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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器材設備在學校體育課
之重要性 

＞以課綱和核心素養觀點

前言

1999年在德國柏林舉辦之世

界體育高峰會中，焦點之一為體

育課課程時數的減少。為回應此

趨勢，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世

界衛生組織為首的國際非營利組

織，開始實行全球體育課調查，

以了解現況。直至今日，此調

查共實行3次，分別在2000年、

2007年及2013年。

2 0 1 3 年 的 全 球 調 查 中

（U n i t e d  N a t i o n s  E d u c a t i o n , 

Scientific and Culture Organization 

[UNESCO], 2014），共有232個

國家及自治區參與調查，關於體

育課設施與器材的部分，報告書

裡探討體育課設施、週邊輔助設

施、體育課器材及設施維護不周

的相關議題。在低收入國家或區

域裡，體育課設施及器材的供

給，比起前次調查有更加短缺的

傾向。分配不均加上現有設施器

材的維護不周，使體育課器材的

品質堪慮。調查報告書於後段結

論裡指出，此問題與經費不足有

關。

2013年的調查結果指出，全

球有44%的國家對體育課設施及

器材品質不滿意，僅26%的國家

滿意，另30%的國家覺得合適。

以區域區分，亞洲、大洋洲及北

美洲的滿意度較高，發展中區域

及低收入國家（如：拉丁美洲、

中東地區及非洲）則不滿意體育

課設施及器材的品質。

由上可知，教學設備器材

為學校體育教學不可缺乏的要素

之一。我國教育部曾於1981年修

訂公布「國民小學設備標準」，

其中對於「學校建築及其附屬設

備標準」和「體育科設備標準」

有明確規定，包括體育教學所應

設之場地、設備、器材種類和數

量的標準，以作為學校充實、改

善運動場地及設備之依據。接

著，2002年公布的「國民小學設

備基準」將原來700多頁的設備

標準簡化為32頁的設備基準（湯

志民，2006）。簡化的優點是減

少許多細項設備說明，但圖示和

說明不夠明確，造成學校和相關

單位各自解讀，造成資源分配

不均。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於1983

年，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

研究所針對全市119 所國民小學

作「體育設施現況調查研究」，

發現在體育場地方面，未達教育

部或臺北市政府的規定標準項目

達75%以上，以游泳池、棒、壘

球場、跑道、體育辦公室、足球

場比較嚴重；在運動器材與設備

方面，共調查運動器材設備109 

項，其中有35項為嚴重缺失，其

他74項，全屬應該補充之列。

近幾年，關於體育教學成

效的場地設備器材等文獻不多，

尤其是在實施九年一貫課程之後

的調查研究資料更少，且研究結

論幾乎都是設置率未達標準（于

騰蛟，1975；陳在頤，1975；邱

金松，1980；杜登明，1981；徐

元民，1983；蔡長啟，1983）。

因此，本文從課綱和核心素養觀

點，探討學校器材設備在學校體

育課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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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與體育領域課程綱要之核

心精神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課

程發展本於全人教育的精神，以

「自發」、「互動」及「共好」

為理念，強調學生是自發主動的

學習者，學校教育應善誘學生的

學習動機與熱情，引導學生妥善

開展與自我、與他人、與社會、

與自然的各種互動能力，協助學

生應用及實踐所學、體驗生命意

義，願意致力社會、自然與文化

的永續發展，共同謀求彼此的互

惠與共好。因此，課程綱要以

「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

終身學習」為願景，兼顧個別特

殊需求、尊重多元文化與族群差

異、關懷弱勢群體，以開展生命

主體為起點，透過適性教育，激

發學生生命的喜悅與生活的自

信，提升學生學習的渴望與創新

的勇氣，善盡國民責任並展現共

生智慧，成為具有社會適應力與

應變力的終身學習者，期使個體

與群體的生活和生命更為美好。

在 十 二 年 國 民 基 本 教 育

之 核 心 素 養 內 涵 （ 如 圖 1所

示），是強調培養以人為本的

「終身學習者」，分為三大面

向，「自主行動」、「溝通互

動」、「社會參與」。三大面

向再細分為九大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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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內容可參閱圖1。

