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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变革时代的体育课程标准新形态:

台湾高中体育课标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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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上海 200241)

摘 要: 核心素养是继“终身教育”和“全民教育”思潮之后，引领当代教育改革的第三大思潮。采用文献

资料法，解读台湾地区于 2012 年颁布的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体育课程标准，剖析其结构与特点，试图为大

陆正在进行的围绕核心素养的高中体育课程标准修订和体育课程改革提供一些启示。台湾高中体育课程

标准基于核心素养拟定课程目标，再将课程目标转化为能力指标，课程标准已呈现出新形态，主要特点有:

具备多元的基础理论; 注重培养学生的核心能力; 重视课程的横向统整与纵向衔接; 强调学校本位，赋予学

校和教师自主权; 可操作性强，便于教师参考和指导教学。解读台湾高中体育课程标准后得出启示: 大陆

核心素养指标体系的构建应科学规范; 大陆围绕核心素养的高中体育课程标准研制和课程改革实践，可在

综合其他国家或地区多种模式后启动与实施; 核心素养是深化大陆高中体育课程改革有力助手，后续需要

做好推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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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Style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tandard in Education Ｒeform Era:

The Case of Taiwan High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tandard
CHEN Fu-liang，JI Liu

(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Abstract: Key competency is the third ideological trend guiding educational reform after“lifelong education”and
“education for all people”． In order to give references and inspirations for current China high school physical edu-
cation curriculum standard revising and reform，this paper interpreted structure and characteristic of 2012 Taiwan
high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tandard that was based on key competency by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view． The curriculum standard introduces key competency into curriculum objective，and then inverts curriculum
objective into ability target． It has taken on new formation．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are as follows: multiple basic
theories; focusing on student's key capacity cultivation; emphasizing on sidewise integration and lengthwise cohe-
sion; giving more autonomy to school and teacher; high operationability for teacher． Ｒevelations: China key com-
petency index system should be more scientific; China high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tandard revising
and reform can be started after combining more modes of other countries; key competency is a good helper to deep-
en China high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Keywords: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tandard; key competency; education reform; curriculum objective;

core ability; Taiwan; textbook outline; textbook content

近代以来教育变革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以往任

何一个历史时期，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之后，世界各国

纷纷推进教育改革，我们进入了教育变革时代。课程

改革是教育变革时代背景下推动教育改革的重要抓

手，一个国家或地区课程改革的理念、指导思想及总

体规划往往会投射到其课程标准之中。它是指导基

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想性、纲领性、规范性与范例性

文本［1］。2001 年台湾地区正式启动实施《普通高级中

学课程纲要》，展开面向新世纪的课程革新。在核心

素养( Key Competencies) 成为推进世界课程改革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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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教育背景下，台湾展开了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

标准研制和课程改革实践，并于 2012 年颁布实施了新

一代《普通高级中学课程纲要》，体育课程标准是其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以核心素养推进课程改革和发展是当代

教育领域的趋势，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改革已在欧洲

与美洲、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日本与韩国、台湾等掀起

推动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浪潮。核心素养的内涵是现

代公民为了获得成功与适应未来社会生活而应当具

有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2］。台湾新一代高中体育

课程标准基于核心素养研制而成，是台湾学校体育经

过十多年新课程实施后的改进与经验总结，并结合国

际教育改革思潮的课改产物。解读一个国家或地区

的体育课程标准，分析其特点，窥视其体育课程改革

计划、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标准等，取其精华、扬弃糟

粕，可以为大陆体育课程标准修订和体育课程改革所

用，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则鉴于台湾地

区基于核心素养开发新课程，课程标准呈现出新的形

态，二则鉴于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同宗同源，共处儒

家文化圈，在教育哲学和教育环境等方面颇具相似

性，因此，台湾地区现行的高中体育课程标准对中国

大陆正在进行的围绕核心素养的高中体育课程标准

修订工作和后续体育课程改革实践会有一定的参考

与帮助。本文通过解读台湾高中体育课程标准，剖析

其结构与特点，试图为大陆高中体育课程标准修订和

即将步入“深水区”的体育课程改革提供一些启示。

2 研究方法

采用文献资料法，解读台湾高中体育课程标准:

