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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有運動家的精神有始有終去完成比賽。

聖經羅馬書中說到患難中生忍耐，忍耐生老

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愧。教練

要給學生的觀念就是一切的苦難都是為了迎

向未來的榮耀，在患難中要用歡喜的心面

對，只要存著信心、盼望、努力不懈，相信

所有困難都會被解決。

結語

奧林匹克運動不僅僅是一項單純的體育

活動，其最高目標，是要通過體育活動的手

段，把世界上不同國度、不同種族、不同語

言、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凝聚在一起，使大家

相互交往，增進了解和友誼，進而達到世界

的團結、和平、進步的目的（中華奧林匹克

委員會，2010）。發揚奧林匹克精神並非只

是中華奧會以及教育相關單位的責任，身為

教育人員更應該將奧林匹克精神推廣至基層

教育當中，使學校變成一個充滿溫馨、和平、

團結、公平競爭的校園。在電影《卡特教頭

（Coach Carter）》 中有句名言，是卡特常

問球員的一句話 : 你最深層的恐懼是什麼 ?

（What is your deepest fear ?）我們最大的

恐懼並不是因為我們不夠好，我們最大的恐

懼是我們超乎想像的能力，畏縮的態度不能

改變世界。（Williamson, 1992）當我們讓

自己發光時我們不自覺地影響到身邊的人，

我們的存在也自然的解放了別人。古亭國小

籃球隊成立至今已有 15 年歷史，今後古亭

國小籃球教練團隊將持續秉持著奧林匹克的

精神並培養「重品德、愛讀書、會打球」的

籃球員為目標，為國內基層運動代表隊進一

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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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四年一度的奧運今（2012）年於倫敦舉

行，全世界都為了這場盛會摩拳擦掌，奧運

會的創辦人法國教育家古柏坦爵士（Pierre 

de Coubertin, 1863-1937）對於學生強健體

魄十分欣賞，認為體育運動不僅鍛鍊孩子們

的身體，也鍛鍊了他們的性格與自信（徐元

民，2001）。奧運從一開始的業餘精神，強

調運動參與重於勝利的獲得；後來由於運動

機會均等（Sport for All）的倡議，強調每個

人都有參與運動的權利，例如女性、青年、

失能者，或是職業運動選手，加上為增加比

賽可看性，讓職業運動也能參與，讓奧運成

為菁英運動的代表。但時至今日，奧林匹克

學院舉辦的活動開始思考奧運教育青年的本

質存在的形式，國際奧會喊出 “Education 

Through Sport” 的口號，認為運動是可以教

育青年的，在這樣的引領之下，學校體育工

作者一直在思考運動教育的目的如何融入奧

林匹克精神或奧林匹克活動。

奧林匹克理念為公平競爭、超越國家、

避免政治干擾、不得營利、運動精神等（中

華台北奧林匹克委員會，2010），除此之

外，也強調奮力拼搏求得自我實現、重在參

加而取勝以及為國爭光的企圖心（孔繁敏，

2005）。古柏坦爵士基於希臘和平休戰及

公民教育的理念，以競技運動培養青年身心

均衡發展、遵守規則紀律、團隊合作、堅忍

毅力以及發揚社會倫理等教育價值將守法服

從、團隊合作與勝不驕、敗不餒的精神融入

運動當中，建立一個維護人類尊嚴與和平美

好的社會（湯銘新，2007）。時至今日，奧

林匹克理念的核心價值強調卓越、公平、尊

重、努力後的愉悅、身心靈的平衡五項，本

文冀望透過奧林匹克教育的內涵以及奧林匹

克精神與奧林匹克活動可融入學校體育的策

略進行說明，提供學校體育教師參考。

奧林匹克教材融入學校體育
林安迪  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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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林匹克教育的內涵