圖1　核心素養意象圖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臺北市：作者。

為達成核心素養，在健康

與體育領域課程綱要方面，將學

習表現分為認知、情意、技能以

及行為四個面向。學習內容則

包括必修課程九項主題：A. 生

長、發展與體適能，B. 安全生

活與運動防護，C. 群體健康與

運動參與，D. 個人衛生與性教

育，E. 人、食物與健康消費，

F. 身心健康與疾病預防，G. 挑

戰型運動，H. 競爭型運動，I. 表

現型運動。表1為課綱內容、種

類、項目內容與基本器材設備之

示例，基本器材設備內容僅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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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課綱內容、種類、項目內容與基本器材設備之示例

課綱內容 種類 項目內容 基本器材設備示例

共通設備 共通設備

劃線器、器材放置架、電動打氣機、紅、黃、白
旗、手搖鈴、球袋、號碼衣、碼表、捲尺、石灰
粉、置物籃、記錄板、角錐、推水器、各類比賽計
分牌、多功能電子計分器、裁判臺、發令鎗、遮煙
板、計圈器、終點柱、道次箱、安全警示帶。

A.生長、發展  
與體適能 體適能 體適能

身高計、體重計、抗力球、身體活動對照表、常用
熱身流程圖、BMI、腰臀圍對照表、徒手肌力訓練
圖表、階梯臺、柔軟度測量器、仰臥起坐墊、肌力
測量、肌耐力測量、皮脂肪測量。

