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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幼兒體能活動是以幼兒為對象，根據其

身心發展特性及社會現況的需要，以運動為

主體，以遊戲為方法，以教育為指導，以培

養幼兒身心發展的基礎能力為目標（林風

南，1990）。黃世勛也指出體能教學是幼兒
教育重要組成部分，是培養幼兒德、智、

體、群、美全面發展不可缺少之因素，它對

幼兒的身心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引自黃永

寬，2004）。由此可見，幼兒的體能活動並
不是成人體育形式的再製，更不是將其活動

量減小，而應該兼顧生理及心理發展，讓幼

兒能在體能活動中，達到幼教目標中的全人

發展。

既然幼兒體能活動是如此重要，目前在

幼稚園中是如何實施幼兒體能教學呢？潘倩

玉（1998）所云：幼兒體能師資缺乏，幼兒
園的體能課程大多數還是由該班教師實施，

且在師資培訓過程中，亦未能將「幼兒體能」

課程列入必修科目，使得幼兒體能教學品質

常讓人存疑。另外除了由幼教老師任教外，

目前到處林立著幼兒體能工作室，其大多由

體育系畢業來擔任幼兒體能教師，令人擔憂

的是雖然他們擁有專業體能知識，但能兼顧

幼兒心理發展進行教學嗎？

因此，本研究藉由觀察兩所公立幼稚園

幼兒體能教學現況，並進行分析比較，以了

解幼教老師及體能老師在幼兒體能教學流

程、教學模式與內容、教學原則之異同點，

並提出具體的建議。

貳、文獻探討

一、幼兒體能活動的教學內容

幼兒在發展階段中，有七大類體能最

為重要，即平衡、協調、力量及爆發力、肌

耐力、柔軟度、敏捷性及速度（楊聨琦譯，

1994）。潘倩玉（1998）指出幼兒體能教學
內容包括基本的身體動作和動作概念，身體

動作包含穩定性技巧、移動性技巧、操作性

技巧；動作概念乃是提供這些基本的身體動

作如何從事運動、在哪裡活動、以及和誰或

物的關係的概念。一個動作技巧可以只有一

個動作概念，也可以同時涉及好幾個動作概

念而成為複雜多變的動作。

二、幼兒體能教學模式

Gallahue（1987）整理初等教育階段兒童
動作教學型態，基本上將其分為三大型態：

直接（direct）型、間接（indirect）型及折衷
（combination）型（引自簡美宜，2003）。
其定義分述如下：

（一）直接教學法（黃月嬋，1998）
教師以動作親自示範，或用適當比喻及

故事串聯起來，讓幼兒直接模仿，以教師為

中心，教師先帶領學生暖身之後，先複習舊

教材，再介紹新動作，評量時有統一的標準

做參考。

（二）間接教學法（黃月嬋，1998）
強調練習中學習，以學生為中心，教師

退居輔導者角色，學習順序及速度因人而

異，每人的動作可能都不相同，在教學過程

中，教師儘量引導學生往教學目標前進，並

幼兒體能教㈻研究—
以㆒位幼教老師與㆒位體能老師教㈻觀察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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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欣賞的角度，去衡量每位幼兒的特殊性。

