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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設計四週的運動遊戲活動對幼兒的移動性動作表現及教師在運動

遊戲活動中的課程實作與專業成長。本研究為行動研究法，研究對象為臺中市某國小

附設幼兒園 4 歲到 6 歲混齡班 23 位幼兒，進行四週，每週三次，每次四十分鐘，共 12

次運動遊戲活動。研究過程中以錄影、拍照、協同研究者觀察記錄、教學週誌省思、

粗動作發展測驗的前測、後測及再測等資料來分析幼兒移動性動作活動的表現及教師

的專業成長，研究結果發現：1.在實施完四週的運動遊戲活動後，幼兒的移動性技能有

明顯進步。2.五歲至六歲幼兒在跑步、踏併步跳、單腳跳、立定跳遠、橫向滑步有明顯

進步；四歲至五歲幼兒在跑步、踏併步跳、單腳跳、立定跳遠有明顯進步。3. 五歲至

六歲幼兒在單腳跳的所有細項動作都有明顯進步。 

 
 
 
 
 

關鍵字：幼兒、運動遊戲活動、移動性動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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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ction Research on the Performance of Sport Activies on 

Children's Locomotor Skills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four-week sports game activities on 
children’s locomotor skills performance and teacher’s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and 
professional growth in sports game activities. This study is an action research. The subjects of 
the study were 23 children in a mixed-age class from 4 to 6 years old in a preschool attached 
to a Taichung elementary school. They had a total of 12 sports game courses for four weeks, 
three times a week, 40 minutes each time. In the research process, the performance of 
children's locomotor skills activities and the professional growth of teachers were analyzed by 
using data such as video, teaching photos, collaborative researcher observation records, 
teaching weekly reflections, pre-test, post-test and re-test of the gross motor development test.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found that: 1. After implementing the six-week sports game course, 
children's locomotor skills have improved significantly. 2. Children between five and six 
years old have mad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running, galloping, hopping, horizontal 
jumping, and sliding; children between four and five years old have mad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running, galloping, hopping, horizontal jumping. 3. Children from 5 to 6 
years old have improved in all the criteria of hopping. 
 
Keywords: Children, Sport Activities, Locomotor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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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運動遊戲對幼兒移動性動作技能之影響，本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

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與問題；第三節為名詞解釋；第四節為研究範

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國內出生率逐年下降，根據人口統計資料，我國 2019 年出生人口僅 17.7 萬

人，人口成長率下降至千分之一以下（內政部戶政司，2020），形成少子化現象，且獨

生子女的比例偏高，如果家人又過度保護，就會讓幼兒失去探索的機會（張麗滿，

2011），間接影響了幼兒動作的發展。在余雅婷（2016）的研究也發現，台灣與日本的

幼兒，動態活動的時間偏少，特別是戶外遊戲時間，應該必須改善，增加戶外遊戲機

會。加上近年來資訊科技的發達，國人普遍使用電子產品，導致學齡前幼兒使用 3C 產

品頻繁。根據邱紹雯（2014）指出，電子產品的出現，讓幼兒遊戲形態產生了變化，

大多數幼兒喜歡選擇 3C 產品中的遊戲，因此坐著玩的時間變長，戶外遊戲時間縮短，

雙腿活動量減少，導致幼兒肌力不足，跑步易跌倒、動作協調性不佳，成為現代幼兒

健康成長的隱憂。 

    國內外多位教育學者及研究者也提出，運動及遊戲對幼兒的重要性，如國外教育

哲學家盧梭主張自然主義的體育活動；福祿貝爾主張幼兒的生活最重要一部分即是遊

戲，遊戲是兒童的內在本能，是人類最單純的精神生活，遊戲提供了想像、自由、內

在的和諧；義大利教育家蒙特梭利創立了兒童之家，她認為三歲至六歲是幼兒練習筋

骨最重要的時期，他將跑、走、搬等各種基本運動列為日常生活基本動作，以促進幼

兒動作發展（盧美貴，2014）。國外學者 Roslan and Abdullah（2020）研究也發現體育

活動是影響幼兒總運動技能發展因素之一，因此教育工作者需設計幼兒參與體育教育

課程，讓兒童隨年齡的增加而發展重要的運動技能。陳美岐（2010）運動就是透過身

體活動去學習發展整個動作系統，幼兒若從小擁有規律的運動，將有助於身心發展。

又據洪蘭（2011）指出運動有助於學生的學習，孩子最快的學習方法就是遊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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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同樣發現，人在運動時會產生多巴胺、血清素、正腎上腺素，這些物質可以提高腦

的警覺性、注意力，使身心達到最佳的學習狀態。綜上得知，幼兒常透過遊戲的方式

探索生活，並發展出認知與身體動作的能力，因此，運動及遊戲不僅能促進動作發展

也能增進幼兒學習。 

    為促進學齡前幼兒的身體動作與健康，教育部訂定「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

明定「身體動作與健康」領域，把舊課綱中的遊戲、健康兩個領域合併成單一個領

域。此領域認為二到六歲是培養幼兒身體基本動作能力的時期，「身體動作」指的是能

夠靈活掌握身體自主的行動，而要能讓身體可自主行動，就要擁有身體在動態與靜態

狀態中的平衡與協調能力。因此，為了達到此目的，就需建立身體基本動作技能，包

含穩定性動作技能、移動性動作技能與操作性動作技能（教育部，2017），且教育部於

2019 年也公布「幼兒教保及照顧服務實施準則」，明定每日應提供幼兒三十分鐘以上之

出汗性大肌肉活動時間，並規定活動前、後應安排暖身及緩和活動（教育部，2019）。 

    研究者所任教的學校屬於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班級學生為 4-6 歲中大班混齡，

每天同樣實施三十分鐘以上出汗性大肌肉運動，但都採幼兒自由活動方式進行，例如:

跑操場、大型戶外遊戲場遊戲、追逐遊戲，雖然這些自由活動也能增進幼兒的心肺功

能，然而幼兒的移動性動作能力比往年的幼兒差，例如：帶幼兒到二樓圖書室閱讀，

有二、三位五歲幼兒上下樓梯，無法連續雙腳上下樓梯，需一階一階單腳才能順利上

下樓；帶幼兒跑操場，時常有幼兒跑到一半，協調不好自己跌倒；或幼兒盛完餐點

後，端回座位的半路上時常打翻，諸如此類的情況比以往發生頻率高。過去許多研究

也發現，學齡前幼兒其移動性技能表現比物體操控性技能的表現好（Yang ,Lin 

&Hsu ,2016；楊育安，2016），但班上幼兒的移動性動作卻不如往年的幼兒，因此研究

者想探究班上幼兒的移動性動作技能表現為何？因此選擇粗大動作發展測驗（TGMD-

2）作為測驗工具，因為此測驗工具是將每個移動性動作再細分為三到五個動作表現，

可讓研究者更詳細知道幼兒的動作表現，且許多文獻也指出，實施動作教學課程的幼

兒，在動作表現確實有進步，利用跑、跳交互運動方式，訓練幼兒敏捷性；利用跑、

踢訓練幼兒手眼協調，增進幼兒身體協調性（孫淑華，2006；張麗芬，2008）。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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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改善幼兒的肢體活動能力，及如何突破自己的專業，研究者想利用每天三十分鐘

以上出汗性大肌肉運動時間，設計運動遊戲活動於混齡班中，希望運動遊戲活動能重

視幼兒個別差異及改善幼兒移動性動作技能，進而探究教學內容的適合性、困境及解

決策略。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根據以上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分析 4 歲到 6 歲混齡班運動遊戲活動，在移動性技能的表現情形。 

二、實施 4 歲到 6 歲混齡班運動遊戲活動，其教學活動中的困境與解決策略。 

三、探討教師在實施混齡班運動遊戲活動後其專業成長情形。 

 

   根據以上研究目的，本研究問題如下： 

一、4 歲到 6 歲混齡班的運動遊戲活動實施後，分析幼兒在移動性技能的表現為何？ 

二、4 歲到 6 歲混齡班的運動遊戲活動實施，探究教學活動中的困境與解決策略為何？ 

三、教師在實施混齡班運動遊戲活動後其專業成長情形為何？ 

第三節 名詞解釋 

一、幼兒 

    根據教育部「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規定幼兒是指二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之人

（教育部，2018）。本研究的幼兒是旨台中市某國小附設幼兒園四至六歲的幼兒。 

二、運動遊戲 

    運動遊戲是項簡單的動作教育，這些動作教育是要讓幼兒有自信心做出動作，而

不是考驗幼兒，就如同生活常見的跑、跳、投擲、爬、平衡等動作，透過教師有目標

的課程安排，多變化的實施方式，讓幼兒體驗不同的學習經驗，且引導幼兒注意遊戲

安全的一種大肌肉身體活動（黃永寬，2009）。本研究的運動遊戲是指四十分鐘以上移

動性技能活動。 

三、基本動作技能-移動性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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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llahue（1996）認為基本動作技能是一些有組織的基本動作，它涵蓋了兩個以上

身體部位的動作結合。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中的「身體動作與健康」領域認為「身體動作」面向

包括穩定性動作和移動性動作等（教育部，2016）。移動性動作是從某地點移動到另外

的地點，能做出來的動作表現，可分為：走、跑、單足跳、雙足跳、跨跳、跳躍、踏

跳、前併步、側併步、攀爬（教育部，2016）。本研究所指的移動性技能包含：跑步、

踏併步跳、單足跳、跨跳、立定跳遠、橫向滑步。 

四、教學內容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中的「身體動作與健康」領域認為，該領域的學習面

向有「身體動作」、「用具操作」、「健康行動」。身體動作包含穩定性動作、移動性動作

等；用具操作是指學習操作各種器材、遊具、設施與設備，包含用具不同形態的使用

方式及擺放；健康行動是指健康安全的學習，包含健康行為、收拾整理與維護環境、

保持身體活動的安全、遊戲安全、使用物品的安全等（教育部，2016）。本研究所指的

教學內容為教學活動過程、教學方法使用、教學器材擺放位置、安全的教學活動空間

等。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對象的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對象為該校美麗班 4 歲至 6 歲混齡班之 23 位幼兒。其中 4 歲有 8 位，5 歲

有 10 位，6 歲有 5 位。本研究以「台中市某國小附設幼兒園」4 歲到 6 歲混齡班之幼

兒進行運動遊戲活動，其研究結果是否適用於非混齡班，宜再進一步研究。 

二、研究方法的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為行動研究，針對教學現場上所遭遇的問題，透過「行動」與「研究」的

結合，並與協同教師一起合作，進行計劃、行動、反思、修正解決問題，跟其他量化

的研究方法不同，其研究結果有其推論的限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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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課程範圍的限制 

    本研究正式實施三十分鐘以上出汗性大肌肉運動時間的運動遊戲活動，期程自

2021 年 3 月 2 日起至 2021 年 3 月 26 日止，為期四週，每週 3 次，每次四十分鐘。運

動遊戲活動屬於「自編教材」，是否適用於其他幼兒園，應考量當地幼兒動作發展及體

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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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分為五節來探討，包含動作發展的理論基礎；運動遊戲的意涵及重要性；基

本動作技能的意涵及發展；運動遊戲的課程設計理念和特色；運動遊戲對幼兒動作技

能之相關研究。 

第一節 動作發展的理論基礎 

    過去對於動作發展的理論，分別由不同的學者提出不同的觀點，包含了成熟理

論、神經發展理論、認知發展理論、動力系統理論，分別說明如下： 

一、成熟理論 

    由蘇建文等人（2004）提出美國心理學家 Gesell 的研究，他以一對同卵雙胞胎做

練習爬樓梯的實驗，其中一個在他出生後的第 46 周開始練習，每天練習 10 分鐘；另

外一個在他出生後的第 53 周開始接受同樣的訓練。兩個孩子都練習到他們滿 54 周的

時候，其中一個練習了 8 周，另外一個只練習了 2 周，實驗的結果發現，只練習了兩

周的孩子爬樓梯比練習了 8 周的孩子要好。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出生 53 週的那位嬰

兒比出生 46 週的嬰兒發展成熟，所以他的爬樓梯練習會比另一位好，因此，Gesell 認

為影響動作發展的重要因素為成熟，並提出幾項動作發展的重要原則（蘇建文等人，

2004；龔美娟等人，2018）。分別說明如下： 

（ㄧ）個別化成熟原則 

    每個個體從生命開始，就具有先天遺傳的本能與潛在能力，個體依照著與生俱來

的能力，發展出特定的動作型態，這樣的動作型態，並不是經驗所造決定的，而是個

體內在的生長歷程，導致動作發生改變（蘇建文等人，2004；龔美娟等人，2018）。 

（二）發展方向原則 

    個體發展方向依循著從頭到腳，從中央到邊緣（軀幹到四肢）、從近到遠的方向來

進行。幼兒的動作發展亦是如此，例如：兒童先頭部開始控制整個身體，然後再依次

從頸部、上半身、腰部、最後才是四肢；嬰兒動作發展從抬頭、然後才會胸部抬起、

而後坐、站，最後才會行走（王佩玲，2016；蘇建文等人，2004；龔美娟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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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三）相互交織原則 

    動作發展在成熟與不成熟的歷程之間以螺旋方式相互交織的。動作的發展，隨著

幼兒年齡的成長，會逐漸合併、再分化及統整，最後達到協調的複雜行為系統。如：

剛會走路的嬰兒，有時後會退回爬行階段，但只要給嬰兒一段時間，嬰兒自然會改用

行走方式來移動自己的身體（蘇建文等人，2004；龔美娟等人，2018）。 

（四）自我調節變動原則 

    個體動作發展除了依循著一般原則外，也會跟著個體的自身狀況或外在環境而調

整步調。例如：嬰兒每天的睡眠依自己情況有所調整，有的嬰兒一覺到天亮，有的嬰

兒會起來喝牛奶，因此，個體會因個別差異、行為特質、身體發展的成熟度做自動調

整（蘇建文等人，2004；龔美娟等人，2018）。 

二、神經發展理論 

    此理論認為動作發展以線性的方式進行，也就是動作的發展依照一定得順序，從

反射到主動控制、從粗略到精準控制、從頭到腳的發展、從近端到遠端的發展（黃世

琤、黃順富，2009）。 

三、認知發展理論 

    認知理論的代表人物為 Piaget，他認為個體知識的建構是由行為和環境互動所獲得

的經驗。根據皮亞傑的論點，他將人的認知發展分為四階段（張春興，2013）： 

（一）感覺動作期，零至二歲：靠各種感官獲取經驗，例如：嬰兒用聽覺、視覺、嗅

覺、觸覺來探索世界。約一歲時發展出物體恆存的概念，以感覺動作發揮的功能； 

（二）前運思期，二至七歲：幼兒已經能使用語言及符號等表徵外在事物，具推理能

力但不符合邏輯思考，不具保留概念、可逆性，自我中心的思考模式； 

（三）具體運思期，七至十一歲：語言及理解能力快速發展，能運用具體的經驗解決

問題，有可逆性、序列化、守恆的能力； 

（四）形式運思期，十一歲以上：開始會類推，有邏輯思維和抽象思維的能力。 

    因此，我們可以根據幼兒不同的認知發展階段提供幼兒不同的動作技能，在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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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期可發展幼兒反覆操作動作、手眼協調能力、模仿行為的能力；在具體運思前

期：隨音樂做走、跑、跳動作、據幼兒的想法來選擇運動遊戲、可做跑跳及其他移動

式動作技能。 

四、動力系統理論 

    動力系統理論的代表為 Thelen，他認為動作的發展並不是單一中樞神經系統作用

的結果，而是包含許多次級系統，自動自發互動的結果（成戎朱，1994）。 

動力系統理論主要概念如下： 

（ㄧ）每個個體都是複雜且多層次的系統，這些系統包含肌肉系統、神經系統、骨骼

系統、也有心理層面的認知、情緒、知覺系統，且每個系統又可分為次級或更小的細

胞，如神經元、神經細胞，這些複雜的系統彼此互動合作，決定動作的發展。動作表

現的次級系統，可分為三大方面：1、個體本身：可包含肌肉、骨骼、情緒、動機。

2、動作本身：包含動作的難易、自發性的動作。3、動作環境：包含單純的環境、陌

生的環境（成戎朱，1994）。且任何ㄧ個系統都會影響動作的表現，個體也會自動組織

每個動作（呂龍驤，2016；黃美瑤，2016）。因此，我們評估幼兒動作發展時，除了評

估中樞神經系統的成熟外，更要考量其他因素（成戎朱，1994），例如：生理層面有肌

肉骨骼系統等；心理層面有動機、知覺、情緒等；環境方面有家庭環境、學校環境

等。 

（二）個體的動作發展是生理基礎、環境及個體內在需求互相影響發展出來的。當個

體發現新的有趣事物或目標，為了探索這些事物或環境，個體需要發展出新的動作技

巧才能順利探索新事物，且新的動作技巧需要生理基礎的（黃世琤、黃順富，2009），

換言之，個體主動與環境互動，且觀察幼兒在外在環境與內在需求間修飾動作的能

力，以幼兒爬行為例：不會爬行的幼兒，為了觸碰自己喜歡的玩具，他就必須移動自

己身體才能獲得玩具，因此需學會爬行這個新的動作技巧。因此，我們評量幼兒的動

作發展時，要觀察幼兒的自發性、自主性的動作（成戎朱，1994）。 

（三）動作的形態沒有絕對的，盡量早期介入幼兒的動作發展，是希望趁著系統還是

可塑期，讓幼兒動作系統彼此合作、重新組合到更具適應環境的機會（成戎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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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第二節 運動遊戲的意涵及重要性 

