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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能力共通能力

• 協作能力 Collaboration Skills協作能力 Collaboration Skills
• 溝通能力 Communication Skills
• 批判性思考能力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批判性思考能力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 創造力 Creativity
運用資訊科技能力• 運用資訊科技能力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kills 

• 運算能力 Numeracy Skills
• 解決問題能力 Problem Solving Skills
• 自我管理能力 Self Management Skills
• 研習能力 Study Skills



思考模式是怎樣的思考模式是怎樣的思考模式是怎樣的？思考模式是怎樣的？

什麼樣的人具批判性思考能力？什麼樣的人具批判性思考能力？什麼樣的人具批判性思考能力？什麼樣的人具批判性思考能力？

批判性思考有何重要批判性思考有何重要批判性思考有何重要？批判性思考有何重要？



批判性思考有很多不同的學派：

- 批判性思考是讓個人具「質疑的能力」

批判性思考有很多不同的學派：

批判性思考是一種獨特的認知技能

」
及「理性思考的能力」

- 批判性思考是一種獨特的認知技能，
是一種反思的能力

(課程發展議會 2002)(課程發展議會 2002)



簡單而言 批判性思考並非是 狂妄簡單而言 批判性思考並非是 狂妄簡單而言，批判性思考並非是「狂妄簡單而言，批判性思考並非是「狂妄
質疑的個性」，而是「謙和論證的方質疑的個性」，而是「謙和論證的方」」
法」；要求以全面、多角度的方式理法」；要求以全面、多角度的方式理
性了解問題，並不是只會盲目亂找錯性了解問題，並不是只會盲目亂找錯性了解問題 並不是只會盲目亂找錯性了解問題 並不是只會盲目亂找錯
處，卻不知如何作出有建設性的判斷。處，卻不知如何作出有建設性的判斷。



具有批判思維的人之特徵具有批判思維的人之特徵具有批判思維的人之特徵具有批判思維的人之特徵
Characteristics of Critical ThinkerCharacteristics of Critical Thinker

•• 具備謙遜求知的情操具備謙遜求知的情操 Intellectual Humility
•• 勇於挑戰既有的觀念勇於挑戰既有的觀念 Intellectual Courage
•• 懂得代入他人的角度懂得代入他人的角度 Intellectual Empathy懂得代入他人的角度懂得代入他人的角度 te ectua pat y
•• 堅守內外一致的標準堅守內外一致的標準 Intellectual Integrity
凝聚堅持不懈的精神凝聚堅持不懈的精神 I t ll t l P•• 凝聚堅持不懈的精神凝聚堅持不懈的精神 Intellectual Perseverance

•• 祟尚理性求真的態度祟尚理性求真的態度 Confidence in Reason
•• 擁有獨立思考的能力擁有獨立思考的能力 Intellectual Autonomy



