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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融合式體育課之水中活動對注意力缺陷過動症 (ADHD) 學生游泳

學習與人際關係有正面的影響，本研究以個案研究方式進行探討，研究對

象為一位 ADHD 國中學生，主要透過融合式體育課融入普通班級水中活

動，課程設計為每節九十分鐘，每週一節，共計八週。質性資料透過訪談、

學習單及教學日誌，進行檢核、分析歸納整理；量化資料以游泳能力評量與

同儕評量問卷，所得資料以描述性統計分析呈現。研究結果發現：一、水中

活動介入對 ADHD 學生，在游泳學習方面，評量完成百分比前三級介

於 90-100%，第四級至第七級介於 55-85%，評量五分等級前三級介於

4-5 分，第四級至第七級介於 2-5 分。二、導師表示於水中活動介入後，

ADHD 學生的人際關係有明顯的改善。三、同儕表示於水中活動介入後，

ADHD 學生的人際關係方面有改善，同儕提名負向前測介於 11-20 次，

後測介於 6-9 次，同儕評等前測總分為 49 分，後測總分為 67 分。根據

本研究結果，建議未來的研究宜規劃較長時間的介入水中活動，以便能

更進一步觀察水中活動對 ADHD 學生的游泳學習及人際關係的變化。 

 

 

 

關鍵詞：水中活動、注意力缺陷過動症、游泳學習、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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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water activities                                                                                                                                                          

on an 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e disorder (ADHD) secondary male student’s 

swimming learning and hi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people. The 

participant, an ADHD student, was required to take part in a deliberately 

designed water activity program with other non-ADHD students in an inclusive 

setting. The program lasted for eight weeks, one class per week and ninety 

minutes per class.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approaches were 

used in this study. Qualitative data were collected by interviews, learning sheets 

and teaching diaries and analyzed using constant comparion method. The 

swimming test and peer evaluation inventory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participant’s swimming ability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alysis was used for the quantitative data. The results were (1)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was found on the participant’s swimming ability. The 

participant achieved 90-100% for the first 3 levels with a score of 4-5 points; 

55-85% for 4
th

 to 7
th
 levels with a score of 2-5 points. (2) The participant’s 

homeroom teacher suggested that his interpersonal relationahip with classmates 

was improved after the water activity program. (3) The participant’s classmates 

also suggested that they got along with him better after the program. The 

participant was nominated 11-20 times for the pretest with a score of 49 points; 

6-9 times for the posttest with a score of 67 points. Based on the result findings, 

it was evidenced that engaging in water activities showed positive effects on 

participant’s swimming learning and hi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people. 

Further studies are suggest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water activities for 

longer period of time. 

 

 

 

 

Key words: Water activities, ADHD, swimming learning,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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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諸論                                1 

 

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水中活動對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學生游泳學

習與人際關係之影響。本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說明研究問題與背景；

第二節呈現研究的目的與問題；第三節為本研究的範圍與限制；第四

節為本研究的重要名詞解釋與界定；第五節針對本研究價值與重要性

加以敘述。 

 

第一節 問題背景 

 

憲法釋義，每位國民都有接受國民教育的權利與義務，特殊教育

法實施後，讓身心障礙學生在學校接受個別化質與量的學習與滿足特

殊需求。在回歸主流的教育理念與安置趨勢下，特殊學生安置於普通

學校，並能在最少限制環境中適性的發展，獲得適當的教育（吳武典、

林寶貴，1992），融合教育即是在此理念下，使身心障礙學生脫離隔離

式的教育，完全融入普通班級與普通兒童之間有最大的互動，並能互

相學習，獲得教育的效益。而特殊學生安置於普通班的比例提高後，

班級導師與任課老師在班級經營過程中，除了要針對特殊學生本身的

特殊需求予以補救外，對於所伴隨而來的行為問題，往往造成教師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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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負擔。相對於外表明顯特殊的障礙學生，嚴重情緒障礙學生在外

表與一般學生一樣看不出有任何問題，但在教室課堂上的表現，卻因

情緒方面的症狀而導致學校學習與生活適應上發生困難，注意力缺陷

過動症 (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簡稱 ADHD) 亦是屬

於此類的疾病，多數患有 ADHD 的學生智力多屬正常，但他們缺乏控

制力，且衝動、干擾的違規行為與同儕關係不佳，在班級團體不受歡

迎甚至遭受排斥，不專注行為導致學習與學業低成就，而人際關係與

問題行為已嚴重影響到 ADHD 學生個人及他人的學習，而這些問題普

遍存在於班級中，每當教師面對這群學生時，經常有手足無措的無力

感與挫敗感。 

卓俊伶（2005）認為在水環境中與他人交流互動，是社會發展相

當理想的教育情境。水中活動能提供多樣化的活動形式，提供各種特

殊需求學生參與身體活動的機會，水中遊戲為水中活動的一部分，兒

童在遊戲中會把專注力放在娛樂中，減少對水的恐懼，進而建立身體

與水的熟悉性，而嘗試新活動，直接或間接擴充學習者學習的經驗（闕

月清，2005）。融合式教學主要提供身心障礙學生與普通學生一個自然

環境下共同成長，班級如同社會縮影，修正課程讓特殊需求學生能在

普通班中和一般學生一起互動學習，享受身體活動的樂趣與權益。劉

永立（2005）指出融合教育的實施對已往普通班教師的壓力大於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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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隔離式與特殊學生安置方式，教師瞭解融合教育的環境下，特殊學

生能有好的學習、行為與技能，語言及社交技巧的運用也從日常的人

際互動關係裡充分的發揮。 

在求學的階段，ADHD 學生在人際溝通及同儕互動時，因「注意

力不足、過動、衝動」的特質，使其在面對問題時往往流於抱怨、責

備及採取負面解決方法－口語的傷害及肢體的衝突，導致同儕互動不

良、人際及親子關係不佳，在學習、人際關係受挫的情況下，對家庭

缺乏認同、對學習缺乏興趣，亦對自己缺乏信心。由此可見，ADHD

學生在普通班中，若教師無正確的修正式課程及教學管理策略，對此

隱性障礙，不去了解其病因與問題的處理方式，並願意接納及具能力

面對與處置，將造成班上在教學與學習上很大的衝擊，依研究者之經

驗，水中活動很有可能改善 ADHD 學生的學習成效和人際關係，因此

研究者選定「水中活動對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學生游泳學習及人際關係

影響之個案研究」為研究主題。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的目的是以增進及改善 ADHD 之學習與人際關係為根基，

運用水中活動的課程，增進 ADHD 學生之游泳學習與人際關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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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可提供體育教師在普通班級，教授此類特殊需求學生之參考。 

一、研究目的 

（一）探討 ADHD 學生在水中活動介入後，游泳學習情形。 

（二）探討 ADHD 學生在水中活動介入後，人際關係改善情形。 

二、研究問題 

（一）ADHD學生在水中活動後，游泳學習情形為何？  

（二）導師對ADHD學生在水中活動後，人際關係改善情形看法為何？  

（三）同儕對ADHD學生在水中活動後，人際關係改善情形看法為何？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將以一位ADHD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教學活動行為之研

究，因參與研究對象有限，本研究將在設定的範圍與限制下進行，因

此，所得結果比較不宜推論。 

一、研究範圍 

研究者於任教的學校游泳池，進行ADHD學生融入普通班級之水中活動

為研究範圍。 

二、研究限制 

僅以臺北市某國中七年級的一位ADHD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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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若研究對象在本研究外時間從事水中活動及參與人際關係學習課

程，將對研究結果有若干影響。  

 

第四節 名詞解釋 

 

為使本研究所使用之名詞其意義更加明確，避免產生誤解之情

形，茲將水中活動、ADHD、學習成效與人際關係等重要名詞定義如

下。 

一、水中活動 (water activities) 

水中活動包括的範圍很廣，而水中適應、水中遊戲及游泳為水中活動

能力模式的一部分。本研究所指水中活動，為普通班級以團體方式進行，

活動地點設置於游泳池，活動內容以水中適應、遊戲與捷式為主，教學活

動時間從 2009 年 3 月 23 日起至 5 月 17 日止，合計 8 週，共 8 次，每週課

程一次，每次 90 分鐘。 

二、注意力缺陷過動症 (ADHD) 

係指一種個體神經系統的發展缺失或異常，其特徵是粗心、過動

和衝動的程度不適當（楊坤堂，1999）。本研究所指注意力缺陷過動症

學生為根據美國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第四版 (DSM-IV)（孔繁鐘、

孔繁錦編譯，2000），界定為注意力缺陷過動症－混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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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游泳學習 (swimming learning ) 

學習是指學生經過教師教學後，能達成教學目標程度，本研究所

指的游泳學習為水中活動的游泳能力學習，游泳能力學習的評量是以

教育部（2001）游泳能力十級檢測中，1-7 級為評量標準。 

四、人際關係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Barkley (2002) 指出，ADHD 學生較不會與人合作、分享，也不

太守信用或是發展互惠關係，學校中的人際關係，主要是指師生關係

與同儕關係（陳冠杏，1988）。本研究之人際關係指 ADHD 學生在上下

課情境中，與導師、同儕互動的型態及能做出適當的互動，研究對象

在人際關係方面，以水中活動前後的同儕評量及導師訪談、教學日誌、

研究對象學習單等，將所得知結果分析。  

 

第五節 研究重要性 

 

一、水中活動 

ADHD 學生具注意力散漫及過動、無法遵守規律及反抗、憂鬱或因情

緒不安感到困擾之特質，藉由水中活動的方式找出 ADHD 學生的情緒行

為問題，幫助學生發現本身的問題，並透過遊戲方式表現出內心的情

緒，尋獲適當的行動與對策方式及發掘適當的改善技術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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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題行為 

問題行為可藉由水中活動轉換成適應性的活動，並教導如何找到對策

去因應特定的狀況及本身調整自我行動的方法，ADHD 學生可透過學習正

面的思考方式與更具效率的社會性技術及應對方法。 

三、社會技能 

以水中團體的互動，學習維持朋友關係的技巧及瞭解表現自我情

緒、調整憤怒感、解決問題的技能練習。在交朋友方面，以學習良好

的行為，並將其學習過程應用在實際生活上，讓 ADHD 學生在社會性

情境中培養自信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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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說明 ADHD 的基本概念，第二節呈現 ADHD

學生運動介入研究，第三節，為水中活動課程內容與研究，第四節則

敘述 ADHD 學生人際關係研究。 

 

第一節 ADHD 的基本概念 

 

本節分別針對 ADHD 之定義、類型、特徵、成因、診斷和處置、身心

特質問題等相關研究加以說明。 

一、定義 

ADHD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注意力缺

陷過動症最常出現注意力、過動程度和衝動抑制方面達一定程度的困

難，並造成心智發展的障礙。鑑定標準係根據美國精神醫學會診斷統

計手冊 DSM-IV 之五個診斷準則：1. 注意力不良或過動、易衝動等症

狀。2. 造成損害的過動、易衝動或注意力欠缺等症狀且在七歲以前即

出現。3. 此症狀造成某種損害，且存在於兩種或以上的場合。4. 必須

有明確證據顯示社會學業或職業功能存在著臨床的重大損害。5. 此症

狀非僅發生於一種廣泛性發展性疾病、精神分裂病或其他精神病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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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也無法以其他精神病做為更加解釋（孔繁鐘，1999）。洪儷瑜

（1998）對注意力缺陷過動症提出一個最被接受的要素定義界定為：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是一種發展性異常 (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主要特徵是發展性的、不適當的不專注、過動和衝動之特徵。 

二、ADHD 的類型 

1994 年美國精神醫學會 (APA) 依據醫界、學術界研究並綜合

ADHD 兒童、家長與教師的反映將 DSM-IV，採用結構式臨床晤談方

式來修訂，將 ADHD 區分成不專注和過動－衝動兩大因素，並根據所

呈現的症狀組合，分類為三種亞型（洪儷瑜，1998；楊坤堂，1999；

黃惠玲、趙家琛，2001）。2000 年美國精神醫學會 (APA) 出版的精神疾

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文本修改版 (DSM-IV-TR, APA)，對 ADHD 提出

較確切的定義，其主要病徵是： 

（一）過動／衝動亞型 

其主要症狀為衝動及過動行為且無注意力與專心困難者，這類

兒童在注意力不足方面較輕微，但出現較多的過動與衝動行

為，經常未經思考即做出行動，處事衝動、專橫、無理，且易

被激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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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意力不全亞型 

有顯著的注意力不良而無衝動、過動者，這類學生沒有過度的

活躍和衝動的問題，而在注意力方面不足，日常生活中常安靜

的對任何事健忘，外表看似懶散，無法持久做一件事，經常做

白日夢。 

（三）混合型亞型 

綜合出現衝動及過動行為與顯著的注意力不良者，這類學童明

顯得出現注意力不良、過度活躍和衝動，在團體中經常缺乏敏

感性而遭挫折，固執堅持己見而無同理心被同儕排拒。 

三、ADHD 的特徵 

DSM-IV (1994) 經過多數研究對 ADHD 研究結果，採用 ADHD 為

異質性團體，Barkley (1990) 提出五項區分性的特徵：  

（一）不專心 

不專心和注意力的表現包括：警覺、選擇性注意、持續性注意

力、分心、注意力廣度等，不專心係指沒能注意情境中適當的

或相關的刺激，反而過度注意不相關的刺激。 

（二）行為抑制困難或稱衝動，包括快速對情境做出不正確的反應。

例如：衝動做出錯誤的答案、無法持續控制自己的反應、無法

控制說話和動作或無法延宕對需求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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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過動 

過動是 ADHD 最容易發生的症狀，動作過多、不停說話、無法

安靜、動個不停或活動表現與當時情境無關。 

（四）規範性行為習得的缺陷 

ADHD 不易透過行為結果習得規則來規範自己的行為，常表現

出無視規則存在，並出現反抗、不守規則、不受先前懲罰經驗

而得到教訓或無秩序感、無責任感。 

（五）成就表現不穩定 

ADHD 難以先前經驗規範自己，而保持穩定表現，或是因為衝

動、不專注而造成成就表現極不穩定，課業、考試表現亦如此。 

四、ADHD 的成因 

病理成因為神經生理和基因方面因素導致，而腦傷、遺傳、大腦

某些神經傳導物質不平衡均有可能造成此症，其中以大腦神經傳導物

質不平衡最為醫界認同（莫藜藜，2003）。目前文獻上主要討論的發生

成因有五種，以神經生理、基因、孕婦懷孕前藥物的副作用、環境的

毒素與環境和社會心理等因素來探討 ADHD 的成因 (Barkley, 1990)。 

五、ADHD 的診斷 

ADHD 在診斷方面，以多科際整合與多資料來源為原則，並以醫

生、心理學家和教師為主要成員，而美國在鑑定和藥物治療以精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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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科醫生為主，而臺灣則以精神科醫生或兒童心智科醫生為主，其他

