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辛鴻宇老師(光明英來學校)

錢漢楷老師(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

教育局 體育組 / 香港教育學院 健康與體育學系

體育教師暑期學校2009

校本經驗分享研討會(小學組)

日期：二零零九年七月四日
地點：香港教育學院

此簡報只供學術及教學參考之用，不能作任何商業用途。





甚麼是學習 ?

(Rink, 2006)

在互動的過程中，透過經驗和訓練，學
生會有行為上的改變。



• 是一個測量與評核的綜合過程;整合測量的
資料，並對有關測量的資料作出評價。

(Hopple, 2005)

(Schiemer, 2000)

(Satterly, 1989)

(陳英豪、吳裕益，2001)

甚麼是評估 ?

• 透過搜集學生的學習成果，量度學生的學習。

• 需包括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每個片段。

• 是一個有系統的過程，這個過程用以收集、
分析和解釋學生的學習成果。



• 根據學生的學習目的及過程，建議採用多
元化的評估模式，進展性及總結性評估都有
助回饋師生，以調整施教，改善學習。

(課程發展議會，2001)

• 評估是透過收集學生的表現、測驗、考試
等方式，收集學生的知識、能力、價值觀及
態度等各方面的學習顯證。

(課程發展議會，2002)

甚麼是評估 ?



過往評估的作用是怎樣呢?

(林寶山，1998)

• 按排分班
• 排列名次
• 分配學校的學習資源
• 判別學生有否進步或退步
• 改善教學策略
• 補課或課後輔導



• 改進教學指示
• 編寫有效教學課程的一個指標
• 反映整體課程的有效程度
• 顯示學生的學習進度
• 排列名次

(Hopple, 2005)

為何我們需要進行評估 ?



缺點？

• 以考試為本的學習模式。

• 課程內容只以考試的內容為核心，有
否關注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各方面的表
現？

• 學生缺乏學習興趣、缺乏自信。

(林寶山，1998)



所以，我們認為評估的作用是：

• 收集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各方面的表現，以
量度及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

• 並非單單為給予學生一個無意義的分數或
符號，而是透過評估能反映學生的學習表現。

• 藉評估讓學生了解自己的學習表垷，給予
回饋，使學生能透過評估的回饋，檢視自己
的學習表現，並加以改善。



研究發現

並非單單為給予分數或排列名次。

據研究顯示，參與是次研究的學生當中，
有百分之九十四的學生對於體適能的觀念
與了解有明顯的改善。

(Roberts, Evans & Ormond, 2006)

而且，經過前後測的三班同學中，他們都
能透過評估的回饋，對他們的體能亦有所
改進。



(Roberts, Evans & Ormond, 2006)

透過了解自己的學習表現，游泳組別學生
的游泳時間較比之前快93秒。

基本能力班別的學生在1.5哩跑中，每名學
生平均時間也減少了61秒。

在體適能課程的學生問卷調查中發現，學
生經過這種學習模式後，對體育課的態度
變得正面。亦提升了他們對建立體適能活
動知識和參與活動的時間。



所以，

評估能對學生的學習起了重要作用。

從問卷調查中發現，學生能了解自己各方
面的學習表現，學習態度亦變得正面。

促進學習評估有助刺激他們的學習動機。



促進學習評估

事前有明確的學習目標。

學生應清楚了解評估內容。

評估時給予即時的回饋。

有具體、清晰的學習目標。

給予學生學習及努力的方向，發

揮自己應有的表現。

指導學生怎樣確定正確的表現。

(Weber, 2002) 



評分方法

評分準則指引

1.  評估內容要有一個標準

 是一個達標或反映個別標準表現的證據。

2.  用標準參照表現指標釐定成績。

 只要學生達指定標準，便可獲得相關等
級或分數。

 可避免學生之間的比較。

(Melograno, 2007)



3.  形成性評估要起重要作用。

 提供適當的評分準則。
 在學習過程中能指出學生應改善的地方。

4.  保留詳盡的學習紀錄，便於更新及參考

 學習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

(Melograno, 2007)

評分方法



5. 提供有質素的評估

 評估過程中學習的成果及行為被詳細地
紀錄。

6.  評估過程中要與學生為本

 讓學生參與其中，有助他們達致成功。

(Melograno, 2007)

評分方法



過往
 集中教授技巧。

缺點
 這方法旨在評估學生所學，對學習並非十
分有效。

 難以將技巧運用於比賽之中。

(Hopper, 2007)



• 透過領會教學法教導學生閱讀遊戲或
球賽的情況。

• 讓學生學習比賽的戰術，了解遊戲或
比賽的概念。

(Hopper, 2007)