一、運動遊戲的意涵 

    運動遊戲是項簡單的動作教育，這些動作教育是要讓幼兒有自信心做出動作，而

不是考驗幼兒，就如同生活常見的跑、跳、投擲、爬、平衡等動作，透過教師有目標

的課程安排，多變化的實施方式，讓幼兒體驗不同的學習經驗，且引導幼兒注意遊戲

安全的一種大肌肉身體活動（黃永寬，2009）。運動遊戲是在幼兒活動情境裡，運用遊

戲的方法從事簡單的運動操作，過程中以自由、快樂為目的，並非分勝負的比賽或嚴

格的肢體訓練（黃靖惟、劉志華，2012），  

    綜合上述可知，運動遊戲是指在安全的環境下，幼兒在老師的互動引導下，以遊

戲的方法從事各種大肌肉的運動，且多位研究者也認為提供幼兒適性的動作遊戲課

程，使幼兒的肢體動作更豐富，動作技能更協調，進而提升幼兒生理、情緒、社會上

的效益（黃永寬，2015；王姿惠譯，2007）。因此，教師如果引導得當，幼兒會體會出

運動遊戲的樂趣，良好的教學品質及教學目標就容易達成。 

二、運動遊戲對幼兒的重要性 

（一）運動遊戲能增進幼兒動作發展 

    幼兒期是動作發展非常快的時期，手、腿及全身性的協調技能如能適當學習和練

習，是未來動作發展及心理發展的重要基礎（杜光玉，2005）。且高麗芷（2019）也認

為在嬰幼兒時期多一些探索與觸摸經驗，才能獲得大量的刺激，使神經系統和骨骼正

常發展。張春興（2013）認為動作的發展是身體各部分器官的成熟及後天的學習，兩

者交互影響的。由以上可知，幼兒動作的發展除了生理因素外，必須靠操作、探索、

運動來達成。幼兒最喜歡遊戲，若只有遊戲而沒有身體的運動，難以滿足幼兒的需

求，進而影響個體動作技能的發展。因為運動對幼兒來說，是動作技能學習的最佳方

法，藉由運動遊戲來增進幼兒的穩定性技能、移動性技能、操作性技能（引自 Avery，

1994），而這些能力是幼兒一切行為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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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運動遊戲能促進幼兒大腦的整合，奠定學習能力的基礎 

    洪蘭（2011）指出運動有助於學生的學習，孩子最快的學習方法就是遊戲，研究

也同樣發現，運動可提供腦的供血量，有助於氧氣、葡萄糖和營養的供給並帶走有毒

物質，人在運動時會產生多巴胺、血清素、正腎上腺素，這些傳導物質可以提高腦的

警覺性、注意力，並產生正向情緒，使身心達到最佳的學習狀態。再者，幼兒時期是

大腦與肌肉連貫發育的關鍵期，幼兒在積極體驗新的身體動作技巧中，挑戰超越身體

動作能力，並運用多元智能來解決運動遊戲中面臨的各種問題，這些對激發大腦的發

展有絕對性影響（廖怡菁，2012；黃美瑤，2012）。由上述可知，透過不同的遊戲累積

經驗，能幫助幼兒分辨和歸納外在刺激，激發大腦神經元的連結，因此喜歡運動的幼

兒學習力會更好。 

（三）運動遊戲能增進幼兒身體健康 

    現代居住空間居住不足，生活型態改變，平日幼兒運動機會大幅減少。根據兒童

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的兒童運動現況調查報告顯示，臺灣兒童運動量不足且運動強度

不夠，報告指出僅有 15.5%的兒童每週運動 3 次以上，且七成的幼兒最常做的運動是

公園玩，屬於輕度運動（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2018），可見國內幼兒運動量及運

動強度明顯不夠。據 2009 年國家健康訪問調查發現，臺灣地區 2-6 歲的幼兒過重與肥

胖盛行率分別為 15.1%和 15.6%（國家衛生研究院，2009），且從健康促進統計年報

（2016）顯示，12 歲以下兒童，約 30%有肥胖問題（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2019），從上述數據明顯看出，幼兒肥胖率高，研究也指出兒童課後靜態活動大於二小

時，且父母安排家庭活動如以靜態活動為主，和幼兒肥胖明顯相關（林薇、林佑真、

楊小淇、周麗端，2014；黃秀玫，2008），肥胖將導致心血管疾病或兒童代謝症候群的

主要因子（謝天傑，2007；張曉亭、鍾曉雲，2002），恐對幼兒健康造成隱憂，此外，

增加身體活動及每日減少二小時靜態活動，被證實有效預防兒童肥胖（林薇等人，

2014；連心瑜、卓燕華、蔡佳玲，2014），如果幼兒養成規律的運動，將減少心血管疾

病及代謝異常毛病，使幼兒獲得身體健康。 

（四）運動遊戲能培養幼兒良好人際關係提升社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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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遊戲是幼兒很喜歡的活動之一，幼兒藉著和同伴合作，溝通協調，互相禮

讓、而融合在團體中，就如同黃永寬（2015）在運動遊戲效益中提出，運動遊戲必須

學習與同儕角色扮演、建立對人、事、物的友善社會互動、養成良好的品德與行為。

洪潔萍、李麗晶（2011）則認為身體活動遊戲課程，讓幼兒獲得足夠的身體活動、培

養自信、展現自我、樂意與人接觸，並且願意遵守遊戲中的規則，提升幼兒社交能

力。又在楊秋梅（2018）研究發現運動遊戲活動使得幼兒動作協調性變好，幼兒的同

理心的能力也增加，他們能站在別人的角度看事情，人際關係也變得更好。由以上論

述可得知，幼兒期的社會性發展是未來成年社會化的基礎，運動遊戲讓幼兒擁有良好

適應社會環境、發展幼兒合群性及社交能力，足以影響幼兒社會能力的發展。 

第三節 基本動作技能的意涵及發展 

一、基本動作技能的意涵 

   基本技能（movement skill）、基本動作技能（foundamental movement skill）、特殊動

作技能（special movement）等名詞，我們常混淆不清，因而誤用。事實上，一個動作

技能既不是基本動作技能，也不是特殊動作技能，它是一系列精確的動作表現，強調

的是動作的控制（許義雄譯，1997）。 

    基本動作技能是指一些有組織的基本動作，包涵兩個以上身體部位的動作所組合

的，基本動作技能可分為：穩定、移動性及操作性動作技能（許義雄譯，1997），分別

描述如下： 

（一）穩定性動作技能 

    穩定性動作技能使身體保持在垂直或水平方向的運動，且身體還能對抗重力，維

持平衡，它是移動性及操作性動作技能的基礎（許義雄譯，1997），包含：動態平衡、

靜態平衡、軸心運動。其中動態平衡為身體在空間移動時，維持控制身體姿勢的能

力，動作中的重心會不斷地改變（許義雄譯，1997），如：身體滾動、遊戲中的閃避；

靜態平衡為身體不動時，維持身體某種姿勢一段時間的能力（劉錞綺、劉嘉豪，

2014），如：單足站立、站在平衡木維持不動；軸心運動為把身體當作軸心作出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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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義雄譯，1997），如：伸展、扭轉、彎曲。 

（二）移動性動作技能 

    身體從一定點到另一個定點作水平或垂直的移動（劉錞綺、劉嘉豪，2014），如：

跑步、雙足跳、踏跳、滑步…等。 

（三）操作性動作技能 

    身體藉由用具所進行的操作動作，這些動作的執行包含接受物體或給予物體的力

量（許義雄譯，1997），如：投、接、踢、擊…等。 

二、幼兒基本動作技能的發展階段 

    有些教育學家都認為，只要幼兒身體達到成熟時，就能自動發展動作技能，因此

他們認為運動遊戲只要是好玩，可以抒發幼兒情緒或增進幼兒社會互動能力，這樣便

達到遊戲的目的。但動作發展專家 Gallahue 認為，動作發展不只靠著身體上的成熟，

更需要成人提供練習的機會及有效的引導，才能達到更熟練及精細的動作技能（許義

雄譯，1997）。幼兒在學前階段或低年級時期，是幼兒獲得基本動作技能最重要的時

期，且許多動作發展專家也證明，五歲以前的幼兒，會出現所有動作基本模式（楊金

寶，2017；許義雄譯，1997）。幼兒基本動作技能包含穩定性、移動性及操性作性動

作，而這些動作技能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許義雄譯，1997）說明如下： 

（一）初始期：一般初始期的年齡約二至三歲，是幼兒動作發展初期，他們動作雖不

協調，但開始出現可觀察有目的的動作，如：踢球、丟球、投球、跳的動作，

然而由於身體發展不夠成熟，使得作出誇張或不協調的的動作。 

（二）基礎期：大約在幼兒三到五歲階段，這階段的幼兒身體發展漸趨成熟，因此動

作較協調及能有效控制，且許多成人投球、接球、打擊等基本動作技能都停留

在此期，如透過不同的運動課程，可協助學前的幼兒動作技能從基礎期進展到

成熟期。 

（三）成熟期：大約在六至七歲的幼兒，這階段的幼兒會將動作加以整合，形成一連

串正確且有效率的動作，這時期的幼兒，動作進步快速，能夠跑得很快、跳得

更高、球丟得更遠，是基本動作成熟且精緻化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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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可知，二到七歲是奠定幼兒基本動作的時間，幼兒身體發展成熟後，若能

加上適當的引導及練習，便能滿足幼兒獨特的活動技巧，特別在基本動作能力方面。

幼兒利用肌肉神經系統、時間及空間的感覺系統發展漸漸成熟，加上模仿練習的機

會，使得幼兒能夠自在的協調身體各種不同部位進而完成活動。  

第四節 運動遊戲的課程設計理念和特色 

    黃永寬（2015）指出運動遊戲應結合運動、遊戲，並引導幼兒身體動作來達到教

育目的，且透過運動遊戲可以讓幼兒動作技能、人際互動、身體健康、認知能力得到

均衡發展。在教育部（2017）所頒布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的「身體動作與健康」

領域也提及幼兒動作的發展是需要適當的活動指導，培養幼兒活動技巧，滿足幼兒生

活自理發展任務，也特別強調在身體協調能力方面，幼兒擁有良好的身體協調能力，

學習模仿能力就會好，且能增進幼兒學習力。因此，良好動作發展對幼兒非常重要，

想讓幼兒有良好的基本動作技巧必須透過運動遊戲來達成。 

一、運動遊戲活動設計的原則 

（一）以幼兒為本，了解幼兒動作能力 

    幼兒的發展常受到遺傳及環境因素有不同的發展，因而每位幼兒的身體發展都不

同，有的幼兒手部動作協調能力好，有的腳部動作平衡能力佳。因此設計課程宜先掌

握基本原則，再依照全班幼兒情況做調整，避免造成落差或幼兒適應不良（曾沈連

魁，2013；王宗騰，2012）。 

（二）課程有目標性 

    教學目標是教師預期學生在教學情境參與教學活動後，學生可以學會教學內容。

運動遊戲活動是有目的、有目標性，有計劃性的，不是漫無目的的追、跑、丟的遊

戲，因而需要被教師引導，所設計的課程還要能滿足幼兒的興趣、成就感、自信心及

增進基本動作的技巧與方法（黃永寬，2009）。 

（三）教材多元有趣 

    老師應了解哪些課程最能引起幼兒興趣？並根據幼兒的能力與有限環境條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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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計劃、有目標設計多元的課程內容。教師的思維要敏銳，反應靈敏，如在教學活動

中，教師或幼兒發現遊戲器材有新的玩法，教師可以隨時加入新玩法；若原先規劃好

的課程，發現錯估學生的能力，學生產生困難無法操作，可以轉換其它遊戲方式（黃

永寬，2009；曾沈連魁，2013）。 

（四）依照幼兒動作發展順序 

    幼兒動作發展具有一定的方向與歷程，如：從頭到腳、從中心到邊緣、從粗略到

精準（王佩玲，2016；蘇建文等人，2014）。幼兒基本動作技能包含穩定性、移動性及

操性作性動作，這些動作技能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包含：初始期、基礎期、成熟期

（許義雄譯，1997），其中學齡前幼兒分別在初始期及基礎期這兩階段，由幼兒動作發

展順序來看，運動遊戲活動應從移動性動作技能開始進行。 

（五）重視安全性 

    教師設計活動必須事先做好保護動作及措施，在運動遊戲活動中適度讓幼兒了解

什麼是危險，然而也不能夠怕幼兒發生危險，而不讓幼兒追逐、跑跳、爬高等動作，

其實如做難度較高的動作時，應做更多的防護措施，如：增加空間避免追撞、爬高或

跳躍的動作可增加海綿墊（黃永寬，2009；曾沈連魁，2013）。 

二、運動遊戲活動教學流程 

    運動遊戲教學的教學流程和一般課程教學活動的流程部分相同，不過因為教學對

象是學齡前幼兒，所以需要針對幼兒的不同需求加以考量，研究者閱讀相關文獻的概

念後，可依下列流程進行： 

（一）設定目標 

    所有教學都需設定教學目標，如：目標是要提升幼兒移動性動作技能中跑的動作

姿勢、跳的協調能力，就需要在教學過程中設計跑步、跳躍的動作。然而如果在教學

過程中，幼兒因本身創造力的需求或活動因素，使原來的目標有所改變，這在運動遊

戲教學是可被接受的（黃永寬，2009）。 

（二）引起動機 

    動機是引發幼兒學習的內在狀態，雖然動機很難覺察到，但會因學習者覺得有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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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促使自己達成目標而獲得滿足，因此我們可以知道，教學必須有動機才能引發幼

兒的學習的動力（黃永寬，2009）。 

    幼兒年紀還小，教學者在規劃課程時，可以使用生動活潑的故事引起動機，增加

幼兒的想像力與創造力，並提供一些問題，培養幼兒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除了用

故事引起動機外，還有可以運用器材來吸引幼兒學習動機，由於器材可以直接讓幼兒

觸摸，滿足幼兒的好奇心，且運動遊戲活動的內容變化無窮，可以用不同器材來組

合，使幼兒產生學習動機（張鳳菊，2015）。 

（三）暖身活動 

    暖身活動是一切活動的準備，因熱身活動可以使身體的關節潤滑、促進循環，讓

身體適應未來活動的準備，以減少運動傷害，對幼兒而言，由於幼兒的身體發育尚未

完備，所以暖身活動對幼兒相對的重要。暖身活動的方式很多，只要以幼兒為主體，

能讓幼兒展現活潑、開心的一面，簡單易學的就可以（黃永寬，2009）。 

    暖身活動可以利用象形運動，所謂的象形運動是指幼兒模仿動物、交通工具等，

發揮想像，自由自在去展現肢體動作，且這些動作都是容易模仿的。常見的暖身活動

如：雙腳蹲低，雙手曲肘側平舉，手掌呈剪刀狀，模仿螃蟹走路；雙手舉起在耳多

旁，雙腳跳躍，模仿小白兔跳躍動作；雙手平舉，快速往前跑，模仿飛機飛行的動作

（黃永寬，2009）。 

    暖身活動也可以藉由簡單律動來活動自己的身體，將簡單的音樂搭配律動，經教

學者的示範，幼兒模仿肢體動作，達到暖身的效果，一方面提升幼兒的節奏感及協調

性，另一方面讓教學活動氣氛提高（張鳳菊，2015）。 

（四）主要活動 

    主要活動就是主要課程，課程教學需要漸進式，由簡單到困難，這種安排課程，

讓幼兒容易學習，另外可以讓課程充滿變化，讓學習者感到有興趣（黃永寬，2009）。

因此，在主要活動可包含主題遊戲、變化遊戲。 

    主題遊戲是以幼兒較易達成的遊戲為主，教師先示範動作，讓幼兒學習自己完成

動作，在這個時期，教師是一位安全的維護者，必須隨時注意幼兒的安全及突發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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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老師如果發現有幼兒未參與活動，可以從旁鼓勵幼兒參與活動（黃永寬，2009）。 

    然而，變化遊戲是利用主題遊戲來做變化，也就是主題遊戲是基礎的遊戲，而變

化遊戲是技巧的變化，如：騎腳踏車遊戲，主題遊戲提供騎直線，而變化遊戲騎曲

線；變化遊戲也可以運用角色扮演的技巧，在主題遊戲中扮演漁夫，在變化遊戲可以

改變扮演魚，讓幼兒體會變化的樂趣；主題遊戲提供個人完成的遊戲，在變化遊戲則

可提供幼兒與幼兒同儕互動的機會，培養幼兒互助合作的精神（張鳳菊，2015）。 

（五）整理活動 

    在運動遊戲活動後，緩和幼兒身體及心情是重要的，包含伸展操與課程回顧，但

為了讓幼兒在歡樂高潮快樂留下印象來結束課程，所以伸展操並不需要每次課程結束

後都施行。因此，課程結束後，可以集合幼兒將當天的課程做簡單的回顧，並給予幼

兒鼓勵，且將收拾器材納入整理活動中，讓幼兒參與收拾器材與整理環境（張鳳菊，

2015）。 

 

第五節 運動遊戲對幼兒動作技能之相關研究 

 近年國內也有許多研究以運動遊戲課程介入是否幼兒對幼兒動作技能有影響的相關研

究。 

（一） 以行動研究法進行的研究 

表 2-1 以行動研究方式的運動遊戲課程   

研究者 
年份 

對象與介入方

式 
研究工具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蘇佳慧

（2019） 
全班 4-6 歲幼

兒，共 30
位。描述運動

主題課程後提

升幼兒體適能

之行動歷程與

分析。 

採用台北市

教育局「幼

兒健康體適

能檢測」 

行動研究 
質與量並

重 

1. 主題課程教學方案發

現幼童體適能有明顯

進步。 
2. 體能遊戲主題課程實

施之後，研究對象在

平衡感 、瞬間爆發

力、肌耐力、柔 
軟度四個項目皆有顯

著的效果（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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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張依婷 
（2019） 

