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享流程

學校背景 行動研究
疫情期間的
體育學習



學校背景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位於荃灣麗城花園

•資助、男女校、基督教

•全校共30班，每班32人

•運動場地：籃球場、雨操場、禮堂、多功能平台、健身室

•外間場地：荃灣西約體育館



運動場地



體育正規課程
上課時間表

• 體育課：50分鐘(一節)

• P1：每星期1.5節(健康及體育科)

• P2-6：每星期1節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半天課

8:30-8:45 班務

8:30-8:40 早
操

班務 8:30-8:45
8:40-8:50 班

務

8:45-9:35 英文 英文 中文 中文 中文 8:45-9:30

9:35-9:45 小息1 9:30-9:40

9:45-10:35 視藝 音樂 英文 數學 體育 9:40-10:25

10:35-10:45 小息2 10:25-10:35

10:45-11:35 數學 常識 聖經 常識 英文 10:35-11:20

11:35-11:45 小息3 11:20-11:30

11:45-12:35 中閱 中文 數學 英文 數學 11:30-12:15

12:35-1:05 午膳 午膳 午膳 導修(20’)

1:05-1:25 午息
1:05-1:35午

息
(30min)

午息 12:15-12:35

1:25-1:55
P1-3聖經
P4-5圖書

P6圖書(中普) 生趣課
(1h10m)

導修(55’)

P3中普
(中文科任)
P1-2圖書
P4-6聖經 動喜來

(1h10m)

1:55-2:35
導修(低)/
周會(高)

40m

2:30學生放
學

成長課
40m

2:35-2:55 小息4 小息4 小息4 小息4

2:55-3:25
周會(低)/
導修(高)

30m

導修

30m

導修

30m

導修

30m

3:25-3:30
收拾預備放

學
收拾預備放

學



體育科課程

多元體育活動

• 小一至小三︰基礎活動(移動技能、平衡穩定技能、操控用具技能)、韻律活

動、集體遊戲、閃避球/躲避盤、體適能等

• 小四至小六︰田徑、體操、舞蹈、手球、足球、籃球、排球、非撞式欖球、

乒乓球、羽毛球、足毽、跳繩、閃避球/躲避盤、體適能等



校本聯課體育活動

早操 戶外學習日小息活動 動.喜.來 班際比賽

新興運動走出校園 運動總錦標趣味遊戲



班際運動總錦標
班級經營、營造學校體運動氣氛

•全年計算，分為參與分及競技分

•評分項目：

運動會(P.3-6)、水運會(P.1-6)

生趣課：跳繩比賽、閃避球、躲避盤

試後活動：競技活動(P.1-2)，足球(P.3)，排球(P.4)，籃球(P.5)



體育科發展目標

•學生「樂學」、老師「樂教」

•透過體育活動，發展體育技能，獲取相關的活動知識

•培養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從而建立恆常運動的習慣

•透過活躍及健康的生活方式，促進身體健康，提升體適能和身體協調的能力

•培養正確的道德行為，學會在群體生活中互相合作

•發展判斷力和欣賞優美動作的能力

•成為負責任的公民，為活躍及健康的社區作出貢獻



本科強項及契機

•學生上課主動積極

•教師團隊主動積極具創意

•體育室用具及器材齊全

•學生的體適能表現良好，學生體重適中

•各校隊校外比賽成績優異



本科弱項及危機
•體育課程內容略多，部份級別教學時間不太足夠

•每周的總課時比以往少10分鐘，一星期只有50分鐘，課程緊迫

•課程上過份著重技巧訓練，偏向沉悶，忽略共通能力，價值教育如協

作能力

•學生甚少透過電子學習平台進行自主學習

•部分學生經過長期訓練後，缺乏表現(展示)機會



主要關注事項

•推行校本體育課程更新時，強調共通能力及價值觀和態度的培養

•透過推行電子學習，促進自主學習

•善用資訊科技工具促進學與教



分享流程

學校背景 行動研究
疫情期間的
體育學習



18-19

應用領會教學法(TGFU)

於小學四年級學生排球
教學之行動研究

19-20

應用‘球賽練習’教學
法(PLAY PRACTICE)於

排球課以強化
小學五年級學生的戰術

及合作意識

20-21

擴展至其他球類教學

如足球、籃球等…

行動研究題目



體育課之部分現況

球類體育課中，最多學生提出的問題或建議是:(LI & CRUZ, 2008)

•“老師，我們今天是否比賽?”

