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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健康與體育領域談 UbD 重理解的課程設計 
潘玉龍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

新世紀的教育，強調的是一種以學生

為中心的終身教育，將推行的十二國

教目的是要把每位孩子都帶上來，分

為有教無類、因材施教、適性揚才、

優質銜接、多元進路等五大理念，其

中三大願景在於提升中小學教育品

質、成就每一個孩子、厚植國家競爭

力，而課程與教學是實踐三大願景的

重要管道，為落實素養導向的課程設

計，以社會建構理論為基礎，將「重

理解的課程設計 U b D (Understanding 

by Design)」逆向設計的要素融入，重

新檢視既有的設計與教學，精進教學

品質，以增強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二、何謂 UbD 重理解的課程設計 

美國的教育專家 Grant Wiggins 與

Jay McTighe 於 1998 年提出「重理解

的課程設計」U b D (Understanding by 

Design)不同於傳統課程設計的思考方

式，是用課程設計來協助學生獲致多

面向的理解，透過(一)「多元評量與生

活情境結合的實作任務」、(二)「學習

者中心」，以及(三)「問題解決導向」

培養學生適應未來生活的能力。UbD

「重理解的課程設計」，強調的是反向

設計(backward design)，先確定目標及

評量，再設計教導與學習活動，特別

強調能力為導向的課程設計，以強化

核心素養。而核心素養的學習目標有

三種，包含：(一)大概念的掌握和正向

價值觀的建構，(二)關鍵的知識和技能

的習得，以及(三)與主題相關值得學習

的內容之理解(Wiggins & McTighe， 

2006)。呂秀蓮(2017)表示從以上三種

學習目標的評量可知，欲評鑑具豐

富、多元性的素養課程內涵習得，其

學習證據的評量與收集，呈現極其多

元繁複的狀態。由於評量的設計和執

行乃隨學生需求、學習素材、學習目

標而定，因此評量的結果反映出教師

和學生在教學歷程的表現和成果。就

另一觀點而言，透過學習歷程，可以

反映出學習成果，因為評量不再狹隘

地定義為考試。因此，各種評量結果

可提供教師參考，以改善教學內容、

策略和過程，也可提供學生反思，以

進行學習態度與策略的改善，所以是

有效的評量。以下章節將針對「重理

解的課程設計」U b D 的優缺深入探

討。 

三、UbD 優勢與學習處 

針對「重理解的課程設計」U b D

的優勢，研究者認為如下： 

(一) 多元、形成性評量 

由於 UbD 的評量採用真實評量之

精神主旨，而真實評量的特性在於評

量內容是與真實情境結合，且可統整

學生多元的知識與能力，以及學生可

以進行修改與對話。例如健體領域之

籃球全場運球闖關測驗，利用籃球場

上設置不同關卡，要求學生經過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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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卡採用不用運球策略，模擬正式比

賽情境可能遭遇不同對手防守所採取

的因應措施，藉此融入比賽真實情

境，達到評量之目的與效果。 

(二) 自發與探索學習 

只要學生掌握課程大概念及理解

核心素養，自可舉一反三，融會貫通，

故教學不一定要全部教完整篇課文。

另外透過良善之活動設計，讓學生主

動學習，創造系統性思維，快樂自我

探索，培養學習共同體觀念，老師不

需再像傳統講述教學，從頭講到尾，

獲得喘息空間。例如科技與體育課結

合，體育教師拋出運動主題，學生主

動學習，透過關鍵字於網路科技搜尋

相關運動資源，掌握運動大概念，於

課堂上分組討論並分享，達到自我探

索與自發學習目標。 

(三) 強調實作任務 

根據美國緬因州的國家訓練實驗

室(National Training Laboratories)所發

展出來的學習金字塔顯示，學習者在

兩週後記憶的學習內容，因不同的學

習方式而有很大差異。如圖 1 所示，

用講述的方式，兩週後記得內容只剩

百分之五。但是讓學生教別人或是讓

學生有機會當同儕的小老師，效果可

高達百分之九十。而「重理解的課程

設計」UbD 的課程設計就是讓學生更

多實作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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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健體領域

課程之籃球傳球活動，體育教師安排

三人小組，讓同學三角傳球，並彼此

當小老師，透過實作過程，相互監督

與討論動作之優劣，並於課堂統整活

動時，讓每組上台分享傳球過程遇到

之問題與狀況，達到教學之成效。 

 