五歲幼兒共 6
名，每次 60
分鐘，每週 2
次，為期八

週，共 15 次

的課後運動遊

戲課程 

搜集幼兒的

睡眠作息紀

錄、幼兒健

康體適能檢

測運動能力

前、後測、

錄音與訪談 

行動研究 
質與量並

重 

1. 在實施運動遊戲課程

的八週內，幼兒的睡

眠作息並沒有顯著改

變。 
2. 實施 15 次運動遊戲

課程後，幼兒在仰臥

起坐與 25 公尺跑步

的能力有明顯進步；

但在坐姿體前彎、閉

眼單足立、立定跳遠

的改變沒有明顯進

步。 
3. 在運動遊戲課程設計

方面，提升了設計系

列性運動遊戲課程的

能力，觀察幼兒能力

與興趣，調整運動遊

戲內容，並充分運用

現有設備與設施來設

計運動遊戲課程。 
朱翠涓 
（2016） 

實驗組大班

20 名幼兒。

每次 40 分鐘

到一小時，13
週共 28 次運

動主題課程。 

幼兒體適能

量表 
行動研究 
準時驗研

究 
質與量並

重 

1. 實驗組在參與本課程

後，整體而言幼兒的

運動能力有明顯的進

步。 
2. 大班幼兒在六項測驗

項目上均達到「有」

顯著的差異，而只有

一項，即爆發力測驗

項目上「無」顯著的

差異。 
3. 實驗組明顯優於對照

組，皆達到顯著水準

（ p＜.0 5）。 
孫淑華 
（2007） 

中班 25 名幼

兒。每次 60
分鐘，六週

12 次遊戲課

TGMD-2 操

作性動作技

能 

行動研究 
質與量並

重 

1. 遊戲課程後，操作性

動作有明顯進步。 
2. 遊戲課程後，男女幼

兒操作性動作技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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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表現並無差異。 
3. 遊戲介入課程有助於

增進幼兒操作性動作

技能且對於遊戲更感

興趣，而對教師之專

業成長方面也有很大

的助益。 

     

    研究者所蒐集近年來運動遊戲相關文獻中，若以行動研究的方法做研究的，大部

分研究設計都是質量並重，在運動遊戲課程結束後，大部分研究者都以幼兒健康體適

能做為課程檢測，檢測項目有爆發性、平衡感、柔軟度、肌耐力、速度、敏捷性，檢

測結果均顯示實施完運動遊戲課程後，幼兒的體適能均有明顯進步，再加上從教師觀

察記錄、教師教學省思、幼兒學習單、訪談家長等資料可看出，大部分的課程在開始

時是由教師規劃的，等到教學過程中引發幼兒的興趣後，課程就轉向由幼兒規劃及討

論，並在遇到困難時尋找解決方法，教師也從研究過程中觀察到幼兒的興趣，並運用

現有的設施及設備，提升教師設計課程的能力。 

（二） 以量化研究方法進行的研究 

表 2-2 以量化方式研究的運動遊戲課程   

研究者 
年份 

對象與介入方

式 
研究工具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侯曉娟

（2018） 
大班 39 位幼

兒隨機分組，

分為運動遊戲

課程、戶外遊

戲場自由遊戲

及室內肢體律

動三組。每週

四次，每次

30 分鐘，共

實施六週運動

遊戲課程。 

兒童前粗大

動作品質量

表 

準實驗研

究 
1. 運動遊戲課程對於學

齡前兒童的移動性、

穩定性及粗大動作技

能方面有改善之可能 
2. 實施運動遊戲課程是

可提昇學齡前兒童的

操作性動作技能。 

楊育安 
（2016） 

中大班幼兒。

實驗組幼兒

Movement 
ABC 4-6 歲

準實驗研

究 
1.發現整體動作能力、

手部操作靈活度、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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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名，對照

組幼兒 25
名。每週二次

運動遊戲課

程，每次 30
分鐘，共實施

八週。 

的動作能力

測驗 
動態平衡能力皆達有明

顯進步。 
2..僅在球類技巧中沒有

明顯進步。 

鄭月娥

（2015） 
4 歲半至 6
歲，男、女生 
各 28 人，共

計 56 人，每

日 30 分鐘大

肌肉活動課

程，共六週，

30 堂。 

粗大動作品

質量表評量 
準實驗研

究 
大肌肉活動課程，讓幼

兒覺得課程新鮮有趣，

願意交替練習，嘗試探

索各種動作，且有助提

升幼兒的穩定性、移動

性、操作性動作發展。 

符春萍

（2013） 
中班幼兒，實

驗組 30 位，

對照組 29
位，實驗組接

受 10 週跳房

子運動遊戲教

學 

自編平衡性

動作技能測

驗 

採準實驗

研究 
1. 幼兒接受跳房子運動

遊戲教學後，靜、動

態平衡能力後測成績

均優於前測成績。 
2. 靜、動態平衡能力後

測成績均優於對照

組。 
3. 跳房子運動遊戲教學

課程提升幼兒靜態及

動態平衡能力。 
張傑雄

（2012） 
四歲幼兒，實

驗組 28 位，

控制組 25
位，每週二

次，每次 40
分鐘，共實施

八週運動遊戲

課程。 

自編之穩定

性動作技能

測驗 

準實驗研

究 
實施運動遊戲課程確實

能增進幼兒穩定性動作

之發展。 

陳若蘭 
（2010） 

中大班，實驗

組 29 人，對

照組 28 人，

每次約 40 分

鐘，進行六週

TGMD-2 操

作性動作測

驗 

採準實驗

研究 
1. 實施體能遊戲課程

後，幼兒操作性動作發

展的能力明顯進步。 
2、不同性別幼兒在實施

體能遊戲課程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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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次的體能

遊戲課程 
性動作發展能力的效果

沒有明顯差異。 
3、不同年齡層幼兒在實

施體能遊戲課程後，操

作性動作發展能力的效

果沒有明顯差異。 
Yang, S. 
C., Lin, 
S. J., 
Chang, 
H. Y., & 
Chien, I. 
T. (2020). 

4-5 歲幼兒 20
名，5-6 歲幼

兒 20 名。共

40 名幼兒作

TGMD-2 及

BOT-2 二個

動作技能測驗 

TGMD-2 
和 BOT-2
動作技能測

驗 

TGMD-2
及 BOT-2
二個動作

技能測驗 

在 TGMD-2 的測驗，踏

併步跳中，4-5 歲 
幼兒缺乏協調的步伐。

有超過 85% 兒童無法

將身體重心轉移到前

腳；4-5 歲約 70% 的人

無法用指腹運球，且

65% 的人無法雙腳不移

動並維持連續四次運

球。 
在 BOT-2 的測驗，所有

孩子都難以模仿五角星

和交替運球。4-5 歲幼兒

約有 95% 無法做跪姿

伏地挺身；4-5 歲幼兒約

有 42% 無法做仰臥起

坐。 
Lin, S. J., 
& Yang, 
S. C. 
(2020) 

台灣 1,029 
名三至七歲學

齡前兒童基本

動作技能發展

常模 

TGMD-2 測

驗 
TGMD-2
測驗 

基本動作技能隨著年齡

的增長而增加，在整體

基本動作技能的百分位

五十時，八個年齡組的

平均得分，男孩在七個

年齡組中的表現優於女

孩。 
Yang, S. 
C., Lin, 
S. J., & 
Hsu, L. 
C. (2016) 

公立幼兒園兩

班幼兒為對

象，實驗組班

九位男生和十

二位女生；對

照組班為 11
位男生和八位

女生。 

TGMD-2 測

驗 
準實驗設

計 
1. 實驗組的移動性技能

表現優於對照組。對

於物體操控技能而

言，後測顯示兩組之

間沒有顯著差異。 
2. 實驗組在跑步、踏併

步跳、跨跳和立定跳

遠方面的表現優於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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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組。 
3. 實驗組在跑步、踏併

步跳、跨跳、立定跳

遠、運球、過肩丟球

和低手滾球方面的前

後測達顯著差異，表

示這七項技能中的每

一項都有所提高。 
4. 對照組僅有橫向滑步

的前測和後測存在顯

著差異；即使他們沒

有參加融入主題動作

教學活動，他們的橫

向滑步能力也有所提

高。  
5. 實驗組在移動性技能

和物體操控技能的後

測中表現更好。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綜合研究者所統整近年有關運動遊戲課程的相關文獻中可以看出，大部分都是以

量化的方式做研究，幼兒年齡以中、大班做為研究對象居多，運動遊戲課程介於六週

到十二週、每週二到四次教學、每次教學以三十到六十分鐘為準。以不同的標準化測

驗工具去施測或是研究者自編工具去施測，研究結果發現，基本動作技能隨著年齡的

增長而增加，且經過有計劃、有目標的設計運動遊戲課程，對幼兒的穩定性動作技

能、移動性動作技能都有明顯提升，但對於操作性動作技能而言，有些研究發現，不

同年齡層幼兒在實施運動遊戲課程後，幼兒的操作性動作發展能力並沒有明顯提升。

由此可知，設計運動遊戲課程，對於增進幼兒的穩定性動作技能、移動性動作技能是

有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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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實施 

蔡清田（2013）認為行動研究是強調工作者在實際工作情境中遇到問題，研擬解

決問題、改善問題所進行的研究，此研究是具邏輯性的，包含「行動」與「研究」持

續不斷互動循環。在教育領域中，行動研究意旨教師在教學情境中，發現教學現場所

產生的問題，教師是研究者，蒐集資料、反省、探究、批判其所關注的問題，來改善

教育問題，進而促進自我反省與自我的專業成長的一種研究（吳明隆，2002；林素

卿，2012）。 

研究者在研究所修習幼兒動作教育課程，了解到幼兒的基本動作隨年齡增長而發

展，當幼兒年紀漸長，會獲得不同的動作技能，課堂中同時學到 TGMD-2 的測驗工

具，研究者利用此測驗工具來評估班上幼兒的粗大動作，從測驗工具數據及研究者平

日觀察發現，發現班上幼兒的動作能力比往年的幼兒差，發現教學現場上有此問題，

研究者想擬訂策略與執行方案，並透過教學反省，回饋修正的循環歷程來改善教學歷

程，增進幼兒移動性動作技能，因此選擇行動研究法。旨在透過運動遊戲設計與實施

情況，探討混齡班幼兒移動性動作技能的表現與施行歷程。 

本章共分六節：第一節為研究場域，簡介幼兒園的概況及戶外活動空間；第二節

為研究參與者，描述研究對象、研究者及協同研究者在本研究中所擔任的工作；第三

節為研究步驟；第四節為運動遊戲活動設計，說明教學活動內容；第五節為資料收集

與分析，說明蒐集資料的重點與分析資料的過程。 

第一節 研究場域 

   本研究場域為台中市某國小附設幼兒園，學校教育理念開放、民主、以學生為中

心、尊重幼兒的個別差異，全校幼兒園共有兩個班級，皆為混齡班。 

    幼兒園屬於國小附設幼兒園，學校空間有二間幼兒園教室、一間幼兒園辦公室、

一間儲藏室。其適合幼兒活動的空間除了教室外，還有和小學共用的大操場、空曠草

地、戶外遊戲場、籃球場及風雨操場(含有遮雨棚)，因此學校的環境適合幼兒進行運動

遊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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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場域的班級室內平面圖 

 

圖 3-2 研究場域的戶外活動空間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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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參與者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台中市某國小附設幼兒園的美麗班，班級幼兒的年齡為四歲至六歲，共

26 位幼兒，其中 4 歲幼兒有 10 位，5 歲幼兒有 10 位，6 歲幼兒有 6 位，男童有 12

位，女童有 14 位。班級為混齡班且融入三位特殊學生，由於研究倫理及特殊生的受教

權，整個研究過程中，特殊學生全程參與運動遊戲活動，也參與施測，為考量研究結

果數據的客觀性，三位特殊學生在施測計分上予以排除（研究結果僅排除前後測分

析），因此施測計分為四歲至 5 歲幼兒有 8 位，五歲至六歲幼兒有 15 位，共 23 位幼

兒。 

     

二、研究者 

    研究者進修完幼教學程並實習，取得幼教師資格後，從事幼教工作已經有 14 年。

任教期間，不斷得充實自己，參加過許多研習及幾場研討會，有感這幾年幼教的變化

很大，所以到南華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進修，希望能夠再精進提升自己。 

    研究所進修期間，不只學習到許多不一樣的幼教相關知識，並且也啟發我在教學

上更細微的反思能力，在修過幼兒動作教育的課程中，了解到幼兒的基本動作隨年齡

增長而發展，當幼兒年紀漸長，會獲得不同的動作技能，課堂中同時學到 TGMD-2 的

測驗工具，研究者利用此測驗工具來評估班上幼兒的粗大動作，從研究者平日觀察發

現，這幾年幼兒的基本動作能力比往年的幼兒差，例如：帶幼兒跑操場，時常有學生

跑到一半，協調不好自己跌倒；或幼兒盛完餐點後，端回座位的半路上時常打翻，諸

如此類的情況比以往常發生。這很有可能是大環境的改變，也可能是教養的問題，研

究者是一位專業的幼教師，當發現此問題時，想要探究原因，並想藉著每日三十分鐘

有上出汗性大肌肉運動時間，設計運動遊戲的相關活動，來探討是否能對幼兒移動性

動作能力有影響。 

三、協同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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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教師共有二位，班上是以主題教學為主，並與同儕教師進行協同教學。同儕

教師畢業於國立某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持有合格教師證書，在台北市某國小附設幼兒

園擔任教保員 1 年，108 學年度考上臺中市幼兒園正式教師，教學年資共 3 年，具有專

業幼教知識，喜歡幼兒律動及唱遊，對幼兒有耐心、愛心，教學上營造出健康及安全

的學習環境，對於幼兒運動遊戲也很有興趣。 

    研究者與協同教師相處和諧，兩人皆重視幼兒的健康生活，尤其對幼兒運動遊戲

更是相當重視。協同教師亦認為幼兒在遊戲中學習與探索，如在一般遊戲中加入大肌

肉運動，相信對幼兒的動作技能一定會有所影響，且協同教師認可本研究，自願成為

協同研究者，在運動遊戲過程中，觀察幼兒參與活動的情形，並負責拍照、錄影、在

幼兒發生突發狀況予以協助處理，在參與教學結束後一起進行分享、討論、與反思檢

討活動內容。 

第三節 研究步驟 

一、發現與訂定研究問題 

    研究者本身為幼兒園教師，平日與協同教師觀察幼兒，發現班上學生，獨生子女

比率偏高，家人又過度保護，讓幼兒失去探索的機會，間接影響了幼兒動作的發展，

加上近年來，資訊科技的發達，班上幼兒普遍使用電子產品，使得幼兒戶外遊戲時間

縮短，雙腿活動量減少，導致幼兒肌力不足，因此，跑步易跌倒、動作協調性沒有往

年教過的學生好。 

    再者，班上的作息表裡，每天都實施三十分鐘以上出汗性大肌肉運動，大都採幼

兒自由活動方式進行。例如:跑操場、大型戶外遊戲場遊戲、幼兒追逐遊戲。研究者認

為，利用每天三十分鐘以上出汗性大肌肉運動時間，是否適合運用不同器材，且規劃

合宜的運動遊戲活動於混齡班中？運動遊戲活動在混齡班實施，會遭遇哪些困境與解

決策略？分析幼兒在運動遊戲活動中移動性動作技能的表現為何？教師在進行混齡班

運動遊戲活動教學時，會獲得哪些收穫？這些是研究者想探究的。 

二、蒐集研究前幼兒的移動性動作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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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進行本研究前，研究者利用 TGMD-2 的前測來了解班上幼兒移動性動作技能的

表現狀況，拍照及錄影方式，觀察幼兒戶外遊戲時移動性動作的表現，且於上課時和

幼兒討論，他們平常放假都從事哪些活動？  

三、研讀相關文獻 

首先，先搜尋運動遊戲與幼兒基本動作技巧的相關文獻，在研讀文獻後發現許多

研究都證明運動或遊戲對幼兒的基本動作會有影響，這讓研究者更具信心研究此議

題；再來，搜尋合宜的運動遊戲活動有哪些？教學技巧及注意事項。最後，整理文

獻，將蒐集來的理論與實務結合，設計課程於此行動研究中。 

四、粗大動作發展測驗（Test of Gross Motor Development , 2nd ed., TGMD-2）前測 

本研究粗大動作發展測驗是指 Ulrich 於 2000 重新修訂的 TGMD-2 中的移動性技

能測驗，適用於三歲到十歲 11 個月的幼兒。移動性技能有跑步、踏併步跳、單足跳、

跨跳、立定跳遠、橫向滑步，共六項測驗 

（一）計分方式：每一項測驗又細分三到五個動作表現平分標準，每個動作達到標準

則給一分，未達到標準給 0 分；每一項動作測驗做兩次，將兩次動作測驗分數加總起

來為此動作分數。 

（二）測驗流程 

   1.說明：做每一項測驗前，研究者會向研究對象說明測驗流程，並親自示範測驗 

            的項目，確認研究對象都知道測驗方式後再做施測。 

   2.施測步驟 

    （1）依年齡大小排序，在施測區排隊等候準備施測。 

    （2）每項測驗的動作，老師都親自示範。 

    （3）每項測驗動作請研究對象先練習一次，來確認研究對象是否了解如何做出 

          的標準動作。 

    （4）開始測驗時，每項測驗請研究對象先做一次後，再重複做第二次測驗，完 

          成後換下一位研究對象。 

（三）測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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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使用 TGMD-2 的移動性技能測驗，為了增進平分者信度，所以測驗項目全

