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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廉  政  公  署  
  Comissariado contra a Corrupção 

 

澳門廉政公署誠信教材顧問小組 

誠信教案 

 
*本教案由廉署“誠信教材顧問小組”成員制作，經本澳教育專家審閱 

 

 

 

 

作品名稱： 誠實偵探   

德育主題*： 誠實  

*例如：誠實、守法、廉潔不貪、承擔責任、公平競爭等 

科目： 閱讀  

教學對象：高中 初中 高小 初小 幼兒 特殊教育 

實施年級： 幼一  

實施日期： 2022 年 4 月 6-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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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當成人意識到小孩說謊時，都會表現出不接受，情急之下可能就開口斥罵，甚至直接懲

罰孩子，若小孩不聽從，成年人則會加強脾氣強度。曾經看過一篇文章提到當向小孩發脾氣

時，他們的大腦會不自覺地感受到危機，因此，他們表現出來的行為，要麽反抗，要麽逃

避，要麽就是呆住。所以實際上，小孩並沒有完全接收到正確的訊息。那麽有何方法才能教

導小孩不要說謊呢？ 

目的：誠實的意義 

前題先要思考小孩是否知道說謊是不正確的，是否明白誠實的意義，(李紫蓉譯，2005)

提到說謊行為背後的目的會有以下幾點：一是為了要讓自己能像以往一樣被愛、被接受或被

關注；二是因為害怕被責罰；三是為了保護自己或別人：四是因為有的小孩或成人要求他不

可以說出實話。所以小孩說謊的背後，會隱藏著一些心理危機，若小孩能夠早就對誠實建立

了正向的觀念，則遠比強調說謊的壞處來得更有效。 

內容：自編教材--幼兒生活故事實例 

再者，年紀小小的孩子可能只是未懂得何為「真相」，他並非故意說謊。但要讓小孩知

道何謂「真相」、「誠實」，除了說《狼來了》、《木偶奇遇記》、《華盛頓與櫻桃樹》等

耳熟能詳的小故事，有時候透過一件一件生活事蹟的畫面，藉此跟小孩進行討論和思想沉

澱，會讓小孩建立更深刻的印象。因此，本教學活動進行前已邀請家長描述一些小孩出現不

誠實行為的事例，再把事例描繪成插畫，製作出幼兒生活故事實例，成為自編教學資源。共

十一幅插畫，結合一個故事《誠實的小孤狸》於閱讀課內進行。 

方法一：思考、組織與內化的閱讀模式 

為使閱讀有效，從鄭圓玲(2020)提到螞蟻、蜘蛛、蜜蜂式的閱讀學習型態，主張要為閱

讀者搭建一個蜘蛛式的學習鷹架，學會將閱讀內容組織起來，變成對自己有用的資料。逐步

進入蜜蜂式的閱讀層次，將有用的資料，轉化成富創造性的成果或作品。不要只做辛勤的螞

蟻，只知道日夜不停的採集知識，卻缺乏思考、組織與內化的過程。故活動過程強調幼兒對

故事情節進行思考、自身連結及批判的能力。 

方法二：體驗、發揮的戲劇習式 

經驗過來，戲劇教學是一個能令小孩感到有趣而又能使知識沉澱的方法。學齡前的兒童

年紀小，傳統的直接授課模式並不適合幼兒學習品德教育，戲劇教學法正正可以給幼兒在課

堂裡親身體驗，教師會選用故事作教學的藍本或起頭，根據當中人物、事件、地點、情境、

主題等基本元素，安排及設計一連串的戲劇習式，目的是引導學生主動想像、體驗、探索和

重創故事（譚寶芝，2017）。 

因此，本教學活動將滲透戲劇式教學的習式技巧，活化閱讀的課堂，結合自編的「幼兒

生活故事實例」插圖，以凝聚蜘蛛和蜜蜂式的閱讀型態，讓小孩思考事件的「真相」、組織

事件的「解決方法」及內化「誠實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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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案 

 

