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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三一中心幼稚園‧幼兒園 

19-20香港中文大學  教育學院  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中心 

「推動正向教育‧邁向全人發展」計劃 

正向教育校本發展經驗報告 

一、 辦學宗旨 

本園是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座堂於 1984 年創辦的一所基督教全日制幼稚園.幼兒園，以基

督慈愛精神，按基督教的全人教育，培養兒童在靈、德、智、體、群、美六育方面的成長，建

立正確的人生觀。  

二、 教學理念 

全體教職員工以校訓「良善勇敢，愛主愛人」的精神，「讓兒童得到真正的兒童生活」

的理念「以愛育人」。讓幼兒透過探索的過程，經過親身操作而獲得知識。 

三、 推動正向教育與學校發展 

本園自 2014-2018 年參與與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優質生命教育中心「學前生命

教育計劃」透過繪本閱讀、家長工作、課程規劃等，致力推動幼兒與家長對品格教育的認識，

並獲得家長認同及讚許。 

基於上述的發展基礎，本園於 2019 年參與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中

心(下稱「協作中心」)推行的「優質教育基金-推動正向教育.邁向全人發展」計劃(下稱「計

劃」)。期望透過計劃持續推行正向品格教育，作為本園的發展目標。透過營造正向校園文化、

促進校內正向人際關係、教師專業培訓及發展校本課程等方面的實踐，讓本園體現正向教育的

真正意義，讓各持份者從中獲得樂觀積極、關愛和幸福愉快感，能面對各樣的挑戰。 

四、 推動正向教育策略 

正向教育設計理念亦以「愛與樂」為中心，培育幼兒對周遭產生好奇心，從而培養他們

以成長性思維探索世界，享受學習樂趣，與本園的教學策略不謀而合。我們深信，正向品格與

價值觀是從心而發、慢慢地滲入生活當中，能藉着不同的活動把這些概念植根在孩子的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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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從小鞏固、建立和加以延續。因此，不論從全校整體的活動及各級的主題活動中，均能培

養幼兒正向品格的發展。 

在 2019 年度的上半年，學校有序地推行了部份的活動，包括：教師培訓、家長講座、教

學會議等，而下半年卻因「新型肺炎」疫情而使計劃有所修正。雖然疫情肆虐的時間頗長，但

卻沒有減退我們推行正向教育的熱心。我們在各級也推行不一系列的正向教育活動，包括如何

建立正向校園、透過課程滲入正向品格元素學習及推展家長的正向工作等，持續不斷地滲入正

向品格培育。 

以下將會分享低班正向教育計劃推行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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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班正向教育計劃推行概況 

本年度低班推行正向教育計劃，主要以融入設計活動及日常的學習活動為主，老師從兒童

參與當中，發現他們都展現出不同的正向品格特質。現就低班上學期主題中，推行正向計劃的

活動分享幼兒的學習成效。 

主題《跳動的身體》- 傷殘體驗活動 

i. 推行原因及目標

 知識：探索及了解自己身體的各部、認識各人的身體之異同。

 能力：從觀察、體驗及活動後檢討中學習以行動關心、幫忙別人。

 態度：懂得愛護身體、彼此尊重、體諒和關愛。

ii. 推行情況

 引起動機

當幼兒用放大鏡觀察和探索皮膚時，發現腳踝

表皮上有藍色的血管及結巴的傷口，大家對身

體的血管產生興趣，更討論受傷時流血的經驗，

並模擬示範處理傷口。

 發展活動

幼兒開始關注到日常生活中，他們一些意外受傷

的情況，也搜集了有關身體的血管、受傷流血的

資料，明白到受傷對身體帶來的傷害，便一起與

幼兒討論如何好好保護自己的身體免受傷害時，

當中發現了一些先天身體殘缺的人士，幼兒也分

享他們也曾在街上遇見聾人、啞巴、腳部傷殘、

手部傷殘的人士，為了讓他們親身體驗和感受生

活上的不便，所以計劃了「傷殘體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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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傷殘體驗日」

