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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健體領綱 (九年一貫十二年國教) 改了什麼？

國小 2階段(3-3) 3階段(2-2-2)

◦ 國小：低、中、高年級第一、二、三學習階段 (I、II、III)

◦ 國中第四學習階段 (IV)；高中第五學習階段 (V)

主題軸+能力指標  學習重點(學習表現+學習內容)

◦ 能力指標學習表現 (認知、情意、技能、實踐)

◦ 無固定教材 增列學習內容 (六大類運動)

十大基本能力  核心素養+領域核心素養

◦ 帶得走的能力整合(知識+技能+態度)的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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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教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Where are we now?

圖片來源: https://ru.depositphotos.com/61484767/stock-illustration-phone-evolution-vector-icons.html

改變，乃建立在已有的成就之上，持續累積

改變，往往是因為條件和需求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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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教材的發展脈絡

體育課程標準(民89以前)
詳列運動技能教材 基礎紮實vs.技能導向!?

九年一貫健體領域綱要(民90-107)
移除運動項目  符合需求 vs. 身體經驗窄化!?

十二年國教健體領域綱要 (民108以後)
以教育目的作為運動之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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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體育教材：十二年國教時期

資料來源:國家教育研究院 (2018)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健康與體育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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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資料來源:國家教育研究院 (2018)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健康與體育領域

1.認知：
健康知識、技能概念、運動知識、技能原理

2.情意：
健康覺察、健康正向態度、體育學習態度、運動欣賞

3.技能：
健康技能、生活技能、技能表現、策略運用

4. 行為：
自我健康管理、健康倡議宣導、運動計畫、運動實踐

1.認知：
健康知識、技能概念、運動知識、技能原理

2.情意：
健康覺察、健康正向態度、體育學習態度、運動欣賞

3.技能：
健康技能、生活技能、技能表現、策略運用

4. 行為：
自我健康管理、健康倡議宣導、運動計畫、運動實踐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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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問答題

1學習表現

•1.健體領域的「學習表現」共分幾類？幾項？
屬於「體育和運動」的代碼為何？

• 1-1能「能認識與了解各類運動之規則與技術」
屬於哪一類的學習表現，其代碼為何？

• 1-2國中七年級的「運動實踐」屬於哪一類的
學習表現？其指標為？

4 類(知、情、技、行)
16 項 (a b c d) 

(p.6)

1c (p.7)

行為

4d-IV-1

4d-IV-2

4d-IV-3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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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強調該教材的

教育功能

資料來源:國家教育研究院 (2018)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健康與體育領域

A.生長、發展與體適能

B.安全生活與運動防護

C.群體健康與運動參與
(含:運動知識，水域、戶外及其他休閒運動)

D.個人衛生與性教育

E.人、食物與健康消費

F.身心健康與疾病預防

G.挑戰類型運動 (含:田徑、游泳)

H.競爭類型運動 (含:網/牆性、陣地攻守性、

標的性、守備/跑分性球類運動)

I.表現類型運動 (含體操、舞蹈、民俗性)

不是唯一
而是優先考量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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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問答題

2學習內容

•2-1體操屬於哪一類？
若為國小三年級，其代碼為何？

•2-2手球屬於哪一類？
若為國小五年級，其代碼為何？

Ia-II-1
(p.16)

表現類型運動
(p.12)

競爭類型運動
陣地攻守性球類運動

(p.12)

Hb-III-1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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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問答題

2學習內容

•2-3跳繩屬於哪一類？
若為國中七年級，其代碼為何？

表現類型運動
民俗

(p.12)

生長發展與體適能
體適能

(p.10)

Ic-IV-1
(p.29)

跳繩

體適能 一分鐘競速、跳繩耐力賽

花式跳繩、動作編排表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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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問答題

2學習內容

•2-4「壘球擲遠」技術屬於哪一類學習內容？
若為高中一年級，其代碼為何？

競爭類型運動
守備跑分性球類運動

(p.12)

挑戰類類型運動
田徑

(p.12)

Hd-V-1
(p.32)

壘球擲遠

競爭性

挑戰性 田賽、助跑擲遠

外野守備、長傳選擇

Ga-V-1
(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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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學習重點(目標)來選擇學習內容

跳繩

壘球擲遠

體適能 一分鐘競速、跳繩耐力賽

花式跳繩、動作編排

競爭性

挑戰性 田賽、助跑擲遠

外野守備、長傳選擇

表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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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問答題

2學習內容

•2-5「排球」在國中階段要教些什麼？

•2-6「Hb-IV-1 網/牆性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
團隊戰術」指的是什麼？

Ha-IV-1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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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內容是範疇而非項目

