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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立明德國民中學 111學年度體育班課程計畫 

一、體育班課程規劃表 

 

基隆市明德國民中學體育班課程規劃 (表9-1) 

                                                      單位：每週節數 

年級 

領域科目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部
定
課
程 

領
域
學
習
課
程 

語文 

5 

國語文(5) 

5 

國語文(5) 

5 

國語文(5) 

1 

本土語文(1) 
  

3 

英語文(3) 

3 

英語文(3) 

3 

英語文(3) 

數學 
4 

數學(4) 

4 

數學(4) 

4 

數學(4) 

社會 

歷史 1、地理 1 

公民與社會 1 

社會(3) 

(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 

歷史 1、地理 1 

公民與社會 1 

社會(3) 

(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 

歷史 1、地理 1 

公民與社會 1 

社會(3) 

(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 

自然科學 

生物 3 

自然科學(3) 

(理化、生物、地球科學) 

理化 3 

自然科學(3) 

(理化、生物、地球科學) 

理化 2、地球科學 1 

自然科學(3) 

(理化、生物、地球科學) 

藝術 

音樂 1、表演藝術 1 

藝術(2-3) 

(音樂、視覺藝術、表演藝術) 

音樂 1、視覺藝術 1 

藝術(2-3) 

(音樂、視覺藝術、表演藝術) 

音樂 1 

視覺藝術 1 

音樂 1 

表演藝術 1 

藝術(2-3)  

(音樂、視覺藝術、表演藝術) 

綜合活動 

家政 1、輔導 1 

綜合活動(2-3) 

(家政、童軍、輔導) 

家政 1、輔導 1 

綜合活動(2-3) 

(家政、童軍、輔導) 

家政 1、輔導 1 

綜合活動(2-3) 

(家政、童軍、輔導) 

科技 

資訊科技 1 

科技(1-2) 

(資訊科技、生活科技) 

生活科技 1 

科技(1-2) 

(資訊科技、生活科技) 

生活科技 1 資訊科技 1 

科技(1-2) 

 (資訊科技、生活科技) 

健康 

與 

體育 

健康教育 1、體育 1 

健康與體育(2-3) 

(健康教育、體育) 

體育 2 

健康與體育(2-3) 

(健康教育、體育) 

健康教育 1、體育 1 

健康與體育(2-3) 

(健康教育、體育) 

特殊

類型

班級

課程 

體育專業 

(專項術科) 

體育專業 5 

體育專業(5) 

(專項體能訓練、技術訓練) 

體育專業 5 

體育專業(5) 

(專項體能訓練、技術訓練) 

體育專業 5 

體育專業(5) 

(專項體能訓練、技術訓練) 

學習節數 
31 

(31-34) 

30 

 (30-34) 

30 

 (30-34) 

校

訂

課

程 

彈性

學習

課程 

統整性主

題/專題/

議題探究

課程 

好讀 1 

生命百川 1 

海洋城市 1 

愛閱新世界 1 

全球視野 1 

跨閱歷險記 1 

特殊需求

領域課程-

專項術科 

體育專業 1 體育專業 1 體育專業 1 

其他 班級輔導 1 班級輔導 1 班級輔導 1 

學習總節數 
35 

 (33-35) 

34 

 (32-35) 

34 

 (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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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體育班課程實施規範」，部定及校訂課程所開設之體育專業

課程，於第六節課以後實施為原則，國中階段每週8節為限。九年級專項術科課程節數部

分，仍適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及教育部體育署相關函釋規定，每週以6節

至10節為原則。 

2. 國民中學(第四學習階段)自然科學、社會、藝術、綜合活動、健康與體育等領域，均含數

個科目，可在不同年級彈性修習不同科目，不必每個科目在每學期都修習，以減少每學

期所修習的科目數量，但學習總節數應維持，不得減少。第四學習階段各學習領域中之

各科目，均應於學習階段中安排授課節數。 

3. 健康與體育領域應教（選）授第四學習階段課程內容，不得作為體育專業課程之一部分。 

4. 111學年度各年級體育班課表，請於開學後一個月內送本府備查。 



3 

 

二、體育班課程計畫各年級教學進度規劃 

（一）111 學年度七年級第一學期專項術科教學進度表(表 9-2) 

 

全學期教學重點及評量方式說明 

科目名稱 教學重點 評量方式 

射擊 

1. 體能訓練：加強一般及專項體能肌耐力，如蛙人操、伏地挺身、仰臥起坐、 

          背人跑步、心肺耐力慢跑、磚頭上下、啞鈴上下、舉槍預習、撐槍等。 

2. 技術訓練：單發技術連結動作與聯合銜續，手槍要領、瞄準要領、扣扳機技巧等。 

3. 戰術訓練：比賽流程及技術規則理解，單發流程、動作分解、比賽規則及程序、讀 

          秒壓扳機等。 

4. 心理訓練：意象訓練、目標設定與彈著分析檢討，彈著密度觀念、急扣原因、 

          虛實想法等。 

1. 觀察 

2. 實作及表現 

3. 虛實密度 

各週教學進度及議題融入規劃 

週次 日期 射擊      

1 08/29－09/02 
1.槍枝使用概念 

2.安全注意事項 

 

 
    

2 09/05－09/09 
1.認識射擊運動與射擊知識 

2.基本動作訓練 
     

3 09/12－09/16 
1.分組訓練方式說明 

2.體能及專項訓練說明 
     

4 09/19－09/23 

1.基礎體能訓練 

2.心肺耐力訓練 

3.意象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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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9/26－09/30 
1 基礎體能訓練 

2.趣味體能訓練 
     

6 10/03－10/07 

1.專項體能訓練 

2.心肺耐力訓練 

3.意象訓練 

     

7 10/10－10/14 

1.基礎體能訓練 

2.趣味體能訓練 

3.虛實訓練(瞄準要領) 

     

8 10/17－10/21 

1.基礎體能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3.射擊預習 

     

9 10/24－10/28 

1.基礎體能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3.虛實訓練(扣扳機要領) 

     

10 10/31－11/04 

1.基礎體能訓練 

2.專項戰術訓練(單發流程) 

3.心肺耐力訓練 

     

11 11/07－11/11 

1.基礎體能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3.虛實訓練 

     

12 11/14－11/18 

1.專項技術訓練(瞄準) 

2.基礎體能訓練 

3.射擊預習 

     

13 11/21－11/25 

1.專項技術訓練(扣扳機) 

2.心肺耐力訓練 

3.意象訓練 

     

14 11/28－12/02 

1.專項戰術訓練(動作分解) 

2.趣味體能訓練 

3.心理訓練(目標設定、彈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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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2/05－12/09 

1.專項戰術訓練(單發流程) 

2.專項體能訓練 

3.射擊預習 

     

16 12/12－12/16 

1.專項體能訓練 

2.心肺耐力訓練 

3.心理訓練(彈著密度觀念) 

     

17 12/19－12/23 

1.專項戰術訓練(瞄扣配合讀秒) 

2.心肺耐力訓練 

3.射擊預習 

     

18 12/26－12/30 

1.專項體能訓練 

2.趣味體能訓練 

3.意象訓練 

     

19 01/02－01/06 

1.專項技術訓練(呼吸) 

2.心理訓練(虛實想法) 

3.彈著分析(急扣原因) 

     

20 01/09－01/13 

1.專項體能訓練 

2.虛實訓練 

3.趣味體能訓練 

     

填表說明： 

◆ 靶場安全及注意事項 

一、 射手未經同意不可隨意進入靶場。 

二、 進入靶場應聽從教練指導，並依國際射擊運動聯盟之國際規則方式射擊。 

三、 靶場內不可飲食（用餐）亦不得高聲喧嘩、嬉戲，保持肅靜；拍照時禁止使用閃光燈。 

四、 射手持槍時，槍口必須隨時指向安全方向（槍口朝上）任何時間不可對人。 

五、 射手未經靶場教練同意，不可任意打開槍機或裝填子彈。 

六、 未經許可不得擅動靶場內物品，及他人槍枝和裝備。 

七、 當靶場教練下達「裝子彈」口令後，始得裝子彈，開始射擊。 

八、 射手射擊中如需要休息，每次放下槍都應打開槍機（插上安全旗）槍口指向前方安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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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射擊中若因不明原因，子彈不能發射，射手立刻保持原姿勢不變，舉起非持槍手，向靶場教練報告處理之。 

十、 靶場內只要聽到指揮教練「全線暫停」口令，所有射手必須立刻將槍機打開，槍放下，置於射擊桌上。 

十一、 非實彈射擊或瞄準練習，須經負責教練准許，在指定地區實施。 

十二、 射手射擊完最後一發子彈後，必須將槍機拉開插入安全旗，始得離開。 

十三、 選手訓練結束時，請恢復靶位之整潔、乾淨。 

 

◆ 認識射擊運動與射擊知識 

一、 槍枝的各部名稱與功用。 

二、 子彈的結構。 

三、 射擊要領方法與彈著調整。 

四、 槍枝保養與擦拭。 

五、 靶場安全與紀律要求。 

六、 比賽規則簡介。 

 

