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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技能水準的提昇除了課程內的教育訓練外，參與技藝競賽彼此相互觀摩學

 習，是技能推昇非常重要的動能及手段。研究者在機械職類技藝競賽選手訓練

 領域上摸索了十多年，認為技能訓練除了要有足夠的行政支援外，善用訓練策

 略的教師及有計畫的訓練，是有效技能訓練的首要條件。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機械相關職類技藝競賽選手的訓練策略。訓練策

 略之伉劣取決於競賽成績之表現，它是教師考量現有的訓練條件，選擇有效的

 訓練方式，融合本身的經驗所實施的知識融入、技術分析、方法抉擇以促進訓

 練效能的構思與執行過程。

 本研究的主要發現;選手訓練除了務實正確的技能操作訓練方法外，還必

 須認知與動機信念的強化並重，從^L^理上增進選手訓練的動能與配合策略運用

 的意願，才能提高訓練的效能。下列五項不同的選手訓練方式構面(-、訓練

 動機與激勵二、行政支援三、訓練目標設定四、教師訓練風格五、引導學習與

 評量)，會直接影響競賽成績的表現，其執行程度越高競賽成績表現越好。

 關鍵詞:技藝競賽、選手訓練、訓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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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緒論

研究背景與動機

 成為職校一年一度的技術觀摩盛會，以競賽的方式鼓勵年輕人提高技能學習的興趣，

 並提供相互觀摩切磋技藝的機會。參與的學生為了切磋技能，都以能參加這兩項競賽

 為無上的榮耀。但是要在各方與賽的佼佼者中，出類拔萃、脫穎而出，的確不容易，

 除了選手認真學習外，訓練支援、教師的訓練效能及經驗與策略運用等對競賽成績的

 影響，值得深入研究與探討。

 內的教育訓練外，有計畫的專精訓練並參與競賽，彼此互相觀摩學習，是技能推昇非

 常重要的動能及手段。因此多年來積極的投入技藝選手訓練工作，鼓勵學生參與競

 賽，希望藉著競賽成績來驗証不同訓練方式的學習成效。

 在僧多粥少的技藝競賽場上，如何避免出錯、怎樣才能贏?是每一位稱職的訓練

 教師必須經常思考的問題。在競賽頒獎典禮上常聽到某人是連莊的金牌教練，那一個

 學校是常勝軍，大家都會很好奇的打探，這些單位有沒有值得借鏡的訓練方法或訓練

 秘訣。可惜為了保持優勢，大部分單位對自身的訓練方式一般多所保留，使得技術觀

 摩與經驗交流的教育目的打了折抑。

 從研究者本身的經驗及對部份享有績效的訓練單位的觀察與初步了解發現;「競

 賽沒有永遠的僥倖，要常勝，經驗需要傳承、訓練要有方法」。因此擬利用技藝競賽

 參賽選手為調查樣本，蒐集各單位的訓練經驗、訓練方式與競賽成績表現…等，統計

 整合建立有效的技能訓練策略，讓技藝競賽能真正做到觀摩與傳承，進而達到提升技

 能教學的目的。

 二、研究目的

 基於前述之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一)搜集技藝競賽機械製造職類各單位選手的訓練背景與訓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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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探討不同的選手訓練方式1．訓練動機與激勵2．行政支援3．訓練目標設定4．教師訓

 練風格5．技能操作訓練方法^^^^導學習與評量7．校正與補救學習等，在競賽成績

 表現上的差異。

 (三)探討不同的選手訓練背景1．訓練時間2．教師訓練組織在競賽成績表現上的差異。

 (四)分析歸納建立機械職類技能選手訓練策略，提供訓練教師及競賽選手參考。

 貳、文獻探討

 從相關技能學習的文獻探討結果，任何技能的學習，若要求精湛，必須經過認知

 期、定位期、自動期三個階段的練習過程，它是循序漸進的，三個階段其實很難劃分

 清楚界線，綜合技能學習的方法以及對技能學習成效有關因素，約可歸納出以下幾個

 (一)技能的學習是體力、耐力與智力的付出，是涵蓋認知、情意與技能的結合，必須

 要有學習的動機和企圖心，才能顯現出技能學習的成果。

 (二)先了解技能學習的內容、終點行為、工作程序、注意事項等，並檢視是否具備學

 習該項技能所需的認知。

 (三)前一階段的技能成績，影響後一階段的學習，有良好的基礎才能有後續的發展。

 (四)透過教師的教學，提供專業的知識、示範、指導以及回饋，才可使學生的技能學

 習達到純熟的地步，所以教學品質在技能學習中是影響學習成效最重要的因素。

 (五)技能學習中環境的因素亦不可忽略，舉凡學習場地、機器設備、操作儀器、物料

 等均需齊備，以為學習者提供發揮技能水準之必要因素。

 (六)在適宜的情境與環境下反覆練習，先求「正確」(精度)，然後在不妨礙「正確」

 的原則下，用最快最有效率的速度學習。

 (七)時間是必須的，技能的學習需要時間練習，至於時間的長短，因人、環境及該項

 技能的複雜程度而有所不同。

 (A)在同擠學習申透過討論、比較、達到觀摩激勵的作用，可以得知自己技能學習的

 結果，所以同擠群體的學習自有其正面的意義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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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副^^練過程是否受到鼓勵、有沒有回饋校正……等的心理內化反應歷程，對學習的

 信心，學習的成效影響甚鉅。

 因此，「技能學習」是一種獲得某項所需技術的一種過程。它是知覺與動作有系

 統的協調配合，以獲得某項所需技術的內在行為改變的過程，由練習和經驗而使技術

 學習獲得一種有效的反應。所以除了學習方法外，學習動機、學習時間、先置科學基

 礎、教學品質、教學環境……等。均是影響學習成效的原因。

 二、技能教學的力

法

 「求教學之有效」是選擇教學法的準則之一，雖然講述性的科目有很多合適的教

 學法，但技術操作性科目的教學法相對的就很少。一般技能學習教師採用實作取向的

 練習教學法較普遍，但是因教學的對象、內容與環境不同，練習教學法仍有許多不足

 之處。技能教學除了常用的練習教學法外，還有相關的個別化教學法、精熟學習法、

 協同、教練、合作、創造、導生教學法……等。時至今日仍然沒有一套從心理到貿

 務操作學習比較完整通用的技能教學理論。可能是技能學習的內涵太廣泛，統整歸納

 不易。李堅萍(民85)認為技能教師必須有效掌握各種教學法的差異性，熟稔技能

 的學習程序與對象，視教學情況彈性調整方法，才能達成教學目標。因此必須考量多

 項相關因素，諸如:時間、設備、單元數、個別差異及過去經驗等，讓教學方法能夠

 以最適合學生的學習方式，有效達成技能學習目標。

本單元選擇探討技能教學上較常用的練習教學法及適合個別或技能專精訓練的

 教練法、還有針對教學人數較多的導生教學外，更要以較多的篇幅深入的探討比較重

 視心理層面學習及重視回饋校正的精熟學習理論在技能教學上的應用。然後訓練教師

 能夠依個人的教學經驗、教學環境、教學對象，選擇相關的技能教學方法，發展出有

 特色的技能教學策略，以提高技能訓練的效能。茲將適合技能訓練與技能教學的方法

 簡單列述如下:

 (-)練習教學法

 練習教學法是以反覆不斷的練習，使某些技能、經驗或特定內容的學習，達到正

 確或純熟的反應的教學方法。這種練習是有目的，包含了思考、理解、認識和統整的

 活動，其主要功能包括養成習慣、熟練技能和強固聯想(方炳林，民68)。基本上練

 習教學法的教學程序不外乎: 1．激發學習興趣探討學習的重點2．教師實際示範或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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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學生模仿指導練習4．最後做評鑑。這是一般技能教學普遍應用的教學方法。

 練習教學法比較偏重於操作動作熟練上，較少運用心理層面的激勵，也比較缺乏

 彈性，對無法在指定時間內達到學習目標，學習過程遇到困難的學生，沒有交代補救

 教學的方法。

 (二)教練法

 教練法是一種源自運動教練教導運動員技能學習的方法。學生先透過聽講、討論

 的程序，然後進行教師督導下的練習。練習中教師要隨時緊密觀察、示範，並在技能

 操作練習的過程中隨時提供校正意見。因此教練法較常應用於技藝競賽的選手專精訓

 練工作，以及應用在技能需要個別補救教學的學生上。

 所以教練法的主要精神，在於教師要在親密的師生互動中，貼身觀察學生技能學

 習操作的過程，明確的掌握階段性學習目標，要在一次次的綜合演練中，測試校正學

 生的表現。教練法和練習法比較，兩者都重視學生的練習經驗，但教練法特別講求個

 別或小組學生的個案或小規模指導，特別強調在學生練習中，教師要接近地示範、隨

 時觀察和提供回饋(李隆盛，民83 )?