批判思考的重要性批判思考的重要性

•• 培養學生論証的能力培養學生論証的能力•• 培養學生論証的能力培養學生論証的能力

•• 增強獨立思考能力增強獨立思考能力

•• 減低盲目接受資訊的危險減低盲目接受資訊的危險

•• 公民教育的一個重要部份公民教育的一個重要部份•• 公民教育的一個重要部份公民教育的一個重要部份

•• 增強判斷和決定能力增強判斷和決定能力

•• 提昇對各學科所採用的思考方法的理解提昇對各學科所採用的思考方法的理解

批判思考方法在日常生活亦十分重要批判思考方法在日常生活亦十分重要•• 批判思考方法在日常生活亦十分重要批判思考方法在日常生活亦十分重要

•• 有助培育創意思考有助培育創意思考



什麼樣的人有創造力？什麼樣的人有創造力？什麼樣的人有創造力？什麼樣的人有創造力？

創造力的本質是什麼？創造力的本質是什麼？

如何培養創造力？如何培養創造力？



什麼是創造力？什麼是創造力？

課程發展議會 2002 



創造力的六項資源創造力的六項資源

1. 智慧智慧 --有三個主要的功能：綜合、分析、實用

2. 知識知識 -- 要有創造力，必須有正式和非正式的知識
來幫助你適應環境來幫助你適應環境

3. 思考風格思考風格 -- 不是智慧的能力，而是一個運用我們
既有智慧的方法既有智慧的方法

4. 人格特質人格特質 -- 有信心，有勇氣為理想而戰，就會有
機會為自己的創意打一片天下

5.5. 動機動機 -- 是做事的驅動力5.5. 動機動機 是做事的驅動力

6.6. 環境環境 -- 一個鼓勵和看重創造力的環境對創造力
是有利的



發展學生創造力的基本原則發展學生創造力的基本原則

要求學生超越已有的訊息要求學生超越已有的訊息

發展學生創造力的基本原則發展學生創造力的基本原則

•• 要求學生超越已有的訊息要求學生超越已有的訊息

•• 給予學生思考時間給予學生思考時間給予學生思考時間給予學生思考時間

•• 肯定他們在創造方面所作的努力肯定他們在創造方面所作的努力

培養具創意的態度培養具創意的態度•• 培養具創意的態度培養具創意的態度

•• 看重創意的特質看重創意的特質

•• 提供有利創造力發展的環境和機會提供有利創造力發展的環境和機會



目標目標//定位定位目標目標//定位定位

讓學生從學習各種運動技能和知識中，養成積極
參與的態度、培養對體育活動的興趣和經常運動
的習慣；強身健體之餘，亦可加強學生在群體中
與別人合作的關係；提高判斷的能力、創造力和
欣賞動作的美態。



針對發展學生的針對發展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力批判性思考能力和和創造力創造力方面方面

II 體操課程體操課程

(A)(A) 課程設計課程設計

I.I. 體操課程體操課程
中一/中二：教授學生一些自由體操和平衡木的基本動作，

並介紹一些動作的組合，讓學生能掌握一些有關
體操的基本知識

中三/中四：鼓勵學生把已有的知識加以分析、比較和分類，
並自我創作一套自選動作 (自由體操/平衡木)並自我創作一套自選動作 (自由體操/平衡木)

II.II. 球類課程球類課程
中一至中四：在分組對賽中，鼓勵學生把學會的技巧和戰略，

靈活地運用出來；並針對對方的弱點作出適當
的戰略變化

IIIIII 專題研習課程專題研習課程III.III. 專題研習課程專題研習課程
中六：-- 教授學生一些有關研習題目的基本概念

-- 要求學生設計一套訓練計劃
-- 鼓勵學生應用已掌握的知識和概念於實際運動中，

並加以分析和推斷，透過實踐去引證理論



IV.IV. 舞蹈課程舞蹈課程
中一：-- 教授學生一些基本土風舞舞步，並簡單介紹一些

民族舞蹈的風格和服飾
-- 鼓勵學生分組創作，按自己組的喜好於三首指定鼓勵學生分組創作 按自己組的喜好於三首指定

的舞蹈音樂中選擇其一，進行編舞，並於課堂中表演

VV 健美操課程健美操課程V.V. 健美操課程健美操課程
中二至中四：-- 教授學生七個健美體操基本步法和動作要點，

並講解健美操的特點
鼓勵學生分組創作 按自己組的喜好揀選合-- 鼓勵學生分組創作，按自己組的喜好揀選合
適的音樂，配合指定的動作組合編排多變的
隊形，並於課堂中表演隊形 並於課堂中表演

(B)(B) 評估模式評估模式

1. 在體操、舞蹈/健美操和田徑課程中進行學生同儕互評

2. 透過學生互評，進行總結和分析，可發展學生的批判性
思考能力思考能力



1. 老師的老師的角色角色 ---- 啓發者啓發者而不是資料控制者而不是資料控制者

2. 老師的老師的態度態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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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對學生學習給予較少的干預對學生學習給予較少的干預對學生學習給予較少的干預對學生學習給予較少的干預
---- 願意組織及評鑑相關的學習經驗願意組織及評鑑相關的學習經驗
---- 給予學生思考的責任給予學生思考的責任
---- 對學生對學生的批的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有期望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有期望

33 老師的老師的教法教法 ---- 嘗試將直接教學法轉移至嘗試將直接教學法轉移至間接教學法間接教學法
老師要作的調適老師要作的調適…………

3. 3. 老師的老師的教法教法 ---- 嘗試將直接教學法轉移至嘗試將直接教學法轉移至間接教學法間接教學法
---- 分配較多的學生思考時間及研習機會分配較多的學生思考時間及研習機會
---- 設計設計促進促進批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環境及課業環境及課業
---- 採用促進探究的教學形式採用促進探究的教學形式

44 老師的老師的策略策略 ---- 鼓勵學生創作鼓勵學生創作，並分析，並分析動動作的質素作的質素4. 4. 老師的老師的策略策略 鼓勵學生創作鼓勵學生創作 並分析並分析動動作的質素作的質素
---- 讓讓學生參與報告學生參與報告以鞏固自己的設計及創作以鞏固自己的設計及創作
---- 讓學生根據準則作讓學生根據準則作同儕互評同儕互評

