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
與
學
校
名
稱
	：

	
香
港
培
正
小
學

啟
導
學
校
名
稱
	：

	
香
港
教
育
大
學
賽
馬
會
小
學

班
別
	

：
	
一
年
級
	

	
	

全
班
人
數
	
：
	

35
人

單
元
共
需
教
節
	：

	
4	

	
	
	

每
教
節
時
間
	：

	
35

分
鐘

單
元
主
題
	

：
		
平
衡
穩
定
技
能
	—

	平
衡

學
生
已
有
知
識
	：

	
學
生
已

	
	

1.
	學

習
有
關
身
體
形
態
、
支
點
平
衡
的
動
作
概
念
	

	
	

2.
	掌

握
步
行
、
滑
步
、
跑
跳
步
及
雙
足
跳
技
能

單
元
目
標
	

：
	

體
育

技
能
	

學
生
能

	
	

	
	

1.
	展

示
不
同
水
平
、
支
點
平
衡
及
身
體
形
態
的
造
型
	

	
	

	
	

2.
	從

木
櫈
上
跳
下
平
穩
著
地
	

	
	

	
	

3.
	在

木
櫈
上
串
連
不
同
的
支
點
平
衡
及
移
動
技
能
，
自
行
建
構
動
作
句
子

	
	

健
康

及
體

適
能
	

學
生
能
了
解
多
做
運
動
對
身
體
的
好
處

	
	

運
動

相
關

的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學
生
能

	
	

	
	

1.
	培

養
學
生
對
做
運
動
的
興
趣
	

	
	

	
	

2.
	培

養
學
生
努
力
學
習
以
達
到
目
標
的
精
神
	

	
	

	
	

3.
	在

活
動
中
能
樂
於
接
受
自
己
或
同
伴
的
失
誤
，
勇
於
嘗
試

	
	

	
	

4.
	遵

守
規
則
，
學
習
與
同
伴
輪
流
參
與

	
	

安
全

知
識

及
實

踐
	

學
生
能
在
移
動
中
避
免
與
人
碰
撞

	
	

活
動

知
識
	

學
生
能

	
	

	
	

1.
	認

識
不
同
水
平
	(高

、
中
、
低
)	的

支
點
平
衡
的
動
作
概
念
	

	
	

	
	

2.
	認

識
個
人
及
一
般
空
間
的
運
用
	

	
	

	
	

3.
	認

識
從
木
櫈
跳
下
時
的
動
作
要
點
及
詞
彙

			
			
			
			
			
			
	

	
審

美
能

力
	

學
生
能
欣
賞
學
生
於
活
動
中
所
做
出
的
動
作
		

示
例
六
：
平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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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作
概
念
	

：
	
空
間
	(範

圍
)	─

	個
人
空
間
/一

般
空
間
；
空
間
	(路

線
)	─

	直
線
/曲

線
；
空
間
	(水

平
)	─

	高
/中

/低
	

	
空
間
	(方

向
)	─

	前
/後

、
左
/右

；
與
同
伴
的
關
係
	─

	小
組
活
動
；
身
體
形
態
	─

	闊
大
/窄

長
/團

身

示
例
六
：
平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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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堂
目
標
及
評
估
安
排

	
第
一
節
	

第
二
節
	

第
三
節
	

第
四
節

重
點
課
節

體
育

技
能

學
生

能
 

1.
	運

用
身
體
不
同
部
分
支
點
平
衡

2.
	運

用
相
同
支
點
展
示
不
同
的
平

衡
動
作

學
生

能
 

1.
	認

識
身
體
各
部
分

2.
	認

識
個
人
及
一
般
空
間
的
運
用

3.
	掌

握
支
點
平
衡
的
動
作
概
念

•
	尊

重
他
人

•
	關

愛

•
	溝

通
能
力

•
	協

作
能
力

•
	明

辨
性
思
考
能
力

•
	教

師
觀
察

•
	提

問

學
生

能
 

1.
	展

示
支
點
平
衡
	

2.
	展

示
支
點
平
衡
，
並
維
持
三
秒
	

3.
	運

用
身
體
不
同
的
部
分
來
作
支

點
4.
	能

展
示
高
、
中
、
低
水
平
的
平

衡
動
作

學
生

能
 

1.
	認

識
不
同
水
平
	(
高
、
中
、
低
)	