（三）折衷教學法—限制（limitation）法，
（簡美宜，2003）

折衷型較能因應學習者個別差異及達成

動作技能學習的教學型態，而遵循折衷型的

教學模式即為限制法。其實施步驟1.自由探
索2.引導發現3.序列問題解決4.特定任務指
導，且此教學法包含直接與間接型態的優點。

三、幼兒體能教學流程

一個課程可分為三部分—導入活動、主
要活動、活動結束（楊聨琦譯，1994）。「
導入活動」以吸引幼兒注意力，並引起對接

下來活動的興趣。「主要活動」乃是教學過

程重點，以實際練習及探索活動為主題。「

活動結束」應該有個總結，溫習使用過的學

習輔助教材，介紹新課程，或由兒童示範你

認為的重要技能。潘倩玉（1998）則將教學
過程分為準備活動、發展活動、綜合活動，

其大致內容與上述內容相似，唯在準備活動

中加入暖身活動，及綜合活動中加入緩和運

動，作為迎接劇烈運動前身及緩和情緒準備

結束。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兩所公立幼稚園的兩位進行體能教學教

師，一位該班幼教老師，其為新竹師院幼教

系畢業之合格幼師，擔任教師四年；一位為

外聘幼兒體能教師，其為輔仁大學體育系畢

業之教師，擔任幼兒體能教學12年，所施教
對象各為30位大班幼兒。
二、研究方法

採用觀察法觀察幼教老師及體能教師的

一節體能教學課，記錄體能教學內容、教學

流程、教學原則，並將資料加以分析比較，

了解幼教老師及體能教師進行幼兒體能教學

時的異同點。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將兩所公幼體能教學觀察資料分為：甲

師-幼教老師擔任教學者、乙師-幼兒體能教
師擔任教學者，以下則分別稱甲乙師，進行

異同點比較，結果如下：

一、教學流程

（一）甲乙師比較表

表㆒ ㆙㆚師教㈻流程比較表

時間 實施 教學流程

甲師 50分 配合主題非固定
暖身（5分鐘）—引起動機—發展活動（30分鐘）—緩和
（5分鐘）—綜合活動（10分鐘）

乙師 60分 每週一次
暖身（5分鐘）—引起動機—發展活動（50分鐘）—綜合
活動（5分鐘）

（二）討論

1.教學時間
由表一發現甲乙兩師的教學時間各為50

分鐘與60分鐘似乎差異不大，但令人注意的
是甲師的體能教學是配合主題進行非固定時

段，乙師則是每週固定時段一小時，研究者

認為動作能力與技巧的培養應是持續不斷的

累積，若無法每週至少一節的體能教學，將

無法達到幼兒動作經驗累積的教學效果。

2.暖身
甲乙教師皆實施5分鐘的暖身活動，讓

幼兒在劇烈運動前伸展身體的各個肌肉群、關

節和韌帶，並增加心臟、肺臟的負荷並調節

全身心肺呼吸和血液，讓身體心理做好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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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降低運動傷害的發生機率（姚光鴻，

2004）。
3.緩和

緩和活動僅有甲師進行，由於體能教學

與普通教學最大的不同處即在它是師生處於

動態的教學狀態，實施緩和運動的目的，在

於藉由這段時間的作用，使得心肺循環系統

能在劇烈活動之後，能以緩和的方式恢復至

正常的活動狀況；對激烈運動後所產生的肌

酸也具有高效率排除作用（黃俊揚，2001），
基於運動安全考量是不可省略的。

二、教學模式與內容

（一）甲乙師比較表

表㆓ ㆙㆚師教㈻模式與內容比較表

模式 目標 器材 教學內容

甲師

直

接

教

學

法

◎手眼協調力

◎手部肌力

◎手部滾球技巧

球

◎配合主題「大自然化裝舞會」，設計種子滾滾滾

活動。

◎暖身：

配合熱門音樂想像自己是小種子，依老師口令自

由運動身體的部位，做好運動準備。

◎準備活動與發展活動：

利用種子王國探險故事引起動機並發展後續各項

體能活動。（教師示範動作）

1.滾動的種子（滾球練習）：雙人利用單手、雙
手做滾球練習。

2.穿越種子王國：一組兩兩滾球一組衝刺跑，兩
組輪流。

3. 種子炸彈：分為內外圈兩組幼兒，以滾球的方
式，將圈圈內的種子滾到別組，圈內種子炸彈

數最少者勝利。

◎緩和：

配合冥想音樂想像自己是小種子，依老師口令自

由運動身體的部位，調整呼吸，伸展身體部位，

準備停止運動。

◎綜合活動

回想滾球方式、進行哪些遊戲？讚美能彼此合作

的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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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目標 器材 教學內容