診斷資料以兒童自己、家長和教師或專家直接觀察（洪儷瑜，1998）。

根據 APA DSM-IV 診斷標準，ADHD 之盛行率為 3%至 5%，Wang, Chong, 

Chou, 與 Yang (1993) 研究臺灣高雄地區國小學童的盛行率為 9.9%。洪儷

瑜（2001）以臺灣區及離島地區 4340 位學生作分析，其研究發現盛行率為

5%。兒童大約佔 3%至 7%，成人佔 2%至 5%，兒童性別比率大約男、

女為 3：1，成人性別男、女比率為 2：1。 

臺灣臺大醫院附設兒童心理衛生中心門診，針對初次診療疑似為

ADHD 估計 5%，臺北市立婦幼醫院兒童心智科約佔初次診療 10%，依

臺灣地區的統計資料，有 5%-7%的學齡兒童患有 ADHD，女童的平均

指數為 2.9%，男童為 9.2%，男童的比例比女童多了三倍，台灣約有

20 萬左右的學童患有 ADHD（趙家琛，2004）。 

臺灣 ADHD 之盛行率有升高的趨勢，劉昱志、劉世楷、商至雍、

林建禾、杜長麟與高淑芬（2006）等人的研究結果發現與國外的 ADHD

兒童盛行率相同為 7.5%，平均來說，每一班裡至少有一、兩位的 ADHD

學童。ADHD 在國內外診斷過程不一，通常由相關人員組成綜合評量

小組，經檢查、收集資料、測驗工具測量及專業人士觀察、會談，最

後會診才完成診斷鑑定（楊坤堂，2000）。APA DSM-IV (1994) 的診斷

標準將 ADHD 分為不專注和過動－衝動兩部分，在不專注現象九項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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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和過動－衝動症狀九項問題中至少出現六項，且持續六個月以上，

嚴重程度到達與個體心智發展不相符合的程度，而導致個體適應不良

的情形，即符合 ADHD 的診斷標準。 

六、ADHD 的處置 

吳秋燕（1998）指出，一般用於 ADHD 治療方法包括藥物治療、

行為治療、認知行為治療和混合模式等方式；郭珀如（2001）等則提

出，由於對 ADHD 的成因尚無定論，常用的治療方式有三種，即藥物

治療、行為治療和認知行為治療，在臨床上則是以合併治療模式來進

行。而每位 ADHD 學童都存在個別差異，對於介入改善問題也有不同

的方法，其中以「行為改變技術」為特教老師廣泛的運用（王智畇，

2005）。綜合上述，以四種方式介入來改善 ADHD 的問題：  

（一）藥物治療  

近二十五年來，藥物治療已成為 ADHD 兒童的主要治療方式之

一，也是運用最廣的治療方式，其中以臨床使用的中樞神經興

奮劑治療效果最好，其機轉為刺激大腦篩選外界訊息的功能，增加

腦中多巴胺釋放量來提升專注力。目前國內常用短效型藥物為利他

能 (Ritalin)，長效型藥物是專思達 (Concerta)，兩者各有其適用對

象（陳昭姿，2007；何雯儀，2008）。據研究，服藥後對 ADHD

在症狀上減輕外，違規行為和叛逆性減少，服從性提高，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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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因注意力集中而增加專注行為的發生，其副作用為短期失

眠和食欲不振，易怒、焦慮情緒和體重減輕等症狀（洪儷瑜，

1998）。 

（二）行為治療 

主要以巴夫洛夫 (Pavolov) 的反應制約，使用情境是應用於精

神醫療上，治療師在治療室透過語言的溝通進行行為介入，範

圍是針對偏差行為矯治，即有效操作環境和環境的刺激，引發

個體產生預期效果為目的，而改變或朔造某一特定行為（吳秋

燕，1997）。 

（三）認知行為治療 

結合了行為與認知學派的優點，針對行為或認知不當所造成的

問題，運用行為學派之增強與訓練改變行為或認知，即面對外

在環境因素或心理運作過程都可以做為介入目標，以自我控制

及自我教導最常被運用（劉念肯，2006）。 

 （四）合併治療模式 

合併治療與混合模式治療，同樣是以 ADHD 學生問題行為為根

據，其綜合藥物治療、行為治療、認知行為治療三管齊下而產

生的治療策略，對 ADHD 學生以五種領域做為劃分： 

1. 醫學療法：藥物處理、感覺統合、訓練飲食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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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為管理法：「教」新行為，「消除」不當行為，降低活動度、

減少行為問題、延長注意力、控制衝動。 

3. 認知中介論：又稱自我控制行為論，分為認知行為改變技術、

認知行為療法、認知行為模式等三種類型，其技術自我控制

發展法、四項提示詞程序法、自我教導訓練、問題解決訓練。 

4. 社會技巧訓練：鬆弛訓練、情緒管理、溝通技能訓練。 

5. 同儕管理法：夥伴制度、同儕模仿、同儕增強、同儕忽視、

積極同儕文化合作學習。 

七、ADHD 伴隨問題類型 

ADHD 學生容易伴隨學業低成就與學習上的障礙、情緒管理與頻

繁的違規行為及社會適應不良，這些問題則造成  ADHD 學生人際關係

方面的困難 ( Barkley, 1990)，而上述可以分成四種類型來探討。 

（一）學習狀況方面 

1. 無法集中注意力去完成一件事，常一個活動或遊戲未完成，就換

另外一個活動或遊戲。 

2. 寫功課或做事情時，常不注意細節，容易粗心大意而出錯。 

3. 常忘記他人交代的事，聯絡簿常漏抄或家庭作業沒寫。 

4. 常排斥、逃避或不耐煩於需要專心去做的事情或功課。 

5. 丟三落四，常容易遺失隨身帶的東西，如課本、文具或玩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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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常容易受外界刺激而分心，注意力容易分散，但做自己喜歡的事        

情，則可以很專心。 

7. 心不在焉，常無法專心聽他人說話。 

（二）情緒管理方面 

1. 想做就做，常不經思考就行動，容易發生危險。 

2. 耐不住性子，常在對方問題說到一半時就急著搶答。 

3. 挫折容忍度低，發生不如意事情，則容易發脾氣或是吵鬧。 

4. 常插嘴或打斷別人的談話或活動。 

（三）社會互動方面 

ADHD 因注意力缺陷或衝動性等問題在遊戲或團體活動時，無法       

耐著性子等候或插隊及不遵守規則，這些行為導致其在團體當中受       

到排斥，雖然 ADHD 和一般學生一樣，有很多與其他人互動的機       

會，但是這種互動機會往往會轉變成吵架、打架、妨礙他人、欺負       

他人等的不當行為，所以更會被其他人拒絕一起玩耍，因而喪失彼       

此互動的機會，因此出現社交障礙的現象。      

（四）問題行為方面 

1. 沒經過別人允許，拿走別人的東西。 

2. 衝動的行為，經常插隊，難遵守規定。 

3. 常遭責備，造成反抗、不服從甚至攻擊行為。 



第二章 文獻探討                                                                       17 

 

4. 說謊、打架、偷竊、逃學、破壞物品等偏差行為。 

八、文獻回顧 

ADHD 是一種自我控制方面的發展性疾病，包括注意力衝動控制和活動

量的問題，而此問題顯示一個沒有能力為了未來的目標及結果而控制自己

現在的行為 (Barkley, 2002)，ADHD 學童有高異質性的特性，從發生成因

至處置，對於人際關係改善的策略，除了醫療體系的職能訓練外，以合併

治療模式為新式改善方法；依據研究者實際的教學經驗，在普通班的教學

課程設計與班級經營方面，對於改善人際關係並無明確方法，因此，擬設

計社會技巧融入教學課程及班級經營策略，期能達成改善人際關係的效果。 

 

第二節 ADHD 學生運動介入研究 

 

運動是非常特別的健康行為，除了紓解壓力外，也是一種良好的

人際互動情境，ADHD 學生因無法專注、衝動及過動而造成學習效果

差，依據研究者蒐集之運動介入 ADHD 相關研究，將其整理為探討動

作能力、體適能及運動技能與探討注意力、人際關係及互動行為等兩

類加以說明，ADHD 相關文獻研究內容摘要表如表 1。 

一、ADHD 動作能力、體適能及運動技能 

陳蒂勻（2003）以一名四年級 ADHD 兒童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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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動作訓練課程能提昇 ADHD 兒童的粗大動作能力、精細動作能

力、感官知覺能力，但不能改善 ADHD 兒童的行為問題，且李易清

（2006）研究發現，ADHD 孩童在精細動作流暢性與彈性表現上可能

有缺陷，但動作過程中顯示 ADHD 孩童比一般正常人所執行的速度較

快、加速度較大，且較不平順。 

賴冠宇（2005）以 25 位 7 歲及 23 位 8 歲國小男童共 48 位 ADHD

學童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發現，ADHD 學童，很可能伴隨有動作協

調問題，其手部操作靈活度、球類技巧能力、平衡能力較正常學童配

對組學童差，均達到統計上顯著差異，在動作姿勢重現測驗與模仿不

熟悉之手部姿勢及動作過程測驗與正常學童配對組童，並沒有達到統

計上之顯著差異，均顯示 ADHD 兒童在動作表現上有缺陷，而運動介

入可改善其動作能力。 

侯堂盛（2005）以 59 位小一至四年級 ADHD 兒童為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指出，影響 ADHD 兒童健康體適能與運動技能的典型相關因

素有肌耐力、肌力及柔軟度，在健康體適能與運動技能的不同背景變

項，有顯著差異存在。 

二、ADHD 注意力、人際關係及互動行為 

     鄭胤序（2008），以三位國小 ADHD 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武

術訓練減少了三位參與研究學生不專注行為的出現，訪談資料與教學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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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得知增進武德類化方面，因個案間差異而成效不等，但均有助益。 

    黃竣淯（2006），以小學至國中階段，年齡為 6 至 12 歲的 23 位

ADHD 及 38 位正常孩童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注意力表現在八週運動

治療教學方案後有顯著差異，人際關係表現方面，在運動治療教學方

案實施四週後、八週後，均有顯著差異。  

王智畇（2005）以兩名 ADHD 國中二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

射箭課程教學對不專注行為的影響，研究顯示社會技能具有正面效

果，由教師、家長與學生的訪談資料及教學日誌分析中發現，射箭課

程教學有助於改善學生不專注行為及提升社會技能。 

洪秋綿（2004）以兩位國小資源班 ADHD 學生進行結構性教學環

境對主動工作行為及語言學習成效，實驗結果得知，結構性教學環境

對 ADHD 主動工作行為及語言學習成效皆有明顯改善，由家長滿意度

調查發現，對學生學習的成效是進步的。  

王意中（1994）以 20 位 6 至 8 歲 11 個月的 ADHD 男生與 30 位

年齡相當的一般國小男生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 ADHD 兒童出現控制

遊戲行為的頻率高於正常兒童，在分裂或焦慮、憂鬱、不溝通、強迫

性、社會退縮、過動、攻擊性、非行為等量尺，內化行為、外化行為

與行為問題總分上皆高於正常兒童的得分，ADHD 兒童在社交表現、

學校表現，以及適應功能的得分上較正常兒童的得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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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ADHD 相關文獻研究內容摘要表 

研究者 研究方法  教學活動 研究對象 

黃竣淯 

（2006）  

實驗設計法  
動作、舞蹈表演、律

動、音樂等方法 

6至12歲的23位ADHD

及38位正常孩童  

王智畇 

（2005）  

單一受試法之

撤回實驗設計 

射箭課程  

 

兩名ADHD國中二年

級學生  

王意中 

（1994）  

問卷調查法與

觀察法  
遊戲活動  

20 位 6 至 8 歲 11 個月

的 ADHD 男生與 30 位

年齡相當的一般國小

男生 

賴冠宇 

（2006）  

實驗設計法  

Movement Assessment 

Battery for Children 

(Movement ABC) 及

動作計畫測驗  

25 位 7 歲及 23 位 8 歲

國小男童共 48 位

ADHD 學童 

陳蒂勻 

（2003）  

質性研究 知覺動作訓練  
一名四年級 ADHD 兒

童  

侯堂盛 

（2005）  

實驗設計法  體適能 
59 位小一至四年級

ADHD 兒童 

   鄭胤序  

（2008）  

單一受試法之

A-B-A倒返設計

與質性研究  

武術訓練 三位國小 ADHD 學生 

洪秋綿 

（2004）  

單一受試多試探

跨情境、撤回實驗

設計 

實驗教學 
兩位國小資源班

ADHD 學生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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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獻回顧 

從運動介入相關文獻中，顯示 ADHD 學生在不適應的行為與運動

表現，皆可運用經過設計的相關課程的介入，不但可改變問題行為及

改善人際關係，且對減少不適應行為有保留效果，對於動作能力表現、

體適能及運動技能皆有進步，而在班級水中活動是否能克服環境等因

素，也可同樣運用特別的運動課程設計及行為改變策略介入模式，是

有待進一步研討的。 

 

第三節 水中活動相關文獻探討 

 

游泳、水中遊戲與水中適應是水中活動能力模式之一，從能力的

觀點而言，水中活動是預備性的延伸（闕月清，2005)，其教學內容包

括適應水性、團體性水中遊戲及游泳訓練，參與者透過遊戲的方式來

學習及嘗試新的動作與事物，在探索過程中培養自信與積極的學習態

度，本節將介紹水中活動課程、教學策略與原則及游泳運動介入對特

殊兒童的影響。 

一、水中活動教學課程 

陳嫣芬（1994）認為水中遊戲教學是透過樂趣化與創意性，增強

學習動機，使教學更生動，學生能快樂享受水中世界。游泳課程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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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或樂趣化教材輔助教師達成預定的教學目標，設計方式以個別、小

組或團體等方式幫助學習者在社會互動上有所助益（張維嶽，1998）。

卓俊伶（2005）指出，水中遊戲是接觸水中活動初學者不可或缺的活

動，教學指導者應對學習者基礎的能力、變化及個別差異加以注意，

修正遊戲內容規則、方式，使其更能適合學習者的個別需求。梁嘉音

（2004）提出適應水性其課程內容應包括： 

（ㄧ）課程內容：水中行走、水中跳躍、水中手拉手繞圈、水中吹氣、 

洗臉動作、沖水（水由頭淋下）。 

（二）輔助遊戲：水中互相潑水、抓人、浮板踢水。 

（三）活動器材：氣球、浮板、浮條、浮球、浮袖、浮棒、乒乓球、

呼拉圈、平衡圈、浮力衣。 

陳琬甄（2005）以智能障礙兒童十三人，進行十周，每周兩次共

二十五次，每次活動時間為 120 分鐘的水中運動，活動課程內容包括： 

（ㄧ）活動內容：25 分鐘陸上活動、50 分水中活動。 

（二）課程內容 

1. 運動前 20 分鐘更衣。  

2. 25 分鐘點名、身心狀況確認、活動內容說明、熱身運動。  

3. 15 分鐘適應水性：讓兒童習慣身體水中的阻力、溫度、觸覺

等感覺來放鬆緊張感及適應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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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活動：利用水的浮力與阻力，並配合浮板、浮條、臂圈

及水底平臺，做水中活動及放鬆的練習。 

5. 趣味遊戲利用球類或水中遊戲趣味競賽，增加兒童學習興趣

與樂趣。 

二、水中活動教學策略與原則 

闕月清（2005）指出教師在發展教學策略時應考慮學習對象是誰？

使用何種教學策略？是個人、小組或全班教學？教學策略選擇必先提

供學生學習與練習的時間、確保學習時的練習品質，提高成功學習率、

隨時修正難易度，維持挑戰性及難易適中的學習經驗、營造成就感的

學習環境，避免過多挫敗經驗，增加對水中活動的喜愛，其水中遊戲

教學策略應包括： 

（一）安全 

1. 熱身活動：分別以頸部、上肢伸直交叉拳、臀部、左腳、右

腳書謝阿拉伯數字，共 1-50，注意字體宜大，書寫速度宜慢、

配合音樂最佳，柔和口令輔助。 

2. 認識游泳池環境：找出可以救生的工具，並能簡要說明使用

方法，使用相關游泳救生器材或提示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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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樂趣 

