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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從教育部於民國八十七年九月公佈

「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後，

分析其內容，強調課程統整以修正過往分科

課程與教學的弊端，是本次課程綱要的一大

特色（歐用生，1999）。至於在這七大學習

領域中，「健康與體育」領域由原先的健康

教育與體育二科合而為一，儘管健康教育與

體育課程內涵的重疊性頗高，但是相異之處

也足以分科來教學。因此，如何將健康教育

與體育課程統整起來，並付諸實際教學，是

本文主要探討的重心。再者，筆者從基層教

師的角度來回顧檢視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的

實施現況，並提出幾點省思以供參考。

貳、課程統整的功能

陳伯璋（1999）指出：「統整課程旨在

改善現有課程因學科分化所產生的區隔，以

及流於零碎、不能統合，並與生活嚴重脫節

的現象。因此課程統整強調培養學生具有統

整知識、批判思考、社會行動、解決問題的

能力」。緣此，其功能筆者以為有以下幾點：

一、 自主學習與活用知識

二、 培養知識、技能與實踐能力

三、 增進學生互助合作精神

四、 提昇教師教學的專業知能

五、 增進教師經驗交流

六、 師生互動與學生參與

七、 社區文化與社會資源的支持

參、課程統整的方式

統整課程的模式與策略眾多，本文綜合

學者的觀點（李坤崇、歐慧敏，2000；歐用

生，1991；Fogarty1991；Jacobs，1989）

將常見的幾種統整課程模式作一淺介：

統整模式旨在整合學校課程中所有的學

科觀點，以議題、問題為探究核心，協助學

生於探究歷程中得以知覺學科間的關係。其

步驟首先選擇一主題、課程範圍、事件或問

題為核心，再由師生共同研討與主題有關的

想法，然後探討與核心主題有關學科的連結

方式，以及建立專業的先後順序，最後編寫

統整課程活動設計，並實施活動設計。

此模式旨在開發人類潛能，將人類四項

心智：思考、感覺、知覺與直覺功能連結成

四分圓形的統整架構。在課堂實施時，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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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掌握七項要素：提供學習環境、營造輕鬆

的學習情境、激勵學生律動與感覺、使用支

持性與同理心的語言與行為、鼓勵學生培養

自我決定的能力、提供具有挑戰性的認知活

動內容、發展學生直覺與統整學習能力等。

此模式結合了大腦研究、教學策略與課

程發展三個領域的研究結果，而大腦研究著

重於探討學生如何學習的議題上，教學策略

則強調結合教學藝術與教學科技兩個層面，

課程發展主張學校課程設計上不應只侷限在

教科書上，教師的課程統整發展以教室層次

為主。

此模式運用「輪形設計」整合科際間的

課程，活動設計共分成四個階段：

（一）課程設計者與監督者舉行跨學科會

議，決定學習目標、主題與技能。

（二）課程設計者提出輪形設計樣本，以

此輪型的軸心為主題，軸幹之間為

統整的學科或學習活動。

（三）課程設計者以輪型圖作為組織工

具，計畫發展新課程。

（四）課程監督者須協助教師運用跨學科

方法來實施新課程。

從以上的簡介得知，輪形設計以主題為

主軸，依據學科述決定軸幹的多寡，因此，

富有彈性。

此模式強調故事為主要學習方式，故事

模式可以將傳統的、舊有的故事題裁結合現

代故事脈絡，重新發展嶄新的故事內容，再

將新的故事結合到「我的故事」，因此，故事

發展模式可運用在不同層面的主題學習。

此統整模式旨在避免零碎課程，主張學

科結合的統整性優於其他一切，如此才能落

實全人教育。實施此模式課程統整時，應注

意線性思考與直覺間的平衡，如同課程應強

調身體與心理、情感與認知、個人與社區、

自我與本我之間的關係必須維持平衡狀態。

不應一味侷限在部分，尤重於追求全人教育

兼顧統合與平衡的需求。

肆、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課程
統整的原則

歐用生（1999）指出課程統整宜包含四

個層面：經驗統整、社會統整、知識統整及

課程統整。除此之外，根據Gardner（1993）

提出「多元智慧理論」之意涵，能力統整部

分也應納入說明。因此，基於有關健康與體

育學習領域之教材編選原則（教育部，

2000），教師在九年一貫健康與體育課程設

計時，應注意以下幾點原則：

健康與體育在課程屬性上是非常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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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個是以知識的認知學習為取向教室內