 (三)導生教學法

 一般技能教學是由教師直接示範，傳輸第一手的知識與操作，使學生能夠得到正

 確的資訊。但是如果學生人數較多，往往需要將學生分組分批才能近距離觀察教師的

 操作;如此一來教師往往會為一個操作單元一再重複示範，加上學生個人學習問題的

 解決、工廠安全管理等疲於奔命，致教學負擔沈重，久而久之產生倦怠，減低教學的

 動能;因此有經驗的教師常採行「導生教學」年^J(Peer tutoring ^或譯小老師教學)，以

 減輕教學負荷，運用得宜能產生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此教師則有較多的時間做個別輔

 導及教學準備工作。

 在選手訓練上也經常運用導生教學法，因為訓練老師是兼職工作，往往要面對不

 同年級，單元內容多且層次不同的選手，訓練負荷重，無法一一兼顧，若能參考「導

 生教學法」的精神，運用「學長制」輔助訓練工作，以技能成熟度較高的學長來指導

 學弟，藉此種師徒銜接制度讓經驗得以傳承，也讓教師可以全力的負責學長的訓練工

 作，減低訓練教師的負擔。

 (四)精熟學習法

 精熟學習的策略源自於卡洛的學習理論，他主張如對所有不同能力學生，提供其

 各自所需的學習時間，則每個學生的成就都能達到精熟地步。他認為學生的性向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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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應在學習速度上的指數，每個學生都有學習能力，所不同者只是學習所需時間多

 少而已，精熟學習的目的是如何有效率的學習縮短學習的時程(毛連塭、陳麗華，民

78)?

 美國成人教育學者諾克斯A，B，^nox (^980)年提出，所謂「精熟」是在某一種

 場合中，作滿意「表現」的能力。其理論的核心是目前的表現與預期精熟水準間存在

 差異。亦即目前已有的表現能力，與想要的或期望申的水準有差距，因而必須用學習

 來縮小此種差距。

 布魯姆精熟學習法的主要精神在強調個別化的校正教學，更重要的是如何有效率

 的縮短學習的時程。他認為不管學生與學習環境的配合如何良好，學習目標或教學單

 元的編排如何精確，教學材料及活動的設計如何多樣，若干學生仍然會發生錯誤，產

 生誤解。因而，提供部分學生額外的學習時間及協助，以改正其錯誤和誤解，仍屬必

 要(黃光雄，民85)?

 融合以上各家精熟學習理論可知;假定教學有系統地進行、學生達成精熟程度的

 時間足夠、學習遇到困難能夠適時得到協助，並且訂有清楚明確的精熟教學計劃、教

 學目標，則幾乎所有的學生都能夠精熟大部份所要學習的東西。技能精熟學習可以把

 複雜的技能簡單化，幫助學生思考及克服學習困難而且不累積學習盲點，遇到困難能

 適時得到協助，隨時改進工作方法使學習增加成就感，故而經由此種訓練的學生，在

 求學態度上較為積極。但是精熟學習法若要運用成功，主要依賴「人」的因素，而較

 少依賴「機器」和「設備」(黃政傑、李隆盛，民85)。所以精熟法與練習法比較更

 其有彈性，且較注重心裡層面對技能教學的影響，它成功與否的最重要的關鍵是教師

 的執行是否徹底。

 茲將各種適合技能訓練的教學法歸納重點列述如下:

 ̂．分析學生的起點行為並提示學習方針。

 2．教師技能操作示範，以積極指導取代消極指責。

 3．鼓勵勤練並需要足夠的學習時程。

 4．貼身觀察驗收技能操作過程。

 6．做好技能評量與校正活動讓技能達到精熟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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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技藝選手哥^^練的相關理論

 根據學者們的看法發現，技藝選手訓練光是認知或後設認知的研究並不足以有效

 的增進選手的學習表現。因此在心理上如何引起學習動機、認同並設定追求的目標

 等，是有效技能訓練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

 (-)動機信念

 張景媛(民81)在學習歷程統整模式之研究中驗證「自我效能」、「內在價值」

 及「成就動機」三個動機信念均和學習表現有正相關存在。

 「自我效能」係指個人對自己在技能學習過程中所具有的本質和產生的信念而形

 成所謂的動作知覺，並對周遭環境的學習型態產生獨特的看法而影響學習行為的意識

 功能(楊明恭，民87)。因此參與技藝訓練自我效能較高的學生，會比較自信的認為，

 在技能訓練方面他是比其他學生有能力的，才能代表學校參加競賽。因為他的自我效

 能意識強度比其他同學強，他就會使用較多的認知策略去完成這一項工作。

 「內在價值」是一個人對某一件事或某一項工作的看法。也就是個人覺得該件事

 對他而言是很重要的，或是他覺得很感興趣的，他就愈能投入認真做這一件工作(張

 景媛民81)。例如參與技藝訓練的選手認為;訓練對他個人的生涯規劃很重要，不

 但可以運用較多的資源，也可以得到師長的重視與同學羨慕的眼神，而且還可以學到

 謀生的技能，更重要的這件事對他來說不但有興趣，而且成績優異升學還有加分的優

 待，所以他會比一般學生更投入學習訓練的工作。

 「成就動機」是指一個人追求成功的傾向與期望。接受技藝訓練的選手，如果他

 是高成就動機的人則會比較願意接受具有挑戰性的工作，在學習過程中，較能夠對方

 學習結果與自身能力作回饋式的自我評鑑。對自己的學習結果表現感到滿意的期望機

 、回

 因此技藝競賽選手的產生方式，是經過學術科測驗的選拔方式或者直接由教師參

 考以往成績挑選，選手個人主觀的意願是主動參與或是被動徵招非常重要。因為動機

 的強弱，直接影響自我效能的高低與強度，也會影響他對這項工作的堅信程度與競賽

 時的自信心。主動積極爭取參與的學生，學習的動機一定比較強。如果再從層層的選

 拔賽中擊敗其他對手，則他的自我效能會更高，相對的訓練績效也會愈好。

 (二)目標設定理論

 目標設定是Locke於1966年提出的理論，他認為工作目標和工作表現間有密切

 的關係存在，如果設定一個特殊明確或較高難度的目標，則會比只求盡力而為、低難



 究^67

 度或沒有目標者有更好的表現。

 技能訓練的首要工作是目標的確立與認同。訓練教師在選手訓練之初，要讓他們

 知道各項單元技能以往選手可以達到的水準，以及競賽時該職類一般的技能評分標

 準。並將歷屆競賽試題配合評分表讓學生知道訓練的最終目標，並協助學生確立或設

 定一個明確且具挑戰性的目標。如此會比只求盡力而為、無目標者有更明確的訓練目

 的與方向。當選手目標的認同度高，就會愈努力、更積極地去達成所設定的目標，進

 而提升其訓練的績效。

 不少訓練老師會認為，熟練技能的獲得往往需要用時間換取，但是從相關文獻探

 討研究中發現;有效的技能學習，除了務實正確的技能操作訓練方法外，還必須學習

 動機的強化與目標設定並重，從心理上增進選手訓練的動能與配合策略運用的意願，

 才能提高訓練的效能，這一點許多訓練老師較易忽略。因為選手訓練是一項難度頗高

 的任務，若沒有強烈的學習動機與持續的學習能量，是無法產生目標認同的。茲將本

 單元列述重點歸納如下:

