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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球類、田徑、舞蹈、體操、游泳、遊戲。

體育知識、安全守則及運動新知。

整潔、紀律、合作、態度等。

分腿開合跳（三十秒）

支撐拾物（三十秒）

坐地前伸

九分鐘跑／行（四至六年級）或六分鐘跑／行（三年級）

項目

體育技能

體育知識

課堂表現

體適能

示例II：小學體育評估

理念
◆ 提供有系統而完備的校本體育評估。

◆ 通過不同體育項目的評估，提倡全人發展。

學校背景
◆ 一所具規模的男女小學，共有三位體育教師。

◆ 在一個學年內，同一級別的體育課只會由一位教師任教。

目的
◆ 幫助學生根據評估的準則而為自己訂下學習目標。

◆ 引發學生主動學習及進行練習，以求更佳的表現。

◆ 甄別學生在體育方面的強項及弱項，促使他們不斷超越及改進自己。

◆ 利用「學生體育表現紀錄表」記錄學生的學習進度及發展情況。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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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 根據過往校本經驗及學習目標，教師在每學年開學前訂立評估內容
及準則。

◆ 評分標準會因應學生過往的表現及校本體適能常模數據而作適當的
調整。

◆ 利用學生體育表現紀錄表，描述個別學生在體育不同方面的表現。
樣本如下：

比重

小四至小六

30%

20%

18%

32%

100%

範圍

體育技能

體育知識

課堂表現

體適能

總分

小一

50%

50%

100%

小二

80%

20%

100%

小三

50%

18%

3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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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球類： 籃球

- 傳接

- 運球

- 投籃

體操： 平衡木

- 前移

- 靜止五秒

- 後移

- 轉身

筆試：體育知識

課堂表現：合群、整潔、專注、合作等

田徑： 跳遠

跳高

投擲

筆試：體育知識

課堂表現：合群、整潔、專注、合作等

體操：箱上前滾翻

舞蹈：二人創作舞（創意、合作、投入感、音樂配合）

筆試：體育知識

課堂表現：合群、整潔、專注、合作等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三學期

表現情況*

2

2

3

1

2

1

2

3

2

學生體育表現紀錄表 （二零零一至二零零二）

* 1 - 表現良好 2 - 達到要求 3 - 接近要求

體適能測試

分腿開合跳
（三十秒）

支撐拾物
（三十秒）

坐地前伸

九分鐘跑／行

第一學期

41

20

27cm

1200m

第二學期 第三學期 標準

男生 女生

40-43 41-44

18-21 19-22

26-31cm 30-35cm

1150-1300m 1100-1350m

班別：四真 姓名：陳大文

曾代表學校參加校際體育比賽的項目：

全港小學學界五人足球賽

家長意見：

教師簽署： 家長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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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細則
◆ 教師在每學期前通知學生有關評估的內容及形式。

◆ 每學期的評估會根據教學進度而進行。

◆ 技能評核方面，學生會在每次評核中獲得一個分數。這些分數會經
電腦計算，轉化為「表現指數」，例子如下：

◆ 教師因應學生的程度及評核目的，用筆試形式來評估學生的體育知
識。試題類型包括：多項選擇題、填充、配對及短答題等。

◆ 教師透過觀察學生在整個學期的整潔、紀律、合作及態度四方面的
表現，來持續評估學生的課堂表現。

◆ 教師從四方面來評估學生的體適能，包括分腿開合跳、支撐拾物、
坐地前伸及九分鐘跑／行。

同儕擔當測試員，協助教師計算分

腿開合跳的次數。

分數

9-10

6-8

1-5

表現指數

1

2

3

表現情況

表現良好

達到要求

接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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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
◆ 每個學期，家長均收到子女的表現紀錄表，以全面檢視學生在該學
期的表現。藉此，教師及家長能一同提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效率。

◆ 每個學期完畢，教師將舉行會議，以檢討教學及評估的成效。

對學習的影響
◆ 透過詳細的表現紀錄表，家長可了解其子女在體育方面的表現。

◆ 每學年的個人體育表現紀錄表，是學生在小三至小六完整的體育學
習紀錄。

◆ 確保所有級別的評估是連貫而持續的。

◆ 多元化的評估促使學生在體育的全面發展。

與課程改革的關係
◆ 家長的參與有助推動學生的學習，尤其在非正規學習方面。

◆ 透過評估，進一步提升學生多種共通能力，如創造力、協作能力及
審美能力，尤其在舞蹈及體操方面。

◆ 除了教師評估外，在不同範圍如體育技能、體適能等，學生自評、
同儕互評及專題習作也是可行的評估形式。

◆ 小學的個人體育表現紀錄表是中學體育教學有用的參考資料。

◆ 這個示例展示了「促進學習的評估」中教學及評估的完整循環。先
讓學生知道評估的內容及準則，使他們能在訂定學習目標時獲得更
佳的指引，並且更有動力去進行練習。當評估完畢，他們會為下一
個學習循環定下新的學習目標及策略。

修訂自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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