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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格教學反思報告」 

科目/學習領域:    體育    課題: 基礎活動 －韻律活動 

組員/學生編號:   陳俊傑  /   11127865  (組長) 

                            鄭學禮  /   11129655   

                            鄭海健  /   11129667   

                            邱子健  /   11129760   

教授課題:    應用 4拍 4節奏類型及第一拍轉定型動作    

 

甲部(一) 檢討教學策略的安排  

同學可以以 250 字右左就下列各方面，提出重點建議，並就一些你認為值得探討及有必要改善的範圍作較多的評論。 

請以點列形式清晰表達。 

表現範疇 反思 改良方案如適用/其他建議  

教案目的的選取

是否得宜?     
1.學生能學到在「4拍 4」的節奏中，在第一拍時轉換「定型動作」。 

2. 主題是「應用 4拍 4節奏類型及第一拍轉定型動作」3. 學生能夠建立節奏

感，以準備他們日後的身體活動 或音樂的發展。 

4.「定型動作」是已有知識，教案中會花費較多的時間讓學生掌握拍子。 

5. 以「鷹架理論」為教學設計方針，學生可以利用先前學習過的「定型動作」

知識，建立節拍與動作的轉換，建立所謂的「節奏感」。 

6. 此設計不但能令學生重溫動作，也能刺激學生專注力，學生在做到相應的

我們選擇了「4拍 4」為學習目標，它相對容易掌

握，加上使用口訣，有助學生更易理解拍子，但要

執行這個「4拍 4」拍子的展示時，我們要配合學

生的程度，不能演繹得太快令學生混淆。另外我們

要強調學生創作「動作句子」時要展示出流暢及多

樣性的動作，以配合課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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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時會有很大的成功感，也能達致我們的目標。 

選取的教學策略

是否適宜?      
1. 運用到直接教學法，老師透過言語去說明動作的要點，以及動作的要求，

讓學生清楚明白。 

2. 運用示範教學法，透過語言加動作示範，讓學生在腦海中有動作的記憶  

3. 運用合作教學法，老師將學生分成二人一組，一人打拍子，一人做動作，

讓學生在認知和情意上有一定程度的發展 

4. 運用問題引導法，老師會透過讓學生答問題，從而得岀答案。一方面可以

吸引同學注意力，另一方面可以增強學生對概念的認識 

5. 由於「4拍 4」的節奏對於小學生來說是十分抽象的，以上教學策略比較易

明。 

運用直接教學法能確保同學清楚接收訊息，透過語

言和示範，了解動作的要求。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活動的氣氛不足，舞蹈課本質是

充滿快樂的課堂，若老師選擇盲目地訓練動作要

求，則有機會令同學失去興趣。 

 

我們大膽提議可以設其中一部分為遊戲性質。各組

設計好動作後，進行表演。由老師擔任裁判，為同

學留下美好的回憶。 

教學策略/活動/

課業是否具創

意? 

1. 讓學生重溫定型動作的種類：窄長，闊大，捲曲，三點平衡，五點平衝。

每個種類有不同的定型方式，同學可以創造在不同類型，屬於自己的定型動作 

2. 讓學生設計個人的起始動作和結束動作，令他們發揮個人創意並加以思考 

3. 合作學習有表演和評估的機會，是一個互相交流創意的火花 

4. 合作教學法比直接教學法更具創意。其教學法讓兩人能共同合作，完成動

作句子，藉此加深彼此間的交流。 

5. 互評表令學生可以在情意上欣賞彼此的動作，加深個人的創意空間。 

本教節讓學生創意屬於自己的起始動作和結束動

作。 

對於部分學生而言，其創意範圍太小，局限他們的

創意思維。 

有見及此，老師可以準備一至兩部分的發揮空間，

若老師認為秩序，能力上，學生可以應付，可以考

慮讓學生創造更多舞步，增如學生的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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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照顧學習

差異  
1. 重溫上一課的主要學習內容及示範。老師會在課前讓學生重溫上一課的學

習內容，讓學生容易掌握今堂的學習目標和引起學生動機。另外，老師亦會示

範不同的動作，讓學生更容易掌握，照顧不同需要的學生。 

2. 在掌握拍子方面，並不是每一個學生都可以在音樂中掌握拍子，因此，老

師會透過拍手的形式，讓學生親身體驗拍子的節拍。 

3. 分拆動作。老師並不會要求學生一次完成 4個 4拍的動作句子，老師分拆

動作句子為 4個部分，並讓學生分別掌握後，才組成句子。 

4. 老師在應用活動中加入分組，讓不同的學生互相照顧 

5. 合作學習。老師在課堂中運用合作學習，期望學生能夠互相幫助，發揮創

意，讓學生互相交流。 

本教節中，老師都有透過不同的方法去照顧不同學

生的能力，如：分組合作學習、示範動作等等。但

老師可以在分拆動作中的連接作改善，老師雖然把

動作句子分拆，但在連接時卻一次過把四個動作連

起，這樣學生難以一次了解整個動作句子的流程。

老師可以先把第一和二的部分連接起來，然後才慢

慢到第三和四的部分。最後，老師在分組時亦可可

以加入異質分組，讓不同能力的學生互相幫助。 

 

