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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帑資助學校專項撥款計劃 

計劃編號： 2020/0170 (更新版) 

學校名稱： 東華三院香港華都獅子會幼稚園 

TWGHs Lions Club of Metropolitan Hong Kong Kindergarten 

計劃名稱： 以繪本為媒介提升幼兒創意閱讀及自由書寫表達 

Use picture books as a medium to enhance children's creative reading and 

writing expression 

受惠目標： 學前  

預計直接受惠人數： 學生:270 人(K1-K3) 

教師:12 人 

家長:540 人 

其他(請註明): 3 人 (校長、主任) 

1. 計劃需要 

1.1 計劃目標 

本計劃旨在透過以繪本為媒介與幼稚園主題課程相結合，利用繪本多元且豐富的特徵，為不同年

齡段幼兒設計適切的閱讀與書寫課程，增進幼兒自主閱讀與語言學習與表達、推理及邏輯思維、

豐富生活經驗以及培養幼兒的創造力、自信心、描述故事的能力與喜歡閱讀的興趣。同時，本校

透過舉辦「教師及家長工作坊」培訓活動，建立家校合作的夥伴關係，精進教師對繪本教學的技

巧，增進規劃與設計課程的能力，提升專業發展及自我肯定。 

 

1.2 校本創新元素 

透過此項計劃，期望能為幼兒建立一套實用性、趣味性和生活化的閱讀與自由書寫表達的興趣，

優化校本課程，使本校現階段的主題探究課程更豐富、更完整。透過教師的課堂示範與鷹架幼兒

學習，共同建構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幫助幼兒發展「樂聽樂說、童讀童寫」的學習策略，例如：

對話式閱讀、同伴閱讀、重複閱讀等，讓幼兒學習「說自己的話、畫自己的畫、做自己的書」，

提升幼兒語文綜合能力的發展。 

此外，本校將繪本教學逐漸推廣到個人與群體、藝術與創造、幼兒數學、大自然與生活、體能與

健康等學習領域，並引進家長義工團隊，與老師進行協同式繪本教學，讓家長參與並認同學校推

行繪本教學的理念、從而了解幼兒在學校的實際學習情況，提升家校協作的效應。 

 

1.3 計劃配合學校需要 / 學生的多樣性需要 

項目：與本周期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相關 

早於 2011年機構屬下 15間幼稚園共同參與「實施繪本教學促進幼兒的共通能力」優質教育基金

的項目。然而，根據去年的課程設計及校內自評活動，幼兒在閱讀、表達、創意及協作等方面的

表現仍有可進步的空間。另一方面，由於今年有新教師加入學校，對繪本教學方面的認識較少，

未能有效地運用繪本教學。再者，在教材及課程編排上，本校的主題教學如何以繪本為媒介，將

繪本的元素融入主題教學活動中，從而有效的發展校本課程亦有待改善。因此，為配合幼兒的學

習需要及進一步優化教師對「繪本教學」課程設計的綜合能力，本校計劃在校園大堂內設置好書

推薦區、改善幼兒圖書館環境、添置多媒體語言學習器材，為幼兒提供舒適的自主閱讀與書寫

區，提高幼兒對閱讀繪本與自由書寫的興趣，亦可方便家長參與計劃。期望藉此計劃豐富教師的

繪本教學經驗，提升相關能力和專業發展，以統整各級課程，從而提升幼兒學習語文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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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劃可行性 

2.1 計劃的主要理念/依據 

項目：參考教育局課程文件/指引 

本計劃的主要理念來自 2017年香港教育局《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對語文（中文）學習領域的詮

釋，指出「在幼兒語文教育方面，首要培養幼兒對語文的學習興趣和良好的學習態度。」學校亦

秉持《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所提到的「遊戲學習好開始，均衡發展樂成長」的原則，以達致幼

兒愉快地學習。 

項目：參考學與教理論∕策略 

文獻研究綜述： 

周競（2014）指出：「繪本本身的特點決定了其包含豐富的語言信息，無論是哪種形式的作品，

對學前兒童而言都意味着不同層次的學習。首先，在聆聽或閱讀的時候，理解由各種語言符號連

接起來的文學作品，以及它們所代表的各個概念，是第一層次的學習。其次，借助語言和概念去

認識文學作品所表現的社會生活內容，及認識周圍的世界，這是第二層次的學習。另外，兒童在

學習各種語言符號和概念的同時，還可以感受到藝術結構的語言符號有不同的表達方式，這是第

三層次的學習，對幼兒書寫發展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一觀點說明，繪本是幼兒學習的最