 體驗日分兩天進行，一組幼兒扮演傷殘人士，另一組作照顧者。以一對一的方

式，照料對方半日的校園活動。第二天，二人會互相交換角色來進行扮演。

←扮演腳部傷殘的幼兒，他們能親身地體驗行

動上的不便，活動後他不高興地告知老師，

因上這樓梯時拐杖卡著的關係而跌倒，他表

示上樓梯很不方便，而且感到害怕，深深體

會腳部傷殘的困難。 

→在檢討第一天體驗時，幼兒回顧體驗過程

的片段中發現自己與同伴的合作的重要

性，一起商討改善方法。在第二天體驗

時，扮演照顧角色的人多了關心對方，能

與同伴一起合作操作物件，也沒有離棄對

方或去獨自去玩耍的情況，學習到對別人

的關顧，也提昇了二人的合作效能。 

←第一天參與傷殘體驗，發現二人常常失

散，扮演照顧者的幼兒表示很悶，因為

對方行動緩慢，又未完成工作，沒有耐

性等候；扮演傷殘人士的又不懂表達請

求對方幫忙，結果往往自動放棄，不過

當天是幼兒學習相處的好時機，需要時

間建立二人的默契。從中他們學習怎樣

關顧別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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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遊樂場進行活動時，幼兒更能體

驗到手和腳傷殘之難處。不過，扮

演手部傷殘的幼兒敢於和挑戰攀登

架，雖然跌下來，但仍然不斷努

力，再作嘗試。 

→扮演腳部傷殘的幼兒覺得玩滑梯和

上樓梯感到困難，因使用拐杖時，

膝蓋不能靈活地屈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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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活動中，幼兒體驗因傷殘帶來的不便，還將他們各人的感受、心情和最困難

的事件一一記錄在工作紙上，與同伴和家人分享！

 延伸活動

幼兒搜集了有關傷殘人士社區內的設備，當中介紹傷殘人士的廁所內扶手等設備，

了解傷殘人士的需要；在導盲犬的資料，描述了導盲犬如何幫助盲人過馬路的過

程。最後，我們又分享巴士上的關愛座，如何禮讓座位的態度，幼兒紛紛地分享

自己讓座和受惠讓座之經驗，也說出幫助別人後的心情感受，還一起討論「我會

讓給甚麼人呢？」、「誰是有需要？」等討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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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成效檢討及反思

幼兒體驗傷殘活動後，從細微的地方發現他們的行為比以前略有不同，他們的合作

性、敏覺性、主動性及關顧別人也有提昇，例如：在玩遊樂場的活動中，以前多數個別

玩耍，也選擇自己喜歡的遊樂設施，經傷殘體驗的活動後，幼兒會自動自覺地找玩伴一

起遊戲，而且會商量想去玩的遊樂設施；另外，幼兒向來喜歡跑跑跳跳，較活潑好動的，

午餐後他們在走廊途中，間中會跑或追逐，老師便以傷殘體驗來提醒他們：「記唔記得

傷殘人士？記唔記得你用拐杖行路，你嘅腳係點樣行架？你想唔想受傷？」他們立即回

應滑倒會痛、會令自己身體受傷，甚至不能走路等。藉著體驗有效提高他們保護身體的

意識，讓幼兒更易明白亂跑亂撞帶來的傷害，最後他們樂意遵守，能慢慢地行回到課室。 

除了增加安全意識外，在活動體驗時，照顧者多嘗試為扮演傷殘的同伴彎著腰取起

地上的書包、幫助同伴扭樽蓋及遊戲幫助同伴穿鞋子等。及後，幼兒懂得以行動關心或

幫助同伴，例如：有位幼兒主動幫忙同伴找尋遺失鞋子，也協助為對方穿上鞋子；幼兒

主動提問老師放在地上的書包是誰，並願意協助把書包交回給同伴，可看見幼兒的敏覺

性有所提升。 

就是這些日常小小的事件，不知不覺間幼兒表現出一些照料和關顧同伴的行為可見

幼兒親身的體驗，能讓他們有所轉變。這顆美好又良善的心，是需要不斷協助他們延續

下去，相信到日後自然地懂得照顧身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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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探索活動 

