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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教師體育增能的重要性

前　言

臺灣的教育一直存在學科與藝

能科發展不均衡的問題，與升學考

試相關的學科受關注，藝能科的發

展相對受限，對體育教學更是漠

視。現今九年一貫課程中，將健康

與體育納入相同領域教學。在國小

健康與體育領域教學現場，體育課

程的教學與實作上，針對身體活動

的教育既缺乏動作技能的訓練，亦

欠缺運動習慣的培育，在知識、技

能、情意的各個面向缺乏統整與連

貫的教學歷程。究其因在於任課教

師對體育技能與知識的不足，加以

教師本身亦無相關運動技能的背

景，也無運動習慣的實踐。在專業

知識缺乏以及消極避免學生受傷的

狀況下，體育課程只能在欠缺專業

性的配課角色中生存（註 1）。長久

下來，學生的體能每況愈下，遑論

要養成學生規律運動的習慣。國內

體育學者許義雄（1998）指出中小

學體育為國家體育之根本，程瑞福

（2000）更指出體育發展能適應多

元社會發展的需求，可見體育教學

對學生及國家長期發展的重要性，

如此偏廢體育教學的國小教師，全

體國民及主管體育運動相關主管單

位應有深刻的體認才是。

國小體育教學的實情，從報章

媒體的報導中，不難得知體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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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良窳，盡責的體育教師，能不畏

風雨，為學生安排適當的體育活

動；反觀體育專業知識受限的體育

教師，在體育課程進行當中，只能

作壁上觀，這也是為何現行國小體

育教學，還常見學生打躲避球的原

因之一。根據教師法的規定，教師

享有參加在職進修、研究及學術交

流活動的權利，以及負有從事與教

學有關之研究、進修的義務，在體

育教師部分，國民體育法施行細則

第九條更提到體育教師必須定期參

加校內體育研究會、選定專題主動

研究、參加有關單位所舉辦的在職

進修，以充實體育知能，改進教學

方法，提升教學效果，然而目前教

師在職進修的制度較少是以教師的

需求為基礎，主要的問題是進修課

圖1　健康與體育領域研習：創意舞獅種子教師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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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設計偏向於專家模式，進修的需

