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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班技術型課程試行經驗分享

 以新北市立新北高工為例

@ 李碧姿／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體育組長

前言

本校於1980（民國69年）正式設校，前名為海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且於2008（民

國 97 年）正式獲校育部選定為「機械群科中心學校」，2013（民國 102 年）1 月配合

改隸更名為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目前計有機械、鑄造、汽車、模具、製圖、電機、

資料處理、資訊科、應用外語科、綜合職能科及體育班等 11 科 69 班。本校體育班成

立於 1999（民國 88 年），共設置 3 班，目前學生人數 43 人，重點培訓項目包括田徑、

武術、擊劍與羽球項目。本校緊鄰捷運板南線海山站，交通環境便利，體育設施規劃

完備，體育教師具有專項證照，且歷年市中運、全中運及全國各項競賽均榮獲優異的

成績，體育班已是本校特色之一。體育班師資包括體育班教師及專項教練等共 13 人，

師資健全優良。學生在完善的教學設施、教學環境與師資培育下，學生學習表現優異

且能適性發展。

本校體育班自設置以來，課程發展歷程規劃以 2008（民國 97 年）12 月頒布「高

級中等學校體育班課程綱要」為依據，且課程學分規劃以普通型高中為準則，課程學

分之施行迄今將近 10 年。2004（民國 103 年）11 月教育部發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課程綱要總綱，為配合十二年國民教育推動理念與願景，規劃提供具有優異運動專長

表現及具運動發展潛能之國中畢業生多元入學管道，本校體育班於 103 學年度起入學

新生採特色招生甄選入學方式辦理。期盼經由本校體育班課程綱要之教學與培訓，並

輔以專業性體育與運動教育，除輔導體育班學生得以適性發展、增進本校運動競技水

準、培植新北市運動專業人才，進而厚植國家體育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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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14（民國 103年）教育部發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後，2015（民

國 104 年）體育署也籌組體育班課程綱要編修小組，並召開問卷調查說明會，且進行

問卷調查回收。2016（民國 105 年）分區辦理 4 場次「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體育班課

程綱要（草案）」公聽會，蒐集對草案內容之建議意見，並於 2017（民國 106 年）8

月通過「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體育班課程綱要（草案）」。2018（民國 107 年）8 月

本校被選定為教育部體育署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體育班技術型高中課程綱要配套措施

執行計畫之前導學校。

本校體育班執行普通型課程面臨的處境

從 2008（民國 97 年）迄今本校體育班課程綱要之科目與學分數規劃以普通型高

中為準則，課程提供一般共同科目與體育專業科目為主，著重學科與升學為導向。多

年來面臨以下處境：

（一）國、英、數、自然與社會比重偏高且課程難度增加，學生感到學習助益不大。

（二）專項術科成就學生無法突破，導致學科成績與專項術科成績兩頭空。

（三）高中（職）畢業後除專項技能外，無任何其它職業探索或體驗課程。

有鑑於本校 10 年來所面臨的處境，在本次修訂體育班課程綱要之契機下，本校

決議將體育班普通型高中課程教學科目與學分數調整為技術型高中課程教學科目與學

分數。

本校體育班調整為技術型課程設計理念 

本校於 2008（民國 97 年）1 月獲教育部選定為機械群科中心學校，並成立機械

群科中心學校工作小組。就學校的硬體資源與師資結構而言，體育班的課程由普通型

高中轉換成技術型高中的技術層面較能克服，且近年來技職教育逐漸受到重視，在我

國的經濟發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不斷的對國家建設發展提供實用的專業技術人才，

奠定經濟奇蹟的基礎。21 世紀邁入知識型社會，經濟產業結構產生重大的變革，教育

部積極推動技職教育的改革，強調實群實科之規劃觀念，將原本 78 科整合為 15 群，

而其部定課程發展以統整學科、加強專業核心能力為主軸，並融入中等教育共同核心

科目，以培育共通基本素養，期望能符合各界之需求。然而對於體育班課程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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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機械群科科系共計 4 科，分別為鑄造科、製圖科、模具科與機械科。自評若調整

為技術型高中之可行性如下：

（一）以機械群科之概念規劃，實習工廠與機械群科授課教師由四個科共同協調授課。

（二）減少國、英、數、自然與社會共同科目的學分數，減輕體育班學生學科壓力。

（三）增加機械群科專業科目與實習科目，提高學習動機，以專業技能為輔，職業探

試為主。

（四）讓專項術科成就無法突破學生，習得第二興趣與專長機會。

 評估以上可行性後，依「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與「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體育班課程綱要（草案）」為準則，符合教育部教學正常化相關規定及學分數

之原則下，視本校硬體設備、場地空間、師資結構、學生氣質與學生需求為考量，經

體育班發展委員會擬定，報請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送主管機關核備。此外，

新課綱在高級中等學校教育階段規劃彈性學習時間，各校可依據學校條件與學生需

求，做為學生自主學習、選手培訓、充實（增廣），或補強性教學及學校特色活動等

之運用。就整體「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體育班課程綱要（草案）」而言，體育班課程

