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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教育基金  

公帑資助學校專項撥款計劃  

乙部：計劃書  (修訂版) 

計劃名稱 :  

百變童玩 

計劃編號 :  
(2019/0971) 

 

學校名稱 :  香港保護兒童會百佳員工慈善基金幼兒學校   

直接受惠對象  

(a) 界別 :        幼稚園     小學     中學     特殊學校  (請在適當的空格加上號 )  

 

(b) 受惠對象 :  (1) 學生 :    145      K1 – K3  ;  (2) 教師 :   23  ;  (3) 家長 :    290  ;   

                    (4) 其他 :    (請註明)           

 

計劃時期 :   8/2021  至   5/2022  

1.  計劃需要  

1.1 計劃目標 

 
 透過計劃，讓兒童在遊戲中自主、自發建構遊戲內容，並透過探索不同的物

料，發掘物品的多樣性，從而提升創意及社交技能。 

 透過教師培訓深化教師對「自由遊戲」的理解，加強教師營造和創設自由遊

戲環境的能力，實踐在遊戲中教師「啟廸者」的角色，促進教師的專業成長。 

 透過家長工作坊，讓家長明白遊戲對兒童全人發展的重要性，並讓家長與子

女在各項親子遊戲中共同探索，體驗遊戲的樂趣，與學校結伴成為遊戲的促

進者。 

1.2 創新元素 

 
活動推行方面： 

由過往多偏向採取「引導遊戲」（Guided Play）的模式 ，轉為賦權幼兒的「自由

遊戲」（Free Play）模式，並提供鬆散及多元化的物料為遊戲的素材，讓兒童在無

預設的框架下與同儕或環境互動，自發構想遊戲內容，以滿足兒童玩耍的原始欲

望，從而釋放兒童的創意和想像力。此外，在計劃中研習如何善用現有的空間創

設有利於遊戲的安全環境，重新規劃遊戲的空間，給予兒童有更多參與遊戲及發

揮的機會，使遊戲過程更富趣味。 

 

教師的角色： 

教師的角色不再只是物料的「供應者」及遊戲的「示範者」，透過計劃的實踐，

讓教師學習如何在遊戲中發揮「啟迪者」及「介入者」的功能，並在與兒童共同

遊戲的過程中，了解和詮釋兒童在遊戲中的表現及發展進度，適時營造契機，以

激發兒童的思考及潛能。 

 

家長的協作模式： 

邀請家長共同參與及設計遊戲活動，親身體驗與子女參與「自由遊戲」的感受，

從而對遊戲的功能有更多了解及認同。 

 

1.3 計劃如何配合校本 / 

學生的需要 

 

學校現況及需要： 

 本校根據《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 》(2017)及兒童發展編制學校的課程，為兒

童提供多元化的學習體驗，為配合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2017)中「加強遊戲

中的自由探索」的重點，由2018/19學年開始逐步推行「自由遊戲」，在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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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課室設置自由遊戲區，為兒童提供自由探索的經驗，然而， 教師在設

置環境或預備物料方面較單一，兒童容易因此受到局限，以致他們的遊戲模

式多留於功能性或建構性遊戲的層面，盼透過是次計劃擴闊教師對創設「自

由遊戲」環境的思維。 

 本校一直積極回應2018/19年度教育局質素評核報告的建議：提升教師在自

選活動中提問及回饋的技巧，就此，本校過去一年以「提升教師提問及回饋

技巧」為學校發展計劃中的關注事項；而「自由遊戲」強調教師作為「介入

者」及「促進深化者」角色的重要(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2017)，指出教師

針對個別需要，需作適當的干預，並給予兒童適時和正面的回饋，此與本校

教師專業成長的需求吻合。 

 根據2018/19學校發展報告，教師在訪談或問卷調查中表示在設計及推行「自

由遊戲」上遇到困難，原因是受到學校環境及物資的限制，兒童未有足夠空

間或物資進行自由探索，故需要調整推行策略，透過計劃中與導師進行專業

交流及諮詢，統整活動編排及物料，規劃更多空間，讓兒童更自在地探索事

物及表達感受，促進「自由遊戲」的效能。 

 

