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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慶維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助理教授

建構優質學校體育課程與活動

前言

學校體育發展的主要目標，在於透過運

動文化中的遊戲、運動、舞蹈與身體活動等

各種元素，促進全人教育及健全身心發展。

綜觀台灣學校體育百年的發展，隨著國際情

勢、社會發展、教育思維變遷，歷經過一段

艱辛的過程，更在寶貴經驗中累積與建立各

項制度，過程中追求品質提升的腳步是未曾

停歇。現今，在以變動快速為特徵的21世紀，

學校體育需面對科技化、全球化、都市化、

與新自由主義等社會、政治、經濟發展，對

學生生活型態與生活品質所產生影響之挑戰。

因此，如何透過優質的學校體育課程與活動，

完備學生全人教育經驗，健全身心發展，培

養運動技能與習慣，促進學生動態生活型態

與生活品質，此為今日學校體育的重要課題。

本文以下針對學校體育課程與活動的挑戰，以

及建構優質學校體育課程與活動之道做敘述，

提供參考。

學校體育課程與活動之挑戰

學校體育課程與活動的發展是每位學校

體育人員的任務，能瞭解目前學校體育發展狀

況，才能針對現況與挑戰，擬定適當的因應

策略。為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特別藉由聯合國 2005 年的「體育與運動年」

機會，針對學校體育未來發展，提出學校體

育應朝「體育課程與教學優質化」、「體育

師資培育專業化」和「學校體育活動」、「建

構安全校園運動環境」等面向，做為提升學校

體育品質的行動方針（UNESCO, 2005）。基

於此背景，以下分別就體育課程、體育師資、

學校體育活動、校園運動環境等四方面做一

說明。

一、體育課程與教學

綜觀世界主要先進國家與台灣的學校體

育課程，可觀察到在體育課程時數與體育課

程內容兩方面有特別差異。

( 一 ) 體育課程時數不足之挑戰：關於國際

上體育課程時數部分，透過比較，可發

現到台灣目前中小學體育課程時數是

處於較少的情況。世界主要先進國家

體育正式課程授課時數情形，如法國

小學每週 200 分鐘，國一 240 分鐘與

二、 推動「下鄉進城」計劃促進運動普及層

面：進行計劃執行者與指導者職前教

育，以瞭解弱勢學生的需求與狀況，深

化專業內涵；建立運動休閒專業人力資

料庫並發展學校運動志工組織制度與實

施辦法，並推動大專校院運動休閒相關

科系認輔中小學運動扎根計畫，設立區

域性運動競賽交流中心學校，舉辦城鄉

運動競賽交流活動。

三、 排除清寒學生參與運動的阻礙：提供清

寒學生積極參與各項運動活動與競賽的

機會，補助清寒生參加假期運動營隊的

費用與相關器材支出，活化經濟弱勢與

運動發展不利地區親子共同參與運動的

機會。

四、 建立群組性學校體育發展之相關組織：

參與政府相關學校體育發展會議，建議

政策與資源分配方向，協助政府資源有

效落實運用於發展學校體育，並重視弱

勢者的運動參與權益，作為凝聚地方與

社區合作之核心，共同參與學校體育事

務推動。

結語

運動競賽追求運動參與者的內在道德優

越，也是外表行為的正直表現，各項競賽規

準透過運動學習可以實踐公平競爭、互助合

作、團隊學習及領導統御，使人人重團隊目

標達成，輕個人私益私利，養成對事不對人

與先公後私的態度。

希望為身心障礙者設計活動，量身打造。

依據個別性差異調整活動內容，藉以消弭失

能學生運動參與阻礙因素，提供零拒絕的運

動學習權，不同性別學生之運動代表隊、運

動社團與課程參與、運動場地使用機會應平

均規劃，擴大輔導扶助層面，引入社會與社

區的相關資源，厚實弱勢學生運動參與的基

礎；發揮多元族群之運動特色，延續地域傳

統價值，藉以維護國人運動的基本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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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二專長為體育相關科系畢業之專任體