佳材料，也是幼稚園主題教學的主要資源。 

近年來，學者們對於「幼兒閱讀與書寫關係」的研究越來越備受幼教界關注。例如：黃瑞琴

（1998）把閱讀與書寫視作相互關聯發展的整體。幼兒在讀寫學習之上，有相互關聯發展的關

係，而非學習閱讀、再學習書寫。謝錫金（2002）則把書寫的關係視作語言之輸入與輸出的平行

關係。強調要有良好的輸出（即文章創作），則必須有良好的輸入（大量的詞彙、內容等）。 

綜合以上學者的觀點，本計劃將以繪本作教學媒介，教師可以從繪本中擷取資源設計主題課程，

再延伸擴展到相關的課程領域，從而引導幼兒進行讀寫和相關領域的學習活動。透過繪本教學可

以幫助幼兒學習到文學元素，例如：角色（人物特質的刻畫）、場景（時空背景的營造）、情節

（故事內容的編排）、主題傳遞的信息等，讓幼兒主動建構繪本蘊含的知識和情感，更好的與生

活經驗連結，增加幼兒的學習多樣性，豐富幼兒的學習經歷。 

參考資料： 

謝錫金（2006）《香港幼兒口語發展》，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 

谷瑞勉（2010）《幼兒文學與教學》，台北：心理出版社。 

周競（2014）《學前兒童語言學習與發展核心經驗》，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香港教育局（2017）《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香港教育局出版。 

 

2.2 學校的準備程度 

項目：學校已具備的相關經驗 

本校以「啟迪語文潛能、開拓創意思維、環保安健校園、凝聚優質教育」為目標，並「以愛為

教」為教育基礎，注重繪本教學。過去一年，本校善用社區和家長資源，帶領幼兒參觀公共圖書

館和實施「親子閱讀計劃」，發展校本語文活動，使課程能涵蓋幼兒語文能力發展的各個範疇。

本校擬將計劃融入主題課程教學中，開展與主題教學有關的「幼兒閱讀大使」活動及利用「校園

故事廣播站」等，為所有幼兒提供自主閱讀與講繪本故事的機會，也會將幼兒自由書寫的圖文作

品整理，彙編成小冊子或繪本書籍，供全校幼兒欣賞，分享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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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校長和教師的參與 

學校人員：校長、主任 

職責：擬定計劃、 監察督導、 統籌∕協調、 課程/活動規劃 

學校人員：教師 

職責：課程/活動規劃、教材整理、 統籌∕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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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計劃時期 

計劃開始及完成日期：由 11/2021 至 10/2022 

合共需時  1 年 0 月 

 

2.5 計劃活動的詳情  

a. 推行計劃措施 

活動 1：繪本教學活動及延伸活動 

推行時期： 

11/2021 - 3/2022 

 

學習階段及學習範疇 

/學科/學習元素 

教學策略及內容 節數 

 K1: 食物、大自然 

、交通工具、家庭 

 K2: 動物、大自然 

、環保、節日 

 K3: 環保、中國文

化、社區、學校 

 1.配合校本主題教學，每級開展 4個教學主題融入

繪本教學活動。 

 2. 課程設計主要以繪本為教學媒介，包括主題探

究的內容。在課程的設計上亦注重幼兒的個別差

異、繪本與教師三者之間的課堂互動。  

 例如：以繪本《愛吃青菜的小鱷魚》導入「食

物」主題的教學活動，透過師生閱讀繪本，尋找

主題探索的線索，讓聽、說、讀、寫的元素融入

主題教學中。透過問答遊戲、自由閱讀、課堂對

話等活動，引導幼兒明白在日常生活中多吃蔬

菜、水果外，還要注意均衡飲食。 

 3.邀請家長義工輪流到校，走進課室為幼兒講繪本

故事和參與延展活動。例如：故事爸媽、製作小

手工或小食嘗試。 

 4.教師與幼兒協商《我的繪本日記》的內容，讓幼

兒以圖畫或簡單文字形式，自由記錄與繪本或主

題學習有關的人或事。從而達到計劃之目標，讓

主題教學的內容更豐富！ 

 每級最少

有 4個主

題會進行

繪本主題

教學 

 