•“老師，什麽時候可以比賽?”

•“老師，我們可以現在比賽嗎?”



傳統球類教學的假設

•學生的最有效的學習是“技巧->球賽”

•比賽及戰術意識最好是在技巧發展致成熟之後學習

•教師主導



傳統球類教學-技巧主導模式

•通過介紹,伸延,改良及應用的練習以協助學生掌握技能(RINK, 2006)

•球賽只在學生掌握技巧後或於每一課堂後段安排

介紹 伸延 改良 應用 比賽



技巧主導模式-現象及結果
技巧發展>戰術意識和決定能力

(LIGHT & FAWNS , 2003; GREHAIGNE & GODBOUT, 1995) 

傳統教學-把戰術與技術分開及被兩極化的學習

一般未能伸延所學之技巧於球賽中

對學習球類課缺乏興趣

畢業時對球類及比賽所知甚少(WERNER, BUNKER & THORPE, 1996)



領會教學法
•球類教學應先經歷戰術球賽理解→技能教學(技能教學法則相反)

•以學生為中心

•以修正、簡化的遊戲及規則開始教學

•學員在遊戲或比賽的學習情境裡，透過個人的思考或團體的討論來理解
整個遊戲或比賽的規則、學習運動技能及其需要運用的戰術戰略

•引導學生運動技能之學習，並加深其對遊戲或比賽所產生的樂趣

•學生獲得多元球賽機會



『領會教學法』的模式與特點

(6) 動作完成

(1) 項目介紹

(2) 比賽概況

(5) 技巧演示(3) 戰術意識培
養

(4) 瞬時決斷能力訓練

學生

做什麼? 如何做?

(廖玉光, 2002)



18-19年度

應用領會教學法(TGFU)於小學四年級排球教學以促進學生學習之行動研究

研究主題：領會教學法能否

-提升學生了解排球活動規則，並於比賽中應用進攻戰術

-享受排球比賽的樂趣



行動研究的動機

•傳統技能為主的球類教學法，缺乏最有趣的元素-比賽

•個人參與->社會性參與

•直接灌輸->探究式教學

•即使學生花了許多時間練習基本技術，未能使他們於比賽中運用出來

•運用領會式教學法較技巧主導模式更適合教授共通技能、價值觀及態度



預期成果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學生能了解排球活動規則、
於比賽中應用進攻戰術

透過排球的簡化比賽，
讓學生從比賽中領會
排球規則：三傳過網
及球不著地、了解打
空位概念及一傳後的
支援者位置。

受訪學生能提出合理的
方法幫助球隊得分

八成學生能於每題排球
小知識答對3題中的2題
或以上

教師觀察
學生訪談/
學生學習回饋表

排球小知識

學生享受排球比賽的樂趣 適應學習者能力，簡
化比賽規則，讓每一
位學習者都有能力參
與比賽

八成學生表現出很有興
趣並積極參與或願意配
合活動的進行

教師觀察
學生訪談/
學生學習回饋表



活動日期

會議日期： 17/4、14/5、16/5、17/5、21/5、23/5、24/5(放學後，約15分鐘)



3或4人賽(10分鐘)

以底線拋球三傳開始，

每次隊內傳球最多3次

球著地為輸

3或4人賽(10分鐘)

以底線拋球三傳開始，

每次隊內傳球最多3次

球著地為輸

3或4人賽(10分鐘)

