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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健康與體育領域課程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成就每一個孩子」的願景架構下，包含結合生活

情境的整合性學習、適性開展身心潛能成為終身學

習者、建立健康生活型態，培養日常生活中之各種

身體活動能力等三項重要內涵（教育部，2016）。

除此，政府亦積極鼓勵學校推動品格教育的培養，

可運用體育活動與生活經驗、服務學習等多元方

式，使學生認識與體驗品德核心價值，並培養良好

的態度與行為習慣。由此可知，品格教育在學校的

重要性，而如何由體育活動中來提升學生品格是我

們從事體育教育工作者應有的積極作為，本文擬由

品格教育（個人與社會責任模式教學）融入國中籃

球體育課程中教學實例進行分享，希望透過實例分

享，拋磚引玉，能讓更多教學現場有興趣投入品格

教育融入於體育課程中實施的一線體育教師，有一

參酌的範例。

透過體育教學發展學生好品格一直是運動

領域專家學者們所關注的焦點之一（Shields & 

Bredemeier,2007）。其最具代表性人物為美國伊

利諾大學Don Hellison教授，最初發展出個人與社

會責任模式，主要也是因為觀察到在美國開放型的

社會，毒品、槍械得來比較容易，而衍生許多社會

問題，另一部分是因在美國學生文化背景的差異問

題，其家庭結構也造成高關懷學生漸增，基於這些

社會文化的演變下而促使發展出個人與社會責任模

式（李一聖，2017）。因此，我們希望在體育課

中融入此模式的實施來幫助青少年變得更有責任感

（Hellison et al., 2000）。若學生都能有良好的責

任感，將有利於社會行為之展現，校園霸凌事件與

暴力行為應該會有所減少。

貳、個人與社會責任模式之概念

Hellison（2003）將個人與社會責任模式層級

做了不同層級的劃分，由層級零到層級五：層級零

（無責任感）：以自我為中心、缺乏自我控制力、

不合群；層級一：尊重他人的權利和情感；層級

二：努力和合作：跟人容易相處、能自動自發，嘗

試新的任務；層級三：自我導向：專注於工作、設

立和堅持個人目標；層級四：幫助他人和領導；層

級五：轉移出體育館：把體育課所學的價值觀移轉

到日常生活。 Hellison（2003、2011）提出了5個

明確的教學步驟：一、關鍵時間：教師用上課前、

剛上課時或剛下課的時間與學生短暫個別談話；

二、認知對話：教師用剛上課時說明層級目標；

三、身體活動：為體育課的核心，老師必須適時將

TPSR層級目標融入至身體活動中；四、小組會議：

針對今天課堂所發生或發現的事情進行討論並發

表；五、自省時間：此為個人自省，讓學生反思和

評估自己今天的行為表現。因此在教學設計時需將

個人與社會責任模式層級做清楚的界定，每節課所

要學生達成的層級，在教學步驟上也需配合層級目

標來進行，才能有效提升學生責任行為。

文／李一聖

探索體育融入課程介紹∼
有品有德的籃球挑戰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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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個人與社會責任模式教學設計實例分享

品格教育融入國中體育教學的課程設計理念

依據健體領域國民中學階段核心素養具體內涵「健

體-J-C1具備生活中有關運動與健康的道德思辨與實

踐能力及環境意識，並主動參與公益團體活動，關

懷社會」與「健體-J-C2具備利他及合群的知能與態

度，並在體育活動和健康生活中培育相互合作及與

人和諧互動的素養。」轉化為素養導向，「籃球挑

戰賽」的學習評量係以學習重點為依據，對照核心

素養達成的情形，兼顧形成性與總結性評量，強調

真實性評量且連結學生於實際情境中的應用。評量

項目包含認知、情意、技能及行為實踐，運用實作

評量、上課參與、課後作業等多元評量的策略，亦

採用「籃球挑戰賽表現評量表」、「籃球實踐紀錄

表」等多元評量方式。本文因篇幅限制，僅設計六

節課，每兩節課教導學生一個層級，包含層級一尊

重他人的權利和情感，層級二努力參與與合作及層

級三自我導向，課程設計內容如下。

一、第一節

（一）教學主題：運出活力。

（二）教導層級：尊重他人的權利和情感。

（三）教學內容：

1.準備活動。

（1）模式課程介紹。

（2）小組名單與角色分工。

（3）討論小隊名稱、隊呼、責任分配。

2.暖身活動。

3 .認知對話：簡要說明如何尊重他人

（例：在體育課與同學有衝突時，我

能和平解決；遇到令我不滿的事，我

會控制自己的脾氣）

4.主要活動：運球（原地單手運球、原

地換手運球、分組運球，並互相觀察

給予回饋） 。

5.小組會議：讓學生有一個表達對當天

課程或對於同儕整體表現及老師的教

學是否有效的看法。

6.自省時間：今天在體育課程當中是否

有表現出如何尊重他人，可讓學生用

大姆表示學習情形，向上（很好）、

向下（普通）、向旁邊（待加強）。

二、第二節

（一）教學主題：運出活力。

（二）教導層級：尊重他人的權利和情感。

（三）教學內容：

1.暖身活動。

2.認知對話

（1）說明責任層級一尊重的概念和具

體的內容。

（2）說明如何尊重他人（例如：在體

育課與同學討論和課程相關的問

題時，我能傾聽同學發言；我會

用謙虛的態度與他人相處；我會

接受表現不好的同學）

（3）尊重的小故事。

修正式三段三籃球挑戰賽。（圖片提供／李一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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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導層級：努力參與與合作。

