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eweet 等人之五種體育模式比較  

類目＼模式 運動教育模式  體適能模式  動作分析模式  發展模式 人生意義模式  

目  

   

   

標  

主要的目標在「使人成為

受過身體教育的人」，即

成為一位更能投入運

動、欣賞運動、能妥善運

用自己的運動經驗、樂於

接受自我責任、具備民主

式領導技能的人。  

主要目標在於改善

學生體適能狀況。

重要的目標有:了

解有關體適能的知

識、發展有益健康

的活動技巧、養成

規律的運動習慣。 

本模式強調，發展充分的

技巧和理解動作結構，所

以要學生學習分析動作

是此模式的主要概念，且

也要能應用各種運動或

動作的基本結構概念分

析動作，以期改善自己的

能力，動作更富有技巧

性。  

強調自我管理學習和作決

定的目標。因此，此一模

式學生的學習行為，無異

是融合了自我實現與社會

責任的交互關係。  

本模式的首要目標為

「透過動作活動的參

與，讓學生發現人生意

義和重要性」，具次是

「建立學生社會責任」

再次為「發展具有未來

取向的世界公民情操」 

主  

   

要  

   

概  

   

念  

（1）運動是一項比較進

步的遊戲形式。  

（2）運動是人類文化的

一部分。  

（3）學生應學習體育課

程。  

（4）激發人人的運動參

與感等四點。  

體育課程中此一模

式，通常主張體育

應該以提升個人健

康的身體活動不體

適能為主，發展健

康的生活形態。而

為發展個人健康的

生活形態，必須學

本模式關注於動作的過

程，與學生豐富的技巧表

現能力。主要以奧地利學

者 Laban 的理念為主，他

著重動作的結構並且認

為動作學習應了解身體

運動的關鍵所在，他將動

作分成四項類目:主體、

本模式的重要概念與主

張:認為學生是學習的中

心;支持個體成長需求是

有階層性的;重視學生認

知、技能、情意三領域整

體發展。期待學生能學到

控制自己的行為和情緒，

在班級學習活動中能自我

有下列七點：  

（1）人是一整體的實

體，成長是一持續的現

象。  

（2）教育的基本功能

即在促進人生存在的

意義。  

（3）體育首要關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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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有關體適能的知

識、體適能活動的

技巧、執行體適能

運動。  

努力、空間和關係。  管理，並進而協助與尊重

其他的學生。  

就是在人與環境交互

中，協助尋找人生意

義。  

（4）個體的發展、環

境的維護、社會互動是

教育的基本目標。  

（5）過程技巧是學習

的本質。  

（6）今日課程是走向

未來取向。  

（7）目標、內容選擇

與次序的決定是課程

根本。  

師  

生  

關  

係  

教師主要角色為指導運

動技術與知識以及發展

創設適度的運動和教授

的經驗。學生則需要在運

動練習比賽中扮演不同

角色，體會成功經驗，並

學習民主素養。  

教師是指導者，主

要的工作為設計活

潑的課程內容、指

導健康的生活管

理、指導建立運動

的生活形態、體適

能測驗的執行者

等。學生是接受指

導者，需接受教師

教師應發展問題式的教

學方式，藉和學習活動相

關內容的問題，促使學生

發現動作表現的有效方

法或結構；學生需探索自

己本身的動作能力，並找

出最有效之動作執行方

式。  

教師必須扮演具備整合能

力、創造適宜的學習環

境、設計個別適應課程與

發展學生責任行為等角

色；學生則依照自己發展

的程度對學習目標有所知

覺、經驗以及作決定。  

強調師生之間的和諧

關係，教師是引導者，

學生是學習的主體；教

師的角色在提供廣泛

的學習機會、重視學生

自我管理與自我指導

和激勵學生積極的社

會改革態度。  



之指導、測驗，並

需養成規律的運動

習慣。  

課  

室  

實  

務  

主要特徵有下列六項，即

（1）運動季。  

（2）加入團隊聯盟小

組。  

（3）賽程表。  

（4）決賽期項目。  

（5）成績紀錄。  

（6）教師即教練。  

小學時期可融入課

程安排中，或結合

動作技能的學習，

強化學生的體適

能，並於每學期開

始與結束前安排測

驗;至於中學以

上，則可逐漸重

視，且朝向改善個

人體適能狀態，與

動作技巧上發展的

趨勢。  

基於動作知識的分析，課

程圍繞著幾個重要的概

念類目架構之設計，便學

生在課程活動中學會動

作的結構知識，並逐步發

展動作技巧，和運用動作

分析主要知識結構，以分

析解決相關的動作學習

問題。  

強調課程目標分類領域

（認知、技能、情意）的

整合為設計之原則，針對

學生的個別差異，分別給

予不同的動作學習要求，

幫助學生達成自我成長。

所以教師要有效設計課

程，須對學習目標、學生

身心發展、動作技能學習

等相關知識有相當的了

解，進而設計循序的課程

與安排學習環境，以達成

課程的目標。  

本模式傾向於生態整

合的價值取向，重規人

生意義的尋找，關心個

人整體發展。因此，教

師需要能將課程目標

轉化成教學活動，選擇

合適的活動項目以達

成預定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