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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體育課程以培養學生的創意思維

背景 文獻回顧 研究方法 具體課堂安排 結果分析 經驗分享

透過體育課程以培養學生的創意思維

目的﹕利用具創意及由學生主導的

「韻律活動課程」促進學生的創造力

假設﹕透過「韻律活動課程」

能促進學生的創造力能促進學生的創造力

策略﹕陳龍安教授「創意思考教學法」



透過體育課程以培養學生的創意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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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體育課程以培養學生的創意思維

探究背景 原因探究背景、原因



外在因素 – 切合社會需要

背景 文獻回顧 研究方法 具體課堂安排 結果分析 經驗分享

外在因素 切合社會需要

發展創造力的需要

2002年課程發展議會《體育學習領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

三)》提出體育學習領域，讓學生發展及應用共通能力，

其中包括「創造力」。

提升「創造力 令人有能力在轉變不斷之社會中持續競爭提升「創造力」令人有能力在轉變不斷之社會中持續競爭。

(課程發展議會，2002)(課程發展議會 2002)



外在因素 – 切合社會需要

背景 文獻回顧 研究方法 具體課堂安排 結果分析 經驗分享

外在因素 切合社會需要

為什麽創造力應被納入於體育課程內？

現時體育的一般推展情況1.1 現時體育的一般推展情況

‧ 體育 多以「身體的教育 為取向 以發展身‧ 體育 多以「身體的教育」為取向 以發展身
體為首要目標

‧ 體育課均以身體/體力活動為主

「身 心 二元的錯誤觀念 體育對發展智育‧ 「身、心」二元的錯誤觀念 體育對發展智育
及思考能力沒有多大的貢獻



外在因素 – 切合社會需要

背景 文獻回顧 研究方法 具體課堂安排 結果分析 經驗分享

外在因素 切合社會需要

‧ 體育教學以教師主導，直觀及操練為主

較難發展學生的創造力較難發展學生的創造力

學生在體育情境下參與提問及分析體育相關的議題機會‧ 學生在體育情境下參與提問及分析體育相關的議題機會

較少

‧ 較少著重推展創造力

‧ 推展創造力對眾多的體育老師較為陌生



外在因素 – 切合社會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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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因素 切合社會需要

1.2   創造力的重要性

‧課程發展委員會/議會自七十年代開始的體育課程指引
(CDC 1975, 1980, 1985, 1988, 1995, 2002, 2007)均以
「透過身體的教育 為一貫路向「透過身體的教育」為一貫路向

全人教育 發展智育是體育目標之一

創造力是重要的智育元素，故此應是體育目標之一



外在因素 – 切合社會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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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因素 切合社會需要

‧本港之教育改革

目標 全人發展及 學會學習目標 全人發展及 學會學習

共通能力

創造力

終身學習終身學習
(Education Commission, 1999; 2002).



校本因素 – 油天學生之特色

背景 文獻回顧 研究方法 具體課堂安排 結果分析 經驗分享

校本因素 油天學生之特色

‧過去的學科測驗或全港性系統評估測驗成績顯示，大部分學生
的成績，都能超越全港的平均分

‧學生的課堂表現﹕被動、欠缺獨立思考、創意不足

‧遇上具開放思考或創意的問題，學生表現保守，不肯花時間思
索求變、尋求方法和策略解難索求變 尋求方法和策略解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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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體育課程以培養學生的創意思維

探究目的及假設探究目的及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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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體育課程以培養學生的創意思維

目的﹕利用具創意及由學生主導的

「韻律活動課程」促進學生的創造力

假設﹕透過「韻律活動課程」

能促進學生的創造力能促進學生的創造力

策略﹕「創意思考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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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回顧文獻回顧



名詞闡釋
背景 文獻回顧 研究方法 具體課堂安排 結果分析 經驗分享

名詞闡釋

什麼是韻律活動?什麼是韻律活動?

什麼是創造力?

什麼是創意思考教學法?什麼是創意思考教學法?



