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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簡報只供學術及教學參考之用，不能作任何商業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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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體育教學的分析 

•教師主導 /  教授主導/ 教學步驟主導 

•多採用直接教學法,著重教授效率效率效率效率    
•教學以統一教授活動統一教授活動統一教授活動統一教授活動及管理為主，以利
組織教學及管理，學生的個別學習差異
未被關注 

•示範、講解、練習-以模仿性學習為主，
師生之間的教與學關係是複製及被複
製，學生主動、獨立及創新性精神可能
被忽視 

•較少採用其他教學策略以促進學生技能
以外的發展 

                  

 



  

傳統體育教學與學習動機??? 

1) 容易忽略了學生技能學習以外的需要，形成
學生對課堂的興趣減少學生對課堂的興趣減少學生對課堂的興趣減少學生對課堂的興趣減少    

2)2)2)2) 過分強調技巧過分強調技巧過分強調技巧過分強調技巧    
3) 「重複」練習，能力高的同學如校隊隊員覺同學如校隊隊員覺同學如校隊隊員覺同學如校隊隊員覺

得悶得悶得悶得悶； 
4)4)4)4) 能力稍遜的同學做不到能力稍遜的同學做不到能力稍遜的同學做不到能力稍遜的同學做不到…………只有不斷排隊。只有不斷排隊。只有不斷排隊。只有不斷排隊。    
            結果學生只是表面上参與體育課。結果學生只是表面上参與體育課。結果學生只是表面上参與體育課。結果學生只是表面上参與體育課。    
5555) ) ) ) 「為了怕記缺點所以帶體育服」或「為了怕記缺點所以帶體育服」或「為了怕記缺點所以帶體育服」或「為了怕記缺點所以帶體育服」或    
6666) ) ) ) 「要求多些自由活動時間」「要求多些自由活動時間」「要求多些自由活動時間」「要求多些自由活動時間」    
    
 



  



  

教學上應該考慮: 

•使學生能以他們的最佳能力，需要及興趣學習及表
現 。 

•最終目標能使資優或學業成績稍遜的學生能盡顯所
長(CDC, p. 7)。  

•改進體育學習及教學以切合學生的不同學習差異
(CDC,2002)。 

•採納以學生為本的體育課程“learner-focused 
curriculum”– 

 

為能夠做到照顧學習差異 



  

由於…… 
 •社會對教育方面及學生學習的需求有所轉變需求有所轉變需求有所轉變需求有所轉變。。。。    

        共通能力共通能力共通能力共通能力…………    

            

•體育課的教學方式上不應該只強調技巧訓練及單向溝通不應該只強調技巧訓練及單向溝通不應該只強調技巧訓練及單向溝通不應該只強調技巧訓練及單向溝通，而
是要以學生為中心及照顧學生認知及情意的學習。  

        ----    要達致認知要達致認知要達致認知要達致認知((((cognitivecognitivecognitivecognitive))))、、、、情意情意情意情意((((affectiveaffectiveaffectiveaffective))))及技巧及技巧及技巧及技巧
((((Psychomotor)的發展。的發展。的發展。的發展。    

 

•更應重視及照顧不同能力重視及照顧不同能力重視及照顧不同能力重視及照顧不同能力學生的學習。 

 

•嘗試運用不同的教學方法以不同的教學方法以不同的教學方法以不同的教學方法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Catering for Learner Diversity 照顧學習差異 

 
•all PE lessons are by nature ‘mixed ability’ 

sessions; 所有體育課本質上應是能照顧不同能力學生的課
節 

 

•extends the parameters of the ability continuum.  

  照顧不同能力層面學生的體驗 

 

•all students should learn together, wherever possible 
regardless of their difficulties or differences they 
may have 具備不同困難及不同能力之學生應盡可能一同學習 



  

故此……. 
       運用競技運動教育模式Sports Education 
Model的理念與動機 

是希望令學生: 
 

•學習動機↑ ??? 
•學習的差異 
•享受、投入體育課 ??? 
•比較傳統教學更有趣味 ??? 
•學習的互動性↑ ??? 
 