參與學校人員 及/或 受聘計劃人員 數目及職責： 

 1.學校老師引起幼兒對閱讀及創作故事的興趣 

 2.繪本故事爸爸媽媽義工，到校與幼兒閱讀繪本 

 3.校長與主任帶領教師共同擬定本計劃目標、制定繪本教學的課程內容。 

 4.校長與主任定期以小組會議的形式與教師檢視計劃進度，以監察推行繪本教學的成效。 

 - 教師同儕備課： 每級相關教師每週 1次 

 - 校長與主任觀課，與教師檢討教學成效。 

 

預期成效： 

 1.幼兒能在校內家中多閱讀繪本及與家人一起創作故事 

 2.幼兒主動參與繪本教學活動及延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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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2：親子閱讀與創作繪本故事 

推行時期： 

4/2022 - 6/2022 

 

學習階段及學習範疇 

/學科/學習元素 

內容 節數 

 1.認識「對話式閱

讀」及「講繪本故

事」的技巧 

 2.如何選擇合適的幼

兒繪本 

 3.如何激發幼兒對閱

讀繪本及創作的興趣 

 1.進行家長工作坊「親子閱讀與創作繪本故

事」（2節，每節 2小時，共 4小時） 

 讓家長認識「對話式閱讀」及「講繪本故

事」的技巧、如何選擇合適的幼兒繪本及如

何激發幼兒對閱讀繪本及創作的興趣。 

 2.利用《親子閱讀計劃》記錄冊，記錄幼兒

在家中閱讀情況，作為評估幼兒對繪本閱讀

活動的投入及喜愛程度。 

 3.幼兒每星期帶一本與主題教學有關的繪本

回家進行閱讀，鼓勵家長以「對話式閱讀」

或講繪本故事的方式，陪伴幼兒進行閱讀活

動，以增進親子關係。 

 1.家長工作坊

「親子閱讀與

創作繪本故

事」:2節，每

節 2小時，共 4

小時 

 2.幼兒每星期帶

一本圖書回家

進行閱讀 

 

參與學校人員 及/或 受聘計劃人員 數目及職責： 

 家長與幼兒共同閱讀及創作故事 

 

預期成效： 

 1.幼兒在家中閱讀習慣有改善 

 2.幼兒能回校分享閱讀與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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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3：創作繪本故事分享日 

推行時期： 

7/2022 - 10/2022 

 

學習階段及學習範疇/學科/學習元素 內容 節數 

 1.故事創作（自由書寫） 

 2.故事扮演 

 1.在教學過程中，教師為幼兒提

供創意書寫機會，讓幼兒以個

人、小組或親子形式創作繪本故

事，內容和形式不拘一格，可以

多樣化的方式呈現。在「創作故

事分享日」中向全校教職員、幼

兒及家長展示和分享創作成果，

激發他們對閱讀繪本及故事創作

（自由書寫）的興趣。 

 2.邀請家長與幼兒一起參與「創

作繪本故事分享日」活動，以家

庭為組合，透過故事扮演、講故

事、朗讀故事等形式，分享學習

成果。 

 3.邀請教師、校長及主任共同參

與活動，並贈送繪本給每組參與

家庭，鼓勵家長在家陪伴幼兒閱

讀，將「親子閱讀計劃」變成恆

常的家庭活動，促進親子關係。 

 4. 根據以上所推行的活動，紀錄

評估幼兒對活動的投入及喜愛程

度。 

 

 每級舉行一

次，分三天特

別時間段進行

活動 

 

參與學校人員 及/或 受聘計劃人員 數目及職責： 

 鼓勵家長與幼兒一起參與活動，促進親子合作。 

 

預期成效： 

 1.提升幼兒的說話能力 

 2.幼兒的自信心有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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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教師培訓 (如適用) 

活動 1：工作坊 

推行時期： 

11/2021 - 1/2022 

 

內容： 

 繪本故事工作坊 

 1. 繪本教學的理念 

 2. 繪本教學的技巧 

 3. 繪本主題教學設計及推行技巧 

 

節數： 

 3節，每節 3小時，共 9小時 

 

