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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概況

• 創立於1946年

• 位於九龍塘桃源街

• 每級4班，全校24班

• 校舍面積：3000平方米

• 體育老師人數：3位

• 體育課場地：室外籃球場、有蓋籃球場、禮堂(可容納一千人)、小禮堂、地
下大堂(放置少量健身器材)



體育概況

• 中二至中五學生男女分開上體育課

• 有開設體育選修科

• 校隊：籃球、足球、排球、田徑、越野跑、羽毛球、乒乓球、跳繩、游泳

• Day W 活動：籃球、足球、羽毛球、乒乓球、跳繩、足毽、舞蹈、武術



教學上的問題

• 學生上年度開始男女分開上體育課，同學未能完全適應，局限場地

• 女同學的學習動機相對男同學整體較低

• 教學以教師主導，學生靠模仿動作學習技能，獨立思考能力、創造力及審美能力等可

能會較弱

• 學習差異大，能力較高的學生會覺得沉悶；能力較低的學生不願意去嘗試容易放棄

• 課堂教授的運動多元化，每運動單元相對用較少課時，未必足夠培養學生對該運動的

興趣



當預告下學期會上舞蹈課時...

大媽廣
場舞

好老土

跳K-Pop！

可唔可以跳型
啲既舞？

跳十字步？

睇你跳就得我
唔會跳架

你跳我
先跳！

Yeah！終於有樣
係我鐘意既運動

吓！唔
係掛

吓！唔
好啦



研究目的

怎樣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 嘗試轉換教學方式，用競技運動
教育模式代替直接教學

怎樣能提升學生對舞蹈的興趣？
→ 選擇教街舞，同時介紹不同舞種
的特色及好處，透過比賽讓同學參與
其中並用身體感受舞蹈

怎樣能減低學生之間的能力差異？
→ 以小組形式進行活動及學習，讓
同學合作並擔當不同角色

怎樣能培養學生的創造力及審美能力？
→ 非教授整套舞步，只教授基本舞
步及引入創作舞步概念，讓學生嘗試
編舞
→ 比賽時互評，建立個人的審美觀



共通能力─創造力

• 2017年課程發展議會《體育學習領域

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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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創造力需要整合一般或特定範疇的知

識，以達至某個具意義的目的

(課程發展議會，2017)



共通能力─創造力

• 讓學生有選擇空間

• 識別及發展學生的創意潛能

• 讓學生經歷創作的不同階段（準

備期、醞釀期、豁朗期和驗證期）

• 欣賞學生嘗試提出嶄新意念，鼓

勵他們精益求精

(課程發展議會，2017)



六大學習範疇 ─ 審美能力

• 洞悉美的具體含意，加強評賞體育活動的能力

• 運用適當詞彙，準確和具體地表達審美觀點

• 認識不同類型體育活動的評賞重點：

舞蹈 – 主要是運用身體形態，配以服裝和聲響，

展現氣氛、情緒及風土特色

• 建立個人的審美觀

(課程發展處，2013)



競技運動教育模式

• 強調學生的參與性、投入感的發展及建立不同的角色

• 能夠引領所有學生參與運動之中，使到他們不只能改善自己成為運動員，

還可以認識及獲得欣賞正確及良好的運動價值

• 培育學生成為全面的通達（Literate）、熱誠（Enthusiastic）及具能力

（Competent）的運動參與者

(Siedentop,1986 & 1994)



競技運動教育模式─六個基本特質

1. 球季（seasons）

2. 球隊歸屬感（team affiliation）

3. 正式比賽（formal competition）

4. 終結活動（culminating event）

5. 紀錄（record keeping）

6. 歡慶（festivity）

(Siedentop,1998)



街舞

• 動作由各種走、跑、跳組合而成

• 肢體關節的屈伸、轉動、波浪、扭曲等動作串連組合

• 表現出活力澎湃、爆炸力強的舞蹈

• 具創意的音樂、舞蹈、視覺藝術和服飾等文化，成為現今年青人崇尚 的潮流之一

• 街舞文化的四大元素包含了：饒舌說唱、DJ 打碟、牆上塗鴉和廣泛流行的街頭舞

蹈(e.g. Locking 、Popping)

(課程發展處，2013)