由研究者評分，測驗過程皆錄影留存，以便日後重新檢驗研究對象的成績。 

   1.跑步 

 （1）場地器材：校園內風雨操場、兩個三角錐。 

 （2）測驗方法：在 10 公尺距離兩處各放一個三角錐，當施測者喊「預備，開 

                 始」，受測幼兒即從第一個三角錐跑到第二個三角錐。重複第 

                 二次測驗，即從第二個三角錐跑回第一個三角錐。 

 （3）提示語：當研究者喊「預備，開始」，受測幼兒即開始跑步。 

 （4）表現準則：觀察受測者「跑步」時，各項動作是否符合以下表現準則， 

     A. 跑步時手肘要彎曲，手臂擺動和腿部相對。 

     B. .雙腳同時離開地面短暫的時間。 

     C. 以足跟或腳趾著地(非腳掌著地)。 

     D. 腿部彎曲要低於 90 度(如:接近屁股)。 

   2.踏併步跳 

     （1）場地器材：校園內風雨操場、兩個三角錐。 

     （2）測驗方法：在 7 公尺距離兩處各放一個三角錐，當施測者喊「預備，開 

                    始」，受測幼兒即從第一個三角錐以騎馬步方式踏併步跳到第二 

                    個三角錐。重複第二次測驗，即從第二個三角錐踏併步跳回第 

                    一個三角錐。 

     （3）提示語：當研究者喊「預備，開始」，受測幼兒即開始往前踏併步跳。 

     （4）表現準則：觀察受測者「踏併步跳」時，各項動作是否符合以下表現準 

                    則， 

          A. 起跳時，手臂彎曲並舉起到腰間。 

          B. 前腳踏出時，後腳能緊跟著前腳。 

          C. 雙腳同時離開地面短暫的時間。 

          D. 保持有節奏性且連續不斷的四個踏併步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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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單足跳 

     （1）場地器材：校園內風雨操場、一個三角錐。 

     （2）測驗方法：在 3 公尺距離兩處各放一個三角錐，當施測者喊「預備，開 

                    始」，受測幼兒即從三角錐以慣用腳往前跳三下，再用非慣用腳 

                    往前跳三下。第二次測驗即重複第一次測驗。 

     （3）提示語：當研究者喊「預備，開始」，受測幼兒即開始往前單腳跳。 

     （4）表現準則：觀察受測者「單腳跳」時，各項動作是否符合以下表現準則， 

          A. 非支撐的腳擺動以產生力量。 

          B. 非支撐的腳維持在身體後面。 

          C. 手臂彎曲並向前擺動產生力量。 

          D. 慣用腳要跳離地面及著地連續三次。 

          E. 非慣用腳要跳離地面及著地連續三次。 

   4.跨跳 

     （1）場地器材：校園內風雨操場、一個壘包、一個膠帶 

     （2）測驗方法：將壘包放在地上，在距離壘包六公尺處，貼上膠帶，受測幼兒 

                    站在膠帶上，以跑步方式跨過沙包。第二次測驗即重複第一次 

                    測驗。 

     （3）提示語：當研究者喊「預備，開始」，受測幼兒即開始往前跑步做跨跳動 

                  作。 

     （4）表現準則：觀察受測者「跨跳」時，各項動作是否符合以下表現準則， 

          A. 起跳腳和著地腳不同。 

          B. 短暫雙腳同時離開地面的時間多於跑。 

          C. 往前伸的手臂和前腳相對應。 

   5.立定跳遠 

     （1）場地器材：校園內風雨操場、一個膠帶 

     （2）測驗方法：以 60 公分、寬 5 公分在地上貼一條起跳線，受測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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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起跳線上，膝蓋彎曲擺手腳往前跳。第二次測驗即重複第 

                    一次測驗。 

     （3）提示語：當研究者喊「預備，開始」，受測幼兒做膝蓋彎曲擺手腳往前跳。 

     （4）表現準則：觀察受測者「立定跳遠」時，各項動作是否符合以下表現準 

                    則， 

          A. 準備動作包括膝蓋彎曲，雙臂伸展於身體後面。 

          B. 手臂有力的向前伸展，並向上延伸到頭上方。 

          C. 雙腳同時起跳離開地面和著地。 

          D. 落地時，手臂用力向下。 

  6.橫向滑步 

    （1）場地器材：校園內風雨操場、二個三角錐、一條直線。 

    （2）測驗方法：放置兩個三角錐在 7 公尺線的兩端，受測幼兒以「橫向滑步」 

                   方式從起點到另一終點，再回到起點。重複做兩次測驗。 

    （3）提示語：當研究者喊「預備，開始」，受測幼兒做橫向滑步動作。 

    （4）表現準則：觀察受測者「橫向滑步」時，各項動作是否符合以下表現準 

                    則， 

         A. 身體移動橫向滑走時，肩膀與地板線對齊。 

         B. 前腳滑步定位後，後腳跟著前腳軌跡滑行，重複上述動作。 

         C. 至少四個連續向右滑步的動作。 

         D. 至少四個連續向左滑步的動作。 

（四）測驗時間：本研究前測時間為 110 年 2 月 23 日至 2 月 25 日 

五、設計教學活動流程 

本研究在探討幼兒每日於出汗性大肌肉運動時間，規劃合宜的運動遊戲活動，對

幼兒身體動作的表現為何？因此本研究課程的活動時間訂於每週一、二、三上午 9 點

30 分到 10 點 10 分。 

    合宜的運動遊戲教學應是有目標、有計劃、有系統的教學活動過程與實踐，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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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宜有變化、循序漸進，以遊戲為方法，達到運動的目的（黃永寬，2009），因此，教

學過程將包含以下歷程：  

 

 

 

 

 

 

 

 

 

 

 

 

                        

圖 3-3 教學流程圖 

六、進行運動遊戲活動 

    此運動遊戲活動施行的時間為 2021 年 3 月 2 日至 2021 年 3 月 24 日，為期四

週。研究者參考（黃永寬，1999；尚憶薇，2007）所建議的運動遊戲教學策略來自編

課程，利用觀察記錄、教學活動照片、教學省思來發現課程實施過程中，探討各年齡

層幼兒移動性動作的表現，及課程進行中所遭遇的困難及有效解決的方式，並與協同

教師進行專業對話，反省此階段課程中缺失，做為教學成長改進的方向。 

七、粗大動作發展測驗（TGMD-2）後測 

   粗大動作發展測驗後測時間為 110 年 3 月 29 日至 110 年 4 月 2 日 

八、粗大動作發展測驗（TGMD-2）再測 

   粗大動作發展測驗後測時間為 110 年 4 月 19 日至 110 年 4 月 23 日 

設定目標 

暖身活動 

引起動機 

主要活動 

整理活動 

1.故事引導 

2.器材引導 

1.象形運動 

2.唱遊活動 

1.主題活動 

2.變化遊戲 

1.課程整理 

2.課程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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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資料收集與分析 

    本研究之資料處理採用質性及量化的分析方式，說明如下： 

（一）幼兒粗大動作分析 

   研究者利用粗動作發展測驗第二版（TGMD-2）評量表進行前測、後測及再測，將

施測的結果做前測、後測及再測各項動作細項分析比較。 

（二）利用拍照、錄影、教師教學觀察記錄、教師教學省思及協同研究者專業對話進

行分析 

    研究者利用拍照、攝影做觀察記錄，以分析幼兒運動遊戲活動前後在移動性動作

的差異性。研究者和協同研究者的觀察記錄、幼兒的學習成果、老師的教學省思收集

的資料，來探討研究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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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行動研究流程圖 

 

 

 

 

 

 

一、發現教學問題與訂定

研究問題 

研讀相關文獻，評估

可能限制及確定解決

能力 

二、規劃行動研究方案策

略、步驟、方法 

三、尋找合作，諮詢可行方案 

四、行動方案執行，並蒐集資

料、證據。如：粗大動作發展測

驗、教師教學省思、幼兒觀察紀

錄、幼兒作品…..等 

五、評鑑方案，回饋、反

省、修正、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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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運動遊戲活動設計 

    研究者運用多元方式設計運動遊戲教學，研讀相關文獻，並參酌幼兒園教保活動

課程大綱（教育部，2017）所指出，不同年齡有不同的動作發展階段，幼兒需知道自

己身體的可能性，並能夠靈活運用及控制身體動作，且能夠操作各種活動器材的能

力。據王宗騰（2013）學者指出運動技能的學習是從基本的動作開始，在熟悉基本動

作後，才能串聯多種的運動技巧。因此本研究的運動遊戲教學，將以循序漸進，由簡

單到複雜，從移動性動作技能開始，漸進到操作性動作技巧。且研究者的任教班級是

二個年齡層的混齡班，課程活動也重視不同年齡層身體發展上的個別差異，設計 12 次

合適的運動遊戲活動，此運動遊戲活動經過三位專家檢視，其專家效度名單如表 3-1， 

詳細的運動遊戲活動如附錄三至附錄十二。將列舉一次運動遊戲活動如範例 3-2。 

 

表 3-1 專家效度名單 

專家名單  工作單位與職稱 

林 o 蓉  南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張 o 銘  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教授 

楊 o 朱 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教授 

                                                       註：依姓氏筆畫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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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運動遊戲活動「加油向前跑」 

 

活動名稱 加油向前跑 
教學日期 3 月 2 日 學生年齡 4-6 歲 
新課綱領域目標 教學資源 
身-中 1-1-1 覺察身體穩定性及移動性動作表 
           現上的協調性 
身-中-1-2-1 覺察各種用具安全的操作技能 

三角錐、輪胎 

活動內容 時間 評量重點 
一、引起動機 

教師利用肢體動作引起學生動機。 
二、暖身活動 

唱跳「小不點」歌曲暖身 
 

三、發展活動 
團討： 
     老師剛剛做的運動，是哪種運 
     動？ 
 
運動遊戲： 

1、請幼兒示範跑步動作技 
巧？ 

2、將幼兒分成四組，請幼 
兒延著地上的線跑一圈（約

100 公尺）。 
3、25 公尺長，放置長度二個直徑約 40 公

分的輪胎，請全班幼兒依序繞著輪胎

呈 S 型路線跑步。 
四、綜合活動 

收拾器材，回顧課程 

1 分鐘 
 
 
2 分鐘 
 
 
35 分鐘 
 
 
 
 
 
 
 
 
 
 
 
 
 
2 分鐘 

 
 
 
 
 
 
 
 
 
 
 
增進幼兒跑步的動作技

巧。 
培養幼兒空間感，變化

不同路徑讓幼兒向前跑 
 
 
 
 
 
 

 

起

點 
輪胎 

25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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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收集與分析 

    本研究主要採用行動研究，目的在研究四十分鐘以上出汗性大肌肉運動時間，設

計運動遊戲活甕，其教學內容的適合性、教學困境與解決策略、教師省思與專業成長

以及幼兒在移動性動作的表現。以質性敘述的方式輔以量化資料的蒐集，為求研究更

具信度與效度，在進行幼兒運動遊戲教學前、後，研究者試圖使用多元方式蒐集資

料，以求客觀性及正確性。 

一、量化資料分析 

    研究者用粗動作發展測驗（Test of Gross Motor Development , 2nd ed., TGMD-2），

於運動遊戲實施前與實施後進行施測。每項動作技能都包含數個表現準則，分別計算

每位幼兒的動作表現分數，再用百分比去分析全班幼兒在各項動作技能中，數個表現

準則的改變情形。例如：移動性動作技能項目中的「跑」，包含四個表現準則，以百分

比分析全班幼兒在四個表現準則中，動作表現的改變情形。 

二、運動遊戲活動教學資料分析 

（一）教學週誌省思 

    每次運動遊戲活動結束後，研究者會將教學的過程記錄在教學週誌中，包含運動 

遊戲活動內容、課程的引導實施過程、課程中幼兒身體動作的表現與課程實施時所遇

到的困難以及需要檢討的細節，並和協同教師討論後，記錄協同教師對課程的觀察，

提供研究者在教學方面須調整的地方，並提出下次改進的方面與給予具體的建議。 

（二）幼兒作品 

    幼兒園的幼兒無法用文字書寫來表達心中的想法，所以必須透過繪畫或是美勞的

藝術創作中，來了解孩子心中的想法，故研究者會利用幼兒的創作作品，來了解幼兒

對於運動遊戲的內心想法。 

（三）拍攝器材 

    研究者在進行運動遊戲活動教學時，協同教師會協助利用錄影、拍照記錄幼兒的

運動遊戲狀況，以及在運動遊戲活動教學的流暢度及所遭遇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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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料整理與編碼 

    為了幫助研究者資料整理與歸類，且在收集資料上更明確且具方向性，研究者將

教學省思、觀察記錄、協同研究者的觀察記錄，所有質性資料按照時間順序有組織的

編碼，以幫助研究分析，撰寫研究討論與結果。各項原始資料的意義與代碼如下表 

表 3-3 資料編碼表 

資料類別 代號方式 說明意義 

研究者 R 代表研究者 

協同研究者 T 邱 表協同研究者邱老師 

研究對象 S1~S23 表研究對象 

協同研究者觀察記錄 T 邱觀 

1091205 

表 109 年 12 月 5 日協同研究

者觀察與討論的內容 

研究者教學省思 N1091205 表 109 年 12 月 5 日研究者教

學省思 

 

三、資料檢核 

    本研究資料蒐集到資料分析的過程運用三角檢核法，運用不同人員的觀點、結合

多元資料的蒐集、不同方法的檢核，來減少研究者的主觀偏見。在過程中，研究者透

過資料的處理將類似的概念加以歸納組織，並將所得的資訊統整，以了解教學實施的

適切性及所遇之困難，並針對每次教學進行檢討及省思，詳實記錄下來。本研究之三

角檢核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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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三角檢核  

 

 

 

 

 

 

 

 

 

 

 

 

 

資料的三角檢核 

教學者教學省思 

協同研究者觀察記錄 

幼兒作品 

人員的三角檢核 

研究者 

協同研究者 

研究對象 

方法的三角檢核 

觀察法 

文件分析法 

量化測量法 

三角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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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以臺中市某國小附設幼兒園為研究場域，針對四歲到六歲幼兒進行 12 次運

動遊戲活動，在過程中蒐集幼兒粗動作發展測驗的前測、後測、再測分數、教師觀察

紀錄、教學省思、幼兒作品等資料，以探討幼兒移動性動作技能的改變，運動遊戲活

動教學內容的適合性、遭遇的困境及解決策略及教師的專業成長。 

第一節 運動遊戲對幼兒移動性動作技能的改變 

表 4-1 移動性技能通過百分比（N=23） 

項目 五歲至六歲（N=15） 四歲至五歲（N=8） 

      測驗 

細項   

前測 後測 再測 前測 後測 再測 

跑 

1.跑步時手肘要彎曲，

手臂擺動和腿部相對。 
73% 100% 93% 50% 100% 100% 

2.雙腳同時離開地面短

暫的時間。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3.以足跟或腳趾著地(非
腳掌著地)。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4.腿部彎曲要低於 90 
度(如:接近屁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踏併步跳 

1.起跳時，手臂彎曲並

舉起到腰間。 
13% 80% 73% 25% 75% 88% 

2.前腳踏出時，後腳能

緊跟著前腳。 
67% 93% 67% 63% 75%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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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雙腳同時離開地面短

暫的時間。 
93% 100% 100% 100% 100% 88% 

4.保持有節奏性且連續

不斷的四個踏併步跳。 
40% 80% 67% 13% 75% 75% 

單腳跳 

1.非支撐的腳擺動以產

生力量。 
80% 80% 87% 63% 75% 88% 

2.非支撐的腳維持在身

體後面。 
67% 73% 87% 63% 88% 50% 

3.手臂彎曲並向前擺動

產生力量。 
20% 73% 87% 25% 88% 100% 

4.慣用腳要跳離地面及

著地連續三次。 
53% 80% 100% 25% 63% 75% 

5.非慣用腳要跳離地面

及著地連續三次。 
53% 80% 87% 25% 38% 88% 

跨跳 

1.起跳腳和著地腳不

同。 
73% 100% 93% 63% 63% 100% 

2.短暫雙腳同時離開地

面的時間多於跑。 
100% 87% 86% 88% 50% 88% 

3.往前伸的手臂和前腳

相對應。 
67% 73% 86% 38% 50% 100% 

立定跳遠 

1.準備動作包括膝蓋彎

曲，雙臂伸展於身體後

面。 

60% 100% 100% 88% 100%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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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手臂有力的向前伸

展，並向上延伸到頭上

方。 

13% 27% 20% 0% 63% 13% 

3.雙腳同時起跳離開地

面和著地。 
93% 93% 87% 75% 100% 75% 

4.落地時，手臂用力向

下。 
13% 33% 60% 0% 50% 38% 

橫向滑步 

1.身體移動橫向滑走

時，肩膀與地板線對

齊。 

60% 100% 73% 62% 88% 100% 

2.前腳滑步定位後，後

腳跟著前腳軌跡滑行，

重複上述動作。 

60% 100% 73% 62% 63% 100% 

3.至少四個連續向右滑

步的動作。 
60% 73% 67% 62% 38% 75% 

4.至少四個連續向左滑

步的動作。 
60% 80% 67% 50% 38% 100% 

 

