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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在教學現場的觀察過去強調傳統教學，以單一教科書在課堂上傳遞單方面的訊

息，較少關注學生的創造思考與問題解決的互動學習，缺乏使學生自主學習的

環境，如何讓學生學用合一的學習成效為重要議題，因此，本研究將重理解的

課程設計(UbD)模式應用於「特殊教育導論」課程，強調學習者中心、多面向理

解、多元評量，將為本研究課程突破的嘗試作法，一方面師資生學習特殊教育

導論基本理念、設計原則、適用範圍及意涵，另一方面則強調實作任務(教學教

案撰寫和教學演示)，使得師資生在進入教學職場前能了解學生特殊需求，具備

學校職場競爭能力。本研究之教學過程是將課程內容規劃成以每週為一個身心

障礙單元，每一單元的課程內容 包含:單元主題、範例說明、問題討論、適應

體育活動操作示範、反思學習單與實地適應體育教學，同時搭配多媒體 Kahoot

設計、適應體育活動設計、各單元反思學習單、執行適應體育教學應用，採用

多元評分方式。研究結果顯示，透過 UbD學習理論進行學習，有助於師資生有

系統的理解身心障礙基本概念，讓師資生具備良好的特殊教育專業知識，進而

針對各身心障礙類別設計符合個別性差異的適應體育教學設計以及落實普通班

的融合體育與特教班的適應體育。  

關鍵詞：自主學習、創新教學、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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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Abstract 

Observations at the teaching site used to emphasize traditional teaching, using a single 

textbook to convey unilateral information in the classroom, paying less attention to the 

interactive learning of students' creative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 and lacking an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to learn independently. One’s learning effect is an important 

issue. Therefore, this study applies the understanding-based curriculum design (UbD) 

model to the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Education” course, emphasizing learner-centered, 

multi-faceted understanding, and multi-assessment, which will be a breakthrough for 

this research course On the one hand, teachers and students learn the basic concepts, 

design principles, scope of application and meaning of the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education; Understand the special needs of students and hav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school workplace.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this research is to plan the course content 

into a weekly unit of physical and mental disabilities. The course content of each unit 

includes: unit theme, example explanation, problem discussion, demonstration of 

adaptive physical activity operation, reflection study sheet and field adapt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at the same time with multimedia Kahoot design, adaptive sports 

activity design, each unit reflection study sheet, implementation of adaptiv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application, using multiple scoring method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learning through UbD learning theory can help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systematically understand the basic concepts of disabilities, and enable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have good special education expertise, and then design adaptive sports that 

mee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for each type of disability.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tegrated physical education for ordinary classes and adaptive 

physical education for special education classes. 

Keywords: Self-directed learning, Creative teaching, Learning out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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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告內文(Content)(至少 3 頁)  

1. 研究動機與目的(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本研究的動機是來自於多年教學經驗的實際體會，深感院基礎課程中 

特殊教育導論為必修課程，基於大多數師資生未有特殊教育的基本概念與身心障

礙的知識，使得師資生的學習動機不佳， 若無法提升其學習成效，將會影響其

未來學校實施融合體育與適應體育之推動。師資生邁向一位正式教師須面對現場

工作的多元狀況與挑戰，應更重視多元形成性評量學、自發與探索學習、強調實

作任務，來培養專業教師的能力。 

過去在教學現場的觀察強調傳統教學，重視學科基本知識，且以單一教科

書在課堂上傳遞單方面的訊息，學生較少能夠表達自己的想法與觀感。傳統教學

以教師課程講述為中心，大都是以老師講學生聽的固有模式，較少關注學生的創

造思考與問題解決的互動學習，缺乏使學生自主學習的環境，導致學生無法長

時段專注於講述，而選擇做自己的事情。此外，學校教師在課程設計上著重於教

科書，過度強調單元知識內容的理解，導致知識內容學習得深而不廣,容易忽

略學生特性並影響學習完整性。反之，不受限於教科書進度壓力，以學生為中

心的教學，有助於師生教與學之效能，注重每一位學生的個別化學習，把學習的

主動權還給學生，更能讓學生獲得「有意義的學習」 (張蔣耀文、施登堯，2018)。    

身心障礙的刻板觀念，在國中國小針對體育活動進行時，有一些身心障

礙學生身體知覺不佳或是體適能較差，造成學生的學習能力低落、缺乏動機意願

(林佳怡，2019)。師資生以自我本位之觀點，對於身心障礙參與運動有著刻板

觀念與偏見落差，大多數覺得身心障礙學生有許多運動不適合參與，無法讓身

心障礙者自我決定想參與之運動項目。在大專院校教授師資生過程中發現，多

數師資生不瞭解身心障礙各類別定義、成因、身心和行為特徵以及個人需求、興

趣及限制所遭遇重大的挫折與困難，甚而較少接觸身心障礙者的體活動設計。

透過重理解的課程設計(UbD)模式來進行教學，透過三個階段的既有目標、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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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與教學活動拉近理論與實務的實作任務方式，有助於進入教學現場，呈現適

