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學實驗記錄 

壹、教學實驗基本資訊 

一、教材類別與項目：競爭型運動(隔網) 

二、教材原始學習階段：第三學習階段 

三、原始作者：黃志成、葉仰道 

四、教學實驗學習階段：第三學習階段 

五、教 學 者：林士凱 

六、實驗節次：共8節，實施第6節 
 

貳、教學活動設計 

領域/科目 健康與體育領域 教學者 林士凱 

實施年級 第三學習階段 總節數 8節 

單元名稱 逗陣玩排球 

教材來源/參考 自編、國小體育教學模組「網/牆」概念構圖 

教學資源/設備 軟式排球、戰術板、球網、球架 

學 

習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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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表現 

3c-III-1表現穩定的身體控制和協

調能力。 

3d-III-1應用學習策略，提高運動技

能學習效能。 

3d-III-2演練比賽中的進攻和防守

策略。 

3d-III-3透過體驗或實踐，解決練習

或比賽的問題。 

領綱 

核心 

素養 

健體-E-C2 

具備同理他人感受，在體育活動

和健康生活中樂於與人互動，並

與團隊成員合作，促進身心健康。 

學習 

內容 

Ha-III-1排球運動基本運動及基礎

戰術。 

議題 

融入 

實質

內涵 
人E3了解每個人需求的不同，並討論與遵守團隊的規則 

設計理念 

與 

核心素養 

呼應說明 

透過PLAY的教學步驟，由淺至深的技能引導，由遊戲活動到正規比賽的遷移，

讓學生能喜歡隔網運動的相關學習，從不同隔網運動的球感練習，利用學生喜

歡實作、遊戲與競賽的喜好，培養團隊合作與溝通的精神(健體-E-C2)，教師引

導學生在學習情境的發現與問題，透過報告、討論與觀察，深化基礎動作概念 

(健體-E-B1)，能讓學生喜歡體育、最後愛上體育 

 

 



 

學習目標 

1. 透過排球遊戲認識排球基本原理、比賽規則及禮儀規範(Ha-Ⅲ-1、3c-Ⅲ-1)。  

2. 應用學習策略，並演練比賽中的進攻和防守策略，提高運動技能學習效能 (3d-Ⅲ-1、3d-Ⅲ-

2、Ha-Ⅲ-1)。  

3. 運用小組競賽、報告、討論與觀察任務，了解排球的基本動作操作原理，與同儕合作、思考

與討論來解決學習任務 (Ha-Ⅲ-1、3d-Ⅲ-3)。 

 

 

課 

程 

大 

綱 

節次 每節重點 教學實驗 

1 支援前線、高/低手傳球 V 

2 支援前線、高/低手傳球 V 

3 王牌大進擊、攻防策略 V 

4 王牌大進擊、攻防策略 V 

5 逗陣玩排球、發球 V 

6 逗陣玩排球、發球 V 

7 樂樂排球  

8 樂樂排球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學習重點暨核心素養

呼應說明 

第

6

節 

Play 策略 

1.人數 : 4-5人一組（異質性分組） 

2.器材 : 軟式排球、戰術板、球網、球架 

3.場地範圍 :利用學校現有羽球場。 

 (一)遊戲比賽 

1.熱身活動-  

 傳接高手：每組 1 顆球，可依老師之前教授模式進行接發球熱

身，各組也可討論組內需要設計低手接發球熱身活動。  

☆備註：學生需在場地內進行發球及低手接球活動，藉以完成

「逗陣玩排球」遊戲所需肌群的熱身準備。 

2.「王牌大進擊、攻防策略」遊戲規則與禮儀 

學生在比賽的情境中，除第一球及最後一球以低手傳接，其餘球

員傳接以手接住球來防守。「每位隊員皆傳接球」的用意則是增

加每位學生的參與度與運動量。最後由王牌配球給其他隊友低手

打過，藉以引導學生思考進攻的戰術。 

（1）發球：每隊、每人輪轉發球，發球線後方發球。 

（2）防守：第一球及最後一球以低手傳接（可落地一下），其餘

以手傳接球，每位隊員皆傳接球後，才可回球過網。 

 

 

 

 

 

 

 

 

 

 

 

 

 

 

 

 

 

 

 

 

 

 

 

 



（3）進攻:經輪轉設定一固定位置為王牌，在王牌區配球給隊員

擊過。 

（4）得分：球落地 2次以上、球出界等。 

 

 

