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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凃仲遠	國立新豐高級中學體育專任教師

中小學實施運動教育模式之問題探討 

前言

運動教育模式推出以來，已廣泛的受到國

內許多學校的注目及施行，在眾多文獻的探討

當中，以國小的實行比例最高，針對國小體育

課程的研究也為數頗多，其次為國中，大多數

探討運動教育模式的論文或是期刊，都非常支

持並肯定此模式下的教學成果，研究結果也證

明學生不論是在技能、認知及情意各方面，均

可以達到顯著的正向差異（呂天得，1999；

陳昭宇，2004；陳佳宏，2009）；但是也不

乏聽到許多教師對運動教育模式的質疑，以及

施行上所面臨的問題；然而國內有少數幾篇研

究，針對實施運動教育模式所發生的問題進行

分析，並提供解決策略（黃月嬋、趙信賓、李

翠玲，2005；江文瑞，2005），但也僅限

於國小階段，並無法完全符合各級學校所面臨

的需求；因此，筆者以在高中施行運動教育模

式之心得，加以文獻蒐集探討，最後與國中、

小各一位使用運動教育模式的資深教師進行訪

談，藉以探討各級學校在實施運動教育模式上

所產生的問題內容，進一步分析歸類找出問題

的癥結點，以供各級學校體育教師參考。

運動教育模式（Sport Education Model） 

運動教育模式的主要目的在激勵個人發

展運動技能、瞭解參與運動的重要性和在人生

的過程中成為一個運動人（周宏室、潘義祥，

2003）。運動教育模式以遊戲的理論為基礎，

透過一系列設計過的課程與異質性的分組方

式，讓學生不論本身能力的高低，均能在運動

過程中體驗成功的感覺。特別是在正面且支持

性較高的團隊環境裡，技術表現較差的學生在

運動教育課程中，具有強烈的向心力，較不會

有「邊緣化」的感覺（Carlson, 1995）。另

一方面在教學成績評量上，使用運動教育模式

也較能符合多元評量的精神。

筆者依Sieden top（1994）的理論輔以

文獻整理後，重新歸納出以下6種特色： 

一、運動季：體育單元（8~12節）實施時間長

於傳統的體育單元（2~4節），體育教師

可配合不同的運動項目設計課程；若有需

要可適時適度的延長課程時數。 

二、小組（團隊）意識：團隊表現更重要於個

人表現。一開始的分組活動是運動教育模

式是否能成功的重要關鍵，除了分組的方

式之外，組間能力的平均也是教師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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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點。此外，在此模式下學生需扮演不