乙師

直

接

教

學

法

◎增進敏捷力、

肌耐力、瞬發

力、速度感

◎訓練脚的跳躍

與跑步技巧

太空棒

巧拼

地墊

◎複習舊課程技能：匍匐前進、跨跳、跳高。

◎新課程技能：衝刺跑、滾動。

◎暖身：匍匐前進、坐姿移動、騎馬跳躍。

◎準備活動：利用太空棒外型發展熱狗故事引起

動機。

◎發展活動(教師未示範動作）
以下活動將全班分為兩大組，以類似環式體能

方式，一位接著一位幼兒輪流進行：

1.衝刺跨越大型巧拼地墊。
2.衝刺跨越30公分高障礙物。
3.衝刺跳高與老師拍手擊掌。
4.熱狗運輸站：兩組幼兒分別於跨下傳送太
空棒，由最後一位幼兒抱這太空棒滾回前

面，以此輪流。

5.攻佔城門：兩組幼兒分別於跨下傳送太空
棒，由最後一位幼兒手持太空棒衝刺撞倒教

師手中大型軟墊（城門），以此輪流。

◎綜合活動

鼓勵幼兒對於不熟悉的技能不要輕易放棄，要

多加練習嘗試，一定會成功。

（二）討論

1.教學模式
甲乙二師皆以直接教學模式進行教學，

除了甲師在暖身緩和時加進想像與自由創作

的元素外，由表二得知，整體的教學過程仍

由老師主導，每位幼兒以相同動作完成指令，

未發現在體能教學上進行動作探索的內容。

2.課程統整
由表二發現，由於甲師是班級任課老

師，於是她能將體能教學內容與課程主題加

以統整進行，讓幼兒的學習經驗能整體又一

致，而乙師則是外聘教師，因此教學的進

行，獨立於統整課程之外，容易落入分科教

學的情況。

3.教學內容
（1）乙師的舊技能複習，提供孩子將

已學習的運動技能再次運用，不

僅是增加熟悉度而已，也可讓不

熟悉的孩子在自然的練習下慢慢

熟練此運動技巧。

（2）甲師的教學內容由一簡單的身體
動作（滾球）配合動作概念做變

化，如快慢、方向、分組等不同

向度，由易而難，採漸進方式，

符合潘倩玉（1998）指出，一個
課程若一次只教一個技巧，小朋

友則會學得更好，將動作技巧配

合動作概念變化，由簡而繁，

使幼兒不致因重複練習同一動作

而失去興趣。

乙師則綜合舊經驗再加入新的翻

滾、衝撞等新動作，在教學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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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動作技能的焦點由跳、跑、翻

