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體育‧第 153 期‧2016年‧04月

007

本 期 主 題

I S S U E

楊俊鴻  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以核心素養為導向的體育課程與

教學 

前言

目前歐盟各國、紐西蘭、

臺灣及未來中國大陸的國定課

程，都是以培養學生的核心素養

作為課程改革的重點。在學校教

育過程中，學生核心素養的習

得，主要是透過各領域與科目的

正式課程或者是其他的非正式課

程、潛在課程中來進行培養。

例如，透過健康與體育領域的

課程，可培養學生的「身心素

質」或「團隊合作」等的核心素

養；透過老師的身教，可培養

學生有關「道德實踐」的核心

素養。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

（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 PISA）

預計於2018年進行有關「全球素

養（global competence）」的評

量，屆時將採用電腦化評量，

評量的範圍涵蓋關於全球議題

的「知識」、「技能」、「態

度」，包含了「認知」與「非

認知」的項目（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

opment﹝OECD﹞，2016）。諸

如：全球就業力、青少年移動等

議題。此波以「素養」為導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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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改革及國際評比，已經成為

世界各國所關注的焦點議題。

什麼是「素養」？什麼是「核

心素養」？

首先，我們由「素養」一

詞談起。中文「素養」一詞，

就目前國內的用法，主要指涉

到二個英文用字，一即literacy，

例如：閱讀素養（ reading l i t -

eracy）、數學素養（mathematical 

literacy）  、數位素養（digital 

literacy）等；二即competence，

例如：核心素養（key competen-

cies）、成人素養（adult compe-

tencies） 等。這二個英文用字都

翻譯作「素養」，但是，有時

competence被翻譯作「能力」，

有時的literacy翻譯為「識讀」或

「知能」。然而，在這當中，就

造成了中、英文對應指涉關係的

混亂，以至造成大家都在談「素

養」，但是，實際是處於各自解

讀的狀況。

在 中 文 字 面 的 含 義 中 ，

「素」此字有一般的、平常的意

思，而「養」此字有涵養、修養

的意思，用較為通俗的話來說，

「素養」二字合用可以指「每個

人都應具備的涵養」。然而，這

個「涵養」到底是什麼？在不同

的歷史時期、研究報告或實際

的脈絡中，不同的專家學者各

自有其不同的解讀方式。literacy

一般指的是閱讀、書寫、計算等

基本的、一般的、人人都應具有

的知識與能力，西方自從宗教改

革、啟蒙運動以後，國民教育興

起，強調人人需閱讀聖經、需具

備讀、寫、算等等的基本知能，

因此，這個時期一個人是否具備

這樣的literacy就變的很重要。在

這時候，一個人若具備讀、寫、

算等等的基本知識與能力，或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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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足以稱為有「素養」了。然

而，從20世紀後期到目前的21世

紀初期，由於社會的快速變遷、

全球化及資訊科技時代的來臨等

因素，以傳統讀、寫、算為主的

literacy，是否還能夠足以作為現

在及未來「每個人都應具備的涵

養」？這時就受到相當程度的挑

戰了。

就「素養」的研究趨勢來

看，「素養」是指個體為了發

展成為一個健全個體，必須因

應生活情境需求所不可欠缺的

知識、能力與態度（蔡清田，

2011）；「素養」為「在培養一

個人成為獨立的個體過程中，所

建立的作為其人格發展的基礎」

（洪裕宏，2008）；「素養」一

詞見於古書，指「士」的平日修

養，包含識見、德性、價值觀

等；今日拿來翻譯現代西方人所

說的competencies允稱適當（劉

源俊，2012）。在這些定義中，

「素養」的概念已經超越了原本

literacy可以定義與解釋的範疇，

除了包含原有的讀、寫、算等工

具性知識與能力之外，更將態

度、德性、人格發展等價值性內

涵，做為組成「素養」的要素。

就此趨勢來說，「素養」指的是

身為一個人所應具備知識、能力

與態度的總合；因為一個人具備

這樣的「素養」，才足以生活在

複雜且快速變遷的21世紀現代社

會中。

接 著 ， 什 麼 是 「 核 心 素

養」呢？「核心素養」代表社會

中所有的個人成員應達到的共

同層次，「核心」代表應該達

成層次的最低共同要求，是每

一位社會成員都必須學習獲得

與不可或缺的關鍵且必要的素

養（蔡清田，2012）；「核心素

養」是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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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及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

