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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內容講座內容
推行綜藝科的背景及目的

組織及教材編寫組織及教材編寫

課程內容及組織課程內容及組織

課堂實施課堂實施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推行中國傳統綜合藝術科的背景推行中國傳統綜合藝術科的背景

青少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識薄弱

本校一向積極推廣中國傳統文化

本校近年推行的有關項目：本校近年推行的有關項目：

99-01陶瓷教學推廣計劃

99-00粵劇試教計劃

00-01太極拳教學00 01太極拳教學

00-02華夏樂韻遍校園

01-02種籽計劃-中國傳統體藝



推行中國傳統綜合藝術科的目的推行中國傳統綜合藝術科的目的

希望學生從小接觸和認識中國傳統文化藝術

提高學生對學習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的興趣提高學生對學習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的興趣

增加學生對祖國的歸屬感和民族認同感增加學生對祖國的歸屬感和民族認同感

引發學生鑽研中國傳統文化藝術



擬定及編寫教材擬定及編寫教材

組織編寫教材小組

討論課程架構及內容

分工編寫教材

搜集及準備教材內容的有關資料

編寫教案



中國傳統綜合藝術科的學習範疇
包括：

古典文學

美術工藝

音樂戲曲音樂戲曲

武術體藝



課程架構圖課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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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研究流程圖行動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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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教形式施教形式

學生上課：四至六年級每週上課一節學生上課 四至六年級每週上課一節

教師編排：☆四位老師負責一級教師編排：☆四位老師負責一級

☆每位老師負責一個學習範疇，

輪流到四班進行施教。



教師上課流程表教師上課流程表

週 次
古典文學

(5)
美術工藝

(9)
音樂戲曲

(13)
武術體藝

(29)( ) ( ) ( ) ( )

1 4A 4B 4C 4D
2 4B 4C 4D 4A
3 4C 4D 4A 4B
4 4D 4A 4B 4C
5 4A 4B 4C 4D5 4A 4B 4C 4D

老師代號：(5) (9) (13) (29)



課程目標



配合課程舉辦的教師活動配合課程舉辦的教師活動

陶瓷製作工作坊陶瓷製作工作坊

花燈製作工作坊

太極拳班

專題研習工作坊

粵劇訓練



六年級上學期體藝科教學大綱 (一)六年級上學期體藝科教學大綱 (一)

