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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導向學習：「拔尖扶弱同儕互助」游泳教學模式之應用 

 

一、本文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教育部在九年一貫課程「健康與體育」領域中，特別點出「養成規律運動習慣，保持

良好體適能」的分段能力指標當作為體育課程設計的方向和目標(教育部，2003)。教育部

(2010)也針對健康與體育領域提出以人性化、生活化、適性化、統整化與現代化的學習領

域教育活動來實現國民教育目的，並於 2015 年所發佈的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中，明確訂

立出發展策略來活絡校園體育增進學生活力，希冀透過學校體育教學及體育活動，以養

成學生持續運動的習慣，增進學生體育運動知識與運動技能，促進身心健全發展、控制體

重及享受運動的樂趣，最終養成終身運動習慣。體育課程是達成學生健康促進的重要基

石。國內外有許多研究已證實規律的運動習慣有助於預防疾病，學生從事各項運動，如游

泳、跳繩、排球等運動，皆可有效改善健康體適能(解德春等人，2009；吳姿螢、謝誠文，

2012；黃貴樹等人，2013；陳映瑋等人，2014)。顯示出身體活動量較多的學生，在體適

能各方面表現優於身體活動量較少的學生，突顯出早期培養學生規律的身體活動習慣有

助於改善體適能預防疾病。完善的體育教學仰賴確切的體育教學目標，期望可達成運動

技能的改善、身體活動的提升與終身運動的養成常作為學校體育教學規劃中所追求的重

要教學目標，並藉以訂立更具體的教學目標，包含認知、情意、技能等具體教學目標。 

台灣為四面環海的海島國家，政府推動多年的海洋運動成效斐然，例如從 2001 至

2004 年訂定「提升學生游泳能力中程計劃」，或 2010 至 2021 年制定「泳起來」政策，

其主要目的都在提升學生會游泳的普及率和參與率。中華大學 2002 年室內溫水游池建設

完畢，2003 年起迄至今，規定大一體育游泳課程每學期不得少於八週；自 2010 年起將游

泳能力與體適能能力列入學生的畢業門檻，明訂大一上下學期體育課程，除了開學初期

的體適能檢測外，其他學習時段多以游泳課程為主。由於大一體育課程每班人數皆超過

85 人以上，因游泳經驗與能力的不同，實際教學場域上出現下列問題：(1)游泳精熟學生：

因課程內容為人數佔四成，且有安全疑慮的無游泳經驗學生設計，而感到無學習動機和

低參與感；(2)游泳初學學生：有些許游泳經驗，動作仍需調整改善，但因被動作指導時

間有限而學習效果不足；(3)無游泳經驗學生：因心理狀況(恐水症)和生理狀況(外傷、生

病、過敏、生理期等)等因素，下水參與實作游泳課程意願度低，水中安全認知和基本游

泳技能嚴重缺乏下，導致學習效果不足。 

多年教授大一體育游泳教學實務經驗中，經常發現有為數不少的學生(無論是會游還

是不會游)，皆選擇以退卻或閃避的心態參與學校游泳課，故此，為了改善此一狀況，並

有效提升學生游泳能力，本計畫試圖由相關文獻與個人教學經驗，擬定創新的體育教學

策略，以趣味遊戲互助合作的方式進行，以拔尖扶弱顧中段的分組教學，讓技能水準較優

的同學協助指導初學者或學習較緩慢者，透過教授與學習的過程能夠反觀自身技能，期

望在課堂中透過同儕牽引的力量，讓施者可以得到教學經驗與口語表達，並主動關懷同

學的能力，受者可以有小班制或一對一的教學情境，並因得到同儕的關懷鼓勵進而提高

實作參與率及增進學習效果，讓體育課成為有溫度、有學習效益，並達到促進人際關係互

動凝聚班級情感，為本創新課程最主要的教學目標。 

中華大學為培養學生游泳能力，並提昇水中安全認知與自救能力、擴展本校學生水

域運動體驗學習機會，養成學生將水域運動列為終生運動之選擇，自 2010 年起明訂游

泳能力為學生畢業門檻，大一上下學期除了開學初期的體適能檢測外，其他學習時段多



3 

 

