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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教育基金計劃進度報告

計劃編號:Z013∕0382

－、能否達成目標

>

>

>

目標陳述

「舞出健康教育」計劃目的,旨在提高幼兒對舞蹈藝術的認識、興趣和欣貫能力’並為幼

兒提供－系列教學活動和演出機會,以培養多做運動的習慣。

與目標相關的活動

獲得優質教育基金的撥款後’本園將資源按原定安排分配’運用在幼兒、教師及家長各方

面。在原定安排以外,本園教師亦作出多方面嘗試’包括自行組織教師舞蹈培訓活動。透

過舉辦工作坊﹑表演、培訓等不同形式的活動,讓幼兒、家長﹑教師分別獲得合適的舞蹈

學習機會。透過參與計劃,家長和幼兒將舞蹈從學校帶人家庭’將運用身體的基本知識轉

化成舞蹈知識;教師將對舞蹈的認識﹑興趣和欣賞能力轉化成教案‧

計劃由20l5年2月開始籌備至20l5年l2月活動完結,在不足－年時間內,l∣∣頁利推行計

劃。在推行計劃期間’各持份者積極參與’計劃除達到預期成效’亦啟發不同持份者對舞

蹈和運用身體表達的經驗。

計劃內容主要針對三方面;幼兒╴幼兒舞蹈及表演活動﹑家長╴親子舞蹈活動、教師╴教

師培訓活動。

目標達成程度

∣幼兒╴幼兒舞蹈及表演活動

幼兒是計劃的主要受惠對象。活動由20l5年5月開始至2015年l2月完成’當中包括24

小時的幼兒舞蹈活動和2次的表演活動。本計劃聘請了資深的幼兒舞蹈導師帶領幼兒進行

－系列的舞蹈教學’讓幼兒從建立對舞蹈的基礎認識開始’透過舞步掌握運用身體的技巧,

同時促進幼兒的社交和情感發展,培養學生的自信心。

跟據《幼兒音樂與律動》,「律動是－種能隨音樂節奏所做出來的模擬動作’藉由音樂來敔

及幼兒的即興律動’培養他們思考、想像’及肢體的創作能力,使幼兒能夠自如地運用身

體各部位表達情緒。」幼兒舞蹈及表演活動按幼兒能力,引發和編排合適的舞蹈動作。完

成是次計割後,幼﹑低﹑高班幼兒皆有顯著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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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班