週
次

課題 學習範疇 學習重點 學習活動 教具 備註

1.認識舞獅的分類、 向學生講解舞獅、舞龍及 電腦、
源流

2. 認識舞獅的技巧
3. 認識採青的類別
4.認識舞龍及舞麒麟

舞麒麟的資料：
1舞獅分類
2北獅之源流
3北獅的舞動技巧

投放機、
放映屏幕、
磁碟
Powerpoint

1

獅藝
龍藝
及麒麟
藝簡介

武術體藝

的源流及資料 4南獅的源流
5南獅的分類
6南獅的技巧
7南獅的神態
南獅之採青類別8南獅之採青類別

9麒麟之歷史源流
10麒麟之舞動技巧
11龍之歷史源流

龍之舞動技巧12龍之舞動技巧



六年級上學期體藝科教學大綱 (二)六年級上學期體藝科教學大綱 (二)
1 認識木球運動的歷 講解「木球運動 的教學 電腦1.認識木球運動的歷

史及發展
1..學習木球的設備
2..遊戲和比賽方式

講解「木球運動」的教學
內容：
1.木球運動的歷史
2.木球運動的發展
3 木球運動的用具及設施

電腦、
投放機、
放映屏幕、
磁碟、
毽子2 木球運動 武術體藝 3.木球運動的用具及設施

4.木球的基本動作
5.木球的比賽方式

毽子
Powerpoint

1.認識踢毽運動
2.學習踢毽的技巧
3 遊戲和比賽方式

講解「踢毽運動」的教學
內容：
1 踢毽運動的起源和發展

電腦、
投放機、
放映屏幕

3
毽子起源、
演變及發
展

武術體藝

3..遊戲和比賽方式 1.踢毽運動的起源和發展
2.毽子的規格
3.毽子的拿法
4.毽子的踢法
5 毽子的遊戲形式

放映屏幕、
磁碟、
毽子
Powerpoint

展 5.毽子的遊戲形式
6.踢毽運動的傷害和安全



五年級下學期體藝科教學大綱 (一)五年級下學期體藝科教學大綱 (一)
課 學習範疇 學習重點 學習活動 教具 備註課
次

課題
學習範疇 學習重點 學習活動 教具 備註

1.太極拳介紹。
2.認識太極拳起源。

1.介紹太極拳。
2.太極拳起源─陳式太極

電視機、
VCD播放機、

1 太極拳 武術體藝

3.認識太極拳派別、
特色。

拳。
3.太極拳派別─陳式、楊
式、武式、吳式。
4.太極拳特色。

教材光盤

1.認識及練習陳式太
極拳基本功。
2 認識及練習陳式太

1.教師帶領學生練習陳式
太極拳第一至五式。
2 學生練習陳式太極拳第

電視機、
VCD播放機、
教材光盤

2 太極拳 武術體藝

2.認識及練習陳式太
極拳手法、步法、步
型。
3.練習陳式太極拳第
一段第一至五式及第

2.學生練習陳式太極拳第
一至五式，教師指正。
3.教師帶領學生練習陳式
太極拳第六至十二式。
1 學生練習陳式太極拳第

教材光盤。

一段第一至五式及第
二段第六至十二式。

1.學生練習陳式太極拳第
六至十二式，教師指正。



五年級下學期體藝科教學大綱 (二)五年級下學期體藝科教學大綱 (二)
1 中國功夫介紹 1 中國功夫介紹 電視機

3 中國功夫 武術體藝

1. 中國功夫介紹。
2. 認識中國功夫能

強身健體。
3. 認識太極拳派別

特色

1. 中國功夫介紹。
2. 認識中國功夫能強身

健體。
3. 認識太極拳派別、特

色

電視機、
VCD播放
機、教材
光盤

3 中國功夫 武術體藝 、特色。 色。

1.介紹少林武術源流
與發展。

1. 認識少林寺所傳

1.介紹少林武術源流與發
展。

2.認識中國功夫能強身

電視機、
教材光盤。

4

中國功夫-
--少
林武
術

武術體藝

. 認識少林寺所傳
之各類武功。

2. 認識太極拳派別
、特色

.認識中國功夫能強身
健體。

3.武術剪影。

術



教材展示
五下 中國特色體育活動

中國功夫中國功夫



中國功夫

中國功夫在各個時期都有不同稱謂，例如在

中國功夫

中國功夫在各個時期都有不同稱謂 例如在
夏、商、周時稱為拳勇、手博、相高、角力；
春秋戰國時稱技擊、相博、手戰；秦漢三國春秋戰國時稱技擊 相博 手戰；秦漢三國
時稱武藝、角抵、摔胡、手博、手格、長手
等；魏晉南北朝時稱武術、講武、相撲、拳等；魏晉南北朝時稱武術 講武 相撲 拳
法等；隨唐時期稱拳捷、試撲、手搏、相搏
等；宋朝時稱武藝、武技、相搏、手搏、打等；宋朝時稱武藝 武技 相搏 手搏 打
套子、角抵等；明朝時稱白打、使拳、使藝、
拳法等；清朝稱把式、對力、對拳、武藝；拳法等；清朝稱把式 對力 對拳 武藝；
而民國以後稱國術、武術、國技、把式、八
式、操扁卦、功夫等。式 操扁卦 功夫等



以上稱謂雖因時代、地理環境、文化背景
的相異而有所不同 且有的名稱除了在古的相異而有所不同，且有的名稱除了在古
籍中才能找到，一般並不經常出現，但都
是代表著中國功夫在歷史中的演變及定位是代表著中國功夫在歷史中的演變及定位。
現在台灣稱為國術，大陸稱為武術，國際
間最為流行的通稱則有中國功夫 國術間最為流行的通稱則有中國功夫、國術、
武術等三種。



中國功夫能強身健體

中國功夫—是東方國家憑著特有的文化背景所孕育

中國功夫能強身健體

出來的，不但可以強身健體，更具有戰鬥技巧的運
動。而中國功夫之所以博大精深，其中包括了以養精 養
生的功法為基礎、健身的拳術、兵器為運動型式，
以傳統醫學、經絡氣血學說為旁參，以兵學為運用
準則，以中國智慧哲學為其領導，不僅符合心理、
生理、力學等現代科學，也因此絕對能達到增強體
質、培養戰鬥意志、提高防身能力，並且注重內外
兼修、剛柔並濟，誠為中華民族老祖先的智慧結晶、
珍貴的文化資產，而且是足以提供各年齡層最適合
內修外鍊的最佳運動項目。



中國功夫的派別中國功夫的派別

在古代因為不同的地形如「南船北馬」等地理環境，
而有所謂「南拳北腿」、「南棍北槍」、「內家拳
與外家拳」等說法，並演變出如：少林派、武當派、
峨眉派 崑崙派 太祖派 查拳門 洪拳門 太極峨眉派、崑崙派、太祖派、查拳門、洪拳門、太極
門、形意門、八卦門、通臂門、六合門、華拳門、
螳螂門、鷹爪門、地躺門、劈掛門、梅花門、自然螳螂門 鷹爪門 地躺門 劈掛門 梅花門 自然
門、精武門、八極門、大聖門等 。