 1引起學習動機，鼓勵積極的參與。

 2．多用激勵、讚美的增加原則。

 3．確立或設定一個明確且具挑戰'哇的目標。

 4．選拔主動積極，參與訓練意願較強的選手。

 四、

 教學活動設計(教學計畫)有如施政的白皮書、建築的藍圖，是教師在進行「傳

 道、授業、解惑」之前，對學子們的期許與教學任務的規劃;是教學活動過程中的主

 要參考「劇本」;是達成教學目標的利器;亦是下次教學活動的改進參考依據(湯誌

 龍，民89)。朱湘吉(民83)認為教學策略包括引發學習動機、安排學習順序、以及

 選擇學習方法。王文科(民83)認為教學策略是泛指教師運用提供教材的方法、程

 序、與技術，以達成有效成果而言。

 技藝競賽的選手與訓練教師均是各校的佼佼者，為了「贏」大家絞盡腦汁，在有

 限的訓練時間內各顯神通，希望能達到最有效的學習。因此有效的技能訓練，除了訓

 練環境與設備外，更重要的是要有縝密的訓練計畫及善用訓練策略的教師。當單元學

 習內容以及學習目標確定後，教師必須先診斷學生學習能力、時間與學習的環境。然

 後在知識、技能、情意等適當的領域裡，設定操作目標、操作方法，訂出學生預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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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結果，做好評量與校正工作，確實執行才會成功。

 綜合技能教學理論、教學方法，把學習心理學融入技能選手訓練，建立技能訓練

 計畫流程如圖一所示，技能訓練方式是本論文研究的重點，從文獻探討了解，它是由

 訓練條件、引導學習、訓練方法、評量校正、補救教學…等因素構面組成，也以此訓

 練方式內涵做為本論文問卷發展及研究的依據。

技能訓練方式

 卜缽^ 仟

技
能

訓
練

計
畫

擬
定

 教師依據每一個訓練單元擬定單元訓練計畫，然後再依本身的訓練風格，配合單

 位的訓練環境與訓練目標，運用有效的訓練方式，達到選手訓練目的的一系列有系統

 的訓練計畫構思過程稱為選手訓練策略。訓練策略之良飄，取決於競賽成績之表現。

 因此有效的選手訓練，是要在各單位的訓練方式、訓練背景與訓練資源申，找出顯著

 影響競賽成績的因素，再依其影響程度，在訓練前構思全方位的行動計畫。茲將本單

 元列述重點歸納如下:

 1．依學生學習能力、時間與學習的環境，擬定適合學生程度的工作程序與訓練

 2．依訓練計劃執行技能訓練，並在心理上增進選手訓練的動能，建構有效的訓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研究加木

 依研究目的及待答問題，本論文之研究架構設計如圖二所示;主要內容包含了自

 變項，訓練方式(訓練條件、引導學習、訓練方法、評量校正、補救教學…等)、背

選
手

先
備

技
能

學
習

能
力

導
學
習



 究^69

 景變項(教師訓練組織、訓練時程)與依變項(技藝競賽術科成績)。

 本研究先透過文獻分析，探討適用於選手訓練的學習理論與相關教學法，再針對

 技能學習方法與相關影響因素，以及本身實際參與選手訓練工作的認識，據此發展問

 卷，然後透過專家審核建立問卷內容。實施問卷調查，以搜集高職機械類科各校不同

 的技能選手訓練要求與訓練方式，分析學習的方法以及教師訓練組織與訓練方式，並

 研究顯著影響競賽成績的相關因素。將統計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提供各訓練單位建

 立有效的技能訓練策略或技能教學參考。

文獻分析

 						"""-一一	
 理論分析				1			

 						實幣幣群□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訓練時曲	一		｜．訓綵組柚｜		
 			^甲				

 			"沁		^		
 			士．	二			
 			分析比較歸納、一				
 	一一一一一^一^^匕			一			
 			有效的技能選手訓練	蛙拈		L	
 				一"			

圖二研究架構圖

研究對象

 選手訓練方式為了得到更客觀的驗證，筆者選擇九十一學年度高中工科技藝競

 賽，鉗1、模具、車床職類所有參賽選手，A^九及九十、九十一年全國技藝競賽，

 CNC車床、數控機械、精密機械、鉗工、模具等機械製造職類參賽學生，以立意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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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做為問卷調查的施測對象。

 三、研究工具

 有關技藝競賽選手訓練方式與訓練狀況，目前尚無相關類似研究。因此研究者依

 據有關文獻及問卷工具發展架構，自行發展問卷。初稿經四位專家及指導教授修正

 後，將不符實際需要的題目及不適當之用字遣詞加以修改定稿。問卷內容分基本資料

 及問卷內容兩大部份，說明如下:

 (一)基本資料

 了解技藝競賽選手的基本資料，例如:選手接受訓練的單位、參加何年、那一項、

 什麼職類技藝競賽，作為研究分析的主要參考資料。並以接受選手訓練時間長短、有

 沒有專屬訓練教師等背景變項，分析與依變項技藝競賽成績的關係。

 (二)問卷內容

 本研究問卷內容係研究者以李克特(^ens^s L^kert)總和評定量表法，採五點量

 表計分方式自編，本調查問卷主要目的是了解「機械群技藝競賽選手訓練方式與訓練

 概況調查」，係針對技能選手訓練時各單位不同的訓練條件與訓練方式，對競賽成績

 (技能學習績效)影響的程度。文獻探討將選手訓練方式分為(訓練條件、引導學習、

 訓練方法、評量校正、補救教學)五大訓練構面。總計設計了55題訓練相關的內容。

 預試後問卷經因素分析篩選了部分內容，並將原五大構面的「訓練方式」再細分

 成七大構面，重新調整為「訓練動機與激勵，行政支援，訓練目標設定，教師訓練風

 格，技能操作訓練方法，引導學習與評量，校正與補救學習」等同質性較高的七個訓

 練構面如表一所示。問卷因素分析刪題後萃取七個構面重新編號如表一及表二所示:



引
導
學
習

訓
練
動
機
與
激
勵

引
導
學
習
與
評

 22．參加選手訓練是居於自己的興趣與志願

 27．家人對我參與技藝競賽給予支持和鼓勵

 4．我必須用課餘時間加強練習在競賽中才有機會

贏得勝利

 3．我會因參與選手訓練而調整既有的生活方式。

 26．訓練的過程中，有同臍選手的競爭可激勵學習

 25．參加選手訓練是技術與能力的一種肯定也讓我

 獲得許多同學與老師的鼓勵。
 """一

.462

.528

.798

.622

.344

.365

4.26^  乙二．8327

 	@

 一	@ 行政支援	9       仙

 	11

 6．我們單位有整套的訓練教材，提供我循序漸進

 的學習。

 1．我們單位充分提供訓練設備與材料供選手使用

 10．我們單位對選手訓練的支持，所以我的工具不

 管質或量不比其他單位選手差。

 7．賽前訓練老師會根據競賽自備工具與材料表設

 計模擬試題，提供我們練習。

 9．訓練過程中單位長官，會到訓練工廠關^^鼓勵

 選手。

.603

.457

.546

.524

.368

2.83^  乙二．7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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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間卷原訓練方式構面與因素分析後調整之訓練方式構面