鼓勵學生鼓勵學生相互教授相互教授 協作學習協作學習---- 鼓勵學生鼓勵學生相互教授，相互教授，協作學習協作學習



示例一示例一

單元：單元：專題研習

對象：對象：中六級學生

題目題目 運動生物力學題目：題目：運動生物力學

背景：背景：本校於前年參加了教育局體育組舉辦的背景：背景：本校於前年參加了教育局體育組舉辦的
《在中學高年級介紹生物力學》種籽計劃，
並在中六級進行專題研習，鼓勵學生應用並在中六級進行專題研習 鼓勵學生應用
生物力學的知識，分析田徑項目的動作技
巧，亦要求學生完成口頭及書面報告。學
校攫取是次種籽計劃的經驗，於翌年設計
校本之專題研習課程



目的：目的：在中六的體育科進行跨課程之專題研習，目的目的 在中六的體育科進行跨課程之專題研習
讓學生應用物理科學會的知識及參考師兄
師姐們的書面報告資料來設計一個田徑訓
練計劃，從而改善運動員的表現，希望學
生能透過實踐去引證理論，加深他們對田
徑運動的認識，更藉此發展學生的共通能
力，培養他們正確的價值觀和態度。



同學已掌握田徑項目的基本技能假設假設 ---- 同學已掌握田徑項目的基本技能
-- 理科生對基本的力學概念巳有一定的掌握

同學巳掌握運算及運用資訊科技的能力

假設：假設：

-- 同學巳掌握運算及運用資訊科技的能力
-- 同學明白骨骼及肌肉的組織及功能

研習要求：研習要求：-- 同學須自行設計一套田徑訓練計劃
訓練對象是學校丙組校隊運動員-- 訓練對象是學校丙組校隊運動員

-- 同學須於上學期繳交訓練計劃書
-- 同學須於學界田徑比賽前跟受訓運動員進行同學須於學界田徑比賽前跟受訓運動員進行

所訂定之訓練計劃
-- 同學須於下學期繳交以簡報形式完成的書面

報告，並作口頭匯報 (限時5分鐘)



上學期繳交訓練計劃書佔體育科中期考試評估標準：評估標準：-- 上學期繳交訓練計劃書佔體育科中期考試
成績的20%
訓練計劃書必須包括題目 訓練方法---- 訓練計劃書必須包括題目、訓練方法、
所需用具、安全措施、預期成果及參考文獻

---- 將受訓運動員之校內陸運會及學界田徑比賽
的最佳成績作比較，按進步的百分比給予分
數 佔終期考試成績的10%數，佔終期考試成績的10%

---- 書面報告及口頭匯報佔終期考試成績的10%

---- 書面報告的評核標準包括評估學生對理論及概
念的理解和應用、數據分析、準確度、團隊合

---- 口頭匯報須著重討論及分析預期及實際結果之

作及文字表達素質等

差異



推行細則

1010月月 ※ 為了照顧同學的學習差異(文科班的同學只在(
初中修讀過物理科)，老師會利用兩課節簡單
介紹有關生物力學的概念，讓文科班的同學
也有基本的掌握 同時亦向學生講解如何運用也有基本的掌握，同時亦向學生講解如何運用
MVA電腦軟件去分析動作

※ 利用兩課節讓學生進行實習，攝錄動作片段，

嘗試應用電腦軟件加以分析

10-11月 ※ 讓學生自由分組(每組6人)，但每組最少要
有兩名理科學生﹝照顧學習差異﹞有兩名理科學生﹝照顧學習差異﹞

※ 讓每組學生按自己的興趣選擇田徑訓練的項目

※ 每組學生須設計一套訓練計劃※ 每組學生須設計一套訓練計劃



推行細則

※ 同學須繳交他們的訓練計劃書(最多兩張A4紙)1111月尾月尾

※ 老師就每組選擇的項目，安排受訓之運動員
供各組抽籤，決定訓練的對象

1212月至月至11月中月中 ※ 各組同學跟接受訓練的運動員進行其
設計的訓練計劃

※ 同學可利用課餘時間進行訓練

※ 在訓練過程中遇到困難，同學可向老師尋求※ 在訓練過程中遇到困難 同學可向老師尋求
支援

11月尾月尾 受訓運動員參加學界田徑比賽11月尾月尾 ※ 受訓運動員參加學界田徑比賽

55月中月中 ※ 同學須繳交專題報告及於課堂中作口頭匯報55月中月中 ※ 同學須繳交專題報告及於課堂中作口頭匯報



如何發展學生的創造力如何發展學生的創造力

同學們須完成專題研習報告，報告得分計算在體育科
分數內，而他們亦想取得好成績 ((動機動機))分數內，而他們亦想取得好成績 ((動機動機))