的調整更為彈性。

本校體育班普通型課程調整為技術型課程規劃歷程

經由整體評估，本校希望能將體育班普通型高中課程調整為技術型高中課程，

規劃過程中面臨教師授課基本鐘點、實習工廠時間安排、專項訓練時間調整與學生學

習態度等問題挑戰，透過學校行政團隊，教務處、學務處與實習處的支持與協調，在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始執行體育班技術型高中之課程前導，詳細規劃歷程如下：

（一）第一線相關人員導師、教練與體育組長先獲得共識 

 與體育班學生平日第一線接觸的教練，次為班級導師，再者則是體育組長。若

希望能調整體育班課程，宜先詢問教練、導師、體育組長，甚至任課教師們的

意見，獲得共識後，再進一步溝通與協調。

（二）提請體育班教學研究會提案討論

 達成初步共識後，將提案送體育班教學研究會提案討論。本校體育班教學研究

會與會人員分別為三個年級體育班導師、教練、機械群科科主任、任課教師與

體育組長。體育班教學研究會中採納所有第一線面臨體育班教學現場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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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由原本的普通型高中課程調整成技術型高中課程，共同科目學分數調減，故

在授課內容將會大幅調動，勢必會影響準備大學學測的課程。此外，全校師資

結構與共同科目教師的基本授課權利也需考量顧及。會議中會有各科教師的意

見分享與建議，宜需擁有更良好的溝通與協調。

（三）體育班教學研究會討論後送體育班發展委員會決議

 經由體育班教學研究會導師、教練、機械群科科主任與任課教師意見交流討論

後，規劃出「107 學年體育班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領域 / 科目及學分數草案」，

提交至體育班發展委員會決議。教育部體育署（2018）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

班設立辦法第 8 條修訂學校體育班發展委員會，置委員 9 至 13 人，由校長擔

任召集人，各相關行政人員、專任運動教練、體育班教師、家長代表擔任委員。

專任運動教練及體育班教師人數，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任一性別委員

人數，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本校「107 學年體育班技術型高級中等學

校領域 / 科目及學分數草案」在會議上經過討論，擬需召開 107 學年新生家長

座談會，轉知體育班新生與家長課程由普通型高中調整為技術型高中，待家長

座談會討論後，再送體育班發展委員會決議。

（四）召開 107 學年體育班新生家長座談會

 家長座談會中，將普通型高中課程與技術型高中課程詳細說明分析，最後體育

班學生與家長都選擇願意試行技術型高中課程，讓學生學習機械群科之專業課

程。

（五）送第二次體育班發展委員會再決議

 本次會議之決議，則以新生家長座談會之共識選擇願意試行技術型高中課程之

規劃。因此，決議本校 107 學年體育班學生將以技術型高中課程綱要試行。

（六）課程發展委員會追認執行體育班課程綱要前導學校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須充分考量學校條件、社區特性、家長期望、學生需求等

相關因素，結合全體教師及社區資源，發展學校本位課程，並審慎規劃全校總

體課程計畫。最終，將本校「107 學年體育班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領域 / 科目

及學分數草案」送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修正後通過。

（七）本校「107 學年體育班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領域 / 科目及學分數」送主管機關

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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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班技術型高中課程實施現況

從體育班第一線在課程上面臨處境說明，在行政與授課教師達成共識情況下，並

透過討論與協調過程，在「107學年體育班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領域 /科目及學分數」，

在機械群科排除實習工廠場地與授課教師的因素下，規劃 40 學分機械群科科目與學

分數（請參閱表 1）：

表 1   

40學分機械群科科目與學分數

機

械

群

科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專業科目
機械製造 4
機件原理 4

實習科目

製圖實習 4
機械基礎實習 3
造型設計與模型製作實習 8
基礎鑄造實習 3
模具基礎實作實習 8
多媒體製作 4
電腦應用軟體實習 2

學分數小計 / 每週節數小計 40

107 學年體育班技術型課程上學期實施情形，學生反應專業技能頗有難度，基礎

鑄造課程需要細心與耐心始得完成作品。若急促且不夠專注，則必須反覆再反覆相同

動作，完成作品的機會才能提高（請參閱圖 1 與圖 2）。此外，製圖實習則是讓學生

能熟練且正確的使用各項製圖設備，且能完成簡易機械設計圖，簡易圖形空間概念，

並使用電腦完成簡易繪圖。體育班學生對繪圖的空間概念大部分能獨立完成，少部分

則是得再加強。整體而言，課程實施過程中需要親自實際操作的機會增加，在課堂打

瞌睡的狀況減少，且學期結束時看到學生獨立完成的作品與成果，似乎在困境中露出

一絲小小的光芒，期待三年後體育班學生專業素養的成長。

　

