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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領導發展與優質學前教育計劃」 

教學計劃 

學校名稱： 香港漢文師範同學會學校 

主題名稱： 種植小專家 

教學目標： 

透過四星期的主題教學，幼兒可了解到植物類別、特

徵、生長條件及用處，並學習如何愛護環境，綠化環

境，及認識植物對自然環境的重要性。 

班    級： K3 

教學時段： 17/3/2014 – 11/4/2014(四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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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漢文師範同學會學校 

主題：種植小專家                                   班級：K.3  

課程設計：設計理念配合本校的辦學理念，讓兒童在多元化的學習活動中，了解植物類別、特徵、

生長條件及用處，並學習如何愛護環境，綠化環境。 

 

 

 

  

 

 

 

 

 

 

 

 

 

 

 

 

 

 

總目標：透過四星期的主題教學，幼兒可了解到植物類別、特徵、生長條件及用處，並學習如何愛

護環境，綠化環境，及認識植物對自然環境的重要性。 

認知層面：認識植物類別、植物各部位的名稱及功能、植物的繁殖方法、有利和損害植物生長的條

件、植物對人類、動物及生態的功能、影響和重要性。 

能力層面：發展溝通、協作、探究、觀察、討論能力。 

態度層面：學習如何保護植物、培養愛護環境的意識，培養綠化環境的精神、培養種植的興趣。 

 認能說出不同植物的生長地 

 了解植物可食用及不可食用之原

因 

 認讀各植物名稱 

 能使用工具書查植物的資料 

副題一：這棵是什麼？認識植物

的種類 

目標：認識植物的種類（可食用

及非食用），認識植物的各種生長

地。 

副題二：做個植物小專家  

目標：透過實驗、觀察及調查認

識植物的根、莖、葉、花、果的

功能 

 

副題四：植物我愛你 

目標：植物對人類、動物及生

態的貢獻 
副題三：做個種植小專家 

目標：透過實驗及觀察認識有

利及損害植物生長的條件、能

嘗試種植 

 認識植物各部位的名稱及功能 

 認識植物各部位之關係 

 認識植物製造養份的方法 

 了解植物的繁殖方法 

 

 能了解水對植物的重要性 

 能了解陽光對植物的重要性 

 認識種植的過程 

 認識植物的對人類的用途－食

用、藥用、製作用具及居屋建材 

 認識植物的對大自然的用途－

淨水、淨化空氣及提供動物生境 

 認識植物的貢獻－美化環境 

 認識綠化的重要性 

 了解香港的綠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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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計劃 

是次主題之中，個人認為下表所指的副題內容很值得分享。 

副題名稱： 做個植物小專家 

活動施教日期： 24/3/2014 - 4/4/2014 

活動重點： 

1) 透過實驗、觀察及調查認識植物的根、莖、葉、花、果的功能。 

a) 認識植物各部位的名稱及功能 

b) 認識植物各部位之關係 

c) 認識植物製造養份的方法 

d) 了解植物的繁殖方法 

2) 活動以觀察及實驗為主 

3) 為深化幼兒的學習，安排幼兒到園藝農場參觀，進行實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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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內容  

活動目標： 

1. 能指出根的特徵 

2. 能說出根的功能 

教學內容： 

老師先以電腦簡報，與幼兒一起看不同類別的根的圖片，當中包括土生根、氣根、可

食用的根（胡蘿蔔）等。在看圖片的過程之中，老師請幼兒形容根的形態，及討論他

們的功用。 

及後，老師取出兩株芫茜，一株是完整連根而健康的，另一株卻沒有根及已枯萎的，

請幼兒作出觀察、比較及討論，以深入了解根的功能。最後，老師與幼兒到操場看校

內植物，請他們找出各植物的根的位置，透過觸摸、比較及紀錄，以探討不同植物根

的異同。 

 

 幼兒正在觀察已枯萎的芫茜 

 幼兒到操場看不同植物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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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評估  

透過觀看簡報及討論，幼兒對於根的認識加深了，他們以往認為胡蘿蔔是食物，

是植物的一種，但經此活動後，便知道胡蘿蔔是植物的根，而且可食用的。 

另一方面，透過觀察及討論兩株芫茜，幼兒能說出根的功能是吸水和養份，植物

沒有根便會枯萎。 

到操場觸摸及觀察不同的根時，幼兒發現有些植物的根是很粗大、粗糙的，而有

些是完全埋入泥土而不可見的，有些根更鑽出花盆外。從中，他們更明白到根有抓緊

泥土的功能。 

活動過後，老師安排了幼兒進行圖工活動，繪畫樹、植物。以往幼兒畫植物的底

部是平而沒有畫上根的，但經此活動後，兒童畫的圖畫反映他們了解植物的結構，明

白到根與葉、莖的重要及關係。 

 幼兒於探索角中活動時的表現，亦表示他們掌握主題教學內容。他們會一起觀察

角落中不同植物的根，並一起討論其功能和用處。由此可見，幼兒了解根的特性及功

能，並會於同儕中互相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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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領導的反思  

  於「種植小專家」此主題中，我以課領者身份，與同事展開課前準備會議，發現

遇到以下挑戰及有以下得著。 

  第一個挑戰是要加強對各項主題的認識，是次主題是新開發的，在過往的高班教

學中未曾接觸過；在欠缺以往經驗參考下，帶領同事時，起初感到有些吃力；為了讓

課前會議能順行進行，作為課領的我必須於展開課程會議前，要求自己作充足的資料

搜集及準備，對與主題相關之事物加深認識，方可幫助及帶領同事去設計課程。另外，

課領者亦要知人善任，於是次主題中，我發現有同事對植物結構認識較深，故在設計

課程之時，多請她發揮及提出意見，如此一來可令活動內容更為豐富，同時亦可減低

課程內容出現謬誤之機會。 

  另一挑戰是協調老師間對推行課程技巧之差異。是次主題之中，我既是課程設計

者，亦是執教的老師，故教授負責上午班學生時，甚感得心應手；但在推行主題的過

程之中，我發現部分老師會用了較為慣常的主導方法去推行活動。此等情況，主因源

於老師們對教學計劃的瞭解和教學技巧的掌握未為完整，所以事前的導引及督導的工

作尤為重要。由此觀之，作為課領實在需要細心觀察老師們教學的疑點或難點，當發

現有問題時，便應作出適當的介入及引導，還可以安排同儕觀課，讓大家互相學習分

享，有助強化教學效能和提升教學一致性。 

  在是次計劃中，導師引導課領者確立單元總目標，然後構思教學計劃架構的發

展，導師提醒檢視計劃的四個要素：目標、內容、方法和評量間是否保持了關聯性，

好教我們不會為把教學內容發展得更有趣，而忘了與教學目的結合，偏離原有的焦

點。我們又進一步思考課程內容組織的順序性，是否符合由簡單到複雜、由具體到抽

象、由普遍到特殊的原則來組織課程內容，有了層次分明的組織，我們發覺原來教學

可以如此暢順和從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