求評估不夠落實，另一方面在職進

修教育的課程內容太過於一般性，

以致無法兼顧教師的個別差異（林

國瑞，1998）。為解決此一體育教

學與進修困境，教育部「中等以下

學校體育教師增能計畫」開始輔導

各縣市辦理「體育教師增能計畫」，

期使能改善非體育專長教師的體育

教學。

體育教學的專業性

教育是一項專業的工作已無庸

置疑，國小教師在師資培育的養成

訓練當中，理應熟悉各科教材教

法。然對於非體育專長的教師而

言，教授國小體育有其困境存在，

除了場地的限制、器材的缺乏之

外，最重要的乃對體育專業知識的

不足與欠缺相關體育項目的動作技

能背景。Graham, Metzler, 與 

Webster (1991)指出國小體育專

業教師在從事體育教學時，其教學

專業能力的涉入對於學生學習成就

水準的提升優於一般的級任教師。

圖2　 日本青森縣三戶町斗川小學民俗體育課
程交流觀摩：與校長合照

圖3　 日本青森縣三戶町三戶中學民俗體育課
程交流觀摩：表演扯鈴

國小教師體育增能的重要性



��Physical Education of School    134
2013年‧2月

本期主題
ISSUE

可見體育專業教師因其體育專業知

識的充足，在對學生體育技巧的指

導方面，較非體育專長教師更能明

顯提升學生的技巧，如此的教學，

才是有意義的運動教育，而非流於

一般的育樂、休閒活動。

體育教學除了要有專業的體育

知識，專業的體育教學能力也需具

備。對此吳萬福（2005）認為從事

國小體育教學的教師，若不具備充

分的體育專業教學能力，對國小體

育教學的實施將難有具體的成效。

所謂的教師專業能力包含了一般能

力、教育專業能力以及該學科的專

門能力（林麗婷，2001）。陳弘順

（2006）則就體育教師專業化的內

涵，將體育教師的專業能力分為知

識層面、技能層面與態度層面。其

中包含：

一、 知識層面：一般知識、教育專

業知識及體育專門知識。

二、 技能層面：教學技能、行政管

理技能、班級經營輔導技能與

運動技能。

三、 態度層面：有健康身心、自我

訓練和敬業態度與服務精神。

乍看之下其專業能力與其他學

科相差無幾，細看則可發現體育專

門知識與運動技能的不同，非體育

專長教師一般對體育專門知識的認

識普遍不足，對運動技能的指導與

示範上亦能力有限，這也是為何目

前的國小體育教學突顯出困境的主

因。

國小體育教學，目前絕大多數

是由非體育專長的級任老師進行授

課，詹宏基（2009）就國小體育教

師專業能力，提出三大層面以為日

後增補體育教師教學能力的參考：

一、基本學科的專業教育能力

（一）一般學科基本知識、

（二）教育專業知識、（三）課程設

計、（四）教學呈現的能力。

二、專業的體育教學能力

（一）體育專門知識、（二）運

動教學與行政管理技能、（三）運動

指導與安全處理能力、（四）示範運

動技能與動作分析的能力、（五）運

動裁判與體育評量的能力、（六）運

動風險管理與處置的能力、（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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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場地規畫與器材設備維護的能

力、（八）學術研究的能力。

三、專業精神與態度

（一）專業形象的認同、（二）

展現專業的言行、（三）敬業態度與

教學熱忱的精神。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指出健康教

育的目標在於健康行為的實踐；體

育的目標旨在培養學生具備良好的

體適能，而不是塑造一個競賽的勝

利者去追求「贏」而已。體育教師

因其專業知識，透過良好的課程規

畫、教材選擇與教學方法來滿足學

生體育學習的不同需求，這與單純

的單項體育活動，更能培養學生成

為成功的學習者。體育專業知識，

教授體育的教師可輕易的從發達的

網路世界當中，尋得並擷取出正確

的專業知識，但對非體育專長教師

圖4　日本青森縣三戶町三戶中學民俗體育課程交流觀摩：與澤田校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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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體育技巧的指導，若無專人

帶領，容易依樣畫葫蘆，只知其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有時更因動作指

導的不正確，造成學生學習的障礙

與傷害，對從事體育教學的教師，

不可不慎。

平心而論，上述教育及體育專

業態度與能力，幾乎是一個專業體

育師資培育機構規畫的四年課程，

在包班制的小學教學現場要求擔任

體育課程的教師達到上述能力無非

緣木求魚，但在運動教育的學術單

位、體育行政主管、學校與教師

間，卻是規畫相關研習及進修課程

中不得不面對的嚴肅議題！在教育

專業的立場上，考量現實與理想的

差距，深思平衡的觀點以為實際的

作為。

體育增能的重要性

為改善教師體育教學的不足，

教育部推動「中等以下學校體育教

師增能計畫」。該計畫根據教育部

委託臺灣師大體育研究與發展中心

所做之「學校體育統計年報」調查

指出，我國小學體育教學由非體育

相關科系畢業之教師授課比例高達

圖5　 第一屆泰國傳統技藝國際博覽會暨體育
學術研討會

圖6　 東京第一屆傳統童玩、遊戲、運動研討
會暨博覽會：與伊朗代表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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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八十以上，且從民國 93 年

到 97 年有逐年提高之趨勢（如表

1），加之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

洪蘭教授一再指出運動對促進身體

健康、全腦整合學習，以及情緒發

展的功效（洪蘭，2007、2008a、

2008b、2009），可見運動對學生

身心健全發展的重要性。

「中等以下學校體育教師增能

計畫」主要針對中小學體育教師，

具體目的包括下列三項（林靜萍，

2009）：

表1　各級學校體育教師體育及非體育專長人數比較表

層級 項目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人數 %

國小

體育專長 1��0 �1.�％ ��0� 1�.�％ ���� 1�.�％ ���� 1�.�% ���� 1�.0�%

非體育專長 �0�� ��.�％ 1�11� �0.�％ 1���1 �1.�％ 1���� ��.�% �0��� ��.��%

合計 �00� 1���1 1���� ����� �����

國中

體育專長 ���� ��.�％ ���1 ��.1％ �1�� ��.�％ ���� ��.�% �1�� �0.��%

非體育專長 �� �.�％ ��� �.�％ �0� �.�％ ��� �.�% ��� �.��%

合計 ���� ��0� ���� �0�� ���1

高中

體育專長 ���� ��.�％ ���� ��.�％ ���� ��.�％ ���� ��.��% ���0 ��.��%

非體育專長 �� �.1％ 1�0 �.�％ �� �.�％ �� �.��% 1�� �.�1%

合計 ��1� ���� ���1 ���� ����

大專

體育專長 1��0 ��.1％ 1��1 ��.�％ 1��� ��.�％ ��1� ��.��% 1��� ��.��%

非體育專長 �0 �.�％ �� �.�％ �� �.�％ 10� �.��% 11� �.��%

合計 1��0 1��� 1��� ���� �10�

資料來源： 教育部「中等以下學校體育教師增能計畫」簡介。林靜萍（2009）。學校體育雙月

刊，19(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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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促進教師具備教導「健康與體

