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英國在 1988 年將原本地方分

權的教育體制收歸中央，並頒佈全

國統一的中小學國家體育課程（湯

添進，2001），其後分別在 1999 年

與 2007 年進行過兩次重要的體育

課程修訂。在 2010 年改由保守黨

執政後，英國政府又於 2011 年起

對學校各科的課程進行總檢討，

並於 2013 年 7 月公布新的課程草

案；在這一波的改革當中，學校與

教師重新被賦予更大的教育自主

權（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DfE], 

2013a）。

臺灣自 2001 年實施的國民中

小學九年一貫課程，乃自即將上路

的十二年國教課程，均強調給予學

校乃至教師更多的自主權；英國從

1988 到 2013 年這段期間的開放、

限制又重新開放之過程，其課程價

值選擇的過程或許值得臺灣體育課

程修訂時參考。本文將就新頒佈的

2013 年英國國家體育課程目標進行

介紹，隨後介紹相關配套措施（如：

必選修規定與授課時數、教材內容

與教學方法、評量方式）及其內涵

與演變過程，並於文末提出可供臺

灣體育課程發展參考之思考問題。

課程目標

根據 2013 年頒佈的英國國家課

程（DfE, 2013a），體育課程的意義

在於：「使所有學生獲得成就，並能

勝任競技運動或其他仰賴身體能力

的活動；提供恰當的學習機會使學

生對其身體產生自信，並追求健康

與體適能的提昇；使學生能在運動

或其他活動上具備競爭力，並且體

現諸如平等、尊重等價值觀。」

體育課程的整體目標則在於確

保所有學生都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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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足以勝任各種身體活動的能

力；

  持續維持身體活動；

  參與或從事競技運動或其他身體

活動；

  朝向健康及動態的生活型態邁

進。

英國的國家課程向來共分為

四個「學習階段（key stage）」，所

涵蓋之學生年齡為 5 至 16 歲（key 

stage 1: 5-7 歲；key stage 2: 7-11 歲；

key stage 3: 11-14 歲；key stage 4: 

14-16 歲）。在上述的整體課程目標

之下，各學習階段又訂有各自的課

程及教學目標，其內容如下（DfE, 

2013a）：

（一）第一階段（5 至 7 歲）

學 生 應 發 展 基 本 運 動 技 能

（fundamental movement skills），透過

各種不同的個人與團體活動來提昇

敏捷、平衡、協調能力，並逐漸獲

得自信與能力。學生應在不同挑戰

圖1 　英國近期中小學學校體育課程及相關政策一覽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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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學習情境中從事競技性（與

自己以及與他人競爭）以及合作性

的身體活動學習。

此一階段的教學目標在於使學

生：

  精熟如跑、跳、投、接等基本動

作（basic movements）， 發 展 平

衡、敏捷性與協調性，並將這些

能力應用在不同的活動中；

  參與團體性的球類運動，並發展

簡單的攻擊與防守概念；

  使用簡單的動作型態（movement 

patterns）來展現舞蹈。

（二）第二階段（7 至 11 歲）

學生應能持續的應用與發展廣

泛的技能種類，並學習以不同的方

式來應用這些技能，以產生不同的

動作。學生應能享受與同儕溝通、

合作、競爭。學生應能發展如何在

運動或身體相關活動中改進自我表

現的認知，並學習辨認及評價自己

的成功。

此一階段的教學目標在於使學

生：

  能各別地或綜合地應用跑、跳、

投、接等基本動作；

  參與經適當規則修改的競爭性球

類運動【如：羽球、籃球、板

球、足球、曲棍球、合球、圓場

棒球、網球】，並能恰當運用基本

的進攻與防守策略；

  在活動中發展柔軟、肌力、技

巧、控制、平衡能力【如：透過

田徑、體操】；

  使 用 各 種 動 作（movement 

patterns）來表演舞蹈；

  參 與 能 自 我 挑 戰 的 個 人 及 團

體 戶 外 探 險 活 動（outdoor and 

adventurous activity）；

  能與自己過去的表現做比較，並

且能夠透過改進方案來達成個人

最佳表現。

（三）第三階段（11 至 14 歲）

建立在第一、二階段的學習

基礎之上，學生應該更有自信與能

力，並且能在不同的運動與身體活

動中應用自己學會的技術。學生應

能夠瞭解如何有效率的提昇表現，

並且在自己或與他人的工作中運用

這些原則。學生應該要能發展出在

校內、校外從事身體活動與運動的

自信及興趣，並且從中獲得長期的

健康益處。

此一階段的教學目標在於使學

生：

  能使用各種不同的戰術戰略在團

隊或個人球類運動中【如：羽

球、籃球、板球、足球、曲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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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合球、圓場棒球、橄欖球、

