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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歲的孩子會：
．隨著語言和體能發展，自我意
   識開始萌芽，發展迅速。
．測試自主的限度（經常試探你
   的底線），衝動地探索，對種 
   種事物作出實驗，去認識自己 
   的能力和周圍環境對他的要求 
   。
．喜歡模仿大人，凡事自己動手
   做。
．當事實和自己的想法出現差距 
   時，孩子感到矛盾但不懂得恰
   當地表達。

家長可以：
．家長宜認識你的孩子，理解
　他的行為，而非只覺得孩子
　頑皮、搗蛋。
．容忍一段「搗亂」時期，例 
   如容忍孩子嘗試自行進食並 
   不慎把飯菜掉滿地（如不斷   
   阻 止，會削弱孩子的動力）         
   。
．瞭解孩子的發展、尊重孩子
   ，給予幼兒適度、適當的引
   導（先肯定，後引導）。
．例如：（肯定）讚賞孩子可
   以自己吃飯，（引導）示範
   湯匙要怎樣拿，才不會吃得
   滿地都是。

自我的發展
N班專頁—

Trouble � ？！ 自我意識抬頭 ？

進入兩歲 ， 孩子開始堅持自己的主張 ， 經常say no ， 反抗媽媽‥‥
兩歲半以後 ， 不管做什麼 ， 他總是要搶著自己來 ， 做不到又發脾氣 、 
大哭大鬧‥‥
Trouble � 真係好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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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常說「這是我的！」，
不願意與人分享玩具、食物等。
咁小器，點樣交朋友？

．兩歲後，幼兒已有自我的意識，他們會以自己的姓名，
    或是用「我」來表達「自己」。孩子會以「我的」來形
    容玩過的玩具，以區分自我和他人。
．孩子對人我之間的界線感到模糊，正在學習「我的」跟
    「別人的」，於是，喜歡的玩具就拿來玩，正學習「別 
    人的，不可以拿」、「借別人玩」或「跟別人借一下」
．「輪流」、「分享」等概念，更是超乎他的理解範圍。
．孩子還不懂得「分享」而已。不要動不動說孩子「自私
    」、「小器」。

家長可以：
．確認孩子的自我概念，同理孩子想要擁有喜歡的東西，
    說「沒錯，這是你的玩具/媽媽知道你想玩車車」，然
    後鼓勵孩子讓步，說「但你玩夠之後，可以讓嘉嘉也玩
    一下嗎？」
．如果孩子不願意放下手上的玩具／遊戲，接納他的感受
    ：「你很喜歡這輛單車，還想玩一會兒，是嗎?」然後
    引導他學習輪流等候：「我們再排隊吧。」亦可提供其
    他選擇：「還是想砌積木呢?」

自我的發展
Ｋ１班專頁—學習分享

．當孩子願意分享玩具時，立即加以稱讚：「你肯與小朋友分享，爸爸很高興
    。」
．建立「分享模式」，用計時器限制時間，時間到就要交換玩具，讓孩子先從
    交換開始練習分享。
．利用計時器，孩子能清楚知道甚麼時候再換自己玩，如玩不夠，孩子則可以
    學習等候久一點，並安排等候時間內的活動。
．家中建立分享和輪流常規：「這裡有一件蛋糕，半件給哥哥，半件給你。」
   「媽媽先給爸爸倒牛奶，然後给寶寶倒牛奶。」
．孩子玩耍時，鼓勵他合作和輪流，如把車子在兩人之間互相來回地推或合作
    砌積木。

孩子在家裡就嗶哩吧啦說過不停，但在學校
很少發言，說話很細聲，不敢在人群面前表
達。嘗試新事物時，他又經常說「我唔識做
，我做唔到」，或經常渴求成人的肯定，「
爸爸媽媽，是不是這樣？」

四歲的孩子開始會與同伴比較，緊張自己
的表現，成人的評價亦會影響孩子的自我
概念。
．孩子對自己的能力欠缺信心，擔心自己 
    未能做好，未能達到成人的要求或獲到 
    正面評價。
．當其他同伴都做到，但自己做不到，便
    覺得自己無用。

家長可以：
．給予鼓勵及支持。
．有耐性，給予足夠的時間讓孩子完成，
    如遇困難或挫折，可引導孩子思考解決 
    方法，並鼓勵他們再嘗試。
．孩子完成後，宜即時及具體地讚賞孩子
    ，讓他們覺得「我能做好」。

