼兒為獨立的個體，不以劃一的標準衡量幼
兒的表現和成就。

下列「幼兒是如何學習」的方向，是參考發展及教育心理學的 
文獻：

． 幼兒充滿好奇心，會主動學習；
． 幼兒有不同的學習模式；
． 幼兒喜歡以感官進行探索以認識新事物；
． 幼兒建基於已有經驗和技能學習新知識；
． 幼兒愛在被接納、鼓勵和支持的環境學習。

為延續並提高幼兒的學習興趣和動機，教師宜：

． 為幼兒提供自由探索、發掘知識和引證發現的機會；
． 關心幼兒的興趣、發展和需要，留意他們的差異；
． 鼓勵幼兒運用感官進行學習，促進他們的全面發展；
． 選取生活化的主題，為幼兒提供有趣的學習經歷；
． 營造友愛、尊重、接納、欣賞及和諧的學習氛圍。

． 香港的幼稚園教育課程靈活和充滿活力，能迅速回應幼兒多
方面的需要及教育發展趨勢。

． 業界擁有一群有愛心、投入及專業的團隊，而職前及在職的
專業培訓課程，持續提升教師的專業水平，有助推動幼稚園
教育的發展。

． 家長關心子女的成長和各方面發展的需要，樂於參與由學校
舉辦的家長活動或講座。

． 社會認同幼稚園教育對幼兒成長的重要，確信學校能為他們
建立良好的基礎，促進全人發展。

學習活動應讓幼兒有
自由探索的機會、能
照顧幼兒發展和興
趣、運用多感官和生
活化主題，並營造友
愛和尊重的氛圍。

1.4 幼兒發展 
與學習

1.5 優勢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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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2017/18學年起，政府將提供15年免費教育及實施免費優
質幼稚園教育政策，改善學校環境，並提升教師專業水平，
為持續推動幼稚園教育發展的契機。

． 電子屏幕產品普及，幼兒有較多機會接觸這些屏幕產品，對
他們的身體、情緒、社交發展和學習模式帶來衝擊。

． 家長關心幼兒的學習表現，漸形成競爭的文化。個別家長因
對幼兒期望過高而催谷學習表現，對幼兒的身、心發展構成
壓力。

． 家長普遍都是愛護子女，個別家長會為年幼子女事事代勞，
令幼兒養成依賴的習慣，減少了發展自理能力的機會。

． 隨著人口結構和政策轉變，非華語、跨境幼兒的入學率因時
變化；社會人士和教師，亦提高對幼兒多樣性和不同學習需
要的認識和關注。

是次課程修訂包括以下重點：

． 強調培育幼兒的均衡發展；
． 加強推展品德教育；
． 闡釋各學習範疇的學習目的；
． 加強照顧幼兒的多樣性及推動共融文化；
． 提倡以生活化的主題貫通各學習範疇的內容；
． 提倡幼兒從遊戲中學習，並加強遊戲中的自由探索元素；
． 加強幼稚園教育與小學教育的銜接。

課程發展議會就上述修訂建議，於2016年6月至9月，舉辦一
系列焦點小組會議及研討會，並派發及收集問卷，了解幼稚園
和小學校長、教師、家長、大專院校學者，以及社會人士的意
見。

教育局整理和分析所得的意見，除了供修訂幼稚園教育課程作
參考，也為日後製作學習資源和規劃專業培訓活動，提供重要
資訊。

1.6 現況與轉變

1.7 修訂方向

1.8 諮詢與意見



13

學校了解修訂的重點，可按課程發展的現況，評估學校的資
源、優勢和需要，由2017/18學年起，循序漸進推行新課程，以
落實本指引的建議。

學校亦應鼓勵及靈活安排教師參加專業發展活動，使能持續提
升教育質素。

本課程指引分為八個章節，就幼稚園教育課程發展的理念、方
向和實踐提供建議。本指引的附錄部分，亦提供詞彙闡釋和參
考文獻，以供教師參考。

1.9 各章節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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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內容簡介

第一章 
概論

介紹幼稚園教育的課程理念、定位、核
心價值，以及修訂課程的主導原則和方
向。

第二章 
課程目標與
架構

闡釋幼稚園教育課程的目標、課程架
構，以及各學習範疇的學習目的，並對
課程實施的策略提供建議。

第三章 
學校整體 
課程規劃

從情境分析、組織目標和內容、編訂策
略和評估成效四個向度，闡釋課程規劃
的框架，並建議具體的課時安排、教學
策略及評估方法。

第四章 
學與教及 
評估

闡釋幼兒的學習特點，以及不同持份者
在幼稚園教育的角色；提出從遊戲中學
習，加強當中自由探索的元素 。

第五章 
照顧幼兒的 
多樣性

就學校如何營造共融氛圍，關顧幼兒在
性格、能力、興趣、語言、文化和生活
習慣等方面的多樣性，提供方向及策略
建議。

第六章 
入學適應與 
幼小銜接

就促進幼兒入學適應，及為預備幼兒升
讀小學的銜接措施和策略，提供方向及
實踐建議。

第七章 
家校合作與 
社區參與

就學校開展與家長及社區的協作，為幼
兒提供優質的學習及遊戲經歷，提供方
向及實踐建議。

第八章 
教師專業 
發展

為培養高質素的教師，以及促進教師的
持續專業發展，提供建議。

各章節的內容簡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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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引為幼稚園校長、課程領導者、教師，提供一個清晰和全
面的課程架構，以規劃具校本特色的課程。

學校可因應其辦學理念、學校條件、幼兒特質、家長及社會期
望，依據本指引所提出的課程目標架構及策略建議，為幼兒提
供適切和有成效的學習經歷。

其他持份者，包括：家長、小學同工及社會人士，亦可參閱本
指引的相關章節，加深對幼兒及幼稚園教育的認識，作出適當
的配合和安排，互相攜手，促進幼稚園教育達至其所訂下的課
程目標。

小學校長、副校長、課程領導者和教師，可從本指引了解幼稚
園教育的理念、課程目標、內容和評估方法，並加深對幼兒學
習模式及策略的認識，使能在迎接幼兒升上小學時，延續他們
的學習興趣和信心，幫助他們適應小學生活，促進幼、小階段
的順利銜接。

家長也可以參閱本指引，加深對幼稚園課程目標和架構的認
識，了解幼兒的多樣性和在入讀幼稚園或預備升讀小學時所面
對的挑戰，使能充分與學校配合，為子女營造一個愉快又有成
效的學習和生活經歷。

1.10 指引目的與
使用

除了學校同工，不
同持份者，包括：
家長、小學課程領導
者、社會人士，都可
以參閱本指引，加深
對幼兒及幼稚園教育
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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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課程目標與架構
幼兒應該學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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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課程理念

課程目標與架構 – 

本章節闡釋幼稚園教育的課程理念、課程目標及實施原則，提
供一個全面和富彈性的課程架構，並列出各學習範疇的學習目
的與學習期望舉隅。

學校可按此課程目標和架構，結合辦學理念和特色，以及幼兒
成長和需要等因素，設計具備校本特色的課程目標、內容和相
關學與教策略。

幼稚園教育課程以促進幼兒的全面和均衡發展為原則，涵蓋 
「品德發展」、「認知和語言發展」、「身體發展」、「情意和
群性發展」和「美感發展」五項發展目標，分別體現德、智、
體、群、美的五育發展方向。

上述五項發展目標，透過「體能與健康」、「語文」、「幼兒數
學」、「大自然與生活」、「個人與群體」和「藝術與創意」
六個學習範疇來落實。而生活化的學習主題，貼近幼兒的日常
經驗、認知和興趣，能貫通六個學習範疇的內容，為幼兒提供
綜合而整全的學習經歷，有利幼兒學習。

幼稚園教育課程架構涵蓋「價值觀和態度」、「技能」和「知
識」三個互有關連的組成部分，與小學及中學無異，共同建構一
個連貫的課程體系。

幼稚園教育課程重視培育幼兒的學習興趣、建立正面的價值觀
和積極的態度，以及提高自信心和自理能力；而在知識學習方
面，則強調建立基本知識和概念為主。

幼稚園教育課程的目標為：

． 培育幼兒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的均衡發展；
． 培育幼兒的良好生活習慣，讓他們養成健康的體魄；
． 培育幼兒的學習興趣和求知精神，樂於探索；
． 培育幼兒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

課程涵蓋「價值觀和
態度」、「技能」和
「知識」，以「生活
化主題」、「綜合模
式」、「從遊戲中學
習」模式推行，促進
幼兒均衡發展。

幼兒應該學甚麼?

2.2 課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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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課程目標，有助幼兒發展為愉快、有健康體魄、持守正
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喜愛探索求知、善於溝通、樂於與
別人交往、富創造力和想像力的人。

幼兒在幼稚園階段獲得全面而均衡的發展至為重要。倘課程過
於側重幼兒於知識或技能上的增益，會窒礙他們的學習興趣，
消減對學習的信心，不利個人成長和未來發展。

上述的課程目標，表達我們對幼兒成長的期望：

課程目標 對幼兒的期望

培育幼兒在德、智、
體、群、美各方面的均
衡發展

． 有禮貌和初步建立是非觀念（德）
． 具備基礎認知和語言溝通能力（智）
． 擁有強健的體魄和健康的身心發展（體）
． 喜愛群體生活，並掌握基本社交技巧（群）
． 喜愛參與藝術創作與欣賞活動，有創造力和想像力（美）

培育幼兒的良好生活習
慣，讓他們養成健康的
體魄

． 擁有自我照顧及自理能力（良好生活習慣）
． 能自發和持續實踐有益身心健康的生活模式（健康的體魄）

培育幼兒的學習興趣和
求知精神，樂於探索

． 充滿好奇心，喜愛觀察周遭環境，並追尋事物間的關係 
（學習興趣和求知精神）

． 善於運用各種感官，例如視覺、聽覺、味覺、嗅覺、觸覺
     進行探索，以認識身邊新事物（樂於探索）

培育幼兒正面的價值觀
和積極的態度

． 認識自己，尊重和關愛別人，熱愛生活， 展現良好的行為 
（正面的價值觀）

． 樂觀自信，勇敢面對生活和成長的轉變（積極的態度）

本指引沿用《學前教育課程指引》(2006) 所提出的四項幼兒發
展目標，並加強當中在「情意和群性發展」目標中的品德發展元
素，新增成為「品德發展」，促使課程在德、智、體、群、美方
面，達至五育並行。

幼兒的品德發展，與他們如何認識自己、建立是非觀念、表達
情緒感受，以及與人和洽相處等，均息息相關。

2.3 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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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一個迅速發展的國際城市，社會環境不斷轉變，對傳統
價值帶來衝擊。家長和社會各界對培養下一代品德發展的期望
日趨強烈。

發展心理學研究顯示，幼兒早於三歲，便初步建立是非觀念。
幼稚園階段是培育幼兒良好品德的關鍵時機。香港幼稚園更有
一群富愛心、努力不懈、投入教學的專業教師團隊，一直致力
培養幼兒的良好品德。

德育及公民教育，旨在培育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和積極態
度，是課程改革的四個關鍵項目之一1；各學習領域和學
科，已涵蓋相關的學習內容。（有關《基礎教育課程指
引－聚焦‧深化‧持續（小一至小六）》(2014)：從四個
關鍵項目學會學習－德育及公民教育，可瀏覽以下網站： 
https://cd.edb.gov.hk/becg/tchinese/chapter3A.html）

學校可配合幼兒的發展和特質，並因應辦學理念及學校條件，
選取培育幼兒的正面價值觀和積極態度的重點，例如：堅毅、
關愛、責任感等，以規劃校本的品德教育；並讓幼兒在日常充
滿人際互動的學習環境中，體會和實踐良好品德。（有關《建議
納入學校課程內的核心及輔助價值觀和態度》，詳見本指引《附
錄一》）

幼兒的認知發展只達初階水平，較難理解一些抽象的道德概
念。品德培育應先從認識和實踐開始，讓幼兒初步認識行為
有對錯、好壞之分，而不必急於進行一些依靠高階思維的道德 
討論。

學校更可邀請家長支持和參與，與學校攜手營造有利培育幼
兒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的氛圍，共同推動品德教育的 
工作。

現時各學習範疇，均涵蓋培育幼兒品德的內容，促進幼兒品德
發展，相關的學與教資源，可以繼續使用。

教師宜在學校的日常學習活動中，以持續觀察的方式，了解幼
兒的品德發展情況，適時給予他們正面的回饋，以讓幼兒肯定
和欣賞自己的良好品德和行為。

加入「品德發展」，與
「認知和語言發展」、
「身體發展」、「情意和
群性發展」、以及「美
感發展」，作為幼兒均
衡發展的方向。

1 在2001年，課程發展議會在《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報告書中，建議在各學習領域及跨學習領域推行四
個關鍵項目，包括：德育及公民教育、從閱讀中學習、專題研習、運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以幫助學生發
展獨立學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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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目標 具體闡述

品德發展
 （德）

． 初步建立是非觀念，培養幼兒正面的價值觀
． 幫助幼兒建立正面的自我形象和樂觀積極的生
活態度

． 培養幼兒與人相處的正確態度，學會尊重和關
心身邊的人

． 初步認識自己於家庭、學校、社會、國家、世
界不同生活範疇的角色和責任

認知和
語言發展
（智）

． 誘發和滿足幼兒求知欲，使他們抱積極的態度
來認識身邊環境的人和事物

． 發展幼兒的簡單數理邏輯概念
． 發展幼兒分析、推理、判斷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 發展幼兒語言和思維的能力

身體發展  
（體）

． 發展幼兒的感官機能，專注和觀察能力
． 培養幼兒良好的生活習慣和自我照顧的能力
．  促進幼兒大小肌肉活動能力（粗動作／精細動
作）的發展

．  認識身體機能的限制，建立保護自己的安全意
識

情意和 
群性發展  
（群）

． 幫助幼兒認識自己的思想和情緒，並以適當的
方法抒發自己的感受和表達需要

． 豐富幼兒的群體生活經驗，加強他們的人際溝
通能力

． 培育幼兒合群的精神，學會透過協商和合作，
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美感發展 
（美）

． 透過豐富和多元的環境，讓幼兒發掘生活中的
藝術元素

． 豐富幼兒的感知經驗，鼓勵幼兒表達個人的思
想和感受

． 培養幼兒的創意及想像力，並享受創作的樂趣
． 引導幼兒欣賞四周的事物，培養生活情趣，提
升生活質素

教師更宜循循善誘，幫助幼兒發現可改善的地方，避免對幼兒
嚴詞譴責，或單以「行為量表」或「檢查清單」，評量或比較
幼兒在品德發展的表現。

不應單以「行為量表」
或「檢查清單」，評量
或比較幼兒在品德發展
的表現。

2.3.1 各項發展
目標的具
體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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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衞生署聯同教育局及社會福利署，聯合製作《學前兒童
發展及行為處理 ── 幼師參考資料套》，提供二至六歲兒童的
發展特徵，以供教師參考（詳見本指引《附錄二》）。

各發展目標互有關連，能彼此帶動，同步發展。例如：幼兒學
習以恰當的語言表達感受和需要，促進了他們與別人的溝通和
融洽相處，說明了幼兒的語言能力發展，帶動了情意和群性的
發展；此外，幼兒能自如控制大小肌肉的動作（粗動作／精細
動作），繼而能參與藝術創作活動，便是由體能發展帶動美感 
發展的例子。

2.3.2 發展目標
互有關連

             圖二：五育並重，達至均衡發展

2.4 學甚麼? 
如何學? 
怎樣評?

