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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一 

 

「體育教師暑期學校」始於上世紀八十年代，後因教育署﹝教育局前身﹞架構重

組而停辦多年，直至 2001 年再度舉行，現已成為廣受體育同工歡迎的周年專業發展重

點項目。 

 

還記起在 2001 年再次籌畫暑期學校之初，我們加強與專業團體合作，克服不同的

挑戰，成功為體育教師籌辦一項大型、主題鮮明的專業發展活動，讓中、小學體育同

工透過不同的環節，加深對體育學習領域最新發展和學與教策略的認識；並促進他們

的專業分享和交流，締造學習型的社群。 

 

回顧過去八年，暑期學校不論在參與人數、活動的氣氛和教師專業成長方面，皆

超越預期的效果，令我深深體會到體育同工的熱誠與投入，以及協作伙伴的認真態度

和專業效能；而暑期學校所營造的同儕分享文化，更是值得我們引以自豪﹗ 

 

於 2007/08 學年，我們委託了香港教育學院體藝學系，籌辦 2008 年的「體育教師

暑期學校」，並以培育學生創造力及批判性思考能力作為大會主題。暑期學校的內容相

當豐富，當中包括研討會、校本經驗分享、展示課、工作坊和展覽等。在香港教育學

院李宗博士的領導下，籌備委員會各委員不辭勞苦，聯繫了內地及本港多位具豐富經

驗的學者和教師，與體育同工分享實踐經驗和心得，效果良佳﹗ 

 

為進一步推廣曾於暑期學校中分享的良好實踐經驗，李宗博士與高達倫博士更邀

請了多位負責主講的體育同工撰寫文章，並輯錄成本文集，這是一個很好的嘗試，我

特別要感謝李博士和高博士的努力。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期望各體育同工能細閱本文集，從中借鏡他人的心得，

以及細想所引發的新意念，並嘗試在校內實踐，讓學生獲益，為提升教學成效和推動

教師專業發展而一起奮鬥。我相信這是編纂本文集最重要的目標。 

 

 

 

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體育) 黎耀強 

二零零八年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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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二 

 

本文集收集的是一羣熱心的體育教師及師訓工作者所作的報告。 他們探究如何透

過體育教學提昇學生的「批判思考」能力及「創造力」。 英國心理學家蓋克頓教授在

《兔子頭腦烏龜心智》(註) 一書中指出我們的大腦有兩種思考模式。他用敏捷身手的

兔子象徵「快速思考」；而用慢吞吞的烏龜代表「緩慢思考」的模式。「快速思考」是

偏重於理性、分析、線性及合乎邏輯的思考方式。這種思考方式能為一些明確的問題

提供確切的解決方法。「快速思考」把浮現的想法迅時捕捉並加以分析及評估，是發展

我們「批判能力」的重要方式。「緩慢思考」是直覺的、模糊的、具創意的，是在沒有

壓力時的思考方式。 我們要有時間讓想法自行醞釀，從而得到豐富、細膩及具創意的

見解。有創意的人總是能放慢心靈的節奏讓心思漫遊。我們在心情從容平靜時會較容

易獲得具有創意的想法。 大家可從文集中看到作者們回應在體育教學中如何發展學生

「快」和「慢」的能力及處理何時該「快」和何時該「慢」的問題。 

 

在現時的教學工作環境中，資訊與期限紛至沓來，我們避不免只能多作「快速思

考」。單有「快速思考」的能力是不足夠的，我們也要有「緩慢思考」能力的發展。 讓

教師和學生在忙碌的狀況下工作，會忽畧潛藏在他們大腦中另一種寶貴資源。 大腦能

夠在緊繃的狀態下作出「批判」，但若能讓它放鬆一下，或許會創造出更多美好的意念。 

我認為要發展教師和學生的「創造力」，須要在學校的環境中多建構供教師和學生作「緩

慢思考」的條件。如有充份的教學時間和空間，讓學生學習和掌握好體育的基本技能

和知識；也有時間和空間讓他們去轉化這些認知。 

 

教師參與教育研究工作是促進自身專業發展的理想途徑。我會推介教師多作「行

動研究」。「行動研究」的價值在於我們在探究的過程中能認清指引我們的「教育價值

及理論」，從而得到「真知」去作教學計劃及行動。好的「行動研究」有以下的因素：

(一) 在乎教師的探究行動是否有自發性；他們的行動是否機於內在的關懷而非因外在

的壓力。(二) 他們在探究及行動過程中能否努力面對問題，而不只是想製造成功的假

象。(三)他們是否有足夠的反省能力，能否在行動之中、行動之後持續地作自我省思

及自我轉化。 我深信文集的作者們都會持續地去探討他們所選取的研究課題。 

 

研究是須要接受學習社羣的批判，因此要有適切的分享形式去達成良好的溝通效

果。更重要的是我們能否從分享中獲得啟示或感動。 祝願這本文集的出版能進一步協

助研究者分享他們探究的心得與成果。更願閱讀這文集的教師們獲得觸動，一起去參

與教研工作，獲得專業提昇，從而使我們的學生得到優質的教育。 

 



 

ii 

註：Claxton, Guy (1997), Hare Brain, Tortoise Mind ─ Why Intelligence Increases When You 
Think Less, New York, Haper Collins. 
 

  

 

劉煒堅博士 

二零零八年十二月 



 

iii 

序 言 三 

 

「體育教師暑期學校」是教育局籌劃的一項週年體育教師專業培訓計劃，目的是

向體育教師推廣適切和創新的課程、教學法及評估方法，並促進分享文化，從而建立

知識為本的體育專業團隊。二零零八年，香港教育學院體藝學系體育部再度榮獲體育

教師暑期學校的承辦機會，以「通過體育培養創造力與批判性思考能力」為題，在六

月至八月期間分別舉辦了專題講座、校本經驗分享研討會、展示課、工作坊及多項體

育項目的培訓課程等，參與的體育同工約為一千多人次，大家藉此機會，聚首一堂，

切磋砥礪，為體育教學界的周年盛事。 

 

本刊物搜集了多位體育同工於「校本經驗分享研討會」及「工作坊」的匯報文章，

旨在分享他們對創造力及批判性思考能力等概念的闡釋及於體育課程中所開展的相關

研究和教學實踐。全書輯錄了多個不同的主題，共分為十四章節： 

 

首先，編者於第一章就創造力及批判性思考能力作出文獻的探索、分析和歸納，

並列舉了專家、學者及本地官方刊物對推展上述能力的看法及實際建議。 

 

第二至四章展示了三間學校「行動研究」之推行經過及成效：油麻地天主教小學

陳雁群副校長、胡逸熙老師、黃嘉美老師和周詩敏老師及慈幼葉漢千禧小學羅惠玲老

師與編者對運用陳龍安教授之「問、想、做、評」概念於初小之韻律及用具操控活動

上分別作出匯報。而中華聖潔會靈風中學謝道鴻老師與編者探討有關以「競技運動教

育模式」推展學生的創造力及批判性思考能力的可行性後，作出經驗分享。 

 

可藝中學陳鉅賢副校長於第五章以「照顧學生的差異」為題，勾劃香港學校體育

的發展現況，並以個人豐富的體育閱歷，提出實際的創意教學元素，協助促進「學能

較遜」學生的創意。在第六章裡，培僑小學劉家俊老師報告如何應用多元化的體育教

學策略如「共融教學法」、「合作學習」、「指引發現法」、「領會教學法」及「體育個人

檔案」等以達致照顧不同能力的學生及育人的目標。救世軍石湖學校龍惠玲老師在第

七章內强調「教育平等」的原則，告訴大家如何透過體育的多元化教學策略如「領會

教學法」啟發及培育輕度智障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力。 

 

第八及第九章的重點放在「解難教學法」於體育教學中的應用及實踐。鳳溪第一

小學朱子溢老師與教育學院甘偉強導師分享了如何於高爾夫球教學中發展學生的創意

及批判經歷。陳錦雄博士則闡釋創造力的定義，並以教學實例演繹解難教學法於體育

課堂的應用。 



 

iii 

第十至第十三章蒐集了三位體育同工對透過體育培育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力和創

造力的經験滙報。宣道會葉紹蔭紀念小學林浩原老師與編者以波諾(1996)之「六頂帽

子」思考法為依據，利用六色思維設計校本體育教材，培育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力。

沙田官立中學潘寶娜老師列舉了有關體操，舞蹈，健美操和田徑等教學實例，匯報了

她如何透過校本課程的設計促進學生的創造力及批判性思考能力的經驗及成效。培僑

小學劉雅莉老師則以「跨學科」的綜藝統整課程，展示如何以音樂表演環節跨越不同

學習領域，她更在校本形體舞蹈課程加入「促進學習的評估」及「角色扮演」等策略，

培育學生的創意。仁濟醫院董之英紀念中學洪楚英校長、楊志宏老師和陳建達老師於

第十三章內解釋他們的校本「應用學習」及「歷奇為本」體育課程，闡明他們如何透

過體育以培養學生的創意思維與批判性思考能力。 

 

第十四章是宣道會葉紹蔭紀念小學黃嘉璐老師、棉紡會中學孫瑞強老師與編者於

展示課中共同設計之課節計劃，課堂以「情境學習」理念為依據，演繹如何以「導引

式發現法」和「領會教學法」設計教學活動及其實踐。   

 

在此，對上述同工對體育發展的熱忱和貢獻致以由衷謝意! 

 

又本書能夠順利出版，實有賴多方面的支持及協助，隨獲得教育局的資助外，亦

榮獲不少體育教育界同工的支持，其中包香港教育學院體藝學系曾卓權博士、周佩瑜

導師、甘偉強導師和黃潔儀導師，及本計劃的籌備委員會委員劉志聰教育總主任、劉

瑤紅校長、朱活民老師、李子銘老師、王偉豪老師、廖玉光博士和林伏波博士，還有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體育組楊永年課程發展主任、巢志光課程發展主任及李啟昭老師。

感謝大家對整個計劃及體育教學付出無私的奉獻，令本港的體育專業發展得以更見精

彩。 

 

此外，承蒙資深教育工作者劉煒堅博士及教育局課程發展總主任（體育）黎耀強

先生出任本書評審委員，並給予寶貴的專業意見，在此深致謝忱。 

 

最後，我們感謝黃婉琪老師協助本書的部份較對工作及曾玉婷小姐統籌封面設

計、編輯和出版等工作。 

 

 

李  宗博士 

高達倫博士 

二零零八年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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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透過體育以發展學生之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 

 

 李宗博士  高達倫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體藝學系體育部 

 

摘要 

 

本文旨在從體育教育工作者角度探討批判性思考能力和創造力的本質對學

生學習與成長的重要性，並就文獻探討，檢視外地學者及本地官方刋物的建

議，作出分析及歸納，從而提出如何透過體育學習領域發展學生批判性思考

能力及創造力的可行方法，並與同工分享，說明和章顯學校體育對發展學生

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的貢獻。 

 

關鍵字：體育、批判性思考、創造力 

 

 

引言 

 

現今香港的學校體育已被列入為中小學八個主要學習領域之一，亦是中學會考和將來新高

中中學文憑考試選修科目。體育亦為多所本地大學的學科學系及選修學科，因此，香港體

育的發展，亦日趨專業化及國際化。 

 

自 七 十 代 開 始 ， 在 西 方 國 家 的 發 展 心 理 學 及 教 育 學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and 

Progressive Education)的思潮影響下，香港的學校體育多著重學生的全面發展。香港課程

發展委員會及議會先後於 1975 年、1980 年及 1988 年出版了三份《中學體育課程綱要》(課

程發展委員會，1975；1980；課程發展議會，1988)，又於 1985 年編制了《小學體育科課

程綱要》(課程發展委員會，1985)，建議體育教師利用多類型的體育活動如田徑、舞蹈、

球類、體操、游泳及自選活動等，促進學生德、智、體、群及美育的全面發展，並提出教

師最少於四類體育活動範疇中，選取不少於八個項目作為教學內容(課程發展議會，1988；

2002)。於是「透過身體的教育」或「育人教育」和「全人教育」等理念便主導了學校體

育課程(李宗，2008)，智能領域亦成為體育學習領域之重要部份。本文以下列三個問題作

主要論點，以文獻為鑑，分析如何於學校體育課程中推展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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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什麽要把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納入為體育課程的目標之一？ 

 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的定義為何? 

 如何能透過學校體育課程培育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 

 

為什麽要把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納入為體育課程的目標之一？ 

 

一、 現況分析 

 

香港學校體育多以「身體的教育」為取向，著意發展運動技能、改善身體機能及促進體適

能，體育課均以身體/體力活動為主，因而常被批評為過度重視身體及技能的訓練，忽略

其他潛能的拓展，如智能發展等(陳錦雄、李宗，2003)。 

 

部份體育同工對體育的信念仍存在著「身、心」二元的觀念，認為在體育技能學習中，思

考及身體動作是分割、獨立和具先後及優次的，體育應以身體動作學習為主，思考及智能

的培養如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對體育學習是沒有多大幫助的。 

 

又不少的體育教育工作者批評現今的體育教學多以教師為主導，教學模式及學習活動規範

於示範、操練、直觀及模倣等教學元素(Li & Cruz, 2006；陳錦雄、李宗，2003)。學生在

此等體育學習情境下能參與提問及分析體育相關的議題機會便顯得較少，亦未能有效地促

進他們的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之發展，對一些體育老師而言，要推行上述兩項智能領

域之元素，確實是一個令人傷透腦筋的問題。 

 

二、 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對學生學習的重要性 

 

自廿十世紀末期，資訊科技急速發展及經濟的轉型，造就了全球一體化及知識爆炸的年

代，對學與教模式造成了一定的沖擊，同時亦引發了世界性教育的改革浪潮。一九九九年，

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Education Commission, 1999)相應地推出了一系列的教育改革，提倡

以「全人發展」及「學會學習」為目標的教育。體育學習領域便兼負起以透過身體活動進

行教育，裝備學生的持續競爭能力的任務，期望透過多元化的體育學習經歷，發展學生各

種共通能力，其中包括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以達致學會學習及終身學習的目標。 

 

再者，學生的文化背景、知識領域及學習取向有著不同程度的差異，他們的智商及成熟程

度亦是因人而異，然而，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卻是有助他們成為具備洞察力的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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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讓他們能自主學習。故此，培育學生各種思維技巧是能有效照顧個別差異的方法之一。 

 

一些體育學者如 De Bono (1983), McBride (1989, 1992, 2000, 2004), McBride and Cleland 

(1998), Marlett and Gordon (2004) 和 Zachopoulou, Trevlas, and Konstadinidou (2006)均提出

在體育課程中，「思考」、「感受」及「體力活動」是學生學習的合作伙伴，運動及遊戲均

能為學生提供思維發展及因果推理技巧的機會，而體育課的開放及具彈性的學習環境亦有

利於推展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  

 

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的定義 

 

一、 批判性思考能力 

 

不同學者對批判性思考能力有著不同的闡釋，以下是部份學者的意見： 

 

（一）思考 

 

批判性思考能力是一種經過反思、具理性、技巧性及負責任的「思考」能力。這種能力能

讓學生學會判斷，找出具支持的理據，以決定某事物的可相信度及可行性(Ennis, 1962; 

Lipman, 1988; McBride, 1992)。 

 

（二）思考態度 

 

Beryer (1987) 指出批判性思考能力是對各種資料及信念作出「評鑑及客觀分析」的行為及

態度。課程發展議會(2002)則提出「懷疑」和「探究」是學習的主要的元素，「批判性思考

是指檢視出資料或主張中所包含的意義，對資料的準確性進行質疑和探究，判斷甚麽可

信，甚麽不可信，從而建立自己的觀點或評論他人觀點的正誤」。(頁 21) 

 

（三）高層次的思考能力、技巧及過程 

 

McBride(1992)認為批判性思考是高層次的反思能力，經過具理據的思考過程，並從廣泛的

議題歸納成專門的知識。DeBono (1983) 則認為在進行高階思維的思考過程中，這是一種

建基於具理據化分析的「操作性技巧」(頁 703)，掌握這些技巧可提升學生的判斷能力，

促進創造性思維和解難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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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批判性思考能力的理論架構 

 

體育學者分別就「批判性思考能力」提出不同的理論架構，以協助體育同工策劃、設計及

推展批判性思考能力的課程。美國著名學者 McBride(1989, 1991, 1992, 2000, 2004)致力研

究及推動如何於體育課程中滲入批判性思考的培育模式。他透過多項研究計劃及探討，分

析及建議適用於體育課程及教學的批判性思考歷程模式，體育同工可作為參考及依據之

用。他認為學生的思考是多由外在因素刺激所引發的，並參照了 Piaget 的不同認知階段，

提出批判性思考是在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的情境下所引發的，而認知失調能觸

發學生開展探究，學生經歷比較、對照、推論，測試及作出假設等認知過程，從而觸發批

判性思考。因此，體育同工可多提供「認知失調」的情境，以培育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力。

McBride (1998)把批判性思考模式分為四個階段： 

 

（一）思維組織 Cognitive organization 

 

在此階段中，學生須認清問題的本質，他們可從老師的講解及示範或閱讀活動指示，審

度及分析訊息，老師的提問或學生的自我提問皆可提供認知失調的情境，引導及激發學

生思考，有助組織，評鑑及蒐集的資料。例如，體育老師在教授各項技能、概念或知識

時可設計學習情境，並提示要點，再以適切的提問引發學生的思考及組織思維。 

 

（二）思維的行動 Cognitive action 

 

思維的行動是指學生對先前所組織與評鑑所蒐集的資料或練習作出修正，再利用所修正的

訊息改善決定，透過對問題的綜合反思，建構合理的推論及假設，例如，學生於接收到體

育老師的技能要點或提問後，作出積極的反思，再滙集已有的經驗，作出判斷及建構假設。 

 

（三）思維成果的推演 Cognitive Outcomes 

 

此階段，學生測試自己的假設或行為，衍生其他解決方式，再判斷其優劣，選取較具效果

的方案，例如：體育老師可引導學生善用各種思維技巧推演其成果，發展出一套可評鑑解

決方案的準則或展示恰當技能，應用於解難、自我主導遊戲或創作學習活動等。                   

 

（四）技能結果的驗證 Psychomotor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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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技能、測試或提供另類的動作反應。 

 

                                      監控 

 

 

               思維組織   思維的行動   思維成果的推演  技能結果的驗證 

  

               

認知   相關    專注問題        作出推論       測試假設     展示動作/ 

失調   事項    提出問題        引用舊有資料   提議其他     技能/工作 

               評估資料        作出歸納       解決         自主 

               啟動反應        作出假設       方案選取 

               分析已有資料    作出評鑑       準則  

                               改良行動  

 

批判性思考概念圖 McBride’s(1992) Critical Thinking Schema 

 

再者，部份學者則提出思考可涉及不同的層次，老師可根據學生的不同認知程度，成熟階

段和課堂的教學目標，設計不同層次的活動及問題以促進學生不同程度的思維。早於五十

年代，美國學者 Bloom 等(1956)已提出智能學習目標分類(Taxonomy of Cognitive Objectives)

可有以下的層次： 

 

 知識； 

 理解； 

 應用； 

 分析； 

 綜合；和 

 評鑑。 

 

Ennis (1987)則以下列思考分類作出建議： 

 

 闡明意念； 

 評估資料的真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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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推論相關的能力；和 

 解難能力 (頁 33)。 

 

針對批判性思考，Fogarty and Bellance (1989)提出可從不同思考水平作出探討，有關理念

可分為下列三層水平： 

 

 第一層 -  列舉、點算、形容、配對、背誦、回憶、選擇、說出； 

 第二層 -  分析、比較、比對、分類、分別、解釋、暗示、原因、次序、解決；和 

 第三層 -  原理之應用、預計、推測、假設、判斷、估計、分析類別、推斷、評鑑。 

 

上述對思考層次的不同建議為體育同工提供多個顯證批判性思考能力的樣本，不同思考層

次的描述有助老師在目標的釐定，課程及活動設計，教學策略如提問問題的選擇和評估學

生對課題的認知程度帶來實際的啓示及參考。 

 

三、 創造力 

 

人們對「創造力」的定義存有頗大的分歧。一些學者認為創造力是產生原創、新穎、獨特

意念或產品的能力，又或是解決問題的能力。有些人會把創造力界定為一種歷程或創造者

所具有的人格特質。因此，創造行為是源自其認知能力和技巧，也涉及其性格、動機、策

略和超認知技能等因素」(課程發展議會，2002，頁 19)。 

 

課程發展議會(2002，頁 19)認為創造力的培養是需要心思和時間，並提出一些原則，以供

教育同工參考，例如： 

 

 要求學生超越已有的訊息； 

 給予學生思考的時間； 

 肯定學生在創造力方面所作出的努力； 

 培養創意態度；看重創意特質； 

 教導學生創意思考策略和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和 

 建立有利發展創造力的環境。 

 

四、 創造力的理論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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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力是成果及過程的概念 

 

Brockmeyer (1987)倡議「三個階段」創造力理論架構，把培育創造力活動分為下列三個階

段： 

 

 準備階段/元素-感覺； 

 籌劃階段-即興與創作；和 

 核實階段/元素-組成。 

 

體育老師可應用以上「三個階段」作教學計劃的意見和方向，帶引學生領略或感受創作的

元素，如利用「問、想、做、評」的思考及操作步驟、「六何法」的思考範本、「六頂帽子

法」的思考指引、「強、弱、機、危」問題分析法等等。身體活動之創造力可包括-動作的

變化，即興創作等。核實階段涉及對創作活動的檢視及評鑑和引証在準備階段時所提示的

創造力元素。下列是培養創造力的七種程式： 

 

 發明； 

 試驗； 

 發掘； 

 原創； 

 依照直覺；和 

 檢視。 

 

於體育課堂中，老師可讓學生藉著動作進行探索、自我表達和解難，從而培育他們的創造

力。 

 

Ennis (1987) 認為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具備以下相同的地方： 

 

 建立假設； 

 以多角度思考問題； 

 建議可行的解決方案；和 

 計劃調查是批判性思考內的創作行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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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能透過體育培育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  

 

從文獻記載，探索和分析(McBride, 1991; Schwager & Labate, 1993; McBride & Cleland 1998; 

Park & Heisler, 2001; Zachopoulou et al, 2006)所得，透過體育學習領域推展批判性思考能力

及創造力可從下列三方面入手： 

 

一、 改變教師的觀念： 

 

 能重視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的培養，多採用具創意思維的教學策略； 

 能全心全意策劃、組織及評鑑相關的學習經驗； 

 多擔任「啓發者」的角色，而不是當一位資料控制者； 

 較少干預學生的學習； 

 對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予有期望；和 

 給予學生思考的機會及承擔。 

 

二、 掌握推行批判性思考及創造力的學習技巧： 

 

 預計； 

 評鑑； 

 分類； 

 分析； 

 假設； 

 掌握原理； 

 點出關係； 

 提供具理據的意見； 

 作出基於準則的判斷；和 

 引發原創意及創新。 

 

三、 策劃及設計培育批判性思考及創造力的情境及條件(Lipman, 1988; McBride, 2004; 

Gossett & Fisher, 2005; McBride, 2004; McBride & Cleland 1998; Park & Helsler 

2001)： 

 

 善用高階思維、激發性及思維觸動性的問題和提問技巧，並鼓勵學生自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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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例如提問學生 

超越已知的資料、 

給與思考時間、 

鞏固他們創造能力、 

獎勵他們創造努力、 

珍惜他們的創造特性、 

教授他們創作思考的技巧及解難模式、和 

建立有助創作的環境 (課程發展議會，頁 22)； 

 容許學生探索及犯錯； 

 建立較開放的學習環境； 

 能引發及接受另類解決方案，思想開放； 

 對他人的意見及情境具敏感度； 

 能觀整體形勢；和 

 能經常處於應激及願意参與。 

 

課程發展議會(2002，頁 21-23)根據學生不同的學習階段推展批判性思考能力作出實際的預

期學習成果建議及在教學舉隅如下： 

 

第三學習階段 (中一至中三) 

 

預期學習成果建議 在體育中的教學舉隅  

 從資料中選出有用部分，加以分類及組

織。 

 分辨事實、意見與有理據的判斷。 

 辨別價值觀和思想意識對資料中觀點

的影響。 

 確認並質疑成見、矛盾、情緒因素和宣

傳成分。 

 推斷並驗證結論和假設，識別其產出結

果。 

 對運動中濫用藥物事件作出判斷。 

 研究参與體育活動對個人的好處，並推

斷有關的果效。 

 研究不同的健身計劃，明白個人的需要

及的出合適的選擇。 

 

課程發展議會(2002)對如何推展創造力也列舉下列實例建議(頁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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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從學校課程學習的成果建議 在體育中的教學舉隅  

加強創造力 

 培養出流暢力、變通力、獨創力、精進

力、對問題的敏覺力、想象力、洞察力。

 學會界定問題、視像化、想隊力、類比

思考、分析、綜合、評鑑、轉換、洞察

力、邏輯思考等。 

 通過舞蹈來表達自己。 

 在教育體操活動中，自行創作串連動

作。 

 把投擲的動作舉一反三地轉移至扣球

動作中。 

 在腦海中預演籃球的投籃動作，以提升

表現。 

 透過觀看及舞蹈的演出，提升審美及欣

賞的能力。 

 創作運動會啦啦隊口號及設計塲刊。 

 運用「腦圖」設計及組織運動比賽及計

劃。 

創造性態度和特質的培養 

 學會想象、獨立判斷、延緩批判、堅韌

和投入、對模稜兩可的容忍、對新穎和

不尋常的意念或方法持開放的態。 

 培養出好奇、適應能力、自信心、冒險

精神。 

 運用和應用創造性問題解決模式和創

造性思考策略。 

 腦力激盪法、6W 思考策略、6 頂帽力

思考法、屬性列舉法、意念檢核術、分

合法、腦圖運用等。 

 

四、 較能培育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的教學模式建議 

 

以下是筆者認為及建議採用的體育教學模式及策略以培育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

力： 

 

 教學光譜之 - Style C 互惠式 Style D 自測式 Style E 包含式 Style F 導引式 

Style G 聚斂式 Style H 擴散式 Style I 設計式 Style J 創造式 Style K 自學式 

(Mosston & Ashworth, 1990)； 

 領會教學法； 

 競技運動教育模式；  

 利用各類型的思考方法； 

 利用 Bloom (1956)、Ennis (1987) 及 Fogarty and Bellance (1989)之智能目標分類及

分層法以設計體育的教學目標、內容、教學法及評估方法； 

 問題為本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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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研習的學習； 

 促進學習 評估及學習成果架構；和 

 協作學習等。 

 

以上部份教學模式詳列於 Metzler (2005)的著作中。 

 

總結 

 

批判性思考能力和創造力是智能學習及學會學習和終身學習的重要元素，故此，應被納入

為體育學習領域目標之一。本文旨在搜集相關的文獻，對上述議題作出探討，分析，歸納

及勾劃如何透過體育課程以發展學生之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的可行方法，與同工分

享，期望能為體育同工提供教學資源，增添體育之學與教思路和方法及為體育的專業發展

加添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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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透過體育課程以培養學生的創意思維 

 

陳雁群副校長   胡逸熙老師   黄嘉美老師   周詩敏老師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摘要 

 

