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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哲賢  臺中市南屯國民小學校長

從學習主體談國小體育教學
設備器材設置應有的思維 

前言：從學習主體談起

臺灣國小教育課程改革從

民國82年9月所修訂的國民小學

課程標準，歷經民國90年起實施

之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階段，迄至

即將實施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課綱之研訂，其中體育課程實施

的內涵，從課程標準時代明確規

範田徑、體操、舞蹈、球類、國

術與民俗體育等類學習內容，轉

變為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以培養

帶得走的能力為理念之運動技能

與運動參與等體育能力指標為設

計課程內涵的依據，再到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課綱，透過學習表

現與學習內容等兩個學習重點，

期培養兼具知識、能力與態度的

體育核心素養。此從課程標準轉

變為能力指標，再到培養核心素

養的演變過程中，雖說是因應時

代的變遷與需要，然亦可看出課

程教學理念的轉變脈絡，從課程

標準之重知識與九年一貫課程

強調能力的學習，進而強化知

識、能力與態度兼顧的素養導向

學習，其理念之轉化，就誠如臺

中市政府教育局彭富源局長之常

言：「課程改革從課程標準的實

施到核心素養的培養之演變過程

中，老師應認清課程理念之轉

變，簡言之，就是課程標準時

代，老師偏重在教完學習課程之

內容、九年一貫課程則強調老師

要教會學生能力，相對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課程則希望老師能指

導學生學會核心素養，此『教

完』、『教會』與『學會』即是

82年修訂課程迄今的主要教學理

念之轉變。」因此，在這波課程

改革的脈絡中，以學生為學習主

體的體育教學亦成為時代之趨

勢，而教完、教會到學會就是由

教師主體轉變為學習主體的理念

轉變。又教育部體育署委託陳美

燕、施登堯（2017）所做之學校

體育教學設備器材現況調查與分

析計畫期末報告書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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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學校

運動場地、設備、器材充實與

否，是決定體育課程中所訂之

教材能否有效的進行教學之關

鍵」，可見場地、設備係關乎體

育教學品質、教學成效及學生學

習動機與表現的重要因素。另

張瀞文（2011）於親子天下雜誌

28期所撰之〈體育課該教會孩子

什麼？〉一文中，指出教育部統

計數據顯示：「國中小學生喜歡

上體育課的比率很高，國小有七

成五，國中有六成六；問學生最

喜歡的課是哪一堂？體育課一定

榜上有名」，可見從昔迄今，學

生對體育課的喜愛仍絲毫未減。

綜前所述，從持續保有學生上體

育課的樂趣與老師之專業展現著

手，讓老師會、想與能用體育場

地與設備，而學生喜歡、認真與

持續玩體育設備器材，正是設置

體育教學設備器材時應思考的核

心價值，因此，個人擬就學習主

體的理念，從教師、學生與資源

整合等相關角度延伸之理念談設

置體育教學設備器材時應有的思

維，陳述淺見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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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學生喜愛的體育教學設備器