作品名稱 誠實偵探 

德育主題 誠實 每節課時 30 

第一節  誠實的小狐狸 

節數／總節數 1/2 科目 閱讀 

實施年級 幼一 實施日期 2022/04/06 

本課名稱 誠實的小狐狸 

教學目標 

認知： 

1. 知道說謊是不對的行為。 

情意： 

2. 感受故事人物的情緒變化。 

3. 願意勇於承擔過錯。 

4. 樂於分享個人經驗。 

技能： 

1. 能用肢體表達不同的動作。 

2. 能用流暢的語句表達。 

3. 能用肢體表達自己的想法。 

教材 基力編號 

小鼓、狐狸耳朵、顏色筆、椅子兩張 

、狐狸耳朵、故事圖片、評量表 

A-3-1 能區分和表達情緒； 

B-1-3 能安靜、專注地傾聽他

人說話；  

B-1-4 喜歡聆聽幼兒文學作

品，並能理解內容；  

C-1-4 喜歡學習，樂於參與學

習活動；  

C-1-5 初步具有自尊和誠實的

品格；  

C-2-2 懂得相互欣賞、尊重、

愛護和幫助身邊的人；  

C-2-3 樂於與人溝通、合作及

分享；  

C-3-1 樂意參與群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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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材 時間 

一、引入階段 

暖身活動：老師利用鼓聲帶領幼兒模仿不同

的動物在課室空間內自由走動，聆聽老師的

口令停動身體。 

 

二、發展階段 

 (一) 說故事《誠實的小狐狸》 

1. 故事敍述： 

【有一天，有一隻小狐狸需要使用顏色

筆時發現自己沒有顏色筆。】 

2. 戲劇策略：老師入戲 

【請幼兒扮演正在畫畫的情形，期間扮

演小狐狸的老師看見小兔子的櫃子裏有

顏色筆。】 

3. 戲劇策略：觀點與角度 

請幼兒思考小狐狸會否拿走小兔子的顏

色筆，分別站立兩個位置代表選擇傾

向。 

4. 故事敍述： 

小狐狸自取了小兔子的顏色筆，小兔子

回來後發現自己的顏色筆不見了急得哭

起來，小狐狸看到小兔子十分傷心。 

5. 戲劇策略：良心巷、老師入戲 

【幼兒分成兩列面對面站著，老師扮演

小狐狸走過巷子，當小狐狸走過來時，

幼兒可以說出想向小狐狸說的話。】 

 (二) 閱讀時間 

老師朗讀故事內容，幼兒閱讀故事圖畫。 

 

三、總結階段 

討論時間 

請幼兒分享不誠實的經驗： 

1. 曾說謊嗎？ 

2. 向誰說謊？ 

3. 為甚麽說謊？ 

 

 

小鼓 

 

 

 

 

 

 

 

 

 

狐狸耳朵 

顏色筆 

 

 

椅子兩張 

 

 

 

 

 

 

 

狐狸耳朵 

 

 

 

故事圖片 

 

3’ 

 

 

 

 

20’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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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真真假假 

 

節數／總節數 2/2 科目 閱讀 

實施年級 幼一 實施日期 2022/04/07 

本課名稱 真真假假 

教學目標 

認知： 

1. 知道要說出事情的「真相」。 

情意： 

2. 感受故事人物的情緒變化。 

3. 養成誠實待人的態度。 

4. 樂於分享個人經驗。 

技能： 

1. 能用肢體表達不同的動作。 

2. 能進行批判思考作出決定。 

3. 能閱讀出故事圖卡的內容。 

4. 能用流暢的語句表達自己的想法。 

教材 基力編號 

小鼓、故事圖卡(自編)、心心貼紙、評量表 

A-3-1 能區分和表達情緒； 

B-2-1 發音清楚正確，能運用

恰當的音量、語速、語調說出

較完整和連貫的語句； 

B-2-4 樂意與人交談及參加討

論，能發表自己的意見； 

B-3-6 能根據圖書畫面信息及

故事情節續編或改編故事； 

C-1-4 喜歡學習，樂於參與學

習活動；  

C-1-5 初步具有自尊和誠實的

品格；  

C-2-2 懂得相互欣賞、尊重、

愛護和幫助身邊的人；  

C-2-3 樂於與人溝通、合作及

分享；  

C-3-1 樂意參與群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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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內容及活動 教材 時間 

一、引入階段 

暖身活動：老師利用鼓聲帶領幼兒在課室空

間內自由走動，聆聽老師的口令找朋友，並

把小朋友分成 5 人一組。 

 