 原訓練方式構面^因素分析後訓練方式構面

表二問卷因素分析刪題後萃取七個構面重新編號

因
素  新題^

問卷原題號及題目內容

荷財
量 變異量  a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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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素

號

 新題^ 問卷原題號及題目內容
負荷

變異  o係數

 18選手訓練具有挑戰性，我喜歡向困難度高的技

 能挑戰。

 20訓練老師對技藝競賽任務，賦予重要性與使命

 感，激發我們為目標而努力。

 31選手訓練讓我學習對事情也能夠計畫並設定達

成的目標

 21若競賽成績優異我會向更高層次競賽努力

 39在技能學習過程中我和同學相互討論以確定自

 己的觀念與作法是否正確。

 19在技能單元訓練前我會先預設我所要達到的技

 能標準。

 29在單元練習或測驗前我會先規劃工作程序

 32單元結束後我知道下:．個．單元要做什麼

.505

.526

.736

.608

.389

.427

.686

.330

.73%  乙二．8475

 佑訓練老師常主動關^^選手切身的功課與生活問

 題。

 屹專業或技能學習上有問題時，我非常樂意請教

 訓練老師。

 14訓練老師常和我們討論及溝通訓練問題

 ̂7當我有好的表現時，訓練老師經常給予表揚稱
讚

 12訓練老師常與我們分享過去學長競賽成功的經

 驗。

 11訓練老師過去的訓練績效，讓我對他的指導有

 信" 言^u。

 53每一訓練單元結束，老師會主動詢問學習狀況

 ，並提供改善意見。

.979

.840

.776

.770

.602

.654

.570

36.05%  乙二．9213

 	27

 五、	28
 訓	
 練	29
 方	

 十去	30
 	31

 36訓練教師在學習新單元時會親自操作示範講解

 55訓練老師會個別指導表現未達標準的同臍選手

 46訓練老師會貼身觀察訓練過程並給予即時指導

 33技能訓練過程中訓練老師會從旁指導觀察技能

 操作過程。

 28單元訓練前老師會講解工作方法、注意事項。

.873

.703

.652

.721

.365

6.57^  乙=.8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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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素  新題^

問卷原題號及題目內容
負荷

變異量  a係數

 34訓練老師會舉行模擬賽讓選手們相互觀摩，剌

 激學習。

 42訓練老師會請學長擔任小老師指導我們分享競

 賽及訓練經驗並引導學習。

 35訓練老師會營造競賽的環境與氣氛，讓我們訓

 練時威受比賽的臨場咸。

 48訓練老師會公佈評量結果，營造同臍選手競爭

 的氣氛。

 44單元訓練前老師會事先將評量的標準(評分表)

 告知我們。

 45我與訓練老師經常一起評量成品。

.727

.661

.499

.410

.404

.352

3.39%  乙二．8366

 38   51技能訓練評量結果有錯誤的地方我會反覆練習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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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52訓練老師會針對評量結果做為下次訓練改善的

重點工作

 50訓練老師對評量發現的問題會再說明並要求補

 救學習。

 49技能訓練過程中我常檢視動作結果來發現可能

錯誤的線索

 54在容易出錯的地方會加強訓練謹慎小^kS，不犯

同樣的錯誤

.675

.610

.611

.481

.446

2.96%  乙二.8355

 四、問卷實施

 資料蒐集選擇九十一學年度，參與全國高中工科技藝競賽，機械加工相關職類，

 包括車床、鉗工、模具工參賽學生為主要調查對象。研究者於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二十

 一日至二十三日競賽期間，赴高雄與鳳山高工競賽場以普查方式賈施調查。三個職類

 總計參賽學生共計^58人，扣除缺考或其他因素，問卷發出151份，主要利用賽前說

 明會及學科考試後執行間卷調查，連續三天釘人催收，回收有效卷141份，回收率

93;A4%   0

 因研究樣本總人數並不多，再輔以競賽難度及技能層次較高的九十及九十一學年

 度全國技藝競賽，CNC車床與銑床、鉗工、模具及精密機械等機械加工職類選手做

 為調查樣本進行資料蒐集。因研究對象都已離開原訓練單位繼續升學，所以透過目前

 正在就讀四技二專過去研究者的學生協助，針對上述研究對象及職類，由選擇台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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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師大，高雄應用、崑山、台北、龍華等科技大學及勤益、聯合、南亞、亞東等技

 術學院，於上述年度曾參與全國技藝競賽機械類科的選手做調查，問卷總計發出98

 份，回收卷64份，回收率65.3%。兩項競賽參賽選手訓練方式調查結果，總計回收

 有效問卷205份。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針對選手基本資料與訓練方式等問卷向度與其內涵，把搜集的資料，利用^PSS

 ̂0.O/W^ndows統計軟體進行資料分析，運用次數分配、百分比分析、卡方檢定、獨立

 樣本T檢定及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訓練方式與訓練績效之

 間的實徵性研究。據此搜集選手訓練資料，實施調查研究，統計找出有效的技能訓練

 方式，以提供選手訓練教師與與參賽選手參考。將顯著影響競賽成績的訓練方式，及

 研究結果討論如下:

 一、選手言J^^練方式在技藝競寶成績上的影響分析

 選手訓練方式對競賽成績的影響，是本論文研究的重點，針對各種影響訓練成績

 表現的因子，運用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分別分析統計此七種不同的訓練方式

 構面，其訓練執行程度在選手競賽成績表現上，是否存在差異，以找出顯著影響競賽

 成績表現的不同訓練方式。

 (一)不同的「競賽成績」組別在「訓練動機與激勵」執行上的影響分析

 1．由表三分析結果得知，本構面變異數分析之F值為6．49 ' P^.0^^(.05，達到顯

 著水準，故拒絕虛無假設。不同的「競賽成績」組別選手在「訓練動機及激

 勵」執行上有顯著差異存在。

 2．根據Sche舵事後比較得知，只有「高分組」與「低分組」兩組之間有顯著性

 差異。

 3．「高分組」選手在訓練「動機及激勵」構面執行同意程度平均分數最高達4．28

 分;其次為「中間分數」者為4．06分;以「低分組」動機與激勵訓練執行程

 度最低，平均分數為3．82分。

 統計分析結果了解，「高分組」與「低分組」在「訓練動機及激勵」執行上有顯

 著差異存在，換句話說:選手「訓練動機及激勵」執行程度的差異會直接影響競賽成

 績的表現。從「高分組」選手在訓練「動機及激勵」執行上的平均分數相對的較高，

 可以了解「心理的調整與激勵」在選手競賽成績表現上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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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不同的「競賽成續」組別在訓練單位「行政支援」程度上的影響分析

 1．由表三分析結果得知，本構面變異數分析之F值為7．4，P=.^^^(.^5，達到顯

 著水準，故拒絕虛無假設。不同的「競賽成績」組別選手在「行政支援」執

 行程度上有顯著差異存在。

 2．根據Sche胎事後比較得知，不只「高分組」與「低分組」之間有顯著性差異，

 「高分組」與「中間組」之間也有顯著差異。

 3．「高分組」選手在「行政支援」執行同意程度平均分數為4．19分;其次為「中

 間分數」者，平均分數為3．85分;以「低分組」「行政支援」執行程度最低，

 平均分數為3．75分。

 統計分析結果了解，「高分組」與「低分組」及「中間組」在「行政支援」執行

 上有顯著差異存在，換句話說:選手訓練單位的「行政支援」程度差異，會直接影響

 競賽成績的表現。從「高分組」選手在訓練「行政支援」執行上的平均分數相對的高

 於其他兩組，可以了解「單位的行政支援」在選手競賽成績表現上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三)不同的「競賽成績」組別在訓練「目標設定」執行程度上的影響分析