識、能力與態度（國家教育研

究院，2014）；吳清山（2011） 

亦主張：「發展學生核心素養

（core competencies），提升學生

未來適應力，實屬重要的教育課

題。」簡要來說，核心素養是指

每一位國民為適應現在及未來的

生活，所必須擁有基本且重要的

知識、能力與態度。在教育的過

程中，這些基本且重要的素養之

培養，攸關學生及國家競爭力的

提升。就《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課程綱要總綱》（以下簡稱《總

綱》）的規範，核心素養係包括

「自主行動」、「溝通互動」、

「社會參與」三大面向，以及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系

統思考與解決問題」、「規劃執

行與創新應變」、「符號運用

與溝通表達」、「科技資訊與

媒體素養」、「藝術涵養與美

感素養」、「道德實踐與公民

意識」、「人際關係與團隊合

作」、「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九大項目，如圖1所示。

發展以核心素養為導向之體育

課程與教學

什麼是以核心素養為導向

之體育課程與教學呢？簡單來

說，就是在體育的課程設計與教

學實施過程中，能考量到《總

綱》三面九項核心素養的落實。

例如，在體育的課程與教學當

中，身體素質的培養、團隊合作

默契的培養及運動計畫的擬定與

執行等部分，均與核心素養的落

實有關。然而，《總綱》中所規

範的核心素養，如何進一步落實

在體育的課程與教學當中呢？以

下分四點進行說明及提供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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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核心素養的滾動圓輪意象。（資料來源：教育部，2014）

一、了解健康與體育領域核心素

養 與 學 習 重 點 的 意 涵 與 關

係

參據十二年國教健康與體

育領域草案（以下簡稱草案）

（國家教育研究院，2016），

「健康與體育領域核心素養」係

指《總綱》各教育階段核心素養

結合健康與體育領域的理念與目

標後，在健康與體育領域內的

具體展現。例如，國民小學教

育階段核心素養「E-A1」項目：

E-A1 具備良好的生活習慣，促

進身心健全發展，並認識個人特

質，發展生命潛能；在健康與

體育領域的具體展現則為：健

體-E-A1 具備良好身體活動與健

康生活的習慣，以促進身心健全

發展，並認識個人特質，發展運

動與保健的潛能。簡要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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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與體育領域核心素養」係

由《總綱》各教育階段核心素養

轉化而來。而「健康與體育領域

學習重點」係由「學習表現」與

「學習內容」兩個向度所組成。

「學習表現」常以「動詞」進行

敘寫，重視學生認知歷程、情意

與技能之學習展現（國家教育研

究院，2014）。例如：草案中的

2d-Ⅰ-2接受並體驗多元性身體活

動、3c-Ⅰ-2表現安全的身體活動

行為等。「學習內容」係指健康

與體育領域重要的、基礎的內

容，涵蓋本領域之重要事實、

概念、原理原則、技能、態度

與後設認知等知識（國家教育

研究院，2014）。例如：草案中

的Gb-Ⅰ-1游泳池安全與衛生常

識、Bc-Ⅰ-1各項暖身伸展動作

的認識等。

「健康與體育領域學習重

點」係由本領域的理念、目標與

特性發展而來，但「健康與體育

領域學習重點」應與「健康與體

育領域核心素養」進行雙向檢

核，以瞭解二者的對應情形。

二、以「學習表現」與「學習內

容」雙向度進行教材編選

「九年一貫課綱」的健康

與體育領域的教材編選係以「分

段能力指標」為依據，而「十二

年國教課綱」的健康與體育領域

的教材編選，須依據各學習階段

之「學習表現」和「學習內容」

所交織出來的二維向度進行教材

編選。健康與體育領域學習重點

的架構，提供各學習階段教材設

計的彈性，在不同版本的教材

中，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可以有

不同的對應關係（國家教育研究

院，2014）。透過「學習表現」

和「學習內容」所形成的矩陣，

轉化為各單元的主題名稱及其學

習目標，再依主題名稱及其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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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發展教案及教學材料。

