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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十二年國教育已確定從 2014 年起實

施。教育部表示，其成功的關鍵在於國

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

是否轉變？若此價值觀無法改變，依然

強調考試，則一切教育改革皆會徒勞無

功。實施後，學生、家長的觀念都必須

轉變，未來學生不是只有讀書、考試，

應朝多元發展；學校教師的教學也必須

跟著改變，不能再以升學為導向，而應

思考「不考試，怎麼教？」。 （教育部，

2012）。基此，教育部頃刻正積極針對

國中階段各領域之學生學習成就評量標

準做研究並發展新的評量概念，以做為

落實十二年國教配套措施之一而努力。

筆者有幸參與此研發工作，希藉由本文

簡要的說明體育學科發展概況，以利國

中教師瞭解及在未來進行此新評量標準

時，能更加順遂為目的。

 

參考依據

本評量辦法之研發參考依據如下：

一、 以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實施要點中

教學評量之第（1）、（2）點成

績評量以能達成 分段能力指標為

原則，並考量十大基本能力的達

成情形；評量可在教學前、 中、

後實施，範圍應包括認知、情

意、技能與實踐等為本（教育部，

2008）。

二、 澳洲昆士蘭省健康教育與體育課

程、評量與報告之架構（昆士蘭，

2007）。

三、 教育部委託台灣師大體育系研究之

「訂定國家體育標準研究」（教育

部，1998）及「訂定學校體育國家

標準之教學內容與評量方法」（教

育部，1999） 二報告書之內容。

四、 多次學習成就評量標準諮詢會議

及工作小組會議之決議與共識。

程峻  台北市立長安國民中學教師

十二年國教之體育評量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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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原則

