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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政吉	 台中市立惠來國民小學教師

讓孩子有更完整學習的體育課 
運動教育模式課程教學

前言

國人越來越注重運動保健的議題，因此，

學校體育課程的正常化教學的議題，越來越受

到重視。透過學校體育課程之教學，可以讓學

童習得運動的基本技能並養成終生運動的習慣

與達到身心健全之效等。學校的體育課程設計

與老師的教學方式、教學策略及教學的反思等

都已成為老師在教學時，必須提昇的專業能

力。黃月嬋（2002）更明確的指出「九年一

貫課程雖是課程層面的改革，具體而務實的革

新及作法則落實在教學層面」。學校課程的改

變，老師的思維必須因應時代的變遷，透過教

育研習、進修習得其教學方法模式並融入教學

現場，讓學生可多元化的學習，提昇學習效

果。Sieden top（1994）認為傳統體育課程

以反覆操作與動作精熟學習，其習得運動能力

與比賽情境有所落差，體育課程如果能以團隊

的方式進行，小組成員各盡所能，可以刺激學

生的成長與責任感。運動教育模式教學在許多

先進國家已成為體育教學的主流，運動教育教

學基本原理精神與我國九年一貫課程「健康與

體育」學習領域之基本理念不謀而合，強調學

生的自主學習和尊重個別差異，「全面參與」

和「人人成功」是運動教育教學的基本原則，

在運動學習的活動中，讓每位學生都「能」與

都「會」，並且在充滿樂趣、歡愉的學習環境

下，成為各運動領域的勝利者。運動教育模式

全面且完整的教學，使學生更懂得比賽的參

與、團隊的合作及公平競爭的意義，以及在運

動的其他領域更專精與熟練，透過不同的職務

分配，更培養學生正面的社會化的互動知能與

概念。

運動教育模式起源與實施原則

運動教育模式最初的基本觀念架構來自

Ca i l l o i s（1961）的遊戲發展學說。Si e -

d e n t o p（1986）解釋運動教育模式是建立

在遊戲的理論基礎上，透過遊戲化的運動，

增進動作技能，達到全民運動的目標。1982

年Sieden top在澳洲布里斯本所召開的Com-

monwe a l t h  G ame s  Co n f e r e n c e，首度

將運動的觀點融入於學習體育課程中，並指

出運動與遊戲的共通性：運動具有適當地了

解、合適地概念化、與適切地實施等遊戲的特

性，運動的基本意義來自於遊戲，人類日常生

活事務的起源與遊戲本質相符（Sied e n t o p , 

2002）。運動教育模式其主要目的在激勵個人

發展運動技能、了解參與運動的重要性和在人

生的歷程終成為一個運動人，其發展的遠景是

植基於透過一系列修飾過的運動而得到運動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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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次使用策略的參考，它更是教師評量的一

