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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學校校背(辦學理念)

• 秉承基督教之信仰，相信人乃神的形象，人人生而平等，且具尊貴、自
由、創意、感通相愛與自我超越的生命特質。

• 深信每一個學生都有發展潛能，教育可以將其與生俱來的潛能孕育發揮，
教育可以雕塑生命，以及提昇人文精神價值。

為學生提供全人發展的教育、終身學習經歷。

本次透過自測式教學法，研究能否達至學校期
望學生全人發展的理念



學生體育學習現況分析

喜歡

• 上體育課

• 技能練習、分組比賽

• 長跑表現較同區學校佳

有待改善

• 被動

• 智能，相關知識及概念

• 個別差異

• 活動量



學校背景(關注事項)

• 深化電子學習,發展數理科技教育。
推用IPAD 1 TO 1 計劃

• 推動學生運用資訊科技去接觸不同的媒介，從而加強學習動機，最終讓
學生能自主地使用資訊科技進行工作及學習。

• 推行課程改革及教學範式的轉移，建立學生面對新時代所需的技能及知
識。

配合學校，利用IPAD
進行自測式教學法，數

據整合更完善



課程架構

(2017中學教育程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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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架構

體育 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2017)

全人發展

終身學習



自主學習

• 自主學習為一籃子的概念

• 包括自我調整學習、自學及獨立學習等

基礎教育課程指引—聚焦、深化、持續(小一至小六)-詞彙釋義-教育局
https://cd.edb.gov.hk/becg/tchinese/intro.html



自主學習(特點和能力)

• 學生的控制及自我管理、反思、個人自主的環境，及自學的誘因和傾向

• 通過建立能力、意識及動機，促進學生學習的自主性

• 個別學生可自發設計學習經歷，透過不同渠道，選擇、管理、評估學習

基礎教育課程指引—聚焦、深化、持續(小一至小六)-詞彙釋義-教育局
https://cd.edb.gov.hk/becg/tchinese/intro.html



自主學習
行為表現階段

自我控制
自我指導
注意集中
自我觀察
自我記錄
自我實驗

自我反思階段
自我判斷
自我反應
注意集中

自我滿意/情感
適應性/防禦性

計畫階段
任務分析
目標設置
策略計畫

自我動機信念
自我效能
結果預期

內在興趣/價值
學習目標定向

(Zimmwrman, 2002)



MOSSTON教學光譜
• Mosston教學光譜提出11種教學法，由A式至K式。A、B、C、D、E式為複製

(模仿與複製，教師主導)，而F、G、H、I、J、K式則為製作(發現與創作，學員
主導)。

• 而Mosston教學光譜的精要是老師/學生在學與教要作出三個決定，

-這就是在課前計劃是由誰人決定課堂學生學什麼?

-在課堂中間，由誰人執行教與學?

-在課後的評估是誰人負責執行?

• 教師要在準備課堂前要考慮這些元素。



MOSSTON教學光譜

資料來源:http://edisdat.ied.edu.hk/pubarch/b16896208/Seminar/S2.6-Mosst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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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STON教學光譜

資料來源:http://edisdat.ied.edu.hk/pubarch/b16896208/Seminar/S2.6-Mosst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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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測式(D式)

• 是複製(模仿與複製，教師主導)的模式

• 老師要在課堂前準備該課的標準卡，標準卡內容就是該堂的活動內容/
程序的描述、找出學員可能會發生困擾的部分及使用圖片或程序舉例說
明活動的內容等。

• 學生於課堂取得標準卡後，根據卡內的指示自我練習，然後評估自己的
表現，學生在檢視自己的表現後繼續練習，改善自己的表現，之後又再
評估自己的表現，目的是力求完美，做到最好。



自測式教學法---特質
• 根據老師所設定的學習、利用標準卡(Criteria card)/或和作業卡(Task 

Sheet)進行學習

• 提供自我學習與自我指導經驗
(學生透過不斷練習題、反思自己動作、再改善動作)

• 接受個別差異的存在和限制，個別化學習
(明解學生有能力差異，學生掌握技能的時間有所不同)

• 尊重學生獨立自主能力
(相信學生能自己處理標準卡，並給予空間學生作自我反思及建構一套
自己的學習方法)

• 學習者能確認自己的限制、成功和失敗
(學生了解自己的限制，以自己的能力去學習，盡力去練習)