1. 增進水中悶氣能力：雙手抓浮池邊，看見老師於岸上持漁網

靠近，便將頭部沉入中，並於水中吐氣，再將頭部伸出水面。 

2. 蹬牆與悶氣：呼拉圈豎立置放於適當距離，蹬牆後，穿越呼

拉圈，穿過後換手。  

（三）社會互動 

1. 飄浮與水性適應：三人一組，依人直膝漂浮，令兩人各牽引

漂浮者之一手，向目標前進，可用浮板或腳部打水。將班上

分成兩組，隊長在岸上划拳，贏的一方可往對方陣地蹬地飄

浮一次，各組最後一名到達對方陣營者獲勝。 

（四）個別 

1. 自我輔導：教學情境佈置。能記錄自我學習進度，以及瞭解

下一階段的學習目標。 

（五）競爭 

1. 手部滑水動作：以大腿夾住浮板或浮球，以手划水前進至同

組組員處，以拍手方式接力，直至整組完成。 

2. 適應水性：將各組人員安置於水中某一區塊，於各區塊中置

入一球，聞哨聲撥水將球移至他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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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中活動能力模式對特殊兒童的影響 

游泳為全身性運動，具有增進身體適能、物理治療及紓解壓力效

果，尤其對於心肺功能影響很大（武育勇，1998）。在水中活動對皮膚、

肌肉都具有按摩的功效（許安東，1999），對身心障礙者而言，游泳運

動符合規律和無障礙限制的條件。依據研究者蒐集特殊學生以水中活

動介入相關研究，整理為探討水中活動對體適能及氣喘影響、水中活

動對生活適應與學習成效及研究對象與主題分述說明。 

（一）水中活動對體適能及氣喘影響       

翁志航（2003）研究結果顯示八週的游泳訓練確實可以改善氣

喘兒童的身體組成，並提升氣喘兒童的柔軟度、肌耐力及心肺

耐力，但對於下肢瞬發力的提升，無明顯效果。游泳訓練可以

改善氣喘兒童的肺功能，但對於影響氣喘兒童呼吸道發炎之介

質，無法呈現出有意義的差異。 

林惠鸞（2005）研究結果發現，水中活動教學方案有效提升國

小啟智班學生的柔軟度、肌力，但對心肺耐力成效不是很明顯，

另外，從家長訪談中，健康體適能的提升可改善受試學童的情

緒及動作，對運動習慣的養成亦有正面的影響。  

洪文平（2003）研究證明游泳運動能改善氣喘兒童之肺功能及

氣喘發作的症狀，建議氣喘兒童可多從事游泳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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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中活動對生活適應與學習成效 

黃春莉（2003）研究結果指出，游泳教學活動後，對自閉症學生，

在學校適應中的語言溝通、人際互動、特殊行為與常規適應方面，

整體而言有顯著的改善。 

黃文盛（2005）研究結果發現，長期游泳訓練可提昇智能障礙

者生活適應能力，而且不受性別、年齡及泳齡的條件限制，建

議智能障礙者可多參與游泳訓練。  

陳清祥（2008）研究結果得知，動作分析模式應用於水中活動

課程，對腦性麻痺學生在認知、情意及技能三方面具學習成效。 

詹美雲（2008）研究結果指出，肢體障礙學生在接受水中運動訓練

課程後，在動作技能、行為、自尊心及自信心等，也獲得有良好的

自我認同和發展。 

（三）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方面，以小學至國中階段為研究對象。黃春莉（2003）

以一名國小一年級的自閉症學生為研究對象；翁志航（2003）

以罹患第一級或第二級之氣喘兒童 36 名為研究對象（8.84±1.11

歲，身高 130.96±9.31 公分，體重 31.01±9.37 公斤），分為實驗

組及對照組各 18 名；黃文盛（2005）以年齡介於 12 至 18 歲的

中度智能障礙學生 40 位，分為實驗組 20 人，對照組 20 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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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鸞（2005）以國小啟智班兩名學生為研究對象；陳清祥（2008）

以一名腦性麻痺學生為研究對象；洪文平（2003）以氣喘兒童

30 名為研究對象（男 20 人、女 10 人），平均年齡為 9.9±1.6 歲，

平均身高為 138.4±10.3 公分，平均體重為 38.5±12.3。詹美雲

（2008）以一名肢體障礙高中女學生為研究對象。 

（四）研究主題 

探討游泳訓練對體適能及氣喘影響有三篇，分別為：1. 游泳訓

練對氣喘兒童體適能、肺功能及呼吸道發炎介質之影響（翁志

航，2003）。2. 水中活動教學方案對國小啟智班學生在健康體

適能表現上的成效（林惠鸞，2005）。3. 游泳運動介入對氣喘

兒童影響（洪文平，2003）。以游泳訓練對生活適應與學習成效

有四篇，分別為：1.游泳教學活動對自閉症學生學校適應個案研究

黃春莉（2003）。2. 長期游泳訓練對智能障礙者生活適應能力

影響（黃文盛，2005）。3. 動作分析模式應用水中活動課程對

腦性麻痺學生學習成效影響（陳清祥，2008）。4. 水中運動訓練

對肢體障礙學生游泳能力影響之個案研究（詹美雲 2008）。 

四、文獻回顧 

水中適應、水中遊戲與游泳訓練是水中活動的能力模式，藉由經

過設計的教學課程、教學策略與原則，對學生在學習興趣與成效有相



第二章 文獻探討                                                                       28 

 

當大的助益，從水中活動介入特殊學生相關文獻中，顯示對自閉症學

生在生活適應方面有改善，對氣喘兒童在體適能及肺功能有所善，對

智能障礙兒童在生活適應能力有所助益，對腦性麻痺學生在認知、情

意以及技能等三方面皆具學習成效，對肢體障礙學生在動作技能、行為、

自尊心及自信心等，也獲得良好的自我認同和發展。而以普通班級體育課

實施水中活動的介入對 ADHD 學生游泳學習及與同儕間人際關係，是

否也具同樣研究效果，是有待進一步研討的。 

 

第四節 ADHD 學生人際關係研究 

 

人是群體性的動物，具有與人「互動關係」的需求，人際關係的

建立，是個人的基本需求，透過與他人交往、互動，學習各種社會化

的技巧，本節呈現兒童人際關係相關文獻及內容。 

一、人際關係定義 

人際關係是指人與人之間情意交流、知覺反應、交互作用影響的

互動過程，是人與人關係所形成的個人關係型態，包括同儕關係，師

生關係、親友關係（吳宗立，2004）。人際關係在 Maslow 的需求理論

中，除了生理及安全兩項需求外，歸屬感是僅次於兩者的，愛、歸屬

和控制是人們基本的三種人際需求。劉紹純（2002）指出人際關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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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人之間彼此相互影響、相互依賴，彼此間的互動，維持一段較長

時間。 

二、ADHD 學生人際關係相關研究 

就心理發展的觀點而言，從兒童進入到學校到成年期間，其人格

形成往往建立在他和友伴間的交往關係上。 

蔡淑妃（1990）以某地區 15 名具有醫生診斷之 ADHD 國中男生

且其社交地位為被拒絕，再以年齡、性別、家庭結構等條件，於 ADHD

學童所就讀班級中找出社交地位被拒絕與受歡迎學童各 15 名，研究結

果顯示：ADHD 學童比人際適應不佳一般學童在「衝突情境」中較多

人設定負向目標，且解決方法數比較少，在衝突情境中，有負向目標

的 ADHD 學童會導致負向行為。 

洪儷瑜（1993）以臺北市一所國小六年級 ADHD 兒童為對象，研究

其人際關係問題，與其受同儕接納和排斥的相關因素，結果發現：無論是

同儕提名、教師評量、或自我評量所得的資料，都顯示 ADHD 兒童的人際

關係有顯著的問題。在班級中，無法與同學有好的互動關係，有時被拒於

團體之外，成為班上的特異份子。 

王碧暉（2003）以兩名 ADHD 兒童進行十週半的自我教導策略教學，

以不專注問題、搶話問題、離座問題及人際關係為教學效果的指標，研究

結果證實，以自我教導策略改善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兒童的行為問題與人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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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關係具有正面效果。 

黃惠芳（2007）以某縣市公立國民小學四至六年級 104 位 ADHD 學童

為研究對象，進行國小兒童自我概念及國小學童人際關係問卷調查，研究

結果發現，ADHD 學童人際關係以與家人關係向度得分最高，與師長關係

向度得分最低；整體人際關係及與同學關係向度的表現，四年級顯著優於

六年級。因家庭社經地位不同，在整體人際關係、與同學關係、與朋友關

係及與家人關係等向度的表現，中高家庭社經地位學童顯著優於低家庭社

經地位的學童。 

三、文獻回顧 

Barkley ( 1990) 指出，ADHD 學生過多的注意力不集中行為、破

壞性行為、不專注工作行為、不成熟行為等，很快引發同儕正常學生

的掌控與指導行為，在人際關係方面，由於 ADHD 學生常會有專橫、

攻擊、破壞、干擾、暴躁及易怒等行為，也常因缺乏社會技巧，而以

攻擊行為回應同儕，這些均導致同儕拒絕、批評及攻擊，使得 50 ％

以上 ADHD 學生面臨不良的人際關係，而研究結果證明，良好的人際

關係與提高學習的成效有著一定關係的必然性。綜合本章上述文獻，

ADHD 為異質性團體，其特徵為不專心、行為抑制困難、過動、規範

性行為習得的缺陷、成就表現不穩定等，其外在行為特徵明顯會造成

學習與人際關係的嚴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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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水中活動對 ADHD 學生學習成效與人際關

係影響。全章分為五節敘述：第一節為研究參與者，第二節為教學活

動設計，第三節為研究工具，第四節為研究架構與流程，第五節為資

料處理與分析。 

 

第一節 研究參與者 

本節針對參與研究的參與者進行描述，分別依研究對象、同班同

儕與班級導師及研究倫理依序敘述。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北部國中七年級一名學生，經兒童心智科醫

師診斷為ADHD，年齡十二歲五個月，基本資料如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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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研究對象基本資料 

姓名（化名） 小明 

年齡 十二歲五個月 

姓別 男 

就讀年級 七年級 

父母關係 同住 

家庭氣氛 和諧 

經濟狀況 小康 

家中特殊案例 無 

家中主要使用語言 國語、閩南語 

家中的主要休閒活動 看電視、畫畫、打電動 

興趣 畫畫、打電動 

喜歡的獎勵方式 買漫畫、打電動 

同住的家庭成員 父親及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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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醫學診斷情形 

  發現研究對象於六歲時（國小一年級）與同年齡學童有不同之

學習行為，由一年級導師先發現。  

（二）鑑定歷程 

魏氏兒童智力測驗，測驗日期為2003年12月，全量智商99，智

力正常，地點為臺北市某醫院。接受過動兒活動力行為評鑑，

評鑑日期為2004年1月，結果是注意力缺陷過動症，評鑑地點在

臺北市某醫院。  

（三）運動能力及健康狀況： 

1. 運動能力 

協調性方面：動作協調能力不足。 

粗大動作方面：球類運動，傳球動作不佳。 

精細動作方面：球類運動，雙手接球動作不佳。 

水中能力方面：水中閉氣及吐氣。 

2. 健康狀況 

視覺：近視。 

聽覺：正常。 

肢體：正常。 

智能：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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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意力缺陷過動症。 

藥物名稱：專司達（長效型）。 

（四）學校生活情形 

低年級導師描述其問題行為包括：注意力無法集中；上課時喜

歡亂走動；對學習不感興趣；好動、喜歡拿同學們的束西；有

偷竊的記錄及人際關係差等。所以建議家長帶去醫院做診斷，

其診斷結果為注意力缺陷過動症，目前給予藥物控制，學校方

面亦針對其學習上的需求，於部分時間至資源班上課。中年級

導師描述其問題行為包括：挫折容忍力非常低，遇有不順心之

事，就對同學生氣；上課分組時，同學都不想與他分到同一組

等。研究者從高年級導師的描述中得知上了五、六年級，其人

際關係與情緒困擾問題越來越嚴重，升上國中後，從任課老師、

導師的訪談中發現共通點，因常與同學相處不愉快，下課時與

同學互動，都會發生言語上或肢體上的衝突，課堂中分組時，

沒有同學願意與他分在同一組。 

（五）問題行為 

自小學低年級至國中七年級在校表現如上所述，研究對象常因

情緒或易因小事而生氣、憤怒，激動時甚至出現打人、叫罵、

等問題行為，使他同儕關係低落，由於學習落後以及行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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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師長及家長感到困擾的問題行為包括：人際關係差、學習

動機低落、挫折容忍力非常低、思想大多消極、負面的、易怒、

溝通表達能力不佳。  

二、同儕 

為某公立國中一班的七年級學生，班級人數為 30 人，男生 15 人

（含研究對象）、女生 15 人，與研究對象同班達一個學期以上，在本

研究中全程參與水中活動。 

三、導師 

為研究對象的班級導師，負有管理班級學生的職責，平日與學生最

為接近，對班上的同學，在學業、行為及人際互動最為瞭解，在本研究

中班級導師對研究對象參與水中活動前後與班上同儕人際關係提供最

真實觀點。 

四、研究倫理 

研究對象為研究者任教班級的學生，基於研究倫理，研究者應將

研究者的研究告知研究對象，但研究過程中及結果恐會造成對研究對

象的傷害，於研究前雖已徵求家長同意本研究的活動與評量，但基於

保護研究對象，研究過程將採全程保密的原則，同時，活動課程內容

符合研究對象及參與研究同儕的教學活動設計，而研究中所呈現的學



第三章 研究方法                                                                   36 

 

生及老師皆以代號方式稱呼，期能達到保護學生受教權之效，因為本

研究的最終目的為幫助研究對象，而不是單純的做研究。 

 

第二節 教學活動設計 

 

本研究教學活動設計為水中活動，是以融入水中適應、團體遊戲

及游泳訓練作為活動設計主軸，運用普通班級來達到增進水中活動及

人際關係為目的。研究對象分別接受每周一次水中活動課程，每次活

動時間為90分鐘，持續八周的水中活動課程，利用Sherrill的水中樂趣

與成功模式教學介入及捷式游泳教學介入後，以教育部（2001）游泳能

力十級檢測標準（如附錄1），一至七級為評量項目評量學生水中能力學

習情形，在水中活動研究前、後對班上同儕實施同儕評量問卷，研究

期間以教學日誌、學習單及對導師進行訪談，來暸解研究對象在班上

人際關係情形。 

一、教學活動計畫  

（一）起點行為概述：理解能力正常、對話能力正常、協調能力尚可、

學習能力不錯、記憶力很好；行為過動與衝動、不專心、情緒

起伏大、且不穩定、必須隨時提醒；在水中活動方面，會水中

閉氣與吐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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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目標 

1. 適應水性及對水中活動有興趣。 

2. 學會教育部訂定游泳能力十級檢測標準中之一至七級。 

3. 能由遊戲當中與同學建立情誼。 

4. 經過水中活動後人際關係改善。 

（三）教學原則 

以簡單水中適應與團體水中遊戲、游泳訓練，增加學習動機及

隨機即時教導社會技巧，使其能與同學增進良性的互動行為與

水中活動能力。                     

（四）教學過程 

1. 蒐集資料，針對參與水中活動班級設計課程。 

2. 準備場地，熱身活動、沖水入池。 

3. 基本水中適應，水中遊戲、捷泳練習。 

4. 課程回饋及整理場地。 

（五）教學要點 

教學過程以能使研究對象安全快樂的學習為原則，針對參與水

中活動班級來設計課程，並採取由簡而繁、由少至多的教學原

則，對研究對象多一點提醒與獎勵，注意研究對象的情緒表現

與同學的互動情形，並隨時提供正面回饋以求達到教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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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中活動課程大綱與教學活動內容設計 

