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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ture 4 

體育教材內容與架構 

教案設計的意義 

有效體育教學的基本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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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教材 

意義與概念： 

    「體育教材是學校課程中的一種教材，

在體育教學時，教師指導學生學習的各種

運動和體育知識的材料。它是學生學習體

育運動的唯一內容，亦是達成體育教學目

標的主要手段。」（葉憲清，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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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outube.com/watch?v=wRQYDpbx-8w&feature=relmfu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_diKAeQx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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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教材 

 

1.教材組織結構 

2.教材本質 

3.教材的功能 

 

1. 體育教材的排列 

2. 體育教材的選擇 

3. 體育教材的特性 

 

教材概念分析： 

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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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教材的排列  

將各級學校的體育教材，依各學年度、

各學期、各單元、各週次、各節課等

先後順序，用適當的排列方法，予以

系統化的排列，提供學生學習。 

1. 先後順序 

2. 排列方法及節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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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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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教材排列之先後順序 

1. 由易到難：由易而難、由基本至高

深、由簡至繁為原則。 

2. 由舊至新：已學過舊技術為基礎，

來學習新技術 

3. 適當時間：時間先後、季節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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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教材排列之排列方法 
小學 中學 大學 

遊戲 

競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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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教材選擇 

是指各校務必實施必授教

材之教學外，更應依規定

視各校體育教學條件，而

選擇選授教材實施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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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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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教材選擇標準 

1. 體育教學設施 

2. 教師教學能力 

3. 社會體育運動資源 

4. 學校重點運動項目 

體
育
教
材
選
擇
方
法 

問卷 
 

訪問 
 

小組焦點座談 

體育組會議 
 

課程會議 

各教師 

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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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教材特性 

  指體育教材具有異於其他教材之特殊以
及獨特的本質和功能。 

2012/10/25 10 

意義 

概念 

2. 體育教材種類繁多，也各有其特

殊性。如教學設計、教學場所。 

1.在本質上，教材技術結構、功能
效果、遊戲方法等有別於其他教
學科目。 

體育教材特性之種類 

 

 

（1）依教材分類：不同運動所需教材不
盡相同，因此應先分析各教材的運動
技術，考慮各教材學習的先後順序。 

（2）依技術分類：運動技術分成a.基本
運動技術、b.應用運動技術、c.比賽
運動技術，有其先後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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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級可用沙灘排球來代替正
規排球；中年級可用中型泡棉
球，高年級再用正規排球 

籃球頇先會基本運球、傳球、投籃的基礎，
再來學跑籃、三步上籃；最後是戰術、策
略、小組配合等適合比賽中的運動技術 2012/10/25 

運動技術結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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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學生參與該教材興趣之指

標。各教材運動的方法有別，

各教材滿足學習者心理亦有差

異，各教材吸引學生參與程度

亦不同。 

體育教材特性之種類 

例如:田徑有跑步的運
動方法、籃球有投籃的
運動方法、足球有用腳
踢球的的方法等等。 

2012/10/25 

運動效果特性 

運動效果特性 

增進學生身心健康及體能，培養

運動技術和狼善社會的運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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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學生 

教師 

教材 

教學活動 

教學計畫 

場地設備 

體育教學的七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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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教材是學校課程中的一種

教材，教師指導學生學習各種

運動和體育知識的材料。 

是學生學習體育運動的唯一內

容，亦是達成體育教學目標的

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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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課 

如田徑、球類、體育知識等 

如田徑是由短跑、跳遠等單元組成 

短跑單元可以設計成六節課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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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設計 

活動前：與課程計劃、單元計劃、和上課計劃有關。 

活動中：與這些在實際課程所執行的決策有關。 

活動後：與指導的過程和成果的反省及評量有關。 

教學是 preactive active 
post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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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設計 

教學計劃是教學過程中很重要的一環。 

教學計畫成果明確的描述教師對學生學

習成果的目標。 

如何使用策略幫助學生達成學習目標。 

因此，訂定學習的目的與目標便為教學

計劃的首要工作。 

目標要以學生學些 
什麼的角度來寫? 