（三）教學內容：

1.暖身活動。

2.認知對話：說明責任層級努力參與合

作的概念和具體的內容（例如：會利

用課餘時間去練習體育課堂所教之內

容；進行比賽時，我會與同學討論

戰術；比賽時，我會與隊友相互幫

助）。

3.主要活動：籃球傳球（兩人一組，胸

前傳球；兩人一組，地板傳球；一分

鐘自我設定傳球次數，兩人一起設定

目標，傳球動作為胸前、地板、過頂

傳球三選一） 。

4.分組比賽：半場6vs6比賽，男生採用

正式規則；女生規則同第三節。

5.小組會議：同第一節。

6.自省時間：今天在體育課程當中是否

有表現出努力參與與合作，讓學生用

大姆表示學習情形，同第一節。

五、第五節

（一）教學主題：拔得投籌。

（二）教導層級：自我導向。

（三）教學內容：

1.暖身活動。

2.認知對話

（1）教導同學設定合理的目標，與對

成功的再定義（努力完成比勝利

更成功） 。

（2）自我導向小故事。

3.主要活動：籃球投籃 （原地跳投接力

30下；複習第三週投籃活動）。

4.分組比賽：半場2vs2比賽，男生採用

3.主要活動：運球（右手運球活動、左

手運球活動、運球接力）

4.分組比賽：修正規則

（1）每次投籃中籃框1分，進球2分，

三分線外投籃命中得3分。

（2）投籃前，球必須在場內互傳，每一

隊友都要拿到球，才能投球。

5.小組會議：同第一節。

6.自省時間：今天在體育課程當中是否

有表現出如何尊重他人，讓學生用大

拇表示學習情形，同第一節。

三、第三節

（一）教學主題：百步穿揚。

（二）教導層級：努力參與與合作。

（三）教學內容：

1.暖身活動。

2.認知對話

（1）說明責任層級參與及努力的概念和

具體的內容（例如：就算體育課要學

習的內容很難，我也會盡力去學習；

就算老師不在旁督促，我也會自己練

習）。

（2）努力的小故事。

3.主要活動：投籃及傳球上籃（右手上

籃、左手上籃）。

4.分組比賽：同第三節。

5.小組會議：同第一節。

6.自省時間：今天在體育課程當中是否

有表現出努力參與與合作，讓學生用

大姆表示學習情形，同第一節。

四、第四節

（一）教學主題：限時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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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規則，女生每次投籃中籃板1分，

籃框2分，進球3分，三分線外投籃命

中得4分。

5.小組會議：同第一節。

6.自省時間：在體育課程當中是否有表

現出自我導向（如：對於感興趣的內

容、我會主動去學習；我想要更多的

學習讓自己愈來愈好等），讓學生用

大姆表示學習情形，同第一節。

六、第六節

（一）教學主題：籃球技能綜合練習。

（二）教導層級：自我導向。

（三）教學內容：

1.暖身活動。

2.認知對話

（1）教導同學根據不同難度的關卡，

調整自己步調，做充分的練習。

（2）教導同學自己設定目標及主動蒐

集有關體育課的學習資料的重要

性與價值性。

3.主要活動：籃球綜合練習-運球、上

籃、投籃、傳球。

4.分組比賽：同第五節。

5.小組會議：同第一節。

6.自省時間：在體育課程當中是否有

表現出自我導向（如：幫自己設定

目標；主動蒐集與體育課有關的資

料），讓學生用大姆表示學習情形，

同第一節。

肆、結語

在教學實務上，儘管Hellison 提出的TPSR是

一套具體的課程模式，但並沒有提供明確的課程設

計，而是期望實務工作者掌握這些模式的原理原則

與策略，並且依照不同的對象與情境，發展出符合

實際需求的課程方案（周宏室、徐偉庭，2012）。

如果體育教師能夠應用此一模式於體育教學，並

探討對學生學習的效益，將對TPSR在國內推展，

獲得更具學術性與實證性的意義價值（潘義祥，

2012）。因此本文以教學實例設計將TPSR融入於國

中籃球教學上，期望透過此一模式的介入，提升學

生品格素養，也能開啟更多元樣貌的體育課程與教

學。

作者李一聖為臺北明湖國小輔導主任/國立體育大學

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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