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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 研究訓練階段 

一、 近二年學校獨立研究課程之規劃 

（一） 獨立研究課程的目的： 

1. 培養學生研究的興趣與精神 

2. 提供學生實際研究的經驗 

3. 加強學生研究方法的訓練 

4. 培養學生獨立及自學的能力 

5. 提高學生問題解決的能力 

6. 發展學生高層思考的能力 

（二） 獨立研究課程的目標：  

1. 使學生親自體驗、發現及解決問題的過程。 

2. 使學生熟練探討專門領域之知能：心智與操作技能。 

3. 使學生學習相關知識。 

4. 培養學生研究態度。 

5. 啟發並增進學生心智思考經驗。 

（三） 獨立研究課程規劃原則： 

 課程安排 師生參與課程方式 

中年級 
1.獨立研究基礎能力初探 

2.小專題的模擬和訓練 

1. 全 部 學 生 皆 需 修

課。 

2.採協同方式上課。 

五年級 

1.以獨立研究為課程主軸。 

2.獨立研究作品評析。 

3.以個人或分組方式進行獨立

研究。 

4.完成作品並發表。 

1. 全 部 學 生 皆 需 修

課。 

2.分數學、自然與生

活科技和人文科學三

組。 

3.各作品有第一指導

老師，另協同指導。 

六年級 1.以專題研究、科展研究為課 1.由學生依研究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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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主軸。 

2.科展作品、專題報告之評

析。 

3.以個人或分組方式進行科展

研究。 

4.完成作品並發表。 

決定修課與否。 

2.專題研究採全部上

課和討論。 

3.科展研究採分組進

行研究和指導。 

4.各作品有第一指導

老師，另協同指導。 

二、 學校如何提供該生獨立研究訓練 

1.獨立研究基礎能力課程： 

單元名稱 授課內容摘要 

如何選定研究主題 

1. 研究主題的分類。 

2. 研究主題實例討論。 

3. 練習訂定不同類別的研究主題。 

4. 研究主題分享和討論。 

如何收集參考資料 

1. 參考資料有哪些。 

2. 收集參考資料的管道和可利用的工具。 

3. 分享和討論。 

篩選並統整 

參考資料 

1. 參考資料的歸檔和分類。 

2. 參考資料的呈現。 

3. 分享和討論。 

研究方法與計畫 

1. 認識研究方法。 

2. 依主題決定研究方法並擬定研究計畫。 

3. 分享並討論研究方法與計畫。 

問卷的編製 

1. 認識問卷編製的方法和過程。 

2. 問卷編製練習和實作。 

3. 問卷的分享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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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的統計與分析 

1. 問卷資料的轉換和建檔。 

2. Excel程式的介紹和練習。 

3. 問卷資料的統計和分析結果。 

4. 分享分析結果和討論 

自然科學獨立研究 

1. 閱讀自然科學類獨立研究。 

2. 找尋相關主題並訂定子題。 

3. 收集相關資料並進行文獻探討。 

4. 擬定研究方法和計畫。 

5. 分享並討論研究計畫。 

人文社會獨立研究 

1. 閱讀人文社會類獨立研究。 

2. 找尋相關主題並訂定子題。 

3. 收集相關資料並進行文獻探討。 

4. 擬定研究方法和計畫。 

5. 分享並討論研究計畫。 

數學獨立研究 

1. 閱讀數學類獨立研究。 

2. 找尋相關主題並訂定子題。 

3. 收集相關資料並進行文獻探討。 

4. 擬定研究方法和計畫。 

5. 分享並討論研究計畫。 

實驗式獨立研究 

1. 閱讀實驗式獨立研究。 

2. 找尋相關主題並訂定子題。 

3. 收集相關資料並進行文獻探討。 

4. 擬定研究方法和實驗計畫。 

5. 分享並討論研究計畫。 

研究問題、 

困難的解決 

1. 進行研究時如何發現問題和困難。 

2. 記錄研究時產生的問題和困難 

3. 找尋解決問題、困難的方法和資源。 

2.獨立研究作品實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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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授課內容摘要 

獨立研究主題初探 

1. 從日常生活中找尋想要研究的主題。 

2. 找尋與主題相關研究的資訊。 

3. 分析研究主題的困難和可行性。 

擬定工作進度表 
1. 研究工作之分析。 

2. 擬定年度工作進度表。 

擬定初步研究問題

及研究目的 

1. 決定初步決定可研究的問題。 

2. 決定初步的研究目的。 

找尋相關資源 

1. 尋找相關研究及文獻。 

2. 找尋進行研究時所需的研究工具。 

3. 找尋可提供相關資訊的專家或老師。 

擬定正式研究問題

及研究目的 

1. 修正或剔除不可行的研究問題。 

2. 修正研究目的。 

3. 確認正式的研究問題及目的。 

研究計畫發表會 

1. 撰寫正式研究計畫前四章節。 

2. 舉辦研究計畫發表會。 

3. 研究計畫優缺點分析和導論。 

4. 研究計畫修正。 

進行研究 

1. 進行研究和記錄研究結果。 

2. 隨時提出遇到的困難和疑問。 

3. 分析和討論解決研究困難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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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研究成果 