圖 1 學習金字塔(Learning Pyramid) 
資料來源：格物致知學習網站(2004)。學習金字塔(Learning 

Pyramid)。取自

http://chiuphysics.cgu.edu.tw/yun-ju/CGUWeb/S
ciLearn/Introduction/intro01Learn/LearningPyra

mid.htm 

(四) 問題解決導向 

「重理解的課程設計」UbD 重視大

概念的理解，緊扣能力指標，設計教學活

動，不會失焦，並培養學生批判思考，學

習者必須重複地練習以真實的問題進行

問題解決，成為解決問題之現代公民核心

能力。另外問題導向學習之目標包括幫助

學習者組織研究與知識搜尋策略、發展邏

輯推理、加強學習動機、有效人際互動、

終生學習承諾以及加強自我評鑑之技

巧。舉例體育單元中「水上安全急救與問

題解決」，可藉由水域活動之體育學習活

動，培養學生運用系統思考以解決不確定

之運動情境的能力，例如有效地分析天

氣、河水及地形狀況，為自己及團隊規劃

一次安全又具挑戰性的水域活動，以豐富

生活體驗。在這樣的教學活動中，有助於

問題解決導向之核心素養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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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UbD 缺陷或不足處 

針對「重理解的課程設計」U b D

之缺陷，研究者認為如下： 

(一) 評量品質無法控管 

UbD 在課程設計階段二之評量任

務，乃依據階段一的結果設計實作任

務，蒐集學習成效證據。故完善之評

量設計應能測出學生之學科核心概

念，有效連結學科內容之事實與技

能，達到學習之目標。以另一套說法

闡述 UbD 的評量，好比是考試領導教

學。但考試類型又有優劣之分，設計

良善之評量應能測出學生系統性的思

考邏輯，而非只是簡易型的評量，測

得學生基本的認知。例如健體領域之

排球測驗，以排球接發球而言，良善

之評量應是針對排球發球之不同球

路，讓學生思考如何因應不同來球之

球路，採取不同之接球策略因應(高手

托球或低手接球)，並非只是單純單一

模式之接球策略。 

(二) 教學者良莠不齊 

由上述第一點延伸思考，縱使有

好的考試策略，就會有好的教學嗎?其

實關鍵點仍在於教學者之專業能力，

倘使教學者只是教學工匠，無法自我

進修，提升專業能力，最終仍無法將

好的考試評量發揮極致。例如健體領

域之籃球全場運球上籃測驗，此測驗

之目的在於應用運球技巧在短時間之

內完成全場上籃之要求，而具備專業

能力的體育指導者，在教學前都會針

對上籃動作特別示範與指導，教導學

生如何以流暢之步伐，輕鬆將籃球放

入籃框，以縮短全場運球時間，甚至

在運球的細部動作，都會特別的說

明，避免學生因運球不當導致掉球，

增加上籃時間。反之，傳統體育教學

常見指導者只是告訴學生測驗之內

容，對於測驗的實際操作與過程中可

能發生的突發狀況則忽略之，導致學

生無法掌握評量的核心概念、問題狀

況，致學習動機低落。 

(三) 評量費時及難控制 

大概念的審視頗為耗時，需重新

增刪、檢視教師原有的教學活動，另

外評量前之準備和活動後之清理時

間，業耗時耗力，故增加教師教學的

工作負擔，且評量的情境很難控制，

由於評量內容是與真實情境結合，故

臨時突發狀況難以預料，意增加評量

之困擾，例如健體領域之棒球九宮格

擲準評量，雖事先評量設計已費時準

備，且告知學生測驗方法與內容，但

學生於投擲過程仍可能發生技術未達

水平，導致投擲偏差，而不小心擊中

同學的傷害事件。 

(四) 評量難以客觀公正 

由於評量難以標準化，可能因教

學者自由心證，有失偏頗，甚至教學

者對特定學生若有好感，可能評量的

結果也不同，造成不公平之現象，或

是所選定的工作或任務，可能不足以

代表學生的整體表現，皆是 UbD 困擾

之處。例如健體領域之太極拳教學之

評量，由於打法、拳勢與拳法在每位

同學的詮釋上不會完成相同，因此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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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結果勢必因評量者個人自由心證而

