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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部分

動腦實作



第⼆部分

素養導向



■ 臺灣⼗⼆年國民教育課程（教育部，2014）

p 素養導向為⽬標，發展全⼈教育的精神。
p 核⼼素養為課程發展之主軸，強調培養以⼈為本的「終身學習者」。
適應⽣活及⾯對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與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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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信賢，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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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
學習者

⾃主
⾏動

••身體素質與⾃我精進
••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規劃執⾏與創新應變

溝通
互動

社會
參與

••道德實際與公民責任
••⼈際關⼼與團隊合作
••多元⽂化與國係理解

••溝通表達與符號運⽤
••科技素養與媒體資訊
••藝術⽣活與美學涵養



核⼼素養 (core competencies) 

■ 定義 
        指每⼀個⼈都需要的必要素養，代表社會中所有的成員應達到的共同
層次，「核⼼」代表應該達成層次的最低共同要求，是每⼀位社會成員都
必須學習獲得與不可或缺的關鍵且必要的素養 （蔡清⽥，2012）。 

■ 特性 
p 強調情境化、脈絡化的學習，更朝向學習意義的理解 (making 

sense)，與真正的理解 (understanding) 
p 強調⼒⾏實踐，學以致⽤。 
p 彰顯全⼈發展，並使其成為終⽣學習者（蔡清⽥，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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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素養 (physical literacy) 

■ 在我國重視素養導向課程發展同時，各國體育領域的課程
亦於2000年後即開始關注素養 (literacy) 之重要性 （詹恩華、
闕⽉清、掌慶維，2017）。 

■ 身體素養的概念，蘊含身體動作能⼒，意指個⼈能具備動
機、信⼼、身體能⼒、知識和理解，終身致⼒於將有⽬的
之身體活動應⽤於⽣活並融入其⽣活型態 (Whitehead，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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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國⼩體育教學模組⽰例



體育教學模組定義

運⽤學習情境脈絡，使學習者在⼤單元主題式的活動
中，進⾏「主動探究」之教學套裝，以培養其對體育
活動的興趣、⾃信、能⼒與知識︔同時使教學者在關
注學習的情況下，進⾏體育教學決定與專業發展，增
加學習者的成功經驗，建⽴終身參與身體活動之基礎
（掌慶維，2017）。



體育教學模組設計背景

• 針對國⼩跨體育領域任課教師（非體育專長教
師）所設計的「⼤單元主題式」套裝教學活動，
在「操作簡單」、「容易上⼿」的主要考量下，
提供教師實施教學之參考 。 

（掌慶維，2017）



模組概念

• 模組定義： 

（⼀）數個具基礎功能的元件，可組建成具體
功能的組件，組件可組成完整功能的系統。 
（⼆）通常具有製程/邏輯相同，惟將組成元
件加以變換，即可調適其功能或⽤途。



體育教學模組特質

三⼤特質： 
(⼀) 素養導向的設計理念 

(⼆) ⼤單元主題式的活動設計 

(三) 情境化與脈絡化的學習⽽設計 



太陽能板模組

太陽能電池

太陽能模組
陣列太陽能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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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慶維，2017）

陣地攻守遊戲
模組：通常具有製程/邏輯
相同，惟將組成元件加以
變換，即可調適其功能或
⽤途



球類教學模組實施架構

7

P
Play games

遊戲比賽 經驗分享返回比賽⼩組討論

L
Learning focus

A
Assessing

Y
Yes, we got it!

模組：通常具有製程/邏輯相同，惟將組成元件（如遊戲
規則、技能）加以變換，即可調適其功能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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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比賽 

• 主動學習，進⾏問題解決活動 
• 運⽤系統思考以解決遊戲比賽的問題

⼩組討論 

• 確定問題情境與其解決⽅案 
• 發展⼈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返回比賽 

• 進⾏驗證 
• 學習檢視其規劃執⾏與創新應變

經驗分享 

• 進⾏反思，檢視其如何成功 
• 身⼼素質與⾃我精進

球類教學模組結構與素養導向教學之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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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慶維，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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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義雄，2017)



第四部分

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