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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從臺灣到全球，如何藉由教育

提升國民素質，已成為國家競爭力

的重要指標（程瑞福，2012）。世

界各國面對時代的挑戰，也對教師

的專業與教學品質的要求進行大幅

度的改革，其目的均在因應新世紀

政經文化的挑戰，並提升教師專業

水準。專業發展的目的，不僅要有

益於促進教師個人的教學能力，尤

應有助於學校整體的發展（許義

雄，1997）。為此，現代教師必須

不斷自我改革與創新，以增進個人

的教學專業及智能，思索如何強化

教學來提升專業與學生的學習成就

（林國瑞，2002）。

體育教學現場

近年來，國內體育學界興起一

股探討體育教師專業發展的風潮

（王誼邦，1997；林國瑞，2001；

康美文，2003；潘義祥，2005）。

究其原因，除了課程與教學的推動

外，主要希望透過研究來增進體育

教師專業，提升學生學習效能並促

進體育教師專業角色的提升，增強

學生學習體育運動的興趣。然而，

在升學主義掛帥下，體育常被視為

學校的邊緣課程，淪為教師借課的

對象，用來加強國語、數學等「主

要」課程。加上近年來受到少子化

吳文輝　彰化縣後寮國民小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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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國小師資漸趨飽和，許多

學校不再增聘教師，深怕減班之後

要處理棘手的超額教師問題。為

此，雖然體育專業教師不足是長久

以來的問題，由一般教師來擔任體

育教學者仍屬常態。這種過度缺乏

專業發展及進取的精神，已成為干

擾體育教師成為一位專業教育工作

者的重要因素，這也促使教師專業

發展受其影響（張瑋芝，2012）。

因此，我國國小體育課程由於

缺乏體育學習領域專長教師，級任

教師成為體育課程領域教學之主

體，在智性學科掛帥的社會背景

下，體育教學易成為教師忽視的一

環（李復惠，2002）。根據 99 年

度學校體育統計年報，98學年度各

縣市國小擔任體育教師者，畢業於

體育相關科系占整體的 15.08%，

以體育相關科系為第二專長者

占 3.00%，非體育相關科系者達

81.92%（教育部，2011）。非體育

圖1　國小校園晨跑實為補足學童運動量的一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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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長教師比例偏高，讓人擔憂國小

學童如何習得正確的體育知識（張

瑋芝，2012）。在內外不良的體制

下，改革體育教學領域的呼聲不

斷，如能瞭解教師專業發展情形，

正可提供具體事實作為國小體育教

學變革之參考（康美文，2003）。

體育教學是整體教育的一環，

教學原則與一般學科並無差異，然

其教學內涵為各種運動的學習，強

調技能認知的特性，使得在評判有

效教學的規準上有其特殊性（陳春

蓮，2002）。體育課必須是有效性

的教學，教師教學效能知覺能針對

教學過程中其不同構造環節，學生

素質、教材規劃、學習策略、教學

組織型態、場地設施與教學目標等

要素，強化其結構性與關連性。學

生能從體育課中獲得運動技巧和終

身健康體適能的需求滿足；促使學

生在體育課時有效地學習運動技

巧，建立良好運動習慣，建立終

身健康體適能的觀念（闕月清，

2004）。

彰化縣國小體育教學現場觀察

筆者現任彰化縣國民教育輔導

團健康與體育領域召集人，在碩士

論文階段曾以彰化縣不同背景之國

小體育教師為對象，比較其專業能

力現況，研究發現：體育學系與非

體育學系畢業之體育教師在運動技

能、行政管理、體育認知、評量、

課程與教學的能力皆達顯著差異

（吳文輝，2007）。二十一世紀教

育大趨勢是專業、主動與活潑的學

習，隨著九年一貫教育開放，學校

提供良好的學習環境，課程與教學

逐步回歸於基層教師之餘，代表整

體基層社會對教師教育專業的殷殷

期盼（謝俊煌，2004）。因此，目

前體育教師雖然能充分彈性自主，

相對的挑戰與責任也愈大。

根據上述，相關研究與筆者在

縣內健康與體育領域輔導團「到校

輔導」與「教學演示」的實際觀

察，可以發現面對體育教師專業發

展與教學效能時，常容易面臨以下

幾個困境：

國小體育教師專業發展的困境與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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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缺乏足夠的體育學科知識，對