水中活動課程大綱與教學活動內容設計完成後，委請指導教授、

體育教師及游泳專家共四位，檢視內容是否尚有不妥或遺漏，排除不

當，並就單元或不適的部分加以檢視及修正。 

（一）教學日期與教學次數 

從2009年3月23日起至2009年5月17日止，共8次教學。 

（二）教學課程大綱 

教學課程大綱為融入水中適應、團體遊戲及游泳訓練等三個主

軸，研究者於每次上課課程內容均依據課程大綱進行教學，並

依每節教學時的情境及學生學習狀況隨時做課程修正與調整，

教學課程大綱如附錄2。 

（三）教學活動內容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設計共八周，每周一節，每節課程為九十分鐘，

依據水中活動內容設計，設計為八個單元（如附錄3）。 

三、教學地點與設備 

（一）教學地點：為研究對象就讀學校的室內游泳池，此游泳池長25

公尺，寬15公尺；水深130公分。 

（二）教學設備：室內照明共有30盞1200瓦的水銀燈，室內光線良好，

空氣流通，救生檯兩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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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之研究工具主要有五項，分別為游泳能力評量表、學

習單、同儕評量法、教學日誌、導師訪談大綱為研究工具，分述如下。 

一、游泳能力評量表 

游泳能力評量表（如附錄 4）是依據教育部（2001）游泳能力十級

檢測標準中，一至七級為評量項目及方法如下。（第七級亦是教育部規定

國民中學學生畢業前應達到之級數） 

（一）評量名稱：第一級海馬級 

評量方法：水中行走 10 公尺、水中閉氣 5 秒、水中認物。 

（二）評量名稱：第二級章魚級 

評量方法：以水中閉氣 10 秒、韻律呼吸 10 次（頭須沒入水中）、

水中拾物 2 次。 

（三）評量名稱：第三級青蛙級 

評量方法：離地漂浮 10 秒、蹬牆漂浮後站立、韻律呼吸 20 次。 

（四）評量名稱：第四級海獺級 

評量方法：以蹬牆飄浮前進 5 公尺、藉物漂浮 15 秒、藉物換氣打                 

水 10 公尺（需換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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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評量名稱：第五級企鵝級 

評量方法：以藉物打水前進 15 公尺（需換氣）、游泳前進 5 公尺。

（六）評量名稱：第六級海豹級 

評量方法：以游泳前進 15 公尺（需換 3 次氣以上）。 

（七）評量名稱：第七級鯊魚級 

評量方法：以游泳前進25公尺（需換5次氣以上）、踩水30秒。 

二、學習單 

學習單內容是針對研究對象，於每次水中活動結束後，給予ADHD

學生的學習感想與同學互動的心得，將其發現與導師訪談結果、研究

者教學日誌做分析、歸納，在結果的第一節真實呈現，學習單如附錄5。 

三、教學日誌 

每次教學研究者均將詳細內容記載於教學日誌（如附錄6），將其

發現與班級導師訪談結果，研究對象學習單做分析、歸納。 

四、導師水中活動訪談大綱 

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班級導師進行訪談，在水中活動課程開始前

及結束後進行一次訪談。採半結構式訪談法，先以結構性的訪談，系

統性的提出問題，讓研究對象的導師逐一回答問題，然後再採開放性

的問題，讓導師自由發表個人意見與想法。將導師訪談結果、研究者

教學日誌及研究對象學習單等資料做分析、歸納，水中活動研究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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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後導師訪談大綱如附錄7及附錄8。 

五、同儕評量問卷 

同儕評量問卷以同儕提名問卷與同儕評等問卷兩項，是參考王碧

暉（2003）編制而成，分別以次數與五等量表瞭解研究對象的人際關係，

在水中活動開始前及結束後對班上同學進行問卷調查，比較前後兩次

結果，以分析研究對象的人際關係是否有改善。 

（一）同儕提名問卷 

同儕提名法，在三個選項中提名三人，透過學生提名的次數，可以

了解研究對象在班級中的社會地位。正向提名次數越多，表示其人

際關係越好，而負向提名次數越多，則表示其人際關係越差，同儕

提名問卷如附錄9。 

（二）同儕評等問卷 

評等問卷分為五個等級，以1、2、3、4與5分別代表很不喜歡、

不喜歡、普通、喜歡、很喜歡五個等級，以分數累積多寡，瞭

解研究對象在班級中的人際關係，同儕評等問卷如附錄10。 

 

第四節 研究架構與流程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一位國中七年級ADHD學生，接受訪談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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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的導師，先蒐集相關文獻，再依據文獻編製訪談內容與導師

訪談，瞭解研究對象的起點行為，以便編訂水中活動內容；教學活動

前後，對研究對象評量游泳能力與導師及同儕對研究對象經水中活動

後，人際關係情況改善的情形，綜合分析探討。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是以一位ADHD學生為主架，以水中活動實際教學 

的實施，探討水中活動後對ADHD學生在游泳能力的學習成效與導師

及同儕對人際關係的看法（如圖1）。 

 

 

 

 

 

 

 

 

                             

圖 1 研究架構

ADHD 學生 

游泳能力 

水中活動 

人際關係 

導師對ADHD學生 

人際關係改善看法 

同儕對ADHD學生 

人際關係改善看法 

游泳學習 

ADHD 學生 

七項游泳能力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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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流程 

水中活動時間從2009年3月23日起至年5月17日止，合計八周共8

次，每次上課約90分鐘，教學內容為團體遊戲、水中能力及游泳訓練。

本研究流程共分為以下步驟： 

（ㄧ）家長及導師填寫同意配合本研究所需要之各項評量及全程參與

水中活動進行同意書（如附錄 11 及附錄 12）。 

（二）進行導師水中活動前人際關係訪談、同儕評量問卷 

（三）編定水中活動課程內容及評量項目 

（四）實施水中活動課程 

（五）研究對象填寫學習單 

（六）研究者撰寫教學日誌 

（七）實施水中活動游泳能力評量 

（八）進行導師水中活動後人際關係訪談、同儕評量問卷 

 

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之資料處理與分析分為量化資料與質性資料兩個部份。質

性資料處理與分析方式，是以研究者每次在水中活動後的教學日誌、

導師訪談及研究對象學習單等資料進行檢核、分析與歸納；在量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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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方面，以百分比描述性統計方式做處理與分析，於每次水中活動結

束前進行游泳能力評量，再以五分等級與完成次數、累積圖與曲線圖呈

現及描述，資料處理與分析如下。 

一、量化資料 

本研究在學習方面，游泳能力是依據教育部（2001）游泳十級檢測

標準中之一至七級為評量項目，人際關係方面是以同儕評量法的同儕提名

法及同儕評等法。 

（一）資料的蒐集 

本研究中所使用的量化資料蒐集，包括游泳能力評量及人際關

係同儕評量的蒐集，分述如下： 

1. 游泳能力評量在每次水中活動課程結束前針對當節課程單

元，進行評量。 

2. 人際關係同儕評量採同儕提名問卷與同儕評等問卷，在水中

活動開始前一周及結束後一周，對班上同學進行評量。 

（二）資料的分析 

本研究量化資料分析如下。 

1. 游泳能力評量標準以五分等級與完成次數為之，一分：9-10次以

上；二分：7-8次完成；三分：5-6次完成；四分：3-4次完成；

五分：1-2次完成，以五分等級表與條形圖方式呈現進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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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際關係評量以同儕提名問卷與同儕評等問卷為之，在水中活

動開始前及結束後對同儕進行問卷調查，比較前後兩次結果，分

析研究對象的人際關係是否有改善。 

二、質性資料 

本研究將以研究者教學日誌、導師訪談及研究對象學習單等資料

進行質性資料內容檢核與分析，並試圖歸納出，研究對象在班級人際

關係的改善情形。 

（一）資料蒐集 

本研究中所使用的質性資料蒐集策略，包括訪談、教學日誌及

學習單的蒐集，分述如下：  

1. 導師訪談大綱：先採用結構式的問題進行訪談，再進行像是

日常生活中談話，內容是隨機、開放、自由的，讓導師於水

中活動前後，對研究對象在班上的學習表現及與同學互動情形

發表個人的看法。 

2. 教學日誌：研究者依據於每次水中活動，對研究對象的學習表

現及與同學互動情形，在結束後做最真實的紀錄。 

3. 學習單：本研究所使用的學習單內容是針對研究對象，主要

在瞭解水中活動中的學習感想與同學互動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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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分析 

1. 多方蒐集相關的質性資料及相關文件文字化，並加以編碼。 

2. 資料編碼：在本研究中，透過導師訪談、教學日誌及學習單所得

到的資料，逐字檢核其可能呈現的意涵，將字句或話語進行編碼

類別，對於相關的編碼類別，探討其關聯性並歸納。關於本研究

出現的符號，其所代表的意義說明，包括研究對象學習單、研

究者教學日誌、導師訪談。 

例如：教學日誌-5-090309為表示資料是在第五次教學2009年

3月19日的教學日誌中整理所得。學習單-1-090302為

表示研究對象是在第一次教學2009年3月2日的學習單

中整理所得資料。訪談-前-090221為表示在水中活動

教學前2009年3月19日的訪談中整理所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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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水中活動對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學生游泳學

習與人際關係之影響。本章為研究者多方蒐集資料，依據研究目的與

問題進行整理，並進一步的對文獻解釋與探討，研究結果以研究對象

的評量表及學習單、導師訪談與同儕評量問卷及研究者教學日誌加以

歸納撰寫，主要分為三節：第一節呈現研究對象在游泳能力學習情形，

第二節說明水中活動前、後導師對研究對象的人際關係，第三節說明

水中活動前、後研究對象與同儕的人際關係。 

 

第一節 游泳能力學習情形 

 

本節主要在探討研究對象在水中活動中之游泳能力學習情形，分別以

游泳能力十級檢測標準中之七個等級的進步情形，以曲線圖與五分等級、

評量項目完成次數表、評量項目完成百分比進行描述分析。 

一、結果 

（一） 游泳能力評量完成百分比 

水中活動對研究對象在游泳能力評量動作等級過程的情形，由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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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如圖 2）可以看出研究對象在游泳能力評量過程的動作完成百

分比。橫軸為游泳能力評量動作等級；縱軸則代表動作完成百分比，

以教育部（2001）游泳能力十級檢測標準中之一至七級為評量項目

及方法如下：（第七級為教育部規定國民中學學生畢業前應達到之級

數）第一級海馬級：三個評量動作；第二級章魚級：三個評量動作；

第三級青蛙級：三個評量動作；第四級海獺級：三個評量動作；第

五級企鵝級：二個評量動作；第六級海豹級：一個評量動作；第七

級鯊魚級：二個評量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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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游泳能力評量完成百分比 

在水中活動實施之後，研究對象在八周 8 節課中，其游泳能力的進

步情形由評量第一級至第七級，均能於每節課達到評量標準，代表

研究對象水中能力呈現進步現象，由評量完成百分比（如表 3）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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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在第一級海馬級三個評量的動作，占比均為 33.33%，完成百分

比為 100%；第二級章魚級三個評量動作，占比分別為 33.33%、

26.67%、33.33%，完成百分比為 93%；第三級青蛙級三個評量動作，

占比分別為 26.67%、30.00%、33.33%，完成百分比為 90%；第四級

海獺級三個評量動作，占比分別為 20.00%、26.67%、30.00%，完成

百分比為 77%；第五級企鵝級二個評量動作，占比分別為 40.00%、

45.00%，完成百分比為 85%；第六級海豹級一個評量動作，占比為

60.00%，完成百分比為 60%；七級鯊魚級二個評量動作，占比分別

為 20.00%、35.00%，完成百分比為 55%。 

（二）游泳能力評量五分等級 

水中活動對研究對象在游泳能力評量五分等級（如表 4）的情形，

由表可以看出研究對象在游泳能力評量過程的動作五分等級。橫軸

為游泳能力評量動作等級；縱軸則代表游泳能力五分等級。在評量

項目完成次數表（如表 5），可看出研究對象在每節水中活動課程

中，評量游泳能力七項等級動作的完成次數。 

1. 第一級海馬級動作：游泳能力評量對研究對象在第一級海馬級動

作的評量情形，水中行走 10 公尺、水中閉氣 5 秒、水中認物，

五分等級皆達到滿分五分。 

2. 第二級章魚級動作：游泳能力評量對研究對象在第二級章魚級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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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評量情形以水中閉氣 10 秒、韻律呼吸 10 次（頭須沒入水中）、

水中拾物 2 次，五分等級分別達到五分、四分、五分。 

3. 第三級青蛙級動作：游泳能力評量對研究對象在第三級青蛙級動

作的評量情形，以離地漂浮 10 秒、蹬牆漂浮後站立、韻律呼吸

20 次，五分等級分別達到四分、五分、五分。 

4. 第四級海獺級動作：游泳能力評量對研究對象在第四級海獺級動

作評量情形，以蹬牆飄浮前進 5 公尺、藉物漂浮 15 秒、藉物換

氣打水 10 公尺（需換氣），五分等級分別達到三分、四分、五分。 

5. 第五級企鵝級動作：游泳能力評量對研究對象在第五級企鵝級動

作的評量情形，以藉物打水前進 15 公尺（需換氣）、游泳前進 5

公尺，五分等級分別達到四分、五分。 

6. 第六級海豹級動作：游泳能力評量對研究對象在第六級海豹級動

作的評量情形，以游泳前進 15 公尺（需換 3 次氣以上），五分

等級達到三分。 

7. 第七級鯊魚級動作：游泳能力評量對研究對象在第七級鯊魚級動

作的評量情形，以游泳前進 25 公尺（需換 5 次氣以上）、踩水

30 秒，五分等級分別達二分、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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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評量完成百分比 

評量 

名稱 

項目名稱 項目完成% 項目完成佔比 評量完成% 

水中行走 10 公尺 100% 33.33% 

水中閉氣 5 秒 100% 33.33% 第一級海馬級 

水中認物 100% 33.33% 

100% 

水中閉氣 10 秒 100% 33.33% 

韻律呼吸 10 次（頭須沒入水中） 80% 26.67% 第二級章魚級 

水中拾物 2 次 100% 33.33% 

93% 

離地漂浮 10 秒 80% 26.67% 

蹬牆漂浮後站立 90% 30.00% 第三級青蛙級 

韻律呼吸 20 下 100% 33.33% 

90% 

以蹬牆飄浮前進 5 公尺 60% 20.00% 

藉物漂浮 15 秒 80% 26.67% 第四級海獺級 

藉物換氣打水 10 公尺（需換氣） 90% 30.00% 

77% 

以藉物打水前進 15 公尺（換氣） 80% 40.00% 
第五級企鵝級 

游泳前進 5 公尺 90% 45.00% 

85% 

第六級海豹級 以游泳前進 15公尺（需換 3次氣以上） 60% 60.00% 60% 

以游泳前進 25公尺（需換 5次氣以上） 40% 20.00% 

第七級鯊魚級 

踩水 30 秒 70% 35.00%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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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第一至七級評量動作五分等級 

評量動作 項目名稱 五分等級 完成次數 

水中行走 10 公尺 5 1 

水中閉氣 5 秒 5 1 第一級海馬級 

水中認物 5 1 

以水中閉氣 10 秒 5 1 

韻律呼吸 10 次（頭須沒入水中） 4 3 第二級章魚級 

水中拾物 2 次 5 1 

離地漂浮 10 秒 4 3 

蹬牆漂浮後站立 5 2 第三級青蛙級 

韻律呼吸 20 下 5 1 

以蹬牆飄浮前進 5 公尺 3 5 

藉物漂浮 15 秒 4 3 第四級海獺級 

藉物換氣打水 10 公尺（需換氣） 5 2 

以藉物打水前進 15 公尺(換氣) 4 3 

第五級企鵝級 

游泳前進 5 公尺 5 2 

第六級海豹級 以游泳前進 15 公尺（需換 3 次氣以上） 3 5 

以游泳前進 25 公尺（需換 5 次氣以上） 2 7 

第七級鯊魚級 

踩水 30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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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評量項目完成次數 