1) 课程标准文本，从台湾“教育部”网站获得 2012 年

版高中体育课程标准; 2) 数据库文献，以“台湾课程标

准”、“核心素养”、“台湾课程改革”等为主题词或关

键词，在“中国知网”数据库检索 2001—2016 年间文

献 260 篇，其中 98 篇是本文所需。3) 著作，查阅新课

程改革以来，大陆和台湾课程改革专家的著作，如钟

启泉、王策三、季浏、欧用生、蔡清田等专著。

3 台湾高中必修科目体育课程标准的结构

台湾高中体育课程标准由两部分组成，即必修科

目和选修科目体育课程标准。必修科目体育课程体

现了台湾对学生体育发展的共同的基本要求。选修

科目体育课程具有开放性，学生可以根据自己未来发

展的需要、学习兴趣、运动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体育

课程。

3. 1 课程目标 台湾拟定的核心素养指标有 3 个一

级指标 9 个二级指标: 1 ) 自主行动 ( 身心素质与自我

进取; 系统思考与解决问题; 规划执行与创新应变) 、
2) 沟通互动( 符号运用与沟通表达; 科技资讯与媒体

素养; 艺术涵养与美感素养) 、3) 社会参与( 道德实践

与公民意识; 人际关系与团队合作; 多元文化与国际

理解) ，并要求语文、数学、英语、体育、社会领域、自然

领域、艺术课程围绕核心素养，结合课程自身特点，尽

可能与核心素养相衔接，制定各自课程标准，协同促

进学生成长为具备核心素养的未来公民。因此，核心

素养成为台湾各课程标准的课程目标来源［3］。基于

核心素养，台湾高中体育课程标准求学生在完成 3 学

年每周 2 节必修课后，应达到如下课程目标: 1 ) 充实

体育知能，建构完整体育概念; 2) 增进运动技能，发展

个人运动专长; 3) 积极参与运动，养成规律运动习惯;

4) 培养运动伦理，表现良好社会行为; 5 ) 体验运动乐

趣，丰富休闲生活品质。
3. 2 核心能力 台湾高中必修科目体育课程标准

将 5 个课程目标转化为 5 项核心能力，这种转化主

要有 3 种功能: 有助于以具体的能力指标是否达成

来检验课程目标达成情况，有助于提高课程评价和

教学评价的可操作性，有助于发挥具体的能力指标

引领课 程 内 容 的 功 能。至 此，核 心 素 养—课 程 目

标—核心能力，三者一以贯之，层层之间相互转化，

形成有机的逻辑联系，这是最新一代台湾高中体育

课程标准设计的主轴。这也是台湾进行新一轮基于

核心素养的课程改革的重要模式［4］。转化后的 5 项

核心能力为: 1 ) 了解体育活动的意义、功能及方法，

并能运用于日常生活中; 2 ) 培养个人擅长的运动项

目，确立运动爱好，提升运动技能水平; 3 ) 做到定期

适量运动，每周参加 2 次体育必修课，每学年应修满

4 学分 76 学时，执行终身运动计划，增进体能; 4 ) 发

挥运动精神，培养良好品德，并表现符合社会规范之

行为; 5 ) 力行动态生活，参与健康休闲活动，享受运

动乐趣，促进生活品质。
3. 3 教材纲要 台湾高中体育教材类别和配置比例

由学校从课程标准中选取，呈显出学校本位的特点，

学校可以发展校本课程。课程标准中教材类别共分 7
大类: 竞技运动类、户外活动类、健康体能类、舞蹈类、
乡土活动类、健康管理类与体育知识类。其中，健康

管理类教材可以配合前 5 类教材内容，适时融入教学

之中，也可以采用独立授课方式，而体育知识类教材

必须配合前 5 类教材内容，以实施融入教学为原则。
课程标准要求各校根据学校特性、学生特征、资源条

件及发展特色，自定教材内容与百分比，在提交学校

课程发展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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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教材类别与配置比例

Table 1 Category and Propor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类别 教材内容 比例%

