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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評估工具的信度和效度：技能及情意領域 (小組討論摘要) 
 
第一組 
 
討論議題：香港教育趨勢強調學生學會學習及照顧學生的個別差異，教師可利用甚

麽途徑在技能考核上達至此學習理念？ 

 
 測試的項目多元化 
 測量的評核方法增加彈性，例：排球發球線移前些 
 從學生的自我能力出發(增值能力) 
 要求不要太高，例：參與性/積極性加分 
 測試方法可作個人評核，不一定分組，可減低受對別人的影響 
 儘早讓學生知道考核的項目，給予多一些時間練習 

 
評核方法 
例 1：分水平 1 (40%)、2(40%)、3(20%) (累積分數) 
例 2：可用文字評述(對個別差異) 
例 3：老師/學生各評一半，可強調留意過程 
例 4：技能分佔的比率低一些，其他方面佔多一些，如情意、出席率 
例 5：持續性評估，記錄學生的進度(老師/學生) 
 
結論：可不可以在新高中課程加入多些校本評核元素？ 
 
 
 
 

第二組 
 

討論議題：香港教育趨勢強調學生學會學習及照顧學生的個別差異，教師可利用什

麽途徑在技能考核上達至此學習理念？ 

 
 讓不同的持份者參與評估 
 基準：參考教統局編寫的「體育學習評估架構」，不同運動項目有不同準則 
 按學生個人特殊興趣，學校資源能力，提供支援，支援個人發展 
 按個別/小組的發展而給予支援 
 球類按高中低等不同的程度分類，訂下測試基準以助學生學習和進步發展 
 訂立某些基準供學生分組學習及助其發展 
 老師應多給予回饋，以助學生了解自己水平和發展方向 
 等級的準則如何能正確反映學生的能力(參考「體育學習評估架構」的模式) 
 前測 → 進度 → 表現 
 不同信念會有不同課程 
 校內評估可按條件自訂目標而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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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如能公開分享各自的評估方法，能有助修正利弊 
 校本評核如何發展配合「334」制的公開評核，有待諮詢 
 體能考核尚且已有工具，其他如球類則有待探索 
 「促進學習的評估」與「學習成果的評估」 
 所有﹝評估﹞都計分 → 工作有困難 
 校本的計分方法與未來公開試的配合會有很大的偏差 
 多些公開論壇會有助尋找共識 
 體適能獎勵計畫可分金、銀和銅等組別進行評估，但對於公開試，差異很大和

有困難 
 統一公開考試方法，目的是改善教學，協助學生學習  

 
 
 
 

第三組 
 
討論議題：技能可採取較客觀(成果評估)或較主觀(過程評估)之方式進行，試分析其

利弊及建議如何能較公平地評估。 

 
成果評估 
利： 
 方便、快捷 
 客觀 
 容易評核 
 容易作比較 
 學生有目標 
 課堂安排較容易 

 
弊： 
 項目限制 
 未能反映增值 
 限於封閉式技能 

 
過程評估 
利： 
 全面 
 強調學習重點 
 動作技巧正確 

 
弊： 
 主觀 
 花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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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老師要求必須準確 
 難於判斷 

 
建議 

 成果評估： 
 讓學生有多次考核機會 
 加入動作分 
 根據學生水平訂定標準 

 
 
 
 

第四組 
 
討論議題：技能可採取較客觀(成果評估)或較主觀(過程評估)之方式進行，試分析其

利弊及建議如何能較公平地評估。 

 
成果評估 
利： 
 快捷，時間控制容易 
 學生能清晰明白指標，完成評估 
 評估技巧簡單，容易掌握 

 
弊： 
 未能照顧不同學生的能力差異 
 同時間難以為大多數學生進行評估 

 
過程評估 
利： 
 客觀 
 能有效地評估開放式技能 

 
弊： 
 學生未能掌握精確的評估技巧 
 取得出大量數據後，老師需花時間處理 
 老師需具專業知識才能準確地評估 

 
建議 
 加入某程度的「過程評估」 

 
校本評估 
 宜由中央設定評估的框架，作評估標準及準則 (包括評分標準、利用錄像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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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老師訓練 (評估方面) 
 由中央派員到校實訪，以探究及拉近各校評級的差異 

 
 
 
 
第五組 
 
討論議題：技能學習中強調進步，體育技能評估能否/應否考慮學生之進步，有什麽

利弊？ 

 
 視乎學校資源、政策 → 但一般時間不足 
 基本贊成強調進步，但非常困難 

 
利： 
 確實反映學生之表現，提高自我學習興趣 

 
弊： 
 主觀(教師之間差異)、時間不足 → 不值得 
 學生間比較不公平 
 教師之間對學生的了解各有不同 → 花時間交代 
 很難比較(學生間)的進步：信度低 
 