校內∕受聘 培訓人員： 

 外聘培訓導師/講者 (聘請具幼兒繪本教學經驗的幼兒教育專業導師或同等資歷的大學講師為活

動顧問，到校進行校本培訓、校本指導及負責家長工作坊。) 

 

預期成效： 

 老師能有效推行繪本教學及評估活動成效 

 

 

c. 其他措施與活動 (如適用) 

活動 1：家長工作坊 

推行時期： 

11/2021 - 4/2022 

 

內容： 

 家長工作坊 

 1. 認識「對話式閱讀」及「講繪本故事」的技巧 

 2. 如何選擇合適的幼兒繪本故事書 

 3. 如何激發幼兒對閱讀繪本及創作的興趣 

 

節數： 

 2節，每節 2小時，共 4小時 

 

校內∕受聘 培訓人員： 

 外聘培訓導師/講者 (聘請具幼兒繪本教學經驗的幼兒教育專業導師或同等資歷的大學講師為活

動顧問，到校進行校本培訓、校本指導及負責家長工作坊。) 

 

預期成效： 

家長能認識「對話式閱讀」及「講繪本故事」的技巧及如何選擇合適的幼兒繪本故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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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2：中期檢討及報告 

推行時期： 

12/2021-2/2022 

 

內容： 

 綜合教師、校長及家長的意見，檢討各級在學生活動一、活動二的繪本教學活動及評估幼兒學

習成效，並為下學期的教學計劃做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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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財政預算 

a. 員工開支 

職位名稱 全職百分比 入職要求 每月薪金 強積金 聘任期 

(按月計) 

預算開支 理據 

        

員工開支預算總額  : 0 

 

b. 服務開支 

項目 服務詳情 單項價格 數量∕時數 單位 預算開支 理據 

講者(員工

講座) 

教師培訓:繪本故事工作坊 780 9 小時 7,020 聘請具幼兒繪本教學經

驗的幼兒教育專業導師

或同等資歷的大學講師

為活動顧問，到校進行

校本培訓、校本指導及

負責家長工作坊。 

講者(家長

講座) 

家長工作坊:親子閱讀與創

作繪本故事 

780 4 小時 3,120 聘請具幼兒繪本教學經

驗的幼兒教育專業導師

或同等資歷的大學講師

為活動顧問，到校進行

校本培訓、校本指導及

負責家長工作坊。 

服務開支預算總額  : 10,140 

 

c. 設備開支 

項目 設備規格 單項價格 數量 單位 預算開支 理據 

幼兒繪本圖

書 

 83.5 400 本 33,400  

繪本故事圖

書袋 

 25 250 個 6,250  

1. 外置硬

盤 

 

各級老師及兼職老師各

一個 ($800X4個) 

 

800 4 個 3,200 成果分享電子特刊製作

及存檔 

2. 隨身碟 校長、主任、老師及兼

職老師一個 ($100X15

個) 

100 15 個 1,500  

圖書櫃  800 3 個 2,400  

自由書區桌

子 

 200 2 張 400  

閱讀與書寫

用椅子 

 100 6 張 600  

文具（顏色

筆、紙張、

書寫材料） 

 800 1 套 800  

電腦  6,000 1 部 6,000 供老師使用 

 

設備開支預算總額 : 5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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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工程開支 

項目 工程內容 預算開支 理據 

工程開支預算總額  : 0 

 

e. 一般開支 

項目 預算開支 理據 

活動二: 「親子閱讀計劃」記錄冊印刷費 3,000 鼓勵親子閱讀繪

本活動 

活動一: 「我的繪本日記」記錄冊印刷費 3,000 引發幼兒對閱讀

及創作故事的興

趣。 

鼓勵親子閱讀及

創作繪本故事。 

活動三: 「創意書寫」繪本創作印刷費 3,500 引發幼兒對閱讀

及創作故事的興

趣。 

鼓勵親子閱讀及

創作繪本故事。 

「親子創作故事分享日」活動物資(場地佈置) 1,500 引發幼兒對閱讀

及創作故事的興

趣。 

鼓勵親子閱讀及

創作繪本故事。 

計劃成果發佈會的活動展板佈置 4,000 向業界及家長分

享計劃成果。 

雜項(教師參考書籍、文具、紙張等) 5,010  

活動三: 親子繪本創作小冊子（印刷費） 3,500 引發幼兒對閱讀

及創作故事的興

趣。 

鼓勵親子閱讀及

創作繪本故事。 

一般開支預算總額 : 23,510 

 

f. 應急費用 

項目 預算開支 

(下調至最近的整數) 