材設置理念

「一個哨子一顆球，老師

學生樂悠遊，球場拋下一顆球，

孩子最愛躲避球，閃閃躲躲六年

過，男愛攻擊女會躲。」這是過

去常用來形容體育教學現場的一

段順口溜，此對體育教學雖帶有

幾分諷刺的意味，但從中亦可感

受到當時教師對體育教學之專業

與體育設備不足的無奈，同時值

得思維的是從學生樂悠遊中亦可

以覺知孩子還是喜歡上體育課。

惟若教師之專業與教學設備器材

均能具足，學生除了喜愛體育課

之外，在學習成效方面應該更能

提升其學習品質，展現其預期效

益，讓每位學生主動養成終身運

動的良好習慣。適逢教育部體育

署委託陳美燕、施登堯兩位教授

進行之「學校體育教學設備器材

現況調查與分析計畫」，案中指

出計畫主要目的在普查全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體育課程與教學所

需之必備設備器材現況，並建立

資料庫架構，且依此資料庫的資

料分析，將作為未來基層學校申

請補助之方案草案，據此，個人

認為政府花心思去了解學校體育

教學設備器材設置狀況，即有心

維護學校體育教學品質，因此，

學校在設置體育教學設備器材

時，即應掌握以下幾點器材設置

之核心理念再行之，以免變成花

瓶式的體育教學設備器材，而徒

增學校困擾。

一、安全唯一齊歡騰 

安全與體育設備器材的多

寡之組合效益，就像1與0的組合

一般，體育器材設備越多，代表

數字後面的0越多，學生學習的

效益就越大，其先決條件是代表

1的安全必須存在於0的最前面，

如是組合效益才能呈現最大化，

因此學校體育場地與教學設備器

材之設置的第一且唯一思維即是

「安全因素」，諸如，低年級擲

球活動之器材可直接使用棒壘球

嗎？直接使用正式跳高器材讓學

生學習跳躍，好嗎？低年級使用

木質跳箱安全嗎？想當然爾，從

安全的考量言之，它是不適宜的

設備器材，也許老師稍動腦筋就

會結合藝術與人文課程，教學生

製作大小與重量適合自己使用的

紙球、學校行政規劃購置泡棉材

質的軟球、老師改用橡皮筋學習

跳躍或購置軟質海綿跳箱，讓學

生得以使用安全的器材，操作相

關的體育活動，如是即可避免學

生使用不適暨不安全之設備器

材，而造成運動傷害並延伸日後

的後遺症與遺憾情形，老師也可

減少被投書檢舉的困擾，同時對

於安全無虞的場地與設備器材，

亦更能激發學生學習的信心，因

此，學校設置體育教學設備器材

當以使用安全為第一個、最優先

的考量，如是，學生、老師、家

長與行政必能齊歡騰而最終受益

學生。

二、興趣為上樂學習

體育教學設備器材係用來

協助學生順利學習的媒介，常言

道只要讓學生喜歡上你的課，你

的教學就成功了一半，此亦可說

明只要讓學生喜歡或不排斥體育

教學設備器材，體育課就能順利

圓滿地完成。為讓學生無懼於器

材且樂於持續學習，設置樂趣化

的教學設備器材，透過趣味性誘

發學生學習興趣，並引導其樂於

持續學習，亦是設置體育教學設

備器材者應有的思維，因此改變

材質與降低器材比賽標準等，讓

學生得以成功學習，實有其必要

性。以樂樂棒球、迷你網球、投

籃機、教室牆面設置之簡易攀岩

牆、樂趣化排球、改良體操課使

用之斜坡式滾翻軟墊等設備之設

置為例，都是以樂趣化器材為考

量，用來提升學生對設備器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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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與喜愛，進而樂於使用與學