切的適應體育教材與活動設計，讓身心障礙學生能夠適性的在最少環境限制下獲

得最好的  體育教學品質。  

2. 研究問題 

     「特殊教育導論」此門課通常是職前教師初始接觸身心障礙理論與實務的

必修課程，主要目標是傳遞身心障礙的基礎理論、身心障礙法律規範的知識與身

心障礙教育的重要議題(Johnson & Nieto, 2007)。此門課修課學生多數為師資

生，大部分皆是首次接觸特殊教育，對身心障礙者之身心特徵、面臨困境、教學

服務仍顯得陌生，此外有些沒有學生沒有接觸過身心障礙者，無法透過教科書內

容瞭解身心障礙者更沒有動力去學習教師所教導的課程。而且台灣的教育環境仍

存在著對身心障礙學生的教導迷思。身心障礙學生選擇回歸主流和其正常的同儕

一起受教，提供最少限制環境，盡量使身心障礙學生與正常學童相處在一起安置。 

     在回歸主流的潮流下，許多輕度障礙或低成就的學生 被安置在普通班，在

學習上常遭遇到許多困難。學校教育中的體育課許多體育教師在未經設計的環境

下，讓身心障礙學生覺得自己只是客人的角色；同時不論師資生或是體育老師未

能掌握學生的學習特質，也不具備適應體育教學專業才能，適應體育教育真的是

能夠提供身心障礙學生的助益嗎？適應體育又如何潛移默化中獲得核心素養的

發展？這些都是值得教育者去深思的。 

3.文獻探討-重理解的課程設計(UbD)模式的實務教學應用 

在探究重理解的課程設計(UbD)模式的教學實踐研究案例中，學者將此模式應用

於下列的領域中: 

(1)應用於國中、高中的各科領域(許珮甄，2014； 李沅達，2016； 藍靜義，2017）。

許珮甄 (2014）的研究以國中學生歷史課以「重理解的課程設計」UbD 教案

模式緊扣九年一貫課綱的能力指標，透過多元的學習活動（書寫、發表、動

手搜集資料），來建構學生學習遷移的能力。李沅達（2016）的研究以高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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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數學科補救教學的教案設計，將實作任務定為「密室逃脫」，設計出一場實

