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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綱體育自主學習實作

 ――以臺北市中崙高中為例

郭志強／臺北市立中崙高中秘書 
凌惠玲／臺北市立中崙高中主任 

前言

本校民國 91 年 8 月正式成立，同時招收國中生與高中生，以完全中

學發展為辦學特色之一，學生總人數約 1,800 人。學區鄰近臺北小巨蛋、

松山運動中心、臺北田徑場和臺北市立網球場等運動場館，運動設施豐富

多元。本校鼓勵學生多元適性發展，學生社團將近 50 多種，其中一般性

運動性社團包含有競技啦啦隊、棒球、籃球、排球、羽球及 SUP 立式划槳

等，常設運動代表隊有 102 學年度招收空手道重點運動項目體優生，於今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勇奪 2 面金牌，歷年來除成績表現亮眼外，曾多位

選手入選國家代表隊為校爭光；110 學年度招收第一屆高爾夫體優生，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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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10 學年度榮獲全國中等學校業餘高爾夫隊際錦標賽 - 第 2 名；111 學

年度配合學區國中運動發展特色項目招收圍棋體優生，成為本校第 3 個重

點運動發展特色項目，期能培養多元的優秀運動選手，作為本市體育基礎

的培育學校。

108 課綱以「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景，以

學生為學習的主體，希望能兼顧學生的個別需求、尊重多元文化與族群差

異、關懷弱勢群體，透過適性教育，激發學生對於學習的渴望與創新的勇

氣，並善盡國家公民的責任展現共生智慧，成為具有社會適應力與應變力

的終身學習者（教育部，2014）。本校重點運動項目學生除了利用平日課

後進行專長項目訓練外，校內藉由彈性學習時間規劃專題演講及班際體育

競賽活動，另外也規劃多元選修、加深加廣和自主學習等供學生學習，而

校外學習規劃期能引導學生經由自主學習參與各項運動賽會、體育學術發

表與戶外休閒活動等，了解更多不同的體育運動產業面向，希望能夠利用

這些體育活動開闊自我視野，也能從自主學習中更了解自我與未來生涯發

展。我們不只是培育運動場上的選手，更是具有推動規劃未來體育運動發

展不可或缺的人才。

學生自主學習的規劃

透過實施自主學習，協助學生學習如何學習，期能培養學生獨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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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終身學習的能力。本校學生自主學習的實施，規劃制訂「學生自主學習

實施規範」，成立「學生自主學習小組」，會議討論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申

請、審核、實施與其他相關事宜。圖書館於前一學期之期末辦理說明會，

每週五第 5~6 節的彈性學習時間實施學生自主學習課程。

一、制訂本校「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

依據教育部 103 年 11 月 28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30135678A 號令發布

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7

年 2 月 21 日字第號令發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高級中

等學校課程規劃及實施要點」，制訂本校「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規範」。

二、成立「學生自主學習小組」

由校長擔任「學生自主學習小組」召集人，圖書館主任擔任執行秘書，

另有其他成員，包含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年級導師代表和各

領域（國文、英文、數學、社會、自然和藝能）召集人與家長會代表、學

生代表各 1 人。小組會議應討論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申請、審核、實施與其

他相關事宜。

三、自主學習計畫申請

（一） 學生應於首次提出自主學習計畫前，參加學校辦理之學生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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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申請說明會，學生應於規定時間內，經法定代理人同意後，提

出自主學習計畫申請。

（二） 自主學習計畫申請以學期為單位，學生撰寫計畫須依統一格式撰

寫，計畫內容包含學習的主題、內容、進度、方式及所需資源或設

備等項目。

四、自主學習計畫審查

（一） 學生完成撰寫自主學習計畫後，先進行自我檢核，經法定代理人簽

名確認後，再由指導老師進行審核。

（二）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的審查分為格式審查與內容審查兩部分，然後給

予「通過」或「不通過」。格式審查意為檢核計畫中的每一項目是

否完成。內容審查則根據計畫書內容檢核項目，如「評估目標是否

明確可行」、「學習資源是否運用合宜」共有 5 個項目進行檢核。

（三） 經審查未通過之計畫則退回申請學生，學生經過輔導並修改計畫後

得重新提出申請，再審查至通過為止。

（四） 若審查有異議或特殊情況而無法判定是否通過之申請，得召開「學

生自主學習小組」會議，進行再審核，並啟動協助與輔導。

五、執行自主學習計畫

學生應於計畫核可後，依計畫進行自主學習，期間應記錄自主學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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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於自主學習日誌，學期末完成自主學習成果，並得放入學習歷程檔案中。

