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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學生的角色除了書本知識的學習外，最重要的是學習如何生活，學習如何學習、體

驗並感受生活周遭人事物等。然而現今因時代潮流的改變，人類生活型態與環境有了變

化，例如 3C 產品的使用及普遍性、家庭結構改變等，使學生在面臨生活周遭的環境時，

較缺乏直接的體驗與感受，也因為過度的依賴通訊產品，當他們面臨人際互動及溝通合

作時，便造成單打獨鬥、被動學習等情形。為因應時代潮流，教學不再只著重於知識上

與運動技能的學習，而是越來越強調學生問題解決能力與團隊合作、溝通分享等社會互

動之培養，所以學習應該是由學生共同參與和互動而產生，擺脫過去單打獨鬥的情形，

以增進與人的溝通、分享與討論。本研究採行動研究方式，旨在探討合作學習實施於體

育課堂中對於學生人際關係與學習成效的影響，及教師教學應用策略歷程與省思。研究

參與者為研究者所任教之九年級班級，共 23 位學生為對象，以合作學習法進行體育課

程。每週上課 2 次，每次 45 分鐘，共實施 8 週。透過問卷、訪談與文件分析，結果發

現：一、合作學習應用於體育課程可提升九年級學生之間的默契與互動；二、合作學習

應用於體育課可提升體育領域學習之成效；三、合作學習在體育課的設計與實施受多元

活動課程安排與教師專業發展情形，影響合作學習的實施成效。 

關鍵詞：小組合作、異質性分組、教師省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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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Research on Application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to Promot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 Case Study of PE Class of 9th Graders 

 

January, 2019 

Author: Lin, Yueh-Chun 

Advisor: Chang, Ching-Wei 

Abstract 

Besides absorbing knowledge from books, learning how to live, how to learn, to 

experience and feel everything around the world has more significance for a student. However, 

with the change of the tendency of the day, people’s lifestyles and environment have changed 

enormously, such the widespread of 3C products and the change of family structure, which 

contribute to the students’ lack of direct experiences and connections. Also, they tend to prefer 

working alone and learning passively when it comes to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and 

cooper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mainstream, 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 and skills is no long 

the whole story of teaching; instead, it puts more and more emphasis on the students’ problem-

solving  abilities, group cooper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haring, and social interaction. 

Therefore, learning takes place when students participate and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They 

improve personal communication skills through sharing and discussing with others instead of 

working alone. This study is an action research aiming to probe the influence on the student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in PE class, and also the teacher’s use of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introspection. The 

subjects for this study are the researcher’s students from one classes, including 23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for which the cooperative learning strategies are implemented in PE 

class. They have classes twice a week, 45 minutes for each class, and the duration is 8 weeks. 

Via questionnaire, interview and data analysis, the result shows: 1. Cooperative learning in PE 

class improves students’ tacit understanding and interaction. 2. Cooperative learning in PE class 

significantly improves students’ PE clas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3. The design of coope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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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in PE class and the arrangement of multiple curricular activities have impact on 

cooperative learning. 

Keywords: group cooperation, heterogeneous grouping, teacher’s introsp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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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章主要在陳述研究動機與背景、研究目的與問題、名詞解釋、研究範圍與限制，

期望有助了解本研究意義與方向、針對研究中的重要理論、特色及概念，共分為四節敘

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現代科技的發達與便利，使我們能快速獲得資訊，但也因為這個便利性導致人際

間的互動變成了鍵盤上的交談，只剩下對著小小螢幕或哭或笑，對於生活周遭真實發

生的人事物卻沒了感受，智能手機搶奪我們的時間，危害我們與他人的人際關係質量

（鍾樹人，2018）。也因為科技帶走人與人互動的「溫度」，進而與真實生活情境脫

離，青少年愛不釋手的智慧型手機讓他們罹患心理疾病，導致社交孤立，青少年對電

腦遊戲的上癮及社交網路的虛擬友誼也影響了社交行為甚至促發憂鬱症（閭佳，

2018）。越來越多的初成年者患有「數位癡呆症」──記憶力、注意力、專注力失調，

以及情緒淡漠與反應遲鈍的問題（李中文，2015）。 

基於此，有鑑於體育教學可發展一個人的運動技能和心智能力，並以團體活動方

式進行，對於促進良好人格的建立和社會行為的發展是一條最佳途徑（蔡宗達、闕月

清 2003；周宏室，2005；莊美玲、許義雄，1993）。研究者希望透過體育課程增進學生

同儕之間的互動，找回「失去的溫度」。 

典型體育課的教學，以技能導向為主，也因為單一動作的學習重複性高，而出現

枯燥乏味等情形，學生學習動機相對也顯得薄弱，在問題解決和思考上，也容易造成

被動和僵化。直接教學方法雖是最快速且簡單的方式，但卻無法引起多數學生的學習

興趣，也容易形成學習意願低落與低學習成效的惡性循環（林淑婷，2014）。典型的體

育教學大都以行為學派為依歸，教師強調以練習為主，並以刺激與反應做動作技能的

連結，然而在過度使用的結果下，學生成為學習的機器，更缺少了知識建構與社會互

動的過程，最後常讓學生感到無趣、焦慮，甚至打擊學生的自信心（莊美玲，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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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體育課中，強調團隊合作及人際互動才能完成學習任務，但卻因為直接教學法的種

種弊病，使學生學習動機降低、學習成效不佳、放棄主動思考及缺乏嘗試的勇氣。因

此本研究希望了解學生的學習問題，並透過課程的實施，增進學生學習互動、刺激學

習動機，進而改善學習成效。 

另外，根據研究顯示若要在體育課程時應變自如，應增進問題解決、溝通思考等

能力的培養（周建智、黃美瑤 2010）。配合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的推動，其課程發展本

於全人教育的精神，以「自發」、「互動」及「共好」為理念，強調學生是自發主動的

學習者，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與熱情，更強調培養學生「帶得走的能力」為目標。因

此，課程教學需以學生學習為核心，教師亦扮演重要角色，建立專業的服務技能及涵

養豐富的專業知識，以培養學生未來的競爭力（林淑婷，2014）。 

韋金龍、陳玉美（1994）指出，在體育課中合作學習可以彌補以教師講述、教師

為主導傳統教學之不足。合作學習是一種具有結構且系統的教學策略（蕭錫錡、張仁

家、黃金益，2000）。而且，透過合作學習的實施，可以提升學習的質與量並增進學生

的人際關係。經研究發現，合作學習亦可提高學生學習動機，以達到極佳的教育意義

（游士正，1998）。因應時代潮流，教學不再只著重於知識上與運動技能的學習，而是

越來越強調學生問題解決能力與團隊合作、溝通分享等社會互動之培養，所以學習應

該是由學生共同參與和互動而產生，擺脫過去單打獨鬥的情形，以增進與人的溝通、

分享與討論。因此，合作學習教學法有別於過去被動式典型體育教學方式，改變以教

師為主體的直接教學法，轉換成以學生為主體，並重視學生學習的過程，透過同儕間

彼此切磋和溝通，以達成學生共同的學習目標。 

陳嬿竹（2002）曾提到青少年正是處於追求自我認同與親密關係的時期，需經由

人際關係的探索與建立來獲得愛與被愛的歸屬感。曾柏齡（2015）認為青少年需透過

真實的人際關係來建構自我認同的歷程，若現實生活無法滿足其人際需求，則可能轉

向網路並投入其中，嚴重者可能影響其作息與功能。青少年時期，同儕的影響力大於

父母家庭，如果被團體所認同，青少年就會產生安全感與歸屬感；相反的，在同儕團

體不被接受的青少年，往往會有較多的負面情緒及偏差行為，亦產生自卑感、喪失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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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心，造成消極退縮的負面心理（王財印、吳百祿，2002）。 

綜合以上研究可知，青少年時期的人際關係好壞，對其身心的健全發展有很大的

影響。研究者身為一位教育工作者，於教學期間總會看到班上有些許學生在人際方面

有所困境，這些學生大多不被班上同學所認同，每到分組活動時，就像是再次提醒他

們是被團隊所排擠孤立的情況，沒辦法主動爭取自己要的組別，只能當那個剩下來等

待老師安排的一員。除此之外，研究者在校內身兼衛生組長，因為工作的需求得有學

生擔任小義工，研究者一直以來都是讓班上人際較弱勢的孩子來擔任衛生組的義工，

給予這些孩子任務，讓他們彼此合作完成各項工作，經由這樣的過程建立他們的自信

心，並學習如何與人合作。因此，本研究期望透過合作學習的方式，提高學生的學習

動機、增加學生人際間的團隊互動，學習接納彼此、尊重他人、主動思考，並培養問

題解決的能力，進而成為一個有「溫度」的人，以達到本研究之目的。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一、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欲探討將合作學習教學法實施於九年級體育課

中，對學生在人際關係與學習成效的影響，以及過程當中教師所應用的教學策略，最

後教師針對所有歷程進行自我省思。 

二、待答問題 

根據前述的研究目的，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實施合作學習於九年級體育課中，對學生的人際關係與學習成效之影響為何？  

    （二）在國中九年級體育課實施合作學習，教師所遭遇的教學問題及其解決策略為

何？ 

    （三）合作學習教學單元實施後，教師的教學省思與教學成長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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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解釋 

 

一、合作學習法 

合作學習的理論基礎大致可分為三項，社會互賴論、認知理論以及動機理論。以「認

知發展」角度來看，同儕互動的歷程可幫助成員發展認知；以「社會互賴論」角度來看，

人際因素與完成目標的抱負是促成組員之間相互合作之要素；最後，以「動機理論」來

說，強調合作學習之後的酬賞與增強，為得到獎勵，小組內的成員必須盡最大的努力共

同完成目標。 

Slavin（1995）認為小組遊戲競賽法最能激發學生的刺激感與新鮮感，並能有效提

升學習動機，且熱愛遊戲是人的天性，在其過程中除了激發孩子的想像、創造力外，同

時還能訓練語言能力、觀察力與發展人際關係，若是遊戲本身的趣味十足，更能培養孩

子的專注力，從玩中找回對學習的熱情與自信（楊之瑜，2013）。 

本研究之合作學習，是指共同學習法與小組遊戲競賽法。其中共同學習法教學流程

如下：說明學習任務→學生共同學習→教師巡視且適時介入→評量與反思四階段；而小

組遊戲競賽法的教學流程則為：全班授課→分組學習→學習競賽→小組表揚。 

 

二、國中九年級體育課 

本研究所提及之國中九年級體育課，乃指符合 12 年國教總綱—健康與體育科之 107

課綱所擬定之體育教學。研究者依據所在學校健體領域會議決議之版本挑選課程，挑選

具團體性的活動課程，最後選定體適能、籃球、田徑與游泳，來做為本次合作學習融入

之課程，分別各 3 節課、6 節課、3 節課與 4 節課。 

 

三、人際關係 

許多研究指出，當個體擁有良好的人際關係時，其人生發展相對也較為正向，處於

受歡迎的人際關係中的學生，不論是在課業、運動或社交等方面皆擁有較佳的自我概念，

而受到排擠、有爭議的學生，則易生焦慮感，缺乏自信，且在各方面皆有較差的自我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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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楊惠婷，2005）。 

本研究改編黃素玲（2008）所編製的人際關係量表，將量表簡化為兩個向度，分別

為「與同儕關係」、「與師生關係」，並輔以學習單、聯絡本小日記與學生訪談結果及教師

日常札記等資料，以完備人際關係之探究。 

 

四、學習成效 

學習成效是判斷學生對學習內容吸收程度的指標，其目的除了讓學生知道自身的學

習狀況外，亦能為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提供方向與修正的方法（Guay, Ratelle, & Chanal, 

2008）。 

本研究的學習成效是指學生在體適能、籃球、田徑與游泳等單元，經過合作學習融

入後所得的測驗分數，其中體適能測驗的項目包含坐姿體前彎、立定跳遠、仰臥起坐及

800/1600 公尺跑走；籃球的測驗項目為籃球三點上籃；田徑的部分主要是讓學生合作排

校慶大隊接力棒次，因此不另外進行前後測比較；游泳因學生差異大，無法採單一評量

標準，亦不另外進行前後測比較。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一）研究對象 

以臺北市某國民中學，由研究者任教之九年級的一個班級，共 23 位學生作為

研究對象。 

（二）研究內容 

本研究以合作學習法中的共同學習法與小組遊戲競賽法來進行九年級的體育

課程，目的在於探究合作學習應用於體育課程對國中生人際關係的影響。 

（三）研究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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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進行的時間，從民國 107 年 9 月到民國 107 年 11 月。前測時間為 107

年 9 月，後測時間訂於 107 年 12 月，每週上課 2 次，每次 45 分鐘，共實施 8 週。 

二、研究限制 

本文的研究樣本僅限於研究者所服務的臺北市某國中九年級任教班級，因樣本有限，

研究結果的推論僅限於與研究樣本相似之群體。除此之外，在課程教學部分為配合學校

行事曆，原排定之教學活動及場地可能有所調整，使得教學進度與原安排時程有些出入，

可能有所延宕，所以本研究僅適合提供教學及教學研究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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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的理念是自發、互動、共好，基於這理念期望創造一個使學生

