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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基層人員對體育設備器材
建置的看法 

前言

校園空間、設備及器材的

充實與完備一直是學校課程與教

學得以順利實施的關鍵要素，因

而亦為教育主管機關進行整體發

展規劃與落實教育支持系統的主

要考量之一。同樣地，體育教學

所需的空間、設備及器材的充足

與否始終是行政端與實踐端共同

關注的重要課題。

從支持的觀點出發，要想

學校體育課程與教學達到一定的

水準或甚至是持續提升，提供足

夠的硬體資源並定期增補與維

護，即為追求進步過程中不可

或缺的基礎建設，也因如此，

與學校體育設備器材相關的數

據一直被列為國際調查的關鍵

面向（Hardman, 2001, 2008; Unit-

ed Nations Education, Scientific and 

Culture Organization [UNESCO], 

2014）。另就執行者的觀點出

發，如若所需的授課空間和基本

設備器材獲得滿足，教師或校內

行政人員將較不受限外在的硬體

因素，並且將更多的心力與時間

投注在其它軟體面向，如教學活

動的更新、個別化或差異化教學

的思考以及評量工具的開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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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體育署近年正式啟

動學校體育設備器材的調查計畫

（陳美燕、施登堯，2017），這

項工作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

育研究與發展中心辦理，其目的

在於了解學校擁有的設備器材之

現況，並且分析不同地區、學制

及運動類型在設備器材上的分布

與差別。值得注意的是，計畫內

容除了實施全國性的學校體育設

備器材的量化調查外，更邀集了

學校校長、主任、組長及教師進

行分區焦點團體座談，從中了解

基層體育從業人員對於體育教學

設備器材調查與建置的看法和建

議，以求能協調政策目標與實務

需求，發展出具共識且可實行的

行動方案。本文旨在呈現焦點團

體座談之成果，嘗試將座談後繕

打完成的逐字稿進行概述，希冀

「基層人員的聲音」能成為推動

有關政策之參酌。

焦點團體座談之分析結果

本節透過焦點團體座談分

析之成果，來概述基層從業人員

針對後續政策方向所提供的想

法，凸顯他們對於訪談題綱中第

二條問題「在新課程的架構下，

未來學校如何處理場館、設施與

設備的建置？」和第三條問題

「就您的看法，學校體育場館、

設施與設備的建置，其優先性為

何？」之回應。

一、相對於設備器材，學校更迫

切需要可授課空間

在評估學校現有與需要的

基礎硬體資源後，基層體育教師

大多認為，如何確保授課時可用

的室內外運動空間或教室空間，

相對於設備器材的補充，是較困

擾他們且亟待處理的現實問題。

這樣的回應顯示，增補或汰換體

育教學所需的基本設備器材有其

必要性，而且對於部分學校為求

較佳的體育教學品質而言亦屬關

鍵要務；不過體育教師身為第一

線的教育工作者，更常面臨的是

「沒有足夠的空間」進行正常的

體育教學，特別是在雨季頻繁、

室外溫度過高過低或空汙超標的

情況下，而且受限於課程規劃與

教師人力因素，國小的空間需求

更甚於國、高中。

二、基層人員對於「需求」的覺

察具多元的想像

對於基層人員來說，「需

求」並非固定的概念，它會受到

所處學校環境、資源現況等因素

的調節而被改變或重新界定。此

一狀況實際發生於中小學生喜愛

或經常參與的體育活動的差別

上，或者在教學時可能需要的設

備器材的區隔上更加明顯。例

如，小學生較常接觸的是跳繩、

樂樂棒球、扯鈴等運動項目，而

中學生則較喜愛籃球、排球、桌

球、舞蹈等高競爭性或表現性項

目，導致有些運動項目較少地出

現在學校場域且成為被教授的學

習內容，理所當然地，參與這些

項目所需的設備器材即不會是基

層教師或行政人員認為需要被增

補或汰換的目標硬體資源。

再者，針對不同教育階段

的學生，教學時所需的設備器材

也會有所不同，像是愈往高年

級、為了更流暢地銜接離開學校

教育後的運動場域，高中階段所

使用的設備器材會較趨近於標準

化；然而小學階段由於生理發展

上尚未成熟，較合理且適切的作

法應該是盡可能設計且使用修正

式設備與器材，如此將有助於減

輕學習上的挫折感，並且避免運

動傷害的發生。

除此之外，不同職位基層

人員對於「需求」的解讀也會有

一些差別，教師較為重視的可能

是每天上課會用到的那些設備器

材，主任或組長可能為了要善盡

管理責任，特別強調借用與歸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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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確立和落實，而校長可能

在年度經費有限的壓力下，格外

關注運動空間活化、招商與永續

經營的場館使用。由此可知，如

何調和不同脈絡條件下，基層人

員覺察到的各種「需求」想像將

是未來的一大挑戰。

三、在課程的框架下，還是可以

有不同的想像與作法

對基層從業人員來說，課

程一詞其實存在著多重意義，暫

且不論每位教師或行政人員對於

課程文本的解讀可能不盡相同，

即便在已公告的課程總綱下，其

實就做了「部定課程」和「校訂

課程」的區分，此一劃分與規範

為學校本位課程的實施提供了合

法性的基礎，學校可以配合區域

發展和地方特色進行校本課程的

設計與教授，致使各校的課程觀

與課程地圖得以呈現出截然不同

的嶄新樣貌；不過，這樣的革新

方向相對地也增加了訂定學校基

本設備器材基準的難度，因為每

間學校希望大力發展的運動項目

可能不一樣，所以各自的需求點

和需求量必然會有個殊性的差異

存在。舉例而言，有些學校致力

於推廣體適能教育，此時多元的

設備器材或許會增加學生的探索

空間並可能吸引學生參與身體活

動的慾望；有些學校著重強化校

代表隊的競賽實力與成就，那麼

特定幾項運動的標準化設備器材

就成為最關鍵的需求所在；有些

學校可能僅支持必授的體育教學

和常態性的校內體育活動，所以

目前的設備器材已相當足夠，額

外的補助經費對這些學校而言反

倒是一種負擔和浪費。

結語

著手調查學校體育教學設

備器材的現況，代表了政府單位

準備在學校體育教學的基礎建設

上投注資源，同時更為後續的補

助方案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基礎。

在調查中納入基層從業人員的聲

音，是跟上了政策推動的公共參

與潮流，亦為中央政策的實踐可

能性和執行者認同預先建置了評

估／防護機制。

為了能符應12年新課綱實施

的要求，並且關注於學習者學習

權與受教權的平等正義，政府相

關單位機關有對於必要的設施器

材進行完備的政策宣示，這也是

整體課程是否得以達成目標的基

本要件。

基層從業人員的想法：足

夠的空間和充足的設備器材皆屬

必須，對授課空間的需求尤具優

先性。另外，不同學校的基層從

業人員認為需要被充實或補足的

「需求」存在差別，因而有必要

根據現有設備器材、體育授課內

容與場地數量、學校規模以及普

查數據，建置出一套合理的體

育教學設備器材「基本需求」

（Hardman, 2008），俾利資源分

配公平化與體育教學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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