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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 Mosston 體育教學光譜中的命令式、練習

式、互惠式三種不同教學形式的教學效果，並探討其不同教學形

式對男女生性別教學效果中主觀技能、認知發展及情意發展之差

異情形。本研究採用準實驗研究法，以屏東縣某國小六年級學生

89 名為受試對象，實施三週六節課的巧固球教學實驗，紀錄前測

及後測資料，以獨立樣本單因子變異數分析（ANOVA）為統計

方法，經分析結果如下：一、國小六年級學生在接受命令式、練

習式和互惠式三種不同教學形式之巧固球射網教學後，在認知評

量和情意態度評量上沒有差異存在，但在主觀技能評量上則有差

異存在，練習式的教學效果優於命令式；二、國小六年級男生在

接受命令式、練習式和互惠式三種不同教學形式之巧固球射網教

學後，在認知評量和情意態度評量上沒有差異存在，在主觀技能

評量則有差異存在，練習式的教學效果優於命令式；三、國小六

年級女生在接受命令式、練習式和互惠式三種不同教學形式之巧

固球射網教學後，在主觀技能評量、認知評量及情意態度評量上

都沒有差異存在。 

 

 

關鍵詞：Mosston 體育教學光譜、巧固球、命令式、練習式、互惠式、  

教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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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Comparison of The Teaching Effect among 
Mosston’s Command and Practice and Reciprocal Style 

in Tchoukball Teaching in Elementary 
M. Ed. Thesis, 2006 

Graduate: Yuan-han Chen 
Advisor: Yuh-chih Chen, Ph. D.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compare the teaching effects on Mosston’s 

three teaching styles（ the command style, the practice style and the reciprocal style）, 

an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on the skill evaluation of participants,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affective development to the male and female pupils of elementary 

school.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with the quasi-experimental method. The 

participants consisted of 89 students in three classes in sixth grade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in Pingtung County. Perform 6 classes tchoukball teaching during three 

weeks, record data of pretest and posttest. The statistics methods used the one-way 

ANOVA .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 After the three different teaching styles of 

tchoukball teaching in sixth grade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the participant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affective development; 

the participant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kill evaluation of participants, 

the teaching effect of practice style was superior to the command style. 2. After the 

three different teaching styles of tchoukball teaching in the male of sixth grade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the subject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affective development ; the subject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ubjective skill evaluation. the teaching effect of practice style 

was superior to the command style. 3. After the three different teaching styles of 

tchoukball teaching in the female of sixth grade of the elementary school. All 

subject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ubjective skill evaluation,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affective development . 

 

Key words: Mossto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spectrum, tchoukball, 

the command style, the practice style, the reciprocal style, 

teach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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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章共分為六節：第一節敘述研究背景；第二節說明研究目的；第三

節擬定研究問題；第四節陳述研究假設；第五節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第

六節詳述名詞界定。茲依各節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學校體育教學之現況面臨一種無聲的危機，其中明顯的現象是：一、

地位的下降；二、缺乏文化的關照；三、認同危機；四、職業自尊的衰退；

五、無法提升至教育上的地位；六、無法表達有意義的訊息；七、器材設

施的不足；八、體育課學術價值的懷疑；九、對未來悲觀（許義雄，2000）。

尤其體育教師對於體育核心概念認知不足、課程設計能力不足、終身學習

概念急待建立、課程與教學學習組織待建立、師資培育課程面臨調整、課

程諮詢管道服務待建立等問題將影響體育課程內容（歐宗明，2000）。而一

個理想的教育必須是完整的教育，教育的基本任務在求個體的完美發展，

欲求有機體的均衡發展，應強化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的教育，因

此在教育環境中，體育應與其他四育等量齊觀，若缺體育，則教育的理想

與目標永難實現（蔡貞雄，1994）。教育部（1995）所進行的「中小學學生

對課程不喜歡比率之調查」結果指出：我國中小學生不論高中、國中或是

國小階段，最喜歡的課程均為體育課。國小體育教學不但是鍛鍊兒童身心

健康，培養兒童運動興趣與態度的主要憑藉，亦培養兒童運動技術、運動

道德和良善社會行為的重要手段（葉憲清，1993）。江良規（1984）認為技

巧的養成，非旦夕之事，優異的協調，需要經年累月的訓練，而發展技巧

最有利的時期是兒童期，故技巧的學習必須把握時間。對於目前周休二日

的休閒運動風氣及養生學的普遍，國小體育教學的落實，可提供成人日後

從事休閒體育的基礎。由以上所述，我們可以清楚的了解體育教學受到學

生的歡迎，而體育教學對於學校教育更有其不可抹滅的功能。但是由於社

會大眾、學生家長、學校行政等錯誤認知，特別是體育教師本身的專業能

力及對體育教學的認同感，讓體育教學在整個學校教育中淪為附屬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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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將體育的功能發揮，讓它真正受到各界的肯定，有賴於身為體育人的

省思。 

體育教學一直是校園中展現學生活動力、團隊競爭、激發運動潛能的

主要課程，由於該課程屬於開放式教學，不侷限於教室、書本，與一般學

科教學不同，它能讓學生充分享受體育教學的運動樂趣與運動技能認知（向

薇潔、張博能，2004）。它是以各項富有教育價值的運動作為教材，以場地、

設備、器材為環境，教師以合理有系統的手續，指導學生習得運動知識和

技能，滿足身心需求、增進健康、培養良好的社會行為、啟發運動興趣、

充實康樂生活等的師生行為（胡天玫，1995）。體育的目標旨在培養學生具

備良好的體適能，而不是塑造一個競賽的勝利者，去追求「贏」而已，也

就是說不論其天份如何，皆應有機會參與身體活動，發展適合年齡應有的

運動技能，是身心健全且快樂的（教育部，2003）。體育教學與體育校隊訓

練有著截然不同的意義，教學必須顧及認知、情意、技能三個大目標，是

全人的教育；校隊訓練則較偏重於技能方面，雖然不能抹煞其教育意義，

但畢竟只是少數的精英教育，並不是體育教學所追求的教育價值。就如目

標所說，教學的內容要適合全體的學生，不管他的天份如何，都有參與運

動的機會，所以體育教學是以學生為主體，直接以身體為媒體的教育，在

教育過程中為因應各年齡層不同需要與興趣，需考量其身心發展、社會性

發展、運動技能學習特徵，以作為教材與教法選擇及教學資源運用的依據

（教育部，1997）。而在教學中，課程設計是課程目標、理念的延伸，良好

的課程設計有助於教學活動的實施，提高教學效果，引發學習者的興趣，

使教學活動能更有效的達成課程目標（雷小娟、王誼邦，2002）。所以從體

育教學的意義、體育目標的確認、課程設計的功能，我們可以清楚的了解

教學的對象是全體學生，是屬於全人教育而不是精英教育，如何探討研究

出適合各項體育目標的教學方法，是本研究動機一。 

巧固球運動乃瑞士生物學者布蘭德博士（Dr. Hermann H. Brandt）於

1970 年所創，為一種以維持人類健康而在正當的氣氛下，不侵犯別人的遊

戲。其特色為：安全而不受傷，禮讓而不侵犯，友愛而有競爭，合作而不

取巧；不受場地、設備、運動能力的限制之一種獨特運動項目（謝天助，

1983）。巧固球運動在國小教育目標中，可促成德、智、體、群、美五育並

重觀念的實踐和達成，如果在教育下一代的過程中能夠運用巧固球運動的

理念，從國小孩童就開始培養彼此尊重認同對方表現能力行為，以正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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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公正的心態來參與活動，專心一意的追求自我技術的發展，適應球戲迅

速攻、守的改變，讓孩童適應力能見機適時的應變，使其符合現期進化的

過程，以期培育出現代真正踏實的青少年（閩湘，1988a）。巧固球運動在

國內推廣已近三十年，於民國六十六年由師範大學方瑞民教授自國外引

進，一開始在國內舉辦大規模的講習會，介紹給各個機關團體學校，曾經

經歷一段輝煌的時期，但到現在知名度卻不如熱門運動項目如籃球、棒球、

排球等。其發展受到政策性、人為因素、升學及經費影響甚大，而且偏向

競技方面的推展，忽略全面性的普及，實屬可惜（洪國祥，2004）。現今巧

固球運動的參考書籍以徐木秀和萬清河（1985）所著「巧固球理論與實際」

為主，搭配梁文朝所著「巧固球運動攻防技巧」和「巧固球運動訓練法」

為輔，由於年代久遠，有些內容已不符合現代的要求。目前較具有系統提

出的研究是黃榮達（1996）所提出的「巧固球」技術報告書、黃進成（2002）

所提出「台灣巧固球運動發展之研究（1977~2000）」碩士論文，屬於技能

與史學的研究，對於教材教法及教學效果的研究，在國內尚無人探討。巧

固球如前述是極富教育價值的運動，研究者也於任教期間訓練國小女子巧

固球隊獲得民國 85 年、86 年省長盃冠軍、87 年全國中正盃殿軍，平常在

學校上體育課也將巧固球教學列為教材之一，對於巧固球的訓練及教學有

些許的心得，能有機會從事教學研究，期能以巧固球為教材，探討其在不

同教學形式的應用價值。是本研究動機二。 

教師教學效能的表現是一種專業知能的發揮，體育教師的有效教學行

為，應是教學之前能掌握有利於教學的各種因素，作出周詳的教學計畫，

且將專業知能充分有效的發揮，針對教學情境能做出審慎的行動，並且能

判斷檢視行動的後果（蔡貞雄，2000a）。也就是說好的體育教學效能，必

須透過教師對於教學的掌握，提供對學生易吸收的教學方式，促使學生經

由教師的教學能達到預定的目標。體育課的活動時間大體可分為等待時

間、管理時間、接收資訊時間及參與運動時間四種（張晉忠，2003）。而我

國體育課學生花在等待時間，約佔全部時間的 36％、管理時間約佔 24％（王

敏男，1999），約佔全部教學時間的 60％。體育課是以身體為媒介的教育，

體育課就是要動，它不同於其他的科目，假如上體育課時，把大部分的時

間花在等待和管理的時間上，那將會失去上體育課的意義，也就是說體育

老師的專業之能不足，無法勝任體育老師這個職務。上一堂有意義有效能

的體育課，需要教師花費很多的心力，不是隨隨便便一顆哨子兩顆球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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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完成。完整的教學過程應包含教學前、教學中和教學後三個部分，教

學前能思考決定「教學目標的訂定」、「教學對象的了解」、「教學內容的研

析」、「教學方法的選用」、「教學活動的設計」、「教學資源安排」、「教學常

規的建立」、「教學評量的擬定」等；教學中能「引發學生學動機」、「營造

安全熱絡的教學氣氛」、「維持活動秩序」、「妥善運用教學時間」、「激勵學

生學習行為」、「應用教學媒體」、「提供練習表現的機會」、「適時調整教學

活動」等；教學後能「考察學生成果」、「教師自我反省」、「指導保健衛生」、

「整理場地器材」等（蔡貞雄，2000b）。有一個完整的準備工作，在上課

時老師有踏實的感覺，學生有系統的上課內容，會減少很多的多餘行為，

會提高整個教學效能。體育教學的成效不僅影響學生日後是否繼續從事運

動，更影響著社會大眾體育教學的評價，無論從教育觀點或身為體育教師

的立場，「有效體育教學」均是專業實踐的終極目標（陳春蓮，2003）。如

何提升體育教學效果，為本研究動機三。 

不管從過去的傳統教育或是現在的九年一貫教育來看體育教學，我們

都可以了解到「它」是一門普遍不受重視的課程，即使教育當局或社會有

心人士對於體育教育表現出關愛的眼神，畢竟升學引導教學，體育課還是

一門邊緣課程。「體育」是一門藉由身體活動達到教育目的的教育，其重要

性的文章之探討有千百篇，大家都知道很重要，但為何還是會淪落到是「人

人會教的課」，體育老師是否具有專業性是很大的原因。「專業」乃是經過

長期專門的訓練，運用專門知識和技能，強調服務重於謀利，重視工作為

永久職業，享有相當獨立自主，建立專業團體，訂立並遵守專業倫理信條，

而且需不斷的接受在職進修（謝文全，1991）。身為一位體育教師假如沒有

一點專業素養，怎會得到家長和社會初步的認同及尊重呢？如何透過體育

專業的教學理念及純熟的技巧，營造一個適宜的學習環境，使學生達到學

習目標，乃是老師最主要的使命（邱秀霞，2002）。教學為一目標導向且講

求效率的活動，教學方法的運用為此一活動的關鍵要素。教學方法的本身

沒有好與壞之分，任何一種教學方法都有其適用的情境存在，亦各有其限

制的地方，如何選用教學方法，為現代教師必備的素養。因此在教學方法

上，必須推陳出新、富有創意。Mosston 體育教學光譜提供十一種不同的

教學形式，每一種教學形式都明確規範出教學程序及教學目標，體育教師

可以根據自己所教授的教材及教育目標選擇適當的教學方式，避免在眾多

的體育教學方式中，失去了方向和目標。所以研究 Mosston 體育教學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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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現今講求教育專業的時代，有不可忽視的重要性，此為研究動機四。 

基於以上所述，從體育教學的意義、體育教學的目標、體育教學的功

能來說，體育在學校教育佔有不可抹滅一席之地；從體育教師專業能力與

體育教學效能來說，體育教師有依循的努力方向。因此本研究以國小六年

級學生為研究對象，採用 Mosston 體育教學光譜中的命令式、練習式與互

惠式為教學形式，以巧固球射網為教學內容，探討其在教學效果之差異，

期能在體育教學研究這方面，提供一些可參考的資料。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驗證 Mosston 體育教學光譜中命令式、練習式和互惠式等

三種不同教學形式對國小六年級學生，施以三週六節課的巧固球射網之實

驗教學，探討其在教學效果上之差異情形。本研究的目的有三： 

一、比較命令式、練習式和互惠式三種不同教學形式應用於巧固球射網之

實驗教學後，探討其在主觀技能評量、認知評量、情意態度評量之差

異情形。 

二、比較男生之間在接受命令式、練習式和互惠式三種不同教學形式應用

於巧固球射網之實驗教學後，探討其在主觀技能評量、認知評量、情

意態度評量之差異情形。 

三、比較女生之間在接受命令式、練習式和互惠式三種不同教學形式應用

於巧固球射網之實驗教學後，探討其在主觀技能評量、認知評量、情

意態度評量之差異情形。 

第三節  研究問題 

基於上述的研究目的，本研究擬探討的問題為： 

一、比較國小六年級學生在接受命令式、練習式和互惠式三種不同教學形

式之巧固球教學後，在主觀技能評量、認知評量、情意態度評量上是

否有差異存在？ 

二、比較國小六年級男生在接受命令式、練習式和互惠式三種不同教學形

式之巧固球教學後，在主觀技能評量、認知評量、情意態度評量上是

否有差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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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較國小六年級女生在接受命令式、練習式和互惠式三種不同教學形

式之巧固球教學後，在主觀技能評量、認知評量、情意態度評量上是

否有差異存在？ 

第四節  研究假設 

基於上述的研究問題，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設為： 

一、國小六年級學生在接受命令式、練習式和互惠式三種不同教學形式之

巧固球教學後，在主觀技能評量、認知評量、情意態度評量上有差異

存在。 

二、國小六年級男生在接受命令式、練習式和互惠式三種不同教學形式之

巧固球教學後，在主觀技能評量、認知評量、情意態度評量上有差異

存在。 

三、國小六年級女生在接受命令式、練習式和互惠式三種不同教學形式之

巧固球教學後，在主觀技能評量、認知評量、情意態度評量上有差異

存在。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節就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提出說明： 

一、研究範圍 

（一）教學形式：以 Mosston 體育教學光譜中命令式、練習式和互惠式三

種不同教學形式。 

（二）教學效果：以教育部（1997）學校體育教材教法中所提出學習目標

分類，其分為認知評量、情意評量、主觀技能評量三個

領域為研究面向。 

（三）實驗對象：以屏東縣某國小九十四學年度六年級三個班級在藉學生

為研究對象。 

（四）教學項目：以巧固球之射網為教學及測驗項目。 

（五）教學時間：本實驗教學於九十四學年度第一學期實施，配合國小每

節四十分鐘，每週二節的體育課，為期三週六節課的實

驗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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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限制 

（一）本研究係依學校課程安排實施，採原班級上課時段及進度，因此對

本實驗的教學時間控制及樣本數難免有其限制。 

（二）受試學生雖已簽署同意書，但在實驗期間之閒暇時間是否完全不練

習教學內容，實在無法確實控制。 

（三）巧固球運動雖然在台灣推行多年，在國際賽上也屢創佳績，但有關

於巧固球研究及其教材教法的編訂不多，在相關文獻蒐集也自有其

限制存在。 

（四）本研究所使用的練習式作業表及互惠式標準卡為研究者因應本實驗

教學自編，在使用上有其限制。 

第六節  名詞解釋 

本節針對 Mosston 體育教學光譜、命令式教學形式、練習式教學形式、

互惠式教學形式、時敘、作業表、標準卡、教學效果、技能評量、認知評

量、情意評量等十一名詞提出操作型定義。 

一、Mosston 體育教學光譜 

係指 Mosston 於 1966 年出版的「體育教學」（Teaching Physical 

Education）一書，書中介紹了八種教學形式，有命令式（A）、練習式（B）、

互惠式（C）、自測式（D）、包含式（E）、導引式（F）、集中式（G）、擴散

式（H）等。至 1994 年又提出三種教學形式，有設計式（I）、創造式（J）、

自教式（K）等，總共十一種教學形式，這一系列的教學形式即構成體育教

學光譜。其教學理念在於教師與學生之間決定權的轉移，以教師為主的稱

為再製式教學形式或直接教學法，從 A 式至 E 式共五種教學形式；以學生

為主的稱為生產式教學形式或間接教學法。本研究所探討的是命令式、練

習式和互惠式三種教學形式在教學上，對主觀技能、認知、情意發展之差

異比較。 

二、命令式教學形式 

係指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扮演所有決定的決策者，學生的角色只是去

遵照、服從、表演。教師事先設計好所有動作的內容和演示過程，經由示

範或說明給予學習者學習，而學習者在教師示範或說明後，能立即反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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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正確的動作，然後教師再依學習者所複製的動作給予評量和提供適當的

回饋（周宏室，1994）。本研究係指老師於教學前、中、後作所有決定，學

習者依照老師的決定反應及動作。 

三、練習式教學形式 

係指教師依過去的經驗和標準，分析動作的難度與正確性，事先設計、

選擇活動項目以及設計作業表，經由示範與說明提供給學習者。學習者依

據指定的作業練習，在練習中學習者必須做九項決定（姿勢、位置、作業

順序、開始動作時間、步調與節奏、停止動作時間、間隔時間、服裝與儀

容和問題澄清）。在學習者於活動時，教師巡視全場，觀察學習者表現，提

供學習者個別或私下的回饋（周宏室，1994）。本研究係指教師課前設計教

案及作業表，於教學中示範動作並提供作業表，學習者依作業表內容自由

練習，老師給予個別回饋。 

四、互惠式教學形式 

教師將許多直接、立即回饋的決定慎重的轉移到學習者身上，使學習

者有責任學習使用回饋的決定，讓學習者了解其所做的動作（Mosston ＆  

Ashworth,1994）。係將學習者以二人為一組，一人為操作者練習教師所設

計的動作，一人為觀察者根據教師所設計的標準提供立即回饋，當動作完

成後，操作者與觀察者之角色交換。教師在教學中，只與觀察者溝通意見，

不直接糾正動作者的動作。 

五、時敘 

時敘是在教學過程中，某一段時間內，對教師與學習者間的互動，乃

至達成同一目標情形之敘述，也是教學的最小單位。亦即，一節教學單元，

可能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教學時敘，其多寡完全看教材內容而定（周宏室，

1994）。也就是說，時敘是教師與學習者在同一教學安排的工作上，從事一

特定的教材內容之目標同一時間，而當教材內容與設計或教學的結構改變

時，就是一時敘的結束與另一時敘的開始（Mueller ＆  Mueller,1992）。本

研究之命令式教學時敘教案如附錄十一、練習式教學時敘教案如附錄十

三、互惠式教學時敘教案如附錄十六。 

六、作業表 

    作業表是練習式教學法一項重要教材，其目的是在增加作業時間的效

率和教師與學習者間的溝通，其內容包含七項資料：（一）基本資料（姓名、

班級、日期）；（二）教學形式及活動項目名稱；（三）給學生有關可能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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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資訊；（四）作業的描述。可使用圖表、影片、幻燈片或其它視聽器材等；

（五）每一作業必須以相關的單位來界定作業的量；（六）學習者學習進展

的紀錄；（七）預留空欄來紀錄教師所提供的回饋（Mosston ＆  

Ashworth,1994）。本研究之作業表如附錄十四。 

七、標準卡 

    標準卡是教師與學習者間的溝通橋樑，標準卡的設計，需教師於教材

準備時事先設計好提供給學習者使用，讓學習者於活動時有所依據（周宏

室，民 83）。其內容包含五個部分：（一）活動內容的描述，也就是分析活

動整個程序；（二）找出學習者於活動當中可能發生困擾的部分；（三）使

用圖片或程序舉例說明活動的內容；（四）提供觀察者給予口語行為回饋的

範例；（五）提示觀察者角色（Mosston ＆  Ashworth,1994）。本研究之標

準卡如附錄十七。 

八、教學效果 

所謂教學效果乃是根據學生個人的本能和需求，以最經濟之精力、時

間與設備，而收到最大效果之意（焦嘉誥，1973）。本研究的教學效果指的

是，學生接受三週六節課的巧固球實驗教學後，在主觀技能評量、認知發

展和情意態度發展之測驗結果。 

九、技能評量 

運動技能測驗之評定可分：量的評定（客觀給分量表）以距離、速度、

高度或計數取測驗結果，在根據標準常模給分；質的評定（主觀給分量表），

就主觀來評定優、良、劣等第、、、等給分（謝天助，1994）。本研究採用

主觀技能評量，是指姿勢表現的優劣與正誤，如投球力量、姿勢與協調等。

為求主觀技能評量之客觀化，應先將動作加以因素結構分析，再依各因素

之比重之比重給分（教育部，1997）。所以將巧固球射網動作分為準備動作

10％、主要動作 60％、完成動作 10％、綜合動作 20％等四大部分，請專

業教練依學習者射網動作根據評分表比重給分。評分表如附錄二。 

十、認知評量 

認知評量係體育教師根據平時教學講授之體育知識之內容，以筆試、

口試測驗之評量結果，也可利用資料授課整理、剪貼有關體育運動文章及

書寫體育筆記方式來做評量（教育部，1997）。本研究依照巧固球教案內容，

依規則、動作技巧、使用時機、其它與發展史、射網、傳接球、簡易比賽、

保健常識、隊形等類目，形成雙向細目表編製「巧固球認知發展評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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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選擇題筆試的方式進行測驗，其測驗總分即為學生認知評量成果。 

十一、情意評量 

情意評量在瞭解學生學習態度、樂趣的養成、人際關係及適應能力等

（教育部，1997）。本研究的情意評量，係參考教育部（1997）出版的「學

校體育教材教法與評量」書中，將情意分為兩大部分，包括運動精神與學

習態度，其中每部分各包含十項類目，再依據巧固球教學內容，自編「體

育教學情意評量正式量表」乙份，採筆試的方式進行測驗，其測驗總分即

為學生認知評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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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 Mosston 體育教學光譜中的命令式、練習式、互惠式

教學法在國小高年級體育課巧固球教學效果之比較。本章共分為七節：第

一節 Mosston 體育教學光譜的理論基礎、第二節命令式的理論與評析、第

三節練習式的理論與評析、第四節互惠式的理論與評析、第五節命令式、

練習式與互惠式之 C.S.W.O.T 評析、第六節 Mosston 教學光譜之相關研究、

第七節巧固球運動與學生身心發展之相關研究。以下就各節內容敘述之： 

第一節 Mosston 體育教學光譜的理論基礎 

所謂「教學光譜」，顧名思義是一種以光譜的特性作為教學光譜的理

論，亦即以光譜的趨光群為一群集的教學方法論，而這些趨光的每一群集

皆構成不同的教學形式，屬性相同者即成一模式。而此一模式的形成，以

教學主體的教師與學習者的參與介入程度為成立條件（李勝雄，2000）。

Mosston 於 1966 年出版「體育教學」（Teaching Physical Education）一書，

並於 1981、1986、1994 再版。書中闡論體育教學理論。將其理論架構分成

六個層次（如圖 2-1），以下就其架構分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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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理                    教學行為是一連串的決定 

 

任何教學形式的剖析 

 

課前                          

 

課中                          一連串必須做的決定 

 

               課後 

 

 

做決定者： 

教師       最大                                           最小 

                                誰做決定 

學生       最小                                           最大               

 

 

光譜             A   B   C   D   E  F  G   H   I  J   K  

                                                        

群集                    再製                 生產 

發展的效果 

最小                                    最大 

 

身體的發展                         × 

社會的發展                         × 

情意的發展                         × 

認知的發展                  × 

道德的發展                 × 

 

圖 2-1 Mosston 體育教學光譜的理論架構圖 

（引自周宏室，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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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是一連串的決定 
Mosston（1992）認為，教學光譜的基本主張是：教學行為是一連串所

做的決定；每一個慎重的教學動作產生，都是先前所做的決定。Franks

（1992）認為教學光譜起源一簡單的前提：「教與學」的過程，是老師與學

生在學習前、中、後所做的一連串決定。 

二、任何教學形式的剖析 
    由 2-1 圖中可發現，在教學光譜的結構只有一種形式，就是包含著課

前、課中、課後三組。Mosston and Ashworth（1994）針對這三組提出以下

說明： 

（一）課前：在任何時敘前，教師必須做以下決定： 

1. 一個時敘的目標。 

2. 教學形式的選擇。 

3. 期望的學習形式。 

4. 教誰。 

5. 教材內容：（1）為什麼是這類教材內容？教材內容會達成目標嗎？ 

            （2）多少量才適合？ 

            （3）如何表現才算好？ 

            （4）順序？ 

6. 在哪裡教？ 

7. 何時教：（1）開始的時間。 

（2）配速與節奏：每個活動均有。 

（3）期間：該活動經過的時間。 

（4）停止的時間。 

（5）閒歇時間：兩個活動（ task）之間的時間。 

（6）結束。 

8. 姿勢（動作）：何種姿勢最能達到教學目標。 

9. 服裝與儀表：在體操館、遊戲館等。 

10. 溝通：如談話、示範等。 

11. 問題的處理：學習者之間的問題。 

12. 各種教學資源的安排。 

13. 變數：如地點、時間的改變。 

14. 上課氣氛：如社會、情意等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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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評鑑的程序與資料。 

16. 其它（學習前的決定是開放式結構，因需要可增加）。 

以上的各項內容是有意識的、謹慎的決定。 

（二）課中：指活動（ task）的傳達與表現。 

1.執行：按課前的決定來做。 

2.調整決定：若有差異時，可隨時調整，以使師生互動繼續為之。 

3.其他 

（三）課後：評鑑學習者的表現與回饋的提供，同時是在活動表現期間或

之後來做。在課後有幾項應做的措施： 

1.收集有關表現的資訊：在做下一步決定前，看學習者的表現並收集

資訊。 

2.依動作標準評估所收集之資訊：在觀察後，依標準決定。 

3.給回饋：回饋的方式有四：（1）修正的。 

（2）價值的。 

（3）中性的。 

（4）不明確的。 

    4.問題的處理。 

5.評估所選定之教學形式：可判斷其所使用之教學形式。 

6.評估期望的學習形式：了解學習者的表現。 

7.調整決定。 

8.其它。 

    以上三組決定的內容描述，是指所有可能涵蓋在該決定內之項目，並

把課前、課中、課後之決定關係，做了明確的區隔。 

三、做決定者 
    教師與學習者的決定是互動的，有「最大極限」的決定與「最小極限」

的決定，命令式的決定者完全在教師的身上，到自教式的決定者完全再學

習者的身上（周宏室，1994）。教學行為是一連串的決定，在整個教學過程

中需要有人來做決定，至於由教師或者學習者，取決於教育目標的選定與

教學形式的應用。以數學觀念 100﹪來當做整個教學過程，那當教師的決

定是 100﹪時，學習者的決定為 0﹪；當教師的決定為 80﹪時，學習者的

決定則佔為 20﹪。用這種總量不變，而是以教師與學習者在決定權上的互

動，這就是 Mosston 體育教學光譜中針對「決定者」的理念。在目前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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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十一式教學光譜中我們可以發現，命令式的決定者完全在教師身上，

而自教式的決定者完全在學習者的身上，是一條漸進式決定權分配的教學

光譜。 

四、教學光譜 
    教學光譜是教與學當中可替換的典範，他是一種證實為從命令式到發

現式，各式中組織與功能之排列典範（Mosston,1992）。教學光譜從 1966、

1981 的八種教學形式，命令式（The Command Style）、練習式（The Practice 

Style）、互惠式（The Reciprocal Style）、自測式（The Self-Check Style）、

包含式（The Inclusion Style）、導引式（The Guided Discovery Style）、擴

散式（The Divergent Style）、創造式（Learner’s Initiated Style）。到 1986

年又增加設計式（Learner’s Design Style）與自教式（The Self-Teaching 

Style）。1990 年再增加了集中式（Convergent Discovery Style）計十一式。

其間命令式到導引式的順序及英文名稱均未變動，其餘的順序及英文名稱

有些許的變動，意味著因「決定」的不同，教學光譜在未來仍有開放的空

間容納其它教學形式（周宏室，1994）。 

周宏室（1994）對於教學光譜的十一種教學方式作以下操作行定義： 

（一）命令式（A）：由老師作教學前、中、後的決定，學生只需要跟著老

師的口令動作。 

（二）練習式（B）：學生有個別或私下的練習時間，老師則提供個別或私

下的回饋。 

（三）互惠式（C）：學生間組成學習單位，練習時同伴之間互相回饋，老

師則提供標準卡。 

（四）自測式（D）：學生自我練習及回饋，老師則提供標準卡。 

（五）包含式（E）：老師對相同的動作訂出不同的難度，學生則選擇自己

的標準通過後再做下一個動作。 

（六）導引式（F）：老師不說出標準答案，而以一連串有順序、邏輯的問

題，引導學生找出答案。 

（七）集中式（G）：老師提出問題，讓學生共同參與學習並找出單一且正

確的答案。 

（八）擴散式（H）：老師提出問題，讓學生努力思考答案所在，藉由「可

能的」、「可行的」、「可塑的」的回饋來引導。 

（九）設計式（I）：學習者在教師指定教材範圍內，與教師商量後，依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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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認知與體能，去設計、發展及表現一連串的動作