育學習領域」課程綱要中體育

課程之能力。

二、 協助體育教師具備術科技能及

教學能力。

三、 強化教師體育課程創新及教學

活動設計與評量能力。

具體做法如下：

一、 輔導縣（市）政府辦理「小學

非專長體育教師增能研習」。

二、 彙整相關教材及辦理創意教學

觀摩會。

另根據課程規畫（如表 2），一

位教師至少培訓二項專長為原則，

可見國小體育教學應有其多樣性存

在，若只是偏好某一項體育活動，

學生的體育技能學習則會受到限

制。雖然每位教師能學習到的項目

有限，仍可透過校內進修研習、教

學觀摩或是教師專業對話的方式，

積極發展體育教學的多樣性，如此

可兼顧學生學習與教師專業技能的

提升。

對於專業的需求與學習是教師

圖7　 東京第一屆傳統童玩、遊戲、運動研討會暨博覽會：臺灣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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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教師體育增能的重要性

表2　體育教師增能研習課程綱要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時數規劃

田徑教學

概論與田徑遊戲教學 �

田賽教學 1�

競賽教學 1�

體操教學
徒手體操教學 1�

器械體操遊戲教學 1�

舞蹈教學
舞蹈教學 I（創造性舞蹈） 1�

舞蹈教學 II（土風舞、健身操） 1�

球類教學Ⅰ

籃球 1�

排球 1�

足球 1�

球類教學Ⅱ

羽球 1�

桌球 1�

樂樂棒球 1�

民俗體育

扯鈴 �

跳繩 �

踢毽 �

陀螺 �

舞龍舞獅 �

民俗雜技 �

體育教學綜合知識

體育課程設計 �

體育教學策略 �

創意體育教學 �

運動傷害的預防與處理 �

體適能 �

適應體育 �

特色發展運動

其他

（游泳、武術、直排輪、攀岩、自行車、飛盤、

技擊、其他球類……）

��

資料來源： 教育部「中等以下學校體育教師增能計畫」簡介。林靜萍（2009）。學校體育雙月

刊，19(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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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利，同時也是教師的義務（王

欣茹，2002），因為教師是課程實

施與教學成功與否的關鍵人物，體

育課教學必須確保學生能夠接受足

夠又有效的健康與體育教學（陳伯

璋，2000），若是教師專業素養不

夠，或是排斥專業的學習與成長，

其體育教學必然難有成效。體育教

師增能，主要在於協助非體育專長

教師在體育教學專業素養的提升，

體育教學，必先教師具專業，學生

學習才能不懼怕。也因為體育教師

的教學素養提升，體育教學才能達

成其既有之功效。

因此為避免錯失學童發展基礎

動作能力和運動技能的學習黃金時

期，導致其未來從事體育運動之障

礙與挫折，及影響良好終身參與運

動休閒生活習慣與態度之養成，協

助中小學體育教師專業知能的提

升，實有迫切之必要性（林靜萍，

2009）。如此可見國小非體育專長

教師體育增能符應九年一貫課程綱

要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體育的目

標，旨在培養學生具備良好的體適

能，而不是塑造一個競賽的勝利者

去追求「贏」而已。

結　語

國小非體育專長教師的體育教

學能力普遍不足，尤其是運動指導

與運動技能示範及分析的部分，更

形欠缺。國小體育教學，主要以提

升學生的運動興趣為主，培養學生

主動運動的習慣為目標。體育教師

的專業能力攸關著教學態度、教學

成效及學生的學習成效（杜壬昌，

2001；張淑惠，2002）因此體育

教學應朝正常化教學努力，豐富實

際教學內容，以建立正確的體育觀

（黃月嬋，1999）。國小教師進行體

育增能，不僅提升了體育的專業素

養，對於運動技能的指導也有了更

深的認識，加上教師的教學創意，

善用資訊科技的能力，將學生視為

主體的體育教學，不因教師本身的

專業受限，而讓學生蒙受不必要的

傷害，進而健全學生的身心發展，

培養其成為「全人」的教育目標。

透過全體教師的體育增能，能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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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課程的內容和品質，也期盼教

師體育增能的過程中，在學習運動

技能的歷程中體會到終生運動及運

動欣賞的價值，進而影響學習者運

動參與的能力。

註　釋

註 1　以 2008 年的統計為例，非體

育專長的國小體育教師比例高達

83.923%，國中為 9.67%。見林靜

萍（2009）。教育部「中等以下學

校體育教師增能計畫」簡介。學校

體育雙月刊，19（2），19。另，根

據教育部 2011 年出版的 99 年度

學校體育統計年報國小部分上升到

86.36%，而國中為 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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