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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在體育推1.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在體育推
展所擔任的角色

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應被納入體育課程內?
現時體育的一般推展情況：現時體育的一般推展情況：

體育課程多以身體的教育 (Education of the 
Physical)為取向，以發展身體為首要目標Physical)為取向，以發展身體為首要目標

體育課多以身體或體力活動為主

「身、心」二元素的錯誤觀念引致體育在發展
智育及思考能力沒有多大貢獻

體育教學以教師為主導，以直觀及操練為主，
故較難發展學生的思考和創造力



現時體育的一般推展情況1.1現時體育的一般推展情況

學生在體育情境下參與提問及分析體育
議題的機會較少

較少著重推展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

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對眾多的體育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對眾多的體育
老師較為陌生



本港之教育改革

目標

♦全人發展♦全人發展

♦學會學習

♦共通能力

♦創造力及批判性思考能力

♦終身學習

(Education Commission 1999; 2002)(Education Commission, 1999; 2002).



方向?方向?



本港之教育改革 (Con’t)( )
♦抗衡只用「身、心」這兩元素的錯
誤觀念 於體育推展批判性思考能力誤觀念 於體育推展批判性思考能力
及創造力，應被視為重要範疇



本港之教育改革 (Con’t)本港之教育改革 (Con t)
認知思考(Cognitive thinking)，感受
(Affective)及體力活動(Psychomotor)是體(Affective)及體力活動(Psychomotor)是體
育的伙伴

運動及遊戲能為學生提供豐富思維發展及運動及遊戲能為學生提供豐富思維發展及
因果推理技巧的機會 (Marlett and Gordon, 

)2004)



本港之教育改革 (Con’t)本港之教育改革 (Con t)
裝備學生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

使他們能主宰自己的學習

使他們成為具備洞察力的評鑑者使他們成為具備洞察力的評鑑者

應付眾多世界上複雜問題的方法



學生在多方面是獨特的個體 例如具學生在多方面是獨特的個體-例如具
備不同的學習取向，性別，智力，文
化 知識 應激 智商及成熟程度皆化，知識，應激，智商及成熟程度皆
因人而異。 協助他們獲取思維技
巧是有效照顧他們個別差異的方法巧是有效照顧他們個別差異的方法
(Elder, 2004)



2. 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的定
義:    什麼是批判性思考能力?

具理性的思考

反思反思

技巧性的思考

負責任的「思考」

-以促進良好判斷、

-定什麽是可相信及可實行、支持具理據

-及可辯護的動作決定

(Ennis 1962; Lipman, 1988;McBride, 1992).



什麼是批判性思考能力什麼是批判性思考能力? (Con’t)

反思能力--能從寬的議題歸納成專門知識(McBride, 
1992)1992)

「操作性技巧」 (DeBono 1983,p.703)操作性技巧」 ( ,p )

對所有宣稱，資料及信念作出「評鑑及客觀分析」
(Beryer 1987)

批判性思考是指檢出資料或主張中所包含的意義 對批判性思考是指檢出資料或主張中所包含的意義，對
資料的準確性進行質疑和探究，判斷甚麼可信，甚麼
不可信，從而建立自己的觀點或評論他人觀點的正誤。不可信 從而建立自己的觀點或評論他人觀點的正誤
(課程發虙展議會2002)



批判性思考能力的理論架構批判性思考能力的理論架構
A. 批判性思考的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

組織思維組織思維

(Cognitive organization)
認清問題的本質

如聆聽老師的講解，觀察老師的示範，
閱讀工作咭，提問…以激發學生的思考



批判性思考的四個階段批判性思考的四個階段 (Con’t)

第二階段

作出思維的行動(Cognitive action)
利用所得的訊息以改良反應，作出判斷
及建構假設



批判性思考的四個階段批判性思考的四個階段 (Con’t)

第三及四階段

展示思維及技能成果(Cognitive and 
psychomotor outcomes)
測試假設或反應，作出判斷以展示技能，
測試，提供另類或不同的動作反應