 
 



  

競技運動教育模式的理論競技運動教育模式的理論競技運動教育模式的理論競技運動教育模式的理論    

• Siedentop(1994)指出競技運動教育模式競技運動教育模式競技運動教育模式競技運動教育模式
強調學生的參與性、投入感的發展及建立強調學生的參與性、投入感的發展及建立強調學生的參與性、投入感的發展及建立強調學生的參與性、投入感的發展及建立
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角色。        

    

•教學方式會使學生表現出更高的內在學習更高的內在學習更高的內在學習更高的內在學習
動機。動機。動機。動機。        

 

    

 



  

競技運動教育模式的目的競技運動教育模式的目的競技運動教育模式的目的競技運動教育模式的目的    

•能夠引領所有學生參與運動之中引領所有學生參與運動之中引領所有學生參與運動之中引領所有學生參與運動之中，使到他們不
只能改善自己成為運動員，還可以認識及獲得
欣賞正確及良好的運動價值。 
(Siedentop ,1986)  

•教育及培養學生成為該單元的全面運動員培養學生成為該單元的全面運動員培養學生成為該單元的全面運動員培養學生成為該單元的全面運動員和發
展他們擁有運動家般博學(literate)、熱心
(Enthusiastic) 及具能力(competent)的學
生。 (Siedentop,1994) 



  

•競技運動模式的教學方式有六個基本特質六個基本特質六個基本特質六個基本特質
((((Siedentop,1998) 

•比賽球季(seasons)、 

•附屬於某一比賽隊位(team affiliation)、 

•正式比賽(formal competition)、 

•比賽結果(culminating event)、 

•紀錄(record keeping) 

•歡慶(festivity)。  



  

目標定向理論 
( Goal-orientation theory) 
•學者Nicholls(1989)對於目標定向理論提出在成就情

景中，有兩種主要的目標取向或者是人們主觀上界定
成功的主要基礎; 

 
•任務定向者任務定向者任務定向者任務定向者((((Task OrientationTask OrientationTask OrientationTask Orientation):):):):    
•注重自我改善和成功地完成任務 
•更多地通過內部的自我改善和掌握來界定成功 
 
•自我定向者自我定向者自我定向者自我定向者((((Ego OrientationEgo OrientationEgo OrientationEgo Orientation): ): ): ):     
•比他人有優勢的知覺 
•通過獲勝各證明優勢來定義成功 



  

根據研究顯示 

•當個體享受任務定向的氣氛享受任務定向的氣氛享受任務定向的氣氛享受任務定向的氣氛時，其內在動其內在動其內在動其內在動
機便會提升機便會提升機便會提升機便會提升，因為參與時擁有一個較自主
的情況。 

•相反，個體顯示一個自我定向的氣氛自我定向的氣氛自我定向的氣氛自我定向的氣氛時，
其參與時會受到控制性環境改變，所以內受到控制性環境改變，所以內受到控制性環境改變，所以內受到控制性環境改變，所以內
在動機會便會失去在動機會便會失去在動機會便會失去在動機會便會失去    

(Frederick & Ryan,1995; Walling, Duda & 
Chi, 1993)。 



  

提升內在動機的重要性 
•學生是以「要我學」「要我學」「要我學」「要我學」還是「我要學」「我要學」「我要學」「我要學」的學習態度上課? ? 

 

•內在動機內在動機內在動機內在動機是能持續的參與，而在活動之中是沒有明顯的外部獎沒有明顯的外部獎沒有明顯的外部獎沒有明顯的外部獎
勵，並會感到享受、滿足及樂趣。勵，並會感到享受、滿足及樂趣。勵，並會感到享受、滿足及樂趣。勵，並會感到享受、滿足及樂趣。 (Nelson,1994) 

 

•參與課堂是由內在愉快及滿足內在愉快及滿足內在愉快及滿足內在愉快及滿足因素而起，其內在動機便會相對其內在動機便會相對其內在動機便會相對其內在動機便會相對
提升提升提升提升(Deci & Ryan ,1985)   

 

•學生會感到有興趣、付出更多的努力、更渴望將來的課堂學生會感到有興趣、付出更多的努力、更渴望將來的課堂學生會感到有興趣、付出更多的努力、更渴望將來的課堂學生會感到有興趣、付出更多的努力、更渴望將來的課堂
(Pelletier, Fortier, Vallerand, et al.,1995)及
(Ntoumanis, 2001)。  



  

課堂經驗.... 