境密室逃脫遊戲，使學生體會、操作、練習，透過所學結合各專長達到自主

學習得目標。藍靜義(2017)應用重理解的課程設計(UbD)模式於藝術課程之行

動研究，以以學生理解為主軸，分析藝術教師對藝術教育課程的設計，、從

課程中學生的問卷調查或學生的回應能夠發現，實施反向課程設計學生多數

合課程所設定的大概念與學生持續性理解的能力。張慧琳、王金國(2019)以

UbD逆向設計針對國中一年級學生研究閱讀理解學習成效，研究結果發現UbD

課程設計教學方案之實施，能有效提升學生閱讀理解認知能力，提升學生的

學習興趣與動機，提升學生閱讀理解紙筆測驗成績。 

(2)應用於社會學習領域，張瀚陞( 2019)結合UbD課程設計進行多文本閱讀教學

設計之策略，透過設定目標及多元評量培養學生理解概念的能力，進行社會

學習領域的學習，研究結果發現UbD課程設計有助於主動的建構出學習地圖，

教科書內容與生活經驗做連結建立情境的延伸。 

(3)十二年國教與 UbD 模式之課程設計關聯探討(林含諭，2017；潘玉龍，2017)，

經由重理解的課程設計(UbD)模式的分析發現，學生可透過教師設計的課程

與教學增加其探究與反思的機會。潘玉龍(2017)從健康與體育領域談UbD重

理解的課程設計，分析UbD 優勢與學習處，於體育課中利用多元評量，提升

學生自發學習，學習與同儕互動，提昇學生潛在智能的發展，同時培養學生

運用系統思考以解決不確定之運動情境的能力，以達到學習成效。 

4.教學設計與研究方法 

(1)教學設計與規劃說明 

本計畫以111學年度為教學實踐計畫期程，擬安排111學年第一學期以院

基礎「特殊教育導論」為課程設計，應用重理解的課程設計(UbD)模式三個階段

於此門課程。建立此門課程目標為讓修課學生獲得身心障礙基礎理論與適應體

育知識，進而產生有意義的學習，最後能夠將所學之知識遷移至國小特教班或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Index/P20130114001-201708-201708020021-201708020021-92-97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Index/P20130114001-201708-201708020021-201708020021-9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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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班為身心障礙學生設計符合個別性差異的適應體育活動，到實際教學現場

從事適應體育教學教案設計與教學演示。特殊教育導論依據重理解的課程設計

(UbD)模式設計三個主題，每個主題設計三單元進行學習活動，透過多元形成性

評量瞭解學生學習成效。 

(2)研究範圍 

     本研究以 111 學年第一學期院基礎「特殊教育導論」為主，擬分為一至十

週透過重理解的課程設計(UbD)模式應用於特殊教育導論，每次 3節課，每節 50

分鐘。十一至十六週各組到花蓮市國小特教班或融合班進行適應體育教學實作任

務，每組從事適應體育教學教案設計與教學演示，每次 1 節課，每節 40 分鐘，

以達到多元形成性評量與實作任務之目標。 

(3)研究對象與場域 

     申請者於111學年第一學期教授花師教育學院院核心課程-特殊教育導論三

學分，以二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修課約為45位學生。此門課學生來源共分為: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二年級學生與修習國小教育學程學生(大二~研究所)，未來將

進入國小教育職成為國小教師。  

5.研究方法與工具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進行質性與量化分析，來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效，茲分述如下： 

(一)研究者: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本身即是研究工具的一種。研究者本身為身

心障礙與適應體育相關專業，同時對於問題之澄清、實地摘要、發問以及匯整訪

談資料等訪談技巧有所了解。此外，研究者本身在適應體育研究領域以及 12 年

國教國教輔導團，掌握現行素養導向教學推動的狀況。 

(二)焦點團體訪談大綱:本研究將以團體焦點訪談，採取立意取樣，邀請 5-10即

將修特殊教育導論之學生，訪談所需時間為 1-1.5小時。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的

訪談，依據 12 年國教素養導向、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之概念，特殊教育與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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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教學蒐集文獻，擬定出問題大綱；在課程前實際訪談準備修課學生對於 12

年國教素養導向、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之概念，特殊教育與適應體育教學的瞭解

程度，配合訪談大綱與受訪者應答情況與互動，以確保訪談之成效。 

(三)課後學習單:本研究主要透過重理解的課程設計(UbD)模式三個主題的既有

目標設計，以心智圖繪製與各單元學習單為主，針對三個主題概念進行解構任務，

透過卡牌桌遊、心智圖、曼陀羅教學、各單元學習單來引導學生建構主題的知識，

自我評估學習單讓學生一步一步的建構出大概念的核心問題，以理解策略來了解

教科書文本給予的知識，每一個間斷進行不同評量來檢測學生是否達到標準。 

(四)紙筆測驗:自行出題考試內容包涵 12 年國教核心素養、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的選擇題進行紙筆測驗，單元內容的測量會運用選擇題型進行回答，

以了解學生的理解情形。 

(五)教學教案與教學演示:有鑑於前九週特殊教育導論大概念，修課學生依據 12

年國教核心素養、學習表現、學習內容來撰寫適應體育教案，並且進行 1節

課 40 分鐘的教學演示，由在職教師與授課教師進行評分。每次教學完後皆需要

提供反思日誌，將上述變化及分析連結「知識的獲得」、「專業合作能力」、「理論

與實務的關係」、「教學實務應用能力」等概念架構中的經驗進行分析。 

(六)資料分析:教學實踐計畫含量化與質性資料，紙筆測驗調查量化資料進行統

計分析；質化資料蒐集採三角驗證法，將教師教學反思、學生課後學習回饋、教

學演示回饋、教學歷程反思日誌、師生互動檢討反思、教材使用進行資料分類、

解讀和彙整。 

6. 教學暨研究成果(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教學過程與成果本研究透過 UbD 課程設計的教學過程是將課程內容規劃成