K�／K�專頁—表達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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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我 概 念
自我概念是甚麼？
自我概念是作為主體的我對自己、自己與周圍
事物的關係，尤其是人我關係的認識，是兒童
對自己的一個主觀看法。而自我概念主要由兩
大元素組成，分別是自我認識和自我評價。 

自我認識包括：
１身體形象：自己身體和五官的名稱、位置、
　作用和感覺﹔
２自我意識：認識到自己是個獨立的個體，有
　自己的名字、樣貌、性別、喜好和身份的代
　表﹔
３自主行為：自己不需要依附他人，可以表達
　自己的意願、作選擇、作決定，並承擔其引
　致的後果。

自我評價是：
幼兒從別人對其評語及態度，將外
界或自己訂立的標準與自我能力比
較，以衡量自己是個怎樣的人，如
：乖巧、頑皮、聰明、愚蠢等。

自我概念重要嗎？
１自我概念的發展，形成孩子的個性與人格
　特質。
２幼兒透過認識自己的能力，是有價值且獨
　特的個體，並學習去愛和尊重自己。是尊
　重別人和與人建立良好的關係的基礎。
３良好的自我概念幫助孩子建立正面的態度
　應對困難，發展積極的人生觀，較能面對
　挫折。

自我概念是一個發展歷程，
並非與生俱來：
１隨著個體的成長，與環境和他人的互動之
　後整合出來的概念。
２隨著年紀的增長，從具體的身體外觀描述
　到信念、價值等抽象的論述。
３幼兒藉著探索外界的經驗、學習到新的技
　能等，從中體驗到自發、自主與自尊。



幼兒自我概念的發展

� ‒ � 歲

� ‒ � 歲

� ‒ � 歲

� ‒ � 歲

� ‒ � 歲

� ‒ �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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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自我所知有限。
２對鏡子中自己的影像和自己名字有反應。
３利用自己身體去探索環境。
４對鏡中自己的影像作出反應（如：凝望
　、伸手觸摸或親吻鏡子等）。
５分辨鏡中的母親與自己。
６對自己慣常被稱呼的名字作出反應。

１吸引別人的注意力，能表示自己的喜好。
２把自己的物品向人展示。
３能指出一、兩個身體部份。
４能辨認相片中自己的影像和自己的物品。
５漸漸獨立，自我中心。
６當被稱讚時，會刻意重覆該動作。
７當別人拿著自己的物品時，會用動作或
　說話表示要取回。

１主動用說話動作向人要求欲取的東西。
２堅持自己去作嘗試，自我意識醒覺。
３能說出自己的名字。
４重視和區分物品的擁有權，並將物品分
　派給所屬者。
５指認或拿取屬於自己的物品。
６保護自己的物品以免遺失或被搶走（如
　說：「佢係我既」）。

１能說出自己的年齡和性別。
２對別人的評價非常敏感。
３能畫有眼、鼻和口的人臉。
４自我概念建基於成人的評價上。
５指出或說出自己喜歡的人物、物品或活
　動。
６在群體中積極舉手，表示樂意幫忙成人
　做小差事。
７主動向別人展示自己的物品以獲取讚賞。

１能畫一個完整的人體。
２對身體運作有興趣。
３喜歡與同伴比較， 在意勝負。
４自我概念建基於成人的評價上。

１自我介紹有關自己的資料。
２能估計自己的能力，又樂於嘗試。
３說出理由支持自己的想法。
４能說出自己的想法並付諸行動。
５說出自己的優點及缺點。

６—７歲
１不能忍受輸給別人或遭受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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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立
自 我 概 念 小 竅 門

自我覺察是幼兒的重要發展，透過對自己身體的認識和與他人的互動中，區分
出自己及他人和其他個體。父母和孩子建立親密的關係，提供安全且自由的探
索環境，幫助他自我覺察，認識自己的身體和人格特質。

安全的依附關係及安全感
孩子透過父母的愛意傳達與相處過程
，逐漸學習信任別人，也在這親密互
動中建立穩固、安全的關係，是他學
會認識自己、信任自己最重要的泉源
。

尊重、接納和安全的環境，
自由探索的空間
根據艾里克森(Erikson)的發展階段論，
第三個階段(3-5歲)為「主動與歉疚」，
學前的幼兒從主動探索中得到正面鼓勵
，便能發展出主動和進取的精神﹔相反
，若幼兒探索常被禁止或受到責罰，便
會容易產生罪疚感和失敗感。

