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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構圖運用於體育教學之
探討 

前言

為因應二十一世紀社會快

速變遷與科技高度發展的時代，

教育部針對國民教育階段修訂

跨世紀的九年一貫新課程，強

調課程設計應以學生為主體，

以生活經驗為重心，培養現代

國民所需的獨立思考與解決問

題的基本能力，並養成獨立思

考及反省的能力與習慣（教育

部，2008）。綜觀我國體育教學

所使用的教科書、教學指引，發

現大多只著重在運動能力與動

作技能的培養，在認知目標方

面，僅限於對規則、運動常識

或操作要點的概述，對於學童

運動知識的結構或概念幾乎沒

有提供相關的參考資料（陳秀

惠，2000）。Sweeney、Everitt和

Carifio（2003）認為傳統的體育

教學方式過於重視運動技能，強

調反覆練習以獲得熟練的技能。

曾俊遠（2010）也指出過去以機

械式反覆操作為主要體育教學方

式，雖然提升學童技能表現的精

熟度，但卻忽略學習動機和認知

的發展。因此，體育課程除了體

能與運動技能的教學外，體育教

師也應該幫助學生學得應有的知

識、解決問題能力，以達有效的

教學目標（李勝皓，2004）。至

於要如何運用合適的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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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學生運動技能，提升獨立思

考能力，乃為體育教學者亟欲思

考的課題。

概念構圖（ concep t  map-

ping）是Novak與Gowin（1984）

依據Ausubel（1968）的認知同化

理論提出的具體學習策略，是一

套能運用到其他學科知識領域的

工具，目的是幫助學生達到有

意義的學習。概念構圖透過視

覺工具來協助學生建構概念和

意義的教學策略（薛慶友、傅

潔琳，2005）。曹弘源與潘義祥

（2011）指出概念構圖可以強化

建構學習者的知識，並以圖像方

式建構整體的學習內容，有助於

學生認知思考的學習。因此，概

念構圖是一種有效促進學生批

判思考能力的教學策略之一。

McBride（1992）指出，體育教

學情境相當適合培養批判思考的

能力。徐岳聖、林錚與周建智

（2007）認為概念構圖應用於體

育教學中，應可有效提升學童批

判思考能力與動作技能。林錚

（2007）也指出教師在體育課程

中實施概念構圖教學，將有助

於提升學童認知結構、解決問

題能力與運動表現等。鄭尹婷

（2009）也認為概念構圖介入體

育教學，確實有助於增進學童解

決問題的能力。

綜上，如能將概念構圖完

整運用於體育教學，應有助於運

概念構圖（concept mapping）是Novak與Gowin
（1984）依據Ausubel（1968）的認知同化理論提出
的具體學習策略：是一套能運用到其他學科知識領域

的工具，目的是幫助學生達到有意義的學習，透過視

覺工具來協助學生建構概念和意義的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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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知識的結構化與視覺化，進而

提升認知思考能力及學習成效。

因此，本文擬先陳述概念構圖的

意涵與特色，接續參考健康與體

育學習領域（簡稱健體領域）第

二學習階段教科書內容，以概念

構圖教學策略擬定教學活動範

例，進一步探討概念構圖在實施

體育教學上的應用，期能提升學

童體育運動的批判思考能力。

概念構圖的意涵與特色

一、意涵

概念構圖理論建立於Ausub-

el（1968）所主張的認知同化

論。是透過視覺化的圖像表徵，

表達學習者知識概念間關係的一

種學習歷程，藉由概念連結形成

命題（propositions），並以階層

式排列方式代表學習者知識架構

體系的圖形，使得概念變成一種

結構化與視覺化的認知學習方

式（Novak & Gowin, 1984）。張

書瑋、周建智與黃美瑤（2010）

指出概念構圖是以核心概念為主

題，學習者依自己的理解，將所

有相關概念圍繞核心概念組織起

來，概念節點按照階層由上而下

排列。位於上層者，屬概括性或

一般性的概念，代表個人對事物

的整體知識，稱為要領概念；位

於下層者，屬特殊性概念，代表

個人對事物的細部記憶，稱為附

屬概念（蔡麗萍、吳麗婷、陳明

聰，2004；張書瑋等，2010）。

二、特色

概念構圖主要由概念、階

層、聯結線、聯結語、交叉連結

及範例等要素組成（余民寧，

1997；林錚、周建智，2007；蔡

麗萍等，2004）。可應用於教師

教學與學生學習，不僅能設計課

程單元、評估學生認知，還可

促進學生思考並釐清迷思（余

民寧，1997）。經彙整余民寧

（1997）、張書瑋等（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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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麗萍等（2004）對概念構圖特

色所提出的看法如下：

（一）概念構圖是一種教學指導

工具。

（二）概念構圖過程是學習者主

動連結新舊知識的一種

活動。

（三）概念構圖是以階層性的結

構呈現，由上而下，概

念由大到小。

（四）概念構圖可顯示迷思概

念，幫助學習者澄清概

念 的 意 義 ， 並 促 進 思

考。

（五）概念構圖可隨著學習者知

識擴展而連結更多的概

念節點，進而促進學習

者概念意義的改變和延

伸。

（六）概念構圖可幫助整合概

念，將不同概念統整起

來，並以聯結語賦予意

義。

圖1　教學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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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教學活動設計