發展工作小組撰寫評量標準之原則

是希望能明訂不同表現等級中之標準描

述，提供學校教師作為評量學生學習成

就時之依據。採同一套標準，使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可追蹤及分析學生學習變化

趨勢，進而檢視目前課程與教學成效，

以做為政策改進之參考，概述如下： 

一、 採取「跨年原則」（亦即每學期

均可採用此標準來進行評量）進

行撰寫，原因 在於學生之學習發

展具有連續性，並非侷限於特定

學期，且本領域課程綱要 也將 7
至 9 年級視為同一學習階段，在

不同年級的發展實難以明確切割。

二、 主題：採用植基於教育理論且

廣為教師熟悉與使用的教學目標

分類方式訂出四大主題，分別為

「認知」、「情意」、「技能」、

「行為」。

三、 次主題：針對可評量的階段能力

指標，進行重整並加以結構化呈

現出八個次主題，分別為「運動

知識」、「技能原理」、「學習

態度」、「運動欣賞」、「技能

表現」、「戰術運用」、「運動

計畫」、「運動實踐」。

四、 以能培養學生自發性的參與意願

與態度，產生並維持健康或運動

行為，最終達到健康的身心靈，

為本領域之共同精神。

訂定表現標準

表現標準之訂定原則及架構（如表

1）內容如下：

一、 能力導向：依據國中階段體育相關

的能力指標所訂出的八項次主題，

將學生表現劃分為：A「優秀」、B

「良好」、C「通過」、D「不足」、

E「落後」五個等級，目的是希望擺

脫分數之迷失。

二、 通用原則：結合學習領域能力指標

之精神與理念，針對國中學生應具

備且適用各種相關議題與情境之能

力與技能，訂出通用的評量原則。

且考量到城鄉差距與師資、硬體設

備的不同，因此，不針對特定的運

動項目訂定評量標準，仍保留了各

校發展本位課程的空間與教師的自

主性。

三、 等級鑑別：表現標準反映出現場學

生表現樣態，以名詞（指出欲評量

的概念、知識、技能等元素）或副

詞（如深入地、廣泛地、大致地、

表1   體育科評量標準架構表

內容

標準
表   現   標   準

主

題

次

主

題

A B C D E

認

知

運

動

知

識

能深入地瞭解運動

規則、技術與戰術、

運動安全維護與預

防之原理原則和施

作方法及其他與運

動相關的知識。

能完整地認識運動

規則、技術與戰術、

運動安全維護與預

防之原理原則和施

作方法及其他與運

動相關的知識。

能大致地知道運動

規則、技術與戰術、

運動安全維護與預

防之原理原則和施

作方法及其他與運

動相關的知識。

能部分地明白運動

規則、技術與戰術、

運動安全維護與預

防之原理原則和施

作方法及其他與運

動相關的知識。

未

達

D
級

技

能

原

理

能深入地瞭解運動

技能的原理、原則

及要領，並能有效

的將影響學習之因

素，做出反映、省

思與提出改善策略。

能完整地認識運動

技能的原理、原則

及要領，並能適當

的將影響學習之因

素，做出反映、省

思與提出改善策略。

能大致地知道運動

技能的原理、原則

及要領，並能簡單

的將影響學習之因

素，做出反映與省

思。

能部分地明白運動

技能的原理、原則

及要領，並能在提

醒下有限的將影響

學習之因素，做出

反映與省思。

未

達

D
級

情

意

學

習

態

度

能積極地於日常生

活中，培養出正向

的學習態度、理性

的溝通行為、和諧

的人際互動及遵守

團體的規範和運動

精神與道德情操。

能主動地於日常生

活中，培養出正向

的學習態度、理性

的溝通行為、和諧

的人際互動及遵守

團體的規範和運動

精神與道德情操。

能適切地於日常生

活中，培養出正向

的學習態度、理性

的溝通行為、和諧

的人際互動及遵守

團體的規範和運動

精神與道德情操。

能在提醒下於日常

生活中，培養出正

向的學習態度、理

性的溝通行為、和

諧的人際互動及遵

守團體的規範和運

動精神與道德情操。

未

達

D
級

運

動

欣

賞

能深入地瞭解與尊

重各種運動之文化

背景和特色，並透

過欣賞運動比賽、

體驗美感，表現出

感動與讚美，且具

體的指出美感和分

享的態度。

能完整地認識與尊

重各種運動之文化

背景和特色，並透

過欣賞運動比賽、

體驗美感，表現出

感動與讚美，且簡

單的指出美感和分

享的態度。

能大致地知道與感

受各種運動之文化

背景和特色，並透

過欣賞運動比賽、

體驗美感，表現出

感動與讚美的態度。

能部分地明白與感

受各種運動之文化

背景和特色，並透

過欣賞運動比賽、

體驗美感，表現出

感動與讚美的態度。

未

達

D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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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次

主

題

A B C D E

認

知

運

動

知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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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D
級

技

能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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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與提出改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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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意

學

習

態

度

能積極地於日常生

活中，培養出正向

的學習態度、理性

的溝通行為、和諧

的人際互動及遵守

團體的規範和運動

精神與道德情操。

能主動地於日常生

活中，培養出正向

的學習態度、理性

的溝通行為、和諧

的人際互動及遵守

團體的規範和運動

精神與道德情操。

能適切地於日常生

活中，培養出正向

的學習態度、理性

的溝通行為、和諧

的人際互動及遵守

團體的規範和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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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團體的規範和運

動精神與道德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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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D
級

運

動

欣

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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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D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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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1   體育科評量標準架構表