本文嘗試闡釋透過施行「韻律活動課程」，看看能否促進學生的創造力為硏

究課題。筆者以小學二年級學生為硏究對象，由零八年四月十六日至五月四

日三週內，在 2B 班施行 5 課的「韻律活動課」單元教學，內容着重多想象、

多合作、多互動，多評鑑的學習模式和特點，讓學生自由舒暢地參與體育韻

律課的各項活動和技能學習，藉此刺激及增強學生的思維能力和想象空間，

大膽地發揮學生的創造力。 

 

期間滲入陳龍安教授倡議的「創造思考教學法」，透過「問、想、做、評」

四個教學要素，讓學生在原有的學習基礎上，提供擴散及聚斂思考的機會，

促進學生學習和創造力。上課期間，以「韻律活動課程」為主題，以「創造

思考教學法」為手段，強調以學生為中心，並以學生自主學習為主導，讓他

們「多思、多想、多做、互相評鑑和欣賞」，提供眾多「先擴闊，後聚歛」

的思考空間機會。經創造思考評估習作(工作紙 I 及 II)，分析學生的創造能

力，確實能促進和引發學生的創造能力。 

 

研究分析結果，2B 班大部分學生的創造力確實有所提高，成效是正面而肯

定的。我們經檢視是次行動研究的假設及施教過程，得出以下三點結論： 

 

1. 「韻律活動課程」能促進學生的創造力 

2. 「創造思考教學法」能促進學生的創造力 

3. 「以學生為中心的活動」能促進學生的創造力 

 

是次行動研究的過程、學生表現、論據及結果分析等，將詳細闡述在下列各

章節內，期盼對上述研究課題有興趣的學者、老師和教育先進，一同分享筆

者所見所學，並給予我們批評和指導，以收教學相長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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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韻律活動課程、創造思考教學法、創造力 

 

 

鳴謝 

 

是次行動研究能順利進行，感謝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潘樹照校長答允安排 2B 班體育課，作

為是次行動研究目標對象；2B 班同學樂意參與上述行動研究課堂的學習活動，誠懇地填

寫各項活動問卷等。 

 

前言 

 

一、 研究背景 

 

2002 年課程發展議會《體育學習領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提出體育學習領域，讓學生

發展及應用共通能力，其中包括「創造力」，令他／她們有能力在轉變不斷之社會中持續

競爭。(課程發展議會，2002) 

 

本校(油蔴地天主教小學)創校至今，已接近四十年歷史，一向以嚴謹及傳統的教學方式培

育學生成材。本校學生的學業成績雖然已達一定的水平，由過去的學科測驗或全港性系統

評估測驗成績顯示，大部分學生的成績，都能超越全港的平均分。惟綜觀本校學生的課堂

表現，一般都較為被動，部分學生欠缺獨立思考，創意不足，尤其遇上具開放思考或創意

的問題，學生表現較為保守，不肯花時間思索求變，尋求嶄新的方法和策略。因此本校的

老師，希望在課程改革下，尋求新的教學範式轉變，促進學生「創造思考能力」學習的能

力(即「創造力」)，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傳統之體育課，主要為老師主導，老師告訴學生做什麼，學生便做什麼，是一單向之知識

傳遞。我們相信，要發展共通能力，把課堂轉由學生主導，無論在課堂安排、課程內容及

教學法等，均需要有完整及妥善之配套，以免弄巧成拙。 以發展創造力為例，課堂情境

上之安排需要有大量能讓學生創造之機會，其中老師亦應有相對之指引帶領學生想象及創

作。我們希望藉是次之研究經驗作教學上的分享，並力求在同工之檢討中改善教學之效果。 

 

二、 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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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具創意及由學生主導的「韻律活動課程」，促進學生的創造力。 

 

三、 研究意義 

 

本研究是嘗試以台灣著名學者陳龍安教授倡議的「創造思考教學法」，在 2B 體育課中施行

「韻律活動課程」，利用具創意及由學生主導的韻律體育活動，促進學生「創造思考能力」

(即「創造力」)，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使他們將來能夠適應多元化的社會的需要，迎向

卓越的未來。 

 

是次行動硏究已順利進行，筆者經反思是次行動硏究的成效，草擬可行的方案，持續施行。

日後將與全校體育科老師分享，推展至其他班級，使更多學生受惠。 

 

四、 研究假設 

 

透過「韻律活動課程」，能促進學生的創造力。 

 

五、 名詞解釋 

 

「創造思考教學法」(陳龍安，2002)為國立臺灣師範學院著名學者陳龍安教授所創，透過

「問、想、做、評」四個教學要素，讓學生在原有的學習基礎上，提供擴散及聚斂思考的

機會，學會發現，嘗試創造或轉化問題及成為新的構想，促進學生學習和創造力。 

 

陳龍安教授曾綜合歸納各家有關創造力的意義，認為「創造力是指個體在支持的環境下，

結合敏覺、流暢、變通、獨創、精進的特性，透過思考的歷程，對於事物產生分歧性的觀

點，賦予事物獨特新穎的意義，其結果不但使自己，也使別人獲得滿足」。(陳龍安，2002，

頁 14) 由此推論發揮學生的創造力，能增強學生的學習動機，促進不同的思考能力，極具

教育意義。 

 

文獻概覽 

 

鄭慕賢博士早年曾進行一次訪問硏究，發現小學生認為「創意教學」即是「有很多有趣的

課堂活動」（鄭慕賢，2003，頁 9）。在小學生眼中，「創意教學」令他們在課堂有更多參與、

具趣味性及不會沉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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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龍安教授認為「創造思考教學法」能提供創造力有利的發展環境，藉着提出問題，讓學

生思考，給予一起討論的空間，學生彼此合作，互相評鑑，引發學生敢於創新，增強學習

動機和興趣。培養學生「創造思考能力」，適應多元化的社會，迎向卓越的未來，已成為

世界各國教育的趨勢。因此，培養學生的「創造力」，更是現今教改的重點方向。(陳龍安，

2002) 

 

黃樹誠講師表示：在幼兒體育課中，教師的責任是「如何有效地引導兒童在有意義的肢體

活動中，盡情發揮他們潛在的創意」(黃樹誠，2003，頁 189)。「韻律課」是最能體現肢體

活動的創意活動，能給予學生豐富的創作空間，增強學生的新鮮感和學習動機，發揮創造

力。 

 

「教學是藝術，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教學上的創意，一定不是『驚天地、泣鬼神』的革

新……創意是未來的優勢，分享是成長的助力！」(王思深，2005，頁 3) 

 

每個孩童都具有創意(Mayesky，1990)。「今天我們學生最大的智能缺陷，就是缺乏想象力

和創造力。」(毛連塭、郭有遹和陳龍安，2003，頁 213) 

 

因此是次行動硏究，是希望利用「創造思考韻律活動課程」，設計具創意及由學生主導的

體育活動，發揮學生的創造能力，使他們能夠裝備自己，適應日後多元化的社會需要，迎

向具挑戰的未來。 

 

硏究方法 

 

一、 研究對象 

 

是次行動硏究以 P.2B 班學生(約 39 人)為研究對象。根據課程指引，「韻律課」屬 P.1-P.3

第一學習階段課程，因此選取 P.2B 班作是次行動硏究對象試點，期望日後可將「韻律課

程」推展至其他班級。 

 

二、 研究架構 

 

我們的研究架構如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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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測  

→ 

 

創造力韻律課

 

→ 

後測 

流暢力  

變通力  

獨創力  

流暢力 ↑ 

變通力 ↑ 

獨創力 ↑ 

 

三、 研究工具 

 

利用流暢力、變通力、獨創力等「創造力」元素中，選取其中若干元素，作為以下評估學

生是否發揮「創造力」的依據： 

 

（一） 利用創造力評估習作 作為前測(工作紙 I 及 II)，分析及比對學生能否發揮創造力。

上述創造力評估習作，主要參照陶倫士(1974)的創造思考測驗(TICT)的方法，測試

及評估學生創造思考的流暢力、變通力、獨創力等情況。即統計學生對某些問題

的情況或多寡，扣除重覆或不相干的反應後，用以表達學生順暢、變化寬窄、獨

特創新的思路情況。(毛連塭，2003，頁 273) 

 

（二） 利用觀察法，分析學生的課堂的表現，有否投入課堂的活動，由自擬的韻律活動，

學生的團結合作精神，共同創作不同的動作和參與不同的韻律活動，設計工作紙

等，分析學生能否發揮創造力，並反思是次行動研究的成果。 

 

四、 擬定策略 

 

 教師設計 5 課 「韻律活動課」單元教案(見附件一)，融入「創造思考教學法：

問、想、做、評」四個教學要素施教。 

 課堂編排具創意的體育活動，使能發揮學生的創造力。 

 利用創造力評估習作(工作紙 I 及工作紙 II) (見附件二及附件三)，分析及比對

學生能否發揮創造力元素。 

 利用韻律活動設計工作紙，由學生以組為單位，共同設計四拍子為單位的韻

律創作活動，以先「擴散」，後「聚歛」培育學生的創造能力。 

 利用觀察法：觀察學生課堂表現、是否投入參與各項活動、能否發揮創造力。 

 期間不斷反思、修訂「韻律活動課」及創造思考教學方法。 

 「韻律活動課」單元教學完畢，分析是次行動硏究，並編制反思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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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施教初期的評估結果 

 

施教初期，筆者利用創造力評估習作(工作紙 I ) (見附件二)，初步測試及評估學生的流暢

力、變通力、獨創力等創造能力，作為日後對照參考。結果如下： 

 

問題一：由學生自行填寫「空罐子」有哪些用途？  

 

上述問題，是參照陶倫士(1974)的創造思考測驗(TICT)的方法，以「一個空罐子有哪些用

途?」，測試及評估學生創造思考的「流暢力」情況。即統計學生對上述問題的答案，扣除

重覆或不相干的反應後，所有反應的量(次數)的多寡，用以表達學生思路的順暢情況。(毛

連塭，2003，頁 273) 

 

結果顯示：2B 學生能寫出「空罐子」用途 1 至 7 項不等，平均想出 2.17 項。 

 

問題二：鉛筆除了可以用來寫字外，還可以用來做什麼？ 

 

上述問題，是參照陶倫士(1974)的創造思考測驗(TICT)的方法，以「鉛筆除了可以用來寫字

外，還可以用來做什麼？」，測試及評估學生創造思考的「變通力」的情況。即統計學生

對上述問題的答案，扣除重覆或不相干的項目後，所有反應類別的多寡，用以評估學生思

路的變化寬窄情況。(毛連塭，2003，頁 273) 

 

結果顯示：2B 學生能寫出「鉛筆」的用途 1 至 4 項不等，每人平均只有 1.49 項。 

 

（二）「創造思考教學法：問、想、做、評」教學法 

 

鑑於部分學生欠缺擴闊思考能力，筆者滲入「創造思考教學法：問、想、做、評」四個教

學要素進行施教，在課堂學習過程中，提出一些問題(問)，引導學生「多思考、多想象(想)、

多實踐(做)，多觀察評鑑(評)」，藉此擴濶學生的思考空間，發揮想象力，嘗試與同學一起

創作，評鑑及欣賞別人的長處。筆者以「動物嘉年華會」為主題，讓學生在學習“移動＂、

“平衡＂、“穩定＂及“空間運用＂等技能的同時，設計不同種類的動物形態和動作句

子，先擴濶，後聚歛學生的思考空間，引發學生的創造能力。 

 

筆者採用陳龍安教授創造思考的發問技巧的十字口訣-「假列比替除可想組六類」(陳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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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頁 236)，在課堂學習中向學生提出問題，讓學生擴濶思考，發揮想象，設計動作，

然後示範，互相評鑑。以下是「創造思考發問技巧」的「十字口訣」例子： 

 

「假如」：假如螃蟹可以向前或向後爬行，你會用什麼動作表達牠的走路姿態？藉此問題，

同學們因應老師的提示，改變過往對螃蟹橫行走路的想法，大膽地改變螃蟹的形態和走路

動作。 

 

「列舉」：試列舉動物園內，猴子(或其他動物)的所有動作和形態！藉此指示，透過情境的

提示，擴闊學生的想象空間，想出許多不同的動作來。 

 

「比較」：試比較在陸地、海洋和空中生活的動物，牠們的動作和形態有何不同？藉此問

題，讓學生擴闊想象空間，觀察在不同環境生態生活的動物，日常生活的情況，創作不同

的動作和形態，豐富他們的創造思考能力。 

 

「替代」：如果烏龜和白兔進行賽跑，烏龜雙腳要和什麼動物替代，才有機會勝過白兔？

藉此問題，擴闊學生的思路和創作空間。 

 

「除了」：羚羊除了跑得快之外，還有什麼特別的地方？藉此問題，擴闊學生的思路和創

作空間。 

 

「可能」：如果森林突然發生大火，在森林裏的小動物可能會怎樣逃生？藉此問題，擴闊

學生的思路和創作空間。 

 

「想象」：試運用想象，為你最喜愛的動物設計四拍子的動作，表現牠可愛活潑的一面。

藉此問題，讓學生擴闊想象空間，把小動物日常生活的動作和形態，透過創造思考能力表

現出來。 

 

「類似」：花貓和花豹的形態有何類似的地方，試用動作表現出來？藉此問題，利用扮演

兩種象相類似，但形態不同的動物，激發學生的想象力。 

 

最後，筆者利用創造力評估習作(工作紙 II ) (見附件三)作為後測，測試及評估學生的流暢

力、變通力、獨創力等創造能力是否在施行創造思考教學後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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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行步驟： 

 

日   期 計 劃 階 段 工 作 要 點 

26/3 - 30/3/2008 計劃醞釀期 擬定校本專題行動研究計劃書內容。 

2/4 - 13/4/2008 準備期 編寫 5 課創造思考「韻律活動課」單元教案(見附件

一)。 

16/4 - 4/5/2008 施行期 1) 在 2B 班施行「韻律活動課」單元教學。 

2) 利用創造力評估習作作為前測(工作紙 I)(見附件

二)，初步評估學生的創造力，作為日後對照參

考。 

3) 利用韻律活動設計工作紙，由學生以組為單位，

共同設計四拍子為單位的韻律創作活動，以先

「擴散」，後「聚歛」培育學生的創造能力。 

7/5 - 11/5/2008 反思及評估期 1) 利用創造力評估習作(工作紙 II)(見附件三)，分析

學生能否發揮創造力。 

2) 利用觀察法，分析學生自擬的韻律活動及課堂的

表現，分析學生能否發揮創造力，並反思是次行

動研究的成果。 

3) 評估學生在各項體育活動中，能否發揮創造力，

反思是次行動硏究的成效。 

14/5 - 25/5/2008 撰寫報告 計劃評估及草擬行動研究報告。 

5/7/2008 匯報 行動硏究分享匯報及提交報告。 

 

研究結果及分析 

 

筆者按原定計劃，共設計 5 課「韻律活動課」單元教案，融入「創造思考教學法：問、想、

做、評」四個教學要素，在 2B 班施教。 

 

在「韻律活動課」施教初期，因為同學們對「韻律活動課」較少認識，所以未能完全投入

課堂的學習，氣氛較為拘謹。因此筆者選取韻律活動較簡單的技巧和步法，再配合簡單容

易掌握的四拍子的律動活動作學習主題，以減輕學生在課堂學習的智性負擔，讓學生儘量

放開懷抱，投入「多思、多想、多做，自由創作，互相評鑑和欣賞」的體育活動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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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堂觀察分析：韻律活動設計課業 

 

學生以組為單位，共同設計四拍子為單位的韻律創作活動。各組學生分別選擇一種動物為

主題，計有兔子、蝴蝶、蜈蚣、小鳥、鴨子和青蛙。以韻律活動的方向，快與慢，高中低

的動作，摹仿動物的形態，設計一些活動，並且編成故事。由課堂觀察所得，學生都能選

取韻律活動的基本技巧，融入帶有故事情節的活動，表現投入。 

 

在韻律活動創作期間，教師不時提出問題，引發學生思考、設計活動及一起評鑑，讓學生

透過不斷擴散的想象空間，再聚歛組合成具故事性的動作設計，藉此促進學生的思考和創

造能力。 

 

「組合」：試運用想象，把扮演動物的若干動作串連起來，成為一個簡單的動作句子。藉

此問題，讓學生提供擴散的想象空間，然後聚歛組合成具故事性的動作設計。 

 

「六 W」：試運用六何法，與同學利用四個四拍子，合作設計一個簡單的動物生活片段的

故事。藉此問題，讓學生提供擴散的想象空間，然後聚歛組合成具故事性的動作設計。 

 

二、 施教韻律活動課後的評估研究結果 

 

經過 5 節的 「韻律活動課」單元教案，筆者利用創造力評估習作(工作紙 II) (見附件三)，

評估學生的課堂表現和創造能力，分析結果如下： 

 

問題： 說說你認識的包。 

 

結果顯示： 

 

學生能寫出所認識的包由 8 項至 24 項不等，平均每位同學想出 17.67 項。較前測時想出的

2.17 項為多。因此，我們相信學生的流暢力普遍有明顯之提升。 

 

另外，學生能寫出不同類別的包(如，菠蘿包(食物)﹔皮包(隨身物件) )。由 1 項至 8 項不等，

平均每位同學想出 4.18 項，亦較同學前測時想出的 1.49 項為多。因此，我們相信學生的

變通力普遍有明顯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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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亦有一部分同學能舉出如包青天、包餃子、平安包等意想不到的答案，這些答案非

常獨特，可見有同學能展現出獨創力。 

 

結論及建議 

 

一、 研究結論 

 

筆者由 4 月 16 日至 5 月 4 日三週內，在 2B 班施行 5 課的「韻律活動課」單元教學，希望

透過體育科「韻律活動課程」，促進學生的創造力，經上述的研究結果分析，大部分學生

的創造力確實有所提高，成效是正面而肯定的。筆者經檢視是次的行動研究的構思，研究

假設及施教過程，有以下的結論： 

 

（一）「韻律活動課程」能促進學生的創造力 

 

「韻律活動課程」的內容豐富而多變化，除著重身體的動作技能外，還要配合音樂拍子，

節奏感強烈，令學生容易投入課堂的活動當中，能促進學生的想象和創作空間，大大增強

創造能力。 

 

（二）「創造思考教學法」能促進學生的創造力 

 

「創造思考教學法」主要是利用「問、想、做、評」四個教學步驟，提出能刺激思考的問

題，讓學生「暫緩思考：多想、多做、多評鑑」，從學生的創造思考過程中，不但能強化

學生的想象力，還可以促進學生的創造力。 

 

（三）「以學生為中心的活動」能促進學生的創造力 

 

是次的體育課，以「韻律活動課程」為主題，以「創造思考教學法」為手段，兩者均強調

以學生為中心，以學生為自主學習為主導，讓他們「多思、多想、多做、互相評鑑和欣賞」，

提供眾多「先擴闊，後聚歛」的思考空間機會，因此能促進和引發學生的創造能力。 

 

二、 建議 

 

「韻律活動課程」之實施過程中，我們亦發現不少有待改善之處，列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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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他課目的配合：由於舞蹈主題「動物嘉年華」要求學生對大自然有一定的認識，故

需要常識科的配合。此外，基於要求學生先創作故事，並理解小組的故事才創作舞蹈，

故與中文科的故事教學法配合。 

2. 場地運用：由於場地之限制，創意韻律課只能使用半邊禮堂，令學生的活動空間減少。

我們嘗試把操場分成約干部份，讓學生於不同基地練習不同步法，以加強學生的空間

運用。 

3. 時間運用：由於每節課堂只有 35 分鐘，時間比較緊迫；學生在學習新技能上需要更多

的時間來練習、同學間的互相協助。學生需要更多時間去鞏固已學的舞蹈，同時老師

亦需有充足的準備及課堂計劃，預先剪裁教學內容及分配時間。 

 

「創造力」是近年教育改革倡議的九大共通能力之一，促進學生的創造力，已是體育課程

必須關注的項目。筆者 2008 年 4 月及 5 月兩個月的時間，驗證「韻律活動課程」能否促

進學生的創造力的研究。時間雖然略嫌不足，但從創造力評估習作(工作紙(I)&(II)的研究結

果及課堂觀察學生的表現，學生的創造力確實有所提升。究其原因，最重要的是體育韻律

活動課具備了以下的學習元素： 

 

1. 韻律活動課具備音樂節拍和身體律動的學習元素，能有效發揮學生的創意。 

2. 「創造思考教學法」能提供學生暫緩思考的學習元素，「多思、多想、多做、互相評

鑑」，發揮學生創造力的空間。 

3. 以學生為主導的學習元素，能擴闊學生自由思考的創作空間，促進學生的創造力。 

 

因此，假若其他範疇的體育課，若能增加上述的學習元素，必能增強學生的學習動機，提

升學生的創造思考能力，極具教育意義。 

 

期盼計劃進行下一次體育科的行動研究時，能嘗試在球類課、體操課或田徑課內，滲入上

述三項的學習元素，看看能否提升學生的創造思考能力，以驗證筆者的行動研究結論是否

真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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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Unit Plan 

單元計劃 

 

 

級別：   2B       單元：    韻律活動              學生人數：    39 人      

 

Background 學生背景：是次對像二年級 B 班學生，男生( 21 )人，女生(18  )人，共 39 人。 

 

Themes 主題： 

1. Skills/Fitness 技能/體適能：學生能掌握簡單韻律的技巧和步法、並能配合音樂拍子的節

奏。                                                 

2. Generic Skills 共通能力： 透過韻律活動，學生互相協作和溝通，發揮學生的創造能力。  

3. Others 其他：學生集體創作韻律的主題活動。                                       

 

Curriculum Model(s)課程模式：  智能學習模式                                         

 

Teaching Strateg(ies)教學策略：  創造思考教學法                                       

 

Rationale 理念：由於大部分學生過往只是初步接觸這項運動，故以創造思考教學法教授，

透過提問、思考、示範、評鑑(問、想、做、評)有系統的步驟、不同的教

學程序，讓學生掌握韻律活動的步法、節奏、姿態及圖形變化。       

 

Expected Outcomes 學習成果：學生能掌握韻律活動的步法、節奏、姿態及隊形變化，集體

創作韻律的的主題活動，發揮學生的創造能力。      

 

Evaluation 評估：課堂上的分組討論及小組比賽表現                                    

 

Teaching Aids 教具： 搖鼓、CD、錄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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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計劃 

 

班別：   小二              教師：                    

單元：   韻律活動：動物嘉年華       

已有知識／技能：  學生略懂韻律的技巧和步法。                

目標：  完成本單元後，學生能掌握簡單韻律的技巧和步法，並能配合音樂拍子的節奏，

運用想象力，創作小動物的優美形態。 

 

日期 節數 主題 主要進度活動 備註 

2008 

 

1 1. 複習“移動＂技能： 

包括：行、走(滑步)、

跑(跑跳步)、跳(踏跳步)

2. 一般基本步法與口令

拍子的配合(以 4 拍為

一小節) 

3. 一般基本步法與音樂

拍子的配合 

4. 模仿動物動作與音樂

的配合 

 

5. 韻律創作活動(小組創

作) 

 

1. 重溫一般基本步法(啞口無言遊

戲)(個人) 

著一位學生根據老師出示的動物

字卡，做出卡中動物的特徵及動

態，然後由其他學生猜並跟著做。 

  

2. ﹝問、想和做﹞(二至三人一組)： 

由學生想象小動物的形態是怎樣

的、利用移動技能表達出來。鼓

勵學生多想多做，自由創作，互

相評鑑和欣賞。 

 

3. ﹝評﹞老師歸納學生模仿小動物

形態，配合移動技能和音樂讓學

生模仿不同動物移動的動作。 

 

4. 老師設定情境：動物園，利用移

動技能等動作，扮演動物日常生

活的動作故事。鼓勵學生多想多

做，自由創作，互相評鑑和欣賞。 

 

 

2008 2 1. 配合音樂複習移動技

能 

  

2. 手部動作與口令拍子

1. 配合音樂拍子，重温移動技能：

學生自由選用不同移動方向及路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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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配合(以 4 拍為一小

節) 

 

3. 手部動作與音樂拍子

的配合 

 

4. 模仿自然天氣下不同

的動物形態與音樂的

配合 

 

5. 韻律創作活動(小組創

作)  

2. ﹝ 問 、 想 和 做 ﹞ ( 二 至 三 人 一

組) ： 

學生運用想象力，原地模仿小動

物形態：伸展(雙手伸展)、收縮(上

下擺動)、扭動(左右搖晃、雙手

打圈、前臂擺動)，提醒學生注意

個人的“平衡＂與“穩定＂動

作。鼓勵學生多想多做，自由創

作，互相評鑑和欣賞。 

 

3. ﹝評﹞老師指定不同的天氣變

化，配合手部動作、移動技能和

音樂讓學生模仿不同動物移動的

動作 

 

4. 老師設定情境：自然天氣的變

化，利用手部動作、移動技能等

動作，扮演動物日常生活的動作

故事。鼓勵學生多想多做，自由

創作，互相評鑑和欣賞。 

 

26-4-2008 3 1. 已 掌 握 “ 移 動 ＂ 及

“穩定＂技能。 

 

2. 複習“空間運用＂動

作原理： 

包括： 

方向 - 前、後、左、右、

上、下。 

    水平 - 高、中、低。

 

3. 韻律創作活動：利用

“空間運用＂動作原

理，模仿小動物的形

態。 

1. 扮演小動物或日常物品(個人)： 

重溫“移動＂及“穩定＂技能，

學生模仿小動物或日常物品形

態。 

 

2. ﹝問、想和做﹞(二至三人一組)： 

學生運用想象力，在一定的空間

範圍，做向前後、左右、上下、

高、中、低的動作，模仿小動物

形態，做出優美的動作句子，提

醒學生注意個人的“移動＂與

“穩定＂動作。 

 

3. ﹝評﹞老師歸納學生模仿小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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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態，包括：方向、水平等“空

間運用＂動作。 

 

4. 分組活動： 

   着學生運用想象力，跟拍子(以 4

拍或 8 拍為一小節)，利用“空間

運用＂ 動作原理，扮演動物日常

生活的動作句子。 

(鼓勵學生多想多做，自由創作，

互相評鑑和欣賞。) 

 

30-4-2008 4 1. 已掌握“移動＂、“穩

定 ＂ 技 能 及 “ 空 間 運

用＂動作原理。 

 

2. 運 用 “ 移 動 ＂ 、 “ 穩

定 ＂ 技 能 及 “ 空 間 運

用＂動作，共同創作，

設計編排韻律活動，以

促進學生的創造力。 

1.  根據動物的特徵及動態創作動作

(個人)： 

重溫“移動＂、“穩定＂技能及

“空間運用＂動作，學生模仿小

動物或日常物品形態。 

 

2. ﹝問、想和做﹞(二至三人一組)： 

學 生 運 用 想 象 力 ， 運 用 “ 移

動＂、“穩定＂與“空間運用＂

動作，模仿小動物形態，做出優

美的動作句子。 

 

3. ﹝評﹞老師與學生一同欣賞及評

鑑學生模仿的形態和動作。 

 

4.  分組活動： 

着學生運用想象力，跟拍子(以 4

拍或 8 拍為一小節)，利用“移

動＂、“穩定＂技能及“空間運

用＂ 動作原理，向前、向後及轉

圈，共同創作，設計編排動物日

常生活的動作句子。 

   (鼓勵學生多想多做，自由創作，

互相評鑑和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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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008 5 1.  已掌握“移動＂、“穩

定＂技能及“空間運

用＂動作原理。 

 