透過是次計劃,幼兒班幼兒習得身體與音樂節奏的基礎關係,包括能跟著音樂變化,運用

身體’包括拍手﹑點頭;小烏飛﹑小兔跳;走碎步﹑蹦跳步。評估項目中以「隨著音樂學

習╴些簡單的舞步（如:走碎步﹑蹦跳步）」表現最為傑出’常常做到的幼兒由前期3℅

提升至後期53℅’升幅高達50℅;需要協助的幼兒由前期53℅減少至後期7℅,減幅達47℅。

幼兒運用身體方面,課程為幼兒提供更多蓮用身體的機會。幼兒獲得學習舞蹈的機會,將

音樂﹑身體﹑情縮結合’達致《幼兒音樂與律動》所強調’培養幼兒思考、想像’及肢體

的創作能力。

腫班

透過是次計劃,低班幼兒習得身體與音樂節奏的協調關係’包括能跟著音樂變化’上下肢

體協調地舞動身體;動物操、蝴蝶飛舞;滑步、踵趾步;配合音樂’透過表情和身體語言

表達自已的情感。

評估中以與肢體協調有關的三個項目進步最大:「能跟著音樂節拍的變化,上下肢體協調

地舞動身體」－常常做到的幼兒由前期5.8℅升至後期6l℅;「能模擬日常生活及動物形象

（如:動物操、蝴蝶飛舞﹚」－常常做到的幼兒由l7℅升至後期79℅;「隨著音樂學習一些

基本舞步（如:滑步﹑踵趾步﹚」－常常做到的幼兒由5.8℅升至後期叫℅。

舞蹈活動讓此階段的幼兒「透過內在身體及外在環境的相互作用’經由感官（視覺﹑聽覺﹑

與觸覺﹚、腦及肌肉所共同組成而產生的音感和動作,可以讓幼兒巧妙地學會運用身體各

部位來表達自已的情緒’甚至進－步促進他們的學習能力」。設計課程時,教師與導師關

注歌曲節奏、歌詞內容等是否切合幼兒生活經驗’增加幼兒學習動機,從而體會舞蹈的技

巧和樂趣。

直班

透過是次計劃’高班幼兒習得身體、音樂節奏與情緒的協調關係,包括能跟著音樂變化,

肢體協調及有表情地做動作;騎馬、蝶採花;踏跳步﹑交替步;配台音樂、活動內容’能

創造性地表演出自已角色特點的肢體動作。同時,高班幼兒學習舞蹈與空間的關係’他們

習得隨著音樂與同學╴起組合不同的隊形。

舞蹈不是只個人能力’還有舞蹈的伙伴和舞蹈空間。設計舞蹈活動時,更需要按不同發展

階段的幼兒作出調整,例如:引導高班幼兒關注個人以外的事物,包括舞蹈環境與同伴,

計劃嘗試讓幼兒隨著音樂組合不同的隊形。

「隨著音樂與同學╴起組合不同的隊形」－項成效理想’常常做到的幼兒由前期25℅提升

至後期80.5℅,與「配合音樂﹑活動內容,能創造性地表演出自己角色特點的肢體動作」

-項升幅相同’達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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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親子舞蹈活動

計劃重視家長的參與’應為家長在幼兒的學習過程中擔當－個重要的角色。本計劃認同《幼
兒音樂與律動》所提及’在家長與教師的陪伴下’讓幼兒喜歡音樂、享受音樂’進而建立

自已的音樂能力,而非聚焦在讓幼兒學習專業知識及才能訓練。

因此,本計劃修定原本方案,將講座改為親子舞蹈工作坊,增加親子互動的機會,同時讓

家長能深刻體會舞蹈對幼兒成長的好處。活動獲家長支持’反應熱烈。總括問卷調查結果’

家長認同親子舞蹈工作坊是非常好的親子活動,期望能多舉辦甚至定期安排。初班、幼兒

班有家長更認為,時間可以長半小時’由l小時增加至l.5小時。

問卷調查結果反映家長對工作坊的肯定’所有家長皆同意工作坊讓他們認識舞蹈對幼兒發

展有很好的幫助。

教師╴教師培訓活動

教師對幼兒的學習有直接影響。本計劃聘請了資深的幼兒舞蹈導師,以小組形式帶領幼兒

舞蹈活動;教師分成小組參與及協助舞蹈教學。同時,導師為教師進行舞蹈課程設計指導

及為教師提供諮詢支援》讓教師從實踐中’具體了解舞蹈教學的技巧與課程設計的細節。

本圍共ll位教師在舞蹈活動前和後分別填寫問卷,前期及後期教師評估結果的數據資料’

比較及整理如下:

問題1－我對舞蹈有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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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很同意非常同意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表現分析:

非常不同意及不同意的教師由前期共5位’減至後期只有l位不同意;前期沒有教師很

同意自已對舞蹈有認識’後期隨著教師與舞蹈教師合作的機會增加,表示很同意的教師

增加至3位,升幅達27℅。前期和後期均有2位教師表示非常同意,數量保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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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2╴我知道幼兒學習舞蹈的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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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分析:

非常不同意及不同意的教師由前期共7位,後期減至只有2位不同意;前期有2位教師很

同意,後期隨著教師與幼兒共同完成整個舞蹈活動’教師對此項的認識亦有加深,表示

很同意的教師增加至6位’升幅達36℅。前期和後期均沒有教師表示非常同意。

問題3╴我認識幼兒舞蹈的教學方法和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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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分析;

非常不同意及不同意的教師前期共7位’減至後期2位不同意;前期有l位教師表示很同

意’後期隨著教師與舞蹈導師－起討論及帶領舞蹈活動’教師加深對此項的認識’表示
很同意的教師增加至4位,升幅達27℅。前期沒有教師表示非常同意’後期有l位。

問題4一我能夠掌握幼兒舞蹈的基本舞步（例如踏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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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分析:

