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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法」及「同理心」教案設計比賽 

教案設計 

（1）教案名稱： 
「法、理、情」黑暗中的足球體驗課 
（2）學習目標： 
知識範疇(Cognitive Domain) 
• 指出及區分足球場地的主要特徵 
• 認識足球運動的安全要點 
• 了解定點控球、接球及腳內側傳球的技巧 
• 認識什麼是視障 
 
技能範疇(Psychomotor Domain) 
• 85%學生能夠定點控停足球，不至讓球輕易溜走 
• 80%學生能夠用腳接定來球，並懂得控制足球，不至被輕易搶走 
• 70%學生能夠正確並有效地將足球用腳內側傳球 
• 60%學生能夠有效地運用定點控球、接球及腳內側傳球於小型比賽中 
 
情意範疇(Affective Domain) 
• 學生能夠表現出積極、主動的上課態度，享受及滿意該足球課 
• 學生能夠完成定點控球、接球及腳內側傳球時獲得成功感和自信心 
• 學生學習與他人合作、溝通的技巧，促進彼此的友誼 
• 學生學會接納同儕之間的能力差異，並盡力協助同學 
• 學生在視障足球活動中學會接納和尊重彼此的不同，對他人懷抱善意，擁有同理心，學會

感恩 
（3）對象：  
中一級 
（4）課節：  
一課體育堂（每課兩節，共 70 分鐘） 
（5）學習材料： 
20 個足球、10 個膠袋、雪糕筒、呼拉圈、色帶 

 

 

 

 

 

 

 



3 
 

教案内容 

第一節 

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注 
1.熱身遊戲： 
將全班分成若干組，每組擁有一個足球

及一個呼拉圈，而中央設計一個可以存

放十數個足球的範圍。 
同學於限時內只可用腳，以搶到最多足

球放入自己組別的呼拉圈為勝。 
 

 

老師訂下一些安全守則，例如：遊戲進行中留意身

邊環境，注意安全。 
 
學生自訂規則 
以學生主導遊戲，他們設計遊戲規則，利用反思問

題，讓學生多想、多試、多體驗，帶出公平、守

法、自律的概念。 
 
遊戲共有三個回合，完成一個回合後，老師提出反

思的問題。 
 
第一回合：無規矩 
學生感受一下無規限的情況下，可能有部份同學會

出現推撞、用手抱住足球、進入呼拉圈坐著足球等

等行為。 
反思問題：危及他人安全的行為出現，我們可以怎

麼辦？大家會共同訂下一條什麼規則？ 
不能做出危害自身和他人安全的行為 
 
第二回合：由上回合擁有最少足球的 2 隊，各自訂

出一條規則 
同學會以自身利益作考慮，制訂規則，期望勝出此

回合。 
反思問題：這些規則有何作用？哪些同學有所得益

或損失？ 
 
第三回合：多多規則 
公平地全部組別都能訂下一條規則，讓學生經歷太

多規則的情境。 
反思問題：是否需要訂下很多規則？如果遊戲訂過

多規則，會否失去遊戲的興味？ 
 
課堂推展： 
過程中，有什麼令你遵守規則？ 
安全、自律、尊重 
 
我需要什麼技能才能勝出？ 
熟練的運球和盤球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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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足球傳接球技能訓練 

 

採用「反轉教室」的觀念，同學課前到內聯網查閱

及觀看已上載的足球傳接球的學習要點，並鼓勵學

生利用互聯網、YouTube 自行搜尋相關學習片段。 
 
學習要點： 
定點控球➔停一停，掂球頂 
接球➔腳內側引球，掂球頂 
腳內側傳球➔掂球頂，拉腳向後，腳趾向外，鎖緊

腳腕 
 
傳接球的口訣： 
控一控、停一停、撞一撞 
 
課堂練習 
課堂安排不同形態的分組傳接球的技能訓 練，讓學

生除了認知技巧要點外，透過操練動作，掌握及提

升技能，例如：面對面向前傳球、三角傳球、四角

傳球等等。 
 
增潤活動一 
當學生逐漸掌握傳接玩的技巧，課堂可加入不同難

度及挑戰，開初定點傳球，其後容許移動走位，讓

學生嘗試於不同情境靈活運用技能，例如：猴子搶

球、數球隊長球等活動，增加課堂趣味，令他們更

積極投入課堂。 
 
增潤活動二 
若部份學生已掌握純熟傳接玩的技巧，則可安排小

型 3-對-3 足球賽，如一隊連續得分兩次，負方則可

額外獲多分配一個隊員，(4-對-3)，以增加勝方難

度，讓學生勇於接受挑戰。 
 
學生自訂目標 
練習的過程中，不只是老師給予全部教學指導，學

生可以按照自己和隊友的能力訂下不同程度的目

標，例如：順利連續對傳 10 球、加入假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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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視障傳接球體驗 