◆ 心肺耐力訓練： 

一、 有氧慢跑運動訓練主要是在養成同學們堅強的耐力與毅力，對射擊運動來說，是一項每天練習完不可缺少的身體緩和運動。 

二、 有氧慢跑運動訓練或比賽不但可以減肥，還可以使細胞膜上之胰島素接受感受性增加而減少胰島素阻抗，亦可改善血糖的控制。 

三、 自己在跑步前「暖身運動」與運動後「緩和運動」以避免四肢靜脈血液回流不足及心臟輸出量不足現象；跑步過程遇有不適請立即

休息及迅速就醫。 

四、 環境溫度相關的運動傷害，請盡量跑在陰涼的地方，並以漸進方式適應熱環境。持續跑步超過 1小時，得補充足夠的冷水和鹽份或

運動飲料，避免因為熱的情況導致運動傷害。 

 

◆ 射擊要領 - 空氣手槍 

一、 姿勢：身體放鬆，運用骨骼支撐，保持肌肉協調，體重平均在雙腳上，重心稍偏後腳，腳指輕度捉地，頭部保持正直。 

二、 握槍：固定位置，握槍密合，食指靈活，握力平穩。 

三、 角度：自然舒適的正確位置，臂與肩的角度約 145°-165°為宜。 

四、 瞄準：配合呼吸，目光的焦點在準星頭上，使『具實靶虛』瞄準具清晰正確，目標自然模糊，要求最完美的瞄準圖。 

五、 呼吸：舉槍『吸』，接近定位時『呼』，至瞄準區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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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扣扳機：舉槍時食指慣性加壓，正直、單獨、均衡用力，直後不斷、慢扣不停、直到擊發。 

七、 預報：射擊順序(每發重複相同動作)- 

射手就射擊位置、握好槍、姿勢正確、送靶、裝填子彈、持槍的手置射擊台上。閉眼，想像射擊時的動作，回憶射擊時身體各部的

實際狀況。全身放鬆，呼吸調整，準備射擊時絕對專心。握槍的手像槍架一樣，舉槍，專心瞄準，視力回收，清晰正確的瞄準圖

形，呼吸的配合，穩定而自信的扣引扳機，自然擊發，毫無缺失。 

 

◆ 基礎體能訓練 

一、 柔軟操：作為運動前的熱身運動，將肌肉、筋體鬆弛，預防運動傷害。 

二、 伏地挺身：訓練臂力、胸肌力。 

三、 仰臥起坐：訓練核心肌力。 

四、 仰臥挺身：訓練腰部柔軟度。 

五、 交互蹲跳：訓練腿部肌力。 

 

◆ 趣味體能訓練 

    趣味訓練是讓我們在一些較有趣的體能訓練中，一方面達到娛樂效果，另一方面也有訓練強身的功能。 

一、 蛙人操：訓練全身肌力、耐力、柔軟度及瞬發力的效果。 

二、 老牛拖車：訓練臂力、腰力及腿力。 

三、 單腳跳：訓練腿力。 

四、 雙腳跳：訓練腿力。 

五、 左右側跑：訓練敏捷度、平衡感。 

六、 背人跑步：訓練肌耐力、臂力及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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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1 學年度七年級第二學期專項術科教學進度表(表 9-3) 

 

全學期教學重點及評量方式說明 

科目名稱 教學重點 評量方式 

射擊 

1. 體能訓練：加強一般及專項體能肌耐力，如伸展操、交互蹲跳、仰臥挺身、 

          老牛推車、左右側跑、衝刺跑、磚頭操、啞鈴操、舉槍預習、撐槍等。 

2. 技術訓練：單發技術連結動作與聯合銜續，步槍要領、同圓瞄準、扳機差異等。 

3. 戰術訓練：比賽流程及技術規則理解，步槍動作程序分解、比賽各階段時間運用、 

          紙靶規則與技術運用等。 

4. 心理訓練：意象訓練、專注力訓練，目標設定與彈著分析檢討，比賽心得分享、 

          急扣調整、虛實情緒轉換等。 

1. 觀察 

2. 實作及表現 

3. 虛實密度 

4. 實彈密度 

各週教學進度及議題融入規劃 

週次 日期 射擊      

1 02/06－02/10 
1.步槍槍枝介紹 

2.步槍動作指導 

 

 
    

2 02/13－02/17 

1.基礎體能訓練  

2.趣味體能訓練 

3.意象訓練 

     

3 02/20－02/24 
1.專項技術指導(同圓瞄準)  

2.虛實訓練 
     

4 02/27－03/03 

1.專項體能訓練  

2.心肺耐力訓練 

3.專注力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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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3/06－03/10 
1.專項技術訓練(口令帶動作) 

2.虛實訓練 
     

6 03/13－03/17 

1.專項體能訓練 

2.專項技術訓練(密度要求) 

3.心肺耐力訓練 

     

7 03/20－03/24 

1.基礎體能訓練 

2.密度要求 

3.意象訓練 

     

8 03/27－03/31 

1.基礎體能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3.虛實訓練(情緒轉換) 

     

9 04/03－04/07 
1.心肺耐力訓練(衝刺跑) 

2.射擊預習 
     

10 04/10－04/14 

1.趣味體能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3.虛實訓練 

     

11 04/17－04/21 

1.專項技術訓練(扳機差異) 

2.挖靶射擊 

3.專注力訓練 

     

12 04/24－04/28 

1.專項體能訓練 

2.白靶練習 

3.心理訓練(急扣調整) 

     

13 05/01－05/05 

1.基礎體能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3.專項技術訓練(彈著要求) 

     

14 05/08－05/12 

1.專項體能訓練 

2.白靶練習 

3.意象訓練 

     



10 

 

15 05/15－05/19 

1.趣味體能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3.虛實訓練(表尺調整) 

     

16 05/22－05/26 
1.專項體能訓練 

2.專項戰術訓練(紙靶規則與技術運用) 
     

17 05/29－06/02 

1.專項體能訓練  

2.心理訓練(虛實情緒轉換) 

3.專注力訓練 

     

18 06/05－06/09 

1.專項體能訓練 

2.心肺耐力訓練 

3.專項戰術訓練(比賽各階段時間運用) 

     

19 06/12－06/16 
1.全國梅花盃射擊錦標賽 

2.心肺耐力訓練 
     

20 06/19－06/23 

1.心理訓練(比賽心得分享) 

2.基礎體能訓練 

3.趣味體能訓練 

     

◆ 專項體能訓練 

專項體能主要是在訓練肌力、腕力、臂力以及意識耐力。大約分為以下五項：舉槍、磚頭操、啞鈴操、腕部運動、舉童軍棍、握力訓練。 

一、 舉槍：訓練肌力、肌耐力、意識耐力，如：單手持槍平舉每 40秒、休息 20秒，持續 6-8次，循序漸進增加次數。 

二、 磚頭操：訓練臂肌力、臂耐力，手持磚塊向前、向左右、向上來回擺動。 

三、 啞鈴操：訓練臂肌力、臂耐力，手持磚塊向上、向前來回擺動。 

四、 腕部運動：訓練腕力，手持啞鈴，啞鈴上綁一磚塊，旋轉啞鈴收繩將磚塊捲上後放下，如：上下來回 5-6次。 

五、 舉童軍棍：訓練臂肌力、精神力，以童軍棍代替槍，持棍平舉。 

六、 握力訓練：訓練握力，增強握槍穩定力。 

◆ 專項技術訓練 

    技術訓練就是藉由實彈射擊，讓同學們親身體驗到上場比賽的緊張氣氛，以增加射擊技巧與經驗。它通常分為白靶練習、射擊預習、虛

實訓練、挖靶射擊。 

一、 白靶練習：利用靶紙背面(無靶心)瞄、射。主要是訓練射手可以視力回收於瞄準基線之準、照準確度。 

二、 射擊預習：槍中未裝子彈，做瞄準射擊，目的是在加強對於準星、照門的要求，以及扣板機穩定性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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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虛實訓練：槍中裝入子彈，實際射擊靶紙，做實彈練習；主要目的為經此訓練克服扣板機的心理障礙，使子彈在沒有恐懼的情形下，  

          準確的擊發。 

四、 挖靶射擊：把靶紙的黑心部份挖空，目的是指引彈著處在黑心部份，保持動作的精確度，不必苛求彈著位置或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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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1 學年度八年級第一學期專項術科教學進度表(表 9-4) 

 

全學期教學重點及評量方式說明 

科目名稱 教學重點 評量方式 

射擊 

1. 體能訓練：增進專項體能及心肺耐力訓練，磚頭操、啞鈴操、童軍棍、彈力繩、 

          心肺耐力慢跑、舉槍預習、撐槍等。 

2. 技術訓練：連貫單發技術程序動作流暢，瞄準三要領、弧口角度調整、握力保持、 

          扣扳機各階段分析、擊發後延續等。 

3. 戰術訓練：比賽配速及策略擬訂，呼吸與動作配合、動作連貫一致、單發秒數運用、 

          限時射擊、撐槍射擊等。 

4. 心理訓練：意象訓練、專注力訓練，策略執行與壓力調適之技巧，軌跡分析、瞬間 

          甩槍分析、虛實運用等。 

1. 觀察 

2. 實作及表現 

3. 彈著密度 

4. 參賽表現 

各週教學進度及議題融入規劃 

週次 日期 射擊      

1 08/29－09/02 

1. 基礎體能訓練 

2. 趣味體能訓練 

3. 心肺耐力訓練 

 