1. 分析取得的研究結果。 

2. 繪製相關表格和圖。 

3. 撰寫研究結果。 

4. 分析和討論並提出研究結論。 

成果發表會與分享 

1. 製作成果發表海報或 PPT檔。 

2. 舉辦成果發表會。 

3. 作品優缺點分析與討論。 

3. 107學年度獨立研究作品實作課程： 

107學年度五年級獨立研究課程計畫                             

課程 

名稱 
獨立研究 

課程 

時間 
星期一、五（午休 12：40~13：20） 

授課 

老師 
 

課程 

目標 

綜 1-3-3-3 在日常生活中，持續發展自己的興趣與專長。 

自 1-3-4-1 能由一些不同來源的資料，整理出ㄧ個整體性

的看法。 

自 1-3-5-5 能傾聽他人報告並對於他人報告提出自己的看

法。 

自 1-3-1-1 能依規劃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作。 

自 6-3-2-3 面對問題時，能做多方思考，提出解決方法 

自 7-3-0-1 察覺運用實驗或科學的知識，可推測可能發生

的事 

資 5-3-1 能找到合適的網站資源、圖書館資源，會檔案傳

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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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 

方式 

1.上課表現與討論情形（岀缺席、用具準備、學習態度、

動機與互動）30％ 

 2.作業繳交（撰寫研究日誌、學習單）30％ 

3.期末發表 (書面佔 20%；口頭報告佔 20％) 

 

第二階段 獨立研究階段 

一、研究動機 

「ㄏㄚˋ！」我們曾經在電影上看到格鬥的畫面，有的徒手，

有的使用器具，吸引了我們對於武術的興趣，所以我們把武術變成

我們的課後才藝課。但我們並不曉得武術有哪幾種，經過教練的說

明後，才知道武術分成很多種，有徒手武術和兵器武術等，且不只

中國有這項技藝，我們希望能進一步的了解武術，保留傳統技藝。 

 

二、擬定正式計畫、研究目的及工作進度表 
(一)擬定正式計畫 

 
圖 1 擬定正式計畫流程圖 

1.利用問卷調查六年級學生對桌遊的喜好及武術的舊經驗。 

2.製作武術桌遊，讓六年級學生透過玩桌遊的方式，對武術有初步

認識。 

3.透過訪談方式，調查玩過武術桌遊的六年級學生對武術桌遊的感

想，並加以改善武術桌遊缺失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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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1.探討北拳和南拳的拳法特色及歷史背景。 

2.探討北拳及南拳動作的差異性。 

3.用問卷調查六年級學生對桌遊的偏好及武術的舊經驗。 

4.依據問卷的統計結果自製一套武術桌遊。 

5.用問卷調查六年級學生玩過武術桌遊後對武術的了解狀況。 

(三)工作進度表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完成研究目的          

查武術資料          

設計問卷          

設計桌遊          

訪問武術教練          

完成問卷          

發、收問卷(2份)          

分析問卷          

完成桌遊第 1版          

完成桌遊第 2版          

完成桌遊第 3版          

完成桌遊第 4版          

完成桌遊第 5版          

撰寫報告          

三、彙整相關文獻 

(一)武術的歷史 

1.中國武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一環，民初簡稱為國術。 

2.由於歷史發展和地域分布關係，衍生不同流派。中國武術主

要內容包括搏擊技巧、格鬥手法、攻防策略和武器使用等技

術。中國武術往往帶有思想冶鍊的文化特徵及人文哲學的特

色、意義，對現今中國的大眾文化有著深遠影響。 

3.我們將武術發展整理成以下幾個時期： 

時代 
推廣方式/

用途 
特色 貢獻 拳法名稱演變 

黃帝

時期 
與野獸搏鬥 

角觝術(圖 2) 

攻防 

有社會組織

與戰鬥型態 
 

商周 武舞(圖 3)/ 以舞蹈形式 1.習舞列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6%AD%A6%E8%A1%93%E6%B5%81%E6%B4%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8%9E%E8%B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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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訓練士兵，

鼓舞士氣 

演練 教育內容 

2.加速武術

萌芽 

春秋

戰國 

角試 /選拔

天下英雄好

漢 

重視格鬥技

術在戰場中

的運用 

劍的製造及

劍道都得到

空前的發展 

 

