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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文化？

 文化是指人類活動的模式以及給予這些模
式重要性的符號演繹出來，如文字、語言、
地域、音樂、文學、繪畫、雕塑、戲劇、
電影、體育等。

 不同的人對「文化」有不同的定義。

 客觀的說文化就是社會價值系統的總和。

(資料來源: 維基百科網頁)



文化的特點

1. 文化是共有的

2. 文化是學習得來的

(資料來源: 維基百科網頁)



文化是共有的

 是一系列共有的概念、價值觀和行為準則

 是使個人行為能力為集體所接受的共同標準

 文化與社會是密切相關的，沒有社會就不會
有文化

 在同一社會內部，文化也具有不一致性。例
如，男女、年齡、職業、階級等之間也存在
著亞文化的差異

(資料來源: 維基百科網頁)



文化是學習得來的

它不是通過遺傳而天生具有的

它可以透過不同模式的學習而獲得

(資料來源: 維基百科網頁)



學校體育如何建構社會文化

 全人教育：德、智、體、群、美

 在發展學生的五育上，學校體育提
供了很多的平台



課程宗旨

體育課程旨在幫助學生：

1. 學習體育技能，獲取相關的體育知識，
並養成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從而建立
積極、活躍及健康的生活方式。

2. 透過積極活躍的生活方式，促進身體健
康，提升體適能和身體的協調能力。

3. 培養正確的道德行為、判斷力和欣賞優
美動作的能力，並學會在群體生活中互
相合作。

4. 發展基本能力及培養自信心，以面對不
同的挑戰。

（課程發展議會，2002）



體育的六個學習範疇

1. 體育技能

2. 健康及體適能

3. 運動相關的價值觀及態度

4. 安全知識及實踐

5. 活動知識

6. 審美能力

（課程發展議會，2002）



體育課程的漸變

 由著重競技、體能，漸變為以培育
學生建立活躍健康生活方式，並培
養正確的價值觀及態度，以面對不
同的挑戰。

 文化教育、道德教育、群育及社交
技巧是現時體育教學其中的主要目
標



體育的社會文化層面

 第二學習階段目標之一（高小）： 「遵
守規則，公平競賽。」（課程發展議會，
2002，頁14 ）

 第三學習階段目標之一（初中）「在體
育活動中表現出適當的禮儀及體育精
神。」 （課程發展議會，2002，頁15）



體育的社會文化層面

 第四學習階段目標之一（高中）：「堅
毅、勇於面對困難的體育精神及其他個
人素質，轉移並應用於日常和社交生活
中。」（課程發展議會，2002，頁15）

 共通能力中之協作及溝通能力

 五種價值觀之「國民身份認同」，「尊
重別人」及其他個人素養如承擔等（課
程發展議會，2002）



學校體育在建立社會文化的重要性

學校體育是以下範疇發展的重要途徑

 社會發展（social development）
（Hellison, 2003; Hellison & Templin, 
1991）

 個人、社會及道德教育（personal, 
social and moral education）（Laker,
2001; Theodoulides & Armour, 2001）



學校體育在建立社會文化的重要性

 心理社會性發展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 (Lee, 1996)

 社會及德育發展 (socio-moral 
development) (Miller, Bredemeier & 
Shields, 1997)

 道德價值 (ethical value) (Reid, 1997)



透過學校體育建立社會文化的限制

1. 本地體育仍以技能學習所支配

2. 體育的社會文化層面之概念對部份同工
較為陌生

3. 體育課程專家並未能對體育的社會文化
層面等概念作出清晰的解釋（Gibbons & 
Bressan, 1991）



透過學校體育推展學生社會文化的限制

1. 體育教學多為教師主導較難發展學生
之社會文化教育

2. 以往的體育課程較少涉獵

3. 學生於體育情境中較少有機會進行社會
文化的探討

4. 體育教師在如何推展體育的社會文化層
面上欠缺平台和分享機會



如何透過體育推展社會文化

Hellison and Georgiadis (1992)

