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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與新穎之間
──PBL應用到國術散打教學

前  言

國術散打中，傳授基礎技能，是為

學生面對臨場問題並奠定良好基礎，但

這不是散打教學的目的，散打教學的目

的是引導學生通過主動練習的過程獲取

新技能、發現新問題、培養分析與解決

問題的能力，最終在於比賽中獲得勝利

（李志雄、梁京紅，2011）。問題導向

學習（problem-based learn ing ,  PBL）

是一個現代教育革新的一種新型模式，

其教學活動則是不斷提出問題的過程，

它是以真實世界的問題為導向，引導學

生自己去探索、尋找問題的解答，而所

提供的問題情境通常並無單一「正確」

答案，是讓學生去批判、分析、研擬最

佳可行方案，期增進學生的學習能力、

態度與效率(李詠吟、陳美玉、甄曉蘭，

2 0 0 3 ) 。 P B L 能 引 發 學 生 主 動 學 習 的 動

機 ， 經 由 小 組 共 同 合 作 學 習 與 互 相 討

論，找出問題解決的具體方案加以施行

(周天賜，2004 )。PBL教學模式是以學

生為中心的學習、小團體的學習及以問

題彙聚焦點刺激學習，教師是促進者和

引 導 者 的 角 色 ( B a r r o w s , 1 9 9 6 ) 。 雷 蕾

（2010）提出PBL教學模式在整個教與

學的過程中加大了學生的主動性和話語

權，學生自主學習獨立思考、勇於實踐

的能力得到增強，教學效果也有很好的

改善。而且「問題本位學習」教學因內

容較靈活及與真實問題連結生活經驗，

使學生想去解決問題，故對學生有正面

影響。而小組討論的學習方式，增加了

互動的機會，可以互相學習、活用知識

並幫助思考(徐崇城，2004)。教育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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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經驗出發，將世界的共同問題展現

在學生眼前，共同去解決。王慧蘭、李

錦旭 ( 2 0 0 6 )指出學生意識到自己的世

界能由自己去掌握與改變時，學生的學

習動力會因為來自學生的自我經驗、問

題與動機，則學習就成為必然的事情。

問題教學法的應用就是教師運用系統的

步驟，設計各種問題情境，指導學生發

現問題、思考問題並循序漸進地解決問

題，以增進學生的知識，充實生活經驗

並培養思考及解決問題能力的教學方法

(林進財，2004)。由於國術散打運動多

在於技能方面練習，因此學生對散打的

認知上卻還有一些欠缺。透過PBL教學

模式的理念來引導散打教學所欲傳達的

目標，從而能使學生在情境練習中產生

興趣，能在情境練習中對自身技能和戰

術策略默契配合有更好的認識。

PBL模式的散打情境模擬設計

以 往 傳 統 散 打 教 學 中 學 生 在 練 習

散打基本動作時往往會出現下述情況：

在老師教完一個動作後，讓學生反覆練

習，直到練會為止。但這種「會」只是

在練習的情境中「會」而已，真正到比

賽中還不一定用到，甚至是不知如何運

用 。 研 究 者 有 1 1 年 的 散 打 選 手 經 歷 ，

職業生涯結束後又有五年的散打教學經

驗。根據多年的比賽與教學的經驗，其

實傳統散打練習也可以改進為既能讓學

生練習到實用的基本技能，又能提高學

生練習興趣。故此本文設計三個PBL教

學模式的散打情境模擬練習，依次是單

一固化模擬練習、攻防情境模擬練習及

推 擂 情 境 模 擬 練 習 。 以 上 設 計 這 三 種

PBL模式散打情境練習是為了學生在初

學階段針對單一動作的養成及進階學生

修改和完善技能，並通過攻防情境模擬

練習驗證，使其在綜合技能及臨場應變

得到更好的表現，這些正是為了修正傳

統散打教學給學生帶來的隱患。以下是

針對三個PBL模式散打情境模擬設計的

詳細說明。

第 一 個 是 「 單 一 固 化 模 擬 練 習 模

擬」，是從傳統散打教學上針對學生技

能重覆練習衍生而來。重覆練習是為培

養學生本能反應，過往重覆的技能練習

都是一個動作、一對一的反覆練習，而

單一固化模擬練習則是多個學生針對一

個學生的練習。其單一動作可以是一個

前直拳，一個小邊腿，亦或是一個接腿

摔等等。練習流程是在教學者的安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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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一個動作，如一個接後邊腿摔的動

作，先讓一個學生做接腿摔，另外四個

學生擔當陪練員，依次配合該學生後邊

腿的動作，並讓他摔倒，八個循環之後

再做交換，以此類推。而教學者在旁邊

對於學生的不足之處給予指正與修改，

並讓他們自行討論。如圖1所示。

第二個「攻防情境模擬練」則是研

究者設計的比較新穎的情境模擬練習，

其設計是培養學生在攻防間的轉換，及

強化臨場反應。該模擬設計是要求教學

者在擂臺中設置四個情境位置，並詳細

說明流程。四個陪練員的分工為：一號

位置的陪練員主動進攻，二號位置的陪

練員防守反擊，三號位置的陪練員屬主

動摔法型，四號位置為抗摔型。而學生

要瞭解的是教學者講的信號，會逐個次

經過4個位置，每個位置30秒鐘。例如學

生經過一號位置時要注意假動作，看到

假動作說明學生要注意防守；二號位置

則注意拍手動作，這說明學生要主動進

攻；三號和四號位置則沒有信號提示，

進攻和防守則根據臨場態勢而定。學生

在經過一共兩分鐘的循環後，四個陪練

員和學生則坐在一起討論及反思，其討

論內容是學生在練習中的優缺點，教學

者要做練習筆記，並詳細記錄學生之間

討論出的優缺點，以供下次練習參考。

學生在做完一次循環、反思及討論後，

再 進 行 交 換 ， 之 後 依 此 類 推 。 如 圖 2 所

示。

第 三 個 「 推 擂 情 境 模 擬 練 習 」 為

第二個攻防情境練習的延伸。推擂，則

是根據擂臺限制做邊緣下臺戰術，其設

計是在擂臺環境中，在攻防轉換間培養

學生場地空間感、擂臺邊緣意識、反下

圖1 單一固化模擬練習 圖2  攻防情境模擬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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擂意識及臨場反應。該模擬設計也是要