秦漢

時期 

宴樂興舞 /

融入舞蹈 

以武術為主

舞蹈為輔的

一項特色，

並 盛 行 角

力、劍、擊 

1.更接近現

今的套路 

2.槍的應用

達巔峰 

3.推行武術

重要功臣 

流行陝西之關中

拳 

唐朝 

武舉制度 /

選舉軍將人

才 

用考試的辦

法授予一定

稱號 

1.大大促進

武術的發展 

2.少林寺僧

兵及武僧 

 

宋元

時期 

民間練武 /

融入各項技

能 

以「式藝」

為主 

民間練武活

動興起，發

展出單練、

對練的形式 

1.杭州流行南

拳，稱為「拳打

臥牛地」 

2.宋太祖創太祖

長拳(圖 4) 

明朝 
武術書籍 /

防 身 健 體

(清朝禁止

民眾聚眾打

拳) 

產生許多各

具特色的流

派，摔跤技

法與武術相

互融合 

1.形成了許

多各具特色

的「拳」術 

2.觀賞套路

和實戰技擊

正式的分離 

1.關中拳改稱為

紅拳 

2.洪拳、詠春、

蔡李佛拳等南拳 

3.內家拳等北拳 

清朝 

1.南少林拳、六

合拳、羅漢拳、

長拳、紅拳 

2.太極拳、八卦

掌、形意拳 

民國

時期 

1.政府推廣

習武強身 

2.學校體育

課程 

極端呈現其

風格，以更

難的方式展

現拳法套路 

1.更加競技

化、運動化 

2.脫離傳統

武術印象 

很多新流派，多

源出至善等少林

五老、少林寺、

武當派及峨嵋派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3%AB%E5%85%B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9%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7%9C%E4%B8%AD%E6%8B%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7%9C%E4%B8%AD%E6%8B%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A6%E8%88%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91%E6%9E%97%E5%AF%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D%E5%90%88%E6%8B%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D%E5%90%88%E6%8B%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5%E6%BC%A2%E6%8B%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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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角觝術 圖 3 武舞 圖 4 太祖長拳 

(二)北拳的動作 

我們將北拳動作整理成下圖，讓內容更加完整呈現。 

   

(三)南拳的動作 

我們將南拳動作整理成下圖，讓內容更加完整呈現。 

   

四、資料分析 

(一)探討北拳和南拳的拳法特色及歷史背景 

當我們從教練口中得知，武術分成多種派別時，我們想深

入的了解，平時我們比較常接觸的北拳和南拳，其拳法特色及

歷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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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們將收集來的資料整理成表格如下： 

 歷史 相關圖片 

北

拳 

 

長拳： 

  

兵器： 

  

南

拳 

 

蔡李佛拳、詠春拳： 

  

 

 特色 相關圖片 

北

拳 

以舒展瀟灑、動迅靜定，剛柔相濟、

節奏分明為特點。 

四擊： 

踢、打、摔、拿 

八法： 

拳如流星眼似電，腰如蛇行步賽黏， 

精要充沛氣宜沉，力要順達功宜純。 

十二型： 

動如濤，靜如岳，起如猿，落如鵲， 

立如雞，站如松，轉如輪，折如弓， 

快如風，緩如鷹，輕如葉，重如鐵。 

四擊中的踢和打： 

踢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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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拳 

(1)重心較低，以小打大，以巧打

拙，以多打少，以快打慢的技擊

特色為基本特點。 

(2)有蛤蟆、虎、鴨…等象形拳。 

(3)講究脫肩團胛，兩肩有意識地向

下沉墜，有助於臂、肘的勁力運

用；使肩胛骨向前微合，形成團

狀，助於發勁前蓄力。 

(4)南方人身材小巧，因此增多了手

上的攻擊動作，形成了南拳手法

豐富、穩馬硬橋擅彪手的技法特

點。 

象形拳：蛤蟆、虎、鴨 

   

脫肩團胛 穩馬硬橋擅彪手 

  

2.資料分析 

長拳又稱北拳。始於宋太祖趙匡胤所傳武術的稱呼，吸取

古代諸長拳之精，以舒展瀟灑、動迅靜定，剛柔相濟、節奏分

明為特點。 

南拳發展於鴨片戰爭時期的中國南方，多與保家衛國相

關，南拳的基本特點是門戶嚴密，動作緊湊，手法靈巧，重心

較低，這與南方地形多河流，在打鬥時要下肢平衡穩定，加上

南方人體型較矮小，不便用腿來攻擊對方，因此多了手上的攻

擊動作。 

今武術比賽採用的自選拳和器械均屬長拳類，可說長拳是

我國武術中影響深遠的一種武術文化。 

(二)探討北拳及南拳動作的差異性 

1.我們將收集來的南、北拳動作差異性的資料，整理成表格如下： 

 北拳 南拳 

動作 開展 

橋馬。手為橋，下盤為

馬，較講究「以氣催力」

用呼吸帶出身體的各種剛

柔勁道，最後形於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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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資料分析 