選擇街舞的原因

• 自由風格，舞風多元化，動作隨意多變化

• 具創作性，沒有太多限制

• 受年青人歡迎，提高學生學習動機

• 比賽以鬥舞（Battle）形式進行，跟舞台表演形式不同，感覺較新鮮

• 誘發學生思考對舞台應用、音樂選取及舞種結合之可能性

• 課後延續性高，容易外出報名上課或跟網上影片繼續學習，不受年齡限制，培養

運動習慣



研究方法

• 研究對象：中二級女生（實驗組：2BC，共30人；控制組：2AD，共33人）

• 研究課節：各班3個雙教節，共6節 （每節35分鐘）

• 研究方式：

實驗組： 控制組

- 以競技運動教育模式進行街舞教學
- 小組形式練習，用iPad播放音樂及拍攝動
作自行排練

- 單元前、後完成創造力測試工作紙
- 比賽時進行互評（評分表）
- 單元後以google form形式發放問卷

- 以直接教學模式進行街舞教學
- 單元前、後完成創造力測試工作紙
- 教授整套編舞後分組練習
- 表演時進行互評（評分表）
- 單元後以google form形式發放問卷



評估方法

評分表
創造力測
試工作紙

問卷 課堂錄影



評分標準

• 結構
- 舞蹈編排
- 創意
- 動作設計
- 音樂拍子
- 空間運用

• 演出
- 溝通與合作
- 韻律感
- 身體技巧
- 協調性
- 力量

• 特色

- 風格



評分表



創造力測試工作紙
採用擴圖單（DFU）― 圖形單位的擴散性思考



問卷

(控制組)



問卷

(實驗組)



教學計劃(控制組)

課節 內容 日期

1 介紹街舞 + 教授基本步 16/6

2 教授基本步 + 教授編排舞步

3 教授編排舞步 23/6

4 教授編排舞步 + 分組練習

5 分組練習 + 加入隊形 30/6

6 表演



負責工作(控制組)

老師

• 教授舞步

• 負責訓練

• 給予回饋

• 表演：流程、攝影
、抽籤、拍片

學生

• 跳舞

• 分組練習

• 互評



• 音樂： Chamillionaire – Hip Hop Police

• 編舞：Lee palm Choreography@MOVE Dance Studio

• 共八個八拍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3s6FnJj-KxMx3h-XtElM-YssoQO-QP6g/view?usp=sharing

舞蹈影片連結：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3s6FnJj-KxMx3h-XtElM-YssoQO-QP6g/view?usp=sharing




教學計劃(實驗組)

課節 內容 日期

1 介紹街舞 + 教授基本步 19/6

2 教授基本步 + 引入創作舞步概念

3 分組排舞 26/6

4 分組練習

5 綵排 + 初賽 3/7

6 決賽 + 頒獎禮



基本舞步 (Hip Hop Foundation Steps)



角色

• 舞蹈員：負責參加比賽，跳舞爭取佳績

• 排舞師：負責排舞

• Teamman：負責訓練工作，目標讓隊伍跳得整齊

• 籌委：負責比賽流程、抽籤、頒獎

• 攝影師：負責拍攝工作、錄製練習及比賽影片

• DJ：負責比賽音樂，控制音響

• 評判：負責比賽評分，決定勝負

• 觀眾：負責觀賞比賽，歡呼以提升比賽氣氛



賽制

• 鬥舞（Battle）形式進行比賽

• 團體賽，每隊四至六人

• 單淘汰賽制，勝出隊伍晉級，平手即時進行個人solo對賽

• 比賽時間：團體舞限時最少30秒，個人solo限時最少15秒

• 獎項：冠、亞、季軍、舞后

5     1     2       3     4    6



基本特質 內容

球季
（seasons）

教授街舞基本舞步、分組排舞及練習、比賽

球隊歸屬感
（team affiliation）

分組自行排練、改隊名、安排排舞師及Teamman的角色

正式比賽
（formal competition）

Battle 比賽 、籌委講解比賽細節、其他角色按既定分工程序進行

終結活動
（culminating event）

頒獎禮、進行賽後檢討以鞏固學生的學習經驗

紀錄
（record keeping）

互評表、籌委統計分數結果、錄影

歡慶
（festivity）

圍圈跳舞、拍照留念











比賽片段

準決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EM_w5U1NX1jIAJ9bJP2Yk3RymQj9KJic/view?usp=sharing

1 on 1 Battle ：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u5qCGp9l5LpEAstvbcPK5_FgwV5jxZu3/view?usp=sharing

決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XJclPEemBl9xhYSTeiApWfc1_e2BLV8/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EM_w5U1NX1jIAJ9bJP2Yk3RymQj9KJic/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u5qCGp9l5LpEAstvbcPK5_FgwV5jxZu3/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XJclPEemBl9xhYSTeiApWfc1_e2BLV8/view?usp=sharing


評分表
(控制組)



評分表
(控制組)



評分表
(控制組)



評分表
(實驗組)



評分表
(實驗組)



評分表
(實驗組)



