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礎活動學習社群系列：
(三) 分享會 (修訂)

教育局 課程發展處 體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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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成立

 支援初小基礎活動課程

 促進初小及高小體育課程的順利銜接

 促進教師教學效能

 推動經驗交流

 支援措施：

 研討會、工作坊、分享會、觀課與評課、課研、網上資源、

整體課程規劃示例、單元示例、評估示例、影片分享……

**透過電郵通知網絡學校有關基礎活動 / 體育的資訊

 網絡學校：250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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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平台 共享資源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e/references_resource/index.html

教育局網頁

https://intranet.skhsjs.edu.hk/edbpefm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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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層次的支援學校策略

1. 第一層次：支援全港小學

– 定期為全港教師舉辦教師專業發展課程，例如工作坊、
研討會、分享會、技能課程等，以加強教師在課程規劃
、學與教策略、評估等知識和技能

– FMLC 網絡學校優先

2. 第二層次：支援網絡學校

– 鼓勵學校加入FMLC成為網絡學校

– 網絡學校代表教師會不時接收到體育組發出的電子郵件
，以便取得最新的資訊及課程信息

3. 第三層次：支援課研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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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參與學校提供校本支援，聚焦地支援教師的需
要，包括課程的規劃、實施和評估

• 透過多次的聯校備課、觀課與評課、會議

– 加強教師對基礎活動課程的認知和技能

– 提升教師的觀課與評課技巧

– 推動初小體育課程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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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學校

課研組(大組)

2013/14
2014/15

2015/16
2016/17

2017/18

課研組(北區)

2015/16
2016/17
2017/18

課
研
組

課研組(官小)
2016/17

2013/14
參與學校(7)

2014/15
參與及啟導學校(12)

2015/16
參與及啟導學校(12)

2016/17
參與及啟導學校(10)

2015/16
參與及啟導學校(6) 2016/17

參與及結伴學校(6)

2016/17
參與及啟導學校(12)

2017/18
參與及結伴學校(6)

課研組(大埔)

2017/18
2017/18
參與及結伴學校(2)

2017/18
參與及結伴學校(6)

教學單元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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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 課研組

• 16所學校68位教師參與

• 小一至小三的整體課程規劃 (進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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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通能力

價值觀和態度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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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 區域結伴計劃

• 啟導模式 (mentoring approach)

• 在不同地區支援初小的整體課程規劃

• 15所學校 38位教師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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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1課研組

• 初小與高小體育課程銜接

• 9所學校30位教師參與

• 高小整體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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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2基礎活動交流室
(FM Lounge)

• 協助網絡學校檢視校本初小體育課程規劃

• 透過優質的課程設計，提升學與教效能，讓學生更能掌握學習重
點，強化他們在體育六大學習範疇的學習、發展共通能力，以及
培養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 促進體育科同儕的交流及分享文化，藉着互動對話中相互觀摩與
成長，提升教學效能

場次 日期 時間 地點

1
4/11/2021 (星期四)

(43所學校參與)

14:30 –16:30

香港中央圖書館一號活動室
2

4/1/2022 (星期二)
(40所學校參與)

3
21/7/2022 (星期四)

(45所學校參與)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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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校本初小體育課程規劃

1. 第一學習階段只教授基礎活動？ 75所學校 (是：53 否：22)

2. 課程設計包含六大學習範疇？ 75所學校 (是：49 否：26)

啟導教師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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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活動交流室會議暨課程設計工作坊 - 10/2021 (30名教師出席)

• 體育科基礎活動概覽 (修訂) - 11/2021 (61名教師出席)

• 基礎活動交流室I - 11/2021 (48名教師出席)

• 基礎活動交流室II - 1/2022 (44名教師出席)

• 體育科基礎活動的學與教網上研討會 - 5/2022 (185名教師出席)

• 基礎活動學習社群分享會 (修訂)  - 6/2022 ( 64名教師已報名)

• 基礎活動交流室III - 7/2022 (45所學校已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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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資源：推廣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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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資源：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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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課程文件/學與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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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檢視學校進度表開始……