不同的身材適合練不同的拳術。修長型者適合練長拳，動

作多開展，以強健體魄為目的；而矮小型者適合練南拳，手為

橋，下盤為馬，以氣催力伴隨吼叫聲，有先聲奪人之勢。 

(三)用問卷調查六年級學生對桌遊的偏好及武術的舊經驗 

由資料的收集，讓我們對武術有了深入的認識，但我們很好奇

一般學生對武術的了解程度到底有多少，且他們對桌遊的喜好程度

為何，希望藉由問卷來設計一套合適的武術桌遊，經由玩桌遊的過

程中，引導大家對武術有更一層的認識。 

1.研究對象： 

以國小六年級學童做為填寫問卷對象。我們找了六年級 2 個班

級的學生填寫問卷來做研究。發出問卷 50 份，全為有效問卷，

共採計男性 24人、女性 26人。 

2.問卷內容： 

調查六年級學生對桌遊的偏好及武術的舊經驗。 

（1）請問你大約多久玩一次桌

遊？ 

（2）請問你喜歡玩哪種類型的桌

遊？ 

拳法有無吼叫聲 少 多 

身材 多修長 多壯碩 

如何防身 

身體穩定、避免受

傷，運用整體力

量、效果大 

身體穩定、避免受傷，運

用整體力量、效果大 

現今競賽的套數 3套 2套 

比賽用拳 長拳、太極拳 甲、乙組南拳 

代表人物 趙匡胤 林則徐 

整理 戚繼光 陳享、張炎 

功能 

提高身體素質，展

示手、眼、身、

腿、步、氣 

難度動作，質量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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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可知，六年級學生選擇每個

月玩桌遊 1~10次的人數最多；

其次為從沒玩過、每個月 11~20

次、每個月 21次以上；每天及

其他則為人數最少。  

 

由圖可知，六年級學生選擇喜歡

玩棋藝類型的人數最多；其次是

反應力、娛樂、推理邏輯、辯論

類型的；沒有特別偏好的人數最

少。 

(3)請問你較喜歡幾個人一起玩

桌遊？ 

 

由圖可知，六年級學生選擇喜

歡 2~6人一起玩桌遊的人數最

多，其次為 6人以上；單獨 1

人玩人數最少。 

(4)請問你有沒有學過武術？ 

 

 

由圖可知，大多數的六年級學生

沒有學過武術。 

（5）請問你在哪裡學武術？ 

 

由圖可知，大多數六年級學生

在學校社團學習武術；其次為

半線武苑、和武、幼稚園。 

（6）你有學過哪些武術套路？ 

 

由圖可知，六年級學生中，最多

人學習南拳；其次為槍術、劍術

及棍術；再其次我太極扇、刀術

及北拳；而最少人學習扇子。 

3.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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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問卷統計結果，六年級學生一個月玩 1-10 次的人數最

多，可見六年級學生對桌遊是喜愛的。另外六年級學生較喜愛

2-6人且偏向反應力、棋藝及娛樂性的桌遊。 

六年級學生大多數沒有學武術的經驗，少數人有學過武術，

而這些少數有學武經驗的，其經驗大多來自學校社團，且以學

南拳居多。 

之後我們依照六年級學生對桌遊偏好及武術舊經驗問卷結

果，設計一套適合高年級沒有武術經驗的人之桌遊。 

(四)依據問卷的統計結果自製一套武術桌遊。 

1.桌遊說明書： 

封面： 

 

桌遊圖板： 

 
遊戲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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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卡（綠色，共 8張）介紹 

每張角色卡都有特異功能，一回合只能使用一次特異功能。 

 

阿剝 正派隊長 

特異功能： 

攻擊力 X5倍(3次) 
 

狼老二 反派隊長 

特異功能： 

可以一直封鎖別人 

(無法用鑰匙解開) 

 

汗巧虎 正派隊員 

特異功能： 

攻擊力 X3倍(3次) 
 

慚豹 反派隊員 

特異功能： 

攻擊力 X3倍(3次) 

 

銀猴 正派隊員 

特異功能： 

防守力 X3倍(3次) 
 

帖牛俠 反派隊員 

特異功能： 

防守力 X3倍(3次) 

? 

問號 中性角色 

攻擊力 
X3倍 (3次) 

遊戲結束時自己還

活著也獲勝 

! 