自測式教學法---教師

• 訂定目標、設計活動內容及標準卡
(例: 提升他們羽毛球技能、對羽毛球的認知、自學能力、上課活動量)

• 指導學生使用標準卡
(利用IPAD依照教師所設計的標準卡內的項目，完成GOOGLE FORM)

• 擔任資源者，並指導學習者自我評量
(不斷練習、評估、反思、練習……)



相關文獻探討

研究員及題目 研究結果

Al-Salam, A.A.(2004). The effects of 
three styles of teaching on the 
performance level and practice trials of 
long serves and short serves in 
badminton

1. 命令式、練習式與自測式教學於羽毛球技能
水平的改善均具顯著效果

2. 命令式和練習式的練習時間較自測式為長

Alhayek,S.K>(2011). The effects of using 
self-check basketball teaching

1. 自測式教學於提升學生的創造性思維有顯著
效果

2. 自測式教學於學生的球跳射和運球技巧
有顯著效果

Papaioannou, A., Theodosiou, A., Pashali, 
M., & Digelidis, N.(2012). Advancing 
task involvement,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metacognitive regula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es: the self-check style of 
teaching makes a difference

1. 自測式教學增強學生掌握知識的學習氣氛，
使他們明瞭目標，加深內在的學習動機和促
本身的超級認知能力(metacognitive)

2. 自測式教學使學員減低對成績的重視和減少
成績競爭氣氛

3. 提升深層的認知學習



行動研究目的

探討Mosston自測式教學模式以提升學生的

• 自學能力

• 課堂上活動量

• 學習動機

• 正面的課堂觀感



研究方法

• 研究對象: 中三全級男生56人

• 研究堂數: 8堂(羽毛球課)

• 研究方式: -以MOSSTON教學光譜的自測式(D式)進行，
-教師透過從旁觀察學生的表現(技能、態度)及課後反思，
-學生利用IPAD回應(google form)數據及
-利用POLAR H7心率監測器收集學生相關的心率數據，
以探究學生的活動量是否充足

-學生於課後填寫對該堂的睇法及感受



研究內容(進程)

• 由4月至6月

• 中三級四班男生分兩組(3AB及3CD)進行(每組兩班)

• 年齡平均約14歲

• 學生的運動能力一般

• 外出使用康文署的4個羽毛球場

• 每組共兩個連堂

• 每課約進行1小時15分鐘(熱身至活動完畢)



研究內容(進程)

• 第一堂 29/4 3AB 羽毛球正手擊高遠球

• 第二堂 6/5 3CD羽毛球正手擊高遠球

• 第三堂 26/5 3AB羽毛球挑高遠球

• 第四堂 3/6 3CD 羽毛球挑高遠球



分析方法

量化數據分析如心率

-基本統計如百分比

質性數據分析如自我反思和觀察

-內容分析 (Content Analysis)

• 四次的的課堂中，教師於每個課堂後均會觀看學生的表現及回應，並會在每課節後作出反
思，以幫助跟進日後課堂的研究內容之關係

-持續漸近比較法(Constant Comparison)

• 根據學生課堂的表現、上載之錄影片段以、學生的回饋及老師的反思，以持續漸近比較法
（constant comparison method）質化分析學生在Self Check Style能否促進學生的自主
學習情形。



研究內容(標準卡)

利用GOOGLE FORM 讓學生練習後填寫



研究內容(標準卡)

於google form 建立標準卡，並把連結轉成QR Code



研究內容(進行自測式流程)

1.利用QR code進入google form 2.練習時依標準卡上內容進行自我評估

3.練習後完成標準卡 4.重覆練習，改善表現，再完成標準卡

Marsden
Stamp

Marsden
Stamp

Marsden
Stamp

Marsden
Stamp

Marsden
Stamp



標準卡的內容包括

• 技能的部份(第一至四堂)

• 認知的部份(第三及四堂)

• 態度的部份(第三及四堂)

類別 例子

技能的部份 打球前，手腕是向後彎；打球間(時)，手腕快速向前

表現的部份 我明白挑高球的要點及動作要求

態度的部份 在練習中，我會盡力練習。

能



標準卡內容
第一堂(正手擊高遠球)