竞技运动类 田径，游泳，体操，球类，技击，武术，其他 50 ～ 75

户外活动类 登山，露营，野外生存，攀岩，自行车，轮滑，

潜水，水上安全与救生，冲浪，水中游戏，飞

盘，其他

5 ～ 10

健康体能类 健走，健康操，肌肉耐力训练，瑜伽，力量训

练，有氧运动，其他

5 ～ 20

舞蹈类 国际标准舞，民俗土风舞，中国古典舞，原

住民舞蹈，街舞，创作舞，踢踏舞，啦啦队舞

蹈，其他

5 ～ 20

乡土活动类 舞龙，舞狮，踩高跷，放风筝，拔河，赛龙舟，

跳绳，踢毽，其他

5 ～ 20

健康管理类 运动保健( 含健康体能内容) ，运动安全，运

动与营养，运动与体重控制，运动伤害与急

救，其他

5 ～ 10

体育知识类 运动技术与规则，比赛策略，国际运动动

态，运动发展与欣赏，运动伦理与道德，运

动服务消费教育，运动休闲产业与产 品，

其他

融入各类

教材

3. 4 教材内容 台湾高中必修科目体育课程教材内

容的选择，主要依据核心能力和由核心能力转化而来

的分项能力指标、指标内涵，体现出“核心能力引领教

材内容”( 表 2) 。课程标准要求高中学校至少规划 3
种主要运动种类或项目，作为学校体育发展的核心教

材内容，以建立学校体育发展特色。为落实台湾高中

课程总纲纲要的时代性，必修科目体育课程标准还要

求体育教材内容必须适时融入生涯发展、生命教育、
性别平等教育、法治教育、人权教育、海洋教育、环保

教育、终身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及消费者保护教育等

重要议题，以期能让学生在学习中思考这些议题，提

高社会适应性。表 2 举例展示了核心能力一转化出

的分项指标、指标内涵，及其引领的主要教材内容。
3. 5 实施要点 在教材编选方面，台湾各校成立体

育课程小组负责课程规划，课程规划必须在提交学校

课程发展委员会核定之后实施。课程标准要求编选

教材时，考虑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运动兴趣、体能、
运动技能、学校特点( 如学校的运动场地、设备、师资、
重点发展项目等) ，慎选合适教材，还应注意与中小学

九年一贯课程的衔接性，编选出的教材内容应当具有

时代性与前瞻性。
在教学方法方面，体育教学应以教育理论为依

据，根据学生的学习心理、身心特点与需要，安排适当

的学习环境，运用科学的教学方法，有计划地实施教

学活动，让学生在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

皆能得到有效学习。体育教学过程应当包括了解学

生的起点行为、准备适宜的学习环境、拟定教学计划

表 2 核心能力一: 了解体育活动的意义、功能及方法，

并能应用于日常生活中

Table 2 One Core Competence: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Functions and Methods of Exercise

Activities and Can Use Them in Daily Life

分项指标 指标内涵 主要教材内容

确 认 体 育 活

动 对 人 类 社

会 的 意 义 与

功能

能了解体育活动对个人、社会、国家与国际的时代意义

与功能。
能了解运动权是每个人所拥有的权利。
通过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对本土文化具有更深层认识。
通过体育活动了解台湾地区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运动