驚嘆號 中性角色 

攻擊力 
X3倍 (3次) 

遊戲結束時自己還活著

也獲勝 

 

武術卡（攻擊卡＆防守卡－粉紅色，共 50張）介紹 

 

攻擊卡： 

可攻擊別人，可以

搭配攻擊 X2、葉

問、李小龍和特異

功能使用(只能選一

個) 

 

防守卡: 

可防守別人的攻擊，

可以搭配防守 X2、

葉問、李小龍和特異

功能使用(只能選一

個) 

 



16 
 

武術卡（道具卡－藍色，共 50張）介紹 

 

攻擊 X2: 

可以搭配著攻擊卡

使用  

防守 X2： 

可以搭配著防守卡使

用 

 

問題卡： 

可以問別人問題，

如果答不出來就要

扣卡片上對應的血 
 

李小龍: 

防守力 X10 

 

葉問: 

攻擊力 X10 

 

復活卡： 

讓死亡的同伴增加 5

滴血(沒有特異功能) 

 

血滴模仿： 

指定一個人讓自己

的血數量和他一樣  

鎖: 

可以讓別人一回合不

能做事 

 

鑰匙： 

隨時都可以解鎖，

也可以幫別人解鎖  

竹子 

可以回 5滴血 

 

神奇藥丸 

可以回 10滴血 
 

 

問題解釋 

1.請問北拳又稱什麼?  1洪拳 2少林拳 3長拳 4太極拳 

解釋：長拳又稱北拳。明戚繼光、程宗猷均提出長拳、短打兩種拳

系的見解。現代長拳吸取古代諸長拳之精，以舒展瀟灑、

動迅靜定，剛柔相濟、節奏分明為特點，受青少年歡迎。

今武術比賽採用的自選拳和器械均屬長拳類。是我國武術

中影響深遠的一種武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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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問南拳的代表拳術是什麼? 1少林拳 2洪拳 3太極拳 4長拳 

解釋：鴉片戰爭後，廣東各地方的拳術通稱「洪拳」。 

3.請問北拳最流行於哪一個朝代?  1宋朝 2清朝 3唐朝 4明朝 

解釋：戚繼光紀效新書的拳經捷要篇有「宋太祖有三十二式長

拳」，可見其出名。 

4.請問南拳最流行於哪一個朝代?  1唐朝 2宋朝 3明朝 4清朝 

解釋：林則徐是清朝人。 

5.請問北拳的代表人物是誰? 1林則徐 2戚繼光 3趙匡胤 4岳飛 

解釋：長拳本來是宋太祖趙匡胤所傳武術的稱呼。因為趙匡胤習

武於少林，且以棍棒得天下，後人將其所傳的武術稱為長拳，乃

指長官所傳之拳。 

6.請問南拳的代表人物是誰?1岳飛 2林則徐 3戚繼光 4趙匡胤 

解釋：鴉片戰爭後，廣東各地方的拳術通稱「洪拳」。鴉片戰爭

時，本為福建人的林則徐在廣東三江入口各要塞訓練鄉勇

及水勇、建立鄰近鄉鎮團練等。 

7.請問中國武術又稱什麼?  1國術 2國華 3國武 4國精 

解釋：中國武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一環，民初簡稱為國術。 

8.請問下列何者不是北拳的四擊?  1踢 2打 3摔 4推 

解釋：四擊即踢、打、摔、拿。 

9.請問下列哪組不是北拳的八法?  1拳如流星，眼似電 2腰如蛇

行，步賽黏 3精要充沛，氣宜沉 4力要順達，功宜混 

解釋：八法是「拳如流星眼似電，腰如蛇行步賽黏，精要充沛氣

宜沉，力要順達功宜純」 

10.請問下列哪組不是北拳的十二型?  1動如浪，靜如岳，起如猿 

2落如鵲，立如雞，站如松 3轉如輪，折如弓，快如風 4緩如鷹，

輕如葉，重如鐵 

解釋：「動如濤，靜如岳，起如猿，落如鵲，立如雞，站如松，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A3%E6%9D%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4%AA%E6%8B%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E%97%E5%89%87%E5%BE%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A3%E6%9D%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4%AA%E6%8B%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4%89%E7%89%87%E6%88%B0%E7%88%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4%89%E7%89%87%E6%88%B0%E7%88%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B%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E%97%E5%89%87%E5%BE%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A3%E6%9D%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4%89%E5%8B%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4%89%E5%8B%87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0%B4%E5%8B%87&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98%E7%B7%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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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如輪，折如弓，快如風，緩如鷹，輕如葉，重如鐵」乃