內容

標準
表   現   標   準

主

題

次

主

題

A B C D E

技

能

技

能

表

現

能熟練地表現身體

基本能力、動作技

巧及操控器具，以

增進個人運動技能。

能正確地表現身體

基本能力、動作技

巧及操控器具，以

增進個人運動技能。

能基本地表現身體

基本能力、動作技

巧及操控器具，以

增進個人運動技能。

能部分地表現身體

基本能力、動作技

巧及操控器具，以

增進個人運動技能。

未

達

D
級

戰

術

應

用

能熟練地將運動規

則與技巧應用於活

動中，並多元的執

行 各 種 戰 術、 戰

略，以提升整體運

動表現。

能正確地將運動規

則與技巧應用於活

動中，並簡單的執

行 各 種 戰 術、 戰

略，以提升整體運

動表現。

能大致地將運動規

則與技巧應用於活

動中，並正確的仿

照 各 種 戰 術、 戰

略，以完成整體運

動表現。

能部分地將運動規

則與技巧應用於活

動中，並在提醒下

有限的仿照各種戰

術、戰略，以提升

完成整體運動表現。

未

達

D
級

行

為

運

動

計

畫

在日常生活中能多

面向地蒐集、判斷、

選擇運動資訊、產

品與服務，正確的

規劃符合個人需求

的專項運動，並在

過程中能不斷地自

我檢視與反省修正。

在日常生活中能適

切地蒐集、判斷、

選擇運動資訊、產

品與服務，合理的

規劃符合個人需求

的專項運動，並在

過程中能不斷地自

我檢視與反省修正。 

在日常生活中能基

本地蒐集、判斷、

選擇運動資訊、產

品與服務，大致的

規劃符合個人需求

的專項運動。

在日常生活中能有

限地蒐集、判斷、

選擇運動資訊，在

協助下粗淺的規劃

符合個人需求的專

項運動。 

未

達

D
級

運

動

實

踐

能 積 極 地 參 與 學

校、社區及地方舉

辦之各類型休閒運

動或專項的運動訓

練，並持續的實踐

於日常生活中，以

增進健康體適能及

運動技能。

能 主 動 地 參 與 學

校、社區及地方舉

辦之各類型休閒運

動或專項的運動訓

練，並經常的實踐

於日常生活中，以

增進健康體適能及

運動技能。

能 適 時 地 參 與 學

校、社區及地方舉

辦之各類型休閒運

動或專項的運動訓

練，並偶爾的實踐

於日常生活中，尚

可維持健康體適能

及運動技能。

能在提醒下參與學

校、社區及地方舉

辦之各類型休閒運

動或專項的運動訓

練，並極少的實踐

於日常生活中，且

有待改善健康體適

能及運動技能。

未

達

D
級

部分地、有限地）之文字交互運用

加以劃分。以呈現出在不同等級中

學生表現之程度差異。

評量方法概述

體育教學評量採多元評量的方式進

行，其方法概述介紹如下：

一、 評量內容：包括四大主題及細分的

八大次主題為範疇。然教學內容則

依各校自訂之運動項目為主。

二、 評量工具：認知向度（紙筆測驗、

隨堂口頭問答、學習單或回饋單、書

面或口頭報告）、技能向度（實作

評量、動作檢核表）、情意向度（學

生出缺勤及課堂常規紀錄表、問卷、

教師隨堂觀察、文字描述）、行為

向度（家庭聯絡簿、參與活動或比

賽之獎狀及其相關證明文件、運動

時數統計表。 

三、 評量配分：考量體育課以技能展現

為主，因此，所占比例應較重，其

他主題則可依教師的教學計畫做比

例的調整。

結語

十二年國教之實施已似箭在弦上，不

得不發之勢，雖然目前社會上仍有許多不

同的聲浪與爭論，但身為教育第一線老師

們是不能等待結果再行動的，我們須保有

高度的警覺心，走在潮流之前端，與時俱

進；以大破大立的思維，擺脫舊有的觀念，

積極創新、改造，打破分數的迷失，方能

達成實施十二年國教的初衷。此外，十二

年國教的實施因為升學壓力減少了，預期

教學上將可徹底落實正常化，學生有機會

學習更多元的知識與技能，這無疑為體育

教學帶來新的契機，讓大家更能重視並積

極參與體育活動。此際，我們當更投入心

力去好好規劃與設計有創意的教學活動，

才不至於枉費此大好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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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1   體育科評量標準架構表