．幼兒天生對周圍的環境充滿好奇，喜 
愛探索，是個主動的學習者。在適當的
環境資源和成人的協助下自能建構知識
。
．讓孩子找出適合自己解決問題的方法
，不要老是給予答案。
．讓孩子體驗「我做到了」的成就感。

適時給予協助及指導
父母給予適當的指導，不要進行禁止、嘲笑或挖苦﹔以免扼殺他們的創新意念和
自信。
．讓孩子理解「失敗了沒關係，再嘗試就好」。

擴闊孩子的生活經驗，發掘和欣賞優點，肯定自己獨特之處，
．多帶孩子到戶外走走，參加不同的興趣活動，透過多元培育，讓孩子接觸不同
　的事物，認識朋友，擴闊生活經驗。

多讚賞，少責罵，讓孩子感受到自己是重要的，肯定自己的價值：  
．讚賞可增強孩子的自信、滿足感，以發展自我概念。
．讚許孩子的努力及進步，不以成果論斷孩子。
．專注傾聽孩子的說話、接納孩子的感受。
．教導孩子生命本身就有價值，不在乎外貌和能力，讓孩子明白他的價值並非源
　於比別人強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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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 K � 適 用

１多讓幼兒有自行抉擇的機會， 學習判斷
．不要過份寶貝孩子或是拒絕孩子嘗試，盡可能讓孩子對自己的生活有
　合理的主宰，以免孩子依賴與退縮。
．鼓勵孩子在家裡為大人幫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例如分擔家務。

２安排難易適當、符合幼兒興趣、需要和能力的學習活動
．幫助孩子根據自己的能力、興趣和價值觀，制定一些切合實際的目標
　，並且給予鼓勵，分享他的感受。
．按孩子的能力，一起訂立規則和理想的目標行為，例如進入家門要把
　鞋收好，吃飯前要洗手。

建 立 自 我 概 念 小 任 務
N / K � 

家長任務一：表達對小朋友的愛
．每天透過笑容、擁抱、親吻、輕撫或對孩子說：
　「我很愛你！」
．多與孩子聊天，讓孩子有被愛的感覺。

家長任務二：按孩子的歲數、發展階段及能
力，給予合適程度的任務或挑戰
．根據孩子發展特點和個體差異，提出符合其水平
　的任務和要求。
．安排一些不太困難亦帶點挑戰性的「任務」或「
　練習」給孩子。

家長任務三：建立孩子成功的經驗
．嘗試新遊戲或新事物時，稱讚孩子的進步，讓他
　感到自己是有能力做到的。
．給予清晰的指示，將任務分拆成不同的項目及步
　驟，讓孩子逐漸地完成。

自己刷牙洗臉

把用過的物件
放回原位

自行收拾玩具

整理書包

自行上廁所

自己用餐

自行穿衣服 

自行執拾書

任務清單

任務內容可以延伸至服務別人，例如幫忙製
作簡單料理、摺衣服和排好碗筷等。

１媽媽來陪你，看看一起做會
　不會成功。
２我喜歡你的主動。
３先自己做，不會再來找我。
４我也不會，但我想試試。

父母說話清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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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立 自 我 概 念 小 任 務
K � / K �  

．．．

家長任務一：讚賞孩子
從過程和生活細節中稱讚，肯定孩子的努力：
縱使這些事情在家長眼中，可能也只是微不足道，
但孩子會記著，慢慢便會自覺可以做得到和做得好。

．「你剛才願意嘗試，我很欣賞你。」
．「你寫的字很整齊，我見到你很用心寫。」
．「你會等候老師逐一分發茶點予小朋友，很有耐性!」
．「你主動幫助公公婆婆，真是樂於助人。」
．「你主動同老師/叔叔姨姨打招呼，真有禮貌！」

學習方面
．成功做到特定目標
．願意嘗試
．失敗了願意再作嘗試
．專心完成功課
．每天閱讀
．學習新知識、技能

行為方面
．聽從成人指示
．主動收拾玩具物品
．幫助別人

與人相處方面
．與人分享、合作
．向人表達友好
．能夠忍耐等候
．會主動與人打招呼
．願意分享玩具
．懂得等候、排隊守規矩

解難
．願意想辦法解決
．失敗後繼續嘗試

自理
．自己用餐具食飯／專心
　吃飯
．玩玩具後自行收拾
．幫忙做家務
．主動表達如廁需要／如
　廁後能自行清潔
．早晚刷牙
．自行穿脫衣物、鞋襪
．執書包

家長任務二：嘗試運用不同的字詞形容孩子

性格特質詞彙：
．樂於助人　．懂得關心他人　．友善　．勇敢
．獨立　　　．慷慨　　　　　．仁慈　．勤奮
．堅毅　　　．自信　　　　　．謙虛　．有創意
．有禮　　　．守規　　　　　．文靜　．有愛心
．有條理　　．仔細

