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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驗記錄 

壹、教學實驗基本資訊 

一、教材類別與項目：挑戰類型運動(田徑) 

二、教材原始學習階段：第四學習階段 

三、原始作者：黃建松 

四、教學實驗學習階段：第四學習階段 

五、教 學 者：黃建松 

六、實驗節次：共6節，實施第2、4節 

 

貳、教學活動設計 

領域/科目 健康與體育領域 教學者 黃建松 

實施年級 第四學習階段 總節數 6 節 

單元名稱 田徑總動員-追趕跑跳 

教材來源/參考 自編、體育教學工廠 

教學資源/設備 軟球、碼表、行動裝置(手機或 IPAD) 

學 

習 

重 

點 

學習 

表現 

1c-Ⅳ-1 了解各項運動基礎原理和

規則。  

1d-Ⅳ-1 了解各項運動技能原理。 

1d-Ⅳ-2 反思自己的動作技能。 

1d-Ⅳ-3應用運動比賽的各項策

略。 

2c-Ⅳ-2表現利他合群的態度，與人

理性溝通和諧互動。 

3d-Ⅳ-2 運用運動比賽中的各種

策略。 

3d-Ⅳ-3應用思考與分析能力，解

決運動情境的問題。 

4c-Ⅳ-1 分析與善用與運動相關的

科技、資訊、媒體、產品與

服務。 

領綱 

核心 

素養 

健體-J-A1 

具備體育與健康的知能與態度，

展現自我運動與保健潛能，探索

人性、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並

積極實踐。 

 

健體-J-A2  

具備理解體育與健康情境的全

貌，並做獨立思考與分析的知能

進而運用適當的策略知能，處理

與解決體育健康的問題。 

 

健體-J-B1  

具備情意表達的能力，能以同理

心與人溝通互動，並理解體育與

保健的基本概念，應用於日常生

活中。 

 

健體-J-B2  

具備善用體育與健康相關的科

技、資訊及媒體，以增進學習的

素養，並察覺、思辨人與科技、

資訊、媒體的互動關係。 

學習 

內容 
Ga-V-1 跑、跳、推擲的基本技術 

議題 

融入 

實質

內涵 
略 

設計理念 透過團隊合作及遊戲化練習，以學生經驗為基礎由淺至深來進行田徑接力及起



與 

核心素養 

呼應說明 

跑的技能引導，讓學生展現自我積極參與練習的行為，因應不同練習情境以提

升個人身體能力 (1c-Ⅳ-1健體-J-A1、健體-J-A2)。在小組接球遊戲中能以同理心

協助同學練習並學習溝通互動技巧能力 (健體-J-B1)。善用行動科技的攝影功能

來解決田徑比賽名次判決的問題 (4c-Ⅳ-1、健體-J-B2)。從不同的身體姿勢跳躍

動作，建立個人跳躍的動作技巧，在不同的跳躍情境能夠表現出正確的運動能

力 (3d-Ⅳ-2、健體-E-A1)。 

 

學習目標 

1. 透過團體練習接力能夠誘發學習動機，積極參與活動以促進個人體適能，同時精進接力的助

跑及加速度技巧，並透過漸進式練習策略能在不同的情境運用接力技巧提昇團體成績。(1c-Ⅳ-

1,1d-Ⅳ-1, 3d-Ⅳ-3,健體-J-A1,健體-J-A2)。 

2. 運用接球活動讓同學練習起跑加速度，在分組接球活動能積極協助同學練習並且瞭解身體物

理原理，體驗田徑不同起跑動作的差異性，適時地提供口語或動作上的回饋以修正動作。(2c-

Ⅳ-2, 2c-Ⅳ-2,健體-J-B1) 

3. 結合行動科技讓同學運用科技影像，輔助判決以增加比賽公平性，並且觀察分析同學終點壓

線動作。(2c-Ⅳ-2,4c-Ⅳ-1,健體-J-B2) 

