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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學校的教學與學校改進

自由遊戲是完全自由嗎？ 

學校發展主任 何碧愉博士 

遊戲對於幼兒發展有重大意義，是讓幼兒探索事物、學習溝通解難、發展潛能，甚至抒發情感的

重要經歷。

新修訂課程指引提出「遊戲學習」，並建議加強遊戲中的自由探索元素，讓幼兒因應自己的喜好

和能力，自由選擇玩具、玩伴和遊戲方式，從中探索身邊事物及表達感受。作為老師，我們如何

理解「遊戲」與「學習」？為幼兒安排「自由遊戲」時，在布置種種「選擇」的背後，又期望幼

兒在遊戲中有甚麼成長？

這些討論可能有點抽象，但當套入課堂情景便不難找到答案。

先進入第一個課室，裡面設有不同角落，放置了各式教具和物料。這時是自選活動時間，幼兒可

以自由選擇喜愛的活動、玩伴，甚至自由決定遊戲時間。有三、五位幼兒正把積木疊成高塔，每

當其中一位幼兒的積木塔倒下，其餘同伴便被逗得哈哈大笑。課室另一區角有個女孩子十分喜歡

玩泥膠，幾下動作就搓出一隻兔子，然後又做了一朵玫瑰花；她正滿足地欣賞自己所做的幾件作

品。當時還有其他幼兒在家庭角、圖書角、美藝角等角落玩耍，而且都能投入參與活動。

第二個課室的布置與先前的差不多，幼兒同樣可以自由選擇活動。這時也有幾位幼兒聚在一起比

賽疊積木塔，幾分鐘後，老師給他們一個「小任務」，請他們按紅、藍、綠的規律堆疊積木塔，

幼兒們立即興奮起來，開始另一輪比賽。再過幾分鐘，老師又給這小組發出新的「小任務」，請

幼兒們合作用積木砌出大橋，讓玩具車在上面行走；幼兒發現積木除了可疊高，原來還有其他有

趣的遊戲方法，又立即投入遊戲中。這一班也有個女孩子正在專注地玩泥膠。老師留意到她常常

把大部分自選活動時間花在玩泥膠，所以這次特別鼓勵她到探索角和其他幼兒一起遊戲；女孩初

時不太樂意，但在老師的鼓勵下，開始投入與同伴一起玩耍。這時候女孩不但轉換了活動內容，

活動形式亦由獨自遊戲變為群體互動。

兩個課室均在進行「自由遊戲」，試猜想十五分鐘之後發生甚麼情景？第一個課室的幼兒有自由

選擇的空間，能從興趣出發，但過程呈隨機或混沌狀態，幼兒的行為和選擇都是隨興之所至，所

以學習效能如何要看個別情況才能定論。如果我們在十五分鐘後再走進這個課室，很可能會發

現：剛才興高采烈地玩積木的幾位幼兒，在重複把積木疊高、弄跌之後，開始失去興趣。有一、

兩位幼兒已準備到另一角落玩耍，其餘留在積木角的幼兒漸漸變為機械式地重複堆疊的動作。而

剛才玩泥膠的女孩子很可能直至自由遊戲時間結束，仍不曾轉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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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第二個課室，幼兒因得到老師的適時引導和介入，經歷豐富得多。老師的點撥讓幼兒在遊戲

中得到更多刺激和啟發，甚至有信心踏出一步接觸新事物，探索得比第一個課室的幼兒更深、更

廣。這更有利於培育幼兒的多元能力，及促進均衡發展，對幼兒的成長十分重要。

再試想想，兩組幼兒若繼續以上自由遊戲方式，在一星期、一個月、一個學期之後，又會有甚麼

不同？簡言之，如期望「自由遊戲」發揮學習效能，須有意識地經營，而非純粹「自由」放任。

教師宜以「均衡發展」為前提，根據平日對幼兒的觀察作出專業判斷，適時引導。課程指引提出

老師在遊戲中有「參與者」和「啟迪者」的角色，正是對老師引導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