家長任務三：發掘孩子的興趣和長處

藉著孩子的能力，訂立一個合理和可達成的目標，去
激發孩子的潛能。當孩子成功做到的時候，給他們讚
賞。
註：孩子會從家長的正面評語和鼓勵中，肯定自己的
才能，加強自信心。

參考資料：
１協康會，《兒童學習綱領》P.121，香港：協康會，2018
２協康會，《兒童發展評估表》，香港：協康會，2018
３「為何孩子不快樂？」，香港：助展會，http://www.pdachild.com.hk/en/blog_detail.php?id=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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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鳳女士（May姐姐）任職香港聖公會
輔導服務處的臨床心理學家，在推廣心理
健康的工作上具豐富的經驗，曾於電視台
兒童節目主持「開心有得揀」環節，以及
經常應邀到各幼稚園、小學及中學主持活
動及教師培訓，推動培育兒童的心理、社
交和品德發展。

此外，May姐姐創作能觸動小孩子心靈的
歌曲，充滿動感和時代感，在眾多小學、
幼稚園和教會中被廣泛使用。

專 家 解 說 — 自 我 概 念

— 專家解說 　1615　教養專題 — 

家長任務四：親子共讀
小朋友最愛聽故事，家長可選擇一些講述毅力勇敢
、自主自信、與人分享合作等故事書跟子女一起閱
讀。

《我的感覺系列—
喜歡我自己》

作者： 康娜莉雅‧史貝蔓
出版社：親子天下

《我喜歡我自己》
作者： 尹汝林
出版社：上人

《我喜歡我自己！》
作者： 莎曼珊．柏傑

出版社：大好書屋

《短耳兔》
作繪者：達文茜、唐壽南

出版社：親子天下

《沒有人喜歡我》
作繪者：羅爾，克利尚尼茲

出版社：三之三

《大象艾瑪》
作繪者：大衛、麥基

出版社：和英

在白畫紙上畫上自己的模樣（包括五官、四肢及衣物等）
請孩子介紹自己：
．叫咩名？　．幾多歲？　．係男仔定女仔？
．我既身體有乜野？　．我鍾意做咩？
．我鍾意乜野？　．我識做乜野？
孩子能從父母對自己的描述中，認識如何表達自己。

親子任務五：自畫像遊戲
父母與孩子可分別畫一幅自畫像，然後輪流介紹。



家長角色
提升孩子對於探索的好奇和可能性，使他們能勇於學習新事物
、生活得更豐富及更具彈性。

Do’s
為孩子提供安全基地——依附關係，作技術支援及情緒支援：
依附關係 (Secure  At tachment )
１條件接納 (Uncondit ional  Acceptance)
家長：「我永遠愛你!」
．接納孩子的強項及弱項　
．家長以身作則地接納孩子的全部，孩子因而學習接納整體的自己。
．家長不會因為孩子的缺點、失敗或其他不合適的行為表現而表示不
　愛他或「恐嚇」遺棄他。
．面對不良行為，家長可清楚表示：「我愛你，但我不喜歡這個不合
　適的行為」；讓孩子知道，你仍然最愛他，而且會支持他及提供協
　助，與孩子一同研究解決方法改善該行為。

２隨因反應 (Cont ingent  Respons iveness)
．家長對於孩子的需要時刻保持敏感度(sens i t i v i ty )，在適當的時候
　，給予適當程度、適當的幫助。

(a)技術支援
．家長先了解現時孩子的興趣、能力及程度，然後訂立合理、可行的
　目標，建議是比現時孩子能力高一點的程度。
．家長為孩子提供引導及協助，鼓勵孩子達到所訂立的目標。

 專 家 解 說 
自 我 概 念

 
May姐姐寄語：家就 是 一 個 「 安 全 基 地 」 ！ 人 生 路
縱遇風浪，孩子回到家 中 ， 便 有 家 人 的 支 持 、 打 氣
和鼓勵。有很多事情我 們 未 能 控 制 ， 例 如 ： 考 第 一
名、獲得他人的稱讚、 天 賦 特 質 如 智 商 、 外 貌 等 ，
但我仍可以肯定自己是 一 個 有 價 值 的 人 ， 有 爸 媽 為
我打氣，我可以勇敢探 索 這 世 界 。