有想學意願及能學本事的環境，並在學習的過程中願意付出與他人分享，最終能將所學

知識活用於生活中，變成帶的走的能力。實施合作學習法讓學生一起合作來達成共同的

目標，正可訓練學生互助、溝通等能力。 

綜合以上論述，本研究主要是為了解應用合作學習於九年級體育課程對學生人際關

係的提升情形，因此本章蒐集、整理國內外相關研究之文獻，分成兩節加以討論。第一

節先說明合作學習的相關理論與實證研究；第二節探討人際關係的重要概念及相關實證

研究。 

第一節  合作學習的內涵與相關研究探討 

本節針對合作學習的內涵與相關研究進行探討，共分四個部分：合作學習的基礎理

論、合作學習的要素、合作學習的類型、合作學習在體育教學的應用，分述如下： 

一、合作學習的基礎理論 

合作學習的理論基礎主要建構於社會學與心理學這兩大學說，其中社會學的部分以

社會互賴論為主，心理學的部分則包含認知理論與動機理論，以下就此三項理論作簡要

介紹： 

（一）社會互賴論 

黃政傑與林佩璇（1996）的書中提及，社會互賴論源自於二十世紀初期的心理

學家 Kafka 的「團體動態理論」，其認為成員間相互依賴的情況是具差異性的；Lewin

於 1930 年進一步將其觀點修正為成員間的互賴關係會促使其完成共同目標；到了

1940 年，Deutsch 延續探討「合作」與「競爭」相互關係，發現採用合作學習，在

活動過程中能達到分工合作並且提升同儕間的互動；近代的學者 Johnson 則延續了

Deutsch 的相關研究，演變成社會互賴理論，他假定個人與團體的互動方式分為積

極互賴（合作）、消極互賴（競爭）與缺乏互賴（個人）。黃方妤（2018）指出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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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習效果，使小組能產生積極的互賴性，將學習模式的定位於「合作」是最佳的

方式。 

（二）認知理論 

在認知理論中，與合作學習較相關者，主要有 Piaget 的認知發展論與 Vygotsky

的認知發展論，以下就兩者分別進行探討： 

1、Piaget 的認知發展理論 

Piaget 認為個體在出生後與社會互動，因觀點的不同而產生認知上的衝突，

此衝突會導致認知失衡的現象，而個體需經過同化、調適、討論等過程，進而

形成新的「基模」（張春興，1996；黃政傑、林佩璇，1996），且 Piaget 主張「社

會專門知識」，如語言、價值、規則、道德等，需透過與他人互動才能習得（劉

秀嫚，1998）。 

因此，運用合作學習時，學生與組員之間認知的不同，將刺激彼此內在知

識結構的轉變，藉由協調、溝通、修正後，構成新的認知。 

2、Vygotsky 的認知發展論 

Vygotsky（1978）認為個體在社會中的互動有助於人類認知的形成，兒童

在與成人或同儕以合作方式互動之後可獲得較高的心智能力，因此在教學上提

出了「鷹架」（scaffolding）及「近側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兩概念。 

在合作學習分組時，教師若能以異質性分組，則組內能力較佳的同學可幫

助較落後的同學，形成鷹架，協助較落後同學的學習，使個體有所成長。 

（三）動機理論 

關於獎勵結構，Slavin（1995）提出合作學習包含了兩個要素：個人績效責任與

小組獎勵。個人績效責任是指小組成績是由每一個組員學習表現的成績累積的總成

績而得，故每一個成員都必須盡自己最大的努力，為小組爭取成績；小組獎勵則提

供了小組完成目標的誘因，亦是增進學習表現的重要因素。 

教師若能在合作學習情境中安排合適的環境，提供小組討論，並接納他人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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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透過合作行為的增強、酬賞，皆為建立合作學習的重要因素。 

 

二、合作學習的要素 

合作學習是一種由兩個以上的同學，透過合作、互助、討論以達成明確的教學目

標，並且彼此分擔學習成效、積極完成小組任務的一種教學方法。合作學習教學方法

雖然眾多，但皆具有以下幾點特色（黃政傑、林佩璇，1996；黃政傑、吳俊憲，

2006；簡妙娟，2003；Marzano, 1992）： 

（一）異質分組 

進行合作學習活動之前，教師依據學生的性別、能力、背景等方面來分組，

目的是為了讓學生能夠聽取不同的意見，有更多樣化的學習，並能了解差異、尊

重差異，學會從差異中找共識。 

（二）積極互賴 

合作學習過程中，強調組內氣氛的相互依賴與互助，故塑造成敗與共的氛圍

就非常重要了，也就是每個人都必須努力、積極的為小組爭取榮譽。 

（三）面對面的助長式互動 

合作學習時注重學生組內與組間的討論和交流，學生面對面的討論、語言與

肢體互動、組內同儕的相互鼓勵及支持等，都能助長彼此進步及學習的成功。 

（四）個別績效 

學生必須了解小組的成功是要靠每一個成員的努力才可獲致的，每個成員的

學習成果都會回饋到小組表現當中。教師在評鑑時也必須特別注意個別學生的成

就表現，使每位學生都能精熟課程內容。 

（五）人際技巧 

學生必須學會相互信賴、鼓勵、尊重以及傾聽，若這些人際技巧做得不好，

可能會導致組內內訌、同學之間的爭吵。若善於調解紛爭，並且接納不同的意

見，將能免於這些煩惱。 

（六）團體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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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歷程是在分析小組目標的達成程度，透過組別互動的歷程，使學生思考

如何使小組學習成效提高？哪些行為有助於目標達成？哪些地方需要再做調整？

下一次的課程可如何改進？透過反省與改進，以增進團體的效能。 

 

三、合作學習的類型 

常見的合作學習教學方法有：共同學習法（Learning Together, LT）、拼圖法二代

（JigsawⅡ）、團體探究法（Group Investigaton, GI）、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Student Teams 

Achevement Divisions, STAD）、小組遊戲競賽法（Team Game Tournament, TGT ）等五

種，以下將一一簡介： 

（一）共同學習法 

共同學習法是 Johnson & Johnson 於 1987 年所發展，是最簡單的合作學習法

（黃政傑、林佩璇，1996）。其著重組員間積極互賴的關係、教師合作技巧指導與組

員個別學習責任。教師先將學生異質性分組，每組二至六人，成績採個別計算，只

要小組或成員的個別表現有達到標準即可獲得獎勵（張新仁，2014）。其原有十八項

教學步驟，在教育部（2013）合作學習教學手冊中將其簡化成：說明學習任務→學

生共同學習→教師巡視且適時介入→評量與反思四階段。 

（二）拼圖法二代 

拼圖法由 Aronson 和其同事於 1978 年所發展，其目的在強化班級中同儕的合

作與導生制活動。後經 Slavin 改良，加入小組獎勵結構、進步分數等要素，以增強

其結構的相互依賴，稱為「拼圖法二代」（簡妙娟，2003）。其教學流程為：全班授

課→閱讀→專家小組學習→回原小組教學→小考→小組表揚。 

 

（三）團體探究法 

團體探究法，由 Sharan & Shachar 於 1976 年所創。其實施流程為：界定主題並

組成探究小組→小組擬定研究計畫→進行研究→準備報告→呈現報告→學習評鑑。

學生可先選定自己有興趣的主題，小組內共同蒐集、分析主題相關資料，並向全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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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此時教師可順道檢視學生個別及組別的成就，依據其表現給定成績。主要是

為提升組內的分工及共享團體努力後之成果（韋金龍、陳玉美，1994；黃政傑、林

佩璇，1996：彭兆宇，2013）。 

（四）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 

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是由 Slavin 於 1978 年所發展，適合初次嘗試合作學習者

使用，因其使用上較傳統方法差異不大，且各年級各學科都適用。唯須注意實行時

須異質分組才能達到學習效果（Slavin, 1990；曾俊堯，2007）。其教學流程為：全班

教學→分組學習（異質）→測驗→個人進步分數→小組表揚。其中，教師依據每位

學生過去的成績表現訂定基本分數，學生於測驗後所得的分數減掉基本分數所得，

即是個人進步分數，此分數越高，該組積分便越高；也就是說，不管小組成員過去

成績好壞，皆能替小組爭取積分（林珮璇，1992）。 

（五）小組遊戲競賽法 

小組遊戲競賽法與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大抵相同，差別在於完成學習後之學習

成效係以小組競賽的方式呈現，採抽題回答方式進行，每一小組得依程度分派不同

學生進行競賽，其目的是為了表現學習的成就。Slavin（1995）認為此方法最能刺激

學生的刺激感與新鮮感，進而提升學習動機。其教學流程如下：全班授課→分組學

習→學習競賽→小組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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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作學習在體育教學的應用 

體育是一門注重團隊合作的學問，而將合作學習運用於體育課堂中之相關研究，研

究者於臺灣碩博士論文知識加值系統，以「體育」及「合作學習」為關鍵字搜尋後，共

搜得 23 筆資料。茲選擇十年內較相關之幾篇，整理如表 2-1： 

表 2-1  

體育教學與合作學習相關研究 

論文名稱 
作者 

（年代） 
研究結果 

合作學習融入體適能教育課

程對國中生健康體適能及情

意行為之影響 

許素珞 

（2018） 

合作學習融入體適能課程對學生 

責任行為表現上有差異。 

運用合作學習教學法對國中

八年級英文學習成效之研究 

鄭瓊湄 

（2018） 

實施合作學習對於學生的學習態

度有顯著提升。 

合作學習在體育課中不同分

組方式對動作技能學習成效

與學習動機之影響 

呂亦航 

（2017） 

合作學習所採用的分組方式（異

質性分組與自由分組）會影響學

生學習成效，在整體技能、運球、

傳球等表現有顯著提升。 

合作學習融入跑走運動對國

小學童心肺適能及班級氣氛

之影響 

張舜智 

（2017） 

合作學習融入在跑走運動中，可

確實有效提升班級氣氛。 

合作學習應用於體育教學之

行動研究 

林士傑 

（2013） 

合作學習對學生的運動技能、認

知思考、人際關係、班級氣氛皆

有正向影響，且透過教學策略的

修正，特別對學習能力、動力較

低落之學生，有正面助益。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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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學習對國中二年級體育

低成就學生籃球學習成效與

同儕關係之影響 

王泓翔 

（2012） 

在合作學習籃球教學後，體育低

成就學生的技能、知識及同儕關

係皆獲得改善。 

合作學習法對體育課程班級

氣氛影響之探討 

高俊傑 

郭癸賓 

羅玉枝 

（2011） 

合作學習的教學設計對體育課程

班級之氣氛能有效提升。 

合作學習介入國中體育跳繩

教學之人際關係研究 

蔡博昆 

（2011） 

合作學習教學法比傳統教學法在

體育跳繩教學中，能增進人際關

係中的同儕關係與師生關係。 

合作學習與動機因素對學生

學習成效與滿意度之影響：以

木球教學為例 

Hsin-Lai Hung 

（2004） 

在合作學習的情境下，學生更具

正面的學習態度。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由表 2-1 可看出合作學習運用於體育課堂時，能增進學生學習成效、提升學習新技

巧的效果；且教師在運用合作學習教學方法時，應視課堂狀況作適當調整，以更符合班

級氣氛與學生學習，達到較高之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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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人際關係的定義與相關研究探討 

本節針對人際關係的定義與相關研究進行探討，共分兩個部分：人際關係的定義、

人際關係在體育教學的應用，分述如下： 

一、人際關係的定義 

楊國樞（1984）認為人與人在長期的互動過程中構成彼此的刺激，影響彼此的感受、

想法與行為，這一連串的互動行為模式即為人際關係。蔡培村（2000）則將人際關係定

義為兩個或以上的人，在表達思想與情感時所採用的語言或肢體等行為，並融合知覺、

評鑑及反應，彼此交互作用並互相影響的歷程。楊中芳（1999）以微觀的角度切入，認

為人際關係是兩人在某一個時間點上，彼此之間有意義且連續的互動情形之綜合。人具

有群居性，在個體所處的環境中，小至家庭大至社會，總會不斷的與人互動，在雙方的

互動過程當中即形成了人際關係（許謦麟，2013）。另外，蔡瑜文（2016）與陳皎眉（1997）

更進一步指出人際關係所具備的特性：人最基本的社會需求、少數人間的來往互動、交

互影響的的社會歷程、一段持久的人際互動過程、包含身體與心理的互動；發展具有階

段性、深度廣度的不同、是獨特不斷改變的、多向度、複雜的、需靠溝通來建立和維持。 

綜合上述學者的觀點得知，人際關係是多樣且複雜的，需透過兩個或兩個以上的人

維持一段較長時間的互動，彼此進行認知、行為及情感等交流，這當中的每一個面向都

非獨立而是交錯存在的。 

二、人際關係在體育教學的應用 

過去文獻指出，青少年時期最重要的人際關係包含同儕關係、師生關係及家人關係

（吳怡欣、張景媛，2000），而人際關係品質的好壞是預測青少年心理健康的重要指標

（羅品欣，2007），人際關係良好的國中生顯得較為活潑、樂觀、有自信；反之，則顯得

退縮、鬱悶、缺乏自信（許謦麟，2013）。 

而透過體育課程是否能實現和諧人際關係是研究者想進一步探討的，研究者於華藝

線上圖書館以「人際關係」與「體育」為關鍵字進行相關文獻的搜尋，並依照研究主題

與研究結果依年代排序整理如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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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人際關係與體育相關研究 

論文名稱 
作者 

（年代） 
研究結果 

不同運動習慣學生對體育

課程選修動機考量因素的

差異性探討 

羅玉枝 

（2018） 

規律運動學生的人際關係顯著優

於偶爾運動及極少運動學生 

超級三項鐵人運動參與者

生命意義之敘事研究 

郭宗坤 

（2018） 

參與者透過超級三項鐵人運動，

在人際關係方面，可營造家庭甜

蜜氛圍，培養隊友的革命情感 

彈力帶運動對發展協調障

礙孩童之助益 

李孟凡、尚憶

薇 

李佳鴻、陳惠

城 

紀恩成 

（2018） 

在社會行為及人際關係能藉由操

作方式之轉化，增進同儕間互

動，改善人際關係。 

肌力訓練介入對厭食症患

者自信心及人際關係的影

響－個案報告 

黃鴻鈞 

（2016） 

參與此適應體育課程增加更多人

際互動機會，更容易接觸及熟識

其他同儕，藉此增進自信心。 

個人與社會責任模式融入

飛盤爭奪賽後非行少年責

任層級之表現情形 

李柏昂 

闕月清 

（2016） 

非行少年透過飛盤爭奪賽獲得自

我肯定與人際關係的改善 

國小高年級學童同儕關係

之研究--族群及運動代表

隊之效應 

馬尚偉 

（2014） 

高年級代表隊學童之同儕關係在

友誼層面高於非代表隊學童，社

交焦慮層面低於非代表隊學童。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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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活動對注意力缺陷過