學習的課程範疇，一個是以身體的活動為出

發點戶外教學為主的課程領域。因此，教師

在設計課程時，必須了解其異同，以利融入

健康與體育於課程中。

在課程綱要中很清楚明列能力指標，因

此課程設計時必須依據這些指標來作為設計

課程時的目的，尤其要培養學生帶著走的能

力，讓學生發展其才能和潛能。

課程規劃時宜由本領域教師共同完成，

將學期或學年計畫規劃出來，如果採取單元

主題設計時，則主題概念相似的單元宜規劃

在一起，如果單元課程差異性極大，則適宜

先分科教學，最後才進行整合教學。

統整課程除了學科的統整之外，尚包括

己課、人己及己世等三種統整理念，而己課

統整就是融入自己生活經驗。

在七大領域學習中，學習領域之間的統

整是必要的，而各領域間的統整宜經過學校

課程發展委員會來進行規劃，讓學生獲得統

整性知識。

此次課程改革，首重學校本位的課程發

展，學校裡的教學群依據學校需求而有不同

的型態出現，因此，教學群的互動具有指標

性的意義，協同教學與合作學習將是教學群

未來運用的重要機制。

伍、檢討與省思

九年一貫課程實施迄今，在教育現場

中，是否學校在因應此次的課程改革，已正

如原先的預期步入學習軌道中，值得探究。

以下筆者將從微觀的角度來檢視學校、班級

層級的實施現況，並提出幾點看法。

（一）課程發展委員會與學習領域小組功能的

省思

行政單位的強力支援是教學實施的堅實

後盾，體育行政人員理應有新思維及新作

法，與教師共同落實學校本位發展的理念，

而其應有作為包括：成立健康與體育學習領

域小組、落實健康與體育教學研究會功能、

塑造參與的與開放的學校文化等（許政智，

民91）。從教育現場來看，各級學校為配合九

年一貫課程的發展，各校均成立以學校為單

位的課程發展委員會，來統籌規劃全校課程

發展的方針與目標。然後再依據學習領域的

分類，成立學習領域小組等，甚而有些學校

更成立體育教學研究會，來增強對教學的支

援。然而，如此綿密的組織網路，理應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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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理想的組織架構，但是，如何「真實地」

發揮其功能，才是推動課程統整的應該思索

的議題，而非僅僅是徒具形式，及應付訪視

之用。

（二）強化行政人員課程領導的必要性

學校的主要任務是為學生提供妥適的課

程，安排有效的教學，因此課程與教學應是

學校行政的重心（黃嘉雄，民88）。尤以學校

的校長（包括行政人員）是推動課程發展的

導航者，其角色之重要性不可言喻。舉凡核

銷經費、聯絡校內外人員、課程安排、教學

空間的規劃、教學時數的編配、體育器材的

採購與使用等，均需要行政人員們以特殊專

才或行政經驗來支援教師的教學。另外，在

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方面，並非每一位行政

人員均能具備等量齊觀的專業知能，往往在

學校有關健康與體育的推動上，似乎成了體

衛組長的「獨門絕活」。因此，學校方面必須

重新定位行政人員們在課程行政領導的角

色，全面性檢討與規劃行政人員在健康與體

育領域的專業成長，以改善目前上述之現

象。

（三）課程與教學評鑑機制的缺乏

評鑑是人類生活中很普遍的行為，其中

最早的評鑑紀錄發生在1444年歐洲的城鎮公

務員與學校教師的契約（陳美如、郭昭佑，

民91）。而回顧台灣的課程評鑑發展，課程評

鑑在台灣的研究並不如其他教育研究領域般

蓬勃（陳美如，民91），尤其有系統而全面的

學校本位課程評鑑仍付諸闕如（張嘉育、黃

政傑，民90）。鑒於此，有關健康與體育的評

鑑方面，目前在各縣市實施的評鑑勉強只有

「體育科訪視」一項。但是，九年一貫課程自

九十學年度開始正式實施迄今，已進入第三

年，教育行政主管機實在無法僅以「體育科

訪視」來涵蓋整個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的評

鑑範圍。因此，為試圖改變這種現象，筆者

認為發展學校本位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之課

程與教學評鑑勢在必行。

（一）課程統整內涵的誤解

基於學校本位管理的理念，其主要精神

是由教育行政機關將與學校相關的事務授權

由學校層級自主做決定，決策的過程則由學

校相關人員共同參與，並由學校承擔績效責

任（張明輝，民87）。緣此理念，學校本位課

程的發展多以課程統整為核心概念。而筆者

審視目前學校所實施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課

程統整之現況，因為發展學校特色而統整

者，為數不少，但是，讓我們足以擔憂的是

課程統整的觀念似乎已有所偏差。因為，許

多學校以為經驗式（活動式）的統整方式就

是課程統整的全部，而忽略尚有學科式與社

會性的統整取向可以實施於課程設計中。因

此，這種以一概全的迷思必須導正與破除。

（二）課程內容易遭受排擠

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顧名思義就是涵蓋

健康教育與體育兩科，因此，必須思索如何

兼顧二者的整合原則。如有學者指出：「健

康與體育的上課鐘點分配，應至少維持在健

康為一體育為三的比率，較符合課程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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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旨。」（許義雄，民89）。然而，依據筆者

