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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式運動教育模式於體育教
學之應用 

張祐慈  | 台北市立士林高商教師

「運動教育模式」是由美國學者Sieden -

top提出，是一個以遊戲理論架構為基礎的教學

模式，近年來廣受各校體育教學的青睞，尤其

在澳洲、紐西蘭經過大型研究計畫的肯定，已

成為最重要的課程實施模式。國內學者林靜萍

（2008）經過多年的研究發現指出，運動教育

模式不僅在運動技能的學習上有其優勢，尤其對

學生運動興趣的引發、團隊凝聚力的形成，以及

規則、戰術運用等情意、認知層面能力的提升更

是有別於傳統之處。

筆者為現職體育教師，曾以運動教育模式

之特色運用於教學中，發現此多元化、遊戲化及

集體學習合作的方式，相當適合所任職學校的校

風及學生特性。經由學期末觀察學習成效與學生

學習單之回饋，發現「運動教育模式」對自我之

教學發展有所啟發，藉本篇自我經驗談，期望帶

給類似相同教學環境之教師一個教學設計之思考

方向。

運動教育模式內涵與特徵

運動教育模式主要概念是源自於遊戲理

論，透過遊戲化的運動，增進動作技能，達到全

民運動的地步。其本質建立在全民運動哲學理念

之上，且基於遊戲形式，培養學生成為一位有效

的運動參與者（周宏室，2002）。

Siedentop(1994）指出運動教育模式有

六項特徵，分別為運動季(Se a s o n )、團隊小

組(Aff i l i a t ion )、正式競賽(Forma l  Com-

pet i t ion)、季後賽(Culminat ing event )、

成績紀錄留存(Record Keeping)、慶祝活動

(Fest iv i ty )。就上述六項基本特徵簡要說明如

下：

（一）運動季

一個完整的運動季應包含季前賽、正式競

賽以及最後的決賽。傳統的體育課程通常二至三

個星期為一活動單元（約4至6節），學生所學

到的通常是不完整的運動經驗。運動教育模式理

論指出，適合國民小學的運動季通常為8至12

節，高中則約20~22節課可達上述效果。

（二）團隊小組

運動教育模式之體育課是以團體分組的方

式來進行，目的是為了培養學生團隊意識，凝聚

向心力。教師可依照能力分組，亦可由學生自行

分組，但基本上應以異質性分組為原則。而在各

組成員當中各有其職務，如隊長、教練、裁判、

記錄員等。

（三）正式競賽

競賽是遊戲的特質之一，透過正式的比賽

不僅讓學生有切磋技術的機會，更提供學生刺激

與激勵作用（廖智倩，2000）。在班級中的競

賽，以團隊小組的競賽，可促使學生瞭解團隊重

要性，享受比賽的過程，若有獲勝的機會可增進

成就感，不但可激起個人學習，也能加強各小組

的學習態度。而正式競賽的賽程必須提早公告，

以利學生擬定戰術策略。

（四）季後賽

正式競賽中不論是何種賽制，最後都應舉

辦季後賽或總決賽，將比賽氣氛提昇到最高潮

（呂天得，1999）。透過季後賽可使晉級隊伍

集目光於一身，同時培養勝不驕敗不餒之精神，

落敗之學生須觀賞爭冠之隊伍，也須協助賽程、

裁判等相關工作。

（五）成績紀錄保存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比賽過程的各項表

現，都是學生學習留下的努力過程，各項資料的

保存與收集，可作為下一場比賽的借鏡（陳昭

宇，2004），也可提供教師做為檔案評量之參

考依據。

（六）慶祝活動

運動教育模式源自遊戲理論，強調人人皆

可參與，教師規劃運動季的活動，隊呼、隊旗、

隊徽的設計，競爭的熱鬧氣氛，宣傳活動，多獎

項的頒獎典禮，可讓運動競賽具有慶典的歡愉氣

氛（林靜萍，2008）。

以運動教育模式實際實施教學情形

一、本校特色

（一）實習商店

本校最大特色為「實習商店」，是由應屆

日間部二年級和夜間部三年級學生所創辦，以班

為單位，利用教室為店面開設的商店，和一般的

商店一樣，從開始的構思、策劃、資金籌備、申

請營業執照到最後的結算，都是由學生們一手包

辦，活動日程為期兩天，並開放校內外人士參

與，相當熱鬧且盛大，至今已近40年的歷史。

在活動過程中經常面臨各組間或組內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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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問題，因此從開始到結束皆須全班團結一

