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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長久以來，各級學校因環境條件、

硬體設施、及教師專長等因素差異，導致

每所學校的體育科授課項目、內容與評分

方式皆不同，形成各校各自為政的情形；

再者，相同項目內容的評量結果亦可能因

教師主觀判斷而有所差異，而產生公平

性的問題。學校體育的教學與評量多依據

1956 布魯姆（Bloom）所區分的認知、

情意、技能三個領域設計，以身體活動為

主的體育科則是以技能領域為主要課程內

容，但姚漢禱曾（2002）指出，不同項

目的技能測驗各有其特殊屬性，須由具有

專業知識及專業經驗的教師勝任，但也容

易產生主觀評量的缺失。

為了提升國民素質，促進教育機會

均等，縮小教育落差，紓緩升學壓力，總

統馬英九先生於民國 100 年（2011 年）

管敏華  台北市景興國民中學教師

因應十二年國教體育
學習成就評量標準評分示例
──以七年級籃球為例

元旦文告中宣布，將於民國 103 年啟動

十二年國教，強調「在地就學」，建立優

質化、普及化的社區高中職，滿足學子各

項需求。而中最受關注的除各項升學比序

外，學生學習成績評量方式也將有所改

變，因此，教育部特別成立「學習成就評

量標準諮詢會議及工作小組」，藉以建

置能與九年一貫課綱能力指標相對應的

評量檢核指標，並提供全國教師進行教

學評量時的統一參照依據為目標，發展

出五等級評量方式之內容標準（content 

standard） 與 表 現 標 準（performance 

standard）的試行版。未來體育科之內容

標準係根據課綱制定而成，共分為四項主

題（認知、情意、技能、行為）及八項次

主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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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主題皆設計出符

合該項五等級之成就表現評量標準。本文

將就「技能表現」一項，分別介紹五等級

表現標準，並搭配學生表現示例做完整說

明。

何謂「表現標準」

「表現標準」是透過一段描述來說

明學生完成一個階段的課程學習後，呈現

其知識與技能所達到的程度；當學生接受

相同的學習內容卻呈現出不同的表現程度

時，必須透過「表現等級」加以區分，再

給予各表現等級不同的「表現描述」 （教

育部，2012）。因此一個完整的課程評

量，應包含五個等級的「表現標準」定義、

「表現等級」的區分、及各等級的「表現

描述」。

內容標準次主題「技能表現」一項

之概念為：「能表現出身體的基本運動、

動作技巧與器具操控等能力，及運動中

的穩定性、移動性及操作性動作，並從

模仿與嘗試錯誤中學習自我修正，使各

項動作能流暢並協調的運用於活動中」，

因此五等級的劃分，「表現標準」分別

定義如下：

A 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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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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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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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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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等級──未達 D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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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長久以來，各級學校因環境條件、

硬體設施、及教師專長等因素差異，導致

每所學校的體育科授課項目、內容與評分

方式皆不同，形成各校各自為政的情形；

再者，相同項目內容的評量結果亦可能因

教師主觀判斷而有所差異，而產生公平

性的問題。學校體育的教學與評量多依據

1956 布魯姆（Bloom）所區分的認知、

情意、技能三個領域設計，以身體活動為

主的體育科則是以技能領域為主要課程內

容，但姚漢禱曾（2002）指出，不同項

目的技能測驗各有其特殊屬性，須由具有

專業知識及專業經驗的教師勝任，但也容

易產生主觀評量的缺失。

為了提升國民素質，促進教育機會

均等，縮小教育落差，紓緩升學壓力，總

統馬英九先生於民國 100 年（2011 年）

管敏華  台北市景興國民中學教師

因應十二年國教體育
學習成就評量標準評分示例
──以七年級籃球為例

元旦文告中宣布，將於民國 103 年啟動

十二年國教，強調「在地就學」，建立優

質化、普及化的社區高中職，滿足學子各

項需求。而中最受關注的除各項升學比序

外，學生學習成績評量方式也將有所改

變，因此，教育部特別成立「學習成就評

量標準諮詢會議及工作小組」，藉以建

置能與九年一貫課綱能力指標相對應的

評量檢核指標，並提供全國教師進行教

學評量時的統一參照依據為目標，發展

出五等級評量方式之內容標準（content 

standard） 與 表 現 標 準（performance 

standard）的試行版。未來體育科之內容

標準係根據課綱制定而成，共分為四項主

題（認知、情意、技能、行為）及八項次

主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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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主題皆設計出符

合該項五等級之成就表現評量標準。本文

將就「技能表現」一項，分別介紹五等級

表現標準，並搭配學生表現示例做完整說

明。

何謂「表現標準」

「表現標準」是透過一段描述來說

明學生完成一個階段的課程學習後，呈現

其知識與技能所達到的程度；當學生接受

相同的學習內容卻呈現出不同的表現程度

時，必須透過「表現等級」加以區分，再

給予各表現等級不同的「表現描述」 （教

育部，2012）。因此一個完整的課程評

量，應包含五個等級的「表現標準」定義、

「表現等級」的區分、及各等級的「表現

描述」。

內容標準次主題「技能表現」一項

之概念為：「能表現出身體的基本運動、

動作技巧與器具操控等能力，及運動中

的穩定性、移動性及操作性動作，並從

模仿與嘗試錯誤中學習自我修正，使各

項動作能流暢並協調的運用於活動中」，

因此五等級的劃分，「表現標準」分別

定義如下：

A 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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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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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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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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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等級──未達 D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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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評分示例

