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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結報告 計劃編號: 2013 /0751 

甲部

計劃名稱: r感知肌動、從小開始l ﹒提升幼兒小肌肉發展的能力

機構/學校名稱: 東華三院方樹泉幼兒園

計劃進行時間:由 7/2015 (丹l年)至

乙部

屯i尬的 (月i年)

t莫囂此部份報告鼠，請先詳閱讀rJ優質教育基金計劃總結報告壇寫指引j 。

請另頁(A4名的書寫，就以下項目作出總結報告:
1. 達成目標

2. 計劃對學習成效、專業發展及學校發展的影響

3. 自我評鑑計劃的成本效益，需清楚列出有關指標及衡量準則

4. 成品及推廣模式，及外間對那些推廣活動的反應
5. 活動一覽表
6 計劃實施時所遇到的困難及解決方法

.計劃負責人姓名: 受款人姓名*

簽名: 簽名:

日期: 23.11.2016 日期; 23.11.2016 

年計劃總結報告須經「網上計觀管理系統」提交。一經提交，報告將被視為己經由校監/機構主
管或代表機構簽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協議書的人士確認。

此表搗/指引可齡優質教育基金網頁11的:I/oef.or宣.lIk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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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方樹泉幼兒園 
優質教育基金計劃 

總結報告 
1.  能否達成目標 
 

目標(一) 發展一套細緻的小肌肉課程 (已達標) 

 

(i) 新增—小肌肉訓練課程大網 

職業治療師已為各班級統整小肌肉訓練課程大綱，當中按幼兒歲數的發展

需要，有系統地編排全年的小肌肉課程目標，並根據幼兒園現有的課程編

寫配合的活動內容。老師從中掌握每月的訓練目標，以及角落環境設計的

發展要素，然後用此大綱來設計日常的小肌肉活動，以涵蓋幼兒各項小肌

肉發展的能力。  

 

(ii) 新增—小肌肉玩具及教材一覽表 

職業治療師持續協助審視園內現有之小肌肉玩具及教材，檢討及整理教具及訓

練玩具(包括小肌肉及空間概念)，分析教具所對應的小肌肉發展範疇及按發展年齡將教具作

出分類。當中仔細列出各玩具及教材所發展的小肌肉能力，讓老師於設計角落

環境時，適當地擺放合適的玩具及教材。小肌肉玩具及教材均會按時添置，老

師亦會嘗試辨識新玩具及教材的功用，不斷優化玩具及教材一覽表。 

 

(iii) 新增—角落環境佈置計劃表 

K1-K3 老師編寫整年度的角落環境佈置教案計劃表時，加入小肌發展範疇的具體學習目標

以及相關教具的小肌元素分析。職業治療師協助就角落環境佈置教案的設計給予指導建

議。教案的設計可以幫助老師檢視每月角落環境是否已備有能夠發展幼兒各項小肌能力的

教材，必須具有不同深淺程度，以促進幼兒全面的小肌發展，同時回應學習上個別差異的

需要。職業治療師每月就角落環境佈置教案向老師作回饋，老師亦按職業治療師的建議作

調適。 

 

(iv) 新增—坐姿及執筆姿勢檢核表 

透過運用坐姿及執筆姿勢檢核表，有助培養老師的觀察及評估，一方面讓老師掌握幼兒正

確的坐姿及執筆姿勢，同時提升老師評估幼兒於這方面的表現。檢核表可供老師每年為幼

兒進行兩次評估，以記錄兒童的進度表現，於需要時為兒童提供跟進輔導。 

 

(v) 教學執行及指導 

除教案的跟進設計外，職業治療師每月到園到各班級觀察幼兒的活動情況、按幼兒表現指

導老師及幼兒的小肌動作要求，使老師能把教案中的設計及具體執行連結，更理解小肌肉

培育技巧，有助提升幼兒小肌發展。班主任亦在半職支援老師的協助下, 在分組時間指導

幼兒操弄教具和進行活動的小肌動作要求，以及為個別幼兒提供了針對性的訓練。老師每

月亦會在教案中記錄小肌活動進行情況，以作自我檢視及跟進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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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 發展一套細緻的、適合老師使用的小肌肉評估工具 (已達標) 

 

(i) 新增—小肌評估指引 

在機構已有的小肌評估項目中，職業治療師加入了評分標準及達標準則。老師能應用此指

引評估幼兒小肌肉能力的發展，以增加評估的精準度，及有助了解幼兒小肌的需要。 

 