而中國傳統武術的範疇相當廣，若以門派來
分 大致可分為南派 北派 包括

【武術】：以踢 打 摔 拿等技擊動作為主要內容

分，大致可分為南派、北派，包括：

【武術】：以踢、打、摔、拿等技擊動作為主要內容，
以套路和散手為運動形式，注重內外兼修的中國傳統體
育項目。育項目。

【套路】：是以踢、打、摔、拿等攻防動作，注重手、
眼、身、步、法、精神、氣力、功的協調配合，按照攻
守進退、動靜疾徐、剛柔虛實等規律所組成徒手或器械
的運動演練方式的運動演練方式。

【散手】 在時間 場地 體重等較相同的條件下 針對【散手】：在時間、場地、體重等較相同的條件下，針對
進攻的有效部位，得分多少等一系列規則要求，雙方進行
鬥智較技的博擊對抗鬥智較技的博擊對抗。



競賽套路便為三大類別共十個套路，包括：競賽套路便為三大類別共十個套路，包括：

長拳類：長拳、短兵（刀、劍）、長拳類：長拳、短兵（刀、劍）、
長兵（棍、槍）

南拳類：南拳、南刀、南棍

太極類：太極拳、太極劍



中國武術在運動方法上有著獨特的傳統風格與特點，一中國武術在運動方法上有著獨特的傳統風格與特點 一
般包括下列五點：

1.剛柔相兼

2.內外合一

3.運氣調息

4.氣勢連貫 中國功夫剛柔並濟，是強身
健體的最佳運動

5.擊法嚴格

健體的最佳運動。



長拳、南拳、太極拳的風格特色：
1.長拳：長拳是以放長擊遠動作為主的一類拳術。通常在出
手或出腿時以長擊為特徵，常配合擰腰順肩以加長打擊點，手 長 特徵， 合 腰順肩 加長 ，
追求〞一寸長，一寸強〞的技法效果。具有舒展大方，靈活
快速，節奏鮮明，剛柔相濟等特點。

1  南拳：南拳的特點是以形為拳，以意為神，以氣催力；動作
樸素明朗，拳勢激烈，富於陽剛之美；上肢動作較多，在手法樸素明朗，拳勢激烈，富於陽剛之美；上肢動作較多，在手法
上講究短打、擒拿、點擊穴位；在步法上重心較低，步法穩固，
並多要求落地生根，講究蓄勁，要求沈丹田，發力時勁由足根

多起，腿、腰、臂貫串一氣；多有發聲，以助力，氣勢磅礡。

1 太極拳：太極拳的特點及要求是靜心用意 剛柔相濟1. 太極拳：太極拳的特點及要求是靜心用意，剛柔相濟，
以意導氣，呼吸必須平穩、自然、均勻、深長，中正安舒，
柔和緩慢，不偏不倚，綿綿不斷並以腰為軸，上下相隨，周
身一家注重連貫協調，銜接和順，虛實分清。



