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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考試領導教學一直是吾人所詬

病的教育議題，近年來，在教育制

度及課程的變革中，亟欲改正此現

象，也有所成。教師的成長與增能

成為變革中提升教學品質的保障，

國中以上的體育教師大多具備相關

專業背景，增能與進修有管道可

循，亦較積極主動。而在國小體育

教學現場，非體育專長教師負擔大

部分體育教學工作，成為教學專業

中最需要增能與成長的族群之一。

教育部早已注意到非體育專長

教師的增能問題，而規劃了「中等

以下學校體育教師增能計畫」開始

輔導各縣市辦理「體育教師增能計

畫」，期能改善非體育專長教師的

體育教學。各縣市的國民教育輔導

團「健康與體育領域」持續辦理

的「教學演示或觀摩（觀課）」、「到

校輔導」、「專業對話」、「增能研

習」……等，為第一線體育教師發

揮教學輔導的功能。甚至國內外定

時不定時舉辦的各類體育學術研討

會或工作坊，更為體育教師帶來各

種教材教法與新知，這些都是各級

體育教師賴以進修成長的管道。

對於自主進修提升教學能力

者，或制度規範必須增能進修者，

甚至是研修體育教師學程、欲成為

體育專業教師或教練者，我們都應

該有實踐體育教師增能的規劃供其

終生學習才是，此議題值得各界有

識之士省思與議論。

教學現場與體育教師增能

教學專業一直以課程、教材教

體育教師增能的實踐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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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與師資為核心在運作，其中最為

關鍵者就是師資。但是師資結構問

題，國中仍有相當比例的非體育專

業教師擔任體育教師，國小體育課

則大多數是由非專長老師擔任（註

1），問題顯得更為嚴重。師資結

構問題困擾著學校也困擾著授課教

師。徘徊在校門外的數萬個具教師

證的流浪教師，當然也有相當比例

的體育專長教師，如何在師資培

育、適才適所與員額控管的平衡

下，讓運動教育在國民教育園地生

根發展，實在是當今提升體育教師

品質，並欲其增能、成長的嚴肅議

題！

現今體育師資的成長與增能，

最直接的管道是各大專院校的體育

相關系所，因為頒授學位所以直接

有效，但是能不能應用在教學現場

使體育教學品質提升，則是另一個

待思索的議題。在體制上，各縣市

設有國民教育輔導團；在中央，教

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設有中央課

程教學輔導諮詢團隊（簡稱中央

團）。細分為健康與體育等各教學

領域進行教學輔導工作，是以服務

為導向，以協助教師改善教學為目

的。

過程中督學、師範院校的輔導

教授、輔導團團員、校長主任、各

科教學研究會之成員等五類視導人

員，是最常與現場教學之體育教師

互動者，而輔導員往往是核心人

物（註 2），團員來自於各學校借調

或兼任，通常其本職為教師，行政

組織為任務編組，藉由到校輔導、

專業對話與辦理各種研習等，提升

教學能力與相關運動技能。筆者參

圖1　健康與體育教學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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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央團與地方輔導團工作十餘年

來，深感在校園民主化與教師專業

自主的理念下，加上以協助、服務

取代督導、評價，輔導團的成效在

教育現場對具專業背景的體育師資

或有助益，但是對於非專業背景的

體育師資成長有限，這又是一個刻

不容緩的待決議題。

營造優質的輔導團隊

在制度尚未改變的現狀下，優

秀、前瞻的輔導團隊提出值得參考

的輔導模式，是我們期待的教師專

業自主表現。宜蘭縣透過「領航系

列研習」，將「如何教」的教學技巧

實際運用在課堂中，將教學的方法

與教材中沒有說明的「眉眉角角」

帶回到自己的教學現場。為落實計

畫，事先調查有需要的教師以有效

調訓教師，辦理完畢後，縣府體育

保健科發文各校填報培育人數，以

確實掌握調訓人員及比率。經由每

場次的問卷分析，教師們更能掌握

教學活動設計要領及教學重點進而

變化教學方法，並能運用教學技巧

提升教學效能，顯見此專案的推動

對體育老師的專業提升是有助益

的。

另外，全縣研習或是輔導員的

教學觀摩演示後，為持續解決教師

遭遇問題並激發持續的專業成長，

利用主題研討，採小團體討論與對

話的方式建置工作坊。進行教學研

究、聘請相關領域講師協助增能，

圖3　 2008年義大利MALS國際體育研討會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闕月清教授（中）
領團與會

圖2　教師精進課程：研習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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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健康與體育領域研習