(ii) 指導小肌評估工具使用 

職業治療師在計劃推行期間，按觀察到的情況，向老師作臨床指導及示範。職業治療師到

各班級觀察及指導 K1-K3 老師為幼兒進行學習評估表 (小肌部份) 的小肌動作要求及評分

標準，並回應老師諮詢，增加老師對具體執行時評分準則的了解。 

 

目標(三) 提升老師培養幼兒小肌肉發展的能力 (已達標) 

 

職業治療師為老師提供培訓，主題為認識幼兒小肌肉能力基礎能力 I (基礎認識) 、如何提

升小肌基礎能力 II (評估項目及評分要求) 、角落活動設計分析 (小肌元素) 與深淺程度介定標

準及如何提升小肌基礎能力及角落小肌活動設計分析。參與培訓的老師共 6 位(包括支援老師) 。 

 

具體成效 

 

(i) 提升老師對評估和訓練幼兒小肌肉能力的認識 (已達標) 

培訓前及培訓後向老師派發問卷，了解老師對培養幼兒小肌肉發展的認識。從問卷中看到，

本計劃提升了老師對培養幼兒小肌肉發展及利用學習評估表作小肌評估的認識，以及將小

肌元素融入課程中的認識。所有老師均表示培訓加強了老師對小肌的認識及訓練技巧。 

 

 

<<老師問卷>> 

 

５分為十分認識，1 分為少認識。培訓前後老師平均評分如下：             

 平均評分 

活動計劃前 活動計劃後 

1. 幼兒小肌基礎元素 2.5 4.2 

2. 提升幼兒小肌基礎能力的方法  2.7 4.2 

3. 現有課程中融入小肌元素 2.7 4.2 

4. 「幼兒發展及學習報告表」中，小肌評估的 

評分標準 

2.5 4 

 

 (ii) 強化幼兒小肌肉以及寫前/書寫能力 (已達標) 

 

2015 年 1 月及 2016 年 8 月，校長和老師以及職業治療師一起檢視了活動的進行和成效。

2016 年 8 月老師交流分享中，回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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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兒班 K1 
  

 根據日常的觀察，K1 幼兒在開學初期，願意參與小肌肉活動和樂在其中，唯老師發現幼

兒在活動中表現的技巧和能力都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包括坐姿，手眼協調，以及肩膀穩

定性等，如部份幼兒坐下操作教材時未能雙腳平放在地上或於 3X3 厘米的格內蓋印章會

出界，同時在前二指和前三指的運用上亦未夠靈活，在扣外套上的鈕扣時會較困難，因

此老師從這幾方面加以引導和調節課室的物品，尤其增加參與訓練前二指和前三指，及

肩膀穩定性相關的教材或玩具。現在情況已有改善，加上幼兒更適應課室程序，專注力

和耐性亦同時有所提升，在練習上更投入，令小肌肉的運用能力提升。 

 

 

K1 小肌肉的進步情況： 

項目 最初的情況 現在的情況 

穿珠 用 3～4 隻手指持珠，大部份時間會

把雙手及手肘放卡桌上借力，另一手

拿繩的前段穿入 4-5mm 的孔 

在提示下改用前 2 指或 3 指持珠，及

將後 3 指或 2 指合上。另一隻手用前

2 指拿著繩頭，將繩穿入 3mm 的孔，

部份時間手肘已能離開桌面 

使用鉗夾 

物件 

多用 4 指或 5 指拿鉗，部份能用前 3

指，但在夾取小石或大毛絨球需時較

長，亦會有掉落情況 

在提示下能用前 3 指拿鉗夾取

1-1.5cm 毛絨球，並能將後面 2 指合

上，準確性亦有所提升 

使用匙羹舀 

物件 

一隻手扶著餐具，有部份幼兒會用 5

指握羹，將木珠舀起放入另一個碗

內，其餘幼兒用 3 或 4 隻手指持羹 

幼兒能穩定地一隻手扶碗，另一隻手

用前 3 指握羹舀起木珠和紅腰豆，放

在另一個碗內，5 指握羹的情況較少

出現 

扭合不同大

小的瓶蓋 

掌握雙手一固定，一手操作，能順利

扭開或扭合較大的瓶蓋，但在扭開或

扭合直徑 2-3cm 的瓶蓋，前 3 指的手

指力量便較弱。 

另一隻手用 3-4 指轉動瓶蓋，大部份

幼兒力量有所提升。 

沿線剪出紙

條 

能使用較剪剪斷 2cm 寬的紙條，但在

剪 6 吋長的直線時，手指靈活性不

足，未能順利剪斷 

大部份幼兒能依著一條長 6 吋寬

1.5cm 的直線來剪出紙條，但部份幼

兒仍未能順利剪出，會出現「鋸齒」

邊或偏離直線 

 