• 兩腳分開，前後站立

• 側身，重心放於後腳

• 左手上舉，右手自然屈曲上舉

• 拍面向網，左肩略高於右肩

• 擊球時，球拍向上，手臂要自
然伸直擊球，盡量爭取高點擊
球

• 擊球點為右肩上前方

• 擊球時，球拍面是向上的

• 擊球時，使用手腕與肩膀的勁
力

• 將球擊到對方底線的上空去

• 擊高球後隨勢動作完成身體重
心向前移

• 心轉移向前跨出一步

• 右手順勢自然放鬆收回至左下
方

技能相關部份



標準卡內容
第二堂(正手擊高遠球)

• 側身，兩腳分開，前後站立

• 擊球前，左手指球，右手向後拉
弓

• 擊球時，球拍向上(可擊回高球)

• 擊球時，手臂要自然伸直擊球，
最高點擊球

• 將球擊到對方底線的上空

• 擊球後,重心前移，右腳向前跨出
一步

技能相關部份



標準卡內容
第三、四堂(下手挑球)

• 雙腳微屈，腳跟離地。先用右腳
踏出第一步，擊球時，右腳屈膝，
左腳蹬直。

• 打球前，手腕是向後彎; 打球時，
手腕向前閃動。

• 球的落點: 能把球打向對場
__________附近。

• 我會盡力練習。

• 我樂於課堂的練習?

• 我明白挑高球的要點及動作要求?

技能相關部份 態度相關部份

知識相關部份



數據收集(標準卡)

• 老師講述及示範動作的重點及要求

• 派發QR Code(google表單之用)給學生及連接wifi (康文署的公用wifi、
自備wifi蛋(4隻))

• 學生需依照google表單上的動作要求(標準卡)練習

• 當完成練習後，在google表單上完成標準卡，作反思，再練習……

• 用IPAD 錄影自己動作的片段，再針對影片完成標準卡，
並需上載給老師作評分



翻看數據(標準卡)

• 教師即時於堂上用IPAD可翻看學生所自評的數據

• 教師可即時個別作簡單的回饋

• 教師可在課後以電郵回饋學生的表現



同意書

• 校長的同意

• 於課堂前已向家長發出關於本次的研究同意書

• 於會議之收集有關家長同意書



結果及分析
學生完成標準卡的結果

3AB第一課回答總次數 3CD第二課回答總次數

做得一般 做得到 做得十分好 做得一般 做得到 做得十分好

技能的部份 65(19.3%) 193(57.4%) 78(23.2%) 27(5%) 223(41.7%) 284(53.2%)

3AB第三課回答總次數 3CD第四課回答總次數

做得一般 做得到 做得十分好 做得一般 做得到 做得十分好

技能的部份 33(16.3%) 124(61.4%) 45(22.3%) 19(8.8%) 105(48.6%) 92(42.6%)

3AB第三課回答總次數 3CD第四課回答總次數

部份同意 同意 極之同意 部份同意 同意 極之同意

知識的部份 7(6.9%) 38(37.6%) 56(55.4%) 2(1.9%) 50(45.9%) 57(52.3%)

態度的部份 17(8.4%) 74(36.6%) 111(55%) 0(0%) 101(46.3%) 117(53.7%)

結果均能超過80%!!!



標準卡數據

• 技能方面

• 第一堂標準卡的項目較多(共12項)，所以有接近2成同學覺得自己表
現一般。

• 相反，與第一堂技能一樣，但第二堂把標準卡的項目調節至6項，同
學對自己的表現提升了，覺得做得一般的只有5%。覺得做得十分好
的同學亦提升不少(23.2%53.2%)

• 3AB在兩堂的自測式自評當中的評分相近，普遍自覺做得到。
而3CD亦在兩堂的自測式自評當中的評分相近，但普遍自覺做得十
分好。



標準卡數據

• 知識方面

• 兩組同學都自覺自己明白相關技能的知識，只有極少同學表示部分明白相關技能
要點和動作要求，分別是6.9%及1.9%。

• 態度方面

• 兩組同學都認同自己在課堂中盡力練習和樂於練習，有超過8成同學表示同意及極
之同意。



標準卡數據分析

• 從數據可以看到，8成以上學生均認同在自測式教學模式中會樂於學習
和盡力練習的。
這達到研究的目的---測式教學模式能提升學生正面的課堂觀感

• 另外，學生在課堂上利用標準卡，不斷重覆練習、評估、反思、練習
……，這達到研究的目的---自測式教學模式能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



