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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創意教學」是以培養學生創造

力為目標，同時也是教師在教學中

運用創造思考的原則與策略，以激

發和增進學生創造力的一種教學模

式（陳龍安，2006）。體育創意教學

就是讓老師有創意，進而增進學生

創造力；老師有創意才能引起學生

的動機，有了動機更會樂意學習。

所以體育創意教學正是透過體育教

學激起學生的參與熱忱，點燃學生

熱愛運動的火苗，盡情發揮、享受

體育的樂趣，期能讓體育教學達到

事半功倍之效。若此景能在體育課

程中不斷的上演，相信會是有許多

人樂觀其成的，也是關心體育教學

者所期望的。

有鑑於此，體育署更積極的推

動樂樂棒球、樂活運動站、樂趣化

足球、樂趣化拔河，以及樂趣化體

操等等，就是希望將老師的創意讓

學生能透過樂趣化的執行來引起學

生的學習動機。話雖如此，但仍有

許多老師不願跳脫體育的框架，常

常為了達到體育專業技術、技能的

效果，讓老師及學生雙方皆搞得筋

疲力竭，進而讓許多未經過體育專

業訓練教師對體育教學裹足不前，

甚至逃之夭夭，這些因素對落實國

小體育教學正常化而言是一大隱

憂。也對從事體育教學的教師而言

無非是一大打擊，更讓許多學生因

技能不足而無法從中獲得成就感甚

至信心銳減，也失去享受體育的樂

趣，其所造成的影響確實值得我們

深思。

創意教學正是解除傳統教學束

縛的方法，唯有創意教師透過多元

創意的教學，營造活潑開放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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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氛，讓學生樂在學習，提昇學習

效果，師生雙方才會有全新的體驗

與收穫（林淑芳，2009）。可見要引

起學生對體育課程的熱情，體育創

意的教學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策略之

一。

體育創意的根源：運動遊戲

「化課程為遊戲，化教材為玩

具」相信是體育創意教學最好的寫

照。體育教學無法發揮淋漓盡致的

效果最主要的是我們忘記了體育是

源至於遊戲，其形式如同大肌肉活

動的運動遊戲，運動遊戲本身不就

是一種具有會讓人廢寢忘食的魔

力，是一種有樂趣且人人趨之若鶩

的活動，怎麼到了體育卻讓許多人

卻步。探究其主因可能是忽略的遊

戲的初衷。

因此，體育教學宜從遊戲論出

發，應用遊戲的方式吸引學生的參

與，再以運動的形式發揮學生身體

的功能，進而學習各種動作技巧，

善用動作技巧的變化提升學生創造

力。所有兒童都應該有權享有終身

的身體活動和健康，並活化思路產

生創意。體育教學活動應本著樂趣

化原則，符合兒童個別的需要，提

供適性發展的內容，並能獲得成功

的經驗，讓兒童感受到，這是一種

享受和一種積極的社會經驗，以建

立兒童積極的活動態度，期讓每一

位兒童能終身擁有身體適能、情緒

適能、社會適能、精神適能及文化

適能的全人健康。

體育創意教學簡單的說，就是

將體育以大肌肉活動的運動遊戲方

式實施，學生將運動遊戲的方法改

變，將教材變化，使教材內容更加

多元及豐富。而學生的創造力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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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力所及，不是要去做偉大的

