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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怡堯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研究生

學校體育活動

      發展新契機

前　言

為因應時代脈動及追求革新進

步，教育部（2013）提出「體育運

動政策白皮書」以「健康國民、卓

越競技、活力臺灣」為主軸，匯集

體育運動智慧典範，擘劃 2023 年

國家體育運動新願景。並以「健康

國民」─營造富而好動之健康國

家，「卓越競技」─強化運動人

才、提升國際競爭力，以及「活力

臺灣」─活絡運動產業並建構優

質運動文化，進以匯通「優質運動

文化」、「傑出運動表現」與「蓬

勃運動產業」之三大核心理念。其

中在學校體育議題方面，提出：優

化學校體育教學品質、強化國民體

能根基，深化國民愛運動、時時運

動，以發揚「優質運動文化」。由此

可知，學校體育教學與活動是我國

圖1　腰旗美式足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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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運動政策發展的基礎，更是發

揚優質運動文化的根基。

運動是生活教育重要的一環，

體育活動提供學生教育性、挑戰性

及合群性的學習機會，並建立學生

運動價值觀、知識及技能，對個人

的人格發展影響甚鉅（張少熙，

2003）。然而，現階段體育課程與活

動的實施普遍存在教學未正常化、

課程時間明顯少於多數國家、學生

身體活動量低、參與運動時間不足

等問題（方進隆、黃泰諭，2011；

方怡堯、鄒碧鶴、郭明湖，2012；

教 育 部，2013； 張 少 熙，2003）。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十二年國

教），加強多元免試升學管道，將體

適能成績納入比序項目，是體育課

程與活動發展、改革的機會（程瑞

福，2012；林靜萍，2012）。基此，

在我國實施「十二年國教」及頒布

《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之際，本文

將針對學校體育活動發展契機加以

探討。

學校體育活動實施之本質與意義

學校體育活動意指正式課程

以外時間，學校所規劃運動、體育

相關性質的活動，體育活動具備教

育意義，對學生具有積極正向的影

響（林鈺真，2007）。而學校體育活

動的型態，包含多元的方式，如早

操、課間操、運動類社團活動、班

際運動比賽、學校運動會、學校社

區聯合運動會、戶外身體活動、下

課運動性活動等（掌慶維，2012）。

張少熙（2003）認為學校體育

圖2　腰旗美式足球（二）

學校體育活動發展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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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宗旨，在於培養學生的運動

價值觀與身體觀，以提升其生命品

質。學校體育活動對學生積極且重

要影響，包括：

一、 增長運動知識：參與體育活動

的學生可獲得強健身體，亦可

增長運動知識。

二、 提升運動技術：透過持續參與

體育活動，漸漸增進個人運動

技術。

三、 培養領導人才：體育活動訴求

團隊合作，除融入團體運作模

式，也是培養領導才能的好時

機。

四、 增進人際關係：在體育活動

中，重視互助合作及意見交

流，藉此建立良好的人際關

係。

五、 從活動中紓緩課業壓力：參與

體育活動不但可以紓解壓力，

也使身心能夠正常發展。

本質上，體育活動屬學校教育

的一環，在體育活動的辦理上應考

量教育意義也必須顧及現實環境，

新教育革新時代下，辦理學校體育

活動應具備以下觀念：

一、以教育為本的活動思維

辦理體育活動首重學生從活

動中獲得之教育意義為何。以辦理

「大隊接力賽」為例，若僅重視輸

贏結果，而忽略合作、團結的教育

意義，則違背了體育活動的教育本

質。

二、取得共識、互助合作

學校體育活動辦理涉及學校

不同行政處室，及不同專長教師，

圖3　仿生科學融入體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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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凝聚辦理活動準則、共識，建

立互動協商機制，互助合作將可事

半功倍，成為未來體育活動辦理典

範。

三、創新與用心的辦理活動

流於形式、流於行事的體育活

動，將完全抹滅體育活動的重要意

義。因此，除了每年均辦理的傳統

項目之外，亦可增加創新項目。用

心辦理活動，讓學生感受與享受在

活動之中，也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教

育過程。

四、教育議題融入體育活動

融入議題的體育活動，將更具

教育意義。例如以「性別平等」為

概念設計體育活動，學生參與體育

活動的同時，也感受兩性平等的重

要性。

五、多元合作模式

學校體育活動可與社區、家長

或者鄰近大專院校服務性社團共同

辦理，除了可加強學校經營與社區

生活的連結，亦可帶動志願服務的

社會風氣。

六、活動評鑑與回饋機制

學校體育活動辦理結束，應在

檢討會議中提出具建設性的意見，

透過理性的回饋，讓未來體育活動

的辦理更臻完善。

學校體育活動的必要性與法律地位

十二年國教在法律層面上不僅

讓學校在執行體育活動有所依據，

也讓忽視辦理體育活動者有所警

惕。教育部（2006）公布各級學校

體育實施辦法，規定各校之體育活

圖4　自行車旅行

學校體育活動發展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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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除依有關規定實施外，應加強