以游泳課程為主。由於 110 學年度的電機系大一體育課程共有 96 位學生修課，因游泳

經驗與能力的不同，實際教學場域上出現下列問題：(1)游泳精熟學生：因課程內容為人

數佔四成，且有安全疑慮的無游泳經驗學生設計，而感到無學習動機和低參與感；(2)游

泳初學學生：有些許游泳經驗，動作仍需調整改善，但因被動作指導時間有限而學習效

果不足；(3)無游泳經驗學生：因心理狀況(恐水症)和生理狀況(外傷、生病、過敏、生理

期等)等因素，下水參與實作游泳課程意願度低，水中安全認知和基本游泳技能嚴重缺乏

下，導致學習效果不足。 

 

 

 

 

 

 

 

 

 

 

 

 

 

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教學問題與解決方案 

 

 

學生對於體育課的學習動機和參與意願一年比一年低，學生會有諸多理由避免下水

參與實做游泳課程，使得體育課的益處大幅降低。根據上述教學現場所面臨的問題為導

向，設計「拔尖扶弱同儕互助」的游泳教學模式，透過(1)「拔尖」：請游泳精熟學生為

種子教練，由授課教師給予基本的游泳指導要領和方法，改善游泳精熟學生無學習動機

和低參與感之問題。(2)「扶弱」：因種子教練而有更多的游泳指導人力，使游泳初學學

生與無游泳經驗學生，能在小班制或一對一的教學情境下，增加水中安全感而不懼水，

並能有更多游泳基本技能的指導，而提升游泳技能。(3)「同儕互助」：透過教學相長的

方法，同儕牽引和相互鼓勵的情境，指導的學生可以得到教學經驗、口語表達技巧、主

動關懷他人的能力，對游泳相關知能有所要求和精進，而增加自身的游泳技能；被指導

的學生，因得到同儕的關懷鼓勵，進而提高下水游泳參與率，增進學習效果，達到人際

互動關係，讓此課程變的更有溫度、更有學習效益的體育課程。因此，本教學實踐研究

計畫目的在於探討「拔尖扶弱同儕互助」的游泳教學模式，是否能提高學生游泳成績表

現、增加游泳課程的滿意度和愉悅度。 

 

2. 文獻探討 

體育重要性與教學目標 

體育是學校課程中達成學生健康促進的重要基石。國內、外有許多研究已證實規律

的運動習慣有助於預防疾病。如 Strong 等人(2005)研究指出規律的運動有助於學齡青年

減少慢性疾病與文明病；另外，Rowland (1990)更指出有持續身體活動習慣的學齡兒童要

比不運動的學齡兒童來得健康，尤其在罹患慢性疾病風險上在長大後會明顯降低。國內

教學實況 解決方案 

 

游泳課 

60-96學生 

僅 1教師 

教學問題 學生能力 

游泳精熟學生 
課程過於基礎 

無學習動機和低參與感 

游泳初學學生 
動作仍需調整改善 

能被教師指導時間過少 

游泳無經驗學生 
沒安全感下水意願度低 

需很多的動作示範指導 

拔尖：為種子教練 

增加參與度和成就感 

同儕互助：教學相長 

被拔尖指導、指導扶弱 

扶弱：多種子教練指導 

增加安全感和指導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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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多篇研究發現，楊亮梅(2004)研究指出學生的運動行為影響了健康體適能，其結果顯

示為沒有規律運動的大學生，不論男生或是女生的健康體適能表現大都低於常模；此外，

其他研究更指出學生從事各項運動，如游泳、跳繩、排球等運動，皆可有效改善健康體

適能(解德春等人，2009；吳姿螢&謝誠文，2012；黃貴樹等人，2013；陳映瑋等人，2014)。

上述顯示出身體活動量較多的學生，在體適能各方面的表現優於身體活動量較少的學生，

也突顯出早期培養學生規律的身體活動習慣有助於改善體適能並可預防疾病。 

除了生理層面之外，同時也有相當多的研究支持身體活動對於心理與社會層面的效

益 (Fox, 1999)。許多回顧性與原創性研究一致指出身體活動後可有效降低焦慮程度與罹

患憂鬱症的風險，可增進自我效能，以及增加社會行為進而提升社會支持(Cradock, 

Kawachi, Colditz, Gortmaker, & Buka, 2009; Haugen, Säfvenbom, & Ommundsen, 2011)。身