2.  由學生發揮想象力，構

思小動物生活片段的

故事，運用“移動＂、

“穩定＂技能及“空

間運用＂動作配合，共

同創作，設計編排韻律

活動，以促進學生的創

造力。 

1.  根據動物的特徵及動態創作動作

(個人) 

﹝問、想和做﹞： 

重溫“移動＂、“穩定＂技能及

“空間運用＂動作，學生模仿小

動物或日常物品形態。 

2.  ﹝評﹞老師與學生一同欣賞及評

鑑學生模仿的形態和動作。 

 

3.  分組活動：(集體創作及欣賞) 

着學生運用想象力，跟拍子(以 4

拍或 8 拍為一小節)，利用“移

動＂、“穩定＂技能及“空間運

用＂ 動作原理，共同創作，設計

編排有關動物生活片段的故事。 

   (鼓勵學生多想多做，自由創作，

互相評鑑和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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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創造力評估習作 ( I ) 

 

姓名：_______________(   ) 日期：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 體育堂組別：_______________ 

 

*請回答以下問題:                                 

1. 一個空罐子有哪些用途？ (  儘量寫或畫出來…… )                

   

 

 

 

 

 

 

 

 

 

 

2. 鉛筆除了可以用來寫字外，還可以用來….(  儘量寫或畫出來…… )   

 

  



體育教師暑期學校 2008 

32 
 

附件三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創造力評估習作(後測) ( II ) 

 

姓名：_______________(   ) 日期：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 體育堂組別：_______________ 

 

*請回答以下問題:                                 

A. 說說你認識的包？ (  儘量寫出來…… )                

 

  1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   6____________   7____________   8____________ 

 

9____________   10____________  11____________  12____________  

 

13____________  14____________  15____________  16____________ 

 

17____________  18____________  19____________  20____________ 

 

21____________  22____________  23____________  24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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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從基礎活動中發展創意 

 

羅惠玲 

慈幼葉漢千禧小學 

 

高達倫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體藝學系體育部 

 

摘要 

 

提升學生的創造力是教育改革方向重要的一環，而不少學者更認為體育教師

可從不同的教學活動、情境及提問技巧中，誘發學生在有意識的肢體活動

下，發揮潛在的創意。本研究的目的是透過基礎活動中的跳繩教學，利用陳

龍安教授「愛的」(ATDE)創造思考教學模式，設計五個課節的教學計劃，並

利用前測及後測比較學生的學習，檢閱從基礎活動中發展創意的成效。 

 

關鍵字：基礎活動、「愛的」(ATDE)創造思考教學模式、創造力 

 

 

研究動機 

 

早於 2000 年課程發展路向的諮詢文件中，「創造力」已是本港學生首要培養的九種共通能

力其中之一。於 2002 年基礎教育課程中，在初小的體育學習領域上，更明確指示體育教

師須發展一套均衡而充滿創意、樂趣和挑戰的課程，從而令學生在學習模式中能演示富創

意及想象力的串連動作。 

 

可是在傳統教育偏重背誦和考試的深化下，即使在體育教學上，課堂內容亦多以教授體育

知識及技術為主，加上體育教師普遍認為課堂須保持一定的高運動量，在體育教學發展學

生創意可謂裹足不前。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是融合「創意解難」及陳龍安教授「愛的」(ATDE)創造思考教學模式(陳

龍安，1998)，設計一套共五個課節的教學計劃，教授小二學生用具操控的跳繩。根據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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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教學的十個原則，利用不同的提問技巧及策略，誘發學生的潛在創意。筆者會透過前

測及完成五個課節的後測，分析從基礎活動中發展創意的成效。最後就研究所得，對如何

在體育課中發展創意作出一些分享及建議。 

 

文獻研究 

 

一、 創造力的定義 

 

大眾普遍認為凡是創造出一件在世上未曾有過的事物，便是創意。然而創造力亦可以是一

種思考歷程、一種生活方式及解決問題的能力。綜合不同學者的見解，筆者認同李錫津及

鄭慕賢對創造力的說法︰創造力是一創造性人物，透過原有的知識為基礎，配合自我的好

奇、想象、冒險、挑戰的人格特質，以及流暢力、變通力、精進力、敏覺力等思維能力，

製作出一件事物或對問題作出解決(李錫津，1987；鄭慕賢，2002)。 

 

二、 創造思考教學原則 

 

美國學者費氏(Feldhusen, 1980)對進行創意教學提出的十個原則︰ 

 

1. 支持並鼓勵學生不平凡的想法和回答 

2. 接納學生的錯誤 

3. 適應學生的個別差異 

4. 允許學生有時間思考 

5. 促進師生、同學間互相尊重和接納 

6. 察覺創造的多層面 

7. 鼓勵正課以外的學習活動 

8. 傾聽及與學生打成一片 

9. 讓學生有機會作決定 

10. 鼓勵每個學生參與 

 

是次研究中，筆者盡量配合以上原則，例如為照顧個別差異而提供不同種類及數量的繩

子；在課堂內外均傾聽學生的創作設計等，幫助提升學生創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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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愛的」(ATDE)創造思考教學模式 

 

「愛的」(ATDE)創造思考教學模式是陳龍安教授(陳龍安，1998)所提出的，此教學模式強

調學生以知識及經驗為基礎，透過問、想、做、評，以尋求創意。 

 

1. 問(Ask)︰教師提出問題供學生思考 

2. 想(Think)︰鼓勵學生自由聯想 

3. 做(Do)︰透過課堂活動，讓學生把自我創意付諸行動 

4. 評(Evaluation)︰評估自己的創作，從中選取最適合的答案 

 

由於此教學模式要求學生對問題作出分析，故在研究中，筆者會經常向學生發問問題，增

加他們對問題作出分析的機會。然而基於學生仍在基礎學習階段，分析能力並不強，故筆

者在課堂中亦引入不少提問技巧，如陳龍安教授的「十字口訣」，即利用「假如」、「列舉」、

「比較」、「替代」、「除了」、「可能」、「想象」、「組合」等問題(陳龍安，1998)，讓學生透

過擴散性或聚斂性思維，構想眾多可能的解決方案，然後在課堂上付諸實行，測試其成效。

經過不斷對問題作出分析、付諸實行及評估，學生便可從眾多聯想中選取最合適的方法，

進行研究後期課堂上的小組跳繩表演。 

 

研究方法 

 

在實施創造思考教學模式前，學生會先完成兩份前測工作紙(附件一至三)，經過五節為時

三十五分鐘的體育課後，再完成兩份後測工作紙(附件一或二及四)，以評鑑創意學習的效

能。此評量工具是根據學生的程度及參照測量創造力中最廣為學者使用的擴散思考測試而

自行訂製的。前測及後測的工作紙主要以擴圖為主，而工作紙二則以文字為主。語文及圖

形同時運用是希望減低學生因在某一方面(特別是文字方面)的能力較弱時，影響其創意發

揮的情況，令評鑑結果與學生的實際能力有偏差。 

 

在完成前測工作紙後，便進行五課節的創意教學。課堂主要以故事為主，課堂的第一節，

教師會以多個問題為學生建立故事情境，讓他們運用創意作回應。如︰「如果你是一個大

巨人，個子很高，你跳繩的動作或情境會是怎樣？」、「假如你是小矮人，你跳繩的動作或

情境又會是怎樣？」、「除了向前跳繩，我們還可以怎樣跳？」等，讓他們盡情發揮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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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推行的時間分配 

 

 活動 所需時間 

前測工作紙 利用擴圖，以陶倫士創造思考測驗(Torrance Tests of 

Creative Thinking)所測試的流暢力、變通力、獨創力及

精進力，評鑑學生的創造能力 

30 分鐘 

前測工作紙二 如上，但學生須利用文字作答 

課堂一 重溫及強化學生已有的跳繩知識及技術 

利用腦震盪(Brainstorming)及十字口訣等提問技巧引導

學生創作 

35 分鐘 

課堂二 學生進行 2-3 人一組利用腦圖(Mind map)創作 35 分鐘 

課堂三 學生嘗試實踐串連其創作的跳繩動作 35 分鐘 

課堂四 如課堂三，但在課堂未段開始進行小組表演 35 分鐘 

課堂五 進行小組表演 35 分鐘 

後測工作紙 如前測工作紙 30 分鐘 

後測工作紙二 如測工作紙二 

 

而由第二節課開始，學生將分成 2-3 人一組，每組須在課內創作一個故事情境，以話劇形

式配合跳繩，在課堂四或五時作小組表演。故此，教師會在課堂二引入腦圖(Mind Map)，

幫助學生創作(圖一)。 

 

腦圖(Mind Map)乃是一種刺激思維及幫助整合思想與訊息的思考方法，也可說是一種觀念

圖像化的思考策略（Buzan & Buzan 著，羅玲妃譯，1997）。學生會被派發一張大畫紙及顏

色筆，他們須將主題寫在紙的中心，然後開始就主題而不斷自由聯想，並將其記下，若遇

到有關聯的東西，便用線連在一起，最後形成一幅充滿文字及線段的腦圖。由於腦圖具備

開放性及系統性的特點，其豐富的視覺效果能激發使用者的擴散性思維，幫助發揮聯想力。 

 

是次研究中，筆者會讓學生先擬定一種動物(主題)，然後他們須利用腦圖將有關該動物的

資料及特徵列寫出來，從中幫助他們創作表演大綱及動作。每次利用腦圖作創作討論後，

他們須嘗試配合跳繩進行表演動作的串連或練習，以評鑑或增強該動作的可行性。經過不

斷的「對問題作出分析」、練習及評估，為最後的課堂表演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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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利用腦圖(Mind Map)幫助創作 

 

由於課堂時間十分有限，在課堂四的末段，部份組別須開始作小組表演。小組表演的流程

為各組先向同學講述故事大綱或內容，然後開始作表演，表演的同時，觀賞的同學須就表

演填寫評分紙(圖二)。設立評分紙的目的，是希望讓表演同學在接受別人的意見後，能對

自己的創作加以反思及改良，提高創作質素。 

 

 
 

 

圖二︰同儕評估紙 

 

活動後分析及反思 

 

一、 學生作品分析 

 

在學生的腦圖(圖三和圖四)中可清楚看到學生的潛在創意，他們的作品中，具有很多「創

造思考教學原則」所提及的不平凡想法，如有學生將青蛙聯想到發儍的青蛙；白兔媽媽要

分娩等，教師須加以支持及鼓勵。唯美中不足的是學生大多未能在表演時，充分利用腦圖

所得，只局限在簡單的故事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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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學生腦圖(Mind Map)例子 

 

 
 

 

 

 

 

 

 

 

 

 

 

 

 

 

 

 

 

圖四︰學生腦圖(Mind Map)例子 

 

二、 學生的小組表演 

 

在課堂四及五的小組表演中，所有同學均能展示一個為時二至五分鐘的跳繩故事表演，且

跳繩表演的種類亦繁多︰單人單繩、雙人繩、大繩等。可是由於技術及時間所限，同學表

演的故事內容雖然充滿創意，如有關一隻松鼠受傷及死亡的故事、馬匹的奧林匹克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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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但在表演時失手的次數較多，大大減低表演的趣味及觀賞性。 

 

三、 前測及後測分析 

 

活動完成後，學生填寫兩份後測工作紙。為盡量保持前測及後測的信度，學生將分為兩組，

甲組學生所填寫的前測工作紙一，將會是乙組學生所填寫的後測工作紙一，乙組在前測所

填寫的，將為甲組的後測。此舉便可避免因為某一工作紙對學生而言是較深或較淺時，當

它被編為前測工作紙，其結果必為正增長(前測較深，後測較淺)或負增長(前測較淺，後測

較深)的情況，從而影響研究結果。通過現在的設定，若所有學生的後測工作紙，均比前

測工作紙優勝，即可證明他們有正增長。 

 

從學生的前後測對比中，所有學生的答案，不論在流暢力、變通力等，其創意數據均為正

面增長，當中以流暢力最為明顯。如圖所示，同一名學生，他在後測所創作的答案，產量

較前測為多(圖五、圖六、圖七和圖八)。在前測工作紙中，他的流暢力為 11 及 9（即可創

作出 11 及 9 件作品）；在後測工作紙中，其流暢力已經大幅增至 16，可見他的創作產量明

顯增多。 

 

 

 

 

 

 

 

 

 

 

 

 

 

 

 

 

 

 

 

 

 

 

圖五︰學生的前測工作紙          圖六︰同一學生的後測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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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學生的前測工作紙圖         圖八︰同一學生的後測工作紙 

 

研究限制 

 

由於只安排五節課，時間十分緊迫，加上學生跳繩技術所限，很多具創意的動作亦因技術

的不足而無法展現。若時間許可，建議讓學生先進行多些跳繩技術的訓練，相信這樣可令

他們的創意不被局限。同時亦因時間的限制，學生的表演及同儕評估紙作稍欠深入的回饋。 

 

此外，創意思考評量亦有所困難，由於時至今日各學者對創造力的定義亦顯得分歧，根本

未有一套評鑑創造力的標準工具。而且創造力絕不只是單純的擴散思考，學生在研究進行

期間所遇到的各種其他經歷，如其他課堂學習、家庭環境等影響，亦可改變其創造力的表

現，故本研究的評量，只屬初步的探求。 

 

給教師的建議 

 

在活動推行時，教師宜安排多二至三堂的跳繩技術練習，以減少受技術不足而影響創意的

情況。又或是將此活動推至三年級才實行，因他們的技術較成熟。此外，筆者亦認為教師

在安排學生創作及表演前，可先自行作一故事創作及演繹，讓學生更清楚掌握及明白腦圖

(Mind Map)的應用。然而由於部份跳繩動作講求同伴的合作，故筆者建議在分組時，宜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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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人數為二至三人，且能力須相約，以減少連鎖負面影響。 

 

總結 

 

是次研究令筆者深深感受到學生的創作潛能是無限的，只要得到少許的指引或情境設定，

他們可以創作出許多意想不到的事物，有時教師還要反過來向他們學習呢！在體育科發展

創作是可行的，縱使運動量可能不及傳統體育課，但只要教師在學生創作歷程上鼓勵多練

多試，課堂的運動量仍可加以提升。最後，希望是次研究可為有意在體育教學上發展創意

的同工帶來一點啓示。 

 

參考文獻 

 

毛連塭、郭有遹、陳龍安、林幸台(2000)。《創造力研究》。北京，心理出版社。 

 

李錫津(1987)。《創造思考教學研究》。台北，臺灣書店。 

 

陳龍安(1990)。《「問想做評」創造思考教學模式的建立與驗證》。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

究所博士論文。 

 

陳龍安(1998)。《創造思考教學的理論與實際》。台北，心理出版社。 

 

課程發展議會(2000)。《學會學習 － 課程發展路向諮詢文件(2000 年)》。香港，政香港府

印務局。 

 

課程發展議會(2002)。《基礎教育課程指引》。香港，香港政府印務局。 

 

鄭慕賢(2002)。《開發教學創造力》。香港，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羅玲妃(譯) (Buzan, T. & Buzan, B.著) (1997)。《心智繪圖－思想整合利器》。台北，一智企業

有限公司。 

 

Feldhusen, J. F. & Treffinger, D. J. (1980). Creative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 in gifted 

education. TX: Kendall Hunt. 



體育教師暑期學校 2008 

42 
 

附件一︰工作紙一 (可以是前測工作紙一或後測工作紙一) 

 

利用擴圖單 (DFU)，即圖形單位的擴散性思考，讓學生依據所給予的圖形，運用其創意，

將想出的不同事物畫出來。 

 

實例︰ 

給予一幅三角形的圖，告訴學生加上一些線條，將它變成一具意義的圖畫。 

 

體育 慈幼葉漢千禧小學  
創意研究前測工作紙 1  

姓名：_______(  )   

班別：__________  

日期： 

畫一畫︰   
各位同學，你可否在 5 分鐘內，為下列方格內的三角形加入線條或圖案，將它變成為一幅有意義的圖畫？ (請盡量畫出最多的圖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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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工作紙二 (可以是前測工作紙一或後測工作紙一) 

 

同樣利用擴圖單，讓學生依據所給予的線段，運用其創意，將想出的不同事物畫出來。 

 

實例︰ 

給予一幅曲線的線段圖，告訴學生在圖上加上一些線條，將它變成一具意義的圖畫。 

 

體育 慈幼葉漢千禧小學  
創意研究前測工作紙 1  

姓名：_______(  )   

班別：__________  

日期： 

畫一畫︰   
各位同學，你可否在 5 分鐘內，為下列方格內的曲線加入線條或圖案，將它變成為一幅有意義的圖畫？ (請盡量畫出最多的圖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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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前測工作紙二 

 

將擴圖單改類成文字版本，給予一物件，讓學生依據物件，運用其創意，就該物件想出的

不同功能盡量以文字寫出來。 

 

實例︰ 

給予一空水樽，讓學生想出它的其他用途。 

 

體育 慈幼葉漢千禧小學  
創意研究前測工作紙 2  

姓名：_______(  )   

班別：__________  

日期： 

 

想一想︰ 
 

各位同學，你可否在 10 分鐘內，想一想空水樽有甚麼用？  

(請盡量畫出最多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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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後測工作紙二 

 

同樣將擴圖單改類成文字版本，給予一文字，讓學生運用其創意，就該文字想出的不同事

物盡量以文字寫出來。 

 

實例︰ 

給予一個「粉」字，讓學生想出各式各樣的「粉」。 

 

體育 慈幼葉漢千禧小學  
創意研究前測工作紙 2  

姓名：_______(  )   

班別：__________  

日期： 

 

想一想︰ 
 

各位同學，你可否在 10 分鐘內，想一想這個世界上除了米粉、河粉 

外，還有甚麼“粉＂？  

(請盡量寫 / 畫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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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透過競技運動教育模式的應用以發展學生的創意與批判性思考 

 

謝道鴻老師 

中華聖潔會靈風中學 

 

李宗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體藝學系體育部 

 

摘要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於 2002 年發表的《體育學習領域課程指引》清楚地指出，

體育是「透過身體活動進行教育」，旨在發展學生的體育技能及使他們獲得

活動及安全知識，以進行活動，從而建立活躍及健康的生活方式。不單如此，

課程其中一個重要的目標是發展學生的共通能力，包括協作、溝通、創意、

批判性思考及審美能力。此外，課程亦著重培養學生與體育相關的正確價值

觀、態度及自信心，為終身學習及全方位學習建立良好的基礎，以面對不同

的挑戰。故此，在教學模式上，已由過往的教師主導演變成以學生為中心，

由單向式我講、你做或我示範、你練習的模仿式學習，演變成現在以不同的

教學策略，進行因材施教。在教學重點上，亦已由著重技術傳授及加強體能

鍛鍊，到現時須兼顧發展學生的共通能力，並培養正確價值觀和態度。本文

旨在從體育教師的角度探討一項新的體育課程模式「競技運動教育」(Sport 

Education Model)試驗成果，藉此分與同工分享過中的轉變，為傳統的體育教

學帶來新可能方向，新思維以協助學生建立學會學習的能力和全人發展的目

標。 

 

關鍵字：體育課程、體育教學、競技運動模式、批判性思考、創意 

 

 

如何建立及培育學生的批判性思考和創造力 

 

一直以來，體育教師在傳授技能和提升學生體適能可謂經驗豐富，但在發展他們的共通能

力，特別是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考和創造力方面可說是涉獵不多，認識不深。面對體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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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改革的沖擊，如何在日常的體育課中培養學生以上兩種能力是現今體育教師所面對的問

題。綜合 Lipman（1988）、McBride（2004）、Gossett & Fisher（2005）、McBride（2004）、Park 

& Helsler（2001）、McBride & Cleland（1998）的意見，在建立及培育學生的批判性思考和

創造力的建議可歸納如下： 

 

 建立「學生為中心」的學習環境及教學模式； 

 以學生相互教授，協作學習； 

 利用高思維提問以轉移學生對自己學習負上較多的責任； 

 容許學生探索及犯錯； 

 建立較開放的學習環境； 

 能引發及接受另類解決方案，思想開放； 

 對他人的意見及情境具敏感度； 

 能觀察整體形勢；和 

 能經常處於應激及願意參與。 

 

本校的體育課程如何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考和創造力 

 

中華聖潔會靈風中學自 1998 年創校以來，一直致力推行學校運動普及文化，體育課程的

目標除提供多元化的體育課程，藉此栛助學生認識和嘗試不同的運動，開拓他／她們的視

野，發掘和培養他／她們的興趣，達致終身運動的目標。此外，亦著重提升學生的身體素

質和體適能，我們更引進理論課，教授不同的運動知識，而當中一些課題更能激發同學的

批判思考，如運動社會學、運動心理學等。在理論考核上，我們設計了一些開放式的問題

去評估學生的批判思維和創意。經過多年的努力和實踐，本校學生除獲得多元化的技能培

訓和提升體適能外，同時亦學習到多方面的運動知識，並建立他們對不同體育課題的獨立

思考能力。 

 

在教學上，我們嘗試引進不同的教學方法，如以「領會教學法」教授籃球和足球，發揮他

們的解難能力；於教授跨欄和跳馬時，設計不同程度的活動（Building on variation and 

cross-level subject setting）來照顧同學的學習差異；以訂定目標的方法（Goal setting），鼓

勵同學盡力達成既定的課堂目標等。2004-2005 年度，為發展同學的解難，協作，批判性

思考和研習等共通能力，筆者嘗試於中七級理論課中運用運動社會學的理論，並以專題研

習的方式探討運動所帶來的社會現象和行為，如運動商業化、明星效應、濫用禁藥、球場

暴力等，成效不俗。2006-2007 年度，筆者更嘗試將急救的知識實用化，教授同學應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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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一些簡單的包紥手法，讓同學日後能懂得怎樣處理出血和骨折等問題，增進他們的解

難能力，同學的反應相當良好，他／她們展示熱衷學習，效果超著，令人興奮。 

 

本校於 2007-2008 年度參加由教育局體育組名為「Teaching psychological skills for PE, sport, 

and recreation at senior secondary」種籽計劃，作為伙伴學校，以即時回饋（Feedback）的

形式去教導學生如何對同伙的學習，給予具建設性的回饋，藉此改善他們的學習效能。此

外，筆者亦參與香港教育學院名為「Students’ and teachers’ experiences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of the sport education curriculum model」的研究，嘗試以競技運動教育模式進行教

學。這些教學模式、種籽計劃和研究所帶來的寶貴經驗，正正能幫助教師去培養學生的批

判思考和創意，促進學與教的效能，讓學生和老師皆有所進益，而筆者將於下文分享如何

於高中體育課中，以「競技運動教育」模式去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考和創意。 

 

競技運動教育模式（Sports Education Model） 

 

競技運動教育模式的創始人為美國俄亥俄州立大學學者西登托普（Siedentop, 1994, 1998, 

2002）。這個教學模式的基本概念是建基於遊戲理論，當中著重學生自主學習和尊重個別

差異，並強調「全面參予」和「人人成功」。教學目標可分為社會心理、身體發展和認知

三方面。社會心理方面，著重培養學生領導、協作、承擔的能力和態度及培養學生解難和

判斷能力。身體發展方面，除鍛鍊學生運動技能和體適能外，亦重視提供學生足夠參予活

動的機會和鼓勵他們多參與課餘體育活動。認知方面，則幫助學生學會欣賞、運用和分析

戰術，發展他們計劃及管理競技體育活動的能力、培養學生的競賽精神和運動禮儀。 

 

在教學設計上，競技運動教育模式把整個教學單元分為運動季（Season）、團隊小組

（Affiliation）、正式比賽（Formal Competition）、決賽時期（Culminating）、成績紀錄留存

（Record Keeping）、和慶祝活動（Festivity）等多個階段，而學生則分為多個小組，負責

不同類型的工作，如球員、教練、裁判、籌委等，以籌措比賽及慶祝成果作為終結，當中

涉及不少與運動有直接關係的素質，如協作、溝通、服從裁決及體育精神等，可說是相當

多元化，而學生和教師則分別擔當不同的角色，可說是全人參與、人人有分、永不落空。

此外，由於學生須利用課餘時間分組搜集有關比賽的資料，商討比賽的細節和具體安排等

工作，故此，這是額外延伸的體育課，把課堂的學習延伸到課堂以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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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安排 

 

一、 研究及課程資料 

 

（一）研究模式：行動研究 

（二）研究對象：選取本校中四級兩班理科班，合共 52 人作為研究對象 

（三）運動單元：籃球 

（四）分組安排：教師把兩班同學共分 9 組，每組 5 人，當中有七組 6 人 

（五）組員角色： 

 球員：3 人，其中一人為教練 

 籌委：1-2 人 

 裁判：2 人，其中一人為球員 

（六）工作安排： 

 球員：負責比賽，爭取佳績 

 教練：負責球隊訓練工作，撰寫訓練計劃 

 籌委：負責籌組各項比賽事宜，如比賽賽程、獎品、開幕及閉幕禮等 

 裁判：負責比賽中的裁判工作、預備賽例和裁判法等 

（七）單元內容： 

 基本技術訓練 

 簡單小組進攻戰術 

 籌措比賽 

 賽前訓練 

 開幕禮 

 分組比賽（3 人籃球賽） 

 頒獎及閉幕禮 

 

二、 行事曆 

 

日期 內容 

18/2 基本技術訓練+工作簡介 

25/2 基本技術訓練+小組戰術 

3/3 分組小組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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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內容 

10/3 三人籃球賽（I） 

17/3 三人籃球賽（II） 

31/3 預留（以備不時之需） 

 

三、 各小組工作進度 

 

日期 內容 

25/2 

 初步比賽安排，如賽制，開幕和閉幕禮事宜 

 三人籃球賽例 

 初步訓練內容 

3/3 

 具體比賽安排，開幕和閉幕禮事宜 

 三人籃球賽例和裁判法 

 具體和落實訓練內容 

10/3 
 三人籃球賽開幕禮 

 三人籃球賽〈I〉+ 裁判工作 

17/3 
 三人籃球賽〈II〉+ 裁判工作 

 三人籃球賽閉幕禮 

31/3  預留〈以備不時之需〉 

 

四、 研究資料收集工具 

 

 同學反思及各組互評檢討表； 

 抽樣訪談； 

 教師訪談；和 

 攝影及攝錄（Record Keeping）。 

 

如何利用此模式發揮同學的創意和批判性思考 

 

在推行競技運動教育模式時，學生可以在以下範疇發揮創意和批判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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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同學須自行利用課餘時間分組商討有關比賽的一切安排和細節： 

 

 搜集有關比賽的資料； 

 搜集三人籃球賽的規則和裁判手號； 

 設計和撰寫比賽章程； 

 擬定比賽制度； 

 編寫賽程； 

 訂定開幕和頒獎禮事宜； 

 草擬運動員誓詞；和 

 撰寫訓練計劃。 

 

二、 每次課後均邀請同學對該課堂作出檢討和回應 

 

 學到甚麼？ 

 值得欣賞的地方？ 

 需要改善的地方？ 

 

三、 整個單元後的反思和訪談 

 

結果 

 

一、 自我反思及各組互評結果 

 

從同學收集回來的數據分析所得，大部份同學對採用此模式學習給予頗為正面的評價，並

表示學會懂得欣賞及肯定其他組別的工作。他們認為最能學到的東西，分別是團隊協作、

球例和裁判法、籃球訓練技術、籌措比賽、運動精神和態度等；而最令他們值得欣賞或滿

意的地方，分別是對工作和比賽的投入感、能發揮團隊合作精神、同學的比賽態度、比賽

事務和裁判工作等。此外，他們認為有一些地方需要跟進和改善，如改善裁判的執法水平、

球員的比賽態度、賽事的安排和教練的訓練方式等。 

 