北拳十二型。 

11.請問為什麼南方人不用腿攻擊?  1認為手較好攻擊 2高大魁

梧 3怕被推進河裡 4怕腿被打斷 

解釋：南方大多地處沿海，人身安全難以保障，因此各地盛行習

武以自衛，在船上、田壟間，河流中平衡難以掌握且容易

摔跤，在打鬥時要下肢平衡穩定。身材小巧的南方人也不

便用腿來攻擊對方，也不能有太多的躲閃和跳躍動作，因

此增多了手上的攻擊動作。 

12.請問南拳脫身的方法講究什麼?  1脫頸團肩 2脫肩團胛 3脫

胸團肚 4脫手團首 

解釋：南拳脫身的方法講究脫肩團胛。脫肩，是指兩肩有意識地

向下沉墜，有助於臂、肘的勁力運用。團胛，是指使肩胛

骨向前微合，形成團狀，有助於發勁前的蓄力。 

13.請問哪一個是北拳的動作?  1跌豎叉 2虎爪 3橫釘腿 4半馬

步按掌 

解釋：虎爪、橫釘腿及半馬步按掌是南拳的動作。 

14.請問哪一個不是北拳的動作?  1單拍腳 2騰空飛腳 3側空翻 

4蓋步截橋 

解釋：身材小巧的南方人不便用腿來攻擊對方，也不能有太多的

躲閃和跳躍動作，因此增多手上的攻擊動作，形成了南拳

手法豐富、穩馬硬橋擅彪手的技法特點。 

15.請問北拳的動作是攻擊的多還是防守?1攻擊 2防守 3攻守兼備 

解釋：各種拳法都是攻守兼備。 

16.請問武打巨星李小龍擅長哪種拳?  1洪拳 2詠春拳 3長拳 4

太極拳 

解釋：李小龍是葉問的徒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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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請問葉問擅長哪種拳?  1太極拳 2長拳 3詠春拳 4洪拳 

解釋：葉問是詠春拳的一代宗師。 

18.請問下列何者不是打南拳要發出聲音原因?  1以聲助威 2借

聲發力 3步伐穩固 4規定 

解釋：打南拳時沒有規定要發出聲音。 

19.請問南拳的基本特點有哪些?  1以小打大 2以巧打拙 3以多

打少 4以上皆是 5以上皆非 

解釋：南拳的基本特點是門戶嚴密，動作緊湊，手法靈巧，重心

較低，體現出以小打大，以巧打拙，以多打少，以快打慢

的技擊特色。 

20.請問象形拳是哪一種拳的特色? 1北拳 2南拳 3以上皆非 

解釋：南拳拳系中有許多象形拳，不僅有龍、虎、豹、象、鶴、

蛇、馬、猴、雞等常見的象形拳，而且有獅、彪、魚、犬

等罕見拳種。 

 

2.五版桌遊的差異 

版本 內容說明 遇到的問題 

第一版 

手繪桌遊所有的道具：角色

卡、武術卡之功能、圖板。 

 

1.規則不太清楚，所以試

玩的時候較容易產生爭

執。 

2.還沒有桌遊底板，所以

血量計算都得靠心算。 

第二版 

將第一版手稿之角色卡掃描

變成圖檔；另外用小畫家繪

圖軟體繪製武術卡及圖板。 

 

1.規則不太清楚，所以試

玩的時候較容易產生爭

執。 

2.還沒有桌遊底板，所以

血量計算都得靠心算。 

3.不知道該如何把手稿掃

描至電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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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 

1.增加牌的種類、功能及桌

遊底板。 

2.是六年級學生玩的版本。 

 

1.為了預防其他玩家一下

子就被葉問打死，將一張

「攻擊 X10葉問牌」改成

「防守 X10里小聾牌」。 

2.北拳數量較多，刪減了

3題關於北拳的問題，並

增加 3題南拳的問題。 

3.為了便於計算血量以及

固定抽牌區與棄牌區，增

加了桌遊底板。 

第四版 

為了使圖卡更精美，增加了

背面圖案。 

 

將「里小聾」名稱更改為

「李小龍」。 

第五版 

為了讓牌的種類更清楚，將

牌分成三個顏色：綠色（角

色卡）、粉紅色（攻擊&防守

卡）、藍色（道具卡）。 

 

修改桌遊遊戲規則，增加

道具卡種類，並刪減兩張

角色卡，增加兩張中性角

色卡。 

 

(五)用問卷調查六年級學生玩過武術桌遊前、後對武術的了解狀況 

1.武術桌遊設計完後，先讓六年級學生做問卷

（前測），等玩過桌遊一次後，再做一次問卷

（後測），藉以了解武術桌遊是否能提升他們

對武術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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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測 後測 

1.請問北拳又稱什麼？（長拳） 

 

正確率：30% 

 

正確率：60%（30%） 

2.請問南拳的代表拳術是什麼？（洪拳） 

 
正確率：26% 

 

正確率：52%（26%） 

3.請問北拳最流行於哪一個朝代?（宋朝） 

 

正確率：38% 

 

正確率：42%（4%） 

4.請問南拳最流行於哪一個朝代?（清朝） 

 

正確率：24% 

 

正確率：30%（6%） 

5.請問北拳的代表人物是誰?（趙匡胤） 

 
正確率：16 % 

 
正確率：38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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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請問南拳的代表人物是誰?（林則徐） 

