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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在於依據精熟動機氣候方案 6 個結構元素 TARGET（任務、自主性、確認、

分組、評量、時間），設計適合於幼兒體能的教學設計。以 5 位任教 10 年以上資深幼兒

體能教師為訪談對象。以幼兒體能專家進行團體訪談，分為兩大步驟，第一、透過文獻

分析將 TARGET 元素先讓 5 位幼兒體能教師充分了解「精熟動機氣候方案 TARGET」，

編擬融入 TARGET「精熟動機氣候幼兒體能教學設計草案」。第二、再經 5 位資深幼兒

體能教師進行小組訪談，經過 3 次小組討論反覆回饋方式分析，歸納編擬適用於臺灣本

土的「精熟動機氣候幼兒體能教學設計方案」。幼兒時期為動作學習的關鍵期，為未來

發展複雜動作的基礎，精熟動機氣候 TARGET 的主要精神在於強調教師在教學設計必

須營造成就的動機氣氛，強調幼兒個體的自主性，以激勵的方式鼓勵動作技巧的學習，

運用回饋模式讓幼兒及教師雙方，確認學習的成效。在未來研究將此方案以實驗設計方

式進行實證研究。 

關鍵詞：成就動機、基本動作、動作技巧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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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Pre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 Design 

Using the Mastery Motivation Climate Project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velop a course design for preschoolers based on the 

6 structural elements, including task, authority, recognition, grouping, evaluation, and time. 

The participants were the five teachers who have engaged in pre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A two-stage focus group interview was performed. At stage one, the 

authors introduced the mastery motivation climate project and its key elements to the five 

pre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then helped the teachers develop the draft 

pre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 design. At stage two, the five teachers were interviewed 

and the pre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 design was formed based on three interview 

sessions. A motivation climate project suitable for the Taiwanese population was developed. 

Preschool stage is a critical period for motor learning and is fundament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re sophisticated motion. The mastery motivation climate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that 

teachers should strive to create achievement climate, to enhance autonomy for preschoolers, 

to encourage motion and skill learning, and to receive feedbacks from preschoolers when 

designing courses so as to ensure learning outcomes. Future research endeavors should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TARGET project through the use of experimental design. 

Keywords: achievement motivation, fundamental motor, motor skill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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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動機氣候（motivational climate）理論運用在體育運動方面相當廣泛，例如：體育

教學（劉義群，2004）、教練領導（陳其昌，1997）等。動機氣候理論源自於成就目標

理論(achievement goal theory )，成就動機理論是以社會—認知架構(social-cognitive 

framework)為核心，強調個體在成就情境中所知覺或追隨的成就目標，如何與學習歷程

產生互動(Ames, 1992)。蔡俊傑、蔡文勝（2011）指出個體在追求成就情境下，行為的

目標主要在展現高能力或避免展現低能力，個體在不同的成就情境中，所知覺或追求的

成就目標如何與學習歷程產生互動，並進而去解釋人的成就動機。動機氣候動機氣候會

隨著個體所強調之目的不同而改變，所創造出來的環境氛圍也會有所差異。個體會透過

兩種不同的觀點來判斷自己能力的高低，一種是個體採用自我參照的成功概念，透過發

展或掌控新技能，付出最大的努力，改善提升自我的表現，稱之為「工作取向」(task 

orientation)；另一種是個體透過社會比較的成功概念，以超越他人或是付出最少的努力

達到與他人相等，証明自己的能力，稱之為「自我取向」(ego orientation)(Nicholls, 1989)。

換言之，工作取向動機氣候主要強調自我學習與增進技巧，自我取向動機氣候主要強調

超越或打敗他人（蔡俊傑、蔡文勝，2011）。但亦有學者將動機氣候區分為精熟目標

(mastery goal)及表現目標(performance goal)，精熟取向與工作取向相同，而表現取向與

自我取向相同。 

精熟動機氣候（mastery motivational climate, MMC）方案是 Ames (1992) 根據

Epstein (1988)6 個層次所設計的教學方案，此 6 個層次分為任務 (task)、自主性

(authority)、確認(recognition)、分組(grouping)、評量(evaluation)、時間(time)(簡稱為

TARGET)。TARGET 各層面細部工作，許多學者在不同情境下依據不同的科目領域各

有不同的研究(Epstein, 1988; Robinson & Goodway, 2009; Robinson et al., 2009)。精熟動

機氣候方案在教學上適用於各年齡層次，在許多的教學研究上精熟動機氣候方案，對於

學生的學習效果都有正面的影響效果(Solmon, 1996; Treasure & Roberts, 2001)。特別在

兒童的動作學習(Martin, Rudisill, & Hastie, 2009; Robinson & Goodway, 2009; Valentini & 

Rudisill, 2004)，精熟動機氣候方案對於兒童的動作學習有良好的效果。Robins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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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way( 2009)、Robinson et al.(2009)研究將幼稚園學生分為「精熟氣候組」與「低自