體活動對於心理與社會層面能有如此成效的影響機轉雖沒有定論，但目前被提出的包含

有生化機制、生理機制與心理社會機制。首先，生化機制主要是由於身體活動後會產生

血清素(serotonin; 5-hydoxytryptamine)，有助於情緒的調解與改善(Chaouloff, 1997)；其次，

生理機制為透過身體活動增進了身體核心溫度，進而增加了輕鬆感與調整了心情(Koltyn, 

1997)，以及透過身體活動也可以增加肌肉放鬆、大腦血流量與神經傳導物質的效率，進

而影響心理。最後，心理社會機制是透過心理健康的促進改善了社會行為，其中自尊與

社會聯繫與意義性有極高的相關性；由於自尊的形成而帶給增進社會層面的健康。 

不論是教育部在九年一貫課程「健康與體育」領域中，特別點出「養成規律運動習

慣，保持良好體適能」的分段能力指標當作為體育課程設計的方向和目標(教育部，2019)，

或是在我國大學體育課的核心目標中，於陳聰毅&黃森芳(2012)指出最重要應該是以「規

律的終生運動習慣」為目標，並提出大學體育課的核心教學內容，應該是「運動促進健

康知識」與「運動促進健康技能」，而「運動促進健康技能」是以「身體活動」技術為核

心，並非「競技運動」技術，培養學生具備良好的體適能，而不是塑造一個競賽的勝利

者。教育部(2019)針對健康與體育領域提出以人性化、生活化、適性化、統整化與現代化

的學習領域教育活動來實現國民教育目的，並於 2019 年所發佈的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

中，明確訂立出發展策略來活絡校園體育增進學生活力，希冀透過學校體育教學及體育

活動，以養成學生持續運動的習慣，增進學生體育運動知識與運動技能，促進身心健全

發展、控制體重及享受運動的樂趣，最終養成終身運動習慣。完善的體育教學仰賴確切

的體育教學目標；統整以上描述可知，運動技能的改善、身體活動的提升與終身運動的

養成常作為學校體育教學規劃中所追求的重要教學目標，並藉以訂立更具體的教學目標，

包含認知、情意、技能等具體教學目標。 

大學生體育課與運動參與現況 

近期針對大學生體育課與運動參與的研究中，陳逸政等人(2013)曾調查全國 84 所大

專校院學校學生體育課參與情形與體適能現況。結果顯示大專男、女生每週上體育課的

時間多為 1-2 小時，男、女生喜歡體育課的比例分別為 48.6%及 36.1%，學期中男生每週

運動時間以 2.5-3.5 小時最多、女生則是 1 小時以內最多；運動社團參與的情形，男生僅

11.9%、女生則僅 8.3%參與；在體適能現況部分，2010 年大專學生的體適能比 1999 年大

專常模呈現下降的現象，其中以 4 年必修體育課的學校體適能最佳，其次依序為 3 年必

修、2 年必修、免修體育課與 1 年必修體育課學校。顯示目前大專學生每週的運動時間

主要來自體育課程，而非體育課程以外的自主運動時間則明顯不足。此外，學生對於體

育課程的滿意度，僅不到一半比例喜歡上體育課，這也將影響他們對體育課的參與程度，

以及參與課程外運動社團的意願，進而可能衍生較低的自主運動時間，而無法養生規律

運動習慣。而這樣缺乏規律運動的情況也可能是導致近年大專學生體適能下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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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其他學者也曾針對各學校學生運動參與現況做調查，結果也顯示出相似的情況。

鄭清滿、林成吉、黃琬婷、徐文冠(2015)的調查顯示，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男、女學生在參