 
足球需要放氣，減低足球滾動的速度及

力度，以免學生受傷。 

當學生已掌握部份基本足球傳接球技能後，可以利

用代入情境的方法，假設現在大家都失明了，要求

全部學生閉上眼睛， 嘗試站立，伸出雙手，並嘗試

尋找一個同伴結隊。 
 
老師隨即可以提出問題：「剛才一個簡單分組的動

作，對你來說，是否已經十分困難？」 
 
與學生互動及回饋 
老師會走到每組同學身邊給予色帶，穿上色帶的同

學將可以開眼回復正常視力，老師再次提問：「如

果大家需要一齊踢足球，動動腦筋，足球可以有什

麼改變？」例如：利用膠袋裝足球、足球內加入

鈴、智能發聲足球等等 
 
利用剛才所學的定點傳接球作視障足球的簡單練習

體驗，色帶亦能定時轉換，讓各人都嘗試視障的角

色，練習的過程中學生需要溝通、合作，老師可以

透過提問，引發學生反思別人不同的處境、需要和

困難，學習懂得了解、明白、尊重及接納對方，建

立同理心。 
4. 視障射倒雪糕筒比賽 
將全班分組，組與組之間進行比賽，每

組只有一個健視的同學，其餘均為視障

角色，以勝出「包、剪、揼」的一方才

有一次視障射門的機會，鬥快射倒 5 個

雪糕筒，進行三至五個回合的活動。 

 

同學繼續以視障角色運用傳球技能進行比賽，以增

加活動的趣味性。 
 
「包、剪、揼」機制讓學生感覺更刺激、好玩，覺

得機會掌握在自己手中，增加投入感。 
 
每個回合勝出的組別可以加設一條規則， 例如：由

一次射門機會改為兩次、健全的同學全程可以有兩

次機會射門、勝出「包、剪、揼」的一方可以將射

門機會換為要求對組退後一步射門等等。 

5. 課堂總結和延伸 
老師以提問方式總結課堂學習要點，包

括：足球傳接球學習要點、在家做運動

提升體適能以強化運動表現、視障活動

體驗的感受、「守法」和「同理心」的

價值觀等。 
 

利用資訊科技提升學與教的效能，將課堂延展至課

後，網上平台專題討論和互動：「你能找到更多傷

健共融的運動例子嗎？」 
 
馬拉松視障選手的領跑員、奧運會視障足球比賽中

會有引導員及健全的守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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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元素 
試為視障人士設計一些協助日常生活的

科技產物，將相關意念寫出並向其他同

學展示。 

「你認識哪些中國視障運動員？你可以分享一下他

們奮鬥的經歷嗎？從他們身上，你學懂什麼？」 
 
 

 

 

教學反思和檢討 

學生在學校學習是奠定人生價值觀的重要階段，我期望在教學的過程中除了建構穩固的知識基

礎，同時幫助學生認識自我，發掘自身的優點，建立正確的學習態度，學習待人處事，培養自

理能力、責任感、歸屬感和同理心。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及早裝備自己，以適應未知而多變的

世界，為日後的發展找到方向，確立人生目標。 
 
而體育是「透過身體活動進行教育」，以恆心鍛練體魄，以信念豐盛人生，以毅力達成夢想。

學生在體育課上能掌握基本運動技能和知識，發掘興趣，培養積極的人生態度和堅毅不屈的精

神。體育運動的公平公正，使他們嚮往公義，學會守法，追求真理。 
 
元中校本課程的設計以「學生為本，因材施教」的理念為原則，讓學生能夠在不同的學習階段

掌握不同的學科知識和技能，致力提供多元而均衡的學習情景和經歷，視障足球體驗課只是引

發思考的起點，過程中的經歷和反思能讓學生學會接納和尊重彼此的不同，對他人懷抱善意，

擁有同理心，學會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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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透過黑暗中的足球體驗課學習到「法、理、情」： 
 
「法」：守法 
規則訂立的原意是保障大家擁有應有的安全和權利，人人遵守規則有助體育課的遊戲和比賽能

夠安全並公平地進行，強調守法的核心價值源於自律，大家都從心出發，讓學生明白制訂規

則、法律的用途。 
 
「理」：同理心 
課堂活動、訓練、競賽都為學生提供了與人接觸的機會，學生可以拉近彼此的距離，而體育活

動的參與者在活動中的人際互動，可以學會欣賞別人的長處，審視自己的不足，甚至予以改

進。 
 
學生利用其他觸感真正感受世界，學會將心比己，嘗試轉換角度進行反思，例如：你有否親身

接觸過視障人士？、你能想像視障人士日常生活遇到的困難嗎？、除了睡覺，你會否長時間關

上眼睛進行活動嗎？……當學生明白和了解別人的需要，便能接納各人的不同，釋出善意，建

立同理心。 
 
「情」：友情 
透過體育課的不同情境，為學生提供多元的互動，從中學習與人相處溝通，接納和明白自己與

別人的差異，透過多觀察、多感受、多反思，為達致目標而制定計劃，尋找自己內在資源，在

體育活動中進行決策和解難。學生在體育課中既是自己，亦是團體的一部分，透過溝通交流，

學會與別人建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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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變化 
• 強調日常課堂恆常的規則，多點提問讓學生思考不同規則於各種情境的設定需要，或甚可以

邀請學生幫忙設計校規或課堂規則。 
• 手冊存有很多校規，可以透過選舉活動，讓同學投出最重要、最喜歡、最討厭等等的規則，

並解釋原因。 
• 同學可以設計聯課比賽，自己訂立規則及賽制，嘗試體驗一下執法者的角色。 
• 課堂設計亦可更多元化去感受別人的不同，例如：製作不同殘疾或不同運動比賽的角色的小

卡供同學抽取及扮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