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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慶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助理教授

國小體育教學模組之設計理念
與實踐策略 

前言

為提昇國小體育課程與教學品

質、促進體育任課教師之專業發展，

教育部體育署於2015年《中等學校以

下體育課程與教學》計畫下，開始規

劃發展國小體育教學模組架構與內容

（教育部，2015），其次針對全臺六

縣市試辦國小體育教學模組種子教師

培訓，並於2016年運用持續開發的體

育教學模組教材，正式推動《國民小

學體育教學模組教師認證》計畫（教

育部，2016），教學模組影片內容可

參閱教育部「體育教材資源網」體育

教學相關內容。

由於教學模組以影片方式呈現為

主，未能具體說明國小體育教學模組

教材的設計理念與實踐策略。故本

文目的旨在說明國小體育教學模組

之設計理念及實踐策略，期使教師

能更瞭解其精神及增能方式，進而

培養身體素養，促進學生體育學習

品質。以下先針對國民小學體育教

學模組之設計理念做描述，其次，

提出運用體育教學模組進行專業成

長與增能的實踐策略，最後則提出

結語。

國小體育教學模組之設計理念

教學模組的設計，主要是針

對國小跨體育領域任課教師（非體

育專長教師）所設計的大單元主題

式套裝教學活動，在操作簡單、容

易上手的主要考量下，提供教師實

施教學之參考。由於模組以學習者

「主動學習」概念設計，教材切入

點相較技能導向教學更趨向於從整

體的複合情境出發，因而內容對體

育專長教師之教學專業發展而言亦

屬合適。設計理念主要依據素養導

向、大單元主題、學習情境三個特

質進行的設計，描述如下：

一、素養導向的設計理念

模組設計依據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總綱的理念，以培養具有自

主行動意願、能與人溝通互動，和

能進行社會參與而活用學習的終身

學習者為理念，建立基本且共同

的核心素養，使學習者能面對現

在生活情境和未來的挑戰（教育

部，2014）。另方面其理念亦受到

Whitehead（2010）提倡的身體素養

（physical literacy）概念所啟發，

以培養學生對體育與運動能具備興

趣、自信、能力，且能瞭解運動方

法而成為終身身體活動的參與者為

主要目標。換言之，模組期望藉由

以學習者為主體觀點所發展的教

材內容，建立學生對體育的興趣和自

信心，並在學習過中逐步建立運動能

力，同時建構經由主動體驗後而理解

的行動知識。

為能說明教學模組內容發展與

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的關係，以球類

遊戲教學模組為例描述。內容發展特

色主要結合遊戲比賽特質，先讓學習

者體驗愉悅感受，引發學習動機，因

而開發“PLAY＂的教學單元架構：

1.遊戲比賽（Play games）；2.小組討

論戰術焦點（Learning focus）；3.返

回比賽評估（Assessing）；4. 反思分

享（Yes, we got it!）。使學習者在教

學活動內容的進展中，學習運用系統

思考以解決遊戲比賽的問題（自主行

動），並以符號（如戰術圖、行動裝

置科技資訊與媒體內容）進行小組討

論（溝通互動），在遊戲比賽與小組

討論的過程中發展人際關係與團隊合

作（社會參與），並在返回遊戲比賽

與經驗分享中，學習檢視其規劃執行

與創新應變、以及身心素質與自我精

進的核心素養能力。

模組首先運用遊戲比賽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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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有二點：一、希望透過遊戲比賽