以下三個例子說明三種目標間的差異： 

教師活動：教師示範籃球的傳球動作。 

學生活動：練習過頭傳球。 

學生的學習成果：將籃球有效的傳給對
面的同學。 

教師應該以學生的學習結果的角度來寫
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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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種學習領域的目標 

認知：學生能描述、列出、辨認、

對照、設計…等。 

情意：學生能注意、接受、享受、

合作…等。 

技能：學生能做出投籃、跑步…等

等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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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教案層次的目標 

行為：學生所被期望的行為（例：
運球、傳球、投籃…） 

條件或情境：表現行為的條件或
情境（例：在30秒內、在某區域
內或外…） 

標準：達到的標準或所期望的表
現程度（例：完成次數、在某範
圍內、說出動作要領、規則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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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教案層次的目標 

依照不同目標的特殊性，訂定不同的教案 

 

 

 

 

 

課程目標：由各單元目標結合而成的目標 
（球類、田徑、體操…） 

單元目標：由各上課目標結合而成的目標 
（學會游泳中的四式、規則….） 

上課目標：單堂課可以達成的 
目標（傳球動作、規則…） 

運教所 蔡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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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計畫的流程 

 

 

 

 

 

準備活動（活動前）：課前的準備（器材、場地 
、學生狀況）、暖身活動、引起動機 

發展活動（活動中）：主要活動 

綜合活動（活動後）：反省、回饋、評量 

、告知下一堂課訊息 

運教所 蔡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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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明麗(2006)對有效體育教學要素之觀點 

     歸納為三方面： 

 

 

 

 

 

 

 

 
施又誠（ 2003）、許義雄與黃月嬋（ 2001）、陳春蓮（2002）蔡貞雄（2000）、Rink (1998) Silverman (1991) 、 Siedentop (1991)等 

教學行為要素 

教學時間要素 

環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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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行為要素-教學氣氛 

 

少責難、多鼓勵 

創造和諧、肯定之教學氣氛 

引導學生以積極正面態度來學習 

鼓勵學生提問、主動表達 

熱心參與、積極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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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適合學生能力之教材 

設計有挑戰性、高成功的活動 

教師充分掌握教學的節奏與步驟 

隨時掌握學生動態及學習狀況 

合宜之教學評量 

2012/10/25 25 

教學行為要素-教學內容安排 

提供清楚、明確的正確訊息 

重視示範與說明 

善用互動式教學策略 

配合學生的注意力及理解的程度 

能掌握學生進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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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行為要素-指導講解 

教師精通課室管理及組織技巧 

建立教學常規、訂定課室規則 

活動與活動間的轉換流暢迅速有秩序 

有專業之決斷力 

管理結構化 

要監管學生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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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行為要素-課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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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具體明確的回饋 

適時給予增強性與特殊性回饋 

多給予正向且適宜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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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行為要素-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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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比率的主題教學時間 

解說時間不宜過長 

提供學生思考回答問題的時間 

監控學生練習、並檢核學生進步情形 

 

教學時間要素-  

管理時間 

等待、轉換或管理時間少 

學生學習參與時間  

高比率的練習活動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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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時間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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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環境 

良好安全的學習環境 

增強性高的學習環境 

行政配合 

學校對運動風氣推展及學校資源平均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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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要素 

個案情境與討論-自由的羽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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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健老師是小雯班上這學期的體育老師，阿

健老師在第一堂就教大家羽球的基本發球，示

範完動作以後讓大家在各自的場地進行練習。

第二堂課後，老師又陸續教了很多關於羽球的

接球方式，包括長球、短球、切球…等，班上

大部分同學都能將技巧做的非常純熟並開始在

其中的兩個場地進行對打，有些同學對於羽球

不太擅長，發球都發不太過，而一部分同學已

經在場邊休息直到下課。 

 

自由的羽球課(續) 

    阿健老師見狀後在下課前告知大家，下

週上課要小考但不列入成績，並表示通

過小考的才可以在課堂上自由活動，這

對擅長運動的小雯不是問題，但有些同

學多次練習卻還是無法達成，所以在課    

堂上阿健老師便不斷加強部分同學    

的基本動作希望讓他們有所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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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舉出案例中正面的概念為何? 

請說出案例中錯誤的地方? 

阿健老師的教學方式是否符合

學生的需求?為什麼? 

你有什麼建議可以提供給阿健

老師做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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