批判性思考的四個階段批判性思考的四個階段 (Con’t)

掌握適合的技能，解難，自我主導遊戲
及創作活動及創作活動
(McBride 1992)



批判性思考能力的理論架構批判性思考能力的理論架構
(例子)

一班中三學生已完成四個課堂舞蹈課 老師將學生分為一班中三學生已完成四個課堂舞蹈課，老師將學生分為
數組，每組獲分派一音樂光碟並鼓勵學生編排一段舞蹈
程序。程序

在各組之間，學生互相觀察對方新意念(步法)
(cognitive organising). ( g g g)
隨後學生決定怎樣組合有關舞步成為一段舞蹈
(cognitive action).
之後同學修飾有關步法和動作及商討有關優劣( i i之後同學修飾有關步法和動作及商討有關優劣(cognitive 
outcome)
最後正式展示出來(psychomotor outcome)。最後正式展示出來(psychomotor outcome)。
最後每組互相交流意見，並再表演一次。



批判性思考能力的理論架構批判性思考能力的理論架構
B. 思考水平

第一層:  列名、數出、形容、配對、背誦、回想、選

擇 說出擇、說出

第二層: 分析 比較 分野 分類 分別 解釋 啓第二層: 分析、比較、分野、分類、 分別、 解釋、啓

示、原因、次序、解決

第三層: 原理之應用、預計，推測、假設、判斷、估計、

分析類別、推斷、評鑑分析類別 推斷 評鑑

(Adapted from Fogarty and Bellance 1989)
在教與學的過程中，老師可從以上三個層次推展
批判性思考



批判性思考能力的理論架構批判性思考能力的理論架構
C.  Bloom之智能目標分類

知識

理解理解

應用應用

分析

綜合

評鑑

(Bl ' t I A d d(Bloom's taxonomy In Anderson and 
Sosniak1994)



什麼是創造力?什麼是創造力?



什麼是創造力什麼是創造力?

思考過程

原著及創作意念

創造行為是複雜智能技巧/能力，個人特創造行為是複雜智能技巧/能力 個人特
點，應激程度(motivation)，策略及超智
能技巧 (CDC, 2002,頁22)能技巧 (CDC, 2002,頁22)
學生之評鑑判斷

具想象力 批判性及有目的思考或表現具想象力，批判性及有目的思考或表現

涉及發展新意念或概念的思考過程



什麼是創造力什麼是創造力? (Con’t)
產出原創 新穎 獨特意念或產品的能力產出原創、新穎、獨特意念或產品的能力

解決問題的能力解決問題的能力

一種思考歷程

創造者的特質

源自創造者的認知能力和技巧

涉及其性格、動機

與個體的發展進程不一定有關連與個體的發展進程不一定有關連



如何培養創造力如何培養創造力?

需要心思和時間，而且沒有特定途徑

要求學習者超越已有的訊息

給予思考時間給予思考時間

肯定他/他們在創造方面所作的努力

教導學習者創意思考策略

提供有利環境提供有利環境



創造力的理論架構創造力的理論架構
a. 創造力是成果及過程的概念a. 創造力是成果及過程的概念
(Brockmeyer,1987)

三個階段理論架構提議：

- 準備階段/元素- 感覺/概念

籌劃階段 即興與創作動作- 籌劃階段- 即興與創作動作

- 核實階段/元素- 組成



創造力的手段b. 創造力的手段

發明、

試驗、

發掘、發掘、

原創、

依照直覺及

檢視檢視

課程-動作探索，自我表達和解難



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是完整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是完整
及互補的概念：相同的地方

建立假設

以多角度思考問題

建議可行的解決方案

計劃調查 批判性思考內的創作行徑

(Ennis 1987)



3 如何能透過體育以培育學生的批判3. 如何能透過體育以培育學生的批判
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

3.1  教師觀念的改變 著重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
造力於體育的培育造力於體育的培育

具創造力的教師及具創意的教學具創造力的教師及具創意的教學
願意及能策劃，組織及評鑑相關的學習經驗
老師角色 啓發者而不是資料控制者老師角色--啓發者而不是資料控制者
對學生學習作較少的干預
對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有期望對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有期望
給與學生思考的責任
(Mcbride 1991; Schwager & Labate 1993;(Mcbride, 1991; Schwager & Labate, 1993; 
McBride and Cleland 1998; Park and Heisler, 
2001; Zachopoulou et al, 2006). 