主性組」以精熟動機氣候方案介入實驗教學，研究發現「精熟氣候組」在目標控制(object 

control, OC)、自覺身體能力(perceived physical competence, PPC)均明顯優於「低自主性

組」。Robinson (2011)為求精熟動機氣候方案介入的有效性，繼續將此研究再次實驗，

所得結果仍是「精熟氣候組」在目標控制(object control, OC)、自覺身體能力(perceived 

physical competence, PPC)均明顯優於「低自主性組」。另外，自覺身體能力對於幼兒的

動作技能學習與發展，也具有相當重要的關連性，自覺身體能力是人的身體感知能力，

身體感知能力較高的幼兒，會具有較高的自信心、較勇於挑戰自己的能力，並且能享受

學習動作技能的過程。自覺身體能力也是激勵年輕者學習的動力關鍵(Robinson, Rudisill, 

& Goodway, 2009; Valentini & Rudisill, 2004)。 

美國國家體育運動協會（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port and Physical Education, 

NASPE）強調基本動作技巧在人生歷程早期的重要性，特別是學齡前的兒童，因此本

研究將學齡前的兒童的動作技巧學習列為主要研究對象，並應用「TARGET」方案之概

念，將任務、自主性、確認、分組、評量與時間這六類結構要素融入動機調整方案的設

計中，以建立支持精熟目標的班級環境。具體的動機調整策略如透過設計學生的學習作

業、評量和表揚學生的技巧、學生在學習時的自主程度、甚至是分組的方式等管道傳達

給學生。綜合上述研究，本研究目的旨在依據精熟動機氣候方案 6 個結構元素 TARGET

（任務、自主性、確認、分組、評量、時間），設計適合於幼兒體能的教學設計。 

貳、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文獻探討法、配合實地訪談。文獻探討以近年國內外文獻為主，而實地

訪談以臺中市 5 位來自於 5 所幼兒園之資深幼兒體教師為訪談對象；訪談對象均在幼兒

園授課超過 10 年以上資深幼兒體能教師。 

而本研究所指的幼兒，是依據 2011 年 6 月 29 日公佈的《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幼



˙精熟動機氣候方案在幼兒體能教學設計之研究

 

35 

兒是指「指二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之人。」 

二、研究步驟 

在研究步驟分為兩個步驟： 

步驟一、透過文獻分析歸納整理精熟動機氣候的相關元素，並主要參酌 Valentini, 

Rudisill, and Goodway (1999)的理論架構將 TARGET 翻譯為中文，並將 TARGET 內容元素 6

元素所具備的要項，先讓 5 位幼兒體能教師充分了解「TARGET 精熟動機氣候方案」，

先行編擬融入「TARGET 精熟動機氣候幼兒體能教學設計草案」。 

步驟二、分為 3 次小組討論，每次均將教學設計草案逐項討論，經 5 位資深幼兒

體能教師進行小組訪談，交互式的討論。經過 3 次小組討論反覆回饋方式分析，歸納「精

熟動機氣候幼兒體能教學設計方案」。 

表一、「精熟動機氣候方案」TARGET 六大元素摘要表 

Task（任務） 

1.每項的器材設置與發展適當活動，皆由教師規劃。 

2.每項均為多元任務的設計，學生可以在每站中，從多種方式自由
探索與任務表現。 

3.每項均融入不同的挑戰層級（每項動作時段、共有兩項目標控制
(object control, OC)技巧，分為 3 個難度層級與共有 6 個活動可供選
擇）。 

Authority（自主性） 

1.學生有參與建立適當行為規則的機會。 

2.學生有成為領導角色的機會。 

3.學生有獨立選擇活動和挑戰層級的自由。 

4.教師幫助學生學習，學生決定學習過程。 

5.學生自己決定選擇所要進行的活動項目、要停留多久以及和誰一
起操作。 

Recognition（確認） 1.確認學生個人每天的努力、學習成就和修正。 

Grouping（分組） 

1.學生可自己分組選擇和執行，可以在不同的小組、與同儕或個人
獨自執行。 

2.整個操作過程的分組並沒有硬性規定。 

Evaluation 
（評量） 

1.表現的的知識與結果，均在各站活動與任務。 

2.教師的評量是依據學生的努力與活動過程。 

Time（時間） 
1.確定學生每個動作操作時間的長短（每 6 個 OC 技能的教學從 0
到 144 分鐘範圍內，共 432 分鐘的動作教學）。 

資料來源：Valentini, N. C., Rudisill, M. E., & Goodway, J. D. (1999). Teaching Elementary Physical 