韻律活動
背景 文獻回顧 研究方法 具體課堂安排 結果分析 經驗分享

韻律活動

‧(2-7) 歲 ─ 基礎動作階段

‧基礎動作包括跑、跳、投擲、抓、踢等

(David L. Gallahue 1995)

現時香港教育學院推行的基礎活動課程內，主要現時香港教育學院推行的基礎活動課程內，主要
透過身體操控、用具操控和韻律活動三個範疇來
發展兒童的基礎技能。(蔡謝鏡珍，1998)發展兒童的基礎技能。(蔡謝鏡珍，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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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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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律活動

‧移動技能

平衡技能‧平衡技能

‧韻律感覺

方向 空間 動力的運用‧方向、空間、動力的運用

在基礎活動之中加入韻律元素，可以強化學生在體

育活動方面的創意及表達自我能力 (課程發展處，2007)



韻律活動 ─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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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律活動 例子

1.展示一個高水平動作造型

2 展示一個中水平造型2.展示一個中水平造型

3.展示一個低水平

4.將以上三個動作串連起來

5.每四拍轉換動作一次，將韻律加入動作串連

6.配合音樂，有節奏地移動及轉換動作

松鼠 暴龍松鼠



韻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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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律活動

‧在幼兒體育課中，教師的責任是「如何有效地引
導兒童在有意義的肢體活動中 盡情發揮他們潛導兒童在有意義的肢體活動中，盡情發揮他們潛
在的創意」 (黃樹誠，2003)

‧「韻律課」是最能體現肢體活動的創意活動，能」
給予學生豐富的創作空間，增強學生的新鮮感和
學習動機，發揮創造力。(黃樹誠，2003)



創造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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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力

‧思考過程

‧原著及創作意念

‧學生之評鑑判斷‧學生之評鑑判斷

‧具想象力，批判性及目的思考或表現

‧涉及發展新意念或概念的思考過程



創造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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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力

孩子的創意能力與他們的擴散性思維有緊密關係。

(鄭慕賢，2002)。而擴散性思維，包括四項基本能力

-流暢力

-變通力-變通力

-獨創力

精進力-精進力



創造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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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力

創造力 流暢力+變通力+獨創力+精進力創造力= 流暢力+變通力+獨創力+精進力



創造思考教學法 – 陳龍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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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思考教學法 陳龍安教授

‧以學生為中心

‧「問、想、做、評」四個教學要素

‧提出一些問題(問)

‧引導學生多思考、多想象(想)

多實踐(做)‧多實踐(做)

多觀察評鑑(評)‧多觀察評鑑(評)



創造思考教學法 – 陳龍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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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思考教學法 陳龍安教授

發問技巧的十字口訣-「假列比替除可想組六類」

(陳龍安 2003 頁236)(陳龍安，2003，頁236)

1. 假如 2.列舉 3.比較 4. 替代 5.  除了

6.  可能 7.想象 8.組合 9. 六 W  10. 類推



發問技巧的十字口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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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技巧的十字口訣

以「動物 為例的提問以「動物」為例的提問

1 試想象猩猩在高 中 低不同水平有何動作形態?1.試想象猩猩在高、中、低不同水平有何動作形態?

回應﹕高─伸手攀樹 中─雙手走路 低─蹲下吃東西

2.試列舉有什麼動物會伸縮自己的身體?

回應﹕烏龜、箭猪回應﹕烏龜、箭猪

3 試比較暴龍和老虎的形態有什麼異同？3.試比較暴龍和老虎的形態有什麼異同？
回應：相同─威武、凶猛、食肉獸

不同─老虎：用四隻腳，暴龍：有時用兩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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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架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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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 架構 工具

對象﹕

‧ P.2B班學生(39人)

‧ 2年級學生普遍為7-8歲，正處於基礎動作階段

‧ 根據課程架構，「韻律課」屬P.1-P.3第一學習階段

‧ 因此選取P.2B班作是次硏究對象試點



研究對象、架構、工具

背景 文獻回顧 研究方法 具體課堂安排 結果分析 經驗分享

研究對象 架構 工具

架構﹕



研究對象、架構、工具

背景 文獻回顧 研究方法 具體課堂安排 結果分析 經驗分享

研究對象 架構 工具

‧陶倫士(1974)的創造思考測驗(TICT)的方法

‧測試及評估學生創造思考的流暢力、變通力、獨創力等情
況

即統計學生對某些問題的情況或多寡，扣除重覆或不相干

的反應後，用以表達學生順暢、變化寬窄、獨特創新的思

路情況。 (毛連塭，2003，頁273)



陶倫士的創造思考測驗(前測)

背景 文獻回顧 研究方法 具體課堂安排 結果分析 經驗分享

陶倫士的創造思考測驗(前測)

流暢力﹕反應的量(次數)的多寡，表達學生思路的順暢情

況。(毛連塭，2003，頁273)況。(毛連塭，2003，頁273)

變通力﹕所有反應類別的多寡，用以評估學生思路的變化寬變通力﹕所有反應類別的多寡 用以評估學生思路的變化寬

窄情況。(毛連塭，2003，頁273) 