•透過競技運動教育模式的教學法於去年做了一次研究: 
 
•研究對象: 中七級中七級中七級中七級24242424名男學生名男學生名男學生名男學生    
    
•學生學習的背景學生學習的背景學生學習的背景學生學習的背景::::    
•16161616名學生沒有學習足球課的經驗名學生沒有學習足球課的經驗名學生沒有學習足球課的經驗名學生沒有學習足球課的經驗    →→→→    能力屬偏低水平能力屬偏低水平能力屬偏低水平能力屬偏低水平。 
•6666名學生曾經在初中時參與足球課的經驗名學生曾經在初中時參與足球課的經驗名學生曾經在初中時參與足球課的經驗名學生曾經在初中時參與足球課的經驗 →→→→    能力屬中等水平。能力屬中等水平。能力屬中等水平。能力屬中等水平。    
•2222名學生曾經代表學校足球隊參加比賽名學生曾經代表學校足球隊參加比賽名學生曾經代表學校足球隊參加比賽名學生曾經代表學校足球隊參加比賽    →→→→    能力屬中上水平能力屬中上水平能力屬中上水平能力屬中上水平。 
 
•故此，學生在上體育課之前已經存在學習或能力差異的情況。 
 



  

正式實踐……  

•中七級男學生的課堂進行: 

•以球類教學為主，單元是足球，並且是由
學生以投票方式選出學生以投票方式選出學生以投票方式選出學生以投票方式選出。 

•單元會以六個雙教節進行，每節連堂為八六個雙教節進行，每節連堂為八六個雙教節進行，每節連堂為八六個雙教節進行，每節連堂為八
十分鐘，共八小時。十分鐘，共八小時。十分鐘，共八小時。十分鐘，共八小時。    

•當學生在完成單元後會進行問卷調查完成單元後會進行問卷調查完成單元後會進行問卷調查完成單元後會進行問卷調查，在
進行問卷調查之前，筆者會向學生解釋問解釋問解釋問解釋問
卷的內容，以確保問卷調查的真確性。卷的內容，以確保問卷調查的真確性。卷的內容，以確保問卷調查的真確性。卷的內容，以確保問卷調查的真確性。    



  

教學安排… 

� 進行球季球季球季球季((((seasonsseasonsseasonsseasons)的組織:  

1. 球隊組織; 進行分組，5-6人一隊，共5隊。 

       ( 1 高能力 + 4較低能力。)  或 

       ( 2 中能力 + 3較低能力。) 

    目的是希望 a) 減低每隊的能力差異 

               b) 能力高的能照顧能力較低的同學 

2.  比賽事務的資料的工作分配(賽制、賽程、規則、
裁判工作安排、開幕及閉幕儀式等) 。 

    而學生需要於一個循環週內完成。  

3.  球感及運球的教學: 教師會透過不同的遊戲與練
習，加強學生對足球的興趣。  

 

 

1 - 2 

內容 課節 



  

�有關負責學生需要於正式比賽正式比賽正式比賽正式比賽((((formal competitionformal competitionformal competitionformal competition))))

前講解比賽細節 (賽制、賽程、規則、裁判、紀錄

工作等)。 

�球季開始 

�教師的角色會成為咨詢者。 

�教師會訂立比賽的條件，目的是希望學生能運用所期
望的單元目標。 

 

5 - 6 

�繳交球季的工作資料。 

�傳球的教學: 教師在教學上會利用學生所編排的球隊  
作分組。 

�小組進攻(1vs1、2vs1及撞牆式進攻)的教學: 會利用
並以學生為主的教學方法，強調「為何?」、「怎樣
做?」等。 原因是給予學生更多思考的機會、合作及嘗
試練習，另外，學生亦可以藉此建立關係關係關係關係
((((affiliationaffiliationaffiliationaffiliation))))。。。。  

 

3 - 4 

內容 課節 



  

�比賽 

�閉幕典禮: 進行頒獎禮，包括冠亞季軍、最有體育
精神獎、由各球員選出的最佳球員獎及神射手獎。目
的是創造一個舉行歡慶歡慶歡慶歡慶((((festivityfestivityfestivityfestivity))))的機會。  

 

11 - 12 

�正式比賽: 開幕禮及開始比賽，當中各球隊會按既
定分工程序進行( 裁判、紀錄、比賽安排、練習時
間)。 

�檢討: 課堂完結前，教師透過比賽結果比賽結果比賽結果比賽結果
((((culminativeculminativeculminativeculminative competition competition competition competition))))與各球隊進行檢討，從
而鞏固學生的學習經驗。 