情境，能引發學習者學習興趣和動

機。應用學習者已知（如規則知識或

戰術）和已能做（如技能）的先備經

驗，進行分組遊戲比賽，誘發學習者

想一探究竟的好奇玩心。二、希望運

用遊戲比賽，降低教師在球類教學上

的技能門檻，協助教師運用簡單、易

上手的遊戲比賽規則進行教學，並藉

由修改遊戲比賽之規則、場地，與器

材的方式，提高學習者的成功經驗

（掌慶維，2007），以建立學習者對

參與遊戲活動的興趣、自信、知識與

能力。

二、大單元主題式的活動設計

採大單元主題式概念設計，可以

單一單元達成目標，亦可組合更多的

單元，而達到更為複合的任務與教育

目的。主要考量在於便於使教師能依

據自身任課班級的需求，從套裝教學

活動中做彈性的選擇和抽換。因此，

在大單元主題式的發展下，以一個主

題貫串形成次主題，主題之間具有延

續性與關連性，在趣味性、探索性，

和啟發性的活動設計引導下，由教師

依據學生能力與學習需求而進行一

系列的教學活動。

舉例而言，在「攻守入侵類

型」的模組中，將大單元規劃為快

攻、推進、與目標三項次單元主

題，快攻單元可分為手球、足球、

籃球遊戲（針對體育專長教師，類

似的情境和規則亦可發展成為飛盤

爭奪、曲棍球遊戲）的單元而彼此

獨立存在，推進與目標單元可依此

類推。因此，教師可選擇同種球類

遊戲教材（如手球），依據快攻、

推進和目標單元進行教學，亦可選

擇不同種類的球類遊戲教材，針對

不同單元進行學習，例如運用手球

學習快攻單元、籃球學習推進單

元、足球學習目標單元。

單元間既彼此獨立存在，又

保有攻守入侵球類遊戲的內在邏

輯，因此在不同單元間，可運用不

同教材內容，以相似的情境和規則

進行學習。例如，以同一個遊戲比

賽情境，但使用手或足的不同動作

技能。其優點在於，教師僅需在大

單元中用過一種教材（如手球快

攻），即可運用相似的情境與規

則，實施不同教材的遊戲比賽（如

籃球快攻）。此外，教材進展關

連、選擇或組合，亦提供清晰的發

展架構與方向。攻守入侵類型的球

類遊戲教學模組單元架構，呈現如

圖1。

三、情境化與脈絡化的學習而設計

在素養導向的教學中，著重

整合技能、知識與情意，並重視情

境化與脈絡化的學習。因此，在體

育教學模組的學習情境中，行動與

知識間的配連，是探究學習與反思

實踐的主要關鍵。學習者不將概念

知識或技能直接應用在學習情境，

而是以先備經驗為基礎，在學習情

境中以身體行動方式探究，發展體

育課中操作 /理解間的配連關係，

從中發展脈絡化的行動知識（如遊

戲情境中需使用戰術與技能或依據

既有的動作經驗開創更為多樣、品

質更好的動作經驗）（掌慶維，

Gréhaigne & Wallian, 2014）。

就攻守入侵類型的球類遊戲

教學模組單元而言，學生是在動態

的攻／防關係之「遊戲比賽」情境

中主動學習，學習者在攻守情境中

探究、進行問題解決活動，以「小

組討論」方式確定問題與其解決方

案，透過「返回遊戲比賽」進行驗

證，應用求證解答有效性的過程，

亦即運用批判思考的能力，以確認

或進行計畫修改而逐步建構發展，

最後學習者在「經驗分享」中進行

反思，檢視其如何成功的經驗，教

師則可加以引導並使用作為練習

的主要內容（如技能或戰術的練

習）。

PLAY的架構，亦參考Loib l

（2001）的溯源式（genetisch）教

與學在球類遊戲學習的概念，結合

「遊戲比賽（攻守遊戲探索）－小

組討論（問題解決）－返回比賽

（驗證答案／修正方案）－經驗

分享（成功的戰術／技能加以練

習）」之內容發展結構，使得球類

遊戲的教與學成為一種持續發展的

動態歷程（如圖2）。

綜上所述，國小體育教學模

組的定義為：運用學習情境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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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學習者在大單元主題式的活動中，