育教師計有 263 人（5.02%），畢業於非

體育相關科系之專任體育教師共 2,704 人

（51.58%）；同一學年度各縣市擔任「國中

體育課程教師」共有 4,550 人，其中畢業於

體育相關科系者共 3,855 人（88.46%），以

第二專長為體育相關科系畢業擔任體育教師

者共 116 人（2.66%），而畢業於非體育相關

科系者並擔任體育教師共 579人（13.29%）；

98 學年度在各縣市擔任「高中職體育課程

教師」者共有 2,738 人，其中畢業於體育相

關科系者共 2,542 人（94.57%）；以第二

專長為體育相關科系畢業擔任體育教師者

共 48 人（1.79%），畢業於非體育相關科

系體育教師共 148（5.51%）。可見，以體

育專業師資在各級學校擔任體育專任教師的

比例，以高中最高、國中次之，國小則是最

少。有鑑於國小階段是培養學生基本動作技

能的黃金時期，非常需要具備專業能力之體

育教師在活動安排與教學上的指導，而國中

專業體育教師的比例仍有再提高的空間。依

據 Hardman(2008) 在針對全球體育調查報告

中顯示，國小體育課的師資，通常是由非體

育專長教師（71%）與體育專長教師（67%）

進行授課，其中獨自授課或協同授課、支援

授課的情況則依不同地區而呈現不同的情況；

就中學部分，則有 98% 的比例皆由體育專長

教師授課。因此，如何提升我國具備專業能

力的師資擔任中小學專任體育教師的比例，

是目前所面臨的主要挑戰。

三、學校體育活動

坐式生活型態的人口隨著社會、經濟與

科技發展急速增加，因而逐漸引起運動不足

症的危機。為此，各主要先進國家，皆試圖

從學校體育中，鼓勵學生積極運動，提高學

生參與身體活動的質量，促進國民身體健康，

進而提升競爭力。例如，美國於 2000 年即

提出 2010 健康國民新政策 (Healthy People 

2010)，建議學童每天至少有 30 分鐘中等費

力的身體活動，每週累積身體活動 150 分鐘，

2006年時更提高為每週累積420分鐘。其次，

歐盟部長理事會將 2004 年訂定為「歐洲運動

教育年」，並決議各成員國的兒童與學生，

每週至少要有 180 分鐘的身體活動。再者，

例如加拿大、英國、澳洲，甚至日本等國家，

亦跟進提出具體的政策與作為。事實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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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教育部於

2007 年頒布並實施「快活計畫」，鼓勵學生

每天運動 30 分鐘，每週累積運動 21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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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99 年

度各級學校學生運動參與情形報告（2011）

顯示，國小學生在學期間一天累積運動達 30 

分鐘以上者的比率為 65.9%，而在學期中有

70.4% 的學生每週能累積運動時間達 210 分

鐘以上；國中學生一天累積運動達 30 分鐘以

國二至國四 180 分鐘，高中每週 120 分

鐘為必修課程外，學生可再依興趣選修

120 分鐘的選修課程（Klein, Touchard, 

& Debove, 2007）；美國體育與運動學

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ports and 

Physical Education, NASPE）建議美國中

小學每週至少設有 150 分鐘（每天 30 分

鐘）的體育課，目前至少有 6 州開始實時

（Rochman, 2011）；中國大陸小學每週

150~250 分鐘，中學 150 分鐘；日本文

部科學省於 2011 年開始正式全面實施小

學及中學新課程，小學中低年級每週 135

分鐘，小學高年級每週 90 分鐘，國中每

週 150 分鐘（陳政友、林錦英、施登堯，

2009），依據學校體育統計年報（2011）

資料顯示，台灣 98 學年度各縣市國小實

施健體領域課程各校每週平均 2.61 節，

其中實施體育教學時數平均 1.89 節，不

足 80 分鐘；國中實施健體領域課程平均

每週 2.54 節，其中實施體育教學時數平

均為 2 節，約 90 分鐘；高中職實施體育

教學每週平均 2.04 節，約 100 分鐘。此

外，依據學校體育統計年報（2011）學

生運動參與情形之調查顯示，國小、國

中、高中生皆認為體育課上課時數不足

的比率（依序分別為 45.4%、43.0%、

40.0%）皆高於認為上課足夠的比率（依

序分別為 29.5%、23.8%、25.7%）。因

此，就體育課程的授課時數觀察，可發現

到我國中小學體育課程的授課時數明顯

不如先進國家，且學生所感受到體育課上

課時數不足的比率亦普遍較高。

( 二 ) 體育課程內容設計缺乏核心內容之挑戰：

在體育課程教材內容設計方面，相較於英

國、澳洲之國定課程，以及日本與法國

體育課程綱要，其綱要中除指出學習者在

某一學習階段的關鍵能力之外，同時設計

搭配其核心教材內容，主要包含有田徑、

體操、游泳、球類和遊戲等項目，讓學

生透過學習、練習、競賽及體驗等方式，

從中增進運動技能，培養運動興趣，建立

規律運動習慣。我國目前中小學的健康與

體育學習領域課程綱要設計，是以主題軸

和能力指標之描述，取代學習內容與教材

綱要，以能力指標做為選擇運動與身體活

動教材的基礎，形成多元發展的狀況。然

而，卻也因各地、各校多元發展，使得中

小學體育教材內容因各校自由選擇而較

易產生分歧零散，使得學習者在相關教材

內容學習的銜接上出現連結不佳之情況，

而較無法從課程實施的過程中，以系統方

式熟悉不同型態的運動。

二、體育師資

體育教學品質之良窳，體育教師素質扮

演著重要的關鍵角色。依據學校體育統計年報

（2011）資料顯示，98 學年度各縣市「國小

專任體育課程教師」共有 5,242 人，其中畢業

於體育相關科系者計有 2,275 人（4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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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絡校園與課外運動參與，促進師生身