    全班共 23 位幼兒進行前測，經過運動遊戲活動後，再進行後測及再測，來分析全

班幼兒在移動性動作表現的改變情形如表 4-1，分析結果如下： 

一、跑 

    由表 4-1 發現，五歲至六歲幼兒在跑步細項「手肘要彎曲，手臂擺動和腿部相

對」中，前測通過率為 73%，後測通過率為 100%，再測通過率為 93%，後測通過率比

前測通過率高，顯示在運動遊戲活動後，跑步時手肘要彎曲，手臂擺動和腿部相對此

細項有進步， 再測通過率略為下降，顯示此細項動作技巧沒有穩定維持；四歲至五歲

幼兒在跑步細項「手肘要彎曲，手臂擺動和腿部相對」中，這個細項前測通過率為

50%，後測通過率為 100%，再測通過率為 100%，後測通過率比前測通過率高，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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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運動遊戲活動後，跑步時手肘要彎曲，手臂擺動和腿部相對此項目有明顯進步，且

再測通過率 100%，顯示此動作技能有穩定維持。 

    在跑方面，全班幼兒表現好，幾乎是 100%通過，只有在「跑步時手肘要彎曲，手

臂擺動和腿部相對」這一個細項，前測表現較差，但經過運動遊戲活動後，全班後測

通過率達到 100%，表示運動遊戲活動有助於提升幼兒跑步的動作技巧，且在其他研究

也有相同的發現（鄭月娥，2015；Yang, Lin & Hsu, 2016）；然而五歲至六歲幼兒在

「跑步時手肘要彎曲，手臂擺動和腿部相對」這一個細項再測成績略為下降，表示幼

兒雖然能做到此動作，但是由於運動遊戲活動次數不多，幼兒此動作尚未養成習慣，

甚至內化到心中，如果在運動遊戲活動中常常反覆加入手部動作，此細項的動作應會

持續維持。 

研究者也發現，班上跑步常跌倒的幼兒，他們在研究的測驗上，跑步項目大部分

都通過，但根據研究者平日的觀察，這些幼兒跑步距離約 80 公尺後，他們的手肘就會

自然放下，身體就會不平衡的搖晃，因此跑步就會跌倒，因此研究者推論，跑步時手

肘要彎曲，手臂擺動和腿部相對這個細項動作，是讓幼兒保持身體平衡，跑步不易跌

倒，手腳協調的重要關鍵動作之一。 

二、踏併步跳 

    由表 4-1 發現，五歲至六歲幼兒在「起跳時，手臂彎曲並舉起到腰間」細項中，

前測通過率為 13%，後測通過率為 80%，再測通過率為 73%，後測通過率比前測通過

率高，顯示在運動遊戲活動後，此細項有明顯進步， 再測通過率略為下降，顯示此項

目的動作技巧沒有穩定維持；四歲至五歲幼兒在「起跳時，手臂彎曲並舉起到腰間」

這個細項中，前測通過率為 25%，後測通過率為 75%，再測通過率為 88%，後測通過

率比前測通過率高，顯示在運動遊戲活動後，在「起跳時，手臂彎曲並舉起到腰間」

細項有明顯進步， 再測通過率也提升，顯示此項目的動作技巧持續穩定維持。    

    由表 4-1 發現五歲至六歲幼兒在「前腳踏出時，後腳能緊跟著前腳」細項中，前

測通過率為 67%，後測通過率為 93%，再測通過率為 67%，後測通過率比前測通過率

高，顯示運動遊戲活動後，在「前腳踏出時，後腳能緊跟著前腳」此細項有進步， 再



 
 
 
 
 
 
 
 
 
 
 
 

 

 

42 
 

測通過率略為下降，顯示此細項的動作技巧沒有穩定維持；四歲至五歲幼兒在「前腳

踏出時，後腳能緊跟著前腳」細項中，前測通過率為 63%，後測通過率為 75%，再測

通過率為 88%，後測通過率比前測過率高，顯示運動遊戲活動後，在「前腳踏出時，

後腳能緊跟著前腳」細項中有進步， 再測通過率也提升，顯示此細項的動作技巧持續

穩定維持。  

    由表 4-1 發現五歲至六歲幼兒，在「保持有節奏性且連續不斷的四個踏併步跳」

細項中，前測通過率為 40%，後測通過率為 80%，再測通過率為 67%，後測通過率比

前測通過率高，顯示運動遊戲活動後，幼兒在「保持有節奏性且連續不斷的四個踏併

步跳」此細項有明顯進步， 再測通過率略為下降，顯示此細項的動作技巧沒有穩定維

持；四歲至五歲幼兒，在「保持有節奏性且連續不斷的四個踏併步跳」這個細項中，

前測通過率為 13%，後測通過率為 75%，再測通過率為 75%，後測通過率比前測通過

率高，顯示運動遊戲活動後，在「保持有節奏性且連續不斷的四個踏併步跳」的細項

中，有明顯進步，且再測通過率也維持 75%，顯示此動作技巧持續穩定維持。 

    在踏併步跳方面，幼兒在「起跳時，手臂彎曲並舉起到腰間」此細項中，全班幼

兒前測表現差，五歲至六歲幼兒只有 13%通過率，四歲至五歲幼兒只有 25%通過率，

這個結果和跑步時手肘彎曲通過率低很類似，研究者發現手臂彎曲這個動作雖然簡

單，但在運動遊戲活動前，全班幼兒很少能夠做出此動作，經過運動遊戲活動後，全

班後測的通過率可達到 75%~80%，因此雖然是手臂彎曲並舉起到腰間的簡單動作，還

是需經過運動遊戲活動的指導而進步。幼兒在「保持有節奏性且連續不斷的四個踏併

步跳」這個細項中，四歲至五歲幼兒，前測通過率為 13%，顯示四歲至五歲幼兒有

87%此細項有困難。在 Yang 和 Lin（2020）的研究也發現到四歲至五歲缺乏協調的步

伐，且超過 85% 的學齡前兒童無法將身體重心轉移到前腳，這個發現和研究者的研

究結果很相似。 

三、單腳跳 

    由表 4-1 發現，全班幼兒在「非支撐的腳擺動以產生力量」、「手臂彎曲並向前擺

動產生力量」、「慣用腳要跳離地面及著地連續三次」、「非慣用腳要跳離地面及著地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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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三次」，這四個細項的後測通過率都比前測高，顯示顯示在運動遊戲活動後，全班幼

兒在這些細項都有明顯進步，且再測通過率也比後測通過率高，顯示這些細項的動作

技巧都有穩定維持。從表 4-1 可看出，五歲至六歲進步最多的細項是「手臂彎曲並向

前擺動產生力量」，前測通過率為 20%，後測通過率為 73%，後測通過率比前測通過率

高了 53%；四歲至五歲進步最多的細項是「手臂彎曲並向前擺動產生力量」，前測通過

率為 25%，後測通過率為 88%，後測通過率比前測通過率高了 63%，顯示全班幼兒在

單腳跳項目，此細項動作進步最多，且再測通過率也有提升，顯示此項細項的動作技

巧持續穩定維持。 

    在單腳跳方面，在「手臂彎曲並向前擺動產生力量」這個細項中，全班幼兒前測

的表現差，四歲至五歲幼兒前測通過率為 20%，五歲至六歲前測通過率為 25%，這個

結果和「跑步時，手肘彎曲」及踏併步跳的「起跳時，手臂彎曲」這二個細項的結果

相似，都是通過率低也表現差的項目，因此可發現，全班幼兒在手部彎曲這個動作，

更需要透過運動遊戲活動的引導，經過運動遊戲活動後，五歲至六歲幼兒，此細項後

測通過率為 73%，再測通過率為 87%，表示五歲至六歲幼兒在運動遊戲活動後，此動

作有進步，且持續穩定維持；四歲至五歲此細項後測通過率為 88%，再測通過率為

100%，表示四歲至五歲幼兒在運動遊戲活動後，此動作有明顯進步，且持續穩定維

持。然而，幼兒在「非支撐的腳維持在身體後面」這個細項中，四歲至五歲幼兒，再

測通過率為 50%，比前測及後測表現差，表示四歲至五歲幼兒，此動作技巧沒有穩定

維持，據研究者推測，會造成此結果的原因，可能是運動遊戲活動次數太少有關，因

此研究者認為，平常在音樂律動，可增加一些動物肢體的模仿，來增進此動作的發

展。 

四、跨跳 

    由表 4-1 發現，全班幼兒在「起跳腳和著地腳不同」、「往前伸的手臂和前腳相對

應」，這二個細項中，後測通過率比前測通過率高，顯示在運動遊戲活動後，全班幼兒

在這些細項都有明顯進步。全班在「短暫雙腳同時離開地面的時間多於跑」，這個細項

中，全班幼兒後測通過率低於前測通過率，顯示在運動遊戲活動後，全班幼兒此細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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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進步。 

    研究者發現在「短暫雙腳同時離開地面的時間多於跑」這個細項中，四歲至五歲

幼兒的後測通過率低於前測通過率，且再測通過率和前測通過率相近，顯示有些四歲

至五歲的幼兒，本來就具備做出此細項動作的能力，然而造成後測通過率下降的原

因，據研究者探究發現，當幼兒進行後測時，有幾位四歲幼兒進行第二次後測時，直

接跑過壘包，沒有做出跨跳動作，或是跑到壘包旁邊做跨跳動作，導致無法計分，造

成數據上的落差。 

五、立定跳遠 

    由表 4-1 發現，全班幼兒在立定跳遠所有細項，後測通過率比前測通過率高，顯

示在運動遊戲活動後，全班幼兒在立定跳遠的所有細項都有明顯進步。且四歲至五

歲，在「手臂有力的向前伸展，並向上延伸到頭上方」的細項中，前測通過率為 0%，

後測通過率為 63%，顯示在運動遊戲活動後，四歲至五歲此細項進步最多；四歲至五

歲，在「落地時，手臂用力向下」的細項中，前測通過率為 0%，後測通過率為 50%，

顯示在運動遊戲活動後，四歲至五歲有 50%的幼兒進步。 

    由表 4-1 發現，全班幼兒立定跳遠的再測通過率都低於後測，只有五歲至六歲幼

兒在「落地時，手臂用力向下」這個細項中，再測通過率高於後測通過率，顯示立定

跳遠的動作技巧沒有穩定維持。 

    在立定跳遠方面，研究者發現，幼兒在「手臂有力的向前伸展，並向上延伸到頭

上方」、「落地時手臂用力向下」，和踏併步跳中的「手臂彎曲並舉起到腰間」及單腳跳

中的「手臂彎曲並向前擺動產生力量」，這些細項都是全班前測通過率低的項目，通過

率介於 0%到 25%之間，而且都是手臂彎曲擺動，或是手臂向前向上產生力量的動作，

顯示全班幼兒在利用手臂產生力量的肢體動作需加強，研究者建議平常可以透過音樂

律動或運動遊戲增進此動作技巧。 

六、橫向滑步 

    由表 4-1 發現，五歲至六歲橫向滑步在各細項，後測通過率都高於前測通過率，

顯示經過運動遊戲活動後，橫向滑步的各細項的動作技巧都有進步，五歲至六歲再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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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率低於後測通過率，顯示在橫向滑步的各項動作技巧沒有穩定維持；在四歲至五

歲幼兒的橫向滑步「至少四個連續向右滑步的動作」、「至少四個連續向左滑步的動

作」這兩個細項動作中，後測通過率低於前測通過率，顯示運動遊戲活動後，幼兒此

兩個細項沒有進步，但再測通過率高於後測通過率，再測表現變好，表示這兩個細項

動作的進步，並非是透過運動遊戲活動而來的，可能是其他因素，且在其他研究也發

現到，沒有參加主題教學活動的幼兒，幼兒的橫向滑步能力也有所提高(Yang, Lin, & 

Hsu,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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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運動遊戲教學活動中的困境與解決策略 

一、教師實施運動遊戲活動中，教學活動中的困境與解決策略 

    研究者設計 12 次運動遊戲活動，透過幼兒的動作協調性及教學過程中的反應，來

發現問題，遊戲活動及整個過程中所遭遇的問題，發現在教學活動中調整內容，適時

的調整課程： 

 

表 4-2 運動遊戲活動調整表 

次數 日期 活動

類型 

遭遇問題 調整教學內容 調整效果 

1 3/2 跑 幼兒無法跑

出 S 路徑 

器材調整：原來預設二

個輪胎來跑 S 路徑，調

整多放置一個輪胎。 

可以跑出

S 路徑 

2 3/3 跑 幼兒無法順

利站在指定

位置接棒。 

器材調整：接力賽四個

角落地上放置標示。 

幼兒能夠

站在指定

位置順利

接棒。 

3 3/4 跑 每組幼兒繞

過三角錐會

互相干擾及

碰撞。 

器材調整：放置五個三

角錐，每位幼兒繞過自

己的三角錐。 

每組幼兒

能夠順利

繞過三角

錐。 

4 3/8 跳 空間噪音，

影響幼兒活

動。 

活動空間調整：室內活

動室 

教學方法調整：利用說

故事方法引起動機。 

專注力提

高，幼兒

有興趣學

習。 

 

5 3/9 跳 海綿圈會勾 器材調整：海綿圈改成 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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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幼兒的

腳。 

地墊。 跳躍。 

6 3/10 跳 特殊生影響

運動遊戲活

動。 

教學方法調整：請特殊

生協助拿裝偶籃子的任

務，讓他成就感。 

特殊生成

就感及參

與感，同

時也提升

動作技

巧。 

7 3/15 障礙

賽 

有些幼兒無

法成功跨

跳。 

多種器材使用：壘包、

紙箱、輪胎 

有不同器

材選擇，

幼兒都有

機會成功

跨跳。 

8 3/16 障礙

賽 

   

9 3/17 障礙

賽 

幼兒無法跨

跳。 

增加器材：橡皮筋繩 不同高度

的橡皮

筋，全班

幼兒順利

進行跨

跳。 

10 3/22 跨跳

混合 

   

11 3/23 跨跳

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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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3/24 跨跳

混合 

原先設計

是：跑→立

定跳→跨

跳。發現幼

兒直接跑過

立定跳的

線，沒有進

行立定跳。 

調整動作技能的順序：

立定跳遠→跳房子→跨

跳。 

調整後全

班幼兒都

順利完成

所有運動

遊戲活

動。 

 

研究者根據幼兒的動作發展順序，規劃一系列運動遊戲課活動，分別為跑、跳、

障礙賽、混合障礙賽，運動遊戲結束後，進行 TGMD-2 移動性技能的後測，後測結束

後的兩週，再施行 TGMD-2 移動性技能的再測測驗，來分析全班幼兒的移動性動作表

現。當運動遊戲活動中發現問題，進而修正與解決問題，以及達到的效果為何？分別

說明如下： 

（一）發現幼兒無法依指示跑到指定位置及跑出正確路徑的問題。 

    大班幼兒可以口語提示直接站到指定位置的四個角落，但中班幼兒需要有清楚明

確的標示位置，他才能站對位置，因此修正接力賽的四個角落放置清楚標示，每組幼

兒都能站到指定位置順利跑完接力賽。在加油項前跑活動中，原先設計放置二個大型

輪胎排成直線，請幼兒延著輪胎跑出 S 型的路徑，但大部分幼兒無法跑出 S 型的路

徑，教師調整多放置一個輪胎，三個輪胎排成直線後，幼兒就容易跑出 S 路徑。 

一開始在接力賽，大班學生可以順利站到指定位置，然後接棒並跑完接力賽，只

有一、二位第四棒學生接棒後沒有跑回第一棒的位置，直接跑回學生排隊區。有

些中班學生無法自己站到指定位置，且中班的第四棒學生，需跑回第一棒的位

置，當他們要跑回第一棒位置時，跑步速度會愈跑愈慢，臉會看著老師或其他同

學，自己不知道要跑向哪裡？當四個角落都放上明確的標示，全班學生就能夠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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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站上指定位置，且順利接棒跑回指定位置（T邱觀 1100303）。 

這次接力賽四個角落位置，可以利用明確的物品標示，或利用不同顏色物品，讓

中班幼兒有所依據，讓幼兒明確知道跑步的路徑，順利跑完接力（N1100303）。 

 

（二）發現在運動遊戲過程中，遊戲器材會阻礙動作技巧的進行的問題 

    原先利用海綿圈玩單腳跳，發現幼兒的腳會勾到海綿圈，阻礙了幼兒進行單腳

跳，因此將器材做調整，修改為地墊，全班幼兒順利進行單腳跳的遊戲。在進行障礙

賽遊戲時，大部份大班幼兒都能順利完成三種器材的跨跳，但是有些中班幼兒只能跨

跳壘包，無法跨跳紙箱，在跨跳紙箱時，只能會從旁邊繞過紙箱，在跨跳輪胎時，也

是直接單腳踩進輪胎，無法做跨跳動作，遊戲修正為依照幼兒不同的能力，增加不同

難度的器材，如：增加不同高度的橡皮筋繩玩跨跳及利用不同遠近的彩虹線進行立定

跳。 

     本週課程增加為不同器材的擺放，全班幼兒都有機會順利完成跨跳遊戲，大 

     部分大班幼兒能夠順利跨跳三種遊戲器材，只有極少數幼兒，他們會助跑後停   

     止在箱子和輪胎前，不敢跨跳這兩項，只跨跳壘包一項，在第三天橡皮筋繩障 

     礙賽中，同樣也有不同高度的橡皮筋繩，因此全班幼兒助跑後都順利完成這項 

     遊戲。研究者發現，幼兒對於有高度障礙的跨跳，很需要不同器材的擺放，才 

     能滿足不同幼兒的需求，使全班都有機會跨跳成功（N1100315）。 

（三）發現在運動遊戲過程中，遊戲器材的擺放順序會影響幼兒跨跳動作技巧的問 

      題。 

    原先學生在輪胎前做跨跳動作，但輪胎和起點距離太短了，學生們沒有助跑的動

作，因此他們跑幾步後就直接雙腳打開跨過去，並沒有做出跨跳的動作，且許多幼兒

跑過輪胎及海綿棒，沒有做出立定跳遠及跨跳動作。修正調整器材的擺放先後順序，

先立定跳遠，再跳房子，最後跨跳，讓運動遊戲中的每個動作幼兒都能夠確實做到。 

學生在池塘（輪胎）前做跨跳動作，輪胎和起點距離太短而沒有助跑，大班學生

會直接跨過去，沒有跨跳的動作（T邱觀 110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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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學生討論玩法為，先丟擲沙包進房子內，擲到沙包的那層樓，不能跳進去。

