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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三創教學課程 112-1 執行成果報告書確認表 

課程/學程名稱：羽球 

授課教師：江正發 

服務單位：體育中心/講師 

班級人數：45 人 

勾選 繳交項目 說明內容 

◼ 本確認表 請確實填報，以俾利核對 

◼ 
執行成果總報告表-電子

檔 (Word) 

字型：標楷體 (中文)； 

      Times New Roman (英文) 

行距：單行間距 

字體大小：12 號字 

◼ 活動記錄表 
當期程全部活動紀錄，如講座、參

訪、期末成發展等 

◼ 本年度活動照片 (原檔) 

精選 8-20 張即可  

(請將檔案另外上傳並控制在 20 MB

以內以便日後回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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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課程-執行成果總報告 
單一課程/跨領域課程 

一、課程內容特色 
課程採用混合式教學進行，本課程內容包含兩個領域的專業應用，一個是運動領域，主要

是以運動技能學習的理論為基礎，搭配羽球訓練法以及體育教材教法之原則進行單項羽球動

作的教學與訓練。另一個是資訊科技領域，主要是導入線上互動式教學平台的科技接受理論。 

綜合上述，本課程之教學目標為： 

1. 認知維度 

（1） 能理解智能技術應用的優點。 

（2） 能理解智能技術辨識羽球肢體動作的方式。 

2. 情意領域 

（1） 能感受智能技術應用於羽球學習的便利性。 

（2） 能感受智能技術輔助學習羽球動作的創新方式。 

3. 技能領域 

（1） 能說出智能技術應用於檢測羽球動作的程序。 

（2） 能做出應用智能技術檢測結果，自主調整細部動作的能力。 

二、特殊創意/活動規劃 
1. 創意：採用混合式教學搭配同儕學習的方式進行創意教學規劃。 

2. 創新：導入資訊技術，結合運動領域，創新教學主題。 

3. 創生：結合在地企業、球團或單位，提供學生走出學校，履行課堂所學於生活中的創

生實踐。 

4. 數位科技應用：導入數位科技技術，培養學生使用數位科技技術應用於以預領域學習

的跨領域應用的能力。 

三、教學策略/教學方法 

1. TBL(team-based learning)：在實體課程中，依據不同的羽球技能水準分成初階組與進

階組。不同的組別給予不同的進度、挑戰與問題，各小組內進行練習、討論與互助合作

學習。 

2. 教學工具/輔助：數位教材、教學平台。 

四、課程/學程相關產業分析 
隨著網路頻寬與演算技術的快速發展，各領域在 AI 技術的應用猶如雨後春筍般的盛況，

其中不乏應用於教育領域的數位科技技術應用亦是如此。專為教育現場應用而開發出許多輔

助教學應用程式與設備，帶給師生嶄新教學思維與創新輔助教學體驗，例如：AR/RV、穿戴式

裝置、人臉辨識、語音辨識、肢體辨識等相關數位科技技術的應用。在本計畫中，期望透過資

訊技術應用於羽球課程之中，提供立即化、數據化與圖形化的輔助學習成效。為了達成此前提

之目標，建構學生正確的動作規範成為關鍵的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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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運動技能學習歷程中，認知、情意與技能是三個重要的學習指標，認知與情意兩個維度

可以藉由線上數位教學平台上的教材達成其教學目標，多位學者對於線上學習與運動技能學

習 成效表現 具有正向顯著 提升與正向肯定 (Hergüner et al., 2021; Riza et al., 2021; 

Roesdiyanto et al., 2018; Wilson & Greig, 2017)。而在技能維度的學習則需要借重實體教學

與智能技術混合運用於本計畫課程中。依據上述內容本課程與學生之關聯性如下表 1： 

表 1 本課程與學生之關聯表 
  關聯性 

學習目標 教學內容 
非常 

有關聯 
有關聯 普通 

沒有 

關聯 

非常 

沒有關聯 
5 4 3 2 1 

外在 

技能動作 

1.握拍、 

2.高遠球、 

3.平球、 

4.短球、 

5.挑球、 

6.單打技術、 

7.雙打技術、 

8.競賽規則。 

P     

內在 

人文素養 

1.優秀羽球運動員的養成歷程、 

2.偏鄉在地的羽球選手訓練情形、 

3.在地球團經營與推展困境、 

4.參觀不同羽球場地設施的規劃。 

5.資訊技術應用能力。 

P     

 