H競爭類型運動
Ha-IV-1 網/牆性球類運動動作組合及團隊戰術

傳接球組合動作

攻擊組合動作

攻擊對方的弱點、弱邊

組織強力攻擊

浮士德球

排球

修改式排球
防守位置分配、補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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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問答題

3 學習目標=學習表現 X 學習內容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表現

Ha-Ⅳ-1 

網/牆性球類運動動作組合

及團隊戰術

1c-Ⅳ-1 

了解各項運動基礎

原理和規則。

了解排球規則，以及網/牆性運

動之進攻與防守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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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問答題

3 學習目標=學習表現 X 學習內容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表現

Ha-Ⅳ-1 

網/牆性球類運動動作組合

及團隊戰術

2c-Ⅳ-2 表現利他

合群的態度，與他

人理性溝通與和諧

互動。

能以理性正向的態度與隊友溝

通、檢討排球比賽中的表現與

策略，並願意互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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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問答題

3 學習目標=學習表現 X 學習內容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學習表現

Ha-Ⅳ-1 

網/牆性球類運動動作組合

及團隊戰術

3d-Ⅳ-2 運用運動

比賽中的各種策略

學習並能運用排球的「接發球站

位」、「基本進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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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教材的轉化

資料來源:國家教育研究院 (2017)健體領域課程手冊。
https://www.naer.edu.tw/ezfiles/0/1000/img/67/1544105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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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排球的教學目標?
學習內容

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Ha-Ⅳ-1 

網/牆性球類運動動作組合
及團隊戰術

可能之學習目標

1c-Ⅳ-1 了解各項運動基

礎原理和規則。

瞭解排球規則，以及陣地攻
守性運動之進攻與防守基本
原則。

1. 學習排球的「接發球站位」、
「基本進攻戰術」戰術，並
能根據自身的條件嘗試應用；

2. 在練習與修改式比賽的情境
中學習並執行排球運動的發
球及低手、高手傳球技巧；

3. 學習與隊友溝通並合作執行
所討論出的戰術，並願意分
享比賽心得；

4. 能遵守規則，並表現出公平
競爭的行為。

2c-Ⅳ-2 表現利他合群的

態度，與他人理性溝通與

和諧互動。

能以理性正向的態度與隊友
溝通、檢討比賽表現、策略，
並願意互相互合作

3c-Ⅳ-1 表現局部或全身

性的身體控制能力，發展

專項運動技能。

學習排球發球及低手、高手
傳球基本技術，並能達到協
調、有效率的動作表現

3d-Ⅳ-2 運用運動比賽中

的各種策略。

能根據所屬隊伍條件擬定有
利的比賽策略

4d-Ⅳ-1 發展適合個人之

專項運動技能。

依自己的身體條件與技術，
選擇合適的傳球與攻擊動作
進行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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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由屬性分明情境整合

1.認知
1-1 學習排球托球動作要領
1-2 了解排球托球使用時機

2.技能
2-1 複習排球低手擊球動作
2-2 學習排球托球動作
2-2 能運用低手擊球與高手托
球進行傳球與攻擊

3.情意
3-1 培養團隊合作精神
3-2 能欣賞他人運動表現

1.學習排球托球的動作要領，
並能以安全有效率的方式進行
傳球。

2.學習排球低手擊球與高手托
球的組合動作，並能於比賽中
應用。

3.認識排球攻擊的基本戰術，
並且能試圖於比賽情境中做出
進攻方向選擇與組織。

認知+技能

認知+技能+行為

認知+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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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教學的四大原則

整合知識、
技能與態

度

情境脈絡
化的學習

學習方法
及策略

活用實踐
的表現

參照各領域/科目之核心素養、學習重點

超連結/教科書
http://pulse.naer.edu.tw/Home/Content/ae268223-7303-476a-ac47-40e7b25f6b64?paged=1&insId=0c4498ad-8c3a-4538-ac36-018c70d6655d
超連結/10512-95翰林第五冊（勤訓）自編教材.pdf
http://pulse.naer.edu.tw/Home/Content/8eaa6525-dbf6-4e9d-bdba-fc2056c356fd?paged=2&categoryid=4ff808d8-9b3f-4023-8469-cfd69f858307&insId=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超連結/10512國中國語文「勤訓」示例.pdf
../../../演講/信賢的近期演講/快樂新鮮人.ppt
http://163.26.9.13/noise/wbbs/view.asp?articleid=20060802154137&Discuss=t543&Page=1
.http:/www.teepr.com/718307/jonhsieh/4%E6%A0%B9%E7%81%AB%E6%9F%B4%E5%81%9A%E5%87%BA%E6%AD%A3%E6%96%B9%E5%BD%A2%E7%9A%84%E8%B6%85%E9%9B%A3%E6%B8%AC%E9%A9%97/
.http:/www.teepr.com/718307/jonhsieh/4%E6%A0%B9%E7%81%AB%E6%9F%B4%E5%81%9A%E5%87%BA%E6%AD%A3%E6%96%B9%E5%BD%A2%E7%9A%84%E8%B6%85%E9%9B%A3%E6%B8%AC%E9%A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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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課程與教學目標的脈絡

•體育課程標準(民89以前)
培養技能、興趣未來具備終身運動能力
(學校所教的技能&知識，與未來生活的連結?)

