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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課程內容
及編排



基礎活動的理念:

 教授「基礎活動」，讓學

生將所學的技能應用或轉

移到其他學習階段中的不

同專項活動

 配合兒童的生理成長為主

導原則



基礎動作技能、動作概念、遊戲概念

1. 接力遊戲
2. 隔場區遊戲
3. 追逐遊戲
4. 跑壘遊戲
5. 連串動作組合



六大學習範疇重點

進度表

單元主題



進度表

評估方法

備註

實際進度/教學檢討

共通能力、
價值觀和態度



寬廣而均衡，配合六大學習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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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學習內容的規劃

1.規劃學習內容及單元主題

2.計劃及編排「教學主題及學習內容一覽表」

3.訂定單元的學習目標

4. 設計單元的學習活動

5.設計促進學習的評估



2.學與教
主導原則



學習內容設計

《體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

(2017)



主導原則

活動量2. 

3.

4.

5.

1. 安全

有效性

多元性

趣味性



• 謹慎的規劃和準備，提升參與活動的安全性

• 認真的教學態度和良好的觀察能力可減低意外

的風險

• 考慮場地空間運用、天氣情況、用具擺放、

• 保護措施、學生的多樣性及教學進度，以避免

意外發生

• 避免過度操練的活動，特別是高體力要求的重

複練習

• 適當加入休息時間能減低學生的疲累和意外受

傷機會

• 將學生的病歷存檔須經常留意學生的健康狀況

• 經常留意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

安全



小組教學(轉組)﹕前滾翻
保護措施、學生的多樣性及教學進度、觀察位置、避免過度操練
的活動



空間運用：操控用具技能

 方向
 組別之間的距離
 場地分佈



選用合適教具﹕棒撃空中球



• 體育課堂應以體育活動為中心，讓
學生發展體育技能，並提升他們的
體質水平。維持合適的活動量和足
夠的主動學習時間是非常重要的。

• 教師應參考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
鼓勵學生每星期平均每天累積最少
60 分鐘中等至劇烈強度的體能活動

(MVPA60)。

活動量



善用熱身：棒撃空中球
善用韻律：移動技能



連繫所學，豐富教學：踢定點球



• 教師應為每項活動訂立明確的教學

目標，讓學生能有效地學習

• 教師應考慮學生的已有知識、學習環

境和教學方式，以加強學與教的成效

• 提供不同的活動，當中包括多元化的
學習經歷，讓學生將所學的知識應用

在體育或其他學習領域之中

有效性



找出難點，單元整體鋪排：髖高處跳下



注意活動之間扣連﹕前滾翻

 經歷團身自由滾動
 模仿隧道
 「搖船仔」
 加入呼拉圈
 加入色帶 (褲內/ 墊上)
 運用斜台
 運用厚墊



自創教具：棒撃空中球

 教具設置要吸引並能照顧學生的需要
 合適的教具能幫助學生做到「撃打」動作

 不倒翁
 吊臂球
 不同大小紙球
 配合學生高度的「座」



自創教具：棒撃空中球
善用小組同儕學習：步行(配合韻律)



• 多元化的體能活動能提升學生
的學習動機，讓他們從不同的
活動中發揮潛能

• 多元化的活動能照顧學生不同
的學習需要和風格

多元性



 創造串連動作：兔跳運豆袋
 加入體能活動的任務：單手滾球及雙

手接滾地來球
 創設不同的角色：雙手投球
 創設不同的角色：高中低水平



創設不同的角色：雙手投球



• 具趣味性的活動、富吸引力的
教材和切實可行的學習目標，
均可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 生動、活潑的表達技巧可提升
活動的吸引趣味性

• 充滿趣味和愉快的學習體驗能
鼓勵學生積極參與體育活動，
促使他們更有動力地去建立活
躍及健康的生活方式

趣味性



善用情境：移動技能 / 連串動作組合
善用競技元素：踢定點球

鳴謝﹕
聖公會嘉福榮真小學



場地布置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按學生的特質（包括能力、動機、需要、興趣及潛能），

設法協助他們學得更好

 提供多元化的體育活動類別選擇

 選取其他學習階段的課程，對教學內容作出修訂或多專注

教授某些部分，以配合學生不同的能力及特別需要

 留意有特殊教育需要、病患或具運動潛質的學生，以便在

適當時候，提供保護或協助

 按學生的潛能及體型分組，減少每組學生的

能力差異，給予適當的挑戰，以提高他們的

學習動機

1. 自訂高度、距離
2. 自訂用具
3. 自訂用具擺放位置
4. 自訂參與的活動
5. 自訂動作句子的元素



訂定目標：雙足跳/ 單足跳
任務自主：踢空中球/物件
任務自主﹕髖高處跳下



3. 評估



善用評估

 對學習的評估

(Assessment of Learning)

 促進學習的評估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作為學習的評估

(Assessment as Learning)



。

39

促進學習的評估

簡潔的評估準則

技
能

知識

評
估

態度教師評、互評、自評

通過有效的回饋，

• 學生能得悉自己的強、弱項

• 學生能找出恰當的方法去改善學習

• 教師能了解學與教成效及學生的學
習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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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即時評鑑及回饋審美

為了有效地給與學生即時回饋和提升學生審美能力，老
師運用了手提電話拍攝學生的表現，然後透過「Apple 
TV」把影像即時投射出來。老師再按同學的表現作分析、
欣賞及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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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學習的評估(紙筆 / 電子互評)



課程設計中的互評—簡單的評估工具

（《基礎活動導引》，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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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學習的評估(透過網上平台互評：自學延伸)

除了課堂內的互評外，學校亦會安排同學運用網上平台進行評估。
同學需要按老師的要求把被評的內容運用平板電腦進行錄影，然
後把影片上載到網上平台。其他組別的同學回家後將上網欣賞影
片並給予回饋。這種形式的回饋通常運用於讓學生展示創意發需
要跟組員討論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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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學習的評估(GOOGLE SITE)

1. School Based Dynamic 

Dance

2. School Based Fun Fitness 

Challenge 

3. Brain-Breaks Website 

4. Physical Fitness 

programme designed by 

Education Bureau of HK

5. Mini Games designed by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of HK

自學材料



45

作為學習的評估(LOILONOTE)

1. Google Form
2. 拍照
3. 創意任務
4. 資料搜集/ 分享
5. 短答
6. 部分學生會主動

拍攝遊戲、動作



小結

 注意活動之間扣連
 自創教具
 善用情境
 場地布置
 善用競技元素
 訂定目標
 任務自主

 小組教學
 選用合適教具
 空間運用
 善用熱身
 善用韻律
 連繫已有知識
 找出難點





網上資源

教育局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