二、 訪談結果 

 

從學生抽樣訪談中得知，同學認為這是一個特別而難忘的體驗，當中的過程很有樂趣和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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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性，是難得的學習經歷；他們更體會到籌措比賽不是一件簡單的事，當中須學習怎樣

與人合作和溝通，並發揮團隊精神，更要服從裁判的判決；而在籌備的過程和事後的檢討

中，同學均表示能發揮他們的創意和學習到如何對自己及其組別的表現給予中肯的評價，

發展了批判性思考。 

 

除正面的欣賞外，接受訪談的同學同時表示，花費了不少額外的時間，特別是利用課餘的

時間去開會和預備，更要按既定的進度呈交所需的資料給老師批示，這種「交功課」式的

要求是過往體育課中沒有出現過的體驗，因而感受到不少壓力。此外，部分同學表示在訓

練期間，教練未能指導他們怎樣訓練、比賽時有同學「打茅波」及裁判的差劣表現而令他

不服氣。這些皆是受訪同學的不快經歷，但卻是活生生的人生實際情況。 

 

三、 教師訪談結果 

 

筆者作為其中一個受訪對象，經過引用「競技運動教育模式」後，於訪談中有以下的領會

及感受： 

 

 這個教學模式能讓全人參與，各人皆有角色擔當； 

 能提升同學的參與率和增強了投入感； 

 籌措比賽中能發展學生的共通能力，如協作、溝通、創造力和批判思考； 

 在比賽過程中，學生能學會服從和欣賞，並發揮團隊精神；和 

 在情意和認知的發展上，此模式能發揮很大的效能。 

 

施行的限制和困難 

 

競技運動教育模式是嶄新課程模式和教學手法，筆者在執行上要摒棄以往慣常的教學模

式，在思想上要有所適應，除改變慣常的想法，亦要仔細研究此模式的特點和要求。此外，

筆者須額外付出課餘的時間去照顧學生多方面的需要，如組織球賽、編排賽程、訓練和裁

判工作，更要督導他們於指定日期完成既定的工作，因而在時間和工作安排上構成一定的

壓力。而此模式所需的教節比一般體育單元多（至少 8-10 節），因此須調節其他單元的節

數而影響了原先的教學進度。 

 

雖然此模式的教學效果不俗，特別是團隊球類運動，同學亦能得到多方面的發揮及發展他

們的批判性思考和創意，但不是每一種運動皆適合以此方式去運作，如田徑、體操等較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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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化的項目，當中牽涉不同的運動項目，因而較難統一處理；其次是由於所需的節數不少，

若果每每以此模式推行，老師和同學可能會吃不消，而每年能完成的體育單元則相應減

少，這可能影響本校多元化運動推廣，開拓學生視野的理念。此模式進行教學，讓學生得

到不同向度的發展，既能豐富學習經歷，又能發揮他們的創意及批判性思考，一舉兩得。 

 

總結和反思 

 

筆者今次的嘗試一種新的教學模式，著重要求同學多作思考、嘗試和創作。在角色上，自

己已由主導者變成協助者及教導者，由單向教授技能與評量學生的表現到提供比賽相關的

知識，由積極主導活動到啟發、輔導、享受和欣賞比賽。在思想上更學習「放手」，學習

「信任」，嘗試接受新事物，新思維，並多著眼發展學生的共通能力。在行動上，自己學

習了下放權力，讓學生多參與，多發揮，著重組員間和組別間的溝通、協作、創意和批判

思考，而自己只提供有關的資料和來源，並多利用課餘的時間作指導和討論，協助學生檢

討和反思，這些舉措皆是自己以往很少採用，而今次的嘗試讓自己在教學上有另一層的體

會，原來體育教學可以是這麼多向度和豐富。 

 

在整個活動中，筆者看到同學於籌備期間增進了交流和溝通，增強了彼此間的協作和了

解，他們將從不同的渠道搜集回來的資料，把它整理和組織，藉此發展了他們的理解和批

判能力。在組織比賽的過程中，同學發揮了創意、設計和撰寫比賽的章程、訓練計劃和賽

程……。是次安排，各組同學各司其職，並學習彼此欣賞、反思並檢視自己和各項工作的

表現，獨立思考和批判能力得以培養和建立。 

 

競技運動教育模式突顯了學生認知和情意部份的發展和培養，正正能配合現今體育課程改

革的要求和方向，而教師由過往主導者到現在的協助者及啟導者，在課程設計有嶄新的體

驗和學習，從中更了解到發展學生共通能力的重要和益處。因此，這不單是一次難忘的經

歷和體驗，也對筆者在教學上作出了一次深切的反思，在發展學生創意和批判性思考方面

上了寶貴的一課和得到重要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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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如何啟發學能較遜學生的創意 

 

陳鉅賢副校長 

可藝中學 

 

前言 

 

香港學校體育政策在不斷的蛻變，和有心的體育工作者默默耕耘下，體育在教育上的角色

慢慢受到重視，遠的不說，就以新高中學制下，體育可以獨立成為一個主要學習範疇，不

再依附在其他的學科下；至少可以說，社會人仕認同了體育是與其他科目有著不同的特

性。而在這發展推動下，教師有很大的專業自主空間，他們承擔著學校體育課程的整體規

劃、學習領域課程的設計與教材的編撰。面對這樣的挑戰，教師可以將自己所學之專業，

透過有系統之規劃統整教導給學生。而面對學生在學習上的個別差異，對教師的專業有著

很大的沖擊。如何對學能和成績較遜的學生，施加有效的體育教學，也著實增加老師的教

學壓力，更不可侈言發展他們的創意了。但這卻是體育教育工作者追求專業發展的好機

會，如何將困難突破，也是延續體育教育工作者繼續完善工作的動力。 

 

討論內容 

 

一、 找出因由 

 

一向以來，不少的香港學童隨著年紀的增加，對上體育課的負面態度也增加；他們不愛上

體育課的原因，可歸納為： 

 

（一） 枯燥久等、活動不足 

（二） 課程刻板、一再重複 

（三） 動作太難、危險性高 

（四） 不受尊重、被嘲笑 

（五） 經常失敗、自認能力不足 

（六） 學習環境不適當 

（七） 學習缺乏創意、缺乏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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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曾任教學業成績優異的學校體育課卅年，近三年有機會任教學能稍遜的學生，感受到

學能稍遜的學生與學能優異學生，不愛上課體育課原因，原無二致。據觀察和與教師們討

論後得知，學能較遜的學生對第 4 項和第 5 項的原因：不受尊重、被嘲笑，和經常失敗、

自認能力不足，是導致他們不愛上體育課的最主要兩項原因。這全是他們在其他學科的學

習，時常經歷失敗，引致他們信心不足。所以要發展這些學能稍遜學生的創意，我認為首

先便是要使他們在體育課中，得到老師和同學的認同；其次，便是培養他們的成功感。有

了這樣的基礎，他們才會愛上體育課，而其創意便會隨之而發展。 

 

二、 策略及具體方案 

 

在實踐的過程中，最有效令學生愛上體育課，從而舒展他們的創意，我會有以下的策略和

方案： 

 

（一）能力指標 

 

教師是活的，學生也是活的，所以每一位學生的能力都會各有不同，每班的學生的能力也

有不同，教師不宜採用一些「死指標」。那些外國的體能測驗指標，或是香港的，都只作

參考之用，不宜在學校依足全抄。我會依個別學生的體能發展而給予個別的指導，例如我

會在班上採用香港教育局建議的體測項目，但分數的訂定，則依其進步的幅度而給予評定

體能的成績，只要學生有進步，便不吝給予讚賞，較弱的便給予鼓勵和提醒。在技術上，

亦可以依學生的能力而給予不同的目標，目的是給予學生做運動的興趣為大前題。 

 

（二）課程設計 

 

Gallahue（1996）曾提出適用兒童的體育課程，其發展性的觀點不可被忽視，體育課程應

重視發展的特性。我十分贊同這說法，只要學校提供的體育課程，能重視學習者身心與動

作的發展，而且盡量多樣化，使不同興趣和潛能的學生，都能在體育課中找到樂趣、成功

感，學生便能從中找到運動竅門，從而發展他們在這運動上一些新的想法，創造意念便會

萌生。 

 

（三）教學模式 

 

我相信在三種條件中，體育老師的教學模式是最能影響同學的創意。我們都了解，體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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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在技能上可訓練學生外，還可以在情感和認知領域去引領學生學習，所以只要任教的老

師能取得同學的信任，和給予同學發揮新意見的空間，學生能活躍地參與課堂之外，還能

在學習過程中，發掘他們的創意。當然，對學生提出的意見，老師亦應多加尊重，這樣，

在同學自信心加強下，他們自然會提出他們的想法。老師只要能在上課時從以下各方面多

加思考，再配合自己的教學環境和學生的特性，自然會得到適合自己的一套具特色的創意

教學方法。 

 

1. 發掘學生潛能 - 使其獲得學習的喜悅； 

2. 增加機會 - 避免枯燥、減少管理問題； 

3. 變化課程 - 提升興趣； 

4. 增加器材 - 形式多變； 

5. 提升專業 - 建立支援渠道； 

6. 互動機會 - 增加參與程度； 

7. 科目形象 - 提升在學校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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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共融及多元化教學法以照顧學生個別差異 

 

劉家俊老師 

培僑小學 

 

摘要 

 

本文旨在介紹及分嘗培僑小學近年於體育科課程所推行的改革，其中包括不

同教學法如「指引發現法」、「合作學習」及「共融教學法」。「促進學習的評

估」及「學生學習歷程檔」等等的應用，以照顧學生的個別差異，促進學習。 

 

關鍵詞：體育教學法、共融及多元他教學 、共融教學法、個別差異 

 

 

體育 - 「育人教育」 

 

體育，顧名思義是「透過身體活動進行教育」(課程發展議會，2002)，透過身體活動能力

的發展，學生不但獲得和活動有關的知識，亦能明白安全措施的重要性，從而建立活躍及

健康的生活方式。現代的體育教學是「育人教育」，具系統及效能的體育活動更能促進學

生身心健全的發展，並培養他們有關的共通能力、正確的價值觀和態度。 

 

因此，「建立校園體育文化」、「有教無類」、「人人體育」，便成為我校體育科的發展目標及

路向，體育老師們皆眾志成城，致力推行多元化的學習活動，期望學生們都愛做運動，並

培養健康心身靈。 

 

共融及多元化教學 照顧差異 

 

一直深信教育是一項有心的事業，關愛每一位學生，讓他／她們都能健康愉快地成長是我

們的使命，可是，每一位學生都是一個獨立的個體，他／她們在認知能力、情意發展、學

習能力及潛能等方面都各有不同，因此，若要每一位學生都能各展所長，都能擁有成功的

經驗，卻又是談何容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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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照顧學生在體育學習領域上的學習差異，要他／她們更有效的學習，必須積極地探討有

關「照顧個別差異」的研究及發展。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機會是一有效的方案，其中「合作

學習」和「共融教學法」較適用於體育教學；就以「合作學習」而言，陳明和(1986)建議

強化學生彼此積極地互賴行為，有效促進學生的參與。他更建議透過訂定共同的學習目

標、建立成員間獎勵和回饋、分享資料和訊息及分配角色等方法。林坤燦(1985)指出，合

作學習應依據學業表現、性別和族籍混合分組，彼此互相指導和學習，學生會聆聽各組員

的觀點，綜合後成為自己的觀點，最後達成學習目標。讓學生合作學習，可以培養學生在

團體中如何有效地與人溝通、如何彼此支援，促進學習。 

 

改革教學法 

 

培僑小學是一所人人學習及互相關懷的學校，老師們在學習型的社群中每天都在進步及成

長，同儕備課、觀課文化及具目標的課研促成了這個具團隊精神的教學隊伍。同級老師透

過共同備課和同儕觀課，互相分享和觀摩，共同研究課堂的效能，改善學與教。過去兩年，

體育老師們分別做了多次體育教學法檢視的研究課，以足球、手球和乒乓球課堂學習為探

討的內容和目標。 

 

最初，我們嘗試把「指引發現法」(Guide Discovery)引入手球課。老師制定條件，然後引導

學生透過實踐、討論及觀察來發現進行該運動所需的技巧 。 

 

其後，我們亦嘗試引用「領會教學法」來代替傳統體育教學法教授足球，廖玉光博士(2002)

指出「領會教學法」能提昇學生的理解及思考能力，鼓勵學生思考後舉一反三，靈活運用，

又透過討論與同伴共同實踐，這些特點都能配合教改所建議推展的九大共通能力：批判性

思考能力、解決問題能力、創造力、溝通能力及協助能力等。 

 

Mosston & Ashworth (2002) 指出「共融教學法 (Inclusion style)」有三個特點：1) 以學生所

選擇的程度來評估表現水平；2)選擇一個難度水平作切入點，而這個水平是適合他們開始

該技巧訓練；3)老師設計指標讓學生檢視他們的工作。在「共融教學法」中，責任在學生

身上，而不是老師，同時學生自己作行動表現的回饋。老師的責任是就每一個學習主題設

計不同級別的難度、觀察學生的表現、回答學生的問題、回應學生選擇的練習是否適合自

己的程度。因此，學生若達到該難度的要求，可向另一難度級別挑戰。若未能達到該難度，

亦可降至較容易之目標，能力較弱的學生也不會在學習過程中遇到挫敗而感到氣餒，因為

他最後必會達致自訂的目標。這種學習模式鼓勵學生超越自我，不用與他人作比較，在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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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學習經歷中，學生將會明白及接受個別差異，學會尊重別人，培養互愛互助的精神。 

 

去年度，我嘗試以「共融教學法」教導乒乓球課，以分組學習模式，設計不同難度，讓不

同能力的學生都能學得更好。在嘗試成功後，便逐步推展至各級，其後更推展至籃球課，

成效頗佳。課堂的設計特色是由熱身的體能訓練開始，以至發展技能的合作學習，學生清

楚了解每個學習主題的學習目標及其難度級別，學生可自由選擇適合自己程度的難度級

別，適切地照顧了個別差異。 

 

體育個人檔案 

 

為了讓學生清楚了解每個學習主題的學習目標，我們在五、六年級設計了校本的「體育個

人檔案」。在每個學習單元結束後，學生可透過自評、同儕互評或老師評核，了解自己在

知識、技能及態度等各方面的表現水平，作出反思，並為自己訂定未來努力的方向。在「個

人檔案」中，加上家長、老師和同學的回饋或勉勵說話，共同分享學習成果。 

 

評估模式 促進學習 

 

「體育評估」應以促進反思和培養學生終身學習的態度為目的。因此，我們嘗試運用周華

博士(2003)在「促進體育學習的評估」所提出的「主導原則」及「評估模式」等理念(周華，

2003)，編定了「單元式評估」，藉此了解學生在各單元的學習情況，亦讓學生明白及關注

個人學習目標的達到，並即時了解自己的學習進度，辨認自己的強弱，作出適時的調整，

建構一種不斷學習，講求進步，追求卓越的學習精神；此外，透過同儕互評，學生更能有

效地發展批判性思考之共通能力。 

 

計分方法 

 

由於本校五、六年級的體育科分為四個評分項目，包括：技能(40%)、體能(30%)、態度(20%)

及知識(10%)，故此「體育個人檔案」編定為上、下學期共有八個單元，每學期四次單元評

估，在老師評分欄中最高的兩次為技能分數。而體能分數就按坐地前伸、立定跳遠、六分

鐘跑三項來評定成績。 

 

實踐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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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的結果顯示，學生們對「學生體育個人檔案」和「共融教學法」的反應非常正面，令

我感到十分鼓舞。在「學生體育個人檔案」方面，80%學生能透過此檔案檢視自己能力，

制定下一個目標；60%的學生能透過文字抒發對體育活動的感受，並較以前更喜歡體育活

動；超過 40%的學生認為能提昇體育知識；93%的學生喜歡每單元進行一次評估。學生們

認為當自己學懂技巧後，可立刻展現給同學和老師評核，可以更早地改進自己的技巧。此

外，有接近 97%的學生喜歡同學之間的互評，70%的學生覺得經過評估後，自己對體育活

動的評鑑能力有了進步；有 80%的學生在經過評估後，認為自己能反思自己的學習；有 90%

的學生認為透過「學生體育個人檔案」能更了解自己的學習表現。整體而言，意見是正面

的，這些也是學生批判思考的顯証。 

 

另外，全體學生都表示喜歡以「共融教學法」來學習。學生們全都喜歡挑戰難度；又有接

近 87%的學生經過這安排後更願意去學習；有接近 77%的學生認為能掌握這節課所教授的

運動技巧；有超過 93%的同學認為按能力分組這方法較以前的直接分組更有動力。以上各

資料顯示，學生們絕大部份都喜歡「共融教學法」的安排，認為對自己的學習有幫助。意

見也是正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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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透過體育以發展輕度智障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力 

 

龍惠玲老師 

救世軍石湖學校 

 

摘要 

 

本文旨在從實際的課堂教學經驗中，透過不同的層面以驗證能力稍遜的輕度

智障學生亦有能力於體育課堂上學習及養成批判性思考能力，縱使他們的學

習能力在不等的起跑線上，只要教師能因應他們的學習特性，施以適當的教

學策略，他們一樣可以透過批判性思考學習提升其智力。 

 

關鍵詞：體育、輕度智障學生、批判性思考能力、教學策略 

 

 

前言 

 

配合本港的教育改革，課程發展議會於 2001 年發表「學會學習—課程發展路向」報告書，

其主要的改革建議為從強調知識的灌輸轉為著重學生如何「學會學習」，從偏重學術轉為

多元化的全人發展。並制訂了一個包含學習領域、共通能力、價值觀和態度三個互有關聯

的課程架構，體育科作為其中一個學習領域，當然需要在學生不同的學習階段上推展有關

的共通能力、價值觀和態度。而特殊學校作為本港教學體系的其中一環，當然亦需共同推

行之。 

 

本港體育課的一般推展情況 

 

惟本港中、小學及特殊學校之體育科教學一貫以「身體的教育」為取向，即以發展身體為

首要目標，於體育課堂中均以體力活動為主，加上體育教學以教師主導、直觀及操練為主，

故此體育科較少推展及發展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力。此種情況在智障特殊學校猶甚，苟因

他們被認定智力因先天有所限制，沒有能力參與智力性的學習，更遑論被認為屬高階思維

及與智力發展息息相關的批判性思考能力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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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思考能力的重要性 

 

批判性思考是從一個問題出發，過渡到該問題解決的思考過程 (Carroll, 1981)。再者，批

判性思考不僅是質疑、判斷的精神，更重要的是對問題作多層面的探討和不同解決方案的

考慮 (Kurfiss, 1989)。根據上述兩位學者所言，批判性思考能力並非高不可攀的能力範疇，

細加揣摩在日常的體育課堂教學中，學生均能進行類似的思考過程，並引伸出以學生為主

導，透過由學生自行反思、驗證所掌握的知識是最為牢固的，採用議題為本教學法取代教

師直接及示範教學法，讓學生透過班際腦力激盪提出解決方案及嘗試親身驗證，在此教學

範式逆轉底下，學生的學習效益是顯而易見的，特別是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輕度智障學生

而言更形重要。 

 

輕度智障學生有能力進行批判性思考學習活動嗎？ 

 

誠言，輕度智障學生的智能發展較一般人為慢，智商在 50 至 69 之間，且多兼伴隨有不同

的症狀，包括： 

 

一、 自閉症 

二、 唐氏綜合症 

三、 過度活躍 

四、 讀寫困難 

五、 言語障礙 

六、 感覺統合失衡 

 

再者他們在學習方面更有種種困難，何華國(2004)歸納下列五項明顯的特徵，直接影響他

們的學習效能： 

 

一、 對學習具有失敗的預期 

二、 注意力的缺陷 

三、 不善於組織學習材料 

四、 短期記憶的缺陷 

五、 學習遷移的困難 

 

在種種不利情況下他們有能力進行高層次的學習內容嗎？他們明白嗎？他們有足夠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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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能力嗎？他們可以進行討論活動嗎？總而言之，大部分人士均質疑甚或否定他們有能力

進行與智力息息相關的批判性思考學習活動。 

 

事實上，特殊教育作為本港教育體系的其中一部份，在同一課程架構及以學生為中心底

下，應據此以發展學生的共通能力。此外，在「平等」的原則底下，所有學生均應有同等

的學習權利，對於能力稍遜的一群，作為特殊教育工作者，應設法令到他們在其學習困境

中，掌握活的知識及技能，享受學習的樂趣，並從愉快的學習過程中培養不同的能力，以

準備迎接未來生活中的所有挑戰，而非為學生自設門檻，令致學生未能如主流學校學生一

般學習應有的共通能力，此乃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輕度智障學生在體育科上須達致的基本

目標。 

 

皮亞傑將人類認知發展的整個歷程分為感覺動作期、運思前期、具體運思期、形式運思期

四個階段（溫明麗，2002），智障兒童的認知發展亦可以皮亞傑的發展理論加以說明(何華

國，2004)，其中殷赫德 (Inhelder，1968)認為輕度智障兒童可達致具體運思期。雖然他們

一般皆有歸納、推理與概念化上的困難，因此也限制其對抽象教材的學習與解決問題的思

考能力，易言之，智障兒童不善於運用適當的思考策略，以從事學習或解決所面對的問題。

惟根據皮亞傑上述的發展理論，他們對思考策略是具有學習能力的。(何華國，2004) 

 

根據批判性思考能力的理論架構下的四個階段(McBride, 1992)，分析智障學生的學習歷程： 

 

一、 組織思維(Cognitive organization) 

認清問題的本質，如聆聽老師的講解、觀察老師的示範、閱讀工作咭、提問等，以

激發學生的思考。 

二、 作出思維的行動(Cognitive action) 

利用所得的訊息以改良反應，作出判斷及建構假設。 

三、 展示思維及技能成果(Cognitive and psychomotor outcomes) 

測試假設或反應，作出判斷以展示技能及測試，提供另類或不同的動作反應。 

四、 適合技能的掌握、解難、自我主導遊戲及創作活動 

 

能力稍遜之學生無疑只能達致第一階段，惟不同能力之智障學生確能展示其在不同階段之

表現。  

 

再以 Fogarty and Bellance (1989) 所提出的三個不同層次的思考水平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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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Level I - 

列名、數出、形容、配對、背誦、回想、選擇、說出 

二、 Level II - 

分析、比較、分野、分類、分別、解釋、啓示、原因、次序、解決 

三、 Level III -  

原理之應用、預計、推測、假設、判斷、估計、分析類別、推斷、評鑑 

 

毫無疑問，大部分輕度智障學生均能展示出第一層次的思考水平，因此在課程內容加以適

當調適下，輕度智障學生是有能力進行批判性思考學習的，惟必須為他們創造有利的教學

情境(Lipman, 1988; McBride, 2004; Gossett and Fisher, 2005; McBride, 2004; Park and Helsler 

2001; McBride and Cleland 1998)： 

 

一、 以學生相互教授、協作學習 

二、 利用提問以轉移學生對自己學習負上較多的責任 

三、 容許學生探索及犯錯 

四、 建立較開放的學習環境 

五、 能引發及接受另類解決方案 

六、 對他人的意見及情境具敏感度 

七、 能觀察整體形勢 

 

培育輕度智障學生批判性思考能力的教學模式 

 

本校嘗試引用多様化的教學模式及概念以培育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力，其中適合於輕度智

障學生的包括有下列的建議： 

 

一、 領會教學法 

二、 利用各類型的思考方法 

三、 利用 Bloom＇s 之智能目標分類法-知識、理解、應用、分析、綜合、評鑑的應用 

四、 問題為本的學習 

五、 專題研習的學習 

六、 協作學習 

 

其中「領會教學法」的主要特點是鼓勵學生多運用思考，以自己的能力去學習，繼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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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興趣及成功感。傳統教學法把技術動作作為教學重點，接著學生進行單項技巧學習，

待學生掌握有關技巧後進行比賽，領會法則使學生能以遊戲性的比賽中作為開始，不會因

技巧不佳而出現不能進行比賽的情況(廖玉光，2002)，這種情況在傳統教學法中經常出現，

能力稍遜的學生往往只可坐在場邊觀戰。據此讓他們了解技術融入比賽中的關聯性。因為

透過以球賽開始的轉變，學生曉得為什麼要學習此種技能，在「知所為而為」底下，他們

的學習態度亦有所改變，而最重要者乃為懂得將有關技術串聯運用於比賽中。此種學習程

序的逆轉對不善於運用適當的思考策略的輕度智障學生有莫大的裨助，讓他們在實際情境

中體會到應面對需解決的問題，從而更有動機及興趣學習有關的技能並予以有效地運用。 

 

事實上，在體育課堂的各個環節上，諸如：準備部分、發展部分及總結部分均可為學生創

造培養批判性思考能力的實際情境，而當中更可因應輕度智障學生的學習特性及進程，運

用不同層次的漸進對話模式及策略，包括個人討論反思、班際討論反思、小組討論反思，

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以下是實例的簡作介： 

 

一、 實施初期，採用班際討論模式，配合封閉選擇式作主導提問討論，讓學生在導引底

下嘗試學習這種討論學習模式。 

二、 待學生養成上述習慣後，應漸次以小組形式及開放式提問取代之。 

三、 對於小組之組成情況，應有一特定的安排及要求： 

(一) 男女學生數目按比例作平均分配； 

(二) 每一小組之組員包括有能力高、能力稍遜、主動學習者、被動學習者、拙於

辭令者、過度活躍滔滔不絕者； 

(三) 在過程中組長需引領組員共同參與小組討論及學習推動組員發言。 

四、 教師擔當學習推動者的角色，巡迴於小組中，端視小組的討論情況作適度的介入，

並協助群性較弱的自閉症學生、有情緒及行為偏差問題之學生參與小組之活動。 

 

結語 

 

輕度智障兒童不善於運用適當的思考策略，以從事學習或解決所面對的問題乃不容否定的

實際情況。惟他們對思考策略還是具有學習能力的，因此智障兒童思考策略的學習就成了

特殊教育工作者的責任了。 

 

為師者不可為學生自設門檻，窒礙學生的發展，輕度智障學生之學習能力確與普通學生有

一定的差距，特別是較抽象或理論性較強的學習範疇，在此情況下更需為他們創造一個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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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學習環境，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益，故此教師先須作下列兩方面的適度調適及改變： 

 

一、 觀念的改變(Mcbride, 1991; Schwager & Labate, 1993; McBride and Cleland 1998; Park 

and Heisler, 2001) 

 

(一) 著重批判性思考能力於體育的培育 

(二) 願意及能策劃、組織及評鑑相關的學習經驗 

(三) 擔當啓發者的角色，而不是資料控制者 

(四) 對學生學習較少的干預 

(五) 對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力有期望 

(六) 給予學生思考的責任 

 

二、 教學方法的轉變(Cleland and Pearse, 1995; Cleland, 1994) 

 

(一) 課堂運作方面 

 

 分配較多的學生思考時間及研習機會 

 由傳统以示範、重覆練習、直接教學法轉移至間接教學法 

 採用促進探究的教學形式 

 設計促進批判性思考能力的學習環境 

 

(二) 教學策略方面 

 

 透過提問建立批判性思考能力的情境 

 比較及分野 

 設計推論情境 

 參與報告以鞏固動作設計 

 分析動作的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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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高爾夫球教學 