Education, 70,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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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處理 

小組討論時以錄音、錄影做成逐字紀錄稿，再依據逐字紀錄稿整理分析。小組第

二次討論時，會將第一次的結論分送 5 位資深幼兒體能教師再行確認；第三次討論時，

會將第二次的結論分送 5 位資深幼兒體能教師再行確認，如此循環達成結論。 

叁、結果 

一、「精熟動機氣候幼兒體能教學設計方案」 

「精熟動機氣候幼兒體能教學設計方案」(如表二)是依據國內外文獻探討和資料分

析，且與 5 所幼兒園之資深幼兒體能教師進行小組訪談，並經 3 次逐項討論後所擬定，

同時將「TARGET」的六類方案結構要素：任務、自主性、確認、分組、評量與時間融

入動機調整方案的設計中。「精熟動機氣候幼兒體能教學設計方案」所規劃的時間為 9

週，並且提供了「精熟動機氣候幼兒體能教學課程範例」(如表三)以及「精熟動機氣候

幼兒體能教學課程學習單」(如表四)。幼兒每週都會接受二天的「精熟動機氣候幼兒體

能教學課程」（目標控制技巧指導課程），每一次的教學課程時間為 30 分鐘，課程內容

包含了 3-4 分鐘的動機引導與 2-3 分鐘的暖身活動和 20 分鐘的兩個目標控制技巧指導

及一個 2-3 分鐘的整理活動，持續 9 週共有 18 天的目標控制技巧指導課程，其指導的

總時間量為 360 分鐘。在每節 30 分鐘的目標控制技巧指導課程當中，孩子們都會參與

操作兩項不同的目標控制技巧，每項都有三個發展適當的動作難度層級（即低、中、高），

共有六個活動可供幼兒選擇。目標控制技巧指導是根據發展的模式，依據幼兒「目前在

發展上所表現的能力」，分析內容用以規劃每節課所要操作的難度 (Rink, 2006)。 

幼兒在每週參與二天的目標控制技巧指導課程的過程中，均可自由選擇自己所要

操作的活動、難度挑戰層級和操作時間，且有參與制定操作規則和方法的機會，也可以

自行選擇單獨、分組、與同伴或以小團體的方式來進行。在 Robinson and Goodway (2009) 

的著作中可以找到更多有關目標控制技巧與目標結構調整的細節。當幼兒每次在進行操

作的同時，老師必需依據每位幼兒的努力、改善和學習成果進行觀察及評量，並且每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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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都讓幼兒知到他們努力和能力的評估成果。 