二、發展階段 

(一) 看圖說故事 

展示不同故事的圖卡，請每組幼兒完成

以下任務： 

1. 《小偵探，找真相》 

請幼兒仔細觀察圖畫查找事件的真相，

提示幼兒透過 6W1H 作線索： 

Where—圖畫裡是什麽場所？ 

Who—圖畫裡有誰和誰？ 

What—發生什麼事？ 

Why—心情如何？為什麽？ 

How—真相是怎樣？ 

2. 《實話實說》 

請幼兒扮演主角說出「真相」。 

(二) 戲劇策略：人際空間 

於幼兒的手指頭上貼上 5 粒心心，讓幼

兒想一想如果自己是主角的朋友，並知道朋

友們都能夠說出「真相」後，會有多喜歡他

們呢，用心心的數量來表示自己的喜愛程

度。 

 

三、總結階段 

討論時間 

(一)請幼兒發表： 

1. 嘗試過說出「真相」嗎？ 

2. 你喜歡與誠實或不誠實的人做朋友？ 

(二)派發相關故事圖卡，請幼兒帶回家向家

人講述故事情節及作出對與錯的判斷。 

 

小鼓 

 

 

 

 

 

故事圖卡 

 

 

 

 

 

 

 

 

 

 

 

 

心心貼紙 

 

3’ 

 

 

 

 

15’ 

 

 

 

 

 

 

 

 

 

 

 

 

 

1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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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試教評估與反思建議 

一、試教評估 

本教學活動旨在培養幼兒誠實的品格，通過對繪本及自編故事圖卡的閱讀，讓幼兒從個

人的經驗出發，感受事件中人物的情緒變化，作出批判思考，體現說謊是不對的行為，做個

願意承擔過錯的孩子。以下為本活動的試教評估表： 

幼兒學習評量表 

主題名稱：誠實   活動名稱：誠實偵探 

姓名：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    

評估準則：全部掌握  ：大致掌握  ：基本掌握  ：小部分掌握  ：未能掌握 

 內容      

目標一 能投入扮演活動      

目標二 能判斷出事件的對與錯      

目標三 能判斷出情緒的好與懷      

目標四 能提議出正確的做法      

目標五 能分享自己的經驗      

目標六 能與人溝通、合作      

目標七 能樂意參與群體活動      

目標八 能欣賞、尊重、愛護和幫助身邊的人      

班上共有 30 位幼兒，根據幼兒於活動過程中表現進行評量，評量結果製作成統計表，數

據如下： 

 

0

5

10

15

20

25

30

目標一 目標二 目標三 目標四 目標五 目標六 目標七 目標八

圖表標題

全部掌握 大致掌握 基本掌握 小部分掌握 未能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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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思建議 