 

朱子溢老師 

鳳溪第一小學 

 

甘偉強導師 

香港教育學院體藝學系 

 

摘要 

 

本文旨在與教育同工分享高爾夫球教學的經驗，其重點是以互動式的解難教

學法讓學生投入此運動，令他們作同儕學習，促進學習效能，從而發展學生

之創造力及批判性思考。筆者希望藉此文章讓教育同工認識此運動，配合不

同學校的實際情況和資源，於香港學校體育課程中推展高球，讓學生獲得此

運動獨特的益處，並以此運動為終身運動，達致體育終身化。 

 

關鍵詞：體育、高爾夫球、高爾夫球教學、解難教學法、創造力、批判性思考 

 

 

引言 

 

高爾夫球在不少人心目中是一項高不可攀的運動，亦有人認為它是一項貴族運動，但隨著

時代變遷，香港的高爾夫球場、練習場和高球商店愈來愈多，而參與此運動的人更愈來愈

趨年輕化，青少年或兒童在練習場上揮桿已經是司空見慣的現象，更有不少家長視此運動

為親子運動。可是，在香港大部份的學校體育課程中，高爾夫球並不包括其中，查其原因

大多涉及學校的資源分配、場地運用與教學方法等問題皆有待解決或研究，所以令不少體

育老師卻步。 

   

筆者在此文分享一些高爾夫球教學的經驗，其重點是以「解難教學法」讓學生投入此運動，

令他們作同儕學習，促進學習效能。筆者希望藉此文章讓教學同工認識此運動，並配合不

同學校的實際情況和資源，從而推展高球於香港學校體育課程中，讓學生獲得此運動獨特

的益處，並以此運動為終身運動，達致體育終身化。 



體育教師暑期學校 2008 

72 
 

解難教學法教學模式 

 

劉永東、徐佶和翁俊杰(2006)在他們的《“問題解決＂教學模式在跨欄跑技術教學中的應

用研究》一文中談及解難教學法的教學模式，他們認為此教學法以心理學、建構主義學習

理論、教育學、訊息加工論和動作技能形成規律作為理論基礎。在這模式下的教學過程中，

教師創設難題情境是中心的環節，而學生則於難題引導下，進行批判性思考及實踐驗證。

最後，當學生達到知識和技能的應用時，通過應用又產生新難題。學生從中不斷發現問題，

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因此整個教學基本以解決問題的方式來獲得新知識(黃

明熙，2002)。 

 

總的來說，解難教學法以問題為主線，以教師為主導，以學生為主體，構成一個相互聯繫，

相互促進的教學程序(劉永東等，2006)，如下圖： 

 

教學 

(問題為主線) 

創設難題 

情境階段 

 分析探究

問題階段

 組織解決

問題階段

 練習鞏固

反饋評價

            

教師 

(教為主導) 
提供信息 

 提供信息

引導思維

 
總結規律

 
提供反饋

            

學生 

(學為主體) 
識別問題 

 搜!集信息

探究解答

 獲取知識

掌握技能

 
遷移應用

 

高爾夫球運動的好處 

 

高爾夫球起源於蘇格蘭，相傳由當時的牧羊人所發明，並早在 15 世紀中期，高爾夫球運

動在蘇格蘭已十分盛行，更成為皇室成員的最愛。長久以來，高爾夫球運動都是皇室、貴

族或富商等才有能力享受，因為當中涉及高爾夫球場、高爾夫球桿等昂貴設備的需求，並

且不同的高爾夫球俱樂部都有特定的入會要求。直至現在，由於經濟氣候的改變及社會結

構的不同，此運動漸漸地普及化，一般人都可以投身於這項運動中。 

 

雖然高爾夫球愈趨大眾化，但是這項運動仍然保留其高雅、莊重、自律、沉穩等特色，因

此參與這項運動對學生有不少禆益，現簡述高球運動的好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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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改善身體素質 

 

由於高球比一般持拍類運動的球桿長度更長、球體積更小，因此當學生在打球時，全身肌

肉必須要配合及協調，才能做出揮桿或推桿動作去擊出高爾夫球，結果學生的身體協調能

力和用具操控能力得以改善。 

 

二、 培養品格 

 

高爾夫球是一項紳士運動，學生透過參與此運動，從中學習誠實、堅毅、公平競賽等態度，

並必須遵從此運動的特定禮儀去尊重別人。 

 

三、 控制情緒 

 

急躁、衝動是打高爾夫球的大忌，學生若然抱著心煩氣躁的心情必定不能打到好球，因此

他們必須以沉穩、冷靜、平和的心境去判斷、分析每一個處境和每一球。 

 

四、 富有挑戰性 

 

高球是一項技能性的運動，學生需要較佳的技巧才能撃出好球，每一球都因不同的場區、

球道、場地、障礙或處境而有所不同，但卻只有一個目標─「入洞」，因此這是一項既富

有挑戰性，又有清晰目標的運動。每當學生達到其目標─「入洞」時，皆會展現歡天喜地

的笑容，可見其滿足感之大。 

 

五、 親子運動 

 

高爾夫球是一項老少咸宜的運動，亦不受年齡、性別、體型等條件限制，因此不少父母都

喜歡與子女一起打高爾夫球，既可增進家人的感情，又可培養孩子以此運動為終身體育運

動項目。 

 

六、 培訓精英 

 

現今世界頂尖高爾夫球員大都在 6 至 7 歲開始接受訓練，而著名球手老虎活士(Tiger Woods)

早在 3 歲時就開始學習高球。孩子的模仿能力很強，愈早讓學生學習高爾夫球，學生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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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尖運動員的機會則相應提升。(鄧儉輝，2008) 

 

香港高爾夫球運動的迷思 

 

隨著時代的變遷，不少高爾夫球俱樂部或機構均積極推廣高球運動，它們近年亦積極於不

同的學校作推廣活動，但是，據筆者的經驗及觀察所得，大部份學校高球推廣活動只流於

一次性的課外活動，學生只能嘗試接觸此運動。即使這些機構或學校舉辦高爾夫球訓練

班，亦只是集中訓練學生的全揮桿技巧。筆者曾見聞有學生全年只在高球練習場上不斷作

揮桿練習，雖然筆者認同揮桿在高爾夫球技巧上的重要性，但是筆者認為揮桿不能代表整

個高球運動。 

 

高爾夫球運動是一項目標導向的運動，其目標就是「入洞」，並且它是一項以比賽主導的

運動 (Mitchell, Oslin, & Griffin, 2003)。另外，學習高球不單涉及技能和技巧層面，更要求

學生學習不同禮儀、知識、誠實、公平等體育態度，因此決不能局限學生只練習揮桿動作。 

 

鑑於香港學校體育課程鮮有高爾夫球教學，因此筆者與敝校體育老師在思想和策劃高球運

動教學時，參考了國外、國內及台灣高球學者教學的經驗，並有幸得到香港教育學院甘偉

強導師的協助，配以敝校校本體育課程，討論出以下高爾夫球運動教學計劃，並嘗試在學

校全校推行，作為試驗先導教學，其計劃如下： 

 

鳳溪第一小學單元大綱 

 

項目名稱： 用具操控及高爾夫球    教師：       朱子溢老師          

 

內容      

主題 
 

等級/ 
級別 

技能 用具 動作原理 活動概念 動作概念

 

I 

原地撥球 

撥球前進 

推球/運球前進 

推桿 

軟排 

紙球 

網球 

身體：單手(慣用)/雙手 

空間：個人、一般 

路線：直線、之字線、弧線 

方向：前 

跑壘 運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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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主題 
 

等級/ 

級別 

技能 用具 動作原理 活動概念 動作概念

 

II 

撃球向前 

瞄準撃球 

擊弧線球 

劈起桿及推桿

軟排 

紙球 

網球 

身體：雙手 

空間：個人、一般 

擊球弧線：直線、弧線 

方向：前 

瞄準 

 

擊 

 

III 

定點拉桿法

(直線推桿) 

推桿入洞 

設計球洞 

推桿比賽 

推桿 

推桿席(Putting 

mat) 

膠洞 

身體：雙手 

空間：個人、一般 

方向：前 

瞄準 

比賽 

設計 

推桿

(putting) 

 

IV 

短距離鐘擺撃

球法 

水平半揮桿擊

球法 

上果嶺比賽

(短距離) 

鐵桿 

Swing mat 

人造草或旗桿

身體：雙手 

空間：個人、短距離 

水平：中 

方向：前 

瞄準 

比賽 

鐘 擺 式 揮

桿 

 

V 

水平半揮桿擊

球法 

全揮桿擊球法 

短距離比賽

(兩桿洞) 

鐵桿及推桿 

Swing mat 

人造草或旗桿

膠洞 

身體：雙手 

空間：個人、短距離 

水平：高、中 

方向：前 

瞄準 

比賽 

半揮桿 

(Flat 

Swing) 

 

VI 

全揮桿擊球法 

中距離比賽

(三桿洞) 

設計球道 

鐵桿及推桿 

Swing mat 

人造草或旗桿

膠洞 

軟墊 

身體：雙手 

空間：個人、中距離、小組 

水平：高、中 

方向：前 

瞄準 

比賽 

設計 

全揮桿 

(Full 

Swing) 

 

高球教學計劃的理念 

 

在整個教學計劃中，筆者試將高球技能分為基礎活動(用具操控)、推桿、半揮桿和全揮桿，

將它們分階段安排在一至六年級進行，並計劃在六年級進行迷你高爾夫球班內比賽。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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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的教學過程中，整個計劃以解難教學法和體育運動教學模式進行教學，讓學生以迷你高

球比賽或模擬遊戲應用其技巧，並配以不同難題或處境讓學生作解難活動，以促進學生之

批判性思考能力。 

 

一、二年級的課堂內容編排主要為高球相關用具的操控技能，讓學生初步接觸球桿，配以

遊戲形式提高其學習動機和興趣。三年級開始學習推桿進洞，讓學生以迷你高球運動，配

以球道或球洞障礙物增加學生面對不同處境或難題的機會，讓學生親身嘗試解難，從而學

習當中的技能。另外，推桿進洞是高小學習高爾夫球的基礎技能，讓學生嘗試以比賽或模

擬遊戲形式學習高球。高小集中學習半揮桿、全揮桿、球道設計和進行迷你高球比賽，讓

學生體驗模擬高爾夫球比賽，作為他們投身於此運動的起點。 

 

高球教學難題情境 

 

運用解難教學法進行教學前，必須要清楚知道教學包含的難題情境，才能創設出當中特定

的情境讓學生作解難活動，從而促進學生之創造力及批判性思考。高球是一項非常複雜的

運動項目，運動員經常面對很多不同的情境或難題，當中包括打球力度、揮桿幅度、打球

方向、球桿運用、越過障礙、環境處理和球道設計等，不過它們未必會同時出現在一次高

球運動過程中。筆者試以推桿教學為例，其難題情境只包括打球力度、打球方向和球道設

計。 

 

推桿教學的優勢 

 

推桿是高爾夫球「入洞」前的運動技巧，高球比賽離不開以此技巧為每個球洞的終結，從

學生參與高球運動的考慮下，必先學會推桿才能終結一個簡化的高球比賽。 

 

不少老師一聽見高爾夫球就將它拒於門外，其原因之一是擔心學生進行揮桿活動時的安全

問題。推桿動作相對揮桿動作的幅度較小，因此相對地較安全，所需場地的要求面積亦較

小，更可加入迷你高爾夫球運動的元素──障礙物於教學當中，增加學生對高球的興趣和

動機。 

 

回應本文題目，下文集中分享推桿教學的實際經驗，並應用解難教學法，列出推桿教學計

劃表，讓各體育老師同工認識高球運動教學的實際情況。筆者於小學三年級進行試驗教

學，學生們未曾學過高爾夫球運動，亦未曾進行過相關的活動，只有基礎活動中的用具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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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能力為其已有知識。 

 

鳳溪第一小學推桿教學計劃表 

 

主題 

級別 
技能  用具  動作原理  活動概念  動作概念

 

III 

定點拉桿法 (直線

推桿) 

推桿入洞 

設計球洞 

推桿比賽 

推桿 

推桿席(Putting mat)

膠洞 

呼拉圈 

雪糕筒 

豆袋 

計分紙 

工作紙 

身體：雙手 

空間：個人、

一般 

方向：前 

瞄準 

比賽 

設計 

推桿

putting 

 

推桿的教學用具 

 

高球運動牽涉不少的用具器材，當中包括高球專用器材，同工可考慮學校實際情況，利用

學校日常體育的用具器材作教授高球，現作闡述如下： 

 

一、 球洞 

 

不少高球商店都有專用高爾夫推球杯售賣，它可平放於草地或平地上，形狀大小與真正球

洞一樣。但是，球洞亦可以不同大小的呼拉圈代替，它們的好處是可讓老師就學生的程度

而決定球洞的大小，從而控制推桿入洞的難度，更能靈活運用於不同年級的教學上。 

 

二、 球桿 

 

推桿必須以學生的身高而定，而一般市面上的兒童或青少年推桿亦適合於中小學的課堂教

學，但初小與高小學生的身高大差別很大，因此筆者建議學校添置推桿時可選擇兩種不同

的長度，讓學生依自己的身高而選擇球桿。此外，若體育老師考慮購入大批球桿時，可考

慮前往中國內地的高球器材商店選購，因它們的價格較本地的便宜。 

 

三、 高爾夫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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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學校擁有一片草地作推桿教學，老師可使用一般高爾夫球作教學，但是若需要在雨天操

場或籃球場等平地進行教學，老師則需使用迷你高爾夫球或壁球代替。此外，高球器材中

亦有不少練習球可供老師選擇使用，它們的好處是球的重量很輕、擊球距離較短，因此其

安全性亦相對較高。 

 

四、 障礙物 

 

推桿教學將會運用不同的障礙物增加推桿的難度，而一般學校體育器材都能成為障礙物，

如：雪糕筒、豆袋等。 

 

五、 其他 

 

推桿教學亦需配合其他高球器材，例如：定位點、計分紙、旗桿、推桿專用毯等。 

 

推桿的教學重點和過程 

 

在整個推桿試驗教學中，推桿教學應被分為多個教學要點和過程，並配以直接、解難教學

法和運動教學模式的應用，讓學生建構高爾夫球技能、知識、策略和態度，現作闡述如下： 

 

一、 握桿 

 

學生可從使用棒球式握桿法作開始，因這種握桿法較適合初學者。老師可就學生使用雙手

握桿，雙手在握把上並排，沒有重疊，而老師亦可以「握劍」或「握球棒」等比喻，讓學

生較容易明白。 

 

二、 站姿 

 

學生需將雙腳打開至與肩同寬，身體向前傾，背部需保持挺直，手肘放鬆略彎曲，膝部稍

為放鬆，而球置於兩腳中間偏左位置。 

 

三、 推桿技巧 

 

推桿主要是用肩膀擺動的力量，將球推出。學生需將雙臂、肩膀及推桿一同從後方啟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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桿，平順地向下揮桿，擊球後順勢送桿。 

 

四、 發球區、定位點 

 

定位點用以幫助學生知道球洞的發球位置，而學生必須在球洞定位點處或發球區（定位點

後面位置）進行發球。另外，發球次序需由上一個洞較低桿數的學生先發，若成績相同，

打球次序則與對上一洞相同。 

 

五、 標準桿 

 

老師通常著學生於球洞向外行指定常步，定出球洞的標準桿數，而學生在該洞打出標準桿

數為平標準桿，打出低一桿為“小鳥＂(Birdie)，高一桿為“柏忌＂(Bogey)，總桿數較低者

為勝。在實際推桿教學中，球洞向外行 1 常步的標準桿為 1 桿，球洞向外行 2 常步的標準

桿為 2 桿，如此類推。如果球洞設置了任何障礙物的話，需將增加 1 桿標準桿。 

 

六、 擊球路線、停球位置 

 

在推桿攻洞策略中，老師可以運用解難教學法進行教學，分階段地提出不同的難題和情

境，讓學生先親身嘗試，從中找出擊球路線，再由老師作總結，並再次提出難度較高的難

題和情境。 

 

此部份的教學中，老師可在推桿路線上擺放一個雪糕筒，由學生自行發現擊球路線和停球

位置，並嘗試讓學生分析擊球的最佳路線，例子如下圖： 

 

 

 

 

 

 

 

 

球洞 ＝  定位點 ＝  雪糕筒 ＝  豆袋 ＝  

 

 

停球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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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學生解決了這難題下，老師可增加不同的障礙物，讓學生繼續進行解難活動，從而引伸

下一個推桿教學部分──設計球道和迷你推桿比賽。 

 

七、 設計球道 

 

在設計球道前，老師可介紹不同的迷你高爾夫球障礙設置，並以它們為不同難度的難題，

包括球道障礙（金字塔、窄縫洞障）、球洞障礙（群兔守穴）和混合障礙設置，亦可讓學

生認識設計球洞的理念，其設計理念如下： 

 

 

 

洞區１：角錐障礙     洞區２：直撃障礙    洞區３：群兔守穴 

 

混合障礙設置包含了球道障礙和球洞障礙兩個概念，增加球洞的難度。老師從解難活動

中，可讓學生體驗不同障礙設置的難度，使他們設計球洞時有更高層次的設計理念。 

 

在小組設計球洞活動中，老師擔當一個輔助的角色，運用不同的障礙物和工作紙，安排學

生設計不同的球洞以促進他/她們的創意。學生在設計過程中，需配以討論及嘗試推桿，

親身體驗小組球洞的難度。設計球洞後，老師可安排一個迷你高爾夫球推桿比賽，學生則

輪流往其他小組的球洞作賽。在整個迷你比賽中，學生均會面對不同難度的球洞、難題和

情境，而這些難題都不是老師提出，卻由學生小組向其他小組提出的難題情境，因此其互

動性則會傾向學生、小組和班別，增加學生相互之間的互動性，從而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和興趣。 

 

高爾夫球教學反思 

 

筆者從前以為高爾夫球是一項成人或老年人運動，認為小朋友對高爾夫球必定毫無興趣，

但是，從上述推桿教學過程當中，發現學生對推桿有強烈的興趣，迷你推桿比賽增加課堂

的互動性。老師要求學生分小組設計屬於自己小組獨有的球洞，令學生在比賽過程中可以

展示自己設計的球洞，亦可以到不同小組的球洞比賽，從中互相作比較，而學生又可互相

以比賽形式進行活動，令課堂氣氛熱烈，使課堂變得情境化，多元化及充滿生氣。 

 

再者，學生在設計球洞的過程中，利用工作紙協助小組進行討論，從設計中可見學生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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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分工，而老師在全班討論中又可作小組球洞的展示，互相討論和評鑑各球洞的設計

理念，提高課堂的素質，亦可從中發展學生不同的共通能力，並可達到發展學生的創造及

批判性思考能力的目標。 

 

由於高爾夫球是一項技巧性運動，它沒有如短跑、籃球等運動項目般劇烈，因此學生在整

個推桿活動中欠缺充分的運動量。有見及此，敝校體育校本課程要求體育課開始和結束前

加入體適能活動，彌補運動量不足的情況。此外，於高球推桿比賽加入體適能的元素，讓

學生在每個球洞比賽前進行指定的體適能活動，令學生在整個課堂內不斷活動，達到充足

運動量的要求。 

 

應用解難教學法於推桿教學中，發現學生對擊球路線、停球位置和設計球洞都掌握得非常

理想，相反，學生對推桿動作的要求、站姿、握桿等技能則未能完全掌握。不過，由於高

爾夫球的技術較其他運動更難掌握，因為當中牽涉不同的器材和用具，學生未能掌握推桿

技術不代表解難教學法或運動教學模式的不足，而筆者則會嘗試解難教學法或運動教學模

式於其他技巧性較低的運動教學當中，再次檢視其技能上的教學效能。 

 

結語 

 

可能不少老師認為推展高爾夫球推桿教學是天方夜譚，因他們覺得資源投放過多、安全問

題及學生興趣問題等會成為推行的阻力。但是，高爾夫球是一項終身的運動，它與現時學

校體育一般推行的運動項目有著相同的教育目的，學習高爾夫球的價值在於它能培養出學

生的正面態度和價值觀。本單元嘗試應用了情境設置，解難教學法及球道設計以培養學生

的批判性思考及創造能力。因此，建議體育同工們嘗試在體育課程內安排此體育運動及各

類型的教學法，讓孩子有不同的體育經驗，擴大學生的體育運動眼界，提供學生多元化的

學習經歷，幫助他們發展其思考能力及終身運動的目標。 

 

以上的分享乃拋磚引玉，當中有很多不足之處，敬請各位教育前輩不吝賜教，以便筆者可

以不斷改善，造福莘莘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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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透過基礎活動的解難發展學生創造力 

 

陳錦雄博士 

 

摘要 

 

本文旨在討論如何在學校體育透過解難發展學生的創造力。文章介紹及討論

創造力與解難的本質、發展策略及評估等範疇。在應用與實踐方面，我們介

紹了在學校體育推行創造力教學的策略及注意事項，並附以教學實例加以說

明。 

 

關鍵詞：學校體育、解難、創造力、基礎活動 

 

 

引言 

 

科技進步改變了世界，既改變了人類生活習慣，且增加了資訊流通，使新一代年青人面對

著前所未有的社會衝擊。電腦及互聯網的應用不單有助學生接觸到世界上不同的事物，且

更容易接收到大量資訊。電子通訊及遊戲更加改變了年青人的消閒習慣(Tinning and 

Fitzclarence, 1992)。面對著社會的重大改變，作為教育的一部分，體育科又應如何自處？

體育科的角色及使命又如何呢？如何協助青少年面對如此巨大的社會變革呢？ 

 

環顧世界各地，包括英、美、澳、紐(Wright, 2004)及香港，體育課程日趨重視學習認知理

論(Cognitive theories of learning)，如批判性思考或解難，此等思考技能更被列為體育課程的

共通能力 (Generic Skills)。 

 

Wright (2004) 認為，面對「資訊爆炸」的年代，學校有責任培養年青人如何分辨知識的真

偽、挑戰一些理所當然的事物（如運動帶來健康），從而幫助他們作出明智的抉擇，以適

應不斷改變的社會。所以，Wright 指出教師應明白到學生的學習過程比知識傳遞更為重

要。積極參與(Active participation)學習的學生更能適應將來多變的社會，從而敢於挑戰不公

平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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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力 

 

根據 Fisher (2005) 提出，與創造力相關的因素有以下四種： 

 

 創新的產品或意念 

 創作的過程 

 創作人員 

 創作環境 

 

Fisher (2005)認為創作人員利用創造力製造出創新的產品或意念，但該產品或意念必須是原

創的，包括藝術作品、科學理論及一些較為抽象的作品，如演辭或抽象的意念。一件重複

或抄襲的產品決不能被認為是創作。而創造力亦是一種引導向更高層次創作的態度與能

力。 

 

一、 創作環境 

 

小孩子的創意需要我們的培養。人類需要兩種情況方能發揮創意：(1)安全感及(2)創作自

由。讓孩子發揮創意，我們必須： 

 

 不管他們的身心狀態如何，接受孩子為一個獨立個體，並尊重他們的意見； 

 避免評估孩子的表現（結果）或是鼓勵孩子自我評審或比較； 

 從孩子的角度去觀看及理解世界，並接受他們的觀點。 

 

創作自由是指孩子表達創意的自由。雖然人類生活必須受到社會的規範，但孩子的創作則

無需受此限制。故此，孩子必須在一定的範圍或條件下獲得創作及表達自由。不過，他們

的創作及表達亦不能妨礙他人的自由。在此創作環境下，我們應重視孩子的創作過程及原

創性而非其作業的一致性。在創作過程中，我們應鼓勵學生的冒險精神，大膽創作。此乃

學生的創作安全感。孩子會在一個得到成年人支持及讚賞的環境中朝著興趣發揮創意。 

 

維持創作環境的關鍵在於溝通。教師在課堂所說的每句話都可以幫助或影響學生思考。我

們的說話方式更可以破壞創作環境。所以，我們要以包容的態度接納學生意見，糾正他們

的錯處及讚賞他們的努力。此外，成年人對兒童的祈望往往對他們的思考及學習起了關鍵

性作用。故此，為學生提供成功的機會，能幫助他們在發展創意過程中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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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創意思維需要冒險精神，而表達新的意念更需勇氣和自尊，所以，教師必須以身作則，

表現自己的創意，信心和自尊，以鼓勵學生勇於表達。這也是為學生提供安全感的做法。 

 

二、 創作過程 

 

創造力的培養過程比結果更為重要，但在學習過程中得到的價值觀、態度及技能，能令孩

子終身受用。以下是 Fisher ( 2005) 提出的創作過程： 

 

（一）刺激 (Stimulus) 

 

創作需要恰當的刺激及建基於某些事物上；要創作，我們便需要在不同的領域上思考。不

過，意識到要解決一個問題或更好地掌握一個概念，便是我們早期給予孩子們的刺激。所

以，創意教學就是在孩子們的能力範圍給予他們所需的刺激，維持他們的好奇心及協助他

們探索目標或答案。 

 

（二）探究 (Exploration) 

 

為了幫助孩子發展創造力，我們必須協助他們擺脫一些理所當然的事物或想法，如「運動

的好處」，從而幫助他們在已有知識上，踏前一步，從多方面及不同層次進行思考。 

 

 擴散式思考 (Divergent thinking)： 

這是一種產生多種答案的思考方法。如創造多種進攻二人防守的方法。 

 延遲評估 (Deferring judgment)： 

孩子在個別思考及小組“腦震盪＂時，無須即時作出評估，以免妨礙他們的

思考流程。 

 延伸思考 (Extending effort)： 

以問題及刺激鼓勵孩子不斷思考，以便發掘更多的創意。 

 給予足夠時間 (Allowing time)： 

讓孩子有足夠的時間思考及學習解難技巧。沉思是創意思維的一個重要時

刻。孩子有時需要幾日時間去解決一個難題。 

 鼓勵演練 (Encouraging play)： 

在發展出一個新意念的時候，我們應鼓勵孩子不停演練，以便發展出更高層

次的意念。如在不同環境中的應用、延伸理念、繪畫、利用不同的工具作匯



體育教師暑期學校 2008 

86 
 

報、表演或測試意念等。 

 

（三）計劃 (Planning) 

 

 確定難題 (Defining the problem)： 

小孩子容易被不同的事物誤導或迷惑，以適當的指引，如流程圖，幫助他們

確定難題或工作，有助他們朝著正確方向找出答案或創造新思維。 

 收集資料 (Gathering information)： 

資料及訊息是思維的基礎，沒有資料或訊息，思維只會流於空泛。孩子在得

到資訊的參考後，更能發揮創意。故此，教師應引導孩子尋找相關資訊；某

些新資訊甚或可能改變問題的本質，從而開闊創意的渠道。 

 強化思考過程 (Making thinking visible)： 

將事物形象化更有助我們思考。學生能透過自語、圖像、繪畫或文字提升思

考過程的認知。此外，分享及記錄均能強化思考。如筆記、素描、草稿不單

能幫助思考，更能幫助我們記錄不同意念。雜亂無章的草稿，經長時間的思

考會變成新思維。 

 

（四）實踐活動 (Activity) 

 

創意必須連繫現實生活或真實情境。故我們必須引導學生如何將創意實踐於現實生活及情

境當中。如一段由學生根據要求（故事、節奏）而創作的舞蹈。 

 

（五）回顧 (Review) 