滾最後衝撞，其內容較為複雜，

研究者認為這不斷的轉變，對於

尚未熟悉新技能的幼兒，會有適

應不及之虞，值得再進一步探究。

（3）甲乙二師皆以單一遊戲器材（球
與太空棒）為主，結合身體動作

與動作概念變化，對日後學習競

技動作的技能與終生休閒活動的

能力時，具有相當大的幫助（黃

月嬋，1998）。
4.運動量
就運動量來說，由於乙師綜合跑跳滾等

移動性技巧，因此在速度感的累積下，就越

能發揮心肺的功能，讓幼兒在一節體能課之

後能達到比甲師所帶領的幼兒更多的運動

量，因此研究者認為在一節體能教學中應加

入移動性技巧的運用，以增加運動量的累積。

5.情意薰陶
既然將體能教學與教育連結，無可避免

的就須要重視除了動作技能訓練外，一些與

同儕互動、運動精神等社會性情意目標。

甲師將情意的合作實際放入教學中，利

用雙人、小組的方式，並在統整活動時加以

讚賞，而乙師則是在統整活動時以口語表達

的方式鼓勵幼兒勇敢嘗試的運動家精神。研

究者認為對於在做中學的幼兒，若能在學習

過程中實際體驗經歷，將會比純口語的傳達

將更容易達到教學效果。

三、體能教學原則

（二）討論

（一）甲乙師比較表

表㆔ ㆙㆚師體能教㈻原則比較表

甲師 乙師

教

學

原

則

◎暖身

1.結合音樂使用
2.自由創意

◎引起動機

1.以說故事方式
◎發展活動

1.漸進原則
2.樂趣化原則

◎緩和

1.結合音樂使用
2.自由創意

◎綜合活動

◎暖身

1.安全原則：舖上大型巧拼地墊、
請幼兒脫下襪子防滑。

◎引起動機

1.以說故事方式
◎發展活動

1.溫故知新
2.樂趣化原則

◎綜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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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全原則：乙師特別在教學開始前，
以軟墊舖地、請幼兒脫襪子，這些方式掌握

了體能教學最基本與最重要的原則，因為體

能教學與其他課程最大差別在於它是屬於動

態課程，如何確保幼兒活動時的安全，是教

師應優先考量的重點。

2.結合多媒體資源：甲師在暖身與緩和
結合音樂的使用，能利用不同節奏，促使幼

兒在感官知覺的過程，以配合節奏的快慢、

方向變化的動作表達感受，使肢體動作與感

官協調，讓身體的探索成為最直接的情緒經

驗（漢菊德，1999）。
3.脈络原則：甲乙二師皆使用故事來引

起動機，且都得到教學成效，這顯示即使是

體能的活動，對幼兒來說如果能提供一想像

的情境脈絡，將促使他們更容易投入於動作

技能的探索。

4.漸進原則：對於新的動作技能甲師利

用循序漸進的方式，由練習、分組遊戲、團

體遊戲，並加以方向速度變化，逐步提升挑

戰，使幼兒熟練新的動作技巧。

5.溫故知新：乙師複習舊課程的動作技
能，由於幼兒已十分熟悉，因此能完全投入

於運動表現上，不僅能充滿自信參與活動，

最重要的是，他們的盡力投入，增強心肺的

運用，達到充分運動的成效。

6.樂趣化原則：甲師運用個人、小組、
團體的遊戲變化，乙師則以變化體能闖關的

方式，交互輪流，兩堂課的幼兒都展現極高

的參與度，與快樂學習的氣氛，符合了黃月

嬋（1998）指出在各項教學相關因素的變
化，亦能提升活動的樂趣。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二、建議

表㆕ ㆙㆚師體能教㈻異同表

甲師 乙師

教學流程 異

1.50分/節。
2.教學時間配合主題非固定。
3.暖身（5分鐘）—引起動機—發展活動
（30分鐘）—緩和（5分鐘）—綜合活
動（10分鐘）。

1.60分/節。
2.每週一次。
3.暖身（5分鐘）—引起
動機—發展活動（50分
鐘）—綜合活動（5分
鐘）。

教學模式

與內容

同
直接教學法

運用單一遊戲器材 

異

1.配合主題統整體能課程。
2.以簡單的身體動作配合動作概念做變
化發展。

3.遊戲性強，缺乏運動量累積。
4.重視情意的同儕社會互動。

1.獨立體能課程。
2.結合新舊動作技能發
展。

3.綜合跑跳滾等移動性技
巧，在速度感的累積

下，有較大的運動量。

4.重視運動精神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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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能教學首重安全維護