的
支
點
平
衡
的
動
作
概
念

2.
	認

識
個
人
及
一
般
空
間
的
運
用

•
	關

愛
•
	誠

信

•
	溝

通
能
力

•
	協

作
能
力

•
	明

辨
性
思
考
能
力

•
	教

師
觀
察

•
	提

問
	

學
生

能
 

1.
	在

木
櫈
上
平
穩
步
行

2.
	在

木
櫈
上
展
示
不
同
支
點
的
平

衡
動
作
	

3.
	從

木
櫈
上
跳
下
平
穩
著
地

學
生

能
 

1.
	認

識
在
木
櫈
上
平
穩
移
動
的
要

點
	

2.
	認

識
從
木
櫈
跳
下
時
的
動
作
要

點
及
詞
彙

•
	堅

毅
•
	尊

重
他
人

•
	溝

通
能
力

•
	協

作
能
力

•
	教

師
觀
察

•
	提

問

學
生

能
 

1.
	在

木
櫈
上
平
穩
步
行

2.
	在

木
櫈
上
展
示
不
同
支
點
的
平

衡
動
作

3.
	從

木
櫈
上
跳
下
平
穩
著
地
	

4.
	在

木
櫈
上
串
連
不
同
的
支
點
平

衡
及
移
動
技
能
，
自
行
建
構
動

作
句
子

學
生

能
 

1.
	掌

握
在
木
櫈
上
平
穩
移
動
的
要

點
2.
	掌

握
動
態
平
衡
的
要
點
	

3.
	掌

握
從
木
櫈
跳
下
時
的
動
作
要

點
及
詞
彙

•
	責

任
感

•
	堅

毅
•
	尊

重
他
人

•
	溝

通
能
力

•
	協

作
能
力

•
	明

辨
性
思
考
能
力

•
	教

師
觀
察

•
	提

問

活
動

知
識

評
估

方
法

# 
共

通
能

力

 *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	
	價

值
觀
和
態
度
包
括
：
堅
毅
、
尊
重
他
人
、
責
任
感
、
國
民
身
份
認
同
、
承
擔
精
神
、
關
愛
、
誠
信

#	
共
通
能
力
包
括
：
協
作
能
力
、
明
辨
性
思
考
能
力
、
解
決
問
題
能
力
、
溝
通
能
力
、
運
用
資
訊
科
技
能
力
、
自
我
管
理
能
力
、
創
造
力
、
數
學
能
力
、
自
學
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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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堂
活
動
安
排

	
第
一
節
	

第
二
節
	

第
三
節
	

第
四
節

	（
運
用
身
體
不
同
部
分
作
支
點
平
衡
）
	
（
不
同
水
平
的
支
點
平
衡
）
	

（
從
平
地
到
木
櫈
上
平
衡
）
	

（
木
櫈
上
平
衡
）

重
點
課
節

引
入

活
動

自
由

移
動

及
身

體
形

態
造

型
學

生
於

操
場

內
以

跑
跳

步
作

移
動
，
聞
號
令
停
步
，
並
隨
即
按
教

師
指
示
作
不
同
的
身
體
形
態
造
型

提
醒
學
生
：
	

1.
	做

身
體
形
態
造
型
需
維
持
三
秒

	
(教

師
可
數
01
、
02
、
03
)

2.
	留

意
個
人
空
間
是
否
足
夠

魔
術

師
遊

戲
1.
	先

找
幾
位
學
生
做
魔
術
師
，
身

上
掛
著
色
帶
作
標
記

2.
	其

他
學
生
自
由
於
操
場
上
的
空

間
跑
步
，
如
魔
術
師
用
手
觸
碰

到
學
生
，
他
便
要
停
下
來
，
做

一
個
支
點
平
衡
	(
一
至
四
點
)，

直
至
有
其
他
學
生
觸
碰
他
，
他

便
可
以
再
次
跑
步

3.
	提

醒
學
生
每
次
支
點
平
衡
都
要

不
同

4.
	教

師
可
隨
時
更
換
及
增
加
魔
術

師
的
人
數

吊
橋

過
河

1.
	