與運動的次數方面，皆以每週運動一次者為最多，分別占百分之 38%及 55%，其次為都

不運動者分別佔 20%及 21%；男、女學生有運動習慣者只有 34%及 10%，而無運動習慣

者分別高達 66%及 90%；運動時間方面，男女生皆以運動 31-60 分鍾的為最多占 36%及

44%；在運動強度方面，男、女學生主要指從事輕鬆的運動分別佔 38%及 82%。許富淑、

黃美雪(2013)指出，輔仁大學學生僅 12%的學生參與學校運動社圈，且大部份的學生均

未能每週運動超過 210 分鐘，且以每週運動一天最多，有 38.6%的學生認為每週的運動

是不足夠的；在體育課參與現況上，有 54.2%的學生喜愛體育課程。陳瑞辰(2014)調查顯

示，淡江大學學生每週參與休閒運動的次數以 2 次為多數(34.8%)；每次參與休閒運動以

31-60 分鐘為多數(31.2%)，其次為 91-120 分鐘(26%)；而每次參與休閒運動的強度以輕鬆

為多數(38.3%)。由過去研究調查結果可知，現今的大學體育課程仍有努力的空間，尤其

大學體育課為學校體育教育的最後階段，也是學生從學校系統進入社會之前，可以學會

終生規律運動及維護身體健康的最後機會(陳聰毅、黃森芳，2012)。 

如何提升學生體育課參與度及成效 

過去有許多研究致力於調查體育課教學的成效，以學生的學習成效或學習滿意度作

為評量體育教學成效的指標(張家銘、孫美蓮、江長慈，2000；陳律盛、余瑞梅，2010；

曾智檉，2009；黃若飴，2007；詹俊成、陳素青，2011)。然而是何種因素影響學生體育

課學習的成效與學習的滿意度，經過許多研究的調查後發現，學習動機是關鍵的要素之

一(陳律盛、余瑞梅，2010；陳敬能、蔡蘇南，2009；黃素芬，2004)。學習動機係指引起

學生學習活動、維持學習活動，並導使該學習活動趨向教師所設定目標的內在心理歷程

(洪瑞薇，2004)。Weinstein(1988)認為，學習動機是學習者學習行為表現的原動力與指導

方針，能使學習行為於發生之後，繼續朝著某特定方向或目標前進與運作。而 Fujita-Starck 

與 Thompson(1994)亦指出，當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獲得滿足與樂趣，可促使其保持學習動

機而持續學習。而這樣的論點被國內相關的實徵研究證實，陳文長(1995)以及洪瑞薇(2004)

的研究皆發現，學生對課程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度呈正相關，達顯著的統計考驗水準。

黃素芬(2004)與盧秋如(2005)的研究也指出，大專學生在桌球技能學習成效與學習動機有

顯著的正相關。亦有研究進一步指出在學習的過程中，如能引發學習的興趣，增進學習

的動機，可提昇學習滿意度，進而提高學習的效率(陳偉瑀，1998)，而學習動機、學習滿

意度及學習成效又皆會影響學生未來繼續參與該運動模式的意願，其中又以學習成效影

響最大(許富淑，2010)。Tannehill 與 Zakrajsek(1993)指出，一個人離開學校之後，不喜

歡或不願意從事運動，主要是因為他們在學生時代沒有正面的體育課經驗，或對體育課

感到不滿意。因此，若學生在體育課時沒有感到滿意，興趣及熱忱便會消退；反之，則

使滿意的經驗引致持續的參與，並增加活動的投入(Martin, 1988)。由此可知，提升學生

對體育課程的學習動機對於體育教學的學習成效扮演重要的角色，且其學習成效又會影

響未來持續從事運動的意願。 

體育課分組教學成效 

體育課是否能提升學習效果取決於教學法，而過去我國都是偏重技能取向教學模式，

但往往抹煞學生學習動機或是使學生無法持之以恆從事運動，原因可能在於傳統式教學

法較枯燥，而無法引起學生學習動機。理解式教學法是透過遊戲或比賽開啟課程先驅，

從過程中傳遞運動規則及戰術給學生，培養學生認知能力表現；亦使學生養成做決定之

能力，並增進學習動機，培養人際互動，不僅對於學生於情意表現有助益外，比賽中，

學生會體會到某些技能缺乏，並向同儕及教師請益且主動練習，進而使學生技能表現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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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變項 

(1)游泳成績表現 

(2)課程滿意度 

(3)課程愉悅度 

 

自變項 

 

問題導向學習：

「拔尖扶弱同儕

互助」游泳教學模

式 

進行完整一學期 

升(王彥邦、張家昌，2015)。王彥邦、張家昌(2015)指出，理解式球類教學對學習效果研

究之文獻相當多，亦針對不同運動種類進行研究，其研究結果大多數都發現，運用理解

式球類教學法對於學生學習效果皆有顯著的提升，體育教師可針對上課項目參考課程設

計方式及內容，以符合學習者程度、學習環境以及學習經驗，並隨時觀察學習者學習狀

況做調整。台灣四面環海加上政府提倡海洋運動，近年來民眾參與水中運動的風氣大為

提升，然而在這個游泳池遍布，信息很發達的現代，仍然有許多人是旱鴨子。根據相關

研究顯示:在學不會游泳的幾大主因中，不喜歡、不自信和對水的恐懼比重很大。因此如

何在課堂當中，讓每位同學都能享受運動中的樂趣就有賴授課者的課程安排和輔具使用。 

 