的觀察發現，一旦教師為配合學校所舉辦考

試（如月考）或活動時，往往在健康與體育

學習領域的教學上，時常出現部份課程內容

（尤以體育部分最常見）被「主流課程」（如

數學）排擠，甚而「空掉了」，最後則形成被

邊緣化的學科，更遑論「健康為一體育為三」

的理想鐘點分配。因此，為改變這種現象，

從思索調整學習評量的方式，或許稍能解決

部分問題。

（三）專業師資與教學方法的反省

由於教學情境複雜多變，教師教學行為

轉換極為快速。加上體育教學環境與一般室

內的教學環境迥異，絕大多數教師以教師為

中心的理念來進行教學活動，課堂上除了學

科知識的傳授之外，動作技能的練習與指導

更為重要（Siedentop，1982）。因此，擔任

健康與體育教學的師資必須是專業人員，尤

其在認知與技能方面的教學更是如此。然而

通常在學校裡，負責擔任健康與體育學習領

域教學的人員，除了少數由級任老師授課之

外，大多是行政人員來擔任，在教務處的編

排考量不是基於專業能力的因素來決定上課

人員，而是依據每個人授課時數上下限的規

定來調配。這種「健康與體育只是副科」、

「一個躲避球就上了一學期的體育課」、「健

康教育不重要」的觀念，往往造成課程統整

不易，連帶也就影響了教學方法的運用，出

現了單調乏味與一成不變的窘境。因此，協

同教學或許可以改善上述困境，但也不是萬

靈藥。

（四）協同教學的難題

協同教學是實施新課程時，為達到「課

程統整」、「學校本位」最常被採用的教學型

態之一。但是，任何一教學法或學習策略在

實行時，卻可能因為學校組織文化的差異、

城鄉差距、社區資源不均等等因素，產生若

干的問題，而協同教學亦然。張玄諭（民91）

指出協同教學可能遭遇的問題有：「協同教

師的合作問題、學童管理的問題、教師請假

的問題、教學資源的行政支援、社區資源的

協同等。」。因此，歸納上述主要出現的問題

（協同教師合作上的衝突、學生管理不易、由

非專業人員擔任教學、行政的溝通與支援系

統短缺等），再從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角度思

考這個問題時，學校教師在實施協同教學之

際，將必須先充分與行政系統溝通後，再依

據學校與社區資源的條件，共同設計合宜的

學校本位協同教學方案。

基於學校在追求本位管理的同時，新的

權責關係業已逐漸浮現---「權力與績效」。從

教師專業發展與教師教學效能的角度而言，

績效責任是未來繼續教改努力的方向之一。

因此，教師在高喊專業自主或是教學自主的

同時，不應忽略提昇教師專業知能的必要

性。換言之，「專業」與「效能」將為教育

人員所共同追求的願景，就教師個人而言，

其充分展現在教師績效表現之上，意即是一

種追求績效的表現（王保進、王俊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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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目前在國內的師資培育機構，已不再限

制於師範院校體系，一般大學所成立的教育

學程中心、師資學分班等如雨後春筍般地成

立。但是，其在培育數量龐大的師資後，卻

無法提供等量、等質的支援系統，「學店」

或「技職訓練班」的稱號，是否也某種程度

的反應這種「銷售---服務」市場關係的不平

衡。因此，師資培育機構適時的提供教師再

進修、諮詢、輔導的支持性服務之網路，在

所難免。同時，現任的體育教師有再進修的

必要，對現在體育系的學生，將來想從事教

學工作的人更應該加修健康領域的課程，才

能滿足未來教學的需求（張宏亮，民90）。

城鄉差距的問題早已存在，甚而教育機

會不均等的現象更是無法抹滅的事實，其影

響程度直接關係著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進

路。因此，發展統整課程時，教師必須思索

如何利用既存的社區資源，或是採取社區協

同與社區參與的方式，以彌補上述落差。以

孩子們的觀念來說，地域及社區本來就是他

們生活與遊戲的場所。教師則必須協助學童

們認識自己是社區的住民，懂得運用社區環

境的資源來增進自我的成長，教師必須建立

己身與社區的互動關係，探索利用社區環境

的可能社會資源把地域社會規劃為一個學習

環境（沈晏仕，民90）。

陸、結語

九年一貫課程重視學校本位的課程發

展，而學校本位的課程發展如何規劃領域學

習的課程設計，將是實現這波教育改革理念

的重要關鍵。在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的課程

統整上，除了上述原則外，更需要落實執行

之。因此，筆者以為除了發展「領域內」的

課程統整之外，健康與體育仍必須與其他領

域或六大議題進行「領域間」的統整，如此

才會有更明確的效果。同時，九年一貫健康

與體育學習領域在課程功能上有其優勢，除

了培養學生學科的知能外，更重要的是培養

學生身心靈的健康價值體系。儘管，在實際

執行上卻也面臨了一些困境，著實讓教師們

深感困惑，或許經驗的交流與創意教學，能

讓教師們透過彼此的互動學習，增進課程統

整的概念與執行能力。

課
程
與
教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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