 
    

2 09/05－09/09 

1. 專項體能訓練 

2. 基礎體能訓練 

3. 專項技術訓練(瞄準三要領) 

     

3 09/12－09/16 
1. 專項技術訓練(握槍弧口角度調整) 

2. 專項戰術訓練(呼吸與動作連貫配合) 
     

4 09/19－09/23 
1. 全國協會盃射擊錦標賽 

2. 心肺耐力訓練 
     



13 

 

5 09/26－09/30 

1.基礎體能訓練 

2.趣味體能訓練 

3.意象訓練 

     

6 10/03－10/07 

1.專項體能訓練 

2.心肺耐力訓練 

3.專注力訓練 

     

7 10/10－10/14 

1.基礎體能訓練 

2.專項技術訓練(動作一致性) 

3.虛實訓練 

     

8 10/17－10/21 

1.基礎體能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3.專項技術訓練(扣扳機各階段分析) 

     

9 10/24－10/28 

1.基礎體能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3.實彈測驗 

     

10 10/31－11/04 

1.基礎體能訓練 

2.專項戰術訓練(限時訓練) 

3.心理訓練(軌跡與甩槍之分析) 

     

11 11/07－11/11 

1.心肺耐力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3.心理訓練(虛實調整之運用) 

     

12 11/14－11/18 

1.全國中正盃射擊錦標賽 

2.心肺耐力訓練 

3.專注力訓練 

     

13 11/21－11/25 

1.基礎體能訓練 

2.專項戰術訓練(呼吸與動作配合) 

2.心肺耐力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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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1/28－12/02 

1.專項體能訓練 

2.趣味體能訓練 

3.專項技術訓練(表尺調整) 

     

15 12/05－12/09 

1.基礎體能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3.趣味體能訓練 

     

16 12/12－12/16 

1.專項體能訓練 

2.心肺耐力訓練 

3.虛實訓練 

     

17 12/19－12/23 

1.專項技術訓練(擊發後延續) 

2.心肺耐力訓練 

3.基礎體能訓練 

     

18 12/26－12/30 

1.專項體能訓練 

2.趣味體能訓練 

3.意象訓練 

     

19 01/02－01/06 

1.專項戰術訓練(撐槍訓練) 

2.實彈測驗 

3.心肺耐力訓練 

     

20 01/09－01/13 

1.基礎體能訓練 

2.趣味體能訓練 

3.心理訓練(瞬間掉槍分析) 

     

填表說明： 

◆ 專項技術訓練 

    技術訓練就是藉由實彈射擊，讓同學們親身體驗到上場比賽的緊張氣氛，以增加射擊技巧與經驗。它通常分為密度要求、策略訓練。 

一、 密度要求：為了檢查射手在同一種技術動作的發揮當中，是否能射到同一種瞄準的區塊中，並藉密度大小，分析檢查射手的程度 

          及穩定性。 

二、 策略訓練：以分數來擬訂打法的策略，如：十發不出 8分、十發 2顆 8分、十五發 2顆 8分…等。 

◆ 射擊要領 - 空氣步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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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射擊姿勢的穩定性： 

    經由平衡、靜止不動、有意識的放鬆再加上射擊服的幫助，可以在射擊中穫得良好的〝穩定性〞。一個穩定的射擊姿勢不僅可以使射

擊更穩固，同時更能提供阻止因擊發子彈所產生的震動。 

    我們的〝思想〞中有一種頑固的特性，而且在許多事情上也很難去除這種特性。比方說，在比賽進行中，經常會有畏懼的感覺，即使

不嚴重，但一定會有；因此我們的大腦就會顯現出一些負面的圖像，因而害怕。然而，就好像應付那些固執的小孩子一樣，只要利用一點

小技巧，就可化解這種情形。這個竅門就是〝換一個角度思考問題〞。『運動』是可以感覺得到的，而這也正是對射擊運動的動作能有所

助益的重要事項。例如呼吸或是一些細微的技巧等皆是。一個人能專注於射擊姿態的平衡與不動，那麼自然而然就忘記了那些所有負面的

事情。下次不妨試試這樣的小技巧。把注意力集中在下一發射彈上，那些亂七八糟的思緒就會自動不見了 。 

二、立姿射擊之穩定性： 

    立姿射擊的穩定性只會影響站立之穩固與否。當一發子彈擊發後，會對槍枝產生可以明顯感覺得到的震動。如果站立的很穩固，而身

體的各部份都緊密的結合，那麼接著放輕鬆，然後射出子彈，則小口徑步槍的跳動將會減小。對空〝吸收〞掉相當的震動，因為穩定的姿

勢能抵消較多類似這樣的彈跳。 

    射擊姿勢穩定與否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射擊服。以硬質帆布縫製的夾克與褲子把身體緊緊裹住，就像一個套子，它能吸收因為身體

晃動所造成的擾亂，這種擾亂會使槍枝在擊發時產生彈跳。因此，在不穿夾克情況下，晃動會明顯增加，在射擊時步槍的偏差也就更遠。 

 

◆ 專項體能訓練 

專項體能主要是在訓練肌力、腕力、臂力以及意識耐力。大約分為以下五項：舉槍、磚頭操、啞鈴操、腕部運動、舉童軍棍、握力訓練。 

一、 舉槍：訓練肌力、肌耐力、意識耐力，如：單手持槍平舉每 60秒、休息 30秒，持續 6-8次，循序漸進增加次數。 

二、 磚頭操：訓練臂肌力、臂耐力，手持磚塊向前、向左右*2、向上來回擺動。 

三、 啞鈴操：訓練臂肌力、臂耐力，手持磚塊向前、向左右、向上來回擺動。 

四、 腕部運動：訓練腕力，手持啞鈴，啞鈴上綁一磚塊，旋轉啞鈴收繩將磚塊捲上後放下，如：上下來回 3次*3組。 

五、 舉童軍棍：訓練臂肌力、精神力，以童軍棍代替槍，持棍平舉，此階段更要求握住童軍棍尾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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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1 學年度八年級第二學期專項術科教學進度表(表 9-5) 

 

全學期教學重點及評量方式說明 

科目名稱 教學重點 評量方式 

射擊 

1. 體能訓練：增進專項體能及心肺耐力訓練，蛙人操、步槍操、磚頭操、啞鈴操、 

          捲壽司、棒式、太空椅、超人、衝刺跑、舉槍預習、撐槍等。 

2. 技術訓練：連貫單發技術程序動作流暢，扳機單獨加壓、同圓與貼腮、大沉穩定、 

          評估彈著技巧、自然指向調整等。 

3. 戰術訓練：比賽配速及策略擬訂，抖動與晃動之差異、呼吸運槍、吸氣飽和度影響、 

          手勢之調整技巧、實彈與預習之調整時機等。 

4. 心理訓練：意象訓練、專注力訓練、放鬆訓練，策略執行與壓力調適之技巧，結果 

          好壞之轉換、堅持的方信與信心等。 

1. 觀察 

2. 實作及表現 

3. 分數測驗 

4. 參賽表現 

5. 抗壓能力 

各週教學進度及議題融入規劃 

週次 日期 射擊      

1 02/06－02/10 

1.基礎體能訓練  

2.趣味體能訓練 

3.心肺耐力訓練 

 

 
    

2 02/13－02/17 

1.基礎體能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3.專項技術訓練(食指扳機單獨向後加壓) 

     

3 02/20－02/24 

1.專項體能訓練 

2.心肺耐力訓練  

3.專項戰術訓練(抖動與晃動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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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2/27－03/03 

1.專項技術訓練(同圓與貼腮) 

2.心肺耐力訓練 

3.意象訓練 

     

5 03/06－03/10 

1.全國青年盃射擊錦標賽 

2.心肺耐力訓練 

3.專項戰術訓練(手勢之調整技巧) 

     

6 03/13－03/17 

1.專項技術訓練(大沉穩定) 

2.密度要求 

3.心理訓練(結果好壞之轉換) 

     

7 03/20－03/24 
1.專項技術訓練(自然指向調整) 

2.專項戰術訓練(實彈與預習之調整時機) 
     

8 03/27－03/31 

1.射擊模擬器訓練 

2.專項技術訓練 

3.專注力訓練 

     

9 04/03－04/07 

1.射擊模擬器訓練 

2.專項戰術訓練(彈著評估技巧) 

3.心理訓練(模擬比賽、決賽) 

4.放鬆訓練 

     

10 04/10－04/14 

1.專項戰術訓練(比賽策略擬定) 

2.心肺耐力訓練 

3.心理訓練(堅持的方向與信心) 

4.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11 04/17－04/21 

1.趣味體能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2.心肺耐力訓練  

     

12 04/24－04/28 

1.基礎體能訓練 

2.趣味體能訓練 

3.虛實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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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05/01－05/05 

1.趣味體能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3.實彈測驗 

4.意象訓練 

     

14 05/08－05/12 

1.基礎體能訓練 

2.專項技術訓練(口令訓練) 

3.心肺耐力訓練 

     

15 05/15－05/19 

1.專項體能訓練 

2.趣味體能訓練 

3.實彈測驗 

     

16 05/22－05/26 

1.射擊模擬器訓練 

2.心理訓練(集中力訓練) 

3 放鬆訓練 

     

17 05/29－06/02 

1.專項體能訓練 

2.專項技術訓練(分數要求) 

