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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體操 2.0學校的意義
施登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與運動科系副教授

教育部體育署為確保學校體育的變革，需符應新課綱指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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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新型態的校園體育方針，推出「多元運動、共融參與」營造校園

友善運動環境，這同時也與聯合國的運動人權宣言（UDHR）與永續發展計畫

（SDGs）相呼應，把參與身體活動做為學習權與教育權的一部分來看待。在

體育署所推動的新型態的校園體育活動中，體操教學是其中最直接與擴大鼓勵

學校內所有不同能力的學生共同參與之運動，讓融合式運動從校園體育課程出

發，推動至班際與校際間，與普及化運動目的相契合的項目，體操 2.0 學校試

辦計畫的實施，成功且有效地提升了學童的多元運動經驗，並從中感受運動的

樂趣。

為了窺見「體操教學 2.0 學校」這個試辦計畫的規劃、實施與評估，本專

刊邀請國內推動體育、體操教學的學者專家及學校校長、主任、組長，就其實

踐經驗來闡述，以實踐者的在地經驗，和與支持協助者的外部視角娓娓道來，

可以獲知與體育署所提出的基本理念與預期效益不謀而合。可見，這理念已經

是立足在國家政策與普世價值的基礎上了。

張琪助理教授提出「翻轉體操教學，讓孩子愛上運動 推動體操推廣 2.0 重

點學校」一文，從體操專家的專業，來論述學校教體操，學生學體操的優點與

利益，明確顯現出在學校體育課程教授體操對學生的影響與重要性。同時，也

簡要但不失精準地描述了體操 2.0 學校推動計劃的精神與方案內容，以建基在

過去 2 個體操教學推廣中期計畫的成果上，來紮根於基層學校的總體課程與活

力體操成果發表會的實踐下，如今已獲致的成果有：一、實現 4 所體操 2.0 學

校的試辦推廣，使之在地紮根；二、支持校本體操教學並擴增媒體露出；三、

提升學校教師實施體操教學，以及舉辦活力體操成果發表會活動之專業力。後

續的目標是實現體操教學的普及化、活力體操發表會的舉辦，用以促發育樂營

與社團的勃興，實現體操全校化、全校體操化的願景。

鄭麗媛教授的專文「從兒童動作發展談體操教學 2.0 計畫」先以兒童動作

發展的理論作為基礎，在各個重要發展階段的特徵下，論證學童體操學習的必

要性、重要性與關鍵影響，指出學校實踐體操普及教學的合理性，使體操學

習的價值顯現。由於鄭教授長期投入輔導並深度關注體操 2.0 學校的發展，這

種將體操教學模組融入到校本總體課程之中，並依據專案帶給學校的資源與支

持，共同討論校訂的「體育課程」發展與「運動社團／課間／課後運動活動」

的連結，以體操教學模組做為結合這兩者間的連結介面，再從體操教學模組的

教學活動，延伸至運動社團及課間和課後運動，建立起光明及福龍這 2 所 2.0

試辦學校的各自特色。最後，鄭教授也評估這個計畫，是有效協助學童動作發

展並能引發學童運動參與興趣的政策。

臺中市的廖永欽老師在「活力體操在永隆國小 IN 起來 - 在永隆國小孩子

序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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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看見『活力體操』的美好」一文中，卓越地提出永隆國小隆來運動館成立

的概念。當體操教學模組結合師資、場館硬體、課程與教材軟體的鐵三角，實

現在學校中的活力體操所顯現的學生活力，是該校實施這個計畫的最佳寫照。

這次永隆除了學校本身長期的耕耘外，聯盟學校的參與也是一大亮點，這個豐

碩的成果除了受到台中市教育局的激賞，也吸引大量傳媒的爭相報導，讓體操

教學不但 IN 起來，也 OUT 出去，永隆的努力，大眾的視域。

新竹縣的蔡孟翰校長與詹益儒組長以真實且清晰地呈現光明國小在變革全

校總體課程架構的連動下，產生師資結構、教學模式、學習目標與行政組織的

變化，在校長與行政團隊的有效規劃推動下，如何透過克服學校長期的框架限

制、有系統的學生體能，加成體操課程系列的策略設計，及盤點全校師資的結

構整合與整體安排，發展出有效因應之道，順利推動 2.0 學校的試辦計畫。在

其專文「體操教學 2.0 學校實踐紀實」中，創造出：一、變化合作，空間活用，

教學系統整合效益；二、教學成長，專業活用，師資團體動力效益；三、系列

活動，計畫活用，學校整體運作效益，有效指引體操教學模組的推廣工作。新

竹縣提出的體操 2.0 學校的實踐模式，的確值得我們效法與學習。

新竹縣的蘇振鑫主任清晰地呈現出福龍國小在從 0 到 100，化不可能為可

能的奇蹟表現，在其專文「新竹縣福龍國小推動體操模組 2.0『初學及低年級

體操教學模組』之策略」中，以穩健且一步一腳印的步驟，根據體操 2.0 學校，

有系統的去指引體操教學模組的教學實施，讓全校的師資能願意實施體操教

學，從舉辦師資研習到活動舉辦的工作坊，從無到有，步步危履，終究柳暗花

明，另闢新空。感念福龍推動的辛勞，為無怨無尤付出的師長們，附上最高敬

意，為福龍國小幸福的學生感到驕傲。

臺中市石城國小的周昆佑主任及共同團隊劉沛蕎、黃堃哲、趙子莉老師，

從建構友善的校園經驗中，說明如何試行體操教學模組 2.0 計畫，在其「參加

『111 年教育部體育署體操教學推廣 2.0 試辦學校計畫』建構友善體操校園」

一文中，深刻地描繪了如何運用體育署樂活教室補助案，結合體操教學模組來

達成發展素養和成就每個孩子的目標，並改變過去許多人對體操單調且危險的

印象，以全校的空間、友善的環境和學生中心的模組化課程，感動了全校師生

與家長，讓石城全校體操化，石城的實施成效，說明體操教學模組及 2.0 學校

的效益，該文還提供為數眾多的證據，呈現教學現場學生超級的身體能力表現

的樣貌，讓我們覺得很不可思議，光是體育課，學生就能夠有如此傑出的身體

動作展現。

從以上諸位學者專家、學校師長所述及的學習者學習的樣貌，與教學現場

推動的圖像來細細品味，整體計畫已經初步勾勒出體育署想要實現新型態的校

園體操教學推廣的軌跡，惟目前仍只是少數的學校在試辦執行，可以預期的

是，在將來若能遍地開花地推展，朝向全面普及體操教學與活力體操成果發

表，必然能實現國家體育教學政策與聯合國運動人權宣言（UDHR）與永續發

展計畫（SDGs）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