大利具，所以，紀錄的保存在運動教育模式中

是必要的。 

五、歡樂的氣氛

瞭解運動典禮儀式集會所蘊含的特殊意

義是運動教育模式的學習目標之一，因此，運

動教育模式不僅需要安排運動典禮儀式，讓學

童親身體驗，更要製造歡愉的氣氛，讓學童樂

於參與活動。在整個運動季的過程中充滿歡愉

的氣氛是必要的，從隊員的認識，隊呼、隊旗

及隊名的設計到開幕典禮、比賽過程直至閉幕

典禮，每位學童都能有愉悅感，熱情的參加活

動，進而達到喜好參與運動的目的。 

六、季後賽 

高潮的決賽也就是比賽的最後決戰期，相

似於職業棒球的季後賽，運動教育模式中的決

賽期，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增加比賽的可看性，

且決賽的設置可提高學生進步及努力的動力，

增進團隊的向心力。因此，比賽最終的優勝隊

伍，將是各比賽隊伍爭取的目標，此時，運動

技巧並非唯一教學目標，更重要的是，高潮的

決賽提升了比賽的刺激性及提高學生參與活動

的興趣。

運動教育模式相關研究

運動教育模式提供教師主動設計課程機

會、學生多元角色扮演、樂趣的競賽規則，注

重合作學習及團隊精神，在九年一貫課程中學

習「帶得走」的能力，也提供學校發展本位課

程的機會。周宏室（1999）指出學生的技能

程度與身心的發展狀況，Siedentop所提倡的

運動教育模式在國小高年級以上的體育課程中

比較適用，其田徑、球類活動、體操是小學運

動教育教學中可實行的項目。

Hasi t  and Sineln ikov（2006）學生

特別喜歡運動季，因為可以擔任教練及組成有

共同目標的小組比賽。運動教育模式讓學生在

學習上更具意義，透過不同角色扮演，讓學生

控制及主導課程，使其更努力學習。Ha s t i e 

a n d  B u c h a n a n（2000）認為，透過比賽

讓學生以協商的方式來策劃戰術，在比賽中以

擔任裁判來培養學生做決策的能力，學生為了

達成目標在學習過程中所產生的人際互動，是

為真實的運動經驗。Ca r l s o n  a n d  Ha s t i e

（1997）指出，運動教育模式之所以吸引人

的地方，在於學生能透過運動季的實施，獲得

真實的運動經驗。

何子安（2002）認為運動教育模式的教

學分配不同的職務組成小組（教練、隊長、管

理、器材、裁判等）與傳統體育課分組運作有

很大的差異，它多了「角色職務扮演過程」，

讓低成就學生參與不同的運動團隊機制，提升

學習正面增強的作用。運動教育課程模式讓

學生更積極參與運動，不論技能高低，透過

小組的角色安排使學生都能積極參與，讓學

生更能從運動中習得運動的知識面、情意面

能的精熟，基於此一觀念，運動教育課程模式

將課程設計適合於所有的學生的需求和能力，

使其皆在運動時有成功的體驗。

實施運動教育模式教學要慎選運動項目，

事先針對學生的興趣、需求及學校發展特色與

學校場地作考量，在課堂中採異質分組、分排

適當角色、修改比賽規則。周宏室（1999）

指出運動教育模式與傳統教學有所差異是以學

生自主學習為中心而非以老師為中心進行教

學。Siedentop指出運動教育模式是由遊戲理

論所發展的課程模式，課程中必須透過團隊小

組成員角色扮演等過程。實施課程前應確實了

解其意涵及程序，第一次實施時必須先以自己

擅長的項目及考量學生的能力與興趣作為選擇

項目。教學前先分析學校環境、資源與特色、

硬體設備之優缺點、機會點與威脅的分析，可

以提供教材設計及項目的選擇之依據（黃月

嬋、趙信賓，2007）。

運動教育模式發展特色

Sieden top（1994）指出運動教育模式

有六項特徵：

一、運動季

運動教育模式的教學是以運動季來實施，

一個運動季約4~6週，包含訓練和比賽，通常

以高潮的決賽作結束。運動季的實施不同於一

般傳統體育教學，因為傳統的體育課程是以單

元來區分，而運動教育模式的課程是以運動項

目來區分，所以學習者可藉由運動教育模式，

而對某一項運動競賽項目習得更完整、正確的

運動經驗及知識。Sieden top（1994）指出

在小學階段，一個運動季以8至12節每節45分

鐘或10至14節每節30分鐘較為適宜。 

二、團隊小組

學生在上課中以隊的形式進行學習或比

賽，每位學生扮演的角色職務不同，有的是裁

判、有的是教練、有的是選手、有的是管理，

甚至是計分員。所以在運動季當中，學生隸屬

於每一隊，學生上課的形式是以隊為主，並沒

有獨立的個體，讓學生學習互動與職務責任，

團隊小組的形式保持至某一運動季結束為止。 

三、季前賽

運動季當中的重點是正式的比賽，然而比

賽的籌備工作是由學生自行負責，賽程表通常

在正式比賽前先告知所有的隊伍，讓學生預先

進行準備，提升練習動機；賽程的安排可依照

運動項目的特性、人員的安排、隊數的多寡而

選擇不同的賽制，藉由比賽的籌畫及進行，讓

學生瞭解運動競賽的規則及秩序，並藉由簡單

的練習賽，讓學生學習動作技能及戰術策略的

應用。 

四、記錄的保存

在運動季裡，紀錄的保存可做為在學習當

中給予個人或團隊的回饋，學習歷程可藉由紀

錄的保存完整的被紀錄下來，比賽紀錄不僅可

提供學習者有關技術及策略的紀錄，藉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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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次使用策略的參考，它更是教師評量的一