動症學生游泳學習與人際

關係影響之個案研究 

劉正利 

（2009） 

水中活動介入後，ADHD 學生的

人際關係有明顯的改善。 

 

互惠式排球教學法對輕度

智能障礙學生人際關係之

影響 

拖月娥  

（2009） 

輕度智能障礙學生經互惠式排球

教學活動後，人際關係有改善。 

體育運動對大學生人際關

係的影響 

呂小麗 

（2008） 

體育運動對大學生人際關係有促

進作用。 

學校體育教學與大學生體

育關係 

涂芙蓉 

（2007） 

學校體育活動對大學生人際關係

有正向的影響。 

海洋雙人獨木舟划行者之

溝通行爲與人際關係發展

研究 

劉依玫 

（2007） 

海洋雙人獨木舟營造出合作學習

的環境，促使人際關係的發展出

爲對方自發性的關心與協助，甚

至不分彼此的關係。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由以上人際關係與體育之相關研究，發現研究對象多為特殊生（李孟凡、尚憶薇、

李佳鴻、陳惠城、紀恩成，2018；黃鴻鈞，2016；李柏昂、闕月清，2016；劉正利，2009；

拖月娥，2009）與大學以上人士（羅玉枝，2018；郭宗坤，2018；呂小麗，2008；涂芙

蓉，2007；劉依玫，2007），對於一般生與高中以下學生的研究並不多見。 

從相關文獻可看出體育運動對於提升人際關係有正向的作用，但運用體育課程提升

人際的相關研究多以特殊生或大學以上人士為主，對於一般國中生的探討甚少，然而良

好的人際關係對處於青少年期的國中生來說極為重要，所以研究者想了解應用合作學習

教學法於體育課程對九年級學生人際關係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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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採行動研究方式，旨在探討合作學習實施於體育課堂中對於學生人際關係與

學習成效的影響，及教師教學應用策略歷程與省思。 

研究者以合作學習教學法融入體育課作為教學介入，並以人際關係量表、坐姿體前

彎、立定跳遠、仰臥起坐、800/1600 公尺跑走與籃球三點上籃測驗作為施測工具，以量

化數據來探討此種教學介入對學生在人際關係與學習成效方面的影響；除此之外，研究

過程中不定期以學習單、開放式問卷、聯絡本小日記與晤談等方式進行資料蒐集，教師

亦將課堂中所觀察之事件紀錄下來，俾利於進行課後的教學省思與後續的課程調整。本

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研究架構與設計，第二節為教學設計，第三節為資料的蒐集與

分析，第四節為研究的信度與效度。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設計 

一、研究對象與場域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是以臺北市某國民中學九年級的一個班級為研究對象，研究者從七年級

開始帶起，對於研究參與者的個別差異、學生個性及班級風格較為了解與熟悉。 

該班學生共計 23 名，女生 11 人，男生 12 人，其班級風格較為冷漠，與教師

保持一定的距離，看待事物常以現實層面考量，遇到需合作完成任務時，多是被動

等待教師分配與指定，而研究者基於挑戰自我，也想讓班級呈現溫暖的氛圍，並使

學生成為有溫度的人，於是嘗試以合作學習融入體育教學的方式，試圖增進班級的

人際互動。 

（二）研究場域 

研究場域屬於臺北市公立國中，地理位置介於臺北市中心及郊區之間，處於中

間點，社區鄰近共有 25 個大小不等的公園，社區居民生活水平普遍較高，研究場

 



 

18 
 

域班級數共 25 班，屬中小型學校，教職員工數約 87 人。學區家長重視學生學業成

績，以升學為目標，學生課後時間大都往補習班加強課業，相對的學生在身體活動

時間也較少。 

（三）研究者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身兼教學者。研究者在國中體育教學現場已九年，擔任行

政職務滿三年，教學方式主要採以直接教學法，早期重視技能訓練的操練課程，近

期轉型以活動為主的趣味課程，嘗試以不同的方式，希望能讓學生喜歡體育課，並

養成良好的運動習慣。除此之外，研究者在校內身兼衛生組長，因為工作的需求得

有學生擔任小義工，研究者一直以來都是讓班上人際較弱勢的孩子來擔任衛生組的

義工，給予這些孩子任務，讓他們彼此合作完成各項工作，經由這樣的過程建立他

們的自信心，並學習如何與人合作。因此，本研究期望透過合作學習的方式，提高

學生的學習動機、增加學生人際間的團隊互動，學習接納彼此、尊重他人、主動思

考，並培養問題解決的能力，進而成為一個有「溫度」的人，以達到本研究之目的。 

 

二、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量化研究為主的方法，輔以質性的研究，採取混合式的方式進行研究，根

據本研究的研究目的與相關文獻，採行動研究的方式，以九年級上學期八週為期程，進

行資料的蒐集與分析。其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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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探討運用合作學習教學法進行九年級體育教學，對國中學生人際關係與

學習成效的影響。研究流程分為三階段進行：準備階段、實施階段及資料處理分析階段。

整體研究流程如下所示： 

（一）準備階段 

研究者希望透過體育課程增進學生同儕之間的互動，找回失去的溫度，故與指

導教授討論後，選擇「合作學習教學法」作為研究主題，接著著手蒐集國內外相關

文獻，進行閱讀與比較相關事宜，並以準實驗研究的方式設計實驗研究，其主要工

作情形如下： 

1、確定研究題目 

2、蒐集並探討相關文獻 

3、選定研究對象與擬定研究計畫 

4、研究工具之蒐集與編修 

（二）實施階段 

1、選取實驗班級 

    研究者選取所在學校九年級一個任教班級學生作為研究實驗對象。 

2、前測 

    教學實施開始進行前，對學生進行「體適能測驗」與「籃球三點上籃測驗」、 

作為起始能力測驗，並進行「人際關係量表」的前測，收集資料留待後續統計 

分析。 

3、合作學習教學介入 

    於第一節課進行分組，接著向學生說明接下來如何使用合作學習法融入體 

育課程，並在教學過程中適時依據學生狀況調整，進行為期八週的教學實驗， 

        期間亦同時著手質性資料的收集，包含學習單、學生晤談、小日記及教師札 

        記等。 

4、後測 

    實施教學結束後，對學生進行「體適能測驗」與「籃球三點上籃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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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後側，並進行「人際關係量表」的後測。 

（三）資料處理與分析階段 

將研究期間所蒐集的各種資料加以整理分析後，歸納出結論與建議並完成論文

的撰寫。其主要工作情形如下： 

1、資料處理與分析 

    進行「體適能測驗」、「籃球三點上籃測驗」與「人際關係量表」的計分工 

作，並進行統計分析與結果比較。 

2、撰寫研究報告 

    將所有實施結果進行討論並加以分析整理後作出結論。本研究流程整理如 

圖 3-2 所示。 

 



 

21 
 

圖 3-2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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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工具包含：合作學習操作流程、體適能測驗、籃球三點上籃測驗、人際關

係量表、學生回饋及訪談及教師日常札記。分述如下： 

一、合作學習實施流程 

教學項目的選擇包含體適能、籃球、田徑與游泳，而課程設計則依據其特性，以共

同學習法與小組遊戲競賽法來進行，接下來將實施流程分成「教學前準備」、「教學流程

的設計」及「課後評量」三方面來探討： 

（一）教學前準備 

依據學生八下的體育成績與個人特質進行異質分組，將學生分成四組，每組五

到六人；教材的部分則選取研究者任教學校所設定的項目作為教學單元，分別為體

適能 3 節課、籃球 6 節課、田徑 3 節課及游泳 4 節課。 

（二）教學流程的設計 

研究過程中不定期以學習單、開放式問卷與晤談等方式進行資料蒐集，除此之

外，教師亦將課堂中所觀察之事件紀錄下來，俾利於進行課後的教學省思與後續的

課程調整。 

本研究的課程設計以共同學習法（LT）與小組遊戲競賽法（TGT）為主，將兩

者融合如圖 3-3 所示。教師先予以全班授課，將當節所要進行的動作技能或知識概

念的學習目標告知學生，接著依據學生能力與特性採異質分組的小組學習，小組討

論結束後進行組間的遊戲競賽，小組成員於競賽過程中討論獲勝策略，共同努力完

成小組任務，最後表揚優勝小組，完成上述活動後各組分別進行省思後再對全班發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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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LT 結合 TGT 教學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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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每節授課內容大綱 

節次 主題 授課大綱 社會學習目標 

第 1 節 

體適能／快樂動 

追趕跑跳碰—瞬發力。 

2c-Ⅳ-2表現利他合群的

態度，與他人理性溝通

與和諧互動。 

第 2 節 我是筋肉人—柔軟度、肌力。 
2c-Ⅳ-3表現自信樂觀、

勇於挑戰的學習態度。 

第 3 節 適肌而動—肌耐力、心肺耐力。 

2c-Ⅳ-2表現利他合群的

態度，與他人理性溝通

與和諧互動。 

第 4 節 

籃球／籃不住我 

傳接球。 

2c-Ⅳ-2表現利他合群的

態度，與他人理性溝通

與和諧互動。 

第 5 節 運球上籃。 

2c-Ⅳ-2表現利他合群的

態度，與他人理性溝通

與和諧互動。 

第 6 節 中距離投籃。 
2c-Ⅳ-3表現自信樂觀、

勇於挑戰的學習態度。 

第 7 節 防守與籃板球。 

2c-Ⅳ-2表現利他合群的

態度，與他人理性溝通

與和諧互動。 

第 8 節 規則與運動家精神。 

2c-Ⅳ-1展現運動禮節，

具備運動的道德思辨和

實踐能力。 

第 9 節 小組 3 對 3 競賽。 

3b-Ⅳ-2熟悉各種「人際

溝通互動」技能。 

2c-Ⅳ-1展現運動禮節，

具備運動的道德思辨和

實踐能力。 

第 10 節 

田徑／奔放人生 

身體的反應—助跑與起跑。 

2c-Ⅳ-2表現利他合群的

態度，與他人理性溝通

與和諧互動。 

第 11 節 棒棒皆精采—傳接棒。 

2c-Ⅳ-2表現利他合群的

態度，與他人理性溝通

與和諧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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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節 合作無間—接力。 

3b-Ⅳ-2熟悉各種「人際

溝通互動」技能。 

2c-Ⅳ-2表現利他合群的

態度，與他人理性溝通

與和諧互動。 

第 13 節 

游泳／泳不退縮 

蛙式夾水。 

3c-Ⅳ-1表現局部或全身

性的身體控制能力，發

展專項運動技能。 

第 14 節 蛙式小組競賽。 

2c-Ⅳ-2表現利他合群的

態度，與他人理性溝通

與和諧互動。 

第 15 節 安全防溺。 
3b-Ⅳ-2熟悉各種「人際

溝通互動」技能。 

第 16 節 水上救生。 

2c-Ⅳ-2表現利他合群的

態度，與他人理性溝通

與和諧互動。 

 

（三）課後評量 

教師針對學生當節的參與程度給予個別加分，另為了避免組間競爭，小組獎勵

改以標準制，小組的成績若能達到訂定的標準則有額外的獎賞，將目標定位於「合

作」，使學生更易產生正向積極的學習態度，增加學習的樂趣。 

活動完成後收回學生的學習單，由教師審閱並予以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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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量化研究工具 

（一）體適能測驗 

包含坐姿體前彎、立定跳遠、仰臥起坐及 800/1600 公尺跑走。 

（二）籃球三點上籃測驗 

研究者之所以挑選籃球三點上籃測驗作為測驗工具主因在於，籃球三點上籃測

驗為研究者所在學校九年級上學期全年級的測驗項目，施行有年較適合作為此次研

究的評比項目，其主要施測方式說明如下： 

 

 

 

 

 

 

 

 

 

 

 

 

 

 

 

 

圖 3-4 籃球測驗圖 

如圖 3-4 於三分線外設置三個角椎，依順時鐘方向將角椎編列為 1、2、3 號，

其中 1、3 號位於同一水平線上。 

開始時，受試者於 1 號角椎就定位，施測者同時吹哨與按碼錶計時，受試者聽

到哨音後運球至籃下上籃，直到籃球進籃方可往二號角椎前進，接著如圖 3-3 所示

繞過二號角椎回到籃下繼續上籃的動作，一樣待進籃後才可往三號角椎前進，繞過

三號角椎後回到籃下上籃，進籃的同時計時結束。 

測驗的秒數越少表示受試者籃球三點上籃能力越高；反之，則越低。 

籃框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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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際關係量表 

本研究之人際關係量表改編自黃素玲（2008）所編製的量表，該量表先經由具

有生命教育相關博士學位且任教於大學擔任助理教授以上資歷之大學教授審查與

提供建議，刪除或修整題意不當與語意重複之題目後，選定鄰近國中學生作為預試

對象，進行統計分析以建立信效度之依據。 

此量表分為三個向度，分別為「與同儕關係」、「與師生關係」與「與家人關係」，

研究者依據研究需求，選取「與同儕關係」與「與師生關係」兩部分，作為本次研

究工具，其題目依序為 15 題與 10 題。全部試題皆為正面敘述，採用李克特式五點

量表（five-point Likert scale），問卷的選項分別為「非常同意」、「同意」、「普通」、

「不同意」、「非常不同意」，配分由高到低，依序為 5 至 1 分。受試者依據每一題

的敘述，選出最能代表自己感受的程度，其給分越高表示對該項題目的重視程度越

高；反之，則越低。 

人際關係量表於教學實驗前、後各填寫一次，主要探討學生在體育課實施合作

學習後，在人際關係上的態度轉變。 

 

三、質性研究工具 

（一）學生回饋：蒐集學生在課堂的學習單、聯絡本小日記與不定期晤談。 

（二）訪談：研究者羅列訪談大網進行同學的訪談。 

（三）教師日常札記：教師於課堂中的觀察記錄。 

第三節  資料的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以量化為主並輔以質性資料作為輔助工具。量化資料有人際關係量表、體適

能測驗及籃球三點上籃測驗，利用 SPSS 統計軟體進行分析；質性資料以學生文字回饋、

半結構式訪談及教師日常札記進行，用以了解學生在進行合作學習融入體育課程後的學

習感受與心得。以下就上述資料進行處理與分析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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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量化資料之處理 