五、整體活動執行成果效益 
（一） 質化衡量指標 

本計畫課程之質化衡量指標執行成果之效益，如下表 2。 

表 2 質化效益表本課程與學生之關聯表 
預期指標項目 結果 達標說明 

1. 預期導入運用數位教材與實體授課建

置羽球混合式教學模式。 
達標 

1. 達成導入運用數位教材與實體授課，落實建置

羽球混合式教學模式之目標。 

2. 導入羽球數位教材與資訊平台，輔助學

習系統建構智能化羽球教學特色。 
達標 1. 建構羽球數位教學的跨領教學模式。 

（二） 量化衡量指標 

本計畫課程之量化衡量指標執行成果之效益，如下表 3。 

表 3 本課程與學生之關聯表 

預期指標項目 結果 達標說明 

1. 預計完成一場在地創生連結的交流、參

訪或座談活動。 
達標 1. 完成一場校外教學參訪活動。 

2. 預計完成 10 成人次的 羽球數位教材

輔助學習平台系統的實踐。 
達標 

1. 在 45 位修課學生中，完成 30 位學生自主使

用數位教材與應用資訊平台預習課程內容。 

2. 在 45 位修課學生中，完成 30 位學生自主使

用數位教材與應用資訊平台複習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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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預計完成 10 成人次的動作學習檢測。 達標 1. 總計完成 30 人次檢測。 
 

六、多元評量尺規 
本課程之各項學習評量方式與評量標準及所占成績之比例，如下表 4 評量成績方式

表。 

表 4 評量成績方式表 

指標項目 指標說明 比例（%） 

1. 出缺席 課堂參與 30 

2. 技能檢核 針對單項動作的技能檢核測驗 20 

3. 認知學習單 針對單項動作的認知評量測驗 15 

4. 學習總心得 
課程前後閱讀線上數位教材內容之隨堂心得與期末總心報

告 
15 

5. 自主學習檢核表 學生自評認知、情意、技能與實踐之評量 10 

6. 其他特殊表現  10 
 

七、學生整體意見與回饋 
（一）量化評價 

從表 5 期中教學意見調查五點量表的量化回饋可以得知，選課人數 45 人，填表人數 30

人，在本次課程的教學策略方面的安排整體平均 4.4667 分、在教材準備方面獲得整體平均

4.6222 分、在師生互動方面獲得整體平均 4.6583 分、在課程評量方面獲得整體平均 4.5583

分。本計畫執行成效獲得學生高評價的肯定與回饋。 

表 5 期中教學評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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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質化評價 

1. 學生對於課程最喜歡的描述 

從修課學生對於課程整體的質化回饋，從表 6 期中教學意見調查的質化回饋可以得知，

學生對於本次計畫執行的描述包括：最喜歡老師的因材施教、不同技能水準的分組教學、

教學熱忱、教學細心、循序教學、老師可以針對不同學生的背景狀況給予指導、個別指導學

生學習動作、喜歡老師安排校外教學等等。綜合上述學生的質化描述可知，修課同學對於

本次計畫的執行給予高度的肯定與評價。 

表 6 期中教學意見調查的質化回饋表 

 
2. 學生覺得課程需要再調整的部分 

從修課學生對於課程是否需要調整的質化回饋，從表 7 的質化回饋可以得知，學生對

於本次計畫執行是否需要調整的描述，以『我覺得非常棒了，都很好，不用調整』最多。 

綜合上述學生的質化描述可知，修課同學對於本次計畫的執行給予高度的肯定與評價。 

表 7 課程是否需要調的質化回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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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檢討與建議 
（一） 本期活動的執行困難處及問題 

