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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中體育科校內評估) 促進學習的評估:理論及主導原則-分組活動工作紙 (1) 1、2 組 

討論範圍：透過隨堂小測、學習日誌，收集學習顯證，並給予合適的回饋 
 

 
 
 
 能給予學生有充足課堂活動，有助秩序控制，同時可增加

課堂變化 
 推動學生學習及溫習 
 學習日誌有助學生總結及反思當日學習 

 
 
 
 教師須花時間準備，同時亦須在時間控制上更準確 
 教師須花更多時間閱讀/評閱/批改 
 學校的課堂時間未必足夠 

有利因素 不利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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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中體育科校內評估  – 分組活動工作紙 (1) 3、4 組 

討論範圍：第 3-4 組：引入不同形式的課業，如工作紙、剪報、專題報告 
 
 
 
 
 
 
 
 
 
 
 
 
 
 
 
 
 
 
 
 
 
 
 

 
 
 
 
 多元化，增加同學對體育課的認識 
 提高語文、資訊科技及其他共通能力 
 公平地評核理論和技能 
 提高學生自信心 
 體育不單止技術性，更有學術性，學生能力在認知情

感的層面得以發揮 
 運用社會資源 
 家校合作 

 

 
 
 
 
 加重家長、老師及學生的工作量 
 學生對體育課堂的期望與實際情況上有所距離 
 校方未能了解體育課程的新要求，因新高中課程必須講

求理論和技能課業比重增加 
 各方人士未能清晰新高中體育科的評估方式及要求 

有利因素 不利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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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中體育科校內評估  – 分組活動工作紙 (1)  3、4 組 (續) 

討論範圍：第 3-4 組：引入不同形式的課業，如工作紙、剪報、專題報告 
 
 
 
 
 
 
 
 
 
 
 
 
 
 
 
 
 
 
 
 
 
 
 
 

 
 
 

工作紙  
 作為筆記，掌握重點 
 日後作溫習用，鞏固知識 
 有指引性，令學生更投入課堂 
 補充課堂的不足(課堂延續) 
 培養學生利用文字表達思想 

 
剪報 
 與時並進，了解社會的體育發展 
 擴闊視野 
 老師預先剪下有價值的報導，待日後教授至有關課題時，

給學生作參考 
 增強學生的分析能力 

 
專題報告 
 提升共通能力 
 做專題報告的過程中可觀察學生的進展 

 

 
 
 
工作紙 
 功課量增加 

 
剪報 
內容窄，報章上多報導足球，籃球賽果，學生較難評論不同

的運動項目 
 學生在選材方面有困難 

 
專題報告 
 老師必須跟進學生做專題報告的過程，這裏會佔用課堂

的時間 
 小組報告中，難以評估個別學生的能力 
 分工方面有困難，可能出現分工不均的情況 

有利因素 不利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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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中體育科校內評估  – 分組活動工作紙 (1) 5、6 組 

討論範圍：第 5-6 組：透過「學習歷程檔案」促進學與教 
 
 
 
 
 
 
 
 
 
 
 
 
 
 
 
 
 
 
 
 
 
 
 

 
 
 
 提升學生學習意欲 
 幫助學生自學，安排自已學習歷程及作事後反思  

 
 
 
 損失部份上課時間 
 要求學生自發性高 
 若涉及校外(公開試)成績，工作量更大 

有利因素 不利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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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中體育科校內評估  – 分組活動工作紙 (1)  7、8 組 

討論範圍：第 7-8 組：引入多方參與的評估模式，如自評、同儕評估、家長評估 
 
 
 
 
 
 
 
 
 
 
 
 
 
 
 
 
 
 
 
 
 
 

 
 
 

自評 –  促進學習，清楚要點，有效提升表現(成績) 
同儕 –  互動，促進溝通，建立溝通能力 

– 多機會參與，增加投入感 
– 增加自主性 
– 增加主動性 

家長 –  可讓家長有更多機會了解學生的學習進度(加強親子

關系) 
小結 –  引入多方面的意見，檢視學與教的成果 → 好！ 

–  公平、客觀 

 
 
 

– 要付出學習的時間 
– 減少練習時間 
– 有學生不喜歡在別人面前演示活動 
– 「友情」分 
– 部分家長在時間上難以應付 
– 沒有足夠的技術/認知評估，集中在情感上 
– 牽涉面太大，同學會感到「煩」，増加工作和心理

壓力 

有利因素 不利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