幼稚園教育課程規劃，從「課程目標和內容」、「教學法」和
「評估」三方面，達至促進幼兒學習的目的。

． 幼兒學甚麼才有意義和價值（課程目標和內容）？

- 內容配合幼兒的興趣，能引發他們的學習動機。
- 主題圍繞幼兒的生活，讓他們有實踐所學的機會，從而產
生學習意義。
- 配合幼兒的前備知識和經驗，有助幼兒層層深入認識新 
事物。
- 全面而均衡的課程，關顧幼兒在「知識」、「技能」與「價
值觀和態度」的增益。

（有關課程規劃的建議，詳見本指引第三章《學校整體課程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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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應如何促進幼兒學習（教學法）？

- 教師了解幼兒的發展和學習特徵，多設計感官學習活動。
- 幼兒逐漸發展專注力，教學宜避免枯燥刻板的操練，或是
長時間的單向講授。
- 營造有利學習環境，透過區角的設置，鼓勵幼兒自主 
學習。
- 教師具備充足的學科知識，亦要了解幼兒的能力水平，選
擇合適的教學內容，以幼兒易懂的方法教學。
- 教學時特別關注幼兒的多樣性和不同學習需要，致力在校
園營造接納和共融文化。 

（有關學與教策略的建議，詳見本指引第四章《學與教及評
估》）

． 如何藉了解幼兒的學習表現促進學習（評估）？

- 學與教和評估，同樣是課程推展不可或缺的部分，並應於
學期開始，已作出整體規劃部署。
- 學校不應以口試或筆試等測考形式，評核幼兒的學習表
現。
- 持續的觀察、記錄和回饋，能肯定幼兒的學習表現，幫助
認識進步的方向。
- 收集的資料，亦能回饋教學，優化課程，促進幼兒學習。

（有關學與教策略的建議，詳見本指引第四章《學與教及評
估》）

圖三：幼稚園教育課程規劃的三個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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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化的主題，例如：家庭、節日和社區等，可作為組織課程
的主軸，貫通各學習範疇的內容。

透過主題設計綜合學習活動，能打破學習範疇的界限，有助幼
兒把所學與生活作連繫。

除提升幼兒的學習興趣外，亦讓他們在學校和生活中，充分體
驗有關主題的內容，認識不同概念之間的關係，對事物有更整
全的了解。

(有關課程規劃的建議，詳見本指引第三章《學校整體課程規
劃》)

幼稚園教育課程架構由「價值觀和態度」、「技能」和「知識」
三個互有關連的部分組成，並涵蓋六個不同學習範疇，包括： 
「個人與群體」、「大自然與生活」、「體能與健康」、「藝術
與創意」、「幼兒數學」和「語文」，呼應本指引建議的五項幼
兒發展目標，為幼兒提供一個整全的學習經歷。

編訂不同的學習範疇，是為檢視全面而均衡的學習元素提供綱
領，確保幼兒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得到全人發展，並
非鼓勵分科學習。

因此，我們修訂了三個學習範疇的名稱，強調幼稚園課程應配
合幼兒的發展，避免揠苗助長。修訂如下：

《學前教育課程
指引》 (2006)

修訂 目的

早期數學
幼兒 
數學

突顯幼兒於這個階段學習數
學，要配合其成長和發展需
要

科學與科技
大自然
與生活

．避免混淆小學、中學以 
「科本」為主的課程架構

．著重培育好奇心，探索生
活與大自然的現象

藝術
藝術與 
創意

強調自由表達與創作的學習
元素

2.6 課程架構及 
學習範疇

2.5 生活化主題

採納生活化主題，
以綜合模式，打破
學習範疇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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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幼稚園教育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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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章節會以幼兒在幼稚園階段的學習和發展特徵作依據，臚
列各學習範疇的理念、學習目的、學習期望舉隅，以及教學原
則及策略。

理念
世界衞生組織指出，「健康」的定義應為「身體上、精神上和
社會適應上的完好狀態」，而不僅是沒有疾病或者不虛弱。因
此，幼兒除了要擁有良好體魄，遠離疾病外，還要保持身心愉
快和擁有良好社交生活，才是真正健康。

積極參與體能活動，不單能促進幼兒肌肉及骨骼發展，增強心
肺耐力和預防慢性疾病，還可幫助他們建立自信心和自我價
值，增強意志及毅力，並學習遵守秩序及尊重他人。

學校宜透過多元化的體能活動，幫助不同年齡階段的幼兒發展
強壯的體魄，建立對參與體能活動的興趣，並培育幼兒正面的
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學校可參考由衞生署出版的《二至六歲幼兒體能活動指南》，
從而制定促進幼兒體能發展的策略，並提升師生及家長對體能
活動的意識，共同培養幼兒健康的生活方式。

幫助幼兒擁有強壯的
體魄，建立對參與體
能活動的興趣，並培
育正面的價值觀和積
極的態度，養成良好
的生活習慣。

2.6.1 學習範疇－
體能與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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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的 學習期望舉隅

發展大小肌肉的能力
  （粗動作／精細動作），
掌握身體基本的動作，
建立對空間和方向的
認識

．發展大小肌肉的能力（粗動作／精
細動作），掌握身體基本的動作：
- 發展走、跑、跳、爬、平衡、
投擲等身體基本的技能和動作
- 發展平衡、移動和操控等能力
- 掌握正確姿勢，發展身體的協
調能力、柔韌度、靈敏度和節
奏感，強化肌肉的力量和耐力

．建立對空間和方向的認識：
- 協調知覺，建立對空間的認識
- 透過動態的體能活動，感知上
下、左右、前後等方向概念

培養積極參與體能活
動的興趣和習慣，建
立正面的價值觀和積
極的態度

．樂於參與群體活動，遵守秩序及
尊重他人，建立自信和勇氣，發
展社交技巧

．學習與他人相處，培養團隊合作
精神

．培養勇於嘗試，不怕失敗、能持
之以恆的態度

．明白群體生活中互助合作的重
要，增強對團體的歸屬感和責 
任感

運用感知能力探索環
境，提高健康和安全
的意識，建立自我保
護的能力

．認識視、聽、嚐、嗅、觸感官機
能，加深對身體的認識

．建立良好的生活和衞生習慣
．認識基本健康和安全知識，懂得
保護自己

學習目的及其相關學習期望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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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a) 學習範疇－ 
 語文（中文）

教學原則及策略
． 教師宜在進行體能活動時，時刻注意幼兒的健康狀況，確定

他們身體健康及有足夠的運動能力，沒有傳染病的徵狀且適
合參與群體活動。

． 避免進行持久和劇烈的運動，以免幼兒因體力不支而造成 
傷害。

． 依照時間、季節、場地（室內或室外）等條件，靈活釐訂活
動內容及範圍，充分利用環境和採取適當的安全措施，讓幼
兒進行體能活動。

． 按從容易到困難、從簡單到複雜的規則編訂學習內容；給予
幼兒充分的練習時間和鼓勵，逐步提升幼兒的能力。

． 多讚賞和肯定幼兒表現，鼓勵他們勇敢嘗試，以增強自信
心；不需比較幼兒的能力，多去讚賞並肯定他們在活動過程
中的努力和進步。

理念
香港人口大都以中文（口語主要為粵語，也有普通話和其他
地方語言，書寫和認讀主要為繁體字）為溝通的媒介，而大
部分學校亦以中文授課。我們建議先讓幼兒多發展中文方面的 
能力。

在幼兒語文教育方面，首要培養他們的語文學習興趣和良好 
學習態度。一般而言，先讓幼兒培養聽、說能力，讓他們從 
豐富真實的語文環境中，接觸不同類別的語文材料，發展語文
能力。

因幼兒聽、說的能力發展先於讀、寫能力，學校宜為幼兒提供
生活化和富趣味的聽、說經驗，讓他們在良好的聆聽和說話能
力基礎上，豐富讀、寫的經驗。

此外，幼兒聆聽和運用普通話的機會日增，學校教師也可以秉
持上述原則，因應幼兒的背景和特質，以專業知識和判斷，藉
組織有趣和多元化的活動，例如以遊戲、兒歌的形式，讓幼兒
在輕鬆愉快的語境下接觸普通話，以迎合現今香港豐富多樣的
語文環境。

幼兒語文教育，首要培
養幼兒的語文學習興
趣和良好學習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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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的及其相關學習期望舉隅

學習目的 學習期望舉隅

建立學習語文（中文）
的興趣

．喜歡參與語文活動，如唱兒歌、
聽故事或閱讀圖書

．專心聆聽以理解別人說話的意思，
也樂意用說話與人溝通，或以圖
畫、文字表達想法和感受

．積極提出問題及回應教師的提問
．能從日常對話、生活經驗和故事
中，理解事情的時序或因果關係

養成良好的溝通 
態度

．與人溝通時表現專注和耐心
．樂於與別人交流，態度有禮，會
輪候發言
．發言時語調溫和，用語恰當

逐步建立語文運用
的基礎

．留意在日常生活接觸到的語文材
料，認識語文的特點
．養成閱讀習慣，常常主動看書，
並初步掌握閱讀的技巧，如認識
文字的方向
．能模仿成年人說話的語調和語
速，並開始組織表達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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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原則及策略
． 配合幼兒的語文發展特性和步伐，為幼兒提供綜合式的語文
學習經驗，把聽、說、讀、寫經驗自然融入日常教學的情境
中。

． 活動配合幼兒的興趣、生活經驗和已有知識，多運用唱兒
歌、聽故事、閒談、遊戲、閱讀繪本等策略，豐富幼兒的語
文經驗。（有關幼兒學習語文（中文）的特質，詳見本指引
《 附錄三》）

． 鼓勵幼兒專注和留心別人的說話，也指導幼兒有禮貌地作回
應，從而建立良好的溝通態度。

． 執筆寫字需配合幼兒身體的發展情況，學校不應要求幼兒班
的幼兒執筆寫字。教師宜先透過多元化的活動，提升幼兒
控制小肌肉的能力（精細動作），幫助他們協調手、眼的動
作，並建立方向感和培養正確的坐姿。

． 待幼兒作好以上的寫前準備，教師可創設有意義的情境，讓
幼兒從基本筆劃開始，學習執筆書寫簡單的文字。

非華語幼兒學習中文
． 非華語學生愈早接觸中文，愈能盡快建立學習的興趣和信

心，並融入本地社群。我們鼓勵非華語幼兒的家長，盡早安
排子女入讀幼稚園，沉浸在自然的中文語言環境。

． 非華語幼兒在入學前或學校以外接觸中文的機會較少，教師
作語言示範時，宜放慢語速，也可配合身體語言、圖片或實
物輔助表達。

． 唱兒歌、聽故事等活動能讓非華語幼兒在輕鬆的氣氛下學習
中文。教師更可促進幼兒間的交流，營造機會讓本地和非華
語幼兒一同遊戲，彼此多說、多聽，共同增益。

． 教師亦可以調適課程內容，多選取幼兒熟悉的課題，例如節
日、食品、衣物服飾，以及生活習慣等，讓不同族裔的幼兒
彼此分享文化習俗，既增加非華語幼兒對學習內容的共鳴和
興趣，更能鼓勵他們的言語溝通。

（有關非華語幼兒學習中文的過程、難點、學與教策略，以
及支援及資源，詳見本指引《附錄五》）

非華語學生愈早開始
學習中文，愈能盡快
適應本地課程，融入
本地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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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

早期語文經驗對幼兒的語文發展影響極大。幼兒在生活中常看
到和聽到英語，這些早期英語經驗，可培養幼兒對英語的興
趣。教師適當的引導和鼓勵，更能幫助幼兒建立早期英語意識
和概念，為他們奠定日後英語發展的基礎。

在幼稚園階段，教師可因應幼兒的語文能力發展和需要，為幼
兒提供富趣味、有意義而真實的英語語境，培養他們運用簡單
英語與人溝通的信心。（有關幼兒學習語文（英文）的特質，
詳見《附錄四》）

學習目的及其相關學習期望舉隅 

2.6.2(b) 學習範疇－ 
 第二語言
 （英語）

學習目的 學習期望舉隅

建立對英語的興趣

．對四周環境中的英語標示或廣播
感興趣

．喜歡唱英文兒歌、唸韻語及參與
富趣味的英語活動

．享受聆聽或閱讀英文故事的樂趣

培養樂於運用簡單英
語與別人和環境互動
的態度和信心

．認識日常生活中接觸的英語字
詞、話語

．樂意運用簡單的英語字詞、片語
或句子，回應與生活及學校經驗
相關的提問、要求或指示

逐步發展英語的基本
概念

．逐步認識英文字母和簡單字詞
．初步建立對英文文字和書本的概
念，發展基本的閱讀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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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原則及策略

． 教師作為幼兒語言學習的榜樣，需具備良好的口語能力，發
音要準確，並能正確運用語言。

 ． 從現實生活中取材，布置豐富的語文環境，能幫助幼兒建立
對英語的興趣，提高學習動機。唱兒歌、聽故事和日常對話
等富趣味的英語聽、說活動，能提升幼兒運用英語的信心。

． 共同閱讀英文繪本和大圖書，能幫助幼兒建立對英語的文字
意識，發展書本的概念，以及基本的閱讀技巧，並培養閱讀
的興趣。

． 教師可善用不同的時段，例如在茶點或早會時間與幼兒進行
簡單的英語對話；或在集隊等候時間帶領幼兒唱熟悉的英文
兒歌；以及在教室張貼或擺放幼兒感興趣的英語材料，豐富
幼兒的英語學習經驗。

． 機械式的抄寫、背誦或強記學習內容，對幼兒的英語發展並
無裨益，只會造成學習壓力，減低幼兒學習英語的興趣。

理念

． 數學概念與幼兒的生活息息相關。生活化和情境化的學習，
能讓幼兒發現數學與生活的關係，鼓勵他們學以致用，以數
學概念解決日常生活的實際問題。

． 數學有嚴謹的學習層階，學習內容層層遞進。數學概念需配
合幼兒的認知發展，而實物操作則有助幼兒鞏固概念。

2.6.3 學習範疇 － 
 幼兒數學

讓幼兒透過解決生活
中的實際問題，建立
對學習數學的興趣和 
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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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的及其相關學習期望舉隅

學習目的 學習期望舉隅

對學習數學產生興趣

．對周圍環境中的數字、數量感興
趣，認識數字和數學符號所表達
的概念

．關注物件的形態，喜歡運用感官
比較物品大小、形狀和輕重的分
別

．對不同事物的排列方式感興趣，
喜歡探索和嘗試模仿物件的排列
規律

．樂於運用數學進行思考，以解決
生活上的問題

留意數學與生活的聯
繫，逐步建立以數學
思考和解決生活問題
的能力

．認識數字與數量的關係，能運用
數學語言比較和表達不同的事物
在量的差異

．運用觀察、觸摸等方法，探索數
量、圖形和空間（如：前、後、
左、右）的特質

．認識物件的屬性，並進行分類、
排列和排序等活動

．發展時間的概念，知道日月和四
季交替的規律，並能表述時間

培養主動觀察和關心
身邊與數學有關的事
情的態度

．嘗試運用多少、長短、加減、前
後、左右等數學用語，表達自己
的想法

．在周圍環境中尋找和欣賞各種各
樣與數學有關的事物，培養細心
觀察四周環境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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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原則及策略

． 配合幼兒的發展和思維能力，以實物幫助幼兒逐步認識基礎
的數學用語，培養幼兒的數感和空間感。

． 透過日常活動和遊戲，適時引入數學概念。當介紹數學概念
時，應以簡單和具體為原則，每次宜集中介紹一個要點，循
序漸進。

． 單向式的講述和機械化的數學運算操練，令幼兒對數學產生
厭惡。活動需配合幼兒的興趣，教師可營造生活化的學習情
境，選取適當的實物和教具促進幼兒學習。

． 幼兒的語言及數學概念的發展相輔相承。教師可多運用數學
概念與幼兒談論日常所見的事物，並鼓勵幼兒互相交流。

理念

． 幼兒天生對事物充滿好奇，「大自然與生活」著重發展和延
續幼兒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幫助他們掌握尋找知識的方
法，並培育尊重、欣賞和珍惜身邊環境和大自然的價值觀和
態度。

． 大自然有各種有趣的現象，例如：光和暗、浮和沉、熱和冷
等。學校可鼓勵幼兒運用多種感官進行探索，以發現大自然
的奇趣事物和現象，並探索這些現象與我們日常生活的關
係。

． 科技發展一日千里，改變我們的生活習慣。教師可引導幼兒
多留意日常生活中的科技產品，認識它們的用途和演變，並
學會善用科技。

． 學校須營造安全的環境，讓幼兒有機會透過觀察、預測與比
較的歷程，說出自己對大自然和周遭事物的看法，體會大自
然、科技與我們日常生活的關係。

2.6.4 學習範疇 －
 大自然與生活

可從觀察大自然各種
現象，了解一些科學
的概念；並以日常生
活的經驗，初步認識
現今科技及其對我們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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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的及其相關學習期望舉隅

學習目的 學習期望舉隅

對事物產生好奇心，
樂於探索四周的事物
和大自然現象

．對自然現象表現好奇，有探索的
意欲

．主動認識周遭事物，樂意嘗試運
用科技產品

．培養對事物有求知、求真的態度

對事物持客觀而開放
的態度，學習觀察、
提問和假設等有關探
究事物的基本方法，
並發展解決疑難的能力

．能運用視覺、聽覺、味覺、嗅
覺、觸覺各感官進行觀察
．懂得運用觀察、預測和比較的方
法，探究和認識周遭事物
．使用簡單的語言，表達探索結果
與發現事物的想法

欣賞、尊重和愛護大
自然，實踐環保生活

．關心和欣賞大自然的美態，並愛
護動、植物 
．培養保護環境和珍惜資源的生活
態度和習慣
．欣賞科技改善生活，懂得善用科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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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原則及策略