遊戲中，老師又增加了跳進房子裡前會先經過圓形池塘（輪胎做跨跳）和水溝

（海綿棒做地定跳遠），請幼兒要記得跨跳及立定跳過去，但許多幼兒跑過輪胎及

海綿棒，沒有做出立定跳遠及跨跳動作。研究者與協同研究者省思此問題，發現

幼兒很想玩跳房子，因此會直接跑過海棉棒及輪胎，沒有跨跳和立定跳的動作，

我們將遊戲器材擺放順序變動，先在彩紅線上立定跳遠，再跳房子，最後再進行

跨跳，這樣器材的擺放後，幼兒都有依序完成每個遊戲（N1100324）。 

二、教師實施運動遊戲活動中，空間場域與遊戲器材的困境與解決策略 

（一）教學場域和國小共用，影響幼兒學習，幼兒園的遊戲器材大都是球類器材，運   

      動器材種類不夠充足。 

    在研究者進行運動遊戲教學時間，研究場域附近正有個為期幾週的排水溝工程，

加上同場域時常有國小班級上體育課或綜合活動課，因此在進行運動遊戲教學時，幼

兒會受到機器的噪音及國小老師使用麥克風的音量所影響，有時遊戲進行一半，國小

上體育課的學生會不小心把球踢進幼兒正在活動的場域中，不但危險也影響教學。 

    研究者和協同研究者共同討論解決策略，發現下一週要進行的是「跳」的運動遊

戲，因此活動場域室內或室外皆可，於是我們換到室內活動室進行遊戲，且在教學過

程中，老師拿動物偶說故事來引起動機，再把運動遊戲的內容和幼兒討論，成功吸引

幼兒對遊戲的興趣，減少幼兒觀看其他地方而受影響。 

    幼兒園雖然遊戲器材種類雖不足，但研究者與協同研究者收集可做為運動遊戲的

素材，讓活動能順利進行，如：輪胎、紙箱、地墊、橡皮筋繩，這些可做為跳躍及障

礙賽器材；在地上畫上不同顏色的線條及圖案，則進行立定跳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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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收集輪胎進行運動遊戲。 圖 4-2 收集紙箱進行運動遊戲 

 

 

 

 

 

 

圖 4-3 收集海綿圈玩單腳跳。 圖 4-4 收集地墊玩立定跳遊戲。 

 

二、教師實施運動遊戲活動中，教師的困境與解決策略 

（一）班級為混齡班，實施運動遊戲活動應考量不同年齡層來設計活動 

    研究者和協同研究者發現，不同年齡幼兒的動作發展速度不同，在跑步方面，全

班幼兒的動作技能都非常正確且穩定，但是在單腳跳、跨跳、橫向滑步方面，不同年

齡動作技能略有發展上的差異，同樣是四歲至五歲的幼兒，有的幼兒就能夠正確依循

路徑跑 S 型、玩接力賽時能夠順利接到棒子並依循路徑往前跑、連續單腳跳、看到障

礙物很順利跳躍；有的中班無法連續單腳跳，助跑後遇到障礙物進行跨跳動作時，會

直接停在障礙物前面，無法做出跨跳動作。 

    研究者和協同研究者共同檢討此問題，解決策略為當設計活動時，會同時設計不

同難易度的運動遊戲讓幼兒挑戰，例如：在橡皮筋跳高活動中，有兩種不同高度的橡

皮筋讓幼兒跨跳，增加趣味外也可以符合不同年齡學生的需求；在飛越羚羊活動中，

設計了跨跳壘包、紙箱、輪胎，在活動中，不同器材的跨跳充滿了樂趣及挑戰性，也

滿足不同年齡幼兒成功跨跳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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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二種高度的橡皮筋跨跳。 圖 4-6 不同遠近的彩虹線立定跳。 

 

 

 

 

 

 

圖 4-7 飛躍羚羊活動中，有輪胎跨跳。 圖 4-8 飛躍羚羊活動中，有紙箱跨跳。    

 

三、教師實施運動遊戲活動中，幼兒的困境與解決策略 

（一）教學活動進行中，增進特殊幼兒移動性動作技巧，且賦予任務性活動增加特殊

的參與感及成就感。 

    融合教育是現在教育的主流，班級中常融入特殊學生，特殊生在團體活動時，有

時會因為活動跟不上同儕而氣餒，造成退縮的心理狀況，有的還會為了吸引老師或同

儕注意而製造聲音，造成老師上課的困擾。 

    研究者和協同研究者發現，特殊生全程參與運動遊戲活動及施測，雖然他們在施

測分數上予以排除，但他們在移動性動作技巧有進步，且研究者和協同研究者也運用

他們的優勢，賦予他們任務性的活動，增加特殊生活動的參與及成就感。例如：請該

生幫忙拿運動遊戲器材、或在遊戲過程中，請該生協助器材的歸位或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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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運動遊戲活動前，特殊幼兒在跑

步時手肘不會彎曲。 

圖 4-10  運動遊戲活動進行完後，特殊

幼兒在跑步時手肘會彎曲且擺在腰間。 

 

 

 

 

 

 

圖 4-11 同學跳完後，任務性發給同學一

隻玩偶。 

圖 4-12 在跳格子遊戲中，協助排放   

小青蛙棒偶。 

 

（二）在四十分鐘大肌肉運動時間，時間不足讓幼兒思考並討論運動遊戲內容。 

    研究者在研究的過程中，不斷修正自己的教學，經過第一週、第二週的教學後，

學生在運動遊戲時間內，自行討論遊戲的玩法，研究者及協同研究者發現，全班幼兒

提議的遊戲方式都是幾週前或是曾玩過的遊戲，較少有創新或創意的遊戲方法。 

    學習區活動是幼兒自由選擇與發揮創意的地方，因此研究者和協同研究認為可在

教室學習區內，放置一些遊戲的相關書籍及材料，讓幼兒自由的進入學習區內進行討

論及創作，結果發現幼兒會想自己的遊戲的想法在美勞區畫出，在積木區也組了籃框

來投球；語文區放置的運動相關書籍，幼兒會閱讀完後將想法給畫出或在遊戲進行時

說出。因此，學習區活動可提升幼兒對遊戲活動內容發揮創意，增加不同的玩法，增

進遊戲的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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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S15 在學習區將跳格子想法畫 

出。 

 

 

 

 

 

 

圖 4-14  S17 在積木區做了籃框，和 

同學玩投籃。 

  圖 4-15 遊戲方法：在彩虹線玩立定   

  跳；在箱子挖洞玩投球。 

 

 

 

 

 

 

圖 4-16  S14 在語文區看完迷宮書後，

設計迷宮圖，同學要照著迷宮圖的提示

玩遊戲。 

圖 4-17 遊戲方法：S12 骰子骰到不同數

字有不同任務，骰到 2 就跳 2，骰到 1 就

跳 1，骰到 3 就出局，骰到 6 就唱一歌。 

    

第三節 教師實施運動遊戲活動的專業成長 

    本節主要說明每次運動遊戲教學中，透過教學紀錄、協同教師的觀察紀錄與課程

結束後反省回饋等資料，在行動研究過程中，研究者所增進的專業知識、教學技巧及

幼兒移動性動作技巧的進步，來分別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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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者增進運動遊戲專業知識 

    運動遊戲教學強調運動與遊戲相互結合，並引導幼兒身體做出各項動作，透過運

動遊戲增進幼兒運動技能、人際互動、認知能力等均衡發展（黃永寬，2015）。首先研

究者參考書籍、網路教學影片及和協同教師互相討論，預先設計「跑」、「跳」、「障礙

賽」、「障礙混合賽」、「球類」、「戶外遊戲」這幾類運動遊戲，並和協同研究來認識這

些運動項目的動作技巧，及各項運動該注意的安全指導。 

    研究者對班上幼兒的動作技能及操作能力進行觀察，幼兒在進行運動遊戲中會發

現不同的學習狀況，這時需要研究者和協同研究者來調整課程的難易度、遊戲器材擺

放的先後順序、遊戲空間動線的規畫及運用角色扮演來吸引幼兒專注於活動的進行，

這些都會影響教學的結果，由於研究者原先對於運動遊戲的課程設計非專業，在這次

運動遊戲教學研究中，依自己先前在校所學的及參考各類書籍來規劃課程，再從幼兒

的舊經驗及教學反應來修正課程，進而增進運動遊戲設計的專業知識。  

二、促進研究者規畫室內的運動遊戲 

    原先規畫運動遊戲場域都是戶外，發現課程進行中與國小班級共用同一個場域，

且正好學校政進行排水溝的工程，大型機具的聲音影響幼兒上課，偶爾國小班級上體

育課時，足球會踢進幼兒正在進行的活動，萬一幼兒不小心跌倒受傷，實屬危險，於

是研究者和協同研究者討論，有些運動遊戲可以尋找室內空間進行，例如：單腳跳、

雙腳跳、立定跳、螃蟹橫向滑步、西部牛仔踏併步跳等，皆是尋找室內活動空間在進

行。 

    由於做了此研究，研究者和協同研究者深思到以往只要遇到梅雨季或空汙問題，

幼兒進行戶外運動遊戲就會受限，只要是下雨天或空汙的狀況就會直接在教室進行學

習區活動，很少戶外進行戶外遊戲。研究者和協同研究者認為教師必須臨時反應上課

的環境及遊戲器材，如何在室內活動空間變化出全班幼兒都能達到出汗性大肌肉運

動，因此研究者和協同研究者討論，認為墊上運動、投球運動、彈跳球遊戲、徒手運

動都很適合做室內運動遊戲，且設計應符合幼兒動作的發展及興趣，所以請幼兒在墊

上用手臂撐住自己身體，玩火車過山洞遊戲；或利用身體在墊上模仿動物的肢體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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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這一系列運動都適合在室內玩，當作很好的雨天或空汙的狀況備案活動。 

    臺中市空氣品質不佳，只要是紅旗、紫旗，學生必須盡量在教室內活動，減少進   

    行戶外活動，做了這個研究後讓我有更多想法，很多遊戲可以在室內玩，像上學    

    期我教學生的墊上活動，如：在墊上翻滾、學動物墊上爬行，學生的活動地點， 

    不再侷限只能戶外進行（T邱觀 1100419）。 

    除了空氣因素外，也讓我想到，夏天容易碰上梅雨季節，常常連續好幾天無法到    

    戶外遊戲，以前碰到下雨天，都是在教室內跳舞或學習區操作，研究者檢討到未 

    來碰到雨天或空汙狀況，我能隨時做應變，把運動地點改為室內，並帶學生做室 

    內運動（N1100419）。 

 

 

 

 

 

 

 

圖 4-18 室內空間玩跳圈圈。   圖 4-19 室內空間模擬螃蟹走路。 

 

 

 

 

 

 

   圖 4-20 內室玩擲骰子遊戲。      圖 4-21 室內空間-墊上運動。 

 

三、提升研究者思考運動遊戲活動的分組方式 

    研究者為了讓運動遊戲更趣味且能夠增進社會互動，教學過程中會搭配音樂讓幼

兒進行自由運動活動，例如：全班幼兒同時拿海棉條，在風雨操場上自由自在模仿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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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的動作，但發現有些學生把海棉條當做武器，玩起打鬥遊戲，有些學生把海棉條拖

在地上跑，只有少數大班幼兒是模仿騎馬動作踏併步跳，用音樂讓幼兒自由運動較無

法增進幼兒的動作技能發展。 

    輪流分組進行運動遊戲雖然沒有自由運動能夠增進幼兒社會互動，但研究者發現

輪流依序玩運動遊戲，老師才可以仔細觀察幼兒的跑、走、跳、跳躍、爬…等動作，

例如在幼兒單腳跳，觀察到有些幼兒跳躍的動作都是下肢腿部在用力，並沒有使用手

臂往上的力量，如發現幼兒有此現象，研究者可以立即引導幼兒作出正確的單腳跳動

作，輪流分組的另一項優點是，在後面等待的幼兒可以觀察同儕的動作技巧進而模

仿。 

教學流程順利進行，選擇歐蘇珊娜的歌曲，幼兒聽到這首音樂，學生就直覺想到

西部牛仔騎馬的動作，今天要玩的遊戲為模仿馬來踏併步跳。學生在風雨操場中

用海棉條模仿騎馬的樣子，這過程中是讓學生自由活動，有些學生把海棉條當做

武器，玩起追逐打鬥遊戲，有些學生把海棉條拖在地板上玩追逐，有少數大班幼

兒是模仿騎馬動作（T邱觀 1100305） 

教學過程中，讓幼兒依序輪流玩遊戲，老師適時的提醒幼兒單腳跳的技巧，因此

全班幼兒就會主動修正自己身體動作，讓單腳跳的動作更穩定，更順暢。研究者

也省思，與幼兒討論跳躍的技巧，並讓幼兒主動出來示範給同學看，幼兒會更積

極的學習，在學習區的創作時間，有些幼兒會把新的玩法畫出來，分享給全班聽

（N1100310）。 

 

四、提升研究者對幼兒移動性動作技能的認知與觀察力 

    研究者從前帶全班幼兒進行運動遊戲活動時，只要幼兒有跑、跳、跨跳等肢體動

作，時間達到三十分鐘以上且有出汗性運動，研究者認為這樣就是運動遊戲活動。 

    經過此研究後，研究者對幼兒的肢體動作有正確的認知及觀察力，研究者會覺察

幼兒在跑步時手臂是否彎曲及雙腳相對；單腳跳時，會察覺幼兒手臂是否彎曲且身體

往上帶動力量；立定跳遠時，手臂是否由下往上高舉帶動身體往上，這些動作技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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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及觀察能力，是我在研究過程中所提升的。 

    再者，研究者也從幼兒作品中發現，幼兒對「跳」、「跨跳」這類型的遊戲很有興

趣，他們將遊戲想法創作出來，也從幼兒作品來瞭解到幼兒學會哪些動作技巧？ 

    在先前的教學過程中，研究者在乎的是教學是否流暢及幼兒在活動過程中的反

應，只要幼兒有跑有跳的動作就認為是運動遊戲活動。經過這幾週的的研究後，

發現研究者更敏銳覺察幼兒的動作技巧，在看幼兒跑操場，能夠觀察幼兒跑步的

動作是否正確，並加以提醒，在玩跳格子或跳彩虹線遊戲，會觀察幼兒動作技巧

並在活動過程中提醒幼兒。這個研究增加了研究者對幼兒移動性動作技巧的認識

與觀察力（N1100327）。 

S3：可以畫上彩虹線，每格往前跳（1100325）。 

S4：跳格子跳到 6有冠軍，跳得較遠，就有冠軍（1100325）。 

    S7：可以擲骰子，擲到幾點，那一格就不要跳（1100325）。 

    S21：跳到 1、7、8、2有獎品，跳到 3唱一首歌。擲骰子到 6就可以玩兩次    

   （1100326）。 

    S15：可以到階梯玩，往跳上去（1100326）。 

S14：可以站在階梯兩邊猜拳，贏的前進一步（1100325）。 

S19：地上可以畫很多圓圈圈，往前跳或往後跳（1100329）。 

 

 

 

 

 

 

圖 4-22  S2：猜拳玩跳圈圈，猜拳贏

的人就往前跳，跳到旗子的人贏。 

  圖 4-23 S12 骰子骰到不同數字有不

同任務，骰到 2 就跳 2，骰到 1 就跳

1，骰到 3 就出局，骰到 6 就唱一歌。 



 
 
 
 
 
 
 
 
 
 
 
 

 

 

59 
 

 

五、研究者省思到缺乏與幼兒檢討肢體動作的技巧。 

    研究者發現，整個研究過程中的檢討與修正，大都著重在場地空間的調整、教學

方法的調整、遊戲器材種類的調整及遊戲器材擺放順序的調整，教師忽略了在運動遊

戲過程中，與幼兒檢討幼兒的肢體動作，從檢討過程中，先讓幼兒做出自己原本的肢

體動作，然後教師親自示範動作後，再讓幼兒做出老師示範的動作，讓幼兒實際比較

之間的差異，幼兒從透過討論加上實際做出動作，他們更能夠將動作技巧內化到心

中，達到更成熟穩定的移動性動作技巧。 

     研究者和協同研究者共同檢討，發現在運動遊戲活動的過程中，大部分的檢討都    

     是從活動過程的流暢、遊戲器材與空間、幼兒的參與度，都是以老師的角度出 

     發，鮮少與幼兒討論肢體動作技巧，在檢討的過程中讓學生參與討論，讓學生從  

     自己不順暢的動作做檢討，然後討論正確的動作來相互比較，幼兒更能加深正確 

     動作技巧的認識（N1100329）。 

 

 

 

 

 

 

 

 

 
 