 

當問題得到解決或發現新意念的時候，回顧有助學生反思及評估他們的成就及達標情況。

檢視他們所學的知識或技能更有助準備將來的難題及創新。 

 

三、 創造力的實踐 

 

創造力的培養有賴學生的認知及態度。擁有創意態度的學生會對事物產生好奇、勇於冒

險、運用複雜的意念及想象力。而認知會使學生創造、處理和演示意念。以下是實踐創造

力的素質 (O’Tuel & Bullard, 1993; Fish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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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流暢 (Fluency) 

 

思考流暢是指我們從記憶中提取資訊的能力。我們得到的刺激或挑戰越多，思考越多，訊

息處理(information processing) 的能力便越高。所以，當孩子在不同環境中演練創作力，他

們的思考便會越流暢，解決現實問題的能力便會越高。 

 

（二）彈性 (Flexibility) 

 

彈性是指學生的接受改變的能力，如接受新事物及認識事物間的矛盾，繼而產生多元化思

考路線等。彈性在某程度上反映在學生的個性上，所以我們可能發現某些學生會較為固執。 

 

（三）原創性 (Originality) 

 

是指學生在某一特定的時間及情況下的創新回應或產物。雖然不是甚麽突破，但祇要是學

生創作的產物，都可以算是原創。 

 

（四）延伸 (Elaboration) 

 

是指學生對一個已有的意念進行擴張、延展、改變、重組及發展。新的意念就是從這些應

用活動中產生。 

 

除原創性及延伸外，Clancy (2006) 更綜合了不同作者的意見，認為體育的創造力應包括： 

 

（一）多元化擴散式思考 (Variety and Divergent Reasoning) 

即一個難題有多種答案，如創作舞或球類的不同的進攻方案； 

 

（二）編排 (Composition) 

利用創新的意念，將不同的動作串連在一起，如舞蹈或體操動作的編排； 

 

（三）組合 (Synthesis) 

混合及應用不同的動作類型，如跳躍加上轉體。 

 

四、 創造力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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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創造力是一項既主觀又抽象的工作；但教師可以從學生的言行、工作及創意作品評鑑

他們的創造力。要客觀地評鑑學生的創造力，可邀請認識學生的不同人士進行評估，如其

他老師、同學及家長。根據 Fryer (1996)指出，在評估的過程中，大部分教師都會集中在學

生的創意思維，他們的作品及解難行為；而只有很少教師看重傳統的紙筆測驗。因為這些

測驗會導致教師及學生朝著測驗要求進行學習，創意便會變成重複或抄襲。 

 

（一）情境、幻想與創造 

 

有人認為創作意念不應被視為創造力的評估準則，因為意念並未付諸實行，成為真實的方

案。正如建築圖則內的創意需待樓宇建成後才可以評鑑一樣。當然，有人會持相反的意見。

此外，學生有時會將創意及幻想混淆。但無論如何，創意思維與想象力都不應脫離現實。

體育科正好給予我們一個很好的實踐機會。不論學生要解決的難題是球類或是舞蹈，他們

都需要在教師及同學面前演示及實踐經討論而得出的方案。雖然方案很有創意，但是否可

行就要視乎現實情境，如對手、技術、體能、音樂、節奏、故事及舞步等。 

 

（二）評估準則 

 

根據 Fryer(1996)的研究，教師認為評估學生創造力最重要的元素為： 

 

 想象力 

 原創性 

 主動性 

 令同學喜歡的作品 

 能表達情感 

 能表達獨立的意見 

 有進階的意念 

 比以前的工作進步 

 學生懂得運用過往的經驗 

 

而據其他作者所提出的評估創造力準則，包括： 

 

（一）新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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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作品的新穎性，包括過程、技術、概念等。假如一個作品能帶出更多的創新意念或

啟示，這個作品的創意層次或作者的創造力則更高。 

 

（二）方案 

 

一個方案應能根據情境解決真實的難題，如合適程度、邏輯、實用性及價值等。 

 

（三）綜合與應用 

 

學生能否綜合過往的經驗及不同的解決方法，而創造一個新的作品或方案也是評估的一個

準則。 

 

解難 

 

現實環境是複雜的，而一個學生的難題並不等於另一個孩子的難題。解難涉及到認知過

程，即思考。而解難的思考方法有兩種：(1)創意思維(多元化)及(2)批判性思考(分析)。創

意思維與批判性思考是探究思維的重要形式，而探究思維是解難的重要元素。所以，這兩

種思考方法緊密地連在一起(Fisher, 2005)。 

 

學生應用思考技能以解決難題，對其日後成長有莫大禆益。解難活動能刺激及發展學生的

思考及分析能力。他們利用已有知識進行連繫、重組、分析及應用以解決難題。成功解難

不單增強學生的信心及能力，更能促進他們的小組學習及分享意見及成果 (O’Tuel & 

Bullard, 1993)。 

 

解難不單發展學生的知識、技能及態度，教師更能在學生的解難過程中觀察到他們的溝通

及學習能力。了解學生的解難能力比了解他們能掌握的基礎知識更為重要。學生從解難過

程中獲得的回饋有助他們在不同的環境及經歷中連繫、比較及應用不同的思考能力，有助

他們將來的發展。 

 

一、 甚麼是難題？ 

 

一個難題包含了一定的條件與資訊。雖然有很多不明因素令到難題更加複雜，但每個難題

都有其獨特的背景。一個人覺得有難題的存在，是因為他覺得有需要面對和解決這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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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同一事件卻非其他人的難題。所以，如果沒有目標或期望，便沒有難題。在解難過

程中，學生會遇到很多障礙，致使他們不容易達標，協助他們移除障礙便成為教師的重要

工作。如是者，解難可分為四個部分 (Fisher, 2005)： 

 

 情境：難題的條件及背景。 

 障礙：阻礙解決問題的方法及路向的因素。 

 目的：目標、結果、答案、創作成果。 

 努力：有意識的解難活動。 

 

解難的答案是沒有對與錯，只有針對情境回應的最佳(理想)選擇。每一個答案都會帶來更

多或更高層次的難題，正如人生就是解難的過程。現實生活的難題是開放式的，也沒有一

個固定答案。但可惜的是孩子在學校所遇到的難題很多時都卻非現實難題。一般來說，在

學校環境的難題都是封閉式的，即是只有一個答案，而這些難題都是人為的，且脫離現實

生活。在這學習(封閉式)的過程當中，學生只期望答中「唯一」的「正確」答案，但此種

做法只能培養到學生對知識的記憶而非應用。 

 

二、 解難技巧與策略 

 

（一）讓學生了解問題本質 

 

在開始階段，學生大多對問題的本質不甚了解，包括： 

 

 他們知道甚麼？ 

 他們不知道甚麼？ 

 教師要求的答案是甚麼？ 

 有甚麼東西是妨礙他們尋找答案呢？ 

 

所以，我們需要幫助學生了解問題及確定解難方向及方法。雖然他們有時甚至會本末倒

置，只追求答案而忽略了解難的過程，但讓學生清楚知道解難的目的至為重要。 

 

（二）行動計劃 

 

在解難的過程中，我們應鼓勵學生有系統地計劃不同的策略及先後次序，按部就班地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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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以達目標。我們並不鼓勵學生以一蹴而就的方法，如猜度答案。成功的解難者會以

批判性思考，按部就班地分析及評估問題及方案。 

 

假如學生在幼兒時期已經學會計劃的方法，他們便會懂得獨立自主、掌控身邊事物及使自

己成為一個決策者。教師的指引及鼓勵能幫助學生以圖像或大綱，根據自己的意念定出自

己的解難計劃。不過，在解難過程中，如學生受到妨礙，便會容易放棄。故此，為學生提

供選擇有助學生進行計劃。以下是行動計劃的建議做法： 

 

 參考相似個案 

 簡化難題 (先行解決部分難題) 

 以實物或圖像表示難題 

 記錄計劃的先後次序 

 

（三）實踐解難 

 

在開展解難工作後，教師應在過程中不時給予支持、鼓勵、指引、修正及回饋，致使學生

在得到支持的環境中突破障礙，解決困難。以下是教師在學生實踐解難過程中應注意的事

項： 

 

 討論及詢問學生的工作進度有助教師了解學生所遇到的困難。 

 有需要時給予援助。雖然分析難題並不容易，但有時一些看似不可能的方法

卻是解難的重要途徑。學生需要啟示，我們應鼓勵學生從不同角度考慮問題，

或利用新的工具及途徑解難。 

 

有時候，學生會重複使用同一方法解難，因為這曾經是一個成功的方法。但同一方法未必

能解決不同難題。所以，教師需要協助學生重新思考解難的進度，及嘗試找出其他的方法

或意念。此外，分析難題成為數個不同的小難題或次要問題有助學生發展不同的策略，如

從錯誤中學習、返回起點重新思考，或根據小難題的邏輯定下先後次序等都有助解難。 

 

（四）回顧 

 

回顧有助學生評估及反思難題、計劃與答案間的實踐情況。分享經驗且有助學生從經驗中

學習。不過，回顧不一定要立即進行，因為在新的難題下反思過去的方法，有助學生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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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解難方法。此外，由學生教授其他同學或演示相關技術，有助他們反思過程及結果。

在這，我們可先行集中在一些基本概念上，繼而檢查學生可否遷移已往的策略到新的難題

上。 

 

三、 解難的評估：過程與成果 

 

在評估解難的過程中，大部分教師都會專注在學生的解難過程與創作成果。這就涉及到一

個或一組學生的表現及示範。所以，評估應包括過程與成果兩個部分。O’Tuel and Bullard 

(1993) 建議採用演示、研習報告、學習歷程檔案等，以量度學生對基本知識及技巧的掌握。

當中以學習歷程檔案最能反應學習過程。 

 

在體育課中，學生透過演示新穎的動作及方案最能顯示他們的解難及創作能力。不過，

O’Tuel and Bullard (1993) 對表現評估(Performance Assessment)提出了真實環境的要求。他

們認為在評估表現的時候，我們需要考慮現實環境。對真實環境，有如下的看法： 

 

 所有難題都應該是自然的，切合現實環境、學生能力及需要； 

 難題是可以在特定的時間及/或環境發生，如實驗室或操塲； 

 與現實生活相關連的或學生能應用現實生活的知識或經驗。 

 

很明顯，如上所述，學生便能把在學校裏所學的知識或技能應用到現實生活。此外，對創

作成果進行評估的時候，我們還可以評估到學生的解難能力；但我們要注意，一件作品只

能反映到學生的創意。有時候，雖然學生的方案正確，但他們的創作過程可能出現誤差。 

 

（一）收集評估資料 

 

要使評估準確，我們可以不同的方法收集學生的解難資料： 

 

 觀察學生的解難及創作過程，利用清單檢視學生行為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利用錄音或錄影技術，幫助教師觀察及學生反思； 

 觀察學生對刺激的反應； 

 與學生面談； 

 學生的口頭或書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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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還可要求學生給事物下定義、辨識、舉例，及在三種不同的情況下演示方案，

並介紹及解釋創作的過程。 

 

在體育科推行思考教育 

 

由於體育是教育的一個部分，所以體育科亦分擔了學生的完人教育的一個重要環節。體育

科為學生提供了四個不同的教育範疇：知識、技能 (運動)、價值觀及體適能。但如前所述，

思考和解難都是一種技能。所以，體育科的技能範疇，跟其他科目一樣，都應包括思考教

學。以下是在體育科推行思考教育的一些注意事項： 

 

一、 基本考量 

 

 暫且放下傳統固有的教學概念，如直接教學法及以運動技能為目標的教學策

略： 

 運動技能仍然很重要，但不是最重要，因為我們可以在任何體育運動進行思

考教學； 

 課程、教學及評估均以學生為本； 

 將高階思維 (如解難) 定為首要目標，運動技能為次要目標； 

 目標學習時間 (ALT-PE) 仍然十分重要。但由於我們主要的目標是高階思維，

所以，課堂內的大部分時間應投放在思考教學上； 

 我們應該跟學生一起對課堂內的各種事物提出「為什麼」及「如何」等問題； 

 在編排課程的時候，我們應盡量考慮到三或四個體育的教育範疇。 

 

二、 備課時的考慮 

 

 安全因素：由於是學生為本課程，學生會主導討論及嘗試解難。故此，教師

應充分考慮運動項目及動作的安全性； 

 趣味性及終身學習：假如學生參與的解難活動與其日常生活相關，他們的興

趣便會大增。如設計一個個人的健體或飲食計劃； 

 知識：如運動知識或健康體適能知識； 

 技能：如運動技能或社交技能； 

 體能：體適能或運動性體能； 

 高階思維：解難或批判性思考。 



體育教師暑期學校 2008 

94 
 

三、 如何開展思考教學 

 

 從理念開始：即課程及教學的理念。如為什麼要教籃球？為什麼要教這個技

巧？為什麼要用這種教學策略？學生有何需要？ 

 從教師本身的運動強項開始：這樣，教師便會容易入手； 

 從教師熟識的教學策略著手：如批判性思考或解難； 

 定立教學目標：包括不同的教學範疇； 

 發展一個 4-6 節課的單元：因為教師及學生都需要時間適應及發展思考教學； 

 為學生定下每節課的學習目標； 

 為每節課定出難題及教學程序； 

 利用流程圖顯示進度； 

 寫出給學生的指引及問題； 

 寫出預期的答案。 

 

由於每節課的時間有限，我們並不鼓勵教師將所有思考教學的元素都放進去。相反，我們

鼓勵教師只集中在一至兩個目標或難題上，這樣，學生便可集中學習某種特定的思考方法

或尋找答案。此外，目標難題應該是學生從未接觸過的，這樣，他們才會有興趣學習。否

則，他們便會憑經驗直接給予答案而不參與思考過程。 

 

思考教學需要學生討論及分享，運動量較傳統的直接教學法為低。但根據體育的本質，我

們應該在每節體育課給予學生足夠的運動量。所以，我們建議教師利用不超過百分之五十

的課堂時間進行思考教學。當然，由於我們或需要學生進行匯報、演示或評估，在每個單

元的最後一節課都可以增加時間。舉例來說，我們以一個單元（四至六節）進行教學。我

們建議在第一節課用約五分鐘時間進行思考教學，然後每節課增加五分鐘時間，如是者，

至第六節課，我們已經有大約 30 分鐘可以進行思考教學。 

 

教學實例 

 

根據以上對解難及創造力的討論，我們現在提供一個教學建議。此教學單元曾經在銅鑼灣

的一間私立小學試教，十分成功。 

 

理念：韻律活動是讓學生創作的一個很好的項目，它沒有太多的規範，學生祇需跟隨音樂

節奏，運用已有知識，便能創作出一個以故事為骨幹的舞蹈。由於集中在學生的解難及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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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力方面，我們暫且把發展體能的目標放下。 

 

單元：韻律活動及創作 （四節：每節 45 分鐘） 

 

目標 

 

 技能：學生能演示不同的身體形態、方向及路線 

 情意：尊重別人意見、協作 

 認知：學生能運用解難方法及已有知識創作一段簡單的舞蹈 

 

教學策略： 

 

透過故事（情境），學生先行學習基本動作及概念，繼而討論、創作（擴散式思考）及演

示一段韻律動作（舞蹈）。學生在欣賞同學表演的同時，進行互評，並由教師給予評語。

教師亦可在學生討論及創作時，評估其解難能力。 

 

內容：見附件（一）。 

 

評估：見附件（二）及（三）。 

 

總結 

 

隨著社會及教育的轉變，學校體育的角色亦需調整以適應學生及社會的需要。面對無窮無

盡、日新月異的知識，為了適應社會轉變及未來生活的需要，學生必須掌握尋找、理解、

轉化及運用知識，因為單單掌握知識及事實已不足以應付社會的需求。所以，掌握學習能

力及過程比學習成果更為重要 (Wright, 2004 )。故此，學校體育需要從過往祇重視運動技

能的傳遞過渡到透過體育活動提升學生的思考、解難及創新能力。 

 

解難是解決難題的能力，亦是學習方法及過程；而創造力是學生應付將來生活不可或缺的

一種思考能力。他未必是一個偉大的發明家，但一個小小的創新意念卻有助他解決很多現

實生活難題！ 

 

由於擴散式解難方法可有多種不同答案或方案，應用於培養創造力或教學，十分恰當。但



體育教師暑期學校 2008 

96 
 

我們雖注意，在解難的過程中給予學生適當的指引及富挑戰性或指導性問題、創造學習環

境、支持他們的解難過程及讚賞他們的成就，特別是他們在解難過程展現的相互支持及尊

重、團隊精神及克復困難的態度等都十分重要。 

 

解難與創造力的教學成功與否，在於教師的信念及安排。在推行思考教學的時候，我們也

會遇到難題，這就需要我們自身的勇氣、創造力和解難能力！最後，我們希望透過此篇文

章，能夠給予體育教師們在思考教學的一點啟示，為學校體育的轉變與過渡作出一點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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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教學進度 

 

年級：二年級     時間：45 分鐘     單元：基礎活動 

 

教學目標： 

技能：學生能演示不同的身體形態、方向及路線 

情意：尊重別人意見、協作 

認知：學生能運用解難方法及已有知識創作一段簡單的舞蹈  

 

課節 目標 發展 理念 

1. 主題：  

身體形態 

(大小 / 擺動

/ 移動 / 定

形)   

 

 

老師將學生置身於故事情境中，

(引導)：「我們現在走進一個公園

裏。」 

 

1. 身體形態從小到大： 

 (提問)：「在公園內，你們能

看到甚麼?」 

(學生自由作答) 

 「讓我們一起扮一朵花吧！」

 鼓勵學生一起從種子生長成

花，當中由老師用搖鼓打拍

子。 

 學生跟隨音樂節奏進行活動 

 

2. 身體形態由定形至擺動，由擺

動至定形 

 (引導)：「花已經成長了，現

在花兒被風吹得飄來飄去。」

 學生隨著風的強度搖擺 

 老 師 利 用 搖 鼓 的 聲 音 作 提

示，及後才用音樂配合 

 
 

 創造學習環境 

 利用故事情境引導學生進行

思考 

 

 

 透過提問及引導，讓學生隨

自己的喜愛作出不同形態，

如不同種類的花朵及小動物

(擴散式解難) 

 引導學生解答花是如何形成

的 (種子(澆水) 發芽 成

花) 

 利用音樂增強學生節奏感 

 

 為學生提供知識及技能，奠

定解難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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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身體形態由靜止至移動，由移

動至靜止 

 (引導)：「公園內除了有花草

樹木外，還有很多小動物，老

師希望你們能扮演一種在地

上爬行的小動物。」 

 學生在地上移動 (先靜止，然

後才可移動) 

 

4. 身體形態從大變小 

 (情境)：「現在天開始黑了，

花兒也應該回家休息。」 

 學生展示從大到小的身體形

態 

 

5. 欣賞及討論： 

 欣賞同學利用身體做出不同

的身體形態 

 把全班分為兩組，一組作欣賞

者，另一組作表演者。表演者

可各自選擇自己所希望扮演

的物件，而欣賞者則需觀察同

學的不同表現 

 欣賞後，欣賞者跟同學分享他

們所看到的，並說出欣賞同學

表演的部分。 

 

6. 老師作總結及評語 

 

 

 學習基本技能，準備解難。

 

 

 

 

 

 

 

 

 

 

 

 使學生習慣思考、欣賞及討

論。 

 

 

 

 

 
 使學生注意教師要求。 

 

 

2. 主題：  

方向與空間 

(空中方向：

上下左右) 

 

1. 老師將學生置身於故事情境

中： 

 「還記得上一節課我們走進那

裡嗎？我們現在再一次走進公

園去。」 

 

2. 利用空間移動不同的方向 

 重溫已有知識，鞏固基本技

巧。 

 利用故事情境引導學生進行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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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及引導)： 

 「在公園內，你們除了看到花

朵、爬行的小動物外，還能看

到甚麼? 有沒有動物懂得飛

行呢？」 

 「讓我們一起扮一種會飛的

動物吧！」老師可利用一隻紙

飛機，示範把紙飛機飛出去，

著學生留意紙飛機的飛行路

線。 

 讓學生嘗試就著剛才的飛行

路線，利用自己的身體演示出

上下左右的飛行路線。 

 引導學生說出方向與在飛行

時，其感覺如「飄」的感覺 。

 學生跟隨音樂節奏進行活動。

 

3. 創作不同的移動方向 

 二人一組，其中一人帶著紙飛

機利用空間移動，另一人利用

身體扮成飛機，跟隨同伴的飛

行路線。 

 「現在，你們是一隻會飛的小

昆蟲，你們不用依賴紙飛機的

協助，自由自在地飛來飛去。」

 

4. 討論及欣賞(欣賞同學做出的

不同姿態) 

 老師把全班分為六組，單數組

作欣賞者，雙數組作表演者，

表演者可各自選擇自己所希

望扮演會飛的小昆蟲，而欣賞

者 則 需 觀 察 同 學 的 飛 行 路

線，並說出他們的變化（上下

左右） 

 

5. 老師作總結及評語 

 

 老師透過提問，讓學生觀

察，然後可隨著音樂、節奏，

向不同的方向表現出來 

 

 利用紙飛機刺激學生思考

（探究） 

 

 

 

 

 

 

 

 利用音樂環境，使學生增強

節奏感 

 

 利用同伴刺激學生思考（探

究） 

 運用已有知識，提升協作技

巧 

 延伸思考 

 

 

 

 培養學生的觀察及審美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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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題：  

路線：貼近與

穿插 

 

1. 學生根據老師播放音樂的節

奏，利用空間飛行，並做出不

同的身體形態及定形 

 扮種子 (小) 

 花朵 (大) 

 風中的花朵 (搖擺) 

 地上爬行的小動物 (滾動/移

動) 

 

2. 將學生置身於故事情境中。 

 「還記得上一節課我們走進

那裡嗎？我們現在再一次走

進公園去。」 

(提問及引導)： 

 「你們還記得上一節課，你們

扮了甚麼飛行動物嗎？我們

在這幾節課中，扮演了花朵、

爬行的小動物……」 

 「我們現在一起扮演他們，使

我 們 的 公 園 立 即 熱 鬧 起 來

吧!」 

 學生做出不同的身體形態及

移動。 

 

3. 利用空間走出不同的路線 

(提問)： 

 「蝴蝶/蜜蜂喜歡在花間做甚

麼？」 

 「扮蝴蝶/蜜蜂的同學，你們

在公園裏看見花朵，你們會走

到那兒嗎？你們會如何表示

你們在採花蜜？」 

 讓學生自由創作採花蜜的身

體動作。 

 播放音樂，讓學生自行嘗試。

 鞏固已有知識，為解難提供

基礎 

 

 引導學生在同一時間做出不

同動作 

 收集解難資料 

 

 

 

 透過提問，引領學生進入情

境 

 

 

 

 

 

 

 強化思考過程 

 

 

 

 

 

 

 
 

 誘導學生進行解難 

 

 
 協助學生發揮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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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利用空間貼近/穿插走出不同

的路線 

 (提問)：「你們剛才做了甚麼

代表採花蜜呢? 」 

 請一些組別出來表演，其餘同

學作欣賞。 

 在個別表演後，教師亦可加入

期望學生所做到的動作，但只

供參考。 

 引導學生說出當蝴蝶/蜜蜂想

表達採花蜜時，他們會選在花

叢中「左穿右插」。 

 

5. 創作時間 

 (指引)：「你們現在分成6組，

自行創作一段在公園裏的故

事，你們每人均有一個角色，

你們可利用先前幾節課中，所

扮演過的角色，或自行創作一

些你們所想扮演的物件。」 

 學生分組討論及創作 

 安排個別小組表演初步成果。

 表演後，同學可給予適當的意

見。 

 

6. 老師作總結及評語 

 

 

 引導學生將意念轉化為動作

 

 
 給予回饋 

 

 

 

 

 

 
 安排學生嘗試小組討論及創

作 

 

 

 

 學生自由創作，尊重同學意

見 

 

4 主題： 

評核：學生能

夠利用已有

知識 （身體

形態、方向、

路線）編排、

討論、綵排及

表演一個小

小的故事片

段。 

1. 學生跟隨音樂練習以上三節

課的基本技巧（身體形態、

方向、路線）。 

 

2. 教師提示學生創作的過程 

 編排故事 

 考慮不同的動作及元素 

 安排角色 

 嘗試不同的方案 

 收集解難資料 

 強化學生基本技巧 

 

 

 

 確定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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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綵排 

 

3. 學生討論及創作；教師觀察、

給予支持及回饋。 

 

4. 讓學生排練，準備表演。 

 

5. 分組表演 

 在欣賞表演時，留意同學的創

作是否配合已認識的主題及

動作，然後利用互評表互相評

核。 

 

6. 總結：學生能說出在表演時需

注意的事項，如合作、尊重別

人等。 

 

7. 老師給予適當的意見及讚賞。

 

 

 給予足夠時間討論 

 實踐解難 

 

 鼓勵演練 

 

 

 演示創作成果 

 

 

 
 回顧 

 

 

 

 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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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評估：解難及創造力 

 

小二：基礎活動（律動創作） 

 

解難 

 

 A B C D E 

考慮各種動作因素： 

擺動、移動、路線、高低 

 

     

分析難題： 

故事、動作、動作串連、音樂節奏 

 

     

小組解難： 

建議、討論、組織 (角色分配) 

 

     

以實際行動演練方案 

 實踐、綵排、修正 

 

     

 

 

創造力 

 

流暢性：提取資訊的能力 

 

     

彈性：進階及運用經驗 

 

     

原創性 

 

     

延伸：擴張及演變 

 

     

編排/組合：動作串連、轉變及應用 

 

     

 

整體表現及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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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律動欣賞互評表 

評估人姓名： 班別： 學號：  

被評組別：  日期：  

1. 你看見他們的「大小」身體形態嗎? ☺   

2. 你看見他們擺動身體嗎? ☺   

3. 你看見他們的定形動作嗎? ☺   

4. 你看見他們走出不同的路線嗎？ ☺   

5. 你明白他們的故事嗎？ ☺   

6. 你喜歡這個表演嗎?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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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透過體育課本協助學習以發展創意與批判性思考 

 

林浩原老師 

宣道會葉紹蔭紀念小學 

 

李宗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體藝學系 

 

摘要 

 

本文旨在分享本校的體育課本的建立與發展，並探討如何藉著此校本設計，

發展學生的創意與批判性思考能力。重點在於引証如何運用六頂帽子的思考

方法以分析體育時事及相關知識，以及在健體操圖形及動作設計上如何藉課

本達致批判性思考及創意的教學目標。 

 

關鍵詞：體育、體育課本、創意、批判性思考 

 

 

引言 

 

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是小學體育的重點發展目標之一。課程發展委員會早於七十年代

開始編寫的體育課程指引(1975, 1980, 1985, 1988, 1995, 2002, 2007)均以「透過身體的教育」

為一貫路向發展全人教育，其中學生智育的培育是體育目標之一。 教育統籌委員會(2000)

提出的九種共通能力時，批判性思考及創造能力亦包括在內。因此適當地於體育科培養學

生的批判性思考及創造能力，建立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環境，裝備學生成良好的思考者是

十分重要的。 

 

體育課本於本校發展的情況 

 

現時巿面上已擁有一套被納入小學適用書目內的體育教科書，而部分學校亦會自製體育科

教材。本校於開校初期已開始建立體育科的工作紙，最初目的是協助學生鞏固體育科的學

習及準備筆試之用。自 2004 年開始具系統地編寫體育科工作紙，內容由體育老師根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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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大綱而設計，包括項目規則、動作概念、自評互評、體適能、運動歷史及運動員介

