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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Believe愛Can Fly 

＞文山特教校本體育課程

前言

特殊教育學校設立以招收重

度、極重度身心障礙、病弱與多重

障礙學生為主；臺北市立文山特殊

學校（以下簡稱本校）高職部擁有

體育專長背景的七位特教教師，共

同備課設計課程進行主題教學，

成立健康與體育領域社群（特愛

動），討論設計符合高職重度與

多重障礙學生需求之健康與體育

領域課程，以協同教學方式進行

教學，課程除游泳以外有籃球、

足球、羽毛球、體適能、樂樂棒

球、桌球及地板滾球等計八大運

動主題，每項主題為期2個月（計

8週）。

本校在創設初期極為重視與

學生生理健康發展息息相關的健康

與適應體育課程，但教師間相關適

應體育教學的討論中常出現教師反

映「不會打球，不知怎麼上體育

課」、「不會游泳，不會教游泳」

及「學生的障礙特殊狀況適合運動

嗎？」等等，在教學現場遇到的問

題，教師們在這期間積極參與相關

適應體育研習，並就教學現場問題

彼此討論交流與經驗分享。在多年

討論交流的過程中本校多位具有體

育專業背景的特教教師一直分享許

多的適應體育相關知能，並協助設

計相關教學活動，討論、教學、修

正這樣的教學循環一直持續著，無

形中匯集團隊精神成立一個「特愛

動教師專業社群」。

創新教學之理念與作法：一、

透過更多的動作參與，使其障礙之

肢體動作能力能維持或提升；二、

透過活動參與加強人際互動溝通表

達，增加團隊合作的學習經驗；

三、以需求出發，符合學生能力現

況，設計個別化教學活動，真正落

實特教新課綱之精神；四、延伸課

程，參與比賽肯定自我能力；五、

建立本校高職健康與體育領域課程

教學模式，落實學生適應體育IEP

目標，提升學生每堂課程學習（運

動）時間約15％至30％成效。

校園體育硬體設施說明

本校佔地小，主體建築扣除

後，室外空間不足，無法設置室外

操場，體能較佳的學生，較難做戶

外相關體能訓練與課程；全校同時

做體能活動時，需運用班群教室前

寬敞的走道及大型室內空間。

圖1　特愛動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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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間設置有體育館、水療

池、溫水游泳池、教師圖書館、學

生圖書館、玩具圖書館、大型及小

型研討室。本校有完備的無障礙設

施，如：無障礙坡道、8座電梯、

無障礙廁所、防撞板、防撞護角及

扶手、游泳池設置有可升降高度的

水底平臺、燈號顯示器、聲控導盲

系統⋯⋯等。

為了讓所有學生都有合宜深度

的泳池，此游泳池設計有可升降高

度之水底平臺，它能依循著使用者

的身高而調整成不同的深度，並以

號誌顯示水深隨時提醒現場師生掌

握水域教學安全。

基於保障學生安全，學校主體

部分全面採鋼骨結構，且環境規劃

以完全無障礙為其設計目標，因此

全校皆是平坦的無障礙通路。

圖2　本校參與標竿學校徵選獲獎合影

愛Believe 愛Can Fly：課程特色

介紹

一、設計理念與願景

本校適應體育討論的主題不

再單單只是課程活動的設計，更延

伸為課程規劃、學生專長適性學習

等等。社群中主要討論的目的有下

列幾項：（一）以學生學習需求為

導向，並與新課綱共同發展，活化

健康與體育領域課程，以多層次課

程設計提升高職部學生體適能。

（二）建立健康與體育領域師資社

群，並落實校內師資專才專用系

統，促進學生獲得更佳的學習成

效。（三）教師以合作教學方式進

行適應體育教學共同探究、解決教

學問題與專業成長。

二、推動策略與作法

本校各項主題運動項目於高職

部全年段進行教學，並融入相關宣

圖3　運用大型輔具進行趣味游泳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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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本校適應體育運動會