（一）人際關係量表 

於教學實施進行前後各填寫一次人際關係量表，進行相依樣本 t 檢定分析，來

比較學生於教學實施後其人際關係是否有所改變。 

（二）體適能測驗 

於教學實施前後各進行一次體適能測驗，進行相依樣本 t 檢定分析，來比較學

生於教學實施後其體適能能力是否有所改變。 

（三）籃球三點上籃測驗 

於教學實施前後各進行一次籃球三點上籃測驗，進行相依樣本 t 檢定分析，來

比較學生於教學實施後其籃球三點上籃能力是否有所改變。 

二、質性資料之處理 

（一）學生回饋 

根據學生的學習單、聯絡本小日記及不定期晤談，分析學生在進行合作學習融

入體育課程後，在人際關係上的態度與想法轉變。 

（二）訪談 

研究者依據每節上課情形，隨機或立意抽取實驗組學生進行訪談，另外，待教

學實驗結束後，依籃球三點上籃測驗後測將實驗組學生分成高、中、低三組，並隨

機在各組抽兩位學生作為當組的代表進行訪談。 

（三）教師日常札記 

研究者將課堂所見所聞記錄下來，包含整體教學過程、教學技巧與內容，學生

於該堂課的反應，並於課後進行研討寫下反省紀錄，檢核是否達到設定的教學目標，

並思考遭遇困境的因應之道，以作為下堂課的修正依據。 

 

將上述所有資料，摘取與研究相關的文句內容，進行有意義的編碼，並依意義相似

度予以歸類，作為補充實驗結果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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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的信度與效度 

為避免研究者自我偏見而干擾研究結果，以 Denzin（1970）所倡導的三角驗證法

（triangulation），於研究過程中採用不同的管道及方式，多方蒐集各種角度的資料，以

利研究現象的完整與詳實，並減低研究者偏見而造成的誤判，增加研究的可信度。本研

究的三角驗證圖如 3-5 所示： 

 
圖 3-5 三角驗證圖 

 

 

 

 

 

 

 

 

 

 

 

 

 

 

 

 

 

 

 

訪談與觀察 

量化數據 文件分析 

研究對象訪談 
研究者觀察 
研究對象導師訪談 
觀課教師訪談 

人際關係量表前後測 
體適能前後測 
籃球三點上籃前後測 
150 公尺短跑前後測 
25 公尺自由式前後測 

學習單 
聯絡本小日記 
教師日常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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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論 

本章共分四個部分：針對「人際關係量表」進行相依樣本 t 檢定分析，並佐以學習

單、聯絡本小日記、不定期晤談、學生訪談與教師日常札記；對「體適能測驗」與「籃

球三點上籃測驗」進行相依樣本 t 檢定分析，並佐以學習單、聯絡本小日記、不定期晤

談、學生訪談與教師日常札記；接著闡述研究者在教學過程中所遭遇的問題及其採用的

解決策略；最後說明研究者本身專業知能的轉變與成長，其分析結果說明如下： 

第一節  合作學習對體育課人際關係層面的影響 

經過八週的教學實驗，研究者欲了解學生對於合作學習融入體育課程乃至於對整個

學習歷程的看法，於是以「人際關係量表」作為研究工具，在教學實施開始前進行前測，

並於教學實施結束後進行後測，並佐以學習單、聯絡本小日記、不定期晤談、學生訪談

與教師日常札記，用以了解學生在融入合作學習之前與之後人際關係態度上的轉變。 

本節依量表所得數據，採相依樣本 t 檢定來分析量表的「關於同儕關係」與「關於

師生關係」等兩個層面，接著針對「人際關係層面的質性資料」進行分析，最終形成本

節的小結。本量表共回收 23 份有效問卷，以下就量表的資料進行整理與歸納： 

一、關於同儕關係面分析 

本研究中人際關係量表的關於同儕關係共分十五題，包括：「困難時，同學願意對我

伸出援手」、「我覺得自己是被同學接納的」、「我能和同學共同完成老師交代的作業」、

「跟同學或朋友談話，讓我覺得有一種安全感」、「我能夠和班上同學維持友好和諧的同

儕關係」、「我很容易與人做朋友」、「我會讚美同學」、「我會主動幫忙同學」、「當同學遇

到困難時會找我幫忙」、「和班上同學在一起時大家都很愉快」、「在班上我有特別喜歡的

朋友」、「我覺得可以在班上找到真正了解我的人」、「分組的時候同學都喜歡跟我一組」、

「當同學吵架時，我會設法讓他們和好」及「我的朋友和我會互相為對方高興的事情感

到高興」。為了解合作學習融入體育教學後對國中生的「關於同儕關係」影響，以相依樣

本 t 檢定進行分析，如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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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人際關係量表之關於同儕關係的相依樣本 t 檢定 

配對變數 平均數 個數 標準差 t 值 

後測 60.37 23 12.86 
1.32 

前測 62.21 23 11.86 

p>.05 

表 4-1 為人際關係量表中同儕關係層面之前後測的平均分數、標準差及相依樣本 t

檢定分析結果。從中可發現，合作學習實施於九年級體育課對人際關係之「同儕關

係」上並無顯著差異（t=1.32，p>.05），且就平均數來看合作學習實施於九年級體育課

前其「同儕關係」平均分數為 62.21，實施後其平均數略為下降至 60.37，顯示實施合

作學習於九年級體育課對學生在「同儕關係」未有正向的影響。 

 

二、關於師生關係面分析 

本研究中人際關係量表的關於師生關係共分十題，包括：「課業上遇到疑惑時，我會

主動請教老師」、「我樂意主動幫忙老師」、「我會和老師一起分享個人理想與抱負」、「下

課時間我常和師長交談」、「我覺得老師很關心我」、「老師時常稱讚我」、「我會跟以前教

過我的老師聯絡」、「心情不好時我會想找老師說」、「師長交代的事情我會盡力完成」及

「看見師長我樂意向他問好」。為了解合作學習融入體育教學後對國中生的「關於師生

關係」影響，以相依樣本 t 檢定進行分析，如表 4-2。 

 

表 4-2  

人際關係量表之關於師生關係的相依樣本 t 檢定 

配對變數 平均數 個數 標準差 t 值 

後測 34.37 23 9.79 
0.12 

前測 34.53 23 7.17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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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為人際關係量表中師生關係層面之前後測的平均分數、標準差及相依樣本 t

檢定分析結果。從中可發現，合作學習實施於九年級體育課對人際關係之「師生關

係」上並無顯著差異（t=0.12，p>.05），且就平均數來看合作學習實施於九年級體育課

前其「師生關係」平均分數為 34.53，實施後其平均數略為下降至 34.37，顯示實施合

作學習於九年級體育課對學生在「師生關係」未有正向的影響。 

 

三、人際關係層面的質性資料 

由學生文字回饋及訪談中可以發現，多數學生覺得九年級人際關係已定型，運用合

作學習來提升人際關係的成效有限。 

還好，沒什麼改變，跟平常一樣。（S02 饋 20181207） 

沒有，好的依然好，還好的依然還好。（S03 饋 20181207） 

還好，因為跟平常一樣很正常的交流，好像沒有什麼變化。（S04 饋 20181207） 

不喜歡坐著討論，九年級人際關係都已經固定，不講話不參與的還是 OO

或 OO。（S06 訪 20181106） 

沒有什麼太大的幫助，因為同組的人本來有些就認識，不熟的就算合組也

不太交談。（S09 饋 20181207） 

我覺得還好，因為我們班人際關係已經很好。（S10 饋 20181207） 

並沒有很大的幫助，本人的人際關係一直以來都還不錯，不論是上哪一節

課，都能讓大家知道我。（S22 饋 20181207） 

我覺得這次合作學習對於我的人際關係沒有太大的幫助，因為同學也都認

識很久了。（S26 饋 20181207） 

沒有，大家都還是做自己的。This is boring, I want to do something by myself. 

（S28 饋 20181207） 

還好，因為同學本來就會互相交流。（S30 饋 20181207） 

沒有，因為同學本來就有交流。（S24 饋 20181207） 

沒有幫助，平常其實就會和人互動，人際關係本來就沒有不好，但多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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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了解同學吧。（S32 饋 20181207） 

但也有學生提及，合作學習增加了互動的機會，讓彼此的默契提升。 

可以把不參與的同學拉進來，會想盡力完成。（S01 饋 20181207） 

能更有團結感，以及常有互相幫忙的感覺。（S02 饋 20181207） 

我覺得分組可以促進同學們之間的情感，拉近同學們的默契。（S06 饋

20181207） 

我覺得這樣很好，可以藉由合作來增進與同學之間的默契。（S10 饋

20181207） 

我覺得同學可以互相幫助。（S11 饋 20181207） 

我覺得這個合作學習能使同學們的合作精神更加進步。（S22 饋 20181207） 

和同學的默契越來越好，也增進了和同學間的感情，而且非常有趣。（S23

饋 20181207） 

我覺得這次合作學習能讓體育較弱的同學也一起活動。（S26 饋 20181207） 

我覺得我和其他人的互動變得比較多，也比較有默契了。（S29 饋 20181207） 

不錯，可以跟平常沒有再一起打球的人增進默契，之後 5 打 5 班際可

比別班默契好上許多。（S33 饋 20181207） 

 

透過上述人際關係量表、學生文字回饋及訪談可發現，應用合作學習於體育課對於

提升九年級學生的人際關係的作用不大，主因在於學生已形成自己的人際模式與型態，

短時間無法產生明顯的改變，雖然如此，仍有不少同學對於合作學習能提升彼此間的默

契給予正向的肯定，透過合作與討論的過程中，增加互動機會，使得默契勇猛精進，竿

頭一步，其研究結果符應於蔡博昆（2011）研究中所提到，合作學習法運用於跳繩教學

中，能增進人際關係中的同儕關係與師生關係。 

除此之外，教師於課堂中觀察發現，經由合作學習能使學生間的互動頻率增加，異

質分組使得組內能力較佳者，主動帶領能力較弱者一同進行活動，不僅使以往較為被動

的學生融入課程，同時也激勵了各組的向心力，而後續的訪談發現，學生將人際關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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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人緣的好壞，而短短半學期的課程對於個人人緣的精進有所限制，導致學生普遍認

為合作學習對於增進人際關係無影響，卻忽略了過程當中所建立的默契與彼此之間的互

動，以及以往那些做為教室裡的客人的被動學習者，不管是基於同儕壓力也好，抑或是

個人意願也好，在合作學習裡，不再是教室裡的客人，而是轉變為主人，對於每一個活

動都盡到了自己該盡的義務與責任，其研究結果符應於王泓翔（2012）研究中所提到，

合作學習法運用於籃球教學，有助於體育低成就學生的同儕關係獲得改善。 

 

四、小結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可發現，九年級學生的人際關係多已定型，若想改變學生人際關

係的樣貌與型態並不容易，雖量表的統計結果未達顯著，但透過學生的學習單、聯絡本

小日記、不定期晤談、訪談與教師日常札記可知，應用合作學習於體育教學可以提升同

儕間於體育課的默契並增加彼此的互動。 

第二節  合作學習對體育領域學習成效的影響 

研究者欲探究合作學習法融入體育教學是否影響學生的體育領域學習，以「體適能

測驗」與「籃球三點上籃測驗」作為研究工具，在教學實施開始前進行前測，並於教學

實施結束後進行後測，並佐以學習單、聯絡本小日記、不定期晤談、學生訪談與教師日

常札記，以了解學生在融入合作學習之前與之後其體育領域學習之成效。 

本節依測驗所得數據，採相依樣本 t 檢定來分析「體適能測驗」與「籃球三點上籃

測驗」等運動項目，接著針對「學習成效層面的質性資料」進行分析，最終形成本節的

小結。 

一、體適能前後測分析 

包含「坐姿體前彎」、「立定跳遠」、「仰臥起坐」及「800/1600 公尺跑走」，以下就各

項進行相依樣本 t 檢定分析，其結果如表 4-3、4-4、4-5、4-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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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坐姿體前彎的相依樣本 t 檢定 

配對變數 平均數 個數 標準差 t 值 

後測 25.86 23 8.49 
-7.24 

前測 20.32 23 8.67 

P<.05 

表 4-3 為坐姿體前彎之前後測的平均分數、標準差及相依樣本 t 檢定分析結果。從

中可發現，合作學習實施於九年級體育課對「坐姿體前彎」測驗達顯著差異（t=-

7.24，p<.05），且就平均數來看合作學習實施於九年級體育課前其「坐姿體前彎」測驗

平均分數為 20.32，實施後其平均數上升至 25.86，顯示實施合作學習於九年級體育課

對體適能中的「坐姿體前彎」之學習成效有正向的影響。 

表 4-4  

立定跳遠的相依樣本 t 檢定 

配對變數 平均數 個數 標準差 t 值 

後測 184.95 23 28.38 
-5.65 

前測 171.95 23 23.12 

P<.05 

表 4-4 為立定跳遠之前後測的平均分數、標準差及相依樣本 t 檢定分析結果。從中

可發現，合作學習實施於九年級體育課對「立定跳遠」測驗達顯著差異（t=-5.65，

p<.05），且就平均數來看合作學習實施於九年級體育課前其「立定跳遠」測驗平均分

數為 171.95，實施後其平均數大幅提升至 184.95，顯示實施合作學習於九年級體育課

對體適能中的「立定跳遠」之學習成效有正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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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仰臥起坐的相依樣本 t 檢定 

配對變數 平均數 個數 標準差 t 值 

後測 37.77 23 12.42 
0.26 

前測 38.14 23 9.33 

P>.05 

表 4-5 為仰臥起坐之前後測的平均分數、標準差及相依樣本 t 檢定分析結果。從中

可發現，合作學習實施於九年級體育課對「仰臥起坐」測驗未達顯著差異（t=0.26，

p>.05），且就平均數來看合作學習實施於九年級體育課前其「仰臥起坐」測驗平均分

數為 38.14，實施後其平均數略為下降至 37.77，顯示實施合作學習於九年級體育課對

體適能中的「仰臥起坐」之學習成效未有正向的影響。 

 