圖 4-24  S1：幼兒作品看出，幼兒知

道單腳跳時，雙手彎曲，跳的時後利

用雙手的力量帶動身體往前跳躍。 

圖 4-25 遊戲方法：在彩虹線玩立定   

   跳；在箱子挖洞玩投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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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四歲至六歲混齡班之幼兒，瞭解幼兒移動性技能的表現及教師在

教學過程中所遭遇的困境與解決策略，及分享教師教學省思與專業成長。本章以研究

結論與建議分述說明之。 

第一節 研究結論 

    研究者設計運動遊戲活動，在每天四十分鐘大肌肉運動時間來進行，目的是探討

幼兒移動性技能的表現及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所遭遇的困境與解決策略，及分享教師教

學省思與專業成長。研究者歸納出以下結論： 

一、實施運動遊戲活動有助於提升幼兒移動性動作技能 

（一）五歲至六歲幼兒，在跑步、踏併步跳、單腳跳、立定跳遠、橫向滑步有進步。 

    五歲至六歲幼兒，在跑步、踏併步跳、單腳跳、立定跳遠、橫向滑步的後測通過

率高於前測通過率，顯示實施運動遊戲活動後，五歲至六歲幼兒在跑步、踏併步跳、

單腳跳、立定跳遠、橫向滑步有進步。尤其在踏併步跳中「雙腳同時離開地面短暫的

時間」的動作細項、單腳跳的所有細項動作、跨跳中「往前伸的手臂和前腳相對應」

的動作細項、立定跳遠中「準備動作包括膝蓋彎曲，雙臂伸展於身體後面」及「落地

時，手臂用力向下」的動作細項，再測通過率高於前測及後測通過率，顯示這些細項

動作都有持續維持且進步。 

 （二）四歲至五歲幼兒，在跑步、踏併步跳、單腳跳、立定跳遠有進步。 

四歲至五歲幼兒，在跑步、踏併步跳、單腳跳、立定跳遠的後測通過率高於前測

通過率，顯示實施運動遊戲活動後，四歲至五歲幼兒在跑步、踏併步跳、單腳跳、立

定跳遠有進步。尤其在踏併步跳中「起跳時，手臂彎曲並舉起到腰間」、「前腳踏出

時，後腳能緊跟著前腳」及「保持有節奏性且連續不斷的四個踏併步跳」的動作細

項，及單腳跳中「非支撐的腳擺動以產生力量」、「手臂彎曲並向前擺動產生力量」、

「慣用腳要跳離地面及著地連續三次」、「非慣用腳要跳離地面及著地連續三次」的動

作細項，以及跨跳的所有細項動作和橫向滑步所有細項動作，再測通過率高於前測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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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測通過率，顯示這些細項動作都有持續維持且進步。 

二、教師設計運動遊戲活動所遭遇的困境與解決策略 

（一）教學活動中所遭遇的困境與解決策略 

1.幼兒無法依指示跑到指定位置及跑出正確路徑的問題，修正接力賽的四個角落放置清

楚標示及調整多放置一個輪胎，三個輪胎排成直線後，幼兒就順利跑完接力賽容易及

跑出 S 路徑。 

2.在運動遊戲過程中，遊戲器材會阻礙動作技巧的進行，將器材做調整，修改為地墊，

全班幼兒順利進行單腳跳的遊戲。 

3.在運動遊戲過程中，遊戲器材的擺放順序會影響幼兒跨跳動作技巧的問題，因此調整

器材的擺放先後順序，先立定跳遠，再跳房子，最後跨跳，讓運動遊戲中的每個動作

幼兒都能夠確實做到。 

（二）空間場域及遊戲器材所遭遇的困境與解決策略 

 1.教學場域和國小共用，影響幼兒學習，幼兒園的遊戲器材大都是球類器材，運動器  

  材種類不夠充足。教學場域換到室內活動室進行遊戲，並且收集可做為運動遊戲的素 

  材，讓活動能順利進行。 

（三）教師在運動遊戲活動中所遭遇的困境與解決策略 

 1.班級為混齡班，實施運動遊戲活動應考量不同年齡層來設計活動，當設計活動時，  

  會同時設計不同難易度的運動遊戲讓幼兒挑戰。 

（四）學生在運動遊戲活動中所遭遇的困境與解決策略 

 1.教學活動進行中，增進特殊幼兒移動性動作技巧，且賦予任務性活動增加特殊的參   

   與感及成就感。 

 2.在四十分鐘大肌肉運動時間，時間不足讓幼兒思考並討論運動遊戲內容。因此可在

教   

  室學習區內，放置一些遊戲的相關書籍及材料，讓幼兒自由的進入學習區內進行討論    

  及創作遊戲內容。 

三、教師實施運動遊戲活動的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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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者增進運動遊戲專業知識 

     教師進行運動遊戲中透過錄影、教學觀察記錄及教學現場幼兒的反應，並和協同

教師討論，發現幼兒的動作有不同的表現，為了讓幼兒動作表現更進步，所以調整課

程、遊戲器材擺放、遊戲空間的動線規畫等，因此強化研究者在運動遊戲上課程規劃

與專業性。 

（二）促進研究者規畫室內的運動遊戲 

     此研究讓教師深思到以往只要遇到梅雨季節或空汙問題，幼兒進行戶外運動遊戲

就會受限。研究者利用室內活動空間，進行部分運動遊戲活動，增進研究者規畫室內

運動遊戲的能力。 

（三）提升研究者思考運動遊戲活動的分組方式 

     透過教學過程中幼兒的反應及與協同教師討論，發現輪流依序玩運動遊戲，老師

可以仔細觀察幼兒的跑、走、跳、跳躍、爬…等動作，對於無法正確作出動作的幼

兒，老師能夠立即引導與協助，因此輪流分組進行運動遊戲較增進幼兒動作技能發

展。 

（四）提升研究者對幼兒移動性動作技能的認知與觀察力 

     研究者從原先對運動遊戲的既定印象就是讓幼兒跑和跳，經過此研究後，研究者

對幼兒的肢體動作有正確的認知及觀察力，研究者會覺察幼兒在跑步時手臂是否彎曲

及雙腳相對；單腳跳時，會察覺幼兒手臂是否彎曲且身體往上帶動力量。 

（五）研究者省思到缺乏與幼兒檢討肢體動作的技巧。 

    教師忽略了在運動遊戲過程中，與幼兒檢討幼兒的肢體動作，從檢討過程中，先

讓幼兒做出自己原本的肢體動作，然後教師親自示範動作後，再讓幼兒做出老師示範

的動作，讓幼兒實際比較之間的差異，幼兒從透過討論加上實際做出動作，他們更能

夠將動作技巧內化到心中，達到更成熟穩定的移動性動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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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研究針對其運動遊戲教學與未來研究建議如下： 

一、給教師的建議 

（一）教師以輪流方式進行運動遊戲，可適時引導幼兒動作技巧。 

   在運動遊戲活動中，當幼兒尚未掌握動作技巧時，建議教師以輪流依序玩運動

遊戲，老師可以仔細觀察幼兒的跑、走、跳、跳躍、爬…等動作，當發現幼兒動

作不協調或動作技巧錯誤，老師可以立即引導幼兒修正動作。 

（二）教師可選擇異質性分組方式進行運動遊戲，增進同儕合作機會。 

       幼兒園班級有分龄、混龄的編班方式，若是課程進行一段時間後，幼兒的動作 

   技能漸趨穩定後，研究者建議可用異質分組，利用協同合作競賽的方式進行遊戲， 

   從遊戲中促進同儕互動機會，增加挑戰性及趣味性，提升幼兒學習動機，例如： 

  「小青蛙去遊玩」活動，活動過程中分別有跨跳、立定跳、跳格子，在跳格子時需 

   同學幫忙擲骰子，最快完成的那組為獲勝。 

（三）教師需不斷進修及和協同教師合作，一起規劃及檢討修正課程。 

    在運動遊戲過程中，研究者和協同研究者對於運動遊戲的課程設計非專業，

只能依據自己先前在校所學的及參考各類書籍來規劃課程，再從幼兒的舊經驗及

學生的反應來修正課程，因此教師應不斷充實新知，透過進修研習來規劃適宜的

運動遊戲活動。且兩位教師的協同教學也很重要，在協同教學過程中可以發現幼

兒不同的學習狀況，一起調整課程的難易度、規畫遊戲器材擺放的先後順序及空

間動線，使運動遊戲能夠順利進行。 

 （四）教師需有室內運動遊戲活動設計的能力 

    臺灣的氣候每年都會碰到雨季，以及空氣汙染，如遇到這兩種情形，幼兒就

不適合做戶外運動，大部分班級只要碰到以上兩種情況，就會選擇待在教室做其

他活動，研究者建議教師必須利用室內活動空間去設計課程，讓幼兒在室內空間

也能做出汗性大肌肉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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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給學校的建議 

（一）提供幼兒園獨立戶外遊戲空間及室內活動空間 

    幼兒園的作息表及幼兒生理年齡，跟國小學生不同，因此戶外遊戲空間應和

國小有所區隔，才不致相互影響。許多研究也發現，幼兒園的室外環境空間狹

小，且國小附設幼兒園需和國小共用戶外活動空間，倘若天氣不佳，不但沒有戶

外空間使用，連室內空間也相對不足，影響教師實施大肌肉運動（許美芙、黃永

寬，2015；傅雅琪，2017）。 

    研究者所任教的學校為國小附設幼兒園，發現帶幼兒進行運動遊戲時，常遇

到國小學生也正在使用場地，有時他們器材會滾進幼兒正在遊戲的場域，不僅危

險也干擾幼兒運動遊戲的進行，研究者建議學校，提供幼兒園獨立的戶外活動空

間，或是戶外活動時間應該有區隔，讓幼兒的戶外活動能夠不受影響安全的進

行。 

（二）增加多元的器材，讓幼兒體驗多種身體動作 

    運用多種類的器材，可讓活動設計更豐富，不同的器材也能引發幼兒不同的

肢體創作，且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也指出，教保服務人員依不同主題並搭配

各類器材，提供幼兒體驗各種移動性及操作作的身體動作（教育部，2016）。因

此，教師利用多元的器材，可使活動多元且豐富，增進運動遊戲的樂趣，促進幼

兒動作技能。 

    研究者任教的學校，遊戲器材大都是球類、騎乘類、固定式遊戲設施，例

如：足球、樂樂棒球、腳踏車、跳跳馬、呼拉圈、平衡木等，大都是制式化的遊

戲器材，在傅雅琪（2017）研究發現，幼兒園實施大肌肉運動有許多困境，其中

一項為遊戲器材的匱乏，這和研究者遇到的問題相近，因此研究者建議學校，增

加多元的器材，遊戲器材不一定都需要購買，平常可以收集輪胎、用橡皮筋串成

跳繩、地墊、海綿棒等作為遊戲器材，這些變化性較高的器材，教師可以任意組

合遊戲的玩法，增進遊戲的創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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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給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建議未來的研究者可以運用不同的測驗工具做研究，了解幼兒其他動作技 

      巧的發展。 

    本研究以行動研究的方式，分析教師規畫課程的適合性，教學進行中的教學

困境與解決策略，並用粗大動作測驗發展測驗來分析幼兒的移動性動作技巧的改

變，採用質量並重的研究方式。本研究選擇的測驗工具以跑步、踏併步跳、單腳

跳、跨跳、立定跳遠、橫向滑步，六個移動性動作技巧為原則，但幼兒的動作發

展不只有這六個動作，研究者建議往後的研究可尋找其他的測驗工具來做研究，

以探究幼兒其他動作的發展。 

（二）建議未來的研究者可增加運動遊戲的次數。 

本研究發現，全班幼兒在進行四週，共十二次運動遊戲後，大多數幼兒的後

測通過率都高於前測通過率，表示運動遊戲活動確實能提升幼兒的移動性動作技

能，但是研究者也發現到，全班幼兒的再測通過率低於後測通過率，表示幼兒的

動作技巧沒有穩定，除了幼兒在測驗上的誤差外，可能和運動遊戲的次數太少有

關，建議未來的研究可以增加運動遊戲的次數，老師有充足時間引導幼兒動作技

巧，幼兒可以把動作技巧內化到心中，形成穩定的肢體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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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移動性動作技能分測驗         

 

 

 

 

 

 

 

 

 

 

 

 

 

 
 
 
 
 
 
 
 
 
 
 
 
 
 
 
 

 

技能 表現準則 測試 1 測試 2 分數 

跑 

1.跑步時手肘要彎曲，手臂擺動和腿部

相對。 
   

2.雙腳同時離開地面短暫的時間。    
3.以足跟或腳趾著地(非腳掌著地)。    
4.腿部彎曲要低於 90 度(如:接近屁

股)。 
   

踏併

步跳 

1.起跳時，手臂彎曲並舉起到腰間。    
2.前腳踏出時，後腳能緊跟著前腳。    
3.雙腳同時離開地面短暫的時間。    
4.保持有節奏性且連續不斷的四個踏併

步跳。 
   

 
 
單腳

跳 

1.非支撐的腳擺動以產生力量。    
2.非支撐的腳維持在身體後面。    
3.手臂彎曲並向前擺動產生力量。    
4.慣用腳要跳離地面及著地連續三次。    

5.非慣用腳要跳離地面及著地連續三

次。 
   

跨跳 
 
 

1.起跳腳和著地腳不同。    
2.短暫雙腳同時離開地面的時間多於

跑。 
   

3.往前伸的手臂和前腳相對應。    

立定

跳遠 
1.準備動作包括膝蓋彎曲，雙臂伸展於

身體後面。 
   

2.手臂有力的向前伸展，並向上延伸到

頭上方。 
   

3.雙腳同時起跳離開地面和著地。    

4.落地時，手臂用力向下。    

橫向

滑步

  

1.身體移動橫向滑走時，肩膀與地板線

對齊。 
   

2.前腳滑步定位後，後腳跟著前腳軌跡

滑行，重複上述動作。 
   

3.至少四個連續向右滑步的動作。    

4.至少四個連續向左滑步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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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研究參與者同意書 

研究參與者同意書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探討設計四週的運動遊戲，對幼兒的移動性動作技能的表現，

在研究過程中，研究參與者將參與運動遊戲，每週三次，每次四十分鐘，時間為週

一、週二、週三上午 9 點 30 分到 10 點 10 分，活動地點在學校內，研究者在活動中將

和幼兒一起進行運動遊戲，會全程錄影用來提供研究分析之用。如參與者在過程中，

在研究過程中有任何不適，都可告知研究者，隨時可退出運動遊戲，不受任何限制。

整個研究過程與結果所蒐集的資料，只作為研究之用，相關的隱私權也會受到保障。 
 
 
 
 
 
 
 
 
 
 
----------------------------------------------------------------------------------------------------------------- 

 
 

家長同意書 
 

    已詳細閱讀完上述說明，並理解活動的內容，若您同意您的孩子參與此項研究，

請於簽名處簽名，感謝您的配合協助。 
家長簽名： 
填寫日期：110 年    月      日 
研究單位：南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指導教授：林淑蓉 博士 
研究生：王菁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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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運動遊戲活動「加油向前跑」 

 

活動名稱 加油向前跑 
教學日期 3 月 2 日 學生年齡 4-6 歲 
新課綱領域目標 教學資源 
身-中 1-1-1 覺察身體穩定性及移動性動作表 
           現上的協調性 
身-中-1-2-1 覺察各種用具安全的操作技能 

三角錐、輪胎 

活動內容 時間 評量重點 
一、引起動機 

教師利用肢體動作引起學生動機。 
二、暖身活動 

唱跳「小不點」歌曲暖身 
 

三、發展活動 
團討： 
     老師剛剛做的運動，是哪種運 
     動？ 
 
運動遊戲： 

4、請幼兒示範跑步動作技 
巧？ 

5、將幼兒分成四組，請幼 
兒延著地上的線跑一圈（約

100 公尺）。 
6、25 公尺長，放置長度二個直徑約 40 公

分的輪胎，請全班幼兒依序繞著輪胎

呈 S 型路線跑步。 
四、綜合活動 

收拾器材，回顧課程 

1 分鐘 
 
 
2 分鐘 
 
 
35 分鐘 
 
 
 
 
 
 
 
 
 
 
 
 
 
2 分鐘 

 
 
 
 
 
 
 
 
 
 
 
增進幼兒跑步的動作技

巧。 
培養幼兒空間感，變化

不同路徑讓幼兒向前跑 
 
 
 
 
 
 

 

起

點 
輪胎 

25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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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運動遊戲活動「歡樂接力賽」 

 

活動名稱 歡樂接力賽 
教學日期 3 月 3 日 學生年齡 4-6 歲 
新課綱領域目標 教學資源 
身-中 1-1-1 覺察身體穩定性及移動性動作表 
           現上的協調性 
身-中-1-2-1 覺察各種用具安全的操作技能 

接力棒 

活動內容 時間 評量重點 
一、引起動機 

利用接力棒引起學習動機。 
二、暖身活動 

唱跳「小不點」歌曲暖身 
 

三、發展活動 
團討： 

          1、接力賽跑，怎麼玩？ 
    運動遊戲： 

      1、將幼兒分成六組，每組 4 
         人。 

              2、第一組四人站在風雨操 
                 場的四個角落，由第一 
                 人拿接力棒跑 28 公尺傳 
                 給第二人，第二人繼續 
                 跑 28 公尺傳給第三人， 
                 第三人繼續跑 28 公尺傳 
                 給第四人，再由第四人 
                 跑 28 公尺回原點。 
              3、第一組結束後，換第二 
                 組，以此類推。 
四、收拾器材，回顧課程 

1 分鐘 
 
 
2 分鐘 
 
 
35 分鐘 
 
 
 
 
 
 
 