三、十二年國教健康與體育領域

體 育 科 教 材 單 元 名 稱 發 展

之示例及說明

以下係參據草案（國家教

育研究院，2016），所發展出來

的單元名稱示例，並說明此示例

與核心素養之間的關係。

（一）國中體育科教材單元名稱

發展之示例及說明（表1）

在國一下學期的「棒球比

賽盜壘戰術的活用」體育單元

中，藉由棒球比賽的過程，培養

學生能活用盜壘的戰術，這種戰

術的活用，需打擊者與跑壘者雙

方或多方的團隊合作，才容易成

功。在這樣的教學活動中，有助

於「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此核

心素養項目的達成。國二下學期

的「危急情境的武術攻防應用技

巧」體育單元，強調在緊急的生

活情境中，能活用個人所學的武

表1   國中體育科教材單元名稱發展之示例及說明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3d-IV-2運用運動
比賽中的各種策略

1d-IV-2反思自己
的動作技能

2d-IV-2展現運
動欣賞的技巧，
增進生活美感體
驗

Hd-IV-1守備/跑分性運
動動作組合及團隊戰術

國一下學期單元名
稱：棒球比賽盜壘
戰術的活用

Bd-IV-1武術套路動作
與攻防演練應用

國二下學期單元
名稱：危急情境
的武術攻防應用
技巧

Ib-IV-2各種社交舞蹈
國三下學期單元
名稱：國際標準
舞的力與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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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基本技巧，進行攻防演練。在

這樣的教學活動中，有助於「身

心素質與自我精進」此核心素養

項目的達成。在國三下學期的

「國際標準舞的力與美」體育單

元中，透過學生國際標準舞的學

習，以展現肢體的力與美，並藉

此增進學生生活中的美感體驗。

在這樣的教學活動中，有助於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此核心

素養項目的達成。

（二）高中體育科教材單元名稱

發展之示例及說明（表2）

在高一下學期的「體適能

運動與飲食方案的執行與評估」

體育單元中，教師可教導學生擬

定一則「有效增進自己的體適

能」之方案，透過規律運動的安

排及飲食習慣的改進等方法，為

自己設計一個運動處方，以促進

自己良好的身體之發展。在這樣

的教學活動中，有助於「身心素

表2   高中體育科教材單元名稱發展之示例及說明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1c-V-2應用動作發
展、運動和營養知
識，設計適合自己的
運動處方，促進身體
發展，並運用於生活
當中

3d-V-2應用系統
思考與後設分析
能力，解決各種
運動情境的問題

1d-V-2評估運
動比賽的各項策
略

Ab-V-1體適能運動處
方設計、執行與評估

高一下學期單元名
稱：體適能運動與飲
食方案的執行與評估

Cc-V-1水域休閒運動
自我挑戰

高二下學期單元
名稱：溯溪活動
的挑戰與問題解
決

Hb-V-1攻守入侵性運
動技術綜合應用及團隊
綜合戰術

高三下學期單元
名稱：足球比賽
長傳急攻時機的
評估與團隊戰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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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與自我精進」此核心素養項目