 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活動

 為學生提供不同的方法參與

 為學生提供鍛鍊領袖才能及合作機會

 鼓勵學生自我評量表現及情緒監控



如何透過體育推展社會文化

Torbert and Schneider (1986)
 選取，改良及設計可鼓勵協作及公平的

活動

 建立適合不同學生能力的挑戰

 避免汰弱留強的活動

 發展創新的得勝定義



教師觀念的改變

 著重社會文化教育於體育的培育

 創造力的教師及創意的教學

 願意及能策劃，組織及評鑑相關的學習經驗

 角式：啓發者，協調者而不是資料控制者

 對學生學習較少的干與

 對學生的社群發展及文化的認識有期望

 給予學生責任感的經歷



教學模式的改變

 分配較多的學生社群協作時間及研習機會

 由傳统以示範，重復練習，直接教學法轉
移至間接教學法

 採用促進社群協作及文化建立的教學形式

 設計社群協作促進社群協作的環境，學習
目標，經驗和方法



建立培育社群協作及文化的情境及先決條件

 建立「學生為中心」的學習環境及教學
模式

 多利用以學生相互教授，協作學習

 轉移學生對自己學習負上較多的責任

 建立較開放的學習環境

 能引發及接受另別人的意見，關愛他人



培育社會及文化層面的體育教學模式

 教學光譜： Style C 互惠式、Style E 包含
式、Style F 導引式（Mosston & Ashworth,
2002）

 領會教學法

 競技運動教育模式

 問題為本的學習

 專題研習的學習

 促進學習 評估及學習成果架構

 協作學習等



SPORTS EDUCATION MODEL

（競技運動教育模式）

創始人：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學者
西登托普（Siedentop）

基本概念: 建基於遊戲理論

強調學生自主學習和尊重個別差異

強調『全面參與』和『人人成功』



教育目標

社會心理方面
 培養學生領導、協作、承擔的能力和態度
 培養學生解難和判斷能力
身體方面
 培養學生運動技能和體適能
 提供學生參予活動的機會
 鼓勵學生參與課餘體育活動
認知方面
 使學生能欣賞、具批判地運用和分析戰術
 培養學生具創意地計劃及管理競技體育活
動

 培養學生的競賽精神和運動禮儀



教育特徵

 運動季（Season）

 團隊小組（Affiliation）

 正式比賽（Formal Competition）

 決賽時期（Culminating）

 成績紀錄留存（Record Keeping）

 慶祝活動（Festivity）



具體安排

分組方法

 兩班同學共分８組

 每組5人，有三組6人

組員角色

 球員：3人，其中一人為教練

 籌委：1人

 裁判：2人，其中一人為球員



各項工作安排

 球員：負責比賽，爭取佳績

 教練：負責球隊訓練工作，撰寫訓
練劃

 籌委：負責籌組各項比賽事宜，如
比賽賽程、獎品、開幕及閉幕禮等

 裁判：負責比賽中的裁判工作，預
備賽例和裁判法等



單元內容

 基本技術訓練

 簡單小組進攻戰術

 籌措比賽

 賽前訓練

 開幕禮

 分組比賽（3人籃球賽）

 頒獎及閉幕禮



行事曆

日期 內容

21/4 基本技術訓練+工作簡介

28/4 基本技術訓練+小組戰術

5/5 基本技術訓練+小組戰術

12/5 分組小組訓練

19/5 三人籃球賽（I）

26/5 三人籃球賽（II）



小組工作行曆

日期 內容

28/4

• 初步比賽安排，如賽制，開幕和閉幕禮事宜
• 三人籃球賽例
• 初步訓練內容

5/5
• 具體比賽安排，開幕和閉幕禮事宜
• 三人籃球賽例和裁判法

12/5 • 具體和落實訓練內容

19/5
• 三人籃球賽開幕禮
• 三人籃球賽（I）+ 裁判工作

26/5
• 三人籃球賽（II）+ 裁判工作
• 三人籃球賽閉幕禮



如何發展同學的社會文化

 同學須自行利用課餘時間分組商討有關
比賽的一切安排和細節：
 搜集有關比賽的資料

 搜集三人籃球賽的規則和裁判手號

 設計和撰寫比賽章程

 擬定比賽制度

 編寫訓練時間表及賽程

 訂定開幕和頒獎禮事宜

 草擬運動員誓詞

 撰寫訓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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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發揮同學的創意和批判思考