 

低班 K2 
   

 在學期初的兩個月，幼兒逐步適應新的日程及練習安排，開始學習書寫文字。老師需因

應幼兒的個別情況而改善或加強其精細動作的技巧時，所需要的時間均較長。例如在手

指運用方面，幼兒在用前 3 隻手指操作物件時，有部分幼兒未能同時將後 2 指合上。在

執筆方面，也可以明顯觀察到此情況。此外，在使用剪刀剪直線時，幼兒不時會剪離直

線和會有鋸齒邊出現，可見其手眼協調和手指靈活性仍有進步空間。經過老師與幼兒的

練習後，幼兒在各方面的手指運用上均有進步，能夠在使用前 3 隻手指時將後 2 指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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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分能力高的幼兒更能在用前 2 隻手指時將後 3 指合上，如撿起小珠、使用橡皮擦等。 

K2 小肌肉的進步情況： 

項目 最初的情況 現在的情況 

夾衣夾 幼兒經常使用前 3 指拿著衣夾，後 2

指微微張開，部份幼兒有時甚至會一

起用 5 隻手指 

可以利用前 2 指拿著衣夾，力

量控制適中，能將衣夾正確地

夾在繩子上，其雙手協調和手

指靈活性有所進步 

剪紙 能依一條長 8cm 寬 5mm 的直線剪出

紙條，但不時會剪離直線和會有鋸齒

邊出現，操弄剪刀時亦會顯得不太純

熟，其雙手協調和手指張合的能力有

待改進 

提示下能沿線粗略地剪出正方

形、三角形、圓形等的簡單幾

何圖形，減少有鋸齒邊出現的

情況；在操弄剪刀時亦有明顯

進步，幼兒能一手固定紙張，

一手成功利用剪刀把紙張剪開  

執筆寫字 幼兒慣常用前 3 指執筆，唯在執筆時

拇指和食指較常重疊，寫字時又過於

用力，手腕生硬，手臂以下的位置欠

靈活 

能一手按紙，另一手拿著筆杆

時，拇指尖和食指尖可相對，

手腕能保持自然伸展  

穿珠 幼兒慣用前 3 指持直徑 8mm 的珠，

另一隻手拿著幼的魚絲線穿入小孔

內，但未能雙手協調將魚絲線拉出 

幼兒現多用前 2 指持珠，在雙

手協調方面也能所改善，能夠

自然流暢地在珠穿入小孔後，

將魚絲線拉出 

 
 
 

項目 最初的情況 現在的情況 

搓泥膠條 幼兒不時會將泥膠放在桌上搓，較少

能夠以雙掌搓出泥膠條，可見其肩膊

穩定性不夠 

現幼兒能夠運用雙掌將泥膠條

搓得又長又幼，雙掌協調動作

較之前純熟，搓出來的泥膠條

的形狀也比之前均一，其雙手

的力度控制也有所提升 

坐的姿勢 幼兒寫字時，慣常將其中一隻腳伸出

椅子外，或將一隻腳屈曲坐，雙腳沒

有平放在地上，身體不時會向前傾 

經過提示後，幼兒雙腳能夠放

入桌子下並平放在地上，身軀

保持挺直，頭部沒有過份地向

前傾 

 

 
 

高班 K3 

 
  在學期初，K3 的幼兒在部份的小肌肉項目中發展穩定，他們喜歡到藝術區進行剪紙、

利用環保物料進行圖工創作的活動等，當中幼兒能利用前二指撕下簡單的圖形、模仿摺

紙、使用滴管等，過程中可見他們在使用前二指進行活動的靈活度及精細度。另 K3 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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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在坐立姿勢仍需老師持續提示，部份幼兒坐立時的雙腳未能放在桌下，甚至把一隻腳