兒童的需要： 

 在2018/19年度課程檢討中，教師反映兒童喜愛參與於學校大堂設置的自由

遊戲區，以及能提升兒童的創意及社交能力，並建議可擴闊自由遊戲的空間

及時段，此計劃能有助優化本校自由遊戲區的設置，加強教師對自由遊戲的

前瞻性，有助於激發兒童的創造力及提升社交技能。 

 2019/20年度上學期「幼兒成長檢核表」統計數據顯示，在情意及群性發展

範疇中，全校約44%兒童在各項項目的表現，如：能運用較複雜的情緒表達

感受、與同伴進行合作遊戲……仍處於需要發展階段，反映兒童在與人溝

通、協作及解難的能力有待提升。兒童從遊戲中獲得實踐和探索機會，兒童

間的互動讓他們獲得知識、生活技能和解難能力，他們學習接納、包容、分

享，藉著遊戲抒發情緒、發展社交、發揮創意和提升自信     (吳幸玲，2003)。 

是次計劃能讓兒童於自然情景下習得與別人合作、協商等社交溝通技能。 

 本校重視每位兒童的獨特性，校內佔10%屬有特殊學習需要或非華語的兒

童，自由遊戲可助他們在無規範下展現其獨特性及潛能，有助他們建立自信

及社交，可見自由遊戲乃具備能達至共融的其中一個元素及媒體。 

 本校家長有80%為雙職父母，當中包括很多是新移民的家庭，他們較重視兒

童的學術表現，盼是次計劃讓他們加深認識「遊戲」功能，屏除「戲無益」

的傳統觀念，使兒童在家中獲得「玩」的權利，促進親子關係。 

2.  計劃可行性  

2.1 計劃的主要理念/依據 

 
 根據教育局於2017年《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 》中提及幼稚園課程以「兒童

為本」為核心價值。強調自由探索是遊戲的重要元素之一，是有效學習的

催化劑。學校應配合兒童喜愛遊戲的天性，為他們提供參與自由遊戲的機

會。兒童能從遊戲中發展創意、解難和適應的能力，亦可以抒發情緒，建

立自信心，促進社交發展，是一個有效的學習策略。學校於訂立自由探索

遊戲時，宜配合課程目標及內容，為兒童提供輕鬆及有成效的學習經歷及

創設有利於遊戲的安全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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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幼稚園表現指標(範疇四)「兒童發展」中提出全人均衡發展應包括認

知、情意及群性、體能及美感及文化發展，他們的發展是互有關連和彼此

牽引的。兒童在進行自由遊戲的過程中，他們需要運用思維、語言、身體

活動能力、情意、群性、美感等發展來進行，從而幫助兒童在某一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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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強化，甚至結合上述各個元素來達至全人發展的果效。 

 學者Bergen認為遊戲與學習模式可讓兒童有控制及實現的機會。透過遊戲，

兒童可以從中享有決定權、自行決定遊戲的規則，從而按自己的需要而改

變參與的動機。此理念亦與自由遊戲不謀而合，兒童需具有最大程度的內

在控制、現實和動機，才可鞏固已獲得的知識，將自由遊戲視為學習 

 學者認為兒童透過社會性的遊戲可應用各種不同的技巧、解難能力以及社

會互動能力，這些技能有助於兒童將來的社交、情緒和認知發展，亦能在

日後為自己建立更豐富的遊戲計劃。 (Wood & Attfield, 2005)  

 教師不但是兒童的照顧者和教導者，也是兒童的學習夥伴(簡楚瑛編，

2007)。教師與兒童間的影響是雙向，教師的參與、即時回饋、師生互動有

助提升兒童學習動機和興趣(朱慶雲，20 13 ;賴慧玲，20 12)。 回應幼稚園

教育課程指引的六個學習範疇(課程發展議會， 20 17)，教師應從現 實生活

中取材，營造豐富的學習 環境，設置多元化的自由遊戲區(簡楚瑛，2007) 

 是次計劃有助校本課程的發展 

本校的教學主題與兒童的生活經驗相關，並按主題內容設置不同的區角，

自由遊戲區亦是其中一個關聯的區角，老師於設置自由遊戲區時，除了設

置不同類型的鬆散物料外，還會配合單元主題放置相關的圖片或可塑性高

的玩具，如於「交通」單元，放置不同大小的輪子、不同類型的交通工具

模型、紙盒等；於「家庭」單元，放置布、掃把、電話等玩具，讓兒童在

進行自由遊戲時運用不同的物料及相關物品，自主地應用在主題課堂所獲

得的知識及技能，並結合創意，透過自由遊戲展現出來，此有助兒童鞏固

及延伸已學到的概念，另一方面，兒童的表現提供機會讓老師從不同的角

度了解兒童的能力及已掌握的內容，啟發老師設計更符合兒童興趣及發展

需要的學習內容，有助優化本校課程。 

此外，兒童從自由遊戲中能培養自信、解難能力及創意能力，這有利推行

本校的潛在課程—德育及個人與群體的課程目標。 

 
2.2 申請學校對推行計劃

的準備程度/能力/經

驗/條件/設施 

 

 本校曾於2017/18年度參與教本支援：內地教師交流協作計劃，當中引入「一

物多玩」的元素於體能活動中，讓兒童自主策劃內容，教師對提供適切的

物料及安全的環境有豐富經驗，能配合計劃營造具探索及挑戰性的遊戲環

境。 

 教學團隊自新課程指引推出，一直密切注及執行相關的政策，自2018/19學

年，試行於學校大堂設置的多元自由遊戲區，以共用空間的形式試行增設

自由遊戲時段。直至2019學年，兒童每天有不少於60分鐘的自選活動時間，

K1-K3課室內亦增設自由遊戲區，故此教師對自由遊戲的推行已有基本的

概念及認識。 

 本校設有室內及戶外遊戲場地，能提供適切的空間配合計劃中的活動。 

2.3 校長和教師的參與程

度及其角色 

 