文化。
能描述亚运会与奥运会等国际赛会对国际交流与和平

促进的贡献。

● 竞技运动类

● 户外活动类

● 舞蹈类

● 乡土活动类

● 体育知识类

辨 别 不 同 体

育 活 动 的 方

法与技术

能描述至少 3 种运动种类或项目的演进及发展概况与

趋势。
能指出至少 3 种运动种类或项目的基本技术。
能理解至少 3 种运动种类或项目的规则。
能说明至少 3 种运动比赛的策略与战术。

● 竞技运动类

● 户外活动类

● 健康体能类

● 舞蹈类

● 乡土活动类

● 体育知识类

具 有 欣 赏 运

动 比 赛 的 知

能与行为

具有欣赏动作美感与观赏运动竞赛的能力。
能主动了解重要运动竞赛的资讯。
具有付费欣赏业余或职业运动竞赛的观念。
能主动观赏各种运动赛会。

● 竞技运动类

● 户外活动类

● 舞蹈类

● 乡土活动类

● 体育知识类

应 用 体 育 活

动 所 学 的 知

识 与 技 能 于

日常生活中

能在运动前做好各种热身活动。
能穿戴合适的运动服装与装备。
能将基本的运动保健知识应用于体育活动中。
能将避免运动伤害的知识应用于体育活动中。
能将急救的知能应用于运动意外事故中。
能将运动安全防护的知识应用于体育活动中。
能将体育活动所学的动作技能，作为动态生活的基础。

● 竞技运动类

● 户外运动类

● 健康体能类

● 舞蹈类

● 健康管理类

● 体育知识类

及目标、激发动机并进行教学，评价学习效果等。各

校可以根据学校校本课程的发展特色，采用随班授

课，或以兴趣班进行选项教学，激发学生发展较为擅

长的运动项目，促进学生养成终身体育习惯。
在教学评价方面，评价内容和比例为学生技能学

习( 占 50% ～ 70% )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学习( 占 20%
～ 30% ) 、体育知识学习( 占 10% ～ 20% ) 。技能学习

采用主观和客观评价相结合，主观评价由教师观察学

生运动技能的优劣而评分，如观察学生动作的协调

性、流畅性、熟练度，有无符合规定动作的要领，教师

可以事先定出主观评价的项目和标准。客观评价由

教师根据运动项目的不同，以码表、皮尺、计次或得分

等方式测量学生运动技能。评价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的方法有轶事纪录法、评定量表法或项目检核法，考

评内容包括出席情形、服装仪容、努力程度、服从指

导、分组练习情况、遵守上课秩序等各种行为。每一

教学单元结束后，教师可根据教学项目进行适当的体

育知识评价，评价内容为教学项目的运动技术、规则、
发展历史与运动安全等，评价方法有口试、笔试、评阅

笔记与专题报告等方式。

·86·



第 5 期 陈福亮，等: 教育变革时代的体育课程标准新形态: 台湾高中体育课标的案例

4 台湾高中选修科目体育课程标准的结构

4. 1 课程目标 基于核心素养，结合课程自身特点，

台湾高中选修科目体育课程标准制定了 5 个课程目

标: 1) 建构健康与休闲知识，以丰富人文素养; 2) 培养

健康休闲运动之态度，以充实休闲生活，并提升生活

品质; 3 ) 培养休闲之技能及健康生活习惯，以提升身

心健康的适应能力; 4 ) 培养健康休闲运动之乐趣，并

融入日常生活，以陶冶性情; 5) 运用健康与休闲资源，

推进全民健康休闲运动。体育课程目标强调在参与

休闲运动过程中学习健康与休闲知识，养成休闲运动

态度与习惯，培养休闲运动乐趣。
4. 2 教材纲要 台湾高中选修科目体育课程的教材

纲要分为 7 类，即休闲运动类、乐山健康休闲类、亲水

健康休闲类、文化健康休闲类、养生健康休闲类、休闲

旅游类与健康生活类，每种类别的教材内容又进一步

设置了详细的内容( 见表 3) 。

表 3 台湾高中选修科目体育课程的教材纲要

Table 3 Syllabus of High School Electiv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主题 主要内容