同角色如教練、裁判、隊長、選手、紀錄

員、啦啦隊員等及其他職務，使學生獲得

團隊中的歸屬感，找出每位學生在小組中

的不可取代性。 

三、競賽規程：重視賽程表的設計，各隊可藉

由賽程表瞭解賽制及所要對抗的隊伍。體

育教師依班級情況與學生共同研擬競賽規

程，抑或透過討論訂定特殊條款等，並且

在學期初公布競賽隊戰表和比賽規則，讓

各隊有時間安排課後練習，進而發展出團

隊的對戰策略。 

四、成績紀錄：必須記錄整個賽季的各項紀

錄，教師應提供回饋給小組（團體）和學

生個人，藉以改進團隊的對戰策略並且修

正選手的運動技術。此外，教育學生如何

從觀察紀錄中發現團隊的優劣得失，這也

是一項十分重要的教育課題之一。 

五、季後賽（決賽時期）：除一般運動季外，

還需實施「季後賽」制度，而正式比賽之

外更可加入與課程有關的趣味競賽，目的

為達成整個運動季的高潮，並提升學生參

與的動機以及增進對自我球隊的認同感。 

六、頒獎儀式（慶祝活動）：藉由各式各樣的

獎項，不僅可以提升學生對比賽的參與

度，也可以滿足學生獲得同儕認同的心理

成就，隆重的頒獎儀式除了讓學生體會大

型運動賽會的頒獎實況，也是整個運動教

育模式的最高潮。

中小學實施運動教育模式實況與問題

近年來，台灣地區對運動教育模式的實施

已有所重視，亦有不少論文及期刊對此模式的

教學成果有正向的回應，為了解台灣各地運動

教育模式的實施狀況，本文透過文獻整理，並

以國小、國中各一位實施運動教育模式5年以上

的現職教師進行訪談，加上本身於高中實施的

現況綜合分析，藉以了解各級學校中運動教育

模式課程的實施狀況，及實際操作課程時所發

生的困難點，以延伸探討相關的問題以便進一

步討論。中小學體育課實施運動教育模式之現

況如下：

一、國小方面，實施情形順利，在比賽的誘因

下，學生有極高的參與興趣；提升學生對

體育課的認同。

二、國中方面，授課內容增加，學生學會更多

技能與知識；男、女學生間合作學習狀況

良好；提升對體育課的認同。

三、高中方面，同儕教學讓學生在技能發展上

優於以往，課程參與度提升，在文宣上有

很好的創意；有助於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透過個案訪談與文獻比較後，發現中小學

體育課實施運動教育模式的教學內容上，各有

不同的阻礙與問題，具體內容歸類如下：

一、授課時間太少，每節時間較短若要搭配運

動教育模式中的團隊活動，在實施上相對

會減少技能練習時間。

二、班級秩序難以掌控，中低年級無法勝任各

種角色，老師會疲於奔命，所以國小若要

實施則以高年級（五、六年級）為主。

三、國、高中的比賽內容會趨於正式競賽，因

此在戰術講解與應用以及裁判訓練上，會

是執行教學上比較有問題的地方。

四、國、高中有升學壓力，課後練習執行困難。

五、國、高中正值青春期，自我意識提升，同

儕間的溝通是組內共識的重要關鍵。

此外，影響中小學體育教師施行運動教育

模式的共同因素，歸類為以下幾點：

一、多數教師對運動教育模式的理解與認知不

足，諮詢管道也有限，故不敢輕易嘗試。

二、班級氣氛的營造是課程成功與否的重要關

鍵，但也受限於授課教師的人格特質。

三、體育教師對非專長項目的教學能力不足。

四、體育教師本身對「體育課」的認知不一。

部分國小以及部分國、高中教學現場的體

育教師並非體育專業出身，因此不知道也無法

使用運動教育模式進行教學，顯然是教師專業

的不足。

解決策略與具體建議

針對上述問題提出以下解決策略與具體建

議以供參考：

一、強化班級經營：加強班級管理，建立常規

及正常教學的概念，以強化學生對體育課

程的認同度。

二、延長授課時數：與行政單位溝通，協調體

育競賽與活動時程，以延長授課時數，完

善學校本位課程。

三、延伸課後練習：增加比賽的重要性，以小

組榮譽的壓力，提升課後練習的動力，並

提供足夠的場地及器材供其練習使用，

並協助指導動作之修正等。亦可以加分方

式，鼓勵學生利用課間時間從事低強度的

運動，如：下課時間於操場散（跑）步。

四、營造小組內共識：教師須設計教學情境，

使小隊一起共同完成，或利用課餘時間進

行小隊內部溝通與協調。一開始進行教學

實驗，明顯發現組間之間的差別時，可隨

時召開小組長會議，訂定統一目標與提升

小組成員技能為優先考量。

五、精神口號使用時機：教師必須熟悉隊呼、

啦啦隊的特性及實施時的氣氛掌握，可請

教童軍老師在這方面的氣氛營造或實施技

巧等相關知識與經驗；此外，在課程實施

一段時間後，學生之間彼此比較熟悉，關

係與氣氛比較熱絡時，有助於此項活動的

進行。

六、培養小組內情意表現：找出問題學生並進

行解決，告知團隊與社會化的觀念，盡可

能個別訂定目標。同時可利用團隊小組練

習進而增加小組成績，鼓勵以小組至上。

七、賽制的訂定：提升教師本身對運動項目的

知能、確實瞭解學生的學習狀況與先備能

力加上逐漸累積的教學經驗，適時修改比

賽規則，將有助於提升比賽的精采度。

八、營造持續學習氣氛：老師需要深入了解學

生學習情境與過程，方能有比較好的成

效，透過參賽人員的調配、規則的修改、

活動設計難易度的適度調整，循序漸進的

將氣氛營造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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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點。此外，在此模式下學生需扮演不