於相關規則、場地規劃、器材

使用不夠熟悉。

二、 良好運動方面技能不足，無法

進行正確的動作示範，學生無

所適從。

三、 體育課程設計能力欠缺周延，

難以運用有效教學策略，提升

學習興趣。

四、 體育相關知能不足，部分項目

一知半解，導致教師本身自信

心不足。

五、 學校體育相關設施不足，經常

性使用產生設備安全之疑慮，

受限於場地因素，教師教學常

偏重於傳統項目，難以提升學

童學習興趣。

為此，我們可以瞭解在以升學

圖2　教師精進課程，充實教師專業智能，展現活力與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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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導向的臺灣教學環境裡，體育教

師除了專業發展能力受限外，整體

的體育教學效果更受限制。在即將

到來的十二年國教比序氛圍中，學

校行政措施需主導或安排有利的共

同運動學習時間，教師體育教學正

常化的阻力或許可以減輕，而體育

課程的關鍵在於教師的專業發展，

發展成形顯現於教學效能之中，看

見的是學童運動學習興趣的養成與

熱誠的昇華。

國小體育教師專業發展的契機

改善國小體育教師專業發展與

教學效能不彰的情形，我們可以試

著從教育現場的制度與環境及教師

專業發展兩方面來加以改善。

一、教育現場的制度與環境部分

（一） 體育科必修學分提升：增加非

體育專長教師體育必修學分，

學校提供多元化的修課選擇方

式，強化國小體育教師的基本

教學與能力。

（二） 體育教師檢定：目前國內教師

擔任體育科教學並無相關限

制，擔任體育科教師往往與健

康教育課程搭配，淪為配課之

用途。將來如果針對非體育專

長教師擔任體育課程時若能予

以適當的專業能力檢定，深化

教師專業素養，進而提升教學

品質。

（三） 體育教師科任化：體育科教學

與一般傳統國語、數學、自然

科等領域的差異性，除了需具

備一般學科的知能外，教師須

針對多元的運動項目具備動作

分解講解與技能，以符合實際

現場教學之目標，故針對體育

教學之教師如果可以盡可能採

用科任教師擔綱之方式，由具

備充分涵養之體育專業教師擔

任教學之工作。

（四） 體育專業能力審查：針對廣大

多數非體育專長教師，透過教

育當局列冊，以調查問卷的方

式了解教師們曾經修習過的體

育專業科目或研習活動，瞭解

其不足或教師需求之重點項

目，並融入學童感興趣之體育

國小體育教師專業發展的困境與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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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針對普及性、多元性、

地區性進行階段性的增能，以

強化擔任體育教師本質學能。

（五） 縣市教學輔導團的運用：各級

縣市政府配合中央輔導團設置

地區性九年一貫健康與體育輔

導團已有十年以上時間，團內

包含召集人、研究員、專兼任

輔導員與地區性的專業背景學

者，各項團務運作方式已漸趨

成熟，針對體育教學課程創新

研發、網站分享、到校輔導、

教學觀摩等不遺餘力，定期性

專業座談、體育科教材教法研

究均以提升體育教師教學能力

為指標，並可提供一般教師有

關體育教學之諮詢管道，是體

育教師增強自我知能的重要資

圖3　教師研習活動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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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六） 體育教學正常化為願景：倡導

體育科教學正常化時程由來已

久，然因現實制度面與專任體

育教師不足等因素，以致課程

的發展常被分割瑣碎而被忽

略。面對十二年國教即將上路

的時刻，體育正常化的契機因

此浮現，透過超額比序的機

制，相信能夠喚醒教育當局、

體育教師與家長更加正視體育

科正常化教學的重要性與必要

性。

（七） 教學現場環境設備的改進：器

材設備是體育教學是否良善的

關鍵，體育教師教材教法再

好，如果沒有相關的設備輔

助，一切將成為空談。過去受

限於經費與場地的限制，導致

課程與教學侷限於部分項目，

長期下來影響教師的教學品質

與學生的學習興趣，近來大環

境的改變與國教、體健計畫

性、年段性經費的挹注，讓過

去的校園呈現多元活潑的運動

樣貌。體育運動設施的改進，

相信對於教師的教學會是利

多，對學生的學習而言更是一

種安全與保障。

圖4　教師研習活動大多是百人以上的規模

國小體育教師專業發展的困境與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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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體育教師專業發展的契機