籃
球
場
已
變
成
一
條
大
河
，

地
上
的
線
變
成
了
一
道
道
吊

橋
，
學
生
必
須
在
吊
橋
上
行

走
，
否
則
便
會
跌
入
河
中

2.
	
著
學
生
自
由
在
操
場
上
找
一

條
線
	(吊

橋
)	站

立
3.
	
學
生
聞
號
令
便
開
始
在
操
場

上
不
同
的
顏
色
線
上
步
行

4.
	
當

聽
到

教
師

吹
一

下
哨

子
聲
，
即
代
表
有
鱷
魚
在
河
中

出
沒

，
學

生
必

須
立

即
停

下
，
並
以
一
個
支
點
站
立

5.
	
當

聽
到

教
師

吹
兩

下
哨

子
聲
，
學
生
必
須
立
即
停
下
，

並
擺
出
一
個
低
水
平
的
支
點

平
衡
動
作

6.
	
教
師
可
加
深
難
度
要
求

7.
	
用
腳
尖
對
腳
踭
的
步
行
方
式

作
移
動

8.
	
用
滑
步
方
式
作
左
右
移
動

9.
	
要
求
不
同
水
平
的
支
點
平
衡

動
作

10
.	調

整
難
度
，
不
准
放
在
頭
、

手
掌
，
以
增
加
學
生
運
用
身

體
不
同
部
分
的
機
會

11
.	可

試
增
加
豆
袋
數
目
，
提
升

學
習
動
機

12
.	製

造
情
境
，
令
學
生
投
入
課

堂

徒
弟

與
師

傅
1.
	二

人
一
組
，
A
為
教
師
、
B
為

學
生

2.
	首

先
師
傅
會
自
選
不
同
的
移
動

技
能
如
踏
跳
步
、
步
行
在
場
上

不
斷
移
動
，
而
徒
弟
必
須
模
仿

師
傅
的
移
動
技
能
及
路
線
跟
隨

在
師
傅
的
後
面

3.
	然

後
教
師
會
發
出
哨
子
聲
，
如

一
下
哨
子
聲
，
師
傅
便
會
擺
出

一
個
支
點
的
平
衡
動
作
，
徒
弟

再
模
仿
其
動
作
。
如
兩
下
哨
子

聲
便
擺
出
兩
個
支
點
的
平
衡
動

作
，
如
此
類
推

4.
	做

完
平
衡
動
作
後
，
雙
方
角
色

交
換

提
醒
學
生
：

•
	動

作
要
正
確

•
	多

留
意
場
上
空
間

•
	多

使
用
不
同
的
身
體
部
份
作
支

點
平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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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堂
活
動
安
排

	
第
一
節
	

第
二
節
	

第
三
節
	

第
四
節

	（
運
用
身
體
不
同
部
分
作
支
點
平
衡
）
	
（
不
同
水
平
的
支
點
平
衡
）
	

（
從
平
地
到
木
櫈
上
平
衡
）
	

（
木
櫈
上
平
衡
）

重
點
課
節

引
入

活
動

主
題

發
展

認
識

身
體

各
部

分
 

1.
	學

生
每
人
一
個
豆
袋
	

2.
	教

師
指
示
學
生
，
把
豆
袋
放
在

身
體
不
同
部
位
，
需
保
持
三
秒

平
衡

3.
	鼓

勵
學
生
運
用
創
意
，
嘗
試
找

出
五
處
身
體
不
同
部
位
擺
放
豆

袋
，
並
展
示
不
同
造
型
	

		
(邀

請
能
把
豆
袋
擺
放
於
不
同

部
位
的
學
生
作
示
範
，
藉
此
教

授
學
生
認
識
身
體
各
部
分
，
並

學
習
彼
此
欣
賞
)