照顧學習差異

• 旨在找出學生學得不好的原因，協助
他們作出改善。

• 相信每個學生都是獨特，並擁有學習
能力，利用評估進行學習更有助發展
生的潛能及多元智能。

(課程發展議會，2002)



在評估加入學習
的過程中，並給
予適當的回饋。

怎樣做才可使評估變為學習工具？



評估方法

教師評估

同儕評估

自我評估

(課程發展議會，2001，頁73)



評估方法

由教師評估學生

• 評核學生的技能

• 得出分數，印製成績表



評估方法
由教師評估學生

缺點：學生只有一個分數。

未能充份反映每個階段的
表現。

表現好的地方被忽視。

優點：處理方便、簡單，容易管理



評估方法

學生自評

• 培養學生自我反思能力

• 自我認同 / 肯定



評估方法
學生互評

• 培養學生的批判思考能力

• 加強學生溝通能力

• 提升學生與同學間協作
能力

• 教師可騰出更多空間照
顧能力較差的學生。



示例(一)

•自我評估

•同儕評估

•教師評估

中華基督教會基華小學─田徑(跨欄)



學生自評
進行時間：10分鐘

模式：學生反複練習，然後按自己的表現
在自評表裏作出評價。

學生表現：表現較上課時認真。

反覆檢閱自己的學習重點。



體育科田徑項目
自我評估表

姓名： (       ) 班別： 評估日期：
項目：跨欄 年級：六年級 範疇：欄間節奏技術(三步欄)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加上“”號

評估準則

自 我 評 估

完全做到 經常做到 有時做到 未能掌握

1 能以相同的擺動腿跨過兩組繩

2 跨過繩時，上身保持前傾

3 欄間三步保持速度，甚或提升速度。

4 能以三步跨過繩

5 動作輕鬆有節奏



同儕評估
進行時間：15分鐘

模式：兩人一組，一人反複進行練習，由
同伴從旁進行觀察，對學習重點作
出口頭評價，最後對觀察評價作出
總結，並填寫同儕評估表。

整體學生表現：表現較上課時更認真。

會因應同伴的評價盡量作出改善。



體育科田徑項目
同儕評估表

姓名： (       ) 班別： 評估日期：
項目：跨欄 年級：六年級 範疇：欄間節奏技術(三步欄)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加上“”號

評估準則

同 儕 評 估

完全做到 經常做到 有時做到 未能掌握

1 能以相同的擺動腿跨過兩組繩

2 跨過繩時，上身保持前傾

3 欄間三步保持速度，甚或提升速度。

4 能以三步跨過繩

5 動作輕鬆有節奏



小結

•學生對跨欄的欄間節奏有基本認識。

•發展學生的溝通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

•互評時，教師可從旁協助能力較差的
學生(照顧學習差異)。同組同學的協
可增加他們的成功感。



教師評核

進行時間：一教節

模式：按照指定路線完成



跨欄項目考核準則(Rubrics)

評估
重點

完全掌握
(4分)

經常做到
(3分)

有時做到
(2分)

未能掌握
(1分)

備註

1

能以相同的擺動
腿跨過每組繩

有1-2次未能以
相同的擺動腿
跨過每組繩

有3-4次未能以
相同的擺動腿
跨過每組繩

以輪換擺動腿
的方式跨過每
組繩

2

跨過每組繩時，
上身有明顯的前
傾動作

全程有1-2次上
身無明顯前傾
動作

全程有3-4次上
身無明顯前傾
動作

全程有5次或以
上完全無明顯
前傾動作

3

欄間的三步有保
持速度，甚或提
升速度

全程有1-2次未
能維持速度

全程有3-4次未
能維持速度

全程有5次或以
上出現速度
下降現象

4

全程能以三步跨
過每組繩

全程有1-2次未
能以三步跨過
每組繩

全程有3-4次未
能以三步跨過
每組繩

全程有5次或以
上未能以三步
跨過每組繩

5

全程動作表現輕
鬆及有節奏

全程出現1-2次
緊張及步數紊
亂的情況

全程出現3-4次
緊張及步數紊
亂的情況

全程出現5次或
以上出現緊張
及步數紊亂的
情況

(謝錫金、祁永華、譚寶芝、岑紹基和關秀娥，2003)計算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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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計算工具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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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二)

光明英來學校─跳繩







四年級跳繩課業









促進學習評估

給予學生即時回饋。

透過給予相關經驗的練習與訓練，師生間的
互動，可以改變學生的行為。

學生因全部或部份成功而獲得讚賞，能使學
生學習變得主動和積極。

總結



學習

回饋

了解自己的優點和不足之處

被肯定

主動學習

(課程發展議會，2001)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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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