3.心肺耐力訓練 

     

18 06/05－06/09 

1.全國梅花盃射擊錦標賽 

2.專項戰術訓練(策略擬定) 

3.心理訓練(緊張情緒轉換) 

4.專注力訓練 

     

19 06/12－06/16 

1.比賽心得分享 

2.基礎體能訓練 

3.趣味體能訓練 

4.心肺耐力訓練 

     

20 06/19－06/23 

1.基礎體能訓練 

2.專項技術訓練(階梯訓練) 

3.心肺耐力訓練 

4.意象訓練 

     

填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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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項技術訓練 

    技術訓練就是藉由實彈射擊，讓同學們親身體驗到上場比賽的緊張氣氛，以增加射擊技巧與經驗。它通常分為階梯訓練、分數要求。 

一、 階梯訓練： 以十發分為 1/2/3/4發的四個階梯，給予選手訂定各階梯不同的分數標準，成功進一階、失敗退一階的訓練方式。 

二、 分數要求： 為增加選手訓練難度及抗壓能力，以每五發、十發、二十發…等訂定分數標準，再進行分析、檢討。 

三、 口令訓練： 用固定秒數來規範選手流程、動作的一致性，避免陷入結果好壞的想法，導致扳機延遲擊發。 

四、 策略擬定： 視各選手個性及訓練狀況，互相討論分析射擊過程中的問題，來擬定隊選手最佳的打法、想法和動作程序。 

 

◆ 射擊模擬器 

    射擊模擬器是一套透過電腦紀錄分析的儀器，可以使射手在射擊中清楚的分析出穩定的能力。目前我們有兩套電腦模擬射擊訓練，提供

做為模擬訓練使用。 

 

◆ 心理訓練： 

    心理訓練就是藉由內在的強化，增加選手的專注力、抗壓能力，以呼吸作為安靜的開關，提升自我覺醒能力，強化自我情緒、感覺的掌

握，增強自信心。如：意象訓練、集中力訓練、靜坐訓練、心理輔導、精神講話、放鬆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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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11 學年度九年級第一學期專項術科教學進度表(表 9-6) 

 

全學期教學重點及評量方式說明 

科目名稱 教學重點 評量方式 

射擊 

1. 體能訓練：進階專項體能及心肺耐力訓練，磚頭側下、啞鈴側下、捲壽司、衝刺跑 

          心肺耐力慢跑、舉槍預習、進階撐槍等。 

2. 技術訓練：技術動作一致及單發節奏流暢，自然擊發之關鍵、口令限時要求、 

          密度限時、指向與彈著之影響等。 

3. 戰術訓練：比賽階段轉換與比賽發數分組，試射轉正射心態、比賽發數分組方式等。 

4. 心理訓練：意象訓練、專注力訓練、放鬆訓練，賽前情緒轉換與調整，賽前準備 

          與時間分配、分數要求抗壓力、意象模擬、靜坐冥想等。 

1. 觀察 

2. 實作及表現 

3. 分數測驗 

4. 參賽表現 

5. 抗壓能力 

各週教學進度及議題融入規劃 

週次 日期 射擊      

1 08/29－09/02 

1.專項體能訓練 

2.趣味體能訓練 

3.心肺耐力訓練 

 

 
    

2 09/05－09/09 

1.專項體能訓練 

2.專項技術訓練(自然擊發之關鍵) 

3.實彈測驗 

4.專注力訓練 

     

3 09/12－09/16 

1.專項技術訓練(密度限時) 

2.專項體能訓練 

3.心肺耐力訓練 

4.心理訓練(賽前準備與時間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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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9/19－09/23 

1.全國協會盃射擊錦標賽 

2.專項戰術訓練(試射轉正射心態) 

3.心理訓練(分數要求抗壓力) 

     

5 09/26－09/30 

1.趣味體能訓練 

2.心肺耐力訓練 

3.意象訓練 

     

6 10/03－10/07 

1.專項體能訓練 

2.心肺耐力訓練 

3.專注力訓練 

     

7 10/10－10/14 

1.專項體能訓練 

2.專項技術訓練(口令限時要求) 

3.實彈測驗 

     

8 10/17－10/21 

1.專項體能訓練 

2.專項技術訓練(指向與彈著之影響) 

3.放鬆訓練 

     

9 10/24－10/28 

1.心肺耐力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3.實彈測驗 

4.專注力訓練 

     

10 10/31－11/04 

1.專項體能訓練 

2.專項技術訓練(分數要求) 

3.心肺耐力訓練 

     

11 11/07－11/11 

1.心肺耐力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3.心理訓練(意象模擬) 

     

12 11/14－11/18 

1.全國中正盃射擊錦標賽 

2.心理訓練(靜坐冥想) 

3.意象訓練、專注力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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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1/21－11/25 
1.專項體能訓練 

2.心肺耐力訓練 
     

14 11/28－12/02 

1.專項體能訓練 

2.射擊模擬器訓練 

3.實彈測驗 

4.放鬆訓練 

     

15 12/05－12/09 

1.心肺耐力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3.趣味體能訓練 

     

16 12/12－12/16 

1.專項體能訓練 

2.射擊模擬器訓練 

3.實彈測驗 

     

17 12/19－12/23 

1.專項技術訓練(口令限時要求) 

2.心肺耐力訓練 

3.專項體能訓練 

     

18 12/26－12/30 

1.專項體能訓練 

2.趣味體能訓練 

3.意象訓練 

     

19 01/02－01/06 

1.專項技術訓練(密度限時) 

2.虛實訓練 

3.心肺耐力訓練 

4.放鬆訓練 

     

20 01/09－01/13 

1.專項體能訓練 

2.心理訓練(分數要求抗壓力) 

3.心肺耐力訓練 

     

填表說明： 

◆ 抗壓訓練 

    主要是為了增加選手的抗壓性，保持平時射擊水準，以競賽或設定標準來增加壓力，使選手能適應高壓，以免選手在比賽時，因壓力過

大而出差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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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分組競賽訓練：主要是藉著類似團體賽的分組競賽，各小組比賽射擊的成績高低，並將成績較差的選手加以處罰，而就是以增加對象

競爭的壓力來提升抗壓性。 

二、 自我要求訓練：主要是藉著預定成績標準，以自我設定高難度的目標作為要求來增加壓力，若未達標準者，就給予適當的體能訓練作

為加強的方式。 

 

◆ 模擬比賽測驗、決賽訓練 

    就是以「實際比賽」的方向做「訓練」。像真正在比賽時的相關情況，體驗賽程所帶來的緊張壓力，找出適當的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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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11 學年度九年級第二學期專項術科教學進度表(表 9-7) 

 

全學期教學重點及評量方式說明 

科目名稱 教學重點 評量方式 

射擊 

1. 體能訓練：進階專項體能及心肺耐力訓練，啞鈴側下、捲壽司、童軍棍、彈力繩、 

          心肺耐力慢跑、童軍棍、舉槍預習、進階撐槍等。 

2. 技術訓練：技術動作自我覺醒與延續，擊發後三秒延續、口令式動作、彈著預報 

          密度式要求、射擊模擬器等。 

3. 戰術訓練：熟悉結果延續與切斷之策略擬定，階梯分數要求、十發分數想法轉換。 

4. 心理訓練：意象訓練、專注力訓練、放鬆訓練，自我安靜專注和正面對話能力， 

          靜坐冥想、干擾抗壓、決賽抗壓等。 

1. 實作及表現 

2. 分數測驗 

3. 參賽表現 

4. 抗壓能力 

各週教學進度及議題融入規劃 

週次 日期 射擊      

1 02/06－02/10 

1.專項體能訓練  

2.專項技術訓練(密度式要求) 

3.心肺耐力訓練 

 

 
    

2 02/13－02/17 

1.專項體能訓練  

2.專項技術訓練(射擊模擬器) 

3.專注力訓練 

     

3 02/20－02/24 
1.專項戰術訓練(階梯式分數要求) 

2.心理訓練(決賽抗壓、心理定向) 
     

4 02/27－03/03 

1.專項體能訓練  

2.專項技術訓練(擊發後三秒延續) 

3.放鬆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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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3/06－03/10 

1.專項體能訓練 

2.專項技術訓練(口令式動作) 

3.意象訓練 

     

6 03/13－03/17 

1.專項技術訓練(彈著預報、射擊模擬器) 

2.專項戰術訓練(十發分數想法轉換) 

3.心肺耐力訓練 

     

7 03/20－03/24 

1.心肺耐力訓練 

2.專項技術訓練(密度式要求) 

3.心理訓練(靜坐冥想、干擾抗壓) 

     

8 03/27－03/31 

1.全國青年盃射擊錦標賽 

2.心肺耐力訓練 

3.心理訓練(靜坐冥想、決賽抗干擾) 

     

9 04/03－04/07 

1.專項技術訓練(射擊模擬器) 

2.專項戰術訓練(分數結果想法調整) 

3.心肺耐力訓練 

4.心理訓練(靜坐冥想、決賽抗壓) 

     

10 04/10－04/14 

1.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2.專項戰術訓練(結過之延續與切斷) 

3.心理訓練(靜坐冥想、賽前對話) 

     

11 04/17－04/21 

1.趣味體能訓練 

2.心肺體能訓練 

3.意象訓練 

     