校長：領導者、啟廸者、參與者 

 與全體教師舉行會議，共同擬定本計劃的推行方案 

 與培訓機構商討計劃的目標及落實推行流程 

 持續監察及評估計劃的進度和成效，與核心小組成員共同制訂優化方案 

 參與教師培訓、備課會議及檢討會議，啟發教師創設多元化的遊戲環境，

以及對教師推行的技巧作回饋 

 配合是次計劃目標推行家長教育工作 

主任：啟廸者、物料供應者、參與者 

 擔任核心小組的統籌，帶領成員商討環境設置、物資的預備及活動時間表。 

 檢視現有課程及各班角落的設置，添置多元化的物料。 

 支援及協助各級教師推行活動，定期檢視活動推行進度及成效。 

 協助校長推動家長教育 

教師：參與者、開發者、評估及啟廸者 

 按計劃的方向推行活動，定期更換及檢視物資 

 參與教師培訓及備課會議，把理念及技巧於班內實踐，創設豐富的自由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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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區 。 

 遊戲中觀察兒童表現，適時的介入及提問，以豐富兒童的遊戲內容 

 回饋兒童在遊戲中的表現，協助兒童整理自己的感受，鞏固兒童在遊戲中

所學知識和技能 

 以相片及文字作記錄，評估兒童在遊戲中的表現，以檢視計劃的成效 

2.4 家長的參與程度 

(如適用) 

 

 邀請家長參與工作坊，讓家長認識「自由遊戲」對兒童的重要性及及在自

由遊戲中的角色。 

 邀請家長參與親子遊戲活動，學習如何運用家中的資源與兒童共同遊戲，

成為遊戲的促進者 

 

2.6 推行時間表  

推行時期 計劃活動 

8/2021 

籌備工作： 

 與全體教師舉行簡介會、擬定本計劃的推行方案及成立計劃核心小組 

 擬定活動推行時間表、規劃物資及器材分配 

 聯絡培訓機構，商議培訓及到校時間及流程。 

 家長問卷調查：了解家長對「自由遊戲」的認識及日常親子共玩的狀況 

 教師問卷調查：了解教師對推行「自由遊戲」及角色的掌握 

8/2021~ 9/2021 

 

 

11/2021 

一) 舉辦教師培訓工作坊 

工作坊(一)：認識自由遊戲的理論及教師的角色 

工作坊(二)：認識創設遊戲環境需具備的元素及技巧 

二) 舉辦家長工作坊 

題目：認識自由遊戲對兒童全人發展的重要性及成人的角色 

10/2021~1/2022 

推行恆常自由遊戲：設置自由遊戲區 

 以探索運用大型及小型鬆散物料為環境創設重點，於體能室設置大型自由遊戲區 

 透過每月共同研習及備課，商討每星期需增設的物料及策略，持續檢視兒童表現

及推行成效 

 導師到校指導，提供可優化的方案及回饋教師在帶領遊戲時的技巧 

親子探索遊戲(ⅰ) 

●以鬆散物料設置不同的遊戲挑戰區，讓親子自由發揮，體驗自由遊戲樂趣。 

1/2022 

進行中期檢討 

 檢視各班兒童表現及推行成效，就觀察兒童表現時的相片及文字作記錄作分析，

提出優化方案 

 舉行同儕觀課，以教學片段進行觀課，各級教師分享推行時的感受和困難，以調

整推行策略 

1/2022~2/2022 

推行恆常自由遊戲：結合體能器材創設富難度及挑戰性的遊戲環境，提升解難及創意 

 運用體能器材結合不同的鬆散物料作遊戲的媒介，為兒童提供富挑戰性與安全兼

備的遊戲空間。 

 透過每月共同研習及備課，商討每星期需增設的物料及策略，持續檢視兒童表現

及推行成效 

 導師到校指導，提供可優化的方案及回饋教師在帶領遊戲時的技巧 

 透過戶外體驗，讓兒童在新的環境中肯定自己的能力，以及累積新的經驗。 

一) 親子探索遊戲 (ⅱ) 

 提供機會讓家長及兒童利用大自然素材進行遊戲，引起他們對大自然事物的關注 

3/2022~5/2022 

一) 推行恆常自由遊戲：探索沙與水 

 運用感官探索外形結構多變的自然素材，啟發兒童的想像力及創意 

 透過每月共同研習及備課，商討每星期需增設的物料及策略，持續檢視兒童表現

及推行成效 

 導師到校指導，提供可優化的方案及回饋教師在帶領遊戲時的技巧 

二) 親子探索遊戲 (ⅲ) 

 與家長及兒童以「沙與水」進行自由遊戲，加強家長與兒童在遊戲中的互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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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22 

一) 終期檢討： 

 各班統整及總結本年度計劃推行之資料及記錄 

 搜集及分析家長與教師的問卷資料 

 對照兒童前測及後測的評估，進行分析 

 統整本年度經驗，擬定下年度計劃推行之細節及需優化內容 

二) 成果分享： 

  制作及印刷「親子遊戲小冊子」及「百變童玩」回憶集 

  制作短片，記錄計劃中兒童的表現及成果，上載於學校網頁及在家長會作分享 

2.7 計劃活動的詳情   

a.  學生活動  (如適用)  