(四人，A2、B2為王牌; A1、B1為發球者)   (五人，A3、B3為王牌; A1、B1為發球者) 

（5）時間：6-8分鐘。 

（6）禮儀：敬禮握手、服從裁判。 

（7）網子高度:約 130~150公分。 

☆班級經營注意事項 

學童在遊戲比賽中，因得失分與勝負發生爭執與責怪的現象。老

師應引導學生有問題與爭執時，先自行協調解決。若無法處理，

請老師協助解決或是判定為公正球等。 

(二)戰術討論 

在比賽前、中、後進行戰術討論目的是為了促進學生對遊戲

戰術的思考並增進學生溝通互動與發表的能力，老師應巡視各組

引導學童討論，可幫助釐清疑惑，並且適時提問引發同學思考。 

1.師生問答： 

當我們發球的時候，應該將球發到哪些位置可以增加我們得分

的機會？ 

參考答案：空位、角落、兩個人中間、弱邊、近身、後場等 

2.小組討論： 

請各隊圍成一個圓圈，拿著戰術板，討論王牌進攻時較容易得

分的位置；當我們防守的時候，如何分配位置，防守時要注意

什麼？ 

(三)返回比賽   

學生返回原先的比賽，或是進行較複雜的挑戰性比賽。教師從

旁觀察學生是否能落實剛剛討論的戰術，是否能提升比賽表

現。 

(四)討論分享 

在討論分享中，讓學童有機會能與不同組別的隊員分享其成功

經驗，包括比賽戰術、團隊合作、相互指導的方式等。藉由簡

易性的遊戲比賽，找到解決遊戲問題情境的方法，更能增進排

球比賽表現。 

1.進攻戰術：發球位置和對象、攻擊站位分配。 

 2.防守戰術：防守分配位置、傳球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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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小組的戰術時

間，經溝通討論，解決

比賽的問題（Ha-Ⅲ-1、

3d-III-3），並引導其規

劃、實踐與檢討反省

的素養，學習與人正

向互動，並以同理心

與他人溝通並解決問

題(健體-E-C2)。 
 

 



參、教學實施自我檢核及教學省思 

素養導向教學自我檢核指標 

符合程度 指標項目與內含 

符合  V     未安排  整合知識技能與態度 (不僅教知識也要教技能與情意) 

符合 V     未安排  情境化脈絡化的學習 (不僅教抽象知識更重視情境學習) 

符合  V    未安排  學習歷程、方法與策略 (不僅教結果也重視學習的歷程) 

符合 V     未安排  實踐力行的表現 (不僅要在學校中，更要能落實於日常生活) 

 

試教成果與教學提醒 

試教成果： 

1. 學童在教學過程中能維持高度興趣。 

2. 身體能力較差同學，在修改規則的比賽中，亦能發揮各自能力，參與其中。 

3. 透過循序漸進的強度設計，建立學童信心。 

4. 以ＰＬＡＹ的模式教學，整合知識技能與能度，也符合實際情境。 

5. 透過討論與分享，培養學童與人的溝通能力與創造力。 

6. 孩子在分享的過程，培養了表達的能力，也能將自己所學進行整理及內化。 

 

 

教學提醒： 

1. 在這樣的教學模式裡，將教師主導轉化為學生成主體，教師需要學習適應成為引導與觀察

者，學童則要從傳統被動的學習模式變成主動。 

2. 建議教師一開始教學先與學童建立良好的默契與常規，可大大增進學習成效與安全。 

3. 事先的準備與設計大於課中的講述。教師說得少，學童動得多。 

4. 技能教授的時間與進程應適宜，教師要觀察學童目前的發展給予合適的內容。 

 

  



肆、附件 

   

 

  

 

適當熱身後，透過老師基本的分組與講解，即開始進入比賽。 

比賽開始啦！雙方表

現比賽應有的禮儀，

互相握手。 

比賽進行中！小小球員

認真比賽。比賽不計

分，只記時間。同學互

相幫忙，認真參與。 



 

 

   

 

 

教師於場地中巡視，觀

察學生發展狀況，適時

調整下次規則，增加難

度。 

比賽暫停，各組領取戰術板，就剛比賽的內容進行策略調整。小組討論熱烈，學習與同儕溝通，並試

著找出應對策略。 

再次返回比賽，執行

剛剛小組所討論的戰

術。 

比賽結束，小組輪

流派人出來分享剛

剛所討論的戰術應

用狀況及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