或問題，並組成個人動作的計劃。 

（十）創造式（J）：學習者創造一個學習經驗，對於問題加以探究、設計、 

表現和評鑑它。大部分的決策過程皆由學習者擔綱，

老師完全站在輔導的立場，扮演支持的角色。 

（十一）自教式（K）：學習者對於問題的解決、學習活動的決定與執行，

乃至最後的發表與評鑑，均由學習者自己做主，老

師指擔任提供資源的角色。 

五、教學群集 
    教學光譜分為兩個群集，一個為「再製」（ reproducation）群集，一個

為「生產」（producation）群集。前者屬認知群集，是以老師直接參與的教

學方式，亦即學習者再製已知的知識、複製模式以及技巧的練習。後者屬

發現群集，是以學習者為主，老師只是從旁協助，讓學習者有發現或創造

的機會。根據教學群集的意義說明如表 2-1 及差異比較如表 2-2：  

 

表 2-1 Mosston 的教學群集表 

教學法 

教學形式 

直接教學法 

（認知群集） 

間接教學法 

（發現群集） 

以教師為主的群集，學

習者依據教師所說的

去學習，其形式有： 

A 式：命令式 

B 式：練習式 

C 式：互惠式 

D 式：自測式 

E 式：包含式 

 

以學習者為主的群

集，教師的角色從旁協

助學習者，其形式有： 

 F 式：導引式 

G 式：集中式 

H 式：擴散式 

I 式：設計式 

J 式：創造式 

K 式：自教式 

資料來源：引自鄧正中（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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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教學光譜兩大群集之差異比較表 

 A-E 式 F-K 式 

群集 再製 生產 

教學主角 以教師為主 以學生為主 

活動方式 教師直接參與主導教

學進行 

學生直接參與教學進

行 

教學方法 直接教學 間接教學 

學習方式 認知學習 發現學習 

決定者所佔比例多寡 教師： 最大                          最小

A 式－－－－－－－－－－－K 式 

學生： 最小                          最大

學習者人數多寡 人數較多 人數傾向少數且有個

別指導的現象 

資料來源：引自闕維正、劉素娟（2003）。 

 

六、發展的效果 
Mosston and Ashworth（1994）認為，「決定」影響人們，即影響學習

者的認知、情緒、社會的、生理的、道德領域。每一種教學形式在進行當

中，對於以上五種領域的發展有著不同程度之影響，例如命令式在各領域

的發展都很低，練習式在身體、社會、情億的發展上，比命令式高；互惠

式的社會與情意發展比練習式高，但身體的發展則低於練習式；自測式的

道德情意發展很高；包含式的身體與情意的發展很高；導引式的認知發展

很高（周宏室，1994）。 

綜合以上多位學者所述，Mosston 體育教學光譜有清楚的理論基礎，

對於體育教學效果有一定的貢獻。它以「教學是一連串的決定」為原理，

不斷創新各種體育教學法，並且彈性保留以後發展出更多教學形式的可能

性。教學光譜的內容包含老師要做什麼、學生要做什麼、如何安排課程、

監督的方式、回饋的方式等。每一種教學形式都有其特定的教育目標，教

師可因自己所教學所需選擇適用的教學形式。Mosston 體育教學光譜的提

出，使教與學的過程觀念化；幫助教師有更清楚及多樣的教學方式，發展

更有效的教學效果；也提供在教學研究上有一個理論基礎。自從周宏室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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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完整介紹 Mosston 體育教學光譜後，在國內對於體育教學法的研究日益

增多，希望未來的體育教學因為受到更多人的重視，提出更多不同的教學

法，熱絡體育教學活動，顯現出體育的價值感，讓體育教學因為大家的研

究而成為一門顯學。 

第二節  命令式的理論與評析 

    本節針對命令式的意義及目的、時敘、適用範疇、使用限制提出理論

的探討與評析。 

一、意義及目的 
    Goldberger（1992）認為命令式教學是教師做所有決定，而學生跟著

老師所作的決定來做。Mosston（1992）指出，命令式教學的本質是對先前

出現的刺激，正確直接執行反應。命令式是教師扮演所有決定的決策者，

學生的角色只是去遵照、服從、表演。教師事先設計好所有動作的內容和

演示過程，經由示範或說明給予學習者學習，而學習者在老師示範或說明

後，能立即反應，正確的作出動作，然後教師再依學習者所複製的動作給

予評量和提供適當的回饋（周宏室，1994）。在 Mosston 體育教學光譜中，

教師的決定是「最大極限的」的列為第一式（A）。在此式中，教師做所有

的決定，其內容包含了「是什麼」、「在哪裡」、「在何時」、「如何教」以及

「如何來評量學習」和「提供回饋」等，在學習的活動中是由老師主控，

而學習者只要依照「命令」去做。 

Mosston（1992）指出，命令式的目的是學習正確的做活動，及在短時

間做成。而這動作是由教師決定。其目的有四點： 

（一）所有決定由教師主控。 

（二）強調時間的有效性，也就是在短時間內做出動作。 

（三）要求學生能正確、立即的反應。 

（四）學習教材具有單一標準，可以提升經驗和技能的進步。 

    就上述所言，命令式是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決定教學的一切，從教學

計畫、執行、評量及回饋等，學生只是去遵照、服從、和表演。依此意義，

其目標、教師和學習者的關係如下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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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  

 

立即正確                     動作內容 

的反應      達到       標準   的決定 

 

                             評量和回饋 

學習者                       教師 

 

示範或說明 

 

圖 2-2 命令式目標、教師與學習者間之關係圖 

（引自周宏室，1994） 

 

二、時敘的描述 
在命令式教學形式中，課前、課中和課後的所有動作內容，完全由老

師決定，學生只需要跟著老師的命令來做動作，對於三個時段的時敘內容

如表 2-2： 

 

表 2-3 命令式教學形式時敘表 

 教師 學習者 

課前 扮演所有決定的角色 無 

課中 1.做動作的示範和說

明 

2.教學程序和教學資

源運用的解說 

立即反應，做出正確的

動作。 

課後 教師給予評量與適當

回饋。 

依教師決定做完動作。

資料來源：整理自周宏室（1994）Mosston（摩斯登）體育教學光譜的理論

與應用。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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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適用範疇及使用限制 
Gerney and Dort（1992）指出命令式適用範疇有以下兩項： 

（一）當有「安全」和「教學有效性」的問題時，如攀岩、芭蕾等。 

（二）在大團體教學時，也有社會化及動作之體驗時。 

周宏室（1994）指出適用於以下幾項： 

（一）新動作的學習時。 

（二）對於初學者的指導上。 

（三）複雜具有危險性的動作。 

（四）傳統性的活動，如民俗技藝、古典或民俗舞等。 

（五）紀律性或防衛性的活動，如武術、徒手體操、、、等。 

（六）連續快速的動作，但需可以分割成許多單獨部分的教學。 

（七）遊戲或比賽活動，在教師說明或示範後，於有效期間要求學生能正

確、立即的反應。 

但是在使用上仍有其限制（周宏室，1994）： 

（一）避免站在同一點指導，應遊走全場給學習者較多個別回饋的機會。 

（二）避免相同動作，做重複過多的練習。 

（三）避免使用令人不解的命令訊號。 

（四）應避免因少數學習者的不當動作表現，而停止全班活動。 

第三節  練習式的理論與評析 

本節針對練習式的意義及目的、時敘、作業表的設計、適用範疇、使

用限制提出理論的探討與評析。 

一、意義及目的 
根據 Fitts 和 Posner 的研究指出，技能動作的學習必須經過三個階段：

認知階段（verbal-cognitive stage）、聯結階段（associative stage）、自動階

段（autonomous stage），其學習階段模式如圖 2-3。運動技能的學習必須

經過不同的階段或時期，不能突然從一個階段轉到下個階段，學習的特質

是逐漸變化（林清和，1996）。動作技能的學習，包括認知、心向、模仿、

機械化、複雜反應和創造等不同層次，所以練習不是無意義和不需思索的

（陳偉瑀、張宏明，1997）。練習式是教師依過去的經驗與標準，分析動作

的難度與正確性，事先設計、選擇活動項目以及設計作業表（ task she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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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示範與說明提供給學習者（石昌益，1998）。提供學習者有彈性的修正

其練習情境，包括表現的速度和活動的次序，並指出練習式能有效的促進

動作技巧的獲得（Goldberger,1992）。陳昭宇（2004）指出，練習式是體

育教師依據上課單元內容於課前設計作業表，方便告訴學習者學習內容與

練習次數、時間及順序等。在課堂中說明講解示範動作要領，並期望學習

者依據教師指示或說明進行練習並模仿動作，進一步學會動作技能。 

 

認知階段         聯結階段（想）           自動階段（獨立） 

 

 

 

練習時間 

圖 2-3 Fitts 和 Posner 學習階段模式 

（引自林清河，1996） 

動作技能的學習，都需要不斷反覆演練、實際正確的操作，才能由生

澀轉為純熟，由拙劣變為練達，進而實現較高層次的學習目的。周宏室

（1994）對練習式提出四項目的： 

（一）提供學習者較多的時間個別或私下練習。 

（二）提供與教師較多的時間可以自由給予學習者個別、私下的回饋。 

（三）提供新的學習情境，達到不同設計之目標。 

（四）能有效促進動作技巧的熟練。 

依以上之敘述，教師、目標、學習者三者的關係如圖 2-4。 

T                     O                    L 

 

教師                                    學生 

示範              標準 

問題    作業表    決定 

觀察              回饋 

決定                                     練習 

圖 2-4 練習式教師、目標與學習者三者間之關係圖 

（引自周宏室，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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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時敘的描述 
在練習式教學形式中，課前由老師做所有的決定並設計作業表，在課

中和課後的所有動作內容，學習者依作業表自由練習，對於三個時段的時

敘內容如表 2-4： 

 

表 2-4 練習式教學形式時敘表 

 教師 學習者 

課前 教師扮演所有決定，並

設計作業表。 

無 

課中 1.觀察學習者表現，給

予個別或私下之回

饋。 

2.隨時回答學習者的

問題。 

3.若學習者提早在指

定時間內完成作

業，則必須做臨時決

定。 

根據作業表作九項決

定（姿勢、位置、作業

順序、開始每一作業的

時間、步調與節奏、停

止每一動作時間、間隔

的時間、服裝與儀容和

問題的澄清）來練習運

動技能。 

課後 1.收集有關表現的情

報 

2.依標準評量情報並

給予回饋 

接受回饋並修正練習

自己的運動技能。 

資料來源：整理自周宏室（1995）Mosston（摩斯登）體育教學光譜的理論

與應用。58-59。 

 

三、作業表的設計 
作業表是練習式教學形式的特色，是教師與學習者溝通的工具，它可

以增加練習時的有效性。作業表的內容包含以下幾項資料（Mosston ＆  

Ashworth, 1994）： 

（一）基本資料（姓名、班級、日期）。 

（二）教學形式及活動項目的名稱。 

（三）給學生有關可能的活動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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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的描述（可用圖表、影片、幻燈片、視聽器材等）。 

（五）每一作業必須以相關的單位來界定作業量。 

（六）學習者學習進展的紀錄。 

（七）預留空欄來紀錄教師所提供的回饋。 

四、適用範疇及使用限制 
練習式適用各年齡層及各種運動項目，但因其在課中必須由學習者作

九項決定，故其應必須具有聆聽與分析能力，如此可能初學者較不適合。

然而，仍可透過教師的作業表設計可使不同年齡、程度的學習者同時做不

同的作業，並得到教師適時的回饋（周宏室，1994）。 

在使用限制上歸納有以下幾項（周宏室，1994）： 

（一）學習者不能正確的執行作業或常常和學習者體能無關的作業，會造

成學習者練習作業很大的困擾。 

（二）老師無法設計正確可用的作業或無法提供正確迅速的回饋時。 

（三）注意時間變數，適時配置提早做完作業同學，否則會影響班級氣氛。 

第四節  互惠式的理論與評析 

本節針對互惠式的意義及目的、時敘、標準卡的設計、適用範疇、使

用限制、實施教學之建議作理論的探討與評析。 

一、意義及目的 
互惠式教學形式是以教師（Teacher）、觀察者（Observer）、動作者（Doer）

三元素組成的教學型態，教師事先設計好活動動作內容和動作的標準，在

時敘中監督、觀察、回饋觀察者的行為表現，並直接與觀察者溝通意見，

不糾正動作者的動作，抑制與動作者於活動時的互動關係（周宏室，1994）。

Mosston（1992）指出：互惠式是學習者依教師先前準備的標準與同伴一同

活動，並提供回饋。Goldberger（1992）也指出互惠式的學習是與同伴一

起活動，並協助同伴學習。Mosston and Ashworth（1994）再指出：互惠式

教學形式就是將教師許多直接、立即回饋的決定慎重的轉移到學習者的身

上，使學習者有責任學習使用回饋的決定，讓學習者了解其所做的動作，

以及更多的機會去修正他的動作。依以上之敘述，教師、觀察者、動作者

三者的關係如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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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觀察、回饋 

觀察者的行為表現              

，並直接與觀察者 

溝通意見。  T 

 

目標 

（標準） 

觀察者依據教師設        教師於時敘開始        動作者依據教師所 

計的標準，觀察動        的課前（Preimpact）   設計的標準動作（ 

作者的動作，並直        設定。                間接），不直接與 

接與教師溝通意見。                              教師有互動的關係。     

O                                  D 

於動作者動作中或                 於動作中或動作結 

動作結束後，給與                 束後，接受觀察者 

適當、直接、立即                 所給予的回饋，修 

的回饋，並於觀察                 正動作，並與觀察 

中學習動作內容。                 者溝通意見。 

圖 2-5 教師、觀察者、動作者三元素間互動關係圖 

（引自周宏室，1994） 

Mosston and Ashworth（1994）指出互惠式有下列五項目的： 

（一）在同伴的觀察下，有重複練習作業的機會。 

（二）能得到同伴直接的回饋，而練習作業中的動作。 

（三）能和同伴一起討論標準卡中的明確觀點。 

（四）能準確的了解完成動作的細節及順序。 

（五）練習動作時沒有老師的回饋，當有錯誤發生時能機警的修正。 

綜合上述來說，互惠式教學形式就是將學生二人編一組（若單數可三

人），根據教師課前編定的標準卡，一人為操作者來操作標準卡內的動作，

一人為觀察者來觀察操作者，並依教師設計的標準來提供回饋及紀錄，當

動作完成後，二人互換角色。互惠式教學形式進行中，教師將部分回饋的

決定轉移到學生身上，讓學生在互動當中不只是動作技能的再澄清，對於

人際關係的互動也是一種學習。教師在教學當中，藉由監督、觀察、回饋



   第二章  文獻探討   

 25

來幫助學生達成教學目標。 

二、時敘的描述 
在互惠式教學形式中，課前老師做決定並設計標準卡，而在課中和課

後，老師將回饋的決定轉移給學習者，對於三個時段的時敘內容如表 2-5： 

表 2-5 互惠式教學形式時敘表 

 教師 觀察者 操作者 

課前 教師為課前的決定

者，要設計標準卡。 

無 無 

課中 1.告訴學習者此式

之目的是與一同伴

合作，同時學習提

供回饋給同伴。 

2.說明學習者所扮

演的角色。 

3.只能個別與觀察

者溝通商量。 

依教師所準備好之

標準給予回饋。回饋

的發生是在操作者

動作中或動作結束

後。 

如練習式中學習者

於課中所做的九種

決定（姿勢、位置、

作業順序、開始每一

作業的時間、步調與

節奏、停止每一動作

時間、間隔的時間、

服裝與儀容和問題

的澄清），依標準練

習技能。 

課後 1.解答觀察者的問

題。 

2.只能個別與觀察

者溝通商量。 

3.課程結束後，集合

學習者複習上課

內容，在給予回

饋，並提示下次上

課內容。 

1.接受教師所準備

的和設計的標準。

2.觀察操作者的表

現。 

3.依標準卡內容評

論操作者動作是否

標準，並將結果與

操作者溝通。 

接受觀察者所給予

的回饋，修正動作，

並與觀察者溝通意

見。 

資料來源：整理自周宏室（1994）Mosston（摩斯登）體育教學光譜的理論

與應用。62-70 頁。 

三、標準卡的設計 
標準卡的內容包含五項（Mosston ＆  Ashworth,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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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內容的描述，也就是分析活動整個程序。 

（二）找出學習者於活動時可能會發生困擾的部分。 

（三）使用圖片或程序舉例說明活動內容。 

（四）提供觀察者給予口語行為回饋的範例。 

（五）提示觀察者的角色。 

四、適用範疇及使用限制 
Goldberger and Gerney（1982）指出，互惠式教學形式適用以下三

種情況： 

（一）當開始要學習一種新的動作技巧時，需要立即的回饋。 

（二）當社會性的學習是教學主要目的時。 

周宏室（1994）也指出其適用時機有以下幾種情況： 

（一）學習活動是進階的，學習者須具備基礎能力。 

（二）適合同質性高或認知程度高的團體，最好能給予適時回饋。 

（三）學習內容需有精準的基本動作技巧，並適合個人學習。如體操、羽

球、網球、雙人芭蕾、、、等。 

（四）具有發揮團隊之活動。如籃球、排球、壘球、、、等。 

（五）適合學習者個別適應學習的型式，並可用來協助動作學習較遲緩者。 

在其限制上，因為互惠式強調與同伴一同學習，一方面協助同伴學習，

一方面經由觀察自我學習。所以在實施時，如果學習者的認知程度或動作

能力有太大的差異時，可能會造成學習者間的互動摩差（周宏室，1994）。 

五、實施教學之建議： 
    互惠式教學與以往的傳統教學方式有很大的不同，沒有涉獵此理論或

接受過訓練的老師無法體認及勝任此教學，以下建議為讓有意選用互惠式

教學之教師參考（吳淑靜、黃泰原，2003）： 

（一）學生分組時，先讓學生自由選擇同伴，因為熟悉彼此減少磨擦，當

熟練角色扮演時，再要求換同伴。 

（二）設計標準卡內容不宜太繁雜，用詞遣字應配合學生年齡。 

（三）教學中鼓勵完成的同學再多練習，不要影響其他學生。 

（四）教師要指導學生善意回饋技巧，使學生產生互信，而非惡意比較。 

（五）教師一開始的示範與講解很重要，學生對於老師的要求越了解，整

個活動的流程也越順暢。 

（六）課程的結束，要集合學生再次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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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命令式、練習式和互惠式之

C.S.W.O.T 分析 
每一種教學形式都有其主要目的，教師在教學時，依據自己所設定的

教學目的及所教授的項目特性選擇適用的教學形式，了解每一種教學形式

的特點，將有助於教學的實施。以下就其本研究之命令式、練習式和互惠

式三種不同教學形式的特質、優點、缺點、運用時機、危機作一分析，如

表 2-6。 

表 2-6 命令式、練習式和互惠式之 C.S.W.O.T 分析表 

教學 
形式 

分析 
項目 

命令式教學 練習式教學 互惠式教學 

 

特
質
︵C

haracteristic
︶ 

教師為中心的主

動教學、學習者無

參與決定機會、低

推論性問答、嚴密

檢視學生表現、大

班教學、組織嚴密

教材、維持正常師

生關係。 

大量時間投入特定

任務、學生有個別

化空間，培養責任

感、教師設計作業

卡、學生有部分決

定權、教師有更多

時間觀察回饋。 

大量時間投入特定

任務、學生具雙重角

色學習、教師設計標

準卡、技術回饋移至

觀察者、教師有更多

時間回饋（只與觀察

者）、動作者立即接

受回饋、學生養成接

受別人意見雅量、次

級社會團體建構。 

 

優
點
︵Strengthen

︶ 

時間的有效性、明

確立即的反應、行

政及教師皆歡

迎、安全問題小、

培養團隊精神 

教師有時間個別指

導學生、培養學生

責任感、技巧成功

率較高、身體活動

時間較高、教學氣

氛自由活潑。 

教師在課中時段教

省力、觀察者培養責

任感、技巧學習成功

率高、動作者具安全

感、個別差異適應能

力強、適度發揮群性

合作精神、形成性評

量增加、課室管理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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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命令式、練習式和互惠式之 C.S.W.O.T 分析表（續） 

 

學生被動消極創造

思考力降低、忽略

個別差異、效果僅

在記憶層次 

教師須具備教材設

計分析能力、教師威

嚴專業受挑戰、秩序

管理較難、安全維護

及停頓作業較高、場

地器材需大或多、時

間較不經濟。 

教師須具備教材設計

分析能力、教師威嚴

專業受挑戰、不作業

時間高、安全問題堪

慮、場地器材是否充

足、示範能力及標準

卡設計不良，易造成

錯誤學習。 

 

運
用
時
機(O

pportunity) 

權威教師、受教條

件不利者、可結構

的教材、危險的動

作或環境、大班

級、單一技能學習

教師專業素養高、學

生自我控制能力

高、教材有固定組

織、目標在技能學習

效果或固定化、大場

地非大班級。 

教師專業高、學生有

基本概念、學生獨立

及表達能力嘉、複習

教材的技術、有客觀

評量標準的教材、目

標在社會性或情意之

學習、大場地多設

備、人數不拘。 

 
危
機
︵T

hreated

︶ 

因教師無法顧及個

別差異，易使少數

產生挫折感，需維

持溫馨的氣氛。 

運動技能學習停留

在基本動作的反覆

練習，在判斷與知覺

的練習教少、學習卡

設計難、需嚴謹監管

活動進行。 

具主觀標準的項目不

宜用之、師生體系較

薄弱、學生具雙重身

分易造成包庇或刁

難、教師會忍不住教

動作者、輪轉的程序

與系統，以及標準卡

設計的適用性 

資料來源：整理自方慈惠（1998）。體育教學形式。載於：運動教育與人文

關懷－課程與教學篇（下）。台北：師大書苑。139~165。 

 

綜合以上敘述，命令式教學形式是以老師為中心的權威教學，上課秩

序容易控制，但學生沒有創造性的思考；練習式教學形式開始適度的轉移

決定給學習者，它屬於學習者個人的練習，需要大量的器材與場地，且在

缺
點
︵W

eakn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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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管理上，就開始出現亂象；互惠式教學形式除了如練習式之學習者作

九項決定外，更是將老師的回饋轉移給學習者，學生的同質性要更高。因

教學形式的不同，可以了解越是釋放決定權給學習者的教學形式，教師必

須具備更高的專業能力，才能設計教案，實施教學。 

第六節 Mosston 體育教學光譜之相關研究 

Mosston 體育教學光譜理論之發展始於 1966 年的第一本書「Teaching 

Physical Education」，周宏室（1994）針對 Mosston 體育教學光譜理論之

研究，出版「Mosston（摩斯登）體育教學光譜的理論與應用」一書，將此

一教學理論引進國內，為國內體育教學提供更多研究的理論基礎。本節將

Mosston 體育教學光譜相關研究分為球類、舞蹈、田徑、游泳、其它等五

項，探討其研究內容及研究成果。 

一、球類 
    王宗進（1995）針對大學日間部一、二年級學生共 90 名，以羽球反手

發短球為教學內容，以命令式、練習式、包含式為教學形式，施以三週六

節課實驗教學，其結果如下： 

（一）教學光譜的命令式、練習式、包含式是一個有效的教學理論。 

（二）在教學效果上，命令式、練習式優於包含式；在性別上，男生的教

學效果優於女生的教學效果。 

（三）在認知獲得上，以練習式最好。 

    陳則賢（1995）針對國中一年級男、女生共 174 名，以命令式、練習

式為教學形式，以籃球投籃為教學內容，施以三週的實驗教學，以教學形

式、學生性別及技能水準為自變數；身體、認知、情緒、社會及道德發展

的教學效果為依變數，其結果如下： 

（一）兩種教學形式在不同性別及技能水準學生的各種發展面向的教學效

果無交互作用。 

（二）教學形式在性別及技能水準個發展面向的教學效果無交互作用。 

（三）兩種教學形式在各發展面向的教學效果沒有差異。 

（四）不同性別在各發展面向上的教學效果沒有差異。 

（五）不同技能水準在身體發展面向有不同的教學效果，而在認知、情緒、

社會及道德發展面向的教學效果沒有差異。 



   第二章  文獻探討   

 30

    張銘羽（1996）針對國小五年級學生共 68 名，以練習式為教學形式，

以排球低手傳球為教學內容，施以兩週六節課的實驗教學，在練習式下使

用導引教學和講解教學兩種方式，結果如下： 

（一）學生在認知發展上有顯著差異，在身體發展上則沒有顯著差異。 

（二）男生在認知發展上有顯著差異，在身體發展上沒有顯著差異。 

（三）女生在認知發展上有顯著差異，在身體發展上沒有顯著差異。 

（四）男女生在導引教學以後，男生在身體發展之主觀性評量有顯著差異，

其它則沒有顯著差異。 

（五）男女生在講解教學以後，在教學效果上沒有差異。 

房瑞文（1997）針對國小五年級學生共 80 名，以練習式和互惠式為教

學形式，以籃球定點投籃為教學內容，施以兩週六節課的實驗教學，結果

如下： 

（一）學生在技能的主觀性評量及認知上有顯著差異，在技能的客觀性評

量及情意測驗上則無。 

（二）男生在技能的客觀性評量有差異存在，其它則無。 

（三）女生在技能的主觀性評量有差異存在，在技能的客觀性評量及情意

測驗中無差異存在。 

（四）男、女學生在練習式的教學之後，在情意測驗中有差異存在，其它

則無。 

（五）男、女學生在互惠式的教學之後，在技能的主觀性評量、技能的客

觀性評量有差異存在，其它則無。 

    石昌益（1998）針對五專三年級學生共 60 名，以命令式、練習式、互

惠式為教學形式，以羽球高手擊長球為教學內容，施以三週六節課的實驗

教學，以教學形式為自變項，動作技能與認知發展為依變項，結果如下： 

（一）動作技能的學習效果均具顯著差異。 

（二）動作技能的保留效果以練習式與互惠式具有良好的保留效果。 

（三）各組學生之認知發展的學習效果均具顯著性，但練習式與互惠式之

間並無差異存在。 

張定忠（1998）針對國小二年級學生共 64 名，以命令練習式（A-B）、

傳統式為教學形式，以球類遊戲為教學內容，施以三週六節課的實驗教學，

（A-B）式教學為實驗組，傳統式教學為控制組，其結果如下： 

（一）全體學生和女生在技能主觀性評量、技能客觀性評量、認知發展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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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及情意發展態度評量上，沒有顯著差異。 

（二）男生在技能客觀評量上有差異存在。 

    吳蘇（1999）針對五專二年級學生共 87 名，以集中式和擴散式為教學

形式，以籃球籃下投籃為教學內容，施以三週六小時的實驗教學，結果如

下： 

（一）集中式前、後測在練習式教學的配合下，有顯著差異。 

（二）擴散式前、後測在練習式教學的配合下，無顯著差異。 

（三）集中式與擴散式在前測具有均質性，後測有顯著差異，集中式優於

擴散式。 

鄧正忠（1999）針對技術學院學生共 75 名，以命令式、互惠式和包含

式為教學形式，以網球正反拍對牆擊球及左右邊發球為教學內容，其結果

如下： 

（一）三種教學形式在技術學習效果上均達顯著差異。 

（二） 在正反拍對牆擊球及左右邊發球的技術學習上，互惠式優於包含式。 

（三）在反拍對牆擊球上，練習式優於包含式。 

（四）三種教學形式在學習保留效果上以互惠式最佳，練習式僅在正反拍

對牆擊球上具有保留效果，而包含式均不具有保留效果。 

楊進益（2001）針對高工一年級男生共 90 名，以命令式、練習式、互

惠式為教學形式，以排球低手發球為教學內容，施以三週六節課的實驗教

學，其結果如下： 

（一）動作技能教學效果之主觀性評量未達顯著差異。 

（二）動作技能教學效果之客觀評量均達顯著差異。其中命令式與練習式

間達顯著差異；練習式與互惠式間達顯著差異；但命令式與互惠式

間未達顯著差異；練習式教學效果優於命令式與互惠式。 

（三）動作技能保留效果均達顯著差異。其中命令式與練習式間達顯著差

異；練習式與互惠式間達顯著差異；但命令式與互惠式間未達顯著

差異；練習式的保留效果優於命令式與互惠式。 

陳文榮（2002）針對國小資源班五、六年級學生 51 名，以命令式、練

習式和互惠式為教學形式，以羽球反手發短球為教學內容，施以三週六節

課的實驗教學，其結果如下： 

（一）動作技能教學效果前測未達顯著差異。 

（二）動作技能教學效果後測均達顯著差異。其中命令式與互惠式間達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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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差異；練習式與互惠式間達顯著差異；但命令式與練習式間未達