活動名稱 內容 

(包括：主題、推行策略 / 模式、目標受惠對象
及其挑選準則等) 

節數及每節

所需時間 

參與教師及/

或受聘人員 

預期學習成果 

 

物料變變變

(一) 

 

主題：探索大型鬆散物料 

對象：N2-N4兒童 

參與人數：145人 
推行策略： 

 於自由遊戲區，放置不同的大型鬆散

物料，如大型框架、紙皮箱、軟積木

等，以及提供不同工具，讓物資可作

拼配，讓兒童可隨心自由玩樂。 

 教師共同參與遊戲，觀察及評估兒童

的表現，透過6W引導兒童發現物枓

的可塑性，整理及分享遊戲中的經驗

及作品，給予兒童正面回饋。 

 

為期2個月
(10/2021~11/

2021)， 

分六小組， 

每組8節， 

每節1小時 

共48 節   

  

教師： 

-環境設置者 

-物料提供者 

-遊戲參與者 

-啟廸者 

-介入者 

-觀察者 

-回饋者 

 

兒童： 

-  透過對大型及小型

鬆散物料的探索體

驗，激發其思考力

及創意，從中享受

物品多樣性的樂趣 

-  以感官自由探索物

料，培養自主學習

態度 

-   提升與同伴協商、

分享、解難等社交

技能 

 

教師： 

-  提升教師創設遊戲 

環境的能力 

 

-  實踐教師於自由遊 

戲的中角色的 定 

位、介入時機等 

物料變變變

(二)  
主題：探索小型鬆散物料 

對象：N2-N4兒童 

參與人數：145人 
推行策略： 

 於自由遊戲區加入不同的小型鬆散物

資，如洗衣籃、絲巾、衣夾等，提升

活動的可塑性，讓兒童靈活及隨心隨

意自由玩樂。 

 教師共同參與遊戲，觀察及評估兒童

的表現，透過6W引導兒童整理及分

享遊戲中的經驗及作品，給予兒童正

面回饋。 

  

為期2個

月， 

(12/2021~ 

1/2022) 

分六小組， 

每組8節，

每節1小時 

共48 節   

教師： 

-環境設置者 

-物料提供者 

-遊戲參與者 

-啟廸者 

-介入者 

-觀察者 

-回饋者 

 

以下是其中一節「物料變變變」中三級在物料設置及教師介入方向的層次 

班級 N2 N3 N4 

主體探索物料： 紙箱、紙盒及紙類製品 

探索物料/工具 

-不同大小的紙箱和紙盒 

-紙類製品 

 

-不同大小的紙箱和紙盒 

-紙類製品 

-不同類型的膠紙 

-水筆   

-膠水 

-漿糊 

-不同大小的紙箱、紙盒、

紙皮 

-紙類製品 

-不同類型的膠紙 

-水筆 

-剪刀、鋸齒(兒童專用) 

-鏍絲批及組裝鏍絲 

(兒童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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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設置及方向 

兒童利用不同大小、質

感及形狀的紙箱和紙

盒，與同伴一起隨意拼

砌或創設遊戲，從而增

加彼此交談及互動的經

驗。 

 
過程中，讓兒童多運用

不同的感官進行探索及

表達，並於回饋時啟發

他們為作品簡單命名及

介紹，從而配合兒童學

習不同詞彙及發展平行

遊戲階段的需要。 

 

兒童利用不同工具，

如：膠紙、水筆、繩……

把不同大小及形狀的紙

箱和紙盒進行拼合或在

紙箱上進行創作。遊戲

過程中，兒童可隨意改

變物品已有的形態而達

致其遊戲的內容及目

的，教師多製造讓他們

互相合作的機會，在回

饋時段，引導兒童與同

儕簡單分享其創作過程

和想法，從而建立互動

的社交技巧，提升創意

及語言組織力。 

兒童能選用更多元化及複

雜的工具，如：鋸齒、鏍

絲批等，以配合兒童可操

作更精細的動作發展，並

藉此使物品有更多的變化

造型，把自己的創作意念

呈現。 

教師的介入以營造他們合

作協商及達至共同或集體

遊戲為方向，從而提升兒

童與同儕磋商及共同遊戲

的禮儀，發展社交禮儀。

在回饋時段，兒童以繪畫

或文字，記錄其遊戲的過

程和分享作品。 

活動名稱 內容 
節數及每節

所需時間 

參與教師及/

或受聘人員 

預期學習成果 

 

挑戰樂滿

FUN 

主題：親子探索遊戲~ 鬆散物料 

對象：N2-N4兒童及家長 

參與人數：350 人 
推行策略： 

 利用多元化的大型及小型鬆散物料設

置不同的挑戰區，讓親子共同參與，

培養面對挑戰時應具備的態度。 

 提供不同種類的鬆散物料，讓家長與

子女設計玩法，發揮創意。 

1/2022 

每級1節 

每節1.5小時

共4.5小時 

教師： 

-活動帶領者 

-觀察者 

-記錄者 

-回饋者 

兒童： 

-   享受親子共同自由 

遊戲的樂趣 

-   培養勇於接受挑 

戰的精神及提升解 

難能力 

 