內容

標準
表   現   標   準

主

題

次

主

題

A B C D E

技

能

技

能

表

現

能熟練地表現身體

基本能力、動作技

巧及操控器具，以

增進個人運動技能。

能正確地表現身體

基本能力、動作技

巧及操控器具，以

增進個人運動技能。

能基本地表現身體

基本能力、動作技

巧及操控器具，以

增進個人運動技能。

能部分地表現身體

基本能力、動作技

巧及操控器具，以

增進個人運動技能。

未

達

D
級

戰

術

應

用

能熟練地將運動規

則與技巧應用於活

動中，並多元的執

行 各 種 戰 術、 戰

略，以提升整體運

動表現。

能正確地將運動規

則與技巧應用於活

動中，並簡單的執

行 各 種 戰 術、 戰

略，以提升整體運

動表現。

能大致地將運動規

則與技巧應用於活

動中，並正確的仿

照 各 種 戰 術、 戰

略，以完成整體運

動表現。

能部分地將運動規

則與技巧應用於活

動中，並在提醒下

有限的仿照各種戰

術、戰略，以提升

完成整體運動表現。

未

達

D
級

行

為

運

動

計

畫

在日常生活中能多

面向地蒐集、判斷、

選擇運動資訊、產

品與服務，正確的

規劃符合個人需求

的專項運動，並在

過程中能不斷地自

我檢視與反省修正。

在日常生活中能適

切地蒐集、判斷、

選擇運動資訊、產

品與服務，合理的

規劃符合個人需求

的專項運動，並在

過程中能不斷地自

我檢視與反省修正。 

在日常生活中能基

本地蒐集、判斷、

選擇運動資訊、產

品與服務，大致的

規劃符合個人需求

的專項運動。

在日常生活中能有

限地蒐集、判斷、

選擇運動資訊，在

協助下粗淺的規劃

符合個人需求的專

項運動。 

未

達

D
級

運

動

實

踐

能 積 極 地 參 與 學

校、社區及地方舉

辦之各類型休閒運

動或專項的運動訓

練，並持續的實踐

於日常生活中，以

增進健康體適能及

運動技能。

能 主 動 地 參 與 學

校、社區及地方舉

辦之各類型休閒運

動或專項的運動訓

練，並經常的實踐

於日常生活中，以

增進健康體適能及

運動技能。

能 適 時 地 參 與 學

校、社區及地方舉

辦之各類型休閒運

動或專項的運動訓

練，並偶爾的實踐

於日常生活中，尚

可維持健康體適能

及運動技能。

能在提醒下參與學

校、社區及地方舉

辦之各類型休閒運

動或專項的運動訓

練，並極少的實踐

於日常生活中，且

有待改善健康體適

能及運動技能。

未

達

D
級

部分地、有限地）之文字交互運用

加以劃分。以呈現出在不同等級中

學生表現之程度差異。

評量方法概述

體育教學評量採多元評量的方式進

行，其方法概述介紹如下：

一、 評量內容：包括四大主題及細分的

八大次主題為範疇。然教學內容則

依各校自訂之運動項目為主。

二、 評量工具：認知向度（紙筆測驗、

隨堂口頭問答、學習單或回饋單、書

面或口頭報告）、技能向度（實作

評量、動作檢核表）、情意向度（學

生出缺勤及課堂常規紀錄表、問卷、

教師隨堂觀察、文字描述）、行為

向度（家庭聯絡簿、參與活動或比

賽之獎狀及其相關證明文件、運動

時數統計表。 

三、 評量配分：考量體育課以技能展現

為主，因此，所占比例應較重，其

他主題則可依教師的教學計畫做比

例的調整。

結語

十二年國教之實施已似箭在弦上，不

得不發之勢，雖然目前社會上仍有許多不

同的聲浪與爭論，但身為教育第一線老師

們是不能等待結果再行動的，我們須保有

高度的警覺心，走在潮流之前端，與時俱

進；以大破大立的思維，擺脫舊有的觀念，

積極創新、改造，打破分數的迷失，方能

達成實施十二年國教的初衷。此外，十二

年國教的實施因為升學壓力減少了，預期

教學上將可徹底落實正常化，學生有機會

學習更多元的知識與技能，這無疑為體育

教學帶來新的契機，讓大家更能重視並積

極參與體育活動。此際，我們當更投入心

力去好好規劃與設計有創意的教學活動，

才不至於枉費此大好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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