表 4-6  

800/1600 公尺跑走的相依樣本 t 檢定 

配對變數 平均數 個數 標準差 t 值 

後測 6.31 23 2.21 
3.17 

前測 6.76 23 2.66 

P<.05 

表 4-5 為 800/1600 公尺跑走之前後測的平均分數、標準差及相依樣本 t 檢定分析

結果。從中可發現，合作學習實施於九年級體育課對「800/1600 公尺跑走」測驗達顯

著差異（t=3.17，p<.05），且就平均數來看合作學習實施於九年級體育課前其

「800/1600 公尺跑走」測驗平均分數為 6.76，實施後其平均數略減少至 6.31，顯示實

施合作學習於九年級體育課對體適能中的「800/1600 公尺跑走」之學習成效有正向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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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籃球三點上籃測驗後測分析 

以下就籃球三點上籃測驗進行相依樣本 t 檢定分析，其結果如表 4-7 所示： 

表 4-7  

籃球三點上籃的相依樣本 t 檢定 

配對變數 平均數 個數 標準差 t 值 

後測 27.45 23 10.95 
3.48 

前測 33.05 23 15.72 

P<.05 

表 4-7 為籃球三點上籃之前後測的平均分數、標準差及相依樣本 t 檢定分析結果。

從中可發現，合作學習實施於九年級體育課對「籃球三點上籃」測驗達顯著差異

（t=3.48，p<.05），且就平均數來看合作學習實施於九年級體育課前其「籃球三點上

籃」測驗平均分數為 33.05，實施後其平均數減少至 27.45，顯示實施合作學習於九年

級體育課對體適能中的「籃球三點上籃」之學習成效有正向的影響。 

 

三、學習成效層面的質性資料 

（一）合作學習的討論機制，讓以往的被動式學習轉為主動學習，啟動學生後設認

知的能力，連帶提升了學習成效。 

覺得裁判規則與手勢這些知識很有用，也知道如何去防守，不會亂跑或不

知道要幹嘛！（S22 訪 20181205） 

今天，我們在體育課時，進行了大隊接力的棒次排列、傳接棒，而今

天的默契也比往年好，不會產生掉棒的問題，所以希望當天也能和今天一

樣，相信我們能用奪第一的！（S01 聯 20181105） 

我很認真地跑，我還用了戰術就是拿到棒子的時候要很用力地用出

氣的聲，一方面可以嚇敵人也可以讓我可以不用消耗太多的力氣。（S09

訪 20181107） 

為了星期六的校慶當天能有好的表現，除了運動、練傳接棒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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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和上一棒 oo 和下一棒 oo 培養良好的默契，雖然這次沒有強棒，但若我

們全班一起努力，仍可以在 後一次校慶打出漂亮一戰。（S32 聯 20181107） 

有效，能和同學更有默契，在打球時失誤的次數就減少許多。（S22 饋

20181207） 

有，體育課是我們平常壓力發洩的地方，能使我們的心情得到解放，拿來

合作學習能使效果更好。（S23 饋 20181207） 

有效，能參與活動較多。（S26 饋 20181207） 

有，因為合作學習需要團隊合作，而且不太可能待在一旁什麼事都不做，

所以較容易進步。（S29 饋 20181207） 

有，分組去活動可以增加效率。（S30 饋 20181207） 

（二）合作學習實施後，學生開始進行反思，體認到很多運動都需要經過大腦的判

斷，才能做出最適切的決策，不再把體育課程當作單純的活動課程。 

其實這樣的校內接力中， 重要的是傳接棒的速度，也許會因為遲了兩三

秒而與冠軍擦身而過。（S23 聯 20181105） 

從中我們了解到，打球除了球員自己的技術外，周圍協助的所有人，都是

和球員一樣，不可少的！（S30 饋 20181121） 

今天的體育課，我發現我的控球不太好，以至於切入籃下有點困難，雖

然我的投籃手感 近還不錯，但我在籃下切入的得分還是比較穩定的。（S33

聯 20181001） 

我認為取勝關鍵在於防守，如果能在對方進攻時給予防守壓力，不但讓對

方難以得分，也會大挫對方士氣。（S32 饋 20181024） 

進攻要把握籃下、上籃和罰球，因為我們沒有 CURRY 的準度，所以盡量

不要投三分球，而應把握易得分的上籃，另外，每個人都要拿到球，以免產

生一打 5 的窘境。（S27 饋 20181024） 

關於籃球的防守方式，原來每個人佔位都是有邏輯的，籃球是不簡單的

運動呢！（S10 饋 2018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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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反應能力和速度去投球，反正有練習到，我 5 球才進 1 球，有很大

的進步空間。（S07 饋 20181008） 

三對三籃球有很多可以不失去分數的方法，例如卡位卡的好，雖然我應

該做不到就是了。（S05 饋 20181024） 

（三）因合作學習多了討論的時間，相對壓縮到活動時間，學生普遍希望可以

增加活動時間，減少討論。 

希望老師可以讓我們多練習，經由練習發現問題後再討論。（S01 訪

20181127） 

九年級體育課想要多放空休息，有時還得記錄自己進步的成績覺得麻

煩，希望還是輕鬆為主，尤其九年級每天都考試至少考 2 科，體育課就不

想再動腦了。（S02 訪 20181107） 

有，學習到籃球知識，合作學習可以學到我本來不會東西，但不想因

為學習這些而少了自己活動的時間，要先分配好討論的時間跟打球的時間。

（S08 饋 20181207） 

我覺得合作是件好事，但我認為可以多活動些，可以不要過多的講評，多

動，在慢慢從活動中改進就好了。（S32 饋 20181207） 

不錯啊！可以增進討論的次數，但 time 要再分配一下。要多調整，多修正，

後必定要調出 棒的。（S01 饋 20181207） 

如果要合作學習，就要讓各組有更多練習的時間。（S11 饋 20181207） 

建議分組後讓學生自行規定進度，給學生自主學習，找到擅長的比較

好學。（S28 饋 20181207） 

我覺得合作學習中，活動的時間應該要變多。（S26 饋 20181207） 

透過上述體適能測驗、籃球三點上籃測驗、學生文字回饋及訪談可發現，應用合作

學習於體育課對於提升九年級學生的體育學習有其成效，其研究結果符應於之前的相關

研究，合作學習能增進學生學習成效、提升學習新技巧的效果（呂亦航，2017；林士傑，

2013；王泓翔，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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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研究者於課堂中觀察發現，學生通過研究者設計的提問連結到舊有經驗

與所學知識，並經過思考進行資料庫的搜尋與探索，激盪出學生的反思能力不再是傳統

的被動接受教師給予的知識，而是主動進行思考，並能在與同儕互相解決問題中建構新

的知識。在合作學習模式中學習的學生，無論程度如何，大多展現了對學習的熱情，弱

勢學生不再從學習中逃走，能力較好的學生亦進一步地探索，其研究結果符應於 Hsin-

Lai Hung（2004）的研究，再合作學習的情境下，學生具有更正向的學習態度。 

然而時間分配卻是研究者的一大困擾，如何在不壓縮學生活動時間的情形下，協助

學生進行有效用地討論是研究者於研究期間一直探究與改進的目標。 

 

四、小結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可發現，學生在合作學習的情境下學習，不僅可以提升其體育學

習成效，連帶影響其學習態度，從測驗分數看來，學生體育學習成效有顯著的提升，而

學生的學習單、聯絡本小日記、不定期晤談、訪談與教師日常札記可知，應用合作學習

於體育教學，使學生更能融入課堂中，更具有正向的學習態度。 

第三節  教師面對問題的解決策略 

本節就研究者在實施體育 16 堂課中所遭遇之困境、因應策略與改善結果做一整

理。分別就合作學習實施於體適能、游泳、田徑與籃球等不同運動項目後，過程中所

遇到的問題來探討。 

一、體適能 

（一）分組上的困擾 

修正前：班上有幾位學生長期有人際方面的困擾，每到分組同學都不想與這些

人同一組，而這些被團體所孤立的學生在組裡常常是處於放空或不配合狀態，面對

小組任務顯得意興闌珊甚至擺爛不管，以消極的態度面對。 

有在活動時把 OO 拉進來一起活動，可是他自己一直不想也沒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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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S01 訪 20180917） 

人際關係不好的人跟別人一組，同組的人也不會跟他有互動。

（S08 饋 20181207） 

不講話不參與的還是 OO 或 OO。（S06 訪 20181106） 

根本沒辦法加入同學，我擅長在遠處觀察別人。（S28 訪

20180917） 

喜歡傳統教學，這樣不需要感受同儕壓力，輕鬆很多。（S28

饋 20181207） 

修正策略：研究者在當下便觀察到這個問題的存在，也適時介入進行協調與溝

通，鼓勵這些被孤立或將刻意讓自己被孤立的學生進入小組內與大家一起合作，並

於課後找導師更深入了解學生在班上的交友狀態與人際關係，以利於日後小組成員

的調整。除此之外，導師強調可以運用一些小技巧讓學生感受教師對他的愛與關懷，

例如呼喚學生的小名以增進親暱感。 

修正後：以往學生會自己繞操場或繞球場活動，經溝通協調後學生會盡量參與

小組活動，當不是輪到自己上場時，也會在一旁觀察小組成員。另外，研究者也嘗

試於課堂中以小名來稱呼學生，從學生的反應可知學生對於研究者知其小名是感到

驚訝且歡喜的。 

 

 

 

二、游泳 

（一）學生能力差異大 

修正前：由於合作學習裡的計分方式會使個人的成績與小組掛勾，無形中造成

能力較弱學生的壓力，尤其以游泳來說，學生的差異性更大，甚至小組內尚有成員

無法一次完成單趟 25 公尺的游泳，這樣的情況下若要求大家採一樣的標準計分，

可能會讓學生對體育課產生比較負面的想法。因此研究者必須想辦法改善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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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游泳課在泳池又喝了不少水，我們今天在練蛙腳，我個人覺

得就是一個累到喝水的游泳方式，下次上課要進行小組競賽，但我現

在還不太會阿，很怕拖累大家。（S25 饋 20181015） 

有的時候自己根本做不到同組同學對自己的期待，有些活動對自

己來說很困難。（S11 饋 20181015） 

修正策略：依舊進行小組競賽，但融入差異化教學，對於較弱學生給予較多支

持，或是降低難度的門檻，像是浮板比其他同學稍大，或是將目標定在學生能力可

完成的範圍內，並於練習時，讓能力較佳組員在旁協助。 

修正後：目標的修正讓學生不再有習得無助感，也願意努力去完成，而同組成

員的支持與鼓勵，讓學生感受自己對小組的重要性，進而產生責任感。 

今天的游泳比賽，雖然我覺得輸贏不重要，但我很認真地游。（S25

訪 20181022） 

 

三、田徑 

（一）接力賽棒次安排的調整 

修正前：原先課程設計採男女混的異質性分組，將全班分成四組去討論校慶接

力的棒次，再由各組分別上台發表棒次編排的方式與原因，過程中學生討論得很熱

烈，大家的想法也都非常有建設性，但也因為如此，最後討論出四種不同版本，很

難將其融合為最終版。 

修正策略：將全班分成兩大組，男生一組女生一組，男生負責產出男生大隊接

力的棒次，女生負責產出女生大隊接力的棒次，最後形成全班參賽的棒次。 

修正後：由於有前面的小組討論當基礎，分成兩大組後討論流程相當順利，棒

次的編排與選擇也富有邏輯性，大家對於最終版本的棒次非常滿意。 

老師讓我們自己排棒次，我是男生第二棒，希望下下禮拜校慶可

以盡全力跑。（S29 饋 20181031） 

雖然我從先發變替補，可是我還是很認真在練，希望大家在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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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更加團結。（S26 饋 20181031） 

我想在國中的 後一年替班上跑大隊接力的選手加油，真期

待校慶到來。（S08 饋 20181031） 

 

（二）練習時的積極度問題 

修正前：分組練習時，未被安排於校慶上場的學生態度不夠積極，由於缺乏參

與動機，學生採被動式上場，明顯看出學生未盡全力，間接影響小組氣氛。 

許多人卻以消極的態度慢慢跑，敷衍了事，我認為每次練習都應

該以積極的態度面對。（S23 饋 20181105） 

今天練大隊接力，女生每個都慢慢跑，一看就知道故意，看都覺

得很扯，什麼態度，什麼心態，看了就超氣，每一棒都這樣，無論輸

贏，態度真是爛到不行。（S30 饋 20181105） 

 

修正策略：給予這些校慶未上場的學生其他任務，分別進行吹哨、舉旗、抓違

例、按碼錶、紀錄等工作，讓每個人都能在當下盡到自己的責任，投入整個活動當

中。 

修正後：在學生能力範圍內賦予學生不同任務，增加學生的參與動機，讓學生

不再覺得自己是可有可無的存在，除了提升學生的參與積極度，亦使小組氣氛由不

滿與抱怨轉為全員積極參與。 

一開始跑的不是很認真，感覺對比賽沒有要練的態度，因為我不

是校慶要上場的人，但後來老師叫我去按碼錶，我覺得很刺激很好玩。

（S03 饋 20181105） 

老師說我字很漂亮叫我當記錄，不用跑步還不錯。（S02 饋

2018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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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籃球 

