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

運動競賽 | C o m p e t i t i o n  

105

 學校體育‧第122期‧2011年‧02月號運動競賽 | C o m p e t i t i o n  

	 劉富陞	 屏東縣立萬丹國民小學訓導主任

修正式運動在國小班際比賽的應用 
以萬丹國小為例

前言

運動在國小課程中，不僅能增進學生個體

身體操作能力，同時也擔負「寓教於樂」的重

要使命，而如何能在學習中順利結合運動競技

的觀念，協助學生發展運動技能，享受運動樂

趣，養成終身活動的興趣，便是本文關注的焦

點。

修正式運動的意涵和理論發展

建構主義和情境主義主張有效的學習必

須建立在學生的生活情境和經驗上，「以兒童

為中心」的體育教學，透過肢體活動提供兒童

肢體能力和發展自我表現的機會，並經由自我

表現，提昇兒童自我做決定（mak ing  dec i -

s ion）的能力。因此，瞭解學習者的生理及心

理狀態和觀察學習者的技能發展需求來發展修

正過的遊戲和比賽來增加學生或球員的操作經

驗便成為每個體育教師和教練需要具備的能力

（劉富陞，2009）。

Robe r t son（1992）比較在1990年至

少參與一次修正過的比賽或運動方式的孩童與

1980年參加傳統的比賽或運動方式之孩童的

經驗，所得到研究結果發現，參與過修正過的

比賽或運動方式可獲得下列重要的發現：（1）

較喜好以運動作為休閒的活動。（2）覺知運

動的價值。（3）男生在運動中較能接受女生

的平等。（4）較能覺知跑步、跳躍、平衡、游

泳、投擲以及接球的能力。（5）覺知自身有較

高成功的機率。（6）減少從運動中的退出率。

（7）有意圖聯合社區的組織，持續養成運動習

慣。

在民主教育潮流下，強調以孩子為中心的

賦權式（Empowerment）的教學方法不僅符

合此一潮流，而且在體育課程中，培養自我決

定（SDT ,Se l f - d e t e rm ina t i on）的教學設

計，正是賦權式教學精神的展現，而為了讓孩

子能持續投入比賽進行中，降低兒童進行比賽

時的技術和生理門檻，提高學生投入運動的意

願和興趣，修正比賽規則是重要的工作。球類

教學為能培養孩子團隊合作精神和自我作決定

能力的體育項目，亦是一種作為引導孩子投入

運動的入門運動項目。

班際比賽對班級經營的貢獻

針對「班際比賽」相關的研究非常少，而

筆者依據本身投入班級經營和體育教學十餘年

的經驗，整理班際比賽在班級經營上的貢獻如

下：

一、增加學生同儕互動的機會：團隊運動的練

習可增進成員間討論的標的，比賽進行的

連結更促使同學之間想法的交流。

二、給予學生不同的舞台：多元能力的培養有

賴於學校提供不同的學習舞台，給予學生

多元能力的發揮和觀摩的機會，尤其是對

於學科方面學習不利的學生，發掘潛能，

產生自信，進而刺激其他能力的發展。

三、運動改善情緒，提升孩子學習力：洪蘭教

授指出：「運動可以促進血清張素、正腎

上腺素和多巴胺等神經傳導物質的分泌，

尤其多巴胺和血清張素跟我們的情緒有直

接的關係，運動完的人其表情都是溫和

的，沒有愁眉苦臉的，運動使學生情緒改

善，不會動不動發脾氣，減少班上學生衝

突。」。班際比賽是運動的延伸，其效果

可見一斑。

基於以上的理由，學校應安排適當的活動

協助學生發展運動的機會和興趣，並協助班級

導師凝聚班級向心力。

萬丹國小班際比賽融入修正式運動的具體作法

萬丹國小一向對推展學生運動不遺餘力，

除了爭取適當的運動場地之外，也進行行政和

教學的創新和嘗試，以便培養學生的多元能

力，達成「全人教育」的目標。此次進行班際

比賽也做了很多配套和策略，簡述如下：

一、選擇具有特色及社區認同的項目

萬丹國小在運動發展特色運動，過去十年

重心一直放在排球項目，也獲得不錯的成效，

不僅成功引入社區的資源，並與社區做密切的

結合，提供場地作為愛好者閒暇時的運動場

所。以排球來進行班際比賽，不論師生或是家

長接受度均高。

二、成立教師學習社群

在學校體育課程方面，發展「健康與體域

領域」特色課程一直是學校行政和教師努力的

方向，成立「健康與體育教學策略工作坊」的

教師學習社群，作為這個議題的研究中心，試

圖結合教師的專業，進行同儕對話，發展具有

在地特色的體育課程。

三、溝通和規劃

課程發展是冗長而持續的工作，而學生的

學習卻不斷地進行，為了能增強學生對運動競

賽進行的概念和規則，本校於9 8學年度舉行

「會長盃四年級班際的軟式排球比賽」，利用

期未考試完的空檔實施，以作為後續進行相關

教學和活動的參考，而全部經費由家長會全數

贊助，以下將規則略述如下：

（一）球：排球運動在國中、小實施教學的困

境，擊球時在手臂產生的痛覺一直是最

大的障礙，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本次進

行比賽時採用Mikasa所生產的軟式排

球，另外也可順便提醒學生排球發展的

