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昶心蒙特利實驗教育學校本位
體育特色課程 

前言

《親子天下》曾特別企劃專題

「2017實驗學校招生中」，以實驗

教育為主題開啟現在多數家長對於

實驗學校的面紗，同時也點出對體

制內教育存在的某些標準化系統教

學的不信任與困境（張益勤、張瀞

文，2017）。以體育課來說，「一

個哨子一顆球」就該是體育課原有

的樣貌嗎?「上課打鐘／點名集合

／暖身／老師告知學生今日體育課

教學目標／動作學習／動作練習」

這些反覆操作的動作學習是否能使

學生學會運動技能後進而達到終

身喜愛運動? 張瀞文（2011）發現

體育教師面臨五大困境包括：體育課

不受重視淪為藝能科配角的角色、部

分國小導師包班導致課程缺乏體育專

業、教育專業被運動技能綑綁、場地

限制多、沒被體育感動過。但這些困

境是否真的是無法改善？場地有限制

就不能進行體育教學？體育課該教孩

子些什麼？如何重新賦予體育教育新

的可能？上述的疑問對於一位實驗教

育體制外的體育教師來說似乎有不同

的看法。以下茲介紹臺北市昶心蒙特

利實驗教育學校的體育教師如何在資

源有限情況下，創造出體育特色課程

及其附加價值。

透過混齡教學，找到每一個年紀

學生的位置

「公園即操場！」這句話可

說是臺北市昶心蒙特利實驗教育學

校體育課的最佳寫照。這所無操場

的學校，社區公園即成了學校體育

課、身體活動的重要場域。由於該

校位於臺北市民生社區巷弄間，身

體活動空間有限，因此體育專任的

范悅圓老師必須自己找場地進行體

育課。雖然少了操場，但她認為體

育課可以有其他的方式進行，只要

教學目標與主旨定位清楚，孩子也

能進行有意義的學習。尤其該校學

生組成來源，同年齡學生人數並

不多，因此三個層次的混齡教學

（Altersmishung），便是體育課程

主要進行方式（低年級一二年級一

個班、三年級到五年級中年級一個

班、六年級以上到國中學階段一個

班）。孩子並非火車，學習也沒有

一定的速度，而是因時而異，若其

對所學內容感到興趣，其學習速度

越快。如何找到每一個年紀學生的

位置，是體育課很重要的核心價

值。不僅如此，通常孩子的學習也

不依照大人認為的順序進行，所以

沒有課本一點都不可怕。范老師的

體育課程完全不使用坊間教科書進

行體育課程內容的安排，而是發揮

自行研發精神，創造出體育課程特

色，透過從無到有，從無技能到開

始學運動技能的積木式堆疊教學方

式，並依循孩子能力進階／倒階活

動設計的螺旋課程，建構系列化體

育課程。以下茲陳述其不同年段的

課程特色規劃與活動範例（如表

1），以及不同年段體育課程主體

安排的核心。

一、低年級教學：排除不必要的競

爭

低年級體育教學階段，應當給

予孩子大量體能活動，同時透過體

驗培養學生未來願意終身運動的習

慣。由於此階段孩子在身體機能尚

未完備、加上肌耐力不足對學習會

有所妨礙，因此在低年級課程規劃

中，會透過大量的玩、流汗，讓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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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增加身體適能等基本能力。身體