（一）男女混的異質分組所遇困境 

修正前：由於男女在籃球上的能力差異性過大，不論身高、速度或技術皆是男

強女弱，而研究者一開始採男女混的異質性分組進行活動，導致女生普遍反應競賽

時球權幾乎都在男生手裡，相較下女生幾乎沒有發揮的機會。 

跟男生一組會被他們嗆。（S08 饋 20181003） 

同學都身高霸凌，搶不到球。（S05 饋 20181003） 

不要用男尊女卑的方式上課！！（S06 饋 20181003） 

修正策略：重新分組，改成男女分開的異質分組，解決男女先天差異大的問題。 

修正後：比較符合學生能力與差異性，不再有球都在男生手上的問題，傳接球

與跑動的頻率變高，女生對於勝負的積極度也提高，場上的氣氛和諧許多，打起球

來有笑聲，變得較為歡樂。 

（二）擔任裁判的人數 

修正前：原本一組只安排一位學生擔任裁判，使得少數沒事做的學生杵在一旁，

加上場上有視線死角，只有一位裁判可能會有誤判或未判的問題產生。 

修正策略：每組增加一位裁判，改為每組兩個裁判，並要求一位裁判站在籃球

場底線，另一位則站在三分線外。 

修正後：上場人數增加，相對減少閒置人員，同時解決視覺死角導致誤判或未

判的情形，減低爭議的發生，也因為有兩位裁判，增加判決的公平性，使得場上的

比賽氣氛不那麼緊繃。 

（三）教師講解時間的修正 

修正前：在進行規則與運動家精神課程時，研究者基於內容的完整性，在教材

安排上準備了所有規則與裁判動作的解說，但因學生對籃球知識素養有限，短時間

內給予大量知識反而適得其反，從學生的肢體語言可發現，冗長的規則與複雜的動

作使得學生變得不耐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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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體育課老師花了很多時間講解裁判如果是犯規或者是違例

時要怎麼比動作。（S10 聯 20181121） 

今天體育課我們在教室上了 3vs3 的基本規定，老師一進教室就

說只要花 10 分鐘， 後，我們花了 30 分鐘。（S06 聯 20181121） 

今天體育課老師在教裁判怎麼當，有非常多的手勢，要非常的清

楚，在場上腦袋得快速地運轉，比錯就糟糕了，會被大眾的口水淹沒，

唉，裁判也是一個難勝任的工作。（S27 聯 20181121） 

修正策略：立即更改教材內容，挑選常見的「違例」與「犯規」動作進行講解，

並於小組遊戲競賽時，簡化競賽項目。 

修正後：由於競賽項目化簡，學生答對率增高，提高學生自信心，其中能力較

弱者也從答題旁觀者身分抽離，變得較為主動積極進行搶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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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教師專業成長與省思 

一、應用合作學習於體育課程所帶來的改變 

（一）學生開始對於體育相關問題進行反思與討論 

Harvey 與 Goudvis(2013)提到「我們無法教學生思考，因其與生俱來；然我們

可以讓學生意識到自我思考的過程，使其掌握思考策略並能辨識到自我思考的力

量。」在直接教學法的課堂，教學者較無法分辨學生思考與否，也難體會思考對學

生而言，是啟動主動學習的關鍵；而合作學習的課堂，學生因主動參與，將自己本

來即有的思考能力啟動，在彼此交互作用下，越多次的討論，思考就越深入。 

有鑑於此，研究者初次嘗試以合作學習裡的共同學習法與小組遊戲競賽法進行

體育課程，希望透過不斷的討論去激發學生的思考能力與向度，於是每節課總是讓

學生進行討論與反思，有別於以往研究者直接傳授知識與技巧的單打獨鬥模式，學

生也在無形中養成對於體育相關問題深入探討研究的習慣，即使現在已暫停合作學

習的課程，學生仍會針對國際與國內賽事各抒己見，甚至於晚自習時間將討論結果

與研究者分享，同時達到教學相長之功效。 

（二）能力較佳者帶領著課堂邊緣人一起進行活動 

 以往直接教學法雖亦進行分組活動，但未強調異質分組，而是讓學生隨機分

組，易造成同質性者一組的狀況，導致強者恆強，弱者恆弱的局面。然合作學習中

各組成員能力分配平均，除此之外，其計分制度讓學生產生榮譽心，組內能力較佳

者主動帶領能力較弱者，讓之前在課堂中長期擔任邊緣人角色的學生，其近測發展

區獲得鷹架支持，達到最佳的學習效果，對能力弱的學生而言除了增加其課堂參與

度，技能亦有所斬獲，而能力強的學生也在此過程中提升後設認知的能力。 

（三）課堂中的客人轉型為課堂中的主人 

基於前述可知，能力弱者以往總是在課堂中擔任客人的角色，常常是完成研究

者指定的任務後便自行結束今日課程，然能力強者的鷹架支持使得能力弱者產生自

信心，也因為小組競賽賦予的責任感，使其願意多花時間進行練習增強自己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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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慢慢從客人的角色轉型為主人，融入每個課堂中，積極參與小組裡的任務。 

二、研究者的省思 

研究者這幾年的教學模式從早期強調技能訓練的操練課程，轉型為以活動為主的趣

味課程，主要是希望學生能喜歡體育課，並從中培養良好的運動習慣，透過有趣的體育

課程減輕負擔而不是製造另一個壓力來源，然體育課除了技能上的表現外，其能帶來情

意方面的什麼改變也是研究者一直反思的方向。鑒於人際溝通與團隊合作亦是體育課裡

重要的元素，研究者嘗試以合作學習應用於體育課，希望透過小組討論增加人際互動，

培養團隊合作的默契，並在遇到困難時能想辦法解決而不是逃避。 

研究者首次挑戰讓學生自行安排大隊接力選手的選擇與棒次的排序，這也讓研究者

體認到「放手讓學生嘗試」的重要性，學生在過程中進行了熱烈的討論，最終形成了皆

大歡喜的組合，參賽的同學也因為同儕的肯定更加積極地練習，甚至於課後時間三兩好

友相約進行自主訓練，而團隊達成共識的名單也讓未參賽的同學多了份參與感，對於比

賽當天的結果多了份重視。 

當然在研究過程中亦碰到不少挫折，像是學生反應九年級課業壓力大，合作學習讓

他們無法停止腦部的運作，每天已被考試壓榨，體育課已不想再動腦，只想放空多休息，

尤其越到後期學生被段考與模擬考追著跑時，對於小組必須進行討論與計分深感疲憊與

不耐煩，這對研究者來說實為一大瓶頸，研究者只能在不讓討論流於形式化與流水帳的

情形下，不斷修減課程討論的時間，達到一個動態平衡。 

另外，課程分組名單的安排也是一大難題，需不斷進行調整，林文生（2013）所言

分組方式會跟分組的目的產生密切的關連。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運用合作學習提升九

年級學生的人際關係。在諸多實證研究中證明，合作學習塑造出尊重及互學的氛圍，學

生之間彼此和諧共處互相包容，而班級文化的塑造，來自於有意識的引導與經營。因此

研究者根據不同的運動項目有彈性的規劃，例如籃球為單一時間團體合作的項目，加上

男女差異大，若採男女混的異質性分組，亦導致球權掌握在男生手上；而游泳雖然男女

差異大，但因其競賽方式為單一時間個人表現的項目，採男女混的異質性分組可提升競

賽的刺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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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的設計與安排如何提升學生的動機，讓他們願意嘗試甚至喜歡這樣一種全新的

上課模式，亦是研究者在過程中遇到的挑戰，如何將單純的競賽項目轉化成趣味競賽並

將他們討論出來的元素融入其中，讓學生覺得討論是有效用的，著實殺了研究者不少腦

細胞。除此之外，陳文琴（2014）提及臺灣的學生不太有合作技巧的訓練，大多習慣自

行完成任務，然研究者在期初對學生進行合作學習如何「操作」後便開始進行課程，冀

望在合作學習活動運作的同時，學生既習得學科知識，還能妥善運用合作技巧，甚至有

一定程度的發表能力，然這樣的設計對教育現場而言太過夢幻，因此研究者為了讓課程

順利進行始有心有餘而力不足之感。有鑑於此，研究者應參與更多增能研習，透過別人

的經驗分享，來提升自我的能力與認知，讓課程設計更貼近教學目標與學生需求。 

由於九年級的人際關係大多已定型，若能提早於其他年級便開始進行，讓學生在人

際關係尚未定型前，引導學生合作與發表技巧，培養其互助合作的良好習慣，對於人際

關係的精進與改善必然有所助益。在合作學習課堂中，學生不但能自我學習，也能利益

他人，達到互學的效果。除了學生之間的團隊合作外，教師間的團隊合作也很重要。研

究期間研究者常不定期拜訪研究對象的導師，導師也不吝於給予建議，並分享學生寫於

生活札記中的心得感想，研究者從中獲得不少協助，另外，研究者亦常與同領域的教師

進行交流，互相切磋，這過程當中不只學生是獲益者，研究者亦成長不少。 

師生互動的部分，研究者除了透過不定期拜訪導師了解學生狀況外，也從學生給予

的文字回饋知道學生的想法與感受，這是在之前直接教學法所缺乏的區塊，研究者亦打

鐵趁熱主動於課後時間關心學生情形，找學生談話聊天，並適時的給予拍肩等肢體動作

上的鼓勵。另外，研究者亦於學生生活札記回饋得知，學生對於研究者主動關懷是喜歡

且樂意的，相對的，學生也會主動找研究者聊天，分享其心情與所見所聞。 

對研究者而言，直接教學法與合作教學法各有其作法上的優劣。由於直接教學法是

教師直接講述後給予學生指令，要求學生完成其指定的任務，因此具有立即性效果，學

生彼此間的互動較少，但相對的容易掌控秩序，雖然也有分組進行活動的時候，但不強

調異質分組，而是讓學生自行分組，也因此學生通常會找自己熟識的對象為組員，雖無

法形成人際關係的改變，但組內成員經由互相交流亦能增進彼此的默契，不過對於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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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排擠或孤立的學生而言，其人際關係未獲得任何幫助與改善；而合作學習法與直

接教學法的不同點在於以學生為主體，知識的架構與技能的學習來自於同儕間互相討論

與互動而形成，其異質性分組與團體計分的特性，讓各組成員必須積極互賴，恰好本次

研究的實驗組是較以現實面為依歸的班級，成績的好壞之於他們非常重要，於是形成了

組內能力較佳者主動帶領較弱者一起進行活動的氛圍，除了增加互動與默契，也讓長期

處於邊緣人狀態的學生能夠重新融入課堂活動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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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合作學習實施於體育課堂中對於學生人際關係與學習成效的影響，

及教師教學應用策略歷程與省思。首先以「體適能前測」、「籃球三點上籃前測」及「人

際關係量表」進行前測，以了解學生人際關係的變化與體育學習成效；接著進行八週的

實驗教學活動，將合作學習法引入體育課堂中，讓學生在過程中，運用合作學習技巧進

行學習，並不定期以學習單、開放式問卷與晤談等方式進行資料蒐集，除此之外，教師

亦將課堂中所觀察之事件紀錄下來，俾利於進行課後的教學省思與後續的課程調整；待

實驗結束後實施「體適能前測」、「籃球三點上籃後測」及「人際關係量表」的後測；最

後，將前後測結果及學生的文字回饋與訪談資料進行分析與歸納，以了解學生在使用合

作學習進行體育課程後，對其人際關係與學習成效的變化。本章分為兩部分，第一節說

明研究的結論；第二結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做為日後相關研究的參考。 

第一節  結論 

一、合作學習應用於體育課可提升九年級學生之間的默契與互動 

經由學生的文字回饋、訪談與教師觀察的部分可發現，因為合作學習中異質分組的

關係，讓能力較佳者主動帶領能力較弱者一同參與課堂活動，不僅可以增加彼此的默契

與互動，也提升了以往被動學習者的參與度。 

 

二、合作學習應用於體育課可提升體育領域學習之成效 

經由測驗結果與學生的文字回饋、訪談與教師觀察的部分可發現，在合作學習的情

境下，學生更具有正面的學習態度，連帶提升了學習成效。 

 

三、合作學習在體育課的設計與實施受多元活動課程安排與教師專業發展情形，影響合

作學習的實施成效 

研究者在教學中發現，活動安排與討論項目的設計攸關合作學習是否能順利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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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讓小組競賽更添趣味性，並與討論項目做更深一層的結合，研究者應參考更多的資

料，若能共同備課，與同領域教師集思廣益，更能設計出適合的競賽項目與主題。 

第二節  建議 

一、對教學實務者的建議 

（一）宜增加分組方式的彈性 

本研究的異質性分組除了採男女混的能力分組，亦有同性間的能力分組，每種

方法各有其優缺點，然異質性分組的方式不僅於此，仍有許多不同方法值得去探索，

因此建議教學實務者於教學現場宜增加分組方式的彈性，針對課程特性與學生本質

進行設計與調配。 

（二）需有引導學生合作與發表的相關學習 

實務上發現學生對於體育課實施合作學習，進行小組討論與發表是需要時間指

導的，因此建議教學實務者需先有引導學習，使學生具備合作的基礎能力，再進一

步完成合作學習的考驗，設計使學生習得合作技巧與心態的素養導向課程，讓研究

更趨順利與完整。 

二、對未來研究者的建議 

（一）擴充研究工具 

本研究是以合作學習裡的共同學習法與小組遊戲競賽法進行體育課程，然而合

作學習法的學習方式包含多樣，因此建議未來研究者亦可配合教材特性採用其他的

合作學習方法做設計，激盪出更多不同的火花。 

（二）擴充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合作學習是否能提升九年級的人際關係，研究發現九年級人

際關係多已定型，所以建議未來研究可以提前於其他年級實施合作學習，讓學生提

早體認合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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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家長同意書 

學生家長參與研究同意書 

各位家長好： 

    為了提升教學品質，瞭解學生體育課學習成效，本人擔任本班體育科

教師，目前就讀於國立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進修，這學期將進行一項

教學內容作學習策略進行教學體育教學，實施期間為本學期 9 月至 12

月。 

在研究期間，為觀察孩子的表現，部分教學過程將與學生晤談、前後

測問卷以做為紀錄資料；教學成果僅作為研究之用，人名亦以匿名方式呈

現，請家長放心。 

若您願意讓孩子參與此計畫，請您勾選下列表格。如果您對本研究有任何

不瞭解或建議，請隨函告知或與本人聯絡，謝謝。 

 

    體育科教師林悅淳 敬啟 107 年 9 月 

------------------------------------  回條  ----------------------------------------- 

9 年 7 班  姓名：_______________ 

  本人□同意我的孩子參與上述教學計畫 

  本人□不同意我的孩子參與上述教學計畫 

          家長簽章：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___年___月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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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人際關係量表 

