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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1
•網/牆性球類教學模組體驗

2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綱與健體領綱簡介

3
•素養導向課程設計實作、討論與分享

世大運音樂

眾力正夯！一起為你加油.mp3
世大運主題曲 「擁抱世界擁抱你」.mp3


4圖片來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http://12basic.edu.tw/temp/brochure2.pdf

課程重疊有待縱向橫向重整，
學習層次有待高階提升

符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理念

九年一貫首部曲

九年一貫像月亮，
初一十五不一樣，
管它一樣不一樣，
反正不會怎麼樣。

國教宣導影片0810

【協力同行】走進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_8分鐘版.mp4


5

「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

以尊重學生生命主體為起點，透過適性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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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美好。

自發

(本體觀)

互動

(認識觀)

共好

(倫理觀)

5

啟發生命潛能 陶養生活知能 促進生涯發展 涵育公民責任

願景

理念

目標

總綱的理念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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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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素養的三大面向九大項目

以核心素養為主軸
支援各教育階段之間的連貫以及各領域/科目之間的統整



(三)領域「學習重點」包含學習內容與學習表現

7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認識人類探索
世界累積的系
統知識，作為
解決問題過程
中的必要基礎

學習者面對生
活環境、議題
與情境時，所
展現的能力、
態度與行動

學習重點



九年一貫課綱及108總綱之課程比較

8

九年一貫 十二年國教

課程理念 • 能力導向 • 素養導向

課
程
架
構

•七大領域 • 八大領域

• 原為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 分為「自然科學」及「科技」
領域

• 原為藝術與人文領域 • 改名稱為藝術領域

• 節數採彈性比例制 • 節數採固定制

• 彈性學習「節數」，其使用
無明確規範

• 彈性學習「課程」，其使用
有明確規範

• 重大議題設置課綱：
性別、人權、環境、海洋

• 重大議題融入各領域

• 低年級「生活課程」與「綜
合活動」分設

• 低年級「綜合活動」融入
「生活課程」

• 各領域學習階段劃分不一 • 各領域學習階段統一劃分

• 增設「新住民語文」
學習總節數不變



素養導向教學的四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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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各領域/科目之核心素養、學習重點

統整：

整合知識、
技能與態度

體驗：

情境化、
脈絡化
的學習

思考討論：

學習歷程、
方法及策略

實踐：

實踐力行
的表現

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

的知識、能力與態度。強調學習不宜以學科知識及技能為限，應

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透過實踐力行而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

守備/跑分型教學影片至1000
團體拋接球實做



素 養 能 力

意義 為發展成為一個健全個體，必須因應未來混沌

複雜之生活情境需求，所不可欠缺的知識、能

力與態度。

具有勝任某項任務的才
能之實際能力與潛在能
力，往往未涉及態度與
情意價值。

先/後
天

強調教育價值功能，是學習的結果，是後天努

力學習而獲得的。

是經由先天遺傳與後天
努力習得的。

適用的

社會

適用於複雜多變現代社會，以成功地回應特定

生活情境下的複雜需求。

偏向於過去傳統與工業
社會所強調的技術能力
、技能、 職能等。

理據 超越行為主義的能力，具有哲學、人類學、心

理學、經濟學、以及社會學等不同學門領域的

理論根據，可促進個人發展與社會發展。

偏個人工作謀生，易有
流於能力本位之爭議。

實例 語文素養、科學素養、民主素養、資訊素養

媒體素養、多元文化素養

聽、說、讀、寫及操作
簡易機器設備。

素養與能力的區別



十大基本能力與核心素養的關係

核心素養延續十大基本能力

彌補範疇不全的的涵養

填補缺漏的重要生活議題

後天教育而得的

重視態度、情意的形成過程

重視生活情境的應用

強調生活實踐



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健體領域教學



1.基本理念

2.課程目標

3.時間分配
科目組合

4.核心素養
5.學習重點

◎課程架構二維向度

◎學習重點編碼說明

◎學習重點整體說明

◎各教育階段學習重點

6.實施要點

◎課程發展

◎教材編選

◎教學實施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7.附錄

◎學習重點與核心素養呼應示例

◎重大議題融入健體領綱說明

健康與體育領域課程綱要



素養導向教學之可能性

素養導向教學的具體作為…

(1)技能、知識、情意與行為並重。

(2)既重視學習結果也關心學習歷程。

(3)在教導抽象知識時，不忘將其連結至真實情境。

(4)讓行為在課堂中產生，更實踐於生活中。



健康與體育領域綱要特色

學習階段調整(一至五學習階段)

統整健康與體育領域的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學習歷程

(認知、情意、技能、行為的展現)

學習內容：內容向度素材

(事實、概念、程序、後設知識)

雙向度進行教材編選，適切、

合理、相關的二維編織



學習表現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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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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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管理、倡議宣導、

