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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習：體育 

 

課程宗旨  

體育課程旨在幫助學生：  

 透過體育活動，發展體育技能，獲取相關的活動知識，以及培養正面的價值

觀和積極的態度，從而建立恆常運動的習慣； 

 透過活躍及健康的生活方式，促進身體健康，提升體適能和身體協調的能

力； 

 培養正確的道德行為，學會在群體生活中互相合作，發展判斷力和欣賞優美

動作的能力；及 

 成為負責任的公民，為活躍及健康的社區作出貢獻。 

 

學與教 

教師應考慮以下的主導原則，使學與教更有效益，包括：  

 提供安全的學習及教學環境； 

 體育課堂中學生有足夠的活動量，以及在課堂保持足夠的主動學習時間

（Active Learning Time）； 

 提供多樣化的體能活動，以便照顧不同的學生需要； 

 學生在參與體育活動中可獲取樂趣和愉快的學習經歷； 

 提供不同的活動，當中包括多樣化的學習經歷，讓學生將所學的技能和知識

應用在體育之中； 

 為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教師應緊貼體育和運動的最新發展；及 

 透過全方位學習活動，鼓勵學生參與體育聯課活動。 
 

全方位學習  
全方位學習在體育課程內十分重要。學校應組織全方位活動，例如參加體育比賽、

觀賞本地大型或國際體育賽事以豐富學生在課外和校外的學習經歷。透過親身體

驗體育活動能培養學生的情意素質和共通能力。 

 

參與體育聯課活動能發展學生素質和多方面的能力，如溝通能力、協作能力和運

用資訊科技能力。學生可透過各式各樣的活動，例如組織體育活動、參與啦啦隊、

編寫網頁等，以展示個人所長；在籌辦體育活動時，學生更可應用已有的知識和

概念，例如推行的策略、規則，這些能為學生提供寶貴的經驗以達至全人發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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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詳情，請參閱《基礎教育課程指引》第六章及《中學教育課程指引》第七冊）。 

 
其他學習經歷  
除了有組織的體育課外，在課堂以外和校外參與體育活動對學生的體育發展也非

常重要。學校應鼓勵學生積極及恆常地參加體育聯課活動，幫助他們建立活躍及

健康的生活方式。此外，學校應為學生提供參與不同體育相關活動的機會，例如

觀看本地的運動比賽、在陸運會擔任裁判，以及參與和組織班際體育活動及比賽，

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並配合全方位學習，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以及培養他們

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 

 

全方位學習活動例子  

示例一  

以全方位學習模式強化校園體育文化：活力校園政策 

背景：  

 一所男女小學實施「活力校園政策」，利用課堂與校內、外延伸學習活

動，推廣校園體育文化。 

 主要由六位在體育方面各有專長的體育教師負責推行，而家長亦有機會

參與其中。 

具體措施：  

 除每週兩節體育課堂外，還可以採用以下的措施，營造有利運動的環境，

培養學生恆常參與體育活動的習慣： 

 

1. 早操：  
每天設早操時段，校長及全校師生一同做早操約五分鐘。學生於體育課堂學

習一系列的伸展動作；而教師和校長則於特定時段熟習有關的動作。 

 

2. 活力廣場：  
於校內開設多個運動場區，例如乒乓球區、呼拉圈區及跳繩區，鼓勵學生在

小息時多做運動（每天有三個小息，共35分鐘），並配合各項活動，制訂以

下行政安排：  

 學生可以穿著校服在活力廣場進行活動；  

 安排教師（不局限於體育教師）及風紀輪值，維持秩序；  

 高年級學生負責擺放及收拾體育用具；及  

 安排學校花式跳繩隊隊員到禮堂跳繩區指導同學跳繩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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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小運動家計劃：  
小小運動家計劃旨在︰  
 訂立標準，鼓勵更多學生參與運動訓練；  