一、教學流程

概念構圖並非一種完全取

代式的教學方法，其在體育課中

亦無正式的教學流程。根據林錚

與周建智（2007）所提的概念構

圖體育教學流程，反映概念構圖

意涵與特色，試以融合羽球技能

要素及羽球遊戲競賽為例，設計

概念構圖教學模式的教學方案，

應用於國小體育課程中，教學流

程如圖1。

（一）分組

以異質性分組，每組4-6人

不等，使學生在分組學習過程中

互助合作及共同討論；透過分組

討論激發出更多的概念，對發覺

問題思考不同的解決策略。

（二）全班授課

教師以概念構圖的方式講

解動作概念或活動內容，將教導

過的舊概念與新概念聯結起來，

強化學生在概念與動作上的關聯

性，並且把不同事物與觀念連結

成一種新的概念。

（三）主要活動

1. 活 動 一 ： 以 暖 身 活 動 為

主，讓學生練習該節課的

動作技能；強調個人或團

體動作技能的練習，不強

調競賽活動。

2. 活 動 二 ： 設 計 全 班 的 競

賽性遊戲，讓小組合力對

抗，延伸活動一有關的動

作技能概念，嘗試將所學

技能或策略運用於遊戲競

賽中。

3. 討論：利用活動二的暫停

時間，由教師引導學生使

用概念構圖進行討論。針

對剛剛進行的活動，以概

念構圖方式思考或討論出

不同的應對策略；針對遭

遇的問題進行解決，不論

是動作技能的檢討，或是

競賽策略的溝通與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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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學生有機會將動作技能

與遊戲規則的概念連結比

賽情境。

4. 再次活動：討論完畢後，

再進行活動二的競賽性遊

戲，讓學生將討論內容實

地操作與運用，教師從旁

檢視學生是否將策略運用

於遊戲競賽中。

（四）完成學習單與發表

活 動 結 束 後 ， 教 師 可 引

導、鼓勵學生完成學習單，延伸

思考課堂上遇到的問題和想出的

策略，並將討論內容以概念構圖

方式記錄下來，內容應與該節課

的教學內容或發生情境有關，最

後，在教師的引導下進行發表或

分享。

（五）分享與回饋

請學生將討論出來的內容

與他組分享，教師可列舉一些範

例或其他不一樣的概念，讓學生

將新舊經驗連結起來，加強學習

印象，並且針對表現優良的學生

給予鼓勵及表揚。

二、體育教學活動設計概念構圖

為了能運用概念構圖完成

體育教學單元的活動設計，乃以

融合羽球技能要素及羽球遊戲競

賽為例，設計概念構圖如圖2、3

所示。

圖2係以「羽球正拍高遠球

單元」為例，首先請學生發表他

所了解的羽球正拍高遠球動作，

經教師統整後說明及示範羽球正

拍高遠球動作，分為預備動作、

側身引拍、轉身擊球及回覆動

作，動作過程強調手、腳與重心

位置。最後，請學生依照剛剛所

提出的重點進行討論，嘗試用自

己的概念，連結成一幅簡易的羽

球正拍高遠球概念構圖（寫在紙

上），並根據討論出來的概念進

行練習。同儕之間相互指導、修

正動作或策略應用，藉此瞭解各

項技術概念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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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羽球教學正拍高遠球概念構圖

圖3　羽球接龍遊戲（戰術）概念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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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則是以「羽球接龍遊

戲」為例，藉由遊戲競賽的方

式，讓學生從中理解及展現所學

的技能，並能適當執行戰術運

用。透過概念構圖可強化學生對

戰術的思考與認知，提升遊戲競

賽中的表現。實施時，可採用小

組討論方式，繪製戰術概念構

圖，教師再透過問題引導，讓學

生不斷思考及討論，解決可能遭

遇到的問題。透過概念構圖的教

學，不論是動作技能的檢討，或

是競賽策略的溝通與協調，嘗試

設計出不同的戰術或應對策略，

可加深學生對戰術觀念的學習。

結語

概念構圖是一種透過概念

圖示，協助學生建構概念，讓知

識做有意義澄清與統整的教學方

法。主要目的在於協助學童將新

學習經驗融入舊學習知識中，讓

概念與概念之間連結成有意義的

句子，加強學生對概念的認知。

概念構圖提供了一種重點式的學

習方法，不同於文字方式，是以

圖像呈現出概念內容，將抽象概

念以具體方式表示，使學生更快

速記憶，使連貫技能動作架構能

更完整學習。

運用概念構圖策略進行體

育教學時，需遵守基本實施要領

及流程，才能使學生將概念構圖

策略有效應用在學習上。因此，

本文係參考健體領域第二學習階

段教科書之內容，以概念構圖策

略擬定教學活動設計，透過相關

實施步驟的反省與思考，期望能

提供現行體育教師進行相關單元

教學時，另一種可以運用的方法

或策略進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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