12 04/24－04/28 

1.趣味體能訓練 

2.專項體能訓練 

3.專注力訓練 

     

13 05/01－05/05 

1.專項體能訓練 

2.心肺體能訓練 

3.放鬆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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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05/08－05/12 

1.專項體能訓練 

2.專項技術訓練(密度式要求) 

3.心肺耐力訓練 

     

15 05/15－05/19 

1.專項體能訓練 

2.專項技術訓練(彈著預報) 

3.心肺耐力訓練 

4.意象訓練 

     

16 05/22－05/26 

1.專項體能訓練 

2.專項技術訓練(口令式動作) 

3.心肺耐力訓練 

4.專注力訓練 

     

17 05/29－06/02 

1.專項體能訓練 

2.專項戰術訓練(階梯分數要求) 

3.心理訓練(靜坐冥想) 

     

18 06/05－06/09 

1.心肺耐力訓練 

2.專項戰術訓練(結果想法轉換) 

3.心理訓練(靜坐冥想、干擾抗壓) 

     

19 06/12－06/16 

1.全國梅花盃射擊錦標賽 

2.專項戰術訓練(結過之延續與切斷) 

3.心理訓練(決賽抗壓) 

     

20 06/19－06/23 

1.比賽心得分享 

2.趣味體能訓練 

3.心肺耐力訓練 

4.放鬆訓練 

     

填表說明： 

 

◆ 進階抗壓訓練 

    主要是為了再強化選手的抗壓性，保持平時射擊水準，以競賽或設定標準來增加壓力，使選手能適應高壓，以免選手在比賽時，因壓力

過大而出差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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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干擾訓練：主要是藉由訓練周圍的環境、聲音，及模擬決賽時的鼓掌歡呼，令選手須以更強的專注力來強化自我抗壓能力。甚至以言語 

          及貼近選手等方式干擾訓練。 

二、 自我要求訓練：主要是藉著預定成績標準，以自我設定高難度的目標作為要求來增加壓力，若未達標準者，就給予適當的體能訓練作

為加強的方式。 

 

◆ 進階模擬比賽測驗、決賽訓練 

    就是以「實際比賽」的方向做訓練，進階則是以超過實際比賽的發數及時間，觀察選手穩定性的訓練。進階決賽訓練是以小獎懲的方

式，模擬選手決賽時的緊張情況，藉以相似實際決賽的感覺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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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11 學年度體育班專項術科課程計畫(表 9-8) 

      體育班專項術科課程計畫以年級為單位(每年級 1 份計畫)，不同年級應呈現不同課 

      程內容，課程內容應循序漸進。 

基隆市明德國民中學體育班專項術科課程計畫 

課程名稱 
體育專業-專項術科 

運動種類： 挑戰型-射擊  

課程 

類別 

特殊類型班級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實施年級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節數 
第 1/2 學期  每週  6  節(6-8 節) 

第 2/2 學期  每週  6  節(6-8 節) 

設計理念 

透過課程的實施與綜合成效評量，可以使學生在專項體能表現、專項技術能力、

小組綜合技術應用、團隊分組對抗競賽及競技綜合訓練表現等，各方面均能有

效地提昇運動競技能力。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體-J-A1 具備增進競技體能、技術與態度，展現自我運動潛能，探索自我價值

與生命意義，並積極實踐。 

■體-J-A2 具備理解競技運動的全貌，並做獨立思考與分析的知能，進而運用適

當的策略，處理與解決各項問題。 

■體-J-A3 具備善用競技運動的各項資源，擬定運動計畫，有效執行並發揮主動

學習與創新求變的能力。 

■體-J-B1 具備情意表達的能力，能以同理心與人溝通互動，並理解競技運動的

基本概念，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體-J-B2 具備善用相關科技、資訊及媒體，以增進競技運動學習的素養，並察

覺、思辨人與科技、資訊、媒體的互動關係。 

■體-J-B3 具備審美與表現的能力，了解競技運動在美學上的特質與表現方式，

以增進生活中豐富的美感體驗。 

■體-J-C1 具備生活中有關競技運動的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及環境意識，並主動

參與公益團體活動，關懷社會。 

■體-J-C2 具備利他及合群的知能與態度，並在競技運動中培育相互合作及與人

和諧互動的素養。 

□體-J-C3 具備敏察和接納多元文化的涵養，關心本土與國際競技運動議題，並

尊重與欣賞其間的差異。 

學

習

重

點 

學習 

表現 

P-Ⅳ-1 了解與運用一般體能訓練之原理原則 

P-Ⅳ-2 了解與運用專項體能訓練之原理原則 

T-Ⅳ-1 理解並操作站、舉、下、瞄、停、扣等專項技術 

Ta-Ⅳ-1 理解並執行配速、規則與情報蒐集 

Ta-Ⅳ-2 遵守並運用競賽規則、指令與道德 

Ps-Ⅳ-1 了解並運用心理技巧 

Ps-Ⅳ-2 理解並演練溝通能力 

Ps-Ⅳ-3 了解並執行環境適應能力 

學習 

內容 

P-Ⅳ-A1 心肺耐力、柔軟度、肌(耐)力等一般體能之原理原則 

P-Ⅳ-A2 敏捷、協調、順發力與速度等專項體能之原理原則 
T-Ⅳ-B1 站、舉、下、瞄、停、扣等各專項技術的單一動作、起始準備、起始動

作、連結動作之準備、連結動作、聯合動作之銜續及完成動作進階技術 

Ta-Ⅳ-C1 配速與競賽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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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Ⅳ-C3 運動道德 

Ps-Ⅳ-D1 目標設定、壓力管理、與自我對話等心理技巧 

Ps-Ⅳ-D3 溝通管道與方法 

Ps-Ⅳ-D4 訓練與競賽環境 

課程目標 

一. 培養專項運動之競技體能（體能訓練）：加強一般及專項體能肌耐力 

二. 精進專項運動之技術水準（技術訓練）：單發技術連結動作與聯合銜續 

三. 發展專項運動之戰術運用（戰術訓練）：比賽流程及技術規則理解 

四. 提升專項運動之心理素質（心理訓練）：目標設定與競賽環境分析檢討 

表現任務 

(總結性評量) 

能完成個人及小組綜合技術操作，配合團隊演練，穩定表現出綜合戰術及戰

略應用，提高運動表現，並能於實戰中取得良好成績。 

學習進度 

週次/節數 
單元子題 單元內容與學習活動 [檢核點(形成性評量)] 

第 

1 

學

期 

第 

1-4 

週 

手槍介紹 

安全認知 

一般體能 

體：一般體能訓練教學及實作 

技：手槍部位介紹 

技：手槍實彈要領說明 

戰：運動員素養與品行 

1.個人專項體能表現(50%) 

2.個人專項技術能力(30%) 

3.競技綜合訓練表現(20%) 

第 

4-8 

週 

手槍要領 

趣味體能 

體：一般體能及專項體能訓練 

技：瞄準三要領 

戰：單發流程 

心：實彈瞄準軌跡分析 

1.個人專項體能表現(50%) 

2.個人專項技術能力(30%) 

3.競技綜合訓練表現(20%) 

第 

9-12 

週 

專項體能 

真槍實彈 

體：心肺及專項體能訓練 

技：扣扳機技巧 

戰：單發動作拆解 

心：實彈急扣之原因 

1.個人專項體能表現(50%) 

2.個人專項技術能力(30%) 

3.競技綜合訓練表現(20%) 

第 

13-16 

週 

心肺體能 

磚頭上下 

體：心肺及一般體能訓練 

體：核心及專項體能訓練 

戰：比賽程序流程及規則理解 

心：比賽心得分享、放鬆指導 

1.個人專項體能表現(50%) 

2.個人專項技術能力(30%) 

3.競技綜合訓練表現(20%) 

第 

17-20 

週 

彈力繩 

啞鈴上下 

體：一般體能及專項體能訓練 

技：視力回收之晃動 

戰：讀秒慢壓扳機 

心：虛實之想法調整、意象指導 

1.個人專項體能表現(50%) 

2.個人專項技術能力(30%) 

3.競技綜合訓練表現(20%) 

第 

2 

學

期 

第 

1-4 

週 

步槍介紹 

步槍姿勢 

體：一般體能訓練教學及實作 

技：步槍部位介紹 

技：步槍實彈要領說明 

戰：運動員道德 

1.個人專項體能表現(40%) 

2.個人專項技術能力(30%) 

3.競技綜合訓練表現(30%) 

第 

4-8 

週 

步槍要領 

拉與不拉 

體：心肺及專項體能訓練 

技：步槍畫同圓 

技：手、步槍扳機之差異 

戰：呼吸運槍技巧 

1.個人專項體能表現(40%) 

2.個人專項技術能力(30%) 

3.競技綜合訓練表現(30%) 

第 

9-12 

週 

磚頭、啞鈴 

前側上 

體：核心及專項體能訓練 

技：最大放鬆之指向調整 

戰：閉氣、吐氣之分析 

心：虛實情緒轉換、專注力指導 

1.個人專項體能表現(40%) 

2.個人專項技術能力(30%) 

3.競技綜合訓練表現(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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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16 

週 

技術要領 

競賽規則 

虛實應用 

體：專項體能訓練 

技：表尺調整原則 

戰：比賽紙靶規則技巧性運用 

心：比賽心得分享、放鬆指導 

1.個人專項體能表現(30%) 

