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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操教育的興衰與重要性

教育經歷九年一貫課程改革後，體育與健康教育合併為「健康與體育」

（教育部，2003），在每週授課總節數下降，導致原本中高年級每週三節的

體育課，還需納入健康教材，使得授課節數減少下，產生教材內容如何選授，

以及體育與健康教育如何統整的課題，成為現場教師的一大挑戰。此外，「體

操」項目也由 64 年的「體育」課程標準中五大運動類別（教育部國民教育司，

1975），減為九年一貫課綱中運動技能 3-2-4「在遊戲或簡單比賽中，表現各

類運動的基本動作或技術」的補充說明。惟在 108 年所實施的十二年國教「健

康與體育」課綱中，為學習內容 9 項主題中的第 9 項「表現類型運動」之一，

學習內容從第一階段的「Ia- Ⅰ -1 滾翻、支撐、平衡、懸垂遊戲。」到新增

「擺盪動作」於第二階段、「跳躍、旋轉與騰躍動作」於第三階段（教育部，

2018）。現場教師除面對課程弱化後，本身運動技能不足與教學實施經驗欠缺

的雙重危機外，還得挑戰十二年國教的素養導向教學取向，他們所面臨的體操

教學挑戰，前所未有！

然而，何以需積極迎戰，並解決體操教學危機呢？體操運動表現，實質展

現出「力」與「美」（黃桐絹，2015）。因此「身體」運動教育的價值，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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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振鑫／新竹縣福龍國小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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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健康之外，還蘊含「美」與「價值」的內涵，也就是體驗健康的形體之美

和身體運動文化學習的美之鑑賞，使得從事或觀賞運動的極致表現如同藝術作

品及音樂的欣賞般，經歷完美的滿足感（蔡欣延、周宏室，2004）。此精隨也

如十二年國教健體課綱中表現類型運動所言：希望透過肢體展現動作美感、表

達情感與思想、創意、動作技巧與文化精神，達到欣賞各種表現類型及文化特

徵，尊重與關懷各族群文化的態度，並培養國際了解的素養。

綜合上述，理解體操教育的重要性，從課程改革歷程的缺憾、遺漏體操教

材的豐富性、提升教師體操的專業、以及體操教育對拓展學生國際觀的助益，

從小紮根體操教育對於落實國家課程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體操教育在福龍課程架構中的位置