休闲运动类 球类，极限运动( 如滑板、攀岩等) ，体能运动，武术，运

动保健与伤害防护

乐山健康休闲类 登山，步行，定向越野，野炊，滑雪，滑草，赏鸟活动，森

林浴，滑翔翼

亲水健康休闲类 水上运动，独木舟、划船，龙舟竞赛，飞行伞，水上摩托

车，潜水，赏鲸活动，温泉、冷泉、SPA，冲浪，钓鱼，沙滩

堆沙创作

文化健康休闲类 文物展参访，竹雕，木雕，棋艺，茶艺，戏剧

养生健康休闲类 足底按摩，穴位按摩，刮痧，精油，芳香保健，静坐冥

想，禅修

休闲旅游类 生态旅游，岛内旅游，国外旅游

健康生活类 体重管理，生活饮食，初级急救，哺喂母乳，性教育，脾

胃调理，宠物饲养

4. 3 实施要点 在教材编选方面，台湾高中选修科

目体育课程根据学生身心特点、兴趣、学校特色及资

源，选择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的适当教材。为落实课

程总纲纲要的时代性，选修科目体育课程设计与教学

内容必须适时融入生命教育、性别平等教育、法治教

育、终身教育、人权教育、环保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及

消费者保护教育等重要议题，以期使学生在学习中思

考这些议题，反思社会变动，以达到启发效果。选修

科目体育课程规划与学生社团相结合，在课程实践中

逐步形成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中心、课内课外相结合，

观赏参与相结合，全面培养，学以致用，终身受益。

在教学方法方面，课程标准要求灵活运用教学方

法、弹性安排、注重适性发展，以启发、创造、乐趣化教

学，使学习过程生动而有变化。校外教学要求教师注

意全体学生活动情形，随时制止危险举动，以防发生

意外事故，如果偶发意外，应依程序紧急妥善处理。
在教学评价方面，评价范围包括行为、态度、知识

与技能，评价兼顾形成性与总结性的结果，评价可采

用适当而多样的方法，如纸笔测验、课后作业、平时观

察、问 卷、访 谈、记 录 表、自 我 评 价、上 课 参 与 及 表

现等。

5 台湾高中体育课程标准的特点

5. 1 具备多元的基础理论 课程标准应有充足的基

础理论作为指导。理论的隐晦或薄弱不但导致课程

改革理论体系不完善，说服力不强，还可能导致课程

改革实践操作的偏离和失范，同时使课程改革面对各

种争论与挑战时理论辩护和实践辩护乏力［5］。基础

理论的缺乏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新课程改革的现

实阻力，会使其受到更多的质疑［6］。台湾高中体育课

程标准具有多元而坚实的基础理论。首先，“学生中

心课程理论”是其基于的一个重要理论，它强调以学

生的需要和兴趣组织课程与教学。无论是台湾必修

体育课程还是选修体育课程，在编选教材时都重视学

生的身心特点、兴趣、需要等。在教学方法方面，要求

根据学生的学习心理、身心特点，安排适当的学习环

境，运用科学的教法，有计划地实施教学活动，让学生

在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皆能得到有效

的学习。课程标准的这些设计思路正是基于学生中

心课程理论。其次，“社会中心课程理论”是其基于的

另一个理论，它强调以社会问题为中心，通过对社会

问题的分析来组织课程设计。台湾高中体育课程标

准试图通过在课程设计与教学内容中适时融入生涯

发展、生命教育、性别平等教育、法治教育、人权教育、
环保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及消费者保护教育等重要议

题，使学生在学习中思考这些议题，提高社会适应性。
这是基于社会中心课程理论进行课程标准研制的产

物。最后，台湾高中体育课程标准还基于了“知识中

心课程理论”。知识中心课程理论关注学科知识本

身，重点探究学校教育应选择什么知识，如何组织知

识等。“体育知识类”在台湾高中必修科目体育课程

教材类别中独占一类，并且被要求融入到其他所有教

材类别的教学之中。
5. 2 注重培养学生的核心能力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

时代，永不停息地培养学生掌握知识已经不再那么重

要，更为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获得知识的能力、运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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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知识创新的能力［7］。台湾高