並記錄教學過程與省思，以提升教

學效能。這種增能模式，形成一個

跨校社群，共同協作教材與教學活

動提供給現場教師運用。工作坊透

過協作將過程留下教學歷程記錄，

不但建置個人教學檔案，也讓縣級

的教學資源庫更充實。

為解決各校的領域召集人年年

更替，造成青黃不接的問題，策劃

培育各校領域召集人成為該領域的

領導教師，藉由領導教師培育機制

提升學校領導教師的學科教學能

力，建立專業形象。培育優秀的健

體領域領導教師，以透過專業認證

協助教師回校推動學校本位的教師

專業成長。專業認證分為初階與進

階兩個層級，除參與相關培育活動

之外，還必須要有作品的審核與產

出，經審核認證後可取得縣教育處

核發頒證的健體領域領導教師證

書。以此連結輔導團、領導教師與

健體教師間的教學分享與深度對

話，強化領導教師（健體領域召集

人）與輔導團的合作關係，落實校

校有麻吉、處處有人才的理念，營

造和諧、穩定與合作的健體專業團

隊。這是在教學輔導的現場實踐

上，值得觀摩省思的案例。

體育教師專業生涯發展

體育教師專業的發展需求與一

般教師不同，體育教師的教學專業

有其特殊性，尤其在運動知識、技

能原理、學習態度、運動欣賞、技

能表現、戰術運用、運動計畫、運

動實踐等層面，是一般教師專業發

展內涵所沒有的。前瞻未來，體育

教學除了認知、情意、技能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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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行為」的層面，行為層面又

包含運動計畫與運動實踐兩個向

度。中小學階段是培養運動興趣與

習慣最關鍵的時期，此階段學生普

遍喜愛體育課，專業的體育教師教

學，除了要透過創新的活動設計及

準備多元的活動內容引發學童的興

趣，更重要的是指導學童安排運動

計畫並徹底執行，藉以培養學童終

生的運動休閒習慣，這也是體育教

學的終極目標。

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實

施，教育部正在積極研發學生學習

成就評量標準及其實作程序，以補

足九年一貫課綱未能提供評量標準

的不足，而體育教師的專業發展也

圖5　 健康與體育領域研習：創意舞獅種子
教師

圖6　 臺灣體育的海外教學：民俗體育類派
外文化教師瑞士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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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出現了新的契機。體育教師的

生涯輔導，除了要正向思考、積極

面對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外，因應

十二年國教，體育教師要學習如何

面對教育改革、打破分數迷思，將

學生的評量表現分為優秀、良好、

通過、不足、落後五個等級，多元

的體育評量分為認知、情意、技

能、行為四個向度，體育教師勢必

因此出現新的專業發展需求。有鑑

於此，體育教師專業生涯發展該要

與時俱進，規劃出符合教學現場之

教師專業發展指標與教師專業生涯

發展需求的方案。以體育與體育教

學專業發展需求兩大主軸，提供體

育教師專業發展的具體方向，規劃

圖7　 臺灣體育的海外教學：民俗體育類派
外文化教師德國法蘭克福教學

圖8　 臺灣體育的海外教學：民俗體育類派
外文化教師法國巴黎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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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可行的生涯輔導策略，促進體

育教師增進專業生涯發展。

結　語

教育現場的核心人物是授課教

師，而教師的臨場表現取決於專業

背景的紮實與否。過去師專時代，

時任教育廳長的黃昆輝倡導「能

力本位」的觀念，要求每位師專

生「琴棋書藝」、「十八般武藝」

都要會，並且親自檢測各科教學的

能力，逼使每位師專生彈琴、學習

各項體育項目，舉凡小學教育現場

會遇到的活動都有相當的涉獵。在

小學教學現場中，持有一般教師證

書而不會上體育課，是不能被接受

圖10　 臺灣體育的海外教學：民俗體育類派
外文化教師日本東京展演

圖9　 臺灣體育的海外教學：民俗體育類派
外文化教師瑞典斯德哥爾摩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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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卡達杜哈國際健康體育休閒運動舞蹈
協會(ICHPER•SD)國際研討會發表論
文：彰化縣創意舞獅的發展

的，即使學校策略性的體諒，也將

在教師本身教學生涯中產生負面的

影響。在制度上如能略做調整，考

核、調動、升遷，甚或在未來的

「四條一款正向表列」（註 3）、「教

師分級制」中適度規劃，將體育教

師增能的成效維持在合理的程度，

應可期待。少子化的衝擊，未來

「小班小校」更為普遍，教師需增加

專長及能力因應各科教學也會成為

常態，體育教師增能其附加價值即

是增加教師本身的運動能力，更有

機會增進運動欣賞的能力與培養終

生運動的能力，何樂不為！

註　釋

註 1　教育部 2011 年出版的 99 年度

學校體育統計年報，國小體育教

師由非體育相關科系擔任占整體

86.35%（93 年 度 為 78.45%），

國 中 則 占 13.29%（93 年 度 為

3.7%），由此可知，非體育專長教

師擔任體育授課教師的比率逐年增

加，而近年來體育教師開缺減少，

體育相關科系畢業無法取得教職或

取得教職卻無法擔任體育授課教師

的比率亦逐年增加。

註 2　實務上，輔導員是教學輔導工作

的規劃與執行者，並負擔教學輔導

的成效責任。

註 3　目前中小學的教師考績，考列

「四條一款」者（亦即俗稱的甲

等，進薪一級並加發一個月獎金）

比例高達 95% 以上，由於在考績

委員會中校長普遍無法著力，形成

無法實質考評，造成考績會流於形

式。近年來有「四條一款」正向表

列的呼聲，亦即教師考為「四條一

款」者，需自行舉證合於考列「四

條一款」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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