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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教案(2016-17 年度下學期)   陳老師 

運動(參考《新版中文八達通》第一冊單元三第一課) 
 

教學範疇： 

(1) 小學 

(2) 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 

NLW(1.1)1 大致能書寫與生活相關的常用字 

NLW(1.1)2 能正確書寫常用字 

NLW(1.1)4 能就熟悉的事物寫句子，內容完整 

NLS(1.1)2 能大致說出個人、家庭、學校生活相關的簡短語句 

NLR(1.1)2 能理解簡短句子的意思 

 

基本資料： 

任教導師：陳老師 日期：2017 年 5 月 13 日 

學校：新界大埔區小學 時間：9:30-12:30(教案長 100 分鐘) 

學生對象：小一(4 人)、小二(3 人)、小三(2 人)、小

四(1 人)、小五(1 人)、小六(2 人)共 13 人 

課題：運動 

 

學習目標： 

 學生能認讀各種運動的字詞 

 學生能辨識做各種運動的場所 

 學生能說出自己喜愛的運動 

 學生能依句式造句，寫出自己喜愛的運動名稱 

 

已有知識： 

 學生明白運動是甚麼 

 

教學流程： 

預計時間 過程 學習目標 教學活動 學習材料 

15 分鐘 引入 熱身 觀看 youtube 片段，學生跟著唱。 

老師示範如何玩《有隻雀仔跌落水》

的遊戲。 

請學生出來在課室前一面唱，一面遊

戲。 

兒歌《有隻雀仔

跌落水》 

10 分鐘 發展一 認識各種運動的詞彙 

(10 個) 

學生分組(異質)，老師輪流邀請目標學

生起立，出示字卡，讓他讀出，答案

正確，該組可得兩分；若補答者，則

字卡 



2 
 

可得一分，若所有組員都不會，則由

別組補答，答對，亦可得一分。同時

把字詞卡張貼黑板上。 

10 分鐘 發展二 加深學生對字詞的認

識及理解其意思 

猜動作遊戲： 

請一組的學生到課室前做動作，另一

組的同學可舉手回答，若猜中可得兩

分，做動作的同學那組也可得兩分。 

 

15 分鐘 發展三 認識各種運動場所的

詞彙 

1.老師以 ppt 顯示各種運動場所，然後

請學生回答。答對可得兩分，補答者

可得一分。同時老師亦把相應的字卡

張貼於黑板上的另一端。 

2.老師請學生配對(運動與場所) 。 

ppt、字卡 

10 分鐘 

 

 

發展四 小組交談 

 

口頭句式練習 

學生兩人一組，告訴對方他喜歡甚麼

運動？跟誰一起做？ 

我喜歡到  (地點)   (運動)  。 

 

 

句式字條 

5 分鐘 發展五 句式練習 在學生在練習部依句式造句(最少兩

句)。 

 

25 分鐘 發展六 小書創作 學生可因應自己的能力，創作一本題

為《運動》的小書，以文字及插圖豐

富小書內容。 

(如有提早完成的學生可自行到教師

桌取重組句子的字卡，返回座位上進

行重組句子練習)。 

制作小書的卡

紙 

10 分鐘 鞏固 總結 1.邀請學生逐一念出黑板上的字詞。 

2.老師跟學生討論： 

 你喜歡做運動？ 

 做運動有甚麼好處？ 

 

 

(學生自由發表

見解) 

 

教學成效： 

a.課堂成果 

1. 由於較活躍的學生缺席/遲到，起初學生表現安靜被動，不太投入。經老師鼓勵及由一位會玩此遊戲

的同學帶動下，才能投入遊戲，觸動一些開心的情緒。 

2. 老師以分組及給分的形式教授發展二、三部份的內容，學生投入，全部學生均樂於參與；當學生被

邀請出來做動作讓其他組的組員猜時，還締造不少的笑聲。 

3. 學生能完成老師的要求，在限時內寫出最少兩句子，部份學生更主動要多寫幾句。 

4. 大部份學生可完成整部小書的內容，連上一節不肯工作的同學也努力完成；只有一位學生說他太累

了而未完成。 

 

b.課堂評估： 

1. 學生經過熱身後，能投入學習活動。 

2. 學生以異質分組，各組間具競爭力，所以投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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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於事前說明遊戲規則(分數可加可減)，學生受用，課堂進行順利。 

4. 安排一些自學材料，讓個別提早完成小書設計的學生使用。 

 

c.學生作品(見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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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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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能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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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等能力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