中体育课程标准注重培养学生核心能力，必修科目体

育课程标准将课程目标转化为更为具体的核心能力，

在核心能力的下位进一步转化出更具操作性的分项

指标，用指标内涵解释分项指标的意思，发挥核心能

力引领教材内容编选的作用。下面以必修科目体育

课程目标 1 与核心能力 1 为例，剖析课程目标、核心能

力与分项指标之间的转化。课程目标 1 是“充实体育

知能，建构完整体育概念”，将其转化为核心能力 1 变

为“了解体育活动的意义、功能及方法，并能运用于日

常生活中”。再将核心能力 1 细化为 4 个分项指标: 1
确认体育活动对人类社会的意义与功能，…… 4 应用

体育活动所学的知识与技能于日常生活中。对于每

一个分项指标，都用明确的指标内涵对其加以解释。
例如，解释分项指标 1 的指标内涵是: 1 能了解体育对

个人、社会、国家或国际的意义与功能，…… 5 能描述

亚运会与奥运会等国际赛会对国际交流与和平促进

的贡献。根据分项指标及其指标内涵，相应的主要教

材内容的类别便可确定出来。教师可以依据主要教

材内容的类别，甄选具体的教学内容，最终达成培养

学生核心能力的目标。
5. 3 注重体育课程的横向统整与纵向衔接 台湾语

文、数学、英语、体育、社会领域、自然领域、艺术课程

的最终教育目标是促进学生成为具备核心素养的人，

使他们在未来生活中获得成功、适应社会。因此，各

门课程之间的横向关系是统整、协同促进学生具备核

心素养。台湾高中体育课程标准在设计方面十分注

重与其他课程的统整与配合。例如，体育课程注重与

其他课程相联系，避免教材孤立分歧或重复，主张通

过“人与自己、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人性化、生活

化、适性化、统整化、现代化的体育学习活动，培养学

生的人本情怀、整合能力、民主素养、乡土与国际意

识，成为能进行终身学习的健全国民，能适应 21 世纪

社会的要求［8］。
台湾高中体育课程标准强调与中小学九年一贯

课程的衔接。在新一代高中体育课程标准颁布之前，

台湾高中与中小学体育课程结构的衔接性和连贯性

都不够紧密，课程与教材内容存在脱节与重复的现

象。台湾高中体育新课标指出，体育教材和其他学科

教材一样具有基础性、层次性与逻辑性，在编选教材

与选择教学内容时，应避免低水平的重复，要建立有

效衔接的体育教材内容体系。针对衔接不良的问题，

台湾高中体育课程标准注重课程发展的连续性、递升

性和发展性，采用中小学九年一贯制与高中课程相结

合的设计模式，统一由一个项目小组研制，将原有的

小学至高中的体育课程内容进行合理安排，试图使每

一位学生能够得到有序而完整的体育教育。
5. 4 强调学校本位，赋予学校和教师自主权 台湾

高中体育课程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

的课程设计方式，“自上而下”主线上台湾教育部门拟

定体育课程标准，统一实施，同时“自下而上”主线上

鼓励学校和教师自主设计课程、自编教材，达成学校

本位课程发展的教育目的。这种学校本位的理念具

有先进性，目的是让教师适应学生。台湾课程专家欧

用生( 2007) 曾这样打过比方: 以前是教育部门配好菜

单，不管城市或乡村，学生胖瘦与否都吃一样的菜，现

在让教师依据学区、学生特征去配菜给学生吃。比如

教育部门要求含有维生素，吃西瓜、香蕉、苹果就由教

师自己决定，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吃相同的东西［9］。为

了保证教师具备自主设计课程和自编教材的能力、素
质与态度，台湾尤为重视学校本位背景下的教师专业

发展的培训。驱动教师自身的兴趣与需求，注重通过

专业合作提升自身专业知识和智慧，建立支持教师专

业发展的制度［10］，是台湾学校本位体育教师专业发展

的重点。
5. 5 可操作性强，便于教师参考和指导教师教学

从课程目标、核心能力、教材类别与配置比例、教材

内容到实施要点，可操作性强的特点一以贯之地体

现在台湾高中体育课程标准之中。首先，课程目标

拟定的清晰明确，在进一步转化为核心能力，核心能

力转化为分项指标，并用指标内涵解释分项指标之

后，使得教师更加容易地理解课程目标，有助于教师

教学和评价。其次，设置了 7 大类别的教材，各类别

教材的配置比例也保有弹性，便于教师在教学中根

据实际情况加以调整。台湾高中体育课程标准还设

置了教材内容标准，用核心能力与分项能力指标的

达成来引领教材内容，没有硬性规定教师教学的内

容，赋予教师教学的自主权。最后，实施要点从教材

编选、教学方法、教学评价、教学资源等方面对高中

体育课程标准的实施进行了说明，各实施要点详细

具体。总体而言，台湾高中体育课程标准在实际教

学中具有可操作性，有助于教师在教学中参考，并指

导教师的教学活动。

6 启 示

6. 1 大陆核心素养指标体系的构建应科学规范 核

心素养是继“终身教育”和“全民教育”思潮之后，引领

当代教育改革的第三大教育思潮。核心素养最先由

经合组织提出，后受到欧洲、美洲、澳洲、亚洲国家的

重视。从目前趋势来看，世界多数国际组织、国家或