獨創力﹕反應的內容是否稀有、與眾不同，用以表達其品質

是否有獨立性，評估學生獨特創新的思路情況。

(毛連塭， 2003，頁273)



陶倫士的創造思考測驗(前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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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倫士的創造思考測驗(前測)

• 測試時間﹕14分鐘

• 題目總數﹕2題• 題目總數﹕2題
• 條件﹕盡量寫或繪畫出來

• 計分﹕在指定時間內，能寫出多少項，便給予• 計分﹕在指定時間內，能寫出多少項，便給予
多少分

1. 一個空罐子有什麼用途?  (流暢力測試)
2. 鉛筆除了用來寫字，還可以…(變通力測試)鉛筆除了用來寫字 還可以 (變通力測試)



計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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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方法

1.他能寫出共 7 種空罐子
用途，因此流暢力有 7用途，因此流暢力有 7 
分。

2.  他能寫出 6種，共 4項
不同類別之鉛筆用途，因不同類別之鉛筆用途 因
此變通力有4分。



計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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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方法

1.他能寫出共 1 種空罐子
用途，因此流暢力有 1用途，因此流暢力有 1 
分。

2. 他能寫出 1 種，共 1 項
不同類別之鉛筆用途，因不同類別之鉛筆用途 因
此變通力有 1 分。



陶倫士的創造思考測驗(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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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倫士的創造思考測驗(後測)

• 測試時間﹕7分鐘

• 題目總數﹕1題
• 條件﹕盡量寫或繪畫出來• 條件﹕盡量寫或繪畫出來

• 計分﹕在指定時間內，能寫出多少項，便

給予多少分



陶倫士的創造思考測驗(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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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倫士的創造思考測驗(後測)

問題﹕問題

說說你認識的包??



計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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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方法

‧流暢力﹕24分

‧變通力﹕4分

(1)食物類﹕麥包、

方包等

(1)物品類﹕書包、

小書包等

(1)動詞類﹕吃包

(1)其他類﹕包餃子



計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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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方法

‧流暢力﹕15分

‧變通力﹕5分

(1)食物類﹕叉燒包、
豆沙包等豆沙包等

(1)物品類﹕錢包、暖
包包

(1)形狀類﹕三角形的
包包

(1)形容詞類﹕不同的
包包

(1)其他類﹕全包宴



背景 文獻回顧 研究方法 具體課堂安排 結果分析 經驗分享

具體課堂安排



單元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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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計劃

‧施行期﹕2008年4月中至5月中

‧對象﹕2B班學生(39人)

‧主題：韻律活動：動物嘉年華

‧教節﹕6節教節 6節

‧教學目標：

學生能掌握簡單韻律的技巧和步法、並能配合音樂拍學生能掌握簡單韻律的技巧和步法、並能配合音樂拍

子的節奏

學生能互相協作和溝通 發揮學生的創造能力學生能互相協作和溝通，發揮學生的創造能力

學生能運用想象力，集體創作以動物為主題的韻律活動



單元計劃

背景 文獻回顧 研究方法 具體課堂安排 結果分析 經驗分享

單元計劃

‧設計理念：

以創造思考教學法教授

透過問、想、做、評的步驟來進行教學

讓學生掌握韻律活動的步法、節奏、姿態及圖形變讓學生掌握韻律活動的步法、節奏、姿態及圖形變

化



單元計劃

背景 文獻回顧 研究方法 具體課堂安排 結果分析 經驗分享

單元計劃

教節 技能目標 課堂安排(略)

1 移動 利用移動技能來表達小動物的形態

2 平衡穩定 原地模仿小動物形態：伸展、收縮、扭動

3 空間運用 利用前後、左右、上下、高、中、低的動作來模仿小動
物的形態

4,5 創作練習 運用“移動＂、“穩定＂與“空間運用＂技能，模仿小
動物形態，做出優美的動作句子

6 成果展示 利用“移動＂、“穩定＂技能及“空間運用＂ 動作原
理，共同創作，設計編排有關動物生活片段的故事



單元計劃

背景 文獻回顧 研究方法 具體課堂安排 結果分析 經驗分享

單元計劃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第四堂 第五堂

一般基本 手部動作 空間運用 複習及韻 小組練習韻律創作

第六堂課節

一般基本
步法練習
(移動)

手部動作
練習(平
衡穩定)

空間運用
動作原理
練習(空
間運用)

複習及韻
律創作
(創作練
習)

小組練習
及演出
(成果展
示)

