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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一峯  新北市樹林區育德國民小學總務主任

許政順  新北市板橋區文德國民小學校長

就是要好玩 

＞淺談體育教學模組

前言

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期

望學生透過「自主行動」、「溝通

互動」、「社會參與」三大面向，

成為擁有適應現在生活及未來挑

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

之核心素養，來培養以人為本的終

身學習者（教育部，2014），以及

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中，活絡校園

體育增進學生活力之學校體育願景

（教育部體育署，2013）。因此，

如何提升學校體育之品質，在體育

課程之規劃，體育教材之發展及體

育師資增能方面更顯重要。

然而，根據「學校體育統計年

報」資料顯示，國小非體育專長教

師任課比例102學年度高達60.12％

（教育部體育署，2016），103學

年度亦達56.98％（教育部體育署，

2015），為促進體育課程規劃與增

進教學實施的品質，提升學生體育

學習之成效，教育部體育署委由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與發展中

心規劃推動「跨體育專長教師模組

認證計畫」，藉由專業培訓課程，

培育種子教師，利用體育教學模組

實作研習，充實教師之體育教學方

法、策略與內容，來提高體育教學

效能。

國小玩運動

為了提升學生規律運動人口，

強化校園團隊精神凝聚力，以趣

味、安全之運動為媒介，結合健康

與體育領域課程實施，建立學生良

好運動習慣、促進國小學童身體健

康、增強體適能。因此，教育部

自98學年度起以班級為單位，舉辦

「國中小學生普及化運動」。新北

市（前臺北縣）政府教育局亦於

2009年透過團隊合作化、運動遊戲

化、設施便利化的策略，規劃了

「校園玩運動」系列活動（許政

順，2013）。

因此，近年來，新北市國小健

康與體育領域輔導團近年來，就是

以「玩」的角度出發，來設計研發

各種體育教學活動，使學生不因身

材、能力等限制，而降低參與運動

之意願，讓大家喜歡運動、玩出興

趣、玩出快樂與健康。

好玩的體育教學模組

在參與「跨體育專長教師模組

認證計畫」的專業培訓課程、模組

教學影片拍攝，以及擔任增能研習

講師的過程中，體認到教學模組是

以身體素養為導向，以理解式的建

構精神，來設計具有趣味、探索、

啟發，以及有彈性的教學活動。有

別於傳統老師單方面教授的方式，

它藉由課堂中多元化的體驗，營造

歡樂的上課氛圍，提供成功的經

驗，鼓勵學生挑戰自我，並適時提

供協助，引導學生主動的學習。目

前已經研發出「動作教育」及「球

類遊戲」的體育教學模組。

一、動作教育

動作教育是以學生為中心，以

身體動態的動作為素材，使兒童知

道自己的身體，且注重引導進行多

樣的身體動作探索與體驗各種肢體

動作，來促進個體各種潛能發展及

運用身體（水心蓓，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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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穩定性動作：伸展、收縮、