評量 

名稱 

項目名稱 

節 

次 
1 2 3 4 5 6 7 8 

水中行走 10 公尺   1       

水中閉氣 5 秒   1       

第一級 

海馬級 

水中認物   1       

水中閉氣 10 秒    1      

韻律呼吸 10 次（頭須沒入水中）    3      

第二級 

章魚級 

水中拾物 2 次    1      

離地漂浮 10 秒     3     

蹬牆漂浮後站立     2     

第三級 

青蛙級 

韻律呼吸 20 下     1     

以蹬牆飄浮前進 5 公尺      5    

藉物漂浮 15 秒      3    

第四級 

海獺級 

藉物換氣打水 10 公尺（需換氣）      2    

以藉物打水前進 15 公尺（換氣）       3   第五級 

企鵝級 
游泳前進 5 公尺       2   

第六級 

海豹級 
以游泳前進 15 公尺（需換 3 次氣以上）        5  

以游泳前進 25 公尺（需換 5 次氣以上）         7 第七級 

鯊魚級 
踩水 30 秒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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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討論 

本研究中研究對象在經過持續八周的水中活動課程，在水中能力部

分有明顯的進步，在課程的內容，前三節課程運用 Sherrill 水中樂趣及

成功模式與遊戲性設計教學活動，並藉由教具及器材的使用，研究對

象在第一級海馬級、第二級章魚級及第三級青蛙級動作完成次數均在三次

以內達成，五分等級為四分以上，完成百分比平均達九十以上，所以，研

究對象在前三節課程的適應水性與水中能力的提昇已具學習成效，此

與陳清祥（2008）、詹美雲（2008）以水中活動運用 Sherrill 的水中樂

趣與成功模式教學介入對肢體障礙學生水中活動能力，其結果是相符

的。 

在第四級海獺級方面，以蹬牆飄浮前進 5 公尺動作，研究對象到第五

次才完成動作，前四次是因為沒有確實蹬到池壁，導致沒有前進的動力，

因此未達到 5 公尺；藉物漂浮 15 秒的動作，研究對象到第三次才完成，前

兩次因水中吐氣太快，造成氣不足抬頭吸氣而失敗，在五分等級為三分以

上，完成百分比平均達七十三。在第五級企鵝級方面，完成次數均在三次

以內達成，五分等級為四分以上，完成百分比平均達八十五。 

在第六級海豹級方面，只有一個動作評量項目為游泳前進 15 公尺並需

換 3 次氣以上，研究對象到第五次才完成，因前三次換氣未超過三次，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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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已觸碰池底，第四次明顯體力下降，休息約五分鐘後，評量第五次，方

才順利完成，其五分等級為三分，完成百分比平均為五十。  

 第七級鯊魚級方面，以游泳前進 25 公尺且需換 5 次氣以上，研究對

象到第七次才完成，前四次換氣分別為六、七、七、八次，距離為 21、20、

17、18 及 15 公尺，原因為腳觸碰池底，第四次明顯體力下降，休息時間均

為三分鐘，第五次及第六次，則因蹬牆前進動作未確實及換氣、划手動作

不佳未能完成動作，兩次換氣分別為八、十次，距離為 20、22 公尺，評量

第七次，換氣次數為八次，終於順利完成。 

踩水 30 秒動作，在游泳前進 25 公尺結束後五分鐘進行評量，此時，

研究者考量研究對象在體力上，已無法負荷，但研究對象堅持測驗完該項

動作，前三次因腳觸碰池底失敗，到第四次則完成，五分等級分別為兩分

及四分，完成百分比為 30%與 60%，兩項完成百分比平均為四十五。 

陳和睦（1978）提出，捷泳的學習順序為打水一划手一換氣，最後聯

合動作，10 至 15 天可學會；而吳萬福（1992）的研究則認為學生學習捷

泳的學習成效，在經三週九小時後，仍有許多全身動作配合與換氣不盡理

想，但游泳成績有所進步；丁益文（1992）亦指出游泳教學必須連續七節

才能達到效果，學生在游泳距離上雖有進步，但有不少的學生在手腳聯合

和換氣動作不理想。上述研究結果與本研究游泳能力評量的結果是相符

的，而本研究課程所採分散式（即一週一次、每次 90 分鐘、連續八週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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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亦與陳雨霖（2003）的研究中採取集中式（即每天、每次 90 分鐘、連續

八天）相較，此兩種教學型態，進行初階捷泳教學實驗後，呈現集中式教

學之成效較分散式佳，其結果亦是相同的。 

 

第二節 導師對 ADHD 學生的人際關係看法 

 

研究者在水中活動前後，對導師做活動前及活動後各一次訪談，

訪談大綱先採用預先擬定結構式的問題進行後，再以隨機、開放、自

由的談話，訪談前先將訪談大綱交予導師並使其瞭解的訪談內容，前

後兩次訪談時間均控制在六十分鐘左右。輔以研究者教學日誌與研究

對象學習單，將其發現與導師訪談結果分析、歸納呈現如下： 

一、結果 

（一）水中活動進行前 

在水中活動未進行時，導師表示研究對象的學習狀況是不穩定的，

有干擾上課及學習動機低落影響學習問題，在情緒管理是不穩

定的，有易怒、自我中心等情緒問題，在社會互動方面是不佳

的，一向獨來獨往，上課沒有同學願意跟他分為一組，出現的

問題行為包括：做出一些危險動作、干擾他人、自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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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習狀況：ADHD 學生因持續專注的困難、浮躁好動及容易衝

動，所以在學習方面相當不穩定，無法在上課時專心的聽講，

閱讀及思考問題，甚至出現干擾的行為，因此，絕大多數的

ADHD 學生在學習上有困難。 

「目前的學習狀況相當不穩定，常常有不專心上課的情形發生。」「注

意力不集中，課業一直維持在中下，常常不寫功課，作業也不交。」

「學習動機低落，對自己喜歡、有興趣的事物會很專心，其餘毫不在

乎。」（訪談-前-090316） 

2. 情緒管理：ADHD 學生因控制衝動的困難，缺乏控制衝動的

能力無法在行動前先思考，常對同儕說的話或做的事做出情

緒性的衝動反應，而導致激烈的情緒變化。 

「小明情緒控制稍差，一些不如意就會和同學發生口角。」「喜歡將

錯誤推卸給別的同學，遇到困難時會退縮、甚至放棄。」「容易和同

學起爭執。」（訪談-前-090316）  

3. 社會互動：ADHD 學生因無法表現遵守指示、與人合作及容

易衝動與干擾他人，這些行為會導致其在團體中不受歡迎。 

「跟同學互動不佳，但至少未受嚴重排斥，一向獨來獨往。」「分組

時，同學都不願意與他同一組。」「干擾上課的行為會影響同學間的

互動。」（訪談-前-09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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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問題行為：ADHD 學生因規範性行為的缺陷，無法運用習得

的規則來規範自己的行為，因此出現無視規則的存在，出現

反抗或不守規則，衝動行事不考慮後果。 

「上課無法安靜、干擾其他同學是最主要的問題所在，偶而會發生讓

人擔心的行為（例如：在廁所吊單槓…等）。 」「口無遮攔、會跟任

課老師頂嘴，常常說髒話、罵同學、發生口角、甚至打架。」（訪談-

前-090316） 

（二）水中活動進行階段 

在水中活動進行時，研究者教學日誌、學習單表示研究對象在

班上的學習狀況、情緒管理及社會互動問題行為有改變。  

1. 學習狀況：透過以團體水中活動的進行，藉由水中遊戲、水

中適應及游泳訓練等設計的教學課程與班級管理策略，對

ADHD 學生在學習興趣與成效有相當大的助益。 

「我發現小組合作、團體遊戲和競賽可提高小明的學習興趣。」（教學日

誌-1-090323）「練習的動作我覺得都很簡單，跟同學玩遊戲很好玩，

也學到很多。」（學習單-1-090323）「鼓勵和獎勵可以增強他的學習動

機。」（教學日誌-5-090420）「他對有興趣的事情，會自動自發的去主

動學習。」（教學日誌-8-090511）「我練很多次終於好一點，考試的時

候也勉強過關了。」（學習單-4-090413）「老師鼓勵我叫我加油，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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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成功了。」（學習單-5-09042）「希望八年級還能上水中活動課。」

（學習單-8-090511） 

2. 情緒管理：在水中活動的進行時，根據學生實際互動的情境，

融入社會技巧的訓練，隨時提供隨機的教導對 ADHD 學生的

類化是具有成效的。  

「隨時提醒小明，對他的情緒控制是有幫助。」（教學日誌-1-090323）

「同學潑我水，老師要我們互相說對不起。」（學習單-2-090330）「要

有同理心，會用提醒的方式，而不是用嘲笑。」（教學日誌-3-090406）

「嚴厲指責小明，打架是絕對不允許的行為，並教導小明以後要先說對不

起。」（教學日誌-4-090413）「我跟別人說話時，要在心裡想一遍，

想一想再說，說話要像收音機一樣可以控制音量。」（學習單-7-090504）

「今天我覺得上課的心情很好，最後一節課，我都沒有生氣。」（學

習單-8-090511） 

3. 社會互動 

ADHD 學生在與他人互動時會有嚴重的問題發生，當做事或

玩遊戲時，同儕會因他們的衝動和過動造成的魯莽、坦白和

嚴厲的批評，進而產生肢體的反抗、對立甚至攻擊，而在水

中活動的進行時，水環境提供了 ADHD 學生與同儕一個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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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會互動，藉由活動中的溝通與學習，漸漸的和同儕和諧

相處。  

「我擔任小組長，我保證要跟同學好好相處。」（學習單-1-090323）

「我們這組都表現很棒，老師還特別稱讚我們。」（學習單-2-090330）

「跟他們三個合作，所以考試的時候都順利過關。」（學習單-3-090406）

「在活動過程中與同學互助合作，團體遊戲中並認真參與。」（教學日誌

-5-090420）「以後要遵守規定，不要逼別人和要有團隊精神。」（學

習單-7-090504） 

4. 問題行為 

由於 ADHD 學生本身的衝動行為，而出現反抗或不守規則，

水中活動依據設計好的教學內容，結構性課程，提供一致性

的上課規範，適時的修正 ADHD 學生不當的行為。  

「讓小明當任小組長，應該會對抑制他問題行為的出現有幫助。」（教學

日誌-1-090323）「與小明約法三章表現好給予加分，不好的行為出現就會

扣分。」（教學日誌-2-090330）「嚴厲指責小明打架是絕對不允許的行

為。」（教學日誌-4-090413）「我們接受老師的處罰，我知道打架是

最不好的行為。」（學習單-4-090413）「小明在上課前，從岸邊跳入水

中，嚴禁做出這樣的危險動作。」（教學日誌-6-090427）「我知道跳水

是危險的行為，因為會受傷。」（學習單-6-09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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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中活動進行後 

在水中活動後，導師表示研究對象在班上的學習狀況、情緒管

理、社會互動、問題行為有進步。  

1. 學習狀況：在水中活動進行後，ADHD 學生「學習狀態有稍微

穩定，干擾上課的情形減少很多，課業仍維持在中下，作業不準時交

的情形減少，較能自行完成作業。」（訪談-後-090518）  

2. 情緒管理：在水中活動進行後，ADHD 學生「不再衝動的說出

口、容易生氣」、「同學主動幫忙時偶而會開口說謝謝，不小心做錯

事時會說對不起」、「干擾的情形減少許多，一些同學願意在上課時

與他在同組」。（訪談-後-090518） 

3. 社會互動：在水中活動進行後，ADHD 學生「與同學互動增加

了，但依然會有干擾與口角發生」、「學習興趣較高，較能與他人合

作」。（訪談-後-090518） 

4. 問題行為：在水中活動進行後，ADHD 學生「上課比較乖比較

安靜了，干擾同學的情形減少許多」、「到現在未發生任何危險動作

或打架的狀況」、「對任課老師也較有禮貌，口無遮攔情形與同學發

生口角的情形也減少了許多」。（訪談-後-09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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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6 呈現研究對象在水中活動教學前、後的訪談結果是有差異

的，水中活動教學後研究對象在學習狀況、情緒管理、社會互動、

問題行為方面，導師是持正面的肯定，所以，導師認為研究對象經

「水中活動」後，人際關係是有改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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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導師訪談前、後差異結果 

活動前、後 

類目  
活動前 活動後 

改善情 

形看法 

學習狀況 

學習狀況相當不穩定，常

常有干擾上課的情形發

生，注意力不集中，課

業一直維持在中下，常

常不寫功課，作業也不

交，學習動機低落，對

自己喜歡、有興趣的事

物會很專心，其餘毫不

在乎。  

學 習 狀 態 有 稍 微 穩

定，干擾上課的情形減

少很多，較專心上課，

學習興趣較高但課業

仍維持在中下，作業不

準時交的情形減少，較

能自行完成作業。 

有改善 

情緒管理 

情緒控制稍差，不如意

就 會 和 同 學 發 生 口

角，喜歡將錯誤推卸給

別的同學，容易會和同

學起爭執。 

衝動的說出口、容易生

氣情形減少，同學主動

幫忙偶而會開口說謝

謝，不小心做錯事會說

對不起，干擾的情形減

少許多。 

有改善 

社會互動 

跟同學互動不佳，但至

少未受嚴重排斥，一向

獨來獨往，分組時，同

學都不願意與他同一

組，干擾上課的行為會

影響同學間的互動。  

與同學互動增加了，但

依然會有口角發生，，

較能與他人合作，一些

同學願意在上課時與

他在同組。 

有改善 

問題行為 

上課無法安靜、干擾其

他同學是最主要的問

題所在，偶而會發生讓

人擔心的危險行為，口

無遮攔、會跟任課老師

頂嘴，說髒話、罵同

學、甚至打架。 

上課比較乖、比較安靜

了，干擾同學的情形減

少，未發生任何危險動

作 或 打 架 行 為 的 狀

況，對任課老師也較有

禮貌，口無遮攔情形與

同學發生口角的情形

也減少。 

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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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討論 

在學校環境裡，同儕間的人際關係，是一個重要發展階段，九年一貫

健康與體育領域課程目標，亦將培養健全的人際關係與互動的能力為課程

目標，而人際關係運用於體育課程，在參與團體活動當中可體察與增進人

我互動，學習溝通巧與理性的情緒表達（王文宜、周建智、彭慧君、葉仰

道，2005）。因此，本研究透過水中活動的課程，除了增進游泳能力外，

更使 ADHD 學生在人際關係方面有所改善。 

（一）水中活動進行前 

水中活動未進行時，由訪談結果得知，導師表示研究對象在班上的

學習狀況是不穩定的，有干擾上課及學習動機低落影響學習問題；

情緒管理方面，亦是不穩定的，有易怒、自我中心等情緒問題；社

會互動方面是不佳的，問題行為也相當多。 

（二）水中活動進行階段 

進行水中活動時，由研究者教學日誌與研究對象學習單顯示，

研究對象在班上的學習狀況、情緒管理、社會互動及問題行為有

改變。 

 （三）水中活動進行後 

在水中活動進行後，導師表示研究對象的學習狀況有改善，干擾上

課的情形減少，作業不準時交的情形亦減少，導師發現研究對象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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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將情緒管理的十分得宜，但亦有不少正向的改變，偶而會

開口說謝謝，不小心做錯事會說對不起，社會互動有改變，一

些同學已願意在上課時與他在同組，問題行為方面則未發生任

何危險動作或打架的狀況，對任課老師也較有禮貌。 

 