家長： 

- 提升對自由遊戲

的了解 

體能大冒險 

 

主題：探索體能器材  

對象：N2-N4兒童 

參與人數145 人 

推行策略： 
 運用體能器材結合不同的鬆散物資作

遊戲的媒介，為兒童提供富挑戰性與

安全兼備的遊戲空間，讓兒童自我挑

戰、突破，並滿足熱衷冒險的天性。 

1/2022~ 

2/2022 

為期2個月 

分六小組 

每組8節 

每節1小時 

共48節 

教師： 

-環境設置者 

-物料提供者 

-遊戲參與者 

-啟廸者 

-介入者 

-觀察者 

-回饋者 

 

兒童： 

-   讓兒童在冒險的環 

境中自行評估，從 

中確認自己的能 

力，培養探索精神 

及自信心。 

 

教師： 

-  實踐在有限的環境

及資源下，為兒童 

設置富挑戰性與安 

全兼備的遊戲空間 

童遊萬象館 主題： 戶外體驗活動 

對象：N2-N4兒童 

參與人數145 人 

推行策略： 

●      到訪遊戲萬象館 (室內遊戲空間)，

讓兒童接觸及操作新的器材或物料，

嘗試不同的玩法，累積新的經驗。 

2/2022 

每級1節 

   每節3小時 

教師： 

-遊戲參與者 

-介入者 

-觀察者 

-回饋者 

 

-遊戲館導師 

--  環境設置

者 

-   物料提供

者 

兒童： 

- 透過新的器材/物

料，刺激兒童思

考物料的可塑

性，將新的經驗

或技巧應用在校

內恆常的自由遊

戲活動中。 

 

教師： 

- 擴闊教師對營造

開放及多元化環

境的思維，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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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相關的例子

應用於學校的環

境中，以提升物

料及環境設置的

可塑性 

- 教師在觀察兒童

在萬象館的遊戲

過程中，搜集及

分析有助兒童提

升創造猶及興趣

的物料，從而優

化校內的遊戲及

環境設置。 

自然大揭秘 主題： 親子探索遊戲~自然素材 

對象：N2-N4兒童及家長 

參與人數320 人 

推行策略： 

●     提供機會讓兒童在大自然的環境

中，隨心探索不同的自然素材，引起

他們對大自然事物的關注，了解自己

與環境間互動關係。 

●     讓家長與兒童就任務卡上的提示 

發掘出大自然不同的素材，並利 

用素材進行創作遊戲，體驗大自 

然與生活的關係，把遊戲融入大 

自然。  

3/2022 

1節 

共3小時 

教師： 

-活動帶領者 

-觀察者 

-記錄者 

-回饋者 

兒童： 

-   引發及培養對自然

環境的關注和欣賞 

-   提升好奇心及和探

索精神 

 

家長： 

-  讓家長認識善用生 

活中的素材與兒童 

進行遊戲的方法。 

 

夏日MESSY 

PLAY(一) 

主題：探索形態多變的自然素材 

對象：N2-N4兒童 

參與人數145 人 

推行策略： 

 提供外形結構可變化的自然素材

(如：沙、水、冰)，讓兒童透過感官

探索，激發想像力，體驗不同素材的

可塑性。 

 兒童以混齡模式分小組，每組約4-6

人，利用不同的工具探索物料的可塑

性，共同創設遊戲內容 

 

4/2022 

為期1個月 

分六小組 

每組4節 

每節1小時 

共24節 

 

教師： 

-環境設置者 

-物料提供者 

-遊戲參與者 

-啟廸者 

-介入者 

-觀察者 

-回饋者 

 

兒童 

-  享受運用感官探索

的樂趣 

-  藉著操作形態多變

的物料，拓闊兒童

想像力及解難能力  

-  透過混齡共玩，促

進兒童協商及合作

的能力，發揮鷹架

的效能 

夏日MESSY 

PLAY (二) 
主題：親子探索遊戲~沙與水的變化 

對象：N3-N4兒童及家長 

參與人數220 人 

推行策略： 

 教師帶領家長與兒童往沙灘，以「沙

與水」為主題進行自由遊戲 

 活動後一同進行回饋，分享設計意念

及活動感受，教師從中給予家長在遊

戲中與兒童互動的技巧 

 

5/2022 

每級1節 

每節2小時 

教師： 

-活動帶領者 

-觀察者 

-記錄者 

-回饋者 

家長： 

-  認識遊戲中成人與 

兒童的互動及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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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教師培訓  (如適用)  

活動

名稱 

內容 

(包括：主題、推行策略 / 模式、目標受惠對象
及其挑選準則等) 

 

節數及

每節所

需時間 

受聘人員 

(包括：角色、講者 / 

導師的資歷及經驗要
求等) 

預期學習成果 

 

教師

培訓 
教師培訓一 及二： 

認識自由戲的理論及教師角色 

 從兒童的角度理解遊戲 

 檢視現時學校推行自由遊戲現況 

 認識教師在自由遊戲中的角色 

 認識以遊戲工作的方式回應幼兒遊戲

的技巧 

 