非常不同意及不同意的教師前期共4位’後期減至1位不同意;前期有2位教師表示很同

意’後期透過帶領幼兒練習舞蹈’教師對舞步的認識亦相應增加,表示很同意的教師增

加至7位,升幅達45℅。前期沒有教師表示非常同意,後期有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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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5╴我懂得弓I發幼兒進行舞蹈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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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分析:

非常不同意和不同意的教師前期共7位’後期減至l位不同意;前期有2位教師表示同意,

後期在舞蹈導師的帶領下,教師能現場觀摩弓∣發幼兒進行舞蹈創作的過程’表示同意的

教師增加至6位,升幅達36℅。前期和後期均沒有教師表示非常同意。

問題6╴幼兒在學習舞蹈時經常出現哪些問題?（以點列形式作答）
＝臣╴…c

後期前期 ﹣…﹣﹣嗧﹄.』﹑i…鸞hP

有關肢體協調

’未能跟隨音樂的節奏。

’未能掌握動作及節奏。

’部份幼兒會脫離拍子,如跳

快或慢‧

。個別幼兒對音樂的節奏掌握

及動作仍未能配合。

’跳快了,動作不夠細緻。

‧肢體動作較含蓄。

甚l迆

.對舞步及走位有進步空間。

.未能掌握整套舞步的編排。

’未能理解幼兒的舞蹈發展。

有關舞蹈知識

.對舞蹈創作認識不足,對教學步驟不了解。

’未能掌握舞蹈與音樂節拍的關係。對於如何

編排合適舞步’想有具體計劃。

有關肢體協調

‧手腳協調不平均。

.肢體協調有不同程度的困難。

。音樂節奏的掌握未能配合動作。

‘忘記動作和走動位置。

.未能掌握節奏。

‘跟不上拍子。

‘方向的轉變令幼兒混亂。

。方向、節拍掌握方面,幼兒會逆方向’跟不

上節拍跟舞步。

甚i也

’未能專注於音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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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7一你會如何讓幼兒改善學習舞蹈時經常出現的問題（以點列形式作答﹚
占8勺＝≡亡一■－＝╴…－＝

■■●凸■≡■

前期 驟驪 後期
土■■

>

示範。

重覆練習。

玩節拍遊戲。

弓I導幼兒模仿。

從旁輔導﹑個別指導。由簡單的步驟慢慢－

步一步學習。

在音樂上找到明顯的拍子位’並用肢體動

作。老師需獨自跟幼兒練舞。

反覆練習。

親身示範。

教幼兒自己數拍子。

示範動作需要較誇張。

從故事形式弓∣發幼兒。

針對個別幼兒進行輔導。

參與培訓及參考不同害籍。

弓I導音樂’口頭數拍子’不

斷練習。

鼓勵幼兒聆聽音樂的細節,

熟悉音樂’配合舞步。

教師前期評估整體表現分析

對比前期後期結果’綜合首五項問題,教師對舞蹈的認識有顯著成效,表示非常不

同意及不同意的教師明顯減少’表示很同意的教師明顯增加。有關幼兒在學習舞蹈

時經常出現的問題’教師於前期和後期的意見相若。至於如何讓幼兒改善學習舞蹈
時經常出現的問題’教師於後期的意見較前期的意見多變化,方法也較具體。

培訓課程增加了教師對舞蹈教學的認識,也敔發教師弓I導幼兒投人律動的不同方法‧參與教

師認同計劃增加教師對舞蹈的知識’亦讓教師獲得更多弓∣發幼兒創意思考的方法。習得的技
巧教師應為不限應用在舞蹈活動,更應將其滲人幼兒的日常課程中’例如音樂﹑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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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計劃在幼兒家長及教師三方面均能達致預期目標’而且計劃中有部分成效是預期以外的

成果’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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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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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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駙
者