•九年一貫健體領域綱要(民90-107)
培養帶的走的能力追求動態生活型態
(培養帶得走的能力! 帶走什麼? 運動技能 or 運動規劃與參與… ?)

•十二年國教健體領域綱要(民108以後)
整合的學習經驗在當前生活情境尋求實踐
(核心素養vs.身體素養 : 跨領域的素養 與 領域內的素養 之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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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健體課綱三項重要內涵

一、以學生為主體及全人健康之教育方針，結合生活情境

的整合性學習，確保人人參與身體活動。

二、運用生活技能以探究與解決問題，發展適合其年齡

應有的健康與體育認知、情意、技能與行為，

讓學生身心潛能得以適性開展，成為終身學習者。

三、建立健康生活型態，培養日常生活中之各種身體活動

能力並具國際觀、欣賞能力等運動文化素養，

以鍛鍊身心，培養競爭力。

WHAT’S NEW ?

資料來源:國家教育研究院 (2018)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健康與體育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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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 NEW ?
全人健康、確保人人參與身體活動

結合生活情境 的 整合性 學習

探究 與 解決問題、身心潛能
認知、情意、技能 與 行為

國際觀、欣賞能力、運動文化素養

健康生活型態、各種身體活動能力 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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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給的很多，但時間與資源有限，

所以…勢必要有「優先順序」的選擇

透過健體領域的教學，

你最希望帶給學生什麼？

運動技能很重要，但往往不是最

上位的目標，反而是藉以達成某

些教育目標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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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的教學…

哪一種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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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素養
Physical literacy

個人用以維持終生動態生活
所需的知識、動機、自信與
身體能力
(Whitehead, 2010)

核心素養
Core competence

個人面對現在生活與未來挑
戰所需的知識、技能與態度。

從自發、互動、共好
所衍生的三面、九項
核心素養

皆強調 真實、整合的學習經驗，

而非片段、情境分離的知識或技能

V.S.

深度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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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總綱的基本理念

自 發 互 動 共 好

有意願，有動力 有方法，有知識 有善念，能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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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的內涵與轉化策略

終身
學習
者

自主行動

會
社

參
與

溝
通

互
動

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
與創新應變

身心素質
與自我精進

符號運用
與溝通表達

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藝術涵養
與美感素養

多元文化
與國際理解

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生 活 情 境

生
活

情
境

活
生

情
境

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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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項

A
 

自
主

行
動

A1
身心素質

與
自我精進

A2
系統思考

與
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行

與
創新應變

可能的體育教學策略

• 教師介紹各種策略及可用的資源，指導學生去
規劃出能自己在課堂內/外進行的學習活動，
並自己執行、設法解決過程中的突發狀況、記
錄執行情形。(如: 為了提升體適能進行課外自
主練習、為了提升班級競賽成績之課後練習)

• 教師安排各種活動，能讓學生願意主動提升自
己的健康或競技體適能 (如: 透過慢跑、跳繩、
追逐跑…) 

• 教師設法使學生願意認真練習，以提升在各種
運動項目技能的表現 (如:籃球投籃命中率…)

• 教師安排與教學目標相關的情境(狀況題)，並
透過教師提問或學生小組討論，來讓學生構思
如何解決問題 (如: 剛才那一球為何會失分? 哪
裡出了問題? 對方做了什麼? 我們做了什麼? 接
下來怎可以怎麼準備或調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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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項

B
 

溝

通

互
動

B1
符號運用

與
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

與
媒體素養

B3
藝術涵養

與
美感素養

可能的體育教學策略

• 教師安排特定的課堂或回家作業，要求學生透
過網路搜尋相關資料來完成。

• 教師教導學生運用各種科技媒材來完成任務(
軟體如: Nike run、coachbase、師大瘋籃球…
等手機APP；硬體如:手機、Go pro、智慧穿
戴裝置)。

• 師生直接指導或使學生討論出在運動情境中使
用的訊息傳達方式 (如:表情、手勢、身體動作
、術語…等)；並讓學生能根據隊友或對手的所
釋放的訊息，進行有效的判讀、溝通、討論 (
如: 採取的行動或戰術、加油打氣…) 

• 教師引導學生欣賞運動員的力量、技術、智慧
、情緒，或運動場域中的設備、器材、服裝、
氣氛、事件，以增進其對運動之美的共鳴，並
能闡述自己感想 (如:說明自己欣賞那位選手，
理由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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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項