�教師會訂立一些比賽條件，讓學生於下一次課堂的
比賽時作出準備，藉此帶出教學的目標。 

 

7 - 10 

內容 課節 



  

 球季結束後會進行研究 
•進行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研究  

•發出24份問卷，收回有效問卷共24份，
有效回收率為100%。  

•在完成實驗後採用訪問方式訪問方式訪問方式訪問方式訪問兩名學
生  

•其中一位是學校足球校隊的成員，另一
位是從未參加任何形式的足球比賽  



  

《運動中任務定向和自我定向問卷》 

Items from the Task and Ego Orientation in Sport Questionnaire (TEOSQ). 

    

Stem: 'I feel most successful in PE when ...' (我在體育堂中感覺是最成我在體育堂中感覺是最成我在體育堂中感覺是最成我在體育堂中感覺是最成
功，每當功，每當功，每當功，每當.........:) 

1 = 非常不同意,  2 = 不同意   3 = 沒有意見    4 =同意    5 = 非常同意 

 
1) 我是唯一掌握這種技術和技巧的人時I'm the only one who can do the play or skill. 

2) 我學一種新技術，這學習使得我想要做更多的練習時我學一種新技術，這學習使得我想要做更多的練習時我學一種新技術，這學習使得我想要做更多的練習時我學一種新技術，這學習使得我想要做更多的練習時I learn a new skill and it makes me 
want to practice more.    

3) 我能比我的同學們做得更出色時I can do better than my friends. 

4)  其他人沒法做得像我一樣好時    The others can't do as well as me.  

5) 我學一種使我覺得有樂趣的動作時我學一種使我覺得有樂趣的動作時我學一種使我覺得有樂趣的動作時我學一種使我覺得有樂趣的動作時 I learn something that is fun to do.     

6) 其他人有問題而我沒有時 Others mess up and I don't .  

7) 我通過努力來學一種新的技術時我通過努力來學一種新的技術時我通過努力來學一種新的技術時我通過努力來學一種新的技術時 I learn a new skill by trying hard.     

8) 我非常努力訓練時我非常努力訓練時我非常努力訓練時我非常努力訓練時 I work really hard.     

9) 我獲得最好或最高的成績分數時I score the most points/goals/hits etc. 

10)  我學一種激勵我去做更多練習的技術時我學一種激勵我去做更多練習的技術時我學一種激勵我去做更多練習的技術時我學一種激勵我去做更多練習的技術時Something I learn makes me want to go to 
practice more.    

11)  我是最優秀者時 I'm the best.  

12) 一種新學會的動作被很好地掌握時一種新學會的動作被很好地掌握時一種新學會的動作被很好地掌握時一種新學會的動作被很好地掌握時A skill I learn really feels right.    

13)  我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時我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時我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時我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時I do my very best.    

                                                                       (Duda,1993;Chi,1995)  



  

測量工具 

•本研究工具採用《《《《運動中任務定向和自我定向運動中任務定向和自我定向運動中任務定向和自我定向運動中任務定向和自我定向
問卷問卷問卷問卷》》》》((((Duda,1993;Chi,1995)，已被國外的眾
多的研究證明有很高的信度和效度。  

•問卷由13條題目組成，題目的標題是「在體育
運動中我最有成功的感覺，每當……」  

•問題1,3,4,6,9,11屬於自我定向的類型自我定向的類型自我定向的類型自我定向的類型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2222,,,,5555,,,,7777,,,,8888,,,,10101010,,,,12121212,,,,13131313屬於任務定向的類型屬於任務定向的類型屬於任務定向的類型屬於任務定向的類型  

 



  

質性訪問內容 
 

在未學習本單元在未學習本單元在未學習本單元在未學習本單元之前之前之前之前 
1. 你認為自己的足球技術如何? 

2. 你認為體育科的功能和作用是什麼? 

3. 以往在體育課的學習動機來自哪方面? 

 

當運用競技運動模式的教學方法當運用競技運動模式的教學方法當運用競技運動模式的教學方法當運用競技運動模式的教學方法之後之後之後之後    
1. 你對競技運動模式的教學方法有什麼意見? 

2. 你覺得競技運動模式的教學方法，對課堂是有好處或是壞處? 

