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與體育領域素養導向課程教案 

領域 健康與體育 設計者 倪嘉伶 

實施年級 六年級 節數 一節（40 分） 

課程名稱 球類全能王----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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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Ⅲ-1 網/牆性球類運動基本動作及基 

礎戰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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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核 

心 

素 

養 

健體-E-A1  具備良好身體活動與

健康生活的習慣，以促進身心健全

發展，並認識個人特質，發展運動

與保健的潛能。 

健體-E-C2  具備同理他人感受，在

體育活動和 健康生活中樂於與人

互動、公平競爭，並與團隊成員合

作，促進身心健康。  
學習 

表現 

 

1d-Ⅲ-2 比較自己或他人運動技能的正

確性。 

2b-Ⅲ-2 願意培養健康促進的生活型態。 

3c-Ⅲ-2 在身體活動中表現各項運動技

能，發展個人運動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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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教育 E3：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核心素養 

呼應說明 

一、 整合知識、技能與態度 

    藉由影片欣賞、趣味化教學活動設計，讓學生了解排球賽規則與基礎排球技能，

也藉由設計團隊合作的競賽活動，培養學生團隊合作與公平競爭的運動家精神。 

二、 情境化、脈絡化的學習 

    透過從球類遊戲訓練學生球感，接著低手傳球、高手傳球教學，傳授學生具備

排球比賽技能，讓學生有系統與脈絡性的學習。 

三、 學習歷程、發現及策略 

1. 理解式球類教學：依據學生先備經驗，設計簡易遊戲，讓學生主動探索遊戲概念，

並思考解決問題的策略與技能。透過簡易規則、器材及場地安排並依照學生體能

條件設計與創造一個樂趣、簡易、多元之學習情境。 

2. 樂趣化的教學：依照孩子身體發展層次設計創意活動或由體育遊戲，讓學生在遊

戲或比賽中以小組活動方式與同儕互動，在活動中獲得充分「玩與練習」的機會，

享受運動過程的樂趣。 

學習目標 

一、 分析低手傳球、托球與低手發球動作要領，並能依要領進行技能練習。 

二、分析排球比賽規則以及了解比賽中所需動作之特性。 

三、設計團體活動學習合作與公平競爭的良好態度並以團隊成功為主迎向團隊成功目

標。 

教學設備 排球、呼拉圈、角標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核心素養呼應

說明 

壹、準備活動 

  一、暖身操 

 

貳、發展活動 

  一、低手傳球（碰球）動作講解---手部動作 

    （一）手勢握法--- 

      （1）方法一：一手握拳，一手開掌，以布包拳，雙手打直並 

                   握緊，拳頭向下壓 

      （2）方法二：兩手開掌，雙手相疊互握，雙手保持伸直狀態 

                   且平整，雙手手腕稍往下壓 

    （二）手部擊球部位介紹：擊球位置在手腕 5～15 公分是最佳擊  

                           球位置 

    （三）傳球小遊戲：利用低手握法（方法一或方法二都可），將

球放於擊球位置，往前行將球傳於下一位 

 

  二、碰球動作講解---腳步姿勢 

    預備姿勢：雙腳打開與肩同寬，前後腳站立，膝關節微彎，保持 

              重心可以移動。 

     

  三、使用排球低手動作，向上墊球 

    （一）學生朝上方自拋球後，待球落地，使用低手動作向上墊球，

單次即可。 

    （二）學生自拋球後，不待球落地，使用低手動作向上墊球，單

次即可。 

    （三）學生自拋球後，使用低手動作向上墊球，可連續擊球 

 

参、綜合活動 

  一、排球遊戲---排球跑跳碰 

    （一）全班分為三組，每組 8 人。 

 

    （二）起點線預備，A 生抱球往前跑至呼拉圈內，向上擊球一次，

接住球。   

 

    （三）再往前跑至角標前方，將拋傳球給 B 生，B 生拋球，A 生

重心降低低手擊球給 B 生，完畢後 A 生跑至 B 生位置。 

 

    （四）B 生接完 A 生的擊球後，B 生把球給帶回，B 生把球給予

下一位比賽者，再跑至隊伍後排隊。 

 

    （五）最先全部完成抵達終點，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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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孩子透過觀

察、分析出排

球比賽的常見

動作以及動作

姿勢規則（主

要為低手傳

球）。透過教師

的引導，讓孩

子透過觀察與

模仿同儕動

作，增進自我

的能力。 

（A1身心素養

與自我精進） 

 

 

 

 

 

 

 

 

 

 

 

 

 

進行團隊合作

建立以團隊為

上的概念，讓

團隊擬定更明

確目標，更能

凝聚團隊向心

力。（C2人際關

係與團體合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