的達成。在高二下學期的「溯溪

活動的挑戰與問題解決」體育單

元中，可藉由溯溪之體育學習活

動，培養學生運用系統思考以解

決不確定之運動情境的能力，例

如有效地分析天氣、河水及地形

狀況，為自己及團隊規劃一次安

全又具挑戰性的溯溪活動，以豐

富生活體驗。在這樣的教學活動

中，有助於「系統思考與解決問

題」此核心素養項目的達成。在

高三下學期的「足球比賽長傳急

攻時機的評估與團隊戰術」體育

單元中，在足球比賽的情境中，

教師協助學生評估各種傳球的時

機點，在攻與守的過程中，學生

能評估各種團隊戰術使用的時機

與利弊得失，讓學生能夠理解團

隊戰術使用在足球比賽中的重要

性。在這樣的教學活動中，有助

於「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此核

心素養項目的達成。

四、十二年國教健康與體育領域

體 育 科 教 材 單 元 設 計 之 示

例

表3係參據草案（國家教育

研究院，2016），所發展出來的

體育科教材單元設計之示例，以

供中小學教師作為參考。

結語

學生核心素養的培養並非

獨立於各領域或科目之外，而是

與各領域或科目的學習相輔相

成。十二年國教健康與體育領域

體育科的課程與教學，除了學科

內容的學習外，更強調像是學習

策略的活用、高層次思考及問題

解決能力的培養、團隊戰術的應

用、運動風險之評估及運動欣賞

等學習表現的歷程。核心素養的

培養強調透過展演、體驗、省

思、行動等學習歷程，學生能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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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十二年國教健康與體育領域體育科教材單元設計

領域／科目別：健康與體育領域／體育科

學習／教育階段：第三學習階段             教學年級：國小五年級

單元名稱：夏威夷草裙舞之美感體驗        總節數：四節

教學資源／設備需求：CD／VCD或DVD、環保材質之草裙

課程設計原則與教學理念說明：
       世界各國的民俗與地方舞蹈各有其特色，透過「夏威夷草裙舞之美感體驗」之課程與教學設
計，能讓學生認識與體驗不同國家或族群舞蹈的特色，並透過肢體活動的展現，以增進學生的美
感體驗。

學習目標

一、認識夏威夷之草裙舞。
二、欣賞夏威夷草裙舞之特色。
三、學習與體驗夏威夷草裙舞的基本舞步。
四、根據夏威夷草裙舞的基本舞步，進行舞步創新。

核心
素養

《總綱》

E-B3 
具備藝術創作與欣賞的基本素養，促進多元感官的發展，培養生活環境
中的美感體驗。
E-C3 
具備理解與關心本土與國際事務的素養，並認識與包容文化的多元性。

領（課）綱

健體-E-B3 
具備運動與健康有關的感知和欣賞的基本素養，促進多元感官的發展，
在生活環境中培養運動與健康有關的美感體驗。
健體-E-C3
具備理解與關心本土、國際體育與健康議題的素養，並認識及包容文化
的多元性。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2d-Ⅲ-1分享運動欣賞與創作的美感體驗。

學習內容 Ib-Ⅲ-2各國土風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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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續）   十二年國教健康與體育領域體育科教材單元設計

核心素養與學習重點
的詮釋與轉化

透過「夏威夷草裙舞之美感體驗」之課程與教學設計，可培養學生具備
身體活動相關的感知和欣賞的基本素養，發展學生的肢體動覺智慧，認
識與體驗不同國家或地區土風舞的特色，增進學生對於多元文化的理解
與美感的體驗。

議題融入 戶外教育、國際教育、環境教育

與其他領域／科目
的連結

藝術領域（可配合進行環保材質之草裙製作）

教學活動略案：

一、引起動機
藉由VCD或DVD撥放有關夏威夷草裙舞的影片，以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
二、教學活動
（一）教師講解夏威夷草裙舞基本舞步的要領。
（二）教師示範夏威夷草裙舞基本舞步的動作。
（三）藉由CD音樂的撥放，引導學生學習夏威夷草裙舞的基本舞步。
三、綜合活動
透過小組的成員合作，融合夏威夷草裙舞的基本舞步，創作新的舞步。

教學省思
（略）

參考資料：（如輔助教材、網路資源、參考書籍光碟等）
世界各國土風舞之網站及相關參考書籍

附錄：（如評量工具等）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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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地將所學運用於日常生活情境

當中。十二年國教健體領域體育

科的課程與教學，對於學生核心

素養的培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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