韻律創作
練習(創
作練習)

教學內容

間運用) 習) 示)

創造思考教學法： 老師回饋、
學生互相評

故事創作及
練習相關舞

問、想、做、評 學生互相評
鑑和欣賞

練習相關舞
步



教學步驟

背景 文獻回顧 研究方法 具體課堂安排 結果分析 經驗分享

教學步驟

‧問、想、做、評

‧教學步驟可以靈活運用，讓教學多元化

做 問 想 評1. 做 問 想 評

2. 問 想 做 問 做 評

3. 問想 做想 問做 …

(毛連塭、郭有遹和陳龍安，2003)



教學示範

背景 文獻回顧 研究方法 具體課堂安排 結果分析 經驗分享

教學示範

想 評想 、評

做： 學生分組練習

學生台上表演



問

背景 文獻回顧 研究方法 具體課堂安排 結果分析 經驗分享

問

假如你是蜈蚣 你會用什麼方法逃走1. 假如你是蜈蚣，你會用什麼方法逃走？

回應：用樹葉遮蓋自己身體，躲在石縫中，躲進

山洞 躲在樹底下 快速逃跑山洞，躲在樹底下，快速逃跑……

2 試列舉哪些動物會犧牲自己身體其中一部分 以令2. 試列舉哪些動物會犧牲自己身體其中一部分，以令

自己安全逃走。

回應：海星、海參、壁虎、蟹回應：海星、海參、壁虎、蟹……

3 除了方向的轉變外，在水平運用還有什麼變化？3. 除了方向的轉變外 在水平運用還有什麼變化？

回應：高 低、低 高

蜈蚣



評

背景 文獻回顧 研究方法 具體課堂安排 結果分析 經驗分享

評

• 老師回饋

• 學生互評

• 學生互評表• 學生互評表



成果展示
背景 文獻回顧 研究方法 具體課堂安排 結果分析 經驗分享

成果展示

教學步驟 想 評 做 問 做 評‧教學步驟：想 評 做 問 做 評

‧舞蹈的內容更加豐富，舞蹈的編排和空間的運
用更加靈活多變

‧小兔小兔

‧小鳥



背景 文獻回顧 研究方法 具體課堂安排 結果分析 經驗分享

結果分析結果分析



背景 文獻回顧 研究方法 具體課堂安排 結果分析 經驗分享

另見圖片及excel表另見圖片及 表



背景 文獻回顧 研究方法 具體課堂安排 結果分析 經驗分享

前測 後測

(平均項數) (平均項數)

流暢力 2.17 17.7(↑)

變通力 1 49 4 18(↑)變通力 1.49 4.18(↑)



背景 文獻回顧 研究方法 具體課堂安排 結果分析 經驗分享

創造力= 流暢力+變通力+獨創力+精進力



結果分析
背景 文獻回顧 研究方法 具體課堂安排 結果分析 經驗分享

結果分析

結論

我們相信，同學經過創造力韻律課後，

創造力確有明顯之提升創造力確有明顯之提升



背景 文獻回顧 研究方法 具體課堂安排 結果分析 經驗分享

經驗分享



反思與建議

背景 文獻回顧 研究方法 具體課堂安排 結果分析 經驗分享

反思與建議

‧學生的興趣與教學活動

設計多元化的活動，鼓勵學生多思考

以學生為中心

以幫助學生發展個人潛能及提升自信心為

目標目標

多鼓勵學生利用課餘時間進行練習

讓學生自由分組 保持學生的學習氣氛及動機讓學生自由分組，保持學生的學習氣氛及動機



反思與建議

背景 文獻回顧 研究方法 具體課堂安排 結果分析 經驗分享

反思與建議

‧其他科目的配合

需要常識科 圖書課的配合 讓學生對大自然有需要常識科、圖書課的配合，讓學生對大自然有

所認識

與中文科的故事教學法配合，讓學生有效地創作

故事



反思與建議

背景 文獻回顧 研究方法 具體課堂安排 結果分析 經驗分享

反思與建議

‧場地運用

只能使用半邊禮堂 令學生的活動空間減少只能使用半邊禮堂，令學生的活動空間減少

讓學生於不同基地練習不同步法，加強學生的空

間運用



反思與建議

背景 文獻回顧 研究方法 具體課堂安排 結果分析 經驗分享

反思與建議

‧時間運用

時間緊迫時間緊迫

學生需要更多時間來練習、互相協助

學生需要更多時間來鞏固已學的舞步

老師需有充足的準備及課堂計劃，同時可由兩

位老師協作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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