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稚園誠信教案 主題： 誠信 

熊先生尋帽記 

*本教案選輯自“誠信教案設計徵集活動”公開組優秀教案 

簡介 

誠信品質是幼兒教育的重要培養目標，是培養幼兒良好的品德行

為和習慣的任務之一。幼兒的誠信品質發展與家庭存在密切的關係。

學校重視幼兒的誠信教育，設計具體形象的教學活動，讓幼兒從中認

識甚麼是誠信，學習如何從小做一個不貪心、樂於助人的人。 

 

心理學家佛洛依德說:「人類的基本習慣，大多都在幼兒建立

的。」是次主題教學設計——《誠信》，為幼兒早期的人格型態奠定良

好的基礎。 

 

主題圍繞《熊先生尋帽記》和《誠實皇冠》影片中的故事，為幼

兒創設一個輕鬆愉快的學習過程，影片中有趣的情節、生動的配音引

導幼兒投入小動物的內心世界，體會到熊先生丟失帽子的不愉快心

情，從而教導幼兒不說謊、路不拾遺的精神。首先通過熊先生尋找帽

子，兔小姐戴著熊先生的帽子但說沒有見過，從而培養幼兒的觀察能

力，增加課堂趣味性。接著影片中引導幼兒尋找蛇先生形容見過的幾

頂帽子，既豐富學習內容又能加強幼兒的想像力及表達能力。然後在

熊先生問兔小姐可否歸還帽子的過程裡，兔小姐與幼兒互動中令幼兒

領悟到如何做一個有誠信的孩子並學會虛心道歉。最後幼兒把誠實皇

冠送給兔小姐，學習到同伴之間需互相分享，且加深幼兒對誠實的概

念。 

 

對象 幼稚園學生 

教節 2 節（每節 60 分鐘） 

教學目標 

1. 通過幫助熊先生找尋帽子，培養幼兒樂於助人的正面思維。 

2. 透過參與兔小姐交還帽子的過程，幼兒能夠建立批判思考。 

3. 通過課堂學習後，幼兒能建立誠實、不貪心的概念。 

4.  能運用各種美勞材料進行簡單的創作。 

5.  學習掙索藝術的方法。 

6.  能表達並樂於與人分享藝術創作的感受。 

7.  懂得欣賞和愛護身邊的人 

基本學力要求 

B – 1 – 2 能聽懂日常生活中的用語及指令，並能按照指令行動。 

B – 1 – 3 能安靜、專注地傾聽他人說話。 

B – 2 – 4 樂意與人交談及參加討論，能發表自己的意見。 

C – 1 – 5 初步具有自尊和誠實的品格。 

C – 1 – 6 有思考和解決簡單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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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3 – 1 能隨音樂旋律哼唱、拍打節奏及根據歌詞的詞意展現肢體動作

和表情。 

E – 3 – 2 能運用各種美勞材料進行簡單的創作。 

E – 3 – 4 能在教師的引導下，利用不同的工具和道具進行藝術創作，學

習探索藝術創作的方法。 

E – 3 – 5 能表達並樂於與人分享藝術創作的感受。 

科目  常識 

教具 簡報、雪花片、籃子。 

 

 

教學流程建議 

 

第 1 節 尋找帽子之旅 

學習階段 學習活動 教學資源 時間 

引入階段 

1. 熊先生的帽子不見了 

(老師出示熊先生的卡片) 

老師︰小朋友，老師有一位朋友熊先生，他今天很

不開心啊，有小朋友可以幫我問一下到底發生了甚

麼事情嗎？ 

 

(老師邀請一位幼兒) 

幼兒︰熊先生，請問發生了甚麼事情？ 

 

(老師扮演熊先生的聲音回答) 

熊先生︰我心愛的帽子不見了，我很傷心，很擔心

以後不能再見到我心愛的帽子。如果有人能夠陪我

一起找帽子就好了。 

 

(引導幼兒幫助熊先生) 

老師︰小朋友都很棒，就讓我們一起陪熊先生走入

森林尋找帽子吧。 

 

通過故事角色的引入，讓幼兒投入情境，享受參與

活動及建立樂於助人的概念。 

 

 

「熊先生尋

帽記」影片

 

 

10 分鐘 

 

發展階段 走進森林尋帽去   

https://www.ccac.org.mo/educations/files/lessonplan/k2/video1.mp4
https://www.ccac.org.mo/educations/files/lessonplan/k2/video1.mp4


一、 找出正確的帽子 

影片內容︰ 

1. 熊先生遇到龜先生和戴著紅色尖帽的兔小姐，  

並詢問有沒有看到熊先生的帽子，牠們都回答

沒有看到。 

2. 熊先生遇到狐狸小姐，牠回答沒有看到。 

3. 熊先生遇到蛇先生，蛇先生回答有看過幾頂帽

子。 

 

熊先生請幼兒一起幫忙找找，老師告訴幼兒，在

椅子下可以找到帽子。 

 

4. 繼續影片內容，蛇先生告訴幼兒牠看到的帽子

是甚麼顏色和形狀。 

 

請幼兒找出該指定顏色及形狀的帽子並交給熊先

生。透過尋找正確的帽子來加強幼兒對顏色及形

狀的認識，亦能培養其主動積極的思維。 

 

二.  誰對誰錯? 