發明，只要有改變且可執行都是創

意，切勿用成人的觀點去衡量其創

意的表現。每一個學生皆是一個獨

立的個體，學生用自己的能力去完

成老師交付的任務，但應著重過程

的學習而非完全看結果的呈現。因

此體育創意教學過程中，只要孩子

想出一個不一樣的方式，去完成任

務都是很好的創意表現，即使是很

簡單的改變老師都應該給於肯定。

因為一個學生當他的構思想法獲得

支持肯定，下次再有機會表現時，

通常他會竭盡所能的創作出更多新

的玩法、創意，這就是重要的創造

力培養方法之一。

體育若視為運動遊戲，要實施

創意教學及培養創造力就更能駕輕

就熟，因為運動遊戲規則簡單易懂

可以改變，有了改變就會有新的創

意，所以學生可以將其想法思維更

輕易的融入運動遊戲中，也讓學生

更有成就感，增進學生對嘗試創作

新運動遊戲方式更有信心。

體育創意的教材：取代作用豐富

課程內涵

體育創意教學教師最感頭痛

的問題，就是教材的選擇，其主要

的原因是教材常因空間的限制或者

技術要求過高，不知如何應用體育

教材的變化，或者所選用的教材了

無新意，甚至也不知如何引導學生

創意學習，如此，教材內容必定造

成江郎才盡的窘境。一個創意教學

教師應該要能因地制宜，變化教學

方式與策略，以培養學生創造思考

及解決問題能力。其實體育課教材

其內容就是運動遊戲；若以運動遊

戲內涵做變化就能簡單易懂，教師

只要把握動作四大元素（身體、時

間、空間、關係）的內容並交叉應

用就可以產生千變萬化之體育創意

教材（黃永寬，2010）。教材變化多

當然教學的方式也會隨之多元，創

意的教學自然成行。簡單的說：運

動遊戲只要熟悉器材的特性加上動

作的名稱就構成最簡單的運動遊戲

的內容，再加上時間、空間、關係

的內涵應用及變化，自然讓每一個

教材皆能有新的感受與體驗。這就

是最基礎的體育創意教材。

創新教育創意教學仍為教育發

展核心之一，然而創意課程的具體

實踐，關鍵在於教師的本身，教師

在教學過程中是否能夠勇於創新突

體育創意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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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表現出教學創意的關鍵因素，

在於教師個人是否具有高度的「創

意教學信念」。教材的設計可以用

「取代」的概念實施，因為「取代」

是創意的起源。試想一個皮球在你

手上如何操作他？「取代」的意思

就是：這個可以這樣玩，其他東西

可以這樣玩嗎？這樣可以做，還有

別的方法可以做嗎？

取代作用之類型

一、 教材取代：俗語說的好「巧婦

難為無米之炊」，但是一個體

育創意教學不應該被教材所困

擾，任何沒有危險的東西都可

以成為教材，即使是一塊布或

一個紙杯甚至一張紙都可以成

為教材。一個有創意的教師應

該可以賦予教材生命，也就是

懂得活化教材。教材能活化在

於教材的特性，所以要活化教

材應該多選擇少結構的教材，

因為少結構的教材才不會被既

有的框架約束，透過情境及角

色的導引，讓教材活化讓內容

充實。所謂教材的取代，意思

是：一樣的動作，別的教材可

以做出相同的動作嗎？

 例如：球可以丟。那保特瓶可

以拿來丟嗎？或者，可以用報

紙做成球嗎？還有哪些教材可

由從事丟的動作？

二、 方法取代：簡單的說就是動作

名稱取代，任何器材加上動作

名稱就可以變成運動遊戲。但

明一個器材都有不同的特性，

教師應該先瞭解教材的特性才

能避免危險產生。所以說，運

動遊戲的變化可以取決於使用

的動作差異。所謂方法取代就

是，一樣的動作教材可以用別

的方法來操作嗎？

 例如：拋、接球和玩拍球是不

一樣的運動遊戲。再則，球可

以拋、接、傳、拍等等，還可

以做哪些動作可以操作球？當

動作不同，運動遊戲的方法就

可產生創意。

三、 部位取代：身體的部位名稱及

身體可以做什麼？身體可以在

哪裡進行？所謂身體的取代就

是，這個部位可以做這個動

作，其他部位可以做得到嗎？

例如：用手可以傳球，那用腳

可以傳球嗎？可以，那又如何

做？只要能做得出來就是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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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材；再則，兩個人用頭夾

球移動，也可以改為肚子夾，

肩膀夾等等。

四、 時間取代：時間取代就是指速

度的快慢、力量的大小、節奏

的變化。運動遊戲並非每次都

要求第一，比快，而是善用速

度的變化增加節奏感的學習。

所謂時間取代就是善用速度的

快慢變化、節奏的不同來產生

教材的變化。

 例如：善用急促性的運動遊戲

增加課程效果，所謂急促性的

運動遊戲是指兩個不同的指

令在短時間交互變化。利用不

同節奏的音樂來改變教材的內

容。

五、 空間取代：空間指的是位置大

小、方向性、路徑。並非每一

個學校都擁有很大的空間可從

事體育教學，也可能下雨天沒

有空間可以應用。此時就應朝

空間的取代思考。當空間不足

時運動遊戲可以採魚貫的方式

進行，從路徑及方向的改變增

加運動遊戲之效果。並將運動

遊戲的速度減慢或人數減少，

最好的方法就是分組進行。所

謂空間取代，是應用方向路徑

的改變來增加運動遊戲的創

意。

 例如：當路徑改變遊戲的方法

就會改變，在路徑的過程中將

路徑改變，增加角色或障礙，

運動遊戲也會跟著創新。當空

間不足時也可改為物的移動

（傳遞）以減少學生撞擊的機

會。

六、 關係取代：關係可分為人與人

的關係、人與物的關係、物與

物的關係。所謂關係取代就是

角色的變化，合作或爭奪的對

象改變及操作方法的更新。

 例如：學習的過程中，搶奪的

對象改變或操作教材改變，對

學生而言運動遊戲就可以跟著

改變。

可見體育創意教學的內容可以

善加利用「取代」的效果，讓教學

內容更多元及豐富，每一個改變都

可以刺激學生的創造力，每一個動

作、方法、教材都可以讓學生發揮

創意。

體育創意的教法：問、想、做、評

吳清山（2001）指出：創意教

體育創意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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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教師的理念包含「活潑多元、主