 
正確率：28 % 

 

正確率：38 %（10%） 

7.請問中國武術又稱什麼？（國術） 

 

正確率：52 % 

 

正確率：78 %（26%） 

8.請問下列何者不是北拳的四擊?（推） 

 
正確率：28 % 

 

正確率：44 %（16%） 

9. 請問下列何者不是北拳的八法?（力要順達，功宜混） 

 

正確率：22 % 

 

正確率：18 %（4%） 

10. 請問下列何者不是北拳的十二型？（動如浪、靜如岳、起如猿） 

 

正確率：24 % 

 

正確率：1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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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請問南方人為什麼不用腿攻撃？（怕被推進河裡） 

 
正確率：14% 

 

正確率：30 %（16%） 

12.請問南拳脫身的方法講究什麼？（脫肩團胛） 

 

正確率：26% 

 

正確率：40%（14%） 

13.請問哪一個是北拳的動作?（跌豎叉） 

 
正確率：30 % 

 

正確率：30 %（0%） 

14.請問哪一個不是北拳的動作?（蓋步截橋） 

 
正確率：26 % 

 

正確率：24 %（2%） 

15. 請問北拳的動作是攻擊的多還是防守?（攻守兼備） 

 

正確率：40 % 

 

正確率：4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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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請問武打巨星李小龍擅長哪種拳?（詠春拳） 

 
正確率：34 % 

 

正確率：44 %（10%） 

17. 請問葉問擅長哪種拳? （詠春拳） 

 
正確率：40 % 

 

正確率：48%（8%） 

18. 請問下列何者不是打南拳要發出聲音原因?（規定） 

 

正確率：24 % 

 

正確率：38 %（14%） 

19. 請問南拳的基本特點有哪些?（以上皆是） 

 
正確率：22 % 

 

正確率：30 %（8%） 

20. 請問象形拳是哪一種拳的特色?（南拳） 

 

正確率：52 % 

 

正確率：8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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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後測的問卷比對結果 

問卷題目 
答對率 

上升 下降 

1.請問北拳又稱什麼? 30%  

2.請問南拳的代表拳術是什麼? 26%  

3.請問北拳最流行於哪一個朝代？ 4%  

4.請問南拳最流行於哪一個朝代？ 6%  

5.請問北拳的代表人物是誰？ 22%  

6.請問南拳的代表人物是誰？ 10%  

7.請問中國武術又稱什麼？ 26%  

8.請問下列何者不是北拳的四擊？ 16%  

9.請問下列哪組不是北拳的八法？  4% 

10.請問下列哪組不是北拳的十二型？  6% 

11.請問為什麼南方人不用腿攻擊？ 16%  

12.請問南拳脫身的方法講究什麼？ 14%  

13.請問哪一個是北拳的動作？   

14.請問哪一個不是北拳的動作？  2% 

15.請問北拳的動作是攻擊的多還是防守？ 8%  

16.請問武打巨星李小龍擅長哪種拳？ 10%  

17.請問葉問擅長哪種拳？ 8%  

18.請問下列何者不是打南拳要發出聲音原因？ 14%  

19.請問南拳的基本特點有哪些？ 8%  

20.請問象形拳是哪一種拳的特色? 30%  

數量統計 16題 3題 

3.資料分析： 

六年級小朋友在玩過一次武術桌遊後，根據問卷前、後測

統計，共有 16 題的答題正確率是有提升的，有 3 題是下降的，

有一題則是沒有改變的。答對率下降的這 3 題都是和武術動作

相關的題目，所以如果沒有武術經驗且只玩過一次武術桌遊，

在武術動作觀念的建立是較無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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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推測有些題目可能太細微了，對於只玩過一次武術桌

遊的人來說，無法在短時間內馬上記憶下來，尤其是動作的招

式，可能前測亂猜、後測也亂猜，答對率變成是機率問題，故

造成有些答題後測答對率是下降的。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六年級小朋友在玩過一次武術桌遊後，

對武術整體基本的概念是有提升的，所以武術桌遊對提升六年

級小朋友對武術的了解是有幫助的。 

 

五、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探討北拳和南拳的拳法特色及歷史背景 

北拳的拳法特色為舒展瀟灑、動迅靜定，剛柔相濟、節奏分明；

南拳的拳法特色，則是門戶嚴密，動作緊湊，手法靈巧，重心較低。

歷史背景方面，兩者發展的意義也不同，北拳發展較偏於強健體魄，

而南拳則因當時戰亂因素，人們為了有靠山或者不被強者欺負，自

我防衛而興起的。 

 