 
 
 
 
 
 
 
2 分鐘 

 
 
 
 
 
 
 
 
 
 
 
 
提升幼兒專注力與手眼

協調能力。 
學習團隊合作並注意安

全。 
 
 
 
 
 

 
 
 
 
 
 

28 公尺 

3 4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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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運動遊戲活動「西部牛仔」 

 

活動名稱 西部牛仔 
教學日期 3 月 4 日 學生年齡 4-6 歲 
新課綱領域目標 教學資源 
身-中 1-1-1 覺察身體穩定性及移動性動作表 
           現上的協調性 
身-中-1-2-1 覺察各種用具安全的操作技能 

海棉條 

活動內容 時間 評量重點 
一、引起動機 

海棉條等器材引起學生動機。 
二、暖身活動 

唱跳「歐蘇珊那」歌曲暖身 
 

三、發展活動 
團討： 

1、聽到這首音樂，你們覺得像在哪？ 
2、剛剛聽到的音樂，你們覺得可 

以搭配哪些動作？ 
    運動遊戲： 

1、配合音樂，用海棉條請學 
生模仿騎馬的樣子。 

2、老師引導幼兒踏併步跳的 
技巧。 

3、再請幼兒分成三組，每組 
幼兒踏併步跳 28 公尺。 

四、綜合活動 
收拾器材，回顧課程 

1 分鐘 
 
 
2 分鐘 
 
35 分鐘 
 
 
 
 
 
 
 
 
 
 
 
2 分鐘 

 
 
 
 
 
 
 
 
 
 
 
 
 
 
提升幼兒踏併步跳的技

巧。 

 
 
 
 
 
 
 
 
 

人 

起點 

三

角

錐 



 
 
 
 
 
 
 
 
 
 
 
 

 

 

75 
 

附錄六 運動遊戲活動「滑跳高手」 

 

活動名稱 滑跳高手 
教學日期 3 月 8 日 學生年齡 4-6 歲 
新課綱領域目標 教學資源 
身-中 1-1-1 覺察身體穩定性及移動性動作表現上

的協調性 
身-中-1-2-1 覺察各種用具安全的操作技能 

藍色海綿圈 3 個 
紅色海綿圈 3 個 
 

活動內容 時間 評量重點 
一、引起動機 

利用小豬找媽媽，路上會經過橫向滑步及單

腳跳的馬路，才能找到媽媽。 
二、暖身活動 

唱跳「歐蘇珊那」歌曲暖身。 
三、發展活動 
    團討： 

1、故事中，小豬找媽媽會經過哪 
些道路？ 

         2、 
運動遊戲： 

1、老師示範並引導幼兒橫向滑步 3 
公尺動作技巧及單腳跳技巧。 

2、地上放三個直徑 25 公分的紅色 
海綿圈，及藍色海綿圈。 

3、請全班幼兒先橫向滑步，再單 
腳連續跳三個紅色海綿圈內，再換

另一隻腳連續跳藍色海綿圈內。 
 
         
四、綜合活動 

收拾器材，回顧課程 

1 分鐘 
 
 
2 分鐘 
 
35 分鐘 
 
 
 
 
 
 
 
 
 
 
 
 
 
 
2 分鐘 

 
 
 
 
 
 
 
 
 
 
 
 
 
 
 
提升下肢運動能力。 
練習單腳平衡向前跳

躍。 
 
 
 
 

 
 

 
 

 
 

單腳跳 

橫向滑步 

3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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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運動遊戲活動「格子跳」 

 

活動名稱 格子跳 
教學日期 3 月 9 日 學生年齡 4-6 歲 
新課綱領域目標 教學資源 
身-中 1-1-1 覺察身體穩定性及移動性動作表現 
          上的協調性 
身-中-1-2-1 覺察各種用具安全的操作技能 

巧拼墊 8 個 

活動內容 時間 評量重點 
一、引起動機 

利用小豬要回家的故事，引起動機。 
二、暖身活動 

請幼兒一起唱數，搭配音樂做暖身操。 
三、發展活動 
    團討： 

1、故事中小豬要回家，媽媽告訴小豬

回家的路上會經過哪些道路？ 
2、路上有跳格子，要怎麼跳才能找到

自己的家？ 
    
    運動遊戲： 

1、請幼兒根據故事內容，用巧拼墊，

組合跳格子。 
2、故事中，先單腳跳三下後雙腳站

立，再換另一隻腳單腳跳三下。 
3、老師示範過程，並引導單腳跳的動

作技巧。 
4、請全班幼兒依序跳格子。 

四、綜合活動 
收拾器材，回顧課程 

 
1 分鐘 
 
 
2 分鐘 
 
35 分鐘 
 
 
 
 
 
 
 
 
 
 
 
 
 
2 分鐘 

 
 
 
 
 
 
 
 
增進大肌肉瞬間爆發

力。 
 
 
 
 
 
提升下肢運動能力。 
增進大腿肌及臀部肌耐

力。 
練習單腳平衡向前跳

躍。 
 

 
 
 
 
 
 
 

地墊 

單腳跳 單腳跳 雙腳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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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運動遊戲活動「跳跳樂」 
活動名稱 跳跳樂 
教學日期 3 月 10 日 學生年齡 4-6 歲 
新課綱領域目標 教學資源 
身-中 1-1-1 覺察身體穩定性及移動性動作表現 
          上的協調性 
身-中-1-2-1 覺察各種用具安全的操作技能 

巧拼墊六片 
 

活動內容 時間 評量重點 
一、引起動機 

用小豬來了一封信，信中教幼兒運動遊戲，

引起學生動機。 
二、暖身活動 

請幼兒一起唱數，搭配音樂做暖身操。 
三、發展活動 
    團討： 
         1、小豬信中教我們哪些遊戲？ 
         2、利用六塊地墊玩立定跳？請問 
            要怎麼跳，才能跳得過？ 
 
    運動遊戲： 

1、請幼兒擺放六塊巧拼地墊 
成一直線，每片地墊距離 20
公分。 

2、老師先講解並示範運動遊 
戲（立定跳遠）動作技巧。 

3、請一位幼兒示範動作。 
4、依序請全班幼兒玩巧拼立定

跳。 
四、綜合活動 

收拾器材，回顧課程 

 
1 分鐘 
 
 
2 分鐘 
 
35 分鐘 
 
 
 
 
 
 
 
 
 
 
 
 
 
 
2 分鐘 

 
 
 
 
 
 
 
 
 
 
 
 
 
 
 
增進大肌肉瞬間爆發

力。 
增進手臂向前擺動及腿

步跳躍的力量。 
增進大腿肌及臀部肌耐

力。 
 

 
 
 
 
 
 
 

20 公分 20 公分 20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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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運動遊戲活動「飛躍羚羊」 

活動名稱 飛躍羚羊 
教學日期 3 月 15 日 學生年齡 4-6 歲 
新課綱領域目標 教學資源 
身-中 1-1-1 覺察身體穩定性及移動性動作表 
           現上的協調性 
身-中-1-2-1 覺察各種用具安全的操作技能 

輪胎（直徑 55 公分，高 14 公分） 
壘包（長 38 公分，寬 38 公分，高 8
公分） 
紙箱（長 50 公分，寬 30 公分，高

24 公分） 
活動內容 時間 評量重點 
一、引起動機 

教師展示一個輪胎、一個壘包、一個紙

箱器材，引起學習動機。 
二、暖身活動 

請幼兒一起唱數，搭配音樂做暖身操。 
三、發展活動 

團討： 
1、小朋友，輪胎、壘包、紙箱這三

樣器材，我們要怎麼玩？ 
2、我們要玩跨跳的障礙賽。 

運動遊戲： 
1、老師先在邊長 10 公尺的正方形

場地上，四個角落擺上壘包、紙

箱、輪胎。 
2、將幼兒分成四組，每組 6-7 人。 
3、依序從起點三角錐上起跑，進行

四個角落的跨跳遊戲。 
四、綜合活動 

收拾器材，回顧課程 

1 分鐘 
 
 
2 分鐘 
 
35 分鐘 
 
 
 
 
 
 
 
 
 
 
 
 
2 分鐘 

 
 
 
 
 
 
 
 
 
 
 
 
 
 
增進幼兒下肢跳躍能力。 
加強幼兒協調性及下肢對

距離的操控能力。 

 
 
 
 
 
 
 
 

14 公尺 

14 公尺 

14 公尺 

紙箱 
輪

胎 

壘包 

起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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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運動遊戲活動「青蛙彈跳」 
活動名稱 青蛙彈跳 
教學日期 3 月 16 日 學生年齡 4-6 歲 
新課綱領域目標 教學資源 
身-中 1-1-1 覺察身體穩定性及移動性動作表 
           現上的協調性 
身-中-1-2-1 覺察各種用具安全的操作技能 

橡皮筋繩一條（長 120 公分） 
壘包（長 38 公分，寬 38 公分，

高 8 公分） 
海綿圈（直徑 25 公分） 

活動內容 時間 評量重點 
一、引起動機 

教師展示一條長 120 公分的橡皮筋繩、壘

包、海綿圈引起學生動機。 
二、暖身活動 

請幼兒一起唱數，搭配音樂做暖身操。 
 

三、發展活動 
團討： 

1、請問幼兒，橡皮筋繩、壘包、海綿

圈能夠怎麼玩？ 
    運動遊戲： 

1、幼兒討論後，幼兒說可以跨跳橡皮

筋繩，再單腳跳及雙腳跳進五個海

綿圈，最後再分別橫跨兩個壘包。 
2、請幼兒示範玩法及動作。 
3、依序從起點起跑後跨跳橡皮筋繩

（15 公分）、跑 5 公尺後單雙腳跳

海綿圈，最後分別再跑 5 公尺後進

行跨跳二個壘包。 
四、綜合活動 

收拾器材，回顧課程 

1 分鐘 
 
 
2 分鐘 
 
 
35 分鐘 
 
 
 
 
 
 
 
 
 
 
 
 
2 分鐘 

 
 
 
 
 
 
 
 
 
 
 
 
 
 
增進幼兒下肢跳躍能

力。 
加強幼兒下肢對距離及

空間感的操控。 
 
 
 

 
 

 
 
 

 
 

5 公尺 5 公尺 5 公尺 

海綿圈 

橡皮筋繩 

起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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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運動遊戲活動「橡皮筋跳高」 

活動名稱 橡皮筋跳高 
教學日期 3 月 17 日 學生年齡 4-6 歲 
新課綱領域目標 教學資源 
身-中 1-1-1 覺察身體穩定性及移動性動作表 
           現上的協調性 
身-中-1-2-1 覺察各種用具安全的操作技能 

橡皮筋繩二條（長 120 公分） 
壘包（長 38 公分，寬 38 公分，

高 8 公分） 
海綿圈（直徑 25 公分） 

活動內容 時間 評量重點 
一、引起動機 

教師展示橡皮筋繩、壘包、紙箱引起學生動

機。 
二、暖身活動 

請幼兒一起唱數，搭配音樂做暖身操。 
 

三、發展活動 
團討： 

1、 請問幼兒，橡皮筋繩、壘包、海綿

圈能夠怎麼玩？ 
    運動遊戲： 

1、幼兒討論後，幼兒說可以跨跳二條不

同高度的橡皮筋繩，再把二個壘包疊

起來跨跳。 
2、請幼兒示範玩法及動作。 
3、幼兒依序從起點起跑 5 尺後跨跳 20 公

分橡皮筋繩、再跑 5 公尺後跨跳 30 公

分橡皮筋繩，最後再跑 5 公尺後進行

跨跳二個疊起來的壘包。 
四、綜合活動 

收拾器材，回顧課程 

1 分鐘 
 
 
2 分鐘 
 
 
35 分鐘 
 
 
 
 
 
 
 
 
 
 
 
 
2 分鐘 

 
 
 
 
 
 
 
 
 
 
 
 
 
 
增進幼兒下肢跳躍能

力。 
加強幼兒下肢對距離及

空間感的操控。 
 
 
 

 
 
 
 
 
 

壘包 5 公尺 

高 30 公分 高 20 公分 

5 公尺 5 公尺 

橡皮筋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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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運動遊戲活動「小豬闖關」 
活動名稱 小豬闖關 
教學日期 3 月 22 日 學生年齡 4-6 歲 
新課綱領域目標 教學資源 
身-中 1-1-1 覺察身體穩定性及移動性動作表 
           現上的協調性 
身-中-1-2-1 覺察各種用具安全的操作技能 

 

活動內容 時間 評量重點 
一、引起動機 

和小豬玩偶討論遊戲方式 
二、暖身活動 

請幼兒一起唱數，搭配音樂做暖身操。 
 

三、發展活動 
團討： 

1、小豬玩偶提供我們海綿棒、地墊、橡

皮筋繩、海綿圈，我們可以怎麼玩？ 
2、請幼兒在地上排放地墊玩單腳跳。 
3、再請二位幼兒坐在地上拉橡皮筋繩，

拉到肩膀高度。 
運動遊戲：   

1、用海綿棒模仿騎馬動作，踏併步跳

5 公尺。 
2、再用地墊玩單腳跳。 
3、接著跑 5 公尺後，跨跳高 25 公分

橡皮筋繩。 
四、綜合活動 

收拾器材，回顧課程 

1 分鐘 
 
 
2 分鐘 
 
 
35 分鐘 
 
 
 
 
 
 
 
 
 
 
 
 
2 分鐘 

 
 
 
 
 
 
 
 
 
 
 
 
 
 
 
增進幼兒下肢跳躍能

力。 
加強幼兒協調性及下肢

對距離的操控能力。 
 

 
 
 
 
 
 
 
 
 

高 20 公分 

踏併步跳 

5 公尺 

單腳跳 
雙腳跳 

5 公尺 

跑 

橡皮筋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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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 運動遊戲活動「小青蛙去遊玩」 

活動名稱 小青蛙去遊玩 
教學日期 3 月 23 日 學生年齡 4-6 歲 
新課綱領域目標 教學資源 
身-中 1-1-1 覺察身體穩定性及移動性動作表 
           現上的協調性 
身-中-1-2-1 覺察各種用具安全的操作技能 

輪胎（直徑 55 公分，高 14 公分） 
海棉條（長 50 公分，厚 5 公分） 
地上畫房子 

活動內容 時間 評量重點 
一、引起動機 

住在七層樓高的小青蛙想出門去遊玩，請

小朋友帶小青蛙去遊玩。 
二、暖身活動 

請幼兒一起唱數，搭配音樂做暖身操。 
三、發展活動 

團討： 
1、小青蛙的家會經過哪些地方？ 
2、身體要怎麼動，才能順利過池塘（輪

胎）及水溝（海綿棒），到達小青蛙的

家？ 
3、到達小青蛙的家門口，要怎麼到達第六

樓，把小青蛙帶出來遊玩？（丟沙包，

丟到沙包的那格不能跳進去） 
運動遊戲： 
1、老師先放上輪胎、海綿棒、地上畫上房

子。 
2、請幼兒示範動作，從輪胎（跨跳）、海

綿棒（立定跳）後跑到小青蛙家門口。 
3、從家門口投沙包，跳進小青蛙的六樓，

把小青蛙從六樓帶出來。 
四、綜合活動 

收拾器材，回顧課程 

1 分鐘 
 
 
2 分鐘 
 
 
35 分鐘 
 
 
 
 
 
 
 
 
 
 
 
 
 
 
2 分鐘 

 
 
 
 
 
 
 
 
 
 
 
 
 
 
 
 
 
增進幼兒下肢跳躍能

力。 
加強幼兒協調性及下肢

對距離的操控能力。 
 
 

 
 
 
 
 
 

跳房子 

1.5

公尺 

立定跳 

3 公尺 

輪

胎 

2.5 公尺 



 
 
 
 
 
 
 
 
 
 
 
 

 

 

83 
 

附錄十四 運動遊戲活動「青蛙渡河」 
活動名稱 青蛙渡河 
教學日期 3 月 24 日 學生年齡 4-6 歲 
新課綱領域目標 教學資源 
身-中 1-1-1 覺察身體穩定性及移動性動作表 
           現上的協調性 
身-中-1-2-1 覺察各種用具安全的操作技能 

輪胎（直徑 55 公分，高 14 公

分） 
海棉條（長 50 公分，厚 5 公分） 
地上畫房子 
地上畫出六條彩虹線（每個間隔

約 15 公分） 
活動內容 時間 評量重點 
一、引起動機 

地上有七條彩紅線、海綿棒、房子，請小青

蛙來和幼兒討論，要怎麼玩遊戲？ 
二、暖身活動 

請幼兒一起唱數，搭配音樂做暖身操。 
三、發展活動 

團討： 
1、小青蛙詢問幼兒，地上彩虹線可以怎麼

玩？（立定跳） 
2、海綿棒可以怎麼玩？（架高 30 公分） 
3、在房子前擲骰子，擲出的數量，那一格

就不能跳進。 
運動遊戲： 
1、請幼兒示範，先在彩虹線上立定跳，再

往前跑 4 公尺，擲骰子，擲到的數量那

格不能跳進，最後再跑 6 公尺跨跳海綿

棒（高約 30 公分） 
四、綜合活動 

收拾器材，回顧課程 

1 分鐘 
 
 
2 分鐘 
 
35 分鐘 
 
 
 
 
 
 
 
 
 
 
 
2 分鐘 

 
 
 
 
 
 
 
 
 
 
 
 
 
增進幼兒雙手擺動，雙

腿同時跳躍能力。 
加強幼兒協調性及下肢

對距離的操控能力。 
 

 
 

 
 

 
 
 

跨跳高 30 公分 

6 公尺 

4 公尺 

立定跳 
起

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