適能能力不佳會造成孩子一連串對

體育負向的看法，也有可能會因為

基本動作能力不好影響到人際關係

（Silva, Lott, Mota, & Welk, 2014），

甚至排斥體能活動和體育活動。

當身體結構都建構好的情況

下，這時體育活動設計就要讓孩子

能融入活動情境中。藉由有策略性

的課程，讓孩子逐步鍛鍊起基本能

力、支撐學習，用遊戲的手法開展

孩子對於體能活動這件事有興趣。

范老師指出，有些老師會透過競賽

活動如：分組對抗賽、時間競賽、

獎懲制等方式，進行身體活動的教

學，然而，該種方式往往有可能讓

低技能小孩怯步、高技能小孩感到

無聊。因此以「策略性體適能」、

「合作策略教育」為該階段主軸的

核心價值。策略性體適能設計例

如：老鼠搬大米（如圖1、2）等活

動。

（一）策略體適能遊戲：老鼠搬大

米

1. 將孩子分為兩組，兩個場地進

行比賽，1組小朋友為老鼠，2

組小朋友為貓咪，貓咪把所有

的老鼠抓住即獲勝。

2. 老鼠可以留在安全區和米倉，

其它區域有貓咪進行防守，老

鼠要想辦法將米倉的米運回安

全區，運完10粒米（角盤）即

獲勝。

3. 被抓到的老鼠要到場外蹲下，

其他老鼠可以搶貓咪的尾巴救

回隊友。

此外，在合作策略的教育設

計上，重視思考的過程導向、建設

性的留白時間以及牽引團體合作能

力，獲得學習樂趣。低年級分兩組

學生，分別與中年級混齡教學，

讓低年級學生模仿，達到截長補

短，互相觀摩學習之效（王秋萍，

2012）。合作策略的教育設計如：

同舟共濟（如圖3、4）、人體坦克

車接力（如圖5、6、7）等活動。

圖1　老鼠搬大米遊戲（一） 圖2　老鼠搬大米遊戲（二）

表

不同年段的課程特色規劃表

各年段

課程規劃
低年級階段（一到二年級）

中年級

（三到五年級）

六年級以上～

中學階段

主體核心 策略性體適能 合作策略性遊戲
以動作技能學習前

導教育為主

透過同儕協同學習

專項運動

技能程度 低 高

依據體育

教學模式

或觀點

健康體適能元素、動

作教育模式

合作學習模式 「玩」出動作技能 提供學生自主性的

支持／個別化系統

教學模式

活動範例 搶救火山

奪池攻城

神偷怪盜

移形換物

滾木運動

拆城補牆

巧克系列──大風

吹、三星連線、角

力、紅綠燈

拋拋排球

板車系列──曲棍

球、網球、壁式手

球、足球──衝鋒

陷陣

飛盤系列──飛盤

籃球、勇氣賽、躲

避球

平面排球

樂拋壘球

四門足球

棍球

定向越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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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作教育：同舟共濟

所有人分成四組多人龍舟（含

龍頭、龍尾）前面的孩子抓扣住後

方孩子的兩腳，利用手和腹部的力

量前進，先奪標者獲勝。

（三）合作教育：人體坦克車接力

1. 將所有人分成四組，發下紙箱

後，請孩子自行組裝坦克車。

2. 利用手腳和腹背部的力量前

進，先完成接力並保持坦克車

完好無缺組，即達成獲勝。

二、中年級教學：以前導經驗

「玩」出動作技能

經由低年級重視體適能能力

與合作策略遊戲階段，學生多半已

了解運動的重要性，也培養出興

趣。到了中年級體育教學階段的學

習，孩子們則必須進階到建構動作

技能的學習。所謂「動作技能前導

經驗」奠基於Graham, Holt/Hale, 與

Parker（2010）所提動作發展結構

概念，但卻透過創意與遊戲啟發學

圖4　同舟共濟遊戲（二）

圖3　同舟共濟遊戲（一）

圖5　 組裝坦克車

圖6　 人體坦克車

接力活動

圖7　 人體坦克

車：準備～

開始！

5

6-1

6-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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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教學設計如同拋拋排球（圖

8）等活動。

三、高年級教學：落實學習共同體

的「協同學習」

高年級學生根據中年級體育

教學階段奠定的前導技能，開始發

展各項專項運動的體育學習（如圖

9）。在此階段以東京大學佐藤學

教授提出「學習共同體（ learning 

community）」的理念為核心，把

學習權還給學生，讓學生在同儕中

互學，教師則為學生搭起能力建構

的橋梁（余肇傑，2014）。同時融

入體育教育學者Reeve（2009）所

提的「自主支持環境」，讓學習動

機跟學習成效有正向影響，以及

Metzler（2012）「個別化系統教學

模式」（如圖10），讓學生依自己

的能力加快或放慢腳步學習，當學

生完成學習任務既定表現標準時，

就能進入下一項任務，不用仰賴教

師制式標準的指示。

結語

透過上述的特色體育課程，

該校學生從無技能到開始學運動

技能，范老師透過近10年的教學經

驗，以積木式堆疊教學方式，依循

孩子能力進階／倒階活動設計建構

出此系列化體育課程。課程可以因

為不同學生學習進程而調整改變，

但不變的是，各年段課程的設計皆

以學生經驗為出發點，同時課堂活

動與遊戲皆具有提供學生自主、自

發、自由，以及自我表現的特色，

我們更可以說：這樣的體育課程並

不狹窄！

然而也許有人會說體制內的學

校教育根本無法達到如此完美的理

想境界，但退一步思考，也許可以

先從「潛在課程中」予以融合。至

於實施的方式該如何進行，則有待

教育現場的專家教師們進行自我定

位，發展出屬於學校的體育本位價

值。最後，提供范悅圓老師歷近10

年的體育教學實務後的價值觀供大

圖8　動作技能前導課程――拋拋排球

圖8-1　拋拋排球 圖8-2　拋拋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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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協同學習」活動：T棍球

協同 學習

家思考，亦期待能讓更多有想法的

教師，一起用有特色的體育課程來

改變孩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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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無）操場

體育 是否能讓孩子看見更廣的視野

擱置專項運動技能

運動 能不能讓孩子學得更多不平凡的價

值

去除優質化訓練

遊戲 能不能為孩子建構更多體育知識

我想看看

當教練／老師 不再是前方的領導者時

孩子們 能不能成為領導者

大人放手了 孩子是否學會接手

──范悅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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