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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加強體育課程六大學習範疇的實施

自1999年本地教育改革倡導著的教育目標為「全人發展」
及「學會學習」和確立教師不單只是知識提供者的角色，
而是啟發者（教育委員會1999；2000，課程發展議會，
2017）。

體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中指定的六大學習範疇涵蓋「體育技能」、
「健康及體適能」、「運動相關的價值觀和態度」、「安全知識
及實踐」、「活動知識」及「審美」能力，分別包括相關的學習
目標，以整全的過程提高學生的健康體適能，並培養他們正面的
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體育組，2015；課程發展議會，2017）



現行體育學與教的分析

• 教師主導 /  教授主導/ 教學步驟主導

• 多採用直接教學法,著重教授效率

• 教學以統一教授活動及管理為主，以利組織教學及管理，學生
的個別學習差異未被關注

• 示範、講解、練習-以模仿性學習為主，師生之間的教與學關係
是複製及被複製，學生主動、獨立及創新性精神可能被忽視

• 較少採用其他教學策略以促進學生技能以外的發展



• 照顧學習多樣性的概念

-於體育之學與教較少被關注

-課程主要關注項目(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uncil, 2002)

- 學生為本

- 改進體育學習及教學以切合學生的不同學習差異(CDC,2002, p.iv)

• 正如Kirk（2002）所述，如果提供具質素的體育是我們的目標，那麼必須仔細研究目

前以體育實踐為名的內容。然後，我們必須積極制定和提倡體育教師的模式，在特

定校本環境中針對年青人利益和需求。

• 是時候為體育教師提供一個平台，以促進教學研究、分享、反思和討論關於本地體

育課程六大學習範疇的有效實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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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目的:

探討應用競技運動教育模式以照顧學習的多樣性

SPORT EDUCATION MODEL （競技運動教育模式）

- 創始人：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學者西登托普
（Siedentop, 1994）

- 基本概念︰建基於遊戲理論
- 強調學生「自主學習」、「全面參與」、「成功和投入
感」、「建立不同的角色」和「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SPORT EDUCATION MODEL （競技運動教育模式）

- 教育及培養學生成為該單元的全面運動員培養
學生成為該單元的全面運動員培養學生成為該
單元的全面運動員培養學生成為該單元的全面
運動員和發展他們擁有運動家般博學(literate)、
熱心 (Enthusiastic) 及具能力(competent)的學
生。 (Siedentop,1994)



教師提供情境學習機會，並透過組織學習歷程，讓學生經歷六個
「競技運動教育模式」的基本特質：
1. 球季（Season）

1.1 包括季前期、競賽期和決賽期
1.2 活動時間比傳統為長
1.3 更深的認知與瞭解，在運動經驗上得到精熟的機會

2. 團隊小組（Affiliation）
2.1 學生自由組織團隊小組 *

2.2 師生共同制訂比賽策略和戰術
2.3 小組學生扮演不同的角色（運動員、裁判、教練、訓練員、

統計分析員等）



3. 正式比賽（Formal Competition）
3.1 舉辦一項正式的比賽
3.2 賽程表及規則的範本要事先講解及提供給學生

4. 決賽時期（Culminating）
4.1 所有學生都參與其中
4.2  透過比賽令學生技術得到改善
4.3  快樂參與為主，比賽成績為副*



5. 成績紀錄（Record Keeping）
5.1 為個人或團隊的表現提供回饋
5.2  起刺激與激勵作用
5.3  作為評估方式

6. 慶祝活動（Festivity）
6.1 強調運動的程序和傳統 *

6.2  個人或團隊的表現會被認同與讚賞*

6.3  運動員宣誓、邀請特別來賓、頒獎典禮、比賽
場地的裝飾等



•競技運動教育模式的本質

這模式主要概念是源自於遊戲理論，透過遊戲化的

運動來學習運動知識，增進動作技能，使人可以欣

賞及參與運動，進而達到全民運動的目的

(Siedentop, 1994；許義雄等，1998)。



研究目標︰

•透過競技運動教育模式，能有效地引導不同
能力、體型或學習需要的同學共同協作和溝
通能力。

•有特殊教學需要和普通的學生，在這個模式
的學習過程中的學習動機能有所提升。

•在競技運動教育模式下，令所有學生得到展
示不同潛能的學習成果。



此模式是一種以團隊形式進行的一種體育教學及課

程模式，其課程內容具有多元的特色，學生在體育

活動課程中亦有較為熱烈參與。

(Grant, 1992; Hastie, 1996)



研究背景︰

1. 學校︰一所有61年歷史的男女子津貼中學(有直屬小學)