3. 研究問題  

本教學實踐研究的自變項為問題導向學習：「拔尖扶弱同儕互助」游泳教學模式。

依變項為：期初和期末分別進行(1)游泳成績表現評量、(2)課程滿意度問卷、(3)課程愉悅

度問卷等，以驗證本計畫所設計的「拔尖扶弱同儕互助」游泳教學模式之成效。 

 

 

 

  

 

 

 

 

本教學實踐研究之架構 

 

4. 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計畫取得臺北市立大學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審核通過(編號 IRB-2021-055)。在 110

年度上學期進行完整一學期的「拔尖扶弱同儕互助」游泳教學模式。下學期適逢新冠肺

炎期間，配合政府防疫政策，全校體育課改以線上課程，以做為傳統教學對照組。詳細

研究方法如下： 

 

研究對象： 

 

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研究對象為中華大學 110 學年度電機系大一體育課共有 96 位

學生修課，依組別測試後，游泳精熟組有 28 位、游泳初學組有 36 位、游泳無經驗組有 32

位。上述修課人數為已排除身心障礙學生、個人身體狀況不佳學生、依規定可免修體育

課學生、無意願參與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學生等。經上學期教學後，全程參與教學(缺課

少於 2 次)和完成相關測試，游泳精熟組有 28 位、游泳初學組有 33 位、游泳無經驗組有

29 位，共計 90 位學生完成「拔尖扶弱同儕互助」游泳教學模式。 

 

「拔尖扶弱同儕互助」游泳教學課程研究對象之基本資料 

研究對象 身高 體重 年齡 

男學生 172.23 ± 5.54 73.84 ± 7.14 21.77 ± 0.36 

女學生 157.92 ± 8.17 56.76 ± 5.23 21.53 ± 0.21 

全體 166.18 ± 9.59 65.58 ± 6.95 21.60 ±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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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尖扶弱同儕互助」游泳教學模式： 

 

每週體育課程為連續 2 堂課，共約 100 分鐘，教學場域為中華大學室內游泳池。本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拔尖扶弱同儕互助」分組教學，每次上課的具體教學細節如下： 

 

 

 

  

教學準備 

(15 分鐘) 

「拔尖扶弱

同儕互助」

分組教學 

(70 分鐘) 

➢ 熱身活動 

➢ 課程參度(出缺度…)之記錄 

➢ 課程主題與各組學習內容之講解 

教學整理 

(15 分鐘) 
➢ 課程參度(水下時間…)之記錄 

➢ 學習回饋單之填寫 

游泳初學學生 游泳無經驗學生 游泳精熟學生 

➢ 拔尖：任種子教練 

➢ 指導游泳無經驗學生

複習上週游泳教學主

題 

➢ 教學助理在旁教導 

 

➢ 授課教師教導今日課

程之游泳指導要領和

方法 

➢ 授課教師教導依其技

術的新游泳動作技術 

➢  

➢ 扶弱：種子教練指導 

➢ 由游泳精熟學生複習

上週游泳教學主題 

➢ 教學助理在旁指導 

➢ 授課教師教導今日課

程之游泳指導要領和

方法 

➢ 授課教師教導依其技

術的新游泳動作技術 

 

➢ 拔尖：任種子教練 

➢ 指導游泳無經驗學生

複習上週游泳教學主

題 

➢ 教學助理在旁教導 

 

➢ 扶弱：種子教練指導 

➢ 由游泳初學學生教導

本週新的游泳教學主

題 

➢ 教學助理在旁指導 

➢ 拔尖：任種子教練 

➢ 指導游泳初學學生本

週新的游泳教學主題 

➢ 教學助理在旁教導 

➢ 扶弱：種子教練指導 

➢ 由游泳精熟學生教導

本週新的游泳教學主

題 

➢ 教學助理在旁指導 

 

➢ 授課教師接續游泳初

學學生教導本週新的

游泳教學主題 

➢ 授課教師個別教導游

泳動作技術 

20

分

鐘 

20

分

鐘 

 

20

分

鐘 

 