學生自主學習課程的執行策略

本校於自主學習課程的執行策略，分為教師端及學生端。以教師端而

言，規劃安排研習及共同備課以提升指導老師專業知能。本校規畫學生自

主學習，期待學生培養帶著走的能力，對於學生端的輔導與管理依階段而

有不同的規劃。

一、 計畫之申請階段：學校老師（如導師、輔導老師及其他任課老師等）

均可提供學生諮詢，並指導撰寫自主學習計畫申請書。

二、 進行自主學習期間：得安排指導老師督導自主學習事宜，如進行點名、

通報、批閱自主學習日誌並了解學生的學習進度與困難和提供學習諮

詢，輔導學生完成自主學習成果，惟學生自主學習成果之品質由學生

自行負責。

三、 學生自主學習場所，以原班級教室為主要地點，其作息時間、出缺勤

管理以及教室管理，均比照一般課程。

四、 學生自主學習所需之資源，如資訊設備和圖書，應依校內相關規定借

用，若使用衝突，得由相關處室統一協調之。

五、 學生自主學習以不影響其他人學習為原則，狀況不佳或屢有干擾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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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情事者，則施以輔導，若情節嚴重者則依校內規定處理。

六、 表現優秀之學生自主學習計畫與學習成果，經學生同意，可提供本校

其他學生參考與學習。

自主學習為彈性學習時間的一種安排，學校老師會提供幾種規劃模式

供學生選擇，讓學生可以依據他想加強學習的項目提出學習計畫，並在過

程會從旁修正輔導，最後讓學生檢視自己的學習成果，是有目的的學習。

對於一般體優生因受限於專長訓練與課業壓力，自主學習規劃能力偏弱，

正是最好的學習機會。

學生自主學習成果

本校以學期為單位，採分年級、分「領域／科目」，於所規劃的場地

進行學生自主學習，如 109 學年度入學之學生，於高一下學期、高二上學

期和高二下學期，各進行至少 18 節／學期，並有不同形式的成果發表活

動，讓學生有展現的舞台，互相激勵與觀摩。於此學年度入學之體優生共

有 6 位參與分享發表活動。最終有 4 位提出體育自主學習，有另外 2 位的

主題分別與企業管理及農作物種植相關。

「自主學習乃學生主動學習的意願、態度、方法與能力。簡言之，自

主學習可定義為「學生在學習上能在認知、情意、技能上展現出主動」（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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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崇，2001）。在自主學習的精神規範下，讓體優生除了體育以外，可以

依個人興趣及個性化發展不同的自主學習。藉此透過學生自由、自主的模

式，引發學生自動樂於學習，培養學生正面積極的求知態度。

就筆者經驗看來，高中生透過自主學習更能發揮自覺作用，體優生可

藉以提升對體育專業知識和運動技術的探求慾望，培養對體育運動專案的

興趣和終身體育思想的形成，而更多元主題的選擇，讓體優生除了平日聚

焦運動技能培養外，非運動領域亦有同樣價值存在。

分享與建議

自主學習是學生展現自覺學習能力的一種模式，對教師和學生而言都

是一個新的挑戰。每個體優生自主學習需求不同，本校在經過三年推動學

生自主學習的經驗建議如下：

一、發展「自主學習教師教學指引」

學生自主學習課程，缺乏教材或課本可供參考，甚至連最基本的課程

綱要尚付之闕如，因此老師只能在摸索中想像自主學習課程的樣貌，嘗試

錯誤中學習且無體育自主學習概念，凡此種種皆造成教師不安的情緒，對

此建議國家最高教育主責單位儘速擬定高中學生自主學習課程綱要或制定

「自主學習教師教學指引 SOP 範本」，或調訓教師參加自主學習指導之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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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研習，充實老師自主學習指導理念與內涵。

二、讓體育自主學習的學習成果被看見

辦理各種形式的自主學習成果發表，創造學生多元的展現舞臺，增進

互相觀摩與學習。除了期末成果發表會外，可搭配學校特色活動，例如：

校慶和學校日等，以網頁、海報和校刊等靜態方式展示。

三、辦理校際間體育自主學習的學習成果

連結各校辦理體優生的自主學習成果分享，以體育類別為主題的自主

學習成果，學生可以從相似的經驗中較易類比彼此的學習狀況。

四、提供運動技能以外延伸學習的機會

體育自主學習能力應從多方面培養，例如：參與體育賽會服務工作、

實地探究調查、網路資訊蒐集和小組討論等活動，以培養學生體育自主學

習的能力。

五、同質性專班，適性引導

將以體育為內容的體優生或一般學生，編列成班，由指導老師協助訂

定主題、撰寫計畫，若學校有合適的場地或相關資源，則能在自主學習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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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完成體育的自主學習。

期許未來學校能重視體育自主學習的推動，並能為體優生和學生提供

更多的時間和空間等資源，讓校園充滿自主體育運動的學習氛圍，希望這

些建議能對未來學校推行體育自主學習課程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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