2. 老師︰18年教學經驗的男教師

3. 學生︰中四男生(15/16歲)、2班、32人

4. 學生學習的背景︰

- 7名學生能力屬偏低水平(身體及用具操控能力較弱)

- 15名學生能力屬中等水平(身體及用具操控能力中等)

- 10名學生能力屬較高水平(曾經代表學校足球隊參加比賽)



學校本科的教學目標︰

1. 培養學生領導、協作、承擔的能力和態度

2. 培養學生解難和判斷能力

3. 培養學生運動技能和體適能

4. 提供學生參予活動的機會

5. 鼓勵學生參與課餘體育活動

6. 使學生能欣賞、具批判地運用和分析戰術

7. 培養學生具創意地計劃及管理競技體育活動

8. 培養學生的競賽精神和運動禮儀

9. 能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



教學單元︰足球 (5人足球賽)
-學生32人；分成5組(3組6人；2組7人) 
**與學生商討，按學生的潛能和體型分組，減少組內的能力差異。

1. 球員：6/7人(1/2人為後備)
負責比賽，爭取佳績

2. 領隊︰1人(兼任球員)
負責球隊訓練及戰術部署

3. 分析員︰1人(後備球員)
記錄球員比賽的數據

4. 籌委：2/3人(兼任球員)
負責籌組各項比賽事宜(賽程、獎牌、典禮)

5. 裁判：2人(兼任球員)
負責比賽中的裁判工作(賽例和裁判法)



單元計劃內容︰

1. 基本技術訓練

2. 簡單小組戰術

3. 籌辦比賽要點

4. 賽前訓練

5. 開幕禮

6. 正式比賽（5人足球賽）

7. 頒獎及閉幕禮



計劃施行流程︰

教節 籌備工作(晨操/午息) 課堂進程

1-2 商討比賽安排︰賽制、賽程、開幕、
閉幕禮；各隊訓練內容1

基本技術訓練1+工作簡介

3-4 落實比賽安排︰賽制、賽程、開幕、
閉幕禮、賽例和裁判法各隊訓練內
容2

基本技術訓練+小組戰術 2

5-6 落實比賽陣容、戰術及訓練內容3 基本技術訓練+小組戰術 3

7-8 分組小組訓練(體能、士氣等) 開幕禮、5人足球比賽1、裁
判工作、分析員工作

9-10 小組檢討及分析 5人足球比賽2

11-12 小組檢討及分析 5人足球比賽3、閉幕禮



進行研究︰數據收集

1. 問卷調查

(共9題、全部學生共32人作答並交回)

2. 分組訪問

(32個同學分批於小息時接受訪問)



研究結果及分析︰



研究結果及分析︰

根據上頁數據

有特殊教學需要和普通的學生，在這個模式的學習

過程中的學習動機能有所提升。

1.同學都認同這個學習模式令他們更有興趣(4.1)和享
受學習(4.0)。

2. 同學相對缺乏「更積極地學習」(3.8)的動力



研究結果及分析︰

透過競技運動教育模式，能有效地引導不同能力、

體型或學習需要的同學共同協作和溝通能力。

1.同學都會更主動地跟組員學習(3.9)。

2. 同學相對在處理組員間的關係(3.5)和樂意共同協

作(3.1)方面仍有待改善。



研究結果及分析︰

在競技運動教育模式下，令所有學生得到展示不同

潛能的學習成果。

1.同學認為單元中能夠發揮個人潛能(4.2)和欣賞其

他同學的潛能(4.2)。

2. 同學相對不太願意努力去發展自己的潛能(3.1)。



訪問的安排

•教師就著 3 個主要「研究目的」，設計出一份 11 題的質性訪問

•按學生對單元項目和身體操控的能力分為高、中、低三個水平作
3 – 4 人小組訪問及分析

•目標更準確地反映出「競技運動教育模式」的成效

•讓學生、家長知道他們正參與一個認真、學術性的研究

•從學生的訪問結果，歸納出需要的回饋，於頒獎禮「老師致詞」
的時間闡述



訪問的安排

• 你認為在競技運動模式下學習，是否比起其他學習模式更有學習動機？

• 為甚麼？可否舉例說明？

• 你認為課堂中甚麼內容令你最有學習動機？請舉例說明？

• 你認為在競技運動模式下學習，是否比起其他學習模式有更多和同學協作和溝通的機
會？

• 為甚麼？可否舉例說明？

• 你認為你是否改善了跟同學協作和溝通的能力？

• 為什麼？可否舉例說明？

• 你認為在競技運動模式下學習，是否比起其他學習模式有更多機會展示出同學不同的
潛能？

• 為甚麼？可否舉例說明？

• 你認為你是否更欣賞和尊重其他同學？

• 為什麼？可否舉例說明？



學生的訪問結果︰
研究目的 能力較低的學生

提升學生的共同協作
和溝通能力

「訓練常有意見分歧，教練最初堅持己見，受
壓下才決定投票解決紛爭。」

「大家最初不願合作，但最終學懂妥協。」
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上課更易投入，從訓練、比賽過程中對運動