認
識

不
同

水
平

 (
高

、
中

、
低

) 
的

支
點

平
衡

 
1.
	教

師
著
學
生
做
出
「
五
個
支
點

的
平
衡
動
作
」
	

2.
	教

師
提
問
：

i.	
這
個
平
衡
動
作
屬
於
什
麼
水

平
？
(低

水
平
)

ii.
	這

個
平
衡
動
作
能
做
出
高
水

平
的
平
衡
動
作
嗎
？
(不

能
)

3.
	教

師
著
學
生
做
出
「
一
個
支
點

的
平
衡
動
作
」

提
醒
學
生
：

•
	不

是
競
賽
，
所
以
不
用
鬥
快
，

最
重
要
是
不
要
跌
入
河
中

•
	可

張
開
雙
手
以
保
持
平
衡

•
	腳

不
能
踏
出
線
外

•
	步

行
時
身
體
需
保
持
直
立
，
不

要
傾
側
或
屈
曲

•
	用

跨
步
方
式
轉
換
不
同
顏
色
的

線
•
	盡

量
找
空
位
，
避
免
與
學
生
碰

撞

超
級

模
特

兒
 (平

地
上

平
衡

練
習

) 
1.
	全

班
每
個
學
生
取
一
個
豆
袋
，

並
放
於
頭
頂
，
變
成
超
級
模
特

兒
2.
	著

學
生
以
腳
尖
對
腳
踭
的
步
行

方
式
在
操
場
的
線
上
移
動

3.
	當

聽
到
教
師
吹
一
下
哨
子
聲
，

立
即
用
手
取
豆
袋
，
並
蹲
下
放

在
地
上

4.
	在

豆
袋
旁
邊
做
一
個
三
個
支
點

的
中
/低

水
平
的
平
衡
動
作
	(
平

衡
動
作
需
保
持
三
秒
)

5.
	聞

號
令
，
學
生
拾
起
豆
袋
放
回

頭
頂
，
然
後
再
次
移
動

6.
	如

學
生
表
現
良
好
，
可
讓
他
們

把
豆

袋
放

在
身

體
不

同
的

地
方
，
如
膊
頭
、
背
部
步
行

優
美

先
生

小
姐

大
賽

1.
	六

人
一
組
，
每
位
學
生
會
有
一

個
豆
袋

2.
	學

生
可
把
豆
袋
放
在
身
體
不
同

位
置
作
平
衡
，
從
A
點
步
行
到

B
點
，
然
後
到
達
B
點
後
，
可

把
豆
袋
取
下
然
後
跑
到
C
點
坐

下
3.
	當

下
一
個
學
生
見
到
前
一
位
學

生
於
C
點
坐
下
後
，
便
可
出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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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節
	

第
二
節
	

第
三
節
	

第
四
節

	（
運
用
身
體
不
同
部
分
作
支
點
平
衡
）
	
（
不
同
水
平
的
支
點
平
衡
）
	

（
從
平
地
到
木
櫈
上
平
衡
）
	

（
木
櫈
上
平
衡
）

重
點
課
節

主
題

發
展

重
溫

支
點

平
衡

動
作

1.
	教

師
著
學
生
將
豆
袋
暫
放
在
地

上
，
然
後
運
用
身
體
不
同
部
分

做
出
不
同
的
支
點
平
衡
動
作

(由
一
點
到
四
點
)

2.
	教

師
觀
察
學
生
所
做
的
支
點
平

衡
動
作
，
可
向
全
班
展
示
及
讚

賞
有
創
意
的
學
生

3.
	教

師
提
問
學
生
除
了
可
用
雙
手

雙
足
作
支
點
外
，
還
可
還
用
身

體
什
麼
地
方
？
以
帶
出
還
可
用

手
肘
、
膝
蓋
、
臀
及
腹
等
多
個

部
位
，
以
擴
闊
學
生
創
作
空
間

齊
當

小
教

師
1.
	二

人
一
組
	(
一
A
一
B
)，

(豆
袋

暫
放
在
地
上
)	
A
當
學
生
，
	B

當
小
教
師
。
A
	(
學
生
)	
站
在
B
	

(小
教
師
)	
的
前
方
，
兩
人
前
後

相
距
半
米
，
並
自
由
於
場
內
空

間
站
好
作
準
備
	

2.
	B
先
	(
小
教
師
)	
出
題
目
，
著

A
(學

生
)做

出
支
點
平
衡
，
並

由
B
	(
小
教
師
)	
數
三
秒
及
檢

查
A
的
支
點
平
衡
動
作
是
否
正

確
，
每
人
一
次
，
輪
流
調
換
角

色

4.
	教

師
提
問
：

i.	
能
做
出
什
麼
水
平
的
平
衡
動

作
？
(高

、
中
、
低
)

