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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設遊戲情境─ 提升幼兒數學思維的能力】 

一、 引言 

興趣是學習的動機，對學習持有興奮、熱衷的心，學習才會有意義和效果。遊戲情景教學

是激發幼兒對學習數學興趣最直接的方法，因為幼兒的生活就是以遊戲為重點，根據學前教育

課程指引(2006)引述：教學應以兒童為本，以幼兒最近的發展區，設計多元化的課程，讓幼兒在

一個愉快、開放的環境下學習；因此將數學融入遊戲中，一方面能讓幼兒在遊戲中發現數學、

感知數學，明白數學具有實用性和生活性，另一方面，能讓幼兒在運用數學方法解決遊戲中一

些問題，鼓勵幼兒主動思考、與人溝通，從中理解數學、領悟數學的價值，體驗成功的樂趣。

學習數學的目的是發展幼兒的思維能力，而不是計算；注重數學知識的理解，而不是數學結果

的獲得，而數學的核心是激發幼兒探究的興趣，發展探究的能力，從而提升幼兒數學思維的能

力。 

 

二、 學校背景 

本校之前所訂定的數學課程，主要參考主題教材和兒童的年齡特點和發展作準則，釐定數

學的課程，但老師發覺幼兒在學習數學方面和老師的教學技巧上，仍存在困惑，例如：老師對

幼兒的數學學習存在認知上的偏差，側重數學知識層面的教授，老師慣性主導課堂，不停說，

幼兒只是接受信息，令幼兒缺乏動手做，活動的自主性不強，老師和幼兒，幼兒和幼兒之間缺

乏互動，數學活動模式單一，缺乏趣味性，以反復的機械操作、書面練習多，有礙兒童心理發

展，讓兒童對數學失去了興趣，使幼兒感到數學是一門記憶不完的知識和沒有興趣的活動。 

當老師於 2014-2015 年參與「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兒童數學思維」，在是次計劃

中，透過示範教學(附件二)、評課、工作坊、備課，藉以提升老師設計、實施數學教學活動的技

巧，重新釐定數學的課程(附件三)，明白數學並不是孤立的學科知識，當數學與每日生活經驗聯

結，幼兒才會感知數學的實用性(周淑惠，1999)。老師亦會多關顧個別差異的幼兒，在編制活動

時，加入不同程度的操作活動，透過選材、操作要求的調適，讓有學習差異的幼兒，進行合符

他們發展程度的數學活動，提升幼兒的數學思維能力 (附件四)，優化兒童的學習效能，均衡發

展兒童各方面的潛能。 

 

三、 課堂設計 

    數學教學遊戲化是指把幼兒數學教育的目標、內容、要求融入各種遊戲中，讓幼兒從中感

知、積累有關數學的知識和經驗，能促進幼兒的主動學習，提高幼兒學數學的興趣和探究精神。

所謂的遊戲，也稱為規則遊戲，是在教學過程中，幼兒必須完成一定的教學任務，運用數學方

法解決問題，從而提升幼兒的數學思維能力，幼兒能發現生活中許多問題都可以用數學的方法

來解決，體驗解決問題的樂趣。在遊戲中獲得成功感，提升自信心，老師根據幼兒的年齡特點，

興趣，設計幼兒在遊戲中，積極、愉快地投入到學習活動中。 

   創設輕鬆的遊戲情境，可使人產生相應的態度、情緒和情感，將抽象的數學知識與具體的遊

戲情境結合在一起，可將數學教育的內容具體化、形象化、使幼兒易於接受。因此老師須巧用

語言、巧設環境，適時適度地把幼兒帶入他們感興趣的活動中，同時要為幼兒營造一個寬鬆又

有序的學習氛圍，和幼兒形成一個公平、朋友型的關係，一同參與活動，共同探討。 

I. 引起動機： 

在尋寶遊記中，老師帶領幼兒一同進行尋寶遊戲，老師利用電子白板開始時，老師說：「今 

天，老師與幼兒一同玩尋寶遊戲，粒寶石在那裡?在小朋友的椅子下嗎?」幼兒已經興致勃勃的在

椅子下探索有沒有寶石，可見幼兒已對遊戲甚感興趣，接着，老師利用 Flash動畫短片-小小探

險家，請幼兒觀察探險家手持什麼?幼兒說：「我見到有藏寶地圖，同放大鏡。」引導幼兒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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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探險家的地圖寶石的所在位置，幼兒從電子白板上，看到四粒寶石的所有位置，老師先請