． 鼓勵幼兒多留意身邊生活和大自然環境，通過觀察和討論，
加深認識。

． 安排探究活動，宜選擇容易觀察、變化明顯和步驟簡單的活
動，並應預先測試以確保活動可行、安全及符合幼兒發展需
要。

． 探究活動的重點在於培養幼兒的探究精神，讓幼兒享受探索
的樂趣。教師可鼓勵幼兒勇於嘗試，而無需強調「標準答
案」，亦不必急於說出結果。

． 自然與科技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教師宜盡量讓幼兒在自
然環境和真實世界中親身進行探索和發現知識。

． 應用科技輔助教學時，所佔用的時間以不影響整體教學安排
為原則，也須以幼兒的健康為重，不宜濫用。

理念

． 從嬰孩步入幼兒階段，孩童因應身體和認知的發展，開始加
深對自己的認識，逐步建立自我形象。

． 隨著生活圈子的改變，加上情感依附的需要，幼兒也開始對
家庭以外的其他群體成員，例如：老師、同學，建立關係和
感情。

． 幼兒培養自律能力，學習對自己的行為和情緒負責任，並發
展判斷是非和獨立處事的能力，能為將來的學習與成長奠下
良好的基礎。

． 幼兒在不同的群體中有不同的身份，學校能為幼兒的社交和
群性發展，提供真實和生活化的情境，學習如何恰當地表達
自己的情緒和需要，與別人和睦共處，並尊重和關愛他人。

2.6.5 學習範疇 －
 個人與群體

幫助幼兒了解自己，
初步認識在不同群
體中應有的態度和行
為，掌握與人相處的
基本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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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的及其相關學習期望舉隅

學習目的 學習期望舉隅

樂觀自信，擁有正面
的自我形象

．認識自己的優點和興趣，知道自
己是獨特的個體

．初步具備管理自己和辨識別人情
緒的能力

尊重他人，與別人融
洽相處

．喜愛結交朋友，樂於與別人一起
學習和遊戲

．接納、尊重和欣賞別人跟自己在
外表、語言、能力、文化和生活
習慣上或有所不同

．在學習和遊戲時，樂意遵守秩
序，顧及別人的感受

．透過聆聽、討論和協商，嘗試解
決在群體中的矛盾或衝突

主動認識不同的群體
（例如：家庭、學
校、社區、社會、國
家）， 展現投入和積極
參與的態度

．認識和認同自己在不同群體中的
身份和角色

．喜歡參與群體活動，樂於與群體
成員和睦相處

．有禮貌、孝順父母、愛護學校、
關心社區和社會

．初步認識中華文化及作為中國人
的身份，並尊重其他國家、民族
的文化、習慣和生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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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原則及策略

． 配合幼兒的發展特性和步伐，提供各種學習活動，使幼兒認
識自己的能力和長處，建立自信心和成就感。

． 多讓幼兒有參與決策的機會，學習如何作判斷，並為自己的
決定承擔責任。

． 鼓勵幼兒積極參與各類活動，給予充分的時間進行互動，體
驗群體生活的規範。

 ． 善用自然環境及社區資源，安排適當活動，讓幼兒從真實和
生活體驗中認識社會，並懂得愛護環境和關懷社群。

 ． 靈活運用生活事件作為學習材料，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讓
幼兒加深對家庭、學校、社區、社會和國家的認識，並積極
參與。

理念

藝術是人類文化的精萃和美的表現，幼兒可從藝術中獲得樂趣
和滿足感。幼兒受藝術的薰陶，除了能建立對藝術的興趣外，
更可發展終身學習的態度，並促進人格的正面發展。

藝術透過豐富的藝術符號和語言作為溝通媒介，讓幼兒以視
覺、聽覺、觸覺和身體動態等，抒發情感和表達意念。

幼兒對世界充滿好奇和童真的想法，多元化和富趣味的藝術創
作、展示和欣賞活動，可發揮和培養幼兒的想像力和創造力。

形式豐富的藝術媒體和活動，也能擴展幼兒的感官經驗，有助
他們認識世界，促進認知能力的發展。

透過多元化和富趣味
的藝術創作、展示和
欣賞活動，可發揮和
培養幼兒的想像力和
創造力。

2.6.6 學習範疇 －
 藝術與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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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的及其相關學習期望舉隅

學習目的 學習期望舉隅

發展感官能力，積累
藝術經驗

．喜歡利用感官和身體，體驗不同
創作的樂趣

．主動參與音樂、戲劇、舞蹈和視
覺藝術等不同藝術形式的活動

．喜愛聆聽音樂，能隨節拍律動和
唱歌

透過藝術展示和創
作，抒發情感，發揮
創意

．運用表情、聲線和動作，表達情
感和發揮創意，例如以歌唱或自
由的舞姿表達愉快的情緒

．運用線條、顏色、形狀等視覺元
素，表達思想、情感和創意

在藝術活動中敢於探
索，培養創意

．運用不同媒介和方法，探索音色
和聲響效果

．運用不同物料和方法，進行視覺
藝術創作和探索

．配合靈活的肢體動作及其他藝術
元素，進行律動創作和創意表達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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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原則及策略

． 營造具創意和藝術氣氛的學習環境，運用環境布置，展示幼
兒的藝術學習成果，提升學習動機及自信心，促進幼兒運用
藝術表達的技巧和滿足感。

． 設計富趣味的活動，著重幼兒的參與過程和經歷，鼓勵創意
表達；避免要求幼兒操練技能和背誦資料，讓幼兒享受活動
的樂趣。

． 給予幼兒充足的時間和自由，組織不同的藝術活動，鼓勵幼
兒有創意地表達和分享自己的體驗、思想和感受。

． 讓幼兒參與多元化的藝術活動和接觸不同的藝術品，擴闊他
們對藝術的認識，培養美感及欣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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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學校整體課程規劃
如何設計適合幼兒 
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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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課程規劃 
方向

學校整體課程規劃 – 

本章節為幼稚園課程規劃者，提供方向和模式建議，以落實於
第一章所提出的核心價值和課程設計主導原則：
． 兒童為本；
． 配合幼兒成長和發展需要；
． 提供生活化、重視感官探索和富趣味的學習經歷；
． 照顧幼兒的多樣性及不同需要；
． 延續現有校本課程的優勢；
． 協同學校、家庭與社區參與。

學校應依據本課程指引所提出的建議，規劃開放和富彈性的校
本課程。課程規劃的流程及重點，可參閱以下相關章節：

開放和富彈性的模
式，進行校本整體課
程規劃。

如何設計適合幼兒的課程？

課程規劃元素 相關章節

檢視學校現況及幼兒特質
本課程指引第三章《學校整體
課程規劃》

組織生活化及富趣味的學
習內容

本課程指引第四章《學與教及
評估》

採納感官探索及遊戲為
主的策略

本課程指引第四章《學與教及
評估》及第五章《照顧幼兒的
多樣性》

配合教師專業發展及協作
交流活動

本課程指引第八章《教師專業
發展》

協同家長參與及引入社區
資源

本課程指引第七章《家校合作
與社區參與》

有系統收集及評估幼兒學
習表現及課程效能

本課程指引第三章《學校整體
課程規劃》及第四章《學與教
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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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包括以下四個主要階段：

．情境分析；

．組織目標和內容；

．編訂策略；

．評估成效。

這些階段均圍繞幼稚園教育課程的核心價值和課程設計主導原
則而開展，而且環環緊扣。評估所獲得的經驗和新知識，能適
時為課程發展的路向、條件、目標和內容，以及策略，提供回
饋，幫助學校持續優化課程。

圖五：課程規劃的階段

近年發展心理學及相關研究，豐富了大眾對幼兒的認識，為幼
稚園教育課程帶來新的視野，更著重幼兒全面均衡的發展，以
為他們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

課程發展是持續的進程，學校應定期檢視課程現況，以回應社
會的轉變，以及教育的趨勢和新議題。

3.2 情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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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組織目標和
內容

例如，隨著社會政策及人口結構的轉變，幼兒的多樣性備受重
視。學校應適時修訂學習主題、內容或活動，致力照顧幼兒在
性格、能力、興趣、發展步伐、語言、文化和生活習慣等方面
的多樣性，並為幼兒提供共融的學習環境。（有關照顧幼兒的
多樣性的建議及例子舉隅，詳見本指引第五章《照顧幼兒的多
樣性》）

此外，學校各有其歷史、辦學理念、師資、社區環境和教學資
源。學校在規劃校本課程時，應一併考慮以上因素，訂立具體
可行的教學目標，作為課程發展的綱領。

學校更可主動了解家長的期望，作出適當配合，為幼兒提供優
質並富特色的學習經歷。

各持份者擔當重要和不可取代的角色，互相配合和協作，達至
幼稚園教育課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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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份者 角色

校長/副校長

．領導教師共同制定課程目標和發展計
劃，凝聚共識

．鼓勵教師積極參加專業發展活動，並推
廣觀摩交流文化，持續提升教師的專業
水平

．與家長、校友、其他學校、社區組織、
政府部門、非政府機構等保持聯繫溝
通，凝聚各方的力量和支持

課程領導

．審視幼兒的成長需要，訂立課程發展方
向和具體學習目的

．規劃課程，選取合適的學習材料，設計
多元化的學習活動，推動優質幼稚園教
育課程

．持續評鑑課程，檢視課程的成效，定期
向校長／副校長匯報，共同商議發展方案
或尋求資源，不斷優化課程

教師

．了解學校課程推行的理念和方向，認同
和履行培育幼兒均衡發展的使命和責任

．以「身教」配合「言教」，以身作則，
培育幼兒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

．適時給予幼兒正面的回饋，鼓勵反思，
從中學習和成長

．加深對幼兒的認識，積極參與教師專業
發展活動，以增潤教學知識和技能

學校員工

．在學校擔當不同工作崗位的人員，經常
接觸幼兒，也成為幼兒的學習榜樣，影
響幼兒的成長和發展

．學校裏的全體教職人員，應通力合作，
以確保學習環境安全和衞生

．領導層與員工緊密溝通，能彼此分享共
同目標，鼓勵員工配合學習活動的需
要，給予幼兒優質的教育和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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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組織課程內容，教師須考慮幼兒的興趣、發展步伐、能力和
已有知識，選取他們熟悉的生活經驗或圍繞幼兒生活的事情作
為學習主題，以綜合形式貫通不同學習範疇，例如：學校、
家庭、親友、食物、交通、社區、四季和節日等，促進幼兒在
德、智、 體、群、美五育的均衡發展。

幼兒所學習的不宜是零星瑣碎的內容。綜合模式的主題學習，
能有效整合幼兒的學習內容與生活經驗，並讓他們在生活中運
用和實踐所學，使學習產生意義。

學習的重點應在幼兒的學習經歷中重複出現，讓幼兒能持續學
習和應用相關知識和技能。此等學習內容，應符合由淺入深的
原則，建基於幼兒的已有能力，層層遞進，形成學習的層階。

課程內容由一系列的學習經驗組成，有教師引導的內容，亦有
幼兒啟發的部分。學習內容可涵蓋課堂內外的學習經歷。教師
可從茶點、早會、參觀活動、生日會、節日聯歡會中發掘學習
內容，豐富幼兒的學習經驗。

圖六：生活化主題，以綜合模式貫通不同學習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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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的幼稚園教育課程，除了符合課程規劃的原則外，在推行
方面還要注意教師的角色、環境布置和時間編排等重要元素。
透過各種合適的學與教策略，才能達到預期的教學目標。

學校宜就「活動時間安排」和「活動空間安排」，編訂適切策
略，有效達至所訂下的課程目標。

活動時間安排
幼兒每分每秒都在累積生活經驗和吸收知識。學校宜配合幼兒
的年齡和學習特色，規劃每天的活動日程，以照顧幼兒的發展
需要。

為促進幼兒的身心均衡發展，在時間的分配上要具彈性，避免
分科或偏重於學科知識的傳授。

(i) 活動類別

幼稚園教育課程包括以下不同類型的活動：

． 室內和戶外活動；
． 大肌肉和小肌肉活動 (粗動作／精細動作) ；
． 靜態和動態活動；
． 個別、小組和全班活動；
． 幼兒自發和教師引發的活動。

(ii) 規劃活動內容

學校可因應本身的辦學理念、學校條件、幼兒需要等因素作出
考慮和規劃，靈活設計活動時間表，包括：

． 協調場地的運用，使能安排不同類型活動，讓幼兒有足
夠的空間遊戲和進行探索活動，促進均衡發展。

． 給予幼兒獨自探索和在群體學習的機會，讓他們享有靜
處的時間，能輕鬆為自己安排活動；也可與同伴聚在一
起談話，共同創作和遊戲玩樂。

． 鼓勵幼兒參與感知活動，讓他們透過感官的接觸和直接
的體驗建構知識，並把所學運用於日常生活。

． 按幼兒不同的能力和興趣，提供多元化的遊戲和學習活
動，滿足幼兒不同需要。

3.4 編訂策略



48

(iii)  時間分配的建議

幼稚園安排的日常活動應包括：清潔檢查、體温檢查（如有需
要）、談話（師生個別交談）、體能活動、音樂活動和藝術活
動、自選區角活動、生活經驗分享、排洗、茶點、午膳及午睡
（適用於全日制幼稚園）。

上述的日常活動時間安排要具彈性，並應按照幼兒的多樣性和
發展需要，編排比例適中的活動。

提供全日制及較長活動時間的幼稚園，應安排幼兒進行更多自
選、體能、音樂和藝術活動。

半日制及全日制幼稚園，應每天分別安排不少於30及50分鐘時
間，讓幼兒參與自由遊戲。自由遊戲可安排於自選活動及體能
活動時段進行。（有關自由遊戲的理念和安排，詳見本指引第
四章4.4 節 《從遊戲中學習》）

下表列出全日制及半日制幼稚園安排的日常活動環節及時間分
配例子，供幼稚園參考。

半日制及全日制幼稚
園，應每天分別安排
不少於30及50分鐘時
間，讓幼兒參與自由 
遊戲。

活動內容及時間分配例子

活動內容
約需時間 (分鐘)

半日制 全日制

早、午會 ／全班或全組活動
（清潔檢查、談話、生活經驗分享） 15-30 15-30

學習活動和自選區角活動
（例如：建構遊戲、創作遊戲、探究遊戲、 

操作遊戲、社會遊戲、語言遊戲）
75-95 110-145

體能活動、音樂活動和藝術活動 45-60 90-105

排洗 20-30 40-60

膳食（清潔、茶點、午膳） 15-20 60-95

午睡 ／休息 - 80-105

離園整理活動
（整理及分享活動經驗、談話、兒歌） 10-15 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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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空間安排

合理而舒適的空間安排，包括檯椅組合、通道、興趣角布置、
壁報設計等方面的考慮，能為幼兒營造輕鬆愉快的學習氣氛。

學校應確保幼兒有一個安全健康的學習環境，定期檢查和更換
破損的傢具，預防意外發生。課室宜有足夠的活動空間及適 
當的設備，傢具和間隔的高度要配合幼兒的身高，方便幼兒 
使用。

教師宜靈活彈性運用活動空間。興趣角須有劃定的範圍，動、
靜活動要分隔，避免互相騷擾。此外，課室布置亦宜按課程需
要而時加變化，令幼兒常有新鮮感，以誘發學習興趣、創意和
探索精神。

評估是課程發展不可缺少的部分，以確保幼兒的學習，能達至
「均衡發展、五育並重」的目標。進行評估應體現以下原則：

． 為促進學習而評估；
． 評估應具備持續性；
． 在實際學習環境進行；
． 教師、家長、幼兒共同參與。

有系統地收集幼兒的學習表現，除能了解他們的發展，也為課
程規劃提供重要資訊，能回饋和優化課程目標、內容和推行策
略。以下是評鑑課程的方向建議：

． 課程目標是否配合教育的趨勢，能回應社會的訴求？
． 課程內容是否全面，能否有效促進幼兒的均衡發展？
． 學校有甚麼條件或因素，促進或窒礙幼兒的學習？如何 
改善？

． 學校有否規劃具體可行的措施，以照顧幼兒的多樣性？
． 學與教策略是否配合幼兒能力和所需？如何能進一步提升幼
兒的學習成效？

． 學校有否擬訂和落實有效策略，以支援初入學和高班的幼
兒，處理適應的問題？ 

． 有否善用家長和社區資源，以攜手促進幼兒的學習成效？
． 評估策略能否全面準確反映幼兒的發展和學習表現？

評估應促進幼兒學
習，並為學校提供進
一步優化課程內容和
推行策略的資料。

3.5 評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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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宜設有完善的機制，監察和檢討課程的推行現況，適時向
教師作出回饋，使能調適課程發展路向，持續提升教學質素。

（有關評估的方向、策略和推行建議，詳見本指引第四章《學與
教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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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學與教及評估
幼兒是如何學？ 
教師可怎樣促進
幼兒學習及如何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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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及評估 – 

「兒童為本」為幼稚園教育課程的核心價值，教師應掌握幼兒
學習方法的特徵，設計課程及學習活動。

高效能的學習活動，具備以下特質，能延續及提高幼兒的學習
興趣和動機：

． 學習內容選材自生活化的主題，為幼兒提供有趣的學習經
歷，讓他們把所學與日常生活連繫起來。

． 學習內容配合幼兒的興趣和需要，尊重個別差異，讓不同幼
兒都能從學習中獲得滿足感，延續學習興趣。

． 學習活動與遊戲鼓勵幼兒運用多感官進行探索，以親身體驗
積累新的學習經驗。

． 學校、家庭、社區共同參與課程規劃，匯聚各方的專業和資
源，為幼兒提供優質而豐富的學習經驗。

． 充滿友愛、尊重、接納、欣賞及和諧的學習氛圍，讓幼兒感
受到被愛和關懷，以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

教師擔當課程設計者、知識提供者、學習促進者、行為榜樣
者、生活照顧者等多重身份和角色。

教師關注幼兒的身心健康和習性，了解個別幼兒的需要。教師
與幼兒建立良好的關係，使他們感到被尊重和接納。

教師身教言教，以身作則，成為幼兒學習的典範。

教師參與設計和推行課程，他們對課程理念原則的掌握，以及
活動前的準備和進行時的態度和技巧，都直接影響課程推行的
成效。

學習內容應選取自 
生活化的主題、提供
有趣學習經歷、關心
幼兒興趣和需要、留
意個別差異、運用多
感官、匯集不同持份
者的參與、營造關愛
氛圍。

幼兒是如何學？
教師可怎樣促進幼兒學習
及如何評估?