應急費用預算總額  : 0 

 

g. 審計費用 

 預算開支 

審計費用 0 

審計費用總額  : 0 

申請撥款總額 : 8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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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計劃的預期成果 

3.1 成品 / 成果及對學校發展正面的影響 

項目：學與教資源 

整合繪本故事活動的主題網及繪本概念網、教案、活動檢討及繪本故事書籍資料，並連同幼兒之

學習成果進行存檔，建立成校本之學與教資源，供教師參考使用。 

項目：其他 

上載電子報告書於學校網頁，安排發佈會與業界分享成果。 

 

3.2 評鑑 

評鑑方法：課堂/活動觀察 

成功準則： 

 校長定期進行觀課，使用觀課評量表記錄教師的繪本教學技巧及幼兒的課堂表現，了解教師能

否掌握如何利用繪本教學，發展幼兒不同的能力。 

評鑑方法：重點小組訪問 

成功準則： 

 老師和家長義工會被邀請參加前測和後測的焦點小組訪談。重點將圍繞他們對繪本教學的經驗

與困難，幼兒學習情況、以及對家校協作的意見。訪談結果將進行前後測比較和分析。 

評鑑方法：問卷調查 

成功準則： 

 在活動前和後向教師及家長分發問卷，以收集： 

 i. 有超過 70%幼兒對閱讀的興趣有所提升及持積極的態度； 

 ii. 家長參與家長工作坊後，認識「對話式閱讀」及「講繪本故事」技巧，並有 80%家長於家中

進行親子閱讀 

 iii. 家長對家中進行親子閱讀的態度。 

評鑑方法：前測/後測 

成功準則： 

 以質性為主要測量工具，配上量性資料輔助，根據前測與後測及問卷調查的結果為量性的部

分，課堂教學錄影、觀察、教案等資料為質性的部分，並與量化資料互相對照。以評估家長對

此項計劃的支持度，及教師的教學技能和幼兒閱讀與書寫能力的表現。 

評鑑方法：幼兒教育專業導師到校進行校本指導時 

成功準則： 

 i.  觀察教師的表現，評估教師掌握繪本教學法的能力； 

 ii. 審視校本繪本教學活動的適切性，以及課程統整的效能。 

計劃總結報告編寫 

根據以上的評鑑方法完成計劃的各項檢討及遞交總結報告。 

 

3.3 計劃的可持續發展 (只適用於申請撥款總額超過 20萬元的申請) 

 課程於計劃完結後會持續推行及不斷優化運用繪本教學的課程 

 推廣至其他班級/年級/學科 

 善用相關設備及器材，在計劃完結後繼續舉辦學與教活動 

 透過不同的教師專業交流活動、培訓等網絡，安排分享環節，使計劃的成功經驗得以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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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推廣 (只適用於申請撥款總額超過 20萬元的申請。) 

項目：座談會/分享會 

將安排發佈會與業界分享成果。 

 

學校在撰寫本計劃書時，有否參考優質教育基金(基金)網頁的公帑資助學校專項撥款計劃計劃書示例∕

已獲批撥款計劃  

沒有 

 

4.  校方聲明 

1. 本校會確保擬發展的學與教材料切合學生的學習需要、程度、年齡和能力，並確保有關內容及資料正確、

完整、客觀和持平。 

2. 本校明白優質教育基金的資助是一次性的，本校會承擔往後的支出，包括維修費用、日常運作費用及其他

可能引致的支出/後果。 

3. 本校確保所有貨品（包括設備）及服務的採購是以公開、公平及具競爭性的方式進行，並會採取措施以避

免採購過程出現任何實際或被視為有利益衝突的情況。 

 

5.  資產運用計劃  

類別 項目／說明 數量 總值 建議的調配計劃 

電腦硬件  電腦  1 部  $6,000 計劃完成後，有關設備

會留校使用。  

 

6. 遞告報告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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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1/2021 - 30/04/2022 31/05/2022 01/11/2021 - 30/04/2022 31/05/2022 

計劃總結報告   財政總結報告   

01/11/2021 - 31/10/2022 31/01/2023 01/05/2022 - 31/10/2022 31/01/2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