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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欣航	新竹縣立竹東國民中學體育組教師

以自我決定理論探討體育教師教學動機
策略

前言

提高學生學習動機為教師教學之重要

目標，體育教師使用合適的教學動機策略將

影響到學生的學習動機，同時對學生課堂外

的運動參與及未來投入運動之意願產生影

響（S t a n d a g e ,  D u d a ,  &  N t o u m a n i s ,  

2003），Theodos iou  與 Papa ioannou

（2006）認為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在體育教

學中是一項重要的目標，其可進一步與課堂外

的運動參與及將來意圖運動作聯結，而體育教

學正向動機之關聯經驗為體育教師使用合適教

學動機策略的結果（Papaioannou ,  Marsh ,  

& Theodorakis ,  2004）。Pelle t ie r等人

（2002）認為，知覺工作壓力及知覺學生自

我決定的動機與教師自我決定的動機，經由教

師的心理需求滿意度有顯著的影響。因此本文

旨在以自我決定理論為觀點探討體育教師教學

之動機策略。

自我決定理論分析

自我決定理論為研究人類動機之理論，其

關注於個體的選擇，在沒有任何外在影響與干

涉的情況中，使其在自由意志與充份感覺下做

出選擇。自我決定之個體選擇行為的方式，反

映了他的自主性及行為，而不是外在報酬的實

現或逃避厭惡刺激的環境。簡言之，自我決定

理論為個人行為自我認同與自我決定的程度。

Deci與Ryan（1991,  1995）之自我決

定理論以3個心理需求激發自我最初的行為並指

出基本需求為心理健康和個人福址不可缺少的

部分。

一、勝任感（perceived competence）

勝任感即所謂的能力知覺（ W h i t e ,  

1959）; 能力知覺是一種個體對本身能力的主

觀認知，這種個體對本身能力判斷的心理因素

在成就情境、工作選擇、工作持續性、工作強

度及個人努力等方面有重要的關係。

二、自主性（autonomy）

自主性即個體對其行為之掌控程度的知

覺，當個體認為行為是出自於個人的自由意

志，而非被命令、逼迫、威脅之感覺時，便較

能對其所選擇的目標產生允諾及追求的意願

（DeCha rms ,  1968）。而自我決定理論應

用於運動休閒中，則是指個體能擇其所愛，愛

其所擇之情境。

三、關聯性（relatedness）

關聯性即個體在行為過程中，涉及情感上

是否能與他人產生聯結的程度。Baume i s t e r 

與 Leary（1995）指出心理需求關聯性的觀

念是指一種有意義的社會關係。因此根據自我

決定理論，當環境越能夠提供或滿足這些心理

需求，就越能激發個體後續之行為動機。

體育教師自我決定理論動機策略之相關研究

實際上，在實驗室及田野研究中，部分

教師會因擔負學生表現程度之責任感而感到壓

力，進而使用不適當的策略（Deci ,  Spiegel ,  

R y an ,  Koe s t n e r ,  &  Kau f fman ,  1982 ; 

Flink , Boggiano, & Barrett ,  1990）。例

如：當體育教師在課堂的時間限制方面感受到

較多壓力時，便較少使用適當的策略（如自主

性支持），且使用較多不適當之教學策略（如

控制）。

Tay lo r  ,  N touman i s  ,  與Standage

（2 0 0 8）檢驗體育教師教學前的動機策略

（如圖1）包含教師的自主因果關係導向、知覺

工作壓力及教師對學生自我決定的看法。根據

研究指出影響教師使用適合動機策略的程度，

可經由其擁有的教學自我決定動機加以運用。

Tay l o r  等（2008）的研究中探討影響

教師調節自己心理需求及環境/個人因素之間的

關係（如感到工作壓力、自主因果關係導向、

教師對學生自我決定的看法）及教師的自我決

定，會被教師的心理需要滿意度所影響；需要

滿意度和自主感因果導向與教師自我決定教學

的動機有正向的影響。教師的需求愈能得到滿

足及較高的自我決定，他們就愈能試著得到學

生的理解及提供學習上的協助和支持。

Val l e r a nd（2001）的理論則認為這些

因素有一連續性的關係：社會因素（s o c i a l 

fac to rs）→需要滿意度（needs  sa t i s fac -

t ion）→自我決定（self -de te rmina t ion）

→動機結果（mot iva t iona l  consequenc -

e s）。社會因素包括教師在工作上知覺工作壓

力，其可能減少教師的自主感，因為他們在使

用某些教學方法時感受到壓力。

學校系統扮演一個確定教師自我決定動機

高低之重要角色。若學校沒有分配足夠時間使

教師完成所有的課業目標，並將重點放在教師

必須對學生表現之標準負責時，將可能傷害教

師的心理需要滿意度，並導致教師自我決定的

動機降低。其次，低自我決定教學動機的教師

較少對學生使用適合的教學策略。

← 圖１　教學前教師體育課動機策略之假設

 資料來源：筆者翻譯Taylor ,  I . ,  Ntoumanis ,  N. ,  

& Standage ,  M.（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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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工作場所設置的研究，Baard ,  Deci ,