有所不同，也許教師對於少數學生一

開始有特定好感，產生月暈效應，最

後在評量成績也會不盡相同。 

(五) 評量信效度受質疑 

由於 UbD 的評量設計需要有恰當

的測驗內容，且在一定時間內進行評

量，或因受試者對象少，而能評量的

內容也較少，故評量結果的效度、信

度與可比較性也是一直備受質疑的問

題。由於健體領域之體育定期評量測

驗通常只有兩周時間，每周兩次體育

課，合計只有四節的評量時間，扣掉

說明與練習一節課，與兩節課進行每

人一輪之測驗，最後一節進行補考，

最終學生通常都會反映測驗次數不

足，成績無法再提升，故產生評量信

效度之問題。 

五、十二年國教之健體領域發展

趨勢 

面對未來的十二年國教，如何帶

給學生不一樣的學習經驗，以達到『讓

學生獲得關鍵能力』的目標，故教學

生「學習如何學」及講清楚「為什麼」，

以增加學習的樂趣，就是『活化教學』

的手段(教育部，2014)。為落實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課程之理念與目標，茲

以「核心素養」做為課程發展之主軸。

「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

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

識、能力與態度。「核心素養」強調學

習不宜以學科知識及技能為限，而應

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 透過實踐力

行而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強調培

養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分為三

大面向九大項目，如圖 2 所示。 

 

圖 2 核心素養的滾動圓輪意象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總綱。取自

http://12cur.naer.edu.tw/upload/files/96d4d3040b
01f58da73f0a79755ce8c1.pdf 

為配合教育部十二國教五大理念

之適性揚才與優質銜接，有關健康與

體育領域在課程設計部份面對十二年

國教新課綱核心素養的「評量方式」

更顯關鍵，故透過 UbD「重理解的課

程設計」開發多元評量方式，讓孩子

能掌握及建構健康與體育教學單元大

概念和正向價值觀，並習得關鍵的體

育知識和運動技能，理解學習主題相

關的內容，引導孩子成為學習的主

體，讓每一個孩子願意學、能學、喜

歡學，並隨年級越高，課程越要差異

化、彈性化，以適應不同需要而更具

多元彈性。以下針對 UbD「重理解的

課程設計」融入健體領域提出相對應

之應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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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UbD 在健體領域之應用 

王秀槐(2013)表示所謂好的教學

要以好的設計為基礎，透過設計健康

與體育領域課程，將健康與體育單元

舊教案中的能力指標篩選出來，形成

UbD教案的期望指標(Goals)(例如班際

間輸贏勝負之競爭)。至於大概念(U)

則需要配合健體單元的內容關鍵字，

去分析內容是屬於哪種大概念(例如班

際籃球賽)，可利用倒推方式較易推衍

出大概念，並從大概念中再去進行精

準、有意義的提問(例如籃球技術、設

備、球員特性、規則與戰術、舉辦比

賽和團隊學習)。以下研究者針對排球

運動提出 UbD 的課程設計概念如下。 

表 1  國三班際籃球賽重理解課程設計(UbD)

設計表 

 

 
(研究者整理) 

 

七、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十二年國教的精神及理念具有時

代意義，更需集眾人智慧共同面對，

為增加課程發展的豐富性，「重理解的

課程設計 U b D (Understanding by 

Design)」是以學習者為中心，及解決

問題的課程模式，而好的教學是以好

的設計為基礎，適切運用多元化教學

策略及評量方式，規劃設計有目的、

有系統、有意義之健康與體育領域的

課程內涵，並培養健體領域教師課程

設計能力，以配合十二年國教新課綱

導向的課程設計，進一步改變評量與

教學的方式與策略，用課程設計來協

助學生獲得多面向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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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 

建議未來健康與體育領域結合

UbD 的課程設計，於活動設計時除了要

讓學生使用多元觀點，也要能同時將課

程內容融入，並且更要讓學生自己動手

操作與學習合作，讓學生有發表與討論

的時間，有自評、他評的機制，最後針

對成果的呈現以形成正增強之效果。另

外體育教師於課程的設計也要不斷反

覆檢視教學活動與學生理解，針對所設

計教學活動要盡量合乎理解的六個層

面，進行實作後需亦須再次反思與檢

討，並和同科老師共同備課，進行對話

與概念增刪。丁亞雯(2012)表示教育改

革無法一步到位，在關鍵時刻，唯有透

過系統、穩健以掌握教育的核心「課程

發展、教師教學以及學生學習」，才可

以協助落實十二年國教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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