 

甲部 (二) A 教學技巧反思 - 請反思一些能夠重點發揮創新教學的教學方法: 演繹的教學技巧是否有效?   

同學請填寫下列簡表，就各方面作出總體反思 (150) 

重點反思 反思度向 握要反思／意見  

1. 運用教具/教

學資源    

a.  能夠有效地使用 教師能利用自身展示不同的動作要素，令學生重溫已有的知識。 

b.  能夠運用得宜 教師能以掌聲強弱突顯重拍和輕拍，可讓學生更容易明白何謂「第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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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能夠顯示創新 教學的設計活動令到學生有很大的發揮及創意空間。特別在學生可以表演中自由做出「起始動作」與「結

束動作」。 

d.  能夠引起學習動机 教師以個別學生為教學資源，邀請做得好的學生為其他同學作示範，展示何謂流暢、具創意及多樣性的

動作。為做得好的該名同學打了一枝「強心針」，鼓勵他繼續努力。 

2. 刺激及演变

的表達方式   

a. 移動/動態 教師有運用到不同的示範面，如正面示範和側面示範，令學生更能了解動作的要點。 

 b. 聚焦技巧 教師利用聲線使學生能集中於課堂，以及利用拍手使學生聚焦於教師教學中。 

 c. 停頓 停頓的次數不多，多數只出現於教師講解與學生嘗試之間。若能增加多一點停頓位，學生或能有足夠時

間思考動作要點，增加教學效能。 

 d. 語言及視覺媒介轉換 課堂中，教師示範動作和口述講解多數同時間進行，這樣的演繹十分具體，學生更容易掌握當中要點。 

3. 問題技巧    a. 轉換問对答案當有適

當的反馈/跟進題/ 

老師會向同學提問，而問題亦會慢慢增加難度，每當提問後，老師會因應學生的回答作回饋，而且，當

同學的回應比較糢糊時，老師會再提出跟進問題作回饋，從而，了解同學的學習程度。 

 b. 提示引導作答 老師在提問後，會先作不同的例子，讓學生回想其答案，引導學生作答。 

 c. 轉問其他同學作答的

技巧 

老師並沒有用什麼的特別方法作轉問其他同學，但老師在課堂中不只是向一位同學發問，亦有向其他同

學發問。另外，老師要求另求另一位同學觀察其他同學的表現，然後，作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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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二)B 

就甲部 (二) A 整體檢討試教表現並演繹為 500 左右的反思報告, 學習到的地方及提出可以改善的地方，亦可補充反整個教學設計方面學習到的地

方。 

學習到的地方 

這次報告中，讓我們有機會去設計一個創新的體育課，除了增加了我們教學的經驗，還讓我們在考慮課堂時加入一些創新教學的元素，讓學生們更

有效地學習體育課。在反思的過程中，讓我們各自了解自己的不足，並學習其他組員的優點。例如我們在試教的時候需要演示得清楚，說話要肯定，

要演繹得有「真教師」的風範。我們除了要對本科知識有充份的知識與理解外，也要掌握提問技巧，以引導學生回答教師提問等等。 

無論在教學資源上的運用和教學的策略上，這次報告無疑是對我們日後的教學十分有幫助，令我們能夠設計出一個最適合學生學習的課堂。除此之

外，這個課程能讓我們在課堂中加入一些創新教學的元素，例如在體育課中加入一些電子儀器、互評等等，這能夠讓老師和同學更深一步了解學習

的情況，更能照顧到學生學習上的需要。 

 

改善的地方 

在這份教案中，在重溫的部分可以按需要加入音樂元素，引起學生動機，令學生更投入於活動當中，提升課堂氣氛。另外，我們都要考慮實際環境

的因素，我們不能將微格教學理想化，因為扮演的學生的同學們十分配合教師的要求和指令，令到整個流程十分順暢。可是，現實環境豈會盡如人

意，所以我們仍要不斷學習以獲取更多的實戰經驗，學習拿捏適當尺度以執掌教鞭管教學生，令他們學習得到如何尊重教師，認真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