紹等。直至 2006 年，體育組重新檢視所有工作紙，最後設計了各級學習檔案，以月份為

單位，訂立課題，以書本的形式排板設計，建立多樣化的學習活動及情境，藉此以促進學

生的批判性思考及創造能力。當體育老師批改體育學習檔案時，發現學生在技能方面的個

人紀錄、自評互評、態度反思及知識的分析都有明顯的進步，因此學習檔案除了有助提升

學生的高階思維及訓練共通能力外，更能增加自評互評的學習機會及反思性的學習。之後

本校體育組每年均重新修訂各級課程及更新檔案的內容，如：體育時事及比賽規則等，這

樣的修訂令檔案內的資料不斷更新，照顧學生的學習需要。 

 

體育課本的使用方法 

 

體育課本在課堂的使用十分廣泛，可於上課前、課堂中間及課堂後使用。上課前可讓學生

備課，吩咐學生預習課堂技術要點及知識內容；課堂中間可於課室內或操場中使用，課室

內可教授學生予體育科相關的知識，或討論一些具批判性思考的事例，操場中則可以記錄

課堂活動的結果，亦可以觀察及記錄技術表現，進行自評或互評的活動；課堂後，可給與

學生家課，來作課堂紀錄、資料搜集、體育新聞的閱讀理解、專題研習等。 

 

體育課本透過六色思維去訓練學生批判性思考能力 

 

為配合校本的思維能力發展活動，及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考及創造能力，本校採用愛德華·

德·波諾(1996)的六頂思考帽方法及模式（Six Thinking Hats）作為體育科教材的部份，六頂

思考帽指的是六種思考方向，以六種顏色來代表，白色帽子代表資料與事實、紅色帽子代

表感覺與感情、黑色帽子代表壞處與批判、黃色帽子代表好處與樂觀、綠色帽子代表創新

與冒險、藍色帽子代表行動與控制。而本校體育科則以這六種顏色，配合體育科的時事及

相關知識，讓學生討論及分析，本校稱之為「體育科六色思維」。 

 

體育科六色思維會按年級來增加要求和難度，如對小一二學生，本校不需要學生對全部六

種顏色作全面分析，取而代之只會要求學生進行某一兩種顏色來分析，而教材內已提供部

分答案，學生只需要以填充或選擇題去作答，減省書寫的時間。如小一其中一課的課文會

詢問學生有關食物與健康的問題，讓學生用填充的方法去填寫應多吃的食物種類，及分析

多吃有益的食物的結果，如令身體健康。 

 

小三四時則會增加學生的自學元素，及減少教師指引的部分，如同樣是有關食物與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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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小三的教材則提供一段約一百字的文字及食物金字塔供學生閱讀及分析，學生需回

答教材內的指引問題，如用紅色(感受)帽子去回答自己喜歡的食物，用黃色(好處)帽子去

回答吃有益食物的好處，同時學生亦可自由選擇另一種顏色去分析有關食物金字塔及健康

的問題。 

 

小四的教材則會要求學生全面地從六種顏色去分析及回答有關食物金字塔的問題，例如利

用白色(事實)帽子去回答：「食物金字塔要多吃甚麼？少吃甚麼？」甚至分析事例，例如設

定一個情境：「小明只愛吃肉不吃菜，你會覺得他的膳食有甚麼問題呢？」以訓練學生的

批判性思考能力。根據綠色帽子有關創意的問題，學生會被詢問以下問題：「按食物金字

塔檢視你的午餐，你會為你的午餐增加甚麼新的食物？」不過最後亦希望能對學生的實際

生活有所幫助，所以會用藍色(行動)帽子作總結：「訪問一位同學，並給予他改善選擇食物

進食的建議。」 

 

五六年級時，本校則提供字數更多的議論性文章，需要學生閱讀並分析內容思考問題。例

如小五時需要學生閱讀一篇題目為「不吃早餐可以減肥嗎？」的文章，讓學生分析不吃早

餐對減肥能否產生幫助。至於高年級學生，本校更會要求學生去搜集剪報，對體育時事進

行資料搜集、好處、壞處、創意、感受和行動等多方面的分析，以培訓學生批判性思考的

能力和創造力。例如奧運火炬傳達香港期間，學生就搜集相關的資料，並分析由運動員擔

任火炬手的好處和社會上有人搶火炬事件的感受。 

 

體育課本透過自評互評去訓練學生批判性思考能力 

 

除了透過體育時事剪報和六色思維分析去訓練學生的批判性思考外，本校教師還會透過自

評和互評來增強學生批判性思考的練習。自評和互評早在低年級已經出現，例如小二的急

救課程，學校已要求學生透過互相觀察，去評出同學能否把流鼻血的情況處理得好。而為

方便紀錄，本校只要求學生以簡單的笑面符號(☺  )紀錄該項目是否做得正確。至高年

級同學學習各種運動技能時，我們先會要求學生訂立學習前的目標，如需要完成某一難度

的技術或目標，活動後再自評自己於各運動項目的學習果效，以及評估自己是否乎合掌握

學習檔案上列出各技術的要點，以訓練學生的自評能力，此技術要點一方面能作為教學重

點，另一方面可在課堂中讓學生根據要點用作自評及互評，作為日後改進技術的依據，學

生更能利用評估而自我改進及互相提點，例如在教授蹲踞式起跑時，體育課本會將技術分

成各就位、 預備及起跑三個階段的技術，每個階段各有不同的技術要點，學生則根據課

本內記錄的要點進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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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於一些審美的項目，例如健體操教學時，本校更使用分組互評的方法，學生需填寫分

組互評表，去為其他各組的動作及姿態的美感、圖形創意、音樂節拍及齊整、團隊合作及

笑容等方面評分，選出班中的最具創意、最具美感及最優秀組別。 

 

體育課本去訓練學生創造力 

 

由於六頂思考帽子內已經包括創意思維(綠色)，所以六色思維的活動已包含訓練學生的創

意思維，例如；在學習 2008 年北京奧運的體育圖示時，讓學生透過綠色的創意思維去設

計一個新運動項目的圖示。不過除了在對體育時事或相關知識上訓練學生的創造力外，本

校亦在教授某些較著重審美或創意的運動項目上，多使用課本，讓學生記錄及發揮創造

力，例如；在教授花式跳繩時，學生可利用課本去繪畫其自創的新花式。 

 

除此以外，健體操為本校的重點發展項目，所以本校亦在體育學習檔案中培養學生在健體

操的圖型創作能力，例如；在小四的健體操課，其中一個課業是請學生根據方形、三角形

和十字架等不同的圖形要求，利用 10 位同學砌出以上幾種不同的圖形，讓學生在教材上

繪畫出各種圖形的排列方法。 

 

小五時，本校更會假設學生自己是排舞老師，再利用 10 位同學，自創出 5 個不同的圖形，

其中要乎合不同的圖形及水平變化的原則，令本校的健體操產生不同的變化。除了健體操

過程中的不同圖型外，我們還要求學生自創開始和結束動作，不少學生會想象出疊羅漢和

一字馬等體操動作，去豐富整個健體操的內容。 

 

教學流程方面，由於本校的健體操於每周進行的早操時段已經掌握，所以在第一課的時

候，教師讓學生各自想象出自創的健體操的圖型變化、開始及結束動作，並於練習內完成

記錄。第二課則可安排學生分組商議及練習，至第三課已經可以作分組採排、展示及同儕

互評了。整過過程不但讓學生能自己創作自己喜歡的健體操圖型及動作，學生還要透過分

組討論、交換意見、協調練習、互相觀摩學習及評估，使學生無論在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

造力方面皆得到培育。 

 

結語 

 

其實，以體育課本輔助學生的學習以發展他／她們的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的優點不

少，首先，課本內以體育時事供學生反思的機會，以多角度培養學生批判性思考能力，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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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可讓學生多讀書體育新聞，關心體育發展。其次，課本內記錄及定立清晰的評估標

準，讓學生有據可循，方便記憶及學習，同時學生可藉評估的要點去進行自評及互評，增

強學生的評估能力，以及對技術的掌握。再者，在教授一些圖形或動作展示的活動，如健

體操時，課本可以將概念展示具體化，方便同學溝通及修改，協助創造力的發展。 

 

當然，設計體育課本是甚為耗費時間的，本校從單項的運動項目工作紙開始建立，花上數

年的時間課本才能成形。其次課本的出現使同工的批改工作量增加，因為不少批判性思考

能力及創造力的練習，均需要學生進行文字評論及記錄，而教師亦需要檢視學生的家課以

給予回饋及改善教學及教材設計，所以打破昔日體育科教師是「無簿改」的情況。而體育

科的教學模式亦因課本的出現而產生轉變，教師的教授會受課本的規範，亦需要預留時間

讓學生去記錄學習果效，而學生同時亦改變昔日「無功課」的情況，學生需回家完成體育

課本的練習及資料搜集以鞏固學習。 

 

雖然如此，由於體育課本對記錄學生學習歷程甚有幫助，而且在發展創意及批判性思考上

得益不淺，所以辛苦還是值得的，希望各同工能在體育教材上多作發展和探究，讓學生得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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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透過校本體育課程發展學生的批判思考能力及創造力 

 

潘寶娜老師 

沙田官立中學 

 

摘要 

 

本文旨在以前線體育老師，就本年體育教師暑期學校的主題，與同工探討培

養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的重要；亦分享如何透過校本體育課程之

策劃及兩個課程示例的具體介紹，協助學生發展批判思考及創造能力。 

 

關鍵詞：批判性思考能力、創造力、體育課程之策劃 

 

 

共通能力 

 

共通能力是學生學習的基礎能力，包括協作能力、溝通能力、批判性思考能力、創造力、

運用資訊科技能力、運算能力、解決問題能力、自我管理能力和研習能力，而體育特別注

重發展學生首四項的共通能力。無可否認，體育對培養學生在終身學習方面所需的共通能

力有很大的幫助。透過參與不同類型的體育活動或比賽，學生均可從中發展及應用共通能

力，而這些能力都可以轉移到不同的學習情境中。就今年的主題，本文章特別集中討論批

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的培養。 

 

批判思考能力及創造力的重要性 

 

批判性思考是指檢出資料或主張中所含的意義，對資料的準確性進行質疑和探究，判斷甚

麼可信，甚麼不可信，從而建立自己的觀點或評論他人觀點的正誤。而創造力則是一個複

雜而具多元性的建構。個體的創造行為，不但源自其認知能力和技巧，也涉及其性格、動

機、策略和超認知技能等因素（課程發展議會，2002）。 

 

推行全人教育及終身學習是教育改革的目標，故推展批判性思考及創造能力是裝備學生成

為良好的思考者，使他們成為具洞察力的評鑑者，不但能主宰自己的學習，亦能應付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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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上複雜的問題。 

 

校 本 體 育 課 程 策 劃  

 

我校體育課程的定位是讓學生從學習各種運動技能和知識中，養成積極參與的態度、培養

對體育活動的興趣和經常運動的習慣；強身健體之餘，亦可加強學生在群體中與別人合作

的能力；提高判斷的能力、創造力和欣賞動作的美態。而針對發展學生的批判思考能力及

創造力方面，在課程設計上均有作延展性和階段性的規劃。部份課程列舉如下：在中一及

中二級體操課中，老師會教授學生一些自由體操和平衡木的基本動作，並介紹一些動作的

組合，讓學生能掌握一些有關體操的基本知識；到了中三及中四的課堂，老師便鼓勵學生

把已有的知識加以分析、比較和分類，自由創作一套自選動作。而在舞蹈的課程中，老師

會教授學生一些基本土風舞舞步，亦簡單介紹一些民族舞蹈的風格和服飾，繼而鼓勵學生

分組創作，按自己組的喜好在三首指定的舞蹈音樂中選擇其一，進行編舞，並於課堂中表

演，同時進行評核。此外，我校在體操、舞蹈、健美操和田徑課程中均進行學生同儕互評；

希望透過學生互評，進行總結和分析，可發展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力。 

 

老 師 要 作 的 調 適  

 

如要有效推展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體育老師必須在不同方面作適切的調節。老師的

角色應是啓發者而不再是資料控制者；而在態度方面，老師宜建立「學生為中心」的學習

環境及教學模式，對學生學習給予較少的干預，並願意組織及評鑑相關的學習經驗。此外，

老師亦應嘗試將直接教學法轉移至間接教學法，採用促進探究的教學形式，分配較多的學

生思考時間及研習機會，並設計有助促進發展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的環境及課業。在

教學策略方面，老師宜多加鼓勵學生創作，讓學生參與報告以鞏固自己的設計及創作，亦

鼓勵學生相互教授，協作學習，更可讓學生根據準則作同儕互評。 

 

示示例例一一 

 

單元：專題研習 

 

對象：中六級學生 

 

題目：運動生物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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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本校於前年參加了教育局體育組舉辦的《在中學高年級介紹生物力學》種籽計劃，

並在中六級進行專題研習，鼓勵學生應用生物力學的知識，分析田徑項目的動作技

巧，亦要求學生完成口頭及書面報告。學校攫取是次種籽計劃的經驗，於翌年設計

校本之專題研習課程。 

 

目的：在中六的體育科進行跨課程之專題研習，讓學生應用物理科學會的知識及參考師兄

師姐們的書面報告資料來設計一個田徑訓練計劃，從而改善運動員的表現，希望學

生能透過實踐去引證理論，加深他們對田徑運動的認識，更藉此發展學生的共通能

力，培養他們正確的價值觀和態度。  

 

研習要求：同學須自行設計一套田徑訓練計劃，而訓練對象是學校丙組校隊運動員。同學

須於上學期繳交訓練計劃書，並於學界田徑比賽前跟受訓運動員進行所訂定之

訓練計劃，最後須在下學期繳交以簡報形式完成的書面報告，並作口頭匯報 

(限時 5 分鐘) 

 

評估標準：1. 訓練計劃書必須包括題目、訓練方法、所需用具、安全措施、預期成果及參

考文獻(佔中期考試成績的 20%)。 

2. 將受訓運動員之校內陸運會及學界田徑比賽的最佳成績作比較，按進步的百

分比給予分數(佔終期考試成績的 10%)。 

3. 書面報告的評核標準包括評估學生對理論及概念的理解和應用、數據分析、

準確度、團隊合作及文字表達素質等，而口頭匯報須著重討論及分析預期及

實際結果之差異(共佔終期考試成績的 10%)。 

 

推行細則： 

 

月份 活動 

10 月 ※ 老師會利用兩課節簡單介紹有關生物力學的概念，讓文科班的同

學也有基本的掌握(照顧學習差異)；同時亦向學生講解如何運用

MVA 電腦軟件去分析動作。 

※ 利用兩課節讓學生進行實習，攝錄動作片段，嘗試應用電腦軟件

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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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活動 

10 月至 11 月 ※ 讓學生自由分組(每組 6 人)，為了照顧學生的學習差異，每組最

少要 有兩名理科學生 

※ 讓每組學生按自己的興趣選擇田徑訓練的項目 

※ 每組學生須設計一套訓練計劃 

11 月尾 ※ 同學須繳交他們的訓練計劃書(最多兩張 A4 紙) 

※ 老師就每組選擇的項目，安排受訓之運動員供各組抽籤，決定訓

練的對象 

12 月至 1 月中 

 

※ 各組同學跟接受訓練的運動員進行其設計的訓練計劃 

※ 同學可利用課餘時間進行訓練 

※ 在訓練過程中遇到困難，同學可向老師尋求支援 

1 月尾 ※ 受訓運動員參加學界田徑比賽 

5 月中 ※ 同學須繳交專題報告及於課堂中作口頭匯報 

 

如 何 發 展 學 生 的 批 判 性 思 考 能 力 及 創 造 力  

 

進行專題研習過程中，同學須掌握力學的知識，並應用有關的理論去分析田徑運動的技

巧，探究不同方法去改善運動員的表現，自我設計一套合適的訓練計劃。在實踐訓練前，

同學須利用已有知識作出比較、判斷及建構假設，為自訂的計劃定立目標。而在進行訓練

的過程中，同學會對理論的準確性進行質疑和探究，繼而作出判斷，建立自己的觀點和自

我調節訓練進度；當中亦要具勇氣面對障礙和接受挑戰。到計劃完成後，同學須綜合訓練

所得的成果，加以分析和評論，並解釋未達標的原因。上述都可以幫助學生發展批判性思

考能力及創造力。 

 

具 體 學 習 成 效  

 

透過這課程，學生學會與別的同學協作學習，取長補短，並能將理論和實踐作適切的比較，

配合要求，按實際所需，發揮創意，自由設計合適的訓練計劃。此外，學生亦能分析訓練

結果及解釋其成功/失敗的原因，並清晰簡要地表達自己的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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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示例例二二  

 

單元：健美操 

 

對象：中二至中四級的女同學 

 

背景： 學校多前來已有舞蹈課程，並安排學生作分組編舞考試，而近幾年還進行同儕互

評。由於本校老師於去年參加了體育教師暑期學校之健美操工作坊，所以在今年

便嘗試引入健美操課程於校本體育課程中。 

 

目的： 讓學生有機會涉獵不同類型的活動，在課堂中教授健美操獎勵計劃之銅章考試動

作，鼓勵同學持續進行健美操，從而改善她們的身體質素，強身健體。此外，透

過考試讓同學學會與別人溝通及合作，共同發揮創意，培養審美能力和批判思考

能力。  

 

考試要求：同學須選擇自己喜愛及合適的音樂，並配合音樂，將整套考試動作跳兩次。同

學亦須自行編排不同的圖案/隊形及自創開始和完結的定型。 

 

評估標準：1. 包括同學的舞步、定型、音樂選材、團隊合作、隊形變化、整體表現等方面。 

2. 佔體育科考試成績的 20% -- 教師評核 (佔 65%分數)及同學評核(佔 35%分

數) 。 

3. 在同儕互評中，同學須選出受評核組別的最佳表演者，並須於評估表格上填

寫最少三項評語。 

 

推行細則： 

 

課節 教學內容 

半課節 簡單介紹有關健美操的理論 

三課節 教授健美操獎勵計劃之銅章考試動作 

半課節 讓學生自由分組 (每組 4-6 人)，討論舞步的組合 

一個月 讓學生為考試作準備及排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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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節 教學內容 

考試當天 -- 每組同學必須帶備自選的音樂 CD，並進行抽籤決定表演的次序 

-- 老師進行評估的同時，會將同學的表演拍攝下來 

-- 每組同學均須進行互評，並填寫評估表 

-- 考試完結後，老師會即堂跟同學進行檢討 

 

如 何 發 展 學 生 的 批 判 性 思 考 能 力 及 創 造 力  

 

在這個單元的教學中，老師會介紹學生須掌握的基本步法及音樂選材的知識，並要求學生

自由分組，將已有的知識加以分析、綜合和應用，共同創作；亦清楚說明評量的標準/準

則。老師亦鼓勵同學就自己的風格和所長去選擇喜好的喜樂，創作出不同的定型和多變的

隊形，期間較少干預學生的創作。在創作的過程中，同學需與其他同學作有效的溝通，亦

要具面對困難時的堅持、接受新經驗和對自己有信心。此外，在互評的過程中，同學須理

解評估的要求，客觀分析同學的表現，並作出合理的評論。由此可見，這課程能提供學生

機會去發展他們的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 

 

具 體 學 習 成 效  

 

透過這課程，學生學會與別的同學溝通，進行討論，發表自己的見解，接納別人的意見，

並作多角度的分析和比較來達至共識。學生能就自己的興趣，配合老師的要求作出選擇，

亦能發揮創意，創作多變的圖形/隊形。此外，在評估的過程中，學生不但懂得欣賞同學

的表演，亦能根據準則作出評鑑，並給予客觀及正面的評語。 

 

結 語  

 

本人認為學生有無窮的創意，特別在他們有興趣的範疇上，所以老師宜營造一個輕鬆愉快

的學習環境，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由於學生重視別人對他們創意的認同，故老師宜多加

讚賞學生。此外，現今的學生較繁忙(需應付測驗、考試、其他科的專題習作和課外活動

等)，如老師能給予他們較充裕的時間來發揮創意，相信學生都能享受創作的過程，卻不

是為「交差」而草草了事。本人亦深信在明確的指引下，學生是可以根據準則作出客觀且

正面的評鑑，故老師可就學生的能力而訓練他們不同層次的思考。再者，讓學生進行互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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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加深他們對技巧的認識和掌握，亦可培養他們的審美能力。事實上，培養學生的批判性

思考能力和創造力是需要心思和時間，而且沒有特定途徑可依循。本人建議老師可遁序漸

進，於課程中滲入啟發學生思維和創意的元素，建立自己學校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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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跨學科 – 綜藝課程 

 

劉雅莉老師 

培僑小學 

 

摘要 

 

本文主要分享推行綜藝課程的情況。前半部份引用連文嘗校長在「行政長官

卓越教學獎」的提名人撰稿內容，作為簡介綜藝課程的理念及發展；後半部

內容則以「形體與舞蹈」為題，闡述如何在綜藝課中，透過舞蹈培養學生的

批判性思考能力和創造力。 

 

關鍵字：綜藝課程、形體與舞蹈、批判性思考能力、創造力 

 

 

綜藝課程 

 

一、 緣起、課程目標及特色 

 

開校初期，我們留意到學生在各種表演場合上，表現缺乏自信和欠缺演藝的基本認知。我

們希望能改變這種狀況，經過多次非正式的探討，逐漸構想出及推行一個校本綜藝課程的

概念，目的是改善學生的綜合藝術素養。我們又認為零散的課外活動並不能滿足這個需

要，於是，大膽地提出要在正規課時內，嘗試推行一個綜合音樂、體育及視藝三科的課程，

其後更加入戲劇、朗誦及語文等元素。這個課程由 03-04 年度開始實行，至今已推行了五

年。 

 

課程目標： 

 

 認識不同的表演藝術； 

 培養孩子創造、表達和欣賞藝術的能力，發展學生的個人潛能； 

 培養學生積極、樂觀、合群、自信和主動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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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特色： 

 

 採用藝術的綜合學習模式，以深化學生對不同藝術形式之間及跨學習領域的學

習﹔ 

 採用學生為主導的模式，引導學生建構知識和技能，並應用在現實的環境中；  

 讓學生通過全方位學習活動去獲得更廣闊的藝術學習經歷； 

 讓學生學習思考、學會表演和創作、學會欣賞和評鑑。 

 

二、 學習經歷的組識 

 

本課程於四年級下學期進行，為期半學年，為方便學生靈活選課及教師協作教學，該級各

班的音樂、體育及視藝科都編排在同一時段進行(每周連續兩個下午共六個教節)，因此，

該時段的教師及學生都可以靈活流動。 

 

本課程以音樂劇連貫各學習領域的表演環節，並藉音樂劇匯演展示學習成果，使學生和教

師通過演出提昇學與教的動力。全體學生的必修課包括「認識音樂劇」、「戲劇與朗誦」、「感

觀開發」、「肢體運動」、「舞台空間的運用」、「物料與服裝設計」及「聲響探索與創作」。

有了這些基礎，學生可從「朗誦與戲劇」、「舞台設計」、「音樂創作」及「形體與舞蹈」四

組中選其一，按年度主題及預先共議的故事大綱，創作具該組別特色的表演內容，而各組

別的表演內容，則由一小組演員的「經歷」以故事形式串連起來，使整體演出一氣呵成。

創作表演內容的過程是一個師生共同探索、創作、排練及演出的過程，它構成學生在這個

課程中最重要的經歷，包括：應用剛學會的知識、經歷創作的苦與樂、處理人際衝突、包

容差異、團隊協作、承擔責任等。這個演出要求全體學生，人人參與，一個不少。過去五

年的成果匯演都獲得家長高度的評價，令學生深受鼓舞，很多學生都表示，當中獲得的經

歷，畢生難忘，終身受用。 

 

三、 促進學習的評估 

 

我們相信若評估的標準與學習的目標一致，同時，讓學生明確知道評估的準則及要求，則

能促進學生學習。為此，本課程分階段讓學生填寫「學習日誌」，藉此使學生更清晰地認

識自己的學習目標，反思自己的學習表現，以促進學習。學生分三階段填寫學習日誌，第

一次於認識音樂劇後，第二次於分組活動後、演出前，第三次於演出後。 

 



體育教師暑期學校 2008 

121 
 

形體與舞蹈 

 

一、 扮演的角色 

 

作為一位體育老師，我明白體育是「透過身體活動進行教育」，但在實施的過程中，教師

往往以自己為主導，學生多以直觀及操練形式來學習，很少機會進行評論或思考問題。作

為一個習「舞」之人，我體會到舞蹈可給予學生無限的創作空間和自信心，但課堂上卻缺

乏一個平台讓學生展現潛能。教育統籌委員會(2000)提出九種共通能力時，特別強調發展

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此外，審美能力亦十分重要。因此，本校跨學科的綜藝

課程，在體育科的範疇中，「形體與舞蹈」的教學扮演了藝術與共通能力的橋樑，兩者同

步發展，相輔相成。 

 

二、 學習階段 

 

「形體與舞蹈」的學習內容有部份是預先設計的，但年度主題的舞蹈則沒有特定的學習框

架，因此我們有很多的空間探索和嘗試，我們相信學生是具備探究精神和無限的想象力，

所以我們十分重視與學生共同探索的過程，而老師的角色只是引導和組織。以下是兩個學

習階段的內容： 

 

第一學習階段 :  

 

 
 

 

學生先從網上、書本、日常生活的觀察中，搜集有關舞蹈的資料，然後在課堂上分享交流。

教師亦會播放不同的舞蹈影片，並與學生共同評鑑舞者的表演方式，比較舞蹈的音樂節

奏，發表個人的感受等。這個階段是採用探究的教學形式，著重建立自己的觀點，更可質

疑別人的意見，從而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考及審美的眼光。 

 

第二學習階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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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感觀開發」的階段，我設計了「角色大考驗」和「照鏡子」活動，目的是要讓學生勇

於表達自己的身體和感覺，教學方式擺脫傳統只由老師示範及反復練習的模式。在「角色

大考驗」中，學生憑自己的生活經驗及創意，可自由演繹不同的移動方法。當教師說出上

班人士、老太婆、蝴蝶和蚯蚓的角色，學生便很容易做出快、慢、飛舞和蠕動的移動方法，

最後還要引導學生總結及說出移動的方法。在「照鏡子」中，學生輪流擔當領導及模仿的

角色，在已學的移動方法基礎上加以發展，還要考驗學生辨別左右正反的動作。教師鼓勵

他們設計創新的動作，並給予學生即時表演及互評的機會。 

 

在「肢體運動」的階段，我提供更多機會讓學生思考及研習。根據「批判性思考能力的理

論架構」(McBride 1992)，包括組織思維、作出思維的行動、展示思維及技能成果。在「動

物三人組」的活動中，學生先要認清問題的本質(組織思維)，即聆聽老師的講解及要求，

然後三人要集體討論如何用身體及四肢，設計或改良動物的造型(作出思維的行動)，最後

各組要輪流展示成果(展示思維及技能成果)。在整個活動中，學生要經歷假設、質疑、判

斷、嘗試、改良等過程，才能成功展示動物的造型。 

 