3.2 教學法的轉變
課堂重點:課堂重點:

分配較多的學生思考時間及研習機會，

由傳统以示範，重復練習，直接教學法轉移至間接教學法

採用促進探究的教學形式採用促進探究的教學形式

設計促進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環境，

學習目標，經驗，方法，

策略包括為學生建立

透過提問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的情境- 透過提問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的情境

- 比較及分野

- 設計推論情境

- 鼓勵動作創作

- 参與報告以鞏固動作設計

根據準則以評鑑解決方案- 根據準則以評鑑解決方案

- 分析動作的質素

(Cleland and Pearse,1995  ;Cleland 1994) 



3.3 建立培育批判性思考及創造力的情境及先決條件

- 建立「學生為中心」的學習環境及教學模式

- 以學生相互教授，協作學習以學生相互教授 協作學習

- 利用高思維提問以轉移學生對自己學習負上較多的責
任

- 容許學生探索及犯錯

- 建立較開放的學習環境

- 能引發及接受另類解決方案，思想開放

- 對他人的意見及情境具敏感度

能觀整體形勢- 能觀整體形勢

- 能經常處於應激及願意参與

(Lipman 1988 ;McBride 2004; Gossett and(Lipman, 1988 ;McBride, 2004; Gossett and 
Fisher,2005;(McBride, 2004; Park and Helsler 
2001;McBride and Cleland 1998))



4 透過體育以培育學生的批判性思考4.透過體育以培育學生的批判性思考
能力及創造力經驗分享

1.課程簡介

2.以從批判性思考四個階段及三個思考
水平作講解

3. 分別以技能課及理論內容作例子



賽馬會體藝中學體育科課程簡介賽馬會體藝中學體育科課程簡介



中一至中三課程(主修科)中一至中三課程(主修科)
課節/循環週 技能: 5 課節

理論: 2 課節

技能課內容 籃球、足球、排球、手球、乒乓球、網球、
羽毛球

田徑，體操，舞蹈、游泳/水上安全及體能
訓練

理論課內容 中一級: 認識體育、何謂體適能、

食物與健康、體重控制

中二級:影響運動表現的因素、運動創傷、中二級:影響運動表現的因素、運動創傷、

奧運精神

中三級 影響運動表現的生理因素中三級: 影響運動表現的生理因素、

藥物與運動、訓練法、體育的價值



中四至中五級會考課程中四至中五級會考課程

課節 循環週 技能 課節課節/循環週 技能: 3 課節

理論: 4課節/ 5課節

技能課內容 籃球、足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

田徑，體操、游泳

理論課內容 中四級:   影響運動表現的生理因素 、

運動創傷的預防 、體適能與健康、運動創傷的預防 體適能與健康

體育運動的社會價值

中五級: 訓練法、 體育的角色、體育及運動
的推廣的推廣

中四級及中五級: 技能課理論



中六及中七級 特備課程中六及中七級(特備課程)
課節 循環週 技能 課節課節/循環週 技能: 3 課節

理論: 1課節

技能課內容 拯溺、急救、運動攀登、高爾夫球、保齡、
彈網、網球、曲棍球、太極、溜冰

體育營(4天) 露營、遠足、獨木舟、滑浪風帆及烹飪比
賽賽

理論課內容 中六:   運動及康樂管理、運動心理學

體適能及健康推廣

中七: 運動社會學 體育行政中七:   運動社會學，體育行政



經驗分享經驗分享:

如何能透過體育課以培育學生
的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



透過理論課推展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透過理論課推展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
力(例子一)