本學期課程進行順利，唯部分細節需要調整，進一步描述如下： 

（1） 在實體課程方面： 

1. 此次計畫執行中發現，與先前學期相比較，本學期的學生明顯跟不上羽球教學進度

表所規劃的科目，即使採用小組練習的方式也成效不佳，為了提高學習成效，不得

不增加實體技術的練習週次，因此也佔用了原本排定教學的進度，如：雙打發球接

發球、雙打輪轉站位、混雙發接發、單打主動與被動球路等科目，受限時數與練習

熟練的影響難以深入解說與演練。 

2. 另外，本學期修課學生反應羽球技能考試難度太難的次數較以往多，然而學生所反

應的技能考試科目、方式、評分方式卻是與先前課程一致。 

3. 在實體課程的小組練習過程中，本學期班上小組練習反應不熱絡，相較於先前學期

同儕之間的互動生疏，例如：沒有互相撿球、沒有互相餵球練習，需要老師在旁提

醒才會一起練習。 

（2） 在數位教材閱讀方面： 

在閱讀數位教材方面呈現兩極化的情形。首先，在本計畫執行期間班上有 45 位修課

同學，達到 30 位同學完成且持續使用數位教材預習與複習課程內容，仍然有 15 位的同

學尚未採用數位教材。此情形導致教師無法直接引用數位教材的內容作為實體課程講述

與示範時的說明內容，例如：長球的擊球點在Ａ，切球的擊球點在Ｂ，殺球的擊球點在

Ｃ，Ａ與Ｂ與Ｃ的空間差異等等的專業用語。 

（3） 在導入數位化資訊學習平台方面： 

經過疫情衝擊，琳瑯滿目的數位學習平台充斥於數位學習環境。在如此雲集的數位

學習管中，簡單且能滿足學生學習需求的數位學習平台才是首選。在此前提之下，於計

畫執行中所導入的 BOOCS 數位教學平台提供客製化的模組設計功能，可以針對不同的

課程進行調整以滿足教師的授課需求與學生的便捷學習需求，例如：針對羽球教學進度

中所編排的科目，教師可以依據教學進度設定開放給學生閱讀，也可以從學習平台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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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該科目中閱讀的起始時間、結束時間、停留的時間、與閱讀的次數。就學生端而

言，平台提供學生便捷的登入閱讀管道、反覆閱讀的功能選單、以及可以慢速播放的功

能選單，此功能可以讓學生更清楚與更仔細的觀賞數位教才內容中所呈現出來的影片。 

（4） 在校外教學方面： 

基於上次計畫的執行所得的調整方案，在本學期在執行校外教學之前已經預告會有

邀請在地青年創業的業者一位以及一位空軍飛行教官蒞臨現場，分享青年創業的心力歷

程與軍旅職業涯分享，在原本運動領域之外加入兩位專家的職涯分享，提供學生往後人

生選擇與職涯規劃的省思。在此誘因之下確實提高了校外教學的參與人數，學生對於往

後創業之在地實踐業多了更多的選擇。 

（二） 對教學過程有何改善或精進之處，調整課程或教學目標。 

有鑒於上述之情形，調整之措施如下： 

（1） 在實體課程方面：由於本學期初次遇到學生反應難度偏難的次數較多，且反應的人

數相較於以往的多，此情況是之前所沒有的。為求慎重，將再觀察一個學期，以評

估出實際的原因，作為將來教學調整之依據。 

（2） 在數位教材閱讀方面：增加外在誘因，提高同學們的參與意願，透過認知檢測加深

同學的閱讀成效。 

（3） 在導入數位化資訊學習平台方面：基於上述的觀點，本學期在計畫執行中學生對於

BOOCS 數位教學平台的接受度與滿意度有高度肯定，在關於學生對於羽球技能課

程中導入數位技術的執行獲得學生回饋高的接受度。 

（4） 校外教學方面：基於此次計畫執行的回饋，將持續邀請專家學者分享職涯與心路歷

程，期望能持續增加參與人數，提供學生更多的創業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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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活動精彩剪影  

初階組同學接受基層羽球甲組教練跨界 

指導長球動作教學 

高階組同學接受基層羽球甲組教練跨界 

指導低手發球球動作教學 

基層單打選手動作示範-殺球示範 與基層小選手進行雙打技術交流 
 

高階組同學接受基層羽球甲組教練跨界 

指導握拍手指發力技巧教學 
高階組同學接受基層羽球甲組教練 

指導單打戰術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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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活動紀錄表 
活動主題 羽球同好之職涯分享 

活動時間 112 年 12 月 02 日 09 時 00 分 至 12 時 00 分 

活動地點 洄瀾羽球運動學校 

主講人 
張姓創辦人 

曹姓教官 

參與人數 27 人 

活動內容 

（一） 活動進行方式與內容 

完整流程如下： 

08：40～09：00 羽動洄瀾運動學校介紹 

09：00～09：30 基層選手訓練觀摩 

09：30～10：00 甲組教練心路歷程與職涯分享 

10：00～10：30 在地羽球俱樂部生態介紹 

10：30～11：00 在地創業張瑋吐司-張負責人 

11：00～11：30 空軍第五聯隊-曹飛官 

11：30～13：00 羽球會友技術交流、午餐(張瑋吐司) 

13：00～15：00 業界教練指導與基層小選手技術交流 

15：00～15：20 與基層小選手合照暨參觀小選手訓練 

15：20～16：00 大學生返校 

（二） 講座重點與預期助益 

本次活動之重點達成之成效: 

1. 培養羽球的人文素養，了解羽球選手的養成與訓練方式。  

2. 認識偏鄉地區羽球運動發展的困境。  

3. 認識專業羽球場地設施與本校場館設施的差異。  

4. 完成 27 位同學參與此次校外教學活動。 

5. 完成一個場次的軍職講座分享。 

6. 完成一個場次的青年創業講座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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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饋 

與成效 

（三） 意見與回饋 
列舉一位參與校外教學同學對於此次活動的回饋與分享，列舉如下 

 

活動剪影(請檢附二至四張活動照片，並予以簡述) 

  

在地青創業者創業歷程分享 空軍飛官分享軍旅經驗與職涯規劃 

l 以上表格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增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