運動計畫、運動實踐。

備註:黑字健康科，紫字為體育科。



學習內容向度

1.生長、發展 與 體適能

2.安全生活 與 運動防護

3.群體健康 與 運動參與

4.個人衛生與性教育 7.挑戰型運動

5.人、食物與健康消費 8.競爭型運動

6.身心健康與疾病預防 9.表現型運動

備註:紅字健康科，藍字體育科。



競爭型運動學習內容

守備/跑分性
Striking/Fielding 

Games

棒球

壘球
板球
樂樂棒球

標的性
Target Games

保齡球
高爾夫球
槌球
飛盤高爾夫

網/牆性
Net/Wall Games

羽球
網球
壁球
排球

陣地防守性
Invasion Games

籃球
足球
橄欖球
手球

 透過符合規則的攻守對抗關係，由學生或與他人合作方式，同時與另一位
對手或其同伴進行競爭，在進攻得分目標時亦須防守另一目標以免失分。

 在競爭型活動中需要運用思考、理解、溝通、技能、戰術和策略，以進行
問題解決活動，並養成尊重、負責、參與、領導、與關懷他人的責任行為。



網/牆性運動主要內容

目的：將球擊至對方場地，設法獲得分數；

阻止對手將球擊至我方場地，避免對手得分。

戰術：支援接應、空間分配、補位配合、位置調整

、假動作、空間調動。

技能：發球、接發球、高遠球、殺球、移位等。



隔網型球類遊戲設計概念構圖

網牆性球類教學模組影片24分

網牆性球類遊戲.mp4


競爭型運動（H-主題）、守備跑分型（d-次項目)、Ⅰ第一學習階段

Ha-Ⅰ-1網/牆性相關的簡易拋、接、控、擊、持拍及拍、擲、傳、滾

之手眼動作協調、力量及準確的控制

Ha-Ⅱ-1網/牆性相關的拋接球、持拍控球、擊球及拍擊球、傳接
球之時間、空間及人與人、人與球關係攻防概念

Ha-Ⅲ-1網/牆性運動基本動作及基礎戰術

Ha-Ⅳ-1網/牆性運動動作組合及團隊戰術

Ha-Ⅴ-1網/牆性運動技術綜合應用及團隊綜合戰術

健體領綱：隔網型球類運動學習內容

一

二

三

四

五



認知（1-類別）健康知識（a-次項目）

1a-Ⅲ-3理解促進健康生活的方法、資源與規範。

情意：2a-Ⅲ-2覺知健康問題所造成的威脅感與嚴重性。

技能：3a-Ⅲ-1流暢地操作基礎健康技能。

行為：4b-Ⅲ-3公開提倡促進健康的信念或行為。

健體領綱：第三階段學習表現



身體素養的體育教學

模式本位的課程轉化身體素養課程（Dudley, 2015) 

理解式球類教學模式 (Bunker & Thorpe, 1982)

運動教育模式(Siedentop, 1994) 

個人與社會責任模式 (Hellison, 1983)



教學模組結構

遊戲

比賽

戰術

討論

返回

比賽

討論

分享

引用自掌慶維（2017）



理解式球類教學模式

遊戲/比賽

運動賞識

理解戰術

做適當決定
做什麼？如何做？

技能執行

比賽表現

學習者

（引自Bunker & Thorpe , 1986）



素養導向教學評量1

非常優良：5分；優良：4分；已經做到：3分；有待改進：2分；亟待改進：1 分 

評量項目

學生

技能 技能 情意

優 點 與 建 議
座

號 姓 名
策略

應用

支援

接應

團隊

合作
1 郭○○ 5 4 5 能發到空位，能認真討論戰術，要移位接球。
2 黃○○ 5 5 3 能轉身接應隊友的傳球，要指導而非責怪隊友。
3 劉○○ 5 5 4 能發到角落，要服從裁判。
4 林○○ 4 4 5 能請老師協助解決問題，接發球時膝蓋要蹲低。

5 陳○○ 3 4 5 能鼓勵隊友，要思考發球的位置。

6 李○○ 5 5 5 能移位接應傳球、熱心指導同學、認真練習。

1.策略應用：學生能有意圖地發球至空位、後場或角落等位置。 

2.支援接應：學生能轉身或迅速移動至適當的位置，成功地接應隊友的傳球。 

3.團隊合作：能和隊友共同討論比賽的戰術，並鼓勵與協助隊友。 



素養導向教學評量2

守備跑分性球類遊戲.mp4


配合健體領域核心素養的教學策略與內容



健體核心素養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單
元
主
題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雙向細目表

健
體
核
心
素
養

學
習
目
標

內容屬性 教學屬性

素養導向教材轉化過程說明圖

性別平等、 人權教育、

環境教育、海洋教育4項

重大議題融入；其他15項
議題多元方式融入。



了解排球的規則、禮儀與戰術

展現團隊合作的精神、互助關懷的態度

學習目標＝學習內容+學習表現

應用排球戰術和技能來防守與得分

培養規律運動的習慣並分享身體
活動的益處



素養導向排球遊戲教學活動設計

1.單元主題名稱：玩排球學責任

2.核心素養：健體-E-A2 

具備探索身體活動與健康生活問題的思考能力，並透過體驗與實踐，

處理日常生活中運動與健康的問題。

3.學習內容：網/牆性球類運動
Hd-Ⅲ-1守備/跑分性運動基本動作及基礎戰術

4.學習表現：

1) 認知：1d-Ⅲ-3描述比賽的進攻和防守策略。

2) 情意：2c-Ⅲ-1表現基本運動精神和道德規範。

3) 技能：3d-Ⅲ-3透過體驗或實踐，解決練習或比賽的問題。

4) 行為：4d-Ⅲ-2執行身體活動計畫，解決運動參與的阻礙。



素養導向教學活動設計

1.單元主題名稱：

2.核心素養：

3.素養導向教學活動設計

（1）學習目標：

（2）體驗活動：

（3）討論分享：

（4）生活實踐：

4.課程設計後設分析

□統整：整合知識、技能與態度 □體驗：情境化、脈絡化的學習

□討論分享：學習歷程、方法與策略 □實踐：實踐力求的表現



素養導向健體領域教學

素養導向教學首部曲
素養導向

暗夜摸象

三分想像

七分相像

終身樂運動

翻轉體育文化

協力同心逗陣行

感謝聆聽 歡迎討論



微型翻轉體育教學宣言

我們願意推動素養導向教學，

培育具備健康知識與技能的學生，

培養終身喜愛運動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