習。前述思維能讓學生因喜愛而

「心動」，隨心動而願實際「行

動」，去嘗試、探索與體驗有趣

的設備器材，透過其過程就能令

其「感動」，對於是項體育設備

器材與學習活動就會產生「再行

動」的念頭，此正是「興趣為上

樂學習」的體育教學設備器材設

置之重要思維。

三、系統設施展身心

系統思維是解決問題的訣

竅，透過系統化的理念，將問題

依其特質分門別類後，再分析、

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與策略，終

必能順利圓滿解決問題。此思維

模式應用於體育教學設備器材的

設置，亦能發揮其最大功效。學

生之身心成長具有階段性發展的

特質，依該特質與現行課綱中所

規範的學習階段別，有系統地設

置體育教學設備器材，則是協助

體育教學安全順利開展學生身心

發展的不二法門。從「國小玩、

國中學、高中練、大學發展」的

體育學習與發展理念中，國小階

段的體育能力學習以體能、興趣

與基本運動技能的保有及提升為

主，因此，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

在國小時期分為低、中、高年級

三個學習階段，其體育教學設備

與遊戲器材等之設置，亦應依此

學習階段，有系統地分類設置。

例如遊戲設施、單槓高度、爬竿

高度與粗細及各種器材之材質，

均可依學生身心發展階段與學習

階段之不同，做系統化分類設

置。

四、方便無間持續學

體育教育的最終目的在培

養學生終身運動的能力、習慣與

行為，而學習之成效在於行為的

持續，因此，提供使用方便無間

的設備器材，是激發學生不間斷

學習的關鍵。校園內體育教學設

備器材，若能分門別類設置，諸

如韻律、舞蹈、體操教室、田徑

運動場、足球場、羽球、桌球、

籃球、樂活教室、挑戰性簡易攀

岩教室、室內外遊戲設施及其教

學所需使用的設備器材等，皆一

應俱全，再以周延的使用辦法，

在安全的規範下讓學生方便使

用，加上學校計畫性安排之各項

有意義的體育活動引導，何患學

校體育運動不普及。因此，學校

體育普及化，首應考慮體育教學

設備器材是否能方便學生使用並

持續學習。 

五、校本設施依特質

鼓勵學生積極向上，努力

爭取榮譽的過程中，常會因為

「第一」僅一難得，故如是勉勵

之：「我們不一定要爭第一，但

能得唯一就是自我能力特色的最

佳表現。」因此，以發展學生特

質的校本特色體育設施設置之理

念思維，亦是值得我們思考的議

題。當我們走進校園，看到設施

就可以感受到學校之校本運動特

色，此代表學校能依願景特色與

學生體育能力之特質，設置獨具

校本特色之體育教學設備器材，

例如走進到一所學校，就可以看

到學校操場放有多組足球門，綜

合球場上除了畫有躲避球場地

線，同時亦有多組簡易足球門置

於綜合球場旁，隨時可以供學生

踢球入門或隨時可以組合成足球

比賽場地進行足球相關比賽，從

這些設施，自然會認為足球是該

校之特色活動。又有學校發展桌

球，校園內到處可見桌球設備與

器材亦是一例。

六、遊戲設施繫教學

國小學生的體能會隨著年

齡自然增長，而體育教學係在順

其自然地引導學生之體能正常發

展，避免其他不良因素影響其成

長，因此有關學生體適能的學

習，體育教學之使命旨在為學生

解惑並保有其持續學習的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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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因此，學生體能的成長應重