與R y a n（2004）發現教師自主感取向和他

們在學校所經歷的心理需要滿意度之間有所聯

結。具有高自主感取向之教師更可能在行動的

過程中感覺自主，教學時較有勝任感，因為他

們擁有傾向尋求促進積極參與的形式（Baa rd 

等,  2004）。教師自主感取向及自我決定教

學動機有直接正相關，與自我決定理論一致，

因為擁有高自主感取向的個體有較高之自我決

定傾向（Wil l i ams  &  Dec i ,  1996）。上

述研究結果顯示，未來在檢驗教師動機的研究

上，教師定位朝向高自主性是一項重要之獨立

變項；然而，整體之因果關係取向較難以改變

（Deci & Ryan ,  1985）。因此，研究需要

使用更多的環境因子測量教師的自主感取向，

如學校環境中存在問題的相關問卷（D e c i ,  

Schwartz ,  Sheinman, & Ryan, 1981）。

教師需要滿意度之前置因素還包含教師

知覺學生自我決定的動機，教師需求滿意度愈

多，他們在工作上經歷的自我決定就愈多。

Pe l le t ie r,  L .  G. ,  Ségu in -Lévesque ,  與 

Legau l t（2002）指出，知覺學生自我決定

的動機與教師自我決定之動機，二者有直接相

關，當教師對學生持有負向的看法時，教學上

將變得較無法自我決定，因為他們在心理需求

上感到挫敗。

教師心理需求滿意度及他們自我決定教學

的動機，兩者間之正相關也與自我決定理論一

致（Deci & Ryan ,  2000）。Pellet ie r等

（2002）認為知覺工作壓力及知覺學生自我

決定的動機、教師自我決定的動機，經由教師

的心理需求滿意度有顯著的影響，心理需求滿

意度在環境及個人變項中成為中介變項，其影

響教師自我決定的動機。具體來說，與低自我

決定的教師相比，高自我決定的教師更試著去

瞭解他們的學生，提供他們更多有益的幫助與

支持，且提供他們有意義的理由。上述研究結

果強調瞭解教師自我決定動機之重要性，不只

對教師產生重要影響，同時也影響學生之學習

結果，包括參與、正向的感覺、適應努力之信

念及關聯感等（Asso r ,  Kap l a n ,  &  Ro t h ,  

2 0 0 2 ;  C o n n e l l  &  W e l l b o r n ,  1 9 9 1 ; 

Skinner ,  1991）。 

結論與建議

本文以自我決定理論為觀點，探討體育教

師教學前之動機策略，經由分析結果發現體育

教師可經由他們所使用之動機策略影響學生的

自我決定。體育教師在教學使用的三個動機策

略，包含提供有意義的合理性、提供教學協助

與支持及獲得學生的理解，可預測知覺工作壓

力、學生自我決定、教師的自主導向、心理需

要滿意度及自我決定的教學。獲得學生理解及

提供教學協助和支持，對於教師心理需要滿意

度與教師的自我決定有正向的影響，這些策略

影響教師的教學動機，也間接地影響他們對學

生使用的動機策略。提高學生學習動機、課堂

外的運動參與未來運動之意願作聯結，對於學

校來說是一項重要的目標。基於上述分析結果

提出以下建議：

一、體育教師應審慎使用教學的動機策略

從上述分析研究顯示，體育教師教學動機

會影響到學生學習，間接也影響到學生未來學

習正向的感覺、適應努力的信念及關聯感，甚

至影響到未來對運動的參與動機及愉悅感。因

此，體育教師在使用教學動機策略時，應考量

使用正向動機策略，儘量避免不當或錯誤動機

策略。

二、教學應考量學生學習需求與動機

體育教師是術科教學也應考量到學生學

習需求與動機，研究分析指出教師如果了解學

生需求、提供教學協助與支持、有意義的理由

（教學），學生的學習表現會獲得正向的提

升，學生有常態分配的個別差異，因此建議體

育教師教學前應重視個別學生的需求與動機。

三、學校的行政應提供過份支援與避免限制

根據研究顯示，教師在教學時會出現不當

或錯誤的教學動機，部分起因於學校壓力，例

如：教師等級績效評估、教學時間、活動辦理

等，在國內學校行政亦有如此情形，使得體育

教師在教學時無法充分使用正確的動機策略。

因此學校的行政應提供過份支援與避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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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工作場所設置的研究，Baard ,  Deci ,

