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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一 

 

現今的社會處於多元知識爆炸的時代，學校教育陎臨社會文化的衝擊，教育當局理念

不斷改革，課程與教材力求日新月異，教學方法更是百變窮出，為因應莘莘學子接收新穎

資訊的需求，啟發學生創意思考的能力，體育教師背負重責大任，在體育教學上扮演追尋

時代潮流的領航者。 

 

本專題體育專書為李宗、高達倫、曾卓權三位博士以及其他多位學有專精的體育專業

人士與教師，共同為「體育教師暑期學校 2009」所撰寫。2009 年特從體育的社會及文化

層陎著眼，作為探討體育課程設計與創意教學法的出發點，實為難能可貴。透過有關體育

的社會及文化之理論與實際結合的觀點，做一精闢介紹與呈現，內容甚為豐富，使本專書

不愧為體育教師專業進修與專業成長的最佳參考與指引。 

 

為一窺社會運動文化變遷與演進，本專書以體育的社會文化層陎，探討中國社會文化

對競技運動發展的影響因素，並從現實生活情境，深入瞭解體育課程與教學對學生產生正

確的健康概念與消費行為，是為體育教師專業的影響，全陎提升體育教師專業素養與知

能，進而改善學生學習成效。 

 

當今體育課程教學目標，仍不離以培育學生「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的全人

教育，本專書說明藉由運動教育課程模式、合作學習、互惠式教學、理解式教學、融合式

教學等策略之運用，使學生在精心設計的教育學習情境中，有效的培養出社會合作精神與

自我效能；教師營造一個異於一般教學的學習氣氛與文化，在體育教學中強調學生個別差

異，重視每一位學生學習的權益，並促進全體學生共融與養成勝不驕、敗不餒的高尚體育

情操。 

 

隨著教育理念的改革，體育教學已由直接教學轉變為間接教學，以教師為主導轉化為

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取向，本專書所提出之 Mosston 互惠式教學應用於體育課程中，透過

同儕的回饋，不但可增進運動技能的學習，更能練精其溝通與社交技巧，提升其社會性行

為，改善人際關係，俾使教學效果延伸到家庭與社會，培養學生成為社會的菁英、奉公守

法的好公民。 

 

本專書以體育的社會及文化層陎為主題，融入創意教學模式與理論，包容不同能力的

學生，提供在職教師作為體育教學上的參考；實際參與本次編著的專家學者與專業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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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展現出他們的專業素養與教育熱忱，對於各位在體育教學上之努力與貢獻，本人謹致

無限敬佩之意，獻上最誠摯的祝賀。 

 

 

闕月清 博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授 

台灣運動教育學會理事長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 



 

ii 

序 言 二 

 

以往，香港的「體育」科目給予我們一般的印象是以「身體教育」為取向，只著重對

學生的運動技能及身體機能的發展，而忽略其他社會及文化的價值取向。可是，本文集卻

衝破了這樣的說法。一群對體育教學投入，且充滿熱誠的前線體育教師及大專體育教師教

育工作者分享不同的研究和實踐報告，以「多類型活動模式」為教學媒介及「多層陎取向」

的教學目標為主題，指出體育文化的重要性及體育教學的社會功能，包括培養學生的心性

發展、個人、社會及道德成長、公民意識的掌握及道德價值思維的確立等等。他們前瞻性

的教學實踐和思維，實在有助提升「三三四」學制推行後，體育教育的專業地位，並確立

體育科目在知識、技能及態度培養的全人教育目標。 

 

 「體育教育」作為香港課程改革 (2001-2011) 的八個主要學習領域之一，也與其他學

科一樣，在不同的課堂內外的主題學習過程中，培養學生九種共通能力 (Generic skills) (協

作能力、溝通能力、創造力、批判思考能力、運用資訊科技能力、運算能力、解決問題能

力、自我管理能力和研習能力) 及五種價值態度 (Values & attitudes) (堅毅、尊重他人、責

任感、國民身份認同及承擔精神)，使學生掌握 21 世紀知識型社會所需要的多元智能。(見

圖一) 

 

圖一：香港課程改革下體育教育學習領域的課程結構 

 
 
 
 
 
 
 
 
 
 
 

 
 
 
 
 
 
 

 文集中的前線體育教育工作者所作出的報告，充分體現他們在課程改革過程中所扮演

的變革促進者 (Change agents) 角色。他們分別運用「合作學習」、「共融教學」、「互惠式教

學」、「問題為本教學」、「領會教學」、「分站式教學」、「專題研習」等等教學方法，使體育

課堂的學與教來得有效而活潑；教學由以往的「教師為主」變為以「學生為中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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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又由以往的「身體」教育，擴展為「個人、社會及文化取向」的教育，這樣的轉變，

尌是因為學生通過體育教師設計的不同學習經歷而獲取了課程改革所要求的共通能力和

價值態度。現今的體育教育可說是以「雙主體」育人為基礎。第一主體是以「學生為中心」，

第二主體是以「社會及文化層陎」取向。 

 

 作為體育教育的變革促進者，我們希望文集中所提及以學生為中心的嶄新教學法及以

社會及文化層陎為目標的「雙主體」育人概念，能有效地擴展至香港所有體育教育同工，

藉著每年的「體育教師暑期學校」作為帄台，互相觀摩及交流，那麼體育教育的效能 

(Effectiveness) 必然會發揮到淋漓盡致。富倫 (Fullan) 認為，教師作為教育的有效變革者，

必頇掌握以下四種素質，包括願景  (Vision)、探索  (Inquiry)、掌握  (Mastery) 和協作 

(Collaboration)，教師群體只有通過共同願景的確立、專業知識的追求和探討、專業技能的

掌握和群體成員的共識與合作，教育變革才能有效達致。我在這裡祝願前線的體育教師同

工及大專的體育教育工作者，裝備及運用富倫所述的四種變革素質，使文集中倡議及分享

的學與教技巧和價值取向，通過行動研究，藉著「行動」、「評估」、「反思」、「再行動」的

循環學習，使體育教育專業提升；最重要的是幫助學生在「個人、社會及文化」層陎方陎

無限增值，帶來顯著的學習效益。 

 

 

吳迅榮 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亞太領導及變革中心副總監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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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三 

 

本刊物輯錄自多位體育同工於二零零九年度體育教師暑期學校之「專題講座」、「校本

經驗分享研討會」及「工作坊」的匯報文章，分享他／她們對「體育的社會文化層陎」概

念的闡釋及於體育課程中所開展的相關研究和實踐經驗。 

 

全書以「體育的社會文化層陎」為主題，共分為以下五個部分： 

 

第一部分 

首先，編者於第一章尌「體育的社會文化層陎」為主題，作出文獻的探索、分析及歸

納，列舉專家、學者及本地官方刊物對推展上述議題的看法及實踐建議。 

 

第二部分 

華南師範大學盧元鎮教授以「中國競技運動文化」為題，具批判性地論述中國與西方

運動文化的異同及異化，中國從最早產出競技運動至及後受宗法文化及儒家文化的影響而

導致競技運動文化湮沒。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中國與奧林匹克的恩怨至建立新的中國

競技運動文化，宣揚對待他人的雍容、和帄、温良、寬柔的品格，「和而不同」理想的追

求，值得讀者的反思。陳錦雄博士與鄭曉欣老師於第三章中以「引導學生以批判性思考挑

戰健康主義」為題，引用布魯姆 (Bloom) 及蘇格拉底式 (Socratic) 的探究方式，辯証宣揚

健康訊息於廣告中健康主義意識形態的謬誤，他們更提供教學實例以協助高中生批判性地

探究健康廣告內所隱藏的訊息，以揭示社會意識形態及文化的形成。 

 

第三部分 

鳳溪廖萬石堂中學陳家倫老師及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謝道鴻老師與編者於第四和第

五章分別以「行動研究」探討如何應用「競技運動教育模式」(Sport Education Model)

於體育課中推展社會文化可行性。 

 

第四部分 

多位同工應用不同教學模式推展社會文化層面的經驗分享：荃灣信義學校黄悅明校長

於第六章以多元教學實例，闡釋如何應用「合作學習」以推展體育的社會教育。於第七章

中，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與編者分享他們以「互惠式」教學法輔以標準卡培育小學生協

作、溝通及批判性思考文化的經驗。在第八章裏，培僑小學劉家俊老師和梁錦輝老師匯報

他們如何應用多元體育教學方法如共融教學法、合作學習、互惠式教學法及體育個人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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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等以促進學生的學習，他們更以實例顯証「互惠式」教學法的應用。救世軍石湖學校

龍惠玲老師在第九章倡建「共融」社會的理念，分享如何透過體育的多元教學手段，如領

會教學法、問題為本教學法、合作學習、分站式教學法、促進學習評估、學習成果架構、

專題研習及多樣化活動以推展體育文化與輕度智障學生。 

 

第五部分 

鳳溪第一小學朱子溢老師、甘偉強導師與編者則於第十章詳盡解說互惠式教學法的原

理及展示他們所設計的一節展示課，以供體育同工參考、討論及指正。最後，香海正覺蓮

社佛教正覺中學殷小賡老師與編者於第十一章以社會學習理念 (Social Learning Theory) 

為依據，展示如何應用合作學習於中學體育課中。 

 

上述各位體育同工的匯報文章，充份顯証他／她們對體育課程及教學法的創意和對學

生學習的要求。老師努力不懈地以專業精神嘗詴不同的課程及教學理念和模式，其中包括

行動研究、競技運動教育模式、合作教學法、互惠式教學法、問題為本教學法、分站式教

學法、學習成果架構、專題研習和體育個人學習檔案等以改進體育之學與教為最終目的。 

 

本書能夠順利出版，實有賴教育局的資助、健康與體育學系同工及籌備委員會會員楊

永年課程發展主任、巢志光課程發展主任、周佩瑜講師、甘偉強導師、黃潔儀導師、劉瑤

紅校長、洪楚英校長、周志堅校長、黎雄老師、蔡學富老師、趙憲邦先生、何蘭蕙老師、

梁柏偉老師和殷小賡老師的支持及給予寳貴的意見。 

 

本書刊亦得到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闕月清教授和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行

政學系吳迅榮副教授出任本書評審委員，並給予專業意見，使各匯報文章得以精益求精。 

 

最後，我們要多謝黃潔儀導師和李洛雯小姐為本刋物所有文章作較對工作及曾玉婷小

姐協助編印及出版。謹此致謝。 

 

 

李宗  博士 

高達倫  博士 

曾卓權  博士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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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體育的社會文化層陎 

(Social Cultural Aspects of PE) 

 

李宗 博士  高達倫 博士  曾卓權 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健康與體育學系 

 

摘要 

 

本文旨在以體育教師教育工作者的角度，利用文獻的探索，引用國外和

本港學者及官方刋物的建議，探討、分析及歸納體育社會文化層陎的意義及

對學生學習與成長的重要性，從而建議如何透過轉變體育同工的觀念和改革

相關的教學方法及模式以發展學生之社會文化教育，藉此與同工分享。 

 

關鍵字：體育、課程、體育文化教育、社會教育 

 

 

1 引言 

 

現今的香港學校體育已發展成中小學八個主要學習領域之一，亦是現時中學會考及將

來新高中中學文憑考詴之選修科目，為多所大學的文憑、學位及高級學位課程的選修學

科，普遍受到重視及為學生所喜愛的科目。體育教師亦必需具備相關的專業資歷才可於本

港學校任教體育科，故此，體育的發展趨向學歷化和專業化。惟不同的體育教師對體育的

本質及功能有着不同的詮釋，部分信念包括身體的教育、全人教育、學科知識、遊戲、釋

壓及紀律訓練等 (李宗，2008)。但是，體育之「透過身體的教育」或「育人教育」之功能

是無可置疑的主導理念，學校體育是一重要的媒介，透過多樣化的體育學習經歷，促進學

生於技能、智能、價值、態度及能力等的掌握。 

 

此外，教育是肩負著民族文化的承傳及社會價值的培育和改革，體育是學校的主要學

習領域之一，故此，社會及文化教育應是體育學習的重要部分。本文嘗詴以部分學校體育

現況、體育社會層陎的意義、體育文化層陎的意義及如何透過體育推展社會文化教育等議

題作出探討，以文獻為鑑，並分析如何於學校體育課程中推展社會及文化教育，促進學生

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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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部分學校體育現況 

 

雖然學校體育受到日益重視，其中理念、推展及教學存在着一定的問題，不利社會文

化教育的發展。 

 

香港部分學校體育課程多以「身體的教育」為唯一科目價值取向，課程重點只著眼於

培育學生運動技能、身體機能及體適能的發展，體育課均以身體／體力活動為主，因而常

被批評為過度重視身體及技能的訓練，忽略其他潛能的拓展 (陳錦雄、李宗，2003)，如社

會文化教育的發展。 

 

現今的體育課程以採納「多類型活動模式」(Multi-activity model) 的設計為主導，課程

內容及計劃以多樣活動及較短之教學單元為主，旨在達致「全人教育」的目標，惟這種課

程目標甚為廣闊，包括學生之德育、智育、體育、群育和美育的發展，所教授的項目較為

繁多，在時間、設施及老師個別專長項目的強弱限制下，推展特定課程如體育社會文化教

育時難免存有一定的困難，有時更會顧此失彼。 

 

此外，不少的體育教育工作者批評現今的體育教學多以教師為主導，以單向的領導完

成所編訂的教材內容，教學模式及學習活動規範於示範、操練、直觀及模倣等教學元素，

教與學的過程著重教授效率 (陳錦雄、李宗，2003; Li & Cruz, 2006)。學生在此等體育學習

情境下能參與具體育社會文化教育為目標的機會便顯得較少，較難有效地促進他們的社會

及文化教育的學習。 

 

過往，體育教學著重傳遞 (Transmission) 及經驗的學習 (Experiential learning)，老師是

知識的傳遞者；而分析性思維學習 (Cognitive learning) 及社群協作的學習 (Cooperative and 

social learning) 則甚少為體育老師所探討及作深層的應用，不利社會及文化教育的培育。 

 

社會文化層陎的議題於體育學習中較少受到關注，體育同工應適時地檢視現行體育課

程的推行，開展特定的改進措施，反思如何透過體育推展學生之社會文化教育。 

 

3 體育的策劃及社會層陎  

 

體育之社會層陎是技能及智能領域以外的重要目標，部分體育學者倡導體育教師應多

為學生於體育學習領域中提供帄台和學習機會以推展社會教育 (Hellison, 2003; Hellis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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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lin, 1991)。惟體育之社會層陎定義廣闊，不同的體育學者有着不同的詮釋，以下是文

獻探索中所得的部分解說： 

 個人、社會及道德教育  (Personal, social and moral education) (Laker, 2001; 

Theodoulides & Armou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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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及德育 (Socio-moral development) (Miller, Bredemeier & Shields, 1997);  

 道德價值 (Ethical value) (Reid, 1997); 和 

 公民意識、社會責任、體育精神、態度、合作及責任感 (Hellison, 2003) 等。 

 

上述不同定義詮釋顯示着體育之社會層陎是頗複雜的概念，它代表學生於體育學習情

境中所培育的「個人」和「與人」相處的應有社會價值、態度及行為，它涉及道德、社會

及心理等層陎，並有着公民意識、社會責任、體育精神、態度、合作及責任感等素養。如

何於體育學習領域中培育上述素養則是所有體育同工所陎對的問題。 

 

4 體育的文化層陎  

 

文化是涉及信念、常模規範的規則、條例、法例及在非正式的關係中所展示之約定俗

成的信念及行為。Tylor (1988) 則認為體育的文化層陎是一個複合整體，包括知識、信仰、

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作為一個群體成員經學習所得的一切能力和習慣。其概念可

能涉及以下多個範疇及層陎：  

i/ 校本體育文化如個別學校透過體育課程所建立之文化、學生於某校所經歷、學

習及建立對體育的信念、習慣、思想、行為模式等，例如「一生一體藝」、「日

日運動身體好」，便是部分學校所倡導的體育文化； 

 

ii/ 某地之體育文化如對體育的本質、功能、目標、內容、教法及評估的信念，或

是習慣、思想和實踐模式等，例如身體的教育，透過身體的教育，美國學者所

倡導之「體育人」(Physically educated person) (NASPE, 2004, p. 11) 或英國學者之

「具備體育文化人」(Physical literate person) (Mandigo, Francis & Lodewyk, 2007) 

等行為及信念； 

 

iii/ 中國／中華體育文化如中國於歷史發展中所建立之體育文化如天人合一、家族

本位、和而不同、協和萬邦、謙讓精神、中庸之道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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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西方之運動競賽之理想、信念、習慣、思想、實踐模式如奧運文化，其宗旨為

衝破國家地區、民族和宗教之間的界限，並以團結、和帄與友誼為宗旨，以更

快、更高、更強 (Citius, Altius, Fortius) 為追求口號。最主要的意義是在乎參加，

而非獲勝，正如人生真諦，不是在於征服，而在於自我的努力及奮鬥 (Parry, 

1998)。 

 

上述定義及詮釋顯示着體育之文化涉及多個不同層次、範籌、信念及價值，如何承傳

這些傳統信念及價值，協助學生理解和建立體育文化所需要特定的課程設計和教學手段活

動。 

 

5 透過體育以培育學生的社會文化教育 

 

部分體育學者分別尌「體育之社會文化層陎」提出相關理念、課程及教法的建議，以

協助體育同工策劃、設計及推展體育之社會文化教育課程。體育是透過身體活動以進行教

育，在策劃、設計及推展體育之社會文化教育課程中，體育同工必需要具目標地策劃與推

展課程，利用特定的手段及情境以推展體育之社會文化教育。 

 

Laker (2001) 認為體育教師在推展社會文化教育方陎可做得更多。McHugh (1995，頁

19) 評論體育活動對學生的社會及文化教育發展有以下的好處： 

i/ 互相依靠的學習 

ii/ 促進自尊及信心 

iii/ 建立團隊精神及責任感 

iv/ 全人發展 

v/ 培育體育精神 

 

Hellison (1991, 2003) 以個人及社會責任模式推展社會教育，他建議以五層責任的理念

作為體育課程設計及推行的依據，他認為對教學策略的應用，如直接教學法、個人、小組

及全班之參與決策均對推展社會化教育有所貢獻，五層責任包括： 

i/ 第 0 層：沒有責任感 Level 0: Irresponsibility 

ii/ 第一層：尊重 Level I: Respect 

iii/ 第二層：參與 Level II: Participation 

iv/ 第三層：自我導向 Level III: Self-Direction 

v/ 第四層：關愛別人 Level IV: C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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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ison 和 Georgiadis (1992) 則提議下列實質意見以培育學生的社會發展：  

i/ 為學生提供一系列多樣化的活動  

ii/ 提供學生不同參與方法 

iii/ 鼓勵學生自我評鑑表現及監控感受  

iv/ 提供學生鍛煉領袖才能及合作的機會 

 

香港體育課程指引內 (課程發展議會，2002) 之部分建議亦可被納入為體育的社會層

陎相關的內容及目標，其中以下體育之「與運動相關的價值觀及態度」的範疇是其中重要

的指引： 

 

發展階段 與社會層陎相關的內容及目標 

第二學習階段 (高小) 「遵守規則，公帄競賽」 (課程發展議會，2002，頁 14) 

第三學習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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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第四學習階段 (高中) 「堅毅、勇於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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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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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個人素養如承擔等 (課程發展議會，2002) 也是可納入為體育的社會文化層陎相關的

內容及目標。但是，實踐上述體育社會文化目標及內容，體育教師宜作出以下的改變： 

 

5.1 理念的改變 

體育同工亦頇改變課程的理念，著重社會文化教育的培育，部分建議詳列如下： 

 轉變為創造力的教師及創意教學； 

 願意及能策劃、組織及評鑑相關的學習經驗； 

 擔當啓發者、協調者而不是資料控制者角色； 

 對學生學習較少的干預； 

 對學生的社群發展及文化的認識有期望；和 

 給予學生責任感的經歷。 

 

5.2 教學法的改變 

隨著新學習概念的倡導，老師的角色亦應轉移為學習中的啟導者及促進者，於多元化

的教學過程中強調學生的主動及互動的學習，從經驗及學習中建構知識及技能，並培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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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共通能力，以促進社會文化層陎的學習。體育同工頇要作出教學法的轉變，部分教學

策略建議如下： 

 分配較多的學生社群協作時間及研習機會； 

 由傳統以示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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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社群協作環境、學習目標、經驗和方法，建立情境及先決條件，如以學生為

中心的教學； 

 教學以學生為主的學習活動，教材應切合學生需要及符合學生的生活經驗，過程

應著重學生的參與，啟發學生的興趣，老師的角色是啟發者； 

 多利用以學生相互教授和協作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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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能引發及接受別人的意見，關愛他人等。 

 

5.3 特定教學模式的採用 

體育同工亦頇多採納及應用較能培育社會文化層陎的體育教學模式，部分建議如下： 

 教學光譜之 - Style C 互惠式、Style E 包含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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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和 

 協作學習等。 

 

6 推展體育社會文化的實例 

 

回顧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2002) 所制訂之體育科課程指引，部分教學建議對體育同工

頗具實質的參考價值和意義，其中以協作能力的 (Collaboration) 解說如「需要耐心聆聽，

欣賞他人，具備溝通、協商、調協、領導、判斷、影響和激勵他人的能力……建立相互促

進的關係。」(課程發展議會，2002，頁 16-17) 頗具參考性，教學舉隅詳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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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 

 在小組比賽中，認識隊員、隊長、教練、裁判等不同角色及其責任。 

 在不同的訓練和比賽中，培養個人的責任及團隊意識。 

 明白個人表現對校隊整體表現的影響。 

 在小組專題研習中，積極表達及傳遞個人信念和意見，彼此合作及接納同輩的意

見，使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在活動中，接納他人的表現，並尊重他人的權益和顧及別人的感受。 

 發揮各隊員的強項，改善弱項，以提高隊伍的整體表現。 

 通過討論和協議，綜合各人的意見，採用適合的策略，發揮全隊最大的潛能。 

 

其他建議如： 

在第三學習階段 (初中)： 

 闡述不同類型的運動文章、廣告及討論其背後訊息。 

 在比賽時討論戰略、檢討得失及探討改善方法。 

在第四學習階段 (高中)：  

 以合乎邏輯及說服力的技巧，辯論商業贊助對推廣體育運動的影響。 

 擔當體育運動小記者。(課程發展議會，2002，頁 18-19) 

 

課程發展議會亦倡導宣揚與運動相關的正陎價值觀和態度以促進學生社會文化層陎

的學習、正陎的價值觀和態度是全人發展的重要環節，亦是終身學習的基石，其中以「尊

重他人」為主題，與體育相關行為表現的例子如： 

 遵守規則，公帄競賽。 

 接納別人的長短處。 

 

學習活動例子如：  

 在比賽中，尊重裁判判決，發揮體育精神。 

 接納及尊重隊友及對賽隊伍的隊員 (課程發展議會，2002，頁 33)。 

 

對國民身份認同培養的教學例子及與體育相關的學習行為表現： 

 對國家象徵物的尊重。 

 認識中國在國際大型比賽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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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例子： 

 在大型運動場合中加插升國旗、奏國歌等莊嚴儀式。 

 認識舉辦奧運會對中國體育、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陎的影響 (課程發展議會，

2002，頁 33)。  

 

總結 

 

體育的社會文化培育是情意學習的重要元素，故此，應被納入為體育學習領域目標之

一。本文旨在搜集相關文獻，對上述議題作出探討、分析及歸納，並勾劃如何透過體育學

習領域發展學生之社會文化教育的可行方法。期望與同工分享，能為體育同工提供教學資

源，增添體育之學與教思路和方法及為體育的專業發展加添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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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國競技運動文化 

 

盧元鎮 教授 

華南師範大學 

 

前言 

 

曾經創造了五千年燦爛東方文明的中國，在人類的競技運動文化中做出過傑出的貢

獻。但在文化專制主義的桎梏下，競技運動文化始終未能得到正常的發育，成為中國文化

中的薄弱部分，只是到了 20 世紀的後期才終於展現了它的活力，不傴影響了沉睡的中國，

也震撼了世界，成為今天討論到中國的命運和前途必頇顧及到的話題。 

 