3. 你認為競技運動模式的教學方法有助提升學習嗎? 

4. 競技運動模式的教學方法對你的學習動機有否轉變? 

5. 若有的話，動機主要是來自哪方面? 

6. 通過競技運動模式的教學方法，在課堂上你有否成功感? 

7. 該單元透過競技運動模式的教學方法會否加強你對單元有進一步的學
習? 



  

資料處理 
 

•本研究所得之資料利用SPSS for 
window 10.0 電腦套裝軟體進行進資料
及數據分析、計算平均值、標準差及相
關度的處理。 



  

研究結果及分析…… 



  

研究結果的初步驗證 

•初步結果顯示，若從問卷每題題目的平均分
(由高至低)的排列: 最高分的題目均是最高分的題目均是最高分的題目均是最高分的題目均是任務定任務定任務定任務定
向的類型。向的類型。向的類型。向的類型。  

•結果初步發現競技運動模式的教學對高中學生
目標定向研究較偏向任務定向的取向。偏向任務定向的取向。偏向任務定向的取向。偏向任務定向的取向。    

•Nicholls(1989)指出對於目標定向理論提出在
成就情景中，任務定向的人更多地通過內部的通過內部的通過內部的通過內部的
自我改善和掌握來定義成功。自我改善和掌握來定義成功。自我改善和掌握來定義成功。自我改善和掌握來定義成功。        



  

關於自我定向(Ego-oriented) 
的研究結果及分析 

成功感來自成功感來自成功感來自成功感來自    
    

當自己獲得當自己獲得當自己獲得當自己獲得    
最高分數最高分數最高分數最高分數    
及最優秀及最優秀及最優秀及最優秀    

當自己與當自己與當自己與當自己與    
別人比較時別人比較時別人比較時別人比較時    



  

成功感是來自成功感是來自成功感是來自成功感是來自當自己獲得最高分數及最優秀當自己獲得最高分數及最優秀當自己獲得最高分數及最優秀當自己獲得最高分數及最優秀的情況的情況的情況的情況    

3.6104 2.5563 3.0833 Q11 

3.5793 2.6707 3.1250 Q9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顯示部分學生會較認同成功感是來自當自己獲得最高分數及
最優秀的時候 

•會較重視和別人比較。  

•王俊明、季力康(1999) 只注重活動後的結果，會因此將參
與活動視為展現優於他人能力的一種途徑，故容易降低內在
樂趣及滿足感。  

•實際觀察發現，學生當勝出比賽時會感到高興，比賽的結果
感到不滿意的時候，如落敗時，便會感到失望，更會在往後
的時間停止練習。  



  

成功感是來自成功感是來自成功感是來自成功感是來自當自己與別人比較時當自己與別人比較時當自己與別人比較時當自己與別人比較時的情況的情況的情況的情況    

•反映出學生在學習本身並不強調與他人比較而感到成功並不強調與他人比較而感到成功並不強調與他人比較而感到成功並不強調與他人比較而感到成功。  

•Siedentop (1986)指出競技運動模式的其中一個特點是關
係(affiliation)，有助提升他們的社交能力及經驗有助提升他們的社交能力及經驗有助提升他們的社交能力及經驗有助提升他們的社交能力及經驗。 

•顯示競技運動模式的教學方法除了能夠營造一個較低的自營造一個較低的自營造一個較低的自營造一個較低的自
我定向的學習環境之外我定向的學習環境之外我定向的學習環境之外我定向的學習環境之外，亦會建立學生彼此之間的良好關
係。  

2.7586 1.9080 2.3333 Q4 

2.8893 2.0274 2.4583 Q6 

2.7651 1.9849 2.3750 Q1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關於任務定向(task-oriented)的
研究結果及分析 

成功感是來自成功感是來自成功感是來自成功感是來自    
    

來自當自己來自當自己來自當自己來自當自己    
盡了努力時盡了努力時盡了努力時盡了努力時    

當學習感到當學習感到當學習感到當學習感到    
「趣味」時「趣味」時「趣味」時「趣味」時    

    
當學習新技術時當學習新技術時當學習新技術時當學習新技術時    



  

•結果顯示 

 

•1) 競技運動的教學方法能夠令學生的學習
產生任務定向的環境。 

    

•2) 初步相信競技運動模式的教學方式對於
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有一定幫助。 