4.1 學與教取向

4.2 教師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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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營造愉快和喜愛學習的氣氛，鼓勵幼兒間的互動、互學，
並給予幼兒適時的引導，以激發幼兒的學習興趣和信心。

教師對幼稚園教育的認識、認同和使命感，是優質幼稚園教育
的關鍵元素。（有關教師專業發展和培訓，詳見本指引第八章
《教師專業發展》）

幼稚園的學與教資源種類繁多，包括：圖書、教材套、多媒
體學習資源、政府或其他機構製作的教學材料；幼兒所處的社
區，也提供學習場所和豐富的學習內容，幫助他們認識社會。

教師應積極運用各類學與教資源和社區資源，設計教材，配合
學校的辦學理念、幼兒特點和成長需要，發展校本課程。

學校也可以加強與鄰近小學的溝通，安排幼稚園和小學教師進
行交流，增進彼此對不同學習階段課程的認識，促進幼小銜
接。（有關如何促進幼小銜接，詳見本指引第六章《入學適應
與幼小銜接》）

（有關幼稚園教育課程資源及參考資料，可瀏覽教育局網站。
網址：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
major-level-of-edu/preprimary/curriculum-resources.html）

理念

幼兒喜愛遊戲，與別人一起玩耍、合作、模仿等經歷，能帶給
他們愉快、有趣、成功的感覺和體會。遊戲是最能配合幼兒年
齡發展特徵的有效學習途徑。

遊戲被認為是促進幼兒身心發展的理想活動模式。幼兒運用語
言、數學、感官和已有經驗進行遊戲，在過程萌發不同的意
念，能促進對自己、別人以至環境的認識，並發展創意、解難
和適應的能力。

此外，幼兒更在遊戲中學習運用大小肌肉，發展手眼協調的能
力，漸能掌握控制身體的動作。遊戲亦幫助他們抒發情緒，建
立自信心，促進社交發展。

4.3 學與教資源
及社區資源

4.4 從遊戲中 
學習

遊戲能配合幼兒的發
展和興趣，是有效的
學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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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界及業界廣泛認同遊戲能促進幼兒的學習和發展。建基於
本地學校在教學實踐的經驗和優勢，我們深化幼兒在遊戲中學
習的理念，進一步加強遊戲中自由探索的元素。

遊戲的類別

從幼兒發展的角度，遊戲可分為：

． 單獨遊戲：幼兒於0至2歲的階段，自我中心很強，喜愛獨自
遊戲，無意和其他幼兒玩耍。

． 平行遊戲：幼兒於2至3歲的階段，開始有社交的意識，雖然
大家一起玩相同的東西或玩具，但仍是各自各玩。

． 聯合遊戲：幼兒到了3至4歲的階段，開始與友儕共同遊戲，
但遊戲沒有甚麼組織，只是一起做相同的活動，合作程度不
高。

． 合作遊戲：4歲以上的幼兒，開始進行較複雜的遊戲；有一
定的規則約束，具備組織性，要共同合作才能完成。

此外，遊戲也可從其類型，作出以下分類：

． 操作性遊戲：運用四肢大小肌肉來進行的遊戲，例如：攀
爬、拋接、推拉。

． 建構性遊戲：利用積木或玩具拼砌其他物品，例如：房屋、
橋樑。

． 創作性遊戲：運用物料，例如：泥膠、沙、紙張，進行創
作，製作簡單物品。

． 想像性遊戲：利用現有的物件或玩具，憑想像力來進行模擬
扮演角色的遊戲。

圖七：幼兒於不同年齡的遊戲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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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自由探索的元素
自由探索是遊戲的重要元素之一，是幼兒有效學習的催化劑，
能維持及增強他們的專注力和學習興趣。學校應配合幼兒喜愛
遊戲的天性，為他們提供參與自由遊戲的機會。以下是實踐建
議：

． 可配合課程目標及內容，因應幼兒的生活經驗、興趣和能
力，設計各式各樣的遊戲，為幼兒提供輕鬆及有成效的學習
經歷。

． 創設有利於遊戲的安全環境，靈活協調各班級參與遊戲的時
間，善用課室興趣角、大肌肉場地等設施，讓幼兒能在活動
區域自由走動。

． 教師宜減少遊戲的規範，讓幼兒在自由遊戲中，因應自己的
喜好、能力和生活經驗，選擇各式各樣的玩具、邀請玩伴及
設計遊戲的玩法，以增加遊戲的趣味，盡情表達感受和探索
身邊事物。

． 半日制及全日制幼稚園，應分別每日安排幼兒參與不少於 30 
分鐘及50分鐘的自由遊戲。學校應避免於幼兒自由遊戲的時
段進行其他學習活動。

教師角色
教師除了作為「供應者」，為幼兒安排和布置遊戲所需的地
方、時間和物料外，更是遊戲的「參與者」和「啟迪者」。教
師與幼兒共同遊戲，能增加遊戲的趣味，幫助幼兒發揮想像，
投入遊戲。

教師同時作為遊戲的「介入者」和「觀察者」，在遊戲中適時
為幼兒排難解紛，了解和詮釋幼兒的遊戲表現，分析他們的學
習和發展進度。

遊戲後，教師宜邀請幼兒分享經歷和感受，幫助他們整理和鞏
固所得的新知識和技能，給予幼兒適時和正面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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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的角色
適當引入資訊科技設備輔助教學，能為幼兒提供互動和有趣的
遊戲活動經歷，亦能幫助照顧幼兒的多樣性。

然而，資訊科技不可取代學習活動或遊戲，特別是戶外學習、
藝術創作和體能活動。過於偏重科技教學，會剝削幼兒透過接
觸真實世界的學習機會。

香港資訊科技發達，幼兒很早便會接觸電子屏幕產品。長時間
的接觸，影響幼兒的社交溝通，並容易增加潛在的健康風險，
例如：有損幼兒的視力健康，或是引致肥胖問題。

教師運用電子學習媒體，須衡量活動設計的適切性，或資訊內
容是否適合幼兒的發展及學習需要，並應建立幼兒正確使用電
子產品的態度和習慣。

學校亦應給予家長適當的提示，鼓勵他們參考衞生署的建議，
避免讓2至6歲幼兒長時間使用電子屏幕產品，並提示幼兒在使
用產品期間讓眼睛適當休息。

（有關衞生署《使用互聯網及電子屏幕產品對健康的影響諮詢
小組報告（行政摘要）》，可於以下網址下載：
http://www.studenthealth.gov.hk/psi/prod/tc_chi/internet/exec-
utive_summary_e_report_tc.pdf）

目的
有效的評估能反映幼兒的學習和發展表現，給幼兒提供正面回
饋，幫助他們掌握進步的方向。

評估更是課程的重要部分，能幫助學校檢視課程內容和實施的
成效，作為課程發展的藍圖。

4.5 促進學習的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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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評估

教師能

． 了解幼兒的學習進度和身心發展的情況；

． 及早識別幼兒的多樣性，使能給予適當的關顧；

． 幫助家長了解子女於學校的生活和學習進度，促進家校合
作；

． 審視學習活動的效能，使能適時調整教學內容和策略，配合
幼兒的需要。

幼兒能

． 了解自己在學習上的表現，樂於接受意見；

． 認識自己的強項，明白改善的方向；

． 在教師和家長的協助和鼓勵下，反思和檢視自己的表現。

家長能

． 了解子女在學校的表現；

． 加深對子女成長的認識；

． 建立對子女合理的期望；

． 了解和配合學校的教學安排，讓子女得到最合適的教育。

原則

． 為促進學習而評估，而並非要比較幼兒的表現和能力。

． 於真實環境進行，了解和跟進幼兒的學習和成長過程與轉變
之餘，亦可為課程規劃提供回饋。

評估並非要為幼兒 
表現「打分」，而是
讓他們掌握進步的方
向，促進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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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建議

． 有效的評估有賴教師對幼兒進行仔細的觀察、作準確的記
錄，以及客觀、全面的分析，以回饋教學，促進幼兒的學習
與健康成長。

． 教師須認識幼兒的成長和發展規律，以對幼兒設定合理的期
望，準確評估他們的能力和表現。

． 教師宜了解評估的目的，選擇適當的評估方式和工具。口
試、筆試或依靠幼兒記憶的評估方法，只能片面和零碎地查
考幼兒的所識所知。

． 教師在真實的學習環境，透過觀察和記錄，能準確和全面反
映幼兒的表現，並避免對幼兒造成壓力。

． 教師既要找出幼兒的長處，予以肯定和讚賞，亦要找出他們
尚待發展的項目，給予輔導和支援。

． 教師宜多與家長溝通，彼此分享幼兒在學校和家庭的表現。
教師更可為家長提供跟進幼兒學習的建議，以「家校同步」
的方式，培育幼兒成長。

． 讓家長適時獲取及了解評估所得的資料，掌握子女的表現，
有助配合幼兒的學習。

評估重點

． 本指引建議透過六個學習範疇，達至幼兒均衡發展的目標。
評估重點亦應以了解幼兒於各發展目標的表現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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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目標 評估重點

品德發展
（德）

．幼兒初步建立是非觀念，展現正面價值觀
．幼兒表現自信，具樂觀積極的生活態度
．幼兒與人和睦相處，亦會尊重別人和自己的不
同，與別人建立良好關係

．幼兒初步認識自己於家庭、學校、社會、國家
和世界不同生活範疇的角色和責任

認知和
語言發展
（智）

．幼兒展現求知欲，對周圍環境的人和事物感興趣
．幼兒掌握簡單的數理概念，具基礎的分析、推
理、判斷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幼兒有良好的語言發展，能表達思維

身體發展
（體）

．幼兒認識自己的身體感官
．幼兒表現專注和有良好的觀察能力
．幼兒有良好的生活習慣和自理能力，建立健康
的生活方式

．幼兒能控制大小肌肉活動（粗動作／精細動作），
肢體動作協調

．幼兒知道身體機能的限制，建立保護自己的安
全意識

情意和
群性發展
（群）

．幼兒認識自己的思想和情緒，能以適當的方法
表達自己的感受及需要

．幼兒樂於與人溝通交流，在熟悉的環境表現自信
．幼兒具群體精神，樂意與人協商和合作

美感發展
（美）

．幼兒關注四周環境中的藝術媒介，表現好奇
．幼兒樂意分享對藝術作品的感受
．幼兒發展創意及想像力，並享受創作的樂趣
．幼兒喜歡欣賞四周的事物，主動參與藝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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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業安排
． 幼稚園教育應以培育幼兒的學習興趣和自信心，以及幫助他

們養成健康體魄為目的。

． 幼兒回家後，宜有足夠的時間休息和與家人相聚，或是享受
閒暇，培育廣泛的興趣，並養成良好生活習慣。

． 家課泛指回家完成的課業。配合幼兒能力的適量家課可以鞏
固、延伸或評估兒童的學習表現，但不是唯一的方法。

． 不應安排就讀幼兒班的幼兒執筆寫字。

． 低班及高班幼兒也不應進行機械式的抄寫和計算，也不應安
排過量、頻密或過於艱深的家課，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壓力和
操練。

． 學校宜安排一些既輕鬆有趣，又適合幼兒的小任務或親子習
作，如閱讀繪本、收集物品、傳遞訊息等，符合幼兒的能力
範圍之餘，家長亦可以從旁引導。

． 這些小任務，可以延展幼兒的學習興趣，培養良好習慣和責
任感，更能促進親子關係。

（相關內容詳見教育局《幼稚園應做和不應做的事項》網站， 
網址：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
quality-assurance-framework/dos-donts-for-kindergartens/
index.html）

學習歷程檔案
． 幼兒的成長和發展是延續的過程，為幼兒建立學習歷程檔
案，能讓家長和教師把幼兒在不同階段的一些重要資料記錄
下來，佐證他們的成長。

． 學習歷程檔案是幼兒成長的系統記錄，而並非評估工具。

． 學習歷程檔案可在幼兒升班時，供接任教師參考和跟進，以
及在幼兒離校時交回家長保管。

． 學校以學習歷程檔案作為幼兒的學習記錄，需要有整體 
規劃，確保教師有足夠的培訓，並幫助家長了解和認同有關
理念。

． 學校應持續蒐集家長的意見和幼兒的回應，在有需要時調整
和修改策略，以達至預期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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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照顧幼兒的多樣性
如何營造融和的 
學習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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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幼兒的多樣性 – 

幼兒都是獨立的個體，各有不同的性格、能力和興趣，也有各
自的發展步伐。他們在語言、文化和生活習慣等方面也有不
同。

隨著香港社會政策及人口結構的轉變，幼兒的多樣性在學校和
社區受到重視。

學校以「兒童為本」作為課程的核心價值，教師應關心和接納
幼兒，理解他們的個別需要，秉持共融的原則，讓幼兒均能各
展所長，發揮潛能。

學校營造接納和包容的校園氛圍，能促進幼兒的身心健康成長：

． 提高幼兒的學習動機，能延續他們對學習的興趣和主動性。

． 發展幼兒各種潛能，讓他們都能享受學習帶來的滿足和成就
感。

． 靈活的課程設計和多元化的教學策略，能促進幼兒喜愛學
習，並鞏固學習。

． 幼兒一起學習和生活，能學會尊重和接納別人，培育正面的
價值觀。

幼兒應不受文化、種族、家庭背景、發展和能力等因素所影
響，享有接受優質教育的機會。學校應致力為幼兒營造共融的
學習環境，及提供愉快和有效益的學習經歷。

學校應適時審視校情，了解整體及個別幼兒的需要，制定共融
的政策，並在課程規劃和實施上關顧幼兒的多樣性，以全校參
與的模式，促進幼兒的學習和發展。

學校應認識和接納幼兒的多樣能力表現和學習需要，在課程上
作出調適，調節學與教步伐，讓幼兒能有適切的發展。

幼 兒 是 多 樣 的 ，
有 不 同 的 性 格 、
能 力 和 興 趣 、
發 展 步 伐 、 語
言 、 文 化 和 生 活 
習慣。

如何營造融和的學習氛圍？

5.1 理念

5.2 目的

5.3 策略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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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配合校本需要，制訂有效的支援策略，讓有不同學習或適應
需要的幼兒，能與其他同學一起，在同一校園中愉快地學習。

可從以下的方向作出調節：

． 調適課程目標
 學校可檢視辦學理念，因應幼兒的背景、能力、興趣，增加
對幼兒多樣性的關注，在課程加入共融和照顧差異的目標，
使能作為修訂學習內容和調整教學策略的依據。

． 調適學習內容
 教師首要增進對班中每位幼兒的認識，對他們建立合理的期

望，繼而選擇適合幼兒的學習內容，發展不同的學習層次，
以幫助幼兒建立基礎的知識和能力，也讓能力較高的幼兒能
延展所學。

． 調適學習策略
 幼兒的能力和學習模式各異，例如：個別幼兒較能從實物操
作鞏固學習，也有幼兒喜歡探索新知識。教師可靈活運用全
班、分組和個別教導的安排，為幼兒設計不同的遊戲、學習
活動和教具，促進幼兒有效學習。

