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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012 唐詩小天地 
 
  我們的中華文化，璀璨斑斕，源遠流長，特別是屬於文化藝術的詩，獨具民

族特有的風格和神韻，都是我們傳統的道德觀、價值觀和人生觀在美學範疇內的

集中表現。學習唐詩可引導幼兒欣賞文字之美，亦能加強文字的運用，提升幼兒

的文學能力。 
 
  我們在浩瀚的詩中選取出部分的精品，把它們編成一年的唐詩課程，配以各

種不同類型的活動、遊戲及多種多樣的教學方法，使其容易理解，容易留下深刻

印象。幼兒在學習唐詩時，不單有助他們認識詩歌這種中國寶貴的文化，還學習

到詞語、用字技巧、相關的詩人事蹟等，這通通都能大大豐富他們的歷史知識、

理解能力、表達能力等，亦有助他們打好中文基礎。 
 
  故此，我們所選的詩，主要是精簡的、明暢的五、七言絕句，大部份內容包

括：提倡高尚情操，讚美大自然風光，抒發個人情操等方面；這些正是我們要教

導幼兒的內容，我們把這些古人的創作和智慧帶給幼兒，讓他們在瞭解詩歌後，

達到相輔相成的效果。 
 
  中國詩不但擁有動聽的韻律，還蘊含著非常優美的意境。故此我們讓幼兒朗

誦唐詩，以及選取幼兒帶領全班朗誦，角色扮演，配合律動及樂器，這不但可以

滿足他們愛表現的特性，還可以讓他們從而愛上朗誦所帶來的滿足感，對日後中

文的學習有一定的基礎，還可大大提高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興趣。本課程通過對唐

詩的學習，利用唐詩啟發幼兒的聯想力及創作力。我們亦加強「親子共讀」的機

會，請家長與幼兒共讀唐詩，讓家長與幼兒在共讀時互相交流，除會令幼兒的對

唐詩的印象更深刻外，還加深了對其的瞭解，亦會令學習變得更有趣，更能加深

對中國文化的認識。 
 
  所以，我們選用了唐詩小天地為我們是次的教學設計。 
 
一、教學目標 
1. 提昇幼兒誦讀唐詩及欣賞文學作品的興趣。 
2. 提昇幼兒的口語表達能力。 
3. 能配合樂器誦讀唐詩。 
4. 運用肢體動作表達對詩歌的意思。 
5. 培養親子閱讀的習慣。 
6. 透過角色扮演，提昇幼兒的想像力。 
7. 培養幼兒的自信心及合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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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安排 
  這個唐詩課程是一個全年的課程，對象是幼中班 K2 的幼兒，每班人數大約

為 37 人，由於本校的幼兒人數眾多，而其他課程又相對緊張，故我們在安排學

習唐詩的時間為每兩週教授一首唐詩，每週兩節約 30 分鐘的課；教學內容包括

透過講故事、觀看影片、看圖片等，簡單介紹唐詩的內容、背景及作者等；其後

為了讓幼兒更有印象，我們還會進行一些與唐詩內容有關的填色活動、繪畫活

動、認字活動及做工作紙等；另外，我們主張讓幼兒主動學習、發展他們的想像

力及創造力，在學習每首唐詩的時候，都有機會參與唐詩角色扮演，自主地、團

結合作地進行，他們憑著自己的想像、加上自己的創意，根據教師的旁白，把唐

詩內的角色活靈活現，生動有趣地扮演出來，更提升了他們自信心。還有，為了

讓幼兒更容易把唐詩琅琅上口，我們加入了音樂及肢體動作的元素，令他們可從

配合樂器、配合動作、律動等更深刻瞭解唐詩，增強他們的記憶力及注意力。 
 
  最後，在近年各國提倡「親子共讀」的趨勢下，我們也要運用了這一策略，

讓家長跟子女共讀唐詩，效果更佳；因此，我們自編了一本『唐詩親子閱讀報告』，

把所教的唐詩，每首內容、圖畫及簡編的故事內容都印在閱讀報告內，讓父母和

幼兒共讀後，寫上和畫出他們的感想，加強家長與子女的交流，提升親子關係。

當幼兒根據以上的教學活動，再配合家校合作，幼兒便能更愉快地學習唐詩；這

些對他們日後的成長都有著莫大的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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