 1．由表三分析結果得知，本構面變異數分析之^^^為5．70 lP二．004<.05，達到顯

 著水準，故拒絕虛無假設。不同的「競賽成績」組別選手在「目標設定」執

 行程度上有顯著差異存在。

 2．根據Schef^e事後比較得知，在「高分組」與「低分組」兩組之間有顯著性差

 異。

 3．「高分組」選手在「目標設定」執行同意程度平均分數為4．21分;其次為「中

 間分數」者，平均分數為4．06分;以「低分組」「目標設定」執行程度最低，

 平均分數為3．86分。

 統計分析結果了解，「高分組」與「低分組」在「目標設定」執行上有顯著差異

 存在，換句話說:選手訓練的「目標設定」情形，會直接影響競賽成績的表現。從「高

 分組」選手在訓練「目標設定」執行上的平均分數相對的高於其他兩組，可以了解「副川

 練目標設定」在選手競賽成績表現上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四)不同的「競賽成續」組別在「教師訓練風格」上的影響分析

 1．由表三分析結果得知，本構面變異數分析之^^^為6．41 ^ P^.^002<.05，達到顯

 著水準，故拒絕虛無假設。不同的「競賽成績」組別選手在「教師訓練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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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程度上有顯著差異存在，所以「教師訓練風格」執行程度會影響「競賽

 2．根據Sche胎事後比較得知，在「高分組」與「低分組」兩組之間有顯著性差

 3．「高分組」選手在「目標設定」執行同意程度平均分數為4．^2分;其次為「中

 間分數」者，平均分數為3．89分;以「低分組」「教師訓練風格」執行同意程

 度最低，平均分數為3．56分。

 統計分析結果了解，「高分組」與「低分組」在「教師訓練風格」執行程度上有

 顯著差異存在，換句話說:「教師訓練風格」會直接影響競賽成績的表現。從「高分

 組」選手在訓練「教師訓練風格」執行上的平均分數相對的高於其他兩組，可以了解

 「教師訓練風格」在選手競賽成績表現上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五)不同的「競賽成績」組別在技能「操作訓練方法」上的影響分析

 1．由表三分析結果得知，本構面變異數分析之F值為1．049 ^ P二．352>.05，末達

 顯著水準，故無法拒絕虛無假設。不同的「競賽成績」組別選手在技能「操

 作訓練方法」執行程度上沒有顯著差異。

 2．「高分組」選手在「操作訓練方法」執行同意程度平均分數為3．81分;「申間

 分數」者平均分數為3．61分;「低分組」平均分數也相近為3．77分。

 統計分析結果了解，「高分組」、「中間分數」與「低分組」在技能「操作訓練方

 法」上並沒有顯著差異。看起來統計結果與文獻探討不盡相同，經不斷比對資料及深

 入分析，找到答案。研究者認為參與技藝競賽的對象，均是代表各單位的佼佼者，為

 了個人的訓練目的及單位榮譽，在不算短的訓練過程中，針對競賽規範的技能項目與

 機具使用，各單位均有一定程度的用心及參與。且從「操作訓練方法」構面內的各項

 執行因素了解，忽略其中任一因素，訓練效果將會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換句話說:各

 高低成績組別中，主要的「操作訓練方法」執行同意的程度均相當，並沒有顯著的不

 同，表示各單位對此項競賽在技能訓練上普遍重視沒有應付了事，但是「操作訓練方

 法」執行的同意程度平均分數還是比其他構面低，可見各訓練單位在「技能操作訓練

 方法」上還有許多可努力的空間。

 (六)不同的「競寶成績」組別在「引導學習與評量」上執行的影響分析

 ̂．由表三分析結果得知，本構面變異數分析之F值為7．35 l P=.OOK(.05，達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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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水準，故拒絕虛無假設。不同的「競賽成績」組別選手在「引導學習與評

 量」執行程度上有顯著差異存在。

 2．根據Sche旋事後比較得知，在「高分組」與「低分組」兩組之間有顯著性差

 異。

 3．「高分組」選手在「引導學習與評量」執行同意程度平均分數為3.87分;其

 次為「中間分數」者，平均分數為3．55分;以「低分組」「弓^導學習與評量」

 執行程度最低，平均分數為3.3分。

 統計分析結果了解，「高分組」與「低分組」在「引導學習與評量」執行上有顯

 著差異存在，換句話說:訓練教師在訓練的「引導學習與評量」情形，會直接影響競

 賽成績的表現。從「高分組」選手在訓練「引導學習與評量」執行上的平均分數相對

 的高於其他兩組，可以了解教師在學習的引導與是否確實做好評量工作，在選手競賽

 成績表現上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七)不同的「競寶成績」組別在技能「校正與補救學習」上的影響分析

 1．由表三分析得知，本構面變異數分析結果之F值為．980 ^ P=.377>.05，末達

 顯著水準，故無法拒絕虛無假設。因此不同的「競賽成績」組別選手在技能

 的「校正與補救學習」執行程度上沒有顯著差異。

 2．「高分組」選手在技能「校正與補救學習」執行同意程度平均分數為4．17分;

 「中間分數」者平均分數為4．04分;「低分組」平均分數也相近為4．02分。

 統計分析結果了解，「高分組」、「中間組」與「低分組」在技能「校正與補救學

 習」執行程度上並沒有顯著差異。不同的成績組別對技能單元評量後發現的缺點所做

 的校正與補救練習情形，各成績組之間執行的程度都很高，因此同意程度並沒有顯著

 差異，再次證明各單位對此項競賽在技能訓練上普遍重視沒有應付了事，不管是選手

 或訓練老師對訓練產生的缺失，均能高度執行修正與補救的措施，相信這是促進訓練

 二、選手訓^練時程在競賽成績上的影響分析

 本單元主要目的，要了解技藝競賽選手「訓練時程」的長短，與「競賽成績」表

 現，是否有顯著差異存在。先將「競賽成績」分為高、中、低三組，運用卡方適合度

 考驗，分別以單一類別成績變項，考驗觀察次數與期望次數是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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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技藝競賽與高中工科技藝競賽，因為試題難易度與競賽時間不同，因此選手

 時間相對的也不同，因此對兩項競賽個別進行分析，再找出影響競賽成績的相關

因舅

 (-)全國技藝競賽選手不同的「訓練時程」在選手「競賽成績」表現上的差異分析

 全國技藝競賽選手不同的「訓練時程」在「競賽成績」不同組別上的卡方考驗結

 果分別統計如下:

 「高分組」檢驗其不同的「訓練時程」觀察次數，其卡方檢驗結果如表四所示，

 X -19.57 ^ p^.002<.01達到顯著水準，即觀察次數與理論期望次數間有顯著差異存

 在。因此拒絕虛無假設。所以全國技藝競賽選手訓練時程的長短在高分組，有明顯的

表四全國技藝競賽選手訓練不同時程在競賽成績上的卡方考驗

 全國技藝競賽選手訓練不同時程在競賽成績上的卡方考驗						
 ，@@．4。回   分   組	"。"""。"一"一	觀察次數	百分比	期望次數	顯著，性	-fftiL
 	一"	一寸	3．6	4．7	.002	19.57"
 	'""。"。。""一一一"一""""	一""""一	3．6	4．7		
 	3、半年-一年^	一八	3．6	4．7		
 	4、一年-二年內，	斤一	25	4．7		
 	5、二二年-三三二卜Pg	一7	25	4．7		
 	6、三年以上	LI‥!	「丁	4.7		
 口川9^什	1、三個月以下	一	「一	4.2	.805	1.619
 	2、三一六個月	口"'	「丁	4.2		
 	3、半年-一年	T	「三	「丁"		
 	4、一年-二年內	「二	「"L	T		
 	5、二年-三年內	T	23.8	4.2		
 	6、三年以上	一	「三	R"		
 ｜	1、三個月以下	2	匝""	一	.119	7.333    」l
 	2、三^六個月	2	13.3	一		
 	3、半年-一年	「三	「"兀	3		
 	4、一年-二年內	7	T	三		
 	5、二年-三牛內	「丁	巾7	F^i		
 	一	二	二	二"		