基於運動安全考量，暖身與緩和運動是

不可缺少的流程，此外，教師在課程開始前

應環視教學環境，是否需要舖以軟墊，或是

幼兒服裝的適合問題，做好周詳的考量，才

能減少運動傷害的發生。

（二）教學內容的目標的擬定

在幼兒運動遊戲的教學中，大多數的

活動只是一再地強調身體方面的發展，而忽

略了的社會性及創造性的發展（黃永寬，

2004）。從兩位教師比較得知，創造性的發
展目標，是兩位教師都頗為缺乏的，這顯示

出在幼兒體能教學教師仍習於直接教學的引

導模式，缺乏重視創造思考的啟發，應增加

教師間接教學或折衷教學的專業知能，讓創

意也能結合體能教學，使動作探索達到提升

身心靈的完美境界。

在社會性目標上，幼教老師偏重同儕互

動，因此運用許多小組團體活動的形式，而

體能教師則注重運動精神的養成，因此在綜

合之後，若在幼兒體能教學上，能兼顧同儕

互動與運動精神的培養，將使體能的學習，

達到跨領域的影響，讓幼兒透過運動遊戲，

提高自我尊重、社會化、激勵與建構身體運

動經驗，幫助情緒上及社交上的發展（沈連

魁，2004）。
（三）教學原則

1.脈絡原則的運用
體能教學的引導上，脈絡原則的運用，

應可擴大為影片欣賞、圖畫書運用、音樂運

用，增加情境的營造，讓幼兒能更投入於想

像的情節，並轉化為肢體活動的展現。

2.漸進結合溫故知新
雖然幼兒體能教學非以動作技巧訓練為

最終目的，但是若能綜合兩位教師的溫故知

新原則與漸進原則，則能讓孩子由易而難學

習新的體能動作，並在日後的課程中，得以

反覆增進該動作的熟練度，使幼兒能更流暢

展現學習。再者結合舊的動作技能，能提升

在新動作技能的體能教學中，累積幼兒的運

動量，因為一項新技能若在熟悉階段，是無

法產生全力發揮的運動效果，但是有了舊經

驗結合，則能在學習新技能時，同時兼顧了

累積運動的成效。

3.樂趣化原則
兩位教師的樂趣化原則表現於不同向

體能教學原則

同

◎引起動機

1.以說故事方式
◎ 發展活動

1.樂趣化原則
◎綜合活動

異

◎暖身

1.結合音樂使用
2.自由創意

◎發展活動

1.漸進原則
◎緩和

1.結合音樂使用
2.自由創意

◎ 暖身
1.安全原則：舖上巧拼
地墊、請幼兒脫下襪

子防滑。

◎發展活動

1.溫故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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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一是重視社會性變化的遊戲化，一是混

合各種大肌肉活動的個別體能遊戲，若能加

以綜合，將會使幼兒體能不僅能兼顧體能的

提升，亦能發展情意領域的學習。因為透過

遊戲，幼兒能相互協助、輪流和交換的觀

念，藉此將道德規範複雜的發展過程，化約

為簡單和日常的行動（楊志顯，2004）。
三、師資的培訓

由本研究發現體能教師與幼教老師，在

執行幼兒體能教學時，其方式與焦點會有不

同的地方，仔細探究下，兩者的觀點對幼兒

來說其實各有利弊，因此研究者認為師資的

培育工作是刻不容緩的。應鼓勵大學校院在

各相關系所（如：體育系及幼教系）增設幼

兒體能教育指導相關課程與幼兒身心發展課

程，並推行幼兒體能遊戲進修認證，讓有志

從事幼兒體能教學的老師，都能在顧及幼兒

體能與心理發展下，運用正確的教學法則，

讓幼兒能在運動中全方位的成長。此外，定

時的舉辦各種講習，讓在第一線的幼教師資

及指導員能隨時可以充實正確的幼兒運動指

導能力，使在幼稚園的每一位幼兒都能享受

滿足運動遊戲所帶來的樂趣與滿足（教育部

體育司，2003）。

陸、結語

雖然在教育部七十六年修訂的幼稚園課

程標準中提到課程六大領域：健康、遊戲、

音樂、工作、語文、常識，並未明確提出體

能領域，但綜合健康與遊戲目標可發現，發

展幼兒基本動作與運動興趣皆包含於其中，

這顯示了身體活動對幼兒的早期經驗的重

要，也更確定提升教師體能教學的專業之能

是刻不容緩的，期待藉由本研究對幼教師與

幼兒體能教師的教學觀察比較發現，能提供

擬定幼兒體能遊戲進修認證的標準參考，讓

日後進行體能遊戲的教師，都能確實兼顧幼

兒動作與心理的發展，如此才能確保每位幼

兒在未來都能擁有強健的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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