圖5　學校適應體育課程

導議題，教材編選五大原則：

（一）樂趣原則：教材的編選宜力

求淺顯生動，並兼顧學生興

趣的考慮，以促進教學之成

效。

（二）彈性原則：教材的編選應有

彈性，並顧及學生個別差

異，逐步引導學生學習，使

能成功學習。

（三）社區化原則：以適應體育為

核心，配合學生的生活能

力、體能、生活經驗等現況

條件。

（四）功能性原則：教材應把握學

生的學習能力及生活功能需

求，顧及社區當前及未來休

閒運動的需求，編選在日常

生活中能實際應用的題材，

以引導學生學有所用。

（五）重要活動原則：就學生適應

個人生活、家庭生活、社區

生活及休閒生活等所需發展

的能力，及學生個別的身心

發展特質，重要活動是統整

性的以及具體性的，它應統

整結合多項學習內容及教學

目標。

學校體育是校務發展整體工

程的一部分，近年來健康促進校園

政策更是現階段的熱門議題，加上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依據臺北市身心

障礙教育白皮書自102學年起也積

極推動「臺北市推動身心障礙學生

適應體育發展四年計畫」，目的是

改善並提升臺北市身心障礙學生身

心健康發展，落實推動適應體育理

念，強化教師專業知能，設計各類

身心障礙學生適應體育學習活動，

以增進學生活動參與，享受運動樂

趣，提高生活品質。若能由學校及

社區著手，讓身心障礙者從學齡階

段即養成運動或從事休閒活動的習

慣，才是化被動為主動的最佳辦

法（黃詩斐、周俊良、姜筱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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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因此本團隊以特殊學校高

職學生的適應體育課程為例，除了

身心障礙學生的身體活動量之外，

同時也探討教師的協同教學策略成

效，期許成果可作為未來特殊學校

推展適應體育之參考。

藉由各體育專長背景之特教老

師進行健康與體育領域課程設計、

執行教學及教學研討，建立高職部

健康與體育領域課程教學模式，

落實學生IEP提升高職部學生體適

能。

圖6　適應體育課程八大運動主題

三、實施情形與成果

成立健康與體育領域社群，

101學年下學期確定課程計畫通過

後，為落實計畫及達成預訂教學目

標效益，提請學務處及教務處進行

教師人力協調，除了以核心教師為

主體，徵求相同意願的教師加入本

社群；師資陣容除了原有的七位設

計課程教師以外，102學年共計19

位教師17位教師助理；103學年共

計18位教師18位教師助理，感謝有

這群生力軍加入，讓課程進行更順

利，社群更健全。

課程融入學校體育相關活動，

在校內部分依校務發展辦理體育競

賽，例如地板滾球賽及校慶體育活

動等。校外部分積極組隊參加校外

體育競賽，例如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身心障礙市民運動會）、中華民

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會（特奧會選

拔賽）、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者服務

推廣協會（亞特盃）、中華民國殘

障體育運動總會（會長盃），以

及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全國

Boccia滾球賽）等等，依比賽時程

結合課程進行教學及訓練，並於每

年校慶以適應體育活動展現學習成

果。

結語

適應體育教學依據個別化適

性調整下，應是朝向「強化學生現

有能力及學習體育專項技能，進而

邁向社區融合」的概念發展（黃詩

斐、周俊良、姜筱華，2015）。在

特殊學校裡很難能可貴找到有完整

的適應體育師資，本校期許能集結

擁有體育專長背景的特教老師，共

同設計在符合學生需求上提供專業

的適應體育教學，藉此讓學生落實

體適能IEP目標，亦能在此社群平

臺讓教師在適應體育專業領域上精

進，相互扶持，共創學校特色課程

及邁向社區融合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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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施成效

