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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何謂探究學習？

定義：

o以感官進行探索以認識新事物

o提供生活化、重視感官探索和富趣味的學習經歷

o以第一身掌握生活經驗和知識

2017年課程修訂其中一項重點就是提倡幼兒從遊戲中學習，並加強遊戲中的自
由探索元素(頁9-12)。

《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2017》



南京幼兒園探究活動指引/要求

提供豐富的可操作的材料，為每個幼兒都能運用多種感官、多種方式進行探
索提供活動的條件

通過引導幼兒積極參加小組討論、探索等方式，培養幼兒合作學習的意識和
能力，學習用多種方式表現、交流、分享探索的過程和結果

在幼兒生活經驗的基礎上，幫助幼兒了解自然、環境與人類生活的關係。從
身邊的小事入手，培養初步的環保意識和行為。

《幼兒園教育指導綱要(試行)，2001》

態度

技能

知識



南京幼兒園如何提升幼兒探究精神？

探究精神課程設計 環境



(二)課程設計

透過晨間談話，依據幼兒學習興趣及生活經驗，訂定研習課題/主題 (e.g.橋)

進行親子習作(資料搜集/親子勞作)

走出課室，參觀/觀察來讓幼兒自己尋找問題答案/進行探索



(三)環境教育

環境是重要的教育資源，應通過環境的創設和利用，有效
地促進幼兒的發展。

《幼兒園教育指導綱要，2001》



(三)環境-區角角落

角落中提供多樣化及豐富可操作的材料，幼兒都能運用多種感官、多種方式
進行探索



(三)環境-作品展示
張貼幼兒作品/建構過程，剌激幼兒作多樣化的探索



(三)環境-作品展示
例子：城牆



(三)環境-大自然與綠化
校園與大自然融合，令幼兒了解人與自然的關係

校舍內及外圍

校舍大門口
校舍種植區 走廊



相同之處-目標

能力

興趣 生活

1. 以幼兒為本

(四) 香港與南京教育現況之異同



(四) 香港與南京教育現況之異同
相同之處-目標

2. 培養探究能力、享受探索的樂趣
南京 香港

《幼兒園教育指導綱要（試行）》
《 3-6歲兒童學習與發展指南》

「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 （2017）

• 「培養正確運用感官和運用語言交往的基本的興
趣和求知慾望，培養初步的動手探究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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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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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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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異之處及限制
環境：

物料、設備充裕

(四)香港與南京教育現況之異同



相異之處及限制
環境：

孩子與菜園
孩子與花園

(四)香港與南京教育現況之異同



相異之處及限制
空間： 課室活動

有限、區
角細小，
多在室內
環境

南京

香港

(四)香港與南京教育現況之異同



相異之處及限制

(四)香港與南京教育現況之異同

角落：



(五)香港實施情況

推行計劃

班別： K3

人數：30人

主題：動物

目標： 透過環境創設及區角佈置，讓幼兒在課室內都能感受

到大自然的氣氛。



(五)香港實施情況

課室門口

環境佈置



環境佈置(五)香港實施情況
環境佈置



區角設計

娃娃角：農場

(五)香港實施情況



科學角(五)香港實施情況

區角設計



圖工角(五)香港實施情況

區角設計



小肌肉角:
動物模型

小肌肉角及識數角

識數角:
組合和分解

(五)香港實施情況

區角設計



成效：

‧ 幼兒於是次主題的區角參與度有所提升:

－小肌肉角的入角次數有所提升
（由每星期１次上升至２、３次）

－識數角入角時間有所延長，提升幼兒間的互動
（ 由每份教具完成１、２次延長至３、４次）
（１人獨自完成至２人合作）

－幼兒主動向老師介紹動物模型，並提出拍照
－幼兒於「作品展示區」觀察別人作品的時間有所延長

(五)香港實施情況-成效及建議



(五)香港實施情況-成效及建議

改善建議：

－邀請家長參與圖工創作回校展示

－除樹葉外，可利用花作圖工物料



(六)感想與反思-實施情況

大自然是
探索的好機會 大自然對

探究重要性



(六)感想與反思-教師態度

多發現

保持
好奇心

靈敏觸覺



(六)感想與反思-其他可學習的地方

善用空間設置不同的
設施讓幼兒有均衡的
發展，例如：種植空
間、體能設施等

重視家校合作，邀請
家長參與多元化活動，
例如：製作故事書、
種植記錄、閱讀圖書
記錄、故事爸媽、主
題資料搜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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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