人際關係問卷 

親愛的同學，你好： 

這份問卷主要是想瞭解你在學校的生活情形，透過問卷讓老師知道你的狀

況，收集的資料僅為學術研究及老師往後教學改進的依據，請你仔細閱讀每題

後放心據實填答，感謝你！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研究所在職班 

                               研 究 生：林悅淳  敬上            

                               指導教授：掌慶維  博士 

                               中 華 民 國 107 年 09 月 

【第一部分】基本資料 

填答說明：這部分是想了解你個人基本資料，資料內容僅供統計分析之用，

絕不會對外公開，請放心填答。 

一、性別：□男(1)   □女(2) 

二、班級：__________________ 

三、座號：__________________ 

 

 

 

 

 

 

 請繼續填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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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人際關係問卷 

填答說明：本問卷每題的敘述後面都有五個選項，分別為「非常同意」、「同

意」、「普通」、「不同意」、「非常不同意」五個程度，答案沒有對、錯之分，

請你仔細閱讀每一題後，在最適當的□內打✓。※請注意每題均為單選題，

且每題均務必作答，謝謝。 

一、關於同儕關係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不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1、困難時，同學願意對我伸出援手。 □  □  □  □  □ 

2、我覺得自己是被同學接納的。 □  □  □  □  □ 

3、我能和同學共同完成老師交代的作業。 □  □  □  □  □ 

4、跟同學或朋友談話，讓我覺得有一種安全感。 □  □  □  □  □ 

5、我能夠和班上同學維持友好和諧的同儕關係。 □  □  □  □  □ 

6、我很容易與人做朋友。 □  □  □  □  □ 

7、我會讚美同學。 □  □  □  □  □ 

8、我會主動幫忙同學。 □  □  □  □  □ 

9、當同學遇到困難時會找我幫忙。 □  □  □  □  □ 

10、和班上同學在一起時大家都很愉快。 □  □  □  □  □ 

11、在班上我有特別喜歡的朋友。 □  □  □  □  □ 

12、我覺得可以在班上找到真正了解我的人。 □  □  □  □  □ 

13、分組的時候同學都喜歡跟我一組。 □  □  □  □  □ 

14、當同學吵架時，我會設法讓他們和好。 □  □  □  □  □ 

15、我的朋友和我會互相為對方高興的事情感到高興。 □  □  □  □  □ 

 

 
     

二、關於師生關係          

1、課業上遇到疑惑時，我會主動請教老師。 □  □  □  □  □ 

2、我樂意主動幫忙老師。 □  □  □  □  □ 

3、我會和老師一起分享個人理想與抱負。 □  □  □  □  □ 

4、下課時間我常和師長交談。 □  □  □  □  □ 

請繼續填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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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不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5、我覺得老師很關心我。 □  □  □  □  □ 

6、老師時常稱讚我。 □  □  □  □  □ 

7、我會跟以前教過我的老師聯絡。 □  □  □  □  □ 

8、心情不好時我會想找老師說。 □  □  □  □  □ 

9、師長交代的事情我會盡力完成。 □  □  □  □  □ 

10、看見師長我樂意向他問好。 □  □  □  □  □ 

      

      

          

          

          

          

          

          

          

          

          

          

          

          

          

          

          

本問卷到此，萬分感謝你的熱情協助，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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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體育課學習單—籃球 

 

單元-籃球 

 

組別：     姓名：          座號：     

 

一、籃球規則常見的「違例」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籃球規則的「犯規」動作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看圖回答籃球裁判手勢：   

       

 

說明：_____________________             說明：_____________________ 

         
 

說明：_____________________              說明：___________________ 

四、與家人分享活動影片後的心得感想。 

 

 

五、這次的籃球課有什麼想跟老師說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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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體育課學習單—體適能 

 

單元-體適能 

 

組別：     姓名：          座號：     

 

一、體適能包含四個項目：瞬發力、_________、肌力與肌耐力、

_____________。 

 

 

二、教育部體育署推動「SH150 方案」，鼓勵學生在校除體育課外，每週應累積 

    運動時間___________分鐘以上。 

 

 

 

 

三、與家人分享活動影片後的心得感想。 

 

 

 

 

 

 

四、本次課程有什麼想跟老師說的嗎? 

 

 

 

 

 

 

 

 

 



 

63 
 

附錄五 體育教學設計教案—體適能 

體適能單元活動教學設計 

實施年級 九年級 教學節數 3 節課 

單元名稱 體適能/快樂動 設計者 林悅淳 

參考資料 體育課好好玩、體育教學工廠、教育部體適能網站、運動

改造大腦、美國運動醫學會 (ACSM) 體適能指導手冊。 

核心素養 領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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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與解決體育與健康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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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具備利他及合群的知能與態度，並在體育活動和健康生活

中培育相互合作及與人和諧互動的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一、認知： 

1d-Ⅳ-1 了解各項運動技能原理。 

1d-Ⅳ-3 應用運動比賽的各項策略。 

二、情意： 

2c-Ⅳ-2 表現利他合群的態度，與他人理性溝通與和諧互

動。 

2c-Ⅳ-3 表現自信樂觀、勇於挑戰的學習態度。 

2d-Ⅳ-2 展現運動欣賞的技巧，增進生活的美感體驗。 

三、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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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行為： 

4c-Ⅳ-2 分析與評估個人的體適能與運動技能，修正個人

的運動計畫。 

4c-Ⅳ-2 分析與評估個人的體適能與運 

動技能，修正個人的運動計畫。 

學習目標 

一、讓學生了解柔軟度與爆發力之身體適應能力，對於體

適能有更深知理解。  

二、能投入小組討論，在小組中發表想法。  

三、能積極參與課程 (分組比賽、小組討論、與教師討

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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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品德教育 

教學資源 哨子、角椎、解說板、橡皮精神、軟墊 

課程大綱 

節次 每 節 重 點 

第 1節 【追趕跑跳碰】體適能介紹，此節課強調下肢肌群的使用

和瞬發力的訓練。 

第 2節 【我是筋肉人】以核心肌群的使用和柔軟度的加強。 

第 3節 【適肌而動】以肌耐力、心肺耐力為訓練目標。 

教學活動說明 時間 教材教具 評量重點 

第

一

節 

 

 

【追趕跑跳碰】 

一、 準備活動：  

(一)動態伸展：教師依據當天所要操作的課

程，加強身體肌群的伸展。  

(二)慢跑熱身小遊戲──「警察抓小偷」 

  在 30 公尺跑道兩端設置角椎，學生兩兩分

組後猜拳，猜贏者為「警察」，猜輸者為「小

偷」，且小偷需往後逃跑，而警察追逐之。若小

偷成功跑過角椎，則獲勝；若警察於角椎範圍

內抓到小偷，則小偷獲勝。 

二、 發展活動： 

(一) 教師舉例說明生活中常見常用的體適能。

如：上下學追趕公車（瞬發力）、上下樓梯（肌

耐力）、彎腰撿拾物品（柔軟度）……等。  

(二) 遊戲規則說明：教師將學生分成男女兩大

組後，進行動作示範。此活動強調下肢肌群的

練習，示範操作方式、動作技巧及其注意事

項。 

【活動一】 

  讓兩組學生先討論棒次，十人站成一排，

取一個手臂距離寬。逃跑者（隊伍最後一人）

以 S形、側併步前進，追逐者（隊伍倒數第二

人）於逃跑者穿越過兩個人之後，追逐者方能

開始抓人。跑至隊伍尾端後，依序遞補進隊伍

當中。 

【活動二】 

  讓兩組學生先討論棒次，十人坐成一排，

雙腿併攏向前伸直，取一個手臂距離寬。第一

階段，從隊伍第一人採雙腳跳躍前進，連續動

作不得停止，直至隊伍最末端，停止並坐下。

 

 

 

 

 

 

5 

 

 

 

 

 

3 

 

 

3 

 

 

 

10 

 

 

 

 

 

10 

 

 

 

 

 

 

 

 

角椎 

粉筆 

 

 

 

 

 

 

解說板 

白板 

 

 

 

 

 

 

 

 

 

 

 

 

 

 

 

 

 

學生參與

度 

 

 

 

 

表達與小

組獨特性 

 

 

 

 

專心度 

 

 

 

 

 

小組氣氛 

參與度 

 

 

 

 

小組氣氛 

努力程度 

 

 

 

 



 

65 
 

第二階段改為單腳跳躍前進。第三階段坐著的

人改採 V字形開腿坐姿，跑者以抬腿跑方式前

進。 

【活動三】 

  學生兩兩分組跳馬背，一個人完成十五下

後，換另一人，採計時賽，共做三組。 

 

三、 綜合活動：活動總結 

1.成績總結 

2.小組表揚，並請動作流暢之組別做示範。 

3.請學生思考「活動中的棒次是如何安排的？

考量的重點有哪些？」、「三個活動之後，分別

有什麼感覺？ 」、「是否可將活動中所學對應至

日常生活當中？」 

※請學生收集橡皮筋以利於下堂課進行 

 

8 

 

 

 

 

 

6 

 

 

 

 

 

 

白板 

解說板 

 

 

 

 

努力程度 

 

 

 

 

心得分享 

 

 

 

 

第

二

節 

【我是筋肉人】 

一、準備活動： 

動態伸展：教師依據當天所要操作的課程，加

強身體肌群的伸展。 

二、發展活動 

1.教師事先準備一長條橡皮筋繩、大軟墊一

個、角錐四個、哨子與碼表各一個。 

2.教師將學生異質性分四組，每組 5-6 人。講

解跳橡皮筋繩的規則，並示範單腳跳、雙腳

跳、剪刀跳、側跳等動作，並讓各組自行製作

一條長橡皮筋繩。 

3.橡皮筋繩漸次由地板、腳板、腳踝、小腿、

膝蓋、大腿、腰部、胸口、腋下、肩膀、耳

朵、眼睛、額頭、頭頂之順序升高。 

4.腰部以下的高度，身體部位不得碰觸到繩

子；腰部以上的高度則以不踩繩或勾繩為原

則；若碰到者需幫忙拉繩子。 

5.請學生分組討論：「不同高度的繩子要以哪一

種方式跳過？」便開始進行競賽。 

6.競賽以計時方式進行，各組需於規定時限內

完成。 

三、綜合活動 

1.總結：請學生思考跳繩子時的「失敗原因」 

 

 

5 

 

 

 

 

 

8 

 

 

 

 

22 

 

 

 

 

 

 

 

10 

 

 

 

 

橡皮筋繩 

大型軟墊 

 

 

 

 

 

攝影機 

 

 

 

 

 

 

 

 

 

 

白板 

 

參與度 

 

 

 

 

 

 

 

 

 

 

 

參與度 

氣氛 

努力程度 

 

 

 

 

 

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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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績總結 

3.小組表揚 

4.將今日活動的攝影紀錄與家人分享 

第

三

節 

【適肌而動】 

一、準備活動 

動態伸展：教師依據當天所要操作的課程，加

強身體肌群的伸展。 

 

二、發展活動： 

教師先將學生異質性分四組，每組 5-6 人。 

【任務一】 

小組一字排開後躺下，雙腿夾排球後抬腿，身

體呈九十度後將球傳給下一人，最後一人舉手

為結束。 

【任務二】 

小組一字排開後，學生作伏地挺身預備姿勢，

依序以右手、左手、右腳、左腳傳球（三點不

動一點動）。 

【任務三】 

小組排成一列後，跑操場三圈，採追逐跑的方

式進行。 

 

任務執行前，小組討論要順利完成任務需注意

哪些事項、小組人員的間隔距離、如何配速以

使任務可順利完成。 

 

三、綜合活動 

1.請學生思考：「為了完成任務，你做了哪些調

整以提升小組表現？」、「小組討論時，有出現

溝通不良的狀況嗎？你們如何排解的？」 

2.成績總結 

3.小組表揚 

 

 

6 

 

 

 

 

 

10 

 

 

 

 

10 

 

 

6 

 

 

 

8 

 

 

 

5 

 

 

 

 

 

 

 

排球 

 

 

 

 

 

巧拼墊 

 

 

 

 

 

 

白板 

 

學習態度 

 

 

 

 

 

 

努力程度 

 

 

 

 

小組氣氛 

 

 

 

 

 

小組參與

度 

 

 

 

 

心得分享

與參與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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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體育教學設計教案—籃球 

籃球單元學習活動教學設計 

實施年級 九年級 教學節數 6 節課 

單元名稱 「籃」不住我 設計者 林悅淳 

參考資料 體育課好好玩、體育教學工廠 

核心素養 領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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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與解決體育與健康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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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具備利他及合群的知能與態度，並在體育活動和健康生活中

培育相互合作及與人和諧互動的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一、認知： 

1d-Ⅳ-1 了解各項運動技能原理。 

1d-Ⅳ-3 應用運動比賽的各項策略。 

二、情意： 

2c-Ⅳ-1 展現運動禮節，具備運動的道德思辨和實踐能力。 

2c-Ⅳ-2 表現利他合群的態度，與他人理性溝通與和諧互動。 

2d-Ⅳ-2 展現運動欣賞的技巧，增進生活的美感體驗。 

三、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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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行為： 

4c-Ⅳ-2 分析與評估個人的體適能與運動技能，修正個人的運

動計畫。 

學習內容 H.競爭型運動 

b.攻守入侵性球類運動 

Hb-Ⅳ-1 攻守入侵性運動動作組合及團隊戰術。 

學習目標 

(一) 在課程中能夠學習並享受籃球運動的樂趣。 

(二) 合作學習活動時，能夠嘗試讓小組的表現提升，互相幫

助與合作，試著在活動中彼此給予口語或動作上的協助。 

(三) 學習互相欣賞動作技能上的展現與小組團隊練習和遊

戲，讓自身也能有進步的動機。 

(四) 在競賽遊戲中，發揮運動家的精神，學習盡力發揮、積

極配合團隊合作、與分析運動優劣勢及解決問題的能力。 

 



 

68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品德教育 

教學資源 海報、角椎、ppt、哨子、戰術板 

課程大綱 

節次 每 節 重 點 

第 1節 傳接球 

第 2節 運球上籃 

第 3節 中距離投籃 

第 4節 3 對 3 防守籃板 

第 5節 籃球規則與運動家精神 

第 6節 小組 3對 3競賽 

教學活動流程 時間 教材資源 教學評量 

第

一

節 

 