下列措施：

一、 中、小學每週應至少實施晨間

或課間健身運動三次。

二、 中、小學之課外運動可列入彈

性課程，必要時得與綜合（社

團）活動配合實施。

三、 各校應輔導成立各種運動社

團，做為推展課外運動之基礎

單位，並提供學生參與課外運

動之機會。

四、 各校每學年應至少舉辦全校運

動會一次，各類運動競賽三

次，並酌辦體育表演會。設有

游泳池者，應舉辦全校水上運

動競賽一次。

五、 各校應運用課餘時間或假期，

定期舉辦體育育樂營，充分提

供學生參與休閒運動之機會。

另外，教育部於 2011 年頒布

《加強輔導國民中小學教學正常化

實施要點》，強調學校教育應促使

學生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

發展，並且應積極開辦各類社團活

動，以提供學生多元之學習經驗。

在相關獎懲方面，對督導教學正常

有具體表現或對教學有特殊優良事

實之教育人員應從優敘獎；違反相

關規定或未據以落實教學正常之校

長、學校行政人員及教師經輔導仍

未改進者，應依規定議處。

十二年國教之學校體育活動發展

的契機

十 二 年 國 教 於 2011（ 民 國

100）年開始實施，其教育改革之基

圖5　體適能創意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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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理念為：有教無類、因材施教、

適性揚才、多元進路及優質銜接。

為避免過往國民教育以升學主義掛

帥，造成學生升學壓力，學校忽視

正常、多元學習的情況，十二年國

教強調課程與教學正常化、適性輔

導及品質提升，最終目標在於將

「有目的的教育」變成「有意義的教

育」，讓學生明瞭學習的價值與知識

的意義不是為了考試，教育的內容

在協助學生找到興趣、發展潛能，

在對的位置上持續、快樂、自信地

成長學習（李清偉，2013）。整體而

言，十二年國教即是期望在完善各

項配套措施之後，學生能在多元、

均衡且優質的教育環境中成長。

然而，101 年度各級學校學生

運動參與情形報告結果顯示，各級

學校學生每天累積運動達 30 分鐘以

上比率，隨著年齡增加而遞減。高

中以下學生有 40% 感覺運動時間不

足，參與運動性社團僅 30.17％，而

未參加運動性社團主要原因為沒時

間佔 38.4％，其次為沒有運動性社

團 10.5%（教育部，2013），顯見現

階段各級學校體育活動實施，仍有

很大的進步空間。

教育部自 2007 年起持續推動

「快活計畫」、「學生體適能計畫」、

「國中小學生普及化運動方案」、「自

行車推廣計畫」及「游泳推廣及海

洋運動教育推廣方案」等提升學生

參與運動及增加身體活動量措施，

主要目的即在培育學生運動知能，

激發學生運動動機與興趣，養成規

律運動習慣，奠定終身參與身體活

動的能力與態度（掌慶維，2012）。

十二年國教將體適能成績列

為比序項目，促使一向被忽視的體

育課程、運動成績，在十二年國教

實施之後受到學生、家長及教師的

關注。然而，如何透過體育教學與

活動，讓學生從重視體適能成績，

轉化成積極參與運動並持續規律運

動，並使體育活動成為學校教育的

重要環節，皆是十二年國教實施之

後，在教育革新時代，學校體育工

作者應當深入思考且努力執行的方

向。

結　語

長久以來，我國體育課程與

活動一直被忽視，主因在於功利主

義的升學制度所致，而學校體育活

學校體育活動發展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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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對學生學習的多元效益與健全人

格的潛移默化，有著重要的影響

力。2013 年公布之「體育運動政

策白皮書」揭示了政府在提升國人

整體運動文化、加強學校體育活動

的決心，十二年國教不論在升學的

制度與學習的範疇，都提供了學校

體育活動發展、教師體育教學精進

及學生體適能提升的發展新契機。

此外，目前的教育政策與相關法律

規定，不僅宣示辦理學校體育活動

在法律上的地位，更鼓勵學校、教

師在體育活動實施上努力耕耘。身

為體育人更應順應此教育革新時代

之勢，發揮專長與熱誠，活絡學校

體育活動，作為優質運動文化的根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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