研究內容(POLAR H7心率監測器)



數據收集(POLAR H7心率監測器)

• 於校內配帶心跳帶，並配置到
IPAD(以藍芽運作)

• 學生開始做熱身運動時，心跳帶
開始收集學生的心率

• 數據即時傳送到教師的IPAD上，
同學可看到當時的心率

• 當完成課堂後，數據會記載在雲
端上，教師可在互聯網中選出相
應的班別，就能清楚知道學生在
該堂的心率情況，從而推算他們
的活動量是否足夠



1. 登入POLAR GOFIT 2. 登入後，選取已進行的班別

3. 可看到課堂的心率總結 4. 亦可翻看個別學生的心率情況



心率監測器(學生的活動量)

學生上課時累積
達最高心率60%
以上的時間

第一堂
人數(百分比)

第二堂
人數(百分比)

第三堂
人數(百分比)

第四堂
人數(百分比)

0-10分鐘 5(17.9%) 3(10.7%) 3(11.5%) 0
11-20分鐘 7(25%) 5(17.9%) 4(15.4%) 3(11.1%)
21-30分鐘 5(17.9%) 6(21.4%) 6(23.1%) 7(25.9%)
31-40分鐘 6(21.4%) 3(10.7%) 7(26.9%) 6(22.2%)
41-50分鐘 5(17.9%) 4(14.3%) 1(3.8%) 6(22.2%)
51-60分鐘 0 5(17.9%) 5(17.9%) 5(18.5%)
61-70分鐘 0 2(7.1%) 0 0



數據分析- -老師反思及跟進

• 學生課堂的活動量(心率)

• 第一堂學生的心率累積時間(最高心率60%)普遍較低，有60.8%均低
於30分鐘以下

• 第一堂只有17.9%可達40-50分鐘內(0學生在50分鐘以上)

• 第二堂有50%生低於30分鐘以下，比起第一課的60.8%，多了約
10%的同學心率累積時間有所提升

• 第二堂有39.3%達40-50分鐘以上，更有約7%同學達60分鐘以上



• 學生的心率

• 第三堂學生的心率累積時間(最高心率60%)普遍較低，有50%低於30分鐘
以下，相比他們第一堂的心率累積情況有所提升

• 第三堂有48.6%可達40分鐘以上，相比第一堂的他們只有17.9%，明顯有
30%同學心率有所提升

• 第四堂有37%學生低於30分鐘以下，相比第二課50%(同一批學生)，多了
約13%的同學心率累積時間有所提升。
比起第三課48.6%(同一技能)，亦多了約11%學生的心率有所提升

• 第四堂有40.7%達40-50分鐘以上，接近第二課數據%(同一批學生) 。
但比起第三堂減少了。(同一技能)



自測式教學模式能否提升學生的課堂上活動量

• 明顯可見，於相同的技能課堂，教師在課堂上加插多些腳步練習，這樣
學生的心率的累積時間會因此提升

• 累積時間增多了，可反映同學在課堂上的活動量相應提升了

• 在這四堂裏，運用自測式的教學模式，學生的活動量都能較之前的課堂
均提升了

• 能喚醒他們對體適能的認知，即衛生署建議巿民每周最少150分鐘的中
等強度或進行最少75分鐘的劇烈體能活動，以及每周最少有3天進行肌
肉強化活動。

• 從而鼓勵學生自我進行鍛鍊，以不同的形式在課餘進行，檢視自己的心
率、反思、評估…….，這亦達致自我學習的效果。



教師觀察學生表現
(學生拍片上載給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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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sden
Stamp

Marsden
Stamp



片段上載

• 學生多次完成練習後(標準卡)，
請同學協助拍攝打球的過程

• 拍攝後，學生會翻看自己打球
的片段，評鑑自己的動作(標準
卡)，然後決定上載給老師，或
是重新做過，選取一段較好的
片段給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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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評(評估自己做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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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評(評估自己做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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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評(評估自己需要繼續努力)



學生自評與教師的觀察有所出入

同學自評中各項均表現得十分好 同學自評中各項均表現得十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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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sden
Stamp