「學而能知不足」，教育的職場

千變萬化，過去十年前的課程與十

年後的目標及科技、教材教法的更

新已時不我與，能夠與時並進才能

符應時代的潮流與社會的需要，體

育與非體育教師的增能彼此均有迫

切的需要，面對少子化與十二年國

教的今日，精進活化的教學能力來

自以下幾點作法：

（一） 自我進修與增能：以長期的目

標來看，參加大專院校教育大

學等相關的體育、運動管理系

所開設之學分或學位班，透過

長時間的自我增能、教學相長

的過程，系統性增進體育專業

知識與能力，讓學生的學習能

夠更加豐富，教師的教學熱誠

提升，改善現有教學品質。

（二） 課程研習：「如果教師的教學

是身體的經絡，那課程便是身

體的骨骼。」教師有效能教學

源自於系統性的課程發展與組

織，此刻非體育專長教師占教

育現場大多數比例的情形下，

課程的發展與增能是教師教學

是否良善的一項重要途徑。教

育部規劃 100-103 年針對國

小非體育專長教師進行一項為

期 12小時的增能研習，透過

列冊調訓的方式調查教師及學

童喜愛的課程，聘請專業的教

授與專長的教師進行有效的教

學與教材分享，各縣市培訓單

位針對教師的需求每年開設不

同的課程，同時並歡迎已調訓

完成的教師能夠回來繼續增

能，計畫以四年時間讓非體育

專長教師強化本職學能，提升

教師專長受訓的比例並改善授

課品質，增加教師教學時多樣

性的選擇與資源分享。

（三） 體育專業研討會：體育專業學

術研討會係國家體育運動、學

術研究發展的最先端，每年不

僅在國內甚至國外均有相當多

學者發表的專題與課程，對於

希求專業精進的體育教師們無

非是一個取經的機會，同時透

過交流的過程，吸取國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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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對於最新體育運動的

資訊分享，讓教師教學更能活

化，解決教育現場所遇到的問

題。

（四） 輔導團與教學觀摩：縣市輔導

團是教師精進專業的火車頭，

近年來輔導團每學期定期至國

中小 6-8 校的「到校訪視」

與「教學觀摩」，針對學生與

教師效能的增強多所助益，符

合教師面對十二年國教的需求

與學童對於體育課程的熱愛，

輔導團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除了上述的基本課程發展外，

有關中央團最新教學的計畫、

體適能檢測、團內專兼任輔導

員的自我增能、一般體育與健

康課程研習、非體育專長教師

增能與輔導團網站的設置等，

均有輔導團穿梭其中的身影，

近年來輔導團的各項運作對於

體育教師的增能有極大助益。

（五） 網路資源分享：網路的資源無

遠弗屆，知識就在你身邊，隨

著資訊的快速流通，相較於以

往體育運動的資訊，隨時均能

掌握各項教材教法的研究、學

習心得的分享、圖書館網路資

源、各縣市輔導團與大專院校

建置之網站，均能提供體育教

師教學第一手的資訊與相關訊

息。

結　語

「體力即是國力」，過去我們常

常強調體育課是孩子們最喜歡的課

程之一（教育部，2006），體育教

師的專業發展與教學效能彼此互相

牽引，重要且無法分割。然而，現

今教學現場的氛圍裡，卻依然有許

多體育教師所必須克服且面對的難

題，面對少子化與十二年國教即將

開始的此刻，家長與學童受教權的

殷殷期盼，教育當局的提振與體育

教師的省思，充分掌握未來學習發

展的關鍵，期許體育教師能夠時時

透過專業的成長充實體育知能，讓

學童運動的學習興趣，導入正確的

觀念與價值觀，改善社會對於體育

教師的刻版印象，從傳統束縛之中

國小體育教師專業發展的困境與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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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脫，為孩子們創造健康、活潑、

自信的未來。

（�編按：作者同時為健康與體育領

域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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