Ｂ.安全生活與
運動防護

a.運動傷害
與防護

運動傷害與
防護

整療床、關節夾板、頸圈、長背板、懸臂帶、三角
巾、溫度計、凡士林、冰敷袋、人工呼吸或CPR面
罩。

b.防衛性運
動

跆拳道 活動靶、道龜靶、練習袋、護具、大鏡子、力波
墊。

拳擊 拳擊手套、手靶、練習袋、護具、梨形球。

空手道 目標靶、練習袋、空手道護具。

柔道 柔道軟墊、柔道練習假人道具。

Ｃ.群體健康與
運動參與

a.運動知識 運動知識 掛圖、人體模型、骨骼模型。

b.水域休閒
運動

水上救生
救生圈、救生器材、長背板、捲繩器、救生員臺、
救生竿、救生繩、救生假人、浮標、心肺復甦訓練
模型。

衝浪 衝浪板、腳繩。

浮潛 面鏡、呼吸管、潛水蛙鞋。

划船 小船、獨木舟、划槳。

c.戶外休閒
運動

飛盤 回收專用飛盤、躲避盤、爭奪盤、一般飛盤。

自行車 自行車、安全頭盔、閃光燈、水袋背包

溜冰 手肘護具、手腕護具、膝關節護具

攀岩 攀岩繩、安全吊帶、安全頭盔、鉤環、海綿墊、粉
袋。

d.其他休閒
運動

射箭 弓（練習）、箭（練習）、靶、靶紙、練習用指套

舉重
簡易式舉重臺、槓鈴（15公斤x2）、槓鈴（20公斤
x2）、槓片（2.5公斤x8）、槓片（10公斤x8）、
槓鎖、護腕。

Ｇ.挑戰型運動

a.田徑
田賽

跳遠起跳板、三級跳遠起跳板、跳高海綿墊、跳高
架、跳高橫竿、鉛球抵趾板、鉛球、小插旗、鐵
餅、護籠或檔網。

徑賽 起跑架、接力棒、欄架。

b.游泳

游泳 消波水道繩、五公尺轉身線、出發臺、浮板、浮
條、浮球、游泳圈。

水球 水球門、水球、水球網。

蹼游 長蹼蛙鞋、短蹼蛙鞋、浮潛面鏡、浮板、阻力划手
板、專用呼吸管、側列式呼吸管、單片蹼。

H.競爭型運動

a.網／牆性
球類運動

排球 排球柱、排球網、排球、軟式排球。

桌球 桌球檯、桌球網、桌球拍、桌球。

網球 網球柱、網球網、網球拍、網球、球場擋球網、軟
式網球拍、軟式網球、球推車。

羽球 羽球網、移動式羽球柱、羽球拍、羽球。

b.攻守入侵
性球類運
動

籃球 籃球架、籃球網、6號籃球、7號籃球。
橄欖球 擒抱碰撞墊、球門、橄欖球、頭部護盔（具）。

足球 足球門、足球網、足球。

合球 合球柱、合球籃、合球。

手球 手球門、手球網、2號手球、3號手球、手球場護
網。

五人制足球 足球門、足球網、足球。

草地曲棍球

曲棍球球門、比賽球、曲棍球專用電子計分牌、換
人牌、守門員裝備、曲棍球棍、標誌椎、球員休息
坐椅、背負式吹葉機、球場防護網、曲棍球專用戰
術版。

c.標的性球
類運動

高爾夫球 木桿、鐵桿、推桿、打擊練習墊、空心球、高爾夫
球。

撞球 撞球檯、巧克、砂紙、撞球桿、花式撞球、司諾克
撞球、皮頭、三腳架。

木球 球門、球桿、球。

法式滾球 比賽球組。

d.守備╱跑
分性球類
運動

棒球╱壘球
壘包、棒球投手板、壘球投手板、本壘板、擋球
網、打擊練習臺、鋁球棒、手套、棒球、壘球、九
宮格練習座、雙耳護帽。

Ｉ.表現型運動

a.體操 體操 小海綿墊、大海綿墊、跳箱、大鏡子、音響

b.舞蹈 舞蹈

節拍器、扶手、鏡牆、多媒體器材、空調設備、儲
藏櫃、置物櫃、黑（白）板、彩帶、紙扇、手鼓、
皮鼓、鼓槌、木魚、木梆子、響板、木琴、鑼、有
氧階梯、軟墊／瑜珈墊、瑜珈球、彈力繩／彈力
帶、呼拉圈。

c.民俗性運動

扯鈴 專用扯鈴、培鈴、鈴棍、專用繩。

跳繩 單人繩、雙人繩、大繩。

武術 腰帶、軟刀、木刀、軟劍、木劍、木製槍頭槍、鋁
製槍頭槍、藤棍、器材架、沙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表1（續）   

課綱內容、種類、項目內容與基本器材設備之示例

課綱內容 種類 項目內容 基本器材設備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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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器材項目，提供學校建置自

己學校特色的運動項目所需之基

本器材設備參考。

結語

十二年國教的實施精神與

學校教學現場有所差異，十二年

國教所規範的授課種類與項目和

目前現場進行教學之項目有所落

差。國小的課程發展與教學種類

不同於國高中，孩子們身體能力

差異也相當大，造成場地與設備

容易分配不均。另外，國小教師

證無分科登記，也造成許多非體

育專業教師的教學，都直接或間

接影響十二年國教理念的落實。

學生、教材、教師、學習

分組、教學計畫、場地設備、教

學目標為體育教學的七大要素，

其中，學校運動場地設備更是學

生學習教材的必要條件。學校運

動場地、設備、器材充實與否，

是決定體育課程能否有效進行的

關鍵。因此，學生的學習活動、

教學的進行以及教學的效果，都

和場地設備有絕大的關係；而且

體育課程之學習因為有大範圍的

肢體活動，受場地限制的程度絕

對大於其他科目。由此可知，場

地、設備品質之良窳及數量多

寡，足以影響體育教學品質、教

學成效及學生學習動機與表現。

除了有教學設備器材資源

分配不均，造成強者恆強，弱者

恆弱的現象外，部分學校對於運

動場所與設備器材的配置、維護

與更新，也缺少整體發展計畫，

無法呈現其教育本質。另外，因

應國際趨勢、政策變遷以及學生

規模，設備器材標準應彈性調

整，以尊重其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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