其日常活動的鍛鍊，而非一週兩

節體育教學所能達成的目標，而

學生有了良好體能，課堂中的體

育技能學習自然就能水到渠成。

遊戲是學生從小就喜愛的活動，

日常生活中，若能適當規劃與體

能有關之安全遊戲活動或設施供

學生探索體驗，則更能促使學生

體能之正常增長。又學校遊戲設

施之規劃設置若能與教學課程相

結合，如是善用遊戲設施的教

學，必能讓體育教學發揮事半功

倍之效能。綜上，以學生為主體

的遊戲設施與體育教學相結合，

有助學生體適能與運動技能學習

的思維是值得肯定的想法。

七、風雨設施學無間

延伸前述體能係在日常活

動中增長茁壯的概念，學生的運

動習慣與行為亦是在日常活動中

養成，又前已述體育場地設備與

器材使用之方便性，會直接影響

學生使用意願，且連帶影響日常

活動之順暢，而天候狀況則更是

影響方便性的重要因素。因此，

從學習主體思量之，規劃設置風

雨無阻的運動場地設施，讓學校

之體育教學與活動風雨無阻，學

生體能成長才能落實於日常活動

中而無間斷。另每天持續運動才

能發揮運動的效能，學校設置風

雨無阻的運動場地與設備器材之

目的即在提供學生學無間斷的場

地，以養成其持續運動的習慣。

以體適能333計畫、體適能210、

SH150等方案為例，要讓孩子養

成每週規律運動的習慣，除了部

分有規律的家庭可做到之外，大

部分學生都需要透過學校安排的

規律活動始有機會確實達成方案

目標，因此，近年教育部體育署

推動之普及化運動以提升國民健

康體能計畫，學校若無設置無間

學習的風雨設施，普及化運動可

能僅是口號而已。

八、關鍵設施最優先

運動能力之學習能否產生

類化功能，端看關鍵能力的習

得，因此，舉一反三與類化學習

可謂為教育的臻境。以運動場域

區別之，運動可分為陸上運動與

水上運動，而水、陸上運動項目

中，足球可謂為陸上的全身運動

項目，游泳則為水上的全身運動

項目，因此，從運動能力之類化

學習過程中，先讓學生從小在足

球場上踢球追逐，有益其學習其

他陸上運動項目的體育能力（如

羽球、籃球、網球等等）；讓孩

子學會游泳，則有益其學習其他

水上運動項目的體育能力（如輕

艇活動）；另體適能的增長亦是

影響運動技能學習的重要因素。

如是，足球、游泳與體適能之能

力提升，可說是學習其他體育運

動項目的關鍵能力。因此，在設

置體育教學設備器材時，當思維

能產生類化學習的關鍵設施，理

當優先設置。

九、體育設施納生態

學習的目標在提升學生適

應生活的能力，生活則離不開環

境生態，因此，讓自然生態成為

體育能力學習的場所，亦是設置

體育教學設備器材時，值得思考

的課題。例如：利用安全的自然

生態環境，結合體育教育理念，

規劃校園定向運動與越野定向運

動設施等，均有益學生學習適應

實際生活的體育能力。以校園樹

屋為例（如圖１），下課時間是

學生休閒閱讀的好去處，結合體

育教學，指導學生親近自然，從

中學習登階、彎身繞樹、攀爬等

動作，讓學生有機會經營童年美

好記憶，使其成為未來美好人生

的回憶。另又如偏鄉學校，校內

並為現代化運動場地（如PU跑

道），每遇學校辦理運動賽事，

都需花費心力重新整理跑道線，

實有違方便性之理念思維，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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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結合學校附近生態環境，規

劃鄉間小路的越野賽跑活動，相

信學生心靈必能烙下深刻的印

象，必能建立每日跑步或健走有

益健康的觀念，進而日行之，其

中終身運動的習慣自然就養成。

十、整合資源展全才

團隊的時代來臨，成功可

不必在己；學校設備能齊全最

好，不足時結合社區亦可。以游

泳教學為例，一般學校均無設置

游泳池，但為提升學生游泳能

力，學校通常都會基於使用者付

費之精神，結合游泳池業者，實

施學生游泳教學，此資源整合的

理念，可以解決學校本身的限

制，讓沒有游泳池的學校亦能正

常實施游泳教育。此整合資源的

作法，除了可以減少學校對運動

場地設施之人力、物力與經費的

負擔外，亦能達到發展體育全才

之目標。

結語：莫忘設備器材設置的初

衷   

常言道：「巧婦難為無米

之炊。」又云：「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另根據美國學

者埃德加．戴爾（Edgar Dale）

所提出之「學習金字塔（cone of 

learning）」理論所示，透過親

身體驗、動手操作的學習，效果

最佳，可高達90%。體育教學設

備器材對體育教學而言，猶如前

述炊飯之米、善事之利器，加上

體育能力學習之獨特性，即非親

身體驗操作未能竟其功，此更突

顯體育設備器材對體育教學之重

要性，也就是說體育教學設備器

材之齊全與否，是決定體育教學

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設備器材

實居功厥偉。

從體育行政管理的觀點言

之，安全、經濟、實用、有效且

好用的設備，通常為學校規劃設

置體育教學設備器材時，最常考

量的原則，但體育教學設備器材

係幫助學生學習的媒介，教學與

學習順暢與否，端看使用設備器

材者之用心，因此設置「老師

能、學生愛」的體育設備器材，

才是真正以學生為學習主體的設

施。故讓老師會用、想用與能

用；學生喜歡玩、認真玩與持續

玩；讓學生對設備器材因心動而

願意行動，由行動而生感動並能

持續行動，此才是體育教學設備

器材設置之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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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校園樹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