以底線拋球三傳開始，

每次隊內傳球最多3次

球著地為輸

教學計劃(第一節)

明白規則：三傳過網
(教師在旁觀察學生是否明

自規則)
三傳過網及球不著地

打空位概念
(擊球落點位置？)

做適當決定
「做什麼？」

及
「如何做？」

拋、拋、殺

(2) 比賽概況

(3) 戰術意識培養

(4) 瞬時決斷能力訓練

(1) 項目介紹 (5) 技巧演示

(6) 動作完成



課堂片段1



3或4人比賽(10分鐘)

以底線拋球三傳開始，

拋球過網，落地得1分

擊球過網，落地得2分

每次隊內傳球最多3次

球著地為輸

3或4人比賽(10分鐘)

以底線拋球三傳開始，

拋球過網，落地得1分

擊球過網，落地得2分

每次隊內傳球最多3次

球著地為輸

3或4人比賽(10分鐘)

以底線拋球三傳開始，

拋球過網，落地得1分

擊球過網，落地得2分

每次隊內傳球最多3次

球著地為輸

比賽鑑賞

規則：三傳過網
打空位概念

理解戰術
支援者的位置
(二傳手位置？)
(近網？近底線？)

( 拋去邊？)

做適當決定
「做什麼？」

及
「如何做？」

拋、拋、殺教學計劃(第二節)

(2) 比賽概況

(3) 戰術意識培養

(4) 瞬時決斷能力訓練

(1) 項目介紹 (5) 技巧演示

(6) 動作完成



課堂片段2



試後活動-班際比賽

•四年級4人排球比賽

•日期﹕試後活動

•地點﹕西約體育館

•形式﹕每班最多可派出男子及女子隊各2隊

•每隊由6人組成(4名正選，2名後備) 

•賽制﹕比賽以小組+淘汰賽進行



研究設計

•方法：質性及量性研究

•資料搜集工具：

教師省思、同儕教師觀察記錄表、學生訪談及學生學習回饋表



教師省思及同儕教師觀察記錄表



排球小知識



排球小知識



排球小知識



學生學習回饋表



訪談
•在這排球課中，你學到甚麼？比賽規則、排

球知識、戰術？

•你有沒有發現用什麼方法能夠幫助你那隊得

分呢？

•分享上課心得或是你覺得上課那一部分你印

象最深刻？

•你喜歡這樣上排球課的方式嗎？為什麼？



教師省思及同儕
教師觀察記錄表

(課堂)

排球小知識

(所有學生)

(課後)

學生學習

回饋表

(每班選五名學
生，共25人)

(課後)

學生訪談

(每班選兩名學
生，共10人)

(課後)

數據收集流程



數據分析(質性)
學生能提升解決問題能力、了解排球活動規則，並於比賽中應用進攻戰術

學生意見 教師意見

所有學生能提出合理方法及球賽規則

學生指進攻時
• 擊球至空位
• 不要太集中進攻一個位置
• 加快傳球速度

大部分學生能展示進攻時擊球至空位
及三傳進攻，二傳手位於網前

• 能展示來回球
• 展示出攔網動作
• 能從比賽中探索知識



數據分析(量性)
問題1 問題2 問題3

接近所有學生答對 八成學生答對 六成學生答支援者A
三成學生答支援者B



數據分析(質性及量性)
學生享受排球比賽的樂趣

學生意見 教師意見

所有受訪學生表現出很有興趣並積極
參與或願意配合活動的進行

• 團隊精神
• 增加樂趣
• 玩得投入

觀察到學生享受排球比賽的樂趣

• 學生享受排球比賽
• 過程富娛樂性
• 提升學習的動機
• 參與度高及運動量高



訪談片段

Marsden
Text Box



整體研究結果反思

• 對行動研究的成效是正面的

• 學生能提升解決問題能力、了解排球活

動規則，並於比賽中應用進攻戰術

• 學生享受排球比賽的樂趣



整體建議

• 在球例加入發球者輪轉

• 在比賽加入容許球落地一次

• 引入其他相關教學法以教授較難掌握的

技能，如上下手傳球



TGFU部分爭論

• 技巧練習角色

• 六個步驟的規限及混淆



領會教學法相關教學

新加坡-球賽練習(Launder, 2013) 