 成續「中間組」卡方考驗值，x2引．619，p，．8^5>.^5，「低分組」卡方考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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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33 ^ p=.^^9>.05，均未達到顯著水準，即觀察次數與理論期望次數間沒有顯

 著差異存在。

 綜合分析結果，全國技藝競賽選手訓練時程的長短對是否得到高分、好的名次，

 有明顯的差異。從「高分組」選手的觀察次數中發現，訓練時程二年以上者，佔高分

 組選手64%，遠大於訓練在兩年以T 3^^^選手。

 由此可見，全國技藝競賽試題困難度較高，訓練內容變化也較大，因此選手培訓

 時間相對的較長，所以要把競賽職類範圍包含的技能訓練純熟，至少要一至兩年以上

 時間。換句話說全國技藝競賽訓練時間在一年內是不容易得獎的。

 ̂^)高申工科技藝競賽選手不同的「訓練時程」在「競賽成績」表現上的差異分析

 高中工科技藝競賽選手「訓練時程」，相較於全國技藝競賽限制較多，平均訓練

 時間在一年以下。高中工科技藝競賽選手不同的「訓練時程」在「競賽成績」不同組

 別上的卡方考驗結果分別統計如下:「高分組」其不同的「訓練時程」用卡方檢驗，

 考驗其觀察次數與期望次數是否一致。其結果如表五所示，^^^8.407 7 p^.078>.05

 末達到顯著水準。但是成績「中間組」卡方考驗值，^^=14.44>p二．0^2<.0^，「低分

 組」卡方考驗值，X =36.79 ^p二．0O(K(.001，均達到顯著水準，即觀察次數與理論期

 雖然「高分組」選手在不同的「訓練時程」，其觀察次數與理論期望次數間沒有

 顯著差異存在，但是從「中間組」與「低分組」觀察次數與理論期望次數間則有顯著

 差異存在，換句話說「高分組」選手，訓練時間超過一年者佔該組人數的45%，而「中

 間組」及「低分組」訓練時間超過一年者分別只佔該組人數的6%及10%。因此由以

 上分析了解，高中工科技藝競賽選手訓練時程太短，當然也是不容易得到高分成績的。

表五高中工科技藝競賽選手訓練不同時程在競賽成績上的卡方考驗

 高中工科技藝競賽選手訓練刁			同時程在競賽成績上的卡方考驗，			
 丁戶d^L們口	選手訓練時程	觀察次數	F	期望次數	顯著，性	匠。"
 	""一一""1、三個月以下一""	?  12	匣"	l0.8	.078	8.407
 	2、三一六個月	18	33.3	10.8		
 	3、半年-一年	「丁	18.5	一		
 	4、一年-二年內	「三	16.7	T		
 	5、二年一三年內	一	9．3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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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三年以上	@一	一。一	10.8	1"""""'"""．""一""	
 ｜	1、三個月以下	16	41	9．8	.002	14.44**
 	2、三一六個月	@@壬戶一^^@@	38.5	9．8		
 	3、半年-一年	6	15.4	「丁		
 	4、一年-二年內	一名一	S．寸	9．8		
 	5、二二卜，-，二三二戶內	『二	0	9.8		
 	6、三年以上	一	「三	「丁		
 戶﹂	1、三個月以下	曰'"	50	9.6	.000	36.79W
 	2、三-六個月	14	T	T-"""""""		
 	3、半年-一年	「一	10.4	9.6		
 	4、一年-二年內	4	8．3	T"""一		
 	5 ^三年-三年內	一	。丁	7"		
 	6、三年以上	一	0	工		

 三、訓練教師組織在競賽成績上的影響分析

 本單元主要的目的是想了解教師訓練組織是否會影響選手競賽成績，從表所示的

 次輸分配表可以看出，絕大部分的選手是由一位訓練教師訓練的，佔所有選手的

 78%。沒有固定訓練教師(含學長帶學弟)，佔有效樣本的17.1%。訓練團(兩位老師

 以上共同訓練)，佔4．4%。其他(沒有訓練教師)者T^ 0.5% 0

 統計結果如表六所示:「有一位訓練教師」組，其卡方考驗值為兀^=2.713'p^．258

 )．05。「沒有固定訓練教師」組，其卡方考驗值為X -2.9^^l ^ P=.226>.05。「兩位老

 師以上共同訓練」組，其卡方考驗值為X -2.778 > p^.096>.05。因此除了「沒有訓

 練教師」組因觀察值不足外，其餘每一個教師訓練組織，在各競賽成績組別之間均末

 達到顯著水準，即觀察次數與理論期望次數間沒有顯著差異存在。

 綜合上一節的分析結果可以了解，除了「沒有訓練教師」組因觀察值不足外，其

 餘每一個教師訓練組織，在各競賽成績組別之間均末達到顯著水準，即觀察次數與理

 論期望次數間沒有顯著差異存在。因此認為訓練教師組織類型，對競賽成績並不會產

 生顯著影響。但是因為各種教師訓練組織人數差異很大，統計的適切性較低，但是從

 每一種教師訓練組織選手的競賽成績，在高、中、低組所佔的百分比，也可簡單看出

 端倪，例如訓練團(兩位老師以上共同訓練(組，雖然觀察值太少，只有九人，但是

 有78%的選手得到高分，訓練團的組織應有其不同的訓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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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六不同的「競賽成績」在不同「教師訓練組織」上之卡方檢定								
 一"一一"""								

 亡，""""""一"""	有一位專屬訓二．-咚熬卹一-		沒有固定訓練教師		兩位老師以上共同訓練		沒有訓練教師	
 一一""一	廊'"""一	匝	=fc*t	啼。	=fc*t	喃『	*&	肉'
 ̂低分壬且	53	可	7	「""叮	2	可	「丁	T
 申問組	45	T	15	T	0	「"L	0	
 高分士且	62	T	13	37.1	7	77.8	0	
 魚皂牙口	160	「"乙	3^	100	9	可"	「二	100

 卡方檢定	x2二2.713 ^p=．258卜.05		兀2=2.971 'p=.226卜.05		x2二2.778 ^p=.096卜.05		觀察值不足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玄
小  ．吉言右訪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在探討全國暨高中工科技藝競賽機械製造相關職類，選手訓

 練策略之研究。訓練策略之良飄，取決於競賽成績之表現。因此有效的選手訓練，是

 要在各單位的訓練方式、訓練背景與訓練資源中，找出顯著影響競賽成績的因素，再

 依其影響程度，在訓練前構思全方位的行動計畫，設計有效的訓練策略。本論文因篇

 幅有限，僅錄顯著影響競賽成績的訓練方式，及其研究結果對訓練教師與選手的建議

 如下:

 (一)顯著影響競賽成績提升訓練效能的五項訓練措施

 部分老師往往認為選手訓練的核心是學生，競賽成績與學生的認真程度成正比，

 主觀認定訓練不外乎反覆操作練習就會熟能生巧。這種觀念必須打破，依據文獻探討

 及本論文的研究發現，在選手訓練方式的七個構面申，以目前整體競賽環境與競賽方

 式調查分析發現，其中五個訓練構面執行程度越高，競賽成績就會愈好。換句話說技

 藝競賽選手訓練若能確實用心執行下列幾項訓練措施，可以縮短訓練時程有效達成訓

 練目標，這就是訓練成功的策略。

 1．訓練動機與激勵一支持與鼓勵增強選手學習的動機與興趣

 技能學習是體力、耐力與智力的付出，是涵蓋認知、情意與技能的結合，必須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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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學習的動機和企圖心，才能增強技能學習的效果。教師透過鼓勵、稱讚、表揚等激