． 調適評估模式
 幼兒各有所長，也有不足的地方。教師不宜以幼兒的學習表
現，比較他們的學習能力。日常持續觀察最能全面反映幼兒
的進度，教師亦宜採取富彈性的評估準則，肯定幼兒的能
力，建立他們的學習信心，而不應只著眼於幼兒未能達成的
目標。

此外，彈性採用各種分組模式，能讓能力相近或能力差異較明
顯的幼兒，有共同學習的機會，彼此促進，共同受益。教師安
排不同族裔、背景、語言和興趣的幼兒一起遊戲，更可讓他們
在合作中增加對彼此的認識和了解，增進友誼。

教師如發現幼兒在某個（或多個）發展範疇，出現持續而明顯的
問題和困難，便需要及早轉介，讓幼兒接受專業評估。

學校重視幼兒的多樣性，課程領導和教師能緊密合作，支援幼
兒的學習和發展。

照 顧 幼 兒 的 多 樣
性 ， 並 非 要 將 他
們 「 辨 別 」 和 
「分隔」，而是加
深 了 解 他 們 不 同
的需要後，提供適
切的安排，促進共
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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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領導
． 制訂有效的家校溝通渠道和機制，與家長恆常接觸和交流，
讓他們理解及支持學校的教學安排。

． 與社區保持緊密聯繫，善用社區資源。例如：邀請相關機構
協作，為有需要的幼兒制定個別跟進和輔導的計劃。

． 營造共融的校園氛圍，鼓勵幼兒從小接觸不同文化、生活習
慣、語言、能力的人，幫助他們培養接納和尊重別人的價值
觀和態度。

教師
． 了解、接納和欣賞每位幼兒的獨特成長、背景、文化生活習

慣，明白他們會展現不同的性格、能力和興趣。

． 掌握辨識、處理和跟進幼兒的多樣性的策略，主動聯絡家
長，以探討幼兒的需要，制定跟進方案。

． 按情況需要，在徵得家長同意下，可尋求醫護人員、社工等
專業人士協助，盡早介入，適時給予幼兒支援。

． 認同班中存有幼兒的多樣性，如果處理得宜，不單可以促進
學習，也能培育他們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例如：尊
重他人、接納、和諧共處、關愛。

． 視幼兒的多樣性為課程發展的契機，讓幼兒都能享受愉快的
學習和生活；也讓他們的家長感到受尊重和關懷。

教師應具備專業知識，識別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幼兒，並懂得與
同工及家長溝通協作，適時轉介個案，尋求專業服務。

然而教師的主要角色，乃作出「識別」及「轉介」，並非辨別
幼兒的問題屬於哪種障礙。教師只要留意到幼兒出現問題，並
盡早介入，向家長建議轉介幼兒接受評估，已為他們作了合適
的幫助及安排的第一步。

衞生署聯同教育局及社會福利署，聯合製作《學前兒童發展及
行為處理 ── 幼師參考資料套》，幫助教師及早識別有特殊學
習需要的兒童，並提供轉介幼兒接受專業評估和支援的方法建
議，詳情可瀏覽以下網站：
ht tp : / /www.edb.gov .hk / tc /edu-sys tem/prepr imary -
kindergarten/comprehensive-child-development-service/
index.html#Reference)

5.4 潛在發展困 
難或有特殊
學習需要的
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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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提供《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讓有特殊需
要幼兒在訓練的黃金期，及早獲得所需訓練，詳情可瀏覽以下
網站：
http://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rehab/sub_
listofserv/id_psosps/

圖八：不同部門或團體為照顧幼兒多樣性提供支援服務

5.5 非華語或 
新來港幼兒

非華語或新來港幼兒，均需適應本地的生活習慣和文化，及早
融入學校和社區生活。他們在語言溝通和學習上或會遇上挑
戰，也會在能力和興趣上出現多樣性，於一些日常生活的知識
和技能，需要得到額外的照顧和支援。

學校可從以下方面支援非華語和新來港幼兒：

． 加深他們對社區環境和設施的認識；

． 幫助他們了解本地的文化及生活習慣；

． 提升他們聽、說粵語的能力，幫助他們學習繁體字。

部分非華語或新來港幼兒，在陌生環境中，會經歷更長的適應
期，亦因言語溝通的困難表現膽怯。教師宜多關心他們的適應
情況，幫助他們建立自信心和自我形象。

此外，教師亦應認識非華語或新來港幼兒的文化和習俗，例如
了解他們的飲食習慣，或酌情處理他們的衣飾，讓他們感到被
接納和認同，減少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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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家校溝通能幫助幼兒及早適應及融入學校生活。學校可
建立良好的家校溝通途徑，幫助非華語或新來港幼兒的家長認
識學校的課程。如情況許可，教師可鼓勵一些同時懂得粵語和
其他語言的家長作為溝通橋樑，促進交流。

教育局鼓勵及支援非華語學生盡早融入學習及社會生活，並致
力幫助他們學好中文。教育局為學校提供額外資源，亦安排教
師專業發展活動和提供校本支援服務，以增進他們教育非華語
幼兒的知識和技能。

（有關教育局支援非華語學生服務，可透過以下網站參閱「支
援非華語學生服務總覽表」http://www.edb.gov.hk/tc/student-
parents/ncs-students/summary-ncs-support-services/index.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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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入學適應與幼小銜接
家長、幼稚園與小學
共同攜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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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適應與幼小銜接 – 

不同學習階段的課程，乃依據學生的發展和學習需要而設計，
在理念、推行模式和學習期望上均有不同。

在幼稚園階段的幼兒，會面對「從家庭到幼稚園」和「從幼稚
園到小學」兩個重要的「成長關卡」。他們或會感到緊張和焦
慮，甚或出現抗拒上學或行為倒退的現象。

這些「成長關卡」，也是幼兒的「成長契機」。若處理得宜，
不單能幫助幼兒適應新學習階段的環境，更能提高他們的自信
心和成就感，讓他們勇敢面對環境的轉變和挑戰。

學校應制定周詳的計劃，並持續進行，以幫助新入學的幼兒適
應校園生活，也要與家長保持緊密連繫，讓家長知悉幼兒在校
的適應情況。

幼稚園和小學雙方協力，才能幫助幼兒盡早適應小學的課程和
生活。學校應持守「兒童為本」的理念，以培養幼兒的學習興
趣，奠定學習基礎為目標，不宜追隨小學的課程內容，以免出
現課程小學化的超前教學情況。

而小學亦應秉承「兒童為本」的理念，關注初小學生的學習特
徵，特別是在小一的階段，採納學生在幼稚園所熟悉的課堂學
習和評估模式，使能延續他們的學習興趣，以及建立自信心。

幼兒自幼與家人相處，得到家人妥善照顧，建立信任和親密 
關係。

入讀幼稚園標示一個新階段的開始。幼兒要適應陌生的環境，
並克服和家人短暫分開的恐懼和掛念，學會照顧自己，及與老
師和同學相處。這些對幼兒而言，都是新的體驗和挑戰。

學校應與家長攜手，幫助幼兒愉快和自信地迎接學校生活。

家長、幼稚園與小學共同
攜手

6.1 怎樣銜接

6.2 入學適應



69

幼稚園的預備

協助新入學幼兒適應校園生活，乃是全校參與的工作。全校教
職員要認識迎接幼兒入學措施，讓幼兒感到被接納和關懷，以
消弭對新環境的不安和恐懼。

學校應持續推行幫助幼兒適應學校生活的措施，經常評估他 
們的進度和需要，靈活安排適應課程，以配合不同幼兒的適應
步伐。

恆常舉辦家長講座和工作坊，能提高家長對幼兒入學所面對的
挑戰的認識，亦讓他們了解幼兒在校的適應情況，使能互相配
合，協助幼兒愉快健康成長。

家長教育

家長幫助幼兒及早融入和適應學校的學習和生活，擔當重要的
角色。學校可參考下列建議，做好家長教育：

． 幫助家長了解學校於新學年開課初期和日常運作的安排，讓
家長可預先知道子女在生活上將會面對的轉變，以便作出 
配合。

． 請家長關注子女可能出現的情緒變化，鼓勵他們多主動對幼
兒表達關心和支持，並聆聽幼兒分享在學校的軼事。

． 為家長提供具體建議，以幫助子女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
的態度，適應入學所帶來的轉變。

． 向家長講解幼兒的成長轉變和學習需要，主動聆聽他們的
意見及關心的事情，理解和分擔家長對幼兒升讀幼稚園的 
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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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幼小銜接

幼稚園課程應以培
養幼兒自信心、學
習興趣、求知精神
為目的。

教師的角色
． 認識幼兒面對的恐懼和不安，以接納的態度，主動表達關心

和支持。

． 經常保持友善的態度，給予幼兒安全感，能循序漸進適應學
校生活。

． 先照顧幼兒的情緒和感受，給予他們足夠的情感支援，與幼
兒建立信任關係，幫助他們盡快適應新的轉變。

． 應循序漸進，讓幼兒逐步認識和遵從學校常規；並提供機
會，培養幼兒的良好態度，學習與別人融洽相處。

幼兒升上小學，是另一個「成長關卡」，他們經歷身份的變
化，頓時由幼稚園的大哥哥、大姐姐，成為小學裡的小弟弟、
小妹妹。他們更要重新適應新的學習環境，以及與幼稚園不同
的課程要求，還要認識新的老師和朋友。

幼稚園、小學和家長需三方協力，為幼兒在心理和情緒、生活
習慣和學習各方面，作好升小一的準備。

幼稚園的角色及工作

幼稚園教育課程以促進幼兒均衡發展為目的，著重培養他們的
自信心、學習興趣、求知精神，以及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
度，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並養成健康的體魄。

學習是漫長的過程，幼兒在幼稚園階段為終身學習奠定基礎，
發展學習能力及態度，比追求知識更重要。

讓幼兒超前學習小學的課程內容，只是揠苗助長，削弱幼兒的
學習興趣和動機，損害自信心，使他們失去對學習的動力，與
幼稚園教育的課程目標背道而馳。

學習內容方面，學校應幫助幼兒打穩基礎知識，成為他們日後
學習的條件。教師不應追趕小學的課程，例如要求幼兒書寫筆
劃艱深的詞彙，或是進行步驟繁複的運算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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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宜在教學中預留充足的時間，讓幼兒操作教具，或是進行
探索，以建立穩固的基礎概念。

主題式的內容有助幼兒把學習與生活作連繫，是幼兒接受小學
學科學習前的理想學習經歷。

幼兒升上小學，需處理自己的不同需要，例如穿衣、上洗手
間、收拾書包和自行吃午飯等。學校可發展幼兒的生活技能，
提升他們的自理能力，幫助他們適應小學生活。

此外，學校也可以培養幼兒和別人溝通，以及結交朋友的技
巧，學習主動介紹自己、跟別人打招呼，以及打開話題，減少
他們離開熟悉環境的不安，盡早融入小學的群體生活。

學校更可安排參觀小學的活動，或是邀請舊生回校分享小學的
學習和生活經驗，以紓緩幼兒對升小一的緊張和焦慮。

小學的角色及工作

小學應以幼兒成長和學習為本，迎接升小一的新生，以持續維
持幼兒對學習的信心和興趣為宗旨，有計劃並循序漸進幫助他
們適應小學生活和學習。

小學應認識幼稚園的課程設計和教學模式，在課程上配合幼兒
的學習和發展步伐，循序漸進幫助幼兒適應新的學習階段。

剛升上小學的新生，因環境及學習模式的轉變，或會有不安和
表現退縮，對學習和校園生活產生恐懼，學校應以接納的態
度，耐心幫助小一學生認識新環境和學習要求。

新學年伊始，小學可組織各種迎新活動，讓小一新生及家長加
深對學校的認識，也讓學校初步了解新生。迎新活動可包括：

． 介紹學校的抱負、辦學宗旨、校訓和歷史；

． 認識班主任、各科教師、學校管理層及學生輔導教師等教學
人員；

． 講解學校的日常運作和對學生的常規要求；

． 介紹學校課程、學習和評估模式；

． 邀請高年級同學分享學校學習和生活經驗。

小學應以迎接新生
的心態，持續維持
幼兒對學習的信心
和興趣。



72

幼小銜接活動並不一蹴而成，教師應持續觀察小一生的適應情
況，靈活安排銜接的措施。小學可彈性處理適應的時段，按學
生需要設定和延長適應期，讓新生逐步適應。

在生活習慣方面，學校可彈性調整小息和午休時間，讓小一生
有充足的時間上洗手間、進食或小休；而在午飯時，學校亦可
安排多位職工或家長義工協助小一生分派午餐，並幫助他們慢
慢學習獨立進食。

此外，全日制學校應發揮課時的優勢，於下午時段加入輕鬆的
學習活動，既讓學生發展潛能，亦能避免小一生於午飯後出現
勞累的情況。

在組織課程內容方面，幼兒於幼稚園習慣以綜合課程模式學
習，小學宜為小一生靈活編排時間表，以便進行單元或主題式
的探究學習活動，延續學生在幼稚園階段已引發的好奇心。

在教學策略方面，因應小一生年紀尚小，專注力較弱，教師
宜配合他們的學習特徵，嘗試以遊戲和活動形式進行教學；
例如：在中、英文課堂，教師以講故事，或是組織角色扮演活
動，幫助幼兒了解學習內容。

在課業安排方面，同班科任應協調每日的家課份量，以減輕小
一生的學習壓力。學校亦應善用導修課，由教師輔導學生在校
先完成部分練習，或是解答他們在家課上的疑難。

在學習評估方面，學校宜採取按部就班的策略，配合學生的能
力和適應情況，在評核模式或次數上，作出適當的安排。具體
而言，學校不宜在小一生入學初期進行默寫活動或紙筆評估。
教師亦不宜要求小一生背誦或強記大量學科知識。

小學教師可藉參考幼稚園畢業生的學習歷程檔案，加深對小一
新生的認識，了解各方面的發展，並關注他們的多樣性。學校
應持續推動共融文化，確保所有小一學生，在學習和生活銜接
上，均可得到適切的支援和輔導。

小學可考慮延遲半
個 學 期 或 一 個 學
期，才正式實行家
課、默書和測驗的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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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也要引入家長的支持和參與，舉辦講座、家長日、「家長
學堂」等活動，幫助他們了解子女在新環境中面對的挑戰，聆
聽他們的心聲。

（有關幼小銜接的建議，可參閱《基礎教育課程指引》
（2014）第9章「各教育階段的銜接」，網址為：
https://cd.edb.gov.hk/becg/tchinese/chapter9.html）

家長的角色及工作

每個孩子都是獨特的，在不同階段的發展和學習需要都各有不
同。家長應對子女建立合理期望，考慮他們的興趣和能力，為
他們選擇合適的學校。

家長應積極參與由幼稚園或小學舉辦，有關幼小銜接或適應的
活動，認識幫助子女適應新學習環境的策略，並配合學校的相
關措施和安排。

家長不必安排幼兒參加一些只為準備升上小一的「面試班」、
「學習班」或「補習班」，以免加重幼兒升上小一的壓力。

在日常生活中，家長可以讓子女承擔照顧自己和部分家務的責
任，鼓勵幼兒收拾書包、打掃家居和妥善保管個人物件，逐步
培養他們的自理能力。

（有關幼稚園與小學各項銜接措施建議，可從教育局網站下載
《幼小銜接多面睇》小冊子參考，網址為：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
ment/major-level-of-edu/primary/materials/transition-from-k-
to-p/interface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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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家校合作與社區
參與

培育幼兒， 
需要各持份者的 
共識和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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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學校、家庭及社區共同參與培育幼兒

家校合作與社區參與 – 

家庭是幼兒成長的基地，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師。幼兒的人
格發展、自我形象、價值觀和態度，都深受父母和其他家庭成
員影響。

家長對幼兒的期望、管教模式、閒暇活動安排，都對幼兒的學
習和成長有深遠的影響。

家長與社區的參與，有助推動優質的幼稚園教育。幼兒在 
家庭、學校和社區三個不同的環境中成長，學校、家庭和社區
有良好溝通和聯繫，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有利幼兒健康地 
成長。

培育幼兒，需要各持份者
的共識和協作

7.1 夥伴關係

其中，家長更是學校的緊密夥伴。他們除了幫助子女學習外，
亦為學校的重要資源，可協助學校推行課程，以及就課程的規
劃和實施給予意見，對學校的持續發展起積極的作用。學校與
家長建立互信關係至為重要。

現今的幼稚園，常舉辦家長講座及工作坊、同樂日、家長觀課
等活動，或是組織家長義工，鼓勵家長參與，增進對幼稚園的
了解和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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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推行原則 真誠和尊重的態度