（二）探討北拳及南拳動作的差異性 

北拳與南拳的動作差異性，主要是因為地理環境及體型的差異

所形成的。北拳起源於中國北方，且北方人體型較為修長，故其動

作較為開展；南拳起源於中國南方，南方大多地處沿海，在船上、

田壟間、河流中，平衡難以掌握且容易摔跤，故在打鬥時要下肢平

衡穩定，故較藉助於手，手為橋，下盤為馬，較講究「以氣催力」

用呼吸帶出身體的各種剛柔勁道，常伴隨著吼叫聲。  

 

（三）用問卷調查六年級學生對桌遊的偏好及武術的舊經驗 

1.對桌遊的偏好：六年級學生對武術大多數是無接觸的，但對桌遊

是喜愛的。 

2.武術舊經驗：六年級學生大多是沒有學過武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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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據問卷的統計結果自製一套武術桌遊。 

以國小六年級學童，有玩過我們自製武術桌

遊的人，做為訪談的對象。 

1.訪談 A： 

我覺得這套桌遊很特別，可以邊玩邊吸收武術知識，但建議玩

家的人數一次不要這麼多，因為馬上出局後要等待很久才能玩下一

局。 

2.訪談 B： 

桌遊的牌有許多功能，但對初學者來說一時之間無法了解掌

握，不過玩一輪下來也感覺蠻好玩的，會希望再玩一次。 

3.訪談 C： 

遊戲蠻好玩的，但過程中要數血滴子覺得有點麻煩。請問下次

還有機會再玩一次武術桌遊嗎? 

4.結論：談訪三位六年級學生對我們的武術桌遊多持正面評價。 

（1）優：內容多元豐富、可以邊玩邊學習武術知識及玩過後會想再

玩。 

（2）缺：玩家人數過多，等待時間過長；牌的功能太多，無法短時

間內記住運用及計分方式有點麻煩。 

5.檢討改進： 

等待時間過長問題，我們修改人數限制，將玩家人數 3-8 人改

成 3-6 人。牌的功能過多問題，將武術桌遊分級成初階及進階，減

少初階牌使用的功能，等待玩家熟悉功能後進入到進階，再增加牌

使用的功能。計分方式不便利，改用點數卡方式，減少計算的複雜

性。 

 

(五)用問卷調查六年級學生玩過武術桌遊前、後對武術的了解狀況。 

根據問卷統計比對結果，六年級小朋友在玩過一次武術桌

遊後，對武術整體基本的概念是有提升的，所以我們設計的武

術桌遊對提升六年級小朋友對武術的了解是有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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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評鑑與檢討 

（一）尋找研究主題及檢討 

剛開始在選擇主題時，因為我們都有學過

武術的經驗，也都喜歡玩桌上型遊戲，所以我們決定朝「做

出一款關於武術的桌遊」的方向研究。然而網路上及圖書館

中的藏書，關於武術的資料不多且不夠完整，正當我們傷腦

筋之際，我們主動去古月民俗文物館、中山國小及半線武苑

參觀武術的教學，並詢問從事武術相關活動的人，感謝林明

瑋教練接受我們的訪問，並幫我們科普了一些武學知識，還

熱心的借了我們幾本有關武術的書籍。這個過程讓我們學習

到善用周遭的「人」資源來幫助我們解決問題。 

（二）問卷設計及內容編排呈現的檢討 

為了響應環保，我們和老師討論後，決定不發紙張問卷，

改用 google 表單來代替，但我們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我們

都不會操作及設計 google 表單，於是我們上網查了網路教學

及請教學校的電腦老師，經過一段時間摸索後，現在我們對

google表單已能應用自如了。 

接著我們為了讓我們的研究內容圖文並茂並更具吸引力，

我們又去網路上自學了掃描、截圖及美編，雖然過程很繁雜，

但我們卻樂在其中。所謂人助自助，除了別人的幫助，自身

也要努力，成功並非難如登天。 

（三）問卷調查的檢討 

在問卷調查中，六年級學生在玩過武術桌遊後，大多數

歷史性或記憶性的的問題答對率都有提升，但在武術的動作

方面，後測答對率上升率有限，且在某些答題中甚至是下降

的，我們深入檢討後，有些題目可能太細微了，對於只玩過

一次武術桌遊的人來說，無法在短時間內馬上記憶下來，尤

其是動作的招式，可能前、後測都亂猜，致使答對率變成是

機率問題，故造成有些答題後測答對率是下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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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時間允許，讓玩家多玩幾次武術桌遊，或許在武術

動作相關題目會大大提升答對率。 

（四）武術桌遊設計檢討 

根據訪談玩家結果，玩家大致上對武術桌遊的評價大多

是正面的，但在玩的過程中也建議了一些事項，例如玩家人

數可以在六人以內比較恰當、牌的功能再簡化一些、可增加

道具卡……等。 

很感謝玩家們提供給我們這麼多寶貴的意見，我們會再

深入研究解決這些問題，提出有效的改善方式，設計一份融

合武術且兼顧益智與趣味的桌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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