Brockmeyer(1987)提出創造力是成果及過程的概念，當中三個階段理論架構包括準備階段

(感覺)、籌劃階段(即興與創作動作)、核實階段(組成)。因此在「主題創作」的部份，我為

學生建立較開放的學習環境，他們的創作就是日後表演的內容，讓他們對自己的創作有更

強的擁有感。學生需進行協作學習、互相教授及評鑑。本年度的主題是奧運項目和踏板舞，

學生們要化身成福娃「迎迎」在大草原上展示活潑、機敏靈活的一面。學生在沒有音樂的

環境下，先在踏板上各自創作喜愛的奧運項目造型，再配合兩個八拍的舞步，我容許學生

做得不完美，但他們要接受批評，同伴亦會給予積極的建議或改良的舞步。然後學生隨著

音樂節奏，逐一把自己的舞步教授其他同學，最後由我穿針引線，把所有動作整合和串連，

我們就是這樣進行了集體創作和舞蹈綵排。我相信能夠讓學生參與其中、親身演繹，是他

們喜歡學習的最大原動力。 

 

總結 

 

在創作及綵排過程中，我們嘗過不少失敗，但師生之間互勵互勉，不斷為大家的演出作嘗

試和改善。老師的投入和認真的態度都感染了每個學生。我們沒有挑選最好的學生參與表

演，而讓每位學生都能共同參與演出，分擔台前幕後不同的角色。 

 

在「綜藝課程」結業晚會中，學生自信的風采的確表露無遺，他們對聲響的觸覺、形體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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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的表達、舞台視覺的效果、角色情感的舒發等技巧都揮灑自如，精湛流暢的演出深深打

動在場每位觀眾和家長，這個課程對他們的子女起了神奇的作用。即使是五、六年級的學

生，甚至是已畢業的學生，他們對於自己當晚參與的演出仍是歷歷在目，所以我們認為結

業晚會並沒有為「綜藝課程」劃上句號，它只是為學生將來的舞台揭開序幕。 

 

我相信教師只要持開放的思想和態度，容許學生探索及犯錯，並建立「學生為中心」的學

習環境及教學模式，鼓勵學生互相教授，協作學習，學生的潛能必定能一一釋放出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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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透過「應用學習」及「歷奇為本」體育課程以培養學生的創意思維與批判性

思考能力 
 

洪楚英校長 楊志宏老師 陳建達老師 

仁濟醫院董之英紀念中學 

 

摘要 

 

本校辦學宗旨秉承「尊仁濟世」的辦學精神，因應學生的不同需要，提供多

元化及專業課程；因材施教，啟發學生的個人潛能，培育他們的獨立思考與

創新能力，並協助他們建立優良品格。以下文章旨在介紹本校之「應用學習」

及「歷奇為本」的體育課程，藉以培養學生的創意思維與批判性思考能力。 

 

關鍵字：應用學習、歷奇為本、創意思維、批判性思考能力 

 

 

引言 

 

本校體育課程大致分為四類：一般體育課、體育會考課程、毅進體育課程和康體文娛業務

證書課程。從開校以來穩步發展至現在多元化、全面性及實用性的體育課程，配合學生的

能力、符合社區以至社會對體育的訴求與需要的課程給予學生選擇。由一般體育課，發展

到學生可從不同學習階段及經歷學習體育，協助學生發展所長，在專長中找尋自我，從而

獲得成功感及建立自信心。 

 

「應用學習」課程 

 

基於貫徹本校對體育課程發展的理念，積極發展多元化、全面性及實用性的體育課程，讓

學生在不同的學習階段，根據自己的興趣及能力，選擇合適的課程修讀。本校 2003 年開

辦康體文娛業務證書課程，報讀學生來自全港不同中學，因大部分中學都是在中四、五或

完成中五後沒有合適體育課程供給學生選讀，故校本應用學習課程都受學生歡迎報讀，曾

就讀學生數目 200 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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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包括：康體理論、團體遊戲設計及帶領、歷奇活動、運動攀登證書、拯溺證書、

成人急救證書、體適能基礎證書、外展訓練、山藝訓練、田徑/游泳裁判訓練、專業附訓

實習及參觀康體機構等。本校安排多次校內及校外的實習機會，藉以豐富他們的實踐經

驗。例如：在校內安排學生協助低年級同學在課堂進行分組活動、組織康樂活動、在中一

迎新日負責帶領遊戲等；在校外安排學生擔任小學運動會田徑裁判工作人員及中、小學學

界田徑、游泳比賽裁判工作。 

 

六星期專業附訓實習對學生極為重要，學生在不同機構進行如上班一般的實習，在真實環

境裡學習，體驗在不同體育範疇工作。實習的機構包括：香港學界體育聯會、排球總會、

手球總會、足球總會、體適能總會、各中小學、烏溪沙青年營、健身中心等。學生亦有參

與大型體育活動的服務工作，例如：國際手球邀請賽、世界女排大獎賽等。 

 

「歷奇為本」課程 

 

高、低歷奇課程四年前引入本校給應用學習課程學生，除給予學生對歷奇活動體驗外，還

教授學生帶領歷奇活動技巧，讓學生能夠學以致用。透過活動帶領，學生性格和態度改變

甚多，對他們往後的影響不少。本校希望歷奇活動能廣泛提供給學生，把歷奇活動引入在

校本課程，建設高、低結構歷奇和運動攀石牆設施，全面滲入歷奇活動於本校課程，甚至

於各類學校活動、學校領袖訓練及教師專業發展。 

 

 新入職老師活動 

 中一迎新歷奇活動 

 中一親子旅行 - 歷奇活動 

 領袖生領袖訓練 - 歷奇活動 

 初中全方位學習活動日 - 歷奇活動 

 星期三聯課活動節 - 運動攀登體驗 

 初、中級運動攀登證書課程 

 高、低結構技術證書課程 

 

其他學習經歷 

 

本校積極鼓勵學生參與各項校隊，學生的體育運動成績卓越，多年來得到報章的廣泛報

導。這些報導能提升學生的成就感，自信心及對學校的歸屬感，使學生在球場上或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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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對自己都有更高的要求。 

 

 連續四屆全港精英足球冠軍(2005-2008) 

 連續三屆精英隊際最佳表現學校大獎男子組冠軍(2004-2006) 

 連續三屆新界地域中學沙灘排球男子組冠軍(2006-2008) 

 兩屆全港精英手球冠軍 

 「香雪晨曦、董之英足球精英培訓計劃」 

 「南華董之英青訓足球協作計劃」 

 多次到訪內地體育交流團 

 

透過體育應用學習及歷奇為本體育課程以培養學生的創意思維與批判性思考能力 

 

本校將會以課程規劃、教學模式及評估方法去分享如何透過體育應用學習及歷奇為本體育

課程以培養學生的創意思維與批判性思考能力。 

 

 

 

應用學習課程 

 

課程內容中團體遊戲設計和帶領、田徑/游泳裁判實務，學生能透過學習培養出創意思維

與批判性思考能力。建立培育批判性思考及創造力的情境和先決條件，需要從課程規劃開

始。因為課程是學生學習框架，如果想學生學會多思考、多創作、多批評，課程內容必須

有這些元素，學生才能學到。當中團體遊戲設計和帶領、田徑/游泳裁判實務是最具培育

學生創意思維與批判性思考能力。 

 

其他學習環境需要考慮引入，藉此豐富學生學習經歷。參加其他團體舉辦大型競技比賽(如



體育教師暑期學校 2008 

127 
 

香港外展訓練學校-衝勁樂)、參與籌辦小學遊戲日、校內親子/迎新活動中遊戲帶領、學界

田徑/游泳錦標賽工作人員、各小學運動會工作人員。 

 

課程規劃方面： 

 

 團體遊戲設計及帶領 (創意思維與批判能力) 

 田徑裁判法及實務 (批判能力) 

 組織校內活動/班際/遊戲日 (創意思維) 

 專業附訓 (創意思維與批判能力) 

 

校本應用課程時間表在本校是獨立時間表，康體相關課節是每星期 15 節(一星期五天課總

課節是 39 節)。 

 

單元 教學內容 建議節數 

團體遊戲設計和帶領 遊戲講習 

老師帶領遊戲示範 

學生團體遊戲設計 

學生進行試帶團體遊戲 

老師和學生互相評鑑 

初中全方位學習活動日團體遊戲帶領 

學生團體遊戲帶領小組報告匯報 

3 

6 

2-3 

12 

2-3 

半日/1 小時 

3 

田徑裁判法及實務 田徑講習班 

田徑規則考試 

校內田徑裁判工作實習 

校內陸運會田徑裁判實習 

老師和學生檢討 

校外田徑裁判實務 

8-9 

3 

9-12 

2 日 

3 

6-8 次 

 

教學模式方面： 

 

建立培育批判性思考及創造力的情境和先決條件 

 建立「學生為中心」的學習環境及教學模式 

 透過學生相互教授，協作學習，能引發及接受另類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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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立較開放的學習環境、容許學生探索及犯錯 

(Lipman, 1988; McBride, 2004; Gossett & Fisher,2005; Park & Helsler 2001; McBride & Cleland 

1998) 

 

教師觀念的改變 

 對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有期望 

 創造力的教師及創意的教學   

 給與學生思考的責任 

(McBride, 1991; Schwager & Labate, 1993; McBride & Cleland 1998; Park & Heisler, 2001; 

Zachopoulou et al, 2006) 

 

團體遊戲設計和帶領單元 

 

學生利用自己對遊戲已有知識，編寫遊戲設計各項要點。透過老師和學生互相評鑑和老師

帶領遊戲示範，藉此啟發學生對遊戲創作思為。設計遊戲過程中，老師可介入協助學生解

決問題。然後學生進行試帶團體遊戲，透過學生相互教授，協作學習，能引發及接受另類

解決方案，令學生把自己對遊戲已有知識，根據一些遊戲設計原則，由創作遊戲到創新遊

戲的一個過程。這個過程能夠有效地培養出創意思維。 

 

學生利用自己同學進行試帶團體遊戲是建立較開放、容許學生探索及犯錯的學習環境，對

創意思維與批判能力，這是最重要的一個過程，不能缺少。 

 

老師觀念改變，由一般直接教學法，應轉變多用學生學習為中心的教學方法。老師自己的

教學要多花心思。如果自己都能以身作則，創意無窮，學生不單止有學習動機，還引發他

們的無限創意。 

 

學生為中心學習環境 

學習過程 能力培養 學習成果 

沒有規範、沒有原

則、沒有原理 
任意 學生無成功感 

有規範、有原則、

有原理 
創意 

有成功感 

創意思維 

 

學生在學習環境能夠自己建構學習模式、程度和進度，學生學習動機會被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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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給與學生思考的責任？ 

 

課堂上學生分組模擬試帶遊戲、給予學生組織學校活機會動，例如：遊戲日、班際/社際

競技賽和領袖訓練中遊戲部分。這些學習經歷不單只給與學生思考的責任，透過活動過

程，自然地提高學生對學校歸屬感和自我認同感。(學生說：我都有用心帶中一級玩遊戲，

充足準備帶領遊戲內容) 

 

建立培育批判性思考的情境 

 

學生要掌握基本知識，透過一連串活動體驗和學習經歷，學生能夠把知識應用於實際工作

環境。過程中會產生分析、綜合、評鑑出結果，並選擇個人合適方案。這個連續不斷的過

程能夠培育學生的批判思考能力。 

 

Bloom 之智能目標分類 

 

不同層次：知識、理解、應用、分析、綜合、評鑑 

(Bloom's taxonomy In Anderson and Sosniak1994) 

 

田徑裁判法及實務單元 

 

教學內容 Bloom 之智能目標分類 培育批判性思考舉例 

田徑講習班 知識、理解 
例如：擲項比賽項目，少於 8 人參賽，

每人有多少次試擲機會。 

田徑規則考試 
知識、理解、應用、分

析 

例如：擲項比賽項目，最佳成績相

同，怎樣決定名次。 

校內田徑裁判工作實習 
應用、分析、綜合、評

鑑 

例如；擲項比賽項目，以插牌紀錄成

績的運用方法作出批判。 

校內陸運會田徑裁判實習 
應用、分析、綜合、評

鑑 

為什麼在 4x400 米比賽，運動員需要

穿著一色運動服方可比賽? 

老師和學生檢討 
理解、應用、分析、綜

合、評鑑 

例如：5000 米跑項目，利用甚麼方法

取得準確無誤的圈數和名次資料。 

校外田徑裁判實務 
再應用、再分析、再綜

合、再評鑑 

例如：跳遠運動員在沙池腳印位置的

量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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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方法 

 

多元化和持續性評估被採用於校本應用課程中，田徑裁判法及實務和團體遊戲設計和帶領

單元，知識方面評估方法是利用考試、功課和個人檔案紀錄；技能方透過模擬裁判工作實

習由老師觀察式評核；應用方面評估透過校內、外裁判工作實務表現與次數，綜合一連串

學生的學習進程給予一個持續性評估所得的成績。 

 

田徑裁判法及實務評分百份比： 

 

1. 田裁筆試   (20%) 

2. 田裁實務   (20%) 

3. 校內陸運會表現  (20%) 

4. 外出服務次數  (20%) 

5. 上課表現   (20%) 

 

團體遊戲設計和帶領評分百份比： 

 

1. 團體遊戲設計功課     (20%) 

2. 團體遊戲模擬帶領表現    (20%) 

3. 全方位活動學習日團體遊戲帶領表現 (20%) 

4. 個人報告與感想      (20%) 

5. 上課表現       (20%) 

 

學生報告例子 

 

 學校旅行團體遊戲小冊子 

 團體遊戲設計及帶領報告 

 小學遊戲日計劃書 

 小學遊戲日報告 

 境外體育交流團小冊子 

 專業附訓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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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考量因素 

 

1. 應用學習課程時間表需要獨立，與其他一般科目時間表分開，可以減低對其他科目上

課時間影響。 

2. 科組同事人數足夠，應付不少外出服務學習。 

3. 老師願意接受挑戰，不斷學習。 

 

參考文獻 

 

Anderson, L. W. & Sosniak, L/.A. (1994). Bloom's taxonomy : a forty-year retrospective. 

Chicago : NSSE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ossett, M. & Fisher, O. (2005). Bringing together critical thinking and co-operative learning 

between two schools. Strategies, 19,2 27-30 

 

Lipman, M. (1988). Critical thinking – What can it be? Education Leadership, 46(1), 38-43 

  

Marlett, P. B. & Gordon, P. B. (2004). The use of alternative texts in physical education. Journal 

of Adolescent & Adult Literacy, 48 (3). p.228- 237. 

 

McBride, R. E. (1991). Critical thinking- An overview with implications for physical education. 

Journal of Teach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 11, 112-125. 

 

McBride, R. E. & Cleland, F. (1998). Critical think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 Putting the theory 

where it belongs: In the gymnasium. Journal of Physical Education, Recreation and Dance, 

68(7).42.  

 

McBride, R. E. (2004). If you structure it, they will learn… Critical think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es. The Clearing House. Jan/Feb, 77, 33-6.  

 

Park, R. J. & Heisler, B. A. (2001).School programmes can foster creativity through physical 

education. Education, 95 (3).225-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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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展示課 
 

黃嘉璐老師 

宣道會葉紹蔭紀念小學 

 

孫瑞強老師 

棉紡會中學 

 

李宗博士  高達倫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體藝學系體育部 

 

摘要 

 

每年體育教師暑期學校的展示課目的是提供同工探討、分析及評論體育教學

的機會。本文旨在詳列編者與兩位老師所策劃，編寫及主持之兩節中小學體

育課計劃，闡明其背後理念及教學依據，藉以作為推展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

造力的示例。 

 

關鍵字：體育、展示課、創造力、批判性思考能力 

 

 

引言：設計信念 

 

我們認為一節具效果之體育課取決於： 

1. 預期之學習目標能否達到， 

2. 課堂設計及安排能否給予學生大量具質素之學習活動， 

3. 學習活動能否關注本科以身體活動為媒體的特質，發展學生智能如創造及批判性思考

能力。 

 

展示課之教學依據 

 

2008年度的展示課嘗試以「情境學習理念」(Situated Learning Theory) (Kirk & Macdonald, 1998) 

作依據，提供有利於誘發學生思維及解決問題的學習環境，令學生思考及實踐，將抽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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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轉化為實用知識，促進學生高層次思維，創造及批判思考能力。 

 

 於小學課節中，宣道會葉紹蔭紀念小學黃嘉璐老師嘗試應用導引式發現法(Guided 

Discovery)之理念以設計教學活動，目的旨在以老師的指引，創設情境，刺激聯想，透

過模倣及扮演，使學生領略身體形態的概念及發揮創造力。其主要內容為：老師以 

1. 學生常做的健體操貫通整個課節以維持身體之活動量； 

2. 大自然攝影師作開始，建立情境，刺激學生聯想； 

3. 繼而安排扮演及造形以彰顥身體不同形態的概念掌握； 

4. 最後以小組扮演不同的形態作照片構圖為終結，誘發學生創造能力的發揮(附頁一)。 

 

 於中學課節中，棉紡會中學孫瑞強老師嘗試引用Thorpe and Bunker (Throrpe, Bunker & 

Almond 1986)所建立之領會教學法理念設計教學活動，目的旨在透過體育之智能及情

境化學習以發展學生之戰術意識及決策能力。其主要內容為：老師以 

1.  改良及附設不同條件的小組攻防競賽作為主要學習活動設計； 

2.  活動中安排隊員商討機會，以便他／她們領略走動及支援以配合隊友創造空間攻門的

策略及選取最佳的進球方式； 

3.  繼而嘗試於攻防比賽中將商討的結果作出實踐及決定，為學生提供思考決策及實施的

機會； 

4. 安排學生自設規則，促進學生對攻防比賽的認識及創造力(附頁二)。 

 

總結 

 

編者與兩位老師希望利用上述對「情境學習」理念、「導引式發現法」、「領會教學法」

和兩個課節計劃實例，為體育同工提供「通過體育發展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的可能

及可行的實際例子，希望對體育教學理念、方法和專業發展，拋磚引玉，增添思路。 

 

参考文獻 

 

Kirk, D. & Macdonald, D. (1998). Situated learn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 Journal of Teach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 17(3), 376-387. 

 

Thorp, R., Bunker, D. & Almond, L. (1986). Rethinking games teaching. UK: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oughbo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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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頁一 

體育教師暑期學校2008-小學展示課 
 

授課日期：5-7-2008 星期六 時間：9：30至10：10 (約40分鐘) 場地：香港教育學院室內運動場

教師： 黃嘉璐老師 宣道會葉紹蔭紀念小學   學生人數：男 16  女 14  共30人  班級：1D 

用具：CD機、健體操及大自然音樂、數碼相機  

單元：    基礎活動(身體操控)                     教節：    2                        

學生已有經驗：健體操動作、身體形態及支點平衡的認知  

主題：    身體形態                                  

教學目標：技能/體能：學生能透過聯想及扮演-展示出身體不同形態(窄長、闊大、捲曲、扭曲) 

情意：                         -欣賞大自然的精神             

 認知：                         -分辨及說出身體形態的名稱          

 共通能力：                     -提升想象及創作力                  

程序 時間 教學內容 教學要點 理念/理據 圖解及組織

引入

活動 

 

 

 

 

 

 

主題/

技術

發展 

 

 

 

 

 

 

 

 

 

 

 

 

3＇ 

3＇ 

 

 

 

 

 

 

12＇ 

 

 

 

 

 

 

 

 

 

 

 

 

 

 

活動一：健體操 

活動二：情境建構 

老 師 是 一 個 熱 愛 大 自 然 的 攝 影

師，喜歡拍攝大自然。 

以相片與學生分享，同時要學生

聯想出圖片中的生物是一個怎樣

的形態。 

 

活動三：想象及展示形態 

1. 學生隨着音樂跳健體操時想象

一個花園裏窄長形態的東西，於

音樂停時，展示一個窄長形態的

束西 

2. 學生隨着音樂跳健體操時想象

一個花園裏闊大形態的東西，於

音樂停時，展示一個闊大形態的

束西 

3. 學生隨着音樂跳健體操時想象

一個山林裏捲曲形態的東西，於

音樂停時，展示一個捲曲形態的

束西 

4. 學生隨着音樂跳健體操時想象

一個山林裏扭曲形態的東西，於

~跟著節拍 

小石頭 捲曲 

大樹 闊大/窄長

毛蟲 扭曲/窄長

蝸牛 捲曲 

 

 

 

~鼓勵同學聯想 

~尊重及讚賞創意

~ 跳 健 體 操 時 須

跟著節拍，避免

碰撞 

 

 

 

 

 

 

 

 

 

 

 熱身 

 逶過想象之綜合

思維，讓學生聯

想與大自然有關

的身體形態 

 提升學生學習興

趣及動機 

  

 提供學生扮演的

機會，提升想象

及創作力 

 利用健體操，提

升運動量 

 擴散性思考 

(Divergent 

thinking) 之應用 

 指導式發現法

(Guided discovery)

之應用 

 

 

 

 

 

自由站立

 

 

 

 

 

 

自由站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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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練習 

 

 

 

 

 

 

 

 

 

 

 

整理

活動 

 

 

 

 

 

3＇ 

 

 

 

 

 

 

 

 

10＇ 

 

 

 

 

 

 

  

 

 

 

 

 

5＇ 

 

音樂停時，展示一個扭曲形態的

束西 

5. 訪問學生所扮演的東西 

 

活動四：想象及展示形態 

1 學生隨着音樂跳健體操時想象

一個在郊野公園裏窄長或闊大

或扭曲或捲曲形態的東西，於

音樂停時，展示該形態，並與

同學分享所扮演的束西 

 

 

 

活動五：小組想象及扮演 

學生分六組，每組圍成一個小圓，

扮一個小公園或小森林，學生先想

象及扮演一種東西，隨着音樂跳健

體操時想象變為另外一種東西，於

音樂停時，老師倒數五秒，學生展

示該形態並合作變成一張公園或

小森林裏的相片 

*有合作及做得好的一組，老師會

送一張相機圖片，最後會邀請收

到最多相機的一至兩組作示範，

同時可指出同學可改善的地方* 

 

活動六：變回原形活動： 

播放大自然音樂，慢慢呼吸，放鬆

身體 

 

提問: 

1. 大自然確實奇妙，有大樹…它

們給我們有很多形態如???  

 

總結 

2. 鼓勵學生愛護大自然，可以用

相機拍攝或畫圖畫來欣賞大自

然，要做大自然的好朋友 

 

 

 

 

~鼓勵同學聯想 

~尊重及讚賞創意

~跳健體操時須跟

著節拍，避免碰

撞 

 

 

 

 

 

~鼓勵同學聯想 

~尊重及讚賞創意

~跳健體操時須跟

著節拍，避免碰

撞 

 

 

 

 

 

 

 

 

~深呼吸 

 

 

 

(闊大、窄長、捲

曲、扭曲) 

 

 

 

 

 

 

 提供學生扮演的

機會，提升想象

及創作力 

 擴散性思考

(Divergent 

thinking)之應用 

 指導式發現法

(Guided discovery)

之應用 

 

 讓學生嘗試構圖

及形態的配合 

 小組活動，提升

學生互相學習的

氣氛及增加合作

機會 

 

 

 

 

 

 

 

 舒鬆 

 

 

 

 分辨及說出身體

形態的名稱 

 

 

 欣賞大自然 

 

 

 

 

自由站立

 

 

 

 

 

 

 

 

 

 

 

 

 

 

 

 

 

 

 

 

 

 

自由站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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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頁二 

體育教師暑期學校2008-中學展示課 
 

授課日期：5-7-2008 星期六 時間：13：30至14：10 (約40分鐘) 場地：香港教育學院室內運動場

教師：  孫瑞強老師   棉紡會中學     學生人數：男  32     班級： 中四  

用具： 色碟40隻、雪糕筒16個、足球4個、顏色背心16件、計時器4個   

單元：          球類遊戲                     教節：    一教節                       

學生已有知識：足球的傳球和頭球；籃球和手球的傳接球；足球、籃球和手球的基本球賽規則 

主題：    嘗試利用領會教學法，以小組競賽促進學生之批判性思考及創意          

教學目標：          學生能                  

 技能/體能：         利用走動及支援配合隊友創造空間進攻對方球門        

 情意：                 展示協作及溝通以取得進球                  

 認知： 決定取分之最佳進球方式以爭取最高分數；促進創意及批判性思巧     

程序 時間 教學內容 教學要點 理念/理據 圖解及組織 

I 引入

活動 

 

 

 

 

 

 

II 技術

發展 

 

 

 

 

 

 

 

 

 

 

 

 
 

5’ 
 

 

 

 

 

 

 

8’ 
 

 

 

 

 

 

 

 

 

 

 

 

 
 

4 人一組，1 個足球，每兩組使

用 1/4 手球場(10mX18m) ，每

組三人以「8」字形走位運及傳

球進攻空門，第四位同學跟隨

進攻隊伍跑動，輪流練習 

 可採用不同方法進球，如：

擲、踢、頂 

 

3 對 1 攻防競賽 

4 人一組，每兩組使用 1/4 手球

場(10mX18m)-進攻隊派出 3 人

進攻，1 人計時，輪流練習 

-防守隊派出 1 人防守，1 人計

時及 2 人檢球 

-20 秒內完成進攻 

-手擲入獲 1 分 

-腳踢入獲 2 分 

-頭頂入獲 3 分 

-如防守球員成功搶截後，以任

何方式進球皆獲 3 分 

-球出界便結束進攻，攻守互換

 
 

 不停地走位及

支援隊友 

 

 

 

 

 

 

 

 不停地走位及

支援隊友 

 選取適當的傳

球 

 決定傳或射 

 選擇較高分的

進球方法 

 

 

 

 

 

 
 

 熱身 

 鞏固走動及支

援配合隊友利

用空間進攻對

方球門 

 

 

 

 

嘗試利用領會教

學法以小組攻防

競賽作開始。 

 

 

學生須應用已掌

握之傳、接或射

技巧，具批判地

決定走到哪處以

支援隊友及利用

哪種射門取分…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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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應用

活動 

 

 

 

 

 

 

 

 

IV整 

理活動 

10’ 
 

 

 

 

 

 

 

 

10’ 
 

 

 

 

 

 

 

 

 

5＇ 

3 對 2 攻防競賽 

-組織同上，-防守隊派出 2 人防

守，1 人計時及 1 人檢球 

-進攻隊在進攻前獲 1 分鐘討論

i/  進攻策略 

ii/ 決定進球方法 

 

-分數累積計算 

 

3 對 3 比賽 

-組織同上 

-學生可加入自訂規則如 

i/ 射門得分 

ii/運球及搶截犯規等 

 

 

 

 

 

-總結-i/小組攻門之可行策略概

念 

     ii/選取進球方式的考慮 

     iii/自訂規則 

iv/點出本課節之目標 

-收拾器材 

 

 不停地走位及

支援隊友 

 選擇最佳的進

球方法 

 好好利用 1 分

鐘去策劃如何

製造空間讓隊

友進球 

 

 不停地走位及

支援隊友 

 選擇最佳的進

球方法 

 可自設犯規的

罰則 

 

 

 

 

-走動及支援 

-決定能力 

-促進同學之批判

性思考及創意 

 

學生須商討，選

取及嘗試不同的

走動、支援及射

門方式以達致協

作，溝通及攻門

的效果 

 

 

 

- 學生須商討，選

取 及 嘗 試 不 同

的走動、支援及

射 門 方 式 以 達

致協作，溝通及

攻門的效果 

- 學生自訂規則

提供發展創意

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