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前言

近年來由於科技快速進步，人類的生活發生

了很大的改變，過去以勞動為主的生活型態已經

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以3C產品為伍的坐式生活型

態。依據教育部統計處（2017）對國中小學生健

檢視力檢查結果進行統計，學童裸視視力不良率，

一年級為25.66%，六年級達63.31%，七年級更達

68.62%，視力不良伴隨年級增加而不斷攀高，顯示

出國內學童視力不良問題相當嚴重。現代兒童大幅

減低運動的時間，進而產生體能衰退，導致肥胖比

率以及心血管疾病罹患率升高的現象，這是我們必

須嚴正面對的問題，想改變學生的體適能狀況唯有

從教育開始著手。

貳、提升體適能與品格養成的教學

Jewett、Bain and Ennis提出體適能教育模

式是為了讓體育課的參與者能養成健康的生活型

態，能在身體活動中培養出良好的體適能，並規劃

出適合自己的健身計畫，了解體適能對身體的重

要性及培養良好的健康體適能（周宏室、潘義祥，

2002）。體育課程中體適能教育模式的價值取向，

是屬於學科精熟取向，其課程目標重視教材的掌握

和知識的獲得，教學上著重基本動作和運動技巧的

精熟與學習，評量方式則建立在實際表現上，通常

是技巧或技術的測驗。在體適能教育模式中，教師

佔有極為重要的角色，教師必須設計活潑的課程內

容、指導學生健康生活管理、建立運動生活型態。

讓學生了解有關體適能的知識、發展有益健康的活

動技巧、養成規律的運動習慣。教學目標為：一、

改善學生的體適能狀況，此外知識部分，則希望學

生能確實了解有關體適能的知識，如心肺耐力、

文／梁永良

探索體育融入課程介紹∼
融入品格與體適能的足球教學

足球是一項包含競爭與團隊合作的運動，對團隊合作與同儕互動有很高的要求，無論是有盤球還是無球的奔跑，都需要透過合作才能進行。（圖

片提供／梁永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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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勵、肌耐力、柔軟性、身體組成等，及有關體適

能技巧的速度、敏捷、力量和協調性等相關知識；

二、體適能生活型態，每週至少3次以上；三、促進

健康。

體育教學的目的在於強化學生的運動表現，提

升學生參與感和樂趣，進一步發展出更健康的生活

方式。但除了擁有健康強健的體魄，擁有良善的品

格也是學生所應該具備的。體育課正是提供學生一

個品格教育學習與實踐的最佳場域，因為在體育教

學進行時常會遇到的各種情境，包含碰撞、競爭、

對立、衝突、合作、領導等行為表現，在這些實際

情境中進行引導與教育，才能真正的落實品格教

育，讓學生發展出助人、合作、努力、關懷他人的

良善人格，進而發展出良好的利社會行為。

Don Hellison（2011）的個人與社會責任模

式（TPSR），提倡個人與社會責任模式旨在學生

必須學會為自己與他人負責，學生負責的態度、意

圖與行為是可以透過被教導而成長的，透過個人與

社會責任融入體育課程有助於學

生發展良好的品格與利社會行為。

Hellison認為必須要有一套完整的

實施架構，以確保責任的學習可

以順利進行。個人與社會責任模式

課程的實施架構，由5個「步驟」

（Format）所組成， 一、「關鍵

時間」（Relational time）：課

前或課後以故事或生活經驗對學生

傳達責任層級的意涵；二、「認

知對話」（Awareness talk）：

課堂中對於學生符合責任層級的

行為表現給予肯定，可以影響到

多數學生；三、「身體活動」

（Physical activity plan）：體育課的主軸，課程

設計以合作、競爭、領導、協助為主，提供學生實

踐責任層級的場域；四、「小組會議」（Group 

meeting）：讓學生對上課的感受與老師的教學

是否有效，有溝通與提供己見的機會；五、「自省

時間」（Self-reflectiontime）：是小組會議的延

續，省思時間的目的在於提供學生自我評量學習態

度、意向與行為的機會。教師亦可透過學習單，讓

學生自我評定自身表現。教師在每一次的課程中都

須包含這5個連續步驟，無論課程時間的長短都需

如此。這5個連續步驟可視為一個組合，而一系列

的課程需安排多少組合，可視整體的課程規劃與需

求來決定。

參、足球教學融入品格教育課程設計原則

與教學理念說明

球類運動在國民小學課堂上，經常被拿來做為

體育教學的主題，其中足球更是廣受學生所喜愛。

在體育教學進行時常會遇到的各種情境，包含碰撞、競爭、對立、衝突、合作、領導

等行為表現。（圖片提供／梁永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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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跑動踩壘之時間、空間及人與人、人與球關係

