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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平台融入體育課程之應用-以 Google Sites 協作平台為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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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為彌補體育課教學現場沒有足夠時間輔導每位學生的動作技能，以及缺乏師

資或設備的困境下，本文旨在探討教師如何應用雲端平台為工具，有效輔助體育課

程之進行。且透過比較一般網站與協作平台之間的差異，得出一種合適的方法能夠

提升師生間的互動，甚至在課後透過網路隨時隨地進行學習，與一般傳統的體育教

學進行互補，希望藉此提升學生運動技能的學習效果。最後以游泳教學為例，示範

Google Sites 協作平台為主、Youtube 影片為輔的學習網站，可以達到（一）拍攝教

師動作示範影片後，透過雲端備份後上傳教學平台，引導學生透過網路進行自主學

習（二）為每位學生設置個人專屬網頁存放動作影片，藉由不同時間、不同角度的

拍攝，教師可確實掌握其學習進度，並能保護學生的隱私。（三）利用線上問卷的

測驗編製，有助於教師在動作技能評分之外，在認知及情意方面可以有更多元的評

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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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科技時代的日新月異，為改善教師教學效能和學生學習成效，資訊科技融入

教學的模式已是趨勢。教師是否具備資訊素養能力，遂成為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成

效的重要關鍵，又因教學流程必須包括：教材的製作、融入教學方法、數位教材

的運用、師生互動的過程……等因素，使得教師必須要比平常花更多的時間進行

教學設計以及學習如何操作軟硬體。此外，因學校的硬體設備不足，無法使每間

教室均配置電腦，所以教師必須事先作好預借教室、測試工具的性能、安裝需用

軟體……等前置作業，這對課堂時間安排緊湊的教師來說，無疑是相當沉重的負

擔，因此許多教師在這樣時間、物力的權衡之下，容易退回到傳統的教學方式，

不願增加額外的教學負擔（張凈怡、張佩芬、林信榕、張琬琳，2008）。 

    在體育課程的教學現場中，教師須面對三十位以上學生的班級人數，若單靠

自身動作示範與巡迴指導的傳統教學方式，要來增進所有學生對於動作技能的認

知，並達成動作技巧的正確性，實屬不易。有限的課程時間內還必須兼顧學生的

個別差異，又要考量在動作示範時，動作示範得太快來不及跟上，都會影響學生

對動作的理解，導致學生無法掌握課程主題與重點，在學習效果上都會大打折扣

（陳五洲，1994）。若能透過生動、趣味的多媒體來輔助體育教學，提供學生在

動作示範上有多角度、重點式的提示，輔以傳統教師口頭教學示範，改善學生僅

能從單一方向觀察而難以即時掌握動作技能的正確性（藍孝勤、王炫智、陳五

洲，2010）。 

    要如何在體育專業及資訊科技當中取得一個平衡點，必須考慮以下面向：一

是教師的資訊能力，在過去教學的工具只限於紙本（測驗卷或課本），但在當今

資訊發達的時代，工具的進步使得教學方法不得不跟著進步，但教師的資訊能力

往往卻受到限制，有好的工具不一定能夠運用自如，如：架設資料庫需要一定的

資訊背景。第二是維護的方便性，如果必須花很多時間進行系統更新，會降低教

師的使用意願，選擇雲端平台可解決資料備份的問題。最後當然是融入體育課程

的適用性，以體育而言，豐富的動作示範影片就相當重要。謝琇玲、陳碧姬、郭

閔然（2002）也認為真正擁有資訊素養的老師並不一定是位精通電腦的專家，應

該是願意將教學流程數位化，進而利用科技的優點及便利之處來輔助教學的教

師，而目前還沒有一種方式是真正完美無缺的，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試圖找出

簡單、易用的教學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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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學環境的建置 

一、教學平台的需求 

    我們期待資訊科技能夠補足教學現場的種種不足，而一個完善的教學平台不

但可以輔助教師進行教學，更能幫助學生的學習，而且在課堂中甚至在課程以外

的時間，均可產生良好的師生互動。但這樣理想的教學環境有哪些需求呢？王嘉

祐、林淑珍（2007）建議先從以下步驟開始：首先要先具備電腦基本操作能力，

接著能運用網際網路以及資訊軟、硬體，並能蒐集或歸納各類資訊新知。要有能

接受電腦多媒體輔助教學、遠距教學及虛擬教室等突破地域與時空學習限制之新

觀念。最後能夠使用資訊新科技作為工具或教材教法，並指導學生學習等基本資

訊素養做起。簡言之，就是要教師在孰悉資訊新科技之後，有效利用它轉化為工

具或教材，就可以將其融入教學活動中。 

        