顯著差異。 

（三）動作技能保留效果均未達顯著差異。 

高志強（2003）針對大學一年級和五專四年級學生共 128 名，以命令

式、練習式和互惠式為教學形式，以桌球反手搓球為教學內容，施以三週

六節課的實驗教學，其結果如下： 

（一）在技能測驗中，命令式與練習式及命令式與互惠式均達顯著差異。 

（二）在認知測驗中，命令式與練習式及命令式與互惠式均達顯著差異。 

（三）男女學生在教學效果上均無顯著差異。 

（四）男生在技能測驗上，互惠式優於命令式。 

（五）女生在認知測驗上，互惠式優於命令式。 

（六）命令式教學在情意測驗方面具有保留效果存在；練習式教學在認知

測驗方面具有保留效果存在；互惠式教學在情意測驗方面和認知測

驗方面均具有保留效果存在。 

陳文榮、陳沅等（2003）針對國小高年級學生 60 名，以命令式、練習

式和互惠式為教學形式，施以三週六節課的羽球教學實驗，其結果如下： 

（一）各組學生動作技能前測之差異未達顯著水準。 

（二）各組學生動作技能後測達顯著水準，其中命令式與互惠式間達顯著

差異；練習式與互惠式間達顯著差異；但命令式與練習式間未達顯

著差異。 

（三）各組學生動作技能保留效果之差異均未達顯著水準。 

Goldberger and Gerney（1982）針對國小五年級學童 96 名隨機分為三

組，以練習式、互惠式和包含式為教學形式，以曲棍球為教學內容，其結

果如下： 

（一）三種教學形式對於增進運動技能皆有效果。 

（二）互惠式教學能增進社會技巧的發展。 

    沈易利（2004）針對高雄市國中體育育樂營學生 40 名，以命令式和練

習式為教學形式，實施五天五節課的籃球定點投籃教學實驗，其結果如下： 

（一）命令式與練習式教學後，客觀技能評量具有顯著差異，練習式教學

效果優於命令式；主觀技能則無顯著差異。 

（二）命令式教學後，主觀及客觀技能評量皆達顯著差異；練習式教學後

客觀技能評量達非常顯著差異，主觀技能評量達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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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命令式教學後，主觀及客觀技能評量具有保留效果；練習式教學後

主觀及客觀技能評量具有保留效果。 

（四）本研究育樂營密集教學與一般體育教學，在練習式客觀技能評量上

皆有一定教學效果與保留效果，命令式教學形式則有個別差異性。 

陳美卿（2005）針對台北市五年級 35 名學生，以包含式為教學形式，

實施六節課的羽球反手發短球課程，以量化研究為主，兼採質性資料分析，

其結果如下： 

（一）男生的認知、客觀技能、情意學習效果都未達顯著差異，主觀技能

學習效果則有大的介入效果；女生的認知、情意學習效果未達顯著

差異，主觀和客觀技能學習效果則有大的介入效果。 

（二）不同性別學生的認知、主觀和客觀技能、情意學習效果皆未達顯著

差異。 

（三）學生練習會先選擇簡單的來練習，增加成功機會；當選擇另一標準

時，會考慮是否有成功機會和挑戰性。 

Goldberger and Gerney（1986）針對二所國小五年級學生（低社經地

位、高社經地位）男生 162 位和女生 166 位，以練習式、互惠式及包含式

為教學形式，以曲棍球為教學內容，其結果如下： 

（一）三組實驗組學生的學習效果皆有差異性。 

（二）一般資質兒童以練習式教學效果最好。 

（三）高資質及低資質兒童以包含式的學習效果較佳。 

Goldberger and Gerney（1990）針對學齡兒童 165 名，以教師安排學

習過程的練習式（TR）及學生自行安排學習過程的練習式（LR）教學為方

法，以兩天每節 45 分鐘每次 25 分鐘的足球運動技術探索，其結果如下： 

（一）兩種教學方法皆有效提升運動技能。 

（二）低能力的兒童以學生為中心的練習式教學形式較有效。 

Beckett（1990）針對大學生 120 名，以練習式及互惠式為教學形式，

將能力在前 25％及後 25％為一組；能力居於中間 50％為一組，施以 30 分

鐘的足球落地踢教學，其結果如下： 

（一）兩種教學方式的前後測皆有差異性，顯示皆具有教學效果。 

（二）技術保留測驗無差異性。 

（三）在認知測驗上具有差異性，包含式優於練習式。 

Byra and Marks（1993）針對九到十二歲學童 32 名，採能力高低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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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朋友相互是否認識為二種分組方式，以互惠式教學形式，進行 25 分鐘的

足球假動作教學及 25 分鐘的盤球動作教學，其結果如下： 

（一）認識的朋友間的回饋比不認識的朋友間回饋較多，且較具舒適感。 

（二）學習者能力並不會影響回饋的數量及舒適感。 

二、舞蹈 
余攸寧（1998）針對國小女生共 69 名，以命令式和創造式為教學形式，

以舞蹈為教學內容，施以六週六次，每次 40 分鐘的實驗教學，結果發現兩

種教學形式在「拓弄斯語文創造思考測驗乙式」中的流暢力與獨創力的表

現均有助益，但在變通力方面效果則不同。 

周冠玲（2004）針對國小六年級學生共 99 名，以命令式、練習式和互

惠式為教學形式，以舞蹈為教學內容，施以三週六節課的實驗教學，其結

果如下： 

（一）在命令式、練習式和互惠式三種不同教學形式的舞蹈教學後，各組

學生在技能主觀評量的前後測成績之間有差異存在。 

（二）在命令式、練習式和互惠式三種不同教學形式的舞蹈教學後，各組

學生在技能主觀評量上沒有差異存在。 

（三）在命令式、練習式和互惠式三種不同教學形式的舞蹈教學後，各組

學生在認知發展的前後測成績之間有差異存在。 

（四）在命令式、練習式和互惠式三種不同教學形式的舞蹈教學後，各組

學生在認知發展上沒有差異存在。 

（五）在命令式、練習式和互惠式三種不同教學形式的舞蹈教學後，各組

學生在情意發展的前後測成績之間沒有差異存在。 

（六）在命令式、練習式和互惠式三種不同教學形式的舞蹈教學後，各組

學生在情意發展上沒有差異存在。 

三、田徑 
李勝雄（1996）針對師院二年級學生共 60 名，以命令式、練習式和互

惠式為教學形式，以標槍為教學內容，施以三週三次 360 分鐘的實驗教學，

結果發現三種教學形式對於學習成就並無明顯差異，亦無交互作用，其投

擲成績亦無顯著差異。 

四、游泳 
歐淑芬（1999）針對晨泳會員 40 名，以自測式教學形式，觀察其教學

效果。結果有八成會員漸漸滿意，修正原先不好的划手動作。但因年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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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廣，上年紀的學員較難學習。 

五、其它 
劉秀慧（2001）以專校循環教學網球組學生為對象，施予練習式、互

惠式、綜合式（B-C）教學，探討學生對於教學的反應情形，其結果如下： 

（一）練習式、互惠式、綜合式教學形式是有效能的。 

（二）學生對教學形式的實施，在配合度不夠；互惠式之觀察者對於動作

的認知有限，使得回饋產生不確定性。 

（三）學生對角色的扮演、標準動作的示範與說明、加強對修正動作的說

明有比較強的需求，老師可重複說明及示範。 

李黛芬（2000）從合作學習彈互惠式在體育教學上的應用，以一般學

校體育中的羽球、籃球、排球、游泳等項目的時敘教案進行文件分析。其

結果如下： 

（一）教師宜多鼓勵學生使用正面肯定的回饋，使學生在一步一腳的學習

中，產生信心。 

（二）回饋內容不要太過繁雜，以免影響擊球者專心度，教師宜創造學生

相互依賴的學習環境，而不須過分要求學生需有「準確的動作回饋」。 

（三）回饋不僅只有口語，透過肢體的互動回饋，可增加彼此間的信賴度。 

（四）教案的執行關鍵在於教師需判斷學生是否具有勾選標準卡的能力。 

Boyce（1992）針對大學生 135 名，以命令式、練習式和互惠式為教學

形式，以射擊為教學內容，經過九節課的實驗教學後，結果發現在技能的

獲得與保留方面，命令式與練習式的教學效果比互惠式較優。 

事實上，從日前各級學校的體育實施發現，老師與學生的最愛是球類，

而體操、國術則是老師學生都怕怕（張春秀，1998）。由以上文獻得知，在

各項體育教學研究中，球類教學實證研究屬於大宗，相較於田徑看似乏味

及舞蹈教師缺乏，游泳教學則限制多，其它如民俗體育、滑輪、飛盤等，

也因場地、師資、器材的不足等因素，較少出現在學校體育課程中。 

在教學形式方面，以命令式、練習式、互惠式較多，其它教學形式則

比較少，但較特別的，有混合式教學形式出現在研究當中；在研究對象方

面，則從國小至大學學生都有，可見 Mosston 體育教學光譜適用各年齡層

的教學；在教學效果方面，因實驗研究的項目不同，其結果有些許差異。

以大部分來說，對於技能及認知的學習以練習式較佳，在情意效果及社交

技巧上則以互惠式較佳。在性別方面，男生的教學效果優於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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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巧固球運動與學生身心發展之 

相關研究 
    體育教學與學生身心發展有著密切的關係，提早指導一些不適合的動

作技能或知識，學生無法吸收而且會對於身心發展產生不良的影響，即所

謂的揠苗助長，這在一些學校校隊的訓練，為了求得好成績，往往都有過

度訓練的情形；延遲訓練又來不及跟上學生身心發展的速度，往往錯失最

好的教學點，讓人產生遺憾。對於哪些課程在什麼時候教，了解學生的身

心發展過程，對於一位體育教師是一種基本知識。所以選擇符合學生身心

發展的教材，對於體育教學來說更有其價值。 

一、巧固球運動相關研究 
巧固球運動本身就富有教育性、智慧性和趣味性的團體遊戲，它以快

速的傳接球為手段，利用迅速的移位及明確的思考，運用射網取得分數為

目的。其運動特點有以下五項（閩湘，1988b）： 

（一）規則簡單，僅有三節三秒、三傳、三觸地、三射網、三公尺、三犯

規等七項規定。 

（二）活動人數可多可少，可單網賽也可雙網賽。 

（三）從一開始比賽到結束只有禮讓，沒有任何可相互侵犯的因素。 

（四）傳球次數少，移位動作快，增加射網和接球機會，使得參與活動者

皆能得到滿足和成就感。 

（五）進攻防守沒有固定邊，使得全場活動範圍和空間充滿應變的機動性。 

李孟印、陳全壽（1988）針對巧固球訓練對國小學生大、小肌肉活動

能力影響之探討指出，巧固球隊學生在速度、敏捷性、全身性肌肉能力和

反應速度較一般學生優異。 

黃榮達（1996）針對巧固球運動提出技術報告書，總共分為九節報告，

分別為簡史及發展、持傳接球基本動作、攻擊技術研究、防守技術研究、

團隊合作與戰術運用、體能訓練、心理訓練、健康管理等，可說是台灣較

完整對於巧固球做研究探討。 

林恭揮（2004）針對躲避球隊、巧固球隊、排球隊、籃球隊、桌球隊

及足球隊等六校隊，在不同運動項目對國民小學學童身體適能影響之探討

指出， 在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測驗結果，巧固球隊優於躲避球隊、桌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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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隊，並達到統計上的統計水準，另外在其它項目則無顯著差異。 

綜合上述，巧固球是容易理解的一種團體遊戲，在身心適能上擁有不

錯的效果，在情意教學上，也能發揮「禮讓」的精神，是值得推廣的運動。 

二、學生身心發展相關研究 
教育部於民國八十六年的「學校體育教材教法與評量」一書中，從一

年級至九年級的學生身心發展及其因應措施有詳細的說明，以下就摘錄高

年級部分如表 2-7： 

表 2-7 國小學生身心發展與因應措施表 

（一）國小高年級學生身體生長與發展特徵與教學因應措施表 

發展特徵 教學因應措施 

能注視快速移位物體，手眼協調。 強調反應時間與手眼協調活動。 

姿勢及肌力狀況不良。 讓學生知道正確姿勢的重要性。 

身體急速生長但不平衡。 設計使身體自由的活動與茲適正確

的練習，以成為習慣。 

兩性之生長率差異大。 在生理的基準量與能力下，設計適合

成熟與變化最大範圍程度之活動。 

快速生長發育導致緊張不協調。 避免重的身體接觸遊戲以及密集的

長距離跑。 

心肺發育趕不上四肢 提供一組有休息次數的耐力活動 

（二）國小高年級學生運動技能特徵與教學因應措施表 

發展特徵 教學因應措施 

一般性運動技能發展 教材教法及項目宜多樣化。 

操作性技巧增進 加強投、捕、運、踢等操作性動作練

習。 

（三）國小高年級學生社會性發展特徵與教學因應措施表 

發展特徵 教學因應措施 

喜愛競爭憎恨在大眾面前失敗 提供挑戰性活動及低程度競爭的競

賽。 

與同伴及成人關係不和諧 幫助學生教友，以輔導代替管制，並

讓他們了解成人社會需求與未來成

功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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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國小學生身心發展與因應措施表（續） 

情緒強又不能控制 設計活潑的活動以發洩精力，並提供

學習領導的機會及設計自我測驗的

活動。 

有隸屬團體需求 提供學生成功經驗，減少失敗、處

罰、批評以及諷刺的害怕，並使每位

學生感覺被需要。 

有安全及被接受需要 提供學生成功經驗，減少失敗、處

罰、批評以及諷刺的害怕，並使每位

學生感覺被需要。 

資料來源：整理自教育部（1997）學校體育教材教法與評量。10~15 頁。 

 

吳萬福（1992）在其所著「體育教學的心理」一書中提到身心發展特

徵與體育的關係，以下就高年級部分摘錄如表 2-8。 

表 2-8 國小學童身心發展特徵與體育關係表 

分類 特徵 提示 

身體方面 女生出現第二性徵、部分人動

作不協調、姿勢易走樣、全身

性技巧與小肌肉發展顯著、運

動能力出現性別差異 

注意身體情況與運動過程 

養成良好姿勢習慣 

可發展全盤性運動 

考慮性別差異 

心智方面 獨立心出現、對他人技能程度

感關心、對競技運動感興趣、

籌繆與責任心重 

培養主動學習態度 

多肯定努力成就 

培養競爭與合作 

培養自行練習或比賽計畫 

人際方面 會站在別人立場想、產生強烈

受社會承認的望、能主動思考

與自主 

多培養團體議事與合作 

注意教師與同伴的承認態度 

透過小組培養自主性與合作

性 

資料來源：吳萬福（1992）。體育教學的心理。台北：學生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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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曼尼托巴省（Manitoba）之體育課程（1981）對於人體生長與

發展在生理與心理方面做分析，以下就國小約中高年級部分摘錄如表 2-9

（周宏室，1994） 

表 2-9 人體生長與發展在生理與心理方面分析表 

（一）身體的組成特徵與體育教學提示 

年齡 特徵 提示 

在後期生長是突發的，女生生

長比男生早。 

設計活潑的大肌肉活動，並使

活動更激烈。 

兩性的生長率差異很大。 在生理的基準量與能力下，設

計適合成熟與變化最大範圍程

度之活動。 

快速的生長導致不少的緊張 避免重的身體接觸遊戲，以及

密集的長距離跑步。 

10~14歲 

認知導致不同的生長率。 鼓勵學生練習正確姿勢的好習

慣。 

使用漸進適當的能力範圍內之

活動，提供成功的經驗。  

（二）心肺特徵與體育教學提示 

年齡 特徵 提示 

10~14歲 因心肺尺寸的增加產生大的

耐力。 

提供更多活潑的活動 

增加距離與參與的時間 

（三）身體協調性的特徵與體育教學提示 

年齡 特徵 提示 

精緻運動能力之改進。 使用精緻的運動技術，提供更

多挑戰性之活動。 

大肌肉之活動減少 

協調能力之改進。 提供更多重複的挑戰性手眼活

動。 

10~14 歲 

反應時間和手眼協調在 13~14

歲快速的改進。 

強調反應時間與手眼協調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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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男女性別的特徵與體育教學提示 

年齡 特徵 題示 

男性的肌肉增加，在肌肉群的

柔軟性之改變減少。 

10~14 歲 

在後期是女性肌肉停滯期 

儘管他們的表現程度有所不

同，但仍保持給予男性和女性

相同的計畫。 

 

（五）注意力的特徵與體育教學提示 

年齡 特徵 提示 

10~14 歲 增加注意力的範圍 增加上課的時間。做遊戲、舞

蹈的不同模式，體操的各種不

同順序，以及更多有複雜性的

活動。 

 

（六）情緒的特徵與體育教學提示 

年齡 特徵 提示 

需要安全與接受 用活動來幫忙發展一個肯定的

自我觀念，以及同輩的接受。 

在後期行為與態度的變動 在教室的管理要一致，了解每

個人的需求來指導其行為。 

10~14 歲 

行為的變化－狂暴性、侵略

性、反抗性、不安性、懷疑性、

批評性。 

設計活潑的活動來開闢精力 

提供領導的機會來學習權威的

樣子 

設計自我測驗的活動以及低程

度的競賽 

 需要感到自我的價值 提供選擇及減少失敗、處罰、

批評以及諷刺的害怕。 

使每位學生感覺被需要及其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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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社會性的特徵與體育教學提示 

年齡 特徵 提示 

同輩關係與意見的重要性 允許做示範及上課討論方式來

評鑑 

團隊競賽更喜歡 提供挑戰性活動及低程度之競

賽 

身體的技巧社會化 提供一個校內班際校際間好的

教學計畫來補強之 

屬於團隊的感覺強烈 設計很多團隊活動以及使用有

判斷的個人示範。 

社會行為缺乏 教導社會上可接受的行為。 

獨立性開始發展 增加在計畫上責任。 

10~14 歲 

身體的吸引 從活動中來發展身體認知，自

信心以及平衡。 

資料來源：周宏室（1994）。Mosston（摩斯登）體育教學光譜的理論與應

用。台北市：師大書苑。 

 

綜合上述文獻得知，高年級的國小學生身心發展變化大，是屬於青春

期。在此時期學童身體急速的生長，情緒上有點失控、手眼協調能力增加、

注意力範圍增加、喜歡挑戰性活動、喜歡成功的感覺、需要被肯定等。所

以此時要提供活潑多樣化的活動、具有挑戰性和低程度競爭的遊戲，要避

免劇烈的身體接觸及減少失敗的經驗。巧固球運動又稱為「君子球」，在運

動當中不可以搶球，避免有身體上的強烈碰撞，在操作性技巧上，需要快

速移位、投、接、射、拋等。另外由於規則簡單及攻擊、接球次數多，容

易學習及擁有成就感，是一種能夠表現個人能力及增進團隊精神的運動，

適合在國小高年級實施教學。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   

 42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章共分為六節：第一節為研究架構；第二節為研究對象；第三節為

研究方法；第四節為研究工具；第五節為實施過程；第六節為資料處理及

統計方法。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為瞭解這次的研究問題及驗證 Mosston 體育教學光譜理論，本研究之

架構如圖 3-1： 

 

六年甲班         六年乙班         六年丙班 

  

命令式教學       練習式教學       互惠式教學 

 

 

三週六節課巧固球教學 

 

 

主觀技能        認知發展         情意發展 

教學效果        教學效果         教學效果 

 

圖 3-1 研究架構圖 

 

以學校原班級上課方式，六年甲班學生接受命令式教學、六年乙班學

生接受練習式教學、六年丙班接受互惠式教學，分別施以三週六節課的巧

固球實驗教學，藉以探討這三種教學方式在各組學生之主觀技能、認知發

展、情意發展之教學效果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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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此次研究對象以屏東縣某國小九十四學年度六年級三班學生為對象，

共 90 名學生，扣除一位因身體不適學生，參加實驗教學學生總共 89 名，

本研究對象如表 3-1。以隨機抽樣方式決定各班的教學形式，結果分別施

以六年甲班命令式教學、六年乙班練習式教學、六年丙班互惠式教學。在

實施 Mosston 體育教學之前，由研究者向所有參與實驗教學的學生說明研

究的用意及應配合的事項，同時請研究對象依意願填寫同意書，如附錄一。 

表 3-1 學生參加實驗教學人數描述表 

參加實驗教學人數 教學形式 班級 

男 女 合計 

命令式 

練習式 

互惠式 

六甲 

六乙 

六丙 

17 

17 

17 

13 

11 

14 

30 

28 

31 

總計 51 38 89 

 

第三節  研究方法 

「真正的」實驗設計，具有隨機分派受試於實驗處理（組）的特徵，

是以可以達到等組與控制受試者和實驗變項的要求；但是執行教育研究

時，受限於教學的自然環境是一個動態的互動過程，情境的建構變動極大，

研究的對象－學習者是人，而且在學校內，受到行政與體制的影響，總不

可能隨機選取或分派受試者（施登堯 2000）。在實驗中，運用完整的受試

者團體，而非隨機將受試者分派於實驗處理的設計，謂之「準實驗設計」

（王文科，1995）。尤其在國小體育教學上，不若大專院校有更寬廣的自由

發展空間。所以此次研究採用準實驗設計法，依原班級上課的方式，將六

年級三班分別施予命令式、練習式、互惠式三種教學形式。於三週六節課

巧固球教學前、後，施予主觀技能評量、認知發展和情意發展三種測驗，

並就其研究資料加以分析，探討三種教學形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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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節針對教師行為檢核表、主觀技能評量表、認知評量試卷、體育課

情意態度發展量表、教學節課教案等研究工具逐一說明。 

一、教師行為檢核表 
在進行研究資料統計分析前，對於教師教學行為是否符合三種不同教

學非常重要，因為探討教師教學行為已經符合命令式、練習式、互惠式的

教學形式，再來討論本研究之問題結果分析，其意義才具有價值，否則如

果教師的教學行為不符合實驗之要求，那所討論的研究結果有何意義呢？

本次研究採用 Mosston 體育教學光譜中命令式、練習式和互惠式三種不同

教學形式。每一種教學形式都有其特有的教學程序與教育目標，教師與學

生的互動方式根據教學形式的不同而有所差異，為了確保教師教學行為能

符合各個教學形式，使用教師行為檢核表對於研究成果的客觀性及價值有

其重要性。此次教師行為檢核表乃是參考周宏室（1994）之「Mosston（摩

斯登）體育教學的光譜與應用」一書中，介紹命令式、練習式與互惠式的

意義與目的、特質、時敘的描述、適用範疇與限制等資料，及房瑞文（1997）

之「Mosston（摩斯登）練習式、互惠式教學效果的比較－以國小籃球教學

為例」碩士論文、石昌益（1998）之「Mosston 命令式、練習式與互惠式

對羽球教學效果之比較研究」碩士論文後，引用石昌益之命令式之教師檢

核表（如附錄七）及房瑞文之練習式教師檢核表（如附錄八）、互惠式教師

檢核表（如附錄九）。並商請本校兩位擔任體育教師為觀察員，採用陳玉枝

（1994）之信度公式來檢測信度，公式如下： 

 

贊成（同意）次數 

                                               × 100 

贊成（同意）次數＋未贊成（不同意）次數 

 

在實驗教學進行中將過程錄影後，經由兩位觀察員依據檢核表檢視教

學行為，其結果為命令式教學形式分別為 93.2％和 94.7％，平均為 93.9

％；練習式教學形式分別為 87.5％和 90.5％，平均為 89％；互惠式教學

形式為 93.5％和 91.7％；平均為 92.6％。其摘要表如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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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教師行為檢核分析摘要表 

觀察員

百分比 

 

教學形式 

 

觀察員甲 

 

觀察員乙 

 

平均 

命令式教學 93.2％ 94.7％ 93.9％ 

練習式教學 87.5％ 90.5％ 89％ 

互惠式教學 93.5％ 91.7％ 92.6％ 

 

依據 Siedentop（1991）認為信度在.80 以上是可被接受的。從表 3-2

中可看出三種不同教學形式的平均數皆高於.80，所以本實驗教學研究之教

師行為符合實驗設計之要求。 

在教師行為檢核表中發現，命令式教學的第 11 項回答學生問題；練習

式教學的第 8 項學習者發問澄清問題、第 9 項教師回答問題、第 22 項必要

時，在關鍵時刻調整教學時敘；互惠式教學的第 6 項學習者發問澄清問題、

第 7 項教師回答問題等，絕大部分教學過程中，教師皆無法達到。就看其

細目的要求，除了練習式的第 22 項外，發現其它部分之主動權皆來自於學

生，而教師為被動對象。究其原因有二： 

（一）是當教師已經完全說明，且學生也了解了，當然就不會有發問

的時候，教師也就沒有回答的問題； 

（二）是學生上體育課的習慣就是好玩，管它動作或姿勢對不對，反

正成績也不重要。 

根據研究者觀察，以第二項原因最為可能，因為在整個教學過程中可

發現很多同學根本聽不懂要做什麼，其動作無法完成教師所交代的。在此

時就不是學生發問，而是老師在三種不同教學形式的規範下，主動接觸對

象發出訊息，讓學生學習正確的動作技能。 

二、主觀技能評量表 
技能評量是運動技能學習成果評量，涵蓋客觀技能評量及主觀技能評

量兩部分。客觀評量是指涵蓋學習結果可用距離、時間、次數給予客觀基

準評量者，如跳遠之遠度，籃球投籃投中數等；主觀評量是指姿勢表現的

優劣與正誤，如投球的力量、姿勢與協調等。為求主觀評量客觀化，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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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動作加以因素結構分析，再依各因素比重給分（教育部，1997）。本研究

之技能測驗採主觀技能評量，其編製過程如圖 3-2，係參考教育部（1997）

編定之【學校體育教材教法與評量】（合球、手球）、楊進益（2001）【Mosston

命令式、練習式、互惠式教學形式對高職學生排球低手發球教學效果之比

較研究】、周冠玲（2004）【Mosston 命令式、練習式和互惠式教學在國小

舞蹈教學效果之比較研究】等之技能主觀評量表編制方式，及萬清河、徐

木秀（1985）【巧固球理論與實際】一書，共將主觀技能測驗依動作結構分

析分為四大部分：準備動作、主要動作、完成動作、綜合動作，再依各部

分做細部動作分析編訂而成，力求主觀評量客觀化，其評分表如附錄二。 

 

參考相關著作          參考教育部          參考本研究 

編製方法         【學校體育教材教法】      教案內容 

 

 

 

依射網動作結構編製評量卷初稿 

 

 

經過二位巧固球教練、 

三位國小高年級國語教師 

、一位語文專家修訂初稿 

            

 

形成正式技能主觀評量表 

     圖 3-2 技能主觀評量表編製流程圖 

在主觀技能評量實施方面，以研究者在前測及後測皆擔任導球員，一

次一位學習者連續攻擊二次，未輪到測驗之同學則背向測驗區坐下，將測

驗實況用攝影機拍下，交由兩位專業的巧固球教練根據評分表細項評分。

此時每位學習者將有四次成績，再將四次成績平均所得分數為學生技能主

觀評量的分數。在主觀技能評量場地佈置方面，為求技能測驗的公平性，

以膠帶黏貼地面，固定助跑點、導球點、計分牌、攝影機等，如圖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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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網→            

                   導球點→◎ 計分牌↓ 

       綜合球場                ◎□ 

                                         助跑點↗ 

                  測驗準備區 攝影機→○ 

圖 3-3  主觀技能評量場地平面圖 

三、認知評量試卷 
布魯姆（Bloom）於一九五六年完成認知領域的分類，把知識和智慧納

入其中，並把教學目標分為知識、理解、應用、分析、綜合與評鑑等六大

層次，除了第一層的知識外，其餘五層屬於智慧能力（張至滿，1986）。將

認知領域由簡至繁排列，而且是層層覆蓋，有知識才能理解，理解層次包

含知識，以此類推，評鑑是最複雜的智慧能力。所以要編訂一個良好的測

驗工具，應具備適切性、平衡性、有效性、客觀性、特殊性、適當的難度、

良好的鑑別度、信度、效度、公平性及非速度性等品質；其方式乃透過「難

度」、「鑑別度」及「信度」的分析（陳英豪、吳裕益，1995）。在認知試題

的題型方面，選擇題可以測量到各種不同層次的學習結果，故選擇題受到

的評價最高，也使用最廣泛（陳英豪、吳裕益，1995）。陳則賢（1995）也

指出，認知題型以選擇題鑑別學生認知能力可能比是非題型佳。 

根據以上所述，本研究的認知測驗採紙筆測驗，其編製過程如圖 3-3，

以選擇題的方式呈現。係參考王宗進（2000）所編寫羽球基本動作及單打

認知測驗卷及數位測驗專家學者之編製方法，內容以此次研究自編的巧固

球教學教案為主。依教學內容編製預試試卷初稿。再經過二位巧固球教練

兼裁判、三位國小高年級國文老師、一位語文專家認定後完成預試試題 18

題，如附錄三。經過高年級學生預試過後，進行難度指數（Item Difficulty 

Index,P）及鑑別度指數（Item Discrimination Index,D）分析篩選，最

後定稿成為正式認知試卷，如附錄四。其難度指數及鑑別度指數之計算方

式如下： 

（一）難度分析： 

一般而言，難度指數（P）越接近 1.00 或.00，就無法區分受試者間的

能力差異，而 P 值越接近.50 則其區別力越高（陳英豪、吳裕益，1995），

P 值在 0.30~0.70 之間的題目是可以接受（張至滿，1988）。難度指數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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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及公式如下： 

