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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專業發展看體育教師培用
制度 

前言

體育教師的培養，多以大學師

資培育單位為主，研究所加修教育

學程為輔；擔任教職後，則以教師

專業成長與進修為主，參與研習活

動為輔。主要以職前培用及職後再

進修的專業發展為導向。

觀察現行高中教師甄選制度

之現況，大多以紙筆測驗、體能測

驗、術科測驗、教學演示及口試為

主要甄選內容。其中先以紙筆測驗

進行眾多報考教師的篩選機制為

多；惟近年亦有缺額學校先以身體

能力測驗及術科測驗作為篩選條

件，也提供另一可積極思考之甄選

機制及方向。

綜整高中體育科教師甄選紙筆

測驗資料，命題題型分為單選題及

申論題二大類，命題思考則以現行

高中體育科教師所應具備之教師專

業知能及體育專項知能為主，參採

時事中有關教師職能應用的議題，

設計出數份教師甄選筆試題目。批

閱的過程中，發現報考教師於教師

專業知能的題組中，能具體作答且

表達出完整理念的人數屈指可數；

而體育專項知能的題組中，則有一

半以上的報考教師能獲得高分。

觀察此分數呈現的現象，則不

免要回顧師培系統的養成教育，所

謂教育專業學分（26）與體育專業

學分（128）的修習，約是1：5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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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比例。以此數據對照教師甄選

題型的得分分配，似可解釋其得分

高低的相關性。實則不然，一位即

將步入職場擔任教職工作的體育學

科教師，身懷各類專項運動技能是

必然的能力，惟擔任教職的教育專

業知能，卻是成為一位合格教師相

當重要的關鍵指標。

教師專業發展的概念

1990年代，美國對於教師專業

發展模式是以學者專家講課為主，

教師從聽講中學習新的教學觀念和

實務（Sparks, 1994）。教師職業是

一種專業性的工作，教師透過持續

性專業學習與探究的各項歷程，進

而不斷提升其個體之專業表現與水

準（饒見維，2003）。教師專業是

全球化教育發展的趨勢和潮流，也

是當前教師教育改革的需要和方向

（朱元利，2004）。

一、教師專業發展的理念

準此，教育部（2009）建構

「教師專業發展整合平臺」，提出

教師專業發展的理念：

（一） 成立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與

資源整合中心。

（二）建構教師專業成長地圖，提

供教師專業發展。

（三）著重教學實務核心能力成長。

（四） 提 供 全 方 位 線 上 學 習 資

源。

（五） 發展專家系統技術，有效

導引教師專業成長的規劃

與執行。

（六） 融入知識管理理念，兼顧

專業社群及個別人員知識

管理之需求。

（七） 兼顧學校行政支持系統與

個別教師的需求。

（八） 重視永續經營，導向教師

專業成長的制度化運作。

二、教師專業發展的要素

而成功的教師專業發展方案應

包含下列要素（State of Iowa Depart-

ment of Education, 2006）：（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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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聚焦在課程與教學；（二）方

案確實有效執行；（三）所有人員

皆參與；（四）以學生學習目標為

規劃之依據；（五）精緻的專業發

展內涵；（六）以團隊合作方式運

作；（七）持續追蹤、支持、與技

術協助教師；（八）進行形成性與

總結性評鑑。因此，教師專業發展

近年來已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希

望學校內的教師能夠具有課程發展

與設計、教學創新、班級經營、行

動研究及學校行政等專業能力（潘

慧玲等，2015）。

三、課程與教學的計畫方案

在教師專業發展的脈絡下，

臺北市推動課程與教學領先計畫及

前瞻計畫，都是以課程與教學作為

各校校務發展的重要策略。透過競

爭型計畫補助，挹注學校對於教師

專業成長與課程研發所需的各項經

費，更將經費活用於各類學生學習

的活動上。

此類計畫內容以學生學習目

標為規劃依據，聚焦在課程與教學

的專業面向，導入各校校務特色之

精緻專業發展內涵（課程發展與設

計、教學創新、班級經營、行動研

究及學校行政等子計畫方案），透

過學校由下而上團隊合作方式運

作，及學校行政系統持續追蹤、支

持與協助教師，達成所有人員的參

與，且各校研提的實施方案經臺北

市政府教育局年度檢視訪評確實有

效執行，最後獲致形成性與總結性

評鑑。可見教育主管單位及學校對

於教師的專業發展及學生有效學習

的系統中，已具體呈現在計畫方案

的規劃面、執行面及績效面。

體育教師的專業能力

黃崇孝及王宗進（2008）歸納

出一個合格的體育教師應具備的專

業教學能力有以下幾項：一、課程

設計的能力；二、課室管理的能

力；三、運動技能示範的能力；

四、善用教學媒體的能力；五、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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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學生安全的能力；六、處理行政