換場 

換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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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與工具： 

 

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在評量學習成效時，主要是在學期初和學期末，分別進行校訂

之不同游泳程度評量方式進行游泳技能評量、填答課程滿意度問卷、填答課程愉悅度問

卷等，了解此計畫成效。具體測試方式如下： 

◆ 游泳技能評量 

依據「中華大學-學生游泳能力檢核實施要點」進行各項游泳技能評量。前測由授課

教師進行分級評量，第一級為精熟者，能夠輕鬆流暢優雅的游完 50 公尺自由式；第二級

為技能中段者，會自由式但是動作不確實純熟須改善者；第三級為初學者，係指完全不會

游泳技能的同學。後測由本校游泳池持有教育部體育署救生員證之人員擔任檢測員，依教

育部游泳能力指標對學生進行技能評量分級。依課程規範自由式能夠完整游完 25 公尺

（需換氣五次以上），做為通過課堂技能測驗。 

◆ 課程滿意度 

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所使用的課程滿意度量表，採用楊欽城(2006)所編製之「朝陽科

技大學體育課程滿意度量表」。該量表共分五個因素分別為教師教學層面、教學行政層面、

學習效果層面、同儕關係層面、場地設備層面等，量表採李克特(Likert Scale)五分量表方

式評分，從「非常滿意」、「滿意」、「普通」、「不滿意」、「非常不滿意」分別給予 5、4、

3、2、 1 分的分數。 

◆ 課程愉悅度 

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使用修正版身體活動愉悅量表 (Modified Physical Activity 

Enjoyment Scale) (Vernadakis, Derri, Tsitskari, & Antoniou, 2014)，其主要了解學生自覺身體

活動的愉悅程度。修正版是從原本 18 題抽出 5 題，每題分數為 1-7 分；量表後也增設一

列詢問受試者是否有不適之處。此量表將於每次課後給受試者填寫，分數越高者代表其體

育課程中有較佳的愉悅程度。 

 

統計分析： 

 

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將 110 年度上學期進行完整一個學期的「拔尖扶弱同儕互助」

游泳教學模式，以相依樣本 t 檢定，比較期初與期末所測得的游泳成績表現、課程滿意

度、課程愉悅度之差異情形；並進一步以相依樣本 t 檢定，比較上學期(「拔尖扶弱同儕

互助」游泳教學模式)與下學期(線上課程的傳統教學對照組)之差異情形，以驗證「拔尖扶

弱同儕互助」游泳教學模式之成效。所有統計皆利用 SPSS 22 版進行，顯著水準訂為 0.05。 

 

5. 教學暨研究成果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本計畫取得臺北市立大學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審核通過(編號 IRB-202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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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研究審查核可證明書                 研究對象簽署知情同意書 

 

 

研究對象中華大學電機系大一體育課共有 96 位學生修課，上學期進行完整一學期的

「拔尖扶弱同儕互助」游泳教學模式，期初時，游泳精熟組有 28 位、游泳初學組有 36 位、

游泳無經驗組有 32 位；期末時，全程參與教學(缺課少於 2 次)和完成相關測試，游泳精熟

組有 28 位、游泳初學組有 33 位、游泳無經驗組有 29 位，共計 90 位學生，有高達 93.75%

學生完成完整一個學期的「拔尖扶弱同儕互助」游泳教學模式。 

 

上學期：「拔尖扶弱同儕互助」游泳教學分組人數 

研究對象 全體學生 游泳精熟組 游泳初學組 游泳無經驗組 

期初 (人) 96 28 36 32 

期末 (人) 90 28 33 29 

完成率 (%) 93.75 100 91.67 90.63 

 

下學期適逢新冠肺炎期間，配合政府防疫政策，全校體育課改以線上課程，以做為

傳統教學對照組。與上學期相同的研究對象：96 位電機系大一體育課學生，所有學生皆

完成下學期課程。由於因應防疫課程為線上，導致無法進行游泳成績表現的測試、傳統

的多人數統一游泳教學模式，以及本計畫所設計的「拔尖扶弱同儕互助」游泳教學模式，

僅能進行課程滿意度與課程愉悅度的問卷調查，此為本次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研究限制。 

 

下學期：新冠肺炎期間線上課程之對照傳統教學分組人數 

研究對象 全體學生 游泳精熟組 游泳初學組 游泳無經驗組 

期初 (人) 96 28 36 32 

期末 (人) 96 28 36 32 

完成率 (%) 100 100 100 100 

 