  

成功感是來自當自己盡了努力自己盡了努力自己盡了努力自己盡了努力時的情況 

4.3976 3.4357 3.9167 Q13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當自己盡了努力時當自己盡了努力時當自己盡了努力時當自己盡了努力時    
    

成功是必須要成功是必須要成功是必須要成功是必須要    
通過付出「努力」通過付出「努力」通過付出「努力」通過付出「努力」    

注重運動參與注重運動參與注重運動參與注重運動參與    

的過程的過程的過程的過程，而非競爭，而非競爭，而非競爭，而非競爭    

之結果。之結果。之結果。之結果。        
    

達到成功，他們會達到成功，他們會達到成功，他們會達到成功，他們會    
通過練習、努力學習通過練習、努力學習通過練習、努力學習通過練習、努力學習    
去找出適應的方法去找出適應的方法去找出適應的方法去找出適應的方法。。。。    



  

成功感是來自當學習感到「趣味」時的情況 

•認為在學習一種感到有趣味的技能時學習一種感到有趣味的技能時學習一種感到有趣味的技能時學習一種感到有趣味的技能時，便會獲
得成功感。 

•注重的學習過程及對活動本身的樂趣，因此會
培養內在的樂趣和滿足感。 

•熱愛競技運動模式的教學是歸因於有更多的決
定權、自主性，因此他們對於參與體育課有更
大的興趣。 

3.9543 3.1291 3.5417 Q5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成功感是來自當學習新技術學習新技術學習新技術學習新技術時的情況 

•學生都較認同在學習一種新的技術時，會願意學習一種新的技術時，會願意學習一種新的技術時，會願意學習一種新的技術時，會願意
付出更多時間練習，從而得到成功感。付出更多時間練習，從而得到成功感。付出更多時間練習，從而得到成功感。付出更多時間練習，從而得到成功感。  

•觀察學生的表現，發現他們成立球隊之後，由
於每場比賽的對手不同，故此所運用的比賽策
略亦有分別，但各隊伍會在等候比賽時會努力等候比賽時會努力等候比賽時會努力等候比賽時會努力
練習及作出檢討。練習及作出檢討。練習及作出檢討。練習及作出檢討。    

    

3.8030 2.9470 3.3750 Q2 

3.8088 3.0245 3.4167 Q10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成功來自「興趣」、「努力」和「掌握新技術」三方成功來自「興趣」、「努力」和「掌握新技術」三方成功來自「興趣」、「努力」和「掌握新技術」三方成功來自「興趣」、「努力」和「掌握新技術」三方
面有很高的相關度面有很高的相關度面有很高的相關度面有很高的相關度    

************    反映學生會由於學習興趣高而會努力練習，反映學生會由於學習興趣高而會努力練習，反映學生會由於學習興趣高而會努力練習，反映學生會由於學習興趣高而會努力練習，
從而掌握技術。從而掌握技術。從而掌握技術。從而掌握技術。        

    

•認為付出「努力」及「盡力去做」是成功的重要因素認為付出「努力」及「盡力去做」是成功的重要因素認為付出「努力」及「盡力去做」是成功的重要因素認為付出「努力」及「盡力去做」是成功的重要因素
有很高的相關度有很高的相關度有很高的相關度有很高的相關度    

*** 反映出透過競技運動模式的教學方式，對學
生產生一個努力、主動的學習環境，在強調
「學會學習」的目標及現今的社會下，這無疑
是一個理想的現象。 

 
 



  

有關訪問的結果及分析  

•兩位受訪學生的意見都與問卷調查的結果大致相
符，另外，他們認為競技運動模式的教學方法: 

•有趣味有趣味有趣味有趣味和和和和具創意具創意具創意具創意的方法的方法的方法的方法;;;;    

•「由組織到比賽都是我們「由組織到比賽都是我們「由組織到比賽都是我們「由組織到比賽都是我們((((學生學生學生學生))))自己計劃和完自己計劃和完自己計劃和完自己計劃和完            

                成，覺得十分有滿足感。成，覺得十分有滿足感。成，覺得十分有滿足感。成，覺得十分有滿足感。」」」」;;;;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學到組織、與人溝通和合作學到組織、與人溝通和合作學到組織、與人溝通和合作學到組織、與人溝通和合作技巧。」技巧。」技巧。」技巧。」;;;;    