澳州-球賽練習(Launder, 2001) 

美國-球賽練習



19-20年度

應用‘球賽練習’教學法(PLAY PRACTICE)於

排球課以強化小學五年級學生的戰術及協作技能



球賽練習教學法

以遊戲/比賽為主要學習活動(LAUNDER, 2001)

•球賽PLAY-小型/改良/有條件/全場球賽

•練習PRACTICE-具適切地挑戰包括決策、解難、歡樂、享受

•球賽PLAY-應用於練習所學的技巧

球賽 練習 球賽



協作技能

•可以有效地與人合作，共同籌備活動，解決困難和作出決策，最終能令

學習者與別人建立相互促進的關係(EDB,2013)

•需要耐心聆聽，欣賞他人，具備溝通、協商、調協、領導、判斷、影響

和激勵他人的能力



行動研究的動機

•延伸技能學習

•增加來回球次數

•透過輪轉，讓學生了解比賽規則

•透過排球比賽，激勵他人



預期成果與貢獻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學生能於比賽中展示
「合作技」-三傳過網

透過遊戲練習教學模式，讓學生先在有條
件的比賽了解比賽模式，並透過練習加強
學生「合作技」- 三傳擊球過網的技能，
最後讓學生在有條件的比賽實踐「合作
技」。

八成學生能於比賽中應
用「合作技」

教師觀察

學生能強化小學五年級
的比賽協作技能

隊員能於比賽中展示協作技能，於每球完
結後鼓勵擊掌打氣。

八成學生能於每球完結
後鼓勵擊掌打氣

教師觀察
學生訪談/學生學
習回饋表

學生能提升解決問題能
力，了解排球活動規則、
於比賽中應用防守策略

學生能了解個人防守及整體防守的概念。 學生能提出合理的方法
幫助球隊防守
八成學生能於每題排球
小知識問題答對

教師觀察
學生訪談/學生學
習回饋表
排球小知識



計劃進度



熱身

(5分鐘)

兩人一組，過頭
互相傳球。隊友
拋，上手回傳隊
友拋，下手回傳

4人比賽

(10分鐘)

拋球至對方場區

開始，對方必須

以合作技進攻。

拋球直接得分不

計，容許球彈地

一次

合作技

(10分鐘)

由對方拋球開始，
用上或下手傳球方
式傳至二傳手，二
傳手傳球至擊球手，
擊球手擊球過網完
成。一人在隔場區
接球，然後位置輪

轉

4人比賽

(20分鐘)

拋球至對方場區
開始，必須以合
作技完成。拋球
直接得分不計，
容許球彈地一次

緩和運動

(5分鐘)

簡單伸展

教師發問及

小組討論

教學計劃(第一節)

熱身 遊戲 練習 遊戲 緩和運動

重溫打空位概念
(擊球落點位置？)

支援者的位置
(二傳手位置？)
(近網？近底線？)

( 拋去邊？)

合作技 =
墊、拋、殺

個人防守者身向



熱身

(5分鐘)

兩人一組，過頭
互相傳球。隊友
拋，上手回傳隊
友拋，下手回傳

4人比賽

(10分鐘)

拋球至對方場區

開始，對方必須

以合作技進攻。

拋球直接得分不

計，容許球彈地

一次

合作技

(10分鐘)

由對方擊球開始，
用下手傳球方式傳
至二傳手，二傳手
傳球至擊球手，擊
球手擊球過網完成。
一人在隔場區接球，

然後位置輪轉

4人比賽

(20分鐘)

