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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學習階段
基礎活動

第二學習階段
運動項目



FM1

FM3

FM2

第一學習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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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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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1

FM3

F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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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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技能

+ 動作概念
+ 遊戲概念
+ 韻律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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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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不同種類的運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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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學習階段



第二學習階段

透過初階活動及簡易遊戲，在不少於四類活動範疇
中至少八項不同的體育活動，發展學生的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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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小與高小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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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利銜接能鞏固學生學習的基礎
課程的縱向連貫性：因應學生以往的學習經歷，逐漸

加深難度
課程的橫向連繫：制訂寬廣而均衡的內容，確保學生

建立穩固的基礎，再邁向下一個學習階段
學習、教學及評估策略應能夠連繫以往的學習經歷



田徑(跑項)、田徑(跳項)

舞蹈、體操

田徑(擲項)、籃球、足球、排球、手球、
羽毛球、乒乓球

舞蹈、體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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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小與高小銜接

先編寫好初小基礎活動進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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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項目

由於學生在初小已掌握大部分基礎動作技能，
在高小時可較快運用已掌握的技能於簡易遊
戲/比賽中，從而提升學生對體育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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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有興趣的小學加入網絡學校 (230間網絡學校)

 透過電郵通知有關基礎活動的資訊

 研討會
 工作坊
 分享會
 觀課與評課活動
 ……

 設置網上平台，分享成功經驗及共享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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