一、福龍國小簡介及課程規劃

福龍國小位於新竹縣新豐鄉邊境，緊鄰湖口鄉與桃園縣新屋鄉，校園植物

多元、生態豐富，學校左邊緊鄰的「福龍宮」，供奉神農大帝，是在地世代田

園種菜或務農信仰中心。

學生人數自民國 85 年學生人數達 100 多人，民國 103 年至 108 年因少子

化學生銳減降至 28 人，然而歷經三年貫徹竹縣教育主軸「科技創新、國際視

野、紮根閱讀、深耕藝文」，發展「清華 STEAM」、「雙語及國際教育」、

「社區與環島走讀趣」、「客家創意擂鼓」、「客家民俗舞蹈」、「初學及低

年級體操模組 2.0」等等的校訂課程，搭配教育部專案計畫資源，開辦「免費

全日班―開辦多元社團活動」、「夜光天使班―課後照顧陪伴與課業指導」，

讓每個孩子都可得到老師最適切的指導與照顧，111 學年度學生人數已回升至

81 人（國小部 60 人，幼稚園 21 人）。

福龍國小以「健康」的身心靈，「快樂」的學習，「堅毅」的態度為本校

的願景，希望以樂活運動站的建置，以體操作為發展學生基礎運動能力的出發

點，在學生練習過程中，獲得健康的身體、快樂的學習興趣以及對學習挫折的

忍受力，在學習歷程中能反省、溝通、合作和調整。針對課程部分，分別從「部

定課程」以扎根健康與體育領域教學為主，「校訂課程」以體操模組 2.0 深化

民俗舞蹈及擂鼓的表演藝術。

今就上述「部定課程」及「校訂課程」類別，表列實施內容如 82 頁表 1。

二、體操模組推動歷程及師資培訓

福龍國小自民國 108 年至 110 年積極參加體育教學模組認證，全校教師編

制總計 11 人，通過球類體育教學模組認證教師共 8 位。民國 111 年持續深耕

體育教學專業，福龍國小為教育部體育署的「體操模組 2.0- 初學及體操模組

2.0」示範學校，由於體操模組 2.0 大致分為「初學及低年級」、「中年級」、

「高年級」三種層次，首先針對校內環境因素、學生需求因素及教師專業，考

慮從哪個層次做起。111 年福龍國小附設幼稚園第一年設立，福龍國小課程發

展需要考慮到與幼稚園的縱貫連結，學校舉辦班親會暨課程說明會，就定調要

將「初學及低年級體操模組」列入年度重要課程，強調早期導入體操模組 2.0

教學，有助於幼稚園及低年級的協調性及主導情緒和專注力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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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操模組 2.0 需要辦理三項研習：第一是集中式研習。臺灣師範大學

110-111 年研發的「初學及低年級體操教學模組」，透過體操模組的核心架構

GBODY：「G 場佈暖身」、「B 模仿與控制」、「O 溝通互動」、「D 差異

化遊戲」、「Y 能力養成」等步驟來實施，體操教學模組共有三個模板和九個

活動單元，教學對象為初學及低年級學童，三個模板的動作要素建構採用循序

漸進的方式來設計。第一個模板為歡樂動物─城市之旅「柔軟、協調」能力。

第二個模板為探險樂園「跳躍、平衡」能力，第三個模板為頑皮世界「支撐、

滾翻」能力。本校於 111 年 8 月 24 日辦理福龍國小校內的「體操教學模組增

能研習」，總計有 12 位教師完成研習時數。

第二項研習為「活力體操工作坊」，主要以辦理體操成果發表的研習工作

坊，分別針對體操成果分為六站的的內容實作與評分細則進行說明，由教師兼

任裁判鑑別學生身體能力的表現進行評鑑，六站分別為：平衡能力、滾翻能力、

跳躍能力、支撐能力、旋轉能力及協調能力。本校於 111 年 10 月 5 日辦理全

校研習，並配合教育部拍攝體操宣傳影片計畫。

第三項研習為「勇闖奇幻森林」活力體操成果發表共分為六站，每一站有

三個動作。第一站「平衡能力」有神奇樹木、獨木橋探險、站立揮毫三種動作

表現。第二站「滾翻能力」操作側滾翻、不倒翁、大象前滾動作。第三站「跳

躍能力」操作跨越小溪、袋鼠左右跳、跳上跳下動作。第四站「支撐能力」操

作神龍擺尾、手推車、小側翻動作。第五站「旋轉能力」操作坐地屁股轉、雙

腳交叉旋轉、單腳旋轉。第六站「協調能力」操作七手八腳、球 8 字繞身、滾

動地球。本校於 111 年 12 月 28 日全校的國小及幼稚園學生，以分站學生競賽

方式，完成五站的表演競賽，校內教師完成體操裁判研習及模組教師認證。

表 1 體操課程在福龍國小體育課程架構中的位置

表 1 體操課程在福龍國小體育課程架構中的位置 

 

類型 部定課程內容 校訂課程內容 實施對象 

表現類型 

運動 

 
初學體操模組

2.0-活力體操競

賽 

幼稚園 

含「體操」、「舞蹈」與「民俗運

動」3 個次項目 

低年級體操模

組 2.0- 活 力 體

操競賽客家創

意擂鼓 

低年級 

客家民俗舞蹈 中高年級 

競爭類型 

運動 

一、網／牆性球類運動 

二、陣地攻守性球類運動 

三、標的性球類運動及 

四、守備／跑分性球類運動 

 

中高年級 

挑戰類型 

運動 
含「田徑」與「游泳」2 個次項目 中高年級 

群 體 健 康 與

運動參與 

含「健康環境」、「運動知識」、 

「水域休閒運動」、「戶外休閒運

動」與「其他休閒運動」5 個次項

目。 

水域休閒運動-

SUP 戶外休閒

運動-童軍及定

向越野 

中高年級 

其他休閒運動-

校慶成果展-親

師生體操分站

闖關 

幼稚園 

低年級 

親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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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 1 月 14 日辦理五十二周年校慶，辦理第二次活力體操共六站的成果發