． 真誠的溝通是家校合作的基礎。

． 學校尊重不同族裔、語言和文化背景的家長，讓他們都感到
被了解和受重視，能鞏固家校的互信關係。

認識家長的需要

． 香港是一個多元化社會，有多種不同類型的家庭。家長對教
養孩子的理念、工作時間的限制和教育背景，都會直接影響
參與家校活動的意願。

． 學校宜設計不同形式的活動，以配合家長的不同需要，從而
引入家長的參與，開展家校合作。

認識家長和教師不同的角色

． 家長對子女的期望，受著家長本身的成長所影響，更有家長
會把自己主觀的願望投射到子女身上。

． 教師擁有專業知識，能透過平日的觀察，了解幼兒的成長和
學習的需要，對幼兒建立合理的期望。

． 在指導幼兒時，教師既要了解家長的取向，同時也要耐心向
家長解釋學校的教育理念及幼兒的成長和學習需要，以幫助
家長明白和認同學校的政策和採用的方法，消減家長與學校
對教育幼兒的矛盾。

． 教師和家長加強溝通了解，能促進全面培育幼兒發展的 
工作。

引入社區資源

． 學校各有不同的辦學理念、環境資源和教師培訓背景。故
此，在設計家校合作活動時，除要考慮幼兒和家長的因素，
更要檢視本身的條件，善用社區資源。

． 學校可邀請幼兒教育專家、社工、心理學家等專業人士為家
長主持親職教育講座。

． 管理層應鼓勵和支持教師參加專業團體或社區舉辦的專業培
訓課程。

． 教師可向家長提供有關社區資源的資訊，讓他們選擇參加有
興趣的項目，引入社區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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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與學校的聯繫，已從以往主要由學校派發通告及家長簽閱
手冊，以傳遞事務性質資訊的溝通，發展至今天的雙方協作，
讓家長參與學校運作及就校政提出意見。

學校可參考以下建議，規劃家校合作活動：

． 建立溝通渠道，增進雙方了解，掌握幼兒在家庭和學校生活
情況。

． 舉辦親職教育，幫助家長認識幼兒成長、情緒管理、品德
培育等課題，並增進家長對子女成長特徵的了解，提升育兒 
技巧。

． 邀請家長參與義務工作，協助學校推行活動，從中建立家長
對學校的歸屬感。

． 幫助家長了解課程的推行情況和教師採用的教學策略和內
容，讓家長配合學校的學習活動。

． 鼓勵和協助家長之間建立聯繫，加強交流。在條件許可下，
更可成立家校合作組織，鼓勵家長就學校政策表達意見。

7.3 推行模式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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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教師專業發展
持續提升專業能力 
和建立學習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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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 – 

優秀的教師團隊是教育工作中的重要一環。學校教師持續增進專
業知識，能提升教學質素，促進幼兒的成長和推動發展進程。教
師的教學熱誠，更是推行優質教育的關鍵因素。

香港社會和人口結構不斷轉變，學校和社會日益關注幼兒的多樣
性。幼兒和家長對相關教育和支援服務的需求，亦不斷提高。

教師的專業發展，並不是短期的培訓活動，而是一個連續不斷的
長遠目標，對學校的持續發展有深遠和正面的影響。

學校應妥善規劃教師的專業培訓安排，積極組織及推廣校內、校
外的學習交流活動，鼓勵教師參與專業對話和分享教學心得，以
提升專業能力，促進學校持續發展。學校可：

． 了解及識別教師的專業發展需要；

． 連繫教師個人的進修與校內群體組織的學習；

． 在行政安排上作出配合，鼓勵教師參與各式各樣的專業發展
活動；

． 在學校營造學習和分享的文化。

教師也應視教學為集體事業，積極與同工分享教學知識，群策群
力，共同為幼兒提供優質的學校教育作出貢獻。

學校應鼓勵教職員參與培訓，讓他們從各種途徑吸收教學的新知
識和技能。學校也可配合教職員的發展需要，舉辦講座、研討
會、工作坊、學校探訪等專業活動，豐富他們的專業知識。

教育局及大專院校均為學校校長及教師，提供專業發展課程及校
本支援服務，以匯集和推廣有效的學與教策略和經驗。學校可積
極蒐集相關的資訊，以選擇和善用不同的服務。

持續提升專業能力和
建立學習社群

8.1 方向

8.2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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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實踐

學校更可收集幼兒發展及學與教成效的數據，作有系統的分析，
以了解教師的發展需要，使能制定短期和長遠的教師培訓計劃。

教師專業發展為學校人力資源策劃的重要項目，在規劃教師專業
發展時，學校宜關注以下各項：

． 吸納教師的意見，制訂教師專業發展政策；

． 配合教育政策和學校課程的發展，靈活協調和分配資源；

． 採納系統學習和其他多元化的教師專業發展模式；

． 為教師提供分享的平台，安排同儕觀課和共同備課，讓教師
分享教學心得和商討幼兒的學習難點，促進交流，實踐知識
共享；

． 適時檢視培訓活動的成效及教師專業發展的需要；

． 建立資源庫，以延續和深化良好的實踐經驗。

教育局重視教師的專業發展，透過以下策略及措施，促進教師的
專業成長：

． 籌辦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提升教師專業知識；

． 提供校本專業支援服務、種籽計劃、研究及發展計劃等多元
化的專業支援；

． 就非華語幼兒的學習與適應等教育議題，提供專業發展課
程，提高對相關知識和技巧的掌握；

． 加強幼稚園與小學之間的專業交流，促進彼此了解；

． 組織學校網絡和建立知識社群，促進開放、探究、反思及協
作的學習和分享文化；

． 協同各方的支持和參與力量，製作學與教及多媒體資源；

． 持續檢視，不斷優化支援策略，以配合課程發展和教師的需
要，提升學與教的成效。

8.4 教育局的 
支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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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的

闡
釋
：
 

「
態
度
和
信
念
影
響
人
的
行
為
及
生
活
方
式
，
價
值
觀
是
構
築
態
度
和
信
念
的
基
礎
⋯
⋯
 

不
同
的
社
會
有
不
同
的
價
值
觀
，
這
是
因
為
不
同
的
地
理
環
境
、
不
同
的
社
會
經
濟
條
件
 

導
致
人
們
重
視
不
同
的
價
值
觀
。
儘
管
如
此
，
我
們
還
是
能
夠
發
現
所
有
人
類
社
會
都
會
 

一
致
地
強
調
某
些
價
值
。
這
些
普
效
性
價
值
觀
的
存
在
說
明
人
類
社
會
有
共
同
關
心
的
事

物
，
人
類
的
生
存
有
基
本
的
要
求
，
人
類
文
明
有
共
同
的
要
素
，
人
性
中
也
有
共
同
的
特

質
⋯
⋯
我
們
把
這
些
普
效
性
的
價
值
稱
作
『
核
心
價
值
』
」
。
而
輔
助
價
值
「
也
十
分
重

要
，
它
們
在
運
作
上
有
助
於
維
持
核
心
價
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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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

二
至
六
歲
兒
童
發
展
特
徵

年
齡

體
能
發
展

認
知
發
展

語
言
發
展

情
意
和
群
性
發
展

兩
至
三
歲

大
肌
肉
發
展
：

1.
 已
能
自
如
地
步
行
，
可
同
時
拖
、
推
物

件
，
或
向
後
踏
步
。

2.
 上
梯
級
仍
需
小
心
翼
翼
，
兩
步
一
級
。
初

時
仍
需
扶
持
，
逐
漸
可
自
行
做
到
，
無
需

協
助
。

3.
 能
從
一
級
樓
梯
跳
下
，
但
易
生
意
外
。

4.
 踢
球
時
，
初
時
像
行
近
碰
球
一
樣
，
後
期

則
逐
漸
像
樣
。

5.
 擲
球
時
無
方
向
感
，
後
期
可
以
將
球
擲
進

面
前
的
籃
內
。

6.
 玩
腳
踏
車
時
，
只
能
用
足
著
地
推
動
前
進
，

後
來
懂
得
用
手
操
縱
方
向
。

小
肌
肉
發
展
：

1.
 
能
拆
開
包
著
糖
果
的
紙
張
。

2.
 
能
一
頁
一
頁
地
翻
書
本
。

3.
 
能
扭
開
瓶
蓋
。

4.
 
能
疊
積
木
。

5.
 
能
用
繩
穿
大
珠
。

6.
 
能
仿
畫
橫
線
、
直
線
、
圓
形
等
。

7.
 
嘗
試
摺
紙
和
用
剪
刀
。

8.
 
玩
泥
膠
時
，
懂
得
用
手
作
搓
、
搥
、
擠
、

壓
、
拉
等
動
作
。

1.
 能
配
對
顏
色
、
形
狀
、
物

品
、
大
小
。

2.
 經
數
次
嘗
試
，
能
將
五
個

環
依
大
小
次
序
穿
在
棍

上
。

3.
 能
完
成
三
至
五
塊
的
拼
圖
。

4.
 知
道
自
己
的
名
字
。

5.
 知
道
主
要
身
體
部
分
名
稱

及
其
用
途
。

6.
 憑
觸
覺
分
辨
日
常
用
品
。

7.
 開
始
明
白
「
一
個
」
與
 

「
兩
個
」
的
意
思
。

8.
 開
始
表
現
記
憶
力
，
例
如

會
突
然
想
起
一
些
心
愛
的

物
件
，
然
後
找
尋
。

9.
 玩
模
擬
遊
戲，
如
扮
醫
生
 ／

老
師
等
。

語
言
理
解
：

1.
 能
依
從
簡
單
指
示
，

或
指
出
多
個
身
體
部

分
。

2.
 能
明
白
常
用
名
詞
、

動
詞
和
形
容
詞
。

語
言
表
達
：

1.
 能
運
用
有
限
辭
彙
及

短
句
來
表
達
意
思
。

2.
 懂
得
發
問
，
例
如
 

「
甚
麼
？
」
。

3.
 跟
唱
兒
歌
時
，
能
模

仿
較
長
的
句
子
。

1.
 
與
其
他
兒
童
相
處
時
，
只
能
個

別
玩
玩
具
，
未
懂
分
享
。

2.
 
在
成
人
領
導
下
，
能
與
其
他
兒

童
一
起
輪
候
。

3.
 
容
易
妒
忌
，
不
滿
其
他
兒
童
分

薄
成
人
的
注
意
。

4.
 
不
如
意
時
容
易
發
脾
氣
，
但
也

很
易
受
其
他
事
物
吸
引
而
忘
記

不
快
。

5.
 
跟
隨
固
定
常
規
，
不
喜
歡
改
變
。

6.
 
開
始
對
食
物
表
現
喜
惡
。

7.
 
喜
歡
被
人
稱
讚
，
對
漂
亮
衣
服
有

偏
愛
。

自
理
能
力
：

1.
 
懂
得
表
示
如
廁
需
要
及
在
提
示

下
自
行
如
廁
，
但
日
間
仍
會
間

中
遺
溺
。

2.
 
在
協
助
下
能
洗
手
。

3.
 
能
拉
上
／下
褲
子
、
脫
衣
服
、
鞋

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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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齡

體
能
發
展

認
知
發
展

語
言
發
展

情
意
和
群
性
發
展

三
至
四
歲

大
肌
肉
發
展
：

1.
 
能
一
步
一
級
上
樓
梯
。

2.
 
能
自
行
上
滑
梯
和
幼
兒
攀

架
。

3.
 
能
沿
線
或
足
印
踏
步
。

4.
 
坐
時
可
以
雙
腳
交
疊
。

5.
 
玩
球
時
，
能
踢
中
一
個
向

他
緩
緩
滾
動
的
大
球
。

6.
 
能
用
手
接
到
一
個
拋
向
他
 

／她
的
大
球
。

7.
 
玩
腳
踏
車
時
，
能
利
用
腳

踏
前
進
和
用
手
駕
駛
。

小
肌
肉
發
展
：

1.
 
能
搥
木
條
。

2.
 
能
扭
緊
瓶
蓋
。

3.
 
能
疊
高
十
塊
以
上
小
積
木
。

4.
 
開
始
像
成
人
般
執
筆
。

5.
 
嘗
試
填
色
，
初
時
只
能
胡
亂

地
把
顏
色
塗
上
，
後
期
則
很

少
出
界
。

6.
 
能
畫
十
字
、
斜
線
。

7.
 
能
用
剪
刀
剪
紙
條
。

8.
 
能
自
行
塗
膠
水
。

1.
 
能
從
兩
件
物
件
中
，
分

辨
出
大
 ／小
、
長
／短
、

幼
滑
／粗
糙
、
堅
硬
／柔

軟
。

2.
 
經
一
至
兩
次
嘗
試
，
便

能
把
五
個
環
依
大
小
次

序
穿
在
棍
上
。

3.
 
能
完
成
六
塊
拼
圖
。

4.
 
明
白
先
後
次
序
，
能
把

積
木
或
珠
子
依
圖
案
排

次
序
。

5.
 
開
始
懂
得
把
物
件
分
類

和
組
合
，
例
如
：
食

物
、
衣
服
；
鞋
配
襪
、

杯
配
碟
。

6.
 
能
認
識
三
至
四
種
顏
色

的
名
稱
。

7.
 
知
道
自
己
的
姓
名
、
性

別
及
年
齡
。

8.
 
能
分
辨
男
女
。

9.
 
畫
人
像
時
，
能
繪
出
頭

和
身
體
其
中
部
分
。

10
. 能
背
誦
一
至
十
。

11
. 能
正
確
數
出
三
至
四
件

物
件
。

12
. 能
聽
後
立
刻
重
述
三
個

數
字
。

13
. 能
憑
記
憶
找
尋
兩
件
物

件
。

語
言
理
解
：

1.
 
可
以
理
解
略
為
抽
象
的
詞
句
，

例
如
：
「
相
同
／不
相
同
」
、

「
開
／合
」、
「上
面
／下
面
」
、

「
內
／外
」
。

2.
 
明
白
什
麼
是
「
假
裝
」
。

3.
 
留
心
聽
故
事
，
經
常
要
求
重
複

講
述
他
／她
喜
愛
的
故
事
。

語
言
表
達
：

1.
 
開
始
依
次
序
將
過
去
發
生
的
事

情
作
簡
單
描
述
。

2.
 
所
用
的
句
子
包
括
形
容
詞
，
但

主
要
是
名
詞
和
動
詞
的
配
合
。

3.
 
能
用
「
這
裡
」
、
「
那
裡
」
、

「
你
／我
」
等
詞
語
。

4.
 
開
始
運
用
「
是
什
麼
？
」
、
 

「
在
哪
裏
？
」
、
「
是
誰
人
？
」

等
來
發
問
。

5.
 
說
話
時
，
能
適
當
地
配
合
動

作
、
音
韻
、
聲
量
和
速
度
。

6.
 
雖
然
有
些
發
音
仍
不
甚
清
楚
，

但
大
致
上
能
令
別
人
（
包
括
陌

生
人
）
明
白
他
們
的
說
話
。

7.
 
背
誦
兒
歌
時
能
配
合
動
作
。

1.
 
能
獨
自
玩
玩
具
而
不
需
成
人
陪
伴
。

2.
 
喜
歡
參
加
成
年
人
領
導
的
遊
戲
，
開

始
依
從
遊
戲
規
則
。

3.
 
玩
玩
具
時
，
自
動
懂
得
輪
候
。

4.
 
知
道
甚
麼
是
自
己
的
，
什
麼
是
別
人

的
。

5.
 
懂
得
愛
護
較
年
幼
的
兒
童
和
願
意
分

享
玩
具
。

6.
 
能
接
受
勸
解
，
視
父
母
為
權
威
，
多

能
服
從
指
示
。

7.
 
開
始
懂
得
禮
貌
，
在
提
示
下
能
說
 

「
唔
該
」
、
「
多
謝
」
。

8.
 
興
趣
及
注
意
開
始
擴
展
至
家
庭
以

外
，
喜
歡
出
外
。

自
理
能
力
：

1.
 
能
熟
練
地
用
匙
羮
進
食
。

2.
 
能
捧
壼
斟
水
。

3.
 
膳
後
知
道
要
抹
嘴
。

4.
 
開
始
用
肥
皂
洗
手
以
及
抹
手
。

5.
 
能
在
日
間
自
行
如
廁
，
很
少
遺
溺
。

6.
 
懂
得
自
己
拉
下
和
穿
回
褲
子
。

7.
 
可
自
己
穿
／脫
鬆
身
外
衣
。

8.
 
能
弄
開
胸
前
衫
鈕
。

9.
 