4. 瞭解跳躍的基本原理及動作，並且藉由團隊活動增進學習動機，能夠反思跳遠的動作技能及

比賽策略。(1c-Ⅳ-1,1d-Ⅳ-1, 3d-Ⅳ-2) 

 

課 

程 

大 

綱 

節次 每節重點 教學實驗 

1 再「接」再「力」-接力時的助跑及加速度   

2 蓄勢待發-起跑的姿勢及加速度  V 

3 承先啟後-終點壓線姿勢及名次判讀準則  

4 決戰終點-分組操作終點攝影名次判讀 V 

5 跳島航海王-跳遠起跳及落地姿勢  

6 疾風之翼-跳遠助跑及起跳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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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節 

本節重點：蓄勢待發-起跑的姿勢及加速度 

一、接球遊戲熱身活動兩人一組接球遊戲活動。 

活動(1)說明：兩人間隔兩個跑道距離各持一顆球，兩人面對面不同

邊持球，一起喊口令將球原地「向上」拋球，向前移動將對方的球

接住，完成 5 球後交換。 

 

 

 

 

活動(2)說明：A 同學單手拿球水平放在肩膀外側，B 同學站在兩個

跑道距離，B 同學看到 A 同學「向下」丟球後，迅速移動向前，在

球反彈兩次前將球接住，完成 5 球後交換。 

 

 

 

讓同學兩人一組進行接

球遊戲練習加速度，循

序漸進增進挑戰積極參

與練習，連結起跑動作

(1c-Ⅳ-1、健體-J-A1)，並

且互相觀察彼此的動

作，適時地提供動作及

口語回饋，將有助於發

展人際溝通和諧互動的

能力 (2c-Ⅳ-2、健體 -J-

B1)。 



 

 

 

 

承續活動(2)，這次讓 A 同學雙手拿球，B 同學判斷 A 同學會將哪

一邊的球「向下」丟球，迅速移動向前，在球反彈兩次前將球接住，

完成 5 球後交換。 

 

二、主要活動 

1、教師提問-「同學在國小的時候有沒有練習過蹲踞式起跑？」 

2、教師講解蹲踞式起跑的動作要領、丈量方式及起跑口令。 

3、教師提問-「同學有沒有觀察到，跑車為什麼比普通房車還要

低，其原理是什麼？」 

4、教師提問-「田徑比賽起跑分成蹲踞式與站立式，請問同學幾

公尺以內的比賽必須採取蹲踞式起跑？」 

5、剛剛兩人一組接球遊戲的熱身活動，現在讓同學改用蹲踞式起

跑的方式，感受一下會不會比剛剛站立姿勢更容易接到球。持球

同學要進行發令動作，同學依據口令進行蹲踞式起跑動作，持球

同學協助檢視動作是否正確。 

 

 

 

 

 

 

 

 

 

 

 

在主要活動讓同學從接

球活動去理解身體姿勢

的高低如何影響到接球

的成功率及起跑加速度

的差異性(1c-Ⅳ-1、1d-Ⅳ-

1)，透過生活情境中經

常看見的汽車種類，反

思蹲踞式起跑的物理原

理，觀察同學是否有助

於提高接球的成功率

(1d-Ⅳ-2、3d-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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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節 

本節重點：決戰終點-分組操作終點攝影名次判讀 

一、遊戲熱身活動 

1、同學兩人一組間隔一個跑道，雙方猜拳贏者去抓輸方，輸方

往回跑出跑道則算成功逃脫。 

2、同學兩人一組間隔一個跑道，中間擺放一個三角錐。聽到老

師喊身體部位同學就摸自己身體部位(ex:耳朵、膝蓋、肩膀)，當

聽到老師喊「Go」時，看誰最快拿到三角錐。 

二、主要活動 

1、上一節請同學根據班級人數平均分成「終點壓線組」、「終

點攝影組」、「終點名次組」、「發令檢查組」四組，每一組根據

分配表進行實作分組練習，透過行動設備輔助終點判讀。 

 

