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油麻地循道衛理楊震幼兒學校 

2018-19 年度 正向教育計劃總結及反思 

 

葉惠麗主任 

在老師個人成長方面，反思到老師要

推行正向教育，首先老師要活岀正

向，才能感染身邊的人，面對問題困

難時，會以正面積極態度去應對，時

刻保持著成長心態，樂觀面對。正向

教育重視身教多於言教，所以要活岀

正向，老師需調節心態是很重要的一

環，才能在日常生活或教學中實踐正

向教育。 
 

在建立學校文化眾多活動中，最深刻

是「眾裡尋他」的活動，感受到老師

在繁忙的教學中會疲累，但當被別人觀察到自己在教學上的努力和心力，獲得讚美或欣賞時，在

工作上肯定自己的付出和教學成就，為老師加添動力和對工作的投入感。而且透過是次活動，增

加彼此的了解，因大家有共同理念，都是為幼兒的福祉而努力，所以同事之間的協作更有默契，

能互相幫助和支持。 
 

幼兒學習方面，老師透過工作坊與備課會議，設計課堂和運用不同教學技巧，讓幼兒利用五感進

行體驗式學習，能培養幼兒的好奇心，而且老師在過程中不斷反思提問與回應技巧，要保持著開

放態度及時間予幼兒去思考，去感覺，去觀察，對於幼兒和老師都是一個既富挑戰性、又深刻又

豐富的學習體驗。 

 

程依秀老師 

透過眾裏尋他的正向活動，老師們互相欣賞同事的優點和處理幼兒的教學方法，能讓老師在學與

教當中有新的刺激，同時也得到同事們的肯定和讚賞，為老師增添了不少自信心，十分開心。另

外，在正向教育當中，師生的關係和生生之間的互動是很重要的，老師應給予幼兒時間、權利、

耐性和愛。透過生生的互動，讓幼兒之間互相影響和帶動學習，使幼兒親身體驗和感受正向的意

義。 

 

萬倩婷老師 

中大的團隊提醒了我，在傳遞正向的訊息給別人前，老師自身要擁有正向的觀念，才能營造正向

的環境氛圍，讓別人更能體驗正向的能量。亦推動了老師們以實質的行動，多觀察、多留意、多

表達、多分享同儕之間處理幼兒及教學的方法與技巧，互相欣賞和學習，增強了團隊的士氣，讓

彼此的關係更緊密。 

 

周欣怡老師 

正向教育提醒了我們以正向的思維去設計活動，保護幼兒的好奇心，提醒幼兒多留意身邊的環境及

事物，常存感恩的心。在教學過程中，老師少說話多觀察，讓幼兒有更多表達的機會。老師亦應適

當回應幼兒的說話，保護其好奇心，同時亦需把幼兒帶回正題。另外，正向教育亦令老師更團結，

大家閒時看見「楊震之花」，亦能想起同儕間的生活點滴，互相支持加油！ 

 

李潔雯老師 

學校參與正向課程積極幫助同事間建立正向文化，大家有機會將感謝及欣賞彼此的說話說出口，

在欣賞別人的同時亦有助自我肯定，正向關係大大提升。由於正向種子植入在老師心中，在日常

教學中亦大大影響到幼兒，老師並多透過五感學習，提供最直接的學習經驗與刺激幼兒，保護好

幼兒的好奇心，給予足夠時間讓幼兒探索與觀察，使幼兒學習更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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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麗雯老師 

眾裡尋他活動不錯，可以讓同事能夠彼此更深認識了解對方嘅想法，讓大家更容易溝通。整個正

向思維的活動能幫助老師將零碎的方法統合出來，使我們有更清𥇦的方向去教導小朋友。感謝中

大團隊到校引導我們思想正確的方向，在過程中很深刻不同工作坊的內容，從中讓我們體會到正

向教育的意義及重要性，又鼓勵我們將正向教育融入教學當中。雖然小朋友的改變不是即時可以

見到，但當正向教育的思想植入了老師的腦海時，老師便會將正向教育的理念融入在教學當中，

最終的益者，必定是我們所教導的小朋友。 

 

霍景欣老師 

透過「眾裡尋它」的活動，讓同事間能增加讚賞的聲音，大家更能將對同事欣賞的心，用說話直

接表明，使大家的關係更加緊密。整個計劃中，學校文化建立的活動，讓同事們將正向教育不但

融入教學，更栽種於我們的心中，培養多元的教學團隊，教育我們的小孩子。 

 

袁敏婷老師 

我在今次的計劃中，無論在各方面都獲益良多，當中在教師專

業成長方面，更有不少的得著，例如幼兒的好奇心是與生俱

來，我們的工作就是保護這顆好奇心。因為工作多年，教師很

容易把一些經驗不知不覺演變了不良的習慣，所以透過今次共

同備課，提醒了我們還要配合適當的教師角色，才能提升幼兒

玩中學的質素。雖然今次的「春天的木棉樹」未完全達致玩中

學，但至少我們都與幼兒和各位老師一起共渡了難忘、開心和

共同努力的時間。 

 

蕭詠琳老師 

幼兒表現--這次春天的教學安排幼兒到了 3次戶外

接觸大自然，他們能夠近距離觀察春天的景色，並

且用五感來觀察。從前他們抗拒觸摸他們認為骯髒

的泥土，但這次的教學卻有多次觸碰植物的機會，

第一次觀察木棉樹的時候，他們在老師邀請的情況

下，不情願地觸摸樹幹，並且說著不喜歡這種質

感：到第二次觀察天台植物的時候，明顯地留意到

幼兒獲得上次觀察木棉樹的經驗後，對環境持開放

的態度，他們會多用五感探索，令他們的體驗變得

深刻，並且會與同儕一起合作觀察，產生很多共同

話題，藉此提升幼兒對周圍環境的好奇心及與人分

享的動機，他們喜愛觀察,願意嘗試。此外，他們著手泥土挖出的薯仔，會用水沖洗泥士，幼兒獲

得正向思維，積極克服難題。最後，幼兒在觀察的過程中感受到大自然充滿朝氣，知道每種植物

和生物都有他們的生命，增強了保護環境的意識，如：見到螞蟻會提醒他人不要踩到牠，同時發

展他們感恩之心，懂得感謝環境中的人事物，讓他們能欣賞到美麗的風景。 
 

教師專業發展--在觀察大自然的課堂中，老師看見幼兒未能觀察目標事物，便用選擇題讓幼兒回

答老師引導的問題，導致幼兒的思路變得狹窄，未能引發幼兒的好奇心，老師應在提問技巧多加

留意，減少指引，多讓幼兒觀察，保護幼兒的好奇心。在第二日的教學中，老師便改變策略，多

提醒幼兒使用五官觀察，並使用開放式問題，鼓勵幼兒嘗試多觀察，發現幼兒能多說多觀察。即

使幼兒在觀察的過程中，說了與主題無關的說話，老師也要用恰當問題將幼兒引入主題，如：這

個東西與春天有何關係？不要扼殺幼兒每一個好奇心。最後老師能按幼兒的表現作出合適的變

動，從而對他們的學習更有利，如：寫生活動，原本幼兒在樓下觀察木棉樹後，在副堂畫出所觀

察得到的，但老師發現幼兒的表現未如理想，所以第二天便改變策略，幼兒在樓下觀察後，回到

團契室小組分享所觀察到的，然後才開始畫，幼兒比第一天畫得更仔細，並能向小組分享自己的

作品，由此可見老師的教學策略及技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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