ii.
	以

帶
出
不
同
數
目
的
支
點
能

做
出
不
同
水
平
的
平
衡
動
作

5.
	教

師
著
學
生
做
出
不
同
支
點
及

水
平
的
平
衡
動
作

i.	
兩
個
支
點
高
水
平
的
平
衡
動

作
ii.
	三

個
支
點
中
水
平
的
平
衡
動

作
iii
.	四

個
支
點
低
水
平
的
平
衡
動

作
提
醒
學
生
：

•
	做

平
衡
動
作
需
維
持
三
秒

•
	留

意
個
人
空
間
是
否
足
夠

•
	運

用
身
體
不
同
部
分
作
支
點

•
	高

水
平
：
肩
膊
以
上

•
	中

水
平
：
肩
膊
至
膝
蓋

•
	低

水
平
：
膝
蓋
以
下

提
醒
學
生
：

•
	眼

睛
向
前
望

•
	可

張
開
雙
手
以
保
持
平
衡

•
	雙

腳
必
須
走
成
一
直
線

•
	腳

不
能
踏
出
線
外

•
	步

行
時
身
體
需
保
持
直
立
，
不

要
傾
側
或
屈
曲

•
	盡

量
找
空
位
，
避
免
與
學
生
碰

撞
體

操
運

動
員

 (木
櫈

上
平

衡
練

習
) 

(因
木
櫈
較
重
，
故
預
先
將
木
櫈
及

地
墊
放
在
操
場
的
另
一
邊
)

(預
先
在
木
櫈
中
間
貼
上
兩
條
紅
色

膠
紙
)

1.
	
全
班
分
成
6組

，
每
組
6人

，
然
後
再
分
成
一
半

2.
	
分
別
站
在
木
櫈
兩
端
	(A

組
及
B

組
)	

3.
	
每
組
學
生
都
變
成
了
體
操
運

動
員
，
並
練
習
上
平
衡
木
	(
木

櫈
)、

在
平
衡
木
上
步
行
及
從

上
跳
下
的
動
作
	

4.
	
A
、
B
兩
組
學
生
同
時
從
平
衡

木
兩
端
	(
起
點
)	
走
到
平
衡
木

上
的
紅
膠
紙
位
置
	(
終
點
)	
，

然
後
轉
身
從
平
衡
木
跳
到
軟

墊
上
	

提
醒
學
生
︰

•
	注

意
安
全

•
	可

用
手
輔
助
平
衡

•
	多

使
用
身
體
不
同
的
部
位
擺
放

豆
袋
，
如
腰
部
﹑
面
部
﹑
背
部

•
	如

用
面
和
膊
頭
夾
實
豆
袋
，
這

不
是
平
衡
動
作
的
一
種

學
生

飛
碟

課
堂
活
動
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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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節
	

第
二
節
	

第
三
節
	

第
四
節

	（
運
用
身
體
不
同
部
分
作
支
點
平
衡
）
	
（
不
同
水
平
的
支
點
平
衡
）
	

（
從
平
地
到
木
櫈
上
平
衡
）
	

（
木
櫈
上
平
衡
）

重
點
課
節

主
題

發
展

3.
	為

了
增
加
趣
味
性
，
B
	(
小
教

師
)	
檢
查
運
動
員
的
支
點
平
衡

動
作
是
否
正
確
後
，
將
一
個
豆

袋
放
在
A
	(
學
生
)	
身
上
，
A
要

保
持
身
體
平
衡
，
不
可
讓
它

跌
下
，
直
至
B
跑
完
三
個
圈
為

止
，
每
人
一
次
，
輪
流
調
換
角

色
4.
	著

學
生
放
回
豆
袋
於
箱
內

提
醒
學
生
︰

•
	出

題
需
要
合
理

•
	做

身
體
形
態
造
型
需
維
持
三
秒

•
	留

意
個
人
空
間
是
否
足
夠

•
	注

意
安
全

•
	(小

教
師
)	
多
讚
賞
、
鼓
勵
	(
學

生
)