依照上述表現標準五等級的定義，諮

詢會議及工作小組目前發展出適用於七年

級，籃球、排球、游泳及田徑起跑四種項

目，經過兩週四堂的教學後進行測驗、所

設計出的評分規準。本節以籃球單雙手運

球為示例，區分各等級評分規準後，對照

出符合各等級之作業示例，以文字敘述搭

配圖片說明，並在檢核一覽表中明列各等

級之差異。其他三項之評分示例，可自「國

民中學學生學習成就評量標準網站」下載。   

一、表現等級―― 評分規準

「籃球單雙手運球」依照表現標準五

等級的定義，評分規準如下：

（一）A 等級：

   1.  左右手均能做單手連續 上下、前

後與左右方向交互運球各10次以

上。

   2.  肢體動作正確且流暢。

3. 能穩定的操控球的方向。

4. 能熟練地應用運球技巧於活動中，

並多元的執行各種戰術、戰略。

（二）B 等級：

1. 左右手均能做單手連續上下、前後

與左右方向交互運球各 5-8次。 

2.肢體動作正確但稍不協調。

3.尚能穩定操控球的方向。

4. 能正確地應用運球技巧於活動中，

並簡單的執行各種戰術、戰略。

（三）C 等級：

1. 左右手均能做單手連續上下方向運

球，但前後與左右方向不明顯。

2.肢體動作尚正確但顯生硬。

3.不能穩定操控球的方向。

4. 能大致地應用運球技巧於。活動中，

並正確的仿照各種戰術、戰略。

（四）D 等級：

1.僅能做慣用手連續上下方向運球。 

2.肢體動作不正確。

3.不能操控球的方向。

4. 能部分地應用運球技巧於活動中，

並在提醒下有限的仿照各種戰術、

戰略。

（五）E 等級：未達 D 級。

傳統體育科的技能評分多以量化的計

量為主，如：次數、時間、距離等，在此

仍可做為客觀的標準，而評分規準中文字

的描述及動作檢核表，則可觀察學生動作

的完成度，做為主觀的標準；在此評量標

準中，若主、客觀標準皆達到，可評定為

較佳等級，若主、客觀標準只達到其中一

項，則評定為較次等級。

二、表現描述――作業示例

以下列表左側的文字敘述詳細說明

該學生為何評定為該等級的原因，右側

為學生受測時的動作表現圖片，完整動

作影片請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成就評

量標準網站」下載。

（一）A 等級

1. 左右手均能正確、熟練且穩

定地做單手連續上下、前後

與左右等各種方向交互運球

各10次以上。 

2.能穩定的操控球的方向。 

3. 肢體動作除非運球手臂之護

球位置略低外，餘均正確，

且整體流暢性。 

（二）B 等級

1. 左右手均能做單手連續上下

方向運球，唯球的位置稍偏

向身體後方；在做前後與左

右方向交互運球時，非慣用

手之前後移位方向較為不

明顯。

2.尚能穩定控制住球的方向。

3. 肢體動作正確，但稍顯不協

調。非運球之手臂雖有做出

護球動作，但不確實，整體

流暢性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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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會議及工作小組目前發展出適用於七年

級，籃球、排球、游泳及田徑起跑四種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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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圖片說明，並在檢核一覽表中明列各等