伸出椅子外，或將一隻腳屈曲坐，因此老師會因應幼兒的個別情況而協助及改善。在執

筆姿勢方面，部份幼兒在執筆時的拇指尖和食指尖太靠近筆尖，而在書寫時他們的頭部

較常未能與桌面保持適當的距離，肩賻及膝蓋的姿勢未能保持 90 度，故老師仍需作持

續的提示；在使用筷子時，大部份幼兒都未能掌握當中的技巧，老師會請幼兒在日常生

活練習區及藝術區作小組及個別的指導，讓他們練習利用後二指夾實棉花、利用前三指

搓紙球等，並持續發展使用筷子的技巧。老師會在課室內增加訓練前三指、後二指、肩

膀穩定性等的相關教材及玩具。而隨著持續的練習，他們在各項的小肌肉項目上均有明

顯的進步。 

 

K3 小肌肉的進步情況： 

項目 最初的情況 現在的情況 

用間尺畫

直線 

幼兒經常一隻手執著間尺，

另一隻手執起鉛筆時未能放

在間尺上畫上直線及橫線 

在提示及練習下，幼兒能用一隻手執著

並按實間尺，另一隻手能使用鉛筆沿間

尺的邊畫起直線及橫線 

用筆刨刨

筆 

幼兒手腕的力度在操控筆刨

時未能轉動 90 度 

幼兒持續在區域內進行活動以提升手腕

力度的靈活性，例如用匙舀起木珠、用

打蛋棒打起泡泡等，現在他們用筆刨刨

筆時的手腕能自然地轉動 90 度 

使用筷子

進食時，

能掌握正

確姿勢 

幼兒的食指及中指未能在其

中一隻筷子上以移動，而拇

指未能放在另一隻筷子上作

倚傍 

部分幼兒的食指及中指能移動以夾取食

物，在使用筷子的技巧上稍有進步 

在 2.5x2.5

厘米的格

子內書寫

簡單中文

字 

幼兒在格子內書寫時的字常

會過大或過小，他們未能觀

察到字在格子內的空間及結

構 

經過指定的活動及日常練習後，幼兒能

按格子內的大小來書寫，在掌握字形及

書寫的空間感稍有進步 

坐的姿勢 幼兒在書寫時經常把一隻腳

伸出椅子外，或將一隻腳屈

曲坐，而身體亦常會向桌面

傾前 

現在幼兒雙腳能夠放在桌子下並平放在

地面上，身體保持挺直，頭部亦能與桌

面保持大約 90 度的距離 

執筆姿勢 在執筆時的拇指尖和食指尖

太靠近筆尖  

在執筆時，幼兒的拇指尖及食指尖在筆

桿上能與筆尖保持適當的距離 

能穿鞋

帶，打繩

結，繫鞋

帶 

最初幼兒在控制兩條鞋帶時

未能掌握打繩結的技巧，因

此未能繫上蝴蝶結 

幼兒經過在日常生活練習區的持續練習

後，漸掌握兩條鞋帶打繩結的技巧，並

順利繫上蝴蝶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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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提升幼兒小肌肉能力和寫前/書寫能力的表現 (已達標) 

 

：2015/2016 年度下學期能獲穩固掌握至表現優良的幼兒百分比如下： 

 

K1 小肌表現 (90.42%幼兒獲穩固掌握至表現優良)  

 

 
 

 

K1 寫前技巧 (85.15%幼兒獲穩固掌握至表現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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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 小肌表現 (96.42%幼兒獲穩固掌握至表現優良) 

 

 
 

K2 書寫能力 (94.05%幼兒獲穩固掌握至表現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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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3 小肌表現 (91.34%幼兒獲穩固掌握至表現優良) 

 

 
 

 

K3 書寫能力(93%幼兒獲穩固掌握至表現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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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劃影響 
2016 年 8 月於總結會議中，老師表示計劃能增潤幼兒園現有的小肌肉課程、提升幼兒

的小肌肉發展；為教師提供培訓機會，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統整小肌肉的玩具及教材，在

質和量都更豐富，具體老師回饋如下： 

 