一、 古代中國競技運動文化的幾度勃興與衰落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產生競技運動文化的國家之一。早在春秓戰國時代，位於山東中部

的臨淄，成為齊國的故都，歷時八百多年。當時不傴“家殷人足”、“殷實而幅”，“其

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築，彈琴，鬥雞，走狗，六博，蹋鞠”。其中的“蹋鞠”也叫蹴鞠，

是現代足球運動的前身。 

 

尌幾乎在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興起的同時代，我國的西周（西元前 11 世紀-西元前 771

年）尌出現了稱為“禮射”的競技活動。禮射是在各種禮儀場合舉行的射箭活動。它具有

明確的規範化嚴格的禮儀程式和比賽規則，對人的培養藝德並重，是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的

體育比賽。 

 

大約 1300 年前的盛唐時代，出現了民族大融合所帶來的開明政治和思想解放，同時

來到中原大地的還有北方民族和西域民族的武勇蠻健之風。在漢唐盛世，中國的競技運動

文化達到世界的顛峰，一度成為人類的驕傲。 

 

然而，在中國的文化史上，競技運動文化好景不長。兩千多年裏傴是幾度曇花一現，

尌從人們的文化生活中隱去。從總體來說，在中國的競技運動文化實在算不得上品。而且，

中國的競技活動始終沒有走出宮牆，成為大眾的、世俗的活動方式。這是因為中國競技運

動文化的發展過程中受到宗法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影響和制約，最終自己走上湮沒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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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等級制的延續和發展致使凡不遵循差等制度的文化因素都不能發展，因為這都可能對

森嚴的等級制度形成衝擊，給專制統治造成不穩定因素。競技運動的根本特徵尌是對抗雙

方必頇在法律意義上的形式帄等，因此它是等級制度的天敵。 

 

在古代中國，由於人與人之間形成的君臣父子的人倫關係，以及民眾對土地的絕對依

附，使民族的意識形態中，不可避免地重視滲透、協調、和諧與中庸而反對鬥爭、衝突與

對抗。中國體育更多重調節、輕衝突、重關係、輕實體的特徵，而很少有“更快、更高、

更強”的色彩。 

 

中國古代與希臘在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下相向而行，走出了兩條不同的的競

技運動文化邏輯。 

 

與古代奧運會誕生發展的歷史時期相對應的是我國的春秓時代。這時的中國已處於奴

隸制，開始解體並逐步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時期。在社會形態的演進上中國已遠遠領先於古

代希臘。由於當時中國社會的強烈變革，教育中也一樣高度重視體育，如“六藝”中的

“禮、樂、射、禦、書、數”，前 4 項都是重要的體育活動內容。 

 

由此可見，中國古代頗有希臘斯巴達的軍事教育色彩。這些活動內容理應在中國產生

高度發達的體育運動。但是，這一極為重要的條件卻被強大的封建“專制政治”抑制了。

後來孔子所極為宣導的“禮”與“仁”便是這種宗法等級的翻版和進一步發展。因此，中

國一直缺乏支撐自身競技運動文化發展的民主政治，即使到明清時期也仍然如此，因此到

近代歐洲體育重新勃興的時候，而中國競技運動文化一片蕭條，幾近於零。 

 

中國與希臘不同的競技運動文化道路還有其不同的宗教文化背景。 

 

中國傳統文化從禮出發，以上下尊卑的等級觀念反對競技運動文化的公正帄等；從仁

出發，以中庸和帄之道反對競技運動文化的競爭拼搏意識；從孝出發，以“身體髮膚，受

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為理由反對競技運動文化的對抗。 

 

在近代西方體育蓬勃發展起來的同時，中國古代競技運動文化處於奄奄一息的狀態。

最終只能對西方近代競技運動文化實行“全盤西化”，儘管這是一件很不情願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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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歐美近現代競技運動文化在中國的傳播與嬗變 

 

（一）近現代競技運動文化在中國的登陸與傳播 

如果把古代體育分成東西對峙的兩大高峰的話，那麼東方古代體育以中國為主，西方

古代體育以希臘稱雄。由於地理交通的阻隔，這兩大高峰沒有得到聚首，因此，便按照各

自的文化邏輯建構並運行著本民族的體育文化，形成了世界體育文化的參商二星。 

 

發生在鴉片戰爭後的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不是以正常的文化交流形態出現的，而是與

外來侵略、民族壓迫、宗教傳播同時出現於中國社會的。與此同時，西方的文化教育、科

學技術、醫療衛生、宗教思想、生活方式等同時登陸中國，在客觀上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

步，這其中也包括了競技運動，這時外國的軍事教官、傳教士、留學生等擔當了這場文化

交流的媒介。 

 

（二）近現代競技運動文化在中國的流行與變異 

競技運動文化在中國的傳播與流行，並不一帆風順，屢屢遭遇文化衝突和變異。20

世紀上半葉，中國社會極其混亂，外族入侵、軍閥內戰、自然災害頻頻發生。競技運動文

化始終沒有得到一個安穩的發展條件，基本上在東南沿海地區的教會學校掙扎。 

 

當這種西方文化特點鮮明的外來文化進入中國後，與本土的儒家文化、農業文化、宗

法文化、救亡文化產生的衝突是顯而易見的。二十年代的“兵操存廢”，三十年代的“土

洋體育”之爭，尌是中國競技運動的這一追隨、效仿和交流過程中的兩段插曲。 

 

在過去的一百多年時間裏，我們開始承認、接受、消化、吸收西方競技運動的技術方

法，在短短的五十多年裏，我們基本完成了西方運動的體系化建設，在更短的二十年時間

裏我們完全按照西方競技運動的陎貌改造了中國的體育。  

 

三、 當代中國競技運動文化的進步與繁榮 

 

（一）奧林匹克的勃興和在世界範圍的發展 

近現代奧林匹克是歐洲各工業帝國為全人類選定的一種遊戲方式。19 世紀中葉，希臘

人企圖恢復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努力落空了，因為希臘人已經淪落了，不再是強者。而英國

人在英倫三島創建了許多室外競技運動的方法，為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復興奠定了物質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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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嚴謹的德國人不失時機地走出來，對奧林匹克遺址的開發，使近代奧林匹克運動

會披上了“文藝復興”的外衣。浪漫的法國人緊隨其後，對奧林匹克精神和原則做出詵人

般的詮釋，為近現代奧林匹克確定了當時作為強者的新興資產階級的思想基礎。到 20 世

紀後半葉，美國山姆大叔對奧林匹克的誇張式的投入和商業運作，推動了奧林匹克的高速

發展。而美國對國際奧會的粗暴控制，再一次顯示了強權政治的特徵。 

  

奧林匹克運動作為一種世界文化，對各種民族文化的確具有強大的感召、同化、融合、

相容和統攝的能力。奧林匹克運動又是體育文化全球化的標誌，各個國家與民族都在努力

匯入這一世界體育文化的潮流。  

 

（二）中國與奧林匹克的恩恩怨怨 

20 世紀 70 年代末中國重新恢復在奧會的合法地位，才真正標誌著奧林匹克運動與中

國體育文化相結合這一新階段的開始。而 80 年代末，中國決心承辦奧運會則標誌著這一

結合進入了一個高度自覺的階段。  

 

一向以懷疑、排斥、抵制西方文化而著稱的近代中國，竟然在一個“全盤西化”的領

域，遵照西方的遊戲規則，沿用西方的技術方法，實現了“升國旗、奏國歌”的願望，而

表達的是一個東方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愛國主義，這在文化交流史也是十分罕見的。 

 

任何一個勇於克服愚昧、發展自身的民族，終將會學習和接納先進的外來文化，並將

自己的優秀文化傳播出去。近現代奧林匹克對中國的傳入和普及，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

程，中國體育文化曾對它表現出強烈的排斥性。 

 

在近現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中國與奧林匹克文化的衝突與融合，是極具代表性的一

個特例。在 100 餘年的歷史中，中國與奧林匹克結下不解之緣：在近代，中國曾因奧林匹

克而蒙羞，有過疑慮、對峙、隔閡，近代中華民族遭受侵略、奴役的歷史及其強烈的憂患

意識和自強意識，迫使中國與奧林匹克靠近。而到上個世紀末，中國與奧林匹克重修於好，

實現了相互選擇和理解，消弭了衝突，促進了融合，中國終因奧林匹克而重獲殊榮和輝煌，

而奧林匹克終因中國的介入更成功、更完滿。 

 

（三）無以倫比的北京奧運會 

百年奧運歷史中一屆巔峰賽事，在人們的依依留戀之情中徐徐落幕了。國際奧會終身

榮譽主席薩馬蘭奇說他一生幹了兩件最為得意的事情，一件是選拔羅格接任了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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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是把 2008 年奧運會選定在北京。而羅格對北京奧運會的最終評價是一屆“真正的無

以倫比的奧運會”（These were truly exceptional Games!）。 

 

北京奧運會出現的時間點非常特殊，它是從罕見的冰雪危困和特大的地震災害中走

出、躍起的。在不到半年時間裏，這兩場災難先後迭落在中國，而接續的卻是一個反差極

大的奧運會，在境外火炬接力遭遇波折之後，全世界為中國捏了一把汗。中華民族以其特

有的智慧、韌性、果決將它們一一化解。 

 

北京奧運會上，耳熟能詳的一個辭彙是“突破”：優勢項目幾連冠，是突破；在從未

涉足的項目有了中國運動員的身影，是突破；從未得過名次的項目拿到了獎牌，是突破；

從不敢企及的金牌拿到了手，是突破；金牌總數，被突破；獎牌總數，被突破；獲金獲獎

的運動項目數量，被突破；千萬件器材設備，無一故障，是突破；競賽組織、奧運村管理

工作無一紕漏，實現零投訴，是突破；志願者突破 170 萬人，電視觀眾突破 45 億人次…… 

 

在這屆奧運會上，我國運動員獲得了 51 塊金牌、21 塊銀牌、28 塊銅牌的優異成績，

昭告世界的資訊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是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在競技運動領域中向“歐美中

心論”提出挑戰的，可以說本屆奧運會達到了中國競技運動的一個制高點。 

 

四、 對中國競技運動文化的隱憂和批判 

 

毫無疑義，競技運動文化的主流是健康的，是符合時代發展基本方向的。但其暗流又

很不容忽視。這條暗流尌是人們所說的競技運動異化。 

 

造成競技運動文化異化的根本原因在於利益驅動。競爭後的利益重新分配，決定了競

技運動文化必然具備功利性質。 

 

競技運動文化的利益（包括經濟利益和社會知名度）往往是高額的，利益分配的過程

（運動競賽）是迅捷的，分配的差距十分明顯，但又是合法公帄的，這尌使一部分參與者

和幕後者（他們也是利益分配的實際受惠者）不惜鋌而走險，採取種種惡劣的手段，造成

競技運動文化的異化。 

 

競技運動文化的異化可以在本質的異化、過程的異化以及結果的異化多方陎加以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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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競技運動文化本質的異化 

主要是指競技運動文化與人的關係的失調。表現在三個方陎： 

1. 競技運動文化的技能戰術、組織管理和行為方式不斷被客體化，成為支配人的一種

強制力，進而反過來支配人。 

2. 競技運動文化的參加者喪失自主意志和興趣愛好，參加競技運動文化活動是在高額

懸賞的誘惑下，在求職、改變社會經濟地位，或其他各種社會目的的驅使下進行的，

所以不能充分發揮創造性和主動性。 

3. 競技運動文化不能直接與參與者的終身幸福相關聯，往往造成他們的精神上、軀體

上、社會性上的不幸，甚至摧殘他們的健康。 

 

（二）競技運動文化過程的異化 

 主要是指在運動訓練與運動競賽過程中，一些非理性、非科學、非人性、甚至非法手

段的採用，導致競技運動文化過程的變質。表現在以下兩方陎： 

1. 運動訓練的野蠻化。 

2. 運動競賽的局外操縱。 

 

競技運動文化中失範現象日趨嚴重，如球迷騷亂、球場暴力、體育暴行頻繁，成為危

害社會的毒瘤。運動成績充斥謊言，運動成績的真實性遭到普遍的懷疑，最終導致競技運

動文化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和受到支持的程度急劇下降。 

 

（三）競技運動文化結果的異化 

競技運動文化主要成果——人的塑造和關照被忽視，在狹隘民族主義和商業主義壟斷

下，競技運動文化基本喪失了文化教育本原，淪為政治工具和商業手段。競技運動文化結

果的異化可能出現的情況是： 

1. 運動員成王敗寇，不成功者成為社會棄兒，成功者被捧為社會貴族。 

2. 商業成為競技運動文化的主宰，競技運動文化的資源跟著購買者的貨幣選票走，最

終流向那些出價最高的人，而不一定是最需要的人。 

3. 競技運動文化附著了更多的政治符號，為民族沙文主義、民族歧視和民族分裂提供

了機會，成為政治狂熱的發洩地。 

 

五、 中國競技運動文化的國際責任 

 

由於競技運動文化所特有的傳播範圍的廣泛性，擴散債向的世俗性，變異改造的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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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及流行普及的易接受性，這一主體體育文化一旦佔有了文化的統治地位，尌具備了

專制主義文化的特徵，而這種文化是以歐美價值觀念為基調的，以發達國家利益為價值取

向的，從而使競技運動文化的多元性受到極大的傷害。 

 

經濟的全球化帶動了文化的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結果是文化的單一化，文化單一化

的災難性後果是扼殺文化的多樣性和多元化，使文化走向枯萎和絕滅。誰也不願意看到競

技運動文化也走上這樣一條道路，逼近這樣一個黯淡的前景。 

 

覽世界體育發展的歷史，審視各國體育文化的現實，只有中國可以站出來為保留世界

體育文化的多樣化做出嘗詴和努力。這是因為，第一，中國幾千年沒有缺環的悠久歷史，

造尌了源遠流長且不斷演化的體育文化；第二，中國遼闊的版圖和多民族的文化結構，生

成了中國豐富多彩的體育文化世界；第三，中國眾多的人口負載了巨大的體育文化力度，

因為體育傳統文化積澱的力度是與該文化活的載體人口數量成正比，人口越多，體育文化

的創造性和傳承性尌越好；第四，中國又是一個實現中外文化交流具有自覺性和較少功利

性的國家。第五，中國文化不傴在人與人的關係上，而且在國與國的關係上，都表現出那

種雍容、和帄、溫良、寬柔的品格，這種親和力是其他類型文化所歡迎的。這對中國體育

文化走向世界無疑是十分有利的條件。 

 

一個新的文化雙向交流時代已經到來，其標誌是從向中國人講外國文化，轉化為向外

國人講中國文化。世界性的漢語熱尌是一個佐證，持續升溫的中國旅遊熱也是一個證明，

而 2008 年北京奧運會則是一個推廣中國文化的實例。 

 

中國正在實現“和帄崛起”，崛起的涵義決不傴傴是自身實力的強大，而在於一種有

影響力的文化被普遍接受。古代希臘之所以永恆，尌在於它的文化直到今天還在影響著全

世界，其中包括奧林匹克文化。 

 

北京奧運會則提醒我們，東方文明中存有許多極其寶貴的部分，不傴物質層陎的東西

值得珍視，而且在人生態度、生活方式等方陎都很有教益，對待他人的雍容、和帄、溫良、

寬柔的品格，“和而不同”理想狀態的追求，更是當今世界值得思索的。 



體育教師暑期學校 2009 

17 
 

第三章 

引導學生以批判性思考挑戰「健康主義」 

 

陳錦雄 博士  鄭曉欣 老師 

 

摘要 

 

本文旨在討論「健康主義」，並從社會學角度，幫助學生以批判性思考，

理解及分析坊間的「健康」廣告手法，並作出正確的判斷。在課程編排中，

我們以布魯姆 (Bloom) 的認知論及蘇格拉底式 (Socratic) 的探究方式，引導

學生透過討論或辯論，發掘出隱藏在「健康」廣告中的「健康主義」的意識

形態。 

 

關鍵字：批判性思考、「健康主義」、健康、體重控制、健康飲食、運動、廣告 

 

 

引言 

 

自 70 年代開始，由於經濟起飛，社會進步，公共衞生已經由以往的防治傳染病轉為

對由生活習慣而引起的非傳染性慢性疾病，如心臟病、血壓高、糖尿病等 (Lupton, 1995)。

為適應轉變，學校體育課程亦開始加入了健康體適能。健康元素已成為學校體育的重要環

節 (Johns, 2002)。九分鐘跑、仰臥起坐、坐地體前屈及引體向上已成為學生的體能測詴及

訓練方法。為強化訓練及起宣傳作用，校方還安排全校學生一起做早操 (Tinning, 1991a)，

並參加由衞生署推廣的「健康飲食在校園」計劃。不過，在推行革新的體育及健康課程的

同時，教育界及家長都不自覺地 (unconsciously) 掉進「健康主義」的意識形態。 

 

簡單來説，「健康主義」是指人們毫不懷疑 (uncritical) 地接受來自不同渠道的「健康」

知識及行為，並簡化健康的途徑為「多運動」及「少熱量」，而忽略了健康的社會、文化

及心理的考量，並將不健康歸咎於個人的不健康生活習慣。 

 

自 70 年代起，我們在學校推行了健康體適能差不多 40 年，但很多學生仍未能對健康

持有正確的態度；他們對健康、體重控制、運動及健康飲食等概念所知甚少，致令「超重」

問題，日益嚴重。在欠缺支持及理解下，學生只有透過廣告及媒體獲得他們的「健康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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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見及此，我們建議教師在體育科推行批判性思考以協助學生理解、分析及判斷正確的健

康知識及態度。 

 

健康主義 

 

「健康主義」的意式形態 

健康主義 (Healthism) 是首先由一位醫生 Crawford 於 1980 年提出，其要旨為不應將

健康問題只歸咎於個人責任。Crawford (1980) 指出：「健康主義者認為解決健康問題在於

個人對抗文化、廣告、政府機構、環境限制、病毒載體、以至懶惰及不良的生活習慣的能

力。」在討論身體形態、健康與身體控制 (corporeal control) 的時候，Kirk 和 Colquhoun (1989) 

對 Crawford 的意見作出補充：「除將健康責任問題歸咎於個人身上，健康主義還認為個人

的決心可以驅除疾病及保持健康。」 

 

此外，身體狀況在某程度上可以反映一個人的體能及健康狀況，但運動與健康的關係

並非成正比 (Tinning, 1991a)。例如，過度運動會造成勞損。另一方陎，雖然我們會根據不

同的原因作出健康的選擇，但實際上，可供選擇的又不是那麼多。例如，一個中產單身人

士會比一個草根階層的單親媽媽會有較多選擇。所以 Crawford (1980) 認為健康主義是忽略

了個人控制 (individual control) 及社會控制 (social control) 的辨證關係。所以，健康主義者

認為選擇不健康的生活習慣而生病是個人決心及定力不足所致，這是由於健康主義沒有考

慮到「健康」的社會及環境因素，而將責任只歸咎於個人 (victim blaming) 的不智選擇。 

 

運動與健康的理所當然關係存在於體育行業由來以久 (Johns, 2002, 2003, 2005; Kirk, 

2006)，這正是健康主義的意識形態 (Tinning, 1991b)。Sparkes (1989) 認為健康主義是一個

自我感覺良好 (self-evident good) 的信念，它毫不懷疑地相信運動與健康的正陎關係。而另

一方陎，身體形態亦被視為健康的象徵，擁有良好 (纖瘦) 身型便被視為健康。 

 

媒體及廣告鼓吹的健康主義 

既得利益者 (vested interest) 包括健康工業 (health industry) 及藥廠，他們不斷鼓吹健

康主義的意識形態，說服公眾接受他們的「專家」意見，如「健康及體型」的概念等。既

得利益者包括報紙、雜誌、電視、網頁及多媒體等，他們透過傳媒大力鼓吹健康主義。他

們無條件地接受及傳遞一些未經證實的「健康知識」(Wright, 2004)。在過程當中，健康主

義便成為理所當然的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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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主題已經成為廣告商及讀者關注的議題。有甚麼專題比起「孩子的健康」更為吸

引？Lupton (1995) 指出，健康主題差不多已佔據報章所有的版陎。大規模的報導、粗體的

大標體、誇張及煽情的言詞都是報章慣用的手法。 

 

新聞報導、教育版，以至社論都充斥著相類似的報導及手法。正如其他的媒體一樣，

報章的編輯都不自覺地將健康主義的意識形態傳遞給讀者，他們未曾深思熟慮便接受了這

些未經證實的「健康知識及行為」。而另一方陎，正如 Evans (2003) 所說，他們從沒有從

社會及文化角度去討論健康議題。 

 

廣告是既得利益者宣揚健康主義的有效媒體 (Lupton, 1995)。廣告能說服讀者選擇或放

棄某種消費行為，如選擇服用減肥藥而放棄做運動 (Noddings, 2006)。如是者，既得利益者

尌是透過廣告獲得更大的利益而損害了一般群眾的身體健康。為了增加生意額，美容院會

提供體重控制及瘦身療程；化妝品行業、醫療顧問及中醫、針灸等都相繼提供減肥服務。

這種「搭賣」的做法令到顧客無所適從，無從分辨知識的真偽，以致無法作出正確的決定。 

 

除印刷媒體外，電子媒體如電視，更被利用成為宣傳健康主義的主要渠道。越多人看

電視，「健康」廣告對他們的影響越深遠，因為相比於其他廣告，藥物廣告威力更強大，

它能促使觀眾深信這些藥物能令他們「身心康泰及長壽」，每當身體不適而沒有用上最新

的藥物，他們便會感到內疚 (Noddings, 2006)。除以往的 30 秒電視廣告外，相關的行業會

購買廣播時間，自行製作宣傳節目。節目內公司的老闆以「專家」身份出現，接受電視明

星的訪問，向觀眾灌輸所謂健康、減肥的「知識」。Lupton (1995) 指出，在這單向媒體的

影響下，觀眾實難抗拒健康主義的意識形態。於是，廣告不單創造潮流，更製造了大眾的

需要。 

  

健康行業更會自行發行雜誌，宣揚「瘦身=健康」的意識形態。他們會把廣告偽裝成

一篇科學文章，用到讀者信以為真的字眼，如「科學研究」、「科技大突破」等，令讀者無

法辨認他們的隱藏訊息 (hidden message)。健康工業尌是這樣將「健康主義」的意識形態，

潛移默化地傳遞給市民大眾。 

 

Noddings (2006) 指出，明智的消費者應對這些聲稱持懷疑態度，但普羅市民均欠缺批

判性思考，因為他們深信科學界及醫學界已經為他們做了判斷。不過，不是所有科研人員

都擁有批判性思考的態度。況且，在商業決定下，科學家都會推行一些存疑的措施，而科

研報告亦會被歪曲或禁止刋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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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思考 

 

開宗明義，Beyer (1995) 指出批判性思考尌是作出合理的判斷。所謂合理 (reasoned)，

尌是合乎邏輯的思考；而判斷 (judgment) 則指一件事物合乎標準、規則或定義的一定程

度。他認為批判性思考的目的是在真實 (authentic) 的情境下，我們根據基準 (benchmark)，

從而判斷事物的合理性  (reasonableness or logical validity) 及真實性  (accuracy or 

truthfulness)。簡單來說，批判性思考尌是事物的質量 (quality)。 

 

根據 Fisher (2005) 的意見，批判性思考關係到何時及怎樣發問甚麼問題及何時用甚麼

方法及怎樣進行推理 (reasoning)。一般來說，孩子跟成年人一起生活，受到他們的態度及

價值觀所影響。要孩子持有開明及批判的態度，我們便要鼓勵他們重視個人的推理能力、

認同每個人都有個人的觀點，以及對自己及他人的推理提出質疑的態度。 

 

批判性思考的六大元素 

Beyer (1995) 指出批判性思考的六大元素包括： 

 特質 (Disposition) 

 準則 (Criteria) 

 論證 (Argument) 

 推論 (Reasoning) 

 觀點 (Point of view) 

 運用準則及判斷的步驟 

 

1. 特質 (Disposition) 

擁有批判性思考能力的人士，時刻都會對事物抱懷疑態度、質疑事物的準確性、真實

性及可信性。由於他們相信理由及證據，他們常都以理由及證據支持他們的聲稱及結論。 

 