同角色如教練、裁判、隊長、選手、紀錄

員、啦啦隊員等及其他職務，使學生獲得

團隊中的歸屬感，找出每位學生在小組中

的不可取代性。 

三、競賽規程：重視賽程表的設計，各隊可藉

由賽程表瞭解賽制及所要對抗的隊伍。體

育教師依班級情況與學生共同研擬競賽規

程，抑或透過討論訂定特殊條款等，並且

在學期初公布競賽隊戰表和比賽規則，讓

各隊有時間安排課後練習，進而發展出團

隊的對戰策略。 

四、成績紀錄：必須記錄整個賽季的各項紀

錄，教師應提供回饋給小組（團體）和學

生個人，藉以改進團隊的對戰策略並且修

正選手的運動技術。此外，教育學生如何

從觀察紀錄中發現團隊的優劣得失，這也

是一項十分重要的教育課題之一。 

五、季後賽（決賽時期）：除一般運動季外，

還需實施「季後賽」制度，而正式比賽之

外更可加入與課程有關的趣味競賽，目的

為達成整個運動季的高潮，並提升學生參

與的動機以及增進對自我球隊的認同感。 

六、頒獎儀式（慶祝活動）：藉由各式各樣的

獎項，不僅可以提升學生對比賽的參與

度，也可以滿足學生獲得同儕認同的心理

成就，隆重的頒獎儀式除了讓學生體會大

型運動賽會的頒獎實況，也是整個運動教

育模式的最高潮。

中小學實施運動教育模式實況與問題

近年來，台灣地區對運動教育模式的實施

已有所重視，亦有不少論文及期刊對此模式的

教學成果有正向的回應，為了解台灣各地運動

教育模式的實施狀況，本文透過文獻整理，並

以國小、國中各一位實施運動教育模式5年以上

的現職教師進行訪談，加上本身於高中實施的

現況綜合分析，藉以了解各級學校中運動教育

模式課程的實施狀況，及實際操作課程時所發

生的困難點，以延伸探討相關的問題以便進一

步討論。中小學體育課實施運動教育模式之現

況如下：

一、國小方面，實施情形順利，在比賽的誘因

下，學生有極高的參與興趣；提升學生對

體育課的認同。

二、國中方面，授課內容增加，學生學會更多

技能與知識；男、女學生間合作學習狀況

良好；提升對體育課的認同。

三、高中方面，同儕教學讓學生在技能發展上

優於以往，課程參與度提升，在文宣上有

很好的創意；有助於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透過個案訪談與文獻比較後，發現中小學

體育課實施運動教育模式的教學內容上，各有

不同的阻礙與問題，具體內容歸類如下：

一、授課時間太少，每節時間較短若要搭配運

動教育模式中的團隊活動，在實施上相對

會減少技能練習時間。

二、班級秩序難以掌控，中低年級無法勝任各

種角色，老師會疲於奔命，所以國小若要

實施則以高年級（五、六年級）為主。

三、國、高中的比賽內容會趨於正式競賽，因

此在戰術講解與應用以及裁判訓練上，會

是執行教學上比較有問題的地方。

四、國、高中有升學壓力，課後練習執行困難。

五、國、高中正值青春期，自我意識提升，同

儕間的溝通是組內共識的重要關鍵。

此外，影響中小學體育教師施行運動教育

模式的共同因素，歸類為以下幾點：

一、多數教師對運動教育模式的理解與認知不

足，諮詢管道也有限，故不敢輕易嘗試。

二、班級氣氛的營造是課程成功與否的重要關

鍵，但也受限於授課教師的人格特質。

三、體育教師對非專長項目的教學能力不足。

四、體育教師本身對「體育課」的認知不一。

部分國小以及部分國、高中教學現場的體

育教師並非體育專業出身，因此不知道也無法

使用運動教育模式進行教學，顯然是教師專業

的不足。

解決策略與具體建議

針對上述問題提出以下解決策略與具體建