(I) 提升幼兒對小肌能力及活動的興趣 
 

透過小肌課程的設計，職業治療師定期到校觀察和提供專業指導，按幼兒的年齡和能力準

備程度深淺的教具。此外，除了在小肌活動及教具作出統整外，治療師亦會於感知肌能、

大肌、圖工及寫字活動中同時作出與小肌發展相關的活動提議。 
 
在 K1 班中，環境設置中增添了上肢肌力的活動，例如：牆上教具活動、牆上大筆畫活動

等，以增加幼兒練習上肢肌力及穩定的次數。在 K2 班中，老師在日常生活練習區也會加

入小肌元素，治療師在體能活動中亦會作出觀察和提議，以加強幼兒於專注力、肌力和耐

力的表現。在 K3 班方面，老師於寫字活動中把字庫分出高、低程度，讓幼兒循序漸進地

由筆順簡單至部件較多地學習寫出字詞。此外，老師在體能活動中加強了上肢肌力、本體

和前庭的遊戲，從而幫助幼兒對寫字的掌握。經過這一年治療師的建議，老師的改善和跟

進，幼兒在小肌肉發展中均有進步，多元化的教具也吸引幼兒有興趣地操弄，從練習中得

到成功感。在 K1 中，幼兒的手指較之前靈活，會多以前二指或前三指操作。在 K2 中，幼

兒增多了練習上肢肌力的機會，於坐姿和執筆姿勢方面有所改善。在 K3 中，幼兒對老師

的要求有所理解、共識，願意合作，例如：於寫字活動前以指尖對指尖的姿勢拾小珠、進

行視覺感知教具等，幼兒從中得到均匀的發展。 
 
在這一年間，支援老師能協助老師分組，教導和觀察幼兒進行小肌活動的情況，以糾正和

鞏固他們小肌肉的基礎能力和技巧，亦會協助他們的特殊需要，個別訓練，提供適切的協

助和鼓勵，經過老師觀察不同年齡階層的幼兒，幼兒對小肌活動漸漸感到興趣和信心，不

但增強他們能力上的發展。 
 
(II) 設計「角落環境佈置計劃表」 

  從計劃中，職業治療師協助老師編寫「角落環境佈置表」，把教具加入小肌發展範疇的學

習目標及小肌元素分析。過程中，老師按原有的角落環境圖表作出調適，因應分析後的

結果，從而得知教具讓幼兒學習到的小肌元素屬於那一類別，亦清晰地列出缺少的部份，

讓老師設計和增添教具。治療師每月與老師會作出檢視，並向老師作出回饋，起初，老

師對編寫角落表會較需時和感到困難，治療師會按老師的需要，作出適當的培訓和指導。

計劃表將成為課程資料，讓老師作參考，從而讓計劃的目標得以延續和承傳。 
 
(III) 為有個別差異的幼兒增強訓練 

  透過治療師和老師的觀察，從各級別辨識了一組並 17 位幼兒於小肌肉發展能力較弱的幼

兒，並安排治療師為這組幼兒進行個別的仔細評估。評估後，治療師撰寫一份小肌肉訓

練建議文件，供老師和家長參閱。老師會按文件內容，在日程活動上為幼兒加強訓練，

同時會與家長分享文件內容，說明評估結果，並建議一些家居訓練活動以作增加小肌肉

能力。家長對文件表示十分欣賞，認為幼兒園很關注幼兒的全人發展，部份家長更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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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輔導。 
   
(IV) 促進老師的專業發展 

  透過職業治療師對教師和支援老師的培訓，老師在小肌的知識方面有了較多的掌握。在

編寫角落表前，職業治療師對教師會先作出培訓，使老師明白到不同年齡幼兒在小肌的

發展階梯和環環相扣的影響。在過程中，治療師與老師分析不同教具的小肌元素，亦請

老師把教具進行分析和討論，讓老師從中得到清晰的要求，從而加強老師對編寫角落表

的信心。 
 
  透過治療師的專業回饋，老師在設計教具上較以往多元化，例如：牆上放置乒乓球、米

樽按圖尋寶，使用不同文具等。教具和活動亦具有不同程度，不但讓老師發揮對設計教

具的潛能，亦可讓幼兒在小肌方面得到全面均勻的發展。對於有特殊需要的幼兒，例如：

感統能力較弱、大肌能力不足等，治療師會個別向老師作出回饋及跟進，向幼兒作出活

動提議，從中，老師可學習到如何按幼兒的需要作出重點訓練，也觀察到幼兒能力較以

往進步。 
 
  對於老師在使用小肌肉評估方面，老師從治療師的評估準則中得知達標的準則，亦向老

師作出臨床的指導及示範，即時的回饋令老師對評估有明確的標準，提升了老師對評估

的統一和準確度，同時，也令老師對教導幼兒於小肌上的姿勢和技巧得以肯定。 
 
 