事務的能力；七、多元評量的能

力；八、行動研究的能力；九、具

有積極鼓舞的態度與活力。

依據「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要點」第五點之

規定，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評鑑內

容，包括「課程設計與教學」、

「班級經營與輔導」、「研究發展

與進修」及「敬業精神與態度」等

四個層面。依此可見，體育教師專

業能力的養成與教師專業發展的面

向已相互連結。其中尤以課程設

計、教學示範、研究發展及積極態

度等向度，是身為體育教師最為重

要的關鍵能力。

教師甄選與教師專業發展的連結

教師專業發展自2009年已全面

開展教師的職能成長工作，各級學

校應思索未來在選擇一位合格且適

任的教師時，其教師甄選制度的內

容與甄選方式的內涵，需能兼顧教

育專業素養、學科教學及術科示範

能力。未來針對教師甄選制度，嘗

試提出甄選內容的建議方案：

一、體能測驗

可參酌體適能檢測項目（一）

坐姿體前彎。（二）立定跳遠。

（三）仰臥起坐。（四） 8 0 0／

1600公尺走跑。並以至少3項目能

達到體適能常模PR85為準據。

二、術科測驗

（一） 依學校發展之一般體育課

程、重點運動項目或體育

班之運動種類為主，以3-5

類為原則。

（二） 或可參採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健康與體育領域課程

綱要（草案）中之學習內

容為測驗項目。

（三） 應同步於教師甄試簡章公

布已訂定之常模參照或分

數對應表，該參照表宜以

一般修習體育專業類科之

畢業生術科能力指標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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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以昭測驗之公信力。

（四） 紙筆測驗：（選擇題或申

論題不拘）。

（五） 教 育 專 業 類 ： 建 議 以 教

育專業科目中，著重「課

程發展與設計」、「教學

創新」、「班級經營」、

「行動研究」及「學校行

政」等教師專業發展面向

之專業能力進行命題。

（六） 體 育 專 業 類 ： 以 十 二 年

國民基本教育健康與體育

領域課程綱要（草案）中

之學習表現（運動知識、

技能原理、學習態度、運

動欣賞、技能表現、策略

運用、運動計畫、運動實

踐）內容進行命題。

（七） 特 色 課 程 類 ： 參 採 學 校

願景、發展特色及教師專

長，由教師個人或跨領域

群科，以18週課程安排，進

行教學活動設計。

（八）記憶性題組之比例建議不超

過整份命題之50%，以檢視

教師專業發展面向之教學

實務核心能力，且兼顧專

業社群及個別人員知識管

理之需求。

三、教學演示

（一） 演示題型以學校發展之一

般體育課程、重點運動項

目或體育班之運動種類為

主，以不超過5類為原則；

或參採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健康與體育領域課程綱

要（草案）中之學習內容

作為教學演示項目。

（二） 如筆試命題依個別教師或

跨領域教師社群規劃「特

色課程」教案編寫，或可

參採特色課程進行教學演

示之題型，以檢驗創新課

程設計與實作之可行性。

（三） 時間以15-20分鐘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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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口試

（一） 建 議 結 合 教 師 專 業 發 展

議題，著重「課程發展與

設計」、「教學創新」、

「班級經營」、「行動研

究」及「學校行政」等面

向之專業能力進行口試提

問內容。

（二） 其他：建議透過筆試題組

的設計，了解報考教師的

專業知能與「特色課程」

設計思維；或進一步徵詢

以教師專業社群團隊進行

教學研發的可行性評估。

結　語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即將實施

之際，師資培育與教師檢定的階段

或許尚無法追上改變，然而在現場

教師的主動參與、單類科改革、跨

領域整合、多領域研發新課程的作

為，卻是急需教師的思維覺醒與精

進專業成長，方能讓人對體育學科

之教學系統耳目一新，進而提高學

生對於一般體育課程及特色選修課

程的參與度與學習滿意度。

反思高中體育科教師的專業發

展，能否搭上此一專業成長改革重

整的浪潮，並從中爭取各類教育資

源及提高學生學習成效，實是當前

師資培育、教師檢定與教師甄選等

階段所應嚴肅看待的一項課題。

期待體育課程師資能從教師專

業發展的面向，重新思考師培教育

系統的課程規劃，除體育專業科目

的術科能力養成外，在教育學程中

的教材教法課程中，能融入專業發

展的四個面向，課程設計及教學示

範、班級經營管理、特色課程研究

發展及積極的教學與工作態度等；

以使經師資培育養成的人才，能在

進入職場後，即具備良好之專業能

力與教學能力。再者，能影響現職

教師朝向專業進修發展的路徑，彼

此相互引領成長，除一般體育課程

實施外，也能組成體育科教師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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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社群，設計豐富有趣的「體育

特色課程」，俾使各校體育學科教

學現場，滿溢著良好的學習氛圍，

享受一般體育課程及特色課程帶給

學生豐富而有意義的學習內容與學

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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