拋球至對方場區
開始，對方必須
以合作技進攻。
拋球直接得分不
計，容許球彈地

一次

緩和運動

(5分鐘)

簡單伸展

教師發問及

小組討論

熱身 遊戲 練習 遊戲 緩和運動

個人防守者身向

合作技 =
墊、拋、殺

整體防守位置

教學計劃(第二節)

個人防守者身向
預備動作



模擬比賽片段



研究設計

•方法：質性及量化研究

•工具：教師省思、同儕教師觀察記錄表、學生訪談及學生學習回饋表、

排球小知識



教師省思及同儕教師觀察記錄表



運動小知識



學生學習回饋表



訪談
•今節排球課你學習到甚麼?

•你認為排球運動中，隊友之間的合作性重要嗎?為什麼?

•你認為個人技術重要，還是合作性重要?為什麼?

•擊掌的意義？

•團體精神、互相支持、分享喜悅重要嗎，為什麼？

•有甚麼因素能建立隊友之間的合作性?



教師省思及同儕
教師觀察記錄表

(課堂)

排球小知識

(所有學生)

(課後)

學生學習

回饋表

(每班選五名學
生，共25人)

(課後)

學生訪談

(每班選兩名學
生，共10人)

(課後)

數據收集流程



整體建議及反思

由於疫情關係，本年度的行動研究將於順延至下學年進行

疫情期間體育學習的探討及分析



研究道德

校長同意 同儕教師同意 學生同意 家長同意



疫情期間體育學習的探討及分析

學校背景 行動研究
疫情期間的
體育學習



預期學習成果

延續體育學習

•介紹及推展家居體育學習

•應用資訊科技於體育學習中

•推展學生自主學習

資料分析：老師分析、反思及回饋



疫情期間的體育學習

創建體育互動平台(GOOGLE SITES)

• SPORTSMILES 里數獎賞計劃(GOOGLE FORM)

•聯小抗疫家居運動小挑戰(FLIPGRID)

•在家體能運動短片

•體育頻道

https://sites.google.com/hkbcps.edu.hk/pe-elearn

https://sites.google.com/hkbcps.edu.hk/pe-elearn
Marsden
Stamp

Marsden
Stamp



活動片段(GOOGLE SITES)



活動片段(FLIPGRID)



教師分析、反思及回饋

有效促進學生
自主學習

鼓勵學生在家
進行運動

提供展示機會
給運動精英

SportsMiles里數獎賞計劃，截至15/6/2020，有600人次曾回應

運動時數問卷聯小抗疫家居運動小挑戰，截至15/6/2020，瀏覽

量已達約20000人次，共收集了短片131條

思考:怎樣延續學生瀏覽聯小體育互動平台的興趣



高年級復課安排

•依從體育科復課指引上課

•教授學生正確動作，鼓勵學生在家練習

•利用聯小體育互動平台輔助教學

•內容：體適能六面骰AR / HOMECOURT APP

•進展性評估：網上家課(MC+上傳影片)



活動片段(COSPACES AR)



活動片段(HOMECOURT)

Marsden
Text Box



教師分析、反思及回饋

•課堂上整體運作暢順，能保持社交距離下上課

• BYOD(自攜平板電腦)班IPAD運作非常暢順

•非BYOD班，部分IPAD的應用程式未能啟動攝影機

•内容合適，學生能充分掌握體適能知識及動作要領

•學生整體參與率高

•學生學習動機有所提升



整體反思及建議

反思 建議

上述計劃成效達預期，有效促進學生
多元學習如
延續體育學習

介紹及推展家居體育學習

應用資訊科技於體育學習中

推展學生自主學習

• 因應成效以作釐定日後指標
• 加入學生的回饋及意見
• 加入價值教育
• 探討结合及採納，各項目於正規體

育課程中，以鞏固、伸延及應用課
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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