以每三週進行一個主題，每一主題三個單元的課程內容 包含:學習單、影片欣賞、

Kahoot測驗、團隊討論、卡牌遊戲、教案分享、教學演示、實作問題說明、討論、

實作展示與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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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理解的課程設計(UbD)模式在身心障礙各類別定義、成因、身心和行為特 

徵的三個單元，授課教師在第一階段的第一週上課時透過學習單了解修課學生對

於身心障礙基本概念的了解，透過學生填寫的學習單發現高達 9成的學生想要成

為國小教師，但是對於融合教育、適應體育與身心障礙各類別定義、成因、身心

和行為特徵皆不清楚。因此，授課教師調整課程內容並且訂定目標核心概念與問

題，確保學生了解特殊教育導論的學習目標且確認期望的學習結果。在此單元第

二階段，透過影片欣賞使學生能夠深入了解不同類型的身心障礙，之後進行曼陀

羅思考法進行討論各種障礙的特徵、影響以及相應的教育策略，學生能夠獲得對

身心障礙學生的更深入理解。，釐清並且說出身心障礙各類別的迷思與事實。研

究發現特殊教育導論學生在 UbD的課程設計的第三階段能認識各身心障礙類別，

有助於學生未來進入職場面對各種身心障礙類型的學生，能夠提供更好地個性化

教學，設計符合個別性差異的教育計劃。 

(2) UbD課程設計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暨領綱

的三個單元，此門課是針對大一開設的必修課程，高達 9 成的學生不理解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暨領綱與健康與體育課程領綱 12

年國教各教育階段核心素養具體內涵、學習內容、學習表現，授課教師在第一階

段先透過草根體育工作坊的教學活動讓學生從適應體育活動影片認識挑戰類型

運動、競爭型類型運動(陣地攻守球類運動往強性球類運動跑分手被球類運動標

的性球類運動)、表現類型運動對於身心障礙學生的效益，進而從運動的觀點切

入特殊教育課程領綱。接著，第二階段透過卡牌桌遊遊戲的評量方式讓學生了解

到三面九項核心素養，學習單與心智圖設計分享學習內容、學習表現，最後，第

三階段授課教師會請學生課後自尋尋找一所學校進行訪談，訪談對象以國小特教

班特殊教育老師、資源教室老師、體育老師等對於 12 年國教的核心素養、學習

內容、學習表現進行經驗分享以及教學心得。經過卡牌桌遊遊戲、觀看草根體育

工作坊以及實地訪談後，研究顯示學生對於透過參與不同形式的教學活動，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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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更深入地理解和掌握 12 年國教的核心素養。他們也能夠將運動項目分類劃

分為挑戰型運動、競爭型運動（包括陣地攻守型球類運動、強度型球類運動、分

分手被型球類運動）以及表現型運動。學生學會了如何區分不同類型的運動，這

有助於他們更全面地理解體育課程的內容和目標。這樣的能力有助於他們在未來

的教學實踐中更好地設計和安排課程。  

(3) UbD課程設計在適應體育運動項目規則理解與實務操作的三個單元，特殊教

育導論銜接適應體育教學，透過多元形成性評量瞭解學生學習成效，第一階段讓

學生設定所認識的國內外身心障礙運動，接著透過影片觀賞認識殘障奧運運動

Paralympic的起源與運動競賽分級、地板滾球 Boccia的規則理解、實務操作和

技巧活動以及對身心障礙學生的助益。再者，第二階段以實務理解導向的多元評

量提供學生重新思考與修正先前對於身心障礙的運動競賽表現之不確定，經由

Kahoot 的系統設計了解學生在此單元的認知，各組教學教案的討論並發表設計

理念。最後，學期末由學生設計適應體育教學並由教師從旁協助回答問題，依據

12 年國教核心素養、學習表現、學習內容來撰寫帕奧運動項目的地板滾球教學

教案，每組進行 1 節課 40 分鐘的教學演示。研究發現特殊教育導論學生在 UbD

的課程設計的第三階段能了解地板滾球(Boccia)的規則與教學技巧，更能達到適

應體育的學習目標及掌握適應體育的教學活動。此階段學生的學習成效，研究者

發現學生可以有自信地以口頭方式來說明板滾球(Boccia) 對於身心障礙的助益，

競賽的規則，並且指導地板滾球(Boccia)實務操作，以解決學習轉移、有意議學

習、獲得知識的目標。 

(4) 研究者參考歷年教檢考題自行出題，考試內容包括 12年國教核心素養、學

習表現以及學習內容的選擇題進行紙筆測驗。在學期末，授課教師進行了 1小時

20 題的紙筆測驗，總修課人數為 50 人。測驗結果顯示，有 10 位學生獲得了 90

分以上，22 位學生獲得了 89-80 分，15 位學生獲得了 79-70 分，而 3 位學生得

分低於 60 分。研究結果顯示，透過 UbD 的課程設計，特殊教育導論的學生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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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入理解 12 年國教核心素養、學習表現和學習內容。此外，他們也能夠在紙