C
 

社
會

參
與

C1
道德實踐

與
公民意識

C2
人際關係

與
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

與
國際理解

可能的體育教學策略

• 教師透過故事敘說或影片撥放，來呈具有法律
、社會關懷、道德等方面兩難議題的事件，並
引導學生進行省思自己過去及未來面對相似事
件時所採取的觀點與行動 (如: 運動中的小動作
、歧視、侮辱、暴力、舞弊)。

• 在學生有實際運動體驗的前或後，教
師介紹該運動的文化意涵 (如:新興運動
、本土/民俗運動、國際運動)，並透過
教師解說或學生蒐集資料，來認識其
特色、理解其發展脈絡 (如:紐西蘭黑衫
軍橄欖球隊戰舞的意義及發展背景)。

• 教師透過團體性運動的分組、合作完
成任務、競賽等關係，來使學生練習
與他人互動時應有的態度、應保持的
關係 (如: 當遇到意見相左的時候應尊
重對方的想法、理性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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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可在任何學習領域培養!
方法在於透過教學策略的運用
來提供相對應的學習機會!

折返跑
井字連線

路線變化 A1

策略討論 A2

B1暗號、錄影紀錄

設計隊呼 B3

裁判 C1

團隊領導與溝通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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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素養只屬於體育領域!
需連結到該領域的專業知識，
並透過有效教學來使學習者掌握

折返跑
井字連線

Ga-IV-1
跑、跳與推擲
的基本技巧

起跑

加速度

折返的重心轉移

減速

接力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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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技能的學習重點需依照
個體動作技能發展的順序

反射動作階段

初步動作階段

基礎動作階段

特殊動作階段

終身的

休閒活動 日常活動 競技活動

初始期
基礎期
成熟期

轉換期
應用期
終身期

3c-V-2 熟練專項運動技能、創作和展演的技巧

3c-I-1 表現基本動作與模仿的能力

3c-II-1 表現聯合性動作技能

3c-III-2 在身體活動中表現各項運動技能

3c-IV-1 表現局部會全身性的身體控制能力，
發展專項運動技能

圖片來源: Gallahue, D. & Donnelly, F. C. (2003). Developmental physical education for all children (4th ed.). 

Champaign, IL: Human Kin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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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教育階段宜給予學生多元化的

身體學習經驗，避免偏重單一運動項目，

國民中學教育階段以後則逐步發展專精項目，

進而奠定終身運動之基礎。

p.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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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趣 成就感

身體素養的達成需要整體考量，
並提供學生有意義的學習(連結生活)

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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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2016-05-17 聯合報

http://udn.com/news/story/6886/1699935-
%E5%8F%B0%E5%B8%AB%E5%A4%A7%E7%A0%94%E7%A9%B6%EF%BC%9A%E9%AB%94%E9%81%A9%E8%83%BD%E8%83%BD%E5%8A%9B%E8%B6%8A%E5%B
C%B7-%E8%AA%B2%E6%A5%AD%E6%88%90%E7%B8%BE%E8%B6%8A%E5%A5%BD 

體適能很重要!

所以…

接下來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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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資料來源: http://newcongress.tw/?p=12111

通過前，導師要學生去運動!

通過後，導師要學生回教室念書

這是我們要的嗎 ?

可以如何讓此「優勢」

發揮更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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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身處地的思考學生所學能夠應用在什麼生活情境，

素養才比較有可能會發生



2018/07/30 106-107年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體育教學增能研習 42

生活情境，並非可遇不可求的未來場景，
而是學生在當下可能連結的生活場域

(課堂校園家庭社區)

Q: 沒辦法上場的人呢?

Q: 沒有比賽的運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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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課程/標竿學校

關於如何創造有意義的學習情境，

歷年的校本體育標竿學校甄選

有許多優秀案例可參考

http://sportsbox.sa.gov.tw/program/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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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個體追求與維持終身動態生活習慣
所需的 知識、動機、自信與身體能力

(Whitehead, 2012)

身體素養

就算無法連結當下的生活情境，只要

能留在學生身上、讓學生產生興趣、

對其未來有幫助… 亦可能有助於素養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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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2017奧林匹克精神講座菁英讀本
http://www.tpenoc.net/wp-

content/uploads/2018/03/2017%E5%A5%A7%E6%9E%97%E5%8C%B9%E5%85%8B%E7%B2%BE%E7%A5%9E%E8%AC%9B

%E5%BA%A7%E8%8F%81%E8%8B%B1%E8%AE%80%E6%9C%AC.compressed.pdf



2018/07/30 106-107年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體育教學增能研習 46

讓我們以自身熱愛的專業-體育-來幫助孩子
並一起對他們的未來，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