與R y a n（2004）發現教師自主感取向和他

們在學校所經歷的心理需要滿意度之間有所聯

結。具有高自主感取向之教師更可能在行動的

過程中感覺自主，教學時較有勝任感，因為他

們擁有傾向尋求促進積極參與的形式（Baa rd 

等,  2004）。教師自主感取向及自我決定教

學動機有直接正相關，與自我決定理論一致，

因為擁有高自主感取向的個體有較高之自我決

定傾向（Wil l i ams  &  Dec i ,  1996）。上

述研究結果顯示，未來在檢驗教師動機的研究

上，教師定位朝向高自主性是一項重要之獨立

變項；然而，整體之因果關係取向較難以改變

（Deci & Ryan ,  1985）。因此，研究需要

使用更多的環境因子測量教師的自主感取向，

如學校環境中存在問題的相關問卷（D e c i ,  

Schwartz ,  Sheinman, & Ryan, 1981）。

教師需要滿意度之前置因素還包含教師

知覺學生自我決定的動機，教師需求滿意度愈

多，他們在工作上經歷的自我決定就愈多。

Pe l le t ie r,  L .  G. ,  Ségu in -Lévesque ,  與 

Legau l t（2002）指出，知覺學生自我決定

的動機與教師自我決定之動機，二者有直接相

關，當教師對學生持有負向的看法時，教學上

將變得較無法自我決定，因為他們在心理需求

上感到挫敗。

教師心理需求滿意度及他們自我決定教學

的動機，兩者間之正相關也與自我決定理論一

致（Deci & Ryan ,  2000）。Pellet ie r等

（2002）認為知覺工作壓力及知覺學生自我

決定的動機、教師自我決定的動機，經由教師

的心理需求滿意度有顯著的影響，心理需求滿

意度在環境及個人變項中成為中介變項，其影

響教師自我決定的動機。具體來說，與低自我

決定的教師相比，高自我決定的教師更試著去

瞭解他們的學生，提供他們更多有益的幫助與

支持，且提供他們有意義的理由。上述研究結

果強調瞭解教師自我決定動機之重要性，不只

對教師產生重要影響，同時也影響學生之學習

結果，包括參與、正向的感覺、適應努力之信

念及關聯感等（Asso r ,  Kap l a n ,  &  Ro t h ,  

2 0 0 2 ;  C o n n e l l  &  W e l l b o r n ,  1 9 9 1 ; 

Skinner ,  1991）。 

結論與建議

本文以自我決定理論為觀點，探討體育教

師教學前之動機策略，經由分析結果發現體育

教師可經由他們所使用之動機策略影響學生的

自我決定。體育教師在教學使用的三個動機策

略，包含提供有意義的合理性、提供教學協助

與支持及獲得學生的理解，可預測知覺工作壓

力、學生自我決定、教師的自主導向、心理需

要滿意度及自我決定的教學。獲得學生理解及

提供教學協助和支持，對於教師心理需要滿意

度與教師的自我決定有正向的影響，這些策略

影響教師的教學動機，也間接地影響他們對學

生使用的動機策略。提高學生學習動機、課堂

外的運動參與未來運動之意願作聯結，對於學

校來說是一項重要的目標。基於上述分析結果

提出以下建議：

一、體育教師應審慎使用教學的動機策略

從上述分析研究顯示，體育教師教學動機

會影響到學生學習，間接也影響到學生未來學

習正向的感覺、適應努力的信念及關聯感，甚

至影響到未來對運動的參與動機及愉悅感。因

此，體育教師在使用教學動機策略時，應考量

使用正向動機策略，儘量避免不當或錯誤動機

策略。

二、教學應考量學生學習需求與動機

體育教師是術科教學也應考量到學生學

習需求與動機，研究分析指出教師如果了解學

生需求、提供教學協助與支持、有意義的理由

（教學），學生的學習表現會獲得正向的提

升，學生有常態分配的個別差異，因此建議體

育教師教學前應重視個別學生的需求與動機。

三、學校的行政應提供過份支援與避免限制

根據研究顯示，教師在教學時會出現不當

或錯誤的教學動機，部分起因於學校壓力，例

如：教師等級績效評估、教學時間、活動辦理

等，在國內學校行政亦有如此情形，使得體育

教師在教學時無法充分使用正確的動機策略。

因此學校的行政應提供過份支援與避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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