心、分工合作才能完成，而最後的成果與過程都

是學生們畢業後最難忘的回憶。鑑於此，筆者在

擔任導師時藉由運動教育模式特色實施體育教

學，一方面引導學生的團結、向心力，一方面運

用學生的創意使體育課更生動有趣。

（二）女生多於男生

本校因屬商職學校，男女生比例大約是

1:4，在教學時若無老師特定分組，常有男生不

敢主動融入女生團體的情形。而以運動教育模式

異質性分組方式進行教學，可增進兩性的互動，

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中，有助於互相學習和

欣賞。

（三）學生多元學習之特色

本校學生常積極參與社團與各項校內外活

動，校風自由，並無第八節課後輔導課，相較於

一般高中，可說學生升學壓力較小，運動教育模

式教學方式須學生課外討論、練習，本校不但適

合此模式，學生也相當熱衷。

二、實際教學實施

本校因班級數多、運動場館少，體育課是

以每二週換一進度與場地輪替的方式進行教學，

因此，筆者欲以運動教育模式教學所遭遇最大問

題即是無法以「運動季」的特色來實施，如此除

不能完整學習一項技能以外，以其他特色與原則

去實施，同樣能達到遊戲和比賽的樂趣，並且能

引導學生自願地去學習。以下敘述實際教學情

形：

（一）對象與時間

從學生高二上學期至高三下學期結束，選

用部份項目。

（二）分組方式

每班大約39~42人，一組約6~7人，除性

別人數由教師分配採異質性分組，其他皆由學生

自行決定，每學期初再重新分組。

（三）實施項目與方式

排球、桌球、羽球與韻律，如以下說明：

1. 排球、桌球、羽球：皆是隔網且盛行的球類

運動，學生在高一或國中時已累積了各項技

術的基本概念，於高二上學期時先行複習與

強化基本技術，主要建立規則與比賽戰略的

觀念，以遊戲簡化比賽方式，高二下開始進

行正式比賽，採先循環（季前賽）後決賽

（季後賽）方式實行。

2. 韻律：採以學生自行發揮創意編舞、找音

樂，輔以多媒體方式教學，例如：指導學生

上Youtube網站搜尋自己想要學習的舞蹈

動作，課程結束前各組上台表演發表各自的

創意與成果，並以DV錄影觀賞，以此間接

培養學生接納自己和欣賞他人的能力。

3. 慶祝活動：有別於正式實施之運動教育模式

在特定單項季後賽結束後的慶典儀式，本教

學方式採期末分別為四項實施之運動項目各

別頒獎，除了各名次獎項外，也頒發最佳精

神團隊獎、創意獎等等，盡量使各組、人人

都有獎，以製造歡愉的氣氛。

學習效果與學生回饋

經由每學期結束後觀察學生學習成果，並

給予學生學習單，主要讓學生分享心得及給予運

動教育模式教學之回饋，主要有以下幾點發現：

一、學習效果

（一）學生對規則、戰術策略之認知能力有明顯

的提升。

（二）學生會利用課後時間練習，增進自我基本

技術。

（三）在四種教學項目裡，學生們都是同一組

一起合作完成作品與比賽，並非各項目

分開分組，因此，學生們的默契越來越

好、認同自己的團隊，他們都覺得取隊

名、隊呼很有趣，上課氣氛很High。

二、學生回饋

自行分組方式一開始能找自己的好朋友同

一組上課，學生們覺得能使他們之間更有默契，

但也會有人緣差的同學遭排斥的情形，這時必須

由教師介入分組；另外也有學生提出，只要各組

實力落差不要太大，造成比賽無趣，不論何種分

組方式都可以。

運動教育模式，會透過同儕教學及自行管

理團隊的方式上課，如此可以發現一個班內有許

多人才，能讓學生看到他們之間不同以往的一

面，相當有趣。

某項比賽常未進行完畢，因場地和進度的

因素，必須過一陣子才能再繼續進行賽程，會澆

熄同學突然產生的熱情，因此，未來在實施時可

將賽程再規劃妥當，使一項課程結束前即完成該

項比賽。

結語

在台灣地小人稠的環境之下，許多學校體

育教學要配合場地規畫、班級數、行政單位受

限，以及教師之間認同度等問題，實施運動教育

模式時，「運動季」的原則往往會是一主要問

題，即像本校一樣無法將一種單項運動教學時間

拉長。在外在環境難以突破的困境下，教師們可

依運動教育模式其他精神與特色妥善規劃來應

變，亦能培養學生團隊觀念、領導與規劃事情的

能力，並且，在不以單一項目教學之下，多元的

學習也較容易讓學生找到自我興趣與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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