扭轉等非移位性動作，可以

運用解剖學的術語手臂前後

平舉稱為矢狀面的活動，手

臂左右平舉的方向稱為冠狀

面（額狀面）活動。

（二）在教移位性動作：走、跑、

跳、滾、爬等動作時，可

就空間（方向、大小、高

低 ） 、 時 間 （ 快 慢 、 長

短）、力量（輕重、強弱）

來做教學設計與變化。

（三）操作性動作：傳接球、操作

器材等，例如：個人操作呼

拉圈（滾、旋轉、跟隨、穿

越）、雙人操作、多人操作

等運動能力之擴展。

動作教育的教學是藉由基本動

 
圖 1 動作教育：呼拉圈遊戲
圖１　動作教育：呼拉圈遊戲

作技能的學習，然後進入到創造性

運動的啟發、聯合性運動經驗來發

形成基本技能，最後由特殊性技能

發展成專項運動技能。

二、球類遊戲

球類遊戲教學模組是以主題式

教學，以趣味性、探索性及啟發性

為活動設計主要理念來達成單元目

標。主要架構如下：

（一）遊戲比賽：使學生在簡易比

賽形式中體會比賽全貌。

（二）戰術討論：讓學生回顧比賽

經驗，並引導討論可運用之

戰術。

（三）返回比賽：驗證討論出的戰

術是否能有效執行。

（四）討論分享：相互分享比賽的

心得。

在此架構下可重複戰術討論修

正與返回比賽，藉由熟練執行戰術

後，增加比賽規則增加遊戲難度，

可以讓學生逐步了解在比賽中所欠

缺的運動技能，進而加強技能練

習，亦可使學生在參與遊戲比賽中

學習欣賞比賽的全貌。因此，老師

在教學過程中對遊戲比賽的觀察能

力，以及佈題與問題的引導是很重

要的。

實例說明：攻守入侵球類遊戲

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健康

與體育領域課程綱要（草案）中，

學習內容將攻守入侵性運動歸在競

合型運動，也就是手球、籃球、足

球等項目。依年段可分為低年級的

投擲單元、中年級快攻單元、高年

級的推進單元及目標單元。

一、低年級投擲單元――獵寶季節

設計理念是運用基本動作技

能，發展學童手眼協調、腳眼協

調、與他人及環境協調的能力。

（一）4-6人為1組。

（二）圓形場地分 3個區域，分

別為內圓（寶物）、外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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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物看守員）、圓外（獵

人）。

（三）內圓擺放角錐，所有人皆不

得進入。

（四）外圓範圍是防守者的活動區

域範圍，防守者不可跨出，

進攻者不得進入。

（五）圓外範圍是進攻者的活動區

域。

（六）得方方式：獵人拿1顆球，

到自己的寶物範圍獵寶物，

可以自由移動，同時，寶物

看守員則需防止獵人以手投

擲球方式獵捕到寶物。

（七）球掉入圓內，可再去拿1顆

球，球掉落外圓，由獵物看

守員（防守者）將球撥出圓

外，獵人可再繼續狩獵。

二、中年級快攻單元――王牌線上

快攻單元的教學目標是讓學生

學習與隊友溝通，並運用傳球、接

應、助攻與攻擊來合作執行所討論

出，快速推進至有利進攻位置的戰

術，並願意分享比賽心得。

 

＠圖 2  「獵寶季節」遊戲示意圖 圖2  「獵寶季節」遊戲示意圖

（一）規則說明

1.  4個人1組。

2.  每組選出1個人擔任王牌，分別

站於場地左右兩邊的王牌區。

3.  場地內會有1顆球和兩組人，

一組為防守隊，另一組為進攻

隊，拿到球者為進攻隊，最後

要把球傳給王牌，由王牌進行

射門。

4.  得分後，球權交換。

5.  出界和踩線的話就換對方發

球，就在出界的邊線上發球，

雙手過頭頂發球。

6.  持球時，不可以運球及帶球行

走，違例的話就換隊發球。

7.   在活動進行中不可以發生衝

撞、搶球的動作，違例的話就

換隊發球。

（二）遊戲活動變化

   1. 王牌換我當

（1）場地規則同王牌線上，4個人

1組。

（2）一組為防守隊，一組為進攻

隊，拿到球那隊為進攻隊，

王牌得分後，得分隊的王牌

換人當。

	

 
＠圖 3  「王牌線上」遊戲示意圖 圖3  「王牌線上」遊戲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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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助攻我最行