二、為何選擇Google Sites協作平台？ 

    林翠雲在2011年提到了「協作」的概念：是一種雲端的應用程式服務，只要

透過網路，自己就可以和他人，或者一個團隊，在線上進行即時編寫的動作，使

用者也可以把文件、像片或影片…等資料，匯集在一處共同享用。當使用者在進

行線上即時編輯時，其資料不必儲存在個人電腦上，而是放在網路的「雲端」

上，只要能夠連上網路，使用者就可以獲得所需資料。 

協作平台是一個適合共同創作、設計和管理的工具。不需費心學習 HTML，也

不需要任何的程式語言，大大縮短了體育教師和資訊科技的距離。選擇協作平台

的原因是因為它有別於一般的網站架設，協作平台本身提供豐富的網頁範本，無

論是製作成一般網站、公開資訊、資訊管理、雲端空間、部落格或教學平台，都

有範例版本可以參考，使教師不需花太多時間學習。只要會基本的電腦文書處理

能力，操作滑鼠建立首頁、設定版面配置以及加入一些網頁素材，即可把平台建

立起來，就像編寫文件一樣容易！而且資料都可以放在雲端，所以維護相當容

易，不必煩惱備份的問題，因此筆者認為 Google Sites 協作平台是個實用的輔助

教學工具。 

    互動性極高的Google Sites協作平台，在體育課程實施的過程中，常常需要發

佈課程資訊、需要和學生互動、拍攝學生技能動作影片以及保護學生隱私…等

等。它能夠達到以下幾點： 

（一）發佈：可發佈課程的最新資訊（如圖 1）。 

（二）通知：所有的修訂記錄系統都會即時通知。 

（三）學生互動：每個獨立網頁都有評論的功能。 

（四）個人歷程：可設置單獨網頁存放學生的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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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隱私：透過設定不同的閱讀權限，私人網頁只有教師與學生看得到。 

（六）影音：整合 Youtube 影音平台，用大量的影片來輔助學生的學習。 

（七）搜尋：內建 Google 的搜尋功能，能夠輕鬆檢索課程內容資訊。 

 

 
圖 1 協作教學平台首頁 

 

三、Google sites協作平台與其他平台的比較 

    Google sites協作平台有別於一般網站的是其“共同創作”之功能，不僅讓學

習者單方面接收教師的訊息，也可以在平台上發問，且透過編輯自己的頁面，讓

學生們互相拍攝、上傳自己的動作影片，如有程度較差之學生，就能籍由多媒體

可重複播放的功能，複習自己在課堂上表現較弱的技巧，有利於對正確動作的模

仿學習（江信億、陳伯儀、葉逸欣，2007）。優點是免付費而且容易學習，整合

Google其他資源相容性也都是沒有問題的，相對於自行架站在建置上不需花太多

時間。目前協作平台雖有幾度改版，但缺點還是較一般網站來得“制式化”所以

造成限制很多，如：相容性也侷限於自家產品，且在美觀上比較難有突破，另外

在資料處理上，較不像資料庫那樣方便，必須一筆一筆的輸入進去，無形中會增

加許多管理的時間。 

 

表 1 協作平台與一般網站之比較（研究者自行整理） 

 Google Sites 協作平台 一般網站 

程式語言 不需要 需要 

儲存備份 自動儲存備份 手動儲存備份 

資料庫 雲端資料庫 自行架設 

網頁設計 限制較多 限制較少 

租用網域(費用) 不需要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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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性 強 依設計者需要 

    本文挑選教學現場最具代表性的教學平台—Moodle 以及同質性較高的雲端平

台 Wordpress 網誌版和 Google Sites 協作平台分成三個面向來探討，分別為系統管

理端、課程管理端、教師端與學生端，比較項目如下： 

 

表 2 協作平台與其它平台之比較（研究者自行整理） 

 比較項目 Google Sites  Moodle Wordpress 網誌板 

系 

統 

管 

理 

端 

系統安裝 不需安裝 需要 PHP 環境 不需安裝 

帳號管理 只需使用 Google
帳號，可設定不同

權限。 

使用者需申請

帳號，可設定

不同權限。 

需申請 Wordpress 帳
號，亦可使用

Facebook 登入。 

 