 勵行為，來增強、誘導選手技能學習的動機與興趣，使選手能持續保持良好的學習狀

 況。例如傳達自己對所訓練單元的喜好、訓練內容在競賽命題情形、共同欣賞相關單

 元的優良作品……等，藉以引起強烈的學習動機。

 2．訓練目標設定一訓練規劃與目標設定是選手訓練首要工作

 技藝競賽是一項難度頗高的任務，若沒有強烈的學習動機與持續的學習能量，是

 無法產生目標認同的。若能認同各階段訓練目標，則個人會願意努力、持續朝指定目

 標努力。訓練教師在選手訓練之初，要先讓他們知道競賽的對象與競賽方式，告知各

 項單元技能以往選手訓練可以達到的水準，以及競賽時該職類一般的技能評分標準，

 並將歷屆競賽試題配合評分表先讓學生知道訓練的最終目標。當選手目標的認同度

 高，就會愈努力、更積極地去達成所設定的標準，進而提升其訓練的績效。

 3．做好行政支援一訓練工作順利進行的必要條件

 選手訓練是要投入許多人力物力的工作，不是訓練教師與學生努力就能達到目

 標，若沒有政策強力的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行政主管要重視並盡可能參與相關

 會議，了解選手訓練進度與需要各單位協調支援的問題。實習主管要確實督導訓練計

 畫的執行、競賽資訊的傳遞與訓練進度的掌控，安排觀摩或模擬競賽，並研擬各項鼓

 勵、獎勵措施等。總務主管要協助工具材料的採購，適時支援並配合訓練教師在品質

 上的特別要求。訓練單位主管要做好訓練設備維護、訓練環境的規劃與協調科內教師

 對選手訓練工作的共識。讓訓練教師專心一意的訓練，沒有後顧之憂。

生教師訓練風市紅教師訓練風格直接影響訓練效能與競賽表現

 選手訓練其實真正的核心是訓練教師，他不只是功夫師父，也不是只教技能而不

 教人。他除了要了解材料、機器、工具，品牌價格及性能優缺點，正確採購做好後勤

 支援，並能夠經常貼身觀察選手技能訓練的過程，明確的掌握階段學習目標外，他還

 必須具備民主的訓練特質以及語言溝通意念表達的能力，吸引學生投入其學習的情緒

 及訓練行動中，塑造有競爭力的學習環境及賦予選手持續自我成長的力量。同時還要

 協助學生解決生活課業問題、安排生涯路，讓學生在技能學習上樂於追隨，愉悅的操

 作學習，如此才能專心一志接受訓練，達到最高的訓練成效。

 5．引導學習與共同參與評量一師生互動學習確實評量檢討引導學習

 同臍之間技能訓練的互動觀摩、過去學長訓練與競賽經驗分享、師生共同參與評

 量檢討……等，均是技能訓練非常重要的傳承與引導學習經驗。同躋選手的觀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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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可以讓選手得到切磋互相激勵的機會，也讓訓練教師減輕訓練負擔。師生共同參

 與評量檢討，訓練老師才能藉評量了解問題，適切的引導學習，可以讓訓練老師確實

 掌握學習狀況與訓練方向。許多訓練老師往往只做總結評量，而忽略行程評量對技能

 教學的重要。訓練教師應該在每一個訓練階段，選擇部分訓練單元或利用測驗時間，

 貼身的觀察選手技能學習的操作過程，給予適時的發問、鑑賞、修正、評量等，讓選

 手養成正確的工作習慣與操作程序。

 (二)確實實施單元技能操作訓練

 雖然在「技能操作訓練方法」及「技能校正補救學習」等技能現場操作學習部分，

 研究上高分及低分組選手訓練方式並未達顯著差異。因此以目前的競賽環境，此兩構

 面影響競賽的成績有限，但並不表示它不重要。這兩項訓練措施是選手獲得技能的必

 要手段，從本研究的調查結果，各高低分成績組間，訓練執行程度並沒有顯著的差異，

 顯見各單位在技能操作訓練上的普遍重視，但是若執行不力勢將影響訓練效能與競賽

 1．正確的技能操作訓練方法一教師要貼身觀察督導技能操作過程。

 從文獻探討了解，「技能操作訓練方法」是知覺與動作有系統的協調配合，為了

 達到訓練或競賽能力目標，由練習和經驗使技能熟練操作所選擇的相關操作方法。訓

 練老師從講解工作方法、注意事項到親自操作示範，然後給予學生適當的練習時間，

 並選擇重點單元或測驗時間，貼身耐心的觀察技能操作過程並給予即時指導，是有效

 現象。可以了解以目前各單位技能操作訓練狀況統計，並沒有顯著影響競賽成績的表

 現。但是並不表示它不重要，從統計結果高低分組之間並未達顯著差異，可以發現它

 是各單位為普受重視之構面，雖然平均分數較低，表示仍有檢討努力的空間，用心執

 行相信它也是影響競賽成績的主要因素。

 2．確實做好校正與補救訓練一師生共同檢討校正錯誤，尋找可行的補救方法。

 此構面在「競賽成績」表現上，高低得分組之間亦沒有達到顯著差異，但是各單

 位平均執行程度均非常高，可見他的重要性，若此構面訓練執行程度不高一定會影響

 競賽表現。回饋和校正活動是精熟學習法之所以成為一個有效教學法的關鍵。因此它

 必須在單元訓練或測驗過程後確實實施，才能夠立即、清楚的提供學生改善學習的回

 饋。教師透過觀察、測驗、實作等適切方法做好行程和總結評量，再透過口語、賈際

 示範等方式，使學生獲得正確矯正的方法，再依操作要領實施補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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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足夠的訓練時程一高中工科競賽一年以上，全國技藝競賽二年以上

 純熟的技能學習除了有效的訓練方法外，還需要足夠的熟練時間，當然訓練時間

 並非愈長愈好，有效的訓練是要盡量把訓練時間縮短。但是每一項技藝競賽都規範了

 一定的技能標準與學習項目，要熟練這些訓練單元，訓練教師必須依一般競賽標準與

 訓練經驗，擬定合適的操作練習時間。依據本研究結果建議，若要有好的成績表現，

 機械群全國技藝競賽選手至少要訓練兩年，高中工科技藝競賽選手至少要訓練一年以

 上，才能熟練的達到競賽要求的技能標準。

 二、建議

 (一)對訓練教師之建議

 一位好的訓練教師除了要有明確的訓練目標外，更要抉擇最適當的訓練方法，配

 合本身的環境與條件，將「訓練方法」融合各單位成功的經驗，變成「訓練策略」。

 這種贏的「策略」其實就是達成競賽目標的計謀。建議訓練教師能夠重視以下幾點建

 議，掌握訓練重點充分發揮教師效能，有效的達成訓練目的。

 1．選拔自我效能、成就動機較高的選手。

 雖然本研究並未探討選手特質與競賽成績的關係，但是選拔具備選手特質的學生

 相當重要。根據研究，有訓練意願及興趣且自我效能較高的選手，訓練的動能相對的

 較強也比較能接受有挑戰性的1作，較有能力對學習結果與自身能力作回饋式的自我

 評鑑。

 2．擬定訓練計畫運用訓練策略提升訓練效能。

 有效的技能訓練，除了要有熱誠的訓練教師及完善的設備工具外，還要有周密的

 訓練計畫。唯有經過有計劃的教學過程，技能學習才能成功。訓練教師要訂定每一階

 段的訓練內容、訓練進度、時間分配，依競賽的最終教學目標，運用教學策略，設定

 適切的教學計畫，確實執行才能有效的提升訓練成效。

 3．重視心理上的激勵與引導建立競賽的信心。

 選手接受訓練必須額外付出許多精力，而且競爭對象又是各方精英，是一項難度

 頗高的任務，若沒有強烈的學習動機與持續的學習能量，是無法產生目標認同的。除

 了適性的訓練方法外，教師透過鼓勵、稱讚、表揚等激勵行為，來增強、誘導選手技

 能學習的信心與興趣。讓學生知道教師充分認同他的用心及正確表現，使得技能訓練

 日練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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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目標認同協助創造遠景。