自我概念
發展自我概念有如GPS
定位系統。
嬰兒時期：孩子的世界
以自己為中心。
幼兒時期：開始發展自
我概念，漸漸建立一個
與外界的人和事物互動
的模式。

(b)  情緒支援
家長就像一個「情緒加油站」。孩子遇上不
如意的事，有負面情緒，家長可傳遞「我明
白你」的重要訊息，學習「照單全收」，嘗
試以同理心回應孩子的情緒，然後再引導孩
子調控情緒及解難。
例：孩子放學後：「今日同學仔在學校踩到
我，我隻腳好痛，我好嬲佢。」
家長會選擇哪一項回應？
回應１「算啦，你唔好咁小氣啦，佢都係唔
小心，你原諒佢啦。」
回應２「你今日俾同學踩到隻腳，你覺得好
痛，邊度呀？比我睇吓…」
小貼士：第一步，先給「同理心回應」，讓
孩子知道你明白他的心情（這才會令他打開
耳朵聽你繼續說話啊！）；第二步，再與孩
子討論解決問題、探討下次可以如何避免，
而非直接「替」孩子解決問題。

Don’t
為免孩子的自我價值浮動不定、脆
弱，建基於外在條件（不能控制的
範圍），家長避免： 
１說「情緒恐嚇」的說話：「你唔
　食飯，我就唔錫你」、「你再唔
　乖，我就唔要你」
２忽視孩子的負面情緒的說話：「
　快啲開心返」、「唔好驚」
３將孩子和其他人比較，讚賞建基
　於孩子如何比別人優勝

（ May姐姐受訪片段）

例： 
讚字寫得靚？ 「我很欣賞你很小心、有耐性地寫字。」
讚孩子外表靚？ 「你自己梳頭梳得好靚，好整齊清潔。」
孩子比賽輸了？ 「你堅持不放棄、盡力跑完全程、很有體育精神，媽媽
　　　　　　　　　　好欣賞你呢！」

有用貼士：精明的讚賞
精明的讚賞儼如一面鏡子，運用「描述性稱讚」，如實反映孩子剛剛表現出來的好
行為，讓孩子知道自己做得到。

讚賞宜：
．明確、具體、正面
．描述你喜歡的行為
．描述你的感受
．表現衷心、熱情
．描述性的效果比一
　般性（叻或乖）較
　為好

讚賞內容：
孩子可以憑自己能力
去栽培的品德強項、
技術、能力，與昨日
的自己比較，自己進
步了什麼地方（而不
是比較別人啊！)。
注意：讚賞不是「氹
」，不是單純想孩子
自我感覺良好。

（ May姐姐受訪片段）

— 專家解說　18 17　專家解說 — 



問：陪伴小孩在新常態下復課／開學，
家長有甚麼感受？有煩心的事嗎？有令
你喜出望外的事嗎？
 
答：相信題中所指的N o r m a l 是沒有疫
症下的社會吧。面對著疫症伴隨的生活
，小朋友的世界也開始回復「正常」的
日常，上課，下課，玩耍，休息。女兒
能在疫情下復課，作為家長，開心當然
比憂心多！成長黃金期，十分希望她能
透過群體生活學習與人相處，解決困難
，鍛煉心智，認識自己。這些都不是在
家學習能給予的。疫症在前，當然也會
擔心復課會有機會集體感染，但眼見學
校的教職員，相當小心保護學生，加上
小朋友在疫症下十個月，或多或少也學
懂了基本的保護措施。所以，喜出望外
的是小朋友都十分迅速適應了學校的生
活！事實上，白紙一張的小朋友，每天
都像探險般接觸新事物，對他們來說，
常態可能包括接受非慣常的事呢。

鳴謝：見晴媽咪｜協恩中學附屬幼稚園

Specia l  T ime活動推介
「同唱晚安歌」
 

歌名：Goodnight  媽咪爹哋
曲詞：May姐姐
錄自『May姐姐兒歌系列』之【開心島唱遊班 】，
獲得 Happiness  Academy 批准使用。

目的：每天進行親子之間緊密的聯繫，促進、復和
　　　，修補親子關係
時間：每晚睡前5分鐘
活動：與孩子同唱晚安歌
要點：
１家長投入並享受
２溫柔的眼神望著對方
３微笑
４加入身體語言，如擁抱及親吻等