 

 
 

 

 

 

 

 

 

 

分組角色扮演的活動，

讓同學利用行動科技設

備的攝影回放功能進行

終點名次判讀，正確利

用科技媒體的攝影功能

(健體-J-B2)。各組透過

溝通協調分配工作任

務，學習利他及合群的

態度 (2c-Ⅳ-2、健體 -J-

C2)。 



組別 
終點壓

線組 

終點攝

影組 

終點名

次組 

發令檢

查組 

A 1 2 3 4 

B 2 1 4 3 

C 3 4 1 2 

D 4 3 2 1 

2、四個組別都要實做任務編組，各組總共進行四輪，讓同時瞭

解田徑比賽的相關裁判工作。「發令檢查組」的任務工作，由同

學擔任發令裁判完成口令，並觀察同學是否確實完成蹲踞式起

跑動作及檢查是否犯規。「終點壓線組」的任務工作，注意「發

令檢查組」的起跑口令，以蹲踞式起跑後完成終點壓線。「終點

名次組」的任務工作，觀察同學用肉眼是否能夠確實依據壓線同

學的軀幹位置判讀名次。「終點攝影組」的任務工作，主要在於

觀察同學能夠確實運用行動裝置的攝影及慢動作功能，判斷出

正確的名次。 

3、每一輪的活動控制在 5 分鐘內完成，老師進從旁協助及回

應同學的問題，掌握活動進行的流暢度。 

 

 

 

 

 

 

 

 

 

 

 

 

4、同學完成實作分組練習後，共同討論完成學習單(附件一：超

級眼力大考驗-田徑終點判讀教學活動)。 

5、目前還有哪些比賽已經使用科技影像輔助裁判判決？ 

 

 

 

 

 

 

 

 

終

點

壓

線

組 

起跑線 終點線

點 

終點名次組 

終點攝影組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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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課：蓄勢待發-起跑的姿勢及加速度 

    透過接球遊戲熱身活動，讓同學反思身體重心高低對於接球的差異性，再引導進入田徑蹲踞

式起跑的動作要領、規則說明及示範講解。瞭解田徑起跑口令後，持球者口述發令順序，接球者

則依照發令順序練習蹲踞式起跑動作。 

第四節課：決戰終點-分組操作終點攝影名次判讀 

    師進行同學任務分組時，需要明確告知各組的任務，並且強調這些工作在田徑比賽的裁判任

務，如時間允許可先讓同學嘗試操作一次，同時也要向同學說明終點壓線名次判讀的準則。因為

下一節課要讓同學使用行動裝置，如果要求同學自行攜帶手機或是行動裝置時，要與導師或是學

校行政人員說明，以免造成困擾。確定各組每人的任務分組工作內容，依照學習單內容進行實務

操作。留意各組同學是否確實能夠善用手機功能或是行動裝置，確定每位同學都有參與活動，並

且完成學習單內容。 

 

  



肆、附件 

附件一： 

超級眼力大考驗-田徑終點判讀教學活動 

 

  

分組名單 第一輪 第二輪 第三輪 

終點壓線組    

終點攝影組    

終點名次組    

 

分組名次 

第一輪 第二輪  第三輪 

金

牌 

銀

牌 

銅

牌 

第

四 

金

牌 

銀

牌 

銅

牌 

第

四 

金

牌 

銀

牌 

銅

牌 

第

四 

終點名次組             

終點攝影組             

 

  為了讓這個教學活動更完整，各組可以針對這次的教學活動提供心得及回饋建議： 

 

 

 

 



 

 

 

只要起跑就會抵達終點！ 
 

 

 

 

附件二：【學生回饋單】 

說明：課程結束後，讓同學發表回饋參與經驗，做為日後修正教學之參考建議。 

 

 

 

 

 

 

 

附件三：【學生平時測驗卷】 

說明：課程結束後，將規則及知識問題結合平時測驗卷，採開放式的作答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