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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體育教學以低年級遊戲為例

向婉惠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體育教學研究所 研究生）

摘要

本文在探討創意教學，創意體育教學的涵義與在教學上的運用，並舉
低年級遊戲為例，作為從事體育教學者的參考。

關鍵詞：創意教學、創意體育教學

壹、前言

面對全球化微利競爭的挑戰，台灣已

走到新的轉戾點，必須從代工轉型為積極
創造；如宏碁與華碩在眾多筆記型電腦中

能脫穎而出，除了本身產品優良外，勇於
創造品牌以及新穎設計才是最大功臣。再

看7-11的kitty貓炫風和迪士尼公仔等為
7-11挹注幾十億的產值，不斷的推陳出新

帶領流行的 7 - 1 1 －它其實賣的是「創
意」。在產業界殷切尋找新的創意人才

時，我們作為培育人才的教育界，更必須
將培養學生創造力當作重要目標，才能符

合社會所需，提升台灣競爭力。

貳、創意體育教學

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帶來不少的衝
擊，首先是課程的鬆綁，提供學校和教師

有更多課程規劃的發展與空間，也增加了

創意課程設計的空間。我們應先了解創意
教學的精髓，才能有助於教學。根據ERIC

Thesaurus的定義，「創意教學」（creative
teaching）是「發展並運用新奇的、原創

的或發明的教學方法」（Development and
use of novel﹐original﹐or inventive

teaching methods）。「創意教學」與「教
學創新」經常相提並論，「教學創新」是

指「引進新的教學觀念、方法或工具」（林
偉文，2002）。從廣義來看兩者可說是一

致，不過教學創新還包含運用他人已發展
的新教學觀念、方法或工具，不侷限在獨

創的層次上，更有彈性。廣義的「創意教
學」指的是「教師運用從未用過之新奇的

教學方法、技術或策略等，進行教學活
動，已達成教學目標；這些方法可以是自

己發明的，或是引用別人創造的」（李麗
香，2004）

「創意體育教學」可從教學方法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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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兩方面來看，教學方法如樂趣化教學、