i. 推行原因及目標

自由探索遊戲能令幼兒有更多的空間進行探索及創作，使他們充滿好奇心，全程投

入於遊戲當中。從遊戲過程中，能培養名建立幼兒的正向品格，當中幼兒難免會遇上不

同的挑戰，藉此可提升他們的抗疫力。同時，他們能與同伴彼此互動和建構、互相學習

及幫忙，從而建立成功感及幸福感。 

ii. 推行情況

 從走廊到大堂的自由探索遊戲

 在「紙真好玩」主題中，老師預備了不同的紙的材料，例如：紙筒、紙皮、紙

棒及紙盒等讓幼兒在走廊的空間進行探索。在活動中，他們隨心創作，作出聯

想。

 探索遊戲安排在整個分組時間內推行，幼兒有充足的時間進行。他們會主動嘗

試使用所提供的物料，在沒有規限的形式下進行創作。當幼兒有足夠的時間，

他們便能更細緻地觀察及操弄不同的物料，並反覆嘗試、修正及改良，直至滿

意完成創作。

 老師觀察到幼兒有時是個人創作，有時則與身邊的同伴一起傾談創作內容，也

會互相模仿，或共同建構。在自由選擇材料的過程中，他們亦能表現融洽謙讓，

彼此分享，甚至為同伴揀選適合的材料。

 完成作品後，同儕間互相學習，欣賞各自的作品。當得到老師及同伴的欣賞時，

他們可以感受到尊重和認同，從而獲取幸福和成功感；而在欣賞他人作品的過

程裡，幼兒亦能學習以正面的思維及語言，表達個人的想法和情感，讓人與人

之間的密切關係得以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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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於幼兒都熱衷參與遊戲，而經過一段時間的反覆操弄後，他們建構作品的技

巧亦愈趨成熟，較初期活動推行時，作品顯得有條理而結構複雜，因而需要更

大的空間進行創設。而走廊的活動空間有限，每次只可讓六位幼兒參與，因此

推展活動至一樓大堂位置，讓他們有更大的活動空間。

 從以下相片可見，在活動過程中，幼兒喜歡把紙箱疊高，但當中幼兒亦會遇上

不同的困難和失敗，例如：紙箱疊至一定的高度時，便容易倒下來，但他們仍

會再接再勵地嘗試，作出修正、測試、再修正直至成功為止。他們想出可以把

紙箱靠著櫃門來疊高、或運用縱橫交錯拼砌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起初大多是把紙箱疊高，發

現靠著櫃門會比較穩固。 

幼兒嘗試用不同的

方法會合作疊高。 

幼兒合作拼砌大型

的路軌，嘗試將紙

筒在路軌上滾動。 

如何疊高紙箱？ 

起橋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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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主題及後延伸至「聖誕 FUN 享愛」主題，三班低班的課室設置為「創意聖

誕森林」、「歡笑聖誕劇場」及「聖誕聯想國」，於分組時間幼兒可自由地到

三個課室進行活動。其中老師將自由探索遊戲轉移至「聖誕聯想國」，並加入

聖誕裝飾物品作為創作物料，以配合聖誕節的學習主題。

 經過上一次自由遊戲的經驗後，老師觀察到幼兒在建構的技巧上已有所提升，

汲取之前成功的經驗，他們這次明顯變得更自信地進行創作。

 於是，老師加入更多的物料如：長短不一的金銀線、球狀的裝飾等，進一步豐

富幼兒在建構時所需運用的知識和技巧，學會如何固定聖誕球，將聖誕裝飾長

短作比較來衡量哪條較足夠圍繞紙箱。

 幼兒更會主動協助能力較弱的同伴一起參與，接納不同能力的同伴，彼此樂在

其中。例如：當幼兒發現有同伴未能成功把聖誕裝飾掛到紙箱的時候，他們會

分享自己的經驗，並協助他成功掛上，當中呈現出「仁愛」的表現。完成作品

後，他們拍掌歡呼，更高興得一起唱歌、跳舞，互相喝采，感受共同達到目標

所帶來的喜悅和成功感。

開始發揮創意及聯想和同伴一起合

作，起隧道及天橋。 

多次嘗試後，他們終於合作成

功建成了一條可以穿過的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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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成效檢討及反思

從自由遊戲的過程中，發現平日比較被動的幼兒也願意主動嘗試及參與，從中他們

會不斷嘗試、觀察和修正，直至成功，他們會面露滿足自信的笑容。並主動與老師及身

邊的同伴分享和介紹自己的作品，與別人分享過去的經驗時，則能回想到過去的成功經

驗，並策劃接下來的遊戲計劃。有助他們於日後學習路上增加信心。與此同時，獲得他

人的支持和幫助，彼此互相扶持，來提升抗疫力。 

過程中，老師從旁靜心觀察，讓幼兒有更多空間自行經歷探索，例如：有一位在課

堂中欠缺信心的小女孩，但在拼砌活動中她的能力比較高，她能運用自己的能力去幫助

及啟發同學的設計。而老師亦能更仔細了解幼兒內在潛能和個別能力的差異，給予適時

的鼓勵及讚賞，從而鷹架幼兒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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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肺炎」與推動正向計劃：「大勇敢小任務」活動 