證據或指標目標

透過由教師填寫評估表,於計劃的前、

後期進行評估’了解幼兒對舞蹈學習的

發展情況。

參與舞蹈活動的幼兒出席率達l00℅。

幼兒表演舞蹈時有自信、不怯場。個別

幼兒參與舞蹈活動前後’自信心明顯提

升。

舉辦－次校內表演活動和－次社區表

演活動。

完成工作坊後向家長發出問卷’了解家

長對工作坊內容﹑親子關係等方面的意

見。

家長出席率達95℅。

63℅家長非常同意活動讓他們認識如

何與幼兒進行舞蹈創作。

68℅家長非常同意活動讓他們認識舞

蹈對幼兒發展有很好的幫助。

全部

達到

提高幼兒對舞蹈藝術的

興趣﹑認識和欣賞能力’

並為幼兒提供╴系列學

習活動和演出機會’以培

養其運動身體的習慣。

幼兒舞

蹈活動

幼兒

親子舞

蹈活動

全部

達到

家長 透過舞蹈增加親子互

動,讓家長認識律動對幼

兒發展的好處。

每節舞蹈活動’安排固定2位隨堂教

師。

透過教師問卷調查,了解教師對舞蹈的

認識和帶領幼兒舞蹈活動能力。

教師與導師共同完成幼兒班、低班、高

班舞蹈教案。

幼兒班和低班的表演活動由導師與教

師共同完成;高班表演則由教師親自完

成。

透過與舞蹈教師協作教

案和與幼兒練習’豐富對

幼兒舞蹈發展的認識。

教師培

訓活動

全部

達到

教師

由教師自行組織安排有關活動,參與教

師共3位。

教師需完成培訓及反思記錄。

透過參與和欣賞舞蹈節

目’擴闊教師視野,讓教

師進╴步認識舞蹈與身

體、舞蹈與空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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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劃影響

﹥拓寬家長的視野

l00℅家長參與親子舞蹈工作坊後’對工作坊的目標表示不同程度的同意。工作坊讓家長

認識舞蹈對幼兒發展的幫助、知道如何與幼兒進行舞蹈創作、同意舞蹈能提升幼兒對藝術

的欣賞能力和提昇幼兒的創作能力’同時舞蹈增進家長與幼兒的親子關係。因舞蹈學習活

動與表演活動關係密切,部分幼兒會在家中練習,間接引進家長對舞蹈的興趣。因此’親

子舞蹈工作坊報名情況熱烈,需要抽籤決定參加者。參與者對工作坊十分支持’出席率達

95℅’唯－－組親子因尚未適應人學生活’未能進人課室參與活動。從工作坊的問卷調查

結果得知’有家長讚賞工作坊是「非常好的親子活動,希望多舉辦。」,亦可「可定期安

排」。由此可見,家長喜歡工作坊,亦認同工作坊目的。

>

>

拓寬教師的視野

透過與舞蹈導師共同帶領幼兒進行舞蹈活動及表演’教師期望更全面地認識舞蹈及了解教

學技巧‧經教師自發組織及討論並獲校長同意及支持’淵

-﹨,認識專業級舞蹈編排的原則和步驟,並學習如0』p』00』◇﹄＝﹁軍╴︼＝■

何弓I導舞者投人舞蹈’最後欣賞舞者示範。從教師培訓資料記錄可見,是次工作坊拓寬教

師的視野。個別教師認為’,要尊重不同舞者的創意,面對

幼兒的舞蹈演繹,亦不應作出批評,而是帶領幼兒投人音樂之中’以肢體律動自由地發揮

出來。個別教師應為內容太專業’超過幼稚園的需要。總括而言,是次園外教師培訓活動

具敗發性’能讓教師突破日常經驗’重新檢視和思考幼稚園舞蹈活動的形式。

促進家長對幼兒發展的認識

參與親子工作坊時,家長表現投人。按工作坊活動簡報所述,進行熱身時’家長積極與幼

兒進行互動’親子之間又會隨舞蹈動作’互相協助和讚賞對方。工作坊開始時’導師介紹

參與者－起進行親子熱身活動’部分動作有益於幼兒骨骼成長’部分動作需由幼兒協助家

長或由家長協助幼兒來完成。因此’工作坊從有時限的活動,延伸成家裡或可於日常應用

的健康知識。於工作坊完結前,導師邀請幼兒欣賞家長跳舞,讓家長嘗試代人幼兒表演者

的角色’讓家長更具體地臧受學習舞蹈時幼兒會面對的問題。兩節工作坊,家長投人舞蹈’