有更多了解。」

讓學生展示不同潛能
的學習成果

「知道當獎牌先生時很緊張，怕出錯，但又感
到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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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訪問結果︰
研究目的 能力中等的學生

提升學生的共同協作
和溝通能力

「與不太喜歡的同學合作較難。」
「欣賞能力較低的同學認真訓練。」
「和同學互相協助，同心合力最終有好表
現輸了也開心。」

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喜歡比賽模式，比平日以考試模式進行
測試更有趣。」

讓學生展示不同潛能
的學習成果

「令有不同長處的同學有機會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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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訪問結果︰
研究目的 能力較高的學生

提升學生的共同協作
和溝通能力

「有機會讓能力較高的同學當教練，去幫
助較弱的同學。」
「要全隊合作才有意義。」

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能力低的同學有機會做裁判或記錄，會
更投入上課。」

讓學生展示不同潛能
的學習成果

「原來有些能力低的組員也能幫到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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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的限制及困難︰

1. 新教學模式的適應

2. 學生會覺得是為老師而做，稍欠內在動機

3. 很多新的嘗試，如組織球賽、編排賽程、訓練和
裁判工作

4. 老師和學生要用更多額外時間去完成各階段目標

5. 相對的教學時間較長



綜合學生在問卷調查和訪問的結果︰(正面)

1. 有不少難忘的體驗
2. 享受過程、有樂趣和具挑戰性
3. 一次難得的學習經歷，學習到籌辦比賽、

裁判法等
4. 學習到怎樣與人合作，溝通，發揮團隊

精神
5. 比賽時更加投入
6. 學習到服從團隊的決定
7. 學到欣賞教練和老師的指導



綜合學生在問卷調查和訪問的結果︰(負面)

1. 教練濫權

2. 隊友不合作

3. 「黑哨」

4. 比賽的時間太少



教師評價及反思︰

1. 角色上的改變︰由主導者變成協助者

2. 由教授與評量學生的表現到提供比賽相關的經驗
和知識

3. 要接受學生的犯錯

4. 學習「放手」，學習「信任」

5. 多著眼發展學生的「全人發展」而非技能體能



教師評價及反思︰

1. 提升同學的溝通和協作能力

2. 為籌辦比賽提供有關的資料和來源

3. 多用時間作課餘的指導和討論

4. 鼓勵學生檢討和反思



總結︰
1. 基本概念是建基於遊戲理論
2. 強調學生自主學習和尊重個別差異
3. 強調『全面參與』和『人人成功』
4. 同學於籌備期間多了交流和溝通，增強了彼此間

的協作和了解
5. 在組織比賽的過程中，同學發揮創意，設計和撰

寫比賽的章程，訓練計劃和賽程……同學們也體
驗到比賽所傳遞的重要價值，如服從裁決、尊重
他人、公平競賽、責任感、關愛、接納、堅毅、
勇敢、協作、溝通、體育精神……



總結︰

1. 未必能持之以恆，學生面對新教學模式能否適應？
新接觸的學生能否跟從？

2. 若學生對主題沒有興趣，就未必能於課堂間交出
要求的準備工作。

3. 財政預算



評價及反思︰

•香港政府於1995年提出「照顧學習差異」至今超過
20年，體育老師於課堂中推行仍有不少困難

•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的能力跟正常的學生有分別，
大部分學生在不理解的情況下會互相取笑或出現衝
突，影響學習成效和進度

•普遍學生不太接受有特殊學習需要同學，體育老師
如果太照顧有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會影響其他學
生學習或覺得不公平





體育老師面對的問題︰

同科
老師

其他
老師

傳媒

辦學
團體

學生

家長



校隊成績

DSE成績
整體學習過程

價值觀及健康

體育老師的專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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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研究

專業
交流

協作

製作
教材

舉辦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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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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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牛津大學發表研究報告指出未來20年的就
業趨勢，發現35%工作會逐步被機器人取替。

http://www.oxfordmartin.ox.ac.uk/downloads/academic/The_Future_of_Employ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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