•
	如

學
生
整
個
身
體
貼
在
地
上
，

視
作
一
個
支
點
平
衡
動
作

誰
是

醒
目

小
教

師
1.
	二

人
一
組
	(
一
A
一
B
)，

A
當
學

生
，
	B

當
小
教
師
。
A
	(
學
生
)	

站
在
B
	(
小
教
師
)	
的
前
方
，
兩

人
前
後
相
距
半
米
，
並
自
由
於

場
內
空
間
站
好
作
準
備

2.
	B
	(
小
教
師
)	
先
出
題
目
，
著
A
	

(學
生
)	
做
出
不
同
支
點
及
水
平

的
平
衡
動
作
，
並
由
B
	(
小
教

師
)	
數
三
秒
及
檢
查
A
的
支
點

平
衡
動
作
是
否
正
確
，
每
人
一

次
，
輪
流
調
換
角
色

3.
	為

了
增
加
趣
味
性
，
B
	(
小
教

師
)	
檢
查
運
動
員
的
支
點
及
水

平
的
平
衡
動
作
是
否
正
確
後
，

將
一
個
豆
袋
放
在
A
	(
學
生
)	
身

上
，
A
要
保
持
身
體
平
衡
，
不

可
讓
它
跌
下
，
直
至
B
圍
繞
A

跑
完

三
個

圈
為

止
，

每
人

一
次
，
輪
流
調
換
角
色

4.
	教

師
觀
察
學
生
所
做
的
支
點
平

衡
動
作
，
可
向
全
班
展
示
及
讚

賞
有
創
意
的
學
生

提
醒
學
生
︰

•
	出

題
需
要
合
理

•
	做

平
衡
動
作
需
維
持
三
秒

•
	(小

教
師
)	多

讚
賞
、
鼓
勵
學
生

5.
	
提
醒
學
生
跳
下
時
，
需
注
意

以
下
要
：

i.	
雙
手
放
兩
旁
作
平
衡

ii.
	屈

膝
著
地
，
平
穩
站
立

6.
	
全
班
分
成
6組

，
每
組
6人

，
然
後
再
分
成
一
半

7.
	
分
別
站
在
木
櫈
兩
端
	(A

組
及
B

組
)	

8.
	
每
組
學
生
都
變
成
了
體
操
運

動
員
，
並
練
習
上
平
衡
木
	(
木

凳
)、

在
平
衡
木
上
步
行
及
從

上
跳
下
的
動
作
	

9.
	
A
、
B
兩
組
學
生
同
時
從
平
衡

木
兩
端
	(
起
點
)	
走
到
平
衡
木

上
的
紅
膠
紙
位
置
	(
終
點
)	
，

然
後
轉
身
從
平
衡
木
跳
到
軟

墊
上
	

10
.	提

醒
學
生
跳
下
時
，
需
注
意

以
下
要
點
：

i.	
雙
手
放
兩
旁
作
平
衡

ii.
	屈

膝
著
地
，
平
穩
站
立

課
堂
活
動
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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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節
	

第
二
節
	

第
三
節
	

第
四
節

	（
運
用
身
體
不
同
部
分
作
支
點
平
衡
）
	
（
不
同
水
平
的
支
點
平
衡
）
	

（
從
平
地
到
木
櫈
上
平
衡
）
	

（
木
櫈
上
平
衡
）

重
點
課
節

應
用

活
動

創
意

小
先

鋒
1.
	全

班
分
成
六
組
，
單
行
排
好
，

以
籃
球
埸
底
線
作
起
點
，
並
以

對
面
籃
球
場
底
線
作
終
點
	

2.
	聽

到
哨
子
聲
後
，
第
一
個
學
生

以
跑
跳
步
方
式
向
前
移
動

3.
	到

達
標
誌
筒
後
，
做
出
不
同
的

平
衡
動
作
，
要
求
學
生
要
用
身

體
其
他
部
分
作
支
點
，
不
許
只

用
手
和
腳
	(由

四
至
一
點
)	

