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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課的重要性……

思考，感受及體力活動是體育的伙伴

運動及遊戲能為學生提供豐富思維發
展，因果推理技巧的機會。

(Marlett and Gordon, 2004) 



我們小時候的體育課……

體育教學:
‧‧以教師為主導以教師為主導
‧‧直觀及操練為主直觀及操練為主
‧‧很少機會提問很少機會提問
‧‧甚少分析體育相關的議題甚少分析體育相關的議題
‧‧沒有進展性評估沒有進展性評估



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

我們希望學生……

‧‧成為具成為具洞察力的的評鑑者
‧‧能主宰自己的學習能主宰自己的學習
‧‧應付眾多世界上複雜問題的方法應付眾多世界上複雜問題的方法



定義

(課程發展議會2002,頁21)



步驟
1. 組織思維

認清問題的本質: 如聆聽老師的講解，觀察老師的示範…

2. 作出思維的行動

利用所得的訊息以改良反應，作出判斷及建構假設

3. 展示思維及技能成果

測試假設或反應，作出判斷以展示技能

適合技能的掌握，解難，自我主導遊戲及創作活動

(McBride 1992)



定義

涉及發展新意念的思考過程

(課程發展議會2002,頁19)



體育課程如何配合

‧‧以學生為主導以學生為主導
‧‧給予思考、討論、創作、給予思考、討論、創作、
評鑑、回評鑑、回饋饋的機會的機會

‧‧重點試行重點試行



培僑小學經驗分享

(一)跨學科-綜藝課程
榮獲2007年度

「行政長官藝術卓越教學獎」嘉許狀

(二)體育科-個人檔案
榮獲2008年度

「行政長官體育卓越教學獎」



跨學科跨學科

綜藝課程綜藝課程

Anita LauAnita Lau



綜藝課程介紹

‧‧ 跨學科的藝術教育跨學科的藝術教育 -- 音樂、體育、視藝音樂、體育、視藝

‧‧ 四年級下學期進行四年級下學期進行 -- 每星期六節每星期六節

‧‧ 學生自由選科學生自由選科 -- 五班七小組五班七小組

‧‧ 一個都不能少一個都不能少 -- 結業晚會結業晚會

‧‧ 主題式帶領主題式帶領 -- 師生集體創作師生集體創作



綜藝課程介紹
五班分成七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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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 形體與舞蹈

‧‧ 運用身體動作及舞蹈表達情感運用身體動作及舞蹈表達情感

‧‧ 培養對舞蹈的興趣培養對舞蹈的興趣

‧‧ 提高創造、批判、協作等共通能力提高創造、批判、協作等共通能力

‧‧ 透過舞台演出提升自信心透過舞台演出提升自信心



應用於第一學習階段(五班)應用於第一學習階段(五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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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於第二學習階段(七小組)應用於第二學習階段(七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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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繹不同的移動方法(腳步) 
‧士兵、小偷(強、弱)
‧上班人士、老太婆(快、慢)
烏龜 白兔(爬行 跳躍)

發
‧烏龜、白兔(爬行、跳躍)
‧蚯蚓、蟹(蠕動、橫行)
‧蝴蝶、海豚(飛舞、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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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同福娃迎奧運「培」同福娃迎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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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同福娃迎奧運「培」同福娃迎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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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工具評估工具



評估工具評估工具



奧運項目形體創作奧運項目形體創作



形體創作評分形體創作評分



踏板舞評分踏板舞評分



踏板舞舞步成果踏板舞舞步成果

體操 跑步 射擊體操 跑步 射擊

風帆 射箭游泳



中國舞舞步創作過程中國舞舞步創作過程



中國舞隊形創作過程隊形



西方舞舞步創作過程舞步



西方舞隊形創作過程隊形

拍掌 旋轉拍掌、旋轉



總結性評估總結性評估

‧結業晚會結業晚會

學生自評‧學生自評

‧分享與檢討分享與檢討



實施困難實施困難

‧‧課程統整課程統整 :: 起、承、轉、合起、承、轉、合‧‧課程統整課程統整 : : 起、承、轉、合起、承、轉、合

老師態度老師態度 認同 承擔認同 承擔‧‧老師態度老師態度 : : 認同、承擔認同、承擔

資源調配資源調配 人力 物力人力 物力‧‧資源調配資源調配 : : 人力、物力人力、物力



成功推行因素成功推行因素

‧‧學校文化學校文化::敢於嘗試、追求卓越敢於嘗試、追求卓越

‧‧全校配合全校配合::課程、時間表、老師課程、時間表、老師‧‧全校配合全校配合::課程、時間表、老師課程、時間表、老師

善用資源善用資源 場地 道具 服裝場地 道具 服裝‧‧善用資源善用資源::場地、道具、服裝場地、道具、服裝

‧‧檢討反思檢討反思::進展性、總結性進展性、總結性



答問時間答問時間



體育科體育科體育科體育科

個人檔案個人檔案個人檔案個人檔案個人檔案個人檔案
Andy LauAndy Lau



由總結性－－－＞持續性

從前的從前的…………
‧‧總結性體育評估總結性體育評估((每學期一次每學期一次))