嘗
試
把
衣
服
掛
上
衣
架
。

10
. 開
始
知
道
甚
麼
是
危
險
，
平
日
不
會

接
近
火
、
沸
水
等
。

11
. 能
遵
守
規
則
，
外
出
時
不
會
跑
出
馬

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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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齡

體
能
發
展

認
知
發
展

語
言
發
展

情
意
和
群
性
發
展

四
至
五
歲

大
肌
肉
發
展
：

1.
 
能
連
續
向
前
跳
、
向

後
跳
、
單
腳
跳
、
邊

跑
邊
跳
。

2.
 
跑
步
時
能
彎
腰
拾
物
。

3.
 
能
拋
接
豆
袋
。

4.
 
能
行
平
衡
木
。

5.
 
能
擲
小
球
。

6.
 
游
泳
時
，
能
在
淺
水

中
行
走
，
或
用
輔
助

物
浮
游
。

7.
 
玩
滑
梯
、
攀
架
、
鞦

韆
時
信
心
十
足
。

小
肌
肉
發
展
：

1.
 
能
穿
小
珠
鏈
。

2.
 
能
畫
四
方
形
。

3.
 
能
繪
畫
簡
單
圖
畫
如

人
、
屋
、
樹
、
車
等
。

4.
 
能
沿
斜
線
摺
紙
。

5. 
開
始
做
簡
單
剪
貼
。

6.
 
能
剪
出
簡
單
圖
形
。

7.
 
能
牢
固
地
接
合
數
塊

泥
膠
。

1.
 
能
分
辨
有
生
命
（
例
如
：
貓
、
狗
、

樹
）與
沒
有
生
命
（
例
如
：
玩
具
、

杯
碟
）
的
東
西
。

2.
 
能
將
傢
具
依
照
所
屬
房
間
擺
放
。

3.
 
能
從
數
件
物
件
中
找
出
不
同
的
 

類
別
。

4.
 
拼
圖
可
增
至
八
塊
。

5.
 
能
憑
聲
音
分
辨
物
件
和
周
圍
發
生
的

事
物
。

6.
 
能
模
仿
動
物
叫
聲
。

7.
 
能
繪
出
一
個
有
頭
、
身
、
四
肢
、
五

官
的
人
。

8.
 
開
始
認
識
時
間
，
能
說
出
早
、
午
、

晚
所
做
的
事
。

9.
 
開
始
認
識
位
置
、
速
度
，
如
：
前

後
、
快
慢
、
中
間
、
最
先
、
最
後
等
。

10
. 留
意
周
圍
環
境
事
物
，
能
指
出
圖
中

物
件
所
缺
少
的
部
分
及
不
合
理
的
 

地
方
。

11
. 能
辨
認
簡
單
及
常
見
的
符
號
，
如
交

通
標
誌
、
商
店
招
牌
。

12
. 能
背
誦
至
二
十
。

13
. 能
正
確
數
出
十
件
以
內
的
物
件
。

14
. 能
指
出
四
件
剛
在
圖
片
中
見
過
的
物

件
。

15
. 能
從
剛
見
過
的
三
件
物
件
中
指
出
某

件
已
被
取
去
。

16
. 能
讀
出
簡
單
字
彙
。

17
. 能
從
一
組
字
中
找
出
「
與
眾
不
同
」

的
字
，
例
如
：
「
牛
、
羊
、
狗
、
車
」
。

語
言
理
解
：

1.
 
開
始
領
悟
「
過
去
」
與
「
現
在
」

的
分
別
。

2.
 
能
在
電
話
中
跟
對
方
作
簡
單
對
答
。

語
言
表
達
：

1.
 
能
較
詳
細
地
敘
述
日
常
生
活
的
經

驗
。

2.
 
開
始
用
複
句
或
較
長
句
子
表
達
自

己
。

3.
 
能
按
照
圖
卡
的
次
序
說
故
事
。

4.
 
說
話
時
能
適
當
地
運
用
「
因
為
—

所
以
」、
「
一
些
」、
「
幾
個
」、

「
許
多
」
等
詞
語
。

5.
 
應
用
相
反
 ／
對
偶
的
詞
句
。

6.
 
能
說
出
親
人
的
姓
名
，
自
己
的
居

住
地
區
。

7.
 
能
說
出
某
些
物
件
的
獨
特
顏
色
，

如
香
蕉
是
黃
色
的
。

8.
 
能
講
述
不
同
職
業
的
人
物
和
主
要

職
責
。

9.
 
對
不
明
白
的
事
物
尋
求
解
釋
，
經

常
發
問
。

10
. 開
始
運
用
「
為
甚
麼
」、
「
何
時
」、

「
怎
樣
做
」
等
來
發
問
。

11
. 能
應
付
簡
單
的
謎
語
「
我
有
四
隻

腳
，
一
條
尾
，
喜
歡
吃
魚
，
會
捉

老
鼠
，
我
是
甚
麼
？
」
。

12
. 大
致
上
說
話
流
利
，
語
音
清
楚
。

1.
 
即
使
沒
有
成
人
的
看
顧
，
也

能
自
律
地
在
指
定
範
圍
內
活

動
。

2.
 
與
小
朋
友
玩
耍
時
，
懂
得
遵

守
遊
戲
規
則
。

3.
 
能
愛
護
幼
童
和
小
動
物
，
對
遭

遇
不
快
的
玩
伴
加
以
安
慰
。

4.
 
對
是
非
觀
念
模
糊
，
只
知
做

了
會
被
懲
罰
的
便
是
壞
事
，

做
了
被
讚
賞
的
便
是
好
事
。

5.
 
懂
得
說
「
唔
該
」
、
「
多

謝
」
、
「
對
不
起
」
。

6.
 
和
陌
生
人
談
話
，
也
能
對
答

自
如
，
不
會
畏
縮
。

7.
 
在
家
時
，
能
幫
成
人
做
簡
單

事
情
。

自
理
能
力
：
 

1.
 
在
指
導
下
開
始
用
筷
子
進

食
。

2.
 
能
幫
助
收
拾
碗
筷
。

3.
 
能
取
抹
布
清
理
污
漬
。

4.
 
能
自
行
開
水
龍
頭
洗
手
、
抹

手
及
洗
臉
。

5.
 
開
始
嘗
試
刷
牙
，
能
自
行
抹

鼻
子
。

6.
 
晚
上
已
能
起
床
如
廁
，
不
再

遺
溺
。
 

7.
 
開
始
自
行
穿
衣
、
脫
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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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齡

體
能
發
展

認
知
發
展

語
言
發
展

情
意
和
群
性
發
展

五
至
六
歲

大
肌
肉
發
展
：

1.
 
跑
步
時
，
多
用
趾
尖
著
地
，

動
作
靈
活
，
可
以
轉
急
彎
。

2.
 
能
速
跑
五
十
呎
而
不
倦
。

3.
 
能
獨
自
如
成
人
般
一
步
一

級
交
替
上
落
樓
梯
。

4.
 
能
邊
走
動
邊
接
球
，
踢
中

滾
動
的
球
，
或
用
球
拍
打

球
。

5.
 
能
爬
繩
梯
。

6.
 
玩
鞦
韆
時
，
能
自
行
搖
盪
。

小
肌
肉
發
展
：

1.
 
能
用
槌
搥
釘
。

2.
 
能
把
小
豆
放
進
樽
內
。

3.
 
能
拿
起
十
多
磅
的
物
件
。

4.
 
能
穿
鞋
帶
。

5.
 
能
用
筆
刨
刨
筆
。

6.
 
能
用
間
尺
畫
直
線
。

7.
 
能
用
擦
膠
擦
紙
而
不
會
把

紙
撕
破
。

8.
 
填
色
時
很
少
出
界
。

9.
 
能
畫
菱
形
和
三
角
形
。

10
. 能
準
確
地
把
紙
摺
一
半
，

再
摺
為
四
分
一
。

11
. 能
剪
出
不
規
則
的
圖
案
。

12
. 能
抄
寫
數
字
及
簡
單
的

中
、
英
文
字
。

1.
 
能
輕
易
地
以
正
確
次
序
排
列

長
短
、
高
矮
、
闊
窄
或
大
小

不
同
的
物
件
。

2.
 
能
完
成
簡
單
的
「
迷
宮
」
遊

戲
。

3.
 
能
說
出
各
種
顏
色
的
名
稱
和

日
常
物
件
的
形
狀
。

4.
 
能
從
剛
看
過
的
圖
畫
講
出
大

致
內
容
。

5.
 
聽
完
故
事
，
能
將
三
個
環
節

重
述
。

6.
 
能
正
確
數
出
二
十
件
物
件
，

及
寫
至
二
十
。

7.
 
能
指
出
物
件
的
次
序
和
位
置

（
如
第
一
、
第
二
）
。

8.
 
明
白
「
半
個
」
與
「
一
個
」

的
分
別
。

9.
 
開
始
運
算
簡
單
的
加
減
題
。

10
. 能
複
述
五
個
剛
剛
聽
過
或
見

過
的
數
字
。

11
. 開
始
對
日
曆
、
時
間
有
認
識
，

能
說
出
年
、
月
、
日
和
星
期
。

12
. 看
鐘
時
，
能
讀
出
幾
點
鐘（
如

三
點
、
四
點
），
但
視
乎
是
否

有
學
習
機
會
。

13
. 能
明
白
常
見
字
詞
的
意
思
。

14
. 能
讀
出
數
十
個
常
見
的
字
詞
。

語
言
理
解
：

1. 
開
始
明
白
「
昨
天
」
、
「
今
天
」
、

「
明
天
」
的
分
別
。

2. 
明
白
「
內
 ／
外
」
、
「
遠
 ／
近
」
、

「
底
 ／
面
」
、
「
進
 ／
出
」
、
「
開

始
 ／
結
尾
」
等
詞
語
。

3. 
明
白
故
事
內
容
。

語
言
表
達
：

1.
 
能
有
條
理
的
重
述
不
久
前
發
生

的
事
情
。

2.
 
能
描
述
一
幅
圖
畫
。

3.
 
能
和
家
人
或
其
他
小
朋
友
互
相

溝
通
，
毫
無
困
難
。

4.
 
談
話
時
，
能
適
當
地
輪
候
發
言
，

也
不
會
離
題
。

5.
 
語
言
的
文
法
和
結
構
，
大
致
與

成
人
無
異
。

6.
 
能
運
用
「
雖
然
」
、
「
但
係
」
、

「
不
過
」
等
詞
語
，
但
有
時
也

會
用
詞
不
當
。

7.
 
能
用
不
同
的
形
容
詞
來
描
述
一

個
人
或
一
件
物
品
。

8.
 
對
四
季
節
令
能
作
簡
單
的
描
述
。

9.
 
能
說
出
自
己
的
生
日
。

10
. 能
適
當
地
用
詞
語
表
達
喜
、
 

怒
、
哀
、
樂
等
情
緒
。

11
. 不
愜
意
時
，
能
用
語
言
反
辯
、

抗
議
，
甚
至
出
口
罵
人
。

1.
 
能
與
三
、
五
個
小
朋
友
進
行

合
作
性
的
遊
戲
，
明
白
公
平

的
原
則
和
需
要
服
從
小
組
的

決
定
，
也
能
向
其
他
小
朋
友

解
釋
遊
戲
的
規
則
。

2.
 
能
參
與
一
些
如
棋
子
的
檯
面

遊
戲
或
比
賽
。

3.
 
和
小
朋
友
相
處
時
，
開
始
選

擇
自
己
喜
歡
的
玩
伴
。

4.
 
能
開
關
電
視
，
選
擇
喜
愛
的

節
目
。

自
理
能
力
：

1.
 
用
筷
子
吃
飯
夾
菜
。

2.
 
在
公
眾
場
合
，
也
能
單
獨
去
廁

所
。

3.
 
若
有
訓
練
，
部
分
兒
童
能
在
如

廁
後
自
行
清
潔
。

4.
 
穿
衣
時
，
知
道
選
擇
合
適
的
衣

物
。

5.
 
能
用
梳
梳
頭
。

6.
 
能
做
簡
單
家
務
，
例
如
收
拾
自

己
的
衣
物
，
在
飯
前
協
助
擺

置
碗
筷
。

7.
 
過
馬
路
時
會
小
心
謹
慎
。

8.
 
迷
途
時
，
知
道
應
如
何
求
助
，

並
能
說
出
自
己
的
電
話
和
地

址
。

節
錄
自
《
學
前
兒
童
發
展
及
行
為
處
理
－
幼
師
參
考
資
料
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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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幼兒學習語文（中文）的特質

早期語文經驗對幼兒的語文發展影響極大。恰當的語文經驗，可以幫助幼兒建立學習語文的興
趣，樂於運用語文進行思考、溝通和學習，為幼兒的語文發展奠定基礎。 

語文學習可以有習得和學習兩種模式。語文習得是學習者在自然的語文環境中接觸到語文材料
後，自行抽選出各種各樣的語言規律。語文學習則是在教師的帶領下接觸各種加工過的語文
材料，通過實踐和訓練發展出語文能力。幼兒自出生以後，便可以通過習得的模式發展語文能
力，幼兒語文學習應在這基礎之上進一步發展。

在接受學校教育之前，幼兒已開始通過日常接觸到的語言材料發展說話能力，並能以主動的方
式參與語言交際活動。他們已了解基本語音系統中各種聲音的不同意義，然而對於語調的變
化、通過各種語氣變化來分辨說話動機等仍未能完全掌握。這時期幼兒在語文運用上仍有很大
限制，表達方式往往跟成人不同，其特徵包括：喜歡用單字或單詞表示整句的意思；即使用多
字詞句，詞語之間常出間隔，且結構不甚緊密；也有幼兒會開始注意文法，但一般不會重視。
不過這時候幼兒的口語詞彙發展得很快，除了名詞和動詞外，也會增加很多形容詞。

儘管幼兒語文能力發展的階段性並不是絕對的（包括不同階段之間有交疊現象，且各個幼兒的
實際發展步伐也有差異），但教師必須關注幼兒這種階段性的存在，在語文教學上順應他們的
發展規律，循序漸進。換言之，教師一方面需要理解幼兒在入讀幼稚園之前，他們的語文能力
是存在限制的，另一方面也要針對這些限制，為幼兒創設條件，最大限度地利用語文習得和語
文學習兩種模式來幫幼兒發展語文能力。一般而言，幼兒的聽、說能力發展先於讀、寫能力。
學校宜為幼兒提供生活化和富趣味的聽、說經驗，讓他們在良好的聆聽和說話能力基礎上，
豐富讀、寫的經驗。因此，幼兒語文教育應該盡力幫助幼兒培養良好的語文學習興趣和學習
態度，讓他們可以接觸到豐富的語文材料，發揮語文習得的作用。而為幼兒提供恰當而優質的
聽、說、讀、寫經驗時，也可以引導他們有意識地關注各種語文的特點，為他們日後吸收語文
知識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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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幼兒學習語文（英文）的特質

世界各地研究顯示，幼兒潛藏著強大的語言發展能力，而幼兒階段是語言學習的黄金時期，若
能置身於有利的環境，可以有效地學習多於一種語言。香港是一個多元的社會，多元性的語言
景觀有助幼兒接觸英語。

語言發展一般以聽、說的發展先於讀和寫的發展。幼兒的語言習得也由聽、說開始，然後逐步
發展讀和寫。第二語言習得的研究指出，幼兒開始接觸第二語言時大多會經過沉默期或接收期 
（silent period or receptive period），在這時期，幼兒會先發展聆聽和理解英語的能力。透過
豐富和適切的英語接觸，幼兒會進入早期語言產生階段（early production stage），他們會嘗
試以口頭方式運用簡單的英文字詞表達意思。持續而適切的英語接觸能幫助幼兒進入語言產生
或擴張階段（speech emergence or expansion of production stage）。幼兒在此時期會嘗試
以口頭方式運用簡單的英文片語或句子來表達更完整的意思。

順應幼兒的語言發展規律，幼兒在幼稚園階段接觸英語應以「聽說先行」為原則，先發展聽和
說的能力（oracy），然後再按部就班，發展讀和寫的能力（literacy）。英語的聽、說能力與
英語的讀、寫能力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習得的研究指出，幼兒閱讀英文的
能力均建基於他們聽、說的能力；而幼兒書寫英語的能力則建基於他們聽、說及閱讀的能力。
透過豐富和恰當的英語接觸，幼兒在建立英語聽、說能力後，逐步發展他們的早期閱讀能力。
此外，有關幼兒英語發展的研究亦指出幼兒書寫能力的發展有寫前（pre-writing）和正式書寫 
（conventional writing）兩個發展階段。幼兒需要逐步發展書寫的能力，並不能過早開始寫字
母或字詞，因此，在幼兒接觸英語的初期，應先為幼兒提供豐富和切合他們發展的聽、說經
驗，並不適宜給予幼兒過早和過多的英語讀、寫經驗。