老師讓學生自由分組及自選項目，設計訓練計劃，自
我調節訓練的進度；並清楚說明評量的準標 ((環境環境))我調節訓練的進度；並清楚說明評量的準標 ((環境環境))

同學須掌握基本力學概念及電腦軟件的應用 ((知識知識))

同學須將已有的知識和理論加以分析、綜合和應用，
建立假設，以多角度思考問題 ((智慧智慧))

同學們可就自己的興趣和所長去研究方法改善運動員
的表演，設計合適的訓練計劃 ((思考風格思考風格))

在設計和進行訓練的過程中，學生須與其他同學作有
效的溝通和討論，要具勇氣面對障礙、接受挑戰和對
自己有信心 ((人格特質人格特質))自己有信心 ((人格特質人格特質))



如何發展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力如何發展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力

同學須掌握力學的知識，並應用有關的理論去分析同學須掌握力學的知識 並應用有關的理論去分析
田徑運動的技巧；就自選的田徑項目，設計一套訓
練計劃。

實踐訓練前，同學須利用已有知識作出比較、判斷
及建構假設，為自訂的計劃定立目標。

在進行訓練的過程中，同學會對理論的準確性進行
質疑和探究，並作出判斷，從而建立自己的觀點。質疑和探究，並作出判斷，從而建立自己的觀點。

完成計劃後，同學須綜合訓練所得的成果，加以分析
和評論 並解釋未達標的原因和評論，並解釋未達標的原因。



具體學習成效具體學習成效

透過這課程，同學們學會：

與別的同學相互教授，協作學習，取長補短

將理論和實踐作適切的比較將理論和實踐作適切的比較

配合要求，按實際所需，發揮創意，
自由設計合適的訓練計劃自由設計合適的訓練計劃

作出假設及訂立標準

理解知識，並應用已有知識於田徑運動中

分析訓練結果及解釋其成功/失敗的原因分析訓練結果及解釋其成功/失敗的原因

清晰簡要地表達自己的意見



示例二示例二

單元單元：健美操

示例二示例二

對象對象 中二至中四級的女同學

單元單元：健美操

對象對象：中二至中四級的女同學

背景背景：學校多前來巳有舞蹈課程，並安排學生
作分組編舞考試；而近幾年還進行同儕
互評。由於本校體育老師於去年參加了
體育教師暑期學校之健美操工作坊，所
以在今年便嘗試引入健美操課程於校本
體育課程中。



目的目的： 讓學生有機會涉獵不同類型的活動，在
課堂中教授健美操獎勵計劃之銅章考試
動作，鼓勵同學持續進行健美操，從而
改善她們的身體質素，強身健體。
此外 透過考試讓同學學會與別人溝通此外，透過考試讓同學學會與別人溝通
及合作，共同發揮創意，培養審美能力
和批判思考能力 從而加深她們對健美和批判思考能力，從而加深她們對健美
操的認識和掌握。



考試要求考試要求 同學須選擇自己喜愛及合適的音樂考試要求：考試要求： -- 同學須選擇自己喜愛及合適的音樂
-- 同學須配合音樂，將整套考試動作跳兩次
-- 同學須自行編排不同的圖案/隊形同學須自行編排不同的圖案/隊形
-- 同學須自創開始和完結的定型

-- 佔體育科考試成績的20%
分別由教師評核(佔65%分數)及

評核標準：評核標準：

-- 分別由教師評核(佔65%分數)及
同學評核(佔35%分數)

-- 評分標準包括同學的舞步、定型、音樂評分標準包括同學的舞步 定型 音樂
選材、團隊合作、隊形變化、整體表現
等方面

-- 在同儕互評中，同學須選出受評核組別
的最佳表演者，並須於評估表格上填寫
最少三項評語最少三項評語



推行細則

※   利用大約半課節簡單介紹有關健美操的理論

推行細則

※   利用大約三課節教授健美操獎勵計劃之銅章
考試動作

讓學生自由分組 (每組4 6人)

考試動作

※   讓學生自由分組 (每組4-6人)