二、「精熟動機氣候幼兒體能教學課程」規劃 

每位孩子的動作技能發展都不盡相同，因此在設定學習目標時，必需考慮到個別

的差異性，並以差異性來設定個別的動作學習目標。學習目標的設定必需符合幼兒現階

段的能力表現，才能有效的幫助幼兒學習與發展。當動作學習設定了目標時，幼兒會更

努力的去達成，並且能瞭解學習技能的目的 (Tubbs, 1986)。Gallahue(1996)對於體育課

程發展的基礎內容，提出了技能、動作、活動、健康及知識為構成動作學習認知概念的

五項要素。因此，「精熟動機氣候幼兒體能教學課程」是依據幼兒基本動作技能爬、滾、

走、跑、跳和投擲等目標控制技巧所規劃，且大多是以大肌肉為主的動作操作技能，並

將動作技能分成低、中、高三個動作難度層級，讓幼兒能自由選擇自己所要操作的活動，

進而達到自主學習的學習效果。幼兒所從事的運動遊戲，大部份都是以大肌肉為主（臺

灣幼兒教育百科辭典，2001）。成功的目標設定需涵蓋具有挑戰性 (challenging)、可以

達成 (attainable)、能具體實行 (realistic) 與特殊性 (specific) 四要素，才能改變動作技

能的表現 (Gould, 2006)。另外，對於課程主題內容的設計方面，應善用日常生活中的

人、事和物，在安全考量之下廣泛的創新教學方式，並將課程內容趣味化及故事化，以

利吸引幼兒參與學習的意願。在規劃設計幼兒體能課程的架構時，應以安全、創新和有

趣為主軸，並且兼具生活化、故事化及新鮮化才能符合幼兒的發展特性(Grant, 2005)。 

三、「精熟動機氣候幼兒體能教學課程」教學流程 

雖然有規劃完善的動作方案，但指導者在執行時的指導方式，也是影響動作方案

成效的主要原因之一。沈連魁（2004）指出，遊戲能促進幼兒在認知學習上的理解與運

用，所以指導員必需善用不同的學習方法，方能提升幼兒對動作技能學習的樂趣與效

益。Nicholls 斷定「主動參與」和「實際操作」是成就動機的兩個主要因素。「主動參

與」是幼兒自覺身體能力的一種行為表現，是幼兒在以往的環境中有關動作技能表現的

成就經驗。指導者可運用此項特性，讓幼兒能主動參與所規劃的動作技能學習方案。參

與只是一種手段，當一個人主動參與結束之後，其學習效果會優於其他人(Nicho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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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主動參與的幼兒為了要表現出控制動作技能的能力，因而會更努力的表現與學

習。「實際操作」是幼兒掌控動作技能經驗與自信的一種表現方式。當幼兒對自己掌控

動作技能有自信時，會較勇於表現或嘗試學習新的動作技能，且在表現或學習的過程獲

得滿足感。「精熟動機氣候幼兒體能教學課程」教學流程包含：引起動機、暖身活動、

主要活動與整理活動。 

（一）引起動機 

有效學習的重要關鍵是動機(Deci & Ryan, 1985)。指導員可運用生動、活潑和

有趣的故事作為引導，激發幼兒豐富的好奇心及想像力，進而引發幼兒主動參與遊

戲課程的內在動機，讓幼兒能在輕鬆和愉快的情境中學習，進而提升動作學習之效

益。幼兒階段的孩子個個都充滿著豐富的想像力，只要善加運用趣味性的故事引

導，通常都能夠引起幼兒參與和學習的動機。0-6 歲是成長最快速、模仿力最強及

想像力最為豐富的階段（林曼蕙，1988；盧美貴，1988）。王健次（1978）指出，

幼兒運動指導者為了吸引幼兒的注意力，必需運用特殊語言來引起幼兒的參與興

趣，其特殊語言涵蓋了生活中所有的人、事和物，如身體部位名稱、方向、數字及

用品等，此對幼兒之語言能力發展亦有所幫助。因此，指導員必須設計出能引起幼

兒學習動機的遊戲方法，使幼兒能夠主動參與以及持續練習(Lee & Wishart, 2005)。

另外，輔助教具對於幼兒動作技能學習上具有莫大助益的功能。善用輔助教具（體

能器材）不但能引發幼兒參與學習的動機，同時還能提升動作技能的學習效益。體

能器材不但能活化環境情境的變化，並且還具有引起幼兒參與動機及提升學習興趣

與效益的功能（黃建榮，1997）。體能器材的運用應考量其安全性、功能性、多變

性、多樣性及方便性，如此指導者在使用輔助教具時才不至於會有所顧慮。 

（二）暖身活動 

暖身活動是在進行體能遊戲課程之前，所必需貫徹的準備活動。其目的是在使

幼兒的身、心狀態能夠預先準備好，以便在進行體能遊戲課程時，能夠產生最佳的

適應能力。暖身活動是透過輕鬆的肌肉活動，使體溫上升、提升肌肉與肌腱及韌帶

的柔軟性、關節的潤滑、促進呼吸系統與循環系統及新陳代謝能力、增進肢體的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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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性與敏捷性及韻律感等，讓身體各部組織器官的功能，能從靜態漸漸進入至動態