網球】進行對抗；

  使用進階的舞蹈技巧與形式來跳

舞；

  參與能考驗智慧與身體能力的戶

外探索活動，並且在個人或小組

的情境下學習團隊合作、信賴、

解決問題；

  能分析自己過去的表現，並藉由改

進方案來達成自己最佳的表現；

  能藉由社區資源或運動俱樂部在

校外從事競技運動（competitive 

sports）或身體活動。

（四）第四階段（14 至 16 歲）

學生應能勝任複雜且高負荷的

身體活動，並藉由參與不同的活動

來發展個人體適能、促進動態與健

康生活型態的養成。

此一階段的教學目標在於使學生：

  能使用並自行發展出各種不同的

戰術戰略在團隊或個球類人運動

中【如：羽球、籃球、板球、足

球、曲棍球、英式籃球（一種以

女性為主的運動項目）、圓場棒

球、橄欖球、網球】進行對抗；

  發展動作技術，並提昇自己在其

他競技運動【如：田徑、體操】

或其他身體活動【如：舞蹈】中

的表現；

  參與在不同環境下進行且能考驗智

慧與身體能力的戶外探索活動，並

且在個人或小組的情境下學習團隊

合作、信賴、解決問題；

  能分析及評價自己過去的表現，並

在身體活動中藉由各種不同的改進

方案來達成自己最佳的表現；

  能藉由社區資源或運動俱樂部在

校外規律地參與競技運動或身體

活動。

綜上所述，英國在第一階段的

規畫重點在發展學生的基本動作技

能；第二階段則開始藉由修正式的

競賽及其他相關的活動來學習簡單

的戰術概念並促進身體運動能力；

第三、四階段則藉由正式運動競賽

或其他具有挑戰性的身體活動來激

發學生在認知、情意、技能與運動

實踐方面的發展。

三、體育課程必選修規定與授課時數

英國近期乃至最新的國家課程

均將「體育」列為各學習階段「必

修」（如表 1），然而中小學每週應

安排多少體育時數則向來由學校自

訂，英國教育部及國家課程綱要並

無相關規定。

英國中小學體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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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階段一
（key stage 1）

學習階段二
（key stage 2）

學習階段三
（key stage 3）

學習階段四
（key stage 4）

年紀 5-7 歲 7-11 歲 11-14 歲 14-16 歲

年級 1-2 3-6 7-9 10-11

核心課程

英語
（English） ■ ■ ■ ■

數學
（Mathematics） ■ ■ ■ ■

科學
（Science） ■ ■ ■ ■

基礎課程

美術與設
計（Art & 
design）

■ ■ ■

公民
（Citizenship） ■ ■ ■ ■

電腦
（Computing） ■ ■ ■ ■

生活科技
（Design & 
technology）

■ ■ ■

語言
（Language） ■ ■ ■

地理
（Geography） ■ ■ ■

歷史
（History） ■ ■ ■

音樂（Music） ■ ■ ■

體育（Physical 
education） ■ ■ ■ ■

資料來源： DfE(2013a).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in England: Framework document（p. 6），作者重繪。

表 1　英國 2013 國家課程架構及必修狀況

為了改善青少年體育與身體

活動時數不足的狀況，英國政府自

2003 年開始實施「體育與學校及

社區運動俱樂部連結」計劃（PE, 

School Sport and Club Links strategy, 

簡稱 PESSCL），在三年的時間內挹

注約 10 億英鎊的經費，來改善學校

運動設施、提升學校教師 / 教練專

業能力、拓展學校體育與運動俱樂

部之連結，並成功的將「5-16 歲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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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每週運動兩小時」的比率，由

2002 年的 25% 提升到 2007 年的 86%

（Department for Children, Schools and 

Families [DCSF], 2007）。因為其良好

的實施成效，且乘著籌辦 2012 倫敦

奧運的氛圍，英國政府於 2008 推動

「青少年體育與運動促進策略」計劃

（PE & Sport Strategy for Young People, 

PESSYP）， 以 每 年 約 1.63 億 英 鎊

的預算來持續提升學校體育與運動

的軟硬體條件，並以「提供每位學

生每週五小時高品質學校體育與課

外 運 動 」 為 目 標（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 [DfES], 2008）。