 
 
3. 自我評鑑計劃成本效益 

預算核對表 

預算項目 
(根據協議書附表 II) 

 
核准預算  

(甲) 

 
實際支出  

(乙) 

變更  
[(乙)-(甲)] / (甲) 

＋/－ % 
 

職員薪酬 100,485 元 93,453.68 元 -6.99% 

服務(外聘職業治療師 

諮詢服務) 

40,000 元 40,000 元 0% 

服務(賬目審計費) 5,000 元 5,000 元 0% 

教材、文具、影印 4,500 元 4,515 元 +0.3% 

 

4. 可推介的成果及推廣模式 
 

項目詳情 
(例如：種類、名稱、 

數量等) 

成果的質素 
及推廣價值評鑑 

舉辦的推廣活動 
(例如：模式、日期等)

及反應 

是否值得優質教育

基金推介及可供的

可行性?如值得，請建

議推廣模式 
K1,K2 及 K3「角落環

境佈置表」 
職業治療師協助老

師設計「角落環境佈

「角落環境佈置表」

經最後修改後會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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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表」，按主題每月

編寫角落計劃 
印於教案中，並儲存

於學校總檔中。往後

老師可按主題參考

和調適，並會作持續

優化 
K1,K2 及 K3 小肌肉

評估指引 
職業治療師把評估

表加入了評分標準

及準則，老師按準則

與幼兒進行上學期

及下學期的總評估 

各老師對評估工具

的運用，評分標準及

準則有具體的參考

和運用，評估工具由

班 老 師 於 課 室 保

存，評分標準及準則

儲存於課程資料中。 

／ 

家長通訊 K1,K2 及 K3 老師把

小肌肉發展的要素

及幼兒小肌肉活動

內容，定期期於家長

快訊內分享。 

家長快訊於 11、1、
4、7 月派發予家長，

讓家長認識幼兒小

肌 肉 發 展 的 重 要

性，並了解配合發展

的園內活動。 

／ 

 
 
 

計劃的成功因素／經驗，以及延續計劃的可行性： 
於 2016 年 7 月，職業治療師為老師進行培訓，讓老師更深入地認識小肌基礎能力的發

展和運用小肌元素設計角落環境佈置計劃表；隨後，老師便開始編寫「角落環境佈置計劃

表」，並與治療師作出修訂和跟進。另一方面，治療師在體能活動、牆上活動、日常生活練

習區及寫前活動中，提議出有助小肌發展的活動，對於個別有需要的幼兒，治療師亦會作出

觀察和幫助，從而令老師掌握發展小肌的技巧。辨識到能力差異較大的幼兒，便安排進行個

別評估，以了解該幼兒的發展階段。就其能力較弱的範疇上加強訓練。期間治療師向老師提

供不定期的專業指導，讓老師了解評估工具、評分標準及準則的參考和運用，讓老師在評估

幼兒時有一定的信掌握和標準。 
 

綜合老師回饋，老師表示今次的計劃令她們對小肌的知識增長不少，可將知識透過工作

來實踐，編寫文件時，起初雖然會遇到困難，但可讓老師檢視教具的數量和種類是否足夠，

製作教具時，還可把老師製作教具的技巧發揮。 
 

在這一年間，治療師向老師作出回饋，治療師能按老師的實際需要作出回應，讓老師對

進行小肌活動和設計角落環境時漸漸加強認識。同時，多元化教具及有趣的活動讓幼兒更能

投入其中，老師的正面鼓勵能令幼兒樂於嘗試操弄，愉快學習。 
 

推行小肌優化課程需要老師的經驗實踐，現階段老師對小肌基礎能力、角落環境佈置及

評估準則有所認識，當中也把培訓講義、角落表的文件和評估準則等儲存於幼兒園的課程資

料中。往後，老師亦有具體的文件作參考，從而提升老師的了解和提供合適的活動設置。相

信經過不斷的優化和實踐，有助提升幼兒園於學與教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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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活動一覽表 
       
報告計劃期間所舉行活動的日期、時間、地點、參與人數及內容等資料如下： 

 

日期 時間 地點 參與人數 活動 
2015 年 
7 月 24 日 

14:00-18:00 - 幼兒園 
 

培訓:  
- 職業治療師 
- 7 位老師(K1

至 K3 老師

及支援老

師)  
- 1 位兼收組

老師 
- 1 位計劃支

援老師 
- 校長(列席) 
 