心健康

為能鼓勵學生建立動態生活型態，則學校

需能活絡學生在校園與課後的運動參與，促進

師生身心健康。可行的行動方向包括：1. 推展

多元的運動社團活動。2. 規劃與設計女學生所

喜愛的運動，鼓勵學生參與。3. 規劃課間 / 後

運動，鼓勵教職員工生課間 /外運動參與。4.提

供健康體適能運動處方，落實學校課外體適能

活動。5. 提高各級學校學生每日身體活動時數

達 60 分鐘以上，促使規律運動參與比率逐年

提升。

四、規劃友善運動環境，落實健康校園理想

為能落實健康校園的理想，在友善運動環

境的規劃上可嘗試整建學校運動場館與建立簡

易體適能設施，並使每校均設有充足的更衣室

及淋浴設備，供學生在體育課或運動過後能便

於清洗，減少運動流汗所伴隨的運動參與阻礙。

結語

學校體育正處於一個快速變動的社會中，

各式各樣的挑戰接續出現，為儲備學生適應未

來的社會、工作與生活型態，成為一個了解動

態生活意義並能加以實踐的人，則有必要從現

在開始，建立起優質化的學校體育課程與活

動。策略目標包括落實體育課程教學、增進體

育師資知能、提供運動參與機會、以及營造安

全友善適性的運動環境等。具體行動建議如提

高每週體育課上課時數；國中小體育課程朝向

多元化且具核心內容，並增加高中體育課程深

度及廣度，課程內容同時兼顧健康與身體適能

發展；增加學校運動社團與體育活動時間；規

劃友善運動環境等。最後，透過體育評鑑系統

的回饋機制，做為品質提升的努力方向。因此，

建立起優質的學校體育課程與活動，才得以在

快速變動的社會中，做好最佳的準備，迎面克

服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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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者的比率為 45.8%，在學期中有 51.7% 的

學生每週累積運動時間達 210 分鐘以上；高

中生在學期週間一天累積運動達 30 分鐘以

上者比率下降至 38.7%，而僅 44.2% 的高中

生在學期中每週累積運動時間達 210 分鐘以

上。以上結果顯示，持續保持運動習慣的學

生比例，隨著年齡增加而遞減。因此，在學

校體育活動方面，當前所面臨的挑戰在於如

何透過學校體育活動規劃，提升學生運動參

與興趣和建立規律運動習慣人口的比例。

四、校園運動環境

校園運動環境會影響學生運動參與的需

求與意願，諸如雨天的體育活動空間不足、

運動後淋浴與更衣設備不足等。因此，如何

建立適合所有學生之校園友善運動環境，將

是需要努力克服的目標。

建構優質學校體育課程與活動之道

為因應上述學校體育課程與活動之四項

挑戰，後續提出建構優質學校體育課程與活

動之可行方向，分別陳述如下：

一、建構精緻體育課程，促進學生學習品質

為能建構精緻體育課程，促進學生學習

品質，以下各點將是可參考的行動方向：1.提

高體育課上課時數，在 2020 年時至少每週可

達 120~180 分鐘。2. 體育課程可考慮核心內

容的設計，以利於學習的銜接與特色發展。

3. 增加體育課中之身體活動量比例，落實每

節體育課的身體活動強度達中高強度。4. 協

助促進學生體適能水準與概念，提高動態生

活習慣的人數比率。5. 推動體育教學、評量

整合，建立學生體育數位學習檔案，全面落

實學生體適能自我管理。6. 實施學校體育課

程評鑑，確保體育課實施品質。7. 獎勵學校

體育課程與教學卓越學校，輔導學校體育課

程與待改進之學校。

二、培育優質體育師資，提升體育教學品質

為能培育優質體育師資，提升體育教學

品質，則需提升體育師資專業能力，可行的

行動方向包括以下幾點：1. 辦理小學體育教

師增能計畫，各縣市非專長體育教師至少能

有 80% 參與體育教學增能研習，至 2020 年

時，小學體育師資取得專業增能認證比率能

達80%。2.提升各級學校體育專業教師比率，

小學達 60% 以上，國中達 95% 以上，高中

達 100%，以達世界先進國家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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