4.
	學

生
需
保
持
支
點
平
衡
三
秒
，

然
後
以
滑
步
返
回
起
點

5.
	教

師
需
留
意
學
生
所
做
的
支
點

平
衡
動
作
，
並
選
出
誰
人
最
有

創
意
，
將
頒
發
「
創
意
小
先

鋒
」
大
獎
，
並
請
得
獎
學
生
向

全
班
示
範

6.
	教

師
可
要
求
支
點
平
衡
數
目
加

至
六
點
，
以
增
加
難
度

7.
	鼓

勵
學
生
創
造
不
同
的
平
衡
動

作
提
醒
學
生
︰

•
	做

支
點
平
衡
動
作
需
維
持
三
秒

•
	避

免
與
同
組
隊
員
重
覆
平
衡
動

作
，
應
發
揮
自
己
的
創
意

變
形

蟲
 

1.
	全

班
分
成
九
組
，
每
組
四
人

2.
	教

師
告
訴
每
組
學
生
已
變
成
一

條
變
形
蟲
，
大
家
需
要
連
結
一

起
，
並
隨
著
魔
術
師
(教

師
)的

要
求
，
變
出
不
同
支
點
及
水
平

的
變
形
蟲

3.
	教

師
著
學
生
變
成
一
條
「
十
個

支
點
低
水
平
」
的
變
形
蟲

4.
	學

生
需
要
合
作
，
一
起
做
出
教

師
的
要
求
，
彼
此
有
接
觸
，
並

連
結
在
一
起
，
平
衡
動
作
最
少

維
持
三
秒
	

5.
	教

師
可
逐
漸
加
深
難
度
，
用
較

少
支
點
，
並
要
求
不
同
	(
高
、

中
、
低
)	水

平
的
平
衡
動
作

i.	
八
個
支
點
中
水
平

ii.
	六

個
支
點
中
水
平

iii
.	四

個
支
點
高
水
平

iv
.	四

個
支
點
低
水
平

6.
	教

師
觀
察
各
組
所
做
的
支
點
平

衡
動
作
，
可
向
全
班
展
示
及
讚

賞
有
創
意
的
小
組

平
衡

木
上

連
串

動
作

組
合

 (一
) 

1.
	教

師
著

學
生

輪
流

在
平

衡
木
	

(木
櫈
)	
上
步
行
兩
步
後
停
下
，

作
一
個
支
點
平
衡
動
作
	(
需
維

持
三
秒
)

2.
	繼

續
向
前
步
行
至
紅
線
，
然
後

轉
身
從
平
衡
木
跳
到
軟
墊
上

3.
	第

二
位
學
生
在
標
誌
筒
等
候
的

同
時
，
需
要
盡
快
做
10

下
的
開

合
跳
，
然
後
待
第
一
位
學
生
跳

下
著
地
，
便
可
踏
上
木
櫈
開
始

4.
	第

三
位
學
生
則
站
在
木
櫈
中
間

作
小
教
師
觀
察
學
生
的
表
現
，

並
給
予
意
見
及
提
醒

5.
	教

師
提
示
學
生
整
個
連
串
動
作

需
要
連
貫
進
行

6.
	教

師
可
增
加
難
度
，
著
學
生
步

行
兩
步
後
停
下
，
作
兩
個
支
點

平
衡
動
作
	(
需
維
持
三
秒
)	
(支

點
數
目
可
因
應
學
生
能
力
改
為

三
點
及
四
點
)

