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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1

FM3
FM2

FM123

 讓學生將所學的基礎

動作技能應用或

轉移到其他學習階

段中的不同運動項目

 配合兒童的生理成長

為主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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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2 - 2個動作技能發展方向

1. 「成熟」動作 2.「創意」動作

著重提升速度、爆發力、節省能

量……

只學習「成熟」動作技能是不足夠

著重想像力、美感、難度……

提供機會讓學生探索、創作

參考《體育「學習成果架

構」》，了解動作要求

參考Laban 的動作分析架構，引導

學生分析、改良及創作新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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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3 -

基礎動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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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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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概念

追逐遊戲

接力遊戲

隔場區遊戲

對抗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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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律元素

• 強化學生的創意及表達自我能力

• 例如：
– 將高、中、低水平動作造型串連，每4拍轉造型1次

– 配合音樂，有節奏地轉換動作

• 何時引入？
– 當學生能掌握「成熟」的基礎動作技能，可讓學生跟隨音

樂節拍來活動

8



基礎活動的課程

規劃寬廣而均衡的
體育活動

涵蓋六大學習範疇

培養價值觀和態度

(配合最新學年主題：
感恩珍惜、積極樂觀)

發展共通能力

建立活躍及

健康的生活方式



• 從學生的角度出發，了解他們的需要、
興趣、能力和學習風格

• 考慮學校的傳統特色、環境設施及教師
的經驗

• 考慮第一及第二學習階段的銜接

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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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的理念
• 由淺入深

• 單元主題有聯繫性發展
– 具進度性發展

– 學習的延展性及遷移度

• 每課節應有核心技能學習
– 合適單元課節

• 校本活動的安排

• 提供思考/創意空間?

• 適當的活動量？
– 避免過於靜態/劇烈

– 活動次序安排

– 提高學生參與活動機會

哪個技能先教？
踏跳步？跑跳步？
拋？擲？滾？

一個單元有多少
課節？

2節？4節？6節？

校本活動
陸運會？遊樂日？

跑步先?

伸展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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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兒童的生理成長

由淺入深

12



動作技能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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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課程規劃 - 小一進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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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課程規劃 - 小一進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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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課程規劃 - 小一進度表

六大學習範疇

單元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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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方法

備註

實際進度/教學檢討

共通能力、
價值觀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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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學習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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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體育活動為中心

• 學習體育技能作主線

• 提升體適能為要務

http://cd1.edb.hkedcity.net/cd/pe/tc/scope_of_learning/LT_SS%20chn.pdf 18



體育技能

基礎動作技能

+ 動作概念

+ 韻律元素

串連動作
遊戲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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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不同基礎動作技能

•同一時間運用多個技能是很普遍

•讓學生清楚學習目標和內容
（即哪個是重點學習的技能）

我今堂玩
搶尾巴

我今堂學
閃避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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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技能

學生能

1.掌握棒擊空中球的動作技巧
2.棒擊由同伴拋來之空中球
3.撃出遠距離的空中球
4.將棒擊空中球之技巧應用於跑壘遊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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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及體適能

「提升體適能為要務」

• 了解做運動的好處

• 運動與健康之間的關係

• 透過進行不同活動和遊戲以保持身體健康

• 養成做運動的習慣

• 在體育課中適量地加入體適能活動

• 體適能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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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及體適能

學生能

1. 透過來回拾球來強化心肺功能
2. 透過遊戲體現運動與健康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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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相關的價值觀和態度

• 有效地與別人交流意見

• 利用適當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意見和感受

• 藉著參與活動，了解「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正確
含意

• 明白體育精神與團隊精神的重要

• 培養積極進取的態度，懂得全力以赴

• 樂於參與體育活動

• 了解參與活動時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

– 遵守遊戲規則、支持隊友、尊重和欣賞對手

– 共同享受參與活動時所帶來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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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相關的價值觀和態度

學生能

1.遵守遊戲規則，輪流參與活動
2.明白體育精神與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3.尊重同學的表現，並按同伴的表現來
調節拋球的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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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知識及實踐