預做準備，提升活動時的動作技能表現與適應激烈活動，而動作技能的表現也會影

響到動作技能的練習與學習。因此，幼兒在進行體能遊戲之前，確實做好暖身活動

是有其必要性的，不但可以預防及避免遊戲時所可能造成的運動傷害之外，也能增

進動作技能練習與學習時的效益，同時還能藉此培養幼兒正確的運動習慣與健康觀

念。 

（三）主要活動 

主要活動是運用輔助教具的特性，並依據個別差異性所設計適合幼兒現階段學

習的動作技能。讓幼兒在參與體能遊戲的操作過程中，動作技能能透過練習與學習

而能獲得適當的發展。最好的做法是要結合基本的運動技能與技巧指導，才是最有

效率的學習方法(Robinson, 2011)。幼兒動作技能的表現能力，是指幼兒在肌力、肌

耐力、平衡感、韻律感、敏捷性、協調性柔軟性及心肺功能等方面的表現能力（體

育大辭典，1984）。幼兒如能依據其各項的發展特徵進行指導與學習，其所能得到

的學習效果最為顯著（林貴福，2004）。 

在每一項體能遊戲在進行之前，指導員都必需先做好引導和示範以及安全提

示，隨後徵求一位幼兒率先嘗試操作，此時指導員可從旁觀察其操作方式是否正

確，待確認全部幼兒都能瞭解動作技能的操作方式之後，再讓孩子們依序開始進行

體能遊戲。幼兒在面對完全陌生的動作時，孩子們所要獲得的是一般的動作認知

(Gentile, 1972)。在動作技能的實際操作過程中，指導者可藉由觀察和評量而獲得幼

兒動作技能的表現能力，並且依此規劃適當的動作方案計劃與目標，藉以提升幼兒

動作技能的學習效益。根據動作技能表現與能力沒有差別的概念，幼兒在選擇能力

無法達成的動作技能項目時，所靠的是運氣和努力。努力和成功是根據他們尋求掌

控以前個人的技能表現 (Robinson, 2011)。 

在體能遊戲進行的過程當中，指導員除了要注意幼兒操作時的安全之外，在進

行每項體能遊戲前，都必需做好活動前的情境引導，而每項體能遊戲之情境引導方

向，也要能與引起動機時的故事情境相連結。體能遊戲活動之進行，應遵循由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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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複雜、負荷輕至負荷重的漸進方式，同時也要適時給予幼兒鼓勵與讚美的回饋，

使幼兒能在輕鬆、愉快及歡樂的活動氣氛中，盡情的遊戲、快樂的學習。 

（四）整理活動 

整理活動的目的是要緩和幼兒的情緒及心跳率。透過簡易的放鬆動作與伸展體

操，使幼兒的身、心能夠獲得放鬆與舒緩。藉由收拾輔助教具的過程，也能培養幼

兒的生活常規與互助合作觀念。而在遊戲過程的回顧與分享時，能提示幼兒遵守秩

序與注意安全的觀念，同時進行 PPC 身體自覺能力之評量。最後對於幼兒的參與

能給予適當的鼓勵與讚美，也可提升幼兒參與遊戲的自信與動機，並使幼兒對於下

次的體能遊戲課程充滿期待。 

三、「精熟動機氣候幼兒體能教學課程範例」 

本「精熟動機氣候幼兒體能教學設計方案」是依據國內外文獻探討及資料分析且

經 5 名資深幼兒體能教師認後所擬定。在擬定之前先針對年齡差異、場地安全及天候狀

況進行考量，並且依照教學目標及學習方法設計課程；課程以「森林冒險」為主題「三

角海綿墊」為輔助教具，課程實施時間為 30 分鐘，內容包含教學流程、教學內容、動

作技能及教學目標，如表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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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精熟動機氣候幼兒體能教學設計方案」 

教學流程（分鐘） 教學內容（引導） 動作技能 教學目標 

一、引起動機（3-4） 1.森林情境介紹 

2.森林冒險引導 

3.一起去探險 

模仿花、草、

樹木、石頭及

動物 

激發想像力 

引起參與動機 

提升參與興致 

二、暖身活動（2-3） 1.準備出發 

2.唱唱跳跳健康操 

 

 

 

 

 

 

 

 

 

 

3.出發了 

暖身操預習 

雙腳交互跳 

跳轉拍拍手 

開手摸肩 

舉拳點腳 

左右跳扭 

雙掌畫圓 

側跨舉拳 

轉腰擺拳 

拍手開合跳 

開手扭扭腰 

排隊準備 

養成健康觀念 

培養韻律感 

刺激平衡感 

促進協調性 

增進敏捷性 

刺激心肺功能 

促進肌肉伸展 

增進韌帶伸展 

促進關節潤滑 

漸進體溫 

漸進心跳 

培養生活常規 

三、主要活動（20） 1.爬上坡（低） 

2.爬下波（中） 

3.爬斜坡（高） 

1.斜坡溜滑梯（低） 

2.斜坡滑水（中） 

3.斜坡滑水道（高） 

上坡爬行 

下坡爬行 

斜坡側攀爬 

坐姿前滑 

臥姿後退滑 

臥姿向前滑 

培養協調性 

刺激平衡感 

增進四肢肌力 

刺激平衡感 

培養協調性  

促進敏捷性 

四、整理活動（2-3） 1.快樂回家 

2.冒險回顧與分享 

3.緩和體操 

4.鼓勵與讚美 

整理教具 

目標技能 

按摩與伸展 

拍手 YA 

培養生活常規 

身體自覺能力 

肢體伸展放鬆 

期待下次課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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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精熟動機氣候幼兒體能課程表」 