首先將試卷按成績依序排列，取出成績在前面 27％之試卷訂為高分

組，取成績在後面 27％之試卷訂為低分組，然後算出高分組的試卷每一題

答對的百分比（PH），算出低分組每一題答對的百分比（PL）。以試卷第一

題為例，將高分組的第一題的答對百分比加上低分組第一題的答對百分比

除以二，如此即可獲得該題的難度指數，其餘題目以此類推。 

PH＋PL 
P＝     

2 

P：難度指數 

PH：高分組答對該題的百分比 

PL：低分組答對該題的百分比 

（二）鑑別度分析： 

依照難度分析計算所得到的 PH 和 PL，將 PH 減 PL 就能獲得該題的鑑

別度指數（D）。其公式如下： 

D＝PH－PL 

D：鑑別度指數 

PH：高分組答對該題的百分比 

PL：低分組答對該題的百分比 

鑑別指數的大小分布在＋1 至－1 之間，若高分組的學生都答對低分組

的學生都答錯，則鑑別指數等於＋1；若高分組學生答對的人數與低分組學

生答對的人數相等，則鑑別指數為 0（張至滿，1988）。題目鑑別度指數越

高越好，表示能測出學生的認知層度高低，一般來說在.25 以上較具有價

值性。根據 Ebel（1979）提出的題目鑑別能力指標，是一個很好的參考依

據，如表 3-3： 

表 3-3 Ebel 題目鑑別能力指標 

鑑別指數                評定說明 

0.40 以上                很好的題目 

0.30~0.39               題目可以，但可能需要修改。 

0.20~0.29               題目需要修改 

0.19 以下                題目不好，放棄或重寫。 

資料來源：張至滿（1986）。體育測量與評價。台北市：水牛。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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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教學內容、參考相關著作， 

編寫初稿。 

 

經過二位巧固球教練、 

三位國小高年級國語教師、 

一位語文專家修訂初稿 

 

                       

預試及試題難度、 

鑑別度指數分析 

                

形成正式試卷 

 

圖 3-4 認知評量試卷編製流程圖 

 

（三）分析結果 

由表 3-4 中可知，選取 P 值介於.30~.70，且 D 值在.20 以上之題目，

共有 2、6、7、9、12、13、14、15、17、18 等共 10 題。其中 2、6、14

三題因 D 值只有.20、.27、.20 需修改後使用。 

表 3-4 認知評量預試卷難度鑑別度分析表 

預試 

題號 

難度 

（P） 

鑑別度 

（D） 

正式 

題號 

預試 

題號 

難度 

（P） 

鑑別度 

（D） 

正式 

題號 

1 .90 .20  10 .33 .13  

2 .53 .20 1（修） 11 .73 .13  

3 .17 .07  12 .63 .33 5 

4 .43 －.07  13 .60 .40 6 

5 .33 0  14 .37 .20 7（修）

6 .40 .27 2（修） 15 .40 .80 8 

7 .56 .60 3 16 .90 .20  

8 .23 .33  17 .33 .53 9 

9 .63 .33 4 18 .37 .4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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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體育課情意發展態度量表 
情意教學是體育課程中不可或缺的一環，透過體育動態的團隊活動來

強化學生的德育與群育的薰陶，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羅徵祥、

周宏室，2000）。如何了解學生在情意教學的效果，透過評量可以給體育老

師很多的回饋。情意評量瞭解學生學習態度、樂趣之養成、人際關係及適

應力等，其考察內涵包括運動精神與學習態度二方面（教育部，1997）。本

研究情意測驗量表編製過程如圖 3-4，參考教育部民國八十六年出版的【學

校體育教材教法與評量】中情意評量細目，運動精神範圍以守法守紀、負

責盡職、禮貌週到、刻苦耐勞、服從裁判、爭取榮譽、運動習慣、運動興

趣、人際關係、領導能力；學習態度範圍以出席狀況、服裝儀容、課前準

備、專心學習、勇於發問、課後練習、安全防護、學以致用、欣賞能力、

創造能力等共二十項。採四點量表自編「體育課情意態度發展量表初稿」，

再經二位國小體育教師，三位國小高年級國語教師、一位語文專家修改後，

完成一份預試試卷 50 題，如附錄五。經過高年級學生預試過後，進行（一）

項目分析：採用題目與問卷中各量表之相關係數及決斷值為選題參考；（二）

效度分析：係以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ration）佐以最大變異法

（varimax）抽取因素，以分析量表之因素結構與理論相符情形；（三）信

度分析：則以 Cronbach α信度係數考驗內部一致性。三項統計分析後將

題目篩選，最後定稿成為正式體育課情意態度發展量表，如附錄六。 

參考學校體育教材教法、相關著作、 

依類目形成雙向細目表編寫初稿。 

 

經過二位國小體育教師、三位國小高年 

級國語教師、一位語文專家修訂初稿 

 

預試及項目分析、效度分析、信度分析。 

 

形成正式試卷 

圖 3-5 體育課情意態度發展量表編製流程圖 

（一）項目分析 

以 128 國小六年級學生為受試者，將有效樣本 127 份資料進行項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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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從表 3-5 的項目分析摘要中看出，題目 2、11、14、16、37、39 等之

相關係數或決斷值少於.30，將這些題目捨去，其餘題目進行因素分析。 

表 3-5 體育課情意態度發展預試量表項目分析摘要表 

題號 相關係數 決斷值 題號 相關係數 決斷值 

1 .51 6.65 26 .51 5.58 

2 .29 3.56 27 .49 5.62 

3 .39 4.48 28 .38 4.65 

4 .46 5.68 29 .57 7.19 

5 .35 5.09 30 .48 5.19 

6 .54 7.38 31 .54 7.94 

7 .43 4.71 32 .52 5.27 

8 .49 7.12 33 .57 7.52 

9 .57 7.40 34 .40 5.07 

10 .57 7.68 35 .53 5.90 

11 .28 3.10 36 .42 6.65 

12 .53 8.82 37 .20 2.51 

13 .38 3.86 38 .42 4.88 

14 .21 3.98 39 .24 3.47 

15 .35 4.14 40 .55 6.62 

16 .21 3.09 41 .48 6.29 

17 .55 8.20 42 .59 6.60 

18 .39 4.93 43 .51 5.52 

19 .56 7.22 44 .55 6.86 

20 .53 7.59 45 .34 4.66 

21 .60 6.55 46 .62 7.90 

22 .41 4.63 47 .39 4.79 

23 .38 4.20 48 .52 6.68 

24 .35 4.32 49 .53 7.06 

25 .38 4.82 50 .64 8.13 

本量表原始架構共分為運動精神與學習態度二個分量表，因此限定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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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二個因素，以主成分分析法佐以最大變異法抽取因素。結果第一次因素

分析之後，捨去因素負荷量小於.40 及因素中未能落入預定分量表之題

目，以 1、3、5、9、12、13、15、18、19、21、23、25、30、31、33、34、

35、41、44、45、47 等 21 題再進行第二次因素分析，其選題標準與第一

次因素分析相同。第二次分析後，捨去因素負荷量小於.40 及因素中未能

落入預定分量表之題目後，其結果如表 3-6。 

（二）效度分析： 

表 3-6 體育課情意態度發展預試量表效度分析摘要表 

預試題號 運動精神 學習態度 正式題號 

12 .779  1 

19 .695  2 

23 .657  3 

1 .653  4 

5 .608  5 

9 .605  6 

3 .547  7 

18 .543  8 

21 .538  9 

15 .497  10 

13 .470  11 

41  .734 12 

34  .709 13 

44  .692 14 

35  .686 15 

45  .675 16 

31  .632 17 

47  .614 18 

33  .558 19 

特徵值 

解釋變異量 

解說總變異量 

5.906              2.792 

21.996％          19.420％ 

           4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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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6 顯示，體育課情意態度發展量表第一因素「運動精神」共 11

題，因素負荷量介於.779~.470，解釋變異量 21.996％；第二因素為「學

習態度」共 8 題，因素負荷量介於.734~.558 之間，解釋變異量 19.420％。

總量表共 19 題，解說總變異量 41.416％。 

（三）信度分析 

以信度分析考驗體育課情意發展態度量表預試分量表與總量表的內部

一致性係數，如表 3-7。 

表 3-7 體育課情意態度發展預試量表之信度分析表 

量表 

項目 

運動精神 學習態度 總量表 

Alpha 係數 .8331 .8314 .8537 

題數 11 8 19 

 

由表 3-7  可看出「運動精神」的信度為.8331，「學習態度」的信度

為.8314，總量表的信度為.8537，顯示其內部一致性及信度可被接受。 

五、教學節課教案 
本研究之教學節課表係參考周宏室（1994）「Mosston 體育教學光譜的

理論與應用」、徐木秀和萬清河（1985）所著「巧固球理論與實際」、梁文

朝所著「巧固球運動攻防技巧」和「巧固球運動訓練法」、黃進成（2002）

所提出「台灣巧固球運動發展之研究（1977~2000）」論文、國民小學健康

與體育教師手冊等相關書籍編製。完成初步教案後經過研究者對非研究對

象進行試教（2005.07.29、2005.08.02），探討教學過程時間的掌控與教材

的適用性，進行修訂後完成本研究節課教案，編製流程如圖 3-6。共包括

命令式教學形式六節課（如附錄十）、練習式教學形式六節課（如附錄十

二）、互惠式教學形式六節課（如附錄十五），總共十八節實驗教學節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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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巧固球研究著作、Mosston 理論、 

國小健康與體育教材教法及相關著作 

完成初稿 

 

 

節課教案試教 

 

 

檢討教材內容及時間掌控對於 

命令式、練習式、互惠式教案 

應用於六年級學生教學的適用性 

 

 

節課教案定稿 

 

圖 3-6 節課教案編製流程圖 

第五節  實施過程 

本節針對研究流程、使用工具者的訓練、實驗日期與地點、實驗器材、

實驗控制逐一說明。 

一、研究流程 
本研究流程如圖 3-7，研究者根據研究動機及背景，產生研究目的及

問題，進而蒐集相關資訊擬定研究計畫。在實施實驗教學前，先將全部研

究工具準備齊全，並對參與實驗教學的三班研究參與者先觀看一片巧固球

比賽錄影帶後，施予主觀技能發展、認知發展和情意態度發展前測。接著

進行三週六節課的巧固球教學，並將整個教學過程錄影起來，提供給觀察

員作教師行為檢核用，藉以確定教師行為符合三種教學形式。再以相同的

研究工具對參與實驗教學的研究參與者施以後測，最後將所得的資料進行

統計分析，對於本研究問題得以解答，並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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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研究背景 

 

研究目的、研究問題 

 

蒐集相關文獻 

 

1.主觀技能評量 

前測：2.認知發展評量 

      3.情意態度發展評量 

 

 

命令式                練習式                  互惠式 

巧固球教學            巧固球教學              巧固球教學 

（射網）               （射網）                （射網） 

 

經過三週六節課的巧固球教學 

 

教師行為檢核表 

 

    1.主觀技能評量 

後測： 2.認知發展評量 

        3.情意態度發展評量 

 

統計：獨立樣本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獨立樣本單因子共變數分析 

 

結果與討論 

 

結論與建議 

 

圖 3-7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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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工具者的訓練 

（一）教師行為檢核表之觀察員訓練 

在進行實驗教學前，首先向兩名觀察員介紹三種不同教學形式的要

點，並解釋教師行為檢核表中的各類目，再一一回答觀察員的各種疑問，

直到所有的問題澄清。進一步利用研究者的一節試教教學影片，與觀察員

商討紀錄方式，以確定觀察員使用檢核表的熟練性。 

（二）主觀技能評量老師 

    本研究聘請兩位巧固球教練兼裁判老師擔任評分員，其學經歷如表

3-8。首先將評分表交給評分員細讀，並將評分標準對評分員加以說明，再

一一回答評分員的各種疑問，直到所有的問題澄清，以確定評分員使用主

觀技能評分表的熟練性。 

 

表 3-8 主觀技能評量教師簡歷一覽表 

姓名 性

別 

學經歷 現職 

林義明 男 1. 全國 86、87、88 學年度中正盃國小

男童組冠軍教練。 

2. 九十二學年度全國裁判教練講習講

師。地點：國立屏東師範學院 

3. 全國乙級教練及裁判。 

4. 國立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

體育系四十學分班畢業 

屏東縣潮和國小

訓導主任 

陳志勇 男 1. 全國 86、87、88 學年度中正盃國小

男童組冠軍教練（與林義明共同指

導）。 

2. 全國乙級教練及裁判。 

3. 國立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畢業。 

屏東縣建興國小

教務主任 

 

（三）認知發展評量試卷與情意發展態度量表之施測老師 

    本研究聘請接受實驗教學三班的導師協助前、後測。首先將認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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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量卷及情意態度發展量表各一份向三班老師說明，了解評量的內容、目

的及施測時應注意的指導語與提示語，請老師在進行評量時向同學說明。 

三、實驗日期與地點 
（一）實驗日期：九十四學年度上學期十月至十一月份，進行前、後測及

三週六節課的實驗教學，其節次安排如表 3-9： 

表 3-9 巧固球實驗教學節課編排表 

節次 

日期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第四節 第五節 第六節 第七節 

10.24     前測 前測  

10.25     前測 前測  

10.28     前測 前測  

10.31   六甲 A1   六丙 C1  

11.01 六乙 B1       

11.04  六丙 C2 六乙 B2   六甲 A2  

11.07   六甲 A3   六丙 C3  

11.08     六乙 B3   

11.11  六丙 C4 六乙 B4   六甲 A4  

11.14 六乙 B5  六甲 A5   六丙 C5  

11.15     六乙 B6 六丙 C6  

11.16   六甲 A6     

11.21   後測   後測  

11.22      後測  

PS. 10.26 前測補測二位學生，11.23 後測補測二位學生。 

（二）地    點：某國小綜合教室 

四、實驗器材 
（一）攝影機：SONY TRV80 DV。 

（二）放影機：SANYO DVD-F71P。 

（三）電視機：東元大視界Ⅱ。 

（四）巧固球主觀技能發展評分表。 

（五）巧固球認知發展正式試卷。 

（六）體育課情意態度發展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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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命令式、練習式和互惠式教師行為檢核表。 

（八）永華牌二號巧固球。 

（九）巧固球網二組。 

五、實驗控制 
（一）本研究為減少實驗誤差產生，由研究者擔任三種教學形式的教學者，

控制教學內容與教學情境。 

（二）進行主觀技能評量拍攝時，每位研究參與者評量時將以號碼牌（計

分牌）區分，減少評分員評分的困擾。 

（三）要求接受實驗教學的學生，除課堂老師指導之外，其餘時間不得進

行有關巧固球教學內容之練習及討論。 

第六節  資料處理 

評量完畢之後，隨即將資料進行編碼登錄的工作，再應用 SPSS for 

Windows10.0 版套裝軟體進行各項統計分析的工作。 

一、均質性考驗 
以獨立樣本單因子變異數（ANOVA）分析三種教學形式前測成績之均質

性考驗，避免因為學習能力、技能水準及其它因素影響，而造成研究上的

誤差。 

二、三種教學形式在巧固球教學效果之比較 
若三組學生前測成績具有均質性，則以三組學生後測成績採用獨立樣

本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 way ANOVA）統計分析，假如三組成績有差異存

在，將以薛費氏（Scheffe）分析做事後比較；若三組學生前測成績不具有

均質性，先進行組內迴歸係數同質性考驗，若斜率不同質則不宜進行共變

數分析，若同質將以前測成績為共變量，以後測成績為依變數，進行獨立

樣本單因子共變數分析（ANCOVA），若考驗結果具有顯著差異，則以組內迴

歸係數（bw）調整後測成績進行事後比較。 

三、男生接受三種教學形式後，在巧固球教學效果之比較 
方法如同一和二。 

四、女生接受三種教學形式後，在巧固球教學效果之比較 
方法如同一和二。 

五、本研究各項統計分析皆以α＝.05 為差異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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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論 

本章主要針對實驗教學期間所獲得的原始資料進行統計分析，並就其

分析結果進行討論。其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三種不同教學形式在巧固球

教學效果之差異比較；第二節為男生接受三種不同教學形式在巧固球教學

效果之差異比較；第三節為女生接受三種不同教學形式在巧固球教學效果

之差異比較；第四節綜合討論。 

第一節  不同教學形式在巧固球教學效果

之差異比較 
  本節是根據研究問題來分析討論，國小學生施以命令式、練習式、互

惠式三種不同教學形式的巧固球教學後，在主觀技能、認知發展及情意態

度發展之教學效果是否有差異性存在。以下就實驗教學所得之原始資料經

過統計分析後，其結果如下： 

一、三種不同教學形式在巧固球主觀技能教學效果之差

異比較 

（一）三組學生在巧固球主觀技能評量前測之均質性考驗 

為瞭解各組學生在接受實驗教學前之巧固球主觀技能評量是否具有差

異性，以各組主觀技能前測成績進行獨立樣本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 way 

ANOVA），求得教學前之均質性考驗，各組學生在認知評量前測成績描述性

統計如表 4－1，均質性考驗摘要表如表 4－2。 

表 4-1 各組學生巧固球主觀技能評量前測成績描述性統計 

教學形式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命令式教學 

練習式教學 

互惠式教學 

30 

28 

31 

48.16 

49.90 

46.15 

6.07 

6.79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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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各組學生巧固球主觀技能評量前測均質性考驗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值 p 值 

組間 

組內 

208.15 

3210.29 

2 

86 

104.07 

37.32 

2.788 .067 

總合 3418.44 88    

*p＜.05 

從表 4－2 結果顯示，本研究各組學生在教學實驗前，在巧固球主觀技

能評量上具有均質性，亦即各組間之主觀技能評量在實驗教學前具有同樣

的水平。 

（二）三種不同教學形式在巧固球主觀技能教學教學效果之差

異比較 

根據表 4－2 得知，各組學生在實驗教學前之巧固球主觀技能評量具有

均質性，因此以主觀技能評量後測成績進行獨立樣本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進行各組在巧固球主觀技能教學效果之差異比較。各組學生在主觀技能評

量後測成績描述性統計如表 4－3，各組學生主觀技能評量後測成績變異數

分析摘要表如表 4－4。 

表 4-3 各組學生巧固球主觀技能評量後測成績描述性統計 

教學形式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命令式教學 

練習式教學 

互惠式教學 

30 

28 

31 

59.75 

65.91 

62.97 

6.20 

11.28 

7.81 

 

表 4-4 各組學生主觀技能評量後測成績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值 p 值 

組間 

組內 

550.82 

6378.08 

2 

86 

275.41 

4.06 

3.714* 

 

.028 

總合 6928.90 88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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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4－4 結果顯示，三種教學形式在巧固球主觀技能教學效果達顯著

差異（p＜.05），也就是說命令式、練習式及互惠式三種教學形式對於巧固

球主觀技能教學效果有所不同。隨即進行主觀技能後測 Scheffe 事後比較

分析如表 4－5。 

表 4-5 各組學生主觀技能評量後測成績事後比較分析摘要表 

 命令式教學 練習式教學 互惠式教學 

命令式教學 

練習式教學 

互惠式教學 

 

－ 

－ 

.029
* 

 

－ 

.357 

.419 

 

*p＜.05 

 

由表 4－5 的結果得知，命令式教學與練習式教學中主觀技能達顯著差

異水準（p＜.05），從表 4－3 資料得知，練習式教學中的主觀技能評量優

於命令式教學，而命令式教學與互惠式教學及練習式教學與互惠式教學之

主觀技能評量未達顯著水準 

二、三種不同教學形式在巧固球認知教學效果之差異 

比較 

（一）三組學生在巧固球認知發展評量前測之均質性考驗 

為瞭解各組學生在接受實驗教學前之巧固球認知發展評量是否具有差

異性，以各組認知發展評量前測成績進行獨立樣本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求

得教學前之均質性考驗，各組學生在認知發展評量前測成績描述性統計如

表 4－6，均質性考驗摘要表如表 4－7。 

 

表 4-6 各組學生巧固球認知發展評量前測成績描述性統計 

教學形式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命令式教學 

練習式教學 

互惠式教學 

30 

28 

31 

5.17 

5.11 

4.58 

1.23 

1.99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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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各組學生巧固球認知發展評量均質性考驗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值 p 值 

組間 

組內 

6.32 

276.39 

2 

86 

3.16 

3.21 

.984 .378 

總合 282.71 88    

*p＜.05 

從表 4－7 結果顯示，本研究各組學生在教學實驗前，在巧固球認知發

展評量上具有均質性，亦即各組間之認知評量在實驗教學前具有同樣的水

平。 

（二）三種不同教學形式在巧固球認知發展教學效果差異比較 

根據表 4－7 得知，各組學生在實驗教學前之巧固球認知發展評量具有

均質性，因此以認知發展評量後測成績進行獨立樣本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進行各組在巧固球認知教學效果之差異比較。各組學生在認知發展評量後

測成績描述性統計如表 4－8，各組學生認知發展評量後測成績變異數分析

摘要表如表 4－9。 

表 4-8 各組學生巧固球認知發展評量後測成績描述性統計 

教學形式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命令式教學 

練習式教學 

互惠式教學 

30 

28 

31 

7.40 

6.86 

6.81 

1.79 

1.86 

2.33 

 

表 4-9 各組學生認知發展評量後測成績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值 p 值 

組間 

組內 

6.49 

349.47 

2 

86 

3.24 

4.06 

.798 .453 

總合 355.96 88    

*p＜.05 

從表 4－9 結果顯示，三種教學形式在巧固球認知教學效果尚未達顯著

差異（p＞.05），也就是說命令式、練習式及互惠式三種教學形式對於巧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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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認知發展教學效果並無不同。 

三、三種不同教學形式在巧固球情意態度發展教學效果

之差異比較 

（一）三組學生在巧固球情意態度發展評量前測之均質性考驗 

為瞭解各組學生在接受實驗教學前之情意態度發展評量是否具有差異

性，以各組情意評量前測成績進行獨立樣本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求得教學

前之均質性考驗，各組學生在情意態度發展評量前測成績描述性統計如表

4－10，均質性考驗摘要表如表 4－11。 

表 4-10 各組學生巧固球情意態度發展評量前測成績描述性統計 

教學形式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命令式教學 

練習式教學 

互惠式教學 

30 

28 

31 

56.20 

55.57 

55.61 

1.61 

1.28 

1.48 

表 4-11 各組學生巧固球情意態度發展評量前測均質性考驗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值 p 值 

組間 

組內 

7.35 

5563.01 

2 

86 

3.67 

64.69 

.059 .945 

總合 5570.36 88    

*p＜.05 

 

從表 4－11 結果顯示，本研究各組學生在教學實驗前，在情意態度發

展上具有均質性，亦即各組間之情意態度發展在實驗教學前具有同樣的水

平。 

（二）三種不同教學形式在巧固球情意教學效果之差異比較 

根據表 4－11 得知，各組學生在實驗教學前之情意發展具有均質性，

因此以情意態度發展評量後測成績進行獨立樣本單因子變異數分析，進行

各組在巧固求情意教學效果之差異比較。各組學生在情意態度發展評量後

測成績描述性統計如表 4－12，各組學生情意態度發展後測成績變異數分

析摘要表如表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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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各組學生巧固球情意態度發展評量後測成績描述性統計 

教學形式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命令式教學 

練習式教學 

互惠式教學 

30 

28 

31 

58.90 

56.07 

57.81 

10.17 

7.82 

7.68 

 

表 4-13 各組學生情意態度發展後測成績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值 p 值 

組間 

組內 

117.37 

6421.40 

2 

86 

58.68 

74.67 

.786 .459 

總合 6538.77 88    

*p＜.05 

從表 4－13 結果顯示，三種教學形式在巧固球情意態度發展教學效果

尚未達顯著差異（p＞.05），也就是說命令式、練習式及互惠式三種教學形

式對於巧固球教學情意態度發展並無不同。 

第二節  男生接受三種不同教學形式教學

效果之差異比較 
本節是根據研究問題來分析討論，國小男生施以命令式、練習式、互

惠式三種不同教學形式的巧固球教學後，在主觀技能、認知發展及情意態

度發展之教學效果是否有差異性存在。以下就實驗教學所得之原始資料經

過統計分析後，其結果如下： 

一、男生接受三種不同教學形式在巧固球主觀技能教學

效果之差異比較 
（一）三組男學生在巧固球主觀技能評量前測之均質性考驗 

為瞭解各組男生在接受實驗教學前之巧固球主觀技能評量是否具有差

異性，以各組男生主觀技能評量前測成績進行獨立樣本單因子變異數分

析，求得教學前之均質性考驗，各組男生在主觀技能評量前測成績描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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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如表 4－14，均質性考驗摘要表如表 4－15。 

從表 4－15 結果顯示，本研究各組男生在教學實驗前，在巧固球認知

評量上具有均質性，亦即各組間之主觀技能評量在實驗教學前具有同樣的

水平。 

 

表 4-14 各組男生巧固球主觀技能評量前測成績描述性統計 

教學形式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命令式教學 

練習式教學 

互惠式教學 

17 

17 

17 

49.99 

52.04 

47.48 

6.65 

7.31 

5.44 

 

表 4-15 各組男生巧固球主觀技能評量前測均質性考驗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值 p 值 

組間 

組內 

176.83 

2036.23 

2 

48 

88.41 

42.42 

2.084 .136 

總合 2213.06 50    

*p＜.05 

 
（二）男生接受三種不同教學形式在巧固球主觀技能教學效

果之差異比較 
根據表 4－15 得知，各組學生在實驗教學前之巧固球主觀技能評量具

有均質性，因此以主觀技能評量後測成績進行獨立樣本單因子變異數分

析，進行各組在巧固球主觀技能教學效果之差異比較。各組男生在主觀技

能評量後測成績描述性統計如表 4－16，各組男生主觀技能評量後測成績

變異數分析摘要表如表 4－17。 

從表 4－17 結果顯示，三種教學形式在男生巧固球主觀技能教學效果

達顯著差異（p＜.05），也就是說命令式、練習式及互惠式三種教學形式對

於男生在巧固球主觀技能教學效果上有所不同。隨即進行主觀技能發展評

量後測 Scheffe 事後比較分析如表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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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各組男生巧固球主觀技能評量後測成績描述性統計 

教學形式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命令式教學 

練習式教學 

互惠式教學 

17 

17 

17 

62.05 

69.54 

66.44 

6.63 

11.21 

7.14 

表 4-17 各組男生主觀技能評量後測成績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值 p 值 

組間 

組內 

482.12 

3528.23 

2 

48 

241.06 

73.51 

3.280* .046 

總合 4010.35 50    

*p＜.05 

表 4-18 各組男生主觀技能評量後測成績事後比較分析摘要表 

 命令式教學 練習式教學 互惠式教學 

命令式教學 

練習式教學 

互惠式教學 

 

－ 

－ 

.048* 

 

－ 

.336 

.577 

*p＜.05 

由表 4－18 的結果得知，命令式教學與練習式教學中主觀技能達顯著

差異水準，從表 4－16 資料得知，練習式教學中的主觀技能評量優於命令

式教學，而命令式教學與互惠式教學及練習式教學與互惠式教學之主觀技

能評量未達顯著水準 

二、男生接受三種不同教學形式在巧固球認知教學效果

之差異比較 

（一）三組男學生在巧固球認知評量前測之均質性考驗 

為瞭解各組男生在接受實驗教學前之巧固球認知發展評量是否具有差

異性，以各組男生認知發展評量前測成績進行獨立樣本單因子變異數分

析，求得教學前之均質性考驗，各組男生在認知發展評量前測成績描述性

統計如表 4－19，均質性考驗摘要表如表 4－20。 



    第四章  結果與討論   

 67

表 4-19 各組男生巧固球認知發展評量前測成績描述性統計 

教學形式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命令式教學 

練習式教學 

互惠式教學 

17 

17 

17 

5.41 

5.00 

4.41 

1.12 

1.84 

2.43 

表 4-20 各組男生巧固球認知發展評量前測均質性考驗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值 p 值 

組間 

組內 

8.59 

168.23 

2 

48 

4.29 

3.51 

1.225 .303 

總合 176.82 50    

*p＜.05 

 

從表 4－20 結果顯示，本研究各組男生在教學實驗前，在巧固球認知

發展評量上具有均質性（p＞.05），亦即各組間之認知發展評量在實驗教學

前具有同樣的水平。 

（二）男生接受三種不同教學形式在巧固球認知教學效果之差

異比較 
根據表 4－20 得知，各組男生在實驗教學前之巧固球認知發展評量具

有均質性，因此以認知發展評量後測成績進行獨立樣本單因子變異數分

析，進行各組在巧固球認知教學效果之差異比較。各組男生在認知發展評

量後測成績描述性統計如表 4－21，各組男生認知評量後測成績變異數分

析摘要表如表 4－22。 

表 4-21 各組男生巧固球認知發展評量後測成績描述性統計 

教學形式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命令式教學 

練習式教學 

互惠式教學 

17 

17 

17 

7.35 

6.94 

6.18 

1.80 

1.6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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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各組男生認知發展評量後測成績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值 p 值 

組間 

組內 

12.12 

181.29 

2 

48 

6.06 

3.78 

1.604 .212 

總合 193.41 50    

*p＜.05 

從表 4－22 結果顯示，三種教學形式在巧固球認知教學效果尚未達顯

著差異（p＞.05），也就是說命令式、練習式及互惠式三種教學形式對於巧

固球認知發展教學效果並無不同。 

 

三、男生接受三種不同教學形式在巧固球情意教學效果

之差異比較 

（一）三組男生在巧固球情意態度發展評量前測之均質性考驗 

為瞭解各組男生在接受實驗教學前之巧固球情意態度發展評量是否具

有差異性，以各組情意態度發展評量前測成績進行獨立樣本單因子變異數

分析，求得教學前之均質性考驗，各組男生在情意態度發展評量前測成績

描述性統計如表 4－23，均質性考驗摘要表如表 4－24。 

表 4-23 各組男生巧固球情意態度發展評量前測成績描述性統計 

教學形式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命令式教學 

練習式教學 

互惠式教學 

17 

17 

17 

56.41 

53.82 

56.65 

6.33 

6.70 

8.22 

 