教師培訓三： 

認識創設遊戲環境具備的元素及技巧 

 介紹選用物料進行遊戲的概念及原則 

 分享設計室內遊戲環境的要素 

 探索可發揮材料和空間 

2節 

(4小時 

X 2  =8

小時 ) 

 

 

 

 

 

1節 

(4小時) 

外聘導師 

聘請具有幼兒教育

資歷，並具備遊戲

証書及3年以上推行

自由遊戲經驗的導

師。 

 

-   提升教師對自由

遊戲理論的認識 

-   啟發教師對 

創設自由遊戲環

境的前瞻性 

-  優化學校推行自由

遊戲的策略 

-   讓教師掌握自由

遊戲中介入及回

饋的技巧 

-   體驗自由遊戲的

樂趣 

 

 

c.  設備  (包括建議添置的裝置及設施)  (如適用)  

 建議購買的設備詳情 

 

該項設備如何有助達成計劃的目標 

及如適用，預期的使用率 

1 大型鬆散物料，如大型框架、紙皮箱、車

軚、軟積木、習泳棒、水泡、紙磚等 

在計劃中恆常使用。低結構物料可塑性高，能引起兒

童對探索不同物料特性的興趣，並可按自己的能力及

喜好靈活地選取各種物料，豐富遊戲內容，增加遊戲

的變化及趣味性，提升兒童思考及共通能力。 

2 小型鬆散物料，如膠籃、木材、紗巾、        

毛冷、水管、石頭、海綿球、動物模型等。 

3 儲存配套： 

可移動3層木夾板儲物櫃 ( 3個 ) ** 

膠箱12個(容量：45L ~65L ) 

於體能室及共用自由遊戲區增設儲物櫃，妥善收納及

存放增添的物料，讓兒童在選擇物料時更容易作出篩

選，以及減低遺失率。另一方面，可移動的櫃能配合

實際運作，讓教師按需要調動進行自由遊戲的地點。 

**可移動3層木夾板儲物櫃的設計及高度會依《學前機

構辦學手冊》第二章有關「傢俱和設備」的安全

建議進行選購。 

4 環境設置，如布、鏡子、多用途積木牆、 

地墊等。 

利用多元化的環境佈置營造不同的效果，啟發兒童更

多的創意；此外，在牆上/地下設置不同的配套，可善

用更多空間，提升兒童發揮創意的可塑性。 

5 購買探索器材，如水池、大型玩沙盤、燈箱

等。 

添置探索器材，讓兒童在遊戲中發現大自然 的奇趣事

物和現象，將遊戲中所習得的知識應用於生活中，發

展和延續兒童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 

6 影音器材： 

相機 、無線擴音器、錄音筆 

自由遊戲以小組形式進行，需添置拍攝器材，以便各

級教師記錄兒童在遊戲中的發現，有助教師在回饋時

段中協助兒童整理經驗。 

音響器材於幼兒與教師分享遊戲經驗時使用，以提升

同儕學習及鷹架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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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其他活動  (如適用，並闡述這些活動如何有助達成計劃的目標)  

家長講座 (主題：自由遊戲知多 D) 

• 內容：透過講座讓家長自由遊戲的定義與促進情緒的關係，並學習日常中以了解如何運用遊戲策略提升 

兒童社交及創造力。  

• 預期學習成果：讓家長初步認識「自由遊戲」的重要性及與兒童進行遊戲的技巧 

親子遊戲活動 

• 內容：邀請家長與兒童利用低結構物料或自然素材，設計遊戲活動，與兒童一起發揮創意，享受自由遊戲 

的樂趣。 

• 預期學習成果：讓家長從實際經驗中體會自由遊戲對兒童有正面的影響，提升家長在遊戲中與兒童的互 

動性，從而認同「自由遊戲」有助兒童全人發展。 

親子遊戲冊： 

• 內容：設計一系列在家中可推行的遊戲活動，讓家長與兒童在家中共玩。 

• 預期學習成果：推動家長嘗試在家中實踐自由遊戲，體驗自由遊戲的樂趣，促進親子關係。 

 

2.8 財政預算   

      申請撥款總額 :  HK$ 183,100                   _    

開支類別* 

開支細項的詳情 理據 

(請提供每項開支細項的理據，包括所
聘請人員的資歷及經驗要求) 

項目 款額 ($) 

a) 員工開支 / / / 

b) 服務 

 

 

1) 教師工作坊培訓費用(三節) 

      12小時X  $ 780 

 

2) 家長工作坊費用 (40人) 

   $780 x 2小時 x 2節 

 

3) 導師到校支援及指導費用 

4小時 X3節 X  $ 780 

$9,360 

 

 

$3,120 

 

 

$9,360 

 

聘請導師資歷要求: 

聘請具有幼兒教育資歷，並具備遊

戲証書及3年以上推行自由遊戲經驗

的導師。 

 

工作： 

協助推行計劃，包括: 進行家長培

訓、教師培訓，到校指導、觀課與

回饋 

4) 兒童參與「童遊戲萬象館 

入場費 $100 X145位兒童 

租用旅遊巴  $2,400X  3架 

 