攻防概念」。透過品格教育融入足球課程，在課堂

上進行教學時，以學生為本位，教師充分瞭解個人

與社會責任模式的層級內涵與實施策略，於教學歷

程中適時的指導學生，讓學生在獲得運動成就感

時，也同時把品格內化並具體實踐。引導學生發展

出責任行為及利社會行為，達到引導學生能自我省

思，能將課堂上所學習到的能力應用在學校以外的

地方，落實在他們的日常生活當中。學習評量項目

包含認知、情意、技能及行為實踐。評量方式採用

多元評量包含實作評量、上課表現、課後評量（小

組「競賽評量表」、個人「體適能紀錄表」）。

肆、結語

融入品格教育與體適能的足球教學，主要目

的透過有計畫性的課程內容，營造品格養成的學習

情境，讓學生在課程實施過程潛移默化的學會自

省，在團隊合作的學習過程中，關懷他人並能體驗

運動樂趣提升體適能，透過同儕影響進而養成規律

運動習慣。足球是一項適合在校園裡推行的團隊性

運動，透過品格融入教學提升學生的個人與社會責

足球運動除了能夠鍛鍊到學童的心肺耐力，還能幫

助學生提升體適能。足球是一項包含競爭與團隊合

作的運動，對團隊合作與同儕互動有很高的要求，

無論是有盤球還是無球的奔跑，都需要透過合作才

能進行，在活動進行時，更常會有肢體的碰撞推

擠，同儕間容易產生摩擦與爭執，與單項運動有極

大的差別，非常適合用來當作培養良善品格與提升

體適能的場域。

品格教育融入體育課程國小教學的課程設計

理念，乃依據健體領域國民小學階段核心素養具體

內涵「健體-E-A1具備良好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的

習慣，以促進身心健全發展，並認識個人特質，發

展運動與保健的潛能。」、「健體-E-C2具備同理

他人感受，在體育活動和健康生活中樂於與人互

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促進身心健康。」與「健

體-E-B1具備運用體育與健康之相關符號知能，能

以同理心應用在生活中的運動、保健與人際溝通

上。」轉化為素養導向，對應學習內容「Fa-Ⅲ-3 

人際關係良好的溝通技巧與方法」、「Hb-Ⅲ-1 攻

守入侵性運動基本動作及基礎戰術」及「Hd-Ⅱ-

1 守備／跑分性相關的拋接球、傳接球、擊球、踢

透過有計畫性的課程內容，營造品格養成的學習情境，讓學生在課程實施過程潛移默化的學會自省，在團隊合作的學

習過程中，關懷他人並能體驗運動樂趣提升體適能，透過同儕影響進而養成規律運動習慣。（圖片提供／梁永良）

本期專題    Focus Topics

42

國
民
體
育
季
刊 196

期 



Focus Topics

任是一種有效的教學方式。在國小校園中，如果能

透過教學策略達到養成學生良善的品格，並有效提

升體適能以及增進心肺功能，是體育教學最重要的

目的。大部分學生最愛的都是體育課，在課程中可

以讓學生享有遊戲愉悅與同儕合作、共同競技的滿

足，也可以是抒解壓力的場域。

隨著年齡的增長，孩子的重要他人會逐漸由父

母教師轉移到同儕，同儕關係對學生的人格養成有

著極大的影響。體育課若是未能有計劃性的進行教

學，則可能成為少數優勢學生的專屬課堂，成為一

個優勢學生霸凌弱勢學生的場合，而弱勢學在體育

課堂上則容易被邊緣化對體育課望而卻步。

透過融入品格教育與體適能的教學，有助於引

導優勢學生在課堂上學會關懷與幫助他人，提供品

格教育一個實作的場域，也給予弱勢學生得到被尊

重與肯定的機會。近年促進學童健康體適能則是目

前教育部積極推動的項目，若能結合品格與體適能

教學這兩個領域，設計出一套讓學生養成良善品格

且能提升學生體適能的課程，定能幫助體育教育方

式跳脫刻板的教育方式，使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

學會為自己負責，能為自己訂定體適能目標努力達

成。在擁有較佳的體適能時，也擁有責任感及良好

的品德行為。

作者梁永良為桃園市蘆竹區山腳國小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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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改變學生的體適能狀況唯有從教育開始著手。

（圖片提供／梁永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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