歷史就是從籃球內膽開始的。

（二）發球線：由於軟式排球的體積大、重量

輕，所以為了增加發球的成功率，發球

時採用浮士德草地排球的發球規則，也

就是在攻擊線後方發球即可。

（三）場地大小：每半場為8×8公尺的國小排

球比賽場地（其實只要方便比賽進行和

符合公平原則即可，用成人排球比賽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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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場9×9公尺亦可）。

（四）比賽人數：每球九位正式下場球員，三

名候補球員。

（五）賽制：比賽採單局制，先得3 0分為勝

隊，局間15分時交換場地，其餘採用中

華民國排球協會九人制排球比賽規則。

四、執行

賽前先召集該學年教師集合於比賽場地，

進行規則講解，及各注意事項和溝通工作。再

由各班隊長進行抽籤並排定賽程，本次班際比

賽分兩組進行（本校四年級有六個班），在預

賽進行時採雙敗淘汰制，各組取兩名，進行交

叉決賽，勝隊爭冠亞軍，敗隊則爭三、四名。

按照「運動教育模式」進行，首先安排

盛大的開幕儀式，由校長邀請會長致勉勵詞並

宣佈比賽開始，然後由主辦單位簡要說明規則

後，執行開球儀式，展開比賽。

五、檢討和評鑑

比賽結束後，在教師集會中利用短暫的時

間進行活動檢討，獲得熱烈的回應整理如下：

（一）類似的比賽可增加學生未來在大學的適

應力：體育一直是教育的重點，也是厚

植國力必要的課程，若在國小可以培養

學生球類的基礎技能，對往後的生涯發

展有正面的影響。

（二）希望能在各學年實施：這種修正式的比

賽簡單易入門，減少運動的瓶頸，並能

增加班級的向心力，希望也能在五年級

實施。

而學生在比賽中興奮的表情、比賽中加油

打氣的熱烈以及賽後互相擁抱，是這個比賽成

功最好的印證。

總結

1980年代迦納指出智慧在人類心靈上並

非單一屬性的，多元智慧論（M I）已經成為

2 1世紀教育和人類發展上，最重要的創新想

法之一（Howa r d  Ga r d n e r，2000）。肢

體－運作智慧（bodi ly -k inesthet ic  in te l -

l i g ence）是指運用身體來表達想法與感覺，

以及運用雙手生產或改造事物的能力，如何能

巧妙地使用不同的身體動作來運作或表達的能

力，以及自身感受的能力。透過修正比賽的方

法來解決成人比賽規則對國小學童造成的困

難，並採用班際比賽引導學生肢體和思想的結

合，透過肢體運作的經驗，進而產生自信，不

僅能增進個體發展的整體性，並能建立終身運

動的基礎，達成教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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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進行時採雙敗淘汰制，各組取兩名，進行交

叉決賽，勝隊爭冠亞軍，敗隊則爭三、四名。

按照「運動教育模式」進行，首先安排

盛大的開幕儀式，由校長邀請會長致勉勵詞並

宣佈比賽開始，然後由主辦單位簡要說明規則

後，執行開球儀式，展開比賽。

五、檢討和評鑑

比賽結束後，在教師集會中利用短暫的時

間進行活動檢討，獲得熱烈的回應整理如下：

（一）類似的比賽可增加學生未來在大學的適

應力：體育一直是教育的重點，也是厚

植國力必要的課程，若在國小可以培養

學生球類的基礎技能，對往後的生涯發

展有正面的影響。

（二）希望能在各學年實施：這種修正式的比

賽簡單易入門，減少運動的瓶頸，並能

增加班級的向心力，希望也能在五年級

實施。

而學生在比賽中興奮的表情、比賽中加油

打氣的熱烈以及賽後互相擁抱，是這個比賽成

功最好的印證。

總結

1980年代迦納指出智慧在人類心靈上並

非單一屬性的，多元智慧論（M I）已經成為

2 1世紀教育和人類發展上，最重要的創新想

法之一（Howa r d  Ga r d n e r，2000）。肢

體－運作智慧（bodi ly -k inesthet ic  in te l -

l i g ence）是指運用身體來表達想法與感覺，

以及運用雙手生產或改造事物的能力，如何能

巧妙地使用不同的身體動作來運作或表達的能

力，以及自身感受的能力。透過修正比賽的方

法來解決成人比賽規則對國小學童造成的困

難，並採用班際比賽引導學生肢體和思想的結

合，透過肢體運作的經驗，進而產生自信，不

僅能增進個體發展的整體性，並能建立終身運

動的基礎，達成教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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