5. 繼續影片內容，熊先生說統統都不是牠的帽

子，多謝過蛇先生及幼兒後再繼續在森林中尋

找。 

6. 熊先生走了很遠，找了很久都未找到，很傷心

地坐在地上哭起來，鹿小姐看到了走過來關心

並詢問熊先生的帽子是甚麼樣子的，熊先生想

起牠的帽子是紅色尖的。 

7. 熊先生找到兔小姐，希望兔小姐能夠歸還帽

子，但兔小姐認為在地上拾到的都是自己的，

便請小朋友投票。 

 

老師把熊先生和兔小姐的卡片貼在課室的兩邊，

然後請幼兒分成兩邊站，認為要還的站在熊先生

卡片前，認為不用還的站在兔小姐卡片前。 

 

老師分別詢問幼兒︰ 

1.  為甚麼會選擇站在 “熊先生”或 "兔小姐”

那邊？ 

2. 兔小姐為甚麼一開始會回答“沒有見過任何帽

彩色帽子卡

片、熊先生和

兔小姐卡片、

繩 

 

 

 

 

 

 

 

 

 

 

 

 

 

 

 

 

 

 

 

 

 

40 分鐘 

 

 

 

 

 

 

 

 

 

 

 

 

 

 

 

 

 

 

 

 

 

 

 

 



子呢？”這種行為是甚麼?你們認為正確嗎？ 

3. 兔小姐若然還了帽子後，會不會有其他方法可 

 以得到一頂屬於自己的帽子呢? 

4. 給你們多一次選擇的機會，你會選擇站在哪

邊？ 

 

老師在這個提問環節，要教導小朋友“路上拾

到”的東西不應該據為己有，亦要灌輸“誠實”

行為的重要性。透過靠邊站及提問，引發幼兒的

批判思考。 

 

經過一番提問及思考，幼兒都站在“熊先生”卡

片前，認同兔小姐需要交還“帽子”。於是一同

向著影片中的兔小姐提出需交還帽子的要求。 

 

繼續影片內容，兔小姐雖交還帽子但很不開心，

因為她都很希望有一頂帽子。熊先生多謝幼兒幫

忙找回帽子，並請幼兒一同幫忙想辦法讓兔小姐

開心，影片完結。 

 

總結階段 

   

老師讚幼兒能夠熱心幫忙，亦了解到“誠實”及  

“不貪心”的重要性。在這個環節，老師會再提問幼兒

若在路上拾到東西應如何處理？ 

教導幼兒拾到東西後的處理︰ 

1. 交給值得信任的大人 (老師，父母等) 

2. 交給警察 

 

最後，老師為下一堂作鋪排︰ 

老師︰記得熊先生最後的請求嗎?要如何幫忙兔小姐 

   好呢？ 

幼兒︰我們能夠送牠一頂帽子。 

老師︰很好的主意﹗不如我們為牠做一頂帽子吧，下 

   一堂就讓我們一起動手吧﹗ 

 

 

簡報  

 

 

 

10 

分鐘 

 

 

 

 

 



 

第 2節 誠實皇冠 

學習階段 學習活動 教學資源 時間 

引入階段 

1. 氹氹兔小姐行動 

老師向幼兒提起上一堂結尾的內容，提醒幼兒

親手做一頂帽子送給兔小姐。 

 

老師︰最近老師知道了一個做皇冠的方法，兔

小姐既然最後做了隻“誠實”的動物，不如就

把帽子升級，變成皇冠，還要是一個“誠實”

的皇冠，希望兔小姐以後都是誠實的小動物。 

 

老師出示一個已做好的皇冠。 

 

「誠實皇

冠」影片

 

 

10 

分鐘 

 

發展階段 

1. 動手做皇冠 

老師講解及示範做皇冠，請幼兒動手設計一個 

“誠實皇冠”。過程中老師從旁協助。 

幼兒完成後，老師分組請幼兒向全班分享自己的創

作，讓幼兒學習欣賞別人的作品。 

 

2. 送上“誠實皇冠” 

老師播放“誠實皇冠”影片，片中出現兔小姐，老

師邀請幼兒逐一上前把皇冠送給兔小姐，並讚賞兔

小姐最後的誠實行為。 

通過讚賞兔小姐，加深幼兒對於“誠實”行為的認

識，“誠實”會受到別人的肯定，朋友也會越來越

多。 

片中的兔小姐收到皇冠後很高興，熊先生也準備了

一個很大的“誠實皇冠”送給兔小姐，兔小姐最後

決定把幼兒做的皇冠送回給幼兒，希望幼兒能和牠

一樣，要做個“誠實”、“不貪心”的人。 

 

剪刀，膠水，

紙碟、顏色

筆、貼紙、熊

先生及兔小

姐卡片 

 

 

 

 

 

 

 

 

40 分鐘 

 

 

 

 

 

 

 

 

 

 

 

 

 

 

 

總結階段 

老師向幼兒提問︰ 

1. 得到 “誠實皇冠”後的感受 

2. 怎樣的人才能擁有“誠實皇冠”? 

3. 你們會承諾做個“誠實、不貪心”的小朋友嗎? 

透過提問加深“誠實皇冠”對他們的影響，期望籍

著這個皇冠加強他們做“誠實”的小朋友的自豪

感，亦提醒他們“誠實”、”不貪心”行為的重要

性，讓他們承諾會做一個“誠實、不貪心”的小小

小好公民。 

 

 

 

10 分鐘 

 

https://www.ccac.org.mo/educations/files/lessonplan/k2/video2.mp4
https://www.ccac.org.mo/educations/files/lessonplan/k2/video2.mp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