級之差異。其他三項之評分示例，可自「國

民中學學生學習成就評量標準網站」下載。   

一、表現等級―― 評分規準

「籃球單雙手運球」依照表現標準五

等級的定義，評分規準如下：

（一）A 等級：

   1.  左右手均能做單手連續 上下、前

後與左右方向交互運球各10次以

上。

   2.  肢體動作正確且流暢。

3. 能穩定的操控球的方向。

4. 能熟練地應用運球技巧於活動中，

並多元的執行各種戰術、戰略。

（二）B 等級：

1. 左右手均能做單手連續上下、前後

與左右方向交互運球各 5-8次。 

2.肢體動作正確但稍不協調。

3.尚能穩定操控球的方向。

4. 能正確地應用運球技巧於活動中，

並簡單的執行各種戰術、戰略。

（三）C 等級：

1. 左右手均能做單手連續上下方向運

球，但前後與左右方向不明顯。

2.肢體動作尚正確但顯生硬。

3.不能穩定操控球的方向。

4. 能大致地應用運球技巧於。活動中，

並正確的仿照各種戰術、戰略。

（四）D 等級：

1.僅能做慣用手連續上下方向運球。 

2.肢體動作不正確。

3.不能操控球的方向。

4. 能部分地應用運球技巧於活動中，

並在提醒下有限的仿照各種戰術、

戰略。

（五）E 等級：未達 D 級。

傳統體育科的技能評分多以量化的計

量為主，如：次數、時間、距離等，在此

仍可做為客觀的標準，而評分規準中文字

的描述及動作檢核表，則可觀察學生動作

的完成度，做為主觀的標準；在此評量標

準中，若主、客觀標準皆達到，可評定為

較佳等級，若主、客觀標準只達到其中一

項，則評定為較次等級。

二、表現描述――作業示例

以下列表左側的文字敘述詳細說明

該學生為何評定為該等級的原因，右側

為學生受測時的動作表現圖片，完整動

作影片請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成就評

量標準網站」下載。

（一）A 等級

1. 左右手均能正確、熟練且穩

定地做單手連續上下、前後

與左右等各種方向交互運球

各10次以上。 

2.能穩定的操控球的方向。 

3. 肢體動作除非運球手臂之護

球位置略低外，餘均正確，

且整體流暢性。 

（二）B 等級

1. 左右手均能做單手連續上下

方向運球，唯球的位置稍偏

向身體後方；在做前後與左

右方向交互運球時，非慣用

手之前後移位方向較為不

明顯。

2.尚能穩定控制住球的方向。

3. 肢體動作正確，但稍顯不協

調。非運球之手臂雖有做出

護球動作，但不確實，整體

流暢性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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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等級動作表一覽表

各範例依照不同等級在檢核表中動

作完成度不一，下列一覽表可清楚看出

不同等級表現之差異。動作說明的檢核

表，可讓不同教師對評分能有一致的標

準，且清楚判定學生動作的正確度，提

供現場教師做參考。

（三）C 等級

1. 左右手均能做單手連續上下

運球，但前後與左右方向的

動作則不明顯。

2.不能穩定操控球的方向。

3. 肢體動作尚正確，但略顯生

硬。雙腿彎曲度不足，身體

重心略高，非運球之手臂雖

有做出護球動作，但不確

實，眼睛無法自然地正視前

方，整體流暢性尚可。

（四）D 等級

1. 僅能做慣用手連續上下方向

運球。

2.不能操控球的方向。

3. 肢體動作不正確。雙腿直立，

身體重心太高，運球時，手

指無張掌且多以手掌心部位

拍球，眼睛無法正視前方，

非運球之手臂也無做出護球

動作，毫無整體流暢性。

（五）E 等級－未達 D 級。

項

次

表現等級 A 級 B 級 C 級 D 級

影片編號
01 02 03 04

動作說明（檢核表）

預
備
期

1. 雙腳開立，比肩膀稍寬？    
2. 雙腳一前一後，彎曲成半蹲狀？  
3. 身體重心微微前傾？    

動
作
期

4. 眼睛正視前方？  
5. 非慣用手平伸，做出護球動作？ 
6. 運球時，慣用手手指有做到張掌狀？   
7. 運球時，以手指指腹部位觸控球？   
8. 運球時，手臂自然屈伸壓球？   

跟
隨
期

9. 雙腿能配合運球節奏與方向伸屈？    
10. 身體重心降低？  
11. 能藉由身體來做出護球的動作？   

整體
流暢性

12. 身體各部位肢體間之聯合動作，具有連續性、

      協調性、節奏感與速度感？  

結語

面對十二年國教在教學評量上的變

革，目前所發展的學生學習成就評量標

準仍陸續建置中，而有關體育教學是否

能呼應十二年國教中「科科等值」的概

念，仍有待我們共同建立一套全國體育

教師共識的學生學習評量標準，希望能

藉此達到建立客觀評量標準及文化、提

供學生學力診斷進行補救教學、及增加

教師間專業對話及交流的效應，適時了

解學生學習狀況給予回饋，亦能提升教

師教學策略的改進。未來，陸續規劃建

置之評量標準將建立專屬網頁、並開發

成績紀錄系統，協助教師在現場教學能

順利實施，以完成預期的目標，而其是

否能順利推動，仍待繼續努力。

參考文獻

姚漢禱（2002）。體育測驗與評量。台北市：

師大書苑。

教育部（2012）。國民中學學生學習成就評量

標準【試行版】。台北市：國立台灣師範

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

表1   單雙手運球動作檢核標準及各等級表現示例動作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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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等級動作表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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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且清楚判定學生動作的正確度，提

供現場教師做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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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 等級－未達 D 級。

項

次

表現等級 A 級 B 級 C 級 D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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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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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作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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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
隨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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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暢性

12. 身體各部位肢體間之聯合動作，具有連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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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面對十二年國教在教學評量上的變

革，目前所發展的學生學習成就評量標

準仍陸續建置中，而有關體育教學是否

能呼應十二年國教中「科科等值」的概

念，仍有待我們共同建立一套全國體育

教師共識的學生學習評量標準，希望能

藉此達到建立客觀評量標準及文化、提

供學生學力診斷進行補救教學、及增加

教師間專業對話及交流的效應，適時了

解學生學習狀況給予回饋，亦能提升教

師教學策略的改進。未來，陸續規劃建

置之評量標準將建立專屬網頁、並開發

成績紀錄系統，協助教師在現場教學能

順利實施，以完成預期的目標，而其是

否能順利推動，仍待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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