2.個人專項技術能力(30%) 

3.競技綜合訓練表現(20%) 

4.參加射擊比賽表現(20%) 

第 

17-20 

週 

童軍棍 

捲壽司 

趣味體能 

體：心肺及專項體能訓練 

技：握把之指向調整 

戰：比賽三階段之時間運用 

心：虛實情緒轉換、意象指導 

1.個人專項體能表現(40%) 

2.個人專項技術能力(30%) 

3.競技綜合訓練表現(30%) 

議題融入 

■品德  ■性別  ■人權  ■環境  □海洋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身心障礙者權益 

■性別平等  ■反霸凌 

評量規劃 

【上學期】 

1.個人技術： 

   (1)個人專項體能表現(50%) 

   (2)個人專項技術能力(30%) 

2.競技綜合訓練表現(20%) 

【下學期】 

1.個人技術： 

   (1)個人專項體能表現(30%-40%) 

   (2)個人專項技術能力(30%) 

2.競技綜合訓練表現(20%-30%) 

3.競技參賽運動表現(0%-20%) 

教學設施 

設備需求 

教學版準星、照門、同圓、空氣手槍、空氣步槍、靶紙、鉛彈 

磚頭、啞鈴、童軍棍、彈力繩、操場、10M 氣槍靶場 

教材來源 
1. 體育專業領域課程綱要 

2. 自編教材 
師資來源 

正式專任運動教練*1 名 

增聘專任運動教練*1 名 

外聘專任運動教練*1 名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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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明德國民中學體育班專項術科課程計畫 

課程名稱 
體育專業-專項術科 

運動種類： 挑戰型-射擊  

課程 

類別 

特殊類型班級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實施年級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節數 
第 1/2 學期  每週  6  節(6-8 節) 

第 2/2 學期  每週  6  節(6-8 節) 

設計理念 

透過課程的實施與綜合成效評量，可以使學生在專項體能表現、專項技術能力、

小組綜合技術應用、團隊分組對抗競賽及競技綜合訓練表現等，各方面均能有效

地提昇運動競技能力。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體-J-A1 具備增進競技體能、技術與態度，展現自我運動潛能，探索自我價值與

生命意義，並積極實踐。 

■體-J-A2 具備理解競技運動的全貌，並做獨立思考與分析的知能，進而運用適當

的策略，處理與解決各項問題。 

■體-J-A3 具備善用競技運動的各項資源，擬定運動計畫，有效執行並發揮主動學

習與創新求變的能力。 

■體-J-B1 具備情意表達的能力，能以同理心與人溝通互動，並理解競技運動的基

本概念，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體-J-B2 具備善用相關科技、資訊及媒體，以增進競技運動學習的素養，並察覺、

思辨人與科技、資訊、媒體的互動關係。 

■體-J-B3 具備審美與表現的能力，了解競技運動在美學上的特質與表現方式，以

增進生活中豐富的美感體驗。 

■體-J-C1 具備生活中有關競技運動的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及環境意識，並主動參

與公益團體活動，關懷社會。 

■體-J-C2 具備利他及合群的知能與態度，並在競技運動中培育相互合作及與人和

諧互動的素養。 

□體-J-C3 具備敏察和接納多元文化的涵養，關心本土與國際競技運動議題，並尊

重與欣賞其間的差異。 

學

習

重

點 

學習 

表現 

P-Ⅳ-1 了解與運用一般體能訓練之原理原則 

P-Ⅳ-2 了解與運用專項體能訓練之原理原則 

P-Ⅳ-3 了解與運用有氧訓練、無氧訓練、間歇訓練、循環訓練等之內容、負荷、 

安全原則與運動防護 

T-Ⅳ-1 理解並操作站、舉、下、瞄、停、扣等專項技術 

T-Ⅳ-2 理解並操作站、舉、下、瞄、停、扣等專項技術之進階技術 
Ta-Ⅳ-1 理解並執行配速、規則與情報蒐集 

Ta-Ⅳ-2 遵守並運用競賽規則、指令與道德 

Ps-Ⅳ-1 了解並運用心理技巧 

Ps-Ⅳ-2 理解並演練溝通能力 

Ps-Ⅳ-3 了解並執行環境適應能力 

學習 

內容 

P-Ⅳ-A1 心肺耐力、柔軟度、肌(耐)力等一般體能之原理原則 

P-Ⅳ-A2 敏捷、協調、順發力與速度等專項體能之原理原則 

P-Ⅳ-A3 有氧訓練、無氧訓練、間歇訓練、循環訓練等之內容、負荷、安全原則 

與運動防護 

T-Ⅳ-B1 站、舉、下、瞄、停、扣等各專項技術的單一動作、起始準備、起始動

作、連結動作之準備、連結動作、聯合動作之銜續及完成動作之進階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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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Ⅳ-C1 配速與競賽規則 

Ta-Ⅳ-C3 運動道德 

Ps-Ⅳ-D1 目標設定、壓力管理、與自我對話等心理技巧 

Ps-Ⅳ-D2 訓練、競賽與心理技巧 

Ps-Ⅳ-D3 溝通管道與方法 

Ps-Ⅳ-D4 訓練與競賽環境 

課程目標 

一. 培養專項運動之競技體能（體能訓練）：增進專項體能及心肺耐力訓練 

二. 精進專項運動之技術水準（技術訓練）：連貫單發技術程序動作流暢 

三. 發展專項運動之戰術運用（戰術訓練）：比賽配速及策略擬訂 

四. 提升專項運動之心理素質（心理訓練）：策略執行與壓力調適之技巧 

表現任務 

(總結性評量) 

能完成個人及小組綜合技術操作，配合團隊演練，穩定表現出綜合戰術及戰略

應用，提高運動表現，並能於實戰中取得良好成績。 

學習進度 

週次/節數 
單元子題 單元內容與學習活動 [檢核點(形成性評量)] 

第 

1 

學

期 

第 

1-4 

週 

一般體能 

心肺體能 

體：心肺及一般體能訓練 

體：核心及專項體能訓練 

技：瞄準三要領 

戰：進階單發動作程序 

1.個人專項體能表現(20%) 

2.個人專項技術能力(30%) 

3.競技綜合訓練表現(20%) 

4.全國競技參賽表現(30%) 

第 

4-8 

週 

握槍技巧 

呼吸方式 

體：一般及專項體能訓練 

技：握槍弧口角度調整 

戰：呼吸與動作之配合 

心：實彈瞄準軌跡分析、專注力訓練 

1.個人專項體能表現(30%) 

2.個人專項技術能力(40%) 

3.競技綜合訓練表現(30%) 

第 

9-12 

週 

運槍 123 

單發節奏 

體：心肺及專項體能訓練 

技：扳機一道、二道、擊發之分析 

戰：動作連貫一致性 

心：比賽心得分享、放鬆訓練 

1.個人專項體能表現(20%) 

2.個人專項技術能力(30%) 

3.競技綜合訓練表現(20%) 

4.全國競技參賽表現(30%) 

第 

13-16 

週 

心肺體能 

磚頭前側上 

體：心肺及一般體能訓練 

技：擊發後之延續 

戰：單發 10/20/30/50 秒之應用 

心：瞬間甩槍、掉槍分析 

1.個人專項體能表現(30%) 

2.個人專項技術能力(40%) 

3.競技綜合訓練表現(30%) 

第 

17-20 

週 

認識地球 

啞鈴前側上 

體：一般體能及專項體能訓練 

技：握槍力量之保持 

戰：撐槍實彈射擊 

心：虛實調整之運用、意象訓練 

1.個人專項體能表現(30%) 

2.個人專項技術能力(40%) 

3.競技綜合訓練表現(30%) 

第 

2 

學

期 

第 

1-4 

週 

運槍速度與

穩定之關係 

體：核心及心肺體能訓練 

技：食指單獨持續向後加壓 

技：步槍進瞄區之技巧 

戰：步槍抖動與晃動之差異 

1.個人專項體能表現(30%) 

2.個人專項技術能力(30%) 

3.競技綜合訓練表現(40%) 

第 

4-8 

週 

舉槍與呼吸

之配合 

體：步槍操體能訓練 

技：步槍同圓與貼腮 

技：手、步槍扳機之差異 

戰：呼吸運槍技巧 

1.個人專項技術能力(30%) 

2.競技綜合訓練表現(40%) 

3.全國競技參賽表現(30%) 

第 

9-12 

實彈結果和

情緒分析 

體：核心及專項體能訓練 

技：大沉穩定之檢查 

1.個人專項體能表現(30%) 

2.個人專項技術能力(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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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戰：吸氣飽和度之影響 

心：結果好壞之轉換、放鬆訓練 

3.競技綜合訓練表現(40%) 

第 

13-16 

週 

彈著四項線 

我比你猜 

體：心肺體能訓練 

技：評估彈著技巧 

戰：手勢之調整技巧 

心：比賽心得分享 

1.個人專項技術能力(30%) 

2.競技綜合訓練表現(40%) 

3.全國競技參賽表現(30%) 

第 

17-20 

週 

跑步射擊 

拉不拉多重

要 

體：心肺及專項體能訓練 

技：抵肩與自然指向 

戰：實彈與預習之調整時機 

心：堅持的方向與信心、意象訓練 

1.個人專項體能表現(30%) 