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聘請國立清華大學體育室李大麟教授，李教授曾為國家游泳代

表隊選手，近年來培育清華大學游泳選手榮獲全國大專運動會游泳項目獎牌，以講座方

式教導水上安全知能和游泳動作和要領，以確保學生在安全知能和環境下進行所有課

程，提高學生參與和學習游泳動作，增加課程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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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課程：國立清華大學體育室李大麟教授，教授水上安全知能和游泳動作和要領 

 
李大麟教授學有專精的游泳學經歷(引自清華大學體育室網頁) 

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以問題導向學習方式，設計「拔尖扶弱同儕互助」的游泳教學模

式，在期初進行的游泳能力分組測試中，將 96 位學生分為：游泳精熟組、游泳初學組、游

泳無經驗組，各組實際教學情況如下： 

(1)「拔尖」：請游泳精熟學生為種子教練，由授課教師給予基本的游泳指導要領和方法，

改善游泳精熟學生無學習動機和低參與感之問題。 

(2)「扶弱」：因種子教練而有更多的游泳指導人力，使游泳初學學生與無游泳經驗學生，

能在小班制或一對一的教學情境下，增加水中安全感而不懼水，並能有更多游泳基本

技能的指導，而提升游泳技能。 

(3)「同儕互助」：透過教學相長的方法，同儕牽引和相互鼓勵的情境，指導的學生可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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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教學經驗、口語表達技巧、主動關懷他人的能力，對游泳相關知能有所要求和精進，

而增加自身的游泳技能；被指導的學生，因得到同儕的關懷鼓勵，進而提高下水游泳

參與率，增進學習效果，達到人際互動關係，讓此課程變的更有溫度、更有學習效益

的體育課程。 

 

   

「拔尖」：游泳精熟學生的游泳進階動作教學實況 

 

   

「扶弱」：游泳初學學生與無游泳經驗學生的游泳基本技能教學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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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互助」：透過教學相長的方法，同儕牽引和相互鼓勵的小組教學實況 

 

(2) 教師教學反思 

 

I. 「沒有教不會的學生 只有不會教的老師」：此次執行完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最

大反思和收獲。 

 

II. 「無法改變的私立大學教學困境」：私校盡可能減少開課數量和併班開課，造

成選課學生人數爆增，進而使教學難度提高，無法顧及每位學生，致使學習品

質不佳。過往游泳體育課學生人數多、游泳經驗與能力不同，實際教學場域產

生下列問題：(1)游泳精熟學生：因課程內容為人數多、有安全疑慮的無游泳經

驗學生設計，而感到無學習動機和低參與感；(2)游泳初學學生：有些許游泳經

驗，動作仍需調整改善，但因被指導時間有限而學習效果不足；(3)無游泳經驗

學生：無水中安全認知和基本游泳技能，又因心理或生理因素，下水參與游泳

課程意願度低，導致學習效果不足。 

 

III. 「精於構思新的教學方法，勇於落實「拔尖扶弱同儕互助」游泳教學模式」：有

機會和有平台，讓老師好好構思教學現場問題的解決方案，創新出新的教學模

式，本計書是透過(1)「拔尖」：請游泳精熟學生為種子教練，由授課教師給予

基本的游泳指導要領和方法，改善游泳精熟學生無學習動機和低參與感之問題。

(2)「扶弱」：因種子教練而有更多的游泳指導人力，使游泳初學學生與無游泳

經驗學生，能在小班制或一對一的教學情境下，增加水中安全感而不懼水，並

能有更多游泳基本技能的指導，而提升游泳技能。(3)「同儕互助」：透過教學

相長的方法，同儕牽引和相互鼓勵的情境，指導的學生可以得到教學經驗、口

語表達技巧、主動關懷他人的能力，對游泳相關知能有所要求和精進，而增加

自身的游泳技能；被指導的學生，因得到同儕的關懷鼓勵，進而提高下水游泳

參與率，增進學習效果，達到人際互動關係，讓此課程變的更有溫度、更有學

習效益的體育課程。 

 

