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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教學及評估循環 



學習(課程)、教學及評估 



評估目的 

• 對學習的評估(Assessment of Learning):    
評估是為評價教育質素或了解學生所達到 的
水平。 

• 促進學習的評估(Assessment for Learning):
評估是讓學生認識自己學習上的強項和弱項，
並幫助他們不斷改進，亦讓教師檢視和完善教
學目標、教學計劃及教學策略等。 

• 作為學習的評估 (Assessment as Learning):
評估是讓學生更積極連繫學習與評估，從而發
展自主學習的能力。 

 

 

 



評估模式 
• 進展性評估 (Formative Assessment) 

「促進學習的評估」- 為學與教蒐集回饋，使教
師可以運用這些回饋檢討教學得失，調校教學策
略，令學習更有效 
 

• 總結性評估 (Summative Assessment) 

「對學習的評估」是要評定學生的學習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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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與監管 

E 
工作評估 

（評估資料） 

P 
策劃 

中期科務會議 

修訂執行內容 

體育科周年報告 

修訂課程內容 

第一次科務會議 

商議工作細則 

期終科務會議 

工作檢討 

體育科周年計畫 

學生學習表現 

分析現況 

評估機制 



訂定目標 

「有效目標」是： 

•具體 Specific  

•可量度 Measurable  

•可達到 Achievable  

•實際 Realistic  

•有時限  Time-framed 



成 功 準 則 
 目標的具體準則 

 著重將來的表現，而非過去的 

 與已訂下改善表現的目標有關 

 可量度及可觀察 

 讓你知道你是否已達到目標 

 配合目標，制訂準則，促使工作達至既定的準則 

 為評估成效提供憑證 

 如成功與期望有差別，對事後工作行動提供指引   



Programme Planning 
科組工作計劃 

避免以下常見毛病 
• 工作計畫未能配合學校的教育目標、整體發展
方向及本年度關注事項 

• 施行方案未能針對目標(太繁或太簡) 

• 只列入常規性的政策和工作指引 

• 各項計劃沒有統整 ，各人負責的活動各自為政 

• 欠財政預算案或財政預算未能反映工作優次 

• 欠評估/成效指標 



預期的
成果/目
標 

策略/ 

工作 

時間表 成功 

準則 

評估方法 負
責
人 

所需 

資源 

瘦身 

 

1.節食 

2.做運動 

3.營養餐 

4.做運動 

5.用瘦身
啫喱 

6個月 1.減8磅 

2.腰圍減3吋 

3.朋友稱讚體型
標準 

 

磅體重 

度腰圍 

朋友觀察 

瘦身計劃 
關注事項：做個超級大靚女 

身材 



評估資料的運用 



學生體適能常模表 



體育科周年計劃報告 
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 

改善學生的上肢
肌力 

於每堂體育課加
入上肢肌力訓練，
包括掌上壓及引
體上升 

100%學生的上
肢肌力達標 

來年關注 

增強學生的心肺
耐力  
  

1.體育課熱身跳
繩100次 

2.一至六年級參
與跳繩強心計
劃 

•課堂享受跳
繩樂趣 

•達標100%學
生參與計劃 

學生積極參
與跳繩活動，
已成為一項
傳統活動，
建議往後可
改為體育課
恆常活動 
 



目標(*配合學校關注事項) 
1.*培養學生自學能力 
2.提升學生上肢肌力的表現 

預期成果
/目標 

回應本
年度關
注事項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
責
人 

所需 

資源 

學年體育科周年工作計畫 



想一想 

如何改善小五小六學生肌
力(仰臥引體上升)的表
現？？ 

 



各級學生的仰臥引體上升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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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 

體育小學男生仰臥引體上升第一次評估 

男生 

中位數 

除11歲組別外，整體男生的仰臥引體
上升表現皆低於全港學生的中位數。 



各級學生的仰臥引體上升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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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 

體育小學男生仰臥引體上升第二次評估 

男生 

中位數 

除11歲及12歲組別外，整體男生的仰
臥引體上升表現皆有進步。 



各級學生的仰臥引體上升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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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 

體育小學男生仰臥引體上升第三次評估 

男生 

中位數 

除12歲組別外，整體男生的仰臥引體上升
表現皆高於 / 等於 全港學生的中位數。 



想一想 

如何讓學生保持積極和
健康的生活模式？？ 

 



總結 

繼續完善自我評估的周期： 

• 運用評估資料以檢討成效 

• 修訂下年度的發展目標 

• 擬定實際可行的推行策略 

• 執行工作時分階段檢討成效，並適時調整
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