本教學活動環環相扣，滲透了戲劇式教學的習式技巧，活化閱讀的課堂，結合自編的

「幼兒生活故事實例」插圖，以凝聚蜘蛛和蜜蜂式的閱讀型態，讓小孩思考事件的「真

相」、組織事件的「解決方法」及內化「誠實的必要」。以下將從繪本、自編教材、閱讀模

式及戲劇習式四層面進行闡述此次活動的反思，並分享指導幼兒掌握誠實行為的重點技巧為

何： 

1. 繪本 

《誠實的小狐狸》故事內容簡短易明，能讓幼兒體驗故事角色中的情緒變化，直接指出

誰要說出「真相」，便於幼兒進行是非判斷及想出解決辦法，能帶出誠實的意義。 

2. 自編教材 

1) 「幼兒生活故事實例」插圖切合生活，實例多樣，幼兒於過程中所作出的思考、判斷、

建議都能與自身的生活有所連結。 
2) 插圖內故事人物的表情清晰，能讓幼兒更易於觀察及進行分析，更明白說出真相的重要

性，同時更培養出「同理心」的素養。 
3. 閱讀模式 

整個閱讀過程中，能引導幼兒自主觀察圖畫內各項細節，讓幼兒描述及作出批判的發

表，使平面的圖畫引發出一陣陣「真相」和「誠實」的共嗚，幼兒均表現出議論紛紛的。 

4. 戲劇習式 

1) 於「觀點與角度」的戲劇習式中，一開始是兩個傾向的人數參半，但突然有一把聲音提

出「顏色筆是小兔子，不可以拿的」，對方又有一位幼兒提出「我無顔色筆」，於是接續

不少聲音在發表，如似辯論的狀況。可見活動形式能給予幼兒思考、表達的機會，以建

立批判的思維，達到這節課的目的。 

2) 於「良心巷」的戲劇習式中，幼兒的想法比較單一，建議老師多舉例讓幼兒參考。面向

學齡前幼兒實施確實具有難度，但教學仍要以幼兒為中心，繼續多翻嘗試，為幼兒提供

具挑戰性的學習機會。 

5. 指導幼兒掌握誠實行為的重點技巧 

每每於指導幼兒判斷行為對錯的過程中，經常會處於說教的聲音導航，或許會加入說故

事的環節，但其實都離不開單一的說教模式，這次想向大家分享一個兒童技能教養法的技

巧，(李紅燕譯，2019)書中提到十五步兒童技能教養法，而於本節教學活動內只進入第四步

就已經能看見效果了。第一步是把問題變為需要學習的技能，即把說謊行為變為學習說出

「真相」的行為；第二步是跟孩子達成一致，即幼兒都一致要做個誠實偵探；第三步是探索

學習技能帶來的好處，即能為身邊人帶來愉快的情緒和信任的態度；第四步是給技能命名，

即幼兒對誠實偵探有了共識。當幼兒越加長大，則可以更深入邁進往後的步驟，讓幼兒的誠

實行為技能得以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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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參考文獻及相關教材 

一、參考文獻 

1. 李紅燕譯(2019)。從故事裡學兒童技能教養法。北京：華夏出版社。 

2. 李徐子淇(2021)。誠實是寶。麥當勞開心樂園餐童書。 

3. 李紫蓉譯(2005)。我又沒有說謊+一直坐著很無聊。台北：阿布拉教育文化有很公司。 

4. 陳韻文譯(2014)。開始坃戲劇 4-11 歲：兒童戲劇課程教師手冊。台北：心理出版社。 

5. 廖順約(2012)。表演藝術教材教法。台北：心理出版社。 

6. 鄭圓玲(2020)。閱讀素養一本通。台北：親子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7. 譚寶芝(2017)。繪本融合習式方法：香港幼兒戲劇教育的實踐模式、狀況與挑戰。藝術

教育研究，34，6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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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教材 

附件一：誠實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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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故事《誠實的小狐狸》 

  

小狐狸的水彩筆用完了，他悄悄地拿走

了小兔子的一盒水彩筆。 

沒有了心愛的水彩筆，小兔子急得哭

了。看到小兔子傷心的樣子，小狐狸知

道自己做錯了。 

小狐狸給小兔子寫了一封信，將水彩筆

包好，一起放到了小兔子的櫥子裏，還

把最喜歡吃的蜂蜜送給了她。 

第二天，當小狐狸打開自己的小櫥子時，

他驚喜地發現水彩筆又回來了，還有小兔

子的回信：「你很誠實，我們還做好朋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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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幼兒生活故事實例 

 

 

 

 

 

 

 

 

 

 

 

 

 

 

事件一：男孩偷吃朱古力但否認。 

 

 

 

 

 

 

 

 

 

 

 

 

 

 

 

 

 

 

事件二：男孩玩水弄濕地面，然後賴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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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三：女孩把故事書弄破了，然後藏起來。 

 

 

 

 

 

 

 

 

 

 

 

 

 

 

 

 

 

 

事件四：男孩如廁後沒有洗手，但向媽媽說洗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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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五：男孩只顧玩耍，然後說謊不如廁。 

 

 

 

 

 

 

 

 

 

 

 

 

 

 

 

 

 

 

事件六：女孩亂攪平日不能碰的物品但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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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七：男孩偷吃藥物但否認。 

 

 

 

 

 

 

 

 

 

 

 

 

 

 

 

 

 

 

事件八：女孩睡覺前沒有刷牙，但向媽媽說刷了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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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九：男孩倒翻水但否認。 

 

 

 

 

 

 

 

 

 

 

 

 

 

 

 

 

 

 

事件十：女孩偽裝肚痛逃避收拾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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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十一：男孩向別人吐口水但否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