 以展覽、專題影片和展板推廣不同運動﹔  

 每學年設有四至五個運動主題攤位，介紹各種運動項目；  

 讓學生填寫工作紙，鼓勵他們在展覽板中找尋答案以豐富體育知識；及  

 設「運動家挑戰站」，由體育教師帶領運動大使於小息時指導學生學習

不同的體育技能。  

 
4. 大型體育活動：  
 陸運會 - 鼓勵學生參與最少兩項比賽，以及成為社際啦啦隊隊員；  
 體育運動日 - 上午進行社際比賽（乒乓球、籃球及障礙賽）；下午安排

學生按興趣自由參與不同的體育活動，包括高爾夫球、壁球、籃球、排

球、跳繩、踢足毽、投擲、拍球障礙賽等；  

 體適能日 - 安排全體小一至小三的學生，在高年級學生協助下進行體適

能測試；  

 「鄉郊體育齊參與日」 - 安排全體初小學生，在教練的帶領下進行舞

蹈、健體操、武術等運動；及  

 一連四天舉行社際壁球比賽 - 邀請家長到場觀賞打氣，與學生共享做運

動的樂趣。  

 

5. 提升學生體適能：  
 除了參加全港的「學校體適能獎勵計劃」外，學生亦可參加校本獎勵計

劃，以了解自己的體適能水平，並針對弱項進行個人的訓練計劃；及  
 體育教師於小息時，帶領運動大使指導及協助學生進行體適能測試，並

在測試場區旁張貼「龍虎榜」，鼓勵學生挑戰自我。  
 

6. 推廣壁球：  
校內全班參與模式：  
 「壁球遊戲同樂日」 - 安排全體小一學生參與壁球遊戲；有興趣的家長

亦可參與；及  
 「多元智能課時段」 - 所有小一及小二學生以循環小組的形式，輪流參

加免費壁球遊戲。  
 
校內抽離模式：  
 「壁球訓練班」 - 於課後開辦壁球訓練班，為水平較佳的高小學生提供

壁球訓練，每星期有八次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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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體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課程發展議會 2017） 

校外支援模式：  
 「校隊訓練」 - 挑選表現出色的高小學生接受校隊訓練；及  
 推薦優秀表現的校隊成員加入香港精英培訓隊及香港青年代表隊，接受進一步

的特別訓練，幫助他們日後晉身成為精英運動員。  
 

7. 多元化體育活動：  
 於課後開辦多項不同的校隊訓練和興趣小組，活動包括田徑、游泳、中國舞、

龍獅藝、壁球、籃球、足球、乒乓球、跳繩、跆拳道等；及  
 讓全校學生按個人喜好，選擇參與最少一項運動，發揮所長。  
 

8. 多元智能課體育活動安排：  
逢星期五下午設有多元智能課，當中包括多項體育活動，讓學生有更多機會參加及

嘗試不同的體育項目。學校應作出以下的相應安排：  
 於一、二年級及三、四年級分別安排壁球遊戲及跳繩循環小組，使全校學生均

有機會接觸壁球及跳繩運動；及  
 於五、六年級的多元智能課增設三組「體育活動」小組，引入專項體育訓練。

三組學生以循環形式分別接受乒乓球、花式跳繩及足球各八堂的訓練。  
 

9. 舉辦家長讚美操班：  
 一星期舉辦二至三天家長讚美操班，提供場地與機會讓他們一起做運動，親身

感受做運動的好處，並為子女樹立好榜樣；及  
 家長的參與是在校內宣揚體育文化的重要元素。  
 

10. 參與校外運動計劃：  
 所有學生均參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sportACT獎勵計劃」，他們在計劃內取得的

成績與校內社際比賽的成績掛鈎（即學生在sportACT取得獎章，其所屬的分社獲加

分）。這措施讓學生有更大的動力參與獎勵計劃，同時亦使他們有更多參與體育活

動的機會。 
  

影響 

 自2009/10學年開始推行計劃後，學生參與課餘運動的數字持續上升。在

2015/16學年，約七成學生已恆常參與體育活動，使學校的體育風氣更興盛。

校方相信透過全方位的學習活動能提升學生的全人發展；及  
 透過通告、講座和家長聚會，亦可讓家長更明白體育活動的重要性，並全力支

持子女參與課外體育活動，例如興趣班和運動隊伍。 
 （來源：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