$21,700 

 

 

 

 

萬象館由兒童主導(Child-led) 概念設

計，提供的環境及物資是多元化，

各遊戲區以並由富經驗、擁技巧的

專業遊戲工作員(Playworker) 適時改

變環境，有助啟發兒童習得新遊戲

建構技巧，提升層次。 

5) 親子遊戲活動車資 

5.1  自然大揭秘 

前往郊外或遊樂場進行親子遊戲活動 

~ 租用旅遊巴  $2,400X  3架 

 

5.3 夏日MESSY PLAY 

往沙灘進行親子探索遊戲 

~ 租用旅遊巴  $2,400X  3 架 

 

$7,200 

 

 

 

$7,200 

 

 

 

舉辦親子活動，由學校延伸至戶外

場地，讓家長除了在親身體驗中了

解自由遊戲好處外，還能協助家長

把此經驗應用生活環境中，如：公

園、沙灘…….增進家長在遊戲中與

兒童互動的技巧。 

c) 設備 

 

 

自由遊遊戲區物資，例如： 

1. 大型軟積木3套                  $3,200 X3 

2. 大型硬身積木3套              $3,000 X3 

3. 柔麗磚大組合3套              $1,800 X3 

4. 習泳棒(中及長各20支)      $1,000 

5. 木板、樹枝、松果            $2,500 

6. 燈箱2個                             $3,200 X2 

$49,800 

 

 

 

~配合計劃目標購置多元化的物料及

工具，豐富遊戲環境。 

~本校提供長全日的服務，兒童長時

間在學校中學習，多變的環境有助 

給予兒童新鮮感，提升內在學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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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遊戲工具套裝                  $1,200 x6 

8. 玩水工具水管探索套裝    $3,500 

9. 不同大小的石250粒          $1,200 

10.  沙盆(3個)及沙                  $3,000 

11.  水池  2個                          $1,000 

機。 

~為善用空間，在牆上安裝積木牆，

讓兒童可利用積木、水管、膠粒等

在牆上設計遊戲內容，提升創意空

間。 

~全日制學校需提供一小時的自由遊

戲時間，以致各級進行自由遊戲的

時間出現重疊的情況；此外，參與

計劃兒童約 145 人，兒童以小組形

式進行遊戲，物資的使用及清洗頻

率高，各種物料需添置多套的數

量，以配合實況。 

環境佈置物資 

1 各類布料 (總長約 30 碼)           $ 4,000  

2.地墊 (2 呎 X2 呎，約 40 塊)     $ 5,500 

3.積木牆(2.5 X 20 呎)及配件      $30,000 

 

        $ 39,500 

可移動儲物櫃3個            $7,500 

膠箱12個(容量：45L ~65L )            $1,440 

影音器材： 

1.數碼相機 2部                         $1,900X 2 

2.無線擴音器6部                      $ 500  X 6  

3.錄音筆 4支                            $ 400  X 4  

         

           $8,400 

記錄兒童遊戲中的發現或成果，有

助教師在回饋時段中協助兒童整理

經驗。 

d) 工程  / / 

e) 一般開支 

 

印刷品： 

1) 親子遊戲冊500 本 

2) 活動橫額 

3) 「百變童玩」回憶集500本 

4)  親子遊戲活動物資 

4.1 挑戰樂滿FUN 

4.2 自然大揭秘 

4.3夏日MESSY PLAY 
 

 

$   4,000 

$   1,000 

$   3,000 

 

 

$   2,520 

$  1,500 

$  1,500 

親子遊戲冊介紹自由遊戲理念及建

議可在家中進行的遊戲，推動家長在

家中實踐。 

 

「百變童玩回憶集」記錄計劃內容及

花絮， 讓家長改變對「遊戲」的觀念 

 

親子遊戲活動物資： 

按親子活動內容購買遊戲物資，

如：汽球、絲巾、繩、顏色透光片、

玩沙工具等，讓兒童把工具帶回家

中，與家人共玩延伸是次的經驗。 

審計費 $  5,000  

f) 應急費用 / / / 

申請撥款總額 ($):     $183,100 
 

 

3.  計劃的預期成果  

3.1 成品 / 成果 
☑  學與教資源    教材套  

☑ 其他 (請列明)    1)親子遊戲冊、2)「百變童玩」回憶集 

3)拍攝短片，上載學校網頁以推廣自由遊戲成效 

3.2 計劃對優質教育 / 學校發

展的正面影響 
● 優化校本課程，將自由遊戲元素更適切地融入課程中，讓兒童在各範疇的

學習經驗透過遊戲作連結及鞏固，發揮從遊戲中學習的效能。 

●  透過培訓讓教師掌握推行自由遊戲的策略及技巧，並通過共同研課、實

踐、 

反思及同儕觀課，培養教師對課程建立批判性思維，推動教師營造一個能

提升兒童學習效能的優質環境及課程，邁向專業發展。 

● 透過推動自由遊戲，教師更有信心賦權兒童自主學習，有助提升課堂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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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性，從而更有效培育兒童建立思考力、社交溝通能力及自信心。 