活動 
目標控

制技巧 
PPC 身體自覺能力 活動項目 

動作難

度層級 
器材 

一 爬行 小朋友經過爬上爬下

的遊戲後，有沒有覺得

自己更會爬了？ 

爬上波 低 三角海綿墊 

  爬下坡 中  

  斜坡攀爬側走 高  

 滑 小朋友玩過溜滑梯遊

戲後，你有覺得你越滑

越厲害呢？ 

坐姿前滑 低  

  臥姿後退滑 中  

  臥姿向前滑 高  

二 爬行 小朋友經過爬行遊戲

之後，你覺得自己有爬

得更棒嗎？ 

雙手跪姿爬行 低 海綿墊 

  四肢支撐爬行 中  

  匍匐前進 高  

 滾翻 小朋友玩過翻滾的遊

戲後，有沒有覺得自己

更會滾翻了呀？ 

側滾翻 低  

  前滾翻 中  

  後滾翻 高  

三 走 小朋友玩過了走平衡

木的遊戲後，你覺得自

己有進步嗎？ 

上下走 低 平衡木 

  側跨併走 中  

  向前行走 高  

 跳 小朋友經過跳來跳去

的遊戲後，你有沒有更

會跳了呢？ 

由上往下跳 低  

  跳越 中  

  連續跳越 高  

四 扭滑 小朋友玩過扭一扭的

遊戲後，有沒有覺得你

越扭越快啊？ 

坐姿向前扭滑 低 滑溜布 

  臥姿向側扭滑 中  

  仰姿向側扭滑 高  

 攀爬 小朋友經過攀爬遊戲

後，你覺得你在攀爬時

有沒有進步？ 

坐姿攀爬 低  

  臥姿攀爬 中  

  仰姿攀爬 高  

五 投擲 小朋友玩過擲球遊戲

後，有沒有覺得自己擲

球更厲害了？ 

滾球 低 足球 

  拋球 中  

  擲球 高  

 踢 小朋友經過踢球遊戲

後，你覺得自己有沒有

踢得更好？ 

踢球 低  

  停球 中  

  運球 高  

六 跑 小朋友經過跑的遊戲

之後，你覺得自己在跑

步有進步嗎？ 

曲折跑 低 跳箱 

  踩踏跑 中  

  跨越跑 高  

 跳 小朋友你玩過跳的遊

戲後，有沒有覺得自己

跳越 低  

  手支撐側跳越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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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得更棒了呢？ 手支撐跨跳越 高  