i. 推行原因

 隨著「新型肺炎」疫情影響而停課，希望幼兒在家中做到「停課不停學」，除了

保持學習知識外，我們也重視幼兒個人能力的提升，希望透過活動令他們學習訂立自我

提升的目標，藉以增加面對困難的能力，認清目標向前邁進的能力。 

ii. 推行目標

 知識：認識自己的能力、知道每個人有不同的才能。

 能力：學會訂立可行的目標，透過努力練習達成目標、努力挑戰自己。

 態度：懂得欣賞自己和別人、尋找生活上的滿足感、建立成就感。

iii. 推行策略

1.停課期間，老師預備了《勇敢湯》繪本作為引入計劃，隨著欣賞主角哈林勇於挑戰

自己的恐懼及堅毅不屈的精神，從而得到成功的喜悅，鼓勵幼兒作出自我挑戰。

（故事內容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Mk_a5Opme8&feature=youtu.be）

2.老師製作《大勇敢小任務》計劃小冊子，令幼兒相信通過自己的努力可以改變或提

升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的潛力是未知的，透過不斷的挑戰和嘗試幫助自己進步，

完成任務。

《大勇敢小任務》計劃共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部分：「我的挑戰板」 

老師提供圖工物料讓幼兒自行設計一個屬於自己的挑戰板，訂定一個需要自我挑戰

的小任務，寫在「我的挑戰板」上，例如：吃青豆、自行入睡。並建議他們擺放在

家中的當眼處，藉以鼓勵他們努力實踐。當幼兒完成第一個目標後，便能再訂下另

一個自我挑戰的目標。 

     製作我的挑戰板 

     為自己訂下挑戰目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Mk_a5Opme8&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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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部分：「大勇敢小任務隊員記錄冊」 

 老師設計「大勇敢小任務隊員記錄冊」，持續地完

成訂定的目標，並將進程記錄在記錄冊上，從中見

到自己的成效從而提升堅毅精神。

 此記錄冊透過三個不同的階段，鼓勵家長與幼兒由

淺入深的訂下個人挑戰的目標。

 起初，第一階段先由老師提供挑戰的任務，其後第

二階段自行訂下個人目標，而在第三階段幼兒與家

長一起挑戰不同程度的任務。

 為了讓家長更了解學校有關推行正向品格的活動，在記錄冊的開首加入「給家

長的話」，有助家長配合活動的推行。其次，亦有小任務的活動建議讓家長作

參考，並提供鼓勵與支持孩子的方法。



P.14 

 PS38 聖三一中心幼稚園.幼兒園 《19-20正向教育校本經驗報告》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中心 

 在完成每一項小任務的記錄後，幼兒以填色的方式評估自己的表現，欣賞自己於

活動中值得讚賞的地方。另外，「為你打氣加油站」讓家長寫下他們欣賞孩子的

地方，藉此鼓勵家長學習多用正面、欣賞的說話來支持他們的孩子，增強孩子的

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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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推行情況

1. 《勇敢湯》繪本故事

由老師演繹《勇敢湯》繪本，於 4月下旬上載於網上學習中，讓家長與幼兒一起

欣賞。故事完結後，家長與幼兒商討一項幼兒能力所及的任務或行為，例如：自行

收拾玩具、每天做運動等，而開展《大勇敢小任務》計劃。 

2. 《大勇敢小任務》計劃

第一個部分：「我的挑戰板」 

大部分家長都能與他們的孩子按著日常生活的習

慣訂立成長的目標，例如：圖中的幼兒，經過 28 天

的嘗試後，便能成功自行入睡。家長還把她的過程拍

攝成短片，短片中幼兒自信地向老師分享她的挑戰成

果，以及克服恐懼的過程，最後如何達至成功。當家

長在疫情期間，回學校取功課時，也向老師分享孩子

依然繼續進行這項任務，表現出她自信及堅毅的精神。 

第二個部分：「大勇敢小任務隊員記錄冊」 

家長願意陪伴幼兒進行活動，並一一作記錄，完成活動冊。他們參照活動冊的內

容，按階段有步驟地進行活動。家長們十分欣賞這個活動，覺得非常有意義。活動完

結後，部分家長更持續在家中與幼兒進行更多不同的挑戰，可見他們都很享受與幼兒

共同進行這個活動。 

 階段一：老師列舉不同的例子，讓幼兒作參考，讓他們嘗試進行挑戰。

→下圖的幼兒以單腳站立為首個挑戰任務。他起

初能夠單腳站立 40 秒，再進深過程中，最後

他能站穩 90 秒。同時，他也挑戰矇眼砌積

木，最終以 14 秒矇眼砌出火車，在開始階

段，幼兒已有不同層次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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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階段二：家長與幼兒針對他們在家中的情況，建立需要孩子挑戰的任務。