 每次課後均邀請同學對該課堂作出檢討
和回應

 學到甚麼？

 值得欣賞的地方？

 需要改善的地方？

 整個單元後的反思和訪談



評核

1. 同學反思檢討表

• 同學自我評核

• 同學/各組互評

2. 抽樣訪談

3. 攝影及攝錄（Record Kee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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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反思及各組互評結果

1. 大部分同學對採用此模式給予正面的評價

2. 懂得欣賞及肯定其他組別的工作

3. 他們認為最能學到的東西：

• 團隊協作/精神（32）

• 運動精神和態度（31）

• 籃球技術（7）

• 球例和裁判法（6）

• 籌措比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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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反思及各組互評結果（續）

4. 令學生們值得欣賞或滿意自己的地方

• 團隊及體育精神（9）

• 投入感（9）

• 籌委的工作（7）

• 比賽態度（6）

• 團隊合作（6）

• 教練表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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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反思及各組互評結果（續）

5. 學生們認為值得檢討或改進的地方

• 裁判工作（7）
•

• 比賽態度（6）

• 技能學習（5）
•

• 比賽事務：時間上的安排（5）
•

• 籌備工作（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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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訪談結果（正面體驗）

 一個特別而難忘的體驗
 過程很有樂趣和富挑戰性
 有難得的學習經歷，例如：籌措比賽，

學習到如何分工，裁判法
 原來「攪比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學習到怎樣與人合作，溝通，發揮團隊

精神
 比以前投入
 學習到服從裁決
 欣賞和多謝老師的指導



學生訪談結果（負面感覺）

 要交功課

 裁判差劣令我不服氣

 同學「打茅波」令我受傷

 教練未能指導我怎樣訓練

 太花時間組織比賽

 沒有學到甚麼東西



施行的限制和困難

 新教學模式的適應

 改變慣常的想法（paradigm shift）

 要照顧多方面的需要，如組織球賽、編
排賽程、訓練和裁判工作

 須用額外的時間去督導學生於指定日期
完成既定的工作

 比原先的編排延長了教節（6  to 10），
因而須調節其他單元的節數



此次課程設計的特色

 一個涵蓋面闊的教學模式

 師生共同分擔學習責任

 學生擔任多元化的角色

 分組形式進行活動及學習

 額外延伸的體育課

 因應當時情況而調節活動

 紀錄、公佈及保存資料

 頒獎或慶功活動



教師的角色及責任

1. 基本動作練習階段

• 角色：主導、教授者

• 責任：教授與評量學生的表現

2. 籌措比賽、分組練習、正式比賽與
慶祝儀式

• 角色：協助者

• 責任：提供比賽相關知識



評價和反思（學生方面）

1. 社會心理
• 承擔（不同角色）

• 發展共通能力

• 主動參與（課堂氣氛）

2. 身體
• 發展技能

3. 認知
• 了解規則及禮儀

• 籌組比賽的知識和事項

• 發揮創意



評價和反思（教師方面）

1. 角色上的改變

• 由主導者變成協助者

• 由教授與評量學生的表現到提供比賽相
關的知識

• 由積極主導活動到享受和欣賞比賽

2. 思想上的改變

• 學習「放手」，學習「信任」

• 改變舊有的教學模式，嘗試接受新事物

• 多著眼發展學生的社會文化



評價和反思（教師方面）

3. 行動上的改變

• 下放權力

• 著重同學間的溝通和協作

• 提供有關的資料和來源

• 多用時間作課餘的指導和討論

• 協助學生檢討和反思



總結

 今次的嘗試屏棄了以往傳統的教學模式，
著重要求同學多作思考，嘗試和創作

 同學於籌備期間多了交流和溝通，增強了
彼此間的協作和了解

 將從不同的渠道搜集回來的資料，將它整
理和組織，藉此發展同學的理解和批判能
力

 在組織比賽的過程中，同學發揮了創意，
設計和撰寫比賽的章程，訓練計劃和賽
程……



總結（續）

 在社會文化的建立上，教師要求同學學習
彼此欣賞、反思並檢視自己的表現

 在籌組和進行比賽的過程，同學們體驗到
比賽所傳遞的重要價值，如服從裁決、尊
重他人、公平競賽、責任感、關愛、接納、
堅毅、勇敢、協作、溝通、體育精神……

 教師由過往主導者到現在的協助者，在課
程設計有嶄新的體驗和了解到發展學生社
會文化的重要和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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