 訓練教師要協助學生，確立或設定一個明確且具挑戰性的最終目標，並以設定的

 目標為參照標準，選擇適當的控制方法及學習策略來達成每一階段的任務。設定訓練

 目標，透過創造遠景的方式來吸引選手，遠景不在偉大或神聖，而是在於它能抓住

 他們的心，讓追隨者產生信心，然後下定決心去行動。所以訓練教師要能設定令學生

 全心追求的目標與遠景，全力以赴的貫徹執行。

 5，塑造訓練風格提升訓練效能

 根據統計分析訓練教師若能採取民主的領導方式，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可以有

 效的提升訓練效能。訓練教師公平對待每位訓練學生，讓選手們能夠良性的競爭、相

 互激勵互相關懷，並以同理心為學生設想，以真誠、風趣對待學生，讓單調的訓練過

 程帶來生氣。確信「愛」是師生溝通的橋樑。亦師亦友讓學生樂於接近，使訓練方向

 貼近學生的學習需求。

 6，關心課業及生活問題讓選手專心訓練

要

 讓選手專心練習，訓練教師先要協助學生解決課業及關心生活問題，與相關任

 課老師接觸，了解選手上課情況及課業表現。並且常與家長聯絡，告知學生訓練情況，

 期能獲得老師及家長全力的支持。

 7．確實執行有效的技能操作訓練

 教師依學生起點行為與本身的訓練環境，透過有系統的訓練，明確的掌握階段性

 學習目標，提供專業的知識、示範與貼身的觀察指導，再配合心理層面的引導、激勵，

 並重視回饋與評量校正的補救教學工作，建立有效的技能操作訓練方法。最重要的還

 是教師選擇完成階段訓練或實施測驗時，能夠全程貼身觀察督導操作過程，以行程性

 評量來確實執行觀念融入及校正工作以增強學習效果，才是完整的技能操作訓練程

 序。

 8．確實做好校正與補救訓練

 訓練教師要協助選手建立榮譽感與求勝心，平時就要灌輸選手榮耀與責任的觀

 念，甚至不吝薔的給他們一點光環，讓新進學生對訓練工作產生強烈參與的意願。對

 訓練與競賽充滿期待，了解自己是單位代表的責任感，自然形成強烈的求勝心。

 9．引導學生培養主動學習的態度。

 訓練教師要公佈張貼階段訓練計畫，除了要告知學生每一訓練階段的大方向外，

 更重要的是要引導學生思考，啟發學生智力，進而學習自行規劃單元進度。知道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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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要學什麼，可能的困難在哪裏，能否自行解決或是需要教師要從旁協助，培養主動

 發覺問題，解決問題的學生。如果凡事一個口令一個動作被動學習的學生，不但教師

 辛苦，相信他也不會成為一位傑出選手的。因為師長的指導經常是原則性或重點式的

 任務交付，如何領悟其中要領，尚賴學生仔細的體察。

 訓練教師要讓選手認識自己的條件，也認識即將面對的競賽環境。平常練習，訓

 練教師要讓他們腦中有假想敵，有競爭的對象。變更訓練場地與設備，舉行模擬考試

 或觀摩賽，營造競賽的氣份與情境，塑造有競爭力的學習環境，提供選手持續自我成

 長的力量。也要注意培養選手之間的感情，平時互相幫助，比賽時互相鼓勵，形成良

 性的互動與競爭。

 11．訓練有經驗、技術會分析、成品擅評量。

 訓練教師要搜集以往選手成功的故事與記取失敗的教訓。更要具備敏銳的技能觀

 察分析功力、電腦繪圖命題與訓練評量的能力，透過有系統地科學運用方法，搜集選

 手的表現行為與成就之證據，以評定教學與訓練系統之輸出是否達成預期之目標，提

 供選手學習診斷與改進訓練方法之依據。技能教學不像課堂講解紙上談兵，在學生面

 前要能夠現身說法，必須要有一點真功夫，要有幾把刷子學生才會信服的。

 (二)對競賽選手之建議

 1．擬定訓練步驟、注意加工程序掌握學習重點。

 正確的視圖能力是選手技能學習的基本要求，尤其是機械加工，極需要空間能力

 與立體觀念的配合。不但要了解圖面表示的意義，也要知道公差、註解、及所列的材

 料規格…等。重要的是要配合評分表掌握學習的重心，工作前依加工部位的重要性在

 圖面尺寸上用色筆標註，提醒自己加工的重點部位，然後決定加工的先後順序。工作

 程序的決定要考慮量測的基準面、工件的夾持、工作流程的順暢、機具的使用…等。

 減少加工過程的錯誤或時間的延宕，使學習效率提昇。培養動腦學習，避免變成只會

 機械式操作的學生。

 2．技能要達到精熟勤練仍是首要原則。

 雖然有效的技能訓練主要在探討如何縮短訓練的時程，但是投注適當的時間仍是

 必要的，至於時間的長短，因人、環境及該項技能的複雜程度而有所不同。勤練才能

 使技能學習由認知期經定位期而致於自動期。不斷的模仿、反覆練習，才能使技能精

 確、迅速、純熟而致靈巧。練習的安排要先求精確，再求速率，從小單元練習或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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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解部份練習，然後再集中組合學習。學生在練習之後，如能即刻獲得滿足的經驗，

 一定會激發其練習的興趣，成功的經驗，是激發勤練的重要因素。

 3．多觀摩學習，並與實際情境配合。

 技能訓練並非只是埋頭苦練，更重要的是要觀摩別人的優點，避免盲目地摸索。

 平日訓練建議要有競爭的對手，透過同躋互動學習用競賽、觀摩、比較來達到激勵切

 磋的作用，這種同擠群體的學習自有其正面的意義與功能。平時練習也應力求情境逼

 真，習慣不同環境的變遷，例如競賽前必須適應各種不同廠牌及新舊的設備，以及適

 應競賽場地等，使技能的表現正常穩定。刻板的練習，常因時、地、人事的變遷而失

 去其原有的效能與水準。

 4．重視學習效率、膽大心細的技能學習原則。

 技能訓練在適宜的情境下反覆練習，先求「正確」(精度)，然後在不妨礙「正確」

 的原則下，用最快最有效率的速度學習。如何有效率的訓練縮短學習的時程，除了用

 心規劃工作流程的外，也要盡量縮短每一個單元操作加工的時間，例如機器操作時專

 注加工條件的變化，從加工聲音的變化、操作時振動的大小來調整進刀速度的快慢。

 可以一個流程就可完成的工作程序，就不需分好幾次來完成。要知道時間是精度、功

 能以外技能的重要指數。

 5．學習欣賞自己的作品並了解完美作品的意境。

 學習評量欣賞優良的作品，讓技能訓練成品加工過程中有誕生與期盼的喜悅，以

 雕琢藝術品的心情謹慎小心從事，工作完後學習欣賞自己的作品，並檢討不夠完美產

 生的原因，作為下次改進1^^#考。

 6．做好檢討校正與補救學習工作。

 選手訓練最終的目的是要接受競賽的考驗，與技能檢定不同，他是一項不斷追求

 完美的過程，所以每一個訓練單元均要評量驗收訓練成果。教師與學生共同檢討錯誤

 或不完美產生的原因，尋找可行的補救方法解決問題。如果檢討結果是技能不熟練或

 是加工速度太慢，則要額外加強補救訓練，不堆積問題。希望下一單元學習時，同樣

 的問題出現機率降為最低。

 有效的技能選手「訓練策略」是要在各單位選手的「訓練方式」、「訓練時程」與

 「教師訓練組織」中找出顯著影響「競賽成績」的因素。然後訓練教師將影響競賽成

 績表現因素，依其影響程度，在技能訓練前構思全方位的行動計畫，設計出合乎自身

 可行的訓練方式，用有限的時間做最有效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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