7.
	當

學
生
熟
習
步
行
後
，
可
改
以

滑
步
方
式
作
移
動

提
醒
學
生
︰

•
	以

腳
尖
對
腳
踭
的
步
行
方
式
在

平
衡
木
上
移
動

•
	注

意
安
全

•
	速

度
不
用
快

運
物

過
河

1.
	六

人
一
組
，
每
組
會
有
長
木
櫈

一
張
及
每
位
學
生
會
有
一
個
豆

袋
2.
	學

生
由
A
點
出
發
，
踏
上
長
木

櫈
後
，
可
把
豆
袋
放
在
身
體
的

不
同
部
位
，
然
後
用
步
行
方
式

經
過
長
木
櫈

3.
	到

長
木
櫈
的
盡
頭
後
，
把
豆
袋

拿
回
手
中
，
安
全
落
地
後
跑
到

B
點
坐
下
。

4.
	前

一
位
學
生
坐
下
後
，
下
一
位

學
生
可
以
開
始

提
醒
學
生
︰

•
	注

意
安
全

•
	速

度
不
用
快

•
	可

用
手
輔
助
平
衡

每
次
只
有
一
名
學
生
在
木
櫈
上

課
堂
活
動
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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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節
	

第
二
節
	

第
三
節
	

第
四
節

	（
運
用
身
體
不
同
部
分
作
支
點
平
衡
）
	
（
不
同
水
平
的
支
點
平
衡
）
	

（
從
平
地
到
木
櫈
上
平
衡
）
	

（
木
櫈
上
平
衡
）

重
點
課
節

應
用

活
動

整
理

活
動

1.
	舒

展
活
動
	

2.
	提

問
和
總
結
要
點
：
	

	
教
師
提
問
：

i.	
做
支
點
平
衡
動
作
時
需
注
意

什
麼
地
方
?	
(保

持
身
體
平

衡
，
並
需
維
持
三
秒
)	

ii.
	除

了
可
用
雙
手
雙
足
作
支
點

外
，
還
可
還
用
身
體
什
麼
地

方
？
(可

用
手
肘
、
膝
蓋
、

臀
及
腹
等
多
個
部
位
)

1.
	舒

展
活
動
—
扮
小
雞
出
世
：
蹲

下
抱
膝
，
然
後
盡
量
把
身
體
慢

慢
展
開

2.
	提

問
和
總
結
要
點
：
	

			
教
師
提
問
：
	

i.	
做
支
點
平
衡
動
作
時
可
分
成

什
麼
水
平
？
	(高

、
中
、
低
)	

ii.
	高

、
中
、
低
水
平
分
別
是
指

那
一
部
分
?

•
高
水
平
：
肩
膊
以
上

•
中
水
平
：
肩
膊
至
膝
蓋

•
低
水
平
：
膝
蓋
以
下

iii
.	五

個
支
點
的
平
衡
動
作
屬
於

什
麼
水
平
？
(低

水
平
)

1.
	舒

緩
活
動
—
種
子
開
花
：
把
身

體
捲
曲
成
一
粒
種
子
，
然
後
盡

量
把
身
體
慢
慢
展
開

2.
	提

問
及
總
結
要
點
：
			

			
教
師
提
問
：
	

i.	
如
何
才
能
成
功
在
平
衡
木
上

移
動
？
	(
眼
睛
向
前
望
、
可

張
開
雙
手
以
保
持
平
衡
、
步

行
時
身
體
需
保
持
直
立
，
不

要
傾
側
或
屈
曲
)

ii.
	從

平
衡
上
跳
下
時
，
有
什
麼

要
點
：

	
•
	雙

手
放
兩
旁
作
平
衡

	
•
	屈

膝
著
地
，
平
穩
站
立

1.
	舒

緩
活
動
—
氣
球
：
一
開
始
為

將
身
體
捲
曲
成
一
個
球
體
，
想

像
氣
球
慢
慢
被
吹
脹
，
然
後
盡

量
把
身
體
慢
慢
展
開

2.
	提

問
及
總
結
要
點

3.
	教

師
提
問
：

	
平
衡
的
要
點
是
甚
麼
？

	
(留

意
步

行
速

度
、

身
體

動
作
、
手
部
動
作
)

軟
墊
			
			
			
	學

生
			
			
		雪

糕
筒

			
			
			
			
已
貼
上
膠
紙
的
長
木
櫈

學
生
			
			
			
飛
碟

			
			
			
			
長
木
櫈

課
堂
活
動
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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