 

3.3 評鑑   

請建議具體的評鑑方法及成功準則。  

1) 評估計劃對兒童表現的效能： 

成功準則：70%參與兒童的社交技能及創意有提升 

評鑑方法：ⅰ)透過檢核表，持續觀察及記錄兒童在計劃中社交及創意能力的變化，並與計劃前的數據作 

對比，藉此分析兒童的能力是否得以提升。 

                    ⅱ)教師持續觀察兒童的表現，記錄兒童在自由遊戲中所展現的創造力及社交表現，從而分 

析計劃對誘發兒童創造力及社交技能之影響。 

2) 評估計劃對教師教學技巧的效能： 

成功準則：80%教師認同計劃有助他們規劃自由遊戲的能力及掌握扮演「啟廸者」角色的技巧 

評鑑方法：ⅰ) 透過問卷調查，了解教師對自由遊戲中角色定位、介入時機、物料選擇的掌握程度及信心 

                 ⅱ) 在共同備課及同儕觀課中，教師檢視環境設計及推行的成效，統整資料，分析教師在計劃

中的成長及得著。 

3) 評估計劃對家長的成效： 

成功準則：70%的家長認同是次計劃有助他們了解自由遊戲的意義及對兒童發展重要 

評鑑方法：ⅰ)透過計劃前、後的問卷調查，搜集家長對自由遊戲的理解及重要性。 

                     ⅱ)透過各親子活動中的觀察、記錄及家長的回饋，分析家長對自由遊戲有助兒童發展的認同程度 

 

 

備註： 

1. 本校明白「自由遊戲」是由兒童的內在動機誘發的行為活動，計劃會配合校本課程，為兒童提

供全面、適切和均衡的學習經驗，避免側重透過優化環境及教材來促進兒童在「自由遊戲」中

的學習成效。 

2. 本校會確保在計劃中增設的設施與設備符合兒童的學習需要，而相關的傢俱設計符合《學前機

構辦學手冊》(2020 年 7 月)(第 2.0 版)第二章有關「傢俱和設備」的安全建議，並且確保可移動

3 層木夾板儲物櫃的設計及高度符合安全建議，以保障兒童的安全。 

3. 本校在推行計劃時會確保參加者的安全，採取適切的安全措施，以及遵守教育局〈戶外活動指

引〉和其他相關的安全指引，以保障兒童的福祉。 

4. 本校選擇服務供應商時，會遵照優質教育基金〈人事管理及採購指引〉進行報價或投標，確保

採購程序是以公開、公平及具競爭性的方式進行。 

5. 如採購服務涉及由服務承辦商調派人員到學校工作，本校會參考教育局通函第 179/2011 號有關

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的建議，作出適當安排，以保障兒童的福祉。 

6. 本校明白基金資助的項目屬一次過性質，本校會負責有關的經常開支，包括維修費用，日常營

運開支等，以及因而產生的可能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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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運用計劃  

類別  項目／說明  數量  總值  建議的調配計劃(註)  

視聽器材  錄音筆 4 支 $1,600 本校將會把計劃中的活動

延續在恆常課程中推行，

因此，所有資產於是次計

劃完成後，將會繼續存放

於學校，供兒童操作及應

用。  

書籍及  

視像光碟  

   

電腦硬件     

電腦軟件     

樂器     

辦公室器材  數碼相機   2 部  $3,800  

 無線擴音器  6 部  $3,000  

辦公室家具  可移動儲物櫃  3 個  $7,500  

 膠箱(容量 45L~65L)  12 個  $1,440  

體育器材  大型軟積木 3 套 $9,600  

 大型硬身積木 3 套 $9,000  

 柔麗磚大組合 3 套 $5,400  

 習泳棒(中及長) 各 20 支 $1,000  

 水池 2 個 $1,000  

其他  積木牆(2.5 X 20 呎)及配件 1 幅  $30,000  

 玩水工具水管探索套裝 1 套  $3,500  

 遊戲工具套裝   6 套  $7,200  

 燈箱 2 個   $6,400  

 各類布料 (總長約 30 碼) / $4,000  

 地墊 (2 呎 X2 呎) 約 40 塊 $5,500  

 木板、樹枝、松果 / $2,500  

 不同大小的石 約 250 粒 $1,200  

 沙盆及沙 3 個 $3,000  

註：  供學校／團體／其他計劃使用 (請提供在計劃結束後會接收被調配的資產的部門／中心

的詳情，以及預計有關資產在活動中的使用情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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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承諾準時按以下日期遞交合規格的報告 

計劃管理 財政管理 

（須透過「網上計劃管理系統」提交） （須連同證明文件的硬複本， 

以郵寄方式或親自提交） 

報告類別及涵蓋時間 報告到期日 報告類別及涵蓋時間 報告到期日 

計劃進度報告   中期財政報告   

01/08/2021 - 31/01/2022 28/02/2022 01/08/2021 - 31/01/2022 28/02/2022 

計劃總結報告   財政總結報告   

01/08/2021 - 31/05/2022 31/08/2022 01/02/2022 - 31/05/2022 31/08/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