• 了解進行體育活動時的安全事項

• 提高在進行活動時的安全意識，避免意外發生

– 適當地搬運、擺放和使用用具

– 穿著適當的服裝進行體育活動

– 有足夠的熱身和放鬆活動

– 出現不適或受傷時，能盡快讓別人知道

– 在危險或緊急的情況下懂得尋求協助，

並運用所學的知識作出適當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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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知識及實踐

學生能

1.注意擊球時之個人空間及一般空間
2.注意擊球遊戲的跑動方向與安全的關係
3.適當及安全地運用擊球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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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知識

培養對體育活動的興趣

發展創意和想像力

在參與活動之餘，明白配合技能的相關知識和
基本詞彙

- 身體部分的名稱

手、足、頭、背……

- 辨識不同的動作概念

• 路線、方向、水平、空間、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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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知識

學生能

1.認識棒擊空中球的動作要點及詞彙
2.認識簡化跑壘遊戲的規則
3.認識棒擊空中球的力度、方向與身體
動作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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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美能力

• 懂得「美」與「不美」的概念

• 指出動作和姿勢的優劣點

• 學習以審美角度評價自己和同學的表現

• 展示不同形式的美

– 熟練的動作

– 整齊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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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美能力

學生能

1.欣賞流暢的棒擊空中球動作
2.透過互評評審棒擊空中球動作的要點
及優美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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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能力的發展
共通能力 例子

協作能力 • 在練習中與同伴合作，並發揮團結精神
• 幫助同伴解決困難

溝通能力 • 練習中與同伴溝通
• 以合適的語言表達意思和感受

創造力 • 創作串連動作
• 提出意見以增加活動的趣味性

明辨性思考能力 • 指出錯誤所在，提出改進方法
• 總結自己及他人的優點和缺點

解決問題能力 • 當受傷時懂得向合適的人士尋求幫助
• 在進行活動時，遵守安全規則，若遇事故，按適當的程序處理

數學能力 • 利用基本的運算知識，計算遊戲得分
• 運用合適的詞彙來識別如前/後、左/右、順/逆時針的動作概念

運用資訊科技能力 • 瀏覽在互聯網上不同體育活動和設施的信息

自學能力 • 閱讀和理解與體育活動和運動相關的材料
• 識別及將不同項目分類為個人或隊際運動

自我管理能力 • 在參與體育活動和比賽過程中建立信心，勇於接受挑戰
• 激勵自己參與更多體育活動，並持之以恆地練習

整全性思考能力

協作式解決問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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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和態度的培養
價值觀和態度 例子

堅毅 • 努力不懈地學習
• 盡力參與，堅持到底

尊重他人 • 虛心接受意見和指導
• 尊重同學在活動時的表現

責任感 • 準時參與所有活動
• 遵守安全措施以避免自己/ 同學受傷

國民身分認同 • 認識我國的優勝運動項目
• 認識我國的著名運動員

承擔精神 • 協助搬運、擺放和收拾用具
• 善用和愛護所有體育器材和設施
• 完成被委派的工作

關愛 • 協助有困難的同學

誠信 • 遵守遊戲規則，不作弊 33



共通能力、價值觀和態度示例

體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 

體育「學習成果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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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技能評估表

促進學習的評估

 

評估表樣本 
 

 

 

 

 

  

 

 
 

 

 
 

  
達到 未能達到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第 4 次 

  

    

  

    

  

    

  

    

  

    

 評估員（學號）     

 

測試要求︰  

 

http://cd1.edb.hkedcity.net/cd/pe/tc/rr/FM_AssessmetForm_LOF_c.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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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評及自評示例

技能

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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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有興趣的小學加入網絡學校 (222網絡學校)

 透過電郵通知網絡學校的負責人有關基礎活動的資訊，

包括專業發展課程:

 研討會
 工作坊
 分享會
 觀課與評課活動
 ……

 設置網上平台，讓網絡學校分享成功經驗及共享資源

38



「體育科基礎活動學習社群」網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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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至小三學生應掌握基礎活動的全部學習內容

建基於基礎活動的學習經歷，小四及以上學生開始

發展不同種類的體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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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日子

基礎活動學習社群：觀課及評課 (修訂)
2020年3月6日(星期五)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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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體育組
課程發展主任 袁麗芳女士

2624 4281
jacquelineyuen@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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