地区根据各自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特点构建了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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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身特点的核心素养指标体系。例如，经合组织、
欧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文凭组织、世界银行、
美国、芬兰、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台湾

地区的核心素养指标体系各不相同( 具体指标可参见

辛涛［11］) 。中国大陆是亚洲儒家文化的代表，与其他

国家或地区在各方面差异较大，因此，构建具有大陆

特色的核心素养指标体系更趋合理。当前，大陆已经

完成了“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指标体系的构建，下一步

是着手构建各学科的核心素养指标体系，如体育学科

核心素养、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学科核心素养指

标体系的构建应科学规范，构建过程应基于一定的理

论基础，联系学科特色与学生生活经验，构建出的核

心素养应具有教师可以教、学生可以学、可以测量的

特点，符合实际事实，经得住检验。
6. 2 大陆围绕核心素养的高中体育课程标准研制和

课程改革实践，可在综合其他国家或地区多种模式后

启动与实施 世界各国或地区的核心素养体系在教

育领域的应用模式大致可分为 3 类。第 1 类是核心素

养独立于课程体系之外，由专门机构进行研制开发，

之后逐渐与课程和教学相融合的模式，代表者有美

国、澳大利亚与台湾地区等; 第 2 类模式是在国家课

程体系中规定要培养学生哪些核心素养，并指导课程

的内容与设置，代表者有芬兰; 第 3 类模式，学生的核

心素养没有单独的体系做出规定，但国家课程体系中

的许多部分都体现了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宗旨，代表

国家有日本和韩国［12］。台湾地区高中体育课程应用

核心素养的模式值得我国参考，但除它之外，大陆应

用核心素养的模式还可参考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模式，

或借鉴、或创新建构一种新模式，选择的根本标准是

要能够符合国情。
6. 3 核心素养是深化大陆高中体育课程改革的有力

助手，后续需要做好推进措施 随着第 8 次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大陆在体育课程改革的实施方

面取得了诸多成就，如体育教师的教育观念和教学行

为发生了积极转变，“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深入人

心，体现素质教育思想的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
感态度与价值观整体课程目标普遍受到重视，教学方

式实现了从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变，具有激励和发展功

能的体育学习评价方法得到有效运用，开发和利用课

程资源得到充分落实等［13］。以学生核心素养推动课

程改革和发展是当今教育领域的趋势，我们在已有改

革成就的基础上，借助核心素养能够深化大陆体育课

程改革。为成功淌过即将步入的改革“深水区”，完成

改革攻坚任务，我们需要在后续工作中“做好做全”与

核心素养有关的推进措施。

7 结束语

通过对台湾高中体育课程标准的解读，我们不难

发现在核心素养引领世界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台湾高

中体育课程标准已经呈现出与中国大陆不相一致的

新形态。最为显著的不同在于台湾围绕核心素养拟

定体育课程目标，再将课程目标转化为核心能力，核

心能力细分成分项指标，有助于通过检测比较具体的

分项指标达成情况，来评定课程目标的达成程度，促

进课程与教学评价。核心能力及其细化的分项指标，

还发挥着引领课程和教学内容的作用。为了提高可

操作性和为教师提供参考、指导教学实践，台湾高中

体育课程标准还设置了指标内涵对分项指标进行解

释。当前，中国大陆正在围绕核心素养，进行新一轮

的高中体育课程标准修订，在这种背景下，解读台湾

地区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体育课程标准可以为我们

提供有价值的启示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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