即使在白天，家長與孩子經歷了爭吵，互相生氣等
，我們也「同唱晚安歌」，讓孩子感受到父母的愛
，無論任何情況都不會變。

小提醒：
生活忙碌，家長腦海有時充斥著繁瑣的生活事務，
為避免「例行公事」，進行「同唱晚安歌」活動前
，家長宜先調整個人節奏，再集中注意力在孩子身
上。
深呼吸、洗洗臉、喝杯暖水、停一停，跟自己說：
「讓我好好享受這 <親親孩子時間> ，其餘的，只
需等5分鐘」。

手機掃瞄下載歌曲
(家長可於2021年
１月１日前自由下

載使用) 

社會正進入一個新常態（New Normal )，伴隨孩子適應新學期，相信大家
也有不同煩惱或法寶。早前小編向訂閱者收集心聲，在此刊載予讀者分享：

問：承上題，用了甚麼方法，認為是有
效幫助孩子適應呢？
 
答：為了幫助孩子適應，我也會預先告
訴孩子復課，也將學校的訊息向她說幾
遍，讓她明白在校有什麼要注意。作為
家長，我也不會特別表現擔心，小朋友
的緊張，很多時候也是從觀察大人的感
受而感應到的。我也會告訴女兒，或許
回校有些不適應，如是，這都是每個人
都可能遇到的，不用因自己不適應而擔
心，一切會好的，也要肯定她，對她有
信心。對她心靈作訓練，對她處理突發
事情或許是一大幫助呢。

問：疫情仍未完全受控，家長有沒有準
備有機會再次停課，會如何應對？
 
答：再次停課的機會還是有呢。相信小
朋友已經歷過十個月的停課不會太難適
應，家長在小朋友停課時也較被動呢。
要是在職家長，實在沒有太多的時間， 
我也是其中一分子。記得初期停課，我
也有被安排在家工作，我會邀請小朋友
在家換上校服，我也換上外出衣服， 
讓她感覺場境不同了。 心情上準備學
習，那我才開始在家教她，讓她主導指
示我如何跟從在校的時間表，如：茶點
時間，說故事書時間。也會請她的洋娃
娃作同學，讓女兒設定哪個洋娃娃較會
中英普通話等等，好讓溫習該科目的她
能有「同伴」～若沒有在家工作，也盡
量為女兒安排功課，溫習，運動，看電
視時間表，讓她作息有序，作復課的隨
時

— 情緒專題　20 19　專家解說 — 

心 聲 牆



打 氣 、 祝 福 說 話 結 果 公 佈
以下作品將印製成實體明信片轉送聖公會長者及復康院舍的職員
（排名不分先後）

第17、18期《偕同》抽獎得獎名單
獎品為認知桌遊，共１０個名額

（排名不分先後）

以下是打氣、祝福說話中選的句子、幼兒姓名及家長聯絡電話
首四個號碼
（排名不分先後）
１｜無論陰或晴，定都與您們同行。謝謝您們無私的付出，
　　加油！（朱天昕　9095）
２｜喜樂的心乃是良藥，願大家身體安康！（黃承舜　6092）
３｜一起加油跨過疫情，步向未來。（張淳越　6355）
作品會印製於明信片上，之後送予院舍的職員，為他們打打氣！

楊正藍

以下作品將印製成實體明信片轉送聖公會長者及復康院舍的職員
（排名不分先後）

劉詩澄

郭梓星

林同釗林昹妍

— 社區專題　16 21　社區專區 — 

幼兒姓名

家長聯絡
電話首四
個號碼

１　　  梁綽翹　　    9040
２　　  黃旨臨　　　9873
３　　　　　　　　  6345
４          陳清揚　　          9087      
５　　　　　　　　  6202
　
　

　  陳芊睿

     阮志信

幼兒姓名

家長聯絡
電話首四
個號碼

６　　  揭清堯　　    5600
７　　  劉泳心　　　9414
８　　　　　　　　  9812
９          朱天昕　　　      9095      
10　　　　　　　　 9040
　
　

　  何峻橦

     梁綽翹



美 感 專 題

本期問卷：https://bit.ly/34wzDKx

孩子嘗試將點點相連，形成線條，看看出現甚麼畫面？
先嘗試畫出車子和襪子，再發揮想像空間，設計自己的專屬圖案吧！

— 特別獎勵　20 19　美感專題 — 



學習自
我概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