2.個人專項技術能力(30%) 

3.競技綜合訓練表現(40%) 

議題融入 

■品德  ■性別  ■人權  ■環境  ■海洋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身心障礙者權益 

■性別平等  ■反霸凌 

評量規劃 

【上學期】 

1.個人技術： 

   (1)個人專項體能表現(20%-30%) 

   (2)個人專項技術能力(30%-40%) 

2.競技綜合訓練表現(20%-30%) 

3.競技參賽運動表現(0%-30%) 

【下學期】 

1.個人技術： 

   (1)個人專項體能表現(0%-30%) 

   (2)個人專項技術能力(30%) 

2.競技綜合訓練表現(40%) 

3.競技參賽運動表現(0%-30%) 

教學設施 

設備需求 

空氣手槍、空氣步槍、靶紙、鉛彈、射擊模擬器、計時器 

磚頭、啞鈴、童軍棍、彈力繩、操場、10M 氣槍靶場 

教材來源 
1. 體育專業領域課程綱要 

2. 自編教材 
師資來源 

正式專任運動教練*1 名 

增聘專任運動教練*1 名 

外聘專任運動教練*1 名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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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明德國民中學體育班專項術科課程計畫 

課程名稱 
體育專業-專項術科 

運動種類： 挑戰型-射擊  

課程 

類別 

特殊類型班級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實施年級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節數 
第 1/2 學期  每週  6  節(6-8 節) 

第 2/2 學期  每週  6  節(6-8 節) 

設計理念 

透過課程的實施與綜合成效評量，可以使學生在專項體能表現、專項技術能力、

小組綜合技術應用、團隊分組對抗競賽及競技綜合訓練表現等，各方面均能有效

地提昇運動競技能力。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體-J-A1 具備增進競技體能、技術與態度，展現自我運動潛能，探索自我價值與

生命意義，並積極實踐。 

■體-J-A2 具備理解競技運動的全貌，並做獨立思考與分析的知能，進而運用適當

的策略，處理與解決各項問題。 

■體-J-A3 具備善用競技運動的各項資源，擬定運動計畫，有效執行並發揮主動學

習與創新求變的能力。 

■體-J-B1 具備情意表達的能力，能以同理心與人溝通互動，並理解競技運動的基

本概念，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體-J-B2 具備善用相關科技、資訊及媒體，以增進競技運動學習的素養，並察覺、

思辨人與科技、資訊、媒體的互動關係。 

■體-J-B3 具備審美與表現的能力，了解競技運動在美學上的特質與表現方式，以

增進生活中豐富的美感體驗。 

■體-J-C1 具備生活中有關競技運動的道德思辨與實踐能力及環境意識，並主動參

與公益團體活動，關懷社會。 

■體-J-C2 具備利他及合群的知能與態度，並在競技運動中培育相互合作及與人和

諧互動的素養。 

■體-J-C3 具備敏察和接納多元文化的涵養，關心本土與國際競技運動議題，並尊

重與欣賞其間的差異。 

學

習

重

點 

學習 

表現 

P-Ⅳ-1 了解與運用一般體能訓練之原理原則 

P-Ⅳ-2 了解與運用專項體能訓練之原理原則 

P-Ⅳ-3 了解與運用有氧訓練、無氧訓練、間歇訓練、循環訓練等之內容、負荷、 

安全原則與運動防護 

T-Ⅳ-1 理解並操作站、舉、下、瞄、停、扣等專項技術 

T-Ⅳ-2 理解並操作站、舉、下、瞄、停、扣等專項技術之進階技術 

T-Ⅳ-3 理解並操作接力動作之進階技術 
Ta-Ⅳ-1 理解並執行配速、規則與情報蒐集 

Ta-Ⅳ-2 遵守並運用競賽規則、指令與道德 

Ps-Ⅳ-1 了解並運用心理技巧 

Ps-Ⅳ-2 理解並演練溝通能力 

Ps-Ⅳ-3 了解並執行環境適應能力 

學習 

內容 

P-Ⅳ-A1 心肺耐力、柔軟度、肌(耐)力等一般體能之原理原則 

P-Ⅳ-A2 敏捷、協調、順發力與速度等專項體能之原理原則 

P-Ⅳ-A3 有氧訓練、無氧訓練、間歇訓練、循環訓練等之內容、負荷、安全原則 

與運動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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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Ⅳ-B1 站、舉、下、瞄、停、扣等各專項技術的單一動作、起始準備、起始動

作、連結動作之準備、連結動作、聯合動作之銜續及完成動作之進階技術 

T-Ⅳ-B2 接力準備動作與接力動作之進階技術 

Ta-Ⅳ-C1 配速與競賽規則 

Ta-Ⅳ-C2 競賽與情報蒐集 

Ta-Ⅳ-C3 運動道德 

Ps-Ⅳ-D1 目標設定、壓力管理、與自我對話等心理技巧 

Ps-Ⅳ-D2 訓練、競賽與心理技巧 

Ps-Ⅳ-D3 溝通管道與方法 

Ps-Ⅳ-D4 訓練與競賽環境 

課程目標 

一. 培養專項運動之競技體能（體能訓練）：維持專項、核心及心肺耐力訓練 

二. 精進專項運動之技術水準（技術訓練）：單發彈著預報之技術動作覺察 

三. 發展專項運動之戰術運用（戰術訓練）：單發或數發轉換組次策略 

四. 提升專項運動之心理素質（心理訓練）：壓力轉換及思想態度 

表現任務 

(總結性評量) 

能完成個人及小組綜合技術操作，配合團隊演練，穩定表現出綜合戰術及戰略

應用，提高運動表現，並能於實戰中取得良好成績。 

學習進度 

週次/節數 
單元子題 單元內容與學習活動 [檢核點(形成性評量)] 

第 

1 

學

期 

第 

1-4 

週 

一般體能 

專項體能 

心肺體能 

體：心肺及一般體能訓練 

體：核心及專項體能訓練 

技：視力回收瞄準 

戰：進階數發動作連貫 

1.個人專項體能表現(20%) 

2.個人專項技術能力(20%) 

3.競技綜合訓練表現(20%) 

4.全國競技參賽表現(40%) 

第 

4-8 

週 

握槍固定 

呼吸一二段

調整方式 

體：一般及專項體能訓練 

技：手腕下抵借力技巧 

戰：呼吸一二段使用方式 

心：擊發心態分析、專注力延續 

1.個人專項體能表現(30%) 

2.個人專項技術能力(40%) 

3.競技綜合訓練表現(30%) 

第 

9-12 

週 

進階運槍流程 

呼吸運槍節奏 

體：心肺及專項體能訓練 

技：扳機一道、二道、擊發之分析 

戰：呼吸與動作之配合 

心：比賽心得分享、放鬆訓練 

1.個人專項體能表現(20%) 

2.個人專項技術能力(20%) 

3.競技綜合訓練表現(20%) 

4.全國競技參賽表現(40%) 

第 

13-16 

週 

心肺核心 

磚頭前側*2 上 

體：心肺及核心體能訓練 

技：擊發後三秒 

戰：決賽五發組次 250 秒之應用 

心：擊發甩槍晃動分析、動態意象 

1.個人專項體能表現(20%) 

2.個人專項技術能力(40%) 

3.競技綜合訓練表現(40%) 

第 

17-20 

週 

認識地球 

啞鈴前側上 

體：專項及核心體能訓練 

技：握槍力量與壓扳機之配合 

戰：15 秒口令射擊 

心：空槍預習與實彈相互調整運用 

1.個人專項體能表現(20%) 

2.個人專項技術能力(40%) 

3.競技綜合訓練表現(40%) 

第 

2 

學

期 

第 

1-4 

週 

擊發穩定與

回饋關係 

體：核心及心肺體能訓練 

技：你晃你的、我扣我的 

技：步槍運下槍之呼吸技巧 

戰：潛意識擊發之運用 

1.個人專項體能表現(20%) 

2.個人專項技術能力(30%) 

3.競技綜合訓練表現(50%) 

第 

4-8 

擊發時機之

前三秒、後

體：核心體能及心肺耐力訓練 

技：最大放鬆與大沉之同圓影響 

1.個人專項技術能力(20%) 

2.競技綜合訓練表現(30%) 



36 

 

週 三秒間關係 技：潛意識擊發與被動式擊發之差異 

戰：後三秒打密度概念之實戰運用 

3.全國競技參賽表現(50%) 

第 

9-12 

週 

資格賽、決

賽思緒與情

緒影響分析 

體：核心及專項體能訓練 

技：瞄、扣穩定均勻相互配合 

戰：呼吸與意象之相互作用 

心：心理調整與心理定向、動態意象 

1.個人專項體能表現(40%) 

2.個人專項技術能力(30%) 

3.競技綜合訓練表現(30%) 

第 

13-16 

週 

決賽抗干擾 

與壓力共存 

體：心肺體能訓練 

技：連續要求十分調整 

戰：情緒與技巧完美配合 

心：無欲無我、盡情享受、放鬆訓練 

1.個人專項技術能力(30%) 

2.競技綜合訓練表現(30%) 

3.全國競技參賽表現(40%) 