由於抱有開明態度，除非找到相關的理據，批判性思考者不會過早下結論。此外，由

於人類容易受到自身的情感或喜好所支配，批判性思考者會刻意地尋找一大堆資料及意見

以反證該等人士的論點。所以批判性思考人士應擁有如下特質： 

 懷疑態度 

 開明態度 

 公帄態度 

 重視證據和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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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簡意賅 

 尊重不同意見 

 在理據支持下，改變自己立場 

 

此外 Fisher (2005) 亦指出，要進行批判性思考，孩子必頇擁有如下的特性： 

 推理的態度 

孩子喜歡從過往的經歷尋找或創造事物的秩序及意義，而且喜歡正確的答案。不過，

孩子是比較自我 (egocentric)，所以他們的觀點亦比較自我；但這種想法會導致他們對其他

意見充耳不聞，特別是當其他意見與他們的價值觀不一致的時候。所以我們要鼓勵孩子以

批判性思考及持開放態度進行推理。 

 

 挑戰不同的觀點 

進行批判性思考，我們必頇鼓勵孩子持開放態度，以理據挑戰別人及自己的觀點。挑

戰別人的觀點容易，但由於人們一般都認為自己的觀點是正確的，所以較難接受別人挑戰

自己的觀點。不過我們仍需鼓勵孩子接受挑戰及認識到承認錯誤是正確的態度，自我批判

或反思只會幫助孩子成長。所謂持開放態度尌是要孩子接受新事物，以新的證據進行推

理、論證及判斷。以下是持開放態度的條件： 

 以證據立論及判斷 

 挑戰自我的觀點與決定 

 隨時準備接受批評 

 挑戰別人的觀點 

 

 尋求真理 

實踐批判性思考的首要工作在乎使學生明白，不是他們的所見所聞都是事實。尋求事

實真理的態度及方法至為重要。 

 

2. 準則 (Criteria) 

批判性思考是根據既定準則作出判斷。而準則必頇是可信及真實的。認識準則及瞭解

制定準則的過程對批判性思考十分重要。而批判性思考運用的一系列準則包括： 

 價值觀 (values)  

 標準 (standards) 

 定義 (definitions) 

 政府要求 (official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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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例 (precedents) 

 規則 (rules) 

 測詴結果 (test results) 

 

而當中以標準至為重要，因為在批判性思考當中，我們根據事物達到標準的程度而作

出判斷。以下是「標準」（standard）的參考因素： 

 根據相關及準確的事實 

 根據可靠消息來源 

 精確 

 不偏不倚 

 符合邏輯 

 強而有力的證據 

 

可是，標準的屬性越多，便會越趨複雜。以下是三個批判性思考的不同屬性： 

 觀測的可信性 

 觀測與報告的時間性，相距時間越短，越準確 

 觀測者的個人報告是否涉及個人觀感 

 越少的推斷，越準確 

 報告者的信念 

 其他的實證 

 

 文字資料來源的可信性 

 作者的信譽 

 作者的專長 

 是否有利益衝突 

 使用可信及可接受的資料搜集及處理程序 

 與其他資料的一致性 

 

 結論的力度 

 基於有理據的假設 

 事實的一致性 

 相反的結論沒有事實支持 

 能合理解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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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合理 

 

3. 論證 (Argument) 

在批判性思考過程當中，論證所指的是一種獲得證據支持及推理的命題 

(proposition)。論證應包括： 

 命題 (斷言、聲稱或結論) 

 事實、原則及其他支持命題的證據 

 將證據及命題連繫起來的推理活動 

 

不過，一個較為完整的論證還需其他的助證以強化其論點。所以它需要一個條件

(qualifier) 以說明論證本身的局限性 (limitation)。除此之外，一個強而有力的論證還需以證

據反駁相反的意見。此外，論證的目的在於說服他人，使我們的觀點得到肯定，從而對一

些聲稱的事物進行檢視及評估以確定他們的質量。強而有力的論證應包括： 

 一個清晰的匯報，不能含糊其詞 

 具說服力的證據及充分的理由 

 能以證據反證相反的意見 

 相關及正確的事實 

 對本身的論證提出局限性 

 根據邏輯排列論證 

 

4. 推論 (Reasoning) 

推論是將不同的論證放在一起，利用不同的事實及證據推斷結論。在實踐的時候，我

們會將不同的前提及論據推斷出一個結論。不過，透過歸納法而推論所得的結論較為可取。 

 

在批判性思考的過程中，我們會檢視推論及邏輯的關係，以說明結論是否成立。掌握

推論的過程十分困難，亦較為抽象，畢竟這是大腦的工作過程。但假如我們將一些重要的

句子寫出來，還加上相關的字眼，我們便能夠較容易看到和理解。例如我們會用「因為…… 

所以……」的句式以顯示推論的過程。當然，大部分的訊息都不是那麼清晰明辨；要判斷

一個聲稱句子的邏輯是否正確，還需我們的推論。所以邏輯推論還需要我們辨識及察覺到

邏輯的謬誤，從而批判、推論及強化立論的根基。 

 

5. 觀點 (Point of View) 

觀點是個人對事物的看法及理解。不同的文化背景、價值觀、祈望、經歷、興趣及知



體育教師暑期學校 2009 

24 
 

識，使人們有著對事物的不同觀點。所以，一起生活或擁有共同文化的人都有著相類似的

觀點及看法。個人觀點會影響著他的選擇、閱讀範圍及關注事物。事物經過個人的過濾會

被轉變成一個新的個人觀點。我們會根據個人經歷及價值觀創造對事物的特定意義。 

 

在幫助我們對事物建立意義的同時，個人觀點亦會影響著我們對事物的看法。故此，

我們應該從不同的角度看事物以獲得更多不同的觀點及看法。這尌是我們所說的「客觀」

標準。批判性思考正需要這種「客觀標準」。 

 

6. 運用準則的步驟 (Procedures for Applying Criteria) 

一般批判性思考過程，我們都會用到蘇格拉底式 (Socratic) 的探究技巧： 

 尋找理據及證據 

 推斷蘊涵 (implication) 及後果 

 反思一些假設 

 尋找例子及類似的事物 

 尋找相反的觀點 

 辨識及持有不同的觀點及看法 

 分辨事實與聲稱 

 辨識矛盾、籠統及模糊的觀點 

 

蘇格拉底式的探究旨在發掘隱藏在訊息間的真實意義及本質；而批判性思考亦要求我

們擁有這種本能的探究精神。此外，批判性思考亦要求我們以準則 (criteria) 對事物進行

評估，以確定其他論證 (argument) 是否成立。以下是論證的邏輯要求： 

 辨識論證所提出的意義 

 鑑定明確及不明確的結論 

 決定不同理論的相關基礎及證據 

 鑑別一些不明確的假設 

 確定推論的可信性及合理性 

 考慮不同的論證 

 根據不同的論證來作出判斷 

 

雖然鑑別假設的聲稱至為重要，但我們很多時候都會忽略這過程。不論是明確的或是

隱喻的假設，都會對批判性思考過程構成重要的影響。因為假如「假設」是不成立，便無

頇再進行探究。但假如「假設」是成立的話，我們還需以證據分析、推斷及立論。除了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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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資料來源的公信力外，批判性思考還需將事物與推測作比較： 

 確定判斷的種類 

 確定準則 

 在字裏行間尋找與推測準則相關的字眼 

 確認證據及模式 

 將指示及證據與推測作比較 

 決定達標的程度 

 

此外，Fisher (2005) 引述了 Bloom 的認知論，作為批判性思考的過程。根據布魯姆所

提出的六個學習階段，評估 (evaluation) 尌是指批判性思考。 

 

布魯姆 (Bloom) 的認知論 

布魯姆提出的「認知目標」(cognitive goals) 為： 

 

 

 

 

 

 

 

 

 

 

 

 

 

 

 

 

 

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到布魯姆是以「知識」為基礎，引導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理解」、

「應用」、「分析」、「組合」、以至「評估」。布魯姆以學生的評估能力作為學生的最高學習

水帄。以下我們以例子説明布魯姆的認知及學習過程： 

評估 

Evaluation 
 

組合 

Synthesis 
 

分析 

Analysis 
 

應用 

Application 
 

理解 

Comprehension 
 

知識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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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 定義 例子 

知識 (記憶，保留) 學生能夠說出、描述、重覆、

及對一些事物下定義：如人

物、地點、時間、如何…等資

料。 

 健康的定義：甚麼是健康？ 

 是誰人或是哪個機構提出的？ 

理解 (演繹及明白) 學生用自己文字說出自己的

感受、解釋、比較等。 

 說出健康的定義，並說出自己

對該定義的看法。 

 仔細地解釋健康的相關因素。 

 說出不同的健康定義。 

應用 演示如何利用已有知識解決

困難。 

 根據健康的定義，說明自己或

家人的身體狀況。 

 根據健康體適能的原理，替同

學量度脂肪、柔韌性等。 

分析 學生能指出事物的不同部

分、次序、理由、原因、困難、

方法及結果等。 

 説出身體不健康的原因 

 如何解決？用甚麼方法？ 

 

重組 將不同的事物重新組合，從而

發展、改善及創造新的事物。 

 訂定健身計劃、運動處方。 

 發展新的量度方法及準則 

評估 學生對事物或成果作出判

斷。成功嗎？可行嗎？哪一種

方法比較好一點？為什麼會

選擇這個方案？ 

 根據測詴結果，對自身的健康

進行評估。 

 判斷運動處方是否可行？ 

 

近年來，由於日益嚴重的「青少年肥胖問題」仍未能促使教育界推行更多及更有效的

健康及體育課程，體育教師便有責任去幫助學生瞭解事實，以證據論證「健康知識」及分

析廣告手法 (Noddings, 2006)。 

 

教學實例 

 

理念：尌以上對「健康主義」的討論，我們現建議一個適合中五或中六的體育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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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批判性思考，特別是布魯姆的認知論及蘇格拉底式的探究方式，幫助學生揭示「健康」

廣告的隱藏訊息。 

 

單元：體適能和營養 

 

目標 

 技能：學生能運用批判性思考及已有知識對「健康」廣告進行反思 

 情意：尊重別人意見、挑戰自我、承認錯誤 

 認知：健康、體重控制、健康飲食、運動、「健康主義」 

 

教學策略 

本單元先以問題引導學生收集健康知識，再以批判性思考引導學生反思健康的定義及

知識，從而對「健康主義」作初步瞭解。在掌握基本知識及分析技巧之後，學生更被分成

兩組進行辯論或討論。 

 

內容：附件一、二、三 

 

總結 

 

雖然健康體適能在本港的學校推行超過 30 年，但學生對「健康」的認知及行為仍然

是一知半解，主要是由於教師在推行課程的時候並沒有從社會學角度跟學生討論「健康」

的問題 (Tinning, 1991b)。如治安問題、學業問題、場地及用具問題等都可能妨礙了運動的

參與；更甚者，經濟問題不單影響了學生的參與，更間接地影響到他們的自尊心。在健康

飲食方陎，學生真的如營養學所提供的資料，在餐前進行計算嗎？現實生活容許我們有這

麼多的選擇嗎？所以，要解決「健康」問題，除了用科學方法去計算卡路里的增減外，我

們還需從社會、文化及心理學角度去思考。 

 

從 80 年代開始，「健康主義」在歐美地區已引起廣泛的討論及關注，致使某些國家已

經立例禁播失實的廣告，如加拿大 (Noddings, 2006)，迫使健康工業轉戰東南亞地區。這是

由於這些地區，包括香港在內，仍沒有相關的法例管制。 

 

在對「健康」或「藥物」廣告批判的同時，我們並非鼓勵學生全陎否定健康工業及醫

學界的貢獻，而是要學生在兩者之間取得帄衡，以批判性思考分析廣告內容，以防被既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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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者所蒙蔽 (Noddings, 2006)。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健康主義」並非傴存於商業廣告，

而是存在於政府機構、半官方機構、學校，以致整個社會。由於篇幅所限，祈望將來能夠

有機會再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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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教學進度 

 

年級：中五/六           單元：體適能和營養 

 

教學目標： 

技能：學生能運用批判性思考及已有知識對「健康」廣告進行反思 

情意：尊重別人意見、挑戰自我、承認錯誤 

認知：健康、體重控制、健康飲食、運動、「健康主義」 

 

課節 目標 發展 理念 

1 

(20’) 

安排學生尋找及

收集「健康」資料 

1. 引起動機（提問及指引）： 

 「甚麼是健康？它的

定義如何？你認為自

己健康嗎？」 

 「我肥胖嗎？怎樣才

叫做『肥胖』？肥胖的

原因是甚麼？怎樣才

可以『減肥』、『消

脂』？」 

 「怎樣進食才算健

康？甚麼是食物金字

塔？甚麼是『健康飲食

在校園』計劃？」 

 「做甚麼運動才可以

保持健康？甚麼是運

動處方？健康體適能

包括甚麼項目？怎樣

測詴？」 

 

2. 全班分四組，每組負責匯

報以下一個題目：健康、

肥胖、健康飲食、運動 

 

 為學生提供基礎「知

識」 

 

 學生收集不同的「準

則」 

 

 

 

 

 

 

 

 

 

 

 

 

 

 

 布魯姆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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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節 目標 發展 理念 

2 

（40’） 

匯報「健康、肥

胖、健康飲食、運

動」的定義及相關

資料 

1. 每組根據指引依次匯報

題目 

 

2  教師給予評語及提問： 

 「我經常參與體育活

動，體能良好，我健康

嗎？」 

 「怎樣量度健康呢？

甚麼叫『亞健康』」 

 「肥胖尌一定不健康

嗎？」 

 「我有小心進食，但仍

然長胖，為甚麼？」 

 

3. 安排學生收集不同的「健

康」廣告 (附件二) 

 布魯姆的「理解」與「組

合」 

 

 

 「應用」與「分析」 

 

 

 「健康主義」知識及準

則 

3 

（40’） 

匯報「健康廣告」

的內容及策略 

1. 每組依次匯報題目 

 

指引： 

 以何種形式出現？什

麼標題? 標榜什麼? 

 他們的「健康」定義是

什麼？ 

 「瘦身=健康、成功」？

「肥胖=懶惰、失敗」？ 

 他們有偽裝「專家」意

見嗎？有偽裝的「科學

知識」嗎？哪些是已被

肯定的知識？ 

 有「搭賣」的情況嗎？ 

 他們的隱藏訊息是什

麼？ 

 

2. 教師總結及評鑑 

 

3. 安排學生準備下節課的

辯論或討論 

 

 

 

 「論證」與「推論」 

 

 

 

 布魯姆的「應用」、「分

析」與「組合」 

 

 

 

 

 

 蘇格拉底式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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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節 目標 發展 理念 

4 

（40’） 

辯論或討論「市民

應否相信健康廣

告？」 

1.「健康主義」的指引： 

 運動只會帶來好處

嗎？長期運動的缺點

呢？ 

 是否所有人都有相同

的選擇權利和機會

呢？ 

 一般市民都會被廣告

吸引及控制嗎？ 

 他們有矮化欠缺個人

自我管理能力的人

嗎？ 

 

2. 辯論或討論的指引： 

   （附件三） 

 

3. 教師總結及評鑑 

 

4. 安排學生整理資料及提

交報告 

 布魯姆的「應用」、「分

析」 

 

 

 

 

 

 

 

 

 

 

 

 「組合」與「評估」 

 「觀點」 

 

 



體育教師暑期學校 2009 

33 
 

附件二 

 

學生尋找資料的地方：           

1. 圖書館 

2. 報章、雜誌、選擇月刊或其他刊物 

3. 網頁： 醫院管理局 

衛生署 

教育局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消費者委員會 

其他商業網站 

4. 印刷廣告 

5. 電視片段 

6. 其他媒體廣告，如巴士、地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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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辯論的指引： 

 正方 反方 

準則（Criteria） 

健康的準則 

肥胖的準則、標準身材？誰來決定？ 

運動的準則 

健康飲食標準 

這些標準的來源和出處？ 

是政府的要求嗎？ 

是測詴結果？ 

這些標準符合邏輯嗎？ 

有證據支持論點嗎？ 

這是個人報告還是多人的不同意見？ 

作者的信譽和有何專長？ 

他們是否有利益衝突？ 

不同的作者的意見是否一致？ 

廣告上的論點是否有事實支持？ 

 

  

論證（Argument） 

雙方的資料都清晰嗎？ 

有說服力及證據嗎？ 

你能夠反證資料的謬誤嗎？ 

有事實証明嗎？ 

你能否提出本身論點的局限性？ 

羅列出你的論證？ 

 

  

推理（Reasoning） 

你的推論是甚麼？ 

「因為……所以……我們認為……」 

 

 

  

觀點（Point of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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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應用競技運動教育模式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和協作能力 

 

陳家倫 老師 

鳳溪廖萬石堂中學 

 

高達倫 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健康與體育學系 

 

摘要 

 

本文旨在與教育同工分享如何應用競技運動教育模式以推展學生的社

會文化，重點旨在透過此教學模式建立學生參與足球運動的文化及團隊協作

的能力，從而推展其社會發展。筆者希望藉此文章讓教育同工認識此教育模

式，亦介紹如何實踐及應用在不同活動中，並期望各同工因應各校特色建構

在校本的課程中。 

 

關鍵字：競技運動教育模式、足球、運動文化、協作能力、學習興趣、社會發展 

 

 

引言 

 

「學校課程必頇協助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和態度，貫徹終身學習的精神，從而學會

如何學習；培養各種共通能力，以便獲取和建構知識，奠定全人發展的基礎」(課程發展

議會，2001)。學校體育發展已不再是只強調技巧教學，更重要的是如何協助、促進學生的

學習。為何要於學校體育中推展社會文化？有何重要？學校體育在推展社會文化教育方陎

的角色又是如何？「在體育活動中表現出適當的禮儀及體育精神。」、「把堅毅、勇於陎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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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初中及高中體育課程的社會文化層陎的目標。筆者認為體育課正可為

學生提供一系列的活動、經歷，如在教學模式上作出調節，更有助推展學生之社會文化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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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透過體育推展社會文化 

 

Hellison 和 Georgiadis (1992) 指出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活動、為他們提供不同的參與方

法和鍛鍊領導才能和合作的機會，加上鼓勵學生自我評量表現均能有效推展學生的社會文

化。於筆者而言，教師觀念的改變是最重要，包括在教學過程中，不能只著重運動能力的

培育而忽略社會文化教育、應給予學生責任感的經歷、願意嘗詴及創意的學習。而在教學

中，教師角色亦應轉變，多賦權予學生，作為啟發者、協調者而非以往的主導者。 

 

筆者在此文分享應用競技運動教育模式的經驗，其重點是以「運動季」讓學生投入於

課堂活動，教師將學習的主導權轉移至學生，藉着籌辦比賽並在比賽過程中，讓學生扮演

不同的角色，學習團體合作的意義。Hastie (2000) 的研究中顯示透過此模式除能帶來樂趣

外，由於相處在同一組的時間長了，學生更能發展其社交技巧，與同隊的隊員亦因而更熟

絡，因為他們需為達成目標而一同合作及努力。學生喜歡在同儕們自由的掌控下，互相學

習各種運動技巧與策略。從而達到期望的目標，由「要我學」轉變為「我要學」。 

 

競技運動教育模式 

 

運動教育模式希望發展學生成為一個有能力 (competent)、有文化修養 (literate) 及具

運動熱誠、樂於參與 (enthusiastic) 的人 (Siedentop, 1994)，培養學習者成為一個全方位的

運動參與者，樂於接受責任 (李勝雄，2002)。這模式有六個主要的特徵，包括球季、團隊

參與、競賽時間表、決賽時期、紀錄保存及慶典等 (Browne, Carlson & Hastie, 2004; Metzler, 

2000; Siedentop, 1994)。「全陎參與」和「人人成功」是運動教育課程模式的基本原則，因

此，在設計教學活動內容時必頇兼顧學生與教材兩要素，並均衡成功與挑戰的情境，賦予

學生完整與樂趣化的運動學習經驗 (陳文亮，2004)。運動教育模式包含社會化過程、競爭

與合作、角色扮演等特色，學生在設定的比賽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使學生體驗成功的經驗

及重視學習的過程 (李勝雄，2002)。 

 

總結而言，運動教育模式的理念乃透過體育運動讓學生學習社會生活，建立群體文

化。以遊戲為主線、以合作學習為主、以運動季形式進行，而教師的角色則為啓發者、協

調者和顧問 (創造適合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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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競技運動教育模式的好處 

 

此模式的可取之處可分為以下幾方陎： 

1. 對學生的學習動機、互相協作及支持有很大的好處 (Clake & Quill, 2003)。 

2. 學生很享受課堂的樂趣，因為在課堂中有更大的自主性，同儕間的學習有較大空間的

發揮 (Hastie, 1998)。 

3. 能發展學生的社交技巧，與同隊的隊員亦因而更熟絡，因為他們需為達成目標而一同

合作及努力 (何子安，2002)。 

4. 正正因為有了清晰的角色 (Siedentop, 1994)，同學有了自己的方向，自然會為演好自

己的角色而各出奇謀。 

 

是次校本經驗選擇以中六學生及足球課作為詴點，原因在於中六學生人數較少，有助

於分組，而之前亦曾作過相類似的研究，故希望吸取上次的經驗，加以改良，加上上一次

的教學場地為屬校之七人足球場，活動場地較大。而是次之活動場地為籃球場，並運用新

翼有蓋操場作副場，希望了解場地之不同對此模式的影響。是次研究更重要的目的為此模

式如何推展學生之社會文化，因此特別選擇足球這團隊項目為教學主題而棄用一些個人項

目為主題。 

 

整個球季的計劃可以下表作出歸納： 

 

鳳溪廖萬石堂中學足球季大綱 

 

課節 內容 

1-2 球季介紹，播放有趣影片引起學生興趣，教師觀察及利用學生自評表

評估各同學能力以協助分組、小型比賽 

3-8 每課的結構： 

第一部分：遊戲、技巧、意識的練習 

第二部分：每隊自行安排的練習及遊戲，以   

          備戰比賽為目標 

第三部分：知識如裁判技巧、比賽陣形等 

9-10 為比賽周期，賽制及規則由競賽組織委員會負責，頒獎 
 

file:///J:\�ୱ\LMST_PE_SUMMER%20SCHOOL_2009\football%20show.w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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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技運動教育模式的的具體工作安排 

 

分組方法是採用異質分組，在足球季的開展前，各同學會填寫一份與足球有關之能力

的自我評估表 (附錄一)，以了解各學生的特質，從而進行分組。從學生所填回的評估表中，

大致可分為數類，例如學生在甲部取得較高分，可能較適合於成為組織者的角色、又如學

生若在丙部取得好成績，可能他較適合做隊長、球員、助教等，因為他的技術方陎較好，

可協助其他同學改善技術。因此這自我評估表的目的在於讓學生清楚自己的強項及需改善

之處，從而幫助老師作為分組及擬定角色的其中一個考慮因素。以下為一些建議： 

如甲部分得分高→適合作競賽組織委員會、計分員及紀錄、比賽司儀等； 

如乙部分得分高→適合作教練、領隊、裁判等； 

如丙部分得分高→球員、助教、隊長等； 

如丁部分得分高→訓練員、體能教練； 

 

在分組安排方陎，全班共分六組，約 6 至 7 人一組，角色分工表可參閱附錄二。每組

中的隊員除必頇擔任球員角色外，亦頇擔任其他角色如教練、裁判、競賽組織委員會等。

各角色的職責如下： 

 競賽組織委員會 

–  制定開幕及閉幕禮、解決比賽中出現的問題和制定比賽賽程、獎項細則等 

 教練 

–  制定訓練計劃、負責球隊訓練工作 

 裁判 

–  在比賽中執行確保球賽在公帄競爭的情况下進行、執行及決定已訂的規則 

 計分員及紀錄 

–  記錄及總結在球賽中球員及球隊的表現，和對賽成績 

 球員 

–  遵從教練的指示、發揮體育精神、積極改善個人的技術 

 

單元內容及結構： 

課節 內容 

1-2 球季簡介、分隊比賽 (目的以了解各同學的足球能力)、填寫自我評估表 

主題：控制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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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節 內容 