•「想「想「想「想和隊友一起努力和隊友一起努力和隊友一起努力和隊友一起努力，使表現做得好一點。」，使表現做得好一點。」，使表現做得好一點。」，使表現做得好一點。」;;;;    

•「「「「經過大家一起努力，覺得有成功感經過大家一起努力，覺得有成功感經過大家一起努力，覺得有成功感經過大家一起努力，覺得有成功感。」。」。」。」;;;;    

•「將來「將來「將來「將來會繼續嘗試參與會繼續嘗試參與會繼續嘗試參與會繼續嘗試參與足球活動。」足球活動。」足球活動。」足球活動。」((((能力較低者能力較低者能力較低者能力較低者    

                                所言所言所言所言))))    



  

提升學習動機 

學生為本的教學 

延續價值 

學習興趣 
競技運動模式 
的教學方法  



  

• 根據課程發展署(2002) 的基礎教育指引中提及有效
教與學的考慮: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and strategies多層次取向及策略 
 
1 教與學概念的改變-容許嘗試及失敗的學習 
 
2 調適中央課程如教學內容 
 
3 調適教學以促進學生內在學習動機 
 
4 認同學業以外的表現 



  

5 適當鼓勵 

 

6 調適教學 

 

7 改變分組 

 

8 創建歡娛學習環境 

 

9 調適評估模式以切合不同能力的學生 

 

 



  

競技運動教育的教學 

•學生體驗到 

•「有趣味和具創意的方法」。 

•「自己計劃和完成，覺得十分有滿足感」。 

•期待下一次課堂的來臨。 

•對於不同能力層次的學生的內在學習動機有正   
面的改變。 

•會享受課堂的過程而更積極及主動地學習。 

•成功是透過與球員間彼此的努力而達到。 

 

 

    

 



  

減少學習差異的情況 

•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學到組織、與人溝通和合作學到組織、與人溝通和合作學到組織、與人溝通和合作學到組織、與人溝通和合作技巧。」技巧。」技巧。」技巧。」;;;;    
• 「想「想「想「想和隊友一起努力和隊友一起努力和隊友一起努力和隊友一起努力，使表現做得好一點。」，使表現做得好一點。」，使表現做得好一點。」，使表現做得好一點。」;;;;    
• 「「「「經過大家一起努力，覺得有成功感經過大家一起努力，覺得有成功感經過大家一起努力，覺得有成功感經過大家一起努力，覺得有成功感。」。」。」。」;;;;    
    
• 其實競技運動教育模式的教學方式使到其實競技運動教育模式的教學方式使到其實競技運動教育模式的教學方式使到其實競技運動教育模式的教學方式使到    
    
1)1)1)1) 每隊球隊的每隊球隊的每隊球隊的每隊球隊的能力較高學生會成為教練的角色能力較高學生會成為教練的角色能力較高學生會成為教練的角色能力較高學生會成為教練的角色，，，，

照顧其他隊員，使到能力較低的同學加以參照顧其他隊員，使到能力較低的同學加以參照顧其他隊員，使到能力較低的同學加以參照顧其他隊員，使到能力較低的同學加以參
與。與。與。與。    

2)2)2)2) 由於各隊伍的能力相若，故此由於各隊伍的能力相若，故此由於各隊伍的能力相若，故此由於各隊伍的能力相若，故此難以出現「壓倒難以出現「壓倒難以出現「壓倒難以出現「壓倒
性性性性」的結果而」的結果而」的結果而」的結果而導致有「灰心」的情況導致有「灰心」的情況導致有「灰心」的情況導致有「灰心」的情況。。。。    

    
    



  

延續價值 
 

• 「將來會繼續嘗試參與足球活動。」，對
於本身足球技巧較低的學生都會嘗試在將
來接觸活動。 

• 反映學生在通過競技運動模式的教學，使
到對學習足球的動機有所提升。 

• 對於現實的教育方向之中亦有十分重要的
啟示，令學生能夠繼續學習，配合教改中
「學會學習、終生學習」的長遠目標。 



  

• 開心的回憶: 

1)1)1)1) 各隊伍會在沒有比賽及工作時在場外進行練習各隊伍會在沒有比賽及工作時在場外進行練習各隊伍會在沒有比賽及工作時在場外進行練習各隊伍會在沒有比賽及工作時在場外進行練習::::
有目標，積極、認真。有目標，積極、認真。有目標，積極、認真。有目標，積極、認真。    