第 

17-20 

週 

速度與密度

之激情 

未來定向 

體：心肺及專項體能訓練 

技：限速密度之動作流暢 

戰：把握每一發、重零開始 

心：未來定向與方向、靜態意象訓練 

1.個人專項體能表現(30%) 

2.個人專項技術能力(30%) 

3.競技綜合訓練表現(40%) 

議題融入 

■品德  ■性別  ■人權  ■環境  ■海洋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  □原住民族教育  ■身心障礙者權益 

■性別平等  ■反霸凌 

評量規劃 

【上學期】 

1.個人技術： 

   (1)個人專項體能表現(20%) 

   (2)個人專項技術能力(20%-40%) 

2.競技綜合訓練表現(20%-40%) 

3.競技參賽運動表現(0%-40%) 

【下學期】 

1.個人技術： 

   (1)個人專項體能表現(0%-40%) 

   (2)個人專項技術能力(20-%40%) 

2.競技綜合訓練表現(30%-50%) 

3.競技參賽運動表現(0%-50%) 

教學設施 

設備需求 

空氣手槍、空氣步槍、靶紙、鉛彈、射擊模擬器、計時器 

磚頭、啞鈴、童軍棍、彈力繩、操場、10M 氣槍靶場、電子靶 

教材來源 
3. 體育專業領域課程綱要 

4. 自編教材 
師資來源 

正式專任運動教練*1 名 

增聘專任運動教練*1 名 

外聘專任運動教練*1 名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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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體育班課程發展組織與運作 

    體育班 111 學年度課程計畫之體育班發展委員會決議-紀錄 

    檢附上會議紀錄及簽到表(出席人員、職稱務必呈現，如請假請註明，不可空白)。 

◆檢附會議記錄如下： 

110學年度第五次體育班發展委員會 

暨 111學年度體育班課程計畫、出賽基準及遴任導師會議記錄 

壹、 會議時間：111年 6月 1日(三)  中午 12時 25分 

貳、 會議地點：明德國中全校線上會議 meet 

參、 主席：沈校長                                        紀錄：錢致宏、林國豪 

肆、 與會人員如簽到表 

伍、 報告事項： 

一、 依據教育部 110年 10月 29日所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體育班課程實施規範」，擬

訂本校 111學年度體育班課程計畫。 

二、 體育班課程規劃小組已於 111年 5月 31日召開 111學年度體育班課程規劃會議。 

三、 國民中學階段本土語文/臺灣手語列為七、八年級之部定課程，每週一節課，學生選

擇其中一項語別進行學習，並由學校調查學生實際需求與意願開課。 

四、 健康與體育領域課程內容，不得作為體育專業課程之一部分。 

依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基本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健康與體育領

域－參、時間分配及科目組合－國民中學第四學習階段領域－備註－「若學校採取分

科教學時，健康教育與體育的時間分配以 1：2 為原則」之規定辦理。 

五、 出賽期間必要時，並得自各該主管機關所定國民中學學生在校時間實施原則之非學習

節數適當時間實施體育專業課程訓練。 

六、 第四學習階段各學習領域中之各科目，均應於學習階段中安排授課節數。 

七、 第四學習階段：七年級部定課程-領域學習課程(含體育專業課程 5節)為 31節， 

              七年級校訂課程-彈性學習課程為 4節，學習總節數共為 35節。 

八、 彈性學習課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至少須有 1節體育專業課程，以符合每週 6－8節體育專業課程之規定；且須於第六

節課以後實施為原則。 

九、 彈性學習課程-「其他類課程」： 

包括本土語文/台灣手語/新住民語文、服務學習、戶外教育、班際或校際交流、自治

活動、班級輔導、學生自主學習等各式課程，以及領域扶助學習課程；國民中學並得

包括英語文以外之第二外國語文課程。 

十、 體育班課程規劃小組會議決議 111學年度各級彈性學習課程如下： 

七年級-彈性學習課程為：體育專業(1)、班級輔導(1)、生命百川(1)、好讀(1)。 

八年級-彈性學習課程為：體育專業(1)、班級輔導(1)、海洋城市(1)、愛閱新世界

(1)。 

九年級-彈性學習課程為：體育專業(1)、班級輔導(1)、全球視野(1)、跨越歷險記

(1)。 

陸、 討論事項： 

一、 體育班課程規劃表，請參閱體育班課程計畫－第 1至 2頁，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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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領域學習課程為：(共 30節) 

國文(5)、英文(3)、數學(4)、社會(3)、自然科學(3)、藝術(2)、綜合活動(2)、科

技(1)、健康與體育(2)、體育專業(5)。 

2、 彈性學習課程為：(共 4節) 

體育專業(1)、班級輔導(1)、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2)。 

3、 綜合活動(輔導)應於各學習階段皆列入課程，以符合學生需求。 

4、 童軍以有隔宿露營之學年度開課，故七、八年級童軍與家政視狀況調整。 
5、 因健康與體育的時間分配以 1：2為原則，故八年級體育課為 2節以符合規定。 
6、 科技領域－生活科技為八年級開始授課。 

決議： 

1、111學年度無隔宿露營活動，故為家政課程。 

2、其他課程各委員同意依計畫實施。 

二、 體育班各年級專項術科教學進度表，請參閱課程計畫－第 3至 27頁，提請討論。 

說明：特殊類型班級課程－體育專業(專項術科)計 100節；彈性學習課程－特殊需求領域課 

      程－體育專業(專項術科)，計 20節；共 120節。 

決議：各委員同意依計畫實施。 

三、 體育班專項術科課程計畫，請參閱課程計畫-第 28至 36頁，提請討論 

說明： 

1、主要以體能、技術、戰術、心理訓練各 5週，共 20週。 

2、總綱、領綱核心素養，及學習表現、學習內容，依體育專業領域學習重點與核心素養

呼應表參考示例及體育專項術科「挑戰類型運動」填寫。 

3、教學節數為特殊班級類型課程－體育專業 5節，及彈性學習課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體育專業 1節，共計 6節。 

4、議題融入部分加入性別平等、反霸凌，以符合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第

17 條，及性別教育平等法第 6 條、第 17 條。 

決議： 

   1、各委員同意依計畫實施。 

   2、111學年度各年級體育班課表，請於開學後一個月內送府備查。 

四、 體育班參賽規劃，提請討論。 

說明： 

1、主要賽會為 4月份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2、另有 3月份全國青年盃射擊錦標賽、6月份全國梅花盃射擊錦標賽、9月份全國協會

盃射擊錦標賽、11月份全國中正盃射擊錦標賽，及每年度約有 4場全國排名賽。 

決議： 

1、以全中運為主要重點賽事，其他以教練安排參賽。 

2、賽前注意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公告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情形，以學生健康安全為

主。 

五、 體育班學生課業成績及獎懲紀錄出賽基準，提請討論。 

說明：依本校體育班成績作業要點規定，課業成績須達下列基準使得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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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前學期各學習領域總成績平均及格(丙等，60分以上)為基準；新生當學年度第一

學期依前一學習階段(國民小學)七大學習領域有四大學習領域以上，其各學習領域

之畢業總平均成績及格，均達丙等以上為基準。 

2、 學生如有小過以上紀錄，得視情形禁止出賽，俟完成改過銷過後始得參賽。 

3、 課業成績未達前項基準者，由教務處安排課業輔導或學習扶助，各代表隊教練須全

力配合，安排學生參加課輔或學習扶助實施，經檢視成績達基準後使得參賽。 

決議：各委員同意依計畫實施。 

六、 111學年度體育班遴任導師，提請討論。 

說明： 

1、 111學年度體育班正取報到 24名、備取 1名，共 25名。 

2、 遴任體育班導師之人選，需考量其是否對體育班學生之學習生活，提供課業、生活

及生涯輔導，能即時給予個別性與差異性之關懷。並配合行政工作推動體育班發展

趨勢並展現亮點特色，同時協助建立優質高效能的體育班發展環境。 

3、 陳怡君老師曾擔任本校體育班導師，擁有多年導師資歷，班級經營能力極佳。 

4、 陳怡君老師同意自願擔任 111學年度體育班導師。 

決議：各委員同意由專任教師陳怡君師擔任 111學年度體育班導師。 

柒、 臨時動議：無。 

捌、 以上事項若有未盡事宜，再召開體育班發展委員會討論。 

玖、 散會： 12時42分。 

 

◆檢附簽到表如下： 

110學年度第五次體育班發展委員會 

暨 111學年度體育班課程計畫、出賽基準及遴任導師會議 

時間：111/6/1(三) 中午 12時 30分 

地點：明德國中全校線上會議 meet 

沈校長俊光召集委員名單如下： 

名  單 性別 職稱 職務 簽到打勾 

沈俊光 男 召集人 校    長 公假(教育處) 

簡以璇 女 副召集人 學務主任  

錢致宏 男 執行秘書 體育組長  

王淳純 男 委員 教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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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俊緯 男 委員 總務主任  

張秋茹 女 委員 輔導主任  

周淑玲 男 委員 體育班家長代表  

李湘寧 男 委員 體育班教師代表  

吳信杰 女 委員 體育班教師代表  

黃如瑩 男 委員 體育班教師代表  

駱迎笛 女 委員 健體領域代表  

吳宗斌 男 委員 體育教師 請假 

林國豪 男 委員 專任運動教練  

高秝彤 女 委員 專任運動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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