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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適應體育的推動計畫與成果

闕月清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教授

前言

身心障礙者因為生理及心理上的障礙，使

其缺少肢體自由活動的能力，也因為缺乏身體

活動進而導致健康狀況不佳，身體機能衰退，

增加疾病發生的風險。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

織（Uni ted  Nat ions  Educa t iona l ,  Sc i -

ent if ic ,  and Cultural  Organizat ion，簡

稱U N E S C O）在〈國際體育與運動憲章〉中

指出，體育是所有人類的權利，對於身心障礙

者而言，體育更是促進其健全人格的教育方式

(UNESCO,  1978 )。促使身心障礙者擁有良

好的人格發展與身體活動，是實現受教平等理念

與重視個別差異的具體作法，而適應體育就是利

用各種特殊設計的身體活動為教育手段，藉此提

升身心障礙學生的全人健康與生活品質（闕月

清、游添燈，1998）。

近年來國內特殊教育的回歸主流理念受到

重視，鼓勵特殊學生走入普通班級進行融合課

程，體育課程提供特殊學生與一般學生彼此交流

與學習的機會，藉由適應體育活動不但能提供身

心障礙學生學習動作技能與表現動作能力的機

會，同時亦能培養日常生活中所需的功能性能力

及正確休閒活動的習慣與態度。透過適應體育活

動，身心障礙學生不但可以擁有健康的身體、良

好的體適能，也能在師生互動中改善人際關係，

為身心障礙學生將來融入社會謀生或自力更生鋪

路（闕月清，2004）。適應體育課程對於身心

障礙學生深具影響力，如能妥善設計規劃體育課

程，針對身心障礙學生的個別需求，給予適性的

課程與教學，將能使這些學生在參與課程活動的

過程中，獲得益處。

各級學校實施現況

根據教育部98年學校體育統計年報（教育

部，2009）指出，國小至高中職學校在對安置

於普通班的特殊學生實施適應體育課程時，國

小有91%、國中有86%、高中職則有89%的比

率是在原班進行體育課程。學校在安排特殊學生

的體育課程時，首先考量的因素是「學生的特殊

需求」，國小有76%、國中有79%、高中職有

79%，學校會將焦點著重在滿足特殊學生的特

殊需求，使其能享受體育課。教學內容的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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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誰套得快！

大家一起來做七彩布丁

水中也能開火車 搖動沙球舞起來

各級學校則是「依普通學校課程綱要，部分修改

編制」、「依學校學期體育教學計畫進度編制」

及「依據學生IEP內容編制體育教學計畫」而來

進行規畫。學校在編制特殊學生的教材內容時，

主要參考的教材資源以「適應體育相關研習資

料、參考手冊」為多數，利用這些教材來輔以課

程教學。

教育部推行適應體育計畫多年，除了舉辦

研習、發行參考手冊之外，亦開辦種子教師研

習，積極推動適應體育師資人材庫的建立。但看

在第一線教學現場的眼中，仍是無法有效化解學

校現場對於適應體育師資人材需求的困境，各級

學校表示在推動適應體育教學時最大的困境即是

師資人力的不足，無法有效提升適應體育的教學

效能；而其主因之一就是學校較缺乏適應體育專

業知能培訓活動，比例高達70%以上。這表示

相關單位辦理的研習活動仍無法有效滿足各級學

校對於提升適應體育教學效能的需求，因此除了

積極續辦相關研習活動之外，還需思考如何將推

廣適應體育的面擴大，培訓更多的種子教師投入

教學講習的工作，使第一線的教師得以提升教學

效能。

結語

適應體育的理念是「不分類」、「不拒

斥」、「反標記」及「反隔離」，我國適應體育

發展雖歷經過三個階段，十八餘年的積極推動，

過往努力的辛勞已見成效。但展望未來，仍需不

斷的持續關心及推動身心障礙學生的教育和身體

活動，因為一個國家的進步與否，端看其適應體

育發展及推動便可知一二。透過檢討改進來補強

過往之不足與當時未能完成的事項，配合世界潮

流與國內現況來發展適應體育計畫與教學，為身

心障礙或失能學生安排適合其特殊需求的課程內

容，使其在適當的學習環境中可以獲得身體活動

及從事運動的機會，除能提升自身體適能及身體

活動能力之外，亦可增進日常生活的行動能力及

社會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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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瞄準一點：得3分！

看我呼拉呼拉真好玩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