 

壹、準備活動 

籃球場直線來回跑、來回運球、伸展操 

貳、發展活動  

一、教師提問：籃球比賽中傳球推進與個人運

球推進哪個速度比較快？ 

二、請兩組學生上場示範，一組運球前進、一

組兩人傳球前進。 

三、教師透過引導，讓學生認識籃球運動中推

進時較有效率的方式：學生使用「橫向傳

球」推進，應會比「個人運球」推進速度

快；學生使用「向前傳球」推進，應會由

「兩人傳球」推進速度較快。藉此認知籃

球是一重視團隊合作的運動。 

四、小組計時個人運球推進時間(角椎 A-B) 

五、集思廣益請各組討論傳接球口訣，並演練

出有效率且快速地推進傳接球方式(嚴禁走

步、二次運球等違例情形) 
六、小組傳球推進計時賽，看哪組進步時間最

多 

參、綜合活動 

1. 小組表楊 

2. 教師回饋 

 

 

10 

 

 

 

 

6 

 

 

10 

 

 

 

 

15 

 

 

 

 

4 

 

 

 

解說板 

 

角椎 

交通錐 

 

 

 

籃球 10

顆 

 

 

 

 

碼表 

 

 

紀錄本 

 

學習態度 

 

 

 

 

 

參與度 

學習態度 

 

 

 

 

 

 

參與度 

 

 

積極度 

第

二

節 

壹、準備活動 

配合課程進行動態熱身- 

底線衝刺、衝刺籃下起跳、起跳摸球網、轉身

快跑、轉身快跑起跳。 

引起動機- 

 

 

5 

 

 

 

 

哨子 

 

 

 

 

積極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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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提問：「籃球上籃需不需要『急停、煞

車』？為什麼？」請同學思考並回答問題。 

教師請各組派二位組員上台，進行傳球與上籃

動作。 

貳、發展活動 

一、教師示範運球上籃動作及要領。 

二、請各組討論運球上籃的自創口訣。 

三、依照討論出的口訣分組練習傳球與上籃動

作。 

四、先讓各組討論組員分工（有撿球員、餵球

員、口頭提醒者、上籃者、計時者）。 

五、【任務一】每組需在三十秒內完成運球上

籃且進球十顆。各組完成後，可再討論是

否重新分工，並且檢討在執行任務時有哪

些地方需加強？共進行四輪。 

六、【任務二】將口頭提醒者換成「防守者」，

在籃下原地不動揮舉雙手，若全員第一次

上籃皆進球則算任務完成（補進球不算）。 

七、結算成績，小組表揚。 

參、綜合活動 

反思課程一開始教師的提問「籃球上籃需不需

要『急停、煞車』？為什麼？」，經過這一堂課

之後，對應實際操作與一開始討論的結果，進

球的機率是否有提高？在運球上籃時，與組員

合作時應注意哪些事項？有遇到什麼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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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回答問題

與分享心得 

 

 

 

討論程度 

 

 

 

積極度 

 

 

 

 

參與度 

 

 

 

 

學生心得分享 

第

三 

節 

壹、準備活動 

1. 慢跑操場兩圈。 

2. 籃球伸展操 

貳、發展活動 

一、教師投籃方式講解與示範： 

(一)得分的方式通常有投籃與上籃兩種，雖然

上籃的命中率高，但出手的機會不多。所以，

一場比賽中，大多數的得分由投籃取得，尤其

對於身材較矮小的球員而言，投籃的技巧更是

特別的重要。 

(二)教師簡介及示範投籃方式(單、雙手皆

可)： 

1. 持球：手掌不可接觸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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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預備：球置胸前，肘微開，膝微彎。 

3. 力量從腳－軀幹－手臂－手腕－手指，一氣

呵成，將力量傳至球上。 

4. 出手點在頭頂斜前方，出手角度隨距離籃框

遠近改變。 

5. 使球向下旋轉。 

二、指派任務： 

【任務一】各組組員討論並練習投籃，再寫出

各組組員投籃方式，相互交流分享投籃的技

巧。 

【任務二】中距離投籃競賽：依照角錐五個位

置進行小組投籃比賽，並依照進球數計算分

數，每個人皆須完成五個定點投籃位置，方能

結束。 

參、綜合活動 

各組結算成績、小組表揚及分享投籃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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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表 

記錄版 

 

 

 

 

 

參與度 

與積極爭取榮

譽 

 

 

 

心得分享 

第

四

節 

壹、準備活動 

籃球場底線跳躍熱身操、籃板球熱身活動 

貳、發展活動 

一、教師說明「防守籃板的重要觀念」，並請同

學回答下列問題： 

(一)何謂「籃板球」? 

(二)紮實卡位籃板的技巧為何? 

1. 屁股大比跳得高來得重要 

2. 卡位卡得好比跳得高來得重要 

(三)面對不同體型的對手，如何卡位才比較有

利? 

二、教師示範： 

1. 禁區面對高大對手──採用方式為正面配掉

推出禁區。 

2. 禁區面對體型相當對手──-採用轉身背對

卡位。 

3. 禁區面對矮小靈活對手──採用側身卡位，

並隨時掌握對手動向。 

三、指派任務： 

【任務一】採同性別分組方式，按照體型進行

雙人籃板卡位活動練習，一人在罰球線投籃，

另外兩人進行籃下卡位爭奪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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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二】小組計時籃板卡位競賽，依照分 

教師依據學生練習情形，給予適當介入和處

理。 

參、綜合活動 

一、結算成績、小組表揚。 

二、學生反思──「籃板卡位」的技巧為何重

要？對於球隊勝利是否有幫助？原因為何？在

進行活動時，是否有遇到困境？如何解決？ 

 

6 

 

 

  

 

 

學生心得分享 

第

五

節 

壹、準備活動 

教師播放班際 3對 3籃球比賽影片。 

貳、發展活動 

一、教師播放「裁判手勢 ppt」，配合講解籃球

規則與裁判手勢。例如常見「違例」、「犯規」

等動作之說明與判定方式。 

二、【小組遊戲】分組進行籃球規則搶答與裁判

手勢問答活動： 

每張 ppt 題目限時 10 秒鐘，由各組搶答，答對

的組別採加分方式，待活動後，結算成績及小

組獎勵。 

參、綜合活動 

引導學生反思「運動家的精神」，教師提問： 

1.在比賽中，除了球員的努力外，尊重裁判的

判決是否也是運動家的展現？ 

2.比賽中對於判決有疑問時，如何處理？ 

3.了解規則與裁判手勢是否有助於比賽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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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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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 

 

 

 

學習單 

 

學生專心度 

 

專心聽講 

 

 

 

參與度 

積極參與活動

並為小組爭取

榮譽 

 

 

心得分享 

第

六

節 

壹、準備活動 

全場運球、運球上籃、中距離投籃等熱身活

動。 

貳、發展活動 

一、教師依性別分組，並請小組進行角色分工

（球員 6名、2名裁判、1名計時、1名紀

錄）。 

二、指派任務： 

【任務一】小組進行 3對 3籃球比賽，比賽限

時 6分鐘或得分 10 分為結束，比賽結束後角色

重新打散再進行第二輪比賽。 

【任務二】第二輪比賽前，請各組計畫一個比

賽的戰術，並於場中執行，賽後說明每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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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分配與功能是什麼？ 

參、綜合活動 

引導學生反思： 

1. 比賽中，球員所擬定的戰術遇到了什麼阻

礙？可以做什麼改變？ 

2. 擔任裁判者，在實際操作後發現什麼問題？ 

3. 將今日活動的攝影紀錄與家人分享。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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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 體育教學設計教案—田徑 

田徑單元學習活動教學設計 

實施年級 九年級 教學節數 3 節課 

單元名稱 田徑接力-奔放人生 設計者 林悅淳 

參考資料 體育課好好玩、體育教學工廠、運動改造大腦 

核心素養 領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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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具備利他及合群的知能與態度，並在體育活動

和健康生活 中培育相互合作及與人和諧互動的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一、認知： 

1d-Ⅳ-3 應用運動比賽的各項策略。 

二、情意： 

2c-Ⅳ-2 表現利他合群的態度，與他人理性溝通與和諧互

動。 

3b-Ⅳ-2熟悉各種「人際溝通互動」技能。 

三、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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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內容 Ga-Ⅳ-1 跑、跳與推擲的基本技巧 

學習目標 

(一)透過團體練習，誘發學習動機，積極參與活動以促進

個人體適能。 

(二)運用接球活動讓同學練習起跑加速度，在分組接球活

動中能積極協助同學練習並且瞭解身體運用的原理，

體驗田徑不同起跑動作的差異性。 

(三)透過活動的參與，增加學生彼此間互動的機會，並經

由討論與合作，讓學生習得運動家的精神。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 

教學資源 角錐、接力棒、號碼衣、碼表 

課程大綱 

節次 每 節 重 點 

第 1節 身體的反應－助跑與起跑 

第 2節 棒棒皆精采－傳接棒 

第 3節 合作無間－接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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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說明 時間 教材教具 評量重點 

第

一

節 

壹、準備活動 

伸展操、短距離衝刺：蹲式起跑、站立轉身起

跑、坐下起立後加上起跑等熱身活動。 

貳、主要活動 

一、教師提問：觀察單車比賽時，為什麼選手

多採俯身騎乘姿勢？與一般姿勢有何差別？ 

二、教師講解蹲踞式起跑的動作要領、丈量方

式及起跑口令。 

三、活動進行： 

【活動一】 

1. 兩人一組接球遊戲活動。  

說明：兩人間隔兩個手臂距離寬並各持一顆

球，兩人持球位置要在同一邊，一起喊口令將

球原地「向上」拋球，雙方向前移動將對方的

球接住， 完成 10 球後交換。 

(先完成的組別依序給分－3分、2分、1分) 

【活動二】 

甲同學單手拿球放在腰間位置預備，乙同學站

在預備位置(圓圈內)，乙同學看到甲同學「向

下」丟球後，迅速移動向前，在球反彈兩次前

將球接住，完成 10 球後交換。 

(先完成的組別依序給分－3分、2分、1分) 

【活動三】 

甲同學雙手拿球，乙同學判斷甲同學會將哪一

邊的球「向下」丟，迅速移動向前，在球反彈

兩次前將球接住，完成 10 球後交換。 

(先完成的組別依序給分－3分、2分、1分) 

【活動四】 

1. 採蹲踞式起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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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5球後

交換。(5 顆球都接到且球未落地，加 1分) 

2. 拉長距離，持球同學與接球員相距 20 公

尺， 

   接球員採蹲踞式起跑，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學 

   習身體的發力與力量的使用，共 3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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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顆球都接到且球未落地，加 1分) 

3.計算成績，小組表楊。 

參、綜合活動 

反思提問： 

1.蹲踞式的起跑方式是否更容易接到球？為什

麼？身體的感受是什麼？ 

2.任務的完成需要兩人的合作與配合，練習時

有做了哪些調整？困境是什麼？如何解決？ 

 

第 

二

節 

壹、準備活動 

伸展操，提醒安全事項。  

分成兩排，用傳接棒方式慢跑操場三圈，接力

棒 傳到排頭後，排頭就繞到排尾繼續傳接棒，

換人 帶頭慢跑。 

貳、發展活動 

一、教師提問：「剛剛傳接棒同學有沒有發現

到，要如何傳接棒比較流暢，不會撞在一

起？」 

二、教師提問：「同學知道的傳接棒口訣是什

麼？」 

三、教師講解接力時傳接棒的動作要領。  

★口訣： 

(1)「快」：助跑速度要快 

(2)「狠」：全程要用力跑  

(3)「準」：助跑時機要準  

→接棒者：掌心向上、手臂提高、重心放低  

→傳棒者：加速向前、傳棒明確、壓住掌心  

【活動一】教師將之前分組進行的 100 公尺測

驗成績分給各組，讓同組成員依據彼此的成績

編排棒次，並上台分享為何進行這樣的策略安

排。(教師依小組討論參與度予以加 1~3 分) 

【活動二】針對校慶大隊接力，分成男女兩組

去討論上場的人選與棒次。(教師適時回饋與介

入) 

【活動三】計算成績，小組表楊與回饋。 

參、綜合活動 

反思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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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學在傳接棒當中，是否因為溝通和了解而

增加了傳接棒的默契？ 

2.男女混合的接棒方式，對於兩性間的合作是

否有幫助？為什麼？ 

第

三

節 

壹、準備活動 

伸展操與馬克操、慢跑操場四圈 

貳、主要活動 

教師說明接力棒次的編排原則與校內班際接力

競賽規則。 

【活動一】 

按照異質性分組，進行四小組的接力競賽。(採

小組自評與他評，評分項目為：1.助跑 2.傳接棒

3.起跑流暢度) 

【活動二】 

將未參加校慶接力的學生配與工作人員的角

色，進行吹哨、抓違例、計時、紀錄、舉旗等

工作，其餘學生則分兩組進行接力比賽。 

(學生他評) 

【活動三】 

依據活動二的成績進行回饋與表揚。 

參、綜合活動 

反思提問： 

1.接力除了傳接棒與速度技巧之外，還有什麼其

他重要因素會影響比賽結果？ 

2.請回想此次活動過程中，小組內做了那些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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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八 開放式問卷 

應用合作學習於體育課-開放式問卷 

 

 

一、對於這次用合作學習來進行體育課學習你覺得有什麼感覺? 

 

 

 

 

二、這次使用合作學習來進行體育課的對於你的人際關係有幫助嗎?為什麼? 

 

 

  

 

三、體育課用合作學習對於你來說是有效的嗎?為什麼? 

 

 

 

 

四、你覺得使用合作學習來增進人際關係時你所面臨的困難處或你的心得? 

 

 

 

 

五、你喜歡體育課用合作學習還是教師講述為主的上課方式?為什麼?對你有何影響? 

 

 

 

 

六、對於使用合作學習來進行體育課你的建議或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