IV. 「解決一個問題，又面臨新的挑戰」：上學期勉強順利完成「拔尖扶弱同儕互

助」游泳教學模式，但隨著新冠肺炎的嚴重，下學期迫不得已，配合政府防疫

政策，全校體育課改以線上課程，造成著重於透過各種運動達到身體教育的體

育課程，在執行上難度變得非常的高；最常見的是老師很認真地，在鏡頭前示

範和講解各種動作，因無法近距離確認學生是否如實地演練，造成教學效果不

佳，如何有效進行線上體育課程教學，是有必要被解決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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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學習回饋 

 

➢ 「拔尖扶弱同儕互助」的游泳教學之成效 

 

以相依樣本 t 檢定，考驗在上學期完成一個學期的「拔尖扶弱同儕互助」游泳教學

模式後，游泳成績表現、課程滿意度、課程愉悅度的變化情形，以驗證「拔尖扶弱同儕

互助」游泳教學之成效。研究結果如下表所示，發現期末的 50公尺自由式游泳成績(t=4.73, 

p=.017)、課程滿意度(t=2.17, p=0.032)、課程愉悅度(t=2.69, p=0.041)等均顯著高於期初。

此結果顯示透過學生游泳能力的分組，並以「同儕互助」教學相長方式，讓「拔尖」游

泳精熟學生為種子教練，教導初學學生與無游泳經驗學生「扶弱」，達到提升體育課程的

滿意度和愉悅度，進而促進游泳能力之目的。 

 

「拔尖扶弱同儕互助」游泳教學課程之成效 

依變項 期初 期末 t p 

50 公尺自由式    

游泳成績(秒) 
135.68 ± 25.93 92.11 ± 13.26 4.73 0.017 

課程滿意度(分) 3.12 ± 0.70 4.25 ± 0.68 2.17 0.032 

課程愉悅度(分) 2.96 ± 0.45 4.17 ± 0.61 2.69 0.041 

註：50 公尺自由式游泳成績僅採計期初測試時，可完成 50 公尺自由式的學生。 

 

➢ 「拔尖扶弱同儕互助」vs 「線上課程傳統教學」之比較 

 

由於執行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下學期，適逢新冠肺炎期間，配合政府防疫政策，

全校體育課改以線上課程，以此做為傳統教學對照組。因線上無法進行游泳成績表現的

測試，本研究僅將上學期「拔尖扶弱同儕互助教學模式」，與下學期「線上課程傳統教學

模式」的課程滿意度與課程愉悅度進行比較，以了解新設計的「拔尖扶弱同儕互助」教

學模式的特色。經相依樣本 t 檢定後，發現上學期「拔尖扶弱同儕互助教學模式」期末

的課程滿意度(4.25 ± 0.68 分)與課程愉悅度(4.17 ± 0.61 分)，均顯著高於下學期「線上課

程傳統教學」期末的課程滿意度(2.98 ± 0.73 分) (t=4.89, p=0.011)與課程愉悅度(2.42 ± 0.80

分) (t=4.45, p=0.024)。此結果說明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所設計的「拔尖扶弱同儕互助」

教學模式，較傳統教學模式(因疫情僅能以線上課程為教學模式)，對大學生的體育課程

有較佳的滿意度和愉悅度。 

 

不同教學模式「拔尖扶弱同儕互助」vs 「線上課程傳統教學」之差異 

依變項 拔尖扶弱同儕互助 線上課程傳統教學 t p 

課程滿意度(分) 4.25 ± 0.68 2.98 ± 0.73 4.89 0.011 

課程愉悅度(分) 4.17 ± 0.61 2.42 ± 0.80 4.45 0.024 

註：僅比較兩個學期末的測試分數。 

 

綜合上述結果，本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所設計的「拔尖扶弱同儕互助」教學模式，

可顯著提升體育課程的滿意度和愉悅度，進而促進游泳能力之目的，並較傳統教學有

較佳的滿意度和愉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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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議與省思 

I. 感謝教育部提供解決教學現場問題的教學平台與經費支持。 

II. 上學期勉強順利完成「拔尖扶弱同儕互助」游泳教學模式，但隨著新冠肺炎疫

情，下學期迫不得已，配合政府防疫政策，全校體育課改以線上課程，無法如

期執行原計畫設定的傳統式的游泳教學模式，此為研究的最大限制，希望在審

核教學實踐計畫的結案報告書，能考量疫情對執行計畫的影響。 

III. 「沒有教不會的學生 只有不會教的老師」：此次執行完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最

大反思和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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