※ 給予學生約一個月的時間為考試作準備※   給予學生約一個月的時間為考試作準備

※ 於考試前的體育課，老師會將熱身運動部份加※    於考試前的體育課，老師會將熱身運動部份加

插健美操的考試動作，讓學生可重溫有關步法

的重點及次序的重點及次序



推行細則

※    於考試當天，每組同學必須帶備自選的

推行細則

音樂CD，並進行抽籤決定表演的次序

※ 老師進行評估的同時，會將同學的表演拍攝下來

※ 每組同學均須進行互評，並填寫評估表

※    老師進行評估的同時，會將同學的表演拍攝下來

※    每組同學均須進行互評 並填寫評估表

※ 考試完結後，老師會跟同學進行檢討，並公※    考試完結後 老師會跟同學進行檢討 並公
佈同學互評的分數及評語

※    老師接納同學於比較後而作出的評分調整



考試片段考試片段考試片段考試片段

中二級中二級

中三級中三級中三級中三級

中四級中四級



如何發展學生的創造力如何發展學生的創造力

同學們要應付健美操考試，而她們亦想取得好成績
(動機)(動機)

老師要求學生自由分組，共同創作，並清楚說明評
量的準標 亦較少干預學生的創作 (環境)量的準標，亦較少干預學生的創作 (環境)

同學們須掌握基本步法及音樂選材的要求 (知識)

分組配合音樂創作不同的隊形 並將已有的知識加分組配合音樂創作不同的隊形，並將已有的知識加
以分析、綜合和應用 (智慧)

同學們可就自己的風格和所長去選擇喜好的喜樂，
創作出不同的定型和多變的隊形 (思考風格)

在創作的過程中，同學須與其他同學作有效的溝通，
要具面對困難時的堅持、接受新經驗和對自己有信心
(人格特質)(人格特質)



如何發展學生的批判性思考如何發展學生的批判性思考

在創作的過程中，同學們已運用了不同層次的思考在創作的過程中，同學們已運用了不同層次的思考
方法去建立自己的觀點。

透過觀看同學們的表演，學生能指出步法是否正確。

在互評的過程中 同學必須理解評估的要求 客觀在互評的過程中，同學必須理解評估的要求，客觀
分析同學的表現，並作出合理的評論。

同學須按評量標準填寫評核表格，並能作適當的比
較，從而判斷出表現最佳的同學。



具體學習成效具體學習成效
透過這課程，同學們學會：

與別的同學溝通 進行討論 並達至共識與別的同學溝通，進行討論，並達至共識

發表自己的見解，接納別人的意見，並作多角度
的分析和比較的分析和比較

就自己的興趣，配合要求，作出選擇

發揮創意，創作多變的圖形/隊形

分析動作的質素和隊形的變化分析動作的質素和隊形的變化

根據準則作出評鑑

掌握基本步法的要求，並持續練習

欣賞同學的表演，並給予客觀及正面的評語欣賞同學的表演，並給予客觀及正面的評語



教學反思教學反思

學生有無窮的創意，特別在他們有與趣的範疇上

老師須營造一個輕鬆愉快的學習環境，激發學生的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

學生重視別人對他們創意的認同，故老師宜多加讚賞學生

現今的學生較繁忙(應付測驗、其他科的專題習作和課外
活動等)，老師宜給予他們較充裕的時間來發揮創意，讓活動等)，老師宜給予他們較充裕的時間來發揮創意，讓
他們享受創作的過程，並不是為「交差」而草草了事

在明確的指引下，學生是可以根據準則作出客觀且正面
的評鑑，故老師可就學生的能力而訓練他們不同層次的
思考思考



教學反思教學反思

參與口頭匯報/表演可提供同學與別人分享成果的機會，
同學們都積極投入活動中

讓學生進行互評，可加深他們對技巧的認識和掌握，
亦可培養他們的審美能力亦可培養他們的審美能力

在專題研習方面，學生們各有各忙，較難配合時間進行
定期訓練，老師可考慮早些安排受訓運動員予各組別，定期訓練，老師可考慮早些安排受訓運動員予各組別，
方便他們盡早訂定訓練的時間表

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力和創造力是需要心思和時間，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力和創造力是需要心思和時間，
而且沒有特定途徑可依循而且沒有特定途徑可依循

老師可遁序漸進於課程中滲入啟發學生思維和創意的元素，老師可遁序漸進於課程中滲入啟發學生思維和創意的元素，
建立學校文化建立學校文化建立學校文化建立學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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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各同工繼續努力，協助學生發展他們願各同工繼續努力，協助學生發展他們願各同工繼續努力，協助學生發展他們願各同工繼續努力，協助學生發展他們
的共通能力，並好好裝備自己去的共通能力，並好好裝備自己去
面對教育改革和未來的挑戰！面對教育改革和未來的挑戰！面對教育改革和未來的挑戰！面對教育改革和未來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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