理解式教學法等，都希望能提高學童對體
育的喜好，進而養成運動習慣；教材內容

上除了原有傳統的田徑、舞蹈、體操、國
術、球類等，應可考慮搭配當代新興流行

的運動如街舞、極限運動、自行車運動、
馬拉松等，讓學生能學以致用並養成運動

的習慣。場地除了學校外，若能延伸到校
外，讓學校和在地生活結合，如帶領減重

班的孩子到校外健走；一方面認識周遭環
境、一方面減少總是繞著操場的無趣感，

提高減重孩子運動的樂趣。也能作為校外
教學的參考，像目前設置很多的自行車

道，如八里、東豐綠廊等就成為熱門的校
外教學景點。器材上如減輕球的重量、加

大體積，規則簡化等，這些理念上的轉變
也是一種創意的表現，更能增加上課的樂

趣。
創意並非無中生有，我們必須具備基

本知識技能才能創新。在體育教學中，要
以學生為中心，尊重學生的興趣需求與自

主性，摒棄教師權威式的教學，盡量讓學
生多活動而不是聽教師講解，這樣學生才

有足夠的時間自己練習、判斷、決定，進
而創造、設計、自我學習。創新即生活，

我們應從生活週遭的事物中尋求更便利、
更有趣的方法提高學生對體育的熱愛。

參、創意體育教學低年級遊戲
實例

低年級最需要的是基本動作的學習，

因為基礎運動的動作學習可促進所有動作
能力的發展，才能建構其他運動的能力基

礎。要如何使體育教學內容更有創意，教

師可利用教材內容的變化、利用不同的教
學策略、尋找或自製符合上課所需且安全

的教具、場地應隨上課內容及學生能力而
有所彈性，如此才能提高學生興趣。

筆者改良幾種適合低年級的遊戲，希
望增加學生學習興趣之外，也能奠定基本

動作能力，以下是幾項實例簡介：

一、紙球遊戲：

在北部的冬季常常濕冷下雨，下課時
學生只能從事室內活動，教室的空間有

限，除了跳健康操之外，最常讓學生自製
紙球，紙球除了練習如同球類的拋、接、

傳之外，還有幾種做法很有趣：1、彈力
球：在紙球上纏繞橡皮筋之後，再用橡皮

筋接長做成彈力球，線頭放在手掌食指與
中指處，嘗試拍打紙球；這個活動可以練

學生手眼協調的能力，練習數次後可以進
行選拔賽，找出冠軍得主，除了製造新話

題，也能讓學生有觀摩的機會，並刺激自
我練習。利用橡皮筋的長短不同便可做不

同的練習遊戲。2、彈力毽球：把彈力球
的橡皮筋加長長度成為彈力毽球，現在的

學生協調性很差，若一開始便要求踢毽
子，學習成效很差，更打擊學生的信心；

改踢彈力毽球，一方面毽球不會亂跑，省
去撿毽球的麻煩；一方面毽球體積較大容

易成功。等動作熟練再帶入真正的毽子，
才有學習遷移之效，容易達到教學目標。

3、誰是大力士？學習奧運鏈球項目，看
誰把彈力毽球丟得最遠。從學生的角度考

慮，怎樣才有趣、好玩，在比較誰厲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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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分析哪種動作與技巧才可以把彈力毽

球丟得最遠，學生在有切身需求之下，會
更用心聽講；學習成效容易提高。4、躲

避球：把紙球上的橡皮筋收好，可當躲避
球使用，六人一組，由於紙球的體積大、

重量輕，飛行速度慢，減低學生玩躲避球
的緊張與壓力，組員少，每人活動的機會

增加，安全性增高，才有達到運動的效
果。

二、器械體操遊戲：

器械體操包含很多項目，如單槓、攀

爬架、跳箱等，這些器械體操可以訓練學
生的肌力、肌耐力、平衡、協調性、注意

力、忍耐力等，是很好的一種運動項目。
每間學校都有這些設備，學生下課常使

用，卻是土法煉鋼，很少教師教導使用規
則與方法，危險性相對增高；筆者發現由

於現在的營養過剩，假設低年級尚未學會
使用器械體操的技巧，到了中年級體重過

重，在學習這些項目會增加教師與學生的
困擾。因此筆者盡量將器械體操納入課

程，並簡化成有趣的遊戲。 1 、單槓遊
戲：『盪鞦韆』，雙手握槓收腹屈腿做懸

垂擺振。『小鳥停樹』，以直立正握姿勢
跳上槓或擺上一張椅子踩著上槓，上身挺

直下腹部頂著單槓，下槓時可以利用下肢
向後擺振動作趁勢下槓或踩著椅子下槓。

『烤乳豬』，以雙手雙腳倒掛在槓上或踩椅
子上槓，嘗試前後移動。『夾麵包』，兩

人雙手握槓，用腳夾住對方看誰先掉下
來。『向前迴環下』，雙手正握單槓，下

腹部頂著單槓，上體前彎以槓為軸心向前

迴環下，這動作須教師在旁隨時準備保

護。2、攀登棒遊戲：除平常的爬上爬下
外，可以玩『鋼管舞』繞行攀登棒一圈，

這比爬槓容易多。『長臂猿』利用雙手雙
腳爬兩個攀登棒，從上換棒而下。3、跳

箱遊戲：『跳跳樂』利用一層的矮跳箱，
訓練單腳跳躍、雙腳跳躍。『跳馬背』分

若干組，大家彎腰屈膝縮頭成馬背讓一人
跳過，高度由跳躍者決定，跳躍者跳完整

組後也要當馬背，一直到整組組員都練習
完成才可。

除了上述遊戲外，低年級的學生喜歡
玩追逐遊戲、模仿操，都是值得大家試

試，只要我們秉持原則：盡量讓學生多活
動而不是聽教師講解，讓學生有足夠的時

間自己練習、判斷、決定，進而創造、設
計、自我學習，才能提高學生對體育的熱

愛，達到天天運動的效果。

肆、結論

創新，為台灣打造下一個成功的契

機；這不僅是產業界努力的目標，更應是
教育界當前首要目標。我們要讓台灣在華

人世界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非得從
教育做起；如何培養出優秀人才，具有團

隊合作能力、好奇心、冒險心、忍耐力、
想像力、創造力，都需要從事教育者費心

思索，努力在教法、教材上創新，引發學
生的學習動機、勇於嘗試、喜歡創新等能

力，才能為台灣挹注新的動力，邁向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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