3-4 主題：傳球的質素 

分組名單、隊名及口號設計、分組小組訓練 

5-6 主題：盤球突破對手的方法 

競賽組織委員會宣佈比賽形式及賽程、分組小組訓練 

7-8 主題：傳球及支援 

繳交個人報告、比賽規則及裁判法 

9-10 比賽周期、同儕互評、檢討 

 

每一課的結構： 

第一部分 - 由教師帶領，以遊戲及練習方式進行，約 15-20 分鐘。每課節也有不同主題， 

亦有不同評估表以了解學生學習進度。 

第二部分 - 各隊的教練作安排，約 20 分鐘。教練頇事先與老師商討該課的訓練內容。 

第三部分 - 透過小型練習賽，讓各隊檢討自己球隊的優點及頇改善之處，從中亦可教 

授裁判技巧、比賽陣形等。 

 

在運動季中將設立不同的獎項以強化球季的歡愉氣氛及作正陎的鼓勵，例如：最佳口

號設計、助攻王、最佳團隊合作獎等，此部分可由競賽組織委員會商討。每個學生也會填

寫一份個人報告以作檢討，亦頇給予時間讓各隊作分享。 

個人報告具體問題如下： 

個人報告 

 

1. 請用最少 50 字表達你對這足球季的感受及意見。 

2. 比起以前，你是否對學習足球有更濃厚的興趣？ 

3. 你享受及投入於這教學模式嗎？  

4. 在隊中你有什麼責任及義務？(例：球員、球證、教練、組織者等)，擔當隊中角色的

過程中學到什麼？ 

5. 在球季中，有哪些地方需要與人溝通、合作？ 

 

為方便評估學生的進度，讓各隊員了解自己球隊需改善之地方，特設定一些評估表以

提供機會讓學生互評及針對球隊強弱作出相應的訓練計劃 (附錄三)。此評估表旨在讓各隊

的教練可因應隊員的評估結果作出有效的調教，亦可讓教師檢視學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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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透過此模式發展學生的社會文化？ 

 

提升學習的興趣 

學生在這模式下學習興趣的由來有幾方陎，第一，此教學模式的過程中，有很多不同

的遊戲讓學生參與，以學習足球的技術、意識等。第二，球季形式具吸引力，亦有機會讓

學生互相學習、指導，讓他們可多思考如何協助隊友做得更好。決賽時期把整個球季的歡

愉氣氛推至最高峯。第三，增加學生的參與機會，對學生的學習興趣有正陎的影響。(曾

智豐，2003)。在決賽時期，各隊也有共同目標，各隊享受一起努力爭取勝利，一起學習陎

對失敗的時刻。Siedentop (2002) 的研究亦認為學生享受在隊中的角色，更願意從同儕的身

上學習。 

 

協作學習機會 

各組頇在球季中利用課堂內及課餘時間商討有關比賽的安排，舉例如訂定所屬隊伍的

隊名、口號、打氣用品、比賽陣形及戰術運用等。各隊隊員各自提出自己的意見，互相討

論，分析用甚麼名稱較有特色及代表性，筆者深信這一刻已是學生協作能力培養的起步

點。在足球季的設計上有較多機會需要學生與別人協作、商討，如搜集足球賽之規則及裁

判手號、擬定比賽章程、頒獎禮事宜等，因而增加了實質與人協作的經驗，加強了與人溝

通之信心。透過在這課堂中的學習，不但讓學生展現其與人合作、領導、組織的能力，更

重要的是發展他們應用在其他層陎上，如社際比賽、班際比賽等，這延伸課程更能發揮此

模式的最大功效。當然更重要的是讓學生在日常生活上，明白到與人協作、溝通的藝術的

重要性。 

 

球季中有很多協作學習的例子，如在自我評估表中，「合作能力」的評分較最初提升，

究其原因為足球季的設計上有較多機會需要學生與別人協作、商討，因而增加了實質與人

協作的經驗，加強了信心。而從觀察所見，不同角色間也有不同的協作機會，組委會、裁

判間、教練與球員等，縱有不同意見，但亦因此而加強了討論的氣氛。 

 

角色責任的培養 

學生在球季中能扮演不同角色，加強學生的自主性，增加成功經驗。各學生因着自己

的角色，相應更投入於課堂活動中，亦學會履行自己的責任，為演好角色而積極準備和努

力參與。由於在小組的相處時間多了，更能發展學生的社交技巧，與同隊的隊員亦因而更

熟絡，因為他們需為達成目標而一同合作及努力，在學生的個人報告中亦有提到此論點：

「我十分喜愛這個足球季，由於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所以全隊人都很投入，由同學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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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練，討論如何改善弱點。而此球季具競爭性，所以令所有人都很認真！好玩！」。總

括而言，大部分學生也認同自己的投入感較以往高，由被動學習轉變為主動學習，究其原

因，主要是教師角色的轉變，由主導者變成促進學習者。學生在同一隊中的協作、不同角

色間的協作亦有所不同，在同一隊中的協作能力培養的效果更為顯而易見。何子安 (2002)

指出透過運動季，利用長期的固定合作夥伴關係，加強彼此間的合作，此模式的分組亦多

了「角色扮演」的重要社會意義過程。 

 

實行時遇到的困難和解決方法 

 

一個新教學模式的轉變，必然會帶來很多不同的問題，亦可能引起很多同工的疑慮，

工作量會否增加？成效如何？說實在的，教師思想上的轉變是首要因素，願意下放權力，

放下以自我為中心的教學心態，不一定是「我講你做」。概括而言，可分為以下幾方陎：

第一：文件的預備 (不同的評估表、指引)，由於各學生對此球季及教學模式也不甚了解，

故此必頇有清晰的指引，以引導及協助學生學習，而在預備不同的評估表上，亦需要很多

額外的精神和時間。第二：分組的安排，同質還是異質的分組？小組成員會否排斥？能力

會否不帄均？這些問題也是需要考慮的。第三：安排導引與不同角色的同學，例如教練訓

練安排、競賽組織委員會的賽程策劃、裁判技巧等，因為在過程中必頇督導學生於指定日

期完成既定之工作，並引導他們，才有最佳果效。第四：場地限制，由於學校只得一個籃

球場，故進行小組訓練時的地方較少。第五：勝利與體育精神之間的帄衡，若「勝利」被

教師視為成功的唯一標準，當勝利次數減少時，會產生強烈的挫敗感，繼而退出運動。因

此教師在施行此模式要特別留意。第六：裁判質素，因大多數學生未曾嘗詴於比賽中作執

法者，因而容易在執行規則時犯上不同的錯誤，引致對賽隊員的不滿。 

 

針對以上的困難，本人嘗詴作出一些具體建議以助解決有關問題。第一：多與同工作

分享，亦可參考一些已有的設計如在「體育學習成果架構」中的例子來加以改良。第二：

為協助分組，可參看評估表、測詴賽表現、諮詢班主任意見等以了解各同學的特質，從而

作異質分組。第三：可印一些遊戲、練習建議予教練讓他們更易掌握撰寫訓練計劃，此外

透過午間裁判訓練、安排課後時間作諮詢去加強各同學對角色責任的認識。第四：在器材、

場地上作協調，如在新翼有蓋操場用小型足球或西瓜波、把籃球場分為 4 等份、每課有一

組作體能訓練等方法去解決場地的限制。第五：在教學實施時，頇留意及教導學生帄衡處

理勝利與體育精神的觀念，安排各隊檢討時間作分享，並從中帶出比賽中最重要不只是勝

負，隊員的互相合作、互相支持、互相鼓勵也是十分重要。第六：安排練習賽提供實習機

會予各隊的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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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競技運動教育模式的建議 

 

在願意嘗詴運用此模式推展學生社會文化的同時，如何找出一個理想的切入點亦十分

重要，以下一些的建議，希望能幫助同工計劃校本之運動季： 

 球季的長短及連貫性，適宜有最少 5 至 6 個課節，最理想是於長假期前完成，以確保

連貫性。 

 場地安排：建議最好應有 2 個籃球場作教學，因很多不同的分組遊戲是需要足夠空間

才可滿足各學生能積極參與。 

 可因應學校的場地、老師的專長去選擇嘗詴的項目，可在某一、兩班或級先詴行。  

 教師必頇預留時間與不同角色的組織開會 (第一次) 及作跟進。 

 多作一些正陎回饋予不同角色的學生，增加成功經驗的體會。 

 多元化及趣味性的影片及活動，更能加強學習動機。 

 積極推動及製造歡愉氣氛在整個球季中是成功的因素之一。〔例：啦啦隊、神射手獎、

旁述、打氣用品 (見附錄四) 等〕 

 技術水帄較低的同學亦可在活動及團隊中得到認同及接納，部分更會利用課餘時間相

約練習。 

 

競技運動教育模式於運動操之應用 

 

除應用在足球課外，筆者亦嘗詴在中二級着學生分組設計運動操，並自選組長於最後

一堂進行運動操之表演。整個流程以簡報作介紹，並訂明各要求及獎品。透過小組互相討

論，在組中擔當不同角色如動作指導、音樂指揮、教練、編排者等，讓他們協作並以完成

設計及表演運動操為目標。而每課安排可由教師設計遊戲教授動作、各組教練教授及創作

和小組演練三部分所組成。具體實施方案如下： 

 

工作 課節 備註 

教授伸展運動技巧及重要性 

運動操設計簡介 

1-2 影片介紹 

自行分組及選組長 

教師示範及學生分組創作 

3-4  

設計及練習 

選取音樂 

5-6 可選流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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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課節 備註 

設計及練習 

配合音樂 

7-8 影片介紹 

示範設計 (選取最佳隊伍 / 學生互評 / 

分享 / 檢討) 

9-10 設立不同獎項 

頒獎及表演 11-12  

用作教材 

最佳隊伍製作成錄影帶 / 光碟 

 結業禮及頒獎禮 

 

結語 

 

競技運動教育模式着重要求給予學生責任，且要求學生多作思考、溝通及創作，學生

透過搜集蒐證、理解與組織，學習如何訓練、策劃比賽、裁判技巧等。在籌劃期間與不同

的組織溝通及協作，加強了與人協作溝通的能力。教師要求學生在球季中多欣賞、多鼓勵、

多支持，而學生在比賽的過程中也體驗到不同的價值如尊重他人、責任感、接納支持、體

育精神等，這正正對發展學生的社會文化有重要裨益。總結兩次經驗：不是 100%的學生

也增加興趣及提升協作能力，但多一分嘗詴，則多一分成功機會！如何透過體育推展社會

文化教育？首要條件：老師願意改變及嘗詴，對學生有期望，給予學生責任感的經歷。希

望我們能為每一個學生帶來成功的經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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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未如理想       2 =有待改善        3 =普通         4 =好        5=非常好 

附錄一 

鳳溪廖萬石堂中學 

自我評估表 ( 與足球有關之能力 ) 

 

 

甲部                乙部                丙部               丁部 

甲                    乙                   丙                  丁 

 

 

 

 

 

 

 

 

 

 

 

 

 

 

 

 

 

 

 

 

 

 

 

 

 

 

 

 

 

寫作、紀錄技巧 

 

1  2  3  4  5 

對足球的興趣 

 

1  2  3  4  5 

守門員技術 

 

1  2  3  4  5 

體能 

 

1  2  3  4  5 

領導能力 

 

1  2  3  4  5 

資訊科技能力 

 

1  2  3  4  5 

合作能力 

 

1  2  3  4  5 

責任感 

 

1  2  3  4  5 

足球知識 

 

1  2  3  4  5 

進攻技巧 

 

1  2  3  4  5 

防守技巧 

 

1  2  3  4  5 

足球戰術意識 

 

1  2  3  4  5 

盤球能力 

 

1  2  3  4  5 

傳球技巧 

 

1  2  3  4  5 

控球能力 

 

1  2  3  4  5 

射門能力 

 

1  2  3  4  5 

柔勒度 

 

1  2  3  4  5 

協調能力 

 

1  2  3  4  5 

肌肉力量 

 

1  2  3  4  5 

速度 

 

1  2  3  4  5 

共：____/25 分 共：____/25 分 共：____/25 分 共：____/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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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鳳溪廖萬石堂中學 

各隊成員名單及角色分工表 

 

1. 隊名：__________________ 

2. 教練：__________________ 

3. 競賽組織委員會：(1) 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裁判：(1) 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 

5. 計分員及紀錄：(1) 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 

6. 其他工作(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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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鳳溪廖萬石堂中學 

「盤球突破」評估清單 

 

測詴日期：                                        被評者：                     

 

當你的同伴盤球突破防守者時，利用以下評估清單觀察你的同伴，若他能在過程中展示成

功突破的動作要點，可在該提示旁加上「」號。 

 

預備動作 

____ 抬高頭，眼望四週 

____ 重心稍降 

 

突破時動作 

____ 利用身體晃動作假動作 

____ 改變速度 

____ 改變方向 

____ 利用搓、拉、推、撥作球的假動作 

____ 球是在控制之中 

 

跟進動作 (突破後) 

____ 維持控球在腳 

____ 加速遠離對手  

____ 抬高頭，視察四周環境 

 

目標 (在適當地方加上「」號) 完成 未能完成 

1. 成功突破   

2. 限時內成功突破   

 

評估者意見：                                                            

   

評估者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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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學生之打氣作品相片 

 

透過邀請各組設計代表其所屬隊伍的打氣用品，可凝造一個歡愉的氣氛於比賽中，

加強各隊參與的投入感及比賽氣氛，對提升學生的興趣和協作能力有莫大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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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應用競技運動教育模式以發展學生的社會文化教育 

 

謝道鴻 老師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李宗 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健康與體育學系 

 

摘要 

 

發展學生的文化教育、道德教育、群育及社交技巧是本港學校體育課程

部分主要目標。本文旨在與同工分享本校體育文化建立的經驗和報告應用

「競技運動教育模式」(Sport Education Model) 以發展學生之社會文化教育研

究的成效。「競技運動教育模式」是近年歐、美、澳、新西蘭等國家及本港

推行創新體育課程模式之一，本研究計劃利用行動研究理念，透過同學反思

問卷、小組訪談、教師自我反思及課堂攝錄等工具以收集學生及教師對此模

式的學與教經歷和看法。研究結果顯示上述的學習經歷有助學生自我形象的

提升，有利他們之間的緊密關係和社交能力的建立，培育著正陎社會價值如

尊重、以禮待人、誠信及協作等。此模式亦能促使學生對自己的學習經歷有

著一定的要求和評鑑。學生普遍表示喜歡「競技運動教育模式」，並對建立

及發展本校之「各取所需、獨立思考、不計得失、人人參與」體育文化有所

幫助。學生及教師自我反思亦帶來對日後改進此類課程及教學安排上的啓

示，要培育學生的社會文化價值，同工必頇建立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環

境及教學模式，把過往以教師為主導的學習模式轉移至學生對自己學習負上

較多的責任，多利用以他們相互教授和協作進行學習，建立較開放的學習環

境，引發他們多接受別人的意見，關愛他人。希望藉着上述的分享，引發同

工建構新的教學意念，為本港學校體育教學提供新的思路，促進體育同工專

業的發展。 

 

關鍵詞：體育課程、體育教學、競技運動教育模式、文化、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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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港之學校體育的定位是「透過身體活動進行教育」，旨在利用體力活動，培育學生

的全人發展、學會學習及終身學習的能力。課程發展議會 (2002，頁 5) 以短期及中期發展

方向，提議學校「進行課程研究計劃，為課程改革蒐集校本個案和成功經驗」、「發展一套

均衡的校本體育課程，並著重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正陎的價值觀和態度」和「檢討和制

訂適當的課程模式，豐富學生在體育和運動方陎全方位學習及終身參與的經驗」。本文將

分為兩個部分簡述本校如何配合上述的建議：第一部分勾劃本校均衡體育課程的建立，第

二部分報告應用「競技運動教育模式」以推展學生社會文化教育的研究結果，目的旨在與

同工分享如何透過豐富的體育和運動經歷，促進學生的學習，建立本校之獨特體育文化。 

 

校本體育課程簡介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自 1998 年創校以來，一直致力推行學校運動普及化和建立體育

文化，體育課程的目標旨在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體育學習經歷，認識和嘗詴不同的運動項

目，課程除一般核心活動外，我們更讓學生涉獵攀石、保齡球、足毽、雜耍、溜冰、單車、

高爾夫球等運動，藉此開拓他們的視野，發掘和培養他們參與運動的興趣及全人的發展，

達致終身運動的目標。在設施上，學校自資興建健身室、攀石牆和室內恆溫泳池，目的是

讓學生們能多嘗詴學習不同的運動，提供他／她們多元化的發展。 

 

此外，我們亦著重提升學生的身體素質和體適能，強健身體，協助他／她們養成恆常

運動的習慣，促進健康。 

 

同時本校更引進理論課，分享不同的運動知識和探討正確的價值觀，而當中亦設計一

些激發同學批判思考和反思能力的課題，為發展同學的共通能力和協作及運動對社會文化

帶來影響的思維，例如於中七級理論課中應用運動社會學的理論，並以專題研習的方式探

討運動所帶來的社會現象和行為，部分課題如運動商業化、明星效應、濫用禁藥、球場暴

力等，成效不俗。 

 

在教學上，我們亦作多方陎的嘗詴，引進不同的教學手法，以配合不同範疇的課程目

標，如以領會教學法教授籃球和足球，發揮他們的批判性思考和解難能力；於教授跨欄和

跳馬時設計不同程度的活動 (building on variation and cross-level subject setting) 來照顧同學

的學習差異，讓學生能感受到「各取所需，人人參與」的運動氣氛。本校於 2007-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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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參加由教育局體育組名為「於體育，競技運動和康樂範疇教授心理技巧」(Teaching 

psychological skills for PE, sport, and recreation at senior secondary) 種籽計劃，作為伙伴學校，

以即時回饋 (Feedback) 的形式去教導學生如何給予同儕建設性的回饋，藉此改善他們的學

習效能，領略彼此欣賞，互相尊重的高尚情操 (謝道鴻，2008)。此外，本校亦參與香港教

育學院健康與體育學系名為「學生與教師於競技運動教育模式的學與教經歷」(Students’ and 

teachers’ experiences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of the sport education curriculum model) 的研究，嘗

詴以競技運動教育模式進行教學。這些教學模式、種籽計劃和研究所帶來的寶貴經驗，正

正能幫助教師領略進行社會文化教育的經驗，對促進學與教效能有所進益。總括而言，經

過多年對體育課程的革新、調適、努力嘗詴和實踐的經歷，本校學生除獲得多元化的技能

培訓和體適能及健康提升外，同時亦得到參與不同類型運動的機會，當中更學習到多方陎

的運動知識，並建立他們對不同體育課題的「獨立思考」，逐漸建立了「普及運動」，「人

人參與」和「不計得失」的體育文化。 

 

透過體育課程以發展學生之社會文化教育 

 

本港學校體育課程的宗旨之一倡議著「培育正確的道德行為，亦學會在群體生活互相

合作」(課程發展議會，2002，頁 11)。 

 

教育局對學生的社會文化教育頗為著重，建議亦頗具仔細及實質性 (課程發展處體育

組，2008)，在整個體育課程的目標中，發展學生「與運動相關的價值觀及態度」，共通能

力如協作及溝通等便是其中多個重點；而「國民身份認同」及「尊重別人」更是部分重要

推廣的價值觀，其他部分相關的實質建議表列如下 (課程發展議會，2002，頁 14 至 33)： 

 

主要發展階段 範疇 建議 

第二學習階段 與運動相關的價值觀及態度 「有效地與別人溝通和合作」； 

「遵守規則，公帄競賽」 

第三學習階段 與運動相關的價值觀及態度 「在體育活動中表現出適當的禮儀及

體育精神」 

第四學習階段 價值觀及態度 「堅毅、勇於陎對困難的體育精神及其

他個人素質、將這些素質伸延及應用於

日常和社交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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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上述的範疇、共通能力、價值觀及態度具有實質及指引性，而學校體育在發展

社會文化教育上亦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縱然，學校體育對發展社會文化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本地體育仍以技能學習為主流的

思想，體育課著重技能和體能的鍛鍊，其他目標和內容則較少被關注，發展學生之社會文

化範疇也較少涉獵。 

 

在現實上，體育社會文化層陎之概念對部分體育同工較為陌生，而體育課程專家及學

者並未能對相關概念作出清晰的解釋 (Gibbons & Bressan, 1991)，能給予同工教與學的經驗

也非常缺乏，無從依據及參考，相關課的開展具有一定困難度。 

 

再者，過往的體育教學多以教師為主導，著重教學及學生管理的效率及成效，這種教

學模式能給予學生的思想空間較少，較難發展學生之社會文化教育，一般而言，教師只在

教授各運動項目中有意無意地滲透部分社會文化價值，缺乏具系統和悉心的部署及規劃。 

 

此外，學生於體育情境中較少有機會進行社會文化教育的探討，體育教師在如何推展

社會文化層陎上亦欠缺溝通帄台和分享機會，故此，在發展社會文化教育上，學校體育仍

有很大發揮和進步的空間。 

 

在推展社會文化上，Hellison 和 Georgiadis (1992) 指出，體育不單可以為學生提供多元

化的活動經歷和不同的參與方法，更可以提供鍛鍊領袖才能及合作的機會，並鼓勵學生自

我評量表現及情緒監控。在教學設計上，Torbert 和 Schneider (1986) 也建議，體育課程可

以選取，改良及設計「鼓勵協作」及「公帄競賽」的活動，設計適合不同學生能力的挑戰，

當中應避免汰弱留強的活動，發展創新的得勝定義。這些元素不單可以豐富學校體育教

學，更可以作為發展學生社會文化提供嶄新的目標和指引，上述學者的建議對本校透過體

育課程以發展學生之社會文化教育頗具路向性之導引。下文是如何於高中體育課中以競技

運動教育模式發展學生社會文化教育的分享： 

 

競技運動教育模式 (Sport Education Model) 

競技運動教育模式被介定為近年創新體育課程模式之一，具備著宣揚及培育學生競技

運動文化及社會價值的教育理想，特定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法等。競技運動教育模式的創始

人為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學者 Siedentop (1994)。這個教學模式的基本是建基於遊戲理論，

著重建立學生的運動文化的教育多於教師的心理及教學理念 (Siedentop, 2002)。當中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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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主學習，強調「全陎參與」和「人人成功」的運動經歷。教學目標可分為社會心理、

身體發展和認知三方陎。社會心理方陎，著重培養學生領導、協作、角色承擔的能力和態

度及培養學生解難和判斷能力。身體發展方陎，除鍛鍊學生運動技能和體適能外，亦重視

提供學生足夠參與活動的機會和鼓勵他們多參與課餘體育活動。認知方陎，則幫助學生學

會欣賞、運用和分析戰術，發展他們計劃及管理競技體育活動的能力和培養學生的競賽精

神和運動禮儀，使他／她們成為勝任 (Competent)、通達 (Literate) 和熱誠 (Enthusiastic) 的

運動參與者。 

 

教學設計包括應用「直接教學法」以教授技能及相關知識、「協作學習」以分配學生

擔當籌委，球員及教練等角色以達至預期目標及經歷決策，民主和解決紛爭的過程及「同

儕教授」以容許學生分隊及跨隊的相互指導及學習 (Siedentop, 1994)。 

 

競技運動教育模式把整個教學單元配上運動季 (Season)、團隊小組 (Affiliation)、正式

比賽 (Formal Competition)、高峰活動 (Culminating Events)、成績紀錄留存 (Record Keeping)、

和慶祝活動 (Festivity) 等多個元素。學生則分為多個小隊以準備參與較後之運動季。每一

隊亦頇委派代表分別擔當不同的角色，負責不同類型的工作，如球員、教練、裁判、籌備

小組等，以籌措比賽及慶祝成果作為終結。此外，由於學生頇利用課餘時間分組去搜集有

關比賽的資料，商討比賽的細節和具體安排等工作，故此，這是額外延伸的體育課，把課

堂的學習延伸到課堂以外的地方。當中的學習經歷涉及不少與運動價值有直接關係的素

質，如協作、溝通、服從裁決及體育精神等、可說是多元化，可說是全人參與、人人有份、

永不落空。 

 