表 4-24 各組男生巧固球情意態度發展評量前測均質性考驗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值 p 值 

組間 

組內 

83.45 

2438.47 

2 

48 

41.725 

50.801 

.821 .446 

總合 2521.92 50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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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4－24 結果顯示，本研究各組男生在教學實驗前，在巧固球認知

評量上具有均質性（p＞.05），亦即各組間之認知評量在實驗教學前具有同

樣的水平。 

（二）三種不同教學形式在巧固球情意態度發展教學效果之 

差異比較 

根據表 4－24 得知，各組男生在實驗教學前之巧固球情意態度發展評

量具有均質性，因此以情意態度發展評量後測成績進行獨立樣本單因子變

異數分析，進行各組在巧固球情意教學效果之差異比較。各組男生在情意

態度發展評量後測成績描述性統計如表 4－25，各組學生情意態度發展評

量後測成績變異數分析摘要表如表 4－26。 

表 4-25 各組男生巧固球情意態度發展評量後測成績描述性統計 

教學形式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命令式教學 

練習式教學 

互惠式教學 

17 

17 

17 

60.29 

55.29 

59.59 

10.56 

8.23 

8.68 

 

表 4-26 各組男生情意態度發展評量後測成績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值 p 值 

組間 

組內 

248.98 

4073.18 

2 

48 

124.49 

84.86 

1.467 .241 

總合 4322.16 50    

*p＜.05 

從表 4－26 結果顯示，三種教學形式在巧固球情意態度發展教學效果

尚未達顯著差異（p＞.05），也就是說命令式、練習式及互惠式三種教學形

式對於巧固球情意態度發展教學效果並無不同。 



    第四章  結果與討論   

 70

第三節  女生接受三種不同教學形式教學

效果之差異比較 
本節是根據研究問題來分析討論，國小女生施以命令式、練習式、互

惠式三種不同教學形式的巧固球教學後，在主觀技能、認知發展及情意態

度發展之教學效果是否有差異性存在。以下就實驗教學所得之原始資料經

過統計分析後，其結果如下： 

一、女生接受三種不同教學形式在巧固球主觀技能教學

效果之差異比較 

（一）三組女學生在巧固球主觀技能評量前測之均質性考驗 

為瞭解各組女生在接受實驗教學前之巧固球主觀技能評量是否具有差

異性，以各組主觀技能評量前測成績進行獨立樣本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求

得教學前之均質性考驗，各組女生在主觀技能評量前測成績描述性統計如

表 4－27，均質性考驗摘要表如表 4－28。 

表 4-27 各組女生巧固球主觀技能評量前測成績描述性統計 

教學形式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命令式教學 

練習式教學 

互惠式教學 

13 

11 

14 

45.77 

46.59 

44.52 

4.35 

4.38 

5.25 

表 4-28 各組女生巧固球主觀技能評量前測均質性考驗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值 p 值 

組間 

組內 

27.35 

777.30 

2 

35 

13.68 

22.20 

.616 .546 

總合 804.65 37    

*p＜.05 

從表 4－28 結果顯示，本研究各組女生在教學實驗前，在巧固球主觀

技能評量上具有均質性，亦即各組間之主觀技能評量在實驗教學前具有同

樣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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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女生接受三種不同教學形式在巧固球主觀技能教學效果

之差異比較 

根據表 4－28 得知，各組女生在實驗教學前之巧固球主觀技能評量具

有均質性，因此以主觀技能評量後測成績進行獨立樣本單因子變異數分

析，進行各組在巧固球主觀技能教學效果之差異比較。各組女生在主觀技

能評量後測成績描述性統計如表 4－29，各組女生主觀技能評量後測成績

變異數分析摘要表如表 4－30。 

表 4-29 各組女生巧固球主觀技能評量後測成績描述性統計 

教學形式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命令式教學 

練習式教學 

互惠式教學 

13 

11 

14 

56.73 

60.38 

58.66 

4.12 

9.14 

6.51 

表 4-30 各組女生主觀技能評量後測成績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值 p 值 

組間 

組內 

79.85 

1589.48 

2 

35 

39.92 

45.41 

.879 .424 

 

總合 1669.33 37    

*p＜.05 

 

從表 4－30 結果顯示，三種教學形式在巧固球主觀技能教學效果尚未

達顯著差異（p＞.05），也就是說命令式、練習式及互惠式三種教學形式對

於女生巧固球主觀技能教學效果並無不同。 

二、女生接受三種不同教學形式在巧固球認知教學效果

之差異比較 

（一）三組女學生在巧固球認知發展評量前測之均質性考驗 

為瞭解各組女生在接受實驗教學前之巧固球認知發展評量是否具有差

異性，以各組認知發展評量前測成績進行獨立樣本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求

得教學前之均質性考驗，各組女生在認知發展評量前測成績描述性統計如

表 4－31，均質性考驗摘要表如表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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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各組女生巧固球認知發展評量前測成績描述性統計 

教學形式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命令式教學 

練習式教學 

互惠式教學 

13 

11 

14 

4.85 

5.27 

4.79 

1.34 

2.28 

1.53 

 

表 4-32 各組女生巧固球認知發展評量前測均質性考驗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值 p 值 

組間 

組內 

1.66 

104.23 

2 

35 

.83 

2.98 

.279 .758 

總合 105.89 37    

*p＜.05 

從表 4－32 結果顯示，本研究各組女生在教學實驗前，在巧固球認知

發展評量上具有均質性，亦即各組間之認知發展評量在實驗教學前具有同

樣的水平。 

（二）女生接受三種不同教學形式在巧固球認知教學效果之差

異比較 

根據表 4－32 得知，各組女生在實驗教學前之巧固球認知發展評量具

有均質性，因此以認知評量後測成績進行獨立樣本單因子變異數分析，進

行各組在巧固球認知教學效果之差異比較。各組女生在認知評量後測成績

描述性統計如表 4－33，各組女生認知評量後測成績變異數分析摘要表如

表 4－34。 

表 4-33 各組女生巧固球認知發展評量後測成績描述性統計 

教學形式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命令式教學 

練習式教學 

互惠式教學 

13 

11 

14 

7.46 

6.73 

7.57 

1.85 

2.24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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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各組女生認知發展評量後測成績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值 p 值 

組間 

組內 

4.98 

152.84 

2 

35 

2.49 

4.37 

.570 .571 

總合 157.82 37    

*p＜.05 

從表 4－34 結果顯示，三種教學形式在巧固球認知教學效果尚未達顯

著差異（p＞.05），也就是說命令式、練習式及互惠式三種教學形式對於巧

固球認知教學效果並無不同。 

三、女生接受三種不同教學形式在巧固球情意教學效果

之差異比較 

（一）三組女學生在巧固球情意態度發展前測之均質性考驗 

為瞭解各組女生在接受實驗教學前之巧固球情意態度發展是否具有差

異性，以各組情意態度發展評量前測成績進行獨立樣本單因子變異數分

析，求得教學前之均質性考驗，各組女生在情意態度發展評量前測成績描

述性統計如表 4－35，均質性考驗摘要表如表 4－36。 

表 4-35 各組女生巧固球情意態度發展前測成績描述性統計 

教學形式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命令式教學 

練習式教學 

互惠式教學 

13 

11 

14 

55.92 

58.27 

54.36 

11.63 

6.29 

8.45 

 

表 4-36 各組女生巧固球情意態度發展前測均質性考驗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值 p 值 

組間 

組內 

94.66 

2950.32 

2 

35 

47.33 

84.30 

.561 

 

.575 

 

總合 3044.98 37    

*p＜.05 

從表 4－36 結果顯示，本研究各組女生在教學實驗前，在巧固球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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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度發展上具有均質性，亦即女生在各組間之情意態度發展在實驗教學前

具有同樣的水平。 

（二）女生接受三種不同教學形式在巧固球情意教學效果之差

異比較 

根據表 4－36 得知，各組女生在實驗教學前之巧固球情意態度發展具

有均質性，因此以情意態度發展後測成績進行獨立樣本單因子變異數分

析，進行各組在巧固球情意教學效果之差異比較。各組女生在情意態度發

展後測成績描述性統計如表 4－37，各組女生情意態度發展後測成績變異

數分析摘要表如表 4－38。 

表 4-37 各組女生巧固球情意態度發展後測成績描述性統計 

教學形式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命令式教學 

練習式教學 

互惠式教學 

13 

11 

14 

57.08 

57.27 

55.64 

9.74 

7.36 

5.85 

 

表 4-38 各組女生認情意態度發展後測成績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值 p 值 

組間 

組內 

20.76 

2126.32 

2 

35 

10.38 

60.75 

.171 .844 

總合 2147.08 37    

*p＜.05 

從表 4－38 結果顯示，三種教學形式在巧固球情意態度發展教學效果

尚未達顯著差異（p＞.05），也就是說命令式、練習式及互惠式三種教學形

式對於巧固球情意態度發展教學效果並無不同。 

第四節  綜合討論 
本節針對三種不同教學形式對巧固球主觀技能教學效果、三種不同教

學形式對巧固球認知發展教學效果、三種不同教學形式對巧固球情意發展

教學效果逐一綜合討論。 



    第四章  結果與討論   

 75

一、三種不同教學形式對巧固球主觀技能教學效果方面 

（一）以全體學生之教學效果來說 

從表 4-4 及表 4-5 結果顯示，三種不同教學形式在主觀技能教學效果

達顯著差異，其研究結果與高志強（2003）以命令式、練習式、互惠式針

對桌球教學效果、張定忠（1998）以 A-B 式、傳統式針對球類遊戲教學效

果研究結果相同、陳文榮（2002）以命令式、練習式和互惠式針對羽球教

學效果、房瑞文（1997）以練習式和互惠式針對國小籃球教學效果、王宗

進（1995）以命令式、練習式和互惠式針對羽球教學效果、Boyce（1992）

以命令式、練習式和互惠式針對射擊教學效果的研究結果相同；但與陳則

賢（1995）以命令式、練習式針對籃球投籃教學效果、楊進益（2001）以

命令式、練習式和互惠式針對排球低手發球教學效果、周冠玲（2004）以

命令式、練習式和互惠式針對舞蹈教學效果的研究結果不同、沈易利（2004）

Mosston 教學光譜應用於國中籃球育樂營教學效果之探討。進一步從技能

教學效果達差異性的研究中，分析不同教學形式之教學效果的差異性。本

研究在主觀技能發展以練習式教學效果優於命令式教學效果，與高志強

（2003）以命令式、練習式、互惠式針對桌球教學效果之結果一樣。 

在主觀技能評量結果，練習式教學與命令式教學達顯著水準，且練習

式優於命令式教學。互惠式與練習式雖未達顯著水準，但從表 4-4 中可看

出練習式教學的平均分數高於互惠式教學的分數，概括來說，練習式教學

在主觀技能方面較具教學效果。研究者對於各組學生在主觀技能評量結果

有以下發現： 

1.從師生互動學習過程中發現，練習式的教學形式讓學生獲得從來沒

有的學習經驗，在自由學習的情境下，能夠自己快樂的練習老師所交代的

課業，雖然秩序有點亂，但學習效果顯然進步很多，在體育教學的領域中，

動作是技能學習的基礎，而技能學習是將一連串的動作經由練習構成適當

的結合，練習式教學形式就是符合這樣的原理，所以在技能發展方面能獲

得更大的教學效果；命令式教學形式在此次研究中，屬於學習效果較差的

方式，在教學過程中老師主導一切，剝奪學生自主學習及活動的空間，對

於回饋方面也沒有考慮到個別差異，學生對於統一的學習方式，顯得有點

意興闌珊，因為跟以前的上課方式沒有不同，對於技能的學習，隨著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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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統一節奏學習，雖然仍能學會射網的動作技能，但由於沒有自己思考的

空間，缺乏師生個別互動的活動下，對於進步的幅度是有受限的；互惠式

教學形式對於學生來說就有點生疏，因為涉及兩位學習者的溝通，對於不

熟的動作技能，雖然有標準卡的帶領，但在學習上會發現觀察者不知從何

回饋起，不過相較於命令式教學形式，多了自由學習的時間，感覺上比較

興奮，不過與練習式教學的練習次數來說少了一點，而運動技能的學習需

要更多的練習機會，所以在主觀技能教學效果上雖然與命令式教學形式及

練習式教學形式都沒有顯著差異，但從表 4-3 來說，互惠式教學效果似乎

優於命令式教學，而比練習式教學效果差一點。 

2.從教學環境設計來說，此次主觀技能研究達顯著差異，但事後比較

結果只有練習式教學形式與命令式教學形式達顯著差異，其餘的教學形式

比較，雖然從表 4-3 的描述統計中可作可能性比較，但統計上並無顯著差

異，也就是說沒有完全區分三種教學形式的教學效果。因為本次的研究在

學校的風雨教室實施教學實驗，場地為長 30 公尺、寬 14 公尺，有兩面的

教學牆，對於課程的教學蠻適當的。但當初對於巧固球射網的活動設計，

只有用二組球網，對於將近三十位學習者的技能學習，確實限制了學習者

練習的連貫性，假如在教學環境設計時能夠開放學生運用教學牆來練習，

可以增加學習者的練習次數，對於教學實驗結果或許會有不一樣的呈現。 

3.從教學教案設計來說，本研究教案為研究者根據文獻及當教練的經

驗設計而成，在教學實驗前也利用暑假課輔的五年級學生做模擬教學，但

當時學生只有十幾位，與正式教學的學生數三十位左右不符，造成過程中

三種教學形式的練習次數減少，有大部分的同學沒能完成規定的作業，是

這次教案設計的一個缺失，也可能影響此次的研究結果。但也由於事先設

計教案，雖然練習次數減少，不過教學過程在研究者的時間控制下，進行

的非常順暢，對於不必要的管理時間及學習空白時間，相對減少很多，使

得此次研究順利完成。 

4.從巧固球射網動作技能來說，此次研究教授各種不同的射網方式，

但實施評量時卻只評量其中的一項跑動接球高壓射網，對於其它的練習項

目沒有一併作評量，此現象等於其它沒評量的射網動作練習時間佔了評量

的動作射網練習時間，對於短暫的三週六節課實驗教學來說，相對的更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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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三種不同教學形式的技能練習時間，如此或許會影響整個實驗結果。 

（二）以性別之教學效果來說 

1.從表 4-17 及表 4-18 結果顯示，男生接受三種不同教學形式後，教學效

果達顯著差異，其研究結果與高志強（2003）以命令式、練習式、互惠

式針對桌球教學效果相同；但與房瑞文（1997）以練習式和互惠式針對

國小籃球教學效果不同。此次研究結果以練習式教學效果較優，男生對

於運動技能的學習充滿旺盛的精力，但在三種不同的教學形式中仍可發

現，練習式教學形式的男生活動力較強，雖然有時在射網攻擊時需要二

人一組練習，但相較於互惠式教學形式還要做相互回饋的工作，顯得自

在的多，因為只要練習老師交代的作業即可，而命令式教學形式的男生

不如練習式教學形式與互惠式教學形式來的活潑，只是跟著老師的節奏

在練習，在教學效果方面就顯得較差。 

2.女生的教學效果從表 4-30 得知，三種教學形式的教學效果無差異性，其

研究結果與高志強（2003）以命令式、練習式、互惠式針對桌球教學效

果相同；但與房瑞文（1997）以練習式和互惠式針對國小籃球教學效果

不同。從教學過程中，可發現女生對於運動技能的學習顯得有點羞澀，

從文獻探討第七節中發現這時期女生正值青春期，女性特徵處於發育

期，對於大肢體動作的表現，無法隨心所欲的發揮，但從前測描述統計

摘要表（表 4-27）及後測描述統計摘要表（表 4-29）得知，三種個別

教學形式對於女生在巧固球射網教學都有進步，只是三種教學形式對於

女生的教學效果都差不多。 

二、三種不同教學形式對巧固球認知教學效果方面 

從表 4-9、表 4-22、表 4-34 得知，不管是全體學生的認知學習效果或

者男生的認知學習效果及女生的認知學習效果，在三種不同教學形式的學

習下，其效果都沒有顯著的差異。其研究結果與陳則賢（1995）以命令式、

練習式針對籃球投籃教學效果、周冠玲（2004）以命令式、練習式和互惠

式針對舞蹈教學效果相同；但與高志強（2003）以命令式、練習式、互惠

式針對桌球教學效果、張定忠（1998）以 A-B 式、傳統式針對球類遊戲教

學效果研究結果相同、石昌益（1998）以命令式、練習式、互惠式對羽球

教學效果、房瑞文（1997）以練習式和互惠式針對國小籃球教學效果、王

宗進（1995）以命令式、練習式和互惠式針對羽球教學效果、Beckett（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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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練習式及包含式針對足球落地踢教學不同。可能有以下原因： 

（一）研究者在教學時，雖然對於學習者動作技能學習當下，使用不同教

學形式的特點從事教學與回饋，但對於規則的講解、標準動作示範、課程

結束前的回饋整理，都是採用集體的傳授方式，而這樣的教學內容對於簡

單易懂的巧固球規則及運動技能來說，只要認真聽講，幾乎都能了解，因

而造成其學習效果都差不多，使得研究結果無顯著的差異性。 

（二）自編的巧固球教學認知評量的正式題目為選擇題只有 10 題，相較於

研究結果有差異性的房瑞文（1997）Mosston 練習式、互惠式教學效果的

比較－以國小籃球教學為例之認知題目有 28 題、高志強（2003）摩斯登教

學光譜中命令式、練習式、互惠式教學效果之比較之認知題目 20 題、張定

忠（1998）Mosston（A-B）式和傳統教學效果之比較－以國小二年級球類

遊戲教學為例之認知題目 15 題、石昌益（1998）Mosston 命令式、練習式

與互惠式對羽球教學效果之比較研究之認知題目 15 題、王宗進（1995）

Mosston’s 三種教學形式之教學效果比較研究－以羽球發短球為例之認知

題目 11 題、Beckett（1990）對大學生實施兩種不同體育教學形式教學效

果之認知題目 15 題，至於研究教學效果相同的周冠玲（2004）之認知題目

8 題，而陳則賢（1995）之認知題目高達 21 題，但他的題型為是非題，與

大部分為選擇題的測驗方式有所差別。 

對於此次研究之教學方式、認知題目內容之呈現，題目太少等因素，

影響教學效果，以致無法有效的比較出三種不同教學形式教學效果之差異

性。 

三、三種不同教學形式對巧固球情意教學效果方面 

從表 4-13、表 4-26、表 4-38 之結果得知，不管是全體學生的情意發

展學習效果或者男生的情意發展學習效果及女生的情意發展學習效果，在

三種不同教學形式的學習下，其效果都沒有顯著的差異。其研究結果與高

志強（2003）以命令式、練習式、互惠式針對桌球教學效果、陳則賢（1995）

以命令式、練習式針對籃球投籃教學效果、周冠玲（2004）以命令式、練

習式和互惠式針對舞蹈教學效果、房瑞文（1997）以練習式和互惠式針對

國小籃球教學效果相同；但與 Goldberger and Gerney（1982）以練習式、

互惠式和包含式針對曲棍球教學效果不同。可能有以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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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這次的研究結果及以往的文獻得知，各種教學形式對於情意

的發展教學效果似乎差異不大，原因可能在於研究時間不夠長，幾乎都是

以一個三週或二週六節課的體育課程小單元來做實驗，而高年級學生在學

校上課一週大概在 32 堂課左右，雖然研究的是體育課的情意教學效果，但

其他課程對於情意教學效果的影響力也不容小覷，如此應該在短時間內不

容易看出其效果及差異性，也就是說情意教學效果的改變，並非一朝一夕

可成的，在長期的環境變化及內心的感受或可顯現出差異。 

（二）此次研究題目為巧固球射網教學，在依照比賽規則的情況下，

於動作技能練習中就會有導球員與攻擊手兩種角色，也就是說不管是命令

式教學形式、練習式教學形式和互惠式教學形式，在練習射網時都會出現

兩人合作的情形，雖然在研究前已經有考慮此問題可能導致三種不同教學

形式模糊不清，所以在教案設計及教學示範說明時，特別強調學習者在各

種教學形式的角色。在命令式教學形式教學時老師尚能控制練習情形，但

在練習式教學形式中，原本學習者是獨立練習的，但由於配對練習的關係，

會有些許模糊的相互指導的情況，如此與互惠式教學形式會有相近的教學

效果。假如當初設計教案時不考慮比賽規則，讓學習者自己導球、接球和

射網，或許會在情意發展上有不同的結果。 

另外發現到本研究結果中，在女生的情意發展方面，三種教學形式的

教學效果雖然都沒有差異性，但從前測描述性統計（表 4-35）及後測描述

性統計（表 4-37）之比較發現，練習式教學形式的成績呈現退步的現象（前

測＝58.2727；後測＝57.2727），統計結果與周冠玲（2004）以命令式、練

習式、互惠式針對國小六年級學生舞蹈教學之情意態度發展評量結果相同

（前測：39.3125；後測：38.2813），是否意味著練習式教學形式對於國小

六年級的學生情意教學效果較差，這有需要再做長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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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是以 Mosston 體育教學光譜中的命令式、練習式、互惠式三種

教學形式，針對國小六年級的學生進行巧固球射網教學實驗，並於教學實

驗前進行教學效果前測，經過三週六節教學實驗課後，實施教學效果後測。

根據測驗資料統計分析的結果與討論，於本章分為兩節提出以下結論與建

議： 

第一節  結論 
    本節根據教學實驗期間所得資料，經過統計分析後之結果，針對本研

究之假設提出以下結論： 

一、國小六年級學生在接受命令式、練習式和互惠式三種不同教學形式之

巧固球射網教學後，在認知評量和情意態度評量上沒有差異存在，但

在主觀技能評量上則有差異存在，練習式的教學效果優於命令式。 

二、國小六年級男生在接受命令式、練習式和互惠式三種不同教學形式之

巧固球射網教學後，在認知評量和情意態度評量上沒有差異存在，在

主觀技能評量則有差異存在，練習式的教學效果優於命令式。 

三、國小六年級女生在接受命令式、練習式和互惠式三種不同教學形式之

巧固球射網教學後，在主觀技能評量、認知發展評量及情意態度發展

評量上都沒有差異存在。 

第二節  建議 
根據本研究過程及結論，提出以下各項建議，作為體育教學、行政機

構及後續研究者之參考： 

一、在體育教學上的建議 
（一）選擇 3 號排球或躲避球代替巧固球從事班級教學活動：在這次教學

實驗中，由於巧固球球質較重且硬，雖然已經過改良，但對於初次

接觸此運動的國小女生來說，仍然是一種危險因子，所以研究者建

議在上巧固球課時，可使用 3 號排球或躲避球代替，增加上課的安

全性與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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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放作業表與標準卡的時機要適當：研究者發現太早將表格發給學

生會造成不專心聽講，太晚發下去收不到適時的效果。教師應於要

說明作業表或標準卡內容時再發下去，師生共同針對上課內容及方

式來討論，使學習者完全了解後再分散練習，尤其是剛接觸此二種

教學形式的學生更應該講解清楚，以免造成秩序雜亂。 

（三）練習式作業表的練習量設計可以時間為計算標準：在此次實驗教學

中，研究者是以完成的次數為設計標準，但由於每人的基本能力不

同，會造成有些提早做完，有些仍在練習，雖然研究者鼓勵提早完

成的學生繼續練習，但有時會造成學生異議。對於學校節課的安排，

是以時間為單位，在上體育課時，對於練習量的設計，假如也是以

時間為練習量的設計標準並規定練習基本次數，也鼓勵學生在設計

的時間內看誰做最多次，一方面可控制教學進度，一方面也會有一

點競爭性，如此會使教學過程更具流暢性。 

（四）標準卡的設計上應考慮學習者的溝通能力：研究者以個人對於巧固

球運動的認知及參考其它專家的說法，設計出詳細的標準卡。但在

實際從事教學時，發現國小學生對於練習內容的瞭解有點吃力。此

時研究者發現，對於標準卡的設計是否太過於複雜，應該要再減少

觀察動作的項目，對於每一項標準動作的描述不要太細部化，而只

要抓住一個重點，如此對於觀察者與動作者可減少負擔，使學習者

更有信心完成標準卡的要求。 

（五）注意巧固球教學時學生的活動時間：由於巧固球運動的設計，在進

行射網練習時，一次只能容納一位學生練習，這會造成學生的等待

情形。對於課程的設計應朝多方面的考慮，研究者有以下建議：1.

增加球網的數目，但上課場地要夠大；2.以教學牆為目標，可同時

進行多人練習；3.根據射網技巧，設幾個不同的練習站，在完整的

動線安排下，可減少學生等待的時間。 

（六）在體育教學評量應兼重主客觀成績評量：如果以客觀成績作為評分

的標準，對於有些因個性或身體狀況不佳的學生所測得的成績缺少

代表性。從此次評量測驗看出，假如只以是否為有效攻擊（將球反

彈出禁區外有效地方）作為評分標準，對於動作協調、學習態度佳、

富有積極性、熱心助人的同學沒能做有效攻擊，而獲得較低分數，

是有失公平。評量需要全面性，多元性的綜合資料，從各個角度和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82

不同觀點加以分析研判，並且任何評量都有其特殊功能與限制，故

應選擇不同的評量方式加以綜合應用（教育部，1997）。 

二、在行政方面的建議 
（一）應該舉辦不同的體育教學研討會，提升教師專業知能：在此次研究

的感想上，覺得在體育教學上有理論的支撐，減少自己摸索的時間，

在整個上課的過程中，減少很多管理時間，讓學習過程順暢，也經

由實驗教學的驗證，知道自己需要改進的地方及理論運用於實務的

情形。 

（二）鼓勵教師從事專題研究：研究可讓教師親身體驗不同教學形式的優

缺點及適合教學目標，根據學校本身的特性加以修正，適合學校本

位課程。掀起研究風潮創新不同教學形式，可增進社會對體育課的

重視，所以行政單位應提供資源及發表管道。 

三、在後續研究的建議 
（一）選擇不同的教學方式搭配在同一個單元教學裡：此次教學實驗探討

命令式、練習式及互惠式教學效果的差異性，從結果得知在技能主

觀評量上具有差異性，以練習式教學形式較好；在認知評量及情意

發展上則無差異性。在其他人的研究結果也因項目不同及實驗方式

不同各有不同的結果，這大部分皆比較個別教學形式間的教學效

果。但在實際教學方面，一成不變的教學方式會將教師限制在一個

框框裡，研究者建議可參考各種教學研究結果，選擇不同的教學形

式搭配在同一個單元教學裡，例如二節命令式教學、二節練習式教

學及二節互惠式教學，以一種從團體活動到個人自主活動的編排方

式教學，或可創造出不同的教學效果，這有待後續研究者的努力。 

（二）情意態度發展應作長時期的研究及獨立於認知發展及技能發展之

外：在此次研究中，不論從三種教學形式的個別教學效果，或是三

種教學形式的比較方面皆沒有差異性，從本研究第四章討論中發

現，大多數國內學者研究情意方面的教學效果也無差異性，在教學

時間方面都屬於六節課左右的教學時間，今後如有針對情意方面的

研究，建議將研究時間拉長，甚至一年以上，也因為研究時間較長，

於教學實驗研究時，應該將情意發展教學效果獨立於認知發展與技

能學習之外，成為單獨的實驗目的，這樣或可能比較出不同教學形

式的情意發展教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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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實驗設計可朝質量並重的方向思考：此次研究以量化為主，除

了在主觀技能有差異性外，其餘的皆不具有差異性，綜觀其餘有關

Mosston 體育教學光譜的教學效果研究,都有不同的研究結果，也大

都以量的研究設計為主，但對於學生的學習感受、老師的授課態度、

師生的互動情形、環境與教學的關係等都沒有做進一步的觀察與探

討，來解釋為何會有如此的結果。對於今後有志於體育教學法研究

的人，建議在研究當中採取質量並重的研究設計，選擇適當的研究

方式，獲得更多的教學資訊，將會使得研究結果更具有說服力。 

（四）選擇不同的運動項目、對象、時間、地點等交叉組合研究：在目前

有關 Mosston 體育教學光譜之教學效果的研究項目，以球類為最大

宗。除此之外，有關於體育課的教學內容涵蓋相當廣泛，有舞蹈、

田徑、游泳、體操、民俗體育等，對於有興趣從事體育教學研究的

人，建議除了教學形式的選擇外，可對其他方面做不同的組合方式，

如此將可擴大體育教學理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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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一  研究參與者同意書 

研究題目：Mosston 命令式、練習式與互惠式教學在國小巧固球教學效果之

比較研究 

指導教授：陳玉枝  博士 

研 究 生：陳垣翰 

各位同學大家好： 

    本學期老師想要利用三週六節體育課的時間，進行一項巧固球實驗教

學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三種不同體育教學形式的教學效果，希望各位同

學能協助老師參與研究。此次研究時間自九十四年十月二十四日至九十四

年十一月二十二日，地點在學校室內綜合球場。 

    這次研究所獲得的資料只作為學術研究之用，與各位同學的學期體育

成績無關，且獲得原始資料將受到保密，請各位同學放心。希望各位同學

能於上課中努力完成所有學習活動，並遵守於課餘時間不作任何上課內容

之練習，再一次地感謝各位同學的協助。 

 

家長：                      研究參與者： 

中    華    民    國    九十四    年   十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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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巧固球教學主觀技能評量評分表 