中三級理論課
課題：影響運動表現的生理因素

1.認識人體 (細胞-器官-系統名稱及層次)(L1)
例:各組肌肉名稱和骨骼關節名稱(L1)

2. 比較不同肌肉的種類 (紅肌及白肌纖維的分別(L2)
例:疲勞的原因(L2)例:疲勞的原因(L2)

3. 影響男女性運動員的生理因素(L2)
4. 工作紙之運用



透過理論課推展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力
(例子二)
中七理論課(運動社會學)中七理論課(運動社會學)

課題：探討影響體育運動發展的社會因素

分組討論及指出不同層面有關影響體育分組討論及指出不同層面有關影響體育
運動發展的因素(學校、社區和國家)
分組匯報有關意見及評論分組匯報有關意見及評論 (L3)



經驗分享: 如何能透過體育課以培育學生的
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 (例子三)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 (例子三)

中三理論課中三理論課
課題：體育課在教育過程擔任的角色

(Roles of PE in Education)

1 學生找出遊戲 運動和體育的定義和關係1. 學生找出遊戲、運動和體育的定義和關係

(L1-2)列出、比較和分類 (WS)

2. 理想中的體育課程 (分析不同學校背景、目標、資源

和制度對體育課安排的影響(L3) 搜集資料(校本和友校)和制度對體育課安排的影響(L3) 搜集資料(校本和友校)

3. 體育課的三個主要學習領域(認知、情感及身體活動)3. 體育課的三個主要學習領域(認知 情感及身體活動)



3. 經驗分享: 如何能透過體育課以培育學生
的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 (例子四)
中三級理論課中三級理論課

訓練法

1. 配對運動訓練的主要元素

2 體能 技能 智能 心理訓練和道德2. 體能、技能、智能、心理訓練和道德
培養的理論

3. 訓練原則的應用(設計間歇式訓計劃及
於田徑課時應用)於田徑課時應用)



經驗分享: 如何能透過體育課以培育學生的

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 (例子一)

中四級田徑課
技能課(跨欄)
1. 通過欣賞不同水平的比賽片段(學界至奧(
運比賽)

2.鼓勵學生提問各項技術問題

3. 實習/互相討論/比較

4. 分組完成工作紙及孼匯報4. 分組完成工作紙及孼匯報



透過技能課推展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力
例子二(例子二)
中三級：水上安全章

1. 目標

評核不諳游泳及沒有救生經驗的同學，能否採
用水上安全守則，以簡單方法拯救水上遇事者。

學生能列出水上安全守則及評估拯救方法。



中三級：水上安全章(推展批判性思考
能力能力)(Con’t)
學生能用竹竿、木棍、衣物或毛巾施以手學生能用竹竿、木棍、衣物或毛巾施以手
援。

學生能用拋出無負重之繩索、水泡及其他
浮物以拯救離岸六公尺之遇溺者。



中三級：水上安全章(推展批判性思考中三級：水上安全章(推展批判性思考
能力)(Con’t)

安放一名昏迷之溺者
(復原臥式)(復原臥式)



透過技能課推展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力透過技能課推展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力
(例子三)
中六級體適能評估測試中六級體適能評估測試

目標 通過分組進行各項體能測試 評估及提供目標: 通過分組進行各項體能測試，評估及提供
資料作為運動處方的設定。

1 測試內容:1. 測試內容:
3分鐘台階測試

手握力測試手握力測試

1分鐘仰臥起坐



中六級體適能評估測試 (推展批判性思中六級體適能評估測試 (推展批判性思
考能力(Con’t)

坐地體前伸

引體上升(曲臂懸垂)引體上升(曲臂懸垂)
身體成份

一哩跑一哩跑

血壓

2. 完成工作紙

根據測試結果資料，分組討論及解答有關問題



透過技能課推展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力透過技能課推展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力

(例子四) 急救學



透過技能及理論課推展學生的創造力透過技能及理論課推展學生的創造力

(例子一)( )
中六級體適能訓練

學生按已有知識(體適能要素)
設計一循環訓練計劃(作品)
並於體能訓課試行並於體能訓課試行。

完成後作出評估及檢討









透過技能及理論課推展學生的創透過技能及理論課推展學生的創

造力(例子二)( )