幼兒圈出寶石的位置，再利用語言說出寶石在那裡，有些幼兒說：「有粒響海盜船上面，有粒響

椰子樹上面。」老師再問：「但是有這麼多椰子樹，我們應該到那一棵椰子樹，才可找到寶石。」

目的是啟發幼兒思考，應該加什麼在地圖上，才可更細緻的描述寶石的位置。 

II. 發展部份： 

 老師在藏寶地圖上畫上三條橫線、三條直線，把地圖上呈現出 16 個小格，幼兒已能說出： 

「紫色寶石在第一行第一格。」當幼兒已能達到水平時，老師運用提問，反問等方式，以及一

些對幼兒具有思維挑戰性的提問促進「對話」的發展，老師請幼兒再思考「第一行第一格」這

句，是否太長了，是否很容易忘記?我們可以用一些東西代替，另一位幼兒再說：「加 D英文字

母和數字。」這些對話幫助幼兒對抽象的問題變得具體化。 

III. 進展部份： 

進入《按座標取寶石》及《按座標收藏寶石》遊戲，目的是鞏固幼兒對座標理解及掌握

對空間位置的概念，老師請幼兒觀察地圖中的寶石，將所屬的座標名稱直接拖拉往指定位置及

將所屬的寶石直接拖拉往指定位置，以示成功找出寶石所在之處，讓幼兒明白座標形成的方法。

這是操作性的數學遊戲，旨在讓幼兒在遊戲中操作不同內容的教具，在探索中獲得數學經驗。 

IV. 合作部份： 
老師以設計競賽性數學遊戲元素為主，這種遊戲主要是增強競賽性質於數學遊戲之中，對

於增強掌握知識的鞏固程度和發展思維的敏捷性，作用較為突出，在合作遊戲中，幼兒首先要

根據座標位置，尋找寶石的收藏地點，再要與同儕合作，與其他對伍比賽，比比誰又快又對，

提高幼兒的學習速度，激發幼兒榮譽感。 

V. 分享及總結部份： 

在最後部份，老師邀請幼兒分享「在那裡找到寶石?」幼兒利用語言向大家分享，幼兒說： 

「我響 D波入面到搵到。」「唔係我搵到的，是愛琳幫我搵。」在數學教育內容不只是學習數學，

也可滲透到其他範疇，例如：語言、群性方面，通過不同的創設情境遊戲，培養幼兒均衡全面

的發展，同時，老師介紹生活中的座標，使教學活動與日常生活聯上關係，請幼兒多留身邊的

事物，以生活周遭環境來協助幼兒建構數學經驗是我們引導幼兒在生活中學習，在學習中生活

的主要方法(附件五)。 

 

四、 教學實踐 

    是次活動對象為高班(K3)幼兒，教學所需時間為 40分鐘，單元名稱為座標的認識，所適用

領域包括：早期數學/語文/個人與群性，以下為教學活動過程，電子白板教件可參考(附件六)： 

活動主題  認識座標 

教學資源 

1. Flash動畫短片 

2. 電子白板 

3. 寶石 

學生已有知識/

技能 

1. 幼兒有基本的空間概念(上、下、左、右)。 

2. 幼兒能認讀字母 A-D和數字 1-4。 

3. 幼兒能辨識物件的所在位置。 

教學目標 

1. 幼兒能看簡單的座標地圖。 

2. 幼兒能根據電子白板的座標，把寶石放在正確的位置。 

3. 增強視覺空間智能。 



3 
 

活動重點 

1. 幼兒能根據座標位置，將寶石推拉到正確的位置。 

2. 幼兒享受利用電子白板進行合作遊戲。 

3. 認識座標的表達方式，並建立空間概念。 

預計活動難點 1. 未能根據座標找出所指至的位置。 

教學大綱 

1. 利用故事作為引入，以動畫短片形式展示。 

2. 透過電子白板遊戲，認識座標的組合，明白橫直線的用處。 

3. 透過電子白板遊戲，配對標示於地圖的相應位置上。 

教學內容 

活動一(教節一)：《尋寶遊記－引起動機》、《座標的組成》、《按座標取寶

石》(遊戲)、《按座標收藏寶石》(遊戲) 

1. 《引起動機》-透過動畫短片，講述尋寶故事的情節，以探險家為主

角，並以邀請幼兒一同找尋寶石作故事引入，引起幼兒對活動的興趣。 

2. 老師展示地圖版面，請幼兒在地圖上找出寶石的所在位置。 

3. 《座標的組成》-老師表示地圖顯示的地方太大，較難去辨識寶石的

位置，帶出劃線將地圖分格(老師將地圖以橫線等距分格) 

4. 以相同方式在地圖畫出直線，將地圖分成 4x4小格 

5. 介紹方格的特別代號(座標)，掌握初步的座標形式及概念。 

6. 《按座標取寶石》(遊戲)-請幼兒觀察地圖顯示的寶石位置，將所屬的

座標名稱直接拖拉往指定位置，以示成功找出寶石所在之處，讓幼兒

明白座標形成的方法。 

7. 延續動畫短片，講述探險家成功找出寶石後，邀請幼兒幫助他把寶石

藏於安全位置。 

8. 《按座標收藏寶石》(遊戲)-展示地圖版面，請幼兒按寶物的座標名

稱，將寶物拖放在正確位置。 

9. 完成後，請幼兒作口頭匯報和分享。 

10. 老師播放音樂，幼兒竹行眼睛和身體人舒鬆運動。 

 