表，開放家長與學生共同體驗「初學及低年級體操」的魅力。

推動體操模組 2.0 需要考慮教師上課的便利性，首重體操模組教學環境的

布置。首先，在體操模組集中式研習結束後，將當日在福龍國小進行體操模組

的三個模板的研習，進行影片分割和製作，讓教師及學生能回顧當日研習內容

並能立即進行教學。教師教學選擇的模板，尊重教師可教授的內容，同時告知

會錄影教學歷程，以供後續申請體操模組教師認證，在期末進行活力體操競賽

時，我們也適時引入體操裁判的校內研習，讓教師專業得以提升。

三、體操樂活努力目標

108 課綱強調部定課程（領域教學）的提升基礎學力，規劃並執行跨領域

的校訂課程（彈性節數），成就學校的校本課程。福龍國小以「健康」的身心

靈，「快樂」的學習，「堅毅」的態度為本校的願景，福龍國小自 111 學年度

將體操模組 2.0 規劃在部定領域的健康與體育領域中實施，在校訂課程中規劃

體操模組 2.0 的成果展示，除了提升福龍國小學生運動基本能力扎下深厚的基

礎，也在成果展示中，讓家長及社區認識體操教學。基於以上的努力，未來體

操樂活站設立有以下目標：

（一）主打幼小銜接的「初學及低年級體操模組」課程

福龍國小附設幼稚園今年為第一屆招生，為加強幼稚園與國小課程無縫接

軌的課程規劃，111 年申請新竹縣體操模組 2.0 示範學校，強化教師對體操教

學的專業能力，重視學生不同年齡層的動作能力發展，以差異化教學方式，呈

現體操在不同年齡層適才適性的風貌。

（二）辦理活力體操競賽演示，親師生共同推展體操

每學期以教學成果展方式，邀請家長及社區人士到學校，了解學校辦學成

果，充分展現家長與孩子一起做體操分站闖關的樂趣。

（三）雙語融入體操教學，展現國際教育風貌

體操在歐洲是必須學習的基礎動作技能，而且歷史淵源久遠，雙語政策逐

步在臺灣教育體系蔓延，讓學生從身體活動中，能以第二外語說出動作名稱，

適度表達對身體活動的感受，會是最具素養導向的雙語教學策略。

（四）適才適性培育運動人才

從體操著手學生的運動基礎能力，隨著學生年齡增長，體操課程的動作難

度也會調整，逐年導入中年級及高年級體操模組研習及認證，從強化教師專業

能力，到提升體育教學效能，未來適才適性培育運動人才，自然能水到渠成。

（五）新竹縣市建立大學體育學系與福龍國小的夥伴關係

邀請新竹市體育學習體操專長教師到校輔導，開辦教師研習，課後開辦體

操社團，逐日逐步提升學生運動能力。

體操教學模組推動成效與未來方向

此次福龍國小有幸能以示範學校專案方式，挹注於本校體操器材及教師專

業成長，以及重新思考幼稚園第一屆幼小銜接課程，以及素養導向縱貫課程的

規畫，強調幼稚園學生基礎運動能力，透過體操的六大基本能力讓學生對體操

能快樂、安全並有效學習，深化教師 108 年素養導向教學策略，學生能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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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情境中，學習體操技能及優化學生身體能力。另外，以福龍國小校慶成果

展方式，將體操模組 2.0 的分站體操表演，展示於校慶活動中，讓家長與小孩

一起歡樂與體驗體操的魔力，未來體操成為福龍國小及幼稚園身體活動能力的

特色課程。

在體操模組推動時，個人覺得在進行活力體操競賽的考量是非常糾結的環

節。首先，體操表現的「裁判」，如何協助多數學校沒有受過訓練的教師進行

的問題。既然是競賽性質，評判標準要能讓學生、教師和參觀的家長都能認同，

不僅僅是鼓勵性質的校內獎狀發出去就可以。此次在進行活力體操工作坊時，

觀看了臺中和花蓮的活力體操工作坊，未來要推展學校到學校的複製，最重要

的是建立一套體操模組 2.0 在「活力體操競賽」階段的本土裁判標準。

未來本校的進程，將朝向全校普及體操課程的推進，期許所有的學生都能

夠享受體操學習的樂趣並獲得素養的涵育，也需要繼續爭取外部資源的挹注，

並強化師資與學習空間的完善，提供本校師生更合適與理想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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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體操模組教師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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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體操模組展演研習

圖 3 體操成果發表會

圖 4 體操模組教師研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