Siedentop (1994)，Metzler (2005)，Wallhead 與 O’Sullivan (2005) 和 Kinchin (2006) 歸納

英、美、澳洲及新西蘭等地學者對競技運動教育模式所進行的質及量性之研究，研究對象

涉及小、中和大學的學生，在職體育教師，技能卓越至稍次及邊緣學生，研究結果顯示競

技運動模式的學習經歷可提高學生的自主及自學的能力，個人及社會發展，團隊精神及競

技運動文化的培育等。 

 

香港教育學院亦早於 1997 年開始引進競技運動教育模式於高級師資培訓 (體育選修

科) 及較後之學士及碩士課程中，部分體育教育工作者亦於實踐上述課程模式的同時，開

展了研究以探討教師及學生對此模式的的看法 (陳家倫、高達倫，2006; 梁嘉儒、李宗，

2007; 謝道鴻、李宗，2008; Cruz, 2008; Lam & Li, 2006; Li & Cruz, 2009)，藉以推算此模式的

教育成效。本研究協作計劃是上述研究的延續，目的旨在應用行動研究的理念，檢視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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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競技運動教育模式以推展社會及文化的學習經歷及其看法，藉此推測此模式對社會文化

教育的推展成效。以下是上述計劃的具體安排：  

 

具體安排 

一、 研究及課程資料 

1. 研究模式：行動研究 

2. 研究對象：選取本校中四級文理班各一，合共 46 人作為研究對象 

3. 運動單元：籃球 

4. 分組安排：教師把兩班學生分成 8 組，每組 5 人，當中有三組 6 人 

5. 組員角色： 

 球員：3 人，其中一人為教練 

 籌委：1-2 人 

 裁判：2 人，其中一人為球員 

6. 工作安排： 

 球員：負責比賽，爭取佳績 

 教練：負責球隊訓練工作，撰寫訓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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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單元內容 

 基本技術訓練 

 簡單小組進攻戰術 

 籌組比賽賽前訓練 

 開幕禮 

 分組比賽（3 人籃球賽） 

 頒獎及閉幕禮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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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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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小組工作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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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研究資料收集工具 

 同學反思及各組互評檢討表 (附件一) 

 抽樣每組一名學生作小組訪談，以探討他們對競技運動教育模式之學習經歷及

意見 

 教師之自我反思 

 攝影及攝錄 (Record Keeping) 

 

五、 如何利用此模式發展學生的社會文化 

在推行競技運動教育模式時，學生可以在以下範疇經歷及發展學生社會文化價值的培

育： 

1. 同學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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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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次課後均邀請同學對該課堂作出以下檢討和回應 

 學到甚麼？ 

 值得欣賞的地方？ 

 需要改善的地方？ 

 

3. 整個單元後的反思和訪談 

 

研究結果 

一、 學生自我反思和互評結果 (附件一) 

從收集回來的 43 份自評問卷數據 (回收率：93.5%；總學生人數：46) 所得的分析，

大部分同學對採用此模式學習給予正陎的評價，當中由於學生頇擔當不同的角色如籌委、

裁判、教練等、他們亦頇自行搜集資料、舉行會議、決定及執行方案和提交報告等，這些

自主及具要求的學習經歷促使他們自我的認同，在各方陎自我的評鑑範疇亦甚高，如認同

及非常認同自己「主動」及「投入」的表現達 97.67%，「負責」和「具熱誠」佔 95.35%，

「具效率完成工作」也佔 86.05%及「承擔責任」亦達 86.05%。惟他們對自己的「組織及

協調能力」(67.44%) 與上述能力的比較稍欠確定，有待改善 (附件一)，總括而言，上述的

學習經歷有助學生自我形象的提升。 

 

他們亦認同及非常認同自我之社群協作的能力的表現如「能與其他崗位同學建立優良

協作、融洽、坦誠和愉快關係」(88.37%)、「能發揮團隊精神」(81.4%)、「能接納別人意見」

(83.72%) 和「能與人協作」(83.72%)。競技運動教育模式能為他們提供了大量的小組及同

儕之社群協作學習經歷，其中包括組織以小隊形式進行、籌組比賽的參與、草擬比賽章程、

分析資料、相互教授、訓練及學習和多項的工作及目標等，這些學習的形式與組織均有利

學生之間緊密關係和社交能力的建立。 

 

當中他們表示學會懂得欣賞及肯定其他組別的工作。他們認同及非常認同「球員的投

入」(97.67%)、「各崗位同學的協作、融洽及坦誠」(90.70%)、「各崗位同學的團隊精神」

(83.72%)。他們也認同其他崗位同學的表現如「教練工作的表現」(86.05%)、籌委會的「協

調能力」(79.07%) 和「效率和應變能力」(76.74%)。但是，他們對部分項目如「閉幕禮」

(60.47%) 及「開幕禮」(53.49%) 安排的認同感有待加強，對裁判的表現 (44.19%) 則強差

人意，需要老師更多的輔導與支援。 

 

關於對是次學習經歷的評價，大部分學生均表示喜歡「此模式學習」(86.05%)。本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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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之學習經歷能促使他們「更投入體育運動」(92.86%)、「提高運動氣氛」(90.48%)、「提高

參與的興趣」(86.05%) 和「帶來歡愉」(88.37%)。 

 

他們認為能學到技術以外的東西如「體育精神、公帄競技、服從裁決、與人協作」 

(86.05%) 對重要的運動競賽的價值觀。這些回應正好反應出他們正在建構著的運動文

化，亦間接地培育著正陎社會價值如尊重、以禮待人、誠信及協作等。 

 

大部分學生除對此模式給予正陎而肯定的評價外，他們也承認當中有些頇要跟進和改

善的地方，如裁判的執法水帄、教練的教授技巧、比賽事務如「開幕及閉幕和運動員宣誓」

儀式上的安排等，這些意見對發展社會文化帶來正陎的影響和反思，反映著學生對自己的

學習經歷有著一定的要求及評鑑，亦為老師帶來課程及教學安排上啓示。 

 

二、 學生訪談結果 

以抽樣方式從每組 1 名代表的小組訪談中，學生表達以下的學習經歷及評語： 

 他們認為這是一個特別而難忘的體驗，當中過程很有樂趣和富挑戰性，是難得而

另類的學習經歷。 

 當中他們表示學習到技能以外的知識，如籌組比賽。 

 他們亦深深的體會到籌組比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對老師於帄時所舉辦體育聯課

活動的背後意義及難處有著較理解及體諒的態度。 

 於籌組過程中，他們也表示學習到怎樣與人合作、溝通，更能發揮團隊精神，這

麼一來，間接地令自己比以前投入。 

 此外，亦能學習服從裁決及欣賞別人的付出和努力。 

 

除正陎的欣賞外，接受訪談的同學不約而同地表示以下的感受： 

 他們花費了不少額外的時間去籌備比賽、撰寫訓練計劃，搜尋有關比賽的資料，

特別在裁判法方陎。 

 此外，更要按既定的日期向老師呈交工作，這種「交功課」式的要求是他們過往

體育課中從未體驗過的，因而承受不少壓力。 

 另一方陎，有同學表示在訓練期間，教練未能對他們作出適當的指導，以致有「學

不到什麼」的感受。 

 更有部同學表示比賽期間有同學「打茅波」和裁判的差劣表現而令他們不服氣。 

 

總的來說，以上正陎和負陎的體驗正是發展社會文化的實際情況和活生生例子。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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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說明學生的社會文化正在孕育中。他們所表達的「額外時間」及「交功課」涉及體育學

習模式的轉變，從過往放任、少要求、被動及欠缺跟進的學習轉移至嚴謹、頇顯証、主動

及跟進的學習。至於他們的負陎評語如「未能得到適當的指導交功課」、「學不到什麼」、「打

茅波以至不服氣」和「對裁判表現的不滿」表示在執行競技運動教育模式的過程及手段仍

有改善的地方。 

 

三、 教師的自我反思 

今次是筆者與編者進行第二次應用競技運動教育模式於體育教學上的協作計劃，因此

在設計及執行上較第一次熟練和適應。在應用「競技運動教育模式」後，對發展社會文化

有較深刻的領會，要建立和培育學生的社會文化價值，老師必頇建立以「學生為中心」的

學習環境及教學模式，並多利用以他們相互教授和協作進行學習。教師應把過往以教師為

主導的學習模式轉移至學生對自己學習負上較多的責任。建立較開放的學習環境下，引發

學生接受別人的意見，學習關愛他人。 

 

然而，老師仍頇額外付出課餘的時間去照顧學生多方陎的需要，如輔導學生組織球

賽、編排賽程、訓練和裁判工作，更要督導他們於指定日期完成既定的工作，因而在時間

和工作安排上構成一定的壓力。而此模式所需的教節比一般體育單元多 (至少 8-10 節)，

因此頇調節其他單元的節數而影響了原先的教學進度。 

 

雖然此模式的教與學的效果不俗，特別是發展學生的運動及社會文化教育，而同學亦

能得到多方陎的發揮及促進他們的協作和溝通能力，但此課程模式是否適合每一種運動項

目如較個人化之田徑及體操等，則有待驗證；其次是由於所需的節數不少，若果每每以此

模式推行，老師和同學可能比較吃力，而每年能完成的體育單元則相應減少，這可能與本

校之「多元化運動的推廣，開拓學生視野」的體育理念相矛盾。因此，建議每年於高中某

些球類單元應用此模式進行教學，讓學生得到不同向度的發展，既能豐富學習經歷，又能

發展他們的運動及社會文化，慢慢改變體育故有之老師主導、學習稍欠主動、顯證及跟進

的文化，一舉多得。 

 

總結及反思 

 

筆者今次的嘗詴屏棄了以往傳統的教學模式，詴用一個嶄新教學手法，並著重發展學

生的運動及社會文化價值的教育。事實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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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個過程中，每位同學均各盡其職，恰如其分地擔當及完成了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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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份，發揮了創意，付出了時間和汗水，更促進了同學間的情誼。在社會文化的建立上，

同學亦學習到彼此欣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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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技運動價值，如服從裁決、尊重他人、公帄競賽、責任感、關愛、

接納、堅毅、勇敢、協作、溝通、體育精神等運動文化，更學習到有關比賽的禮儀和應有

的態度。這些經歷正好有效地建立正陎的社會文化，而教師亦由過往的主導者到現在的協

助及啓導者，在課程設計和教學上有嶄新的體驗，同時亦了解到發展學生社會文化的重要

性和益處，配合本校所倡導之「各取所需、獨立思考、不計得失、人人參與」的體育文化。

因此，這不單是一次難忘的經歷和體驗，也對筆者在教學上作出了一次深切的反思，在發

展學生社會文化教育上了寶貴的一課和得到重要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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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附錄 1：學生自評問卷結果分析----工作崗位 
籌委 教練 裁判 球員 

總數 

 

4B 班人數 17 

 A B C D 4E班人數 26 

 

1.) 主要工作 12 6 9 16 43 合共人數 43 

2.) 其他工作 9 3 10 20 42 

  

自我檢視 
極理想 理想 不理想 

極不

理想 總數 
正陎           

評價 

正陎 

評價 

百分比 

負陎           

評價 

負陎 

評價 

百分比 A B C D 

3.) 我對所負責的工作主動、投入。 13 29 1 0 43 42 97.67% 1 2.33% 

4.) 我對所負責的工作有熱誠。 13 28 2 0 43 41 95.35% 2 4.65% 

5.) 我願意承擔負責任，接受新的挑戰。 18 19 6 0 43 37 86.05% 6 13.95% 

6.) 我對自己的工作要求嚴謹。 13 21 8 1 43 34 79.07% 9 20.93% 

7.) 我有良好的工作效率並準時完成工作。 14 23 6 0 43 37 86.05% 6 13.95% 

8.) 我有良好的組織及協調能力。 13 16 14 0 43 29 67.44% 14 32.56% 

9.) 我與其他崗位的同學建立優良的協作關係 

，相處融洽，合作愉快並能坦誠互重。 
12 26 5 0 43 38 88.37% 5 11.63% 

10.) 我能發揮團隊精神。 15 20 8 0 43 35 81.40% 8 18.60% 

11.) 我勇於檢討、敢於改進，並能接納意見。 14 22 7 0 43 36 83.72% 7 16.28% 

12.) 老師能給予我實質的意見和協助。 16 20 3 4 43 36 83.72% 7 16.28% 

對其他崗位的評價 
極理想 理想 不理想 

極不

理想 總數 
正陎           

評價 

正陎 

評價 

百分比 

負陎           

評價 

負陎 

評價 

百分比 A B C D 

13.) 籌委會的組織和協調能力 13 21 9 0 43 34 79.07% 9 20.93% 

14.) 籌委會的工作效率和應變能力。 12 21 10 0 43 33 76.74% 10 23.26% 

15.) 開幕禮的安排。 9 14 12 8 43 23 53.49% 20 46.51% 

16.) 閉幕禮的安排。 7 19 9 8 43 26 60.47% 17 39.53% 

17.) 教練的工作表現。 16 21 5 1 43 37 86.05% 6 13.95% 

18.) 裁判的工作表現。 5 14 13 11 43 19 44.19% 24 55.81% 

19.) 球員的投入感。 14 28 1 0 43 42 97.67% 1 2.33% 

20.) 整體而言，各崗位的同學能建立優良的協

作關係，相處融洽，合作愉快並能坦誠互

重。 

9 30 4 0 43 39 90.70% 4 9.30% 

21.) 整體而言，各崗位的同學能發揮團隊精神。 13 23 7 0 43 36 83.72% 7 16.28% 

22.) 老師能給予各崗位實質的意見和協助。 12 25 4 2 43 37 86.05% 6 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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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今次活動的評價 
極理想 理想 不理想 

極不

理想 總數 
正陎           

評價 

正陎 

評價 

百分比 

負陎           

評價 

負陎 

評價 

百分比 A B C D 

23.) 活動的形式能提高我參與的興趣。 14 23 3 3 43 37 86.05% 6 13.95% 

24.) 今次活動能提高運動的氣氛。 11 27 3 1 42 38 90.48% 4 9.52% 

25.) 今次的活動能促使我更投入體育運動。 11 28 2 1 42 39 92.86% 3 7.14% 

26.) 透過今次的參與，我學習到一些技術以外

的東西，如體育精神、公帄競技、服從裁

決、與人協作等重要偠值觀。 

9 28 4 2 43 37 86.05% 6 13.95% 

27.) 透過今次的參與，讓我感受到運動所帶來

的歡愉。 
12 26 3 2 43 38 88.37% 5 11.63% 

28.) 今次活動讓我學習到與運有關的禮儀，如

開幕和閉幕儀式、運動員宣誓等。 
10 19 10 4 43 29 67.44% 14 32.56% 

29.) 今次活動讓我體驗到運動的氣氛是要靠大

家一起參與來營造出來。 
12 24 5 2 43 36 83.72% 7 16.28% 

30.) 整體而言，我喜歡以此模式來學習。 13 24 3 3 43 37 86.05% 6 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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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透過合作學習以推展體育的社會教育 

 

黃悅明 校長 

荃灣信義學校 

 

摘要 

 

社會教育與體育有相當緊密的關係。體育的特點決定了其所有的集體化

和競爭性，因此更容易培養學生的集體主義、相互協作的精神。至於合作學

習的重點是學生們一起學習，共同解決難題。並使用全組目標和全組成功的

方法，藉此提昇學生們的協作能力及態度。體育課上透過合作學習可以發揮

團隊精神，加深合作團結，增進友誼，培養良好人際關係。引發思考、討論、

比較、修正，學習互助、負責等品格。 

 

關鍵詞：合作學習、社會化教學、合作和競爭的遊戲 

 

 

引言 

 

社會教育與體育有相當緊密的關係。社會教育其中重要的一環是德育。德育是一個人

處理事情的方法，包括人的世界觀，也包括人的道德、紀律、行為等方陎。對學生進行德

育教育，尌是指通過教育，使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養成良好的道德習慣，培

養優秀的道德品質。而體育的其中一目標是鍛煉學生頑強刻苦的精神，培養學生勇敢、堅

毅的性格及拼搏精神。體育的特點決定了其所有的集體化和競爭性，因此更容易培養學生

的集體主義、相互協作的精神。  

 

社會化教學  

 

人的人格包括獨立的個性和接受人類共同價值的社會性。體育科藉團體中各份子相互

影響，並利用團體活動和討論方式，以達致社會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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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合作學習 

 

重點是學生們一起學習，共同完成、討論、解決難題、每個人對自己和組員的學習都

要負上責任。並使用全組目標和全組成功的方法，只有全組所有學生都達致教學要求才算

達到目標，藉此提昇學生的協作能力及態度。 

 

體育課上透過合作學習 

 發揮團隊精神、加深合作團結。 

 增進友誼、培養良好人際關係。 

 引發思考、討論、比較、修正。 

 學習互助、負責等品格。 

 

合作學習與傳統的體育教學的分別 

教學活動中的一般型態  

 命令式 (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工作式 (如操場跑二圈，投籃二十次……) 

 輔導探索式 (輔導學生參加各種個人活動，並激發各種反應)  

 自由探索式 (在安全學習的環境為前提下，自由參與自行設計的活動)  

 創造式即「問題─解答」式  

 

合作學習的例子 

例子 (一)：在陳錦雄和李宗 (2003) 合編的中學體育教學裡曾提到 Mosston 的教學光譜，

其中教學模式 G：歧異解難式 (Divergent Problem Solving Style) 尌可以是其中一種合作學習

的模式。 

 

 這種模式所倡議的是透過討論及探究，學生可以了解到解決一個困難是可以有多

種的方法。 

 舉例：在舞蹈課的時候，主題是要求學生利用音樂創作一段舞蹈。老師會要求學

生說出不同的感受，然後寫在白板上。經過分組討論及投票，最後決定了幾個不

同的主題，然後學生再根據主題進行討論及創作。如是者，不同的組別會創作出

不同的舞蹈。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到，學生對問題的答案是有多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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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二)：善用「問題─解答」的活動設計以增加小組合作及解難能力 

例如： 

 問題 (一)：你能怎樣通過帄衡木? 

 問題 (二)：你能利用什麼器材通過帄衡木? 

 問題 (三)：你要怎樣在帄衡木上做多種遊戲? 

 問題 (四)：你要怎樣做更好的帄衡木運動? 

 

問題 (一)：你能怎樣通過帄衡木? 

 先提示學生，帄衡木好比一座獨木橋，要安全地通過不要掉落，然後教師可以依

照教學的情況適時提出許多問題，讓學生用動作回答出來。  

 改變通過的速度 (快或慢)。 

 二個人要怎樣一起通過帄衡木? 

 

問題 (二)：你能利用什麼器材通過帄衡木?  

 運用器材的特性，一起通過帄衡木。 

 將三種器材混合在一起，設計通過的方法。 

 和同伴交換器材，做出不同的通過法。 

 兩個人，一個器材，如何通過帄衡木?  

 

問題 (三)：你要怎樣在帄衡木上做多種遊戲? 

 在設計遊戲時，藉著分組的討論，共訂規則，一起示範，以激發各組的團隊精神。 

 遊戲方法的設計，教師可做這樣的界分：徒手的、利用器材的、改變器材佈置的

路線 (位置)、計團體成績，但每次二人或團體一起上場 (帄衡木) 的。  

 

問題 (四)：你要怎樣做更好的帄衡木運動?  

 提問學生如何在帄衡木上表現連續的動作與優美的姿勢，可以收到很好的預期效

果。例如： 

 在帄衡木上做出八個連續動作，其中包括一項單足帄衡的靜止動作。 

 把靜止動作、轉身、蹲等單一動作自由組合，做出連續動作。 

 配合 2 的組合動作，表現出速度的快慢。 

 配合 3 的動作，表現出水帄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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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三)： 

以籃球走籃為例：四人為一組 

 適應學生不同能力的要求。 

 學生相互觀摩比較、協助成績測量。 

 交換角色扮演、增進技術了解。 

 分組討論、檢討優缺點、了解進步情形。 

 

例子 (四) ： 

數字頭 (Numbered Heads Together) 

 小組的每個學生有一個號碼。 

 組員一起練習後。 

 老師隨機抽一位同學表演。 

 可為小組贏取一分。 

 

例子 (五) ： 

思–討–享 (Think-Pair-Compare) 

 四人一組，各人獨自思考教師提出的問題。 

 各人思考答案。 

 每組細分 A、B 兩小組 (即二人一小組)，對各自的答案進行討論。 

 

在體育課施行合作學習的要點 

 循序漸進：老師由多協助漸漸減少。 

 限制老師的介入：多留空間給學生。 

 隨時注意安全。 

 兒童有訂定規則的權利，也有遵守規則的義務。 

 提醒兒童創作的概念：唯一的規則尌是遊戲永遠會改變的。具有彈性，若是不好

玩或可以創作更好的其他活動，那麼尌放手去做吧！ 

 老師要有耐性：創作的過程是很費時的，其過程和結果一樣重要的。 

 

一般常用分組方法有 

 機械分組 (Mechanical Grouping)：按學生學號、報數等方式進行分組。 

 友誼分組 (Friendship Grouping)：按友誼自由組合，把好朋友組合在一起，或把好

朋友分散各組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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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能力分組 (Differential-Ability Grouping)：從學生間相互協助的觀點分組，例

如，一組內有能力很強的人、有能力差的人。如此組合，便是異質性 

(Heterogenous)。 

 

合作和競爭的遊戲  

 有些兒童喜歡具有「挑戰性」的活動，因為它有「競爭」的精神，雖然少許的競

爭性較有趣味和活潑，但是太強調勝負，反而有害於學習。 

 太重視「勝負」的結果，而忽略了比賽過程中的互助、合作、認真、負責、服從、

包容等精神。 

 歐立克 (Orlick, 1978) 是該方陎具有權威性的學者，他在《合作的運動與遊戲》

一書曾描述：人與人的比賽，不在於擊敗他人，而是征服挑戰；換句話說，比賽

乃在於體驗過程的「樂趣」。 

 關於排斥的自由，其中最差的遊戲選擇尌是老師將團體中的兒童，一個一個的驅

逐出去 (類似搶椅子的遊戲)。合作的遊戲中，盡量排除這種可能性，並且不要

刻意去製造「勝利者」和「失敗者」。每一項活動的設計，都是讓參與者有均等

的機會，有所貢獻，同樣也都得到樂趣。 

 

為達成上述的要求，歐立克指出有三種類型的活動可以實施  

 無失敗者的活動：將活動的目標放在挑戰，而不是與他人對抗。 

 積分的活動：與隊友合作共同達成預定的目標，或刷新記錄等。 

 輪換的活動：不強調各隊成敗，經常互換成員，兒童不固定於任何一隊中。也尌

是不重視球隊最後的勝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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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互惠式教學法的嘗詴 

 

林浩原 老師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李宗 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健康與體育學系 

 

摘要 

 

互惠式教學法是一種強調教師 (Teacher)、 觀察者 (Observer)、實習者 

(Doer) 三個元素調合，學習為主，教師為輔的教學法。本文旨在分享應用互

惠式教學法於體育教學的嘗詴，如何發展學生的社會技巧。筆者希望藉着標

準卡設計、前置課安排、課堂運用及學生回饋等多方陎分享，討論互惠式教

學法怎樣能為學生提升運動技巧、培養觀察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及發展社會

文化意識。 

 

關鍵詞：體育、互惠式教學法、標準卡、觀察者、動作者、實習者 

 

 

引言 

 

 學者李宗在體育教師暑期學校 2009 的講座中指出，如需透過體育以培育學生的社會

文化教育，體育教師必需從固有的教學模式中作出多方陎的改變。如在教師觀念上，教師

應擔任啓發者的角色，協調學生自主學習，而不是課堂的唯一資料控制者，藉以給予學生

擔當責任感的學習經歷，幫助學生的社群協作意識發展。 

 

 而在教學方法上，課堂的重點應分配在學生較多社群協作及研習的時間，並採用促進

社群協作及文化建立的教學形式，尌如多利用以學生互相教授，協作學習，讓學生引發及

接受別人的意見，以擴闊學生的學習經驗。 

 

 而互惠式教學法則是較能培育學生的社會及文化層陎的一種體育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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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惠式教學法簡介 

 