            如學生會在比賽後進行檢討，並會根據自己的位如學生會在比賽後進行檢討，並會根據自己的位如學生會在比賽後進行檢討，並會根據自己的位如學生會在比賽後進行檢討，並會根據自己的位
置、下一場比賽的策略和戰術等努力練習。置、下一場比賽的策略和戰術等努力練習。置、下一場比賽的策略和戰術等努力練習。置、下一場比賽的策略和戰術等努力練習。     

2222) ) ) ) 在比賽時部分隊伍會自發地替比賽中的球隊作球在比賽時部分隊伍會自發地替比賽中的球隊作球在比賽時部分隊伍會自發地替比賽中的球隊作球在比賽時部分隊伍會自發地替比賽中的球隊作球
僮及旁述。僮及旁述。僮及旁述。僮及旁述。    

3333) ) ) ) 而第二件事情是在比賽中和頒獎禮上，學生會帶而第二件事情是在比賽中和頒獎禮上，學生會帶而第二件事情是在比賽中和頒獎禮上，學生會帶而第二件事情是在比賽中和頒獎禮上，學生會帶
備相機替同學拍照，這反映了學生對課堂十分投備相機替同學拍照，這反映了學生對課堂十分投備相機替同學拍照，這反映了學生對課堂十分投備相機替同學拍照，這反映了學生對課堂十分投
入及享受，並會主動關顧和協助其他同學。入及享受，並會主動關顧和協助其他同學。入及享受，並會主動關顧和協助其他同學。入及享受，並會主動關顧和協助其他同學。    

4444) ) ) ) 學生於打氣時太投入、聲浪太大而被其他老師投學生於打氣時太投入、聲浪太大而被其他老師投學生於打氣時太投入、聲浪太大而被其他老師投學生於打氣時太投入、聲浪太大而被其他老師投    

            訴。訴。訴。訴。    



  

經驗分享 

• 例一: 足球教學    40人( 分8組) 

 

•                            B場  1 vs 1       

•           A場 

•        3 vs 3 

•                            C場  2 vs 2 



  

3..小組首2隊出線，爭奪第一至四名。 其餘則爭奪五至八名。) 

    ( 淘汰制) 

 

2.  每組都會進行 A、B及C場的比賽，並且會計算總分數。 

  1. E至H隊一組 ( 循環制) 

( 每隊比賽3局，各1.5分鐘，共4.5分鐘)  

1.A至D隊一組(循環制) 

   (比賽 1 局 5分鐘) 

1. 初賽共24場 ，約60-80分鐘的比賽時間( 2.5教節) 

2. 決賽共16場， 約40-60分鐘的比賽時間( 1.5教節) 

 

CCCC場場場場    

2222 VS  VS  VS  VS 2222    

BBBB場場場場    

1111 VS  VS  VS  VS 1111    

AAAA場場場場    

3333 VS  VS  VS  VS 3333    



  

理念:  
  盡量使到每位學生都可以參與不同類型的比賽，加強

個人及小組合作(進攻)技術的訓練、對球例的認識。 

 

•教師的角色 
•要定出教學目的，訂定比賽條件，使學生能夠透過比

賽中嘗試運用及不斷練習。 

•例如: 若果希望學生在比賽中能夠學習小組進攻的技
巧時，教師可以在改變比賽的性質， 

•如3 vs 3變成 3 vs 2、  2 vs 2 變成 2 vs 1，可以
提升成功感及容易掌握。 

•故此教師會成為觀察者及咨詢者的角色。 

 



  

對競技運動教育模式教學法的建議.. 

•應用方面: 

•1) 按不同的能力分隊，形成每隊都有不同能力的隊員 

    a.可以產生互相教導及學習的機會。 

    b.可以令每隊的能力相若、高能力的隊員可以照顧    

      其他隊員。 

    c.當每隊完成工作分配後，老師在組織比賽前應負 

      責跟進工作進度及擔任咨詢者的角色。 

    d.球季開始後，教師可在比賽時制定特定條件(建立 

      一個環境)，讓學生能夠嘗試透過練習及比賽達到目
標。 

    e.教師可以在每堂利用5-10分鐘為比賽作出檢討， 

      讓同學可以對比賽的工作作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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