活動二(教節二)：《終極探險之旅》(遊戲)(分組進行) 

1. 老師邀請幼兒一同找出大寶石的所在處，展示地圖及座標，請幼兒按

座標用橡皮擦擦去指定位置，如答案正確便會出現相片提示。(如：

音樂室的鋼琴) 

2. 請幼兒前往相片指示的位置，找出預先放置的寶石圖卡。 

3. 請幼兒分享活動感受作總結。 

4. 最後，老師與幼兒分享，很多地鐵站迪士尼、旅遊書上的地圖都是用

座標的方式顯示，目的是方便遊客在地圖上快捷的找到目的地的位

置，總結今天課堂內容。                                                                                             

 

五、 活動反思 

I. 目標方面： 

在目標方面，老師所設定目標包含知識、技能和態度，而數學目標符合5-6歲的幼兒發展階

段和已有經驗，從活動中，可見大部份幼兒都能明白座標的概念，他們能把寶石的橫直代號正

確的選擇出來，在參與尋寶遊記時，幼兒對數學方面的問題產生好奇，引起幼兒的興趣專心上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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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活動內容： 

    老師將抽象的座標活動，利用電子教學把活動具體化，教學步驟由淺入深，情境創設能激

發幼兒的學習興趣，老師根據幼兒的認知發展能力，給予適當的引導和啟發，讓幼兒接近數學、

喜歡數學，養成主動思考的習慣。根據地圖上的座標位置，嘗試尋找寶石，讓幼兒更鞏固對座

標的概念。合作學習是在數學活動中，不同群體的幼兒在面對具體的數學任務時，自發地展開

對任務的集體討論，當他們一起尋找、分析、合作和分享，幼兒彼此之間的合作成為寶貴的學

習資源，透過合作關係所獲得的成功，提高了幼兒的自我成就感，也增強了不同學習能力的幼

兒的平等意識，在活動中，幼兒數學的學習不單純僅在數學技能的增加，也可以在活動中藉由

彼此討論，輪流進行，尊重他人的表達及聆聽意見，以達致社會化中重要的人際互動，而在最

後部份，老師帶領幼兒由尋寶的世界到現實的世界，請幼兒想想生活中，有什麼東西會用到座

標?有些幼兒立刻想到迪士尼地圖，港鐵的地圖等，把數學活動生活化。 

III. 老師教學技巧 

過往老師都以直入式的教學，藉重知識、技能方面，多以單一操作教具進行座標活動，而

今次，老師透過精心設計、準備了貼合遊戲需要的教具(寶石)，而活動之間的過渡和銜接來得自

然，減少幼兒等候的時間，整個過程流暢、層次清楚，由先請幼兒明白橫直線的用處，再請幼

兒嘗試獨立操作教具，再合作尋找寶石，每個部份都有機會讓幼兒思考或與同儕互相鷹架。 

    老師上課時的態度和諧，歡樂，適時會給予幼兒時間思考，今次的「尋寶遊記」老師轉變

了角色，以遊戲的參與者、支持者、合作者的身份，營造寬鬆、自由的心理氛圍，鼓勵幼兒探

索、嘗試，為幼兒的主動學習搭建平台。另外，在活動中，老師要注重個別差異的幼兒，安排

強、中、中、弱的幼兒為一組，平等對待每一個幼兒。老師應該關心、熱愛每一位幼兒，細心

觀察幼兒的表現，鼓勵幼兒互相幫忙、合作，不會因某位幼兒“差”而忽視他，而應更多地去

發現他們的閃光點，為他們提供展現能力的機會。 

 

六、 總結 

在教學中，老師堅持為幼兒創造一個愉快的學習環境，用「心」去編織教育內容，用「情」

去感化幼兒，以激發幼兒的求知欲望。讓幼兒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充分感受探索學習的樂趣，

遊戲是幼兒的伴侶，以遊戲形式進行數學活動，不僅便沈悶的數學變得生動有趣，而且可便幼

兒的思維變得更加快捷，將數學和遊戲巧妙地結合，讓幼兒在玩中學，在學中玩，真真正正感

到數學學習是一種快樂，一種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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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內容： 

附件一、  機構對活動《創設遊戲情境─ 提升幼兒數學思維的能力》的活動設計背景 

附件二、  與內地交流人員校本支援計劃-數學思維課堂活動照片 

附件三、  保良局金卿幼稚園數學進度 

附件四、  觀課問卷(4.1小學、4.2家長、4.3幼兒、4.4同儕) 

附件五、  幼兒軼事 

附件六、  尋寶遊記電子白板教件 

附件七、  活動花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