 圖 1  基礎鑄造實習課程實況 圖 2  基礎鑄造實習課程工廠器具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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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班技術型課程實施現況建議與回饋

一、技術型高中課程群科科目選定無依據參考標準

前導學校之可貴性在於無中生有，因此起初在規劃技術型高中課程科目與學分

數時，並無任何可以參閱的資料，必須自行由表二之群組科別中自行選擇規劃。依據

108 年 4 月 27 日通過之體育班課程實施規範規定技術型課程以選擇任一群科為主，因

此學校應先選定群組，再從群組科別中選定該科已送審課程大綱之科目及學分數，以

利該群科課程科目與學分數之確認與執行。

表 2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群科設置規劃表

類別 群組 科別

工業類

機械群
機械科、鑄造科、板金科、機械木模科、配管科、模具科、機電科、製圖科、

生物產業機電科、電腦機械製圖科 
動力機械群 汽車科、重機科、飛機修護科、動力機械科、農業機械科、軌道車輛科 

電機與電子群
資訊科、電子科、控制科、電機科、冷凍空調科、航空電子科、電子通信科、

電機空調科 
化工群 化工科、紡織科、染整科、環境檢驗科 
土木與建築群 建築科、土木科、消防工程科、空間測繪科 

商業類
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國際貿易科、會計事務科、資料處理科、文書事務科、不動產

事務科、電子商務科、流動管理科、農產行銷科、水產經營科、航運管理科 
外語群 應用英語科、應用日語科 

設計類 設計群

家具木工科、美工科、陶瓷工程科、室內空間設計科、圖文傳播科、金屬工

藝科、家具設計科、廣告設計科、多媒體設計科、室內設計科、多媒體應用

科、美術工藝科 

農業類
農業群 農場經營科、園藝科、森林科、野生動物保育科、造園科、畜產保健科

食品群 食品加工科、食品科、水產  食品科、烘焙科

家事類
家政群

家政科、服裝科、幼兒保育科、美容科、時尚模特兒科、流行服飾科、時尚

造型科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餐飲管理科

海事水產

類

水產群 漁業科、水產養殖科

海事群 輪機科、航海科

藝術類 藝術群
戲劇科、音樂科、舞蹈科、美術科、影劇科、西樂科、國樂科、電影電視科、

表演藝術科、多媒體動畫科、時尚工藝科、劇場藝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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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術型課程群科科目，擬調整課程教學大綱

本校 107 學年第 1 學期機械群科授課科目共計 3 科，7 學分數。科目分別為機械

製造、基礎鑄造實習與製圖實習。授課教師為鑄造科教師與製圖科教師。授課教師反

應，教授體育班課程若跟著該科課程進度與規劃進行，體育班學生會備受困難，較無

法吸收，實應調整教學大綱內容，提高學生學習動機，以學習專業技能為輔，職業探

試導向為主。

三、機械群科教師授課排課鐘點困難

107 學年本校為前導學校，故實行對象為 1 年級新生，在專業科目總計 40 學分數

內，1 年級第 1 學期實行 7 學分為機械群科課程，由本校鑄造科授課 5 學分、製圖科

2 學分。第 2 學期也同樣維持在 7 學分。假設 108 學年第 1 學期仍是以技術型高中課

程辦理，機械群科課程將需要授課時數為 1 年級 7 學分、2 年級 8 學分，以此類推。

當 3 個年級均在課程軌道上時，體育班技術型高中課程師資員額將是個重要議題。倘

若各校調整為技術型高中課程時，增加體育班授課教師員額編制，由校內自行調整教

師編制，也許能解決排課困難的窘境。

結語

教育部（201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基本理念以「成就每一個孩子—適

性揚才、終身為學習」為願景，兼顧個別特殊需求、尊重多元文化與民族差異、關懷

弱勢群體，以展開生命主體為起點，透過適性校育，激發學生生命的喜悅與生活的自

信，提升學生學習的渴望與創新的勇氣，善盡國民責任並展現共生智慧，成為具有社

會適應力與應變力的終身學習者，期使個體與群體的生活和生命更美好。體育班的課

程綱要更是不容忽視，在努力追求專項運動訓練的前提下，應該在乎的是，體育班的

課程帶給這些努力追求更高、更快、更遠的學生選手們哪些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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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學校體育班應積極建立一貫培訓體系，並以「核心素養」為課程發展之主軸，

國小端以早期發掘具有運動潛能發展之運動人才為目標；國中端以培養專項運動之熱

忱與升學銜接為考量；高中端則以專項運動技能之挑戰與面對課程專業特性及群科特

性進行銜訓，以利大學端之專項運動訓練發揮極致或畢業後進入職場上之探索。期許

體育班的課程發展，在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綱要的促使之下，能邁向更進一步的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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