課 

程 

管 

理 

端 

課程共享 可備份 可備份或壓縮 可備份 

課程設定 支援 HTML，提供

搜尋功能。 

支援 HTML，
多樣教學活

動，支援數學

公式撰寫。提

供搜尋課程功

能。 

支援 HTML，但與

Google 產品不相

容，提供站內搜尋

功能。 

 

 

 

教 

師 

端 

作業管理 檔案上傳模組 作業發佈模組 無 

測驗管理 Google 表單有七種

題型 

可建立題庫，

題型、功能多

樣 

無 

成績評量 線上顯示 可下載 無 

學習歷程 有編輯動作即有記

錄 

記錄所有教學

活動，並提供

統計資料 

時序性的課程內容 

學生分組 有 有 無 

 

學 

生 

端 

線上學習 有 有 有 

合作學習 有 有 無 

互動機制 註解、發佈文章功

能 

即時/非即時

通訊、討論區 

迴響 

 

叁、融入體育課程之應用 

一、存放動作示範影片 

    體育課程中的教師動作示範礙於時間的關係不可能一再進行，如果教學平台

能夠呈現多個動作影片，具有不同的示範動作，各從不同角度、不同視野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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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給學生的才會是一個整體的動作。舉游泳為例：游泳教學裡的蛙泳踢腳，教

師在水中示範這個動作，由於水花的關係，學生較不易看清楚動作要領，而岸上

教學恐怕得花更多的時間去說明。換言之，如果有從不同角度方位拍攝的示範影

片，再加上學習重點的提示，讓學生在課程前透過影片對動作重新認知，或在課

後觀看影片對課堂所學的東西產生連結，藉由觀看標準動作示範，在視覺、記憶

與動作的交互過程中，自己得到回饋和修正，可以幫助學習者進行反思（黃清

雲，1994）。 

 

二、影片的儲存及隱私 

    Youtube 是一個影片分享網站，提供使用者上載、觀看及分享影片或短片，現

已整合進 Google 應用程式中。因此，協作平台內的影片內容都可以透過 Youtube

存放在雲端上，只要將拍攝好的影片上傳。將教師正確示範動作拍攝下來之後，經

過適當的剪輯，可將影片素材上傳到 Youtube 平台上面，使用嵌入協作平台的方

式，完全不占任何協作平台的空間。而且影片能夠設定三種權限：公開、非公開和

私人，公開是讓全世界的人都能夠透過關鍵字搜尋到，而我們常用的是非公開，即

“擁有連結的使用者才能觀看”的方法，將這些連結放入有管制權限的頁面，為的

是保護學生的隱私，除了教師之外，只有擁有該頁面權限的學生可以看到自己的動

作，如圖 2 所示。 

 

 
圖 2 協作教學平台之個人頁面 

 

三、運用表單編製測驗 

    設計一個擁有齊全功能的教學平台，應思考如何設計符合課程的輔助功能，

如：作業、測驗管理等功能，以利記錄學生的學習歷程（陳春滿，2009）；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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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前進行安置性評量以測量學生的起點行為，在學習的過程中也可透過開放式的

問題對學生的學習進行診斷，在課程的尾聲則可透過總結性的線上評量達成多元

評量之目的。利用 Google 現有的表單服務，能夠設計出單選題、多選題甚至申論

題型的測驗內容，除了能夠設計回家作業之外，更有助於教師在認知及情意面多

了一些評分的依據。對學生而言，不僅僅是參與教師設計的教學活動，平時羞於

發問的學生透過線上問答的方式，不但提高了發問的動機，更增添了師生良性的

互動。 

 

 

圖 3 Google 表單功能嵌入協作平台 

 

肆、未來研究方向 

    為使體育教師在有限的教育資源裡能夠有另外一種選擇，故探討雲端平台對

於體育教學實務上的助益，透過分析比較出最適合體育教學場域的平台。希望幫

助體育教師用最少的資訊負擔、最簡易的資訊科技以及最低的人力資源需求來達

到資訊科技融入體育教學的願景。雖然在建置平台依然會花掉最多的時間，但在

教師與學生一同熟稔平台的操作後，相信在使用及維護上將會像倒吃甘蔗一樣越

來越甘甜。未來也期盼能夠透過實驗法驗證 Google sites 協作平台對於運動技能

的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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