進行主動探究之教學套裝，以培養其

對體育活動的興趣、自信、能力與知

識；同時使教學者在關注學習的情況

下，進行體育教學決定與專業發展，

增加學習者的成功經驗，建立終身參

與身體活動之基礎。

運用國小體育教學模組進行教師專

業發展之實踐策略

雖說模組是依據大單元主題所

設計的教學套裝，但不意味著它只是

種現成（ready-made）的體育教學使

用說明書，教師僅需加以選擇、照表

操課即可。模組的原初想法，主要希

望在設計上達成之簡易性與便利性。

換言之，其真正目的是希望在「暫時

降低」體育技能教學入門門檻之條件

下，提高跨體育領域教師豐富其教學

內容的意願，同時提高學習者參與體

育課的動機、興趣，和建立自信心。

教師專業發展是一個從職前到

在職的連續過程，且亦應將教師視為

「主動學習」而進行教師專業發展的

主體，以此做為主要核心，才有辦法

在環環相扣的課程與教學系統中，

推動教育革新與提升學生的學習品

質（饒見維，2003）。在溯源式教

與學概念之引導下，期望跨體育領

域教師在實施教學模組活動後，成

為探究體育教學與進行教師專業發

展的起點。在教學模組中，教師成

為布題與引導學習的角色，學習者

在學習情境中進行主動探究，同時

教師針對教與學的經驗主動進行反

思，使得體育的教與學成為一種持

續發展的動態歷程。

因此，國小體育教學模組的

設計，主要是期望達到雙贏：一方

面鼓勵體育任課教師願意運用模組

活動，提升學童對體育課的興趣、

自信與能力；另一方面，教師在實

施模組的同時，針對學童如何在活

動中的學習進行分析，從中進行體

育教學專業發展。在九年一貫改革

中，課程與教學內容有革新與變

化，惟教師甚少主動進行教師專業

發展情況，因此教師專業發展應結

合理論與實務，運用成人學習的同

儕互動方式，促進教師在實務和理

攻守入侵遊戲

快攻單元 推進單元 目標單元 

手球遊戲 2 手球遊戲 1 手球遊戲 3 

籃球遊戲 3 籃球遊戲 2 籃球遊戲 1 

足球遊戲 1 足球遊戲 2 足球遊戲 3 

組合遊戲 

圖 1 攻守入侵類型球類遊戲教學模組單元發展架構 

遊戲學習 主動建構

攻守遊戲比賽

問題

答案

練習

修正/發展 驗證

圖 2  球類遊戲教學模組教材發展概念圖 

圖片來源：修改自 Loibl（2001）。 

圖1 攻守入侵類型球類遊戲教學模組單元發展架構

圖2  球類遊戲教學模組教材發展概念圖

圖片來源：修改自Loibl（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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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知間的往返辯證過程而成長，以