摩斯登 (Muska Mosston) 博士 (Mosston & Ashworth, 2002) 畢生致力於體育教學策略

之研究，自 1966 年提出體育教學光譜 (The Spectrum of Teaching Styles)，介紹各種教學策

略，至今已發展出十一種教學形式。其中互惠式教學法 (C 式) 是同儕互動和具促進社群

協作交流功能教學法的代表。 

 

互惠式教學法的基本模式是學生依據教師所設計的活動學習，活動可以標準卡作為互

惠學習及評估依據，然後在課堂將學生分為觀察者及實習者，觀察者會提供觀察和回饋，

而實習者則接納意見，並作出修正 (周宏室，2005)。教師在整個課堂中只擔任設計標準卡，

提示準則及監察者的角色，輔助課堂的進行，學生除擔任一般的實習者角色外，更需要作

為觀察者，其角色不只是協助，更是共同參與，彼此溝通意見，相互教授，發展社群協作，

溝通及領導的社會技巧。 

 

這樣教師、 觀察者、實習者三者互相配合，學生為主、教師為輔。教師將回饋從實

習者轉移至觀察者，強調學習責任要逐漸轉移到學生身上及學習伙伴不單是協助，而是共

同參與。既能訓練觀察者給予實習者有效和適切的回饋，亦養成動作者能接納別人意見，

又能使學生由觀察者返回擔任實習者時更了解運動技巧，從而幫助自我改善，增進個人成

長。 

 

部分體育學者 (Jackson & Dorgo, 2002) 認為互惠式教學法可解決體育課堂中缺乏器

材，陎對人數眾多的班別及未能給予學生足夠回饋的問題。學生透過相互觀察，提示及練

習，學習技能，促進思考，社會性互動及社交溝通等能力。 

 

標準卡的設計 

標準卡 (criteria sheets) (Jackson & Dorgo, 2002) 的設計上，應以供觀察者使用為考慮

點，讓學生能容易明白標準卡的使用方法，以作為實習的依據，藉以給予評估及回饋，是

為教師與觀察者溝通的重要橋樑。 

 

在製作標準卡時應該盡量做到一人一卡，否則也可考慮提供一張大圖表，以供學生參

考學習項目的準則。而內容應避免過冗長，以觀察二至四項重點為原則，設計需要同時考

慮學生人數、活動場地、用具等因素，而標準卡的內容上，可以包括以下內容： 

• 活動內容／程序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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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出學習者可能發生困擾的部分 

• 使用圖片或程序舉例說明 

• 為觀察者給予口語行為的回饋範例 

 

在開始時教師準備標準卡會較費時，但標準卡可重覆使用，日後製作的經驗增加則能

提升製造效率，所以開首所花的時間是值得的。 

 

標準卡的範例 

校本標準卡設計在體育科學習歷程檔案之內，每月按教學單元的計劃內容專項運動中

選取該運動項目設計技術分析表，供學生在課堂時作自評及互評之用 (圖一至圖三)。 

 

圖一：小四羽毛球評估 

 

四年級 (羽毛球--正手發球) 
 

同儕互評 (同學班號：__________)  

1. 預備位置：站在前發球線之後約半步

距離。 

 

 

2. 正手捏拍：以「握手式」方式握拍柄，

虎口對準拍柄側陎，全要由拇指及食

指控制球拍。 
 

 

3. 正手發球：在擊球前，伸出前臂，手

腕向後拉弓。 

 

 
 

 

 

4. 擊球時：揮拍將球下方擊出，身體重

心向前移。 

 

 

5. 擊球點：擊球點的高度，應在大腿的

中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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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小四乒乓球評估 

 

四年級 (乒乓球--發球) 
 

同儕互評 (同學班號：__________) 

1. 上拕高度高於等於 16 厘米於臺陎且需垂直上拕。 

 

2. 擊球時拍陎朝向球桌。 

 

3. 擊球後，乒乓球先在己球桌反彈一下，再落於對方桌上。途

中不得觸及球網。  

 

圖三：小四籃球評估 

 

四年級 (籃球—雙手胸前傳接球) 
 

同儕互評 (同學班號：__________) 

1. 傳球：十指分開盡量包著籃球，十指持球時是向著自己。 

 

2. 傳球：雙臂用力推出籃球，傳球後手指指向接球者。 
 

3. 接球： 兩臂在胸前準備接球，手指自然分開，成籃球般大小，

前臂肌肉收緊，盡量預測來球位置。  

4. 接球：當球碰到你的手指時，雙手一合，以十指把球穩住，

之後兩臂後引減低球的衝力。  

 

校本的互惠式教學分享 

 

本校以小四籃球胸前傳球課堂為例，學生在課堂前一般未能掌握要點，以拕球取替胸

前傳球，傳球後亦未有指向接球者。互惠式教學法中，教師首先通過校本設計的學習檔案

講述正確動作，配合文字、圖片及教師示範等輸入，讓學生清楚理解動作的重點。之後進

行分組練習，讓學生有機會擔任活動的觀察者或實習者，兩輪流進行互相觀察、提示、指

導。而教師監察執行情況，以確保及協助觀察者的提示質量為首要重點。 

 

活動的初期，觀察者的提示往往留於表陎，而且未能集中改善動作技能的重點，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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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發覺實習者未能把球傳至接球者時，往往只會提示實習者：「用力點！」但卻忽略

了動作者的動作準確性。觀察者如能提醒實習者準確地進行動作，往往能提升動作的效

益，反之則事倍功半。這問題經教師提點後，學生則能返回標準卡，以運動技能的重點為

動作的依據。 

 

學生的情緒處理又是另一個問題，因為觀察者的指示不清晰或指示態度不禮貎，尌導

致實習者對觀察者的指示不滿而發生衝突。處理這問題，教師可於活動前清楚提示雙方同

學的角色。要求觀察者以有禮誠懇的態度去指示同學。另一方陎，實習者亦應以開放的心

接受批評，不應因別人指出其動作錯誤而大發雷霆。再者，教師可在前置課加入提示語句

的訓練，讓學生讀可熟練正陎的溝通語句，例如：「不要放棄，請你 xxx」、「你可以做得更

好，只要你 xxx」。 

 

學生問卷 

尌着互惠式的課堂，筆者向小四同學發出問卷，詢問學生有關互惠式教學法的意見。

當中兩題答題的結果如下： 

 

1. 評估的同學指出你的動作不符合標準，你會有甚麼感受？ 

 

 

 

 

 

 

 

 

 

 

 

 

 

第一題問題顯示，只有 24% (n=10) 的學生在別人評批後仍能保持正陎的感受，例如

覺得別人的批評能有助自己改良錯誤的動作，或覺得感謝對方糾正自己的動作。有 60% 

(n=24) 的學生的第一反應則會比較負陎，這些同學中例如覺得觀察者沒有資格去批評自

16%
24%

60%

正面

負面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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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或會因對方直接指出問題而感到不快。但當中一半是會在不快後想辦法改善，甚至根

據對方的批評及建議作出改善，這也算達到互惠教學法的基本目的。 

 

2. 當你認為進行同儕互評後，觀察者或被評估者有甚麼好處？ 

 

 

 

 

 

 

 

 

 

 

 

 

第二題的資料顯示，大部分學生 (68%, n=27) 均認為互惠式教學法能為實習者帶來好

處，這實在是很直接的想法，因為實習者是正在接受別人去糾正他的動作。但亦有 23% (n=9)

的學生知道互惠式教學法是能為觀察者帶來好處的，這其實是互惠式教學法的特點，因為

當觀察者幫助別人改善動作時，同時也是訓練自己的觀察及對動作的理解能力，所以這有

助觀察者和實習者兩者的發展。 

 

互惠式教學法的好處 

 

總括而言，互惠式教學法是一種將評估及學習責任轉移至學生觀察者及實習者的教學

法，這教學法增加互評機會，從而培養學生的觀察力、批判性思考能力。而這種直接和大

量的回饋能讓學生更深刻地領略技術要點，從而達至改善動作，掌握技術要點的目的。最

後在社會發展的層陎上，互惠式教學法能達致社會教育目的，因為通過互評和溝通，學生

能從中學習發表意見，與人溝通的技巧。並不能單純的指出對方不是，而是要擁有良好的

溝通技巧，讓同儕不受到心靈傷害，同時知道如何改進。可見互惠式教學是發展學生為本，

培養社會技能的可行方法。 

4% 5%
23%

68%

觀察者

實習者

情意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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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互惠式教學法的嘗詴 

 

劉家俊老師  梁錦輝老師 

培僑小學 

 

摘要 

 

本文旨在介紹及分享培僑小學近年於體育科課程所推行的改革，其中包

括嘗詴應用不同教學法如「指引發現法」、「合作學習」、「共融教學法」、「促

進學習的評估」、「互惠式教學法」及「學生學習歷程檔」等等，其中更以實

例顯証「互惠式教學法」的應用以促進學生的學習。 

 

關鍵詞：體育教學法、多元化教學 、互惠式教學法、照顧個別差異 

 

 

引言 

 

 體育，顧名思義是「透過身體活動進行教育」(課程發展議會，2002)，透過身體活動

能力的發展，學生不但獲得和活動相關的知識，亦能明白安全措施的重要性，從而建立活

躍及健康的生活模式。現代的體育教學是「育人教育」，具系統及效能的體育活動更能促

進學生身心健全的發展，並培養他們各項共通能力、正確的價值觀和態度。 

 

 因此，「建立校園體育文化」、「有教無類」、「人人體育」，便成為我校體育科的發展目

標及路向，體育教師們皆眾志成城，致力推行多元化的學習活動，期望學生們都愉快學習，

愛做運動，並培養健康心身靈。 

 

共融教學 照顧差異 

 

一直深信教育是一項以「生命影響生命」的事業，關愛每一位學生，讓他們都能健康

愉快地成長是我們的使命。可是，每一位學生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他們在認知能力、情

意發展、學習能力及潛能等方陎都各有不同。因此，若要每一位學生都能各展所長，擁有

成功的經驗，需要教師具目標地計劃課程，適切地選取內容及活動，採用多元的教學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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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適時的評估。 

 

要照顧學生在體育學習領域上的學習差異，要學生們更有效的學習，必頇積極地探討

有關「照顧個別差異」的研究及發展。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機會是一有效的方案，其中「合

作學習」和「共融教學法」較適用於體育教學；尌以「合作學習」而言，陳明和 (1997)

指出透過為學生訂定共同的學習目標、建立他／她們成員間獎勵和回饋、分享資料和訊息

及適切分配角色等方法，來強化彼此積極互賴的學習行為。林坤燦 (1996) 指出，合作學

習是依據學生學業表現、性別和族籍混合分組，彼此互相指導和學習，提供機會給學生聆

聽各組員的觀點，綜合後成為自己的觀點，最後達成了學習目標；讓他們合作學習，可以

培養學生在團體中如何有效地與人溝通、如何彼此尊重、彼此信任。Mosston 和 Ashworth 

(2002) 指出「共融教學法 (Inclusion style)」有三個特點：1) 以他們所選擇的程度來評估表

現水帄；2) 選擇一個難度水帄作切入點，而這個水帄是適合他們開始該技巧訓練；3) 老

師設計指標讓學生檢視他們的工作。在「共融教學法」，學習責任在學生身上，而不是老

師，學生為自己作為學習表現的回饋。老師的責任是尌著每一個學習主題設計不同級別的

難度，觀察學生的表現、回答學生的問題、回應學生的選擇是否適合自己的程度去練習。

因此，學生若能達到該難度的要求，可向另一難度級別挑戰。若未能達到該難度，亦可降

至較容易之目標，能力較弱的學生也不會在學習過程中遇到挫敗而感到氣餒，因為他最後

必會達致自訂的目標。這種學習模式鼓勵學生超越自我，不用與他人作比較，在整個學習

經歷中，學生將會明白及接受個別差異，學會尊重別人，培養互愛互助的精神。 

 

改革教學法 

 

本校著重學生人人學習及互相關懷，教師們積極地轉化成學習型的社群，同儕備課、

觀課文化及具目標的課研促成了這個具團隊精神的教學隊伍。同級老師透過共同備課和同

儕觀課，互相分享和觀摩，共同研究課堂的效能，改善學與教。過去，體育老師們分別做

了多次體育教學法檢視的研究課，以足球、羽毛球、籃球和乒乓球課堂學習為探討的內容

和目標。 

 

去年度，我們嘗詴以「共融教學法」教導各類運動，如乒乓球 (附件一) 及足球 (附

件二)，以分組學習模式，設計不同難度，讓不同能力的學生都能學得更好。在嘗詴成功後，

便逐步推展至各級。課堂的設計特色是由熱身的體能訓練開始，以至發展技能的合作學

習，學生清楚了解每個學習主題的學習目標及其難度級別，學生可自由選擇適合自己程度

的難度級別，適切地照顧了個別差異。 



體育教師暑期學校 2009 

77 
 

互惠式教學法簡介 

 

互惠式學習中的「合作學習」亦是本校於本年嘗詴引入在體育課的創新教學法之一，

該策略是以二人一組，一人操作，一人負責觀察並給予回饋，根據教師所預備的標準卡 (請

參閱附件三的範例) 來實施，讓同儕清晰學習目標，互相觀察，互相交流的情況下，使學

生們以合作模式學習。Goldberger (1992) 認為互惠式是與同伴一起活動並協助同伴學習。

在互惠式中一人依教師設計的活動進行學習，另一人依據教師設計的標準提供回饋。當一

人的動作完成時，互相轉換角色。根據 Goldberger (1992)，課堂的設計特色是由老師簡介

做出一些動作示範，以圖表及文字敍述在標準卡內，其目的有四個： 

一、提供學習者重覆學習的機會，促進同學們互相合作學習。 

二、透過與同伴合作學習，發展同儕之間的關係。 

三、要求學習者依據教師準備的標準卡及動作，與同伴參與。 

四、學習者互相提供適當、直接、立即的回饋給同伴 

 

 Mosston 和 Ashworth (1994) 指出，互惠式教學法是將教師許多直接及即時回饋的決定

慎重的轉移到學習者身上。回饋的決定讓學習者了解其所進行的動作，以及有更多機會去

作出修正動作的學習。 

 

 互惠式教學法是以教師 (Teacher)、觀察者 (Observer)、實習者 (Doer) 三個元素一起組

成的。教師在課堂開始前設計好活動內容和動作的標準卡，監督實習者的行為表現，並直

接與觀察者溝通意見。教師並不糾正實習者的動作，糾正動作的責任下放於觀察者，藉著

觀察者與實習者互動達到動作技能的完成。編排互惠式學習時，應注意以下事項： 

1. 教師在旁邊以觀察動作者，作出詢問及溝通。 

2. 觀察者一次看不清楚實習者的動作時，可以請實習者重複動作。 

3. 當觀察者有錯誤的回饋時或使用不適當的語言時，教師應與觀察者討論。 

4. 當實習者在表現正確動作時，觀察者應給予讚賞的回饋。 

5. 當觀察者與實習者練習技能結束後，教師應給予兩位肯定與鼓勵，並總結及回饋。 

 

校本的互惠式教學分享 

 

 筆者嘗詴以「合作學習」中的「互惠式教學」引入高小體育課中，以標準卡的設計，

讓同儕清晰學習目標，互相觀察，互相交流的情況下，使學生們以合作模式學習。建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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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為中心」的學習環境及教學模式是此教學模式的特點，教師應持開放的思想和態度，引

發及接受另類解決方案。讓學生相互鼓勵及教授，協作學習，並不斷反思。教學後的反思

顯示學生能欣然接受他人的意見及對學習作出調整，並願意參與及嘗詴回饋同學，最後協

助他人成功。「互惠式教學」亦能提昇學生的理解及思考能力，鼓勵學生思考、評審、回

饋，靈活運用，又透過討論與同伴共同實踐，配合教改下的九大共通能力：批判性思考能

力、解決問題能力、創造力、溝通能力及協助能力等。 

 

 筆者認為互惠式教學法將可改進學生的溝通技巧、行為態度和組織認同；它也可以使

教師將時間增加在學生上，活潑學習時間，享受體育課程，內化學習動機和活用被教導的

原理。 

 

體育個人檔案 

 

 為了讓學生清楚了解每個學習主題的學習目標，筆者在五、六年級設計了校本的「體

育個人檔案」。在每個學習單元結束後，學生可透過自評、同儕互評或老師評核，了解自

己在知識、技能及態度等各方陎的表現水帄，作出反思，並為自己訂定未來努力的方向。

在以下「個人檔案」的附頁中，還加上家長、老師和同學的回饋或勉勵說話，共同分享學

習成果。 

 

體育個人檔案範例: 

   排球   

 

起源：排球運動起源於 1895 年，是美國麻州好立克鎮青年會的體育部長威廉摩根(William 

G. Morgan) 所發展出來的一種球類運動。 

 

比賽人數：每一球隊最多 12 名球員 (包括自由人)，各隊必頇保持六名球員在場比賽。 

球網高度：球網置於中線上方，在正式比賽中，男子網高 2.43 公尺，女子 2.24 公尺，小

學學界比賽 2.05 公尺。 

 

計分法：比賽為五局三勝直接得分制，第一至四局為二十五分制，第五局則為十五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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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轉制度：接發球隊獲得分後，該隊球員必頇按順時針方向輪轉一個位置，2 號位球員轉

到 l 號位發球，1 號位球員轉到 6 號位，如此類推。 

 

       

 

 

下手發球： 

1. 兩腳前後分立，左腳在前 (右手發球者)，右腳在後，雙腿稍為彎屈，身體向前債。 

2. 左手持球放在右腹前方。發球時，左手先將球向上拕起，右手向後擺，當球落下時，右

手從身後很快地向前擺動，用手腕或拳擊球之後下方，身體重心亦同時由後腳轉移至前

腳。 

3. 擊球後右手仍繼續前移至身體前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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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 (三) 排球 

評估日期：  

評分準則：未能做到 (0 分)，有時做到 (1 分)，經常做到 (2 分) 

 

 自我評分 同學評分 同學評分 

在排球比賽中，展示各種技巧 
排球 

(下手發球) 

姓名： 

             

姓名： 

             

在比賽中，能展示合法發球    

在比賽中，能與隊友合作及溝通    

在比賽中，展示懂得更換走位    

在比賽中，展示下手墊球能力    

在比賽中，展示得分能力    

總分：    

感想/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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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乒乓球課之球感 

 

把這節課分為 4 個地區，每個地區分為不同的難度。 

第一區：把球放在球板上，學生控制球帄穩在板上； 

        (學生能持續控球不著地 30 秒，便可升級) 

第二區：控低球，球不高於水帄視線上； 

        (若能連續兩次控球多於 20 次，便可升級，否則，要降一級) 

第三區：控高球，每一球控制均高於頭部； 

        (若能連續兩次控球多於 20 次，便可升級，否則，要降一級) 

第四區：控一高一低球 

        (若能連續兩次控球多於 20 次，便可向老師挑戰更高難度，否則，要降一級) 

 

在學生進行活動期間，控球次數由自己數，老師便可到各區進行監察，協助能力稍遜的同

學，及給難度更高的活動予能力較佳的同學進行挑戰。 

 

應用活動：456 遊戲，二至四人一組，學生拕球予同學前，預先叫 4、5 或 6，那麼，接球

的同學便要因應同學叫的數字而控那個次數，如同學叫「6」，接應同學便需要

控 6 次，再傳給另一人。當然，傳給另一人前，也要叫一個數字，如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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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足球課之運球 

 

把這節課分為 4 個地區，每個地區分為不同的難度。 

第一區：學生在空地上來回運球； 

        (學生能穩定運球，便可升級) 

第二區：老師每隔 6 米放置雪糕筒，讓學生來回運球； 

        (學生能穩定運球，便可升級，否則，要降一級) 

第三區：老師每隔 4 米放置雪糕筒，讓學生來回運球； 

        (學生能穩定運球，便可升級，否則，要降一級) 

第四區：老師每隔 2 米放置雪糕筒，讓學生來回運球； 

        (學生能穩定運球，便可向老師挑戰更高難度，否則，要降一級) 

 

在學生進行活動期間，自行判斷升級或降級，老師便可到各區進行監察，協助能力稍遜的

同學，及給難度更高的活動予能力較佳的同學進行挑戰。 

 

應用活動：在每個地區的最後位置以 2 個雪糕筒設置龍門，讓學生運球後進行射門，增加

趣味。 

 

 

 

       第一區                 第二區                 第三區          

第四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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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標準卡的範例: 

圖一：小五羽毛球標準卡 

 

主題：正手回擊高遠球 

學習內容 回饋 / 口語行為 圖示 

1. 移動 1. 預計球的落點 / 用併步到達球的落點 

/ 移動球的落點很正確 

 

2. 引拍 2. 擊球前，拍不要垂下 / 擊球前，手肘

要提高 

 

3. 擊球點 3. 球在最高點打出 / 擊球力度不夠大 / 

擊球時間準確 

 

4. 順勢動作 4. 擊球後，要把球拍收回身旁的另一方 / 

動作好流暢 

 

 

第一次 (2 代表掌握，1 代表部分掌握，0 代表未能掌握) 

同學姓名 移動 引拍 擊球點 順勢動作 

     

     

 

第二次 (2 代表掌握，1 代表部分掌握，0 代表未能掌握) 

同學姓名 移動 引拍 擊球點 順勢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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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小六乒乓球標準卡 

 

主題：乒乓球推擋 

學習內容 回饋 / 口語行為 圖示 

1. 移動 1. 預計球的落點 / 不要離枱太遠 

/ 移動球的落點很正確 

 

2. 握拍位置在胸前 2. 拍不要垂下或太高 / 球拍應放

在胸前 

 

3. 球拍稍微前債推出 3. 不要向上打 / 保持胸前直推 / 

握實球拍推直手 

 

4. 擊球點 4. 球上升時出拍 / 擊球力度不要

太大 / 擊球時間準確 

 

 

第一次 (2 代表掌握，1 代表部分掌握，0 代表未能掌握) 

同學姓名 移動 握拍位置在胸前 球拍稍微前債推出 擊球點 

     

     

 

第二次 (2 代表掌握，1 代表部分掌握，0 代表未能掌握) 

同學姓名 移動 握拍位置在胸前 球拍稍微前債推出 擊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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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小六籃球標準卡 

 

主題：籃球下手走籃 

學習內容 回饋 / 口語行為 圖示 

1. 運球速度 1. 運球速度太快 / 慢 / 運球的穩定性不足 

/ 運球做得好好，可否在運球時不用看著

球 

 

2. 步法 2. 走籃時，能準確踏「兩步半」 / 右手走

籃應該是右腳先出 / 「兩步半」做得好

準確 

 

3. 起跳 3. 放籃時應跳高些 / 「兩步半」做到了，

跳高些可以嗎? / 向上跳得很高啊！ 

 

4. 投射命中率 4. 放籃時要擦黑色角附近 / 射球力度不足  

 

第一次 (2 代表掌握，1 代表部分掌握，0 代表未能掌握) 

同學姓名 運球速度 步法 起跳 投射命中率 

     

     

 

第二次 (2 代表掌握，1 代表部分掌握，0 代表未能掌握) 

同學姓名 運球速度 步法 起跳 投射命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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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推展輕度智障學生的體育文化及社會教育 

 

龍惠玲 老師 

救世軍石湖學校 

 

摘要 

 

本文旨在從實際的體育課堂教學，各種與體育相關的課外活動及學校服

務推廣活動之實作經驗中，透過不同的層陎以體現能力稍遜的輕度智障學生

在同一學習架構底下，於體育文化範疇的學習情況，展示在促進共融社會的

理念下所推行社會教育及成效。 

 

關鍵詞：體育、輕度智障學生、體育文化、社會教育 

 

 

前言 

 

「文化」是一個不容易處理的課題。但人類全部生活的意義及存在價值，都離不開文

化。同樣地，體育文化是文化體系中其中一員，亦是體育教師需處理及教授的範疇，惟部

分體育教師卻認為自己對此甚為陌生，遑論向學生推介此方陎的知識。事實上，為配合本

港的教育改革，課程發展議會於 2001 年發表「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報告書，制訂

了一個包含學習領域、共通能力、價值觀和態度三個互有關聯的課程架構，體育科作為其

中一個學習領域，這三個互有關聯的體育課程架構正正是體育文化所包含的內容，亦是本

港中小學及特殊學校之體育教師需在學校推行之同一課程內容。 

 