筆測驗中展現出較高的成績，這反映他們對於課程內容的掌握程度以及對知識的

理解和應用能力。這樣的成績證明了 UbD課程設計在提高學生學習成效方面的有

效性，並顯示其對未來應用於適應體育教學的高度助益。 

圖 1 所示即為本研究之教學過程。  

  

圖 2 所示即為本研究之教學過程。 

  

7.教師教學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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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學實踐研究經過一學年的教學過程，從上學期得理論與實務教學應用到下學

期的適應體育教學實踐的學習過程中，學生透過每次上課的學習單分享所學的反

應及問題，教師所獲得的教學反思如下:   

1. 課程內容結合多媒體應用是否規劃得當會影響教學過程中學生的參與度。 

顯而易見，這世代學生對於多媒體教學有較高的參與度，特殊教育導論的課

程以理論與實務教學為主，介紹各身心障礙類別之理論後，利用 Kahoot多媒

體將課程所教之內容設計選擇題與是否題，讓各組搶答提升參與動機，Kahoot

多媒體應用有助於評估學生對於各身心障礙類別的學習情形，進而提升學生

的參與度 。  

2. 學生分組進行討論時，如何激勵同組學生共同齊心回答問題、設計適應體育

教學活動、學習單討論等，皆會影響學習成效。 

特殊教育導論的課程採用設計課堂講述、適應體育教學活動、學習單討論等，

組別中有些同儕較為被動，屬於無動機學習者，授課教師採用團體加分方式，

鼓勵各組組員輪流分享組內所討論出的結果。 

3. 課堂人數多導致分組組數過多，教師無法與各組進行充分討論，影響學生對 

於問題的認知及適應體育教學活動的設計。  

特殊教育導論的課程為必修課程，共有 49人修課，教師無法與各組進行充分

討論，因此設計各身心障礙類別的學習單，引導學生課後反思並完成學習單，

另外，授課教師利用課餘時間與各組討論適應體育教學活動設計，以符合各

身心障礙類別所適合的運動類型。 

     學生學習回饋呈現出學生對於教學方法是否會影響其學習成效等面向的問

卷調查結果。結果顯示學生非常認同此種教學與上課方式，對課堂學習情形中授

課教師教學意見、學生自我學習評量、學生學習成效皆呈現高度認同評量分數高

達 4.52，學生在各面向皆有顯著認同，如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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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建議與省思 

本研究利用 UbD的課程設計模式運用於特殊教育導論課程，期望能提升師資生充

分了解特殊教育導論基本理念、設計原則、適用範圍及意涵以及具備實作任務(教

學教案撰寫和教學演示)之能力，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在學習動機、學習成效、自

我成效、同儕互動、及解決問題傾向等面向皆有顯著提升。 

本研究在教學課程中也面臨一些問題有待解決，如下: 

 每週依據不同身心障礙單元內容，各組需設計適應體育活動，但常因授課課

程的時間配置不佳，導致活動時間不足。 

 每週設計符合一個身心障礙單元的適應體育活動，需將適應體育活動實施與

執行，執行過程由於師資生講解不清楚，導致同儕在參與活動時，無法了解

特殊學生之需求，而影響活動的投入情形。 

 各組進行分組討論與 Kahoot 問答時，仍有部分學生無法主動學習並與同儕

進行討論，如何強化學生自主學習的動機，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 

 課堂人數多導致分組組數過多，使得活動設計的器材資源不足，有些組別無

法體驗活動，例如:進行帕奧正式項目地板滾球、門球等活動輔助的教學器

材不足，課堂上組數太多教師無法與各組進行充分討論，影響學生對於問題

的認知及解決問題策略的擬定，期盼未來能有更充裕的時間與器材進行教學

改善計畫 

 實作任務需到國中、國小進行適應體育教學，由於非課堂時間，各組需要另

外安排星期五下午至國中、國小進行實務教學，常有學生請假，導致人力的

配置略顯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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