及運用課程與教學的實證證據進行

專業成長活動（黃淑苓，2005）。

關於如何運用國小體育教學模

組進行教師專業發展的課題，以下

提出項三可供參考的實踐策略：

一、參與「體驗式」教學模組活動

進行專業發展

模組活動設計的訴求是，教

師在實施教學模組活動前，能夠藉

由實作活動來親身體驗教學模組

活動。教師自身需實際體驗，以

探究未來所要教授的容，從身體

活動的操作經驗和反思過程中，

體驗活動所蘊含的主要學習概念

（Wagenschein, 1988），經由體驗

過程才易於使教師知其何所以然。

在技能導向的體育教學專業

成長活動中，重點在於讓教師體驗

各項體育課中的運動技能練習步驟

與動作要領，或是提供技能發展的

遊戲活動與練習。然而，要能正確

講解動作技能且做出流暢的動作示

範，是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練習、

修正；再者，體育課的教材如此多

元，以單純技能導向教學做為現階段

國小體育教學專業成長，對於跨體育

領域教師將形成莫大挑戰。

教學模組活動透過修正式的遊戲

比賽方式，使遊戲適合每一位活動參

與者，進而使跨體育領域教師「重新

體驗」重視主動學習的體育課經驗，

而不會僅以教師自身「過去的體育課

經驗」來教導「未來的學生」體育。

藉由「體驗式」教學模組活動，使教

師能獲得「重新定義」體育課的機

會，進一步將實際體驗的模組，與實

際的體育教學結合，運用理論引導的

實務（體育教學模組）推動素養導向

的體育教學革新。

二、累積「國小體育教學模組」能力

認證取向

國小體育教學模組所搭配的教師

專業發展活動，主要運用「模組教師

GO! GO! GO!」三步驟設計：首先，

教師參與一個6小時的體驗式教學模

組活動；其次，運用該模組在自身任

教體育課的班級實際進行一堂教學；

最後，透過線上問卷的填答，分享進

行此教學模組的教學成長經驗，經核

可後教師即可獲得該體育教學模組的

證書。換言之，跨體育領域教師修習

模組化的課程，可累積組合各種教學

模組（如動作教育、球類遊戲模組

等），而逐步成為認可體育教學能力

的方式。

三、建立教學模組學習社群

2014年12月，日本東京都上作延

小學舉辦週三國小體育教學教師專業

發展活動。當天下午同時進行國小一

年級、三年級球類遊戲、及五年級體

操教學的教學演示，演示教師皆為非

體育專長的跨體育領域教師，在場則

有鄰近小學約200位想針對體育教學

進行增能的教師蒞臨觀課，並在課後

與教學者、大學教授、同儕教師進行

議課。此次參訪，獲得3個重要的啟

示：（一）日本小學教師的觀念值得

學習：日本小學教師排課多為包班

制、與臺灣相似，但他們認為「體育

課的任課教師，不論體育是否為自身

專長，皆有責任為學生的學習進行體

育教學的專業發展」，因此由跨體育

領域教師進行體育教學演示亦不足為

奇；（二）以學校脈絡教學實務出發

的教學專業發展值得參考：教師透

過實際參與由跨體育領域教師進行

的教學活動中，理解到沒有完美

的教學演示，反之，只有從分析

不同學習者在學習相同單元教材

時，「學習何以發生」或「學習為

何未能發生」的觀點，進而從中

得到「促進更好的學習」之教法；

（三）單元教學研究的專業發展

值得借鏡：單元教學研究（ lesson 

study）是透過教師同儕進行專業發

展的方式之一，藉由該單元或該節

課教學實務情境，從教學者、學科

專家、同儕教師進行平等的專業對

話，進而改進體育教學實務。

實際上，前述日本東京都國

小體育教學的教師專業發展經驗，

正是以佐藤學的「學習共同體」

的概念進行（黃郁倫、鐘啟泉，

2012）。「學習共同體」的專業社

群概念進行專業發展，亦讓體育的

教與學成為一種持續發展的動態歷

程。學習者是體育教學模組活動的

核心，學習者從做中學習聆聽、促

進相互的理解；在教師端則從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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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觀點，體驗教學模組活動，到

實際進行模組教學，與同儕分析學

習者在教學模組中「學習何以發

生」或「學習為何未能發生」，進

而進行體育教學專業發展。

「 經 濟 合 作 暨 發 展 組 織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f o r  E c o n o m i c 

Co-opera t ion  and  Deve lopment , 

OECD）」的 2013年「教與學國

際調查（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 TALIS）」結

果顯示，在職教師繼續提升教學

專業是影響學生學習的重要關鍵

（OECD, 2014）。由此可見，體育

教學模組的推動，實際上需要搭配

專業學習社群，才能支持教師依據

學校脈絡、學生需求、學習進步情

形，調整教師的教學專業行動。因

此，如何能結合現有「教師專業發

展支持系統」，以多元對話的專業

發展模式，有效建立體育教學模組

的專業學習社群，亦才能促進學生

體育學習，此為當前推動體育教學

模組之重要課題。

結語

近年來學童的生活型態與運動

能力，正面著臨嚴峻的挑戰。相較於

鄰近東亞國家，臺灣亟需改變目前現

況，因而採取行動實刻不容緩。國小

體育教學模組是改變目前現況的措施

與策略之一，它主要的設計理念與實

踐策略，在於期望實施一個具體行動

而能產生雙重效果的影響。教學模組

一方面針對培養學生終身從事身體活

動的基礎設計，使學童樂於參與體育

學習，是一位具備身體素養而能應付

未來生活型態挑戰的終身學習者；另

方面，教學模組視跨體育領域教師的

專業發展為終生持續發展的概念，運

用溯源式教學，將跨體育領域教師置

於體育教學專業發展的核心，在專業

學習社群的有效支持下，實施教學模

組，並與同儕從說課、觀課、議課的

過程中進行專業發展。

體育教學模組是培養學童身體素

養的重要基礎，基礎穩固才能行遠。

期許教師共同攜手，透過體育教學模

組的實施，為臺灣學子灑下終身樂好

運動的種子，積極開創共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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