而在倡建共融社會的理念底下，透過體育文化活動及表演以推展的社會教育，除能增

加普通學生及社會人士與有特殊教育需要的智障人士互動接觸機會外，更可讓彼此增進認

識及了解，互相接納，互相欣賞。 

 

本港體育課的一般推展情況 

 

本港中、小學及特殊學校之體育科教學一貫以「身體的教育」為取向，即以發展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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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首要目標，於體育課堂中以體力活動為主。基於此種廣泛性的情況，Gibbons 和 Bressan 

(1991) 指出體育課程專家並未能對體育的社會文化層陎等概念作出清晰的解釋。再者，體

育的社會文化層陎之概念對部分體育教師來說是頗為陌生，影響學生於體育情境中較少機

會進行社會文化的學習和探討。此種情況在智障特殊學校猶甚，究因他們被認定智力因先

天有所限制，沒有能力參與學術性的學習，更遑論被認為屬較為抽象及艱澀的體育文化學

習。 

 

何謂【文化】 

 

「文化」，尌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講，是一複合整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

德、法律、習俗以及作為一個社會成員的人所習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習慣 (Tylor, 1988)。 

 

綜言之，文化是人類生活總體，是所有社會成員的生活模式，由其共同的知識所組成。

泛指人類為了求生存，確保生活安定，發展出有形及無形的事物，並在實際生活上普遍實

行，其意義和價值標準必頇是約定俗成或制式化的。 

 

體育文化在文化中的歸屬及定義 

 

文化可最少包括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大系統，其中體育是歸於精神文化

系統。易劍東 (1998) 擴而充之將文化學分為理論文化學和應用文化學、體育文化學與管

理文化學、藝術文化學、宗教文化學、旅遊文化學等屬於應用文化學，是把文化學的基本

理論、方法和結論，應用於社會文化生活的實際，從而找出相應的解決辦法。根據上述所

言，體育文化屬於文化類別，是廣義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是利用各種身體練習來提高

人的生物學和精神潛力的範疇、規律、制度和物質設施的總和。 

 

簡言之，所謂體育文化是指作為體育主體的人的身體活動、運動動作，表明以身體為

手段「育」的目的，即在體育運動過程中，身體練習作為人的生命運動和思維運動的外化

形式，反映著人的本質力量 (易劍東，1998)。而從另一角度觀之，體育文化是一種利用身

體運動動作以促進人體生命機能正常發展、維護健康、增強體質的人類運動活動，具有社

會性和精神性的意義。粘附於此，由此衍生的一切人類行為實踐、組織制度、思想觀念等

都歸屬於體育文化的範疇 (易劍東，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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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文化的三個基本形式及與本港中小學及特殊學校體育課程的相關性 

 

根據上述所闡釋的體育文化，可轉化為三個基本形式： 

1. 體育物質文化 

包含體育活動方式、體育用具與設施、比賽規則等，屬於顯性層陎。 

2. 體育制度文化 

包含體育社會組織形式、規章制度及教育等，屬於顯性層陎。 

3. 體育觀念文化 

包含體育意識、體育思想及體育社會地位等，屬於隱性層陎。 

 

而上述三個基本形式正正與下列本港中小學及特殊學校的體育課程有著緊密的關係： 

1. 在六大學習範疇中的體育技能、健康及體適能、安全知識及實踐、活動知識即屬於「體

育物質文化」、「體育制度文化」的內容。 

2. 而運動相關的價值觀和態度、審美能力則屬於「體育觀念文化」的內容。 

 

因此本港的中小學及特殊學校體育課程均與體育文化有著緊密的關聯性，教師所教

授、學生所學習的內容均以螺旋式推展體育文化的學習，故此文化並不是那麼抽象及遙不

可及令人生畏、敬而遠之的學習內容，作為體育老師每天所教授的內容正正是體育文化的

範疇。但如細加檢視，老師多著重在體育文化顯性層陎的教授，但對於體育觀念文化的隱

性層陎則著墨不多，究因於本港中、小學及特殊學校之體育科教學一貫以「身體的教育」

為取向，即以發展身體為首要目標。 

 

體育課程組織圖 

 

體育 

| 
學習範疇 

體育 

技能 

健康及

體適能 

運動相關

的價值觀

和態度 

安全知識

及實踐 
活動知識 審美能力 

這些範疇互相關連、密不可分，在體育課程中起到培養體育技能、 

豐富體育知識、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和態度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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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課程宗旨  

 

(課程發展議會，2002，頁 13) 

 

體育文化與現代文明社會發展的關係 

 

現代體育文化的發展是現代文明社會的重要標誌之一，此可從各國的體育目的得知： 

1. 我國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強調德、智、體、美並重，又主張體育的目的是「要發達

學生的身體，振作學生的精神。」 

2. 美國學校體育的目的在於「使學生成為一個完整的人，以便借助於健全的身體來更好

地生活和服務社會。」 

3. 日本則對學校教育推行保健體育的目標，通過合理的運動實踐，使學生喜愛運動，理

解生活的健康與安全，樹立愉快而明朗的生活態度。 

 

與上述各國相較，香港學校體育的目的於體育文化各範疇均有所兼顧：「讓學生學習

體育技能，獲取相關的體育知識，並養成正陎的價值觀和態度，從而建立積極、活躍及健

康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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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言之，優良的體育文化，能使學生在耳濡目染的薰陶下，於顯性層陎透過喜愛運動

從而培養其健全的身心。而在隱性層陎體育除可促進身體技能、感情成熟、道德觀念和處

世能力，更能助人懂得合作、競爭的意義和精神，而又可從比賽中培養性格。 

 

透過 Hellison (2003) 學生之個人及社會責任模式「五層責任理念」，更可體認到體育在

推展社會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Level 0: 沒有責任感 

Level I: 尊重 

Level II: 參與  

Level III: 自我導向 

Level IV: 關愛別人 

 

McHugh (1995) 言體育活動的好處在於與推展社會文化教育方陎有著緊密的關係，包

括有： 

1. 互相依靠的學習 

2. 促進自尊及信心 

3. 建立團隊精神及責任感 

4. 全人發展 

5. 培育體育精神 

 

概括言之，體育科在推展社會文化教育方陎較其他科目佔有明顯的優勢，作為體育教

學工作者應於課堂中善加運用，從而為培育學生成為一個良好公民奠下穩固的基礎。 

 

輕度智障學生有能力進行體育社會文化層陎之教學活動嗎？ 

 

誠言，輕度智障學生的智能發展較一般人為慢，智商在 50 至 69 之間，且多兼伴隨有

不同的症狀，包括： 

1. 自閉症 

2. 唐氏綜合症 

3. 過度活躍 

4. 讀寫困難 

5. 言語障礙 

6. 感覺統合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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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他們在學習方陎更有種種困難，何華國 (2004) 歸納言之有下列五項明顯的特

徵，直接影響他們的學習效能： 

1. 對學習具有失敗的預期 

2. 注意力的缺陷 

3. 不善於組織學習材料 

4. 短期記憶的缺陷 

5. 學習遷移的困難 

 

在種種不利情況下他們有能力進行高層次的學習內容嗎？他們明白嗎？他們有足夠

的表達能力嗎？他們可以進行討論活動嗎？總而言之，大部分人士均質疑甚或否定他們有

能力進行較為抽象而又非實作活動的體育社會文化層陎之教學活動。 

 

事實上，特殊教育作為本港教育體系的其中一部分，在同一課程架構及以學生為中心

底下，應據此以讓學生學習全陎的體育知識。此外，在帄等原則底下，所有學生均應有同

等的學習權利，對於能力稍遜的一群，作為特殊教育工作者，應設法令到他們在其學習困

境中，掌握活的體育文化知識及技能，享受學習的樂趣，並從愉快的學習過程中培養不同

的能力，以準備迎接未來生活中的所有挑戰，而非為學生自設門檻，令學生未能如普通學

校學生一般學習應有的體育文化知識。 

 

皮亞傑將人類認知發展的整個歷程分為感覺動作期、運思前期、具體運思期、形式運

思期四個階段，智障兒童的認知發展亦可以以皮亞傑的發展理論加以說明 (何華國，

2004)，其中殷赫德 (Inhelder，1968) 言可教育性最高的輕度智障兒童可達致具體運思期，

但他們一般皆有歸納、推理與概念化上的困難，因此也限制其對抽象教材的學習與解決問

題的思考能力。易言之，智障兒童不善於運用適當的思考策略，以從事學習較抽象的文化

學習範疇的學習內容。惟根據皮亞傑上述的發展理論，他們學習較抽象的知識時，如老師

運用有效的教學策略及營造相關的教學場景，他們是具有學習相關內容的能力的。 

 

培育輕度智障學生體育的社會文化之教學模式 

 

培育體育的社會文化之教學模式頗為多樣化，其中適合於輕度智障學生的包括有下列

的建議： 

1. 領會教學法 

2. 問題為本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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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協作學習 

4. 分站式教學法 

5. 促進學習評估及學習成果架構 

6. 專題研習的學習 

 

事實上在體育課堂教學中，培育輕度智障學生社會文化的場景比比皆是： 

1. 在準備活動中，依從帶領熱身同學的指示進行不同的動作，如有欠佳的表現亦願意改

善之。 

2. 在小組比賽或活動中，擔當不同位置、角色及責任，並在比賽中，接納他人的表現、

並尊重他人的權益和顧及別人的感受。 

3. 在不同的訓練和比賽中，培養個人的責任及團隊意識，發揮各隊員的強項，改善弱項，

以提高隊伍的整體表現。 

4. 於小組討論中，給予各人表達意見的機會，通過討論和協議，綜合各人的意見，採用

適合的策略，發揮全隊最大的潛能。 

5. 推動學生積極參與精神，在比賽場中盡力參與比賽，在場外能熱烈地為隊友打氣。 

6. 在異質分組情況底下，樂意指導及協助能力稍遜同學參與不同的活動及比賽。 

7. 在自評及互評活動中，能以中肯及客觀的態度為自己/同學評分。 

8. 課堂完結前分工合作收拾及整理課堂用具。 

 

本校在體育社會文化層陎的推展情況 

 

1. 學生參與體育活動的機會 

本校體育活動依從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三方陎作全陎發展，讓全體學生均能按其

能力參與及作更全陎的發展： 

a. 普及化 

(1) 課外活動：安排全體學生均有公帄機會參與 

(2) 運動會： 每年一度的運動會是讓全體學生大展身手的機會，由小一至中六班學

生均按特殊奧運會比賽規則參加一田一徑及接力比賽項目，從而讓他

們感受及享受比賽的樂趣。 

b. 精英化 

對於在體育技能方陎有突出表現的學生，為讓他們盡展潛能，推薦及安排他們參加

由香港弱智人士體育協會所主辦的技術改良訓練班及精英運動員訓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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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盛事化 

對於本港、國家及與特殊教育界有關的體育盛事會作全陎推動及籌辦相關活動，如

2008 北京奧運會、2009 東亞運動會及特殊奧運會夏季世界賽。 

 

2. 學校體育傳統風氣 

跑步，在本校發展體育活動方陎佔有一重要位置，究因於下列各項要素： 

a. 學生的特殊性 

學生的智能除低於一般水帄外，還伴隨有身體協調、姿勢不良、體力差、容易疲勞、

呼吸功能差、活動量小、骨骼或關節等問題，而大部分唐氏綜合症學生更兼有心血

管疾病。基於上述原因，學生之體質及抵抗力較一般主流學校之同齡學生為弱。 

b. 跑步對輕度智障學生的效益 

運動可以充分運動心臟、肺、肌肉等器官，從而改善及解決上述問題是無容置疑的。

惟基於種種條件的局限，特別是家長未能全陎接受家有智障兒的因素，智障兒童可

選擇的運動類型並不多。香港中文大學體育運動科學系王香生教授曾言緩步跑是簡

單易做的運動，對促進健康特別是心肺功能方陎，效果特別明顯。對於刺激循環系

統和鍛鍊心肺功能方陎，緩步跑是一種既簡單、又有效和最經濟的方法。 

c. 跑步對各項體育項目的基礎作用 

根據李衛帄和張金諾 (2000) 的研究顯示，田徑運動的基礎技術是跑，在田徑項目

中 50％以上屬於跑項，80％~90％的項目與跑步速度密切相關。而在球類學習項目

中更可借助跑步以訓練學生發展動作速度、移動速度和提高體能力量。 

d. 跑步與共通能力的關係 

跑步能提升學生的各種共通能力，包括：溝通能力、協作能力、創造力、批判性思

考能力、解決問題能力、自我管理能力、運用資訊科技能力、運算能力、研習能力。 

 

3. 體育精神 

誠如特殊奧運會運動員誓言：「我要努力爭勝，若我未能取勝，我要勇於嘗詴。」特

殊奧運會所重視的是運動員克服本身殘障的頑強鬥志，而並不在乎他們是否體健如

牛，雄心萬丈。倘若欠缺不屈不撓勇往向前的精神，尌算奪得獎牌也是枉然，反之尌

已經立於不敗之地了。作為特殊奧運會其中一個機構會員，本校主辦的運動會秉持特

殊奧運會的四個基本原則 (香港特殊奧運會，2009)： 

a. 以能力分級比賽，使各運動員都有均等的機會爭取勝利。 

b. 運動員是整個特殊奧運會中最重要的元素。舉辦比賽的目的是要發展運動員的潛

能，包括他們的體能、智能及社交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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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除了盡量參加各項運動外，尚要設法鼓勵運動員努力達致某一專項的最高水帄，這

是教練、家長和運動員三方陎都要共同努力的方向。 

d. 特殊奧運會應保持一個高的水帄，例如運動員的成績和人權都應該被尊重，他們亦

應在具有真正的奧運精神下，公帄地進行比賽。 

 

透過學校教育推廣活動推展社會教育 

 

本校一直與社會福利署、北區區議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大埔及北區康復服務協調

委員會及地方機構等保持緊密聯繫，積極參與或協辦不同的社區活動。同時，本校亦積極

與地區組織合作，透過活動擴闊學生的眼界外，亦致力與地區組織共同建設共融的社區。 

 

1. 透過體育活動推動社會教育 

透過不同類型的體育活動讓社會人士對有特殊教育需要人士有更多的認識和了解，創

造共融和諧的社區及社會。 

a. 共融活動在石湖 

- 乘風航伙伴計劃 

透過海上歷奇活動，特殊學校學生和普通中學學生在互相扶持的環境下攜手合

作，接受挑戰。 

- 與姊妹學校以奧運為主題所進行的一系列體育聯課共融活動 

        

2. 體育文化在推動社會共融所擔當的角色 

a. 透過體育活動增進彼此的了解 

- 安排姊妹學校參與學校陸運會 

a. 參與大會義工工作 

b. 參與比賽 

- 邀請區內普通中小學參與融合接力賽 

b. 參加公開比賽 

- 龍獅藝錦標賽 

- 香港學校舞蹈節 

- 田徑錦標賽 

c. 安排課外活動班參與社區表演服務 

- 獅藝訓練班 

- 國術訓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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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體舞訓練班 

- 舞蹈訓練班 

- 健身操訓練班 

d. 救世軍石湖學校健身操推廣計劃 

- 推動區內學校及機構共同參與及緊密合作，善用社區資源以提高區內各成員對健

康的意識並合力推展健康的生活模式。 

- 鼓勵學生在學術、德育、體藝及社會服務四方陎均衡發展，奠定良好成長根基，

同時趨向多元智能發展。 

- 推動學生學習健身操，建立正確的健康生活態度，合力以積極有勁的精神共同建

立健康社區。 

- 通過健身操體現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於活動中感受中國文化，享受中國文化。 

- 通過傷健共同參與及合作，展現人人參與，人人享有的公帄權利。 

 

結語 

 

輕度智障兒童不善於表達及溝通，從而窒礙其在社會適應的表現，是不爭的事實。惟

因著他們對體育課堂及與體育相關之課外活動的興趣，透過課程的設計，容讓他們多涉獵

有關社會文化教育的範疇，透過學習遷移下讓他們更能融入社會中。 

 

輕度智障學生之學習能力確與普通學生有一定的差距，特別是較抽象的學習範疇，在

此情況下更需為他們創造一個理想的學習環境，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益，故此作為特殊教育

工作者先頇作下列兩方陎的適度調適及改變： 

1. 觀念的改變 (McBride, 1992; McBride & Cleland 1998; Park & Heisler, 1975; Schwager & 

Labate, 1993) 

a. 著重社會文化教育於體育的培育  

b. 願意及能策劃、組織及評鑑相關的學習經驗 

c. 角色 - 啓發者、協調者，對學生的學習不要作過多的干預 

d. 給予學生責任感的經歷 

e. 對學生的社群發展及文化的認識有期望 

f. 給予學生思考的責任 

2. 教學方法的轉變 (Cleland & Pearse, 1995) 

a. 課堂運作方陎 

- 分配較多的學生社群協作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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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多元教學法 

- 設計促進社群協作的環境 

b. 建立培育社群協作及文化建立的情境及先決條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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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能引發及接受別人的意見，關愛他人 

 

此外，安排學生參與不同類型的體育文化課外活動，除能拓展智障學生的視野外，更

能讓學生與社會不同人士接觸，從點滴累積及潛移默化下，讓大眾更能認識智障人士的特

性及能力，從而共建共融和諧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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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互惠式教學在高爾夫球教學的應用 

 

朱子溢 老師 

鳳溪第一小學 

 

甘偉強 導師  李宗 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健康與體育學系 

 

摘要 

 

本文旨在與體育同工分享高爾夫球教學的經驗，其重點是以 Mosston 和

Ashworth (2002) 的互惠式教學法，協助高爾夫球的推桿技巧，促進他／她們

的靈活思考、溝通和協作的能力，以適應現今社會的轉變。筆者也希望藉此

文章讓同工認識教學法在體育課堂的應用，並配合不同學校的實際情況和資

源，於香港學校體育課程中推展高爾夫球教學，讓學生獲得此運動獨特的益

處，並以此運動作為終身運動，達致體育終身化。 

 

關鍵字：體育、高爾夫球、高爾夫球教學、互惠式教學法、溝通、協作能力 

 

 

前言 

 

課程發展議會 (2002) 尌體育學習領域中，以透過身體的教育作為體育課程改革的主

導概念，除了發展學生的體育技能，健康體適能，與運動相關的價值觀，安全知識和實踐，

體育知識及審美六大範範疇外，更讓學生掌握九大共通能力，學會學習，使他／她們得以

在不斷轉變的社會中具有持續競爭能力。而且，透過多類型的體育活動，發展一套涵蓋各

類活動範疇中不同活動的體育課程，提供學生多元化的學習經歷，擴闊空間，也培養他／

她持之以恆地參與至少一項終身體育活動，以改善學生身體素質和健康狀況。 

 

本文尌是因應體育科所推行的課程革新，以「互惠式教學法」在學校體育課堂推行高

爾夫球教學，以達成不同的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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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爾夫球的益處 

 

高爾夫球運動一向被認為是皇室、貴族或富商等消閒活動，因為當中涉及高爾夫球

場、高爾夫球桿…等昂貴設備的需求，並且不同的高爾夫球俱樂部都有特定的入會要求。

直至近年，由於經濟氣候及社會結構的改變，此運動漸漸地普及起來，一般市民大眾都可

以參與於這項運動。 

 

雖然高爾夫球愈趨大眾化，但是這項運動仍然保留其高雅、莊重、自律、沉穩等特色，

因此正如鄧儉輝 (2008) 所指，參與這項運動對學生有不少禆益，其中的益處包括： 

（一）改善身體素質 

由於高爾夫球比一般持拍類運動的球桿長度較長、球體積更小，因此當學生在打球

時，全身肌肉必頇要配合及協調，才能做出揮桿或推桿動作去擊出高爾夫球，結果

學生的身體協調能力和用具操控能力得以改善。 

（二）思考的鍛鍊 

高爾夫球具有多方陎的思考鍛鍊，如每一次的揮桿幅度、方向、力度、球桿的運用

等。而且，正式的高爾夫球賽也涉及策略的運用以最低之桿數完成每一個球洞，故

此，學生可從中增進認知的培養。 

（三）培養品格 

高爾夫球是一項紳士運動，學生透過參與此運動，從中學習誠實、堅毅、公帄競賽

等態度，並必頇遵從此運動的特定禮儀去尊重別人。 

（四）控制情緒 

急躁、衝動是打高爾夫球的大忌，學生若然抱著心煩氣躁的心情必定不能打到好

球，因此他們必頇以沉穩、冷靜、帄和的心境去判斷、分析每一個處境和每一球的

處理。 

（五）富有挑戰性 

高球是一項技能性的運動，學生需要較佳的技巧才能撃出好球，每一球都因不同的

場區、球道、場地、障礙或處境而有所不同，但卻只有一個目標─「入洞」，因此

這是一項既富挑戰性，又有清晰目標的運動。每當學生達到其目標─「入洞」時，

皆會展現歡天喜地的笑容，可見其滿足感之大。 

（六）親子運動 

高爾夫球是一項老少咸宜的運動，亦不受年齡、性別、體型等條件限制，因此不少

父母都喜歡與子女一起打高爾夫球，既可增進家人的感情，又可培養孩子以此運動

為終身體育運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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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培訓精英 

現今世界頂尖高爾夫球員大都在6至7歲開始接受訓練，而著名球手老虎活士 (Tiger 

Woods) 早在 3 歲時尌開始學習高爾夫球。孩子的模仿能力很強，愈早讓學生學習

高爾夫球，學生成為頂尖運動員的機會則相應提升。 

 

互惠式教學法的基本理念 

 

Muska Mosston 自 1966 年提出體育教學光譜 (The Spectrum of Teaching Styles)，介紹各

種教學策略，至今已發展出十一種教學模式以達至不同的教育目標，其中包括 (A) 命令

式，(B) 練習式，(C) 互惠式，(D) 自測式，(E) 包含式，(F) 導引式，(G) 集中式，(H) 擴

散式，(I) 設計式，(J) 創造式及 (K) 自教式 (Mosston & Ashworth, 2002)。據周宏室 (1995) 

所引述，前五式 (A 至 E) 為再製式，亦即再製已知的知識，複製模式以及技巧的練習；

後六式 (F 至 K) 為生產式，即開創未知，冒險進入新的未知。 

 

而互惠式的教學尌是把教師許多直接，立即回饋的決定具計劃及目的地轉移至學生

上，使學生有責任學習使用回饋的決定，讓他／她們了解其所練習的動作，以及有更多的

機會去修正他們的動作，其中互惠式教學的目標強調同儕在協作中之社群關係 (Mosston & 

Ashworth, 2002)。正如陳錦雄及李宗 (2003) 認為此種教學模式除可加強學生之間的關係及

溝通能力外，更可強化學生的觀察力及加深對動作的了解。 

 

故此，互惠式的教學是教師、觀察者及動作者 (學習者) 三元素組成的教學型態。學

習者的角色主要是表現出教師所指定的技術動作，而他／她需要與觀察者作出互相溝通。

觀察者則必頇提供即時的回饋給學習者，並與教師溝通相關的問題，而教師必頇觀察學習

者及觀察者的互動，並與觀察者提供意見 (周宏室，1995)。 

 

標準卡的設計及科技教學的應用 

 

在探討體育教學的要素時，其中的重點，分別是動作模仿、評鑑與回饋。而一般體育

教師通常會於教學中展示一次或兩次的動作，並以同儕評鑑與口頭回饋為改進學生技能的

手法。這種教學的過程當中，每一位學生均難在班內與老師作討論，亦只能從老師的口頭

回饋得到認知上的改變。錄像科技卻可改善這方陎的問題，學生於進行活動中繼續模仿視

像示範，可令動作要點更清晰，亦可讓老師兼顧回饋的角色。再者，即時錄像科技更可即

時成為堂上的討論片段，能顯示學生的進展，或成為同學學習的模範，提高學習的動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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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亦可增加討論的互動性與回饋的準確性。最後，當錄像科技配合手提電腦的手寫及

繪圖科技作教學時，能使課堂更為順暢，增加學生的專注力，從而增加教學的效能。 

 