六年  班【前】【後】測 評分員： 

主要動作（以右手射網為例）

60％，各佔 20％ 

準備 

動作 

10％ 跑動 

接球 

助跑起

跳步法

射網 

完成 

動作 

10％ 

綜合 

動作 

20％ 

評量

項目 

 

結構

分析 

 

學生

座號 

膝蓋微

蹲、身

體前傾 

身體騰

空接球

左腳落

地 

左腳 

右腳 

左腳 

跳起 

身體落

地前將

球離手

射出 

雙腳落

地、膝

蓋微蹲

整體動

作之流

暢性、

連貫性 

總分

100％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9         

30         

31         

32         

3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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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巧固球教學認知發展評量預試試卷 

各位同學好： 

請看清楚題目回答下面有關巧固球的問題，將你認為正確的答案填入（）中，本試

卷成績與學期期末成績無關，並且不會公佈成績，僅作為教學研究用，請放心作答。再

次謝謝同學的幫忙。 

（）1運動之前為什麼要做暖身操？①先有心理準備②減少運動傷害③發達肌肉④調節

身心。 

（）2當右手攻擊球員要接球進行射網時，第一觸地最好用①左腳②右腳③雙腳④都可

以。 

（）3正式比賽時，從發球開始算到射網最多可傳幾次球？①4 次②3 次③2 次④5 次。 

（）4接球射網時最多幾次觸地？①4 次②3 次③2 次④5 次。。 

（）5射網時要將球反彈成拋物線到後場，以下何種方式最好？①將球高舉往下射網②

將球拿在腰下用力射網③將身體盡量跳近網邊射網④以上都可以。 

（）6攻擊射網時，以下何者犯規？①站在有效區定點拿球射網②一觸地就跳起來射網

③二觸地就跳起來射網④四觸地跳起來射網。 

（）7得分時，裁判是將手臂①垂直往上舉②垂直往下比③側平舉④往巧固球的落地點

指。 

（）8射網時，打球網的哪個位置較容易將球反彈到第一道防守員的位置①球網上半部

②球網下半部③球網的正中間④只要打中球網就行。 

（）9當球員準備跳起來射網時，最好在什麼時機出手？①起跳當時②在空中最高點時

③接近落地前④腳落地後。 

（）10 球員跳在空中接球後以雙腳同時落地，這種情況要算幾觸地？①一觸地②二觸地

③三觸地④看裁判決定 

（）11 在傳球時，最好將球傳到球員的①前面②後面③身體上④都可以。 

（）12 攻擊手從球網的右邊進入強攻射網，球應該會反彈至哪一邊①左邊②右邊③中間

④不知道。 

（）13 當要發自由球時，以下何種狀況是對的？①雙手拿球高舉過頭②拿球點地③等裁

判哨聲就可以發動④拿球就可發動。 

（）14 防守時，一道防守球員通常採用何種姿勢？①跪姿②立姿③微蹲④趴在地上。 

（）15 攻擊手從左邊進入高壓射網，防守球員應該守在哪一邊①左邊②中間③右邊④看

情況。 

（）16 什麼時候做熱身操最好？①運動中②運動後③運動前④不用做。 

（）17 運動後如果衣服濕了，應該要怎樣處理？①先穿一件外套②讓衣服自然風乾③脫

掉不穿④不必管它。 

（）18 攻擊者要高壓強攻球至左邊地區，最好從哪個位置進入攻擊？①右邊②左邊③中

間④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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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巧固球教學認知發展評量正式試卷 

六年     班   性別：□男   □女 

各位同學好： 

請看清楚題目回答下面有關巧固球的問題，將你認為正確的答案填入（）中，本試

卷成績與學期期末成績無關，並且不會公佈成績，僅作為教學研究用，請放心作答。再

次謝謝同學的幫忙。 

 

選擇題： 

（）1當右手攻擊球員要接球進行三觸地射網時，第一觸地最好用①左腳②右腳③雙腳

④都可以。 

（）2當攻擊手在接球射網的過程中，以下何者犯規？①站在有效區定點拿球射網②一

觸地就跳起來射網③二觸地就跳起來射網④四觸地跳起來射網。 

（）3得分時，裁判是將手臂①垂直往上舉②垂直往下比③側平舉④往巧固球的落地點

指。 

（）4當球員準備跳起來射網時，最好在什麼時機出手？①起跳當時②在空中最高點時

③接近落地前④腳落地後。 

（）5攻擊手從球網的右邊進入強攻射網，球應該會反彈至哪一邊①左邊②右邊③中間

④不知道。 

（）6當要發自由球時，以下何種狀況是對的？①雙手拿球高舉過頭②拿球點地③等裁

判哨聲就可以發動④拿球就可發動。 

（）7當對方進行射網攻擊時，防守在第一線的球員通常採用何種姿勢？①跪姿②立姿

③微蹲④趴在地上。 

（）8攻擊手從左邊進入強攻射網，防守球員應該守在哪一邊①左邊②中間③右邊④看

情況。 

（）9運動後如果衣服濕了，應該要怎樣處理？①先穿一件外套②讓衣服自然風乾③脫

掉不穿④不必管它。 

（）10 攻擊者要高壓強攻球至左邊地區，最好從哪個位置進入攻擊？①右邊②左邊③中

間④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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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體育課情意態度發展預試量表 

各位小朋友好： 

    這份量表是用來了解你上體育課的感覺，可以幫助你了解自己，也可讓老師了解你

的感覺。這份量表所得的資料，將作為教學研究用，與各位同學的學期成績沒有任何的

關係，請你放心作答。 

    作答時要看清楚題目的意思，每一題都要作答，如有不懂可舉手發問。現在請你回

想上體育課的感覺，如果與題目的意思「非常符合」（完全像的意思）請在 4下面的□

中打 V；如果覺得「符合」（差不多的意思）請在 3 下面的□中打 V；如果覺得「不符合」

（不太像的意思）請在 2下面的□中打 V；如果「非常不符合」（完全都不像的意思）請

1下面的□中打 V。再次感謝同學的協助，讓這次的研究更為順暢。 

                                                       4  3  2  1 

                                                □ □ □ □ 

非 符 不 非 

常 合 符 常 

符    合 不 

合       符 

                                                         合   

＊運動精神： 

1 在參與體育比賽時，我能遵守比賽的規則。                  □ □ □ □ 

2 在參與體育比賽時，我會扮演好我在比賽中的角色。          □ □ □ □ 

3 在運動時，我能隨時注意禮貌。                            □ □ □ □ 

4 上體育課時，我不怕困難，盡力學好老師教的內容。          □ □ □ □  

5 在參與體育比賽時，我會遵守裁判的判決。                  □ □ □ □ 

6 在參與體育比賽時，我會努力表現爭取榮譽。                □ □ □ □ 

7 平常休閒時間，我會到戶外打球跑步做運動。                □ □ □ □ 

8 我覺得運動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 □ □ □ 

9 在運動中除了爭取本身的榮譽外，我會注意同伴的感受。      □ □ □ □ 

10 在運動比賽中，我有能力擔任隊長指揮隊友進行比賽。       □ □ □ □ 

11 在運動時，我不會亂拿別人的東西。                       □ □ □ □  

12 上體育課時，我會注意器材使用的規定，並珍惜它。         □ □ □ □ 

13 在運動中不小心碰到別人，我會趕快跟對方說「對不起」。    □ □ □ □  

14 除了身體不適無法走路外，上體育課時間我一定會去。       □ □ □ □ 

15 在運動比賽中，如果我是裁判，我會很公平的判決。         □ □ □ □ 

16 運動比賽時，我不會因為有點累就在旁邊休息，放棄比賽。   □ □ □ □ 

17 我覺得運動能增強身體，所以我要養成運動習慣。           □ □ □ □ 

18 在運動比賽時，如果贏了，我不會嘲笑對方。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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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上體育課時，假如同學有問題請教我，我很樂意幫忙解決。   □ □ □ □ 

20 假如老師要我擔任體育股長，我會很高興的接受。           □ □ □ □ 

21 看到同學有不會動作時，我會主動教同學。                 □ □ □ □ 

22 在運動比賽時，我會與同伴合作爭取榮譽。                 □ □ □ □ 

23 在運動時，我不會干擾別人的活動。                       □ □ □ □  

24 在參與運動比賽時，我會勝不驕敗不餒。                   □ □ □ □ 

25 上體育課時，如果輪到我借器材，我會負責完整借還。       □ □ □ □ 

＊學習態度： 

26 和朋友約好一起運動，我會準時赴約。                     □ □ □ □ 

27 我會穿著運動服參加體育活動。                           □ □ □ □ 

28 上體育課前，我會先將老師交代的器材準備好。             □ □ □ □ 

29 上體育課時，我會注意老師的教導。                       □ □ □ □ 

30 對於老師教導的內容有不懂的地方，我會舉手發問。         □ □ □ □ 

31 對於體育老師所教的內容，放學後我會自己練習。           □ □ □ □ 

32 上體育課時，我會注意運動時的場地安全。                 □ □ □ □ 

33 我會將上體育課所學的知識或動作應用於平常生活中。       □ □ □ □ 

34 我喜歡看有關體育的電視節目及報章雜誌。                 □ □ □ □ 

35 除了老師教的動作外，我會想出不一樣的動作。             □ □ □ □ 

36 上體育課時如果有事，我會先向老師報告後再離開。         □ □ □ □ 

37 穿著學校制服上體育課，會讓我覺得很不方便。             □ □ □ □  

38 上體育課時，我會認真的做好熱身運動。                   □ □ □ □ 

39 就算身體不舒服，我還是很喜歡上體育課。                 □ □ □ □ 

40 當我做的動作有不順暢時，我會向同學或老師請教。         □ □ □ □ 

41 在課餘時間，我會自動練習體育老師所教的動作技能。       □ □ □ □ 

42 上體育課時，我自己會小心並注意運動時的安全。           □ □ □ □ 

43 我看到同學做出漂亮的動作時，我會覺得同學好棒。         □ □ □ □ 

44 上體育課時，我會和同學討論作做標準動作的有效方法。     □ □ □ □ 

45 我會根據老師所教的動作，另創造出一些新的動作。         □ □ □ □ 

46 上體育課時，我會認真做各項的動作練習。                 □ □ □ □  

47 我會和同學討論上體育課的學習心得。                     □ □ □ □ 

48 當老師糾正我的錯誤動作時，我會虛心接受改正。           □ □ □ □ 

49 上體育課時，我能與同學相互合作。                       □ □ □ □ 

50 我會為了提升我的運動能力而努力學習。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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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體育課情意態度發展正式量表 

各位小朋友好：                                六年    班   性別：□男   □女 

    這份量表是用來了解你上體育課的感覺，可以幫助你了解自己，也可讓老師了解你

的感覺。這份量表所得的資料，將作為教學研究用，與各位同學的學期成績沒有任何的

關係，請你放心作答。 

    作答時要看清楚題目的意思，每一題都要作答，如有不懂可舉手發問。現在請你回

想上體育課的感覺，如果與題目的意思「非常符合」（完全像的意思）請在 4下面的□

中打 V；如果覺得「符合」（差不多的意思）請在 3 下面的□中打 V；如果覺得「不符合」

（不太像的意思）請在 2下面的□中打 V；如果「非常不符合」（完全都不像的意思）請

1下面的□中打 V。再次感謝同學的協助，讓這次的研究更為順暢。 

                                                       4  3  2  1 

                                                □ □ □ □ 

非 符 不 非 

常 合 符 常 

符    合 不 

合       符 

                                                         合   

1 上體育課時，我會注意器材使用的規定，並珍惜它。           □ □ □ □ 

2 上體育課時，假如同學有問題請教我，我很樂意幫忙解決。     □ □ □ □ 

3 在運動時，我不會干擾別人的活動。                         □ □ □ □ 

4 在參與體育比賽時，我能遵守比賽的規則。                   □ □ □ □ 

5 在參與體育比賽時，我會遵守裁判的判決。                   □ □ □ □ 

6 在運動中除了爭取本身的榮譽外，我會注意同伴的感受。       □ □ □ □ 

7 在運動時，我能隨時注意禮貌。                             □ □ □ □ 

8 在運動比賽時，如果贏了，我不會嘲笑對方。                 □ □ □ □ 

9 看到同學有不會動作時，我會主動教同學。                   □ □ □ □ 

10 在運動比賽中，如果我是裁判，我會很公平的判決。          □ □ □ □ 

11 在運動中不小心碰到別人，我會趕快跟對方說「對不起」。     □ □ □ □  

12 在課餘時間，我會自動練習體育老師所教的動作技能。        □ □ □ □ 

13 我喜歡看有關體育的電視節目及報章雜誌。                  □ □ □ □ 

14 上體育課時，我會和同學討論作做標準動作的有效方法。      □ □ □ □ 

15 除了老師教的動作外，我會想出不一樣的動作。              □ □ □ □ 

16 我會根據老師所教的動作，另創造出一些新的動作。          □ □ □ □ 

17 對於體育老師所教的內容，放學後我會自己練習。            □ □ □ □ 

18 我會和同學討論上體育課的學習心得。                      □ □ □ □ 

19 我會將上體育課所學的知識或動作應用於平常生活中。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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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  命令式教學教師行為檢核表 

日期  班級  

時間  

任課教師 陳垣翰 觀察員  

階段一 

課前做所有決定 

階段三 

課中學習者角色及其條件背景 

（）1.確認教材的內容。 

（）2.選定教學資源（場地、教材）。 

（）3.確定上課所有目標。 

（）4.活動時間的掌握。 

（）5.決定單元目標與時敘分配。 

（）6.選定教學形式。 

 

 

（）12.表現模仿的動作。 

（）13.回答教學者疑問。 

（）14.做出正確動作。 

階段二 

課中學習者角色及其條件背景 

階段四 

評鑑與回饋 

（）15.教師給予學習者回饋。 

（）16.教師遊走全場給予回饋。 

（）17.教師不因少數學習者的不當活動，

而停止全班活動。 

階段五 

課程的結束 

（）7.說出本教學形式。 

（）8.說出教學形式的目標。 

（）9.教師做動作的示範或說明。 

（）10.教學程序和教學資源運用的解說。 

（）11.回答學生問題。 

（）18.集合學習者。 

（）19.課程摘要。 

（）20.給學習者中立的回饋。 

（）21.預告教材。 

（）22.結束時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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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  練習式教學教師行為檢核表 
日期  班級  

時間  

任課教師 陳垣翰 觀察員  

階段一 

課前做所有決定 

階段三 

課中學習者角色及其條件背景 

（）1.說明練習的場所。 

（）2.說出本教學形式。 

（）3.說出本教學形式的目標。 

（）4.描述學習者的角色及要做的九個決

定。 

（）5.對學習者改變權威的心態。 

（）6.改變學習者被動學習心態。 

（）7.說明教師角色。 

（）8.學習者發問澄清問題。 

（）9.教師回答問題。 

（）18.學習者依作業表練習。 

（）19.學習這做九個決定： 

作業順序 

開始作業時間 

步調與節奏 

停止動作的時間 

間隔的時間 

問題的澄清 

服裝與儀容 

姿勢 

位置 

階段二 

課中學習者角色及其條件背景 

階段四 

評鑑與回饋 

（）20.遊動於全班：作業表的練習和個別

學習者的角色扮演。 

（）21.評量學習者：就作業和角色，提供

個別的回饋給學習者 

（）22.必要時，在關鍵時刻調整教學時敘。

階段五 

課程的結束 

（）10.公告教材。 

（）11.出示作業表。 

（）12.發作業表並說明。 

（）13.確定作業的品質。 

（）14.確定作業的程序。 

（）15.確定九個決定的資源和條件 

（含設備、場地、器材使用分配）。

（）16.對作業表引導並澄清問題。 

（）17.學習者決定開始的時間「當大家準

備好了就可以開始」。 

（）23.集合學習者。 

（）24.課程摘要 

（）25.對學習者角色的扮演提供回饋。 

（）26.澄清學習者的問題。 

（）27.預告教材。 

（）28.結束時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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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九  互惠式教學教師行為檢核表 

日期  班級  

時間  

任課教師 陳垣翰 觀察員  

階段一 

課前做所有決定 

階段三 

課中學習者角色及其條件背景 

（）1.說明練習的場所。 

（）2.說出本教學形式。 

（）3.說出本教學形式的目標。 

（）4.描述學習者和其同伴的角色。 

（）5.說明教師角色。 

（）6.學習者發問澄清問題。 

（）7.教師回答問題。 

 

（）13.教師針對活動內容做描述，分析活

動的整個程序。 

（）14.提出學習者於活動時可能會發生困

擾的部分。 

（）15.使用圖片或程序舉例說明活動的內

容。 

（）16.說明、示範觀察者並並給予口語回

饋的範例。 

（）17.再次提醒觀察者的角色。 

（）18.動作者練習動作，觀察者依標準卡

給予回饋。 

 

階段二 

課中學習者角色及其條件背景 

階段四 

評鑑與回饋 

（）19.遊動於全班。 

（）20.觀察動作者和觀察者的角色：就標

準卡和角色的扮演，提供個別的回

饋。 

（）21.使用各種不同的回饋形式。 

（）22.必要時，在關鍵時刻調整教學時敘。

階段五 

課程的結束 

（）8.公告教材。 

（）9.出示標準卡。 

（）10.發標準表並說明。 

（）11.確定上課的資源和條件 

（含設備、場地、器材使用分配）。

（）12.動作者做九個決定： 

作業順序 

開始作業時間 

步調與節奏 

停止動作的時間 

間隔的時間 

問題的澄清 

服裝與儀容 

姿勢 

位置 

（）23.集合學習者。 

（）24.課程摘要 

（）25.對學習者角色的扮演，再次提供回

饋。 

（）26.澄清學習者的問題。 

（）27.預告教材。 

（）28.結束時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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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  命令式（A）教學節課教案 

第一節課：命令式（A）教學節課教案 A－1 
教材名稱：巧固球－跑動接球射網                授課教師：陳垣翰 

教學目標：1.了解巧固球簡史。2.學會互相拋（丟）、接巧固球。 

          3.熟悉反彈球球性。 

時敘 

數 

教材內容 

（特定活動）

目標 

（內容、角色） 

教學

形式

教學資源   

（隊形、器材）

時間 意見 

1 暖身活動 老師用口語、拍手

帶領學生慢跑、做

伸展操。 

 成二路縱隊慢

跑，四排班橫隊

散開做伸展操

（運動隊形，前

二排男生、後二

排女生） 

6 分  

2 引起動機 1、講述巧固球簡史

2、說明單元目標、

活動內容、教學形

式、教師與學生扮

演之角色。 

 1.四排班橫隊

面向老師坐下

（講話隊

形）。 

3.球網 2組 

4 分  

3 說明、示範 老師說明巧固球的

構造及示範拋接球

的動作要領。 

 1.講話隊形 

2.巧固球一顆 

 

3 分  

4 主要活動（雙

手低手、單手

低手、單手肩

上拋、接球）

學生二人一組一顆

球，等老師口令一

起做動作。 

A 1.成運動隊形

面對面站著。

2.巧固球 15 顆

 

10

分 

 

5 說明、示範 老師說明接反彈球

的感覺，並示範標

準動作。 

 1.講話隊形。 

2.巧固球一顆。

3.球網一組。 

3 分  

6 集體練習（定

點射網接球）

學生二人一顆球，

等老師口令，一人

射網一人防守接

球，然後交換。 

A 1.面向球網成

二路縱隊。 

2.巧固球 15

顆。 

3.球網二組。 

10

分 

 

7 結束 檢討本節課優缺

點，並預告下節課

進度。 

 面向老師成講

話隊形。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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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課：命令式（A）教學節課教案 A－2 

教材名稱：巧固球－跑動接球射網                授課教師：陳垣翰 

教學目標：1.學會空手射網步法。 

          2.學會接球射網步法。 

時敘 

數 

教材內容 

（特定活動）

目標 

（內容、角色） 

教學

形式

教學資源   

（隊形、器材）

時間 意見 

1 暖身活動 老師用口語、拍手

帶領學生慢跑、做

伸展操、傳球練

習。 

 成二路縱隊慢

跑，四排班橫隊

散開做伸展操

（運動隊形，前

二排男生、後二

排女生） 

6 分  

2 引起動機 1、講述巧固球規則

2、說明單元目標、

活動內容、教學形

式、教師與學生扮

演之角色。 

 1.四排班橫隊

面向老師坐下

（講話隊

形）。 

3.球網 2組 

4 分  

3 說明、示範 老師說明巧固球射

網基本步法三觸地

的動作要領，並示

範標準動作。 

 1.講話隊形 

2.巧固球一顆 

 

3 分  

4 集體練習 

 

全體同學雙手叉腰

練習射網基本步

法，等老師口令一

起做動作。 

A 1.成運動隊形

面向老師。 

 

 

10

分 

 

5 說明、示範 老師說明接球三觸

地的動作要領，並

示範標準動作。 

 1.講話隊形。 

2.巧固球一顆。

 

3 分  

6 集體練習 學生二人一顆球，

等老師口令，一人

拋球一人接球三觸

地，然後交換。 

A 1.面向老師成

運動隊形。 

2.巧固球 15

顆。 

 

10

分 

 

7 結束 檢討本節課優缺

點，並預告下節課

進度。 

 面向老師成講

話隊形。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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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課：命令式（A）教學節課教案 A－3 

教材名稱：巧固球－跑動接球射網                授課教師：陳垣翰 

教學目標：1.學會正面高壓定點接球射網。（右邊 45 度左邊 45 度） 

時敘 

數 

教材內容 

（特定活動）

目標 

（內容、角色） 

教學

形式

教學資源   

（隊形、器材）

時間 意見 

1 暖身活動 老師用口語、拍手

帶領學生慢跑、做

伸展操、傳球練

習。 

 成二路縱隊慢

跑，四排班橫隊

散開做伸展操

（運動隊形，前

二排男生、後二

排女生） 

6 分  

2 引起動機 1、講述巧固球規則

2、說明單元目標、

活動內容、教學形

式、教師與學生扮

演之角色。 

 1.四排班橫隊

面向老師坐下

（講話隊

形）。 

3.球網 2組 

4 分  

3 說明、示範 老師說明巧固球定

點接球射網的動作

要領，並示範標準

動作。 

 1.講話隊形。 

2.巧固球一顆。

3.球網一組。 

3 分  

4 集體練習 

（右邊定點

接球射網） 

學生兩人一球，一

人拋球一人定點接

球射網，等老師口

令做動作。 

A 1.面向球網成

二路縱隊。 

2.巧固球 15

顆。 

3.球網二組。 

10

分 

 

5 說明、示範 老師說明接球三觸

地的動作要領，並

示範標準動作。 

 1.講話隊形。 

2.巧固球一顆。

 

3 分  

6 集體練習 

（左邊定點

接球射網） 

學生兩人一球，一

人拋球一人定點接

球射網，等老師口

令做動作。 

A 1.面向球網成

二路縱隊。 

2.巧固球 15

顆。 

3.球網二組。 

10

分 

 

7 結束 檢討本節課優缺

點，並預告下節課

進度。 

 面向老師成講

話隊形。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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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課：命令式（A）教學節課教案 A－4 

教材名稱：巧固球－跑動接球射網                授課教師：陳垣翰 

教學目標：1.學會跑動接球射網步法。 

2.學會正面高壓跑動接球射網。 

時敘 

數 

教材內容 

（特定活動）

目標 

（內容、角色） 

教學

形式

教學資源   

（隊形、器材）

時間 意見 

1 暖身活動 老師用口語、拍手

帶領學生慢跑、做

伸展操、傳球練

習。 

 成二路縱隊慢

跑，四排班橫隊

散開做伸展操

（運動隊形，前

二排男生、後二

排女生） 

6 分  

2 引起動機 1、講述巧固球規則

2、說明單元目標、

活動內容、教學形

式、教師與學生扮

演之角色。 

 1.四排班橫隊

面向老師坐下

（講話隊

形）。 

3.球網 2組 

4 分  

3 說明、示範 老師說明跑動接球

三觸地的動作要

領，並示範標準動

作。 

 1.講話隊形。 

2.巧固球一顆。

 

3 分  

4 集體練習 

（跑動接球

射網步法） 

學生二人一顆球，

等老師口令，一人

拋球一人跑動接球

三觸地，然後交

換。 

A 1.面向老師成

運動隊形。 

2.巧固球 15

顆。 

 

10

分 

 

5 說明、示範 老師說明跑動接球

射網的動作要領，

並示範標準動作。

 1.講話隊形。 

2.巧固球一顆。

3.球網一組。 

3 分  

6 集體練習 

（跑動接球

射網） 

學生二人一顆球，

等老師口令，一人

拋球一人跑動接球

射網，然後交換。

A 1.面向球網成

二路縱隊。 

2.巧固球 15

顆。 

3.球網二組。 

10

分 

 

7 結束 檢討本節課優缺

點，並預告下節課

進度。 

 面向老師成講

話隊形。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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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課：命令式（A）教學節課教案 A－5 

教材名稱：巧固球－跑動接球射網                授課教師：陳垣翰 

教學目標：1.學會跑動接球側面側平射網。（右邊、左邊） 

時敘 

數 

教材內容 

（特定活動）

目標 

（內容、角色） 

教學

形式

教學資源   

（隊形、器材）

時間 意見 

1 暖身活動 老師用口語、拍手

帶領學生慢跑、做

伸展操、傳球練

習。 

 成二路縱隊慢

跑，四排班橫隊

散開做伸展操

（運動隊形，前

二排男生、後二

排女生） 

6 分  

2 引起動機 1、講述巧固球規則

2、說明單元目標、

活動內容、教學形

式、教師與學生扮

演之角色。 

 1.四排班橫隊

面向老師坐下

（講話隊

形）。 

3.球網 2組 

4 分  

3 說明、示範 老師說明右邊跑動

接球側面側平射網

的動作要領，並示

範標準動作。 

 1.講話隊形。 

2.巧固球一顆。

 

3 分  

4 集體練習 

（右邊跑動

接球側面側

平射網） 

學生二人一顆球，

等老師口令，一人

拋球一人跑動接球

射網，然後交換。

A 1.面向球網成

二路縱隊。 

2.巧固球 15

顆。 

3.球網二組。 

10

分 

 

5 說明、示範 老師說明左邊跑動

接球下面低手射網

的動作要領，並示

範標準動作。 

 1.講話隊形。 

2.巧固球一顆。

3.球網一組。 

3 分  

6 集體練習 

（左邊跑動

接球側面側

平射網） 

學生二人一顆球，

等老師口令，一人

拋球一人跑動接球

射網，然後交換。

A 1.面向球網成

二路縱隊。 

2.巧固球 15

顆。 

3.球網二組。 

10

分 

 

7 結束 檢討本節課優缺

點，並預告下節課

進度。 

 面向老師成講

話隊形。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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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課：命令式（A）教學節課教案 A－6 

教材名稱：巧固球－跑動接球射網                授課教師：陳垣翰 

教學目標：1.學會跑動接球下面低手射網。 

         （右邊、左邊） 

時敘 

數 

教材內容 

（特定活動）

目標 

（內容、角色） 

教學

形式

教學資源   

（隊形、器材）

時間 意見 

1 暖身活動 老師用口語、拍手

帶領學生慢跑、做

伸展操、傳球練

習。 

 成二路縱隊慢

跑，四排班橫隊

散開做伸展操

（運動隊形，前

二排男生、後二

排女生） 

6 分  

2 引起動機 1、講述巧固球規則

2、說明單元目標、

活動內容、教學形

式、教師與學生扮

演之角色。 

 1.四排班橫隊

面向老師坐下

（講話隊

形）。 

3.球網 2組 

4 分  

3 說明、示範 老師說明右邊跑動

接球下面低手射網

的動作要領，並示

範標準動作。 

 1.講話隊形。 

2.巧固球一顆。

 

3 分  

4 集體練習 

（右邊跑動

接球下面低

手射網） 

學生二人一顆球，

等老師口令，一人

拋球一人跑動接球

射網，然後交換。

A 1.面向球網成

二路縱隊。 

2.巧固球 15

顆。 

3.球網二組。 

10

分 

 

5 說明、示範 老師說明左邊跑動

接球下面低手射網

的動作要領，並示

範標準動作。 

 1.講話隊形。 

2.巧固球一顆。

3.球網一組。 

3 分  

6 集體練習 

（左邊跑動

下面低手接

球射網） 

學生二人一顆球，

等老師口令，一人

拋球一人跑動接球

射網，然後交換。

A 1.面向球網成

二路縱隊。 

2.巧固球 15

顆。 

3.球網二組。 

10

分 

 

7 結束 檢討本節課優缺

點，並預告下節課

進度。 

 面向老師成講

話隊形。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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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一  命令式（A）教學時敘教案 

命令式（A）教學時敘教案 A－1 
項目：巧固球 

單元：射網 

時序：配合第一節第 【4】、【6】 時敘 

形式 A 時間：20 分鐘 適用對象：國小六年級學生 

目標 1、學會互相拋（丟）、接巧固球。 

2、熟悉巧固球反彈球性 

策略 

（含隊形、器

材、情境等） 

1、示範說明時，成四排班橫隊；操作【4】時成運動隊形；操作【6】

時面向球網成二路縱隊。 

2、巧固球 15 顆，球網二組。 

3、在綜合教室。 

技巧 

（含過程、內

容、動作要領

等） 

1、【4】 

（1）雙手低手傳手：學生雙腳打開與肩同寬，兩人面對面，一人雙手

手心向上拿球低手拋球，一人雙手心向上接球，可用身體抱球。

動作完成交換角色。 

（2）單手低手傳球：一人雙腳前後開，單手持球由下往上拋，另一人

雙手接球。動作完成交換角色。 

（3）單手肩上傳球：一人雙腳前後開，單手持球舉向斜後方丟，另一

人雙手接球。動作完成交換角色。 

2、【6】一人雙腳前後站在面向球網右邊 80 度角禁區邊（半徑三公尺

外）拿球向網面丟。另一人雙腳左右側開立與肩同寬，站在球

網左邊 80 度角，膝關節微屈，身體向前微傾，雙手掌心向外，

成接球狀準備接球。動作完成角色交換。實施三輪轉後換邊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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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令式（A）教學時敘教案 A－2 