評分表：建議內容

控制組
 力量控制

 打氣字句

內容較簡短、甚少實質建議

實驗組
 力量控制

 表情管理

 舞蹈編排

 團隊合作性

 韻律

內容較豐富、較多建議但未能指出具體改善
方法



工作紙
(控制組)



工作紙
(控制組)



工作紙
(實驗組)



工作紙
(實驗組)



創造力測試結果

控制組

前測每人平均繪畫出9.41幅圖畫

後測每人平均繪畫出12.84幅圖畫

實驗組

前測每人平均繪畫出10.97幅圖畫

後測每人平均繪畫出18.33幅圖畫

 創造力中的流暢力有正面增長
 實驗組的增幅較控制組大
 能運用更多線條及圖案



問卷結果 (控制組)



問卷結果 (實驗組)



控制組

實驗組



控制組

實驗組



討論

應該學生自由分組還是將學生按能
力分組？

學生會否認真填寫工作紙及問卷？
有甚麼因素影響數據準確性？

如何量化創造力及審美能力？

競技運動教育模式和直接教學模式
可以並存嗎？



限制及困難

1. 時間不足
復課後扣除理論課只有3個雙教節時間及每課節縮減至35分鐘，競技運動教育模式所
需的教學時間相對較長，變相老師及學生要用額外時間準備比賽

2. 復課指引的限制
要求學生佩帶口罩進行體育課並保持1米距離，未能有肢體接觸地指正學生動作及教
授舞步，限制設計有肢體接觸的舞步；共用器材如iPad在每次使用後消毒；給予休息
時間，要循序漸進地提升運動強度

3. 分組合作的磨擦
學生擔任不同角色，雖然不是第一次分組合作和自由分組，但仍會出現隊友不合作的
情況，例如有學生投訴她編排好舞步後隊友不認真練習或缺席練習



限制及困難

4. 學習差異大
部份學生已有舞蹈經驗，較容易協調動作及擔任編舞及教練角色；但有組別全部學生
都是第一次接觸舞蹈，設計舞步時會較依賴老師，同時學習動機亦相對較弱

5. 場地及資源限制
第一節課堂時小禮堂的冷氣壞掉，要再花時間搬風機及調低運動強度降低學生出現缺
氧或暈眩的機會；非主科未能借用每人一部iPad及要即時借還，要於課堂上花時間開
啟權限傳送影片及相片；比賽開支老師負責



對課堂的建議

1. 增加教節
可增加1-2個雙教節，讓學生可有更多排舞時間，亦可增加比賽時間，以循環賽取代
淘汰賽，比賽更公平

2. 嘗試運用更多電子資源
現行每組運用一部iPad，但工作紙及評分紙都是紙本，可借更多iPad讓學生填寫電子
版本的工作紙及評分紙；可利用電子網上平台分享街舞影片互相交流及學習

3. 推展至其他級別
完成比賽當天其他級別的同學反映都想嘗試街舞比賽，可根據其他級別學生的能力調
整體育課的內容及比賽要求，然後可以更進一步推展如班際街舞比賽等的延伸活動



對研究的建議

1. 加入質性研究方法
有時間可加入訪談，得到學生對課堂的意見，有助於改善之後的課堂，能提供更多資
料更準確全面地反映以競技運動教育模式進行街舞教學的成效

2. 更全面的創造力評估方式
創造力測試工作紙只以擴圖單形式主要測試學生在創造力中的流暢力，可加入能測試
創造力中的變通力、獨創力或精進力的評估方式

3. 加入課前問卷
可於課前加入問卷了解學生的舞蹈經驗及對舞蹈的看法，以調整分組、課堂進度及供
以課後作對比

4. 在課堂中收集數據
問卷可於課堂中完成，用google form形式電郵給學生於課後完成未必能收齊所有問卷



反思

• 角色轉變
由教師主導的角色變為協助的角色，要學懂放手及信任學生的能力，學生有困難時用
導向形式讓學生自行解決問題

• 對學生的期望
初期認為學生可能不會上心，因為不計考試分，只會草草了事，但原來學生會花時間
練習用心排舞，對自己及比賽很有要求，一開始應要相信學生及對他們抱有更大期望

• 課堂目標
用競技運動教育模式不是「為做而做」，目標應是讓學生體驗由籌備到終結的比賽，
全面參與其中，可多鼓勵學生在過程中反思，享受比賽的過程



總結

☺課堂氣氛良好，學生的學習動機及對舞蹈的興趣提升

☺學生能適應競技運動教育模式下學習

☺加強學生之間的協作能力，幫助學生與同學相處

☺提升學生創造力中的流暢力

☺提升學生的審美能力

☺學生有能力作課堂主導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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