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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九年一貫課程自九十一學年度開始全
面實施，其宗旨為強調多門學科的統整，

培養學生基本能力，以及營造學校本位課
程等。對於學校課程興起了大變革，授予

學校及教師們更多的專業自主，課程發展
與規劃。相對地，亦要求教師具有更高的

專業學識與技能，更有系統的課程規劃模
式。本文旨在透過瞭解學童個別差異的情

形，提供體育專業教師規劃更為完善的課
程與教學原則，以營造學童更佳的學習環

境。

貳、學童的個別差異

體育教學的最終目的在於引導學童透

過身體運動與學習的歷程，達到運動技能
的提昇，增加認知與情意的能力，並依此

適性發展提昇體育學習的曾級與成長，以
促成熱愛運動的習慣，達到終生從事休閒

活動或競技活動，使之成為健康維護的成
人。基於如此完善的目的，體育課程的規

劃便應強調重視學童身心與動作技能的發
展，教師所規劃的課程應適於學童的發展

透過瞭解學童的個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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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適應性。對於「學童」的「發展性與

適應性」一語，在體育教學上的意涵概念
就有其二：其一，「學童」一詞並非泛指

全體，而應視為獨立的個體組合，換言之
個體就是「每一個學童」，然而每一個學

童之間存在著「個別差異」的事實就是獨
立個體的重要成因之一；其二，強調「發

展性與適應性」的學習歷程，就應瞭解學
童「個別差異」的成因，以為實施教學策

略的應用基礎。
然而，對於學童「個別差異」的事實

如何說明其意義呢？筆者以統計學的觀點
來加以說明：不同的學童在生理上或心理

上的發展歷程與結果，有著相當大的差
異，舉凡同年齡的學童在身高、體重、跑

步的速度等等，都可測得數值，從樣本推
論至母全體的概念設想，所得數值如能全

部計算得知而加以統計分析，分散的情形
將呈常態分配的鐘型曲線圖形，並可獲得

該年齡學童某一項測驗的平均數，可以了
解的是，就個別學童而言，有的高於均

數，有的低於平均數，此即所謂學童的個
別差異。

本文內容所要探討者，不是學童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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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的全部主題，只是依據學童個別差異

的事實，探討如何透過課程的規劃，營造
良好的體育教學與學習環境。

以下即提出五項建議，調整以往忽視
學生個別差異的課程規劃：

一、依據學童能力訂定教學目標

體育教學的最終目的是養成學生終生

運動的習慣，是健康行為的實踐。九年一
貫課程總綱中清楚地指出「國民教育階段

的課程設計應以學生為主體，以生活經驗
為重心，培養現代國民所需的能力」(教育

部，民87)，所以對於體育教學目標的選
定，教師應跳脫以往刻板化、拘泥式的單

一目標模式，而應從日常生活中取材、從
學生經驗及能力取材，重視學生個別差異

的現象，依學生的運動能力分組，分別彈
性調整階段目標，以求重視教學及學習的

歷程，方能將最終目標的達成轉化為生活
的實踐。

二、提供學童多元化的課程單元
與內容

揚棄傳統體育教學內容多以教師的成

人角色選定課程單元，應代之學生的角色
來選定課程單元與內容─透過教師與學生

雙向的溝通，避免或減少認知角度的差
異，尊重學生的個別差異與其個別價值，

才能有地達成所訂定的教學目標。以往單
一式、標準式而僵化的課程單元與內容，

並不考慮學生吱資質成的差異、環境背景
的不同，均要求學童依教師所設定的課程

單元和內容實施的情形應加以調整；調整

為強調「每個學童都有其發展潛力」、「每

個學生都有其接受教育的機會」，以適性
教學為原則，重視學生的個別差異與人格

尊嚴，方能激發每位學生的學習潛力，以
開放的心理從事學習歷程，養成運動的習

慣。

三、指導學生瞭解自我評估

以往體育評量方式多以教師為單向為
主，亦是呈現出「教與學分立」的現象，

且多以教學為重，因而忽略了學童學習歷
程的重要性；現應轉化為「教與學並重」

的模式，而透過指導學生瞭解及進行自我
評估的方式，就是依據尊重學生個別差異

與重視個人價值的理念所呈現的學習歷
程，如此的方式不但可以更激發學生的學

習興趣，更是重視學生個人學習體驗與感
受，然配合以上所建議的兩點，透過指導

學生進行自我評估，就是以學生為主體、
以有趣又生動教學策略強化學生的學習效

果，以達到學習的終生目標。

四、評量方式多元化、彈性化

體育評量方式等同於許多學科是以學

生為本位、重視自我發展與自主學習，所
不同之處在於以往其他學科多以認知層面

評量為主，而體育評量多以技能層面為
重；其他學科在教育改革之後，應修正為

更多的技能與情意，而體育評量則應更注
重認知與情意的層面。重視其他層面的評

量比率，更加彈性運用多種評量方式來適
切地評量學生學習成果。落實多元化、彈

性化的評量方式，以適切地符合重視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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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差異。

參、結語

體育課不用交作業，又沒有考試的壓
力，暨能夠活動身體，也能夠發洩精力，

是國小學童們最喜歡上的課。九年一貫課
程實施後，體育教師被要求具有更高的專

業學識與技能，更有系統的課程規劃能力
來規劃體育課程。在教學時，應依據學童

能力訂定教學目標、提供學童多元化的課
程單元與內容、指導學生瞭解自我的表

現，並以多元化、彈性化的方式來評量，
為學童營造最佳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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