求教學者在擂臺中設置四個情境位置，

只是這四個情境位置中加入一個推擂情

境 。 例 如 學 生 同 樣 先 明 白 教 學 者 的 信

號 ， 接 著 逐 次 經 過 4 個 位 置 ， 每 個 位 置

同 樣 為 3 0 秒 鐘 ： 在 經 過 一 號 位 置 時 要

注意前直拳假動作，看到這個假動作說

明學生要注意拳法防守；二號位置則注

意提膝動作，這說明陪練員腿法進攻較

多，學生要注意判斷出腿法做反擊或接

腿摔；三號位置則沒有信號提示，陪練

員或學生都可以根據擂臺的侷限性做推

擂或反推擂戰術。四個陪練員的分工則

是 ， 一 號 位 置 的 陪 練 員 主 要 以 拳 法 進

攻；二號位置的陪練員則攻防之間多做

腿法進攻；三號位置的陪練員主要是進

行推擂和反推擂戰術；四號位置的陪練

員則進行模擬實戰練習。其難度是四個

位置的安排是不規則的，一切都是學生

自己去判定信號。同樣在學生做完一個

循環以後要進行討論和反思，教學者也

要做練習筆記。如圖3所示。

PBL模式散打情境模擬練習之效果

根據實驗的結果顯示PBL模式的散

打情境模擬練習的效果主要體現在三個

方面，主要是消除實力差距、縮短實用

技能的養成及增加實戰經驗。

一、消除實力差距

在國高中學校中，學生的散打技術

水平通常良莠不齊，有的學生練習國術

散打時間長，有的剛剛接觸國術散打，

這樣在一般練習的時候，剛剛接觸國術

散打的學生就會被打壓，實力強的又感

覺沒有挑戰性，因此，學生會逐漸的對

國術散打失去興趣。而PBL模式的散打

情境模擬練習則在設計上就有一定的限

制，限制實力強的學生要配合實力差的

學生，這樣實力差的會慢慢接受國術散

打，會很快的融入到練習當中。而實力

強的學生則在PBL模式的散打情境模擬

練習當中針對某一不熟或陌生的動作反

覆練習，加以和不同類型的學生練習，

就會有不同的效果。PBL模式的散打情

境模擬練習的優點是不會出現「強者在

圖3  推擂情境模擬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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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眼中越強，弱者自我感覺越弱」的

情況。

二、縮短實用技能養成

PBL模式中第一種散打情境模擬練

習是針對單一動作的養成，這樣可以在

提高學生興趣同時固化單一技能，然後

通過第二、三種情境裡加以驗證，並在

小組討論中找出優缺點，在下一次的練

習中去做修改。通過PBL模式的散打情

境模擬練習可以縮短使用技能的養成時

間，它讓學生在每次練習，每次討論中

明確的知道自身的優缺點，使學生感覺

每次的練習都有收穫。

三、增加實戰經驗

PBL模式中第二、三種散打情境模

擬練習的設計是根據真實比賽情境，每

兩分鐘的循環練習都是按照比賽中應有

的情境去做練習，長此下來，會增加學

生臨場應變能力及積累比賽經驗。不管

是學生，還是陪練員，對以上這三種策

略都處於共同練習，共同成長的狀態，

所以該策略也是吸引學生興趣的最大原

因。最後，就是通過以上三種策略練習

後，學生會認清自己的優點，對優點加

以揚長，同時注意缺點，並進行改進。

結  語

因 為 該 模 式 是 以 改 變 傳 統 散 打 教

學中原有的固定強化練習為基礎，並建

置的多個新穎的散打練習策略，所以散

打老師以PBL模式的散打情境模擬練習

作為教學單元時老師一定要注意自己的

定位，老師的任務只是輔助和引導。首

先，散打老師要明確瞭解PBL模式的散

打情境模擬練習模式的運用，並在練習

前需向學生講明其中的信號、限制及規

則。其次，國術散打畢竟是一個對抗性

的項目，有對抗就會有受傷，所以練習

過 程 中 ， 老 師 要 隨 時 注 意 防 止 學 生 受

傷，或出現受傷及時終止練習。最後，

老師也要是一個記錄者，學生在小組討

論中針對每個人的優缺點，老師都可以

用錄音筆、攝像機亦或是在練習筆記裡

記錄下來，以便日後修正。老師要在練

習結束後，給予每個學生回饋，並指出

缺點加以改正，以便學生課後補救。

將PBL教學模式應用到散打練習是

一種創新，這種創新是對傳統散打教學

的改良，保留傳統教學技能的成長，改

善單調練習的枯燥乏味，讓學生因教學

方式的創新，進而對散打產生濃厚的興

趣，並培養學生無論是在比賽場上，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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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生活中都能察覺問題、分析問題及

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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