亦享受成為表演者。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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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學校圄隊精神及提升學校整體形象

親子舞蹈工作坊後,部分家長向學校查詢興趣班的安排,亦邀請校方提出適合其幼兒參與

的活動。校長重視家長的意見,認同興趣班的重要性,來年的興趣班將以舞蹈活動基礎,

邀請更多家長參與。

>

有鑑於於家長對親子工作坊反應熱烈’學校安排家長參與幼兒的聖誕親子遊戲日的表演活

動’讓家長與幼兒－起表演。當中包括參與工作坊的家長和沒有參與工作坊的家長,其中

－位共舞的家長更是幼兒的婆婆。由此可見’親子工作坊除了直接讓家長認識幼兒發展’

亦間接弓∣起未有參與工作坊家長的共鳴,長遠能增加家長對學校的歸屠感。

自我評鑑成本效益、一
一
一 變更實際開支預算項目 批核預算 |

總額 細項

現代舞技巧支援

現代舞技巧支援

課程設計及諮詢

親子講座及工作坊

員工開支

租用演出大會堂文娛廳

服裝和道具

服務 $20,950 $6,500

$g,l00

$3,600

$l,750

$59,850

$2,500

$l,958

$20,700 ﹢l‧2℅

員工開支 $59,850 $59,850 0℅

－般開支 $4,458 ﹢6‘l℅$4,200

資源的運用

‘幼兒兩次的舞蹈學習成果分別與畢業典禮和聖誕親子嘉年華結合,將影響力最大化及

將成效推廣至家庭及社區。其中包括’幼兒為活動營造愉快氣氛從而獲得滿足戚及自

信心;再者,幼兒獲得家長及社區人士肯定與支持’促進家校台作並提升學校形象。

>

將舞蹈學習活動融人日常課程安排,包括於調整時間與空間的安排。空間方面,日常

舞蹈學習於本園體能室進行,表演活動則於區內社區中心進行。時間方面,幼兒及教

師不需額外時間進行活動,而是將舞蹈成為體能活動的－部分。進行日常體能活動時’

教師加人律動及舞蹈練習’提升幼兒舞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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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直接受惠人士數目計算的單位成本

>

>

>

計劃總支出:∣＄85,258

單位成本; ＄85,258／直接受惠人士6lg（105幼兒＋2↓0社區人士＋266家長＋8教師﹚

=$l37.7

計劃所建構的學習課程及資料的延績性

’舞蹈學習活動包裝教案﹑音樂及舞步設計’以光碟及文件形式存檔,成為本園的教師

資源及參考資料。舞蹈學習活動分別以幼兒班、低班﹑高班幼兒為對象,以三首不同

的歌唱,共設計三份教案。日後’教師可以直接選用該教案’或者選取教案然後按幼

兒能力作出調整。

服裝和道具

妥善保存於園內,成為日後表演活動或典禮活動資源。服裝和道具不限於本園使用,

有需要時會外借至保良局24所幼稚園暨幼兒園。

當其他學生重做計劃時,不須另外注資的開支項目

舞蹈教材套’包裝教案﹑歌曲、編舞’可以通過分享或交流會將經驗免費分享至24所學校。

以較低成本達致相同效益的其他方法

教師培訓可按教師需要自行安排,例如參與由康文署和專業舞蹈團體定時提供的免費社區

舞蹈欣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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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可推介的成果及推廣模式
■﹄

是否值得優質教育基金推

介及可供推介的可行性?