中三級理論課- 另類球類遊戲設計中三級理論課 另類球類遊戲設計

1.學生自行分組設計一項另類球類遊戲

2.組員負責不同崗位，設計、拍攝、介

紹和示範紹和示範

3. 課堂展示作品



透過技能及理論課推展學生的透過技能及理論課推展學生的
創造力(例子三)
中二級：體操課

1 同學觀察老師示範 不同動作1.同學觀察老師示範 不同動作

2. 分組練習個別動作及將有關自選動作

編成一循環

3. 各組派代表示範自選的串連動作3. 各組派代表示範自選的串連動作



透過技能及理論課推展學生的創透過技能及理論課推展學生的創
造力(例子三)(續)
各組互相觀察及給予意見及建議

討論過後 同學再次將循環動作示範一次討論過後，同學再次將循環動作示範一次

老師給予意見及改善方法

老師選出最具創意及技巧最好示範一次



推展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推展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
(例子四)

中六級：體育營
課程內容:
1. 四日三夜露營

2. 兩天滑浪風帆訓練

3. 一天獨木舟訓練3. 一天獨木舟訓練

4. 遠足訓練

5 烹飪比賽5. 烹飪比賽

6. 課程報告





遠足訓練 行程編定遠足訓練：行程編定

按指定座標定出計劃
路線

填寫行程計劃書

商討裝備清單商討裝備清單

地圖閱讀及指南針運
用用



遠足訓練 行進間的思考訓練遠足訓練：行進間的思考訓練

1.  行程進行間老師設
定不同處境 學生定不同處境，學生
需提供解決方法。

有隊員受傷/不適

迷路

天氣情況突轉壞

行山路段封閉行山路段封閉

隊員忘記帶食物



遠足訓練：行程間的思考訓練遠足訓練：行程間的思考訓練



水上活動訓練(滑浪風帆及獨木舟訓練)水上活動訓練(滑浪風帆及獨木舟訓練)



水上活動訓練(滑浪風帆及獨木舟訓練)水上活動訓練(滑浪風帆及獨木舟訓練)

活動及學習過程提供機會予解難、商討、
發問及思考

裝備的預備裝備的預備

觀察天氣情況

器材的組合及應用

技巧分析技巧分析



烹飪比賽烹飪比賽

營前會議

各組自定菜單各組自定菜單

設計菜式要合符要求

營養價值--營養價值

--味道

創意--創意

--份量

--時間

--合作





其他建議參考之活動及推展方法其他建議參考之活動及推展方法
(一) 食物營養資料閣



其他建議參考之活動及推展方法(二)( )
水陸運會場刊設計





其他建議參考之活動
及推展方法(三)及推展方法(三)
自製運動器材



總結及提問總結及提問



反思和總結反思和總結

趨勢

中學體育科課程發展趨勢以身體活動 情感表中學體育科課程發展趨勢以身體活動、情感表
達及智能和思考能力的推展為主要範疇。

位置位置

校本體育科課程以理論課及技能課令學生在三
個範疇都可以平衡發展 亦希望提供機會予學個範疇都可以平衡發展，亦希望提供機會予學
生培養批判性思考能力和創造力，從而提升體
育科的地位。育科的地位。

體育科堂數比一般學校多，可以利用較多不同
的課題推展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力和創造力。的課題推展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力和創造力。



作為學校的學科科目，要配合學校目標及公開
考試的要求 體育科的角色已改變(理論課的要考試的要求，體育科的角色已改變(理論課的要
求)
老師協助學生發展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可
採的行動:

---具完備的知識基礎，支援學生深入探討有關內
容

---接受學生的提問



---收集及聆聽學生意見，以學生的經歷及經驗作
為出發點為出發點

---鼓勵學生發問，質疑現有的信念、結構和做法

---給予學生時間和空間

---以學生為中心以學生為中心



多謝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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