 第一學習階段只教授基礎活動？

 包含36個基礎動作技能？串連動作？遊戲概念？韻律元素？

 包含動作概念？

 六大學習範疇設計？

 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9+2) 

 培養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和態度？(10)

 每一個單元均有學習主題和學生預期學習成果？

 有運用合適的評估以促進學生學習？（進展性評估、總結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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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動作技能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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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礎活動導引》中建議的基礎
動作技能都是進行不同體育活動時
需要的一些簡單和基本的動作

• 我們期望學生能學習建議的36個基
礎動作技能

• 如學校有充裕的課時，可加入更多
簡單和基本的動作或活動，如跳繩
和呼拉圈活動，讓學生在課堂以外
的時間，繼續參與體育活動，建立
活躍及健康的生活方式

Q: 需要教授《基礎活動導引》中
建議的所有基礎動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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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技能
串連動作
韻律元素

遊戲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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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活動是第一學習階段的主要課程，我們期望學生能學
習全部共36個建議的基礎動作技能，並將這些技能應用到
第二至第四學習階段中的不同運動專項活動

• 若學校有充裕的課時和場地設施如游泳池，教師亦可教授
學生基本協調和增強信心的游泳活動，讓學生熟習水性，
以裝備在以後的學習階段學習不同的泳式

Q: 可否加入建議的基礎動作技能以外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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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概念

移動技能：
• 跑跳步(配合韻律)

動作概念：
• 身體型態 (闊大/窄長/扭體/

團身)
• 方向(順時針/逆時針)
• 行動 (帶領/跟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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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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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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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能力

1. 協作能力

2. 溝通能力

3. 創造力

4. 慎思明辨能力

5. 解決問題能力

6. 數學能力

7. 運用資訊科技能力

8. 自學能力

9. 自我管理能力

協作式解決問題能力
(協作、溝通、解決問題)

整全性思考能力
(慎思明辨、創造力、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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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和態度

1. 堅毅

2. 尊重他人

3. 責任感

4. 國民身分認同

5. 承擔精神

6. 關愛

7. 誠信

8. 守法

9. 同理心

10. 勤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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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學習範疇
單元主題

評估 (課堂觀察及提問；學

生自評、互評；教師評估；技
能測試；體適能測試；筆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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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 - 檢視有否相關資料或元素

 課程設計

以體育活動為中心、學習技能為主線、

提升體適能為要務

 課程內容由淺入深？

哪個技能先教？

• 踏跳步？跑跳步？

• 拋？擲？滾？

 包含照顧學生多樣性？運用資訊科技？

 課堂安排足夠的活動量？

 在課堂內外推廣MVPA60、ASAP氛圍，及發展學生恆常運動的
習慣？

 包含推廣閱讀？

 包含跨科學習？

安排那個年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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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學生多樣性

照顧學生多樣性﹕

如學生未能直接踢球，
可讓他們待球彈地1-2
次後才把球踢出(只提
示未能做到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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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資訊科技

3. 學生運用
BYOD自評及
互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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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學生恆常運動的習慣

2.於小息時在「活
力區」多做運動，
以達至MVPA60

世衞建議 5-17歲兒童及青少年的體能活動量：

在一星期內，累積平均每天最少60分鐘中等至劇烈強度的體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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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FM課程能達到以下學習目標嗎？

第一學習階段學習目標：

 透過遊戲讓學生展示熟練的基礎動作技能？

 提供機會讓學生發展創意思維？

 提供機會讓學生在活動中表達情意？

 讓學生明白體育活動對身體的益處？

 讓學生對參與體育活動抱正面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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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進一步 - 反思課程規劃時有否考慮以下因素？

• 配合學生能力（以學生為本）？

• 配合學校的發展方向和設施？

• 學生的預期學習成果是可量度的嗎？

• 有否運用數㯫以優化課程規劃？

• 完成每一個單元之後都有作簡單紀錄，以便科組會議時跟進？

• 課程設計已考慮初小與高小的銜接？

• 讓學生將所學的基礎動作技能應用在高小的不同運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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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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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M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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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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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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 課程發展處 體育組

課程發展主任
袁麗芳

2624 4281

jacquelineyuen@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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