勇於在別人面前表演 

→這位幼兒自訂挑戰的任務為「在別

人面前朗誦」，他首先以錄影的形

式來拍攝聖經朗誦的片段，但未能

成功。經過多番的練習及父母的鼓

勵下，最後亦能衝破自己，勇敢地

於七名家人的面前進行朗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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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自己洗頭 →下圖幼兒的家長一直希望他能夠變得更獨立，學會自

己洗頭和洗澡。因此，便與幼兒一起訂立了「自己洗

頭」的挑戰任務。最後，他成功連續 22 天自行洗頭

而不依賴家人的幫忙，表現「堅毅」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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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成效檢討及反思

 由蒐集家長表達的意見，以及活動記錄冊中所見，幼兒在挑戰的過程裏也會經歷失敗，

但他們卻能從中檢視自己，從不停反覆練習、修正自己所使用的方法中而達至成功。 

就如下圖的「挑戰吃蜜瓜」例子，幼兒在挑戰初期，他皺著眉頭，滿臉淚水，但仍努力

嘗試克服他不喜歡的水果，繼而在兩小時後成功吃完。期後，他再接再厲，願意再次嘗試。

最後，他成功在七分鐘之內完成挑戰。相片中可見他真情流露，充滿喜悅的樣子，感受到

挑戰成功為他帶來滿滿的成功和幸福感。 

挑戰吃蜜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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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幼兒建立了成就感，得到了滿足感及會感到有希望，從而亦培養出堅毅精神。從與

家長傾談中得知，這個活動相比其他的活動，幼兒更有動力去進行，十分享受過程，感到

快樂（心流）。難得的是，這些正向的元素也帶到家庭之中，家長在活動中從新出發，發

現很久也沒有為自己定下一些目標，也來讓自己作出嘗試及挑戰。這次能夠與孩子一起經

歷，實屬難得。在活動中，能夠經驗到被他人欣賞、自我欣賞及欣賞別人的元素，提升快

樂感。 

與爸爸一起挑戰平板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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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與幼兒從活動中學會彼此欣賞，在日常之中，多是由家長去欣賞孩子，對他們作

出讚賞。但在這活動冊設計，孩子除自我欣賞外，也由他們去對爸爸媽媽的表現作出欣賞，

原來又有另一番溫暖的感覺。這樣彼此欣賞的態度是很難得的，令整個家庭都洋溢著愛的

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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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老師反思

 在「計劃」的教師培訓後，我們更着重在課程及教學活動中融入正向的元素，目的是

培養孩子的正向人生，以積極、樂觀的態度面對挑戰。沒想到，也在不知不覺間改變了我

們的思想。 

在疫情期間面對停課，希望為留在家中的幼兒做到「停課不停學」，為他們帶來一點

點有趣的學習活動，實在也是一個既新鮮又不容易的挑戰。但感恩團隊有正向的能量，讓

我們比過去更願意接受挑戰。老師不斷嘗試以不同的方法，吸引幼兒的學習。遇上困難時，

會重複去試，直至效果滿意為止。例如：如何令手偶更生動地與孩子說話，單是一個幾分

鐘的片長，就已經拍了好幾十次。同時，幾位老師也努力學習剪片，甚至購買手機軟件，

希望可以有更多特別效果運用在教學片段中。當完成製作後，非常開心，充滿成功感，可

見我們從疫情期間敢於面對新挑戰，這不就正正是「成長性思維」嗎？。因此我們也將經

驗轉化於幼兒的學習上，讓幼兒從小開始培養正向的態度。 

將正向的態度融入校本的課程及生活之中，培養幼兒堅毅的抗逆能力，以面對在成

長上的挑戰，例如：在自由遊戲時，應給予空間幼兒去嘗試、探索、經歷失敗，再達至成

功。因此，我們在計劃課程及活動時，可以比過去更有焦點，挑選一些任務讓幼兒重點去

嘗試，讓幼兒能體驗透過努力嘗試、練習及在能力上得到提升。此外，老師也要給予幼兒

個人及整體反思及自己評價的時間，同時締造機會，讓孩子自由選擇，確立自己的目標、

掌握實踐的進程、進行過程中的感受記錄，加上彼此欣賞及鼓勵，讓孩子及家長均了解到

在學習歷程之中的轉變，就是獲得成功的喜悅，共同為幼兒擁有正向的人生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