（1）場地規則同王牌線上，4個人

1組。

（2）王牌不能射門得分，必須要

傳給同隊的另外3人讓他們去

得分。

   3. 突破封鎖線

（1）場地規則同王牌線上，4個人

1組。

（2）在王牌區前安排1位守門員，

降低對方射門得分的機會，

同時也要思考有守門員在時

如何得分。

三、高年級推進單元――翼之王牌

推進單元的教學目標是讓學生

善用邊翼的戰術策略，將球向得分

目標區推進，做合適的決定以利得

分。

（一）4個人1組。

（二）每組其中1人為王牌，分別

站於場地左右兩翼的王牌

區。

（三）王牌不可離開王牌區，其他

人不可進入王牌區。

（四）場內會有1顆小韻律球及兩

隊人員，1組為進攻方，另1

組為防守方，取得球權者為

進攻方。

（五）得方方式：進攻方的球必須

傳給邊翼的王牌後，由王牌

傳給隊友所進行的進攻得

分，才是有效的得分。

 
＠圖 4  「翼之王牌」遊戲示意圖 圖4  「翼之王牌」遊戲示意圖

（六）違反上述得分規則，進攻方

即喪失該次進攻球權。

四、高年級目標單元――左右開攻

（一） 4人為 1隊，其中 1人為王

牌，分別站在中場王牌區。

（二）王牌不可離開王牌區，其他

人也不可進入王牌區。

（三）取得球權者為進攻方。

（四）得方方式：進攻方必須將球

傳給王牌，再由王牌傳給隊

友進行進攻得分，才是有效

得分。

（五）違反得分規則，進攻方喪失

該次進攻球權。

教學成果

在球類遊戲教學過程中認識

到，教學模組是整合性的教材，具

有彈性，可以根據教學現場，學生

學習狀況作教學架構的拆解、組合

或增加教材設計，在樂趣的教學中

讓學生隨著規則的改變，漸進的學

習與他人互動，享受進步的樂趣與

成就感。

圖5　「左右開攻」遊戲示意圖

 
＠圖 5 「左右開攻」遊戲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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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低年級運用基本動作技能，

發展學童與他人相互學習的

能力。尤其在「討論」及

「分享」時純真與可愛的表

現，以及返回遊戲時會模仿

同學，讓自己也擁有成功經

驗，是最真實的教學回饋。

二、中年級學生容易在遊戲比賽中

容易遇到傳球、接球、運球

等技能不足的問題，此時，

在下一節課的熱身活動中加

入技能練習，學生會更認真

的反覆練習此項技能。

三、高年級學生在戰術討論上的

想法，會針對遇到的隊伍不

同，產出不同的戰術，例

如：有身高優勢時的進攻戰

術，會直接進行強攻。當對

方全力防守主力選手時，會

利用主力選手引誘防守者，

再傳空檔調中進攻。學生利

用戰術板侃侃而談成功經驗

時，往往令人驚豔。

四、在模組系列課程過後，每位學

生都是主角，不會因為能力

不足而被冷落在旁，而且，

學生除了上課時身體活動量

增加之外，對於自我肢體控

制的能力有明顯的進步。

在與現場體育教師分享時發現

到，在教師自我成長的部分，體育

教學模組除了適合非體育專長教師

教學運用之外，就連體育專長教師

來說，教學上也帶來許多的啟發。

在體育教學中技能的學習也是很重

要的，所以設計教學活動與進度

時，不是只用教學模組來作教學活

動設計，也要與各種教學法相互搭

配運用，在這過程無形中增加許多

有趣的教學活動設計。

新北市推動體育教學模組之規劃

要將這在體育教學上非常實用

的體育教學模組推廣出去，我們新

北市健康與體育領域輔導小組有以

下規劃：

一、輔導團員皆參與認證，擔任種

子教師協助推廣。

二、在輔導團到校輔導、分區輔導

與增能研習等相關場合中，

以公開授課或是教學演示的

形式與體育教師分享。

三、利用相關場合介紹體育教材資

源網（http://sportsbox.sa.gov.tw/

teaching/list），讓教學現場的

老師，可以參考運用網頁中

體育教學模組之教學影片。

四、規劃辦理「體育教學模組增能

研習」，各校薦派跨體育專

長教師參加。

五、針對新北市實施混齡教育的小

型學校，辦理一場體育教師

增能研習，將體育教學模組

推薦給這些學校做為體育教

學設計之參考。

體育教學模組不是單純的趣味

遊戲，而是將體育教學由技能學習

轉為素養導向，並且可依據教師自

身的經驗及學生的訴求，來彈性調

整教學目標、內容與教材，讓學生

不僅在課堂中學習，更能實踐在生

活中。

結語

在辦理新北市第一場體育教學

模組增能研習當天，非體育專長的

彭老師分享，當得知在新學年度要

擔任體育教師的訊息時，內心是非

常的惶恐與忐忑不安，不過經過扎

實的體驗式學習後，原來體育教學

還可以透過教學設計，達到除了技

能之外的，認知、情意、行為等教

學目標，讓他能利用暑假期間備課

面對未來的挑戰。

籃球專長的葉老師也分享，

之前教學是將自己會的技能教給學

生，在親自體驗過體育教學模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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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對自己的教學設計有了不同的

想法，很想馬上實際操作看成效如

何，也有意願參與後續的模組認

證，來充實自我的體育專業知能。

在此期望能透過體育教學模組

的推廣，除了能給非體育專長教師

在體育教學上的增能外，也能啟發

體育專長教師針對核心素養之體育

課程規劃與思考，更能讓學生藉由

體育課，玩出興趣、喜歡運動，進

而主動的參與學習，成為終身的學

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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