第三節 同儕對 ADHD 學生的人際關係 

 

為北部某公立國中一班的七年級學生，班級人數為 30 人，男生

15 人（含研究對象）、女生 15 人與研究對象同班達一個學期以上，

在本研究中全程參與水中活動。 

一、結果 

同儕提名及評等問卷前後測如圖 3 及圖 4 所示。 

（一）水中活動前同儕提名前測結果 

1. 上課的時候誰最認真學習，常常得到老師的稱讚提名次數是

0 次。 

2. 上課的時候最不專心聽講，常常會被老師提醒要注意聽課，

提名次數是 20 次。 

3. 哪些同學最會搶先發言、抱怨、發脾氣的提名次數是 13 次。 

4. 上課分組時，你最不想跟哪些同學分在同一組，提名次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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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次。 

5. 在班上同學中，你最喜歡和哪三位同學做朋友，提名次數是

0 次。 

6. 在班上同學中，你最不喜歡和哪三位同學一起玩，提名次數

是 11 次。 

（二）水中活動後同儕提名後測結果 

1. 誰上課的時候最認真學習，常常得到老師的稱讚提名次數是

0 次。 

2. 上課的時候最不專心聽講，常常會被老師提醒要注意聽課，

提名次數是 9 次。 

3. 哪些同學最會搶先發言、抱怨、發脾氣的提名次數是 9 次。 

4. 上課分組時，你最不想跟哪些同學分在同一組，提名次數是

6 次。 

5. 在班上同學中，你最喜歡和哪三位同學做朋友，提名次數是

0 次。 

6. 在班上同學中，你最不喜歡和哪三位同學一起玩提名次數是

8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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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前測

後測

前測 0 20 13 11 0 11

後測 0 9 9 6 0 8

最認真學習，常

被稱讚

最不專心聽講，

常被提醒？

最會搶先發言、

抱怨、發脾氣？

最不想分在同一

組？

最喜歡和哪三位

做朋友？

最不喜歡和哪三

位一起玩？

  

圖 3 同儕提名前後測圖 

 

（三） 水中活動前同儕評等前測結果 

依照很不喜歡、不喜歡、普通、喜歡、很喜歡五等級換算為 1、2、

3、4、5 分，研究對象所得總分 49 分，男生排名是第 15 名，女生

排名是第 13 名，在全班排名是第 28 名。 

1. 同儕很不喜歡的提名次數是 13 次。 

2. 不喜歡的提名次數是 15 次。 

3. 普通的提名次數是 2 次。 

4. 喜歡的提名次數是 0 次。 

5. 很喜歡的提名次數是 0 次。 

（四） 水中活動前同儕評等後測結果 

依照很不喜歡、不喜歡、普通、喜歡、很喜歡等五等級換算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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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分，研究對象所得總分 67 分，男生排名是第 11 名，女生

排名是第 11 名，全班排名是第 24 名。 

1. 同儕很不喜歡的提名次數是 8 次。 

2. 不喜歡的提名次數是 7 次。 

3. 普通的提名次數是 15 次。 

4. 喜歡的提名次數是 0 次。 

5. 很喜歡的提名次數是 0 次。 

 

0

5

10

15

同

儕

評

等

次

數

前測

後測

前測 13 15 2 0 0

後測 8 7 15 0 0

很不喜歡 不喜歡 普通 喜歡 很喜歡

  

圖 4 同儕評等前後測圖 

二、討論 

本研究中研究對象經過八周八次水中活動後，在班上人際關係方面有

實際的改善，卓俊伶（2005）提出在水環境當中與人交流及互動是社會發

展最理想的教育情境，可見水中活動的課程內容以遊戲與團體活動方式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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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再融入社會技巧並以學生實際互動的情境，提供隨機即時的教導，有

助於行為的類化（洪儷瑜、陳芬芳、黃裕惠、許尤芬，2002）。 

研究對象在同儕提名問卷方面，上課認真學習項目與最喜歡跟誰做朋

友，前後測次數為零，均無人提名，表示這兩項並沒有改變。在上課不專

心、會搶話抱怨發脾氣、不想分同一組與最不喜歡一起玩的四個項目有改

善，前後測的差距有減少，都是正向的小幅成長。在同儕評等方面，研究

對象在很喜歡和喜歡兩項的前後測次數均為零，表示這兩項並沒有改變。

在普通項目後測時次數增加，不喜歡和很不喜歡的次數減少，全班 30 人呈

正向小幅成長，正負差距為 3 分，所以，研究對象在人際關係方面是有進

步的。整體而言，研究對象在接受水中活動課程後，同儕提名問卷與同儕

評問卷前後測結果顯示有差異，其人際關係有獲得進展。 

三、總結 

 由游泳能力評量結果可以瞭解，研究對象在 8 週八節課的水中活動期

間，游泳能力是有進步的，進而隨著上課次數的增加，游泳能力學習情形

也是呈現進步的現象與黃文盛（2005）、林惠鸞（2005）、陳清祥（2008）、

詹美雲（2008）分別以水中活動的游泳訓練、水中運動訓練與活動方案等，

對身心障礙學生在水中動作能力的學習成效與本研究所得結果是相符的。 

本研究中 ADHD 學生進行水中活動在游泳能力評量的七項動作表現，

表示研究對象在水中活動後游泳能力的學習是呈現進步的現象，從以上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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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獲知，水中活動進行中，不僅能夠提升游泳動作表現，亦能增進溝通技

巧及互動機會，在教學過程中，課程內容採小組團隊練習及分組競賽，使

研究對象及同學能為自己的團隊有貢獻，過程中進而產生溝通及互動，以

培養更好的人際溝通機會及能力，此與黃竣淯（2006）、王智畇（2005）所

探討的運動介入對 ADHD 學生人際關係之影響，運用團隊分組的方式培養

學生人際互動的能力，其結果是相同的。 

最後在導師訪談、研究對象學習單、研究者的教學日誌三方面的資料

顯示，水中活動後導師對研究對象的學習狀況、情緒管理與社會互動、問

題行為方面及同儕對研究對象的同儕評量結果，都持正面肯定，表示是有

改善的，此與 Barkley (2006) 提出實際參與有組職、結構性的團體活動

或運動，透過同組合作學習的機會完成共同目標，對於 ADHD 學生更

能達到促進人際關係及社會適應能力是相呼應的。 

    因此，水中活動不但使該研究對象在游泳能力上有進步，也有效的

改善了導師與同儕，對研究對象在人際關係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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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特殊學生融入普通班級，實際進行水中活動，並在教學

前、教學情境中、教學後進行整合導師訪談、研究對象學習單、研究

者教學日誌、同儕評量問卷及游泳能力評量等資料相互檢核與分析，

研究對象在經過為期八周的水中活動課程教學之後，針對研究對象在

游泳能力學習情形及人際關係善情形結果進行歸納與討論分析，進而

得到本研究結論，並對學校教學、未來研究提出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利用水中活動對 ADHD 學生游泳學習與人際關係影響進行

個案研究，於水中活動實施後，探討研究對象游泳能力學習情形及人

際關係改善情形，在本研究範圍限制之下得到以下結論： 

一、水中活動對ADHD學生，在游泳能力檢測標準中，一至七級為評量

項目中皆能達到標準，表示研究對象在游泳能力已有其學習進步

展現。 

二、水中活動前後，對導師進行訪談及輔以研究者教學日誌、研究對象學

習單等文件歸納分析，結果顯示ADHD學生的人際關係在水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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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班上學習狀況、情緒處理、社會互動、行為問題皆有改善。 

三、水中活動前後，對同儕以同儕提名問卷與同儕評等問卷結果顯示，

水中活動後ADHD學生在正向提名次數增加，負向提名次數減少，普

通項目的提名次數增加，不喜歡和很不喜歡的提名次數減少，表示人

際關係已有改善。 

 

第二節 建議 

依據本研究過程、結果及所得結論，提出下列幾點針對學校體育

實務教學與未來相關研究方面的建議： 

一、對體育實務教學 

「一位優秀的體育教師亦是一位優秀的適應體育教師」，在融合教

育的理念下，許多身心障礙的學生回歸到普通班級，透過適性與修正

設計的水中活動，配合有效的教學策略與方法，除了提供更多身體活

動的機會外，除了提升身心障礙學生的健康體適能水準與日常生活的

獨立活動能力之外，更可以改善人際關係。 

二、對未來相關研究 

（一）本研究之游泳能力標準依據教育部（2001）游泳能力十級檢測標

準中，一至七級評量學生游泳能力，八次教學課程時間較短，雖

能達到研究目的，但要完成技術純熟的游泳能力則需長期的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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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目標，未來的研究宜規劃較長時間的介入與活動，以進一步

的觀察水中活動對 ADHD 學生的游泳學習及人際關係的變化。 

（二）水中活動課程有助於 ADHD 學生，游泳能力增進與人際關係的

改善，並可培養其運動的習慣，提升健康體適能水準。建議針

對增加研究對象、不同性別及其他情緒障礙類別的學生，透過

循序漸進的計畫來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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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教育部游泳能力十級檢測標準 

級   別 說   明 

第一級 海馬 

 

中、小學學生具備水中行走 10 公尺、水中閉氣 5 秒及水中認物的能力，即可通過海

馬（第一級）的認證。海馬的眼睛可以上下、左右或前後的轉動，可用伶俐的眼睛向

各方觀看，以直立姿勢游泳，利用背鰭的擺動前進，與之前所述水中行走及水中認物

之特色相符合，所以第一級乃是以海馬為象徵物。 

第二級 章魚      

 

中、小學學生具備水中閉氣 10 秒、韻律呼吸 10 次及水中拾物 2 次的能力，即可通過

章魚（第二級）的認證。章魚是水中最聰明的無脊椎動物，有八隻觸手用來抓取東西，

與之前所述水中拾物之特色相符合，所以第二級乃是以章魚為象徵物。 

第三級 蝌蚪 

 

中、小學學生具備離地漂浮 10 秒、蹬牆漂浮後站立及韻律呼吸 20 次之能力，即可通

過蝌蚪（第三級）的認證。蝌蚪具有長長的尾巴，能長時間的漂浮於水面上，與之前

所述離地漂浮及蹬牆漂浮之特色相符合，所以第三級乃是以蝌蚪為象徵物。 

第四級 海獺 

 

中、小學學生具備蹬牆漂浮前進 5 公尺、藉物漂浮 15 秒、藉物打水前進 10 公尺，即

可通過海獺（第四級）的認證。海獺通常胸前抱著石頭，當作敲開蚌類的的工具，且

具有大型的蹼狀後肢，適合在水中游泳，與之前所述藉物漂浮及藉物打水之特色相符

合，所以第四級乃是以海獺為象徵物。 

第五級 企鵝 

 

中、小學學生具備藉物打水前進 15 公尺且換氣 3 次以上、游泳前進 5 公尺，即可通

過企鵝（第五級）的認證。企鵝具有防水性絕佳的翅膀，在游泳或潛水時是游泳的划

槳，游泳時會露出水面吸口氣再潛入水中，即使在換氣時游速也不會減慢，與之前所

述藉物打水前進及換氣之特色相符合，所以第五級乃是以企鵝為象徵物。 

第六級 海豹 

 

中、小學學生具備游泳前進 15 公尺，且需換氣 3 次以上，即可通過海豹（第六級）

的認證。海豹的速度每秒鐘可以游 6 公尺，相當於每小時 20 公里的速度，利用肺呼

吸，常常需要到海面上來換氣，與之前所述游泳前進及換氣之特色相符合，所以第六

級乃是以海豹為象徵物，本級亦是教育部規定國民小學學生畢業前應達到之級數。 

第七級 鯊魚 

 

中、小學學生具備游泳前進 25 公尺，且需換氣 3 次以上，即可通過鯊魚（第七級）

的認證。鯊魚頭部後方的胸鰭就像機翼，以協助鯊魚滑行，其行動相當迅速，每小時

可達 30 公里，其游泳之速度高於海豹，所以第七級乃是以鯊魚為象徵物，本級亦是

教育部規定國民中學學生畢業前應達到之級數。 

第八級 海豚 

 

中、小學學生具備蝶式、仰式、蛙式、捷式（任選 2 式）游泳前進各 25 公尺，即可

通過海豚（第八級）的認證。海豚具有發達的大腦及回音定位的特殊結構，且具有極

快游泳速度及深度潛水能力，每小時游泳速度為 50 至 100 公里，其游泳之速度遠高

於鯊魚，所以第八級乃是以海豚為象徵物。 

第九級 鯨魚 

 

中、小學學生具備蝶式、仰式、蛙式、捷式（任選 3 式）游泳前進各 25 公尺，即可

通過鯨魚（第九級）的認證。鯨魚靠尾巴上下擺動在水中前進，擁有如槳一般的鰭腳，

用以拍水、平衡或停止，其速度快於海豚，每小時游泳速度高於 100 公里，所以第九

級乃是以鯨魚為象徵物。 

第十級 劍魚 

 

中、小學學生具備蝶式、仰式、蛙式、捷式四式游泳前進各 25 公尺，即可通過劍魚

（第十級）的認證。劍魚是魚類中游泳冠軍，身體成流線型，肌肉、尾鰭發達，呈新

月形，運動時阻力小，利用長矛般的長頷劈水前進，最快速度可達每小時 130 公里，

其速度快於鯨魚，所以第十級乃是以劍魚為象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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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水中活動課程大綱與內容 

週  

次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主  

要  

教  

學  

綱  

要 

Sherrill 水 中 樂

趣與成功模式－

探索級 

Sherrill 水中樂

趣與成功模式

－進階級 

Sherrill 水中樂趣

與成功 模式－漂

浮程度 

1.踢水 

2.漂浮 

教  

學  

大  

綱 

1.水中行走、跳

躍 

2.入水及離水 

3.水中走跑跳 

4.對水吹泡泡 

5.團體遊戲 

1.水中扶牆仰

漂  

2.閉氣 

3.身體重心交

換、旋轉 

4.團體遊戲 

1.水中改變姿勢 

2.俯臥漂浮、水母

漂  

3.陸上閉氣與吐氣

練習 

4.前後滾翻豚跳 

5.團體遊戲  

1.扶壁漂浮 

2.水中踢水 

3.團體遊戲 

4.反覆練習 

主  

要  

目  

標 

1.老師及學生自

我介紹 

2.水中平衡感的

觀察  

3.身體在水中位

置的控制能力

練習  

4.喜歡玩水  

5.能與同學一起

玩 

1.在水中能較

自在一些 

2.水中平衡感

的體驗  

3.身體在水中

位置的控制

能力練習 

4. 能與同學一

起玩 

1.能自在做出各種

漂浮動作 

2.能體會閉氣與吐

氣動作要領  

3.身體在水中位置

的控制能力  

4.能與同學建立情

誼 

1.體會水的浮力

嘗試身體放鬆 

2.以遊戲讓學生

暸解漂浮踢水

並不難  

3.能與同學建立

情誼 

備  

註 

 評量 評量 1.能自在做扶壁

踢水動作 

2.能做出扶板踢

水動作  

3.能與同學建立

情誼 

4.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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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次 
第五週  第六週 第七週  第八週 