項目：巧固球 

單元：射網 

時序：配合第二節第 【4】、【6】 時敘 

形式 A 時間：20 分鐘 適用對象：國小六年級學生 

目標 1、學會空手射網步法。 

2、學會接球射網步法。 

（以右手射網為例，左手則反向操作） 

策略 

（含隊形、器

材、情境等） 

1、示範說明時，成四排班橫隊；操作【4】時成運動隊形；操作【6】

時二人一組面對面站立。 

2、巧固球 15 顆。 

3、在綜合教室。 

技巧 

（含過程、內

容、動作要領

等） 

1、【4】（1）雙手叉腰、雙腳左右開立與肩同寬，膝關節微屈。 

（2）雙腳用力向上彈高，左腳落地，膝關節微屈。 

（3）左腳用力彈起，右腳落地，膝關節微屈。 

（4）右腳用力彈起，左腳落地，膝關節微屈。 

（5）左腳用力彈起，雙腳同時落地，膝蓋微屈。 

2、【6】、學習者甲、乙人面對面站著約距離二公尺，甲員雙手低手拋

球至乙員的身體前面，乙員需將身體彈起在空中接到球，落地

時以左腳 → 右腳 → 左腳 → 身體彈起，此時右手順勢將球

向右後上方送，再來雙腳分開落地，膝蓋微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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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令式（A）教學時敘教案 A－3 

項目：巧固球 

單元：射網 

時序：配合第三節第 【4】、【6】 時敘 

形式 A 時間：20 分鐘 適用對象：國小六年級學生 

目標 1、學會定點接球正面高壓射網。 

（以右手射網為例，左手則反向操作） 

策略 

（含隊形、器

材、情境等） 

1、示範說明時，成四排班橫隊；操作【4】、【6】時面向球網成傳球、

射網隊形排列，分男、女兩組射網隊形。 

2、巧固球 15 顆、球網二組。 

3、在綜合教室。 

技巧 

（含過程、內

容、動作要領

等） 

1、【4】學習者甲、乙人面對面站著約距離二公尺，甲員站在 90 度角

距禁區一公尺處，雙手低手拋球至乙員的身體前面，乙員站在

右邊 45 度角距禁區三公尺處，看到甲員將球拋至身體前時，立

即將身體彈起在空中接到球，落地時以左腳 → 右腳 → 左腳

→ 身體彈起，此時右手順勢將球向右後上方送將球丟向球網上

半部，再來雙腳分開著地，身體重心向前，膝蓋微屈。動作完

成角色交換。 

2、【6】動作如上述，將練習射網的學習者換站在左邊 45 度角位置。

動作完成角色交換。 

3、視學生練習狀況，變換射網角度 30、60 度角，過程及動作如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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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令式（A）教學時敘教案 A－4 

項目：巧固球 

單元：射網 

時序：配合第四節第 【4】、【6】 時敘 

形式 A 時間：20 分鐘 適用對象：國小六年級學生 

目標 1、學會跑動接球射網步法。 

2、學會跑動接球正面高壓射網 

（以右手射網為例，左手則反向操作） 

策略 

（含隊形、器

材、情境等） 

1、示範說明時，成四排班橫隊；操作【4】時以運動隊形二人面對面

站立。操作【6】時面向球網成傳球、射網隊形排列，分男、女兩組

射網隊形。 

2、巧固球 15 顆、球網二組。 

3、在綜合教室。 

技巧 

（含過程、內

容、動作要領

等） 

1、【4】先集體成運動隊形，聽從教師的口令空手練習跑動接球射網步

法；再來加長二人面對面距離，一人拋球，一人跑動接球，完

成射網步法，做完動作角色交換。 

2、【6】學習者甲、乙人面對面站著約距離二公尺，甲員站在 90 度角

距禁區一公尺處，等乙員跑動後雙手低手拋球至乙員的身體前

面，乙員站在右邊 45 度角距禁區五公尺處，先向前跑動，此時

看到甲員將球拋至身體前時，立即將身體彈起在空中接到球，

落地時以左腳 → 右腳 → 左腳 → 身體彈起，此時右手順勢

將球向右後上方送將球向下丟向球網上半部中間，再來雙腳分

開著地，身體重心向前，膝蓋微屈。動作完成角色交換。 

3、視學生練習狀況，變換射網角度 30、60 度角，過程及動作如上述。

 

 

 

 

 

 

 

 

 

 

 

 

 

 



附錄 

 111

命令式（A）教學時敘教案 A－5 

項目：巧固球 

單元：射網 

時序：配合第五節第 【4】、【6】 時敘 

形式 A 時間：20 分鐘 適用對象：國小六年級學生 

目標 1、學會跑動接球側面側平射網。 

（以右手射網為例，左手則反向操作） 

策略 

（含隊形、器

材、情境等） 

1、示範說明時，成四排班橫隊；操作【4】、【6】時面向球網成傳球、

射網隊形排列，分男、女兩組射網隊形。 

2、巧固球 15 顆、球網二組。 

3、在綜合教室。 

技巧 

（含過程、內

容、動作要領

等） 

1、【4】學習者甲、乙人面對面站著約距離二公尺，甲員站在 90 度角

距禁區一公尺處，等乙員跑動後雙手低手拋球至乙員的身體前

面，乙員站在右邊 45 度角距禁區五公尺處，先向前跑動，此時

看到甲員將球拋至身體前時，立即將身體彈起在空中接到球，

落地時以左腳 → 右腳 → 左腳 → 身體彈起，此時右手順勢

將球向右外側方送，利用腰部左轉右手向前揮擺之力量，將球

丟向球網下半部中間，再來身體順勢向左轉落地，膝蓋微屈。

動作完成角色交換。 

2、【6】過程、動作如上述，將練習射網的學生換至左邊。 

3、視學生練習狀況，變換射網角度 30 度角，過程及動作如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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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令式（A）教學時敘教案 A－6 

項目：巧固球 

單元：射網 

時序：配合第六節第 【4】、【6】 時敘 

形式 A 時間：20 分鐘 適用對象：國小六年級學生 

目標 1、學會跑動接球下面低手射網。 

（以右手射網為例，左手則反向操作） 

策略 

（含隊形、器

材、情境等） 

1、示範說明時，成四排班橫隊；操作【4】、【6】時面向球網成傳球、

射網隊形排列，分男、女兩組射網隊形。 

2、巧固球 15 顆、球網二組。 

3、在綜合教室。 

技巧 

（含過程、內

容、動作要領

等） 

1、【4】學習者甲、乙人面對面站著約距離二公尺，甲員站在 90 度角

距禁區一公尺處，等乙員跑動後雙手低手拋球至乙員的身體前

面，乙員站在右邊 45 度角距禁區五公尺處，先向前跑動，此時

看到甲員將球拋至身體前時，立即將身體彈起在空中接到球，

落地時以左腳 → 右腳 → 左腳 → 身體彈起，此時右手順勢

將球向右下側方送，以肩關節為軸，利用右臂向前擺及手腕之

力量，將球射向球網下半部中間，身體順勢向上提起，雙腳分

開著地，膝蓋微屈。動作完成角色交換。 

2、【6】過程、動作如上述，將練習射網的學生換至左邊。 

3、視學生練習狀況，變換射網角度 30 度角，過程及動作如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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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二  練習式（B）教學節課教案 

第一節課：練習式（B）教學節課教案 B-1 
教材名稱：巧固球－跑動接球射網                授課教師：陳垣翰 

教學目標：1.了解巧固球簡史。2.學會互相拋（丟）、接巧固球。3.熟悉反彈球球性。

時敘 

數 

教材內容 

（特定活動）

目標 

（內容、角色） 

教學

形式

教學資源   

（隊形、器材）

時間 意見 

1 暖身活動 老師用口語、拍手

帶領學生慢跑、做

伸展操。 

 成二路縱隊慢

跑，四排班橫隊

散開做伸展操   

。前二排男生、

後二排女生 

6 分  

2 引起動機 1、講述巧固球簡史

2、說明單元目標、

活動內容、教學形

式、教師與學生扮

演之角色。 

 1.四排班橫隊

面向老師坐下

（講話隊

形）。 

 

4 分  

3 說明、示範 老師出示作業卡說

明，及示範拋接球

的動作要領。 

 1.講話隊形 

2.巧固球一顆 

3.作業卡 

3 分  

4 練習作業卡

第一項內容

項目（拋、接

球） 

 

學生做九項決定，

依作業卡自由練

習，老師巡視全

場，隨時給學生個

別或私下回饋。 

B 1.隊形不拘。 

2.巧固球 15

顆。 

3.作業卡 

10

分 

 

5 說明、示範 老師說明接反彈球

的感覺，並示範標

準動作。 

 1.講話隊形。 

2.巧固球一顆。

3.球網一組。 

3 分  

6 練習作業卡

第二項內容

項目（定點射

網接球） 

學生二人一顆球，

一人射網一人防守

接球。老師巡視全

場，隨時給學生個

別或私下回饋。 

B 1.面向球網成

二路縱隊。 

2.巧固球 15

顆。 

3.球網二組。 

10

分 

 

7 結束 檢討本節課優缺

點，並預告下節課

進度。 

 面向老師成講

話隊形。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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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課：練習式（B）教學節課教案 B－2 

教材名稱：巧固球－跑動接球射網                授課教師：陳垣翰 

教學目標：1.學會空手射網步法。 

          2.學會接球射網步法。 

時敘 

數 

教材內容 

（特定活動）

目標 

（內容、角色） 

教學

形式

教學資源   

（隊形、器材）

時間 意見 

1 暖身活動 老師用口語、拍手

帶領學生慢跑、做

伸展操、傳接球練

習。 

 成二路縱隊慢

跑，四排班橫隊

散開做伸展操

（運動隊形，前

二排男生、後二

排女生） 

6 分  

2 引起動機 1、講述巧固球規則

2、說明單元目標、

活動內容、教學形

式、教師與學生扮

演之角色。 

 1.四排班橫隊

面向老師坐下

（講話隊

形）。 

3.球網 2組 

4 分  

3 說明、示範 老師說明作業卡內

容，及巧固球射網

基本步法三觸地的

動作要領，並示範

標準動作。 

 1.講話隊形 

2.巧固球一顆 

 

3 分  

4 練習作業卡

第一項內容

項目 

 

全體同學做九項決

定並依作業卡內容

練習，教師巡視全

場給個別回饋 

B 1.隊形不拘。 

 

 

10

分 

 

5 說明、示範 老師說明作業卡內

容及接球三觸地的

動作要領，並示範

標準動作。 

 1.講話隊形。 

2.巧固球一顆。

 

3 分  

6 練習作業卡

第二項內容

項目 

 

學生二人一顆球，

依作業卡內容練

習，教師巡視全場

給個別回饋。 

B 1.隊形不拘。 

2.巧固球 15

顆。 

 

10

分 

 

7 結束 檢討本節課優缺

點，並預告下節課

進度。 

 面向老師成講

話隊形。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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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課：練習式（B）教學節課教案 B－3 

教材名稱：巧固球－跑動接球射網                授課教師：陳垣翰 

教學目標：1.學會正面高壓定點接球射網。 

          （右邊 45 度左邊 45 度） 

時敘 

數 

教材內容 

（特定活動）

目標 

（內容、角色） 

教學

形式

教學資源   

（隊形、器材）

時間 意見 

1 暖身活動 老師用口語、拍手

帶領學生慢跑、做

伸展操、傳接球練

習。 

 成二路縱隊慢

跑，四排班橫隊

散開做伸展操

（運動隊形，前

二排男生、後二

排女生） 

6 分  

2 引起動機 1、講述巧固球規則

2、說明單元目標、

活動內容、教學形

式、教師與學生扮

演之角色。 

 1.四排班橫隊

面向老師坐下

（講話隊

形）。 

3.球網 2組 

4 分  

3 說明、示範

（右邊45度）

老師說明作業卡及

巧固球定點接球射

網的動作要領，並

示範標準動作。 

 1.講話隊形。 

2.巧固球一顆。

3.球網一組。 

3 分  

4 練習作業卡

第一項內容

項目 

 

學生兩人一球，做

九項決定並依作業

卡內容練習，老師

巡視全場給個別或

私下回饋。 

B 1.隊形不拘。 

2.巧固球 15

顆。 

3.球網二組。 

10

分 

 

5 說明、示範 

（左邊45度）

老師說明接球三觸

地的動作要領，並

示範標準動作。 

 1.講話隊形。 

2.巧固球一顆。

 

3 分  

6 練習作業卡

第二項內容

項目 

 

學生兩人一球，做

九項決定並依作業

卡內容練習，老師

巡視全場給個別或

私下回饋。 

B 1.隊形不拘。 

2.巧固球 15

顆。 

3.球網二組。 

10

分 

 

7 結束 檢討本節課優缺

點，並預告下節課

進度。 

 面向老師成講

話隊形。 

4 分  

 



附錄 

 116

第四節課：練習式（B）教學節課教案 B－4 

教材名稱：巧固球－跑動接球射網                授課教師：陳垣翰 

教學目標：1.學會跑動接球射網步法。 

          2.學會正面高壓跑動接球射網。 

時敘 

數 

教材內容 

（特定活動）

目標 

（內容、角色） 

教學

形式

教學資源   

（隊形、器材）

時間 意見 

1 暖身活動 老師用口語、拍手

帶領學生慢跑、做

伸展操、傳接球練

習。 

 成二路縱隊慢

跑，四排班橫隊

散開做伸展操

（運動隊形，前

二排男生、後二

排女生） 

6 分  

2 引起動機 1、講述巧固球規則

2、說明單元目標、

活動內容、教學形

式、教師與學生扮

演之角色。 

 1.四排班橫隊

面向老師坐下

（講話隊

形）。 

3.球網 2組 

4 分  

3 說明、示範 老師說明作業卡及

跑動接球三觸地的

動作要領，並示範

標準動作。 

 1.講話隊形。 

2.巧固球一顆。

 

3 分  

4 練習作業卡

第一項內容

項目 

學生二人一顆球，

做九項決定並依作

業卡內容練習，教

師巡視全場給個別

或私下回饋。  

B 1.隊形不拘。 

2.巧固球 15

顆。 

 

10

分 

 

5 說明、示範 老師說明作業卡內

容及跑動接球射網

的動作要領，並示

範標準動作。 

 1.講話隊形。 

2.巧固球一顆。

3.球網一組。 

3 分  

6 練習作業卡

第二項內容

項目 

學生二人一顆球，

做九項決定並依作

業卡內容練習，教

師巡視全場給個別

或私下回饋。 

B 1.隊形不拘。 

2.巧固球 15

顆。 

3.球網二組。 

10

分 

 

7 結束 檢討本節課優缺

點，並預告進度。

 面向老師成講

話隊形。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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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課：練習式（B）教學節課教案 B－5 

教材名稱：巧固球－跑動接球射網                授課教師：陳垣翰 

教學目標：1.學會跑動接球側面側平射網。（右邊、左邊） 

時敘 

數 

教材內容 

（特定活動）

目標 

（內容、角色） 

教學

形式

教學資源   

（隊形、器材）

時間 意見 

1 暖身活動 老師用口語、拍手

帶領學生慢跑、做

伸展操、傳接球練

習。 

 成二路縱隊慢

跑，四排班橫隊

散開做伸展操

前二排男生、後

二排女生） 

6 分  

2 引起動機 1、講述巧固球規則

2、說明單元目標、

活動內容、教學形

式、教師與學生扮

演之角色。 

 1.四排班橫隊

面向老師坐下

（講話隊

形）。 

3.球網 2組 

4 分  

3 說明、示範 老師說明作業卡內

容及右邊跑動接球

側面側平射網的動

作要領，並示範標

準動作。 

 1.講話隊形。 

2.巧固球一顆。

 

3 分  

4 練習作業卡

第一項內容

項目 

學生二人一顆球，

做九項決定練習作

業卡內容，教師巡

視全場給予個人或

私下回饋。 

B 1.隊形不拘。 

2.巧固球 15

顆。 

3.球網二組。 

10

分 

 

5 說明、示範 老師說明左邊跑動

接球下面低手射網

的動作要領，並示

範標準動作。 

 1.講話隊形。 

2.巧固球一顆。

3.球網一組。 

3 分  

6 練習作業卡

第二項內容

項目 

學生二人一顆球，

做九項決定練習作

業卡內容，教師巡

視全場給予個人或

私下回饋。 

B 1.隊形不拘。 

2.巧固球 15

顆。 

3.球網二組。 

10

分 

 

7 結束 檢討本節課優缺

點，並預告下節課

進度。 

 面向老師成講

話隊形。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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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課：練習式（B）教學節課教案 B－6 

教材名稱：巧固球－跑動接球射網                授課教師：陳垣翰 

教學目標：1.學會跑動接球下面低手射網。右邊、左邊） 

時敘 

數 

教材內容 

（特定活動）

目標 

（內容、角色） 

教學

形式

教學資源   

（隊形、器材）

時間 意見 

1 暖身活動 老師用口語、拍手

帶領學生慢跑、做

伸展操、傳接球練

習。 

 成二路縱隊慢

跑，四排班橫隊

散開做伸展操

前二排男生、後

二排女生） 

6 分  

2 引起動機 1、講述巧固球規則

2、說明單元目標、

活動內容、教學形

式、教師與學生扮

演之角色。 

 1.四排班橫隊

面向老師坐下

（講話隊

形）。 

3.球網 2組 

4 分  

3 說明、示範 老師說明作業卡內

容及右邊跑動接球

下面低手射網的動

作要領，並示範標

準動作。 

 1.講話隊形。 

2.巧固球一顆。

 

3 分  

4 練習作業卡

第一項內容

項目 

學生二人一顆球，

做九項決定及練習

作業卡內容，教師

巡視全場給予個人

或私下回饋。  

B 1.隊形不拘。 

2.巧固球 15

顆。 

3.球網二組。 

10

分 

 

5 說明、示範 老師說明作業卡內

容及左邊跑動接球

下面低手射網的動

作要領，並示範標

準動作。 

 1.講話隊形。 

2.巧固球一顆。

3.球網一組。 

3 分  

6 練習作業卡

第二項內容

項目 

學生二人一顆球，

做九項決定及練習

作業卡內容，教師

巡視全場給予個人

或私下回饋。 

B 1.隊形不拘。 

2.巧固球 15

顆。 

3.球網二組。 

10

分 

 

7 結束 檢討本節課優缺

點，並預告進度。

 面向老師成講

話隊形。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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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三  練習式（B）教學時敘教案 

練習式（B）教學時敘教案 B－1 
項目：巧固球        

單元：射網 

時序：配合第一節第 【4】、【6】 時敘 

形式 B 時間：20 分鐘 適用對象：國小六年級學生 

目標 1、學會互相拋（丟）、接巧固球。 

2、熟悉巧固球反彈球性 

策略 

（含隊形、器

材、情境等） 

1、示範說明時，成四排班橫隊；操作時分男女二組，隊形不拘。 

2、作業卡、巧固球 15 顆、球網二組。 

3、在綜合教室。 

技巧 

（含過程、內

容、動作要領

等） 

1、出示作業表，說明作業表的使用方式、場地設施及示範動作要領，

學生做九項決定，老師巡視全場給學生個別或私下回饋。 

2、動作要領： 

【4】 

（1）雙手低手傳手：學生雙腳打開與肩同寬，兩人面對面，一人雙手

手心向上拿球低手拋球，一人雙手心向上接球，可用身體抱球。

動作完成交換角色。 

（2）單手低手傳球：一人雙腳前後開，單手持球由下往上拋，另一人

雙手接球。動作完成交換角色。 

（3）單手肩上傳球：一人雙腳前後開，單手持球舉向斜後方丟，另一

人雙手接球。動作完成交換角色。 

【6】一人雙腳前後站在面向球網右邊 80 度角禁區邊（半徑三公尺外）

拿球向網面丟。另一人雙腳左右側開立與肩同寬，站在球網左

邊 80 度角，膝關節微屈，身體向前微傾，雙手掌心向外，成接

球狀準備接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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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習式（B）教學時敘教案 B－2 

項目：巧固球 

單元：射網 

時序：配合第二節第 【4】、【6】 時敘 

形式 B 時間：20 分鐘 適用對象：國小六年級學生 

目標 1、學會空手射網步法。 

2、學會接球射網步法。 

（以右手射網為例，左手則反向操作） 

策略 

（含隊形、器

材、情境等） 

1、示範說明時，成四排班橫隊；操作時隊形不拘。 

2、作業表、巧固球 15 顆。 

3、在綜合教室。 

技巧 

（含過程、內

容、動作要領

等） 

1、出示作業表，說明作業表的使用方式、場地設施及示範動作要領，

學生做九項決定，老師巡視全場給學生個別或私下回饋。 

2、動作要領： 

【4】（1）雙手叉腰、雙腳左右開立與肩同寬，膝關節微屈。 

（2）雙腳用力向上彈高，左腳落地，膝關節微屈。 

（3）左腳用力彈起，右腳落地，膝關節微屈。 

（4）右腳用力彈起，左腳落地，膝關節微屈。 

（5）左腳用力彈起，雙腳同時落地，膝蓋微屈。 

【6】、學習者甲、乙人面對面站著約距離二公尺，甲員雙手低手拋球

至乙員的身體前面，乙員需將身體彈起在空中接到球，落地時

以左腳 → 右腳 → 左腳 → 身體彈起，此時右手順勢將球向

右後上方送，再來雙腳分開落地，膝蓋微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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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習式（B）教學時敘教案 B－3 

項目：巧固球 

單元：射網 

時序：配合第三節第 【4】、【6】 時敘 

形式 B 時間：20 分鐘 適用對象：國小六年級學生 

目標 1、學會正面高壓定點接球射網。 

（以右手射網為例，左手則反向操作） 

策略 

（含隊形、器

材、情境等） 

1、示範說明時，成四排班橫隊；操作動作時二人一組隊形不拘。 

2、作業表、巧固球 15 顆、球網二組。 

3、在綜合教室。 

技巧 

（含過程、內

容、動作要領

等） 

1、出示作業表，說明作業表的使用方式、場地設施及示範動作要領，

學生做九項決定，老師巡視全場給學生個別或私下回饋。 

2、動作要領： 

【4】學習者甲、乙人面對面站著約距離二公尺，甲員站在 90 度角距

禁區一公尺處，雙手低手拋球至乙員的身體前面，乙員站在右

邊 45 度角距禁區三公尺處，看到甲員將球拋至身體前時，立即

將身體彈起在空中接到球，落地時以左腳 → 右腳 →左腳 →

身體彈起，此時右手順勢將球向右後上方送將球丟向球網上半

部，再來雙腳分開著地，身體重心向前，膝蓋微屈。 

【6】動作如上述，將練習射網的學習者換站在左邊 45 度角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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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習式（B）教學時敘教案 B－4 

項目：巧固球 

單元：射網 

時序：配合第四節第 【4】、【6】 時敘 

形式 B 時間：20 分鐘 適用對象：國小六年級學生 

目標 1、學會跑動接球射網步法。 

2、學會跑動接球正面高壓射網 

（以右手射網為例，左手則反向操作） 

策略 

（含隊形、器

材、情境等） 

1、示範說明時，成四排班橫隊；操作二人一組隊形不拘。 

2、作業表、巧固球 15 顆、球網二組。 

3、在綜合教室。 

技巧 

（含過程、內

容、動作要領

等） 

1、出示作業表，說明作業表的使用方式、場地設施及示範動作要領，

學生做九項決定，老師巡視全場給學生個別或私下回饋。 

2、動作要領： 

【4】先自己空手練習跑動接球射網步法；再來二一組，一人拋球，一

人跑動接球，完成射網步法。 

【6】，二人一組，射網者先跑，傳球者見狀將球拋至對方身體前一步

距離，射網者則立即跳起來在空中接到球，落地時以左腳→ 右

腳 → 左腳 → 身體彈起，此時右手順勢將球向右後上方送將

球向下丟向球網上半部中間，再來雙腳分開著地，身體重心向

前，膝蓋微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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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習式（B）教學時敘教案 B－5 

項目：巧固球 

單元：射網 

時序：配合第五節第 【4】、【6】 時敘 

形式 B 時間：20 分鐘 適用對象：國小六年級學生 

目標 1、學會跑動接球側面側平射網。 

（以右手射網為例，左手則反向操作） 

策略 

（含隊形、器

材、情境等） 

1、示範說明時，成四排班橫隊；操作時二人一組隊形不拘，男、女分

別在兩組球網。 

2、作業表、巧固球 15 顆、球網二組。 

3、在綜合教室。 

技巧 

（含過程、內

容、動作要領

等） 

1、出示作業表，說明作業表的使用方式、場地設施及示範動作要領，

學生做九項決定，老師巡視全場給學生個別或私下回饋。 

2、動作要領： 

【4】二人一組，射網者先跑，傳球者見狀將球拋至對方身體前一步距

離，射網者則立即跳起來在空中接到球，落地時以左腳 → 右

腳 → 左腳 → 身體彈起，此時右手順勢將球向右外側方送，

利用腰部左轉右手向前揮擺之力量，將球丟向球網下半部中

間，再來身體順勢向左轉落地，膝蓋微屈。 

【6】過程、動作如上述，將練習射網的學生換至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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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習式（B）教學時敘教案 B－6 

項目：巧固球 

單元：射網 

時序：配合第六節第 【4】、【6】 時敘 

形式 B 時間：20 分鐘 適用對象：國小六年級學生 

目標 1、學會跑動接球下面低手射網。 

（以右手射網為例，左手則反向操作） 

策略 

（含隊形、器

材、情境等） 

1、示範說明時，成四排班橫隊；操作二人一組隊形不拘，分男、女兩

組射網。 

2、作業表、巧固球 15 顆、球網二組。 

3、在綜合教室。 

技巧 

（含過程、內

容、動作要領

等） 

3、出示作業表，說明作業表的使用方式、場地設施及示範動作要領，

學生做九項決定，老師巡視全場給學生個別或私下回饋。 

2、動作要領： 

【4】二人一組，射網者先跑，傳球者見狀將球拋至對方身體前一步距

離，射網者則立即跳起來在空中接到球，落地時以左腳→ 右腳

→ 左腳 → 身體彈起，此時右手順勢將球向右下側方送，以肩

關節為軸，利用右臂向前擺及手腕之力量，將球射向球網下半

部中間，身體順勢向上提起，雙腳分開著地，膝蓋微屈。 

【6】過程、動作如上述，將練習射網的學生換至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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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四  練習式（B）教學作業表 

練習式（B）教學作業表 B－1 
項目：巧固球         

單元：射網 

時序：配合第一節第 【4】【6】 時敘 

 

班級：          姓名：                  座號：         日期： 

 

小朋友：請你們照著作業表上的動作來練習，已經做完的動作就在執行結果欄位打

V。 

執行結果 作業內容 

10 10 10 10 10 

教師回饋 

1.雙手低手傳接球×50       

2.單手低手傳接球×50       

3.單手肩上傳接球×50       

3.定點拿球射網×50       

4.接反彈球×50       

 

＊每做完 10 次及在執行結果的□中打 v一次，總共需五次。 

 

練習式（B）教學作業表 B－2 

項目：巧固球 

單元：射網 

時序：配合第二節第 【4】【6】 時敘 

 

班級：          姓名：                  座號：         日期： 

 

小朋友：請你們照著作業表上的動作來練習，已經做完的動作就在執行結果欄位打

V。 

執行結果 作業內容 

10 10 10 10 10 

教師回饋 

1.空手以腳做三觸地×50       

2.定點拋球至對方身體前方×50       

3.定點接球三觸地×50       

 

＊每做完 10 次及在執行結果的□中打 v一次，總共需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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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習式（B）教學作業表 B－3 

項目：巧固球 

單元：射網 

時序：配合第三節第 【4】【6】 時敘 

 

班級：          姓名：                  座號：         日期： 

 

小朋友：請你們照著作業表上的動作來練習，已經做完的動作就在執行結果欄位

打 V。 

執行結果 作業內容 

10 10    

教師回饋 

1.定點拋球至對方身體前方×20（向右邊）       

2.定點接球三觸地高壓射網×20（右邊）       

3.定點拋球至對方身體前方×20（向左邊）       

4.定點接球三觸地高壓射網×20（左邊）       

 

＊每做完 10 次及在執行結果的□中打 v一次。 

 

練習式（B）教學作業表 B－4 

項目：巧固球 

單元：射網 

時序：配合第四節第 【4】【6】 時敘 

 

班級：          姓名：                  座號：         日期： 

 

小朋友：請你們照著作業表上的動作來練習，已經做完的動作就在執行結果欄位

打 V。 

執行結果 作業內容 

10 10 10   

教師回饋 

1.定點拋球至對方身體前方×30       

2.跑動接球三觸地×30       

3.定點拋球至對方身體前方×20（向右邊）       

4.定點接球三觸地高壓射網×20（右邊）       

5.定點拋球至對方身體前方×20（向左邊）       

6.定點接球三觸地高壓射網×20（左邊）       

 

＊每做完 10 次及在執行結果的□中打 v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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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習式（B）教學作業表 B－5 

項目：巧固球 

單元：射網 

時序：配合第五節第 【4】【6】 時敘 

 

班級：          姓名：                  座號：         日期： 

 