 
 
 

第六組 
 
討論議題：技能學習中強調進步，體育技能評估能否/應否考慮學生之進步，有什麽

利弊？ 

 
贊成 
 照顧學生個別差異 
 不只技術評估，更可評估非技術範圍評估，如團結、互動、情感和認知 
 可以吸引學生選修體育科 

 
弊： 
 需要時間較多 

 
不贊成 
在高中體育選修課程： 
 進步評估缺乏客觀性 
 個別體育老師的能力是否適合評估所有運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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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討論題目的概念欠清晰。新高中課重程須要兼顧公平、客觀 
 
 
 

第七組及第八組 
 
討論議題：你有沒有考慮評估情意領域？你是如何評估情意領域？教師應否考慮學

生出勤及上課學習態度為評核計分之部份及其應佔分之比重？ 

 
體育評估 
 開學初 

 
情意領域之評估 
 有反對，亦有贊成 
 分上下學期 - 長期 
 價值觀 - 體育科特有 

           - 團隊精神 
           - 抗逆能力 
 信度存疑 - 老師、學校風氣 …… 

           - 用甚麼量度工具 
           - 量化困難 
      - 師生比例高 
           - 受學校組別(banding)的影響 
 
如何評估 
 校本(佔 10%-15%) 
 日常上課態度 
 幫助同學、老師 
 運動參與、校隊…… 
 考勤 
 儀容服飾 

 
如何提升信度 
 在研討會中分享 
 在同校的體育老師尋求共識 
 跨科比較 

 
情意教育 
 可在其他學習經歷(體育發展)實行 
 在選修科實行不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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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組 
 
討論議題：當選取利用真實及同儕評估技能時，教師可以怎樣確保評估之效度及信

度？ 

 
 
 上課時，介紹客觀標準給學生，並引入評估的準則 

- 技能錄像帶 
- 師生同時評分 

 要用適當的時間訓練學生 → 令學生成長為有效率及可靠的評估者 
 加強學生對所評估技能內容的認知 
 以小組評估方式加強準確性(用平均值) 
 學生需要就評估的內容數量/份量或老師要求進行，學生評估的內容及份量以

少為佳 
 評估表內的內容簡單清楚 
 加入自評部分是重要的 
 每年評估的次數不要太多 → 減低興趣 

 
 
 
 
第十組 
 
討論議題：當選取利用真實及同儕評估技能時，教師可以怎樣確保評估之效度及信

度？ 

 
確保效度及確保信度 
 以評估表，並將評分準則清楚列明，而第一次的評分不計算；其後則列入體育

科分數內 
 以學生學習歷程紀錄，但以情意方面較多，技巧評估由老師進行 
 必須向學生解釋動作，讓同學清楚明白如何將動作做好 
 以簡單的設計作開始 
 評估設計應包括教與學活動，讓學生清楚明白 

 
預計問題 
 較花時間 
 將有關技能分析較困難(老師有不同專長) 
 向同學解釋如何評估亦有困難 
 同儕評分會出現主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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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以簡單的設計開始 
 雖然未必每位學生能掌握，但學生能在認知上得益 

 
 
 
第十一組 
 
討論議題：高中體育課程其中一項目標是培養學生終生運動參與，試舉例如何利用

真實評估方法，檢定其現有行為。 

 
終生參與 
 未來才發生的事，只可估計(大學可做追踪研究) 
 思路：由信度及效度方面思考解決方法。在評估終生運動參與，評估態度是十

分重要的，但未來的外在因素太多，只可用目前有限的資料或情況去評估 
 

是否重視健康 

 興趣、喜愛運動的程度 
 技巧 
 體適能  
 真實評估(9 分鐘跑) 
 情意評估(跑步時的態度) 
 參與的程度 
 運動習慣 
 個人檔案，中一至評估年份 
 方法 

- 教師的觀察 
- 同儕的評估：(如健康飲食，運動習慣)對健康體適能的態度及自我要求 
- 問卷 

 
情意的評估 
(參與次數，體能測試，技術測試) 
 身體素質的提升(進步的提升) 
 運動日誌(有恆常的習慣) 
 參與的習慣，個人意願，參與的熱愛程度。與同學一同參與運動，但分開做問

卷 
 利用問卷： 

- 信度：視乎問卷效度，是否真實 
- 問卷信度視乎題目…如飲食習慣，運動習慣，有否貫徹健康體適能概

念。如三份評估相關系數大於 0.8：有信度 
 抽樣詢問自評、同儕互評及教師評估 
 上課時對運動態度，互助，熱愛，提升體能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