七 走 小朋友你玩過走木梯

遊戲後，有沒有覺得你

走得更棒了？ 

開立踩踏行走 低 木梯 

  間隔踩踏行走 中  

  高度踩踏行走 高  

 爬 小朋友經過爬得遊戲

後，你覺得自己有沒有

爬得更好呢？ 

四肢前爬走 低  

  四肢側爬 中  

  四肢攀爬走 高  

八 拍打 小朋友玩過了打球的

遊戲後，你覺得你有沒

有更會打球呀？ 

原地拍打球 低 海灘球 

  手持拍打球 中  

  上拋拍打球 高  

 踢 小朋友經過踢球遊戲

之後，有沒有覺得你踢

球更厲害了啊？ 

踢球 低  

  運球 中  

  上拋踢球 高  

九 推滾 小朋友玩過推滾遊戲

後，你覺得自己有沒有

推滾得更棒呢？ 

雙手推滾 低 跳墊 

  單手推滾 中  

  單首推滾跑 高  

 跳 小朋友經過跳跳的遊

戲後，有沒有覺得你跳

得更穩了？ 

雙腳踩跳 低  

  間隔雙腳踩跳 中  

  單腳踩跳 高  

十 投擲 小朋友在你玩過擲飛

盤後，你覺得你擲飛盤

有進步嗎？ 

擲飛盤 低 充氣飛盤 

  擲傳飛盤 中  

  上擲接住飛盤 高  

 旋轉 小朋友經過旋轉飛盤

的遊戲後，你覺得你有

沒有轉得更好呢？ 

原地轉動飛盤 低  

  滾動飛盤 中  

  手指旋轉飛盤 高  

十一 擺盪 小朋友玩過搖來搖去

的遊戲後，有沒有覺得

你更會搖擺了？ 

用手搖擺 低 搖滾圈 

  四肢支撐搖擺 中  

  雙人翹翹板 高  

 攀爬 小朋友經過攀爬的遊

戲之後，你覺得自己攀

爬有沒有更棒？ 

爬行鑽越 低  

  攀爬 中  

  攀爬鑽越 高  

十二 走 小朋友在你玩過走的

遊戲後，有沒有覺得你

走得更棒啊？ 

踩踏行走 低 波浪步道 

  間隔踩踏行走 中  

  上下踩踏行走 高  

 跑 小朋友經過跑的遊戲

之後，你覺得你自己跑

步有沒有進步？ 

雙腳開立跨跑 低  

  跨越跑 中  

  踩踏跑 高  

十三 推滾 小朋友玩過推滾遊戲 雙手持握滾動 低 呼拉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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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有沒有覺得你推滾

得更快了？ 

單次推滾 中  

  連續推滾 高  

 投擲 小朋友經過投擲的遊

戲後，你覺得你套圈圈

有沒有更厲害？ 

鑽過山洞 低  

  套自己身體 中  

  套圈圈 高  

十四 拍球 小朋友經過拍球的遊

戲之後，你覺得自己有

進步嗎？ 

拍球 低 籃球 

  連續拍球 中  

  運球 高  

 投擲 小朋友玩過擲球遊戲

後，有沒有覺得你擲球

更厲害了啊？ 

滾球 低  

  
擲球 

上拋接住球 

中 

高 
 

十五 拉 小朋友玩過拉繩子的

遊戲後，有沒有覺得你

更進步了呢？ 

收拉繩子 低 圓繩 

  拔河 中  

  走吊橋 高  

 跳 小朋友經過跳的遊戲

後，你有沒有覺得你跳

得更棒了？ 

跳越 低  

  開合跳 中  

  左右跑跳 高  

十六 投擲 小朋友玩過投擲遊戲

之後，你覺得你投球有

沒有更厲害啊？ 

滾球 低 小布球 

  擲球 中  

  擲準 高  

 拋接 小朋友經過拋接球的

遊戲後，有沒有覺得你

拋接球更準了？ 

拋球 低  

  拋傳球 中  

  拋接球 高  

十七 攀爬 小朋友玩過攀爬遊戲

後，你有沒有覺得自己

更會攀爬了呢？ 

走上階梯 低 海棉階梯 

  攀爬斜坡 中  

  攀爬跨越 高  

 跳越 小朋友經過跳越遊戲

之後，你覺得你跳越有

沒有進步？ 

由上往下跳 低  

  由下往上跳 中  

  跳越障礙 高  

十八 走 小朋友玩過走的遊戲

後，有沒有覺得你能走

得更好了呀？ 

踩踏行走 低 彩紅河石 

  上下踩踏行走 中  

  間隔踩踏行走 高  

 爬行 小朋友經過爬行的遊

戲後，你有沒有覺得你

爬得更棒了？ 

爬行 低  

  支撐向前爬行 中  

  支撐向側爬行 高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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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精熟動機氣候幼兒體能教學課程學習單」 

姓名： 性別： 年齡： BMI： 

日
期 

活
動 

目標控制
技巧 

PPC 身體
自覺能力 

活動
項目 

動作難
度層級 

器
材 

確認 
分
組 

評量 
時
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一 

         

         

 十
二 

         

         

 十 

三 

         

         

 十
四 

         

         

 十
五 

         

         

 十
六 

         

         

 
 

十
七 

         

         

 十
八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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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幼兒時期為動作學習的關鍵期，為未來發展複雜動作的基礎，精熟動機氣候