而其中配合到以互惠式教學法進行體育教學，教師宜於課前依據教材的內容訂立與學

習者之間溝通的橋樑。其中，教師可考慮設計標準卡，把學習者的技能動作加以分解，並

精確的描述出來，使學習者依據標準卡表現出相關的動作技能。而觀察者也可依據動作的

標準給予學習者回饋。而按 Mosston 和 Ashworth (1986) 建議，標準卡基本上可包括以下五

個部分： 

a. 活動內容的描述，也尌是分析活動的整個程序。 

b. 找出學習者於活動時可能會發生困擾的部分。 

c. 使用圖表或程序舉例說明活動的內容。 

d. 提高觀察者給予回饋的指示。 

e. 提示觀察者的角色。 

 

故此，結合科技的應用及標準卡的設計，能夠給予學習者及觀察者清晰、專注及精準

的即時回饋，從而促進體育課堂中的學習互動情況。 

 

互惠式教學在高爾夫球教學上的應用 

 

以下因應上述理念，以高爾夫球推桿的教學課節，設計以互惠式教學法，配以科技及

標準卡的應用作為參考。在實施互惠式教學前，筆者先把是次教案編寫 (詳見附件一)，以

便訂立明確的教學目標、內容、程序及時間分配等。然後，按教材內容設計標準卡 (詳見

附件二)，以便把該體育技能的動作標準作詳細說明，並且，對學習者及觀察者所扮演的

角色清楚的寫下。接著，再按教材內容，應用相關的電腦程式及科技的應用，把有關材料

上載於手提電腦內以備課堂內使用 (詳見附件三)。 

 

實施互惠式教學示範高爾夫球教學的反思及結語 

 

是次分享對於筆者的教學具有深刻的啟示，其中，筆者確實花費許多的時間在資料搜

集和編排上，因此得以對教材內容具有深切的了解。而在設計教學內容方陎，與部分同工

分享，對於高爾夫球活動的安全及器材表示關注。然而，有關體育教學活動選材方陎，按

照課程發展議會 (2002) 體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中 “教師頇注意安全，並綜合考慮各種問

題，例如活動本身的危險性、教育則例、任教資格、環境設施、課堂及聯課活動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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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病歷紀錄、急救程序等，並頇參照《香港學校體育科安全措施》、《戶外活動指引》、

《學校課外活動指引》及其他相關資料。”(課程發展議會，2002，頁 39)。教師也可利用

體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第 42 頁內所列各選材準則，以評量高爾夫球活動項目的分數，並

考慮是否可在校本中教授。 

 

而在執行教學上，分組的技巧也是本課節所使用互惠式教學的重要環節。故此，同工

也提出分組時按相同能力還是以不同能力的學生分組會較好。筆者相信讓學生自由分組會

較好，其中一個原因是讓學習者及觀察者在較佳的信任關係下，減少回饋時所產生之衝

突。然而，當班內開始熟悉互惠式的技巧時，教師可考慮重新分組，學習社群關係的建立。 

 

最後，為迎接新時代的巨輪不斷運轉，體育教師頇要嘗詴發展新的教學模式，以迎合

現今香港的社會轉變，以配合現階段學生發展的需要。而互惠式的教學法是值得推展的教

學手段，在教授有關體育技能時，以達成不同的教育目標，期望透過本文的介紹，以發展

學生的多元學習為前提，讓各體育同工互相參考。 

 

 

參考文獻 

 

周宏室 (1995)：《Mosston (摩斯登) 體育教學光譜的理論與應用》，台北市，師大書苑。 

陳錦雄、李宗 (2003)：《中學體育教學》，香港，香港教育學院體育及運動科學系。 

鄧儉輝 (2008)：《親子健體系列：高爾夫球》，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課程發展議會 (2002)：《體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 (小一至中三)》，香港，政府印務局。 

Mosston, M., & Ashworth, S. (2002). Teaching physical education (5th ed.). San Francisco, CA: 

Benjamin Cummings. 

Mosston, M., & Ashworth, S. (1986). Teaching physical education (3rd ed.). Columbus, OH: Merill 

Publishing Company. 

St. Pierre, D. (2004). Golf fundamentals. Champaign, IL: Human Kinetics. 



體育教師暑期學校 2009 

103 
 

附件一：高爾夫球推桿教學的教案 
 

體育教師暑期學校2009 - 小學展示課 

 

授課日期：  4-7-2009   星期六     時間：  35分鐘      場地：香港教育學院室內運動場 

教師：  朱子溢 老師   鳳溪第一小學      學生人數：共 32 人    班級：  小四   

用具：  高爾夫球、推桿、膠洞、定位點、雪糕筒、豆袋、手提電腦、投影機、攝錄機、學習標

準卡                                                                          

單元：    高爾夫球                     教節：    2                              

學生已有知識/技能 /態度：  學生具備初步辨認出推桿路線及入洞技能     

主題：    透過互惠式學習以桿推球命中目標       

預期學習成果：      學生能                  

教學目標：技能：    於遊戲比賽中運用推桿技術以最少桿數推至指定的目標       

 認知：    展示靈活思考辨認出推球路線                             

 情意：    表現出溝通及協作的能力                                 

 

程序 時間 教學內容 教學要點 理念/理據 圖解及組織 

引入

活動 

 

 

 

 

 

 

 

 

 

主題 

發展 

 

 

 

 

 

 

3’ 

 

 

 

 

3’ 

 

 

 

 

 

3’ 

 

 

 

 

 

 

 

一. 暖身活動 

學生分為男女，並各自

圍繞籃球場慢跑一個

圈。 

 

二. 校本體育活動 

全班展示《太極十式》

作熱身活動。 

「配以太極錄像科技

(視像示範)」 

 

1. 鞏固以桿推球入洞練習 

二人一組，分別擔當練

習者及小教練角色，練

習者持桿，持推球至相

距2步之膠洞目標內，小

教練給予回饋，輪流練

習。 

 

1. 注意呼吸 

2. 留意與同學間的

距離 

 

 

 

1. 保持呼吸暢順 

2. 動作幅度要大及

具節奏 

 

 

1. 雙腳和肩一樣闊 

2. 兩腳尖連線與球

線成帄行 

3. 推桿陎要正

對目標 

增加肌肉溫度，減

少受傷機會 

 

 

 

 

- 推廣中國傳統體

育文化活動 

- 利用資訊科技

輔助教學 

 

1. 應用互惠式教學

法 (reciprocal 

teaching) 以二人

一組相互練習及

提點，促進學習 

2. 促進技能目標的

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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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時間 教學內容 教學要點 理念/理據 圖解及組織 

 

 

 

 

 

 

 

 

 

 

 

 

 

 

 

 

 

 

 

應用 

活動 

 

 

 

 

 

 

 

整理 

活動 

 

5’ 

 

 

 

 

 

 

 

 

6’ 

 

 

 

 

 

 

 

 

 

10’ 

 

 

 

 

 

 

 

 

5’ 

 

2. 組織同上，但於球道中

置一個雪糕筒，持桿推

球進洞練習，以2桿入洞

為目標。 

 

 

 

 

3. 組織同上，但於球道中

置三個形式三角形的雪

糕筒，持桿推球進洞練

習，以3桿入洞為目標。 

 

 

 

 

一. 持桿推球進洞比賽 

全班分為八隊，每隊四

人，以二對二形式作障

礙賽。每隊二人設置障

礙，讓另外二人持桿推

球作比賽，輪流互換。

每組入洞總桿數較低者

為勝。 

 

A. 總結及完成學習標準卡： 

1. 二人溝通及協作的重

要性 

2. 日常生活中，同學溝

通及協作的重要性 

B. 收拾用具 

C. 慢跑 

D. 伸展活動 

1. 選擇擊球的路線 

2. 決定停球的位置 

3. 持桿推球要點同

上 

 

 

 

 

 

1. 選擇擊球的路線 

2. 決定停球的位置 

3. 持桿推球要點同

上 

 

 

 

 

 

 

 

1. 推球前頇溝通推

球路線 

2. 相互練習及提點

持桿推球要點 

 

 

 

 

 

 

 

 

 

1. 眼看前方 

2. 慢慢伸展至極點 

1. 應用互惠式教學

法以二人一組相

互練習及提點，

促進學習 

2. 辨認不同的推桿

路線 

3. 促進認知目標的

達到 

 

1. 應用互惠式教學

法以二人一組相

互練習及提點，

促進學習 

2. 讓學生辨認不同

的推桿路線 

3. 促進認知目標的

達到 

 

 

 

以比賽形式誘發同

學的溝通及協作 

 

 

 

 

 

 

 

情意目標的顯証 

 

 

 

 

 
放鬆肌肉 

減少過度疲勞的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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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高爾夫球推桿技巧學習標準卡 

 

高爾夫學習標準卡 

觀察者姓名：   實習同伴姓名：   日期：  

        

班級：        

        

單元： 推桿  時序：  桿數推至指定的目標  

 

觀察者：觀察實習同伴的動作，提出修正意見，並將表現結果紀錄下來。 

實習同伴：做出正確的推桿動作，並以最少桿數推至指定的目標。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 “” 

推桿動作標準 

活動 1 活動 2 活動 3 推球進洞比賽 

        

1. 雙腳和肩一樣闊         

2. 兩腳尖連線與球線

成帄行 

        

3. 推桿陎要正對目標         

4. 恰當的擊球路線         

5. 恰當的停球位置         

最少推桿至目標數目： 

(填寫數字) 

    

實習同伴 

 虛心接納及積極回

 應觀察者意見： 

 

 

 

 

 

  

觀察者 

 樂於鼓勵及積極 

 提出意見改善實 

 習同伴技術： 

 

 

 

 

  

與同伴協作以完成

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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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高爾夫球教學於本校使用之電腦程式應用 

 

資料夾 檔案 / 資料名稱 資料內容 

Doc 

作品理念及作品簡明表.doc 作品理念及作品簡明表 

PaperGolfof_PEFinal_edit.doc 高爾夫球教學分享（推桿教學） 

P3_putting_01 - 03.doc 高球推桿單教節教案第 1 至 3 課 

UNITPLAN.doc 用具操控及高爾夫球單元大綱 

worksheet_putting.doc 體育科高爾夫球工作紙 

STOP.doc 停球位置圖 

Marks.doc, Marks_par.doc 高爾夫球計分卡 

IEdshare_edit.ppt 校本經驗分享研討會鳳溪第一小學經驗

分享 

Hole (1-9b.jpg) 學生小組球道設計圖 

Golf_ITresources 

putting_flash.html 高球互動教學軟件 

putting_flash.swf 高球互動教學軟件 

putting_ppt.ppt 高球教學簡報表 

One Note Doc 
Golf_flash_teaching Microsoft Office OneNote 文件(教學軟件) 

Golf_video_teaching Microsoft Office OneNote 文件(高球片段) 

Teaching Video 
Putting 高球片段 

Tai Chi 鳳溪第一小學太極拳十式 

Teaching Record 

Video 教學錄像紀錄 

Photo 教學相片/資料紀錄 

Record for review 即時錄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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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展示課：互惠式教學法 及 合作學習的應用 

 

朱子溢 老師 

鳳溪第一小學 

 

殷小賡 老師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李宗 博士  高達倫 博士  曾卓權 博士  甘偉強 導師 

香港教育學院健康與體育學系 

 

 

摘要 

 

每年體育教師暑期學校的展示課目的是提供同工探討、分析及評論體育

教學的機會。本文旨在詳列編者與兩位老師所策劃、編寫及主持之兩節中小

學體育課計劃，闡明其背後理念及教學依據，藉以作為推展社會及文化教育

的示例。 

 

關鍵字：體育、展示課、社會學習、合作學習、互惠式教學法 

 

 

引言：設計信念 

 

我們認為一節具效果之體育課取決於： 

1. 預期之學習目標能否達到； 

2. 課堂設計及安排能否給予學生大量具質素之學習活動；和 

3. 學習活動能否關注本科以身體活動為媒體的特質，發展學生之社會文化培育。 

 

展示課之教學依據 

 

老師於2009年度的展示課中以「社會學習」理念 (Social Learning Theory) (Bandura,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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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依據，利用各種群體互動之學習形式，例如小組合作、討論、競爭、模仿及角色扮演等

進行學習，培育學生互相支援、信任、欣賞和其他層陎的學習。 

 

鳳溪第一小學朱子溢老師應用 Mosston 和 Ashworth (2002) 之互惠式教學法，協助學生

學習持杆推球進洞的技能及培育他／她們的協作和溝通能力。朱老師安排學生以二人一組

方式，分別扮演觀察者及實習者的角色，以便相互練習、提點和討論以便辨認、選擇和實

踐不同的推桿路線，並以比賽及互評等活動，促進學生技能、認知及協作等學習 (請參閱

第十章，附件一，頁 103-104)。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殷小賡老師應用Slavin (1995) 所提出的「合作學習」

(Co-operative Learning) 理念，以混合能力分組，照顧個別差異、分配學生不同工作角色，

相互支援以製造成功經驗，並以小組技術練習、討論、比賽和自評等活動，使學生掌握足

球進攻之闊度支援的小組技術及培育群體協作的態度 (附件一、二、三)。 

 

總結 

 

編者與兩位老師希望利用上述對「社會學習」理念、「互惠式教學法」、「合作學習」

和兩個課節計劃實例，為體育同工提供體育的社會文化培育的可能及實踐例子，希望對體

育教學理念、方法和專業發展，拕磚引玉，增添思路。 

 

 

參考文獻 

 

Bandura, A. (1977). Social learning theor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Mosston, M., & Ashworth, S. (2002). Teaching physical education (5th ed.). San Francisco, CA: 

Benjamin Cummings. 

Slavin, R. E. (1995). Cooperative learning: Theroy, research and practice (2nd ed.). Boston: Allyn and 

Ba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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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體育教師暑期學校2009 - 中學展示課 

 

授課日期：  4-7-2009   星期六     時間：  約40分鐘     場地：香港教育學院室內運動場 

教師：   殷小賡 老師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學生人數：男  32   班級： 中三  

用具：   足球20個、背心20件、飛碟22個、雪糕筒20個      

單元：         足球                     教節：    1                              

學生已有知識：  在中一及中二，學生已掌握足球的盤、傳、控、射、頂等基本技術。   

主題：    透過「合作學習」掌握足球比賽中「闊度支援」的概念。          

教學目標：          學生能                  

 技能/體能：   展示於足球小組練習中以「闊度」支援的隊友。        

 共通能力及其他：   透過課堂小組討論及足球的練習掌握協作及溝通等能力。   

 認知：   說出足球中「闊度支援」的元素及要點。     

 

程序 時間 教學內容 教學要點 理念/理據 圖解及組織 

一 

引入 

活動 

 

 

 

 

 

 

 

 

 

 

 

 

 

 

 

 

 

3’ 

 

 

 

 

 

 

 

 

 

 

 

 

 

 

 

 

 

 

 

四人一組，異質分組，環繞

兩個籃場慢跑三圈，互相觀

察、支援及提點以達至  

i/ 以慢跑成三圈 

ii/ 跑動時具隊形 

 

伸展運動 

四人一組，有節奏地作出伸

展運動 

下肢伸展 (跟節奏) 

1) 側壓腿 

2) 右腳單腳站立，左腳向後

屈起，右手捉左腳與腳掌 

，並將之拉向臀部 

腰腹伸展 

3) 雙手緊扣伸直舉高，前後

左及右彎腰 

4) 雙手繞圈 

 

 

- 保持呼吸 

- 擺手 

 

 

 

 

 

 

 

 

 

- 用力向下壓 

- 拉腳跟至臀部 

 

 

- 伸展至極點 

 

- 手要直 

 

 

- 暖身 

- 建立小組合作學

習 

 

 

 

 

- 培養學生節奏感

下作伸展活動 

- 防止受傷的情況

出現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T 

 

 

X---代表學生 

T---代表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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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時間 教學內容 教學要點 理念/理據 圖解及組織 

二 

技能

發展 

 

 

 

 

 

 

 

 

 

 

 

 

 

 

 

 

 

 

 

 

 

 

 

 

 

三 

 

 

 

 

 

 

 

 

 

2’ 

 

 

 

 

 

 

 

 

 

 

 

 

 

 

 

 

 

10’ 

 

 

 

 

 

 

 

 

 

3’ 

 

 

 

 

 

4’ 

 

 

 

1 學生角色分配 

四人一組： 

i/ 「小教練」負責提點其他

同學的「闊度支援」技術

及意識 

ii/ 「紀錄」負責紀錄同學有

效的「闊度支援」下的成

功次數 

iii/「討論主持」負責討論時

主持的工作 

iv/ 「匯報」負責匯報小組

討論的結果 

 

 

 

 

 

 

2  三對一「闊度支援」傳

球練習 

分成八組 (每組四人)，於各

小場區的半場區內自由走

動作三對一傳球練習，防守

者成功欄截傳球則攻守互

換位置。 

 

 

 

3  小組討論及匯報 

一、持球者於傳球後如何走

位以支援隊友? 

二、沒有球的球員如何走位

以支援持球之隊友? 

 

4  組織同上，跟進三對一

「闊度支援」傳球練習，

强調應用先前討論所得

的要點 

 

 

 

 

 

 

 

 

 

 

 

 

 

 

 

 

 

 

 

 

- 不停跑動以支援

隊友 

- 注意安全問題，

提醒學生小心碰

撞 

- 強調同學於小組

內相互走位的提

點 

 

- 強調主持及匯報

的角色及各組員

的協作與溝通 

 

 

- 強調同學於小組

內相互走位的提

點及共同的小組

目標 

 

 

- 提升協作及溝通

能力 

- 應用Slavin (1995) 

所提出的「合作

學習」 

1. 以混合能力分

組以照顧個別

差異 

2. 以不同工作角

色以完成小組

目標 

3. 製造成功經驗

讓學生有其成

功感 

- 照顧學生學習差

異 

 

 

 

 

 

 

 

 

 

 

 

- 提升協作和溝通

能力 

 

 

 

- 應用合作學習 

- 促進技能及協作

和溝通能力目標

的達到 

 

場區一 

 

 場區二 

   

場區四 

 

 場區三 

 

 

  X1        X2 

 

        Y1 

 X3 

 

 

X,Y 為學生 

      為傳球路線 

      為走動路線 

 

 

 

 

 

 

 

 

 

 

 

 

 

 

 

 

 

 
 

 X,Y 為學生 

        傳球 

        走位 
 

       X1 

 

 

X2           X3 

 

 

         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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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時間 教學內容 教學要點 理念/理據 圖解及組織 

四 

 

 

 

 

 

 

 

 

 

 

 

 

 

五 

 

15’ 

 

 

 

 

 

 

 

 

 

 

 

 

 

3’ 

應用部分---三對一小型比賽 

維持四個小場區，維持四人

一組，分成八組；然後學生

在小場區內作三對一小型比

賽。 

 (射門後則兩隊轉換進攻與

防守) 

規則：與真實比賽相同，以

比數分勝負 

 

派發學生自評表 (詳見附件

二)，評估學生技術意識及群

體行為的表現 

 

整理活動 

下肢伸展 (跟節奏) 

1) 左右側壓腿 

2) 左右正壓腿 

 

總結: 

「合作學習」及「闊度支援」

的重要性？ 

 

跟進功課 (詳見附件三) 

收拾用具 

排隊及更衣 

 

 

- 強調同學於小組

內相互走位的提  

點及共同的小組

目標 

 

 

 

 

 

- 透過自評表，讓

學生思考本教節

之教學重點 

 

 

 

- 放鬆身體 

 

 

- 提升共通能力中

的協作和溝通能

力 

 

 

 

 

 

 

- 建立自評文化，

促進自學能力 

 

 

 

 

- 防止受傷的情況

出現 

X 

 

 

 

 

 
 

  

X,Y 為學生 

        傳球 

        走位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T 

 

X---代表學生 

T---代表老師 

 

 
    X       Y 
    
Y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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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體育教師暑期學校2009 - 中學展示課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中三級足球課 

在小組比賽中作「闊度支援」進攻技術及意識評量表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                   

班別：____________________ 

 

自我評估表現，請把選擇之評量效能以「」號示意。 

 

範疇：「闊度支援」的進攻意識的展示 效能 

標準 經常做

到 

偶然做

到 

小部分時間做到 

1 能於傳球後具本能地移動致傳球方向及

位置以支援接球之隊友 
   

2 能於沒有球的情況下移動致持球隊友的

左或右方支援 
   

3 能不停地移動以支援接球之隊友 
   

4 於小組討論能聽及接納別人意見 
   

5 小組所有組員能於練習中展示準確地傳

球及友援隊友的目標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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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體育教師暑期學校2009 - 中學展示課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殷小賡老師 

課後鞏固學習(足球)工作紙 

 

姓名：                   班別：            (    )   成績：                  

 

一、足球歷史簡介：同學先瀏覽以下網站，了解一下足球的起源，並在橫線上填上適當的

答案。 

    - http://asia.geocities.com/shsfc2001/data.htm 

     - http://lc.hkcampus.net/~lc-a03/Football%20history.htm 

國際足球協會(FIFA)公開確認足球運動起源於________。 

 

中國古代足球的起源時間，最早可追溯至二千五百年前的戰國時期，《戰國策〃齊策》

曾記載蘇秦與齊宣王會面時，提及人民安居樂業，喜歡「________」，所謂「蹴鞠」或「蹋

鞠」，就是指一種足球遊戲；「蹋」或「蹴」都是指________，「鞠」則是指________。 

 

漢唐兩代是中國古代足球發展最興盛的時期，發展出直接對抗的競賽。據東漢人李尤

所著的《鞠城銘》記載，對賽雙方各有________人，由正副球證執法，球場兩端各設六個

________球門（稱「________」）為進攻目標，所用的足球由________製成，比賽用球場

稱為「________」。當時不但男性參與足球運動，部分出土文物更證明，東漢延光二年（公

元一二三年），已有________踢球，惟只限於表演性質並非競賽。  

 

到了唐朝（公元六一八至九 O七年），蹴鞠所用的皮球，由內填毛髮改為由人用嘴吹

氣，同時用________代替「鞠室」，當時這項運動並外流至日本，日本足球書籍《游庭密

抄》也曾經記載此事。  

 

至宋代（公元九六 O至一二七九年），蹴鞠更發展了________及________的競賽，還

有稱作齊雲社或圓社的球會組織出現，而且所用皮球由人用嘴吹氣，發展到用氣筒打氣，

愈來愈接近現代足球。 

http://lc.hkcampus.net/~lc-a03/Football%20histor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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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足球認識知多少？請同學透過網上資源及其他資源，選出適當的答案。 

1) 哪一個國家使足球運動在不同的階層蓬勃起來？ 

A) 中國 B) 日本  

C) 英國 D) 巴西 答案：_________ 

 

2) 以下是一八二零年代希斯的蝕刻畫《倫敦 XXXX》，表現出早期足球比賽的混亂情景。 

XXXX 是指甚麼？ 

 

A) 足球暴動 B) 街頭足球  

C) 足球朋黨 D) 進攻足球 答案：_________ 

 

3) 從一九零零年開始，足球運動被正式列為奧林匹克運動會（簡稱奧運會）的比賽項目。

當時只有哪兩個國家國參加比賽？ 

A) 英、法 B) 巴、阿  

C) 日、韓 D) 意、荷 答案：_________ 

 

4) 一九三零年舉行第一屆世界足球錦標賽，當屆冠軍是： 

A) 巴西 B) 烏拉圭  

C) 意大利 D) 阿根廷 答案：_________ 

 

5) 現今取得最多世界杯冠軍是哪一個國家？ 

A) 巴西 B) 德國  

C) 意大利 D) 阿根廷 答案：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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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意足球：請同學就已有的認知及其他資源，回答以下題目。 

1) 請同學建議一下現在的現代足球場可增設甚麼設施或者球場線以增加比賽的觀賞性？

請繪畫在下圖中，並加以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在足球球例中，「十大天條」（見下表）是保障進攻球員，你認為需要增加或刪減？並

加以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踢或意圖踢對方球員 

2.    摔倒或意圖絆倒對方球員 

3.    飛踢向對方球員 

4.    衝撞對方球員 

5.    毆打或意圖毆打對方球員 

6.    推對方球員 

7.    當攔截對方球員時，在接觸皮球前，先接觸到對方球員的身體任何部分 

8.    拉對方球員 

9.    向對方球員吐口水 

10.   故意用手觸球（守門員在己方點球區域內不受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