奧林匹克教育下的課程設計融合「運

動」、「文化」與「教育」三方面（許立宏，

2009），奧林匹克教育的在奧林匹克精神之

下，學校體育之內涵可包含和平教育、多元文

化教育、道德教育以及環境教育四方面進行努

力，茲分述如下：

一、和平教育

古奧運的發展是由祭祀活動與身體活動

達成停火的協議，雖然現在的社會並不像當時

紛擾，但是在某些特殊的區域，仍然是有對峙

的現象，了解國際間的情勢更有助於國際觀的

培養。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停火精神雖然不復先

前存在的意義，但在今日奧運帶來的是人權議

題的倡導，每個人都有運動參與的權利。因

此從性別、失能者慢慢都能有機會參與這項盛

會，當中也有許多動人的故事，讓我們能夠理

解運動與和平的關係。

二、多元文化教育

奧運的核心價值之一是尊重對手，除了

是同場競技的對手之外，也要尊重不同國家的

文化，因此在許多國家的奧運日，是將不同文

化的傳統運動納入活動當中，作為活動的主

軸，期望就是尊重與我們不同的人，不同的文

化交流更可以培養學生的世界觀。

三、道德教育

奧林匹克精神追求的運動員的精神是公

平競爭，在活動當中教育學生盡最大的努力之

外，應該教育學生誠實的參加比賽，去獲取榮

耀。除了誠實之外也有許多動人的故事，若能

夠與體育結合，配合政府品德教育的推行，這

些故事也能提供我們作為教材。

四、環境教育

從北京奧運到倫敦奧運，我們可以發現

奧運受到全球媒體的關注，而奧運會推崇的觀

念也會影響世界上的一舉一動。北京申辦奧運

時響亮地提出了綠色奧運的口號，活動結束後

的善後也可以作為教材的一部份。

由以上我們對奧林匹克教育的內涵了解

之外，其他如追求卓越、運動欣賞或是個人的

成長，這些都是相當重要的教育內涵，但礙於

篇幅本文僅就四項奧林匹克教育內涵進行討

論。我們可以發現奧運當中有許多可以作為學

校體育的核心價值，以下我們就奧林匹克活動

可以作為教材的內容進行探討。

奧林匹克活動融入教材

奧運會當中的許多活動與故事都能夠納

入教材當中，豐富學校體育課的內涵，而這些

活動分別可以作為的教材與蘊含之意義，分為

以下四點探討：

一、奧林匹克規章與儀式

奧林匹克的規章包含了會旗、會徽，

奧運五環旗所代表的五大洲圈在一起，象徵

和平，透過奧林匹克規章的介紹，可以讓我

們了解奧運的起源、歷史以及背後蘊含的意

義；奧林匹克儀式包含了聖火、聖歌、宣誓

每一項都有其意義，例如聖火與和平停戰、

宣誓與公平競爭，或者是聖歌蘊含的精神等

等，因此在奧運會舉辦前後，偶爾可以看到

小朋友模仿這樣的活動，若體育教師能夠引

導，了解背後的意義，將教育意義融入活動

當中。不僅在體育課當中，更可以在其他的

科目與倫理道德相關的議題，能夠融入奧林

匹克規章與儀式的故事，以跨科目的課程統

整達到教育目標。

二、奧林匹克運動會

奧運會是世界上最高等級的運動競賽，

不同的學生解讀都有不同的欣賞層次。從訓

練期的努力，到比賽的優異表現，許多媒體

都會報導。例如小學生在欣賞一項運動時可

能僅能認識各項運動的比賽方式，而中學生

可以了解其規則與戰術，大學生能夠了解的

可能是整個比賽及各單項比賽之細節，世界

最高等級的運動賽會，許多地方都值得我們

學習。比賽當中也有許多令人動容的經典故

事，其背後的教育意義更能豐富學校體育的

內涵。

三、多元文化活動

追求卓越之外許多奧林匹克教育者開始

反思，奧運能夠為我們的國家帶來什麼？這

樣的思潮也影響了奧運對於各國奧林匹克教

育的推展，有些國家進行奧林匹克日的時候，

會讓小朋友扮演不同國家甚至不同洲的人

民，然後進行少數民族的活動，讓小朋友能

夠體驗不同的文化，進而能夠尊重多元的文

化，讓思考全球化、行動在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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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奧林匹克文物