- 職業治療師為老師進行培訓 (4
小時): 主題–認識小肌肉基礎

能力 
- 職業治療師向老師分享在學校

現有的小肌評估項目中,幼兒達

標的準則。過程中, 職業治療師

更向老師作仔細的解釋及示範, 
增加老師於評估時的準確度。 

- 內容亦包括小肌肉及視覺空間

發展及訓練、書寫訓練及建議 
 

2015 年 
8 月 14 日 

14:00-18:00 - 幼兒園 - 職業治療師 
- 7 位老師(K1

至 K3 老師

及支援老

師)  
 

- 職業治療師設計小肌肉教材、

玩具總覽表 
- 職業治療師設計角落環境佈置

計劃表(小肌肉範疇)，老師運用

計劃表編寫計劃 
 

2015 年 
9 月 29 日 

09:00-13:00 - 幼兒園 觀察及指導: 
- 職業治療師 
- 7 位老師(K1

至 K3 班老

師及支援老

師)  
- 90 位學生 

- 職業治療師就 K1-K3 老師編寫

之角落環境佈置計劃表作回饋 
- 職業治療師入組觀察幼兒的活

動情況及老師的教學技巧 
 

2015 年 
10月13日 

08:00-12:00 - 幼兒園 - 職業治療師 
- 7 位老師(K1

至 K3 班老

師及支援老

師)  
- 90 位學生 

- 職業治療師入組觀察幼兒的活

動情況、按幼兒表現指導老師

及幼兒的小肌動作要求  
 
 

2015 年 08:00-12:00 - 幼兒園 - 職業治療師 - 職業治療師就 K1-K3 老師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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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 - 7 位老師(K1
至 K3 班老

師及支援老

師)  
- 90 位學生 

之角落環境計劃表作回饋 
- 職業治療師入組觀察幼兒的活

動情況、按幼兒表現指導老師

及幼兒的小肌動作要求  
- 為個別於小肌肉發展上有特殊

有需要之幼兒進行初步評估，

並撰寫書寫建議報告 
2015 年 
11月10日 

2:00 – 3:00 - 幼兒園 - 校長 
- 職業治療師 
- 7 位老師(K1

至 K3 班老

師及支援老

師)  

進行中期檢討會議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2
月 

   為職業治療師產假 

2016 年 
2 月 16 日 

08:00-12:00 - 幼兒園 - 職業治療師 
- 7 位老師(K1

至 K3 老師

及支援老

師)  
- 90 位學生 
 

- 職業治療師就老師完成的坐姿

及執筆姿勢檢核表進行檢視。

並到各班進行觀察，然後就兒

童表現給予跟進意見。 

2016 年 
2 月 23 日 

08:00-12:00 - 幼兒園 - 職業治療師 
- 7 位老師(K1

至 K3 老師

及支援老

師)  
- 90 位學生 
 

- 職業治療師就老師完成的坐姿

及執筆姿勢檢核表進行檢視。

並到各班進行觀察，然後就兒

童表現給予跟進意見。 

2016 年 
3 月至

2016 年 4
月 

   - 職業治療師因工作安排的情

況，未能到幼兒園跟進工作。 

2016 年 
5 月 17 日 

09:00-1:00 - 幼兒園 - 職業治療師 
- 7 位老師(K1

至 K3 班老

師及支援老

師)  
- 89 位學生 

- 職業治療師就老師完成的坐姿

及執筆姿勢檢核表進行檢視。

並到各班進行觀察，然後就兒

童表現給予跟進意見。 
- 職業治療師就 K1-K3 老師編寫

之角落環境計劃表作回饋 
- 職業治療師入組觀察幼兒的活

動情況、按幼兒表現指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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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幼兒的小肌動作要求  
 