如值得,請建議推廣模式。

可在優質教育基金成品及

展覽中推廣。

舉辦的推廣活動成果的質素及推廣價值評鑑項目詳情

以校內日常通訊發佈予l05

位幼兒。

幼兒班及低班表演活動結合畢

業典禮製作成電子光碟’供家

長及幼兒以購買或借閱的方式

欣賞或留念。

電子光碟

（76套﹚

開放教材套予園內教師自

行存取,並於校內會議發佈

有關安排。全部共l4位教師

表示會應用於課室中。

教師與舞蹈老師參與的舞蹈學

習活動製作成幼兒班、低班﹑

高班三套教材套,每套教材套

包括教案、舞步設計、段落編

排及示範光碟。教材套將經驗

集結並延伸至未有參與計劃的

教師。教師為不同年級的幼兒

設計舞蹈活動時’教材套成為

適切的參考資料。

教材套

（l套﹚

在家長會上播放及介紹有

關活動。

每年學期初的各級家長會,向

園內每位家長介紹計劃詳情

家長會

以校內日常通訊發佈予l05

位幼兒;30份予區內小學、

老人中心﹑志願圍體﹑大廈

互助委員會等。

定期向家長及社區匯報有關計

割的進度

家長通訊

（l30份）

以校內日常通訊邀請

l05位幼兒出席,出席

人數共25￠人。

派發共2￠0張人場券予

天主教聖華小學﹑沙田

崇真小學、聖公會主風

小學及本園畢業生及

新生。

社區活動

（嘉年

華）

高班表演活動結合聖誕親子遊

戲日進行。表演活動在區內露

天球場進行’並邀請社區街坊

參與。表演活動讓幼兒的舞蹈

成果走人社區’並為遊戲日帶

來愉快的氣氛。同時,家長亦

有參與是次幼兒表演活動’首

先是幼兒舞蹈,然後是親子共

舞》讓家長透過表演》體會舞

蹈與表演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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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人數 參加者反應

日期 項目
家長 腿

灶
幼兒 教師

工作小組

會議

校長與老師召開會議,初步擬定推行進

度,讓老師更有效了解計劃目標及內

容’使計劃II頂利開展’能加強作為種子

教師的信心。

20川／20l5

6/5/20l5

0 0 0￠

透過舞蹈活動,促進身體協調能力;配

台音樂’享受運用肢體的樂趣,並與同

伴合作創作舞步。

透過與舞蹈導師與幼兒－起進行活

動’認識舞蹈、音樂與幼兒發展的關

係,並累積教學經驗。

5／20l5至

l2/20l5

幼兒舞蹈

活動

84（包括

幼兒

班、低

班、高

班﹚

6 0 0

透過表演活動,讓幼兒建立合作精神和

自信心。

透過安排表現活動’認識如何於舞台呈

現舞蹈’了解幕前﹑幕後的運作。

邀請家長欣賞幼兒的成果’讓家長認識

幼兒的潛能。

透撾舞蹈,增加親子互動’感受舞蹈樂

趣。

讓家長認識律動對幼兒發展的好處。

幼兒表演

活動

84（包括

幼兒

班﹑低

班、高

班）

0 266 2￠028/7/20l5

lg/l2/20l5

親子舞蹈

活動

l9（包括

初班﹑幼

兒班﹑低

班﹑高

班﹚

0 0l9/9/20l5

l0/l0/20l5

p
位

透過兒童評估表,觀察課堂表現及參與

程度

兒童評估:

前期

後期

0 08/5/20l5

4/8/20l5

6/l0/20l5

22/l2/20l5

8』 0

透過參與和欣賞舞蹈節目,讓教師進一

步認識舞蹈與身體、舞蹈與空間的關

係,加深對舞蹈的認識。

教師培訓

活動

84（包括

初班﹑幼

兒班﹑低

班﹑高

班﹚

l7/l0/20l5 8 0 0

透過評估表’讓教師認識自己及為自己

的不足尋找解決方法。

教師評估 00 ll 0l4/5/20l5

l8/l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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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困難及解決方法

教師舞蹈經驗

園內教師對舞蹈有不同程度的認識,由資深導師與較有舞蹈經驗的園內教師帶領較少經驗的教師

進行活動。過程中,教師互相學習及交流’彌補有關知識。教師了解自身不足之處’然後會主動

提出和安排參與園外舞蹈活動,豐富教師培訓內容。

親子舞蹈活動

經再三考慮’為顧及參與者安全,未能安排全校共l05組親子進行講座。因此’本園將資源集中

在對舞蹈感興趣的親子’深化家庭對舞蹈的認識,同時讓家長認識幼兒的才能及興趣。

推廣及延伸

項目對象原來並未包括教師。然而,教師受幼兒舞蹈活動敗發,延伸成教師培訓活動,為教師未

來帶領舞蹈活動建立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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