除了奧林匹克運動會進行的活動之外，

古奧林匹克的文物也可以作為教材，當時

為何要有奧運，這些文物可以作為第一手

資料。目前奧林匹克學院除了推廣奧林匹

克教育之外，更希望能夠在各國成立奧林

匹克博物館，讓這些青年學子能夠真實的

與歷史對話。

奧林匹克運動會是人類共同的文化資

產，與運動教育的目標類似，更可以豐富我

們的學校體育內容。但除了體育課之外，學

校也可經由奧林匹克日或奧林匹克周的系列

活動，進行主題式課程統整，例如學校可以

在音樂課當中進行聖歌教學，而道德相關議

題融入各項課程當中，而其他科目也可以與

奧運會進行連結，例如數學可以將情境融入

奧運比賽，語文可以進行運動相關議題的認

識與創作，甚至是自然科學，都能夠與奧林

匹克相關活動進行統整，除了可以增加學生

對於奧運的熟悉度，豐富學習的內容，也能

夠成為學校的特色之一。

結語

Siedentop（1994）發展的運動教育模

式，是經由真實的運動參與與不同的角色

扮演達到教育的目的，儼然是一項賽會的

縮影。運動達到教育的目的是體育教師的目

標，而奧林匹克活動也是經由運動來教育青

年，兩者雖然參與對象不同，範圍也不同，

但是對於運動教育的本質來說是類似的。當

前奧林匹克教育仍待努力的地方包含師資的

培養，並不是所有的師資培育單位都將奧林

匹克納為必修，因此在教育之前的師資培育

仍可再努力；除此之外，一套有系統、適合

國內不同年齡的奧林匹克教材，也是仍可努

力之處。目前國內體育僅就運動技能進行課

程設計，但運動並非如此狹隘，其生成蘊含

了人類的歷史，值得我們多加思考、推廣與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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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美霞   台中市東區大智國民小學教師

跑吧！孩子們！

──台中市大智國小跑步健身的故事

源起

美國前總統柯林頓認為︰「運動不僅讓

我們活得長久，更重要的是它能讓我們活得

更好，能有更多的精力、更清晰的思維來處

理生命中重要的事情，以實現自我價值。」

在《跑步聖經》一書中，喬治．希恩博士也

提到自己的運動經驗及其所獲得的成就。希

恩博士選擇跑步作為強身健體的主要模式，

他認為只有「運動的生命」才能精力充沛的

去迎接每天的挑戰，意即「生命不息，運動

不止」（郭佳，2007）。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與多元文化交

流的衝擊，台灣社會架構已從傳統的農業型

態轉變成工商業形態，雙薪家庭成了普遍的

現象，在社會與工作競爭壓力下，多數的上

班族在下班後已無多餘的心力拖著疲憊的身

心走入忙碌的廚房，這也迫使國人的飲食習

慣逐漸由家庭走向外食。長期倚賴外食或速

食的餐飲造成過胖或體脂肪過高的人口愈來

愈多，特別是學童肥胖現象更加嚴重。資訊

科技的日新月異以及網路資料無遠弗界的傳

輸，雖然帶給人們便捷與多彩多姿的生活，

卻也不斷誘使人們沈迷在虛幻的網路及電玩

遊戲等 3C 產品數位世界裡，資訊科技成了

生活的重心，此種生活型態剝削了運動時間，

壓抑了運動意願，使得過胖學童的健康狀況

及身體適能每況愈下。

2011 年，大智國小適逢新校長聶台璋就

任，全校師生都想知道這個長三只耳朵的校

長會變出什麼不一樣的把戲？果不其然，聶

校長除了重視課業之外，也致力於提升學童

身體適能。他表示自己從小因瘦弱多病，在

球場上常被欺負或不慎遭「球吻」，然而即

便如此，他內心深知運動的好處，因為自己

只要保持運動就甚少生病，所以非常珍惜每

一次運動機會。各式球類活動、舞蹈、競走

及跑步等都是很好的運動項目，其中以跑步

是最簡便又未必需要同伴的個人運動，不須

呼朋引伴，不須額外花費，隨時可動，於是

他開始熱衷跑步並積極推展跑步健身理念給

校園內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