Marsden
Stamp

Marsden
Stamp



老師的觀察

• 從課堂或學生上載的片段中，老師覺得學生全都投入自測式課堂中

• 學生依照老師所設計的標準卡內容投入地練習

• 學生能專注在課堂的過程中

• 練習後認真地觀看IPAD上標準卡的項目，然後細心的回答

• 完成標準卡後，再認真地練習、完成標準卡、練習……

• 利用IPAD拍攝動作，並會觀看是否符合標準卡的要求

• 學生會主動詢問老師所拍攝的動作是否達到要求

• 學生透過不斷練習、完成標準卡、不斷拍片及挑選片段，學生體驗
了要達到標準卡的要求，是要不斷重覆練習的，當中可能會遇到困
難，但亦會勇於嘗試及面對，抱著堅持不放棄的精神，自己的表現
便可以有進步。



老師的觀察

• 老師會看到學生在堂上會”忙個不停”，沒有時間會停下來，他們都樂
於練習、認真地反思

• 老師會覺得學生的學習動機是十分高，這可以知道自測式教學模式能提
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課後問卷調查

• 教師在第二堂起，在下課後以GOOGLE FORM向同學發問，
關於課堂的感受

• 派發QR Code(google表單之用)給學生填寫

• 問卷以開放性問題為主

• 教師可即時收到回應表



課後問題內容
第二堂

問卷內容

1. 本堂最深刻的印象是......

2. 本堂我學會什麼?

3. 本堂最感興趣的活動是......

回答情況

1. 比賽、要拍片、學會了很多打球技術

2. 打高遠球的技巧、打羽毛球……

3. 比賽、對打、與同學比賽……



課後問題內容
第三及第四堂

問卷內容

1. 挑高球最困難的地方是
______________?

2. 挑高球應把球打到
_______________最好?

3. 若右手持拍擊球，往網前挑球時
,哪隻腳應在前方?

4. 打羽毛球時,最感樂趣的是?

回答情況

1. 腳步、打球的位置、同學拋球/
發球不好、唔夠力、手腕力度、
手腳協調……

2. 底線、中場、後面、高處…….

3. 右腿

4. 打過對面、對打、可以試新動作
、有得涼冷氣，肥仔都玩到、沒
有、和老師對打……



數據分析(課後問卷)

• 經過學生回答課後問卷後老師可得知

• 大部份同學都明白該堂的動作要求(要把球挑向對方底線位置、右手持拍，右腳是最後一步的)

• 大部份同學都能指出自己打球的困難之處

• 大部份同學都會覺得最開心的時刻就是能與同學對打、打比賽



教師反思(課堂)

• 第一堂

• 康文署的wifi並不穩定，故下堂需帶備流動數據發射器(wifi蛋)，以確保學生能流暢
的於ipad中完成goolge表單的自測表。

• 本堂的標準卡項目過多，以至同學花太多時間去理解動作要點及要求，另外同學
亦花太多時間完成自測表單。建議標準卡的項目減至5至6項。

• 標準卡的字句需盡量精簡，學生可能因字句太長或太深而出現影響他們的集中或
理解內容的情況。

• 進行自測式前，應要求學生務必完成最少三次的自評(標準卡)，目的是讓學生透過
重覆閱讀標準卡的內容，從而加深動作的重點和要求。

• 在學生拍攝前，講述及教導拍攝的技巧，以免影響影片的效果。



教師反思(課堂)

• 明確要求學生上載的限期，若於限期後仍未交的話，當欠交功課論。可

• 在完成課堂的練習及自評後，應吩咐學生於課後的空餘時間，拍攝一次堂上的練
習活動，並上載交給老師，這可延伸學生的學習機會，在課後都可練習上課的動
作。

• 建議下次以手拋球代替發球給學生擊球，可省卻不少位置偏離的現象。

• 在下堂加插多些活動(體能或腳步移動)，使學生能增加他們的心率，從而提升學生
的體適能水平。

• 由於同學在該堂只上載動作的影片，並沒有對影片作自測評估，故建議學生為自
己的影片作自我評估，以提升對動作的評賞能力。

• 老師期望了解學生課後的感受及得著，故建議下堂加入goolge表單，詢問同學對
該堂的看法。



教師反思(課堂)

• 第二堂

• 老師要小心留意心跳帶的數據是否已經上載(因差點沒儲存)，
以免發生遺失數據的事情再度發生。

• 於標準卡上清晰列明學生填寫自評表前需要進行練習，以免學生在短時間內填寫多
次自評表。

• 需在下堂時，在學生前講述他們需要改善動作的地方。

• 要求他們把上載的影片保存，以便老師在回饋後可以翻看。

• 於上課時翻看學生在google表單上的紀錄，確保大部份同學能依老師的指示完成自
評表及課後感想。



教師反思(課堂)