主  

要  

教  

學  

綱  

要  

1.漂浮與站立 

2.腿部打水  

1.划手  

2.腿部打水  

1.換氣 

2.聯合動作 

聯合動作 

教  

學  

大  

綱  

1.蹬牆漂浮  

2.水母漂 

3.扶池壁打水 

4.團體遊戲  

1.陸上划手

練習 

2.蹬牆漂浮

打水加划

手  

3.陸上換氣

習  

4.團體遊戲  

1.水中划手練

習 

2.團體遊戲 

3.蹬牆漂浮打

水加划手    

4.水中換氣練

習 

1.水中划手練習  

2.團體遊戲   

3.蹬牆漂浮打水划手  

4.水中換氣練習 

5.聯合動作 

主  

要  

目  

標  

1.能吸氣後頭入

水下蹲在慢慢

浮起 

2.體會水的浮力

嘗試身體放鬆 

3.建立打水概念

體會腳背踢水

的感覺  

4.熟悉學會腿部

打水技巧 

5.複習水中漂

浮、站立技巧 

6.能與同學建立

情誼 

1.能認真的

練習划手

動作 

2.能配合水

中打水划

手動作  

3.認真反覆

練習 

4.能與同學

建立情誼 

1.能練習及適

應換氣動作 

2.練習自由式

聯合完整動

作 

3.能與同學建

立情誼 

1.能練習及適

應換氣動作 

2.練習自由式

聯合完整動

作 

3.能與同學建

立情誼 

備  

註  

評量  

 

評量  1.低頭憋氣侵

入水中張嘴

吸氣提手臂

揮臂轉頭入

水伸手 

2.頭入水後換

另ㄧ手做閉

氣划手   

3.吸氣後打水

划手前進平

穩後加換氣

動作  

4.評量 

1.低頭憋氣侵入水中

張嘴吸氣提手臂

揮臂轉頭入水伸

手   

2.頭入水後換另ㄧ手

做閉氣划手   

3.吸氣後打水划手前

進平穩後加換氣

動作    

4.捷泳前測 

5.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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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水中活動內容設計 

 

第一單元 Sherrill 水中樂趣與成功模式－  探索級  

週次 ：第一週 教學時間：90 分鐘 教學人數：30 人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教學目標 

1.水中行走、跳躍  

2.入水及離水                   

3.水中走跑跳  

4.對水吹泡泡  

5.團體遊戲   

1.老師及學生自我介紹  

2.水中平衡感的觀察  

3.身體在水中位置的控制能力練習  

4.適應水性  

5.能與同學一起玩  

能力指標 

 

3-2-1 表現出對簡單動作的控制能力。 

4-3-1 了解運動參與在個人、社會及文化層面的意義。 

3-2-4 在活動中表現身體的協調性。 

4-2-1 瞭解有關發展體適能要素的活動，並積極參與。 

4-3-4 評估對不同需求者的運動需求與計畫。 

5-3-5 重視並能積極促進運動安全。 

6-2-3 參與團體活動，體察人我互動的因素及增進方法。 

教學資源 1.場地：游泳池 2.器材：浮板、哨子 教學時間 

一﹑熱身運動 

（一） 慢跑 3 分鐘與伸展操 

15 分鐘 

 

二、主要活動：教師揭示自我介紹的步驟與提示，並告訴

各組如何自介紹，教師先示範自我介紹，並說明泳池

規定及安全（例如：要如何進入和離開游泳池）。 

（一） 團體遊戲 

1. 餘波盪漾：雙手拍擊水面，使水潑到臉上。 

2.胡亂吹噓：呼氣嘴巴小，吸氣嘴巴張開，水面吹

泡。 

3. 火車快飛：排成一排，後者手搭前者肩膀，慢步

前行。 

4. 太空漫步：身體重心向前壓低，雙手維持身體平

衡，小步走、大步走、前後走。 

5. 水中跳躍：雙人－一人做跳躍動作，另一人輔助

保持平衡。個人－張開雙手用兩臂壓水 ，輕輕

跳躍。 

6. 水中接龍比賽：全班 32 人分成六組，進行五公

尺水中行走接力比賽。 

55 分鐘 

教學過程 

 

三、綜合活動 

（一） 複習自我介紹步驟 

（二） 每組派兩人演練適應水性大考驗一個項目 

（三） 教師提問在游泳池活動應遵守哪幾項規定 

（四） 讚美及糾正動作 

（五） 整理場地更換衣服 

（六） 預告下次教學內容  

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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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單元 Sherrill 水中樂趣與成功模式－進階級 

週   次：第二週 教學時間：90 分鐘 教學人數：30 人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教學目標 

1.水中扶牆仰漂  

2.閉氣  

3.身體重心交換、旋轉  

4.團體遊戲  

1.適應水性  

2.體驗水有浮力之特性 

3.身體在水中位置的控制能力練習  

4.能與同學一起玩 

能力指標 3-1-1 表現簡單的全身性活動。 

3-1-4 結合一系列的基本動作，表現出簡單的動作技能。 

3-3-1 評估個人及他人的表現方式，以改善動作技能。 

5-3-5 重視並能積極促進運動安全。 

6-2-3 參與團體活動，體察人我互動的因素及增進方法。 

教學資源 1.場地：游泳池 2.器材：浮板、哨子 教學時間 

一、熱身運動 

（一） 慢跑 3 分鐘與伸展操 

（二） 陸上閉氣與吐氣練習 

（三） 下水之前先坐在池邊打水 

15 分鐘 

二、主要活動 

（一） 團體遊戲 

1.人體划槳：如太空漫步動作加上雙臂及單臂

手滑水前進。 

2.仰漂浮：兩人一組，一人扶牆仰漂，另一人

保護。 

3.上吸下吐：頭部入水在水裡吐氣並發出「噗

鲁」口鼻露出水面，張口發出「啪」。 

4.暫停呼吸：頭部入水閉嘴並發出「嗯」接著

口鼻露出水面，張口發出「啪」。 

5.水中猜拳：多人一組，淺水進行水中猜拳遊

戲。 

6.評量：第一級海馬級－水中行走 10 公尺、

水中閉氣 5 秒、水中認物。 

55 分鐘 

教學過程 

三、綜合活動 

（一） 本節課程重點提示 

（二） 讚美及糾正動作 

（三） 整理場地更換衣服 

（四） 預告下次教學內容  

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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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單元 Sherrill 水中樂趣與成功模式－漂浮程度  

  週   次：第三週 教學時間：90 分鐘  教學人數：30 人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教學目標 

1.水中改變姿勢 

2.俯臥漂浮、水母漂  

3.陸上閉氣與吐氣練習  

4.水中站立 

5.團體遊戲  

1.能自在做出各種漂浮動作    

2.能體會閉氣與吐氣動作要領  

3.身體在水中位置的控制能力  

4.能與同學建立情誼  

能力指標 3-1-1 表現簡單的全身性活動。 

3-1-4 結合一系列的基本動作，表現出簡單的動作技能。 

3-3-1 評估個人及他人的表現方式，以改善動作技能。 

5-3-5 重視並能積極促進運動安全。 

6-2-3 參與團體活動，體察人我互動的因素及增進方法。 

教學資源 1.場地：游泳池 2.器材：浮板、哨子 教學時間 

一、熱身運動 

（一）慢跑 3 分鐘與伸展操伸展操 

（二）陸上閉氣與吐氣練習 

15 分鐘 

 

 

教學過程 

二、主要活動 

（一）團體遊戲 

1.潑水遊戲：坐於池邊，用水潑身體、頭髮。 

2.仰臥漂浮：3 人 1 組，一人牽引另一人練習            

動作另一保護（培養信賴同伴）。 

3.水母漂：3 人 1 組，一人牽引另一人練習           

動作另一保護（培養信賴同伴）。 

4.水中站立：3 人 1 組，一人牽引另一人練習           

動作另一保護（培養信賴同伴）。 

5.水中拾物：將向其放置於水底，學生潛入水

中撿拾，數量最多者給予獎勵。 

6.評量：第二級章魚級－以水中閉氣 10 秒、

韻律呼吸 10 次（頭須沒入水中）、水中拾

物 2 次。 

55 分鐘 

 

 

 

 

 

 三、綜合活動 

（一） 本節課程重點提示 

（二） 讚美及糾正動作 

（三） 整理場地更換衣服 

（四） 預告下次教學內容 

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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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單元 捷式踢水 

週   次：第四週 教學時間：90 分鐘 教學人數：30 人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教學目標 

1.岸上踢水  

2.扶壁漂浮 

3.水中踢水  

4.扶池壁踢水  

5.團體遊戲 

 

1.體會水的浮力嘗試身體放鬆 

2.以遊戲讓學生暸解岸上踢水動作   

3.建立打水概念體會腳背踢水的感覺  

4.熟悉學會腿部打水技巧  

5.複習水中漂浮、站立技巧  

6.能與同學建立情誼  

能力指標 1-3-1 瞭解個人運動潛能及動作發展的差異性並充分發展。 

3-1-2 利用身體動作以操作設備。 

3-2-4 在活動中表現身體的協調性。 

3-3-1 評估個人及他人的表現方式，以改善動作技能。 

4-1-1 藉語言或動作，表達參與身體活動感覺，表現出簡單動作技能。 

6-2-3 參與團體活動，體察人我互動的因素及增進方法。 

教學資源 1.場地：游泳池 2.器材：浮板、哨子 教學時間 

一、熱身運動 

（一） 慢跑 3 分鐘與伸展操 

15 分鐘 

二、主要活動 

（一） 岸上踢水遊戲：兩腳伸直、腳掌下壓、直尖微

微向內、膝蓋放鬆、輕輕打水。 

1.扶牆漂浮、站立練習手部：雙手同時由頭部

緩慢的撥水至身體後方。 

2.腿部：雙腳的膝蓋同時緩慢的向腹部方向彎

曲           後，雙腳同時伸直站立。 

3.頭部：雙腳伸直站立後再抬頭。 

（二） 扶牆踢水：2 人 1 組，一人扶牆練習打水動作，

另一人保護及觀察動作（培養信賴同伴）。 

（三） 浮板踢水：2 人 1 組，一人牽引另一人練習踢

水動作（培養信賴同伴）。 

（四） 踢水接力賽：全班 32 人分成六組，進行十公

尺踢水接力賽。 

（五） 評量：第三級青蛙級－離地漂浮 10 秒、蹬牆

漂浮後站立、韻律呼吸 20 次。 

55 分鐘 

教學過程 

三、綜合活動 

（一）本節課程重點提示 

（二）讚美及糾正動作 

（三）整理場地更換衣服 

（四）預告下次教學內容  

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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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單元 捷式踢水 

 週  次：第五週 教學時間：90 分鐘      教學人數：30 人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教學目標 

1.蹬牆漂浮踢水 

2.水中踢水 

3.扶浮板踢水  

4.團體遊戲 

1.能吸氣後頭入水下蹲在慢慢浮起  

2.體會水的浮力嘗試身體放鬆 

3.建立打水概念體會腳背踢水的感覺  

4.熟悉學會腿部打水技巧  

5.複習水中漂浮、站立技巧  

6.能與同學建立情誼  

能力指標 3-1-3 表現出操作器材的的基本動作能力。 

3-2-2 在活動中表現身體的協調性。 

3-2-4 了解運動規則，參與比賽，表現運動技能。 

4-1-2 認識各項休閒運動並積極參與。 

6-2-3 參與團體活動，體察人我互動的因素及增進方法。 

教學資源 1.場地：游泳池 2.器材：浮板、哨子 教學時間 

一、熱身運動 

（一） 慢跑 3 分鐘與伸展操 

15 分鐘 

二、主要活動 

（一） 蹬牆漂浮練習：由打水的人雙手往下往後壓水，

雙腳的膝蓋同時緩慢的向腹部方向彎曲，雙腳同

時伸直，頭部離水面平衡站立。 

（二） 個人扶浮板踢水：自起點蹬牆踢水十公尺後折

返。 

（三） 浮板踢水接力賽：全班 32 人分成六組，進行二

十五公尺踢水接力賽。 

（四） 踢水接力賽：全班 32 人分成六組，進行二十五

公尺踢水接力賽。 

（五） 評量：第四級海獺級－以蹬牆飄浮前進 5 公尺、

藉物漂浮 15 秒、藉物換氣打水 10 公尺（需換氣）。 

55 分鐘 

教學過程 

三、綜合活動 

（一） 本節課程重點提示 

（二） 讚美及糾正動作 

（三） 整理場地更換衣服 

（四） 預告下次教學內容 

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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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單元 捷式划手及換氣 

   週  次：第六週 教學時間：90 分鐘      教學人數：30 人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教學目標 

1.陸上划手練習  

2.陸上換氣練習  

3.蹬牆漂浮踢水加划

手  

4.團體遊戲 

1.能認真的練習划手動作  

2.能配合水中打水划手動作 

3.能學會換氣動作要領 

4.能與同學建立情誼  

能力指標 3-1-4 結合一系列的基本動作表現出簡單的動作技能。 

3-2-2 在活動中表現身體的協調性。 

3-2-4 了解運動規則，參與比賽，表現運動技能。 

4-2-2 評估體適能活動的益處並參與活動以提昇個人體適能 

6-2-3 參與團體活動，體察人我互動的因素及增進方法。 

教學資源 1.場地：游泳池 2.器材：浮板、哨子 教學時間 

一、熱身運動 

（一） 慢跑 3 分鐘與伸展操。 

（二） 陸上划手：入水、抓水、推水，及最後之還原

動作。 

（三） 陸上換氣：陸上划手轉頭換氣練習。 

15 分鐘 

 

 

 

二、主要活動 

（一） 靠牆划手：一手靠在牆邊，另一手做划手動作划

水競走。 

1.進行划水競走時，每走一步、划水一次。 

 2.肩膀必須入水，才能有效練習划水。 

（二） 持浮板踢水加划手 20 公尺。 

（三） 踢水划手 15 公尺。 

（四） 浮板踢水接力賽：全班 32 人分成六組，進行二

十五公尺踢水接力賽。 

（五） 踢水接力賽：全班 32 人分成六組，進行二十五

公尺踢水接力賽。 

（六） 評量：第五級企鵝級－以藉物打水前進 15 公尺

（需換氣）、游泳前進 5 公尺。 

55 分鐘 

 

 

 

 

 

 

教學過程 

三、綜合活動 

（一） 本節課程重點提示 

（二） 讚美及糾正動作 

（三） 整理場地更換衣服 

（四） 預告下次教學內容  

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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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單元 捷式聯合動作及換氣  

週  次：第七週 教學時間：90 分鐘    教學人數：30 人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教學目標 

 

 

 

1.水中划手練習   

2.水中換氣練習  

3.聯合動作  

4.團體遊戲 

1.能練習及適應換氣動作  

2.練習捷式聯合完整動作  

3.能與同學建立情誼  

 

能力指標 

 

3-2-2 在活動中表現身體的協調性。 

3-2-4 了解運動規則，參與比賽，表現運動技能。 

3-3-3 在各種活動練習中應用各種策略以增進運動表現。 

5-3-5 重視並能積極促進運動安全。 

6-2-3 參與團體活動，體察人我互動的因素及增進方法。 

教學資源 1.場地：游泳池 2.器材：浮板、哨子 教學時間 

一、熱身運動 

（一） 慢跑 3 分鐘與伸展操 

15 分鐘 

 

二、主要活動 

（一） 交替划水 

1.手持浮板，左右交替練習划水。 

2.練習五至七公尺距離，學習左右手划水的

協調性。 

（二） 吐氣的要領：水面上張嘴吸氣，在水中從鼻

子吐氣。 

（三） 划手換氣 

1.入水、抓水、推水，最後還原動作。 

2.抬手轉頭換氣：在肘關節彎曲、提肘之

際，轉頭換氣；抬右手則頭轉右側，張嘴

換氣，反之亦然。 

（四） 持浮板換氣划水：手持浮板，左右手分開練

習。 

（五） 換氣划水 

1.以站姿輕扶岸邊，練習換氣划水。 

2.換氣水中行走，上肢進行划水前進的動

作。 

3.手扶岸邊，腳部打水、手部划水。 

（六）  捷式聯合動作練習。  

（七） 評量：第六級海豹級－以游泳前進 15 公尺

（需換 3 次氣以上）。 

55 分鐘 

教學過程 

三、綜合活動 

（一） 本節課程重點提示 

（二） 讚美及糾正動作 

（三） 整理場地更換衣服 

（四） 預告下次教學內容  

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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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單元 捷式聯合動作  