語文經驗對幼兒的語文發展影響極大，恰當的早期英語經驗可培養幼兒對英語的興趣，樂於運
用英語表達和溝通，並建立早期英語的意識和概念，奠定他們日後英語發展的基礎。幼兒在這
階段發展基本英語聽、說能力（oracy）和讀、寫能力（literacy）會有助他們順利過渡到初小
階段英語聽、說、讀、寫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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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非華語幼兒學習中文

非華語幼兒學習中文的過程是怎樣的？

． 非華語幼兒的母語不是中文，在入學前，他們較少甚或沒有機會接觸中文，學習中文的「起
步點」與華語幼兒並不相同。

． 入讀幼稚園後，非華語幼兒學習中文的過程，其實與華語幼兒學習中文的過程大同小異，
都是先從聽說開始，接着認識字詞，積累語感，學習書寫筆畫和一些簡單的部件，然後培
養閱讀能力和興趣。　　　

． 然而，非華語幼兒入學初期，面對陌生的語言環境，會較華語幼兒沉默。這是由於他們
初接觸中文，因而會經歷較長的二語學習「沉默期」。此時，非華語幼兒會透過觀察和聆
聽學習中文，教師應盡量增加他們接觸中文的機會，鼓勵他們表達自己，盡快步出「沉默
期」。

． 經過一段時間的聆聽和觀察，非華語幼兒會慢慢從「沉默期」進入「模仿期」，開始模仿
教師說話，以表達自己的需要。

． 針對這個階段，教師與非華語幼兒溝通時，遇到關鍵或常用字詞，宜放慢語速，咬字清
楚，或配合身體語言，向他們示範正確的中文發音。

． 當非華語幼兒出現聲調錯誤時，教師宜引導他們嘗試讀出正確發音，並豐富他們原來的話
語或延展對話的內容。

． 教師亦可在示範及更正後要求幼兒重複跟讀，增加他們說話的機會，以及強化他們串詞成
句的能力。

． 當非華語幼兒積累相當的詞彙及掌握基本的語序結構後，他們會嘗試運用中文。這個時
候，教師可以運用不同方式，配合主題或遊戲式學習，加強非華語幼兒學習中文的動機及
運用中文的機會。

非華語幼兒學習中文有何難點？

非華語幼兒學習中文常見的難點如下： 

． 咬字發音
非華語幼兒未必覺識到中文一字一音的特性，亦未必能掌握中文字以聲調區分詞義，故較
難掌握聲調的變化，例如：他們會把「凍」讀成「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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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讀文字（字形）
字詞是語文學習的第一步，學生有了一定的字詞積累，才能做到理解、溝通和應用。非華
語幼兒的母語與中文的差異大，在學習上往往出現難點或偏差，加上中文字部分字形近
似，他們會很容易混淆，例如：「大」、「天」、「犬」和「太」。

． 書寫文字
部分非華語幼兒會把中文字看成一幅圖畫來臨摹抄寫，逐字記憶，而未必理解中文字的筆
順有由上至下，由左至右，由外至內的規則，不利連繫所學和日後的應用。

． 字詞運用
由於非華語幼兒的家中常用語並非中文，學校可能是非華語幼兒接觸中文的主要甚或唯一
場所。故此，他們運用中文的機會較少，能說、能運用的口語詞彙亦不多。

如何協助非華語幼兒克服學習中文的難點，培養學習中文的能力和興趣？

教師可配合主題或遊戲式學習，按需要加入適切的語文學習元素：

．針對非華語幼兒學習中文的難點，輔以適切的學與教策略： 

- 咬字發音
v  中文一字一音，教師引導非華語幼兒朗讀時，可以一邊指着文字，一邊朗讀；亦可邊
讀邊拍掌，如教師一邊讀出「幼稚園」三字時，一邊慢慢地拍三下掌，以建構幼兒對
中文一字一音的概念。

v  中文以聲調區分詞義，教師不妨重複示範，並要求幼兒跟讀。此外，教師亦可嘗試
透過對比方法，讓幼兒掌握中文字不同聲調會有不同意思，例如：設計情境，讀出 
「天氣太『凍』，我地要運『動』一下」，讓幼兒聽出「凍」和「動」的讀音之別，
同時明白兩個字的意義亦不一樣。

- 認讀文字
v  教師在教授相關主題時，可設計圖卡與字卡、認字小遊戲等，協助非華語幼兒認讀文
字。教師亦可在說故事時，指讀故事中的關鍵或常用字詞，加深印象。

v  此外，教師亦可選取構詞量較高的字跟非華語幼兒進行配詞遊戲，如：「天」可配 
「天空」、「天晴」、「天氣」或「春天」等，擴闊他們口語的詞彙量。教師亦可讓
幼兒重複朗讀相同的字詞，加深他們對字形和讀音的記憶。

v  非華語幼兒喜歡唱歌，音樂感強，教師在教導他們唱兒歌時，可透過旋律的輔助，教
授幼兒認讀字詞。加上兒歌的句式多重複或每句只換一、二字，易於記誦，有助加強
幼兒認讀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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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寫文字
v 非華語幼兒很容易把中文字視作一幅一幅的圖畫，寫字時常出現筆畫錯置或左右互換
的問題。教師宜先教導幼兒將字拆成部首及部件，再把不同部首及部件配成字，然後
配成詞。

v 教師宜先讓幼兒學習常見的部首如：
 「氵」、「扌」、「忄」、「艹」、 
「口」、「言」等，然後配上不同的部

 件，結合成一個字。例如：「語」字，
可以將字形分成：左邊「言」字為
部首，右邊上方「五」字，右邊下面 
「口」字，如右圖所示：

v 教師宜逐步引導幼兒記憶不同的「部首」及「部件」，讓他們知道中文字形的基本規
律，而不是逐字記憶，以減低記認中文字的負荷。

v  教師亦宜先教授非華語幼兒中文字常見的字形結構，如上下、左右、內外等，然後幫
助他們培養中文字筆順由上至下、先左後右及先外後內的書寫習慣等。然而，教師教
授學生寫字時，應該在寬容的學習氛圍之中，檢視整體的字形結構，不應執着細微的
筆畫先後、筆畫形態等，以免減低幼兒學習寫字的興趣，妨礙學習。　

- 字詞運用
v  由於非華語幼兒生活上運用中文的機會較少，故易忘記所學。幼稚園應提供充足的機
會，讓非華語幼兒運用中文，鼓勵非華語幼兒盡量以中文表達訴求。此外，教師亦應
讓非華語幼兒多與本地華語幼兒溝通協作，增加非華語幼兒運用中文的機會。

v 教師應跟非華語幼兒適時複習字詞，以鞏固所學；亦應在擴充非華語幼兒識字量的同
時，引導他們了解字詞之間的關係，以便他們記憶及運用，例如：教授「交通工具」
的主題時，把「巴士」、「港鐵」、「小巴」及「電車」等，歸類為「公共交通工
具」。當教師提問幼兒「你最常乘坐甚麼公共交通工具？」時，他們會較容易從記憶
中，聯繫相關的詞彙，並加以運用。

．注重建立中文語言常規，創造中文語境

- 教師應使用清晰、簡單的口頭指示語，如：「擺書包」、「坐低」、「起身」、「洗手」
等，幫助非華語幼兒建立課堂常規。教師應避免使用冗長的句子，或以不同形式表達同一
意思，例如：時而說「坐低」，時而說「坐坐」等，以免令非華語幼兒混淆，拖慢學習進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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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幼兒明白課堂常規後，教師應注重建立中文語言常規，創造中文語境。學校是非華語幼
兒接觸中文的主要甚或唯一場地，教師應盡量只用中文，有需要時才以身體語言或圖畫等
方法輔助；又應盡量避免使用英語等外語輔助，以免幼兒過分依賴。若學校的教學語言為
英語，也可指定中文教師只說中文，以建立幼兒分辨語言的意識。

- 幼稚園應善用空間展示富中文元素的材料，或在語文角設計有意義、富趣味的語文遊戲。
其他區角的布置也可包含語文學習的元素，例如：張貼中文語句、常用部首或部件等，讓
非華語幼兒沉浸在豐富的中文學習語境內。

．提升學習中文的興趣

非華語幼兒對運用中文缺乏信心，不願主動開口說話。教師不妨根據非華語幼兒的學習特
性，安排一些他們感興趣的活動，例如：唱遊、集體遊戲或問答比賽等，針對他們的學習難
點，提升他們學習中文的興趣。有關活動亦宜貼近生活的情境，令非華語幼兒透過角色扮
演，可以輕鬆自然地運用中文。

．培養閱讀興趣，發展理解能力

- 當非華語幼兒積累一定的詞彙及掌握基本的語序結構後，教師可運用圖書教學，培養幼兒
閱讀的興趣，學習擴展詞彙、認識中文句法的特點，逐步發展聆聽和閱讀理解能力，增強
表達能力。

- 教師須選擇符合幼兒生活經驗、文字深淺程度適中、有重複句式、情節可供預測的圖書，
並運用合適的策略，例如：

v 細心聆聽：
幼兒喜歡聽故事，因故事的內容情節吸引。教師可請非華語幼兒細心聆聽，並於聆聽
故事後回應簡單的問題，或複述內容，或進行角色扮演、對話等活動，藉此提升幼兒
的理解能力，並培養他們認真聆聽、樂於聆聽的態度。　

v 觀察圖畫：
 故事書多配以圖畫，有助幼兒掌握故事的內容。教師應善用圖畫，引導幼兒觀察，並
說出事物的名稱或圖意，加強說話及表達能力。

v 指讀字詞和句子：
 教師帶領幼兒閱讀故事後，可指讀書中的關鍵或常用字詞、反復出現的句式，讓幼兒
跟隨教師朗讀，以把握詞義及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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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運用閱讀策略：
a	預測（Prediction）
教師可運用提問的方式，利用封面、書名和插圖，引導幼兒推測故事內容，有助
引發幼兒思考，以及擴展他們的詞彙。 

a 重述（Retelling）
教師可用不同的方式（如口頭敘述、圖卡排序、角色扮演等），鼓勵幼兒把故事
以自己的語言重述，有助發展他們的口語表達能力（詞彙、語法），亦能加強對
故事的理解。

．學校以外的延伸學習

教師應鼓勵非華語幼兒在學校以外多學習及應用中文，例如在觀看兒童電視節目時訓練聆聽
中文的能力，亦可鼓勵幼兒在街上多留意路標或不同的指示，學習生活上的常用字詞。教師
亦可請幼兒作課前準備或課後延伸學習，例如請幼兒蒐集與主題學習相關的字詞或圖片。

有甚麼支援及資源幫助非華語幼兒學習中文？

． 非華語家長資料套：香港教育指南 
 http://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ncs-students/support-to-student-and-parents/
package/ncs-parent-information-package-chi_eng.html

． 非華語學生家長中文學習錦囊——幼稚園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en/student-parents/ncs-students/support-to-parents-
and-students/Tips%20for%20Parents%20of%20Non-Chinese%20Speaking%20
Students_KG_Eng.pdf

． 中英對照香港學校中文學習基礎字詞
 http://www.edbchinese.hk/lexlist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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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發展
(Aesthetic development)

情意和群性發展
(Affectiv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評估 
(Assessment)

均衡發展
(Balanced development)

兒童為本的課程
(Child-centred curriculum)

認知和語言發展
(Cognitive and language 
development)

課程架構
(Curriculum framework)

詞彙闡釋

個人運用感官功能，察覺環境事物，對不同的事物形態作比較
認識，引發想像。透過不同媒介的語言，表達內在的意念、感
覺、情緒和想像。

幼兒具備了感知運動能力，引發出愛探索和投入活動的表現。如
果這好奇和探索得到正面鼓勵，便會產生愉悅和滿足的感覺。再
加上團體中群性互動的經驗，幼兒得到認同，便能建立自信和自
尊，不斷自動自發地學習，發展自我，與他人建立關係。

就發展目標於真實的學習環境下，有系統檢視和了解幼兒的身
心發展，作為了解學習表現及優化課程的數據。在幼兒階段的
評估，不宜以劃一的標準評定幼兒的表現。

通過適切的幼稚園教育課程，促進幼兒於品德、認知和語言、
身體、情意和群性和美感五方面的發展，以及六個學習範疇和
其中所相關的知識概念、技能和態度的培養。

課程設計是建基於幼兒的身心發展階段與學習需要、經驗和 
興趣。

透過身體運動、感官經驗與語言和符號的標記，幼兒建構對世
界事物的認識。在實際情境和切身生活經驗中，幼兒可運用這
些工具去建構知識和發展智能。

課程架構是學校發展課程的基本方向和原則。學校可按這些
基本方向和原則，針對校內不同年齡幼兒的需要，規劃機構課
程，細緻釐訂有關學習內容和學與教的策略，給予幼兒適當的
照顧和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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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切發展的教育
(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 practice)

自由遊戲 
(Free play)

小肌肉/大肌肉 
(Fine motor skills/Gross 
motor skills)

共融文化
(Inclusive culture)

幼小銜接
(Interface between 
kindergarten and primary 
education)

家課 
(Homework)

綜合課程 
(Integrated curriculum)

興趣角 
(Interest corner)

以寓教於樂的教學方式為基礎，提出幼稚園教育應該符合幼兒
自身發展特點，全面考慮幼兒的個性、家庭環境、文化背景、
能力差異等，強調教師在教學中的積極角色，從而促進幼兒的
健康成長和持續發展。

「自由遊戲」是由幼兒的內在動機誘發的行為活動，著重幼兒
自主、自由參與、不受成年人訂立的規則或預設目標所束縛的
遊戲。幼兒可在「自由遊戲」中選擇遊戲的工具、方法、玩伴
和活動區域。

泛指小肌肉動作（精細動作）及大肌肉動作（粗動作）的發展，
當中涉及細小肌肉群組及大肌肉群組的動作技能。

透過活動，讓不同文化、語言和背景的家庭和幼兒增加接觸，
互相認識，幫助他們培養接納和尊重別人的價值觀和態度。

幼稚園與小學是不同的教育階段，兩者的學習模式和學習環境
都有不同程度的差異。幼稚園和小學需要加強溝通與協作，協
助幼兒適應新的學習階段。

指回家完成的課業。適切的家課可以鞏固、延伸或評估兒童的
學習表現，但不是唯一的方法，教師宜考慮有否其他途徑也可
達到目的。

綜合課程是一種課程的模式，把不同學習範疇的目標和內容有
意義地組織起來。幼兒在綜合活動裏，圍繞生活中所熟悉的題
材進行探索，獲得整全的學習經驗。

於興趣角內，幼兒可自由選擇以個人或小組形式進行自己感興
趣的活動，而教師亦宜因應幼兒的發展與學習需要安排多元化
的物料，供幼兒操弄，促進幼兒於不同範疇的學習，增強學習
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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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範疇
(Learning areas)

學習社群
(Learning community)

幼兒(學生)多樣性
(Learner diversity)

學習環境
(Learning environment)

品德發展
(Moral development)

小任務
(Simple learning task)

主題學習
(Theme-based learning)

價值觀和態度
(Values and attitudes)

幼兒的學習包涵「價值觀和態度」、「技能」、「知識」三個
重要元素。學校應以綜合模式，以生活化主題貫通「體能與健
康」、「語文」、「個人與群體」、「幼兒數學」、「大自然與
生活」，以及「藝術與創意」六個學習範疇。

學習社群是指一群有共同價值觀與目標的成員緊密合作，積極
參與、協作及反思，從而產生新知識，並創建新的學習方法。
在學校的情境，學習社群除了學生與教師之外，往往更涉及學
生家長及其他社群。

幼兒在文化、語言、生活經驗、學習方式、能力、動機及興趣
等方面有所不同，因而產生了不同的學習需要。

泛指學習可以在家庭、學校或社區等不同地點進行。

幼兒的品德發展，與他們如何認識自己、建立是非觀念、表達
情緒和感受，以及與人和洽相處，均息息相關。幼兒較難理解
一些抽象的道德概念，教師可先從認識和實踐開始，初步讓幼
兒知道行為有對錯、好壞之分，並向他們展示正確的行為，並
幫助他們於生活上實踐良好品德。

幼稚園宜安排一些既輕鬆又有趣，並適合幼兒的小任務，如閱
讀繪本、收集物品、傳遞訊息等，以培養幼兒的良好習慣和責
任感。

主題學習是透過一系列兒童生活中所熟悉和關心的課題，貫穿
不同學習範疇的目標、內容和學習模式。常見的主題包括學
校、季節、節日、動物和不同的職業等。幼稚園可採用故事、
繪本、專題研習等形式帶出主題的內容。

價值觀是個人判斷和評價事物的準則，對決策和行為有重要的
影響；態度則是個人對人和事所顯露的表情行為，反映其觀
念、價值觀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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