練習法則：練習法則：

四擊：踢、打、摔、拿。四擊 踢 打 摔 拿

六合：手與腳合、肘與膝合、肩與胯合《外三合》

心與意合、意與氣合、氣與力合《內三合》

八法：手、眼、身、步、法、精神、氣力、功。八法：手、眼、身、步、法、精神、氣力、功。

十二型：動如濤、靜如岳、起如猿、落如雀、轉如輪、
折如弓、快如風、緩如鷹、輕如針、重如鐵、
站如松、立如雞。

1形神兼備、內外合一：有形無神傻賣藝；有神無形
假機靈。 形不正則氣不順；氣不順則意不寧、意不；
寧則氣散亂。



武術與健康：武術與健康：

武術運動一般來說有增強體質、自衛防身、
修身養性、藝術欣賞的作用。

根據實驗證明，從事武術鍛鍊可以使心血管
系統的機能得到改善，有效提高人體的有氧
代謝和無氧代謝能力，發展呼吸系統的機能
並提高肺活量。

對提高人體的靈敏、速度、力量和柔韌等
身體素質均有良好影響，絕對是最佳的全身體素質均有良好影響 絕對是最佳的全
民運動。



少 林 功 夫少 林 功 夫

（圖片） （圖片）

鹰拳：大鹏展翅 螳螂拳：螳螂扣手



（圖片） （圖片）

虎拳：猛虎出山 鹰爪拳：雄鹰捕食



少林绝技

（圖片） （圖片） （圖片）

少林童子功: 
倒栽碑

少林童子功: 二
指禅

少林童子功: 朝天蹬
倒栽碑 指禅



（圖片） （圖片）

双劈叉 跑椿格门

（圖片）

擒手拳



課堂學習情況課堂學習情況

（圖片）（ ）



家長參與及協助舉辦學校活動家長參與及協助舉辦學校活動

•冬至齊齊吃湯圓

•端午齊齊吃粽子端午齊齊吃粽子

•元宵猜燈謎

•親子揮春

•家長專題研習工作坊

•家長太極班



家長太極班家長太極班

（圖片）



配合課程舉辦的延展活動

學生方面：

古典文學

中文朗誦訓練中文朗誦訓練

道德經經文朗誦比賽

元宵節猜燈謎元宵節猜燈謎

美術工藝

書法比賽書法比賽

元宵節花燈製作

中秋節花燈紮作中秋節花燈紮作

陶瓷製作



音樂戲曲音樂戲曲

國樂班

粵劇訓練

武術體藝武術體藝

太極拳及太極劍

中國舞蹈訓練

獅藝獅藝



粵劇練習情況

（圖片）



太極拳、太極劍及中國舞

（圖片）



獅藝的演出獅藝的演出



元宵節花燈製作過程



元宵節猜燈謎的情況元宵節猜燈謎的情況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學生的課堂反應

工作紙及作品工作紙及作品

專題報告

問卷調查

其他活動表演及比賽其他活動表演及比賽



工作紙及作品工作紙及作品



專題報告專題報告

教師工作坊教師工作坊

家長工作坊家長工作坊

學生參與專題研習工作坊

教師分工帶領不同的組別進行專題研習報告

學生約五至七人一組進行學生約五至七人一組進行

完成報告後參與口頭報告

優異作品放圖書館示展



專題研習工作坊專題研習工作坊

教師工作坊 學生工作坊教師工作坊 學生工作坊

（圖片）（圖片）
（圖片）

（圖片）

家長工作坊



進行報告的情況進行報告的情況……



課堂口頭報告課堂口頭報告



課堂氣氛課堂氣氛



專題報告匯報 校內專題報告匯報—校內

（圖片）



專題報告匯報 校外專題報告匯報—校外

（圖片）（圖片）



問卷調查結果問卷調查結果

四至六年級學生大四至六年級學生大
至認為：整體課程
能讓他們認識中國

七月份學生意見調查(課程整體表現)

60%傳統文化藝術

40%

50%

60%

分
比

四年級學生

10%

20%

30%
百

分
比

五年級學生

六年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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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常
同

意

同
意

一
般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非
常

同 同 一

不
同

極
不

同

選項



學生對各科的意見學生對各科的意見

學生認為體藝科最學生認為體藝科最
能讓他們認識中國
傳統體藝活動

七月份學生意見調查(各範疇評估)

45%傳統體藝活動

25%
30%
35%
40%
45%

比

四年級學生

5%
10%
15%
20%
25%

百
分

比

五年級學生

六年級學生

0%
5%

典
文

學

術
工

藝

術
體

藝

樂
戲

曲

中
國

古
典

文

美
術

工

武
術

體

音
樂

戲

範疇範疇



家長對延伸課及考察團等活動的意見家長對延伸課及考察團等活動的意見

七月份家長意見調查七月份家長意見調查

(學習活動能使學生親身認識中國文化)

家長認為學校舉

40%
50%
60%

比

•家長認為學校舉
辦的延伸活動、
國內考察團 節

0%
10%
20%
30%
40%

百
分

比

四年級家長

國內考察團、節
日活動等，能使
學生親身體驗中0%

常
同

意 同
意

一
般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五年級家長

六年級家長

學生親身體驗中
國文化的精髓

非
常

同 同 一
不

同
極

不
同

選項



老師對課程的意見老師對課程的意見

Q1：老師認為綜藝科值得Q1：老師認為綜藝科值得
繼續在四至六年級推行及
宣傳

七月份教師意見調查

100% Q1

Q2：學生對學習課程內容
有興趣

60%

80%

分
比

Q1

Q2

Q3
有興趣

Q3：課程內容適合學生學
習 0%

20%

40%百
分

Q4

習

Q4：延伸課程和活動對課

0%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部
分

同
意

不
同

意

Q4：延伸課程和活動對課
堂教學有很大的幫

非
常

部
分

選項



其他活動、比賽及表演其他活動、比賽及表演

太極拳比賽太極拳比賽

太極劍表演太極劍表演

跳繩比賽同樂日

踼毽同日樂日

與國內學校交流太極拳與國內學校交流太極拳

華山上耍太極劍



太極拳比賽

（圖片）（圖片）



太極劍表演

（圖片）



跳繩比賽同樂日跳繩比賽同樂日

（圖片）



踢毽同樂日

（圖片）



與國內學校交流太極拳與國內學校交流太極拳

（圖片）



華山上耍太極劍

（圖片）



校內遊藝匯演校內遊藝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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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閱覽教材閱覽

若任何人士對本課程有興趣 可到以下地若任何人士對本課程有興趣，可到以下地
方提取有關資料：

借閱教材：優質教育基金資源中心

講座內容 香港教育學院暑期學校網頁講座內容：香港教育學院暑期學校網頁



多謝各位！多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