議以供參考：

一、強化班級經營：加強班級管理，建立常規

及正常教學的概念，以強化學生對體育課

程的認同度。

二、延長授課時數：與行政單位溝通，協調體

育競賽與活動時程，以延長授課時數，完

善學校本位課程。

三、延伸課後練習：增加比賽的重要性，以小

組榮譽的壓力，提升課後練習的動力，並

提供足夠的場地及器材供其練習使用，

並協助指導動作之修正等。亦可以加分方

式，鼓勵學生利用課間時間從事低強度的

運動，如：下課時間於操場散（跑）步。

四、營造小組內共識：教師須設計教學情境，

使小隊一起共同完成，或利用課餘時間進

行小隊內部溝通與協調。一開始進行教學

實驗，明顯發現組間之間的差別時，可隨

時召開小組長會議，訂定統一目標與提升

小組成員技能為優先考量。

五、精神口號使用時機：教師必須熟悉隊呼、

啦啦隊的特性及實施時的氣氛掌握，可請

教童軍老師在這方面的氣氛營造或實施技

巧等相關知識與經驗；此外，在課程實施

一段時間後，學生之間彼此比較熟悉，關

係與氣氛比較熱絡時，有助於此項活動的

進行。

六、培養小組內情意表現：找出問題學生並進

行解決，告知團隊與社會化的觀念，盡可

能個別訂定目標。同時可利用團隊小組練

習進而增加小組成績，鼓勵以小組至上。

七、賽制的訂定：提升教師本身對運動項目的

知能、確實瞭解學生的學習狀況與先備能

力加上逐漸累積的教學經驗，適時修改比

賽規則，將有助於提升比賽的精采度。

八、營造持續學習氣氛：老師需要深入了解學

生學習情境與過程，方能有比較好的成

效，透過參賽人員的調配、規則的修改、

活動設計難易度的適度調整，循序漸進的

將氣氛營造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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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教師增能：針對各項術科除了自我加強外

應多參與教學相關的進修研習，隨時更新

教學內容並學習不同的教學模式，參與教

學評鑑以維持良好的教學品質，發揮活到

老學到老的精神。

十、協同教學：若是能夠費盡巧思與其他科目

教師協同，不論是在作業或是教學上的協

同，都能讓學生在參與課程上更有學習動

力，對體育專業的認同度也會相對提升。

為避免流於套用運動教育模式反而無法達

到教學成效，各校可依學生的背景與能力，對

運動教育模式的實施內容進行取捨，並可以搭

配「理解式教學法」、「合作學習」等教學概

念一同使用，進而建立個人的教學風格，也可

以讓學生得到最有效的學習。

結語

有鑒於我國的教育政策（九年一貫、高中

課綱）中對體育的規範與期許，傳統的教學模

式已經無法滿足現況，教學的改革與創新是必

然的趨勢。目前國內、外實施運動教育模式的

成效卓越，適用於各階段學生，筆者期待透過

運動教育模式所著重的情意學習，讓學生在小

組團隊中獲得自我探認同、問題解決、分工合

作等生活能力；並從運動比賽中學習尊重、禮

節、公平競爭等社會概念。因此我們更應該讓

體育課不只是身體活動的機會，而是一項新世

代的品德教育實踐課程。在此共勉各級學校體

育教師能面對問題、解決問題，一起帶給學生

更優質的體育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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