小朋友：請你們照著作業表上的動作來練習，已經做完的動作就在執行結果欄位

打 V。 

執行結果 作業內容 

10 10 10   

教師回饋 

1. 定點拋球至對方身體前方×30（向右邊）       

2. 跑動接球三觸地側面側平射網×30（右邊）       

3. 定點拋球至對方身體前方×30（向左邊）       

4. 跑動接球三觸地側面側平射網 350（左邊）       

 

＊每做完 10 次及在執行結果的□中打 v一次。 

 

 

練習式（B）教學作業表 B－6 

項目：巧固球 

單元：射網 

時序：配合第六節第 【4】【6】 時敘 

 

班級：          姓名：                  座號：         日期： 

 

小朋友：請你們照著作業表上的動作來練習，已經做完的動作就在執行結果欄位

打 V。 

執行結果 作業內容 

10 10 10   

教師回饋 

1. 定點拋球至對方身體前方×30（向右邊）       

2. 跑動接球三觸地下面低手射網×30（右邊）       

3. 定點拋球至對方身體前方×30（向左邊）       

4. 跑動接球三觸地下面低手射網×30（左邊）       

 

＊每做完 10 次及在執行結果的□中打 v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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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五  互惠式（C）教學節課教案 

第一節課互惠式（C）教學節課教案 C－1 

教材名稱：巧固球－跑動接球射網                授課教師：陳垣翰 

教學目標：1.了解巧固球簡史。2.學會互相拋（丟）、接巧固球。3.熟悉巧固球反彈球

性。 

時敘 

數 

教材內容 

（特定活

動） 

目標 

（內容、角色） 

教學

形式

教學資源   

（隊形、器材）

時間 意見 

1 暖身活動 老師用口語、拍手帶

領學生慢跑、做伸展

操。 

 成二路縱隊慢

跑，四排班橫隊

散開做伸展操   

。前二排男生、

後二排女生 

6 分  

2 引起動機 1、講述巧固球簡史 

2、說明單元目標、

活動內容、教學形

式、教師與學生扮演

之角色。 

 1.四排班橫隊

面向老師坐下

（講話隊

形）。 

 

4 分  

3 說明、示範 老師出示標準卡說

明，及示範拋接球的

動作要領。 

 1.講話隊形 

2.巧固球一顆 

3.標準卡 

3 分  

4 練習標準卡

第一項內容

項目（拋、

接球） 

學生做九項決定，依

標準卡自由練習，老

師巡視全場給觀察

者回饋。 

C 1.學生二人一

組隊形不居。

2.巧固球 15 顆

3.標準卡 

10

分 

 

5 說明、示範 老師說明接反彈球

的感覺，並示範標準

動作。 

 1.講話隊形。 

2.巧固球一顆。

3.球網一組。 

3 分  

6 練習標準卡

第二項內容

項目（定點

射網接球） 

學生二人一顆球，依

標準卡自由練習，一

人射網接球，一人回

饋。老師巡視全場，

只給觀察者回饋。 

C 1.學生二人一

組隊形不拘。

2.巧固球 15

顆。 

3.球網二組。 

10

分 

 

7 結束 檢討本節課優缺

點，並預告下節課進

度。 

 面向老師成講

話隊形。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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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課互惠式（C）教學節課教案 C－2 

教材名稱：巧固球－跑動接球射網                授課教師：陳垣翰 

教學目標：1.學會空手射網步法。 

          2.學會接球射網步法。 

時敘 

數 

教材內容 

（特定活動）

目標 

（內容、角色） 

教學

形式

教學資源   

（隊形、器材）

時間 意見 

1 暖身活動 老師用口語、拍手

帶領學生慢跑、做

伸展操。 

 成二路縱隊慢

跑，四排班橫隊

散開做伸展操

（運動隊形，前

二排男生、後二

排女生） 

6 分  

2 引起動機 1、講述巧固球規則

2、說明單元目標、

活動內容、教學形

式、教師與學生扮

演之角色。 

 1.四排班橫隊

面向老師坐下

（講話隊

形）。 

3.球網 2組 

4 分  

3 說明、示範 老師說明標準卡內

容，及巧固球射網

基本步法三觸地的

動作要領，並示範

標準動作。 

 1.講話隊形 

2.巧固球一顆 

3.標準卡 

3 分  

4 練習標準卡

第一項內容

項目 

 

學生二人一組做九

項決定並依標準卡

內容練習，教師巡

視只給觀察者回饋

C 1.隊形不拘。 

2.巧固球 15 顆

 

 

10

分 

 

5 說明、示範 老師說明標準卡內

容及接球三觸地的

動作要領，並示範

標準動作。 

 1.講話隊形。 

2.巧固球一顆。

 

3 分  

6 練習標準卡

第二項內容

項目 

 

學生二人一顆球，

依標準卡內容練

習，教師巡視全場

只給觀察者回饋。

C 1.隊形不拘。 

2.巧固球 15 顆

 

10

分 

 

7 結束 檢討本節課優缺

點，並預告下節課

進度。 

 面向老師成講

話隊形。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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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課  互惠式（C）教學節課教案 C－3 

教材名稱：巧固球－跑動接球射網                授課教師：陳垣翰 

教學目標：1.學會定點接球正面高壓射網。（右邊 45 度左邊 45 度） 

時敘 

數 

教材內容 

（特定活動）

目標 

（內容、角色） 

教學

形式

教學資源   

（隊形、器材）

時間 意見 

1 暖身活動 老師用口語、拍手

帶領學生慢跑、做

伸展操。 

 成二路縱隊慢

跑，四排班橫隊

散開做伸展操

（運動隊形，前

二排男生、後二

排女生） 

6 分  

2 引起動機 1、講述巧固球規則

2、說明單元目標、

活動內容、教學形

式、教師與學生扮

演之角色。 

 1.四排班橫隊

面向老師坐下

（講話隊

形）。 

3.球網 2組 

4 分  

3 說明、示範

（右邊45度）

老師說明標準卡及

巧固球定點接球射

網的動作要領，並

示範標準動作。 

 1.講話隊形。 

2.巧固球一顆。

3.球網一組。 

4.標準卡。 

3 分  

4 練習標準卡

第一項內容

項目 

 

學生兩人一球，做

九項決定並依標準

卡內容練習，老師

巡視全場只給觀察

者回饋。 

C 1.二人一組隊

形不拘。 

2.巧固球 15 顆

3.球網二組。 

10

分 

 

5 說明、示範 

（左邊45度）

老師說明接球三觸

地的動作要領，並

示範標準動作。 

 1.講話隊形。 

2.巧固球一顆。

3.球網一組。 

3 分  

6 練習標準卡

第二項內容

項目 

 

學生兩人一球，做

九項決定並依標準

內容練習，老師巡

視只給觀察者回

饋。 

C 1. 二人一組隊

形不拘。 

2.巧固球 15 顆

3.球網二組。 

10

分 

 

7 結束 檢討本節課優缺

點，並預告下節課

進度。 

 面向老師成講

話隊形。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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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課  互惠式（C）教學節課教案 C－4 

教材名稱：巧固球－跑動接球射網                授課教師：陳垣翰 

教學目標：1.學會跑動接球射網步法。 

          2.學會跑動接球正面高壓射網。 

時敘 

數 

教材內容 

（特定活動）

目標 

（內容、角色） 

教學

形式

教學資源   

（隊形、器材）

時間 意見 

1 暖身活動 老師用口語、拍手

帶領學生慢跑、做

伸展操。 

 成二路縱隊慢

跑，四排班橫隊

散開做伸展操

（運動隊形，前

二排男生、後二

排女生） 

6 分  

2 引起動機 1、講述巧固球規則

2、說明單元目標、

活動內容、教學形

式、教師與學生扮

演之角色。 

 1.四排班橫隊

面向老師坐下

（講話隊

形）。 

3.球網 2組 

4 分  

3 說明、示範 老師說明標準卡及

跑動接球三觸地的

動作要領，並示範

標準動作。 

 1.講話隊形。 

2.巧固球一顆。

3.標準卡。 

3 分  

4 練習標準卡

第一項內容

項目 

學生二人一顆球，

做九項決定並依標

準卡內容練習，教

師巡視全場只給觀

察者回饋。  

C 1.二人一組隊

形不拘。 

2.巧固球 15 顆

 

10

分 

 

5 說明、示範 老師說明標準卡內

容及跑動接球射網

的動作要領，並示

範標準動作。 

 1.講話隊形。 

2.巧固球一顆。

3.球網一組。 

3 分  

6 練習標準卡

第二項內容

項目 

學生二人一顆球，

做九項決定並依標

準卡內容練習，教

師巡視全場只給觀

察者回饋。 

C 1.二人一組隊

形不拘。 

2.巧固球 15

顆。 

3.球網二組。 

10

分 

 

7 結束 檢討本節課優缺

點，並預告進度。

 面向老師成講

話隊形。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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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課  互惠式（C）教學節課教案 C－5 

教材名稱：巧固球－跑動接球射網                授課教師：陳垣翰 

教學目標：1.學會跑動接球側面側平射網。（右邊、左邊） 

時敘 

數 

教材內容 

（特定活動）

目標 

（內容、角色） 

教學

形式

教學資源   

（隊形、器材）

時間 意見 

1 暖身活動 老師用口語、拍手

帶領學生慢跑、做

伸展操。 

 成二路縱隊慢

跑，四排班橫隊

散開做伸展操

前二排男生、後

二排女生） 

6 分  

2 引起動機 1、講述巧固球規則

2、說明單元目標、

活動內容、教學形

式、教師與學生扮

演之角色。 

 1.四排班橫隊

面向老師坐下

（講話隊

形）。 

3.球網 2組 

4 分  

3 說明、示範 老師說明標準卡內

容及右邊跑動接球

側面側平射網的動

作要領，並示範標

準動作。 

 1.講話隊形。 

2.巧固球一顆。

3.球網一組。 

4.標準卡 

3 分  

4 練習標準卡

第一項內容

項目 

學生二人一顆球，

做九項決定練習標

準卡內容，教師巡

視全場只給觀察者

回饋。 

C 1 二人一組.隊

形不拘。 

2.巧固球 15

顆。 

3.球網二組。 

10

分 

 

5 說明、示範 老師說明標準卡及

左邊射網的動作要

領，並示範標準動

作。 

 1.講話隊形。 

2.巧固球一顆。

3.球網一組。 

4.標準卡 

3 分  

6 練習標準卡

第二項內容

項目 

學生二人一顆球，

做九項決定練習標

準卡內容，教師巡

視全場只給觀察者

回饋。 

C 1.隊形不拘。 

2.巧固球 15 顆

3.球網二組。 

10

分 

 

7 結束 檢討本節課優缺

點，並預告下節課

進度。 

 面向老師成講

話隊形。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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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課  互惠式（C）教學節課教案 C－6 

教材名稱：巧固球－跑動接球射網                授課教師：陳垣翰 

教學目標：1.學會跑動接球下面低手射網。（右邊、左邊） 

時敘 

數 

教材內容 

（特定活動）

目標 

（內容、角色） 

教學

形式

教學資源   

（隊形、器材）

時間 意見 

1 暖身活動 老師用口語、拍手

帶領學生慢跑、做

伸展操。 

 成二路縱隊慢

跑，四排班橫隊

散開做伸展操

前二排男生、後

二排女生） 

6 分  

2 引起動機 1、講述巧固球規則

2、說明單元目標、

活動內容、教學形

式、教師與學生扮

演之角色。 

 1.四排班橫隊

面向老師坐下

（講話隊

形）。 

3.球網 2組 

4 分  

3 說明、示範 老師說明標準卡內

容及右邊跑動接球

下面低手射網的動

作要領，並示範標

準動作。 

 1.講話隊形。 

2.巧固球一顆。

3.標準卡 

 

3 分  

4 練習標準卡

第一項內容

項目 

學生二人一顆球，

做九項決定及練習

標準卡內容，教師

巡視全場只給觀察

者回饋。  

C 1.二人一組隊

形不拘。 

2.巧固球 15 顆

3.球網二組。 

10

分 

 

5 說明、示範 老師說明作業卡內

容及左邊跑動接球

下面低手射網的動

作要領，並示範標

準動作。 

 1.講話隊形。 

2.巧固球一顆。

3.球網一組。 

4.標準卡 

3 分  

6 練習標準卡

第二項內容

項目 

學生二人一顆球，

做九項決定及練習

標準卡內容，教師

巡視全場只給觀察

者回饋。 

C 1 二人一組.隊

形不拘。 

2.巧固球 15 顆

3.球網二組。 

10

分 

 

7 結束 檢討本節課優缺

點，並預告進度。

 面向老師成講

話隊形。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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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六  互惠式（C）教學時敘教案 

互惠式（C）教學時敘教案 C－1 
項目：巧固球 

單元：射網 

時序：配合第一節第 【4】、【6】 時敘 

形式 C 時間：20 分鐘 適用對象：國小六年級學生 

目標 1、學會互相拋（丟）、接巧固球。 

2、熟悉巧固球反彈球性 

策略 

（含隊形、器

材、情境等） 

1、示範說明時，成四排班橫隊；操作時分男女二邊，二人一組隊形不

拘。 

2、標準卡二人一份 

3、巧固球 15 顆、球網二組。 

4、在綜合教室。 

技巧 

（含過程、內

容、動作要領

等） 

3、出示標準卡，說明標準卡的使用方式、場地設施及示範動作要領，

學生做九項決定，老師巡視全場只給觀察者回饋。 

4、動作者 1先動作，動作者 2觀察動作者 1之動作，根據標準卡及教

師意見給予回饋。 

5、動作者 2動作，動作者 1觀察動作者 2之動作，根據標準卡及教師

意見給予回饋。 

6、動作要領： 

【4】 

（1）雙手低手傳手：學生雙腳打開與肩同寬，兩人面對面，一人雙手

手心向上拿球低手拋球，一人雙手心向上接球，可用身體抱球。

動作完成交換角色。 

（2）單手低手傳球：一人雙腳前後開，單手持球由下往上拋，另一人

雙手接球。動作完成交換角色。 

（3）單手肩上傳球：一人雙腳前後開，單手持球舉向斜後方丟，另一

人雙手接球。動作完成交換角色。 

【6】一人雙腳前後站在面向球網中間 90 度角禁區邊（半徑三公尺外）

拿球向網面丟。隨後雙腳左右側開立與肩同寬站在原地，膝關

節微屈，身體向前微傾，雙手掌心向外，成接球狀準備接球。

 

 

 

 

 



附錄 

 135

互惠式（C）教學時敘教案 C－2 

項目：巧固球 

單元：射網 

時序：配合第二節第 【4】、【6】 時敘 

形式 C 時間：20 分鐘 適用對象：國小六年級學生 

目標 1、學會空手射網步法。 

2、學會接球射網步法。 

（以右手射網為例，左手則反向操作） 

策略 

（含隊形、器

材、情境等） 

1、示範說明時，成四排班橫隊；操作時二人一組隊形不拘。 

2、標準卡二人一份。 

3、巧固球 15 顆。 

4、在綜合教室。 

技巧 

（含過程、內

容、動作要領

等） 

3、出示標準卡，說明標準卡的使用方式、場地設施及示範動作要領，

學生做九項決定，老師巡視全場只給觀察者回饋。 

4、動作者 1先動作，動作者 2觀察動作者 1之動作，根據標準卡及教

師意見給予回饋。 

5、動作者 2動作，動作者 1觀察動作者 2之動作，根據標準卡及教師

意見給予回饋。 

6、動作要領： 

【4】（1）雙手叉腰、雙腳左右開立與肩同寬，膝關節微屈。 

（2）雙腳用力向上彈高，左腳落地，膝關節微屈。 

（3）左腳用力彈起，右腳落地，膝關節微屈。 

（4）右腳用力彈起，左腳落地，膝關節微屈。 

（5）左腳用力彈起，雙腳同時落地，膝蓋微屈。 

【6】、學習者甲、乙人面對面站著約距離二公尺，甲員雙手低手拋球

至乙員的身體前面，乙員需將身體彈起在空中接到球，落地時

以左腳 → 右腳  → 左腳 → 身體彈起，此時右手順勢將球向

右後上方送，再來雙腳分開落地，膝蓋微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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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惠式（C）教學時敘教案 C－3 

項目：巧固球 

單元：射網 

時序：配合第三節第 【4】、【6】 時敘 

形式 C 時間：20 分鐘 適用對象：國小六年級學生 

目標 1、學會定點接球正面高壓射網。 

（以右手射網為例，左手則反向操作） 

策略 

（含隊形、器

材、情境等） 

1、示範說明時，成四排班橫隊；操作動作時二人一組隊形不拘。 

2、標準卡二人一份。 

3、巧固球 15 顆、球網二組。 

4、在綜合教室。 

技巧 

（含過程、內

容、動作要領

等） 

7、出示標準卡，說明標準卡的使用方式、場地設施及示範動作要領，

學生做九項決定，老師巡視全場只給觀察者回饋。 

8、動作者 1先動作，動作者 2觀察動作者 1之動作，根據標準卡及教

師意見給予回饋。 

9、動作者 2動作，動作者 1觀察動作者 2之動作，根據標準卡及教師

意見給予回饋。 

2、動作要領： 

【4】學習者甲、乙人面對面站著約距離二公尺，甲員站在 90 度角距

禁區一公尺處，雙手低手拋球至乙員的身體前面，乙員站在右

邊 45 度角距禁區三公尺處，看到甲員將球拋至身體前時，立即

將身體彈起在空中接到球，落地時以左腳 → 右腳 →左腳 →

身體彈起，此時右手順勢將球向右後上方送將球丟向球網上半

部，再來雙腳分開著地，身體重心向前，膝蓋微屈。 

2、【6】動作如上述，將練習射網的學習者換站在左邊 45 度角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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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惠式（C）教學時敘教案 C－4 

項目：巧固球 

單元：射網 

時序：配合第四節第 【4】、【6】 時敘 

形式 C 時間：20 分鐘 適用對象：國小六年級學生 

目標 1、學會跑動接球射網步法。 

2、學會跑動接球正面高壓射網 

（以右手射網為例，左手則反向操作） 

策略 

（含隊形、器

材、情境等） 

2、示範說明時，成四排班橫隊；操作二人一組隊形不拘。 

3、標準卡二人一份。 

4、巧固球 15 顆、球網二組。 

4、在綜合教室。 

技巧 

（含過程、內

容、動作要領

等） 

4、出示標準卡，說明標準卡的使用方式、場地設施及示範動作要領，

學生做九項決定，老師巡視全場只給觀察者回饋。 

5、動作者 1先動作，動作者 2觀察動作者 1之動作，根據標準卡及教

師意見給予回饋。 

6、動作者 2動作，動作者 1觀察動作者 2之動作，根據標準卡及教師

意見給予回饋。 

7、動作要領： 

【4】先自己空手練習跑動接球射網步法；再來二一組，一人拋球，一

人跑動接球，完成射網步法。 

【6】，二人一組，射網者先跑，傳球者見狀將球拋至對方身體前一步

距離，射網者則立即跳起來在空中接到球，落地時以左腳 →右

腳 → 左腳 → 身體彈起，此時右手順勢將球向右後上方送將

球向下丟向球網上半部中間，再來雙腳分開著地，身體重心向

前，膝蓋微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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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惠式（C）教學時敘教案 C－5 

項目：巧固球 

單元：射網 

時序：配合第五節第 【4】、【6】 時敘 

形式 C 時間：20 分鐘 適用對象：國小六年級學生 

目標 1、學會跑動接球側面側平射網。 

（以右手射網為例，左手則反向操作） 

策略 

（含隊形、器

材、情境等） 

1、示範說明時，成四排班橫隊；操作時二人一組隊形不拘，男、女分

別在兩組球網。 

2、作業表、巧固球 15 顆、球網二組。 

3、在綜合教室。 

技巧 

（含過程、內

容、動作要領

等） 

3、出示標準卡，說明標準卡的使用方式、場地設施及示範動作要領，

學生做九項決定，老師巡視全場只給觀察者回饋。 

4、動作者 1先動作，動作者 2觀察動作者 1之動作，根據標準卡及教

師意見給予回饋。 

5、動作者 2動作，動作者 1觀察動作者 2之動作，根據標準卡及教師

意見給予回饋。 

6、動作要領： 

【4】二人一組，射網者先跑，傳球者見狀將球拋至對方身體前一步距

離，射網者則立即跳起來在空中接到球，落地時以左腳→ 右腳

→ 左腳 → 身體彈起，此時右手順勢將球向右外側方送，利用

腰部左轉右手向前揮擺之力量，將球丟向球網下半部中間，再

來身體順勢向左轉落地，膝蓋微屈。 

【6】過程、動作如上述，將練習射網的學生換至左邊。 

 

 

 

 

 

 

 

 

 

 

 

 

 

 



附錄 

 139

互惠式（C）教學時敘教案 C－6 

項目：巧固球 

單元：射網 

時序：配合第六節第 【4】、【6】 時敘 

形式 C 時間：20 分鐘 適用對象：國小六年級學生 

目標 1、學會跑動接球下面低手射網。 

（以右手射網為例，左手則反向操作） 

策略 

（含隊形、器

材、情境等） 

1、示範說明時，成四排班橫隊；操作二人一組隊形不拘，分男、女兩

組射網。 

2、標準卡二人一份。 

3、巧固球 15 顆、球網二組。 

4、在綜合教室。 

技巧 

（含過程、內

容、動作要領

等） 

7、出示標準卡，說明標準卡的使用方式、場地設施及示範動作要領，

學生做九項決定，老師巡視全場只給觀察者回饋。 

8、動作者 1先動作，動作者 2觀察動作者 1之動作，根據標準卡及教

師意見給予回饋。 

9、動作者 2動作，動作者 1觀察動作者 2之動作，根據標準卡及教師

意見給予回饋。 

4、動作要領： 

【4】二人一組，射網者先跑，傳球者見狀將球拋至對方身體前一步距

離，射網者則立即跳起來在空中接到球，落地時以左腳→ 右腳

→ 左腳 → 身體彈起，此時右手順勢將球向右下側方送，以肩

關節為軸，利用右臂向前擺及手腕之力量，將球射向球網下半

部中間，身體順勢向上提起，雙腳分開著地，膝蓋微屈。 

【6】過程、動作如上述，將練習射網的學生換至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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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十七  互惠式（C）教學標準卡 

項目：巧固球        互惠式（C）教學標準卡 C－1 

單元：射網 

時序：配合第一節第 【4】【6】 時敘 

日期：                                    班級： 

 

動作者 1姓名：                    動作者 2姓名： 

 

動作者：做出「觀察的動作」中的拋（接）及射網動作，做完之後交換。 

觀察者：觀察動作者是否依步驟完成動作。 

動作者 1 動作者 2  

觀察的動作 是 否 是 否 

1.雙手掌心向上拿球。     

2.球拋出成拋物線狀。     

第一

項【4】

-1 3.雙手掌心向上接球（可抱球）。     

1.單手掌心向上拿球。     

2.球拋出成拋物線狀。     

【4】

-2 

3.雙手掌心向上接球（可抱球）。     

1.雙手持球在頭後上方。     【4】

-3 2.球略成直線投出     

1.雙腳膝關節微屈前後站。     

2.左肩面向球網。     

3.眼睛注視球網。     

第二

項動

作【6】 

4.單手持球向後上方擺丟向球網。     

◎ 觀察者給予動作者之口語回饋： 

第一項：【4】-1           【4】-2                 【4】-3 

1.掌心要朝上。          1.掌心要朝上。          1.球要在頭後面。 

2.球要稍微高高的掉下來。2.球要稍微高高的掉下來。2.丟直一點。 

3.可以用腹部抱球。      3.可以用腹部抱球。        

＊你拋（接）的好棒。 

第二項： 

1.腳稍微蹲一下。 

2.左肩要朝向球網。  

3.眼睛要看著球網。 

4.出手丟球時要以前腳為支撐點。 

＊左肩向前轉腰丟球更有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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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惠式（C）教學標準卡 C－2 

項目：巧固球 

單元：射網 

時序：配合第二節第 【4】【6】 時敘 

 

日期：                                    班級： 

 

動作者 1姓名：                    動作者 2姓名： 

 

動作者：做出「觀察的動作」中的射網動作，做完之後交換。 

觀察者：觀察動作者是否依步驟完成動作。 

動作者 1 動作者 2  

觀察的動作 是 否 是 否 

1.身體彈起來，以左（右）腳落地為第一觸

地。 

    

2.第二觸地是右（左）腳     第三觸地是

左（右）腳。 

    

第一

項動

作【4】 

3.第三觸地左（右）腳屈膝將身體往上彈，

雙腳分開屈膝落地。 

    

1.身體在空中落地前雙手接到球。     

2.左（右）腳     右（左）腳     左（右）

腳三觸地。 

    

3.單手持球向後上方擺。     

第二

項動

作【6】 

4.雙腳分開屈膝落地。     

◎ 觀察者給予動作者之口語回饋： 

第一項： 

1.第一觸地要用左（右）腳。 

2.第二觸地用右（左）腳，第三觸地用左（右）腳。 

3.雙腳分開屈膝落地，以免受傷。 

＊單腳觸地時不要一直跳，會犯規。 

第二項： 

1.要在空中接到球。 

2.每一觸地腳只能接觸地板一次 。 

3.球要拿穩。 

4.雙腳分開屈膝落地，以免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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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惠式（C）教學標準卡 C－3 

項目：巧固球 

單元：射網 

時序：配合第三節第【4】【6】時敘 

 

日期：                                    班級： 

 

動作者 1姓名：                    動作者 2姓名： 

 

動作者：做出「觀察的動作」中的射網動作，做完之後交換。 

觀察者：觀察動作者是否一步驟完成動作。 

動作者 1 動作者 2 

右邊 左邊 右邊 左邊 

 

觀察的動作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1.身體蹬地躍起在禁區上空，左（右）肩朝反彈網。         

2.右（左）手抓球向後上方高舉。         

3.轉腰揮臂將球射到反彈網的上半部         

4.雙腳分開著地，屈膝落地         

◎ 觀察者給予動作者之口語回饋： 

1.要將身體跳進去禁區一點。 

2.球要拿穩往上擺。 

3.要轉腰用力將球射到反彈網上半部。 

4.落地要屈膝，以免受傷。 

＊注意避開球架，不要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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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惠式（C）教學標準卡 C－4 

項目：巧固球 

單元：射網 

時序：配合第四節第 【4】【6】 時敘 

 

日期：                                    班級： 

 

動作者 1姓名：                    動作者 2姓名： 

 

動作者：做出「觀察的動作」中的射網動作，做完之後交換。 

觀察者：觀察動作者是否依步驟完成動作。 

動作者 1 動作者 2  

觀察的動作 是 否 是 否 

1.人先跑動及眼睛注視來球。     

2.身體蹬地躍起在落地前接到球。     

第一

項動

作【4】 3. 左（右）腳     右（左）腳     左（右）

腳三觸地，同時順勢右轉腰將球往後上方

帶。 

    

1. 人先跑動及眼睛注視來球。     

2.身體在空中落地前雙手接到球。     

3.左（右）腳     右（左）腳     左（右）

腳三觸地。 

    

第二

項動

作【6】 

4.單手持球向後上方擺，利用轉腰揮臂將球

射到反彈網。 

    

 5. 雙腳分開屈膝落地。     

◎ 觀察者給予動作者之口語回饋： 

第一項： 

1.球未傳出前，人要先跑。 

2.身體落地前要接到球。 

3.單腳觸地時（三觸地）不要一直跳，會犯規。 

＊雙腳分開屈膝落地，以免受傷。 

第二項： 

1.球未傳出前，人要先跑。 

2.要在空中接到球。 

3.每一觸地腳只能接觸地板一次 。 

4.球要拿穩。 

5.雙腳分開屈膝落地，以免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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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惠式（C）教學標準卡 C－5 

項目：巧固球 

單元：射網 

時序：配合第五節第【4】【6】時敘 

 

日期：                                    班級： 

 

動作者 1姓名：                    動作者 2姓名： 

 

動作者：做出「觀察的動作」中的射網動作，做完之後交換。 

觀察者：觀察動作者是否一步驟完成動作。 

動作者 1 動作者 2 

右邊 左邊 右邊 左邊 

 

觀察的動作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1.準備姿勢：身體騰空跳躍接到球          

2.射網之前：右（左）手掌持球，置於身體右（左）

外側。 

        

3.射網動作：轉腰揮臂將球射到反彈網的下半部         

4.射網之後：雙腳分開著地，屈膝落地         

◎ 觀察者給予動作者之口語回饋： 

1.要將身體跳進去禁區一點。 

2.球要拿穩平拉到身體外側。 

3.要轉腰用力將球射到反彈網。 

4.落地要屈膝，以免受傷。 

＊注意避開球架，不要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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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惠式（C）教學標準卡 C－6 

項目：巧固球 

單元：射網 

時序：配合第六節第【4】【6】時敘 

 

日期：                                    班級： 

 

動作者 1姓名：                    動作者 2姓名： 

 

動作者：做出「觀察的動作」中的射網動作，做完之後交換。 

觀察者：觀察動作者是否一步驟完成動作。 

動作者 1 動作者 2 

右邊 左邊 右邊 左邊 

 

觀察的動作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1.準備姿勢：身體在禁區外，正對反彈網跑動接球。         

2.射網之前：右（左）手掌持球，至於身體右（左）

側後。 

        

3.射網動作：以肩關節為軸，利用右臂向前擺及手

腕力量，由臀後側將球射到反彈網的

下半部。 

        

4.射網之後：身體順勢挺起，雙腳分開著地，屈膝

落地 

        

◎ 觀察者給予動作者之口語回饋： 

1.要先跑。 

2.球要放在臀後側。 

3.將球拿穩由下往上射到反彈網下半部。 

4.落地要屈膝，以免受傷。 

＊注意避開球架，不要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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