除了對體育授課時數的影響，

PESSCL 及 PESSYP 似 乎 也 對 國 家

體育課程目標訂定有一定程度的影

響，舉例來說，2007 及 2013 的體育

課程目標即出現類似「教導或鼓勵

學生透過社區資源或運動俱樂部於課

外從事運動」的描述（Qualifications 

and Curriculum Authority [QCA], 2007a, 

2007b; DfE, 2013a）。

然 而，PESSYP 於 2010 年 起

逐步被刪除，以保守黨為主的英國

政 府， 肯 定 PESCL 及 PESSYP 的

貢獻，但認為此一由政府主導的政

策與其強調學校自主的精神並不

相符，青少年體育與運動相關政策

的主軸因此轉變為「各級學校自由

參加（由政府與民間合力資助舉辦

的）各級運動競賽」（Sport England, 

2013）。此一轉變對於學校體育授

課時數的影響為何，目前仍未有相

關文獻。筆者於 2013 年就此向幾位

英國學者及現場體育教師詢問此舉

的後續影響，所得到的答案均不樂

觀，其解釋為：「從英國過去的歷史

來看，凡是將體育時數交由學校自

訂，則時數往往會下降」。

根據官方公布的數據，2009

至 2010 年學校體育平均授課時數

為：小學每週平均 127 分鐘（佔

9-10% 課程總時數），中學每週平

均 107 分 鐘（ 佔 6- 8% 課 程 總 時

數）（DfE, 2013b）。

教材內容與教學方法

英國的體育課程雖然在歷次

改革過程中加入了健康與休閒的概

念，但仍舊保有相當濃厚的「競技

運動」及「身體表現能力」等元

素，其證據為特定的運動項目的相

關描述在歷次的體育課程大綱中均

持續出現（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DfEE], 1999; QCA, 

2007a, 2007b; DfE, 2013a）。

1988 年頒佈的國定體育課程，

除了英國傳統的球類運動、體操、

舞蹈、田徑，也開始加入「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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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休閒」之概念與相關活動（湯

添進，2001），並將教材內容擴充為

「球類、舞蹈、體操、田徑、戶外及

探險活動、游泳」等六大類（程瑞

福，2005）。自 1999 以後的體育課程

大綱，雖然改為以能力為導向撰寫模

式，但仍在相關的目標的後方加註運

動項目的描述（參閱第二大段「課程

目標」之內文），以供教師選擇教材

的參考；然而，在 1999 及 2013 年的

課程大綱中，游泳在第一及第二階段

皆被列為「必修教材」。

根據 2010 年的統計數據，英

國中小學每校平均安排 19 種運動

項目，前十名依序為足球、舞蹈、

田徑、體操、板球、圓場棒球、游

泳、網球、英式籃球、複合技能課

程（DfE, 2013b）。

除了運動項目選擇的調整，

1999 年頒佈的體育課程大綱也開

始出現「具備跨學科統整精神」的

教學指引，舉例來說：課程綱要

規定在教導特定健康與體適能知識

時，需與「自然科學」的特定教學

目標結合；有關運動欣賞與自我能

力描述的教學，需與「本國語言」

（English）作結合；舞蹈的教材需

與「音樂」作結合；戶外及探索活

動則可連結「地理」的教學目標。

除此之外，課程綱要亦有關於「融

合（inclusion）、 溝 通、 資 訊 融

入、健康與安全」等四方面的規定

與示例來指引教師的教學與課程設

計（DfEE, 1999）。

評量方式與規準

英國自 1999 年開始設置體育

課程評量標準，其作法是規劃貫穿

不同學習階段的「表現等級」（共分

八級），並明定每一個學習階段應到

達的基礎等級為何，然後由教師進

行轉化與執行。舉例來說，在第一

學習階段的最後一年結束以前（7

歲以前），學童必須具備「等級二」

的表現，即「學會簡單的技能。能

藉由模仿、記憶、反覆操作來表現

簡單的身體控制能力與協調…等」

（DfEE, 1999）。 評 量 所 用 的 表

現等級乃綜合認知、情意、技能等

內涵的描述，其內容具有相當的彈

性，教師得依照其描述選擇並發展

相對應的評量內容，並不侷限於特

定的運動項目。然而，在 2013 年

的體育課程大綱中，目前尚無關於

評量方式的規定。

結　語

英國國家體育課程除了依照學

生在不同年齡的身體與心理發展需

求來進行規劃，更明定學校課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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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安排不同屬性的運動項目與身體

活動，藉此培養必備的身體能力和

運動技術，以使學生「能勝任各式

身體活動」並「養成健康與動態的

生活習慣」。臺灣政府在規劃九年

一貫課程「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

課程綱要時，將過去課程標準中各

種運動項目及技能名稱等內容，均

改以較有彈性的「能力指標」來涵

蓋，試圖讓教師能正當的依學校環

境及學生能力規劃體育授課內容。

然而，賦予教師高度課程詮釋權的

結果，似乎也可能造就體育科授課

教師依其培育背景而各自解讀的狀

況。相較於此，英國體育課程在給

予彈性的同時，亦指示教材內容的

選用原則的這種做法，似乎較符合

教學現況，也較能確保學生多面向

身體能力的培養。

相較於臺灣常聽聞的「體育課

應該培養樂趣、帶得走的能力，避

免標準化技能學習及測驗所可能帶

來的挫敗感」等論述，英國國家體

育課程此次強調「透過具競爭性或

挑戰性的活動來發展及陶冶學生各

項學習目標」的價值取向（駐英國

代表處教育組，2011），亦值得臺

灣課程規劃者關注；然而，教師及

指導者如何塑造「恰到好處」的學

習情境，使學生在挑戰自我或學習

任務的過程中能「越挫越勇」而非

「喪失信心和興趣」，則有賴現場教

師專業素養與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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