現今的現今的現今的現今的…………
‧‧自評自評 / / 互評互評 / / 老師評核老師評核((每單元一次每單元一次))



體育科學習檔案體育科學習檔案體育科學習檔案體育科學習檔案
小五及小六學生每人一本學習檔案冊小五及小六學生每人一本學習檔案冊



每個單元的互評，能增強學生每個單元的互評，能增強學生每個單元的互評 能增強學生每個單元的互評 能增強學生
的批判性思考能力及鑑賞力。的批判性思考能力及鑑賞力。

本校計分方法：上、下學期共有八個單元，本校計分方法：上、下學期共有八個單元，本校計分方法：上 下學期共有八個單元本校計分方法：上 下學期共有八個單元
每學期四次單元評估，由老師評分欄中最每學期四次單元評估，由老師評分欄中最
高的兩次為技巧分數。高的兩次為技巧分數。高的兩次為技巧分數。高的兩次為技巧分數。



自評、互評、家長評、老師自評、互評、家長評、老師自評 互評 家長評 老師自評 互評 家長評 老師
評等有很多驚喜的回饋！評等有很多驚喜的回饋！



評估實踐評估實踐
羽毛球課高遠球評估的片段羽毛球課高遠球評估的片段

‧示範及講授教學重點
‧分組練習的情況
‧示範及講授教學重點
‧學生示範中，批判性思考的實踐(1)
‧學生示範中，批判性思考的實踐(2)( )



推行困難

教師教師

推行困難

教師教師

難於評定學生的評分準則難於評定學生的評分準則

回饋學生回饋學生，，未能全面照顧未能全面照顧

學生學生

評定標準不一致評定標準不一致評定標準不一致評定標準不一致

評審態度參差評審態度參差評審態度參差評審態度參差

容易遺失容易遺失



怎樣克服怎樣克服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強調教學重點，教導學生怎樣評定準則強調教學重點，教導學生怎樣評定準則

按學生能力互評按學生能力互評((異質分組異質分組))

以能力較佳的同學協作回饋以能力較佳的同學協作回饋以能力較佳的同學協作回饋以能力較佳的同學協作回饋

若遺失，自行書寫一本若遺失，自行書寫一本



教學實踐教學實踐教學實踐

敢於創新 照顧差異敢於創新 照顧差異



共融教學法之實踐

乒乓球課反手推擋的課堂片段

‧共融教學法的實踐‧共融教學法的實踐
‧分組練習中，批判性思考的實踐(1)
分組練習中 批判性思考的實踐(2)‧分組練習中，批判性思考的實踐(2)

‧分組練習中，批判性思考的實踐(3)



推行困難推行困難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需要較多時間設計活動需要較多時間設計活動需要較多時間設計活動需要較多時間設計活動

分組人數參差，活動空間不足分組人數參差，活動空間不足



怎樣克服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每位教師負責一至兩個單元每位教師負責一至兩個單元每位教師負責一至兩個單元每位教師負責一至兩個單元

老師隨機應變，調節活動空間老師隨機應變，調節活動空間



總結
教師教師

總結

建立建立「「學生為中心學生為中心」」的的學習學習環環境及教學模式境及教學模式

持開放的思想和態度，能引發及接受另類解決方案持開放的思想和態度，能引發及接受另類解決方案

鼓勵鼓勵學生相互教授，協作學習學生相互教授，協作學習

容許學生探索及犯錯容許學生探索及犯錯容許學生探索及犯錯容許學生探索及犯錯

能觀整體形勢，不斷反思能觀整體形勢，不斷反思

學生學生

對他人的意見及情境具對他人的意見及情境具敏敏感度感度對他人的意見及情境具對他人的意見及情境具敏敏感度感度

能能願意願意參參與與

獲得成功感獲得成功感獲得成功感獲得成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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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問時間答問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