• 第三及第四堂

• 學生已掌握上堂的運作，掌握使用IPAD完成self check style、拍片等活動

• 學生拋球給同學練習已有進步

• 學生更積極及投入課堂的活動中

• 由於已掌握self check style方法，學生有更多的時間在分組活動中

• 教師鼓勵學生盡力完成self check style ，然後有更多的時間能在分組比賽中運用
所學的技能



教師反思(設計課堂)

• 自學能力

• 學生能知道自己的強處、不足，從而反思如何能改善，不斷練習、改善，力求完美
，做到最好，達至自主學習的效果。

• 信任學生自己去做練習(次數)及評估自己(次數) ，這樣也能發展學生自我管控能力。

• 課堂上活動量

• 設計一些多動的練習技巧(代替只站著練習)

• 給予充足的時間給學生能實戰，在實戰中運用練習出來的技巧，活動量必然提升

• 避免一些因“餵球”失敗而浪費的時間，可以改短距離”餵球”，或以手拋球代替



教師反思(設計課堂)

• 學習動機

• 內容不能超越半班的能力，因為若內容很難或學習重未見過的技巧，學生會失去
動力去學習。

• 在成功的環境下學習，學生會較積極上課

• 正面的課堂觀感

• 在標準卡上給他們選擇”做得十分好”、”做得到”及”做得一般，繼續努力練
習”，這樣能給學生正面的訊息，給予學生支持

• 在練習前，向學生講述每個人的能力及表現不同，但只要努力及盡力練習，同自
己之前比較，老師會欣賞的

• 在課堂中，教師多以正面讚賞、正面回饋及正面訊息對學生說話



教師反思(標準卡)

• 標準卡內容的項目不能過多

• 因為學生不能兼顧太多要點(第一堂有12項要點)

• 這令學生難以應付，難以把每項做好，

• 不能兩樣(練習及標準卡)同時兼顧好。

• 標準卡內的項目所用的字詞應簡單易做

• 如果文字太長太深，會影響他們的集中或理解內容的情況。

• 如文字太難理解，學生會因此不能做到教師的預期效果

• 動作太難的話，學生會失去信心，沒有動力去練習



教師反思(標準卡)

• 應要求學生務必完成最少三次的自評(標準卡)，目的是讓學生透過重覆閱讀
標準卡的內容，從而加深動作的重點和要求。

• 要讓學生在沒有壓力的完成練習及標準卡，這樣他們可能會表現得好些。

• 學生能知道自己的強處、不足，從而反思如何能改善，不斷練習、改善，力
求完美，做到最好，達至自主學習的效果。

• 信任學生自己去做練習(次數)及評估自己(次數) ，這樣也能發展學生自我管
控能力。

• 內容不單只看重技巧部份，並需預留部份在學生情意方面，從而能提醒及鼓
勵學生練習。



教師反思

• 現為資訊爆發的時代，學生能從互聯網上取得大量新知識

• 教師的教學主導角式亦開始改變(由學生主導)

• 學生能選取自己喜愛的範疇去學(可從各方面得到知識)

• 學生因自己的強弱，從不同的途徑去學習，促進學習效能

• 教師藉以照顧學生個別差異，提升學習效益



建議

• 確保上網的速度是否可以支援，否則得物無所用

• 在學生拍攝前，講述及教導拍攝的技巧，以免影響影片的效果。

• 教師可透過IPAD或上網用具，於堂上即時檢視學生完成標準卡的情況。

• 在完成課堂的練習及自評後，應吩咐學生於課後的空餘時間，拍攝一次
堂上的練習活動，並上載交給老師，這可延伸學生的學習機會，在課後
都可練習上課的動作。



理想的自測式教學模

• 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決定自己的方向，為自己學習負責。

• 教師需了解學生的需要，指導學生從學習情境中遷移知識和技能。
教師教懂學生掌握自測式標準卡的方法，有助學生能從知識中，自行建
立他們的標準卡，從而自行練習、反思、評估……。

• 增強學生的學習動機，使他們有興趣繼續自己學習及探索新技能。

• 他們能掌握及運用所學的學習策略和反思能力，建立他們的學習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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