2016 年 
6 月 8 日 

09:00-1:00 - 幼兒園 - 職業治療師 
- 7 位老師(K1

至 K3 班老

師及支援老

師)  
- 89 位學生 

- 職業治療師審視各班角落環境

佈置(小肌元素) 的設計及分

析，並給予老師指導作改善跟

進 
- 職業治療師就 K1-K3 老師編寫

之角落環境計劃表作回饋 
- 職業治療師入組觀察幼兒的活

動情況、按幼兒表現指導老師

及幼兒的小肌動作要求  
- 職業治療師與校長、老師計劃 7

月份家長講座內容及活動安排 
2016 年 
6 月 15 日 

09:00-1:00 - 幼兒園 - 職業治療師 
- 7 位老師(K1

至 K3 班老

師及支援老

師)  
- 89 位學生 

- 職業治療師審視各班角落環境

佈置(小肌元素) 的設計及分

析，並給予老師指導作改善跟

進 
- 職業治療師就 K1-K3 老師編寫

之角落環境計劃表作回饋 
- 職業治療師入組觀察幼兒的活

動情況、按幼兒表現指導老師

及幼兒的小肌動作要求  
2016 年 
6 月 21 日 

09:00-1:00 - 幼兒園 - 職業治療師 
- 7 位老師(K1

至 K3 班老

師及支援老

師)  
- 89 位學生 

- 職業治療師審視各班角落環境

佈置(小肌元素) 的設計及分

析，並給予老師指導作改善跟

進 
- 職業治療師就 K1-K3 老師編寫

之角落環境計劃表作回饋 
- 職業治療師入組觀察幼兒的活

動情況、按幼兒表現指導老師

及幼兒的小肌動作要求  
2016 年 
6 月 28 日 

09:00-1:00 - 幼兒園 - 職業治療師 
- 7 位老師(K1

至 K3 班老

師及支援老

師)  
- 89 位學生 

- 職業治療師審視各班角落環境

佈置(小肌元素) 的設計及分

析，並給予老師指導作改善跟

進 
- 職業治療師就 K1-K3 老師編寫

之角落環境計劃表作回饋 
- 職業治療師入組觀察幼兒的活

動情況、按幼兒表現指導老師

及幼兒的小肌動作要求  
2016 年 
7 月 6 日 

09:00-1:00 - 幼兒園 - 職業治療師 
- 17 位幼兒 

- 為幼兒進行個別評估 (包括小

肌肉、空間概念及書寫表現) 
2016 年 14:00-18:00 - 銅鑼灣 - 職業治療師 - 舉辦「書寫樂無窮」親子工作



 
 

 

此表格／指引可於優質教育基金網頁 http://qef.org.hk 下載。 
 

7 月 8 日 社區中

心 
- 家長及幼兒

各 30 位 
坊 

- 分享親子及家居活動，範疇包

括小肌肉、視覺空間發展及訓

練、書寫訓練及建議 

2016 年 
7 月 13 日 

09:00-1:00 - 幼兒園 - 職業治療師 
- 17 位幼兒 
- 7 位老師(K1

至 K3 班老

師及支援老

師) 

- 為幼兒進行個別評估 (包括小

肌肉、空間概念及書寫表現) 
- 就評估報告與教師商討及提出

建議 

2016 年 
8 月 16 日 

09:00-1:00 - 幼兒園 指導: 

- 4 位老師

(K1-K3 班老

師及支援老

師)  

- K1- K3 學生 

會議 

- 3 位老師

(K1-K3 班老

師)  

- 校長  

- 職業治療師回顧 K1-K3 一月角

落環境佈置(小肌元素) 的設計

及分析 

- 職業治療師入組觀察幼兒的活

動情況、按幼兒表現指導老師

及幼兒的小肌動作要求  

- 職業治療師與 K1-K3 老師逐一

回饋角落環境佈置(小肌元素) 

的設計及分析 

- 職業治療師參與終期檢討會議 

 
6. 困難及解決方法 

 
在推行期間，配合治療師的培訓及專業指導，老師需要多一些時間跟進角落環境佈置計

劃表及對幼兒加強觀察，為兼顧增加的工作內容，支援老師需要輪流到各班級接替老師的教

學工作。為保持教學質素，老師會仔細向支援老師交待工作內容。 
 
另由於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2 月為職業治療師的產假，及後亦因工作安排上的問題，

2016 年 3 月至 4 月期間治療師未能到園跟進工作，以致在專業指導上欠缺支援。當老師遇

上問題時，較難得到協助。老師把工作，重點放於跟進編寫角落環境佈置計劃表，及觀察幼

兒表現上。 
 
角落環境佈置計劃表的編寫仍是初步階段，推行期間亦會發現問題，需要跟進調節。故

在接著的學年幼兒園會因應需要，把現有的小肌肉課程資料作優化。而優化的過程亦需要聘

用支援老師幫助常組老師，以平衡其工作量。在人手安排及調配上校長會持續跟進，關注工

作量的增減，配合合適的人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