大利具，所以，紀錄的保存在運動教育模式中

是必要的。 

五、歡樂的氣氛

瞭解運動典禮儀式集會所蘊含的特殊意

義是運動教育模式的學習目標之一，因此，運

動教育模式不僅需要安排運動典禮儀式，讓學

童親身體驗，更要製造歡愉的氣氛，讓學童樂

於參與活動。在整個運動季的過程中充滿歡愉

的氣氛是必要的，從隊員的認識，隊呼、隊旗

及隊名的設計到開幕典禮、比賽過程直至閉幕

典禮，每位學童都能有愉悅感，熱情的參加活

動，進而達到喜好參與運動的目的。 

六、季後賽 

高潮的決賽也就是比賽的最後決戰期，相

似於職業棒球的季後賽，運動教育模式中的決

賽期，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增加比賽的可看性，

且決賽的設置可提高學生進步及努力的動力，

增進團隊的向心力。因此，比賽最終的優勝隊

伍，將是各比賽隊伍爭取的目標，此時，運動

技巧並非唯一教學目標，更重要的是，高潮的

決賽提升了比賽的刺激性及提高學生參與活動

的興趣。

運動教育模式相關研究

運動教育模式提供教師主動設計課程機

會、學生多元角色扮演、樂趣的競賽規則，注

重合作學習及團隊精神，在九年一貫課程中學

習「帶得走」的能力，也提供學校發展本位課

程的機會。周宏室（1999）指出學生的技能

程度與身心的發展狀況，Siedentop所提倡的

運動教育模式在國小高年級以上的體育課程中

比較適用，其田徑、球類活動、體操是小學運

動教育教學中可實行的項目。

Hasi t  and Sineln ikov（2006）學生

特別喜歡運動季，因為可以擔任教練及組成有

共同目標的小組比賽。運動教育模式讓學生在

學習上更具意義，透過不同角色扮演，讓學生

控制及主導課程，使其更努力學習。Ha s t i e 

a n d  B u c h a n a n（2000）認為，透過比賽

讓學生以協商的方式來策劃戰術，在比賽中以

擔任裁判來培養學生做決策的能力，學生為了

達成目標在學習過程中所產生的人際互動，是

為真實的運動經驗。Ca r l s o n  a n d  Ha s t i e

（1997）指出，運動教育模式之所以吸引人

的地方，在於學生能透過運動季的實施，獲得

真實的運動經驗。

何子安（2002）認為運動教育模式的教

學分配不同的職務組成小組（教練、隊長、管

理、器材、裁判等）與傳統體育課分組運作有

很大的差異，它多了「角色職務扮演過程」，

讓低成就學生參與不同的運動團隊機制，提升

學習正面增強的作用。運動教育課程模式讓

學生更積極參與運動，不論技能高低，透過

小組的角色安排使學生都能積極參與，讓學

生更能從運動中習得運動的知識面、情意面

能的精熟，基於此一觀念，運動教育課程模式

將課程設計適合於所有的學生的需求和能力，

使其皆在運動時有成功的體驗。

實施運動教育模式教學要慎選運動項目，

事先針對學生的興趣、需求及學校發展特色與

學校場地作考量，在課堂中採異質分組、分排

適當角色、修改比賽規則。周宏室（1999）

指出運動教育模式與傳統教學有所差異是以學

生自主學習為中心而非以老師為中心進行教

學。Siedentop指出運動教育模式是由遊戲理

論所發展的課程模式，課程中必須透過團隊小

組成員角色扮演等過程。實施課程前應確實了

解其意涵及程序，第一次實施時必須先以自己

擅長的項目及考量學生的能力與興趣作為選擇

項目。教學前先分析學校環境、資源與特色、

硬體設備之優缺點、機會點與威脅的分析，可

以提供教材設計及項目的選擇之依據（黃月

嬋、趙信賓，2007）。

運動教育模式發展特色