動參與、資源運用、班級互動、學

習動機、問題解決」六面向。可見

體育創意教學應使學習者親身體驗

創造的樂趣，創造的歷程，與創造

的意義。創造力的培養與激發應強

調體驗，讓大家從做中體驗，並享

受創造之樂趣。在教學方法上，如

果採取的是學習者或參與者中心的

創意教學，學生可以將自己的思維

想法透過創意的表達出來，在主動

創造的過程中享受成就感的經驗因

而表現創造力。教學是師生一連串

互動的過程，體育創意教學更是一

種互動的學習模式，教師只要將

「問、想、做、評」的教學模式容入

教學過程中，就能引導出學生連綿

不絕的思緒，以助長學生創造思考

能力。也是讓學生親身體驗創造樂

趣的好方法。所謂「問」即是問問

題，提出問學生的問題或安排問題

的情境；「想」即是思考，鼓勵學

生做思考想像給孩子思考的時間；

「做」意謂活動的執行，運用各種活

動讓學生做中學；「評」即是指評

鑑，運用暫緩批判並欣賞創意的原

則，重視形成性評量與自我評鑑的

方法（陳龍安，1980）。

其具體的實施方法可以參考黃

永寬（2010）提升創造力之教學流

程：

一、 提供問題，給學生做解決問題

之思考：教師提出問題，要能

給學生有思考的機會。所提的

問題盡量是沒有標準答案或非

單一答案的問題。不限固定的

內容讓學生發揮想像力學生有

能力可以回答出的問題。才能

達到創造力的目的。



�� 學校體育‧140期

二、 當學生思考受限時，提供實際

的教材供學生操作：此時所提

供之教材需是少結構性器材，

才能引發多元的創意。因為有

親身經歷才可引發更多的創

意。

三、 讓學生表達操作之方法及提供

學生教學觀摩之機會。讓學生

有親身體驗後還要將自己的創

意和別人分享，增加表達的能

力，並透過觀摩以瞭解別人與

自己思維的差異學習更多的創

意內容。

四、 引導學生嘗試不同身體部位之

操作。好的創意不只分享，並

要引導學生將「取代」的方式

應用於過程中。有取代就可以

有更豐富的內容。

五、 加入互助合作之方式引導兩人

以上之活動經驗：體育的學習

並非只是自身動作能力增強，

其更需要增進學生與他人互動

及共同解決問題的能力，透過

引導教師要還要提供學生互助

合作及團隊概念的內容已，擴

展學生社會性的學習。

體育創意教學是未來體育教育

發展的重點，教師多元化的教學、

與生活結合及適宜的環境佈置來實

施教學， 讓學生主動學習，樂於學

習，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洪

榮昭、林雅玲、林展立，2004）。

「創意不是口號，教學的舞臺就是創

意的舞臺」，教師本身就是學生模仿

創意的楷模之一，必須靈活善用並

時時創新自己的教學，以吸引孩子

的注意力及激發其創造潛能（黃淑

蓉、莊麗珠，2008）。教師角色也應

由教授者，轉變為引導者，製造有

效的學習情境，給予學生多元化的

學習經驗，讓學生主動發現與學習

（張碩玲，2001）。教師的教學行為

與學生的學習息息相關，教學並不

是死的教學是活的，善用創意的教

學方法來培育創意的學生是一個體

育創意教師責無旁貸的任務。

結　語

有創意的老師自然能引導出具

有創造力的學生。創造力是創造的

能力，也是創新思考、批判思考或

解決問題之能力，這些皆是未來世

界公民的重要基礎能力，也是培養

競爭力的基本能力。創意不是遙不

可及，創意更不是要每一件事、每

一個人都去創造發明，其實創意隨

體育創意教學政 令 宣 導  
2月號



時隨地都可以在你我的身邊出現。

所以，體育創意教學就是要每一位

教師─即使是未受過體育專業訓

練的教師，皆能以運動遊戲的方式

帶引學生投入體育課的行列，讓孩

子玩出創意聰明玩出健康活力。體

育創意教學讓創意教師最感無助的

就是教材內容，因體育課程中常有

許多固定的規則加以限制，其時只

要將體育課程視為運動遊戲，既然

是運動遊戲就應該讓每一個人盡情

享受，更不應有人被排除在外。主

要的內容就是動作的學習及肢體的

探索，老師只要設計內容時應用教

材、方法、部位、時間、空間、關

係等「取代」的教學理念，並將

「問、想、做、評」的教學模式提

升創造力之運動遊戲教學流程容入

教學過程應用於體育課程中。相信

每一個老師都將成為體育創意教學

大師，每一個學生也會因您的創意

教學而改變對體育的熱愛，讓學生

運動的火苗成為熱情，讓學生有思

維 有 想

法， 讓

學 生 協

助 老 師

班 級 一

起創造出更多創意的體育課。讓每

一節體育課都是好好玩的體育課，

都是體育創意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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