TARGET 的主要精神在於強調教師在教學設計必須營造成就的動機氣氛，強調幼兒個體

的自主性，以激勵的方式鼓勵動作技巧的學習，運用回饋模式讓幼兒及教師雙方，以確

認學習的成效。 

一、幼兒體能教學必須經過規劃式的教學 

依據 Clark and Metcalfe(2002) 跑、跳、追趕、投擲等基本運動技能是發展更高運

動技巧的重要基石。幼兒必需具備這些基本技能，才能夠獨立控制這些技能所衍生的相

關技能，也才能進一步學習技巧與探索環境。如果在幼兒成長的關鍵期，幼兒喪失應有

的指導與操作，許多複雜動作將喪失學習的先機。Robinson and Goodway(2009)認為幼

兒的動作必須經過指導指導與操作，才能獲得成長與發展，Robinson (2011) 研究顯示

幼兒精熟動機氣候方案介入教學的有效性，所得結果是「精熟氣候組」在目標控制、自

覺身體能力均明顯優於「低自主性組」。換言之，兒童的動作必須經過規劃的教學，不

能放任幼兒低自主性的學習，幼兒與成人的習性相同，均有惰性及依賴性，如果不採取

積極性指導，幼兒的動作將停滯。 

二、幼兒體能教學必須有明確的教學目標與設計 

Rink(2006) 、Robinson and Goodway(2009）研究指出從教學和學習的角度上來看，

學齡前兒童動作方案必須包括計劃與明確目標和目標教學，依動作表現，透過示範和操

作指導相關的技巧，且必需要有足夠的時間練習。反觀國內目前在幼兒教學並沒有課程

綱要，更遑論在幼兒體能課程綱要，以致於教學品質良莠不齊，未來在評鑑公私立幼兒

園應建立其明確的教學目標與設計。 

三、幼兒體能精熟動機氣候方案的核心精神 

精熟動機氣候方案是 Ames (1992)根據 Epstein (1988)6 個層次所設計的教學方案，



˙精熟動機氣候方案在幼兒體能教學設計之研究

 

47 

此 6 個層次分為任務、自主性、確認、分組、評量、時間，而其主要的核心精神在於「成

就動機」(Ames, 1992)，成就動機是個體追求成功的動力，在幼兒體能動作的學習所需

要的動作體能的獲得，跟一般的認知學習是相同的，幼兒仍是需要以激勵的方式，去營

造環境氣氛，TARGET 的六個過程結構要素，主要在於「強調幼兒個體的自主性，以激

勵的方式鼓勵動作技巧的學習」。讓幼兒在教師營造的活動環境中，自主性的選擇、自

主性的學習，教師僅是活動設計者、輔助者、評量者、觀察者，其它有關的自主權、選

擇權均由幼兒自行決定。根據成就動機理論（Ames, 1992; Harter, 1998）和參與的概念

模式（Stodden et al., 2008），動作技能與自覺身體能力是影響從事遊戲、運動及體能活

動的持續性動機因素，而這些因素對於健康和保健也有著深遠的響。 

四、幼兒的專注力、時間、常規、自主性 

在 TARGET 方案中 Robinson (2011)規定了每項任務的活動時間(約 30 分)，主要在

於規範學生每項活動的時間控制，更賦予幼兒在從事每項活動時，需注意到其他同儕的

活動，研究者在過去經驗中發現，某些幼兒認為是項活動符合他的需求或難度、喜愛，

便會一直停留或重複該項活動，因此教師須適時規範幼兒的活動不是放任式的遊戲，在

規範中幼兒更可以學到遵守團體生活的常規。 

五、確認與幼兒的回饋 

活動進行過程中最重要的是幼兒對於動作「目標控制」、「自覺身體能力」，在這些

過程中，教師必須適時予以指導，並且適時修正其錯誤動作，並在結果讓學生確認動作

是否正確，這個「回饋」(feedback)過程是相當重要的，猶如認知過程的「後設認知」

(meta-cognition) (Simon & Bjork, 2001)，動作訊息的正確與錯誤必須透過個體再一次的確認，個

體才有能力將動作進一步修正或保存，對於學生動作的確立與學習有正面效果。 

在未來研究上，本研究雖然依據精熟動機氣候方案 TARGET 的六個過程結構要素

編擬教學設計，但在「幼兒動作評量」方面仍無一套適用標準，且目前國內對於幼兒動

作評量無適當評估量表。在 Robinson (2011)研究中使用的是「葛羅斯動作發展測驗第二

版(Test of Gross Motor Development, TGMD-2; Ulrich, 2000) 」測驗目標控制和「哈特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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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克自覺能力和社會接受的自覺身體能力分量表(Harter & Pike, 1984)」測試自覺體能，

在幼兒體能動作的評量，應建立標準化評量模式，讓幼兒體能教師有所依循，未來可朝

此方向努力。此外，在本研究中提供了適當的精熟動機氣候方案 TARGET 教學設計，

未來研究可將此教學設計利用運教學介入模式，分為控制組與實驗組實際比較，以確定

此方案是否符合 Robinson and Goodway(2009）、Robinson (2011)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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