Sieden top（1994）指出運動教育模式

有六項特徵：

一、運動季

運動教育模式的教學是以運動季來實施，

一個運動季約4~6週，包含訓練和比賽，通常

以高潮的決賽作結束。運動季的實施不同於一

般傳統體育教學，因為傳統的體育課程是以單

元來區分，而運動教育模式的課程是以運動項

目來區分，所以學習者可藉由運動教育模式，

而對某一項運動競賽項目習得更完整、正確的

運動經驗及知識。Sieden top（1994）指出

在小學階段，一個運動季以8至12節每節45分

鐘或10至14節每節30分鐘較為適宜。 

二、團隊小組

學生在上課中以隊的形式進行學習或比

賽，每位學生扮演的角色職務不同，有的是裁

判、有的是教練、有的是選手、有的是管理，

甚至是計分員。所以在運動季當中，學生隸屬

於每一隊，學生上課的形式是以隊為主，並沒

有獨立的個體，讓學生學習互動與職務責任，

團隊小組的形式保持至某一運動季結束為止。 

三、季前賽

運動季當中的重點是正式的比賽，然而比

賽的籌備工作是由學生自行負責，賽程表通常

在正式比賽前先告知所有的隊伍，讓學生預先

進行準備，提升練習動機；賽程的安排可依照

運動項目的特性、人員的安排、隊數的多寡而

選擇不同的賽制，藉由比賽的籌畫及進行，讓

學生瞭解運動競賽的規則及秩序，並藉由簡單

的練習賽，讓學生學習動作技能及戰術策略的

應用。 

四、記錄的保存

在運動季裡，紀錄的保存可做為在學習當

中給予個人或團隊的回饋，學習歷程可藉由紀

錄的保存完整的被紀錄下來，比賽紀錄不僅可

提供學習者有關技術及策略的紀錄，藉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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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動作技能、體適能（Car l son  ＆ Has t i e ,  

1997）。近年來國內許多學者研究支持運動教

育模式能提升教學成效的運動技能（呂天得，

1999；陳文亮，2004；陳昭宇，2004；

陳勝雄，2003；黃清祥，2004；林永能，

2008）。

結語

運動教育模式課程以遊戲理論為基礎，

強調小組團隊的學習歷程，鼓勵學生在團隊中

以不同角色彼此學習，學習良好的互動過程、

負責的態度及領導的能力，使學生對於團隊更

有歸屬感與互相依賴。老師必須針對學生能

力，適時修改比賽規則，因應學生學習的個別

差異。教學過程中，重視學生學習的主體性，

不放棄任何一位學生，藉由運動季的實施，使

團隊小組互動更加緊密，讓學生學習計畫、經

營、辦理與執行運動賽會的能力與經驗，藉此

提升學童運動技能，讓學生熱愛參與體育課

程；透過小組比賽，讓學生更能知道自己在團

隊中的重要性與獨特性，要獲得勝利必須扮演

好自己角色與團隊合作獲得勝利；在記錄的保

存，可以創造個人及班級的體育表現；提供歡

樂的氣氛，讓學生體會到學習的過程是一種樂

趣，競爭得勝不是體育課唯一的目的，而是互

助合作。運動教育模式在國內外的研究都顯

示，普遍獲得學生的喜愛，不論運動能力高

低，都能享受運動的樂趣，使學生提高學習效

能。在強調快樂學習的九年一貫課程改革中，

運動教育課程模式是體育教育者的課程選擇方

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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