每個月定期召開一次教學研究

會，共同討論教學進行現況及學生

學習評量，當月主題依學生需求調

整課程內容以集思廣益共同討論，

並將修訂後的課程作為下次執行的

依據；每堂於課後進行當學年段教

師群共同省思，並立即給予主教者

教學回饋，成為教學上重要的精進

動力來源。

透過科技網路強化社群能量，

藉由臉書（Facebook）及LINE成立

討論社群，隨時有任何教學資訊及

構想，就可立即分享及討論，也可

因此縮短定期會議之討論時間，更

可藉此凝聚團隊精神的向心力，亦

成為重要的教學分享網絡。

協同教學設計不僅促進教師省

思及分享創意，而且增進學生得學

習動機及發展潛能（王敏秀、闕月

清，2004）。面對教學現場身心障

礙學生不同障礙導致在生理上出現

不同的能力限制，教師須設計符合

多數身心障礙學生不同障礙的課程

內容，的確顯得相當不容易，而在

人力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班群協同

教學在特殊學校已成風氣，教師們

集思廣益，分工合作，匯集學校現

有資源，設計屬於學生專屬的適應

體育課程，亦可藉此達到師生共同

成長的目標。

以往本校有得天獨厚的升降

游泳池設施，因此每個學部在一週

2堂的健康與體育課程，就是以游

泳課或無法下水時的體育館課程為

主，但在101學年度，體衛組整合

相關體育老師的專長，做了一番變

革，健康與體育課程有了變化！每

2個月會有新的單元，文山的孩子

除了游泳課以外，開始接受籃球、

羽球、足球、桌球、樂樂棒球、體

適能等的專業課程。

以足球課程為例，設計者與

主帶者發現孩子們開始因設計而有

了更多元的學習，因多元的因材施

教，我們最初衷的想法，讓每個孩

子動起來，現在實現了！教學就像

練體能一樣，花多少心力，獲得多

少能力。孩子們正在反饋我們的努

力，文山的健康與體育課程正因我

們的努力開始萌芽茁壯。

協同教學可以幫助教師藉此

了解其他教師對相同課程的認知與

教材教法，彼此對於所實施之課程

單元的教學設計中，可以充分展現

個人所學專長，亦可在討論過程達

到專業知能的促進、經驗的分享及

情感的培養等（林睿琳，2008）。

本研究將102及103學年記錄學生學

習時間的教學影片與101學年的教

學影片紀錄比較分析，了解協同教

學在特殊學校的適應體育教學上的

成效，在學生身體活動學習上有明

顯的增加，每堂適應體育課學習

時間增加為約15%至30%（6至13分

鐘），改善學生因為課前的分組及

準備消耗的時間，進而提升學生學

習成效，達到學生個別需求及學習

目標。

二、課程省思

同時本團隊也發現課程實行後

有和其他課程連結上產生加乘的綜

合效益，譬如說重度、極重度的學

生，除了一些復健相關課程（動作

機能課），在本課程中增進了這一

群學生的活動多樣性，讓課程的功

能性與意義性更為加倍。

而對能力較好的學生來說，本

課程直接提升了這一群學生的體適

能、運動適能、運動技能、養成運

動習慣外，同時也和職業課程產生

高度的關聯性，例如學生在工作時

的體力、耐力增加了，這也就是說

課程也提升了學生的職業適能，這

些是直接又實際的綜合效益。

最後，在執行課程的這幾個

學年期間，也面臨到一些問題，可

以提出來討論與反思。學校難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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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政府教育政策及學校方針而在教

學上有所調整，本團隊面臨到的就

是當這些教育政策與方針有所變動

時，教學與研究成員難免也跟著變

動，產生計畫的延續性與執行上的

問題，本團隊認為若是各校在一項

課程中，已有長遠規劃與理想，可

以透過各項會議（如課程發展委員

會、特推會等），將它列為學校的

重點發展之一。因此在計畫中，計

畫者（教學者、執行者）的組成成

員，就不會因學校方針、政府教育

政策的變動而變動太大，讓計畫與

教學的延續性與執行，都能順利進

行，讓學生、老師、學校都受惠，

形成三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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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本校學生參加2013 NBA熱身賽關懷行動特奧籃球訓練營活動

特奧。



2017年‧06月
學校體育

特色學校  |  s c h o o l 119118 特色學校

S C H O O L |  1 6 0  

圖9　林書豪個別指導學生投籃動作

圖8　 向NBA明星林書豪學投籃

林書豪

圖10　沒有四肢的生命鬥士──力克‧胡哲游泳見面會

生命鬥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