週  次：第八週 教學時間：90 分鐘  教學人數：30 人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教學目標 

1.水中划手練習   

2.蹬牆漂浮踢水加划手   

3.水中換氣練習  

4.團體遊戲  

5.聯合動作  

1.能練習學會換氣動作  

2.練習捷式聯合完整動作 

3.能與同學建立情誼  

能力指標 

 

3-2-2 在活動中表現身體的協調性。 

3-2-4 了解運動規則，參與比賽，表現運動技能。 

3-3-3 在各種活動練習中應用各種策略以增進運動表現。 

4-3-3 劃及執行增進個人體適能的活動 

6-2-3 參與團體活動，體察人我互動的因素及增進方法。 

教學資源 1.場地：游泳池 2.器材：浮板、哨子 教學時間 

一、熱身運動 

（一） 慢跑 3 分鐘與伸展操 

15 分鐘 

 

二、主要活動 

（一） 行進間划水換氣：利用前項學習加入行進的

動作，使捷泳動作愈趨完整。 

（二） 打水划水轉頭換氣：目的在使換氣的技巧更

熟練。 

（三） 單臂划水換氣：單臂划水練習，另一隻手握

住浮板；當划水的手肘出水面，立即換氣呼

吸，連續循環操作。 

（四）  交替划水換氣：雙臂交替划水換氣及每划

水兩次換氣一次 

（五） 夾浮板划水換氣：利用大腿夾浮板或小腿夾

浮球，以雙臂划水前進，更能使學生體會雙

臂划水的功效。 

（六） 捷式聯合動作練習。  

（七）  評量：第七級鯊魚級－以游泳前進 25 公尺

（需換 5 次氣以上）、踩水 30 秒。 

55 分鐘 

教學過程 

三、綜合活動 

（一） 本節課程重點提示 

（二） 讚美及糾正動作 

（三） 整理場地更換衣服 

（四） 預告下次教學內容  

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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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游泳能力評量表 

游泳能力評量標準以五分等級與完成次數為之，一分：9-10 次以上；二分：7-8 次完

成；三分：5-6 次完成；四分：3-4 次完成；五分：1-2 次完成。 

評量名稱      項目內容 完成次數 五分等級 完成% 

水中行走 10 公尺    

水中閉氣 5 秒    
第一級 

海馬級 

水中認物    

以水中閉氣 10 秒    

韻律呼吸 10 次（頭須沒入水中）    
第二級 

章魚級 
水中拾物 2 次    

離地漂浮 10 秒    

蹬牆漂浮後站立    
第三級 

青蛙級 
韻律呼吸 20 下    

以蹬牆飄浮前進 5 公尺    

藉物漂浮 15 秒    
第四級 

海獺級 

藉物換氣打水 10 公尺（需換氣）    

以藉物打水前進15公尺（換氣）    第五級 

企鵝級 游泳前進5公尺    

第六級 

海豹級 

以游泳前進 15 公尺（需換 3 次氣

以上） 
   

以游泳前進 25 公尺（需換 5 次氣

以上） 第七級 

鯊魚級 
踩水 3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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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學習單 

                    學習單 

親愛的同學： 

上完今天的水中活動，你的感覺如何？請把你上課時的感覺

及想法寫下來與大家一起分享吧！ 

1.我今天上課後的心情感覺很…………………………。 

因為 

 

2.我覺得今天跟同學上課相處得………………………………。 

因為 

3.我覺得今天跟同學上課時的表現，我自己覺得……………………..。 

因為 

 

4.今天上課中學習動作中，我覺得最簡單與最困難的部分是…………. 。 

因為 

 

5.我覺得今天上課中最喜歡和最不喜歡的部份是…………. 。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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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教學日誌 

單元名稱  教師簽名  

日    期  年      月      日  星期        天氣：晴、陰、雨 

本
日
活
動
流
程 

 

 

 

 

 

教
學
分
享
與
省
思 

 

 

 

 

偶
發
事
件
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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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 水中活動研究前導師訪談大綱 

           水中活動前導師訪談大綱 

    訪問日期： 

    一、 您認為研究對象在班上學習狀況如何？  

    二、 您認為研究對象在班上的情緒管理如何？    

    三、 您認為研究對象在班上的有哪些社會互動？ 

    四、 您認為研究對象在班上的問題行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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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 水中活動研究後導師訪談大綱 

              水中活動後導師訪談大綱   

  訪問日期： 

一、 您覺得水中活動後，對研究對象的學習情形如何？ 

二、 您覺得水中活動對研究對象的情緒管理情形如何？ 

三、 您覺得水中活動後，對研究對象的社會互動表現情形如何？ 

四、 您覺得水中活動後，對研究對象的行為問題情形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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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9 同儕提名問卷 

各位同學好： 

   為了暸解你對班上同學的看法，請你回答下面的問題。請你從班上同學中選

出適當的人選，並將名字填入空格裡，每一題可以填寫三位同學的座號，如果想

不出適當的人選，那題可以空著不回答。請記住不要寫自己的名字，你儘可以放

心作答，謝謝幫忙！  

一、 在班上同學中，你認為誰上課的時候最認真學習，常常的到老師

的稱讚？ 

   (一)              (二)               (三)                

二、 在班上同學中，你認為誰上課的時候最不專心聽講，常常會被老

師提醒要注意聽課？ 

   (一)              (二)               (三)                

三、 在班上同學中，你覺得哪些同學最會搶先發言、抱怨、發脾氣？ 

   (一)              (二)               (三)                

四、 上課分組時，你最不想跟哪些同學分在同一組？ 

    (一)              (二)               (三)                

五、 在班上同學中，你最喜歡和哪些三位同學做朋友？ 

    (一)              (二)               (三)                

六、 在班上同學中，你最不喜歡和哪些三位同學一起玩？ 

    (一)              (二)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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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 同儕評等問卷 

各位同學好：  

   請你從班上同學中，依你的看法填寫下面的五個選項，並將填入空格裡，每

一題只要填寫一位同學的座號。請不要寫自己的座號，你儘可以放心作答，謝謝

幫忙！  

座號 很不喜歡(1) 不喜歡(2) 普通(3) 喜歡(4) 很喜歡(5) 總分  名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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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 家長同意書 

家長同意書 

研究題目：水中活動對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學生游泳學習與人際關係個

案研究 

學    校：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適應體育教學碩士班        

指導教授：闕月清  博士 

研 究 生：劉正利 

敬愛的家長您好： 

本研究係以醫生鑑定為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國中七年級學生為對

象，研究者目前為臺北市長安國民中學體育教師，且領有游泳教練執

照，敬請貴家長惠予同意與協助，貴子弟○○○為本研究之對象，一切

以不影響貴子弟在校學習為原則。 

----------------------------------------------------------------------------- 

本人 00000         □同意    □不同意 

家長／監護人簽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研究生：劉正利敬上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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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2 導師同意書 

導師同意書 

研究題目：水中活動對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學生游泳學習與人際關係個 

案研究  

學    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適應體育教學碩士班 

指導教授：闕月清  博士 

研 究 生：劉正利 

敬愛的導師您好： 

研究者目前正在就讀適應體育研究所，已進入實驗階段，本研究係以 

醫生鑑定為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國中七年級學生為對象，貴班之○ ○ ○  

同學為本研究之對象，一切以不會影響貴班教學為原則，敬請貴導師

惠予同意與協助，本研究對象已事先徵得家長同意。 

----------------------------------------------------------------------------- 

                 □同意    □不同意 

導師簽名： 

 

         

研究生：劉正利敬上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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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3 原作者授權同意書 

【【【【原作者授權同意書原作者授權同意書原作者授權同意書原作者授權同意書】】】】  

研究生劉正利目前就讀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適應體育研究所，

已進入實驗階段，從事有關「水中活動對水中活動對水中活動對水中活動對注意力缺陷過動症注意力缺陷過動症注意力缺陷過動症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學生學生學生學生游泳游泳游泳游泳

學習學習學習學習與人際關係之個案研究與人際關係之個案研究與人際關係之個案研究與人際關係之個案研究」，研究中「人際關係」部分，擬以黃春

莉老師所編製的學校適應中的「人際互動訪談」作為施測工具，擬徵

詢黃春莉老師是否同意學生使用「人際互動訪談」作為施測之用。 

此致 

黃春莉 老師 

□ 同意學生使用「人際互動訪談大綱」。 請簽名：＿＿＿＿＿＿ 

□ 不同意學生使用「人際互動訪談大綱」。請簽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適應體育學系碩士班  學生劉正利敬上  

 

 

           中  華  民  國  九十八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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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4 原作者授權同意書 

【【【【原作者授權同意書原作者授權同意書原作者授權同意書原作者授權同意書】】】】  

研究生劉正利目前就讀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適應體育研究所，

已進入實驗階段，從事有關「水中活動對水中活動對水中活動對水中活動對注意力缺陷過動症注意力缺陷過動症注意力缺陷過動症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學生學生學生學生游泳游泳游泳游泳

學習學習學習學習與人際關係之個案研究與人際關係之個案研究與人際關係之個案研究與人際關係之個案研究」，研究中「人際關係」部分，擬以王碧

暉老師所編製的「同儕評量法」作為施測工具，擬徵詢王碧暉老師是

否同意學生使用「同儕評量法」作為施測之用。 

此致 

王碧暉 老師 

□ 同意學生使用「同儕評量法」。 請簽名：＿＿＿＿＿＿ 

□ 不同意學生使用「同儕評量法」。請簽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適應體育學系碩士班  學生劉正利敬上  

 

 

        中  華  民  國  九十八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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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5 專家名單（依姓氏筆畫排序） 

姓名 學校名稱全銜 專家領域 

李姿瑩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系助理教授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聽知覺處理障

礙、情緒障礙 

李團高 臺北市立興雅國民中學 

體育組長 

健體領域教材教法 

柯惠珠 臺北市立長安國民中學 

特教班教師 

特殊教育 

郭宗坤 臺北縣立中正國民小學 

體育教師 

健體領域教材教法 

張曉亭 臺北市立中正國民小學 

教務主任 

健體領域教材教法 

闕月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教授 

體育教材教法、動作技能工作分析

訓練、適應體育概論、動作教育、

有效體育教學、體育課程研究、系

統觀察研究法、運動教育學專題研

究、體育質的研究方法、學生思考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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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6 水中活動導師訪談大綱專家效度審查修正概況（依姓氏筆畫排序） 

原題目

或題號 

專家姓名 建議與意見 處理情形 

 

李姿瑩 

水中活動學習成效與人際關係」在導師訪

談重點在研究對象情緒之處理、行為問題

與同儕互動之人際互動，因此，對於導師

對研究對象的想法、心情，教學的困擾，

班級常規管理，教育安置環境等並無一定

關係。 

經專家建議後深

思並深入探究後

將訪談重點改為

研究對象學習狀

況、行為問題與同

儕互動。 

一、 李姿瑩 
此大題的目的想要瞭解什麼？有何關

聯？如果沒意義則刪除。 

如專家建議刪除。 

二、1 柯惠珠 
本題如果只是要瞭解研究對象在班上的

狀況，則刪除「採取哪些因應措施」。 

如專家建議刪除。 

二、6 柯惠珠 

建議將「如何處理研究對象行為問題」修

正為「您認為研究對象在班上的有哪

些行為問題？」刪除「舉出您認為有效

的方法」。 

如專家建議將「修

正為「您認為研

究對象在班上的

有哪些行為問

題？」 

二、7 柯惠珠 
「在教育研究對象上最大的困擾為何」指

的是什麼？與欲知的答案無關建議刪除。 

如專家建議刪除

該題。 

二、8 柯惠珠 

「在教育研究對象上最需要何種幫助」指

的是什麼？與欲知的答案無關建議刪除。 

如專家建議刪除

該題。 

二、1-9 闕月清 
建議將「嗎」一字刪除。 如專家建議刪除

「嗎」一字。 

二、3-6 闕月清 

「舉出您能讓孩子進步的方法」一詞，與 

欲瞭解的問題無相關，建議刪除。 

如專家建議刪除

「舉出您能讓孩

子進步的方法」一

詞。 

二、9 闕月清 

「您通常都是如何和家長溝通聯絡？」與 

欲瞭解的問題無相關，建議刪除。 

如專家建議刪除

「您通常都是如

何和家長溝通聯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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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7 教學活動設計專家效度審查修正概況（依姓氏筆畫排序） 

原題目

或題號 
專家姓名 建議與意見 處理情形 

第一週 李團高 

三、綜合活動 

增加第（六）項為：預告下次教學內容。  

意見：學生會有所期待增加學習的動機。  

如專家建議。 

第二週 李團高 

（一）團體遊戲 

意見：設計很好，但看不出有仰漂的設計

活動。  

如專家建議，增

加仰漂的設計

活動。  

第二週  李團高 

教學目標第1項 

修定為：適應水性或熟悉水性。 

意見：不怕水是比較口語化。  

如專家建議說

明活動修正方

法。 

第二週 
李團高 

 

增加第（六）項為：預告下次教學內容。  

意見：學生會有所期待增加學習的動機。  

如專家建議。 

第八週 李團高 

（四）交替划水換氣 

延續「單臂划水換氣」動作，利用左右手持

浮板交替划水，每划水 3-5 次，利用慣用邊

換氣一次。 

第（四）項修定為：雙臂交替划水換氣及每

划水兩次換氣一次。 

意見：划水兩次換氣一次，才有足夠氧氣做

長距離的練習。 

如專家建議。 

第一週 郭宗坤 

一、 熱身活動 

增加為：未下水之前先坐在池邊打水。  

意見：適應水溫。 

二、  主要活動 

修定為：如何入水。  

意見：單元目標有談到入水及離水，在這沒

看到入水與離水的教學。 

如專家建議增

加入水與離水

的教學。 

第二週 郭宗坤 

2.在水中能較自在一些  

第2項修定為：體驗水有浮力之特性。 

意見：與單元目標1相對應。 

如專家建議。 

第五週 郭宗坤 

二、主要活動 

（一）蹬牆漂浮練習 

修定為：由打水的人雙手往下往後壓水，雙

腳的膝蓋同時緩慢的向腹部方向彎曲，雙腳同

時伸直，頭部離水面平衡站立。 

如專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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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由打水的人雙手同時慢慢撥水後平衡

站立。慢慢撥水，不夠具體明確。漂浮、站立

練習手部：雙手同時由頭部緩慢的撥水至身體

後方。 

第七週 郭宗坤 

第（一）與（四）項  

意見：交替划水應排在吐氣的要領之上，划

水動作熟練之後，再學換氣動作之優先順序。 

如專家建議。 

第一週 張曉亭 

4-2-1 瞭解有住發展體適能要素的活動，並積

極參與 

第 4-2-1 項修定為：瞭解有關… 

意見：原文「瞭解有住」。 

如專家建議。 

第一週 
張曉亭 

 

一、熱身運動 

第一項修定為：增加慢跑3分鐘。 

意見：先做操在跑步或先跑步再做操皆可。 

如專家建議。 

第二週 
張曉亭 

 

一、熱身運動 

第一項修定為：增加慢跑3分鐘  

意見：先做操在跑步或先跑步再做操皆可。 

如專家建議。 

第四週 張曉亭 

第三項綜合活動  

意見：綜合活動教學時間未寫。 

如專家建議，填

入教學時間。 

第八週 張曉亭 

1.能練習及適應換氣動作 

第1項修定為：能練習學會換氣動作。 

意見：換氣已學了兩週。  

如專家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