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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體育教師增能
的分流與需求 

前言

適當的運動不僅可以讓個

體擁有健康的體魄，還有助於降

低憂鬱，提昇生活品質（賴正

全，2015）。然而，身心障礙者

可能因為先天生理或認知的影

響，從事身體活動的機會較少，

造成身體活動量較低（潘倩玉，

2007)。適應體育則是針對身心

障礙者的個別差異，設計具有教

育或矯正功能的休閒或競技運動

之個別化體育教育方案（蘇瑞

陽，2013）。其目的除可促進身

心障礙者的體力及運動能力，尚

可避免因為長期不運動所造成的

肥胖、高血壓及心血管疾病之危

險（劉闊傑、周禾程、將筱華，

2014）。本文之目的在於說明目

前適應體育師資之現況，並提出

適應體育教師應具備之能力以及

未來增能的趨勢。

適應體育目前師資的現況 

由於融合教育在臺灣推行

多年，目前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

通學校之比例高達94.2%（特殊

教育通報網，2016）。這些學生

在國中小階段，有高達八成以上

是和普通學生一起上體育課（教

育部體育署，2015）。但是各級

學校在進行適應體育教學時，最

大的困境就是師資或人力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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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大部分國中小普通班身心障

礙體育教學由體育專長的老師擔

任，或以其他非體育專長的級

任導師、科任老師以及特殊教

育教師擔任（教育部體育署，

2015）。 

這些教導身心障礙學生體

育科目的老師，易有其專業上的

侷限：體育科專長教師缺乏特殊

教育相關知能以及對身心障礙特

質的了解；非體育專長的特殊教

育教師或級任導師，則缺乏對動

作機能與動作學習的概念。擔任

身心障礙學生體育教學的教師，

在缺乏相關知能的情形下進行教

學活動，實為一大壓力。回顧過

去國內特殊教育與體育專業教師

培育過程，並無提供充足適應體

育相關教育訓練，大部分體育或

特教師資培育僅將適應體育列為

選修（蔡欣蒨，2011），國內目

前也僅有國立體育大學設有適應

體育系培育相關人才，適應體育

相關人力的確相當欠缺。

除了師資的不足，各級學

校在進行適應體育教學時遇到的

另一個困境是缺乏相關課程教

材。體育教師在課程內容的安排

上多以依據現行課程標準及原排

定課程進度為主，或以適應體育

相關研習資料和參考手冊作為教

材資源，較無法針對身心障礙學

生的個別需求設計或調整課程

（程淑麗，2007）。在教學評量

部分，則較多依照身心障礙學

生努力程度、進步情形及整體

表現作為評量依據（程淑麗，

2007）。根據過去研究，在如何

提升教師教學知能的需求中以期

望舉辦相關研習的需求最高，而

教師尤其對於教學設計與調整以

及目標擬定與教學評量的需求較

高（黃潔茹、謝旻凱，2013；陳

麗如、黃靄雯、陳清溪、康琳

茹，2014；王東翔，2015）。因

此辦理適應體育相關研習，來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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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教師專業知能之不足，實為

當務之急（黃潔茹、謝旻凱，

2013；陳麗如等，2014）。

適應體育教師應具備的能力

美國於1995年完成適應體育

國家標準，其中對於適應體育專

業的要求包含了15項，包括：了

解有關人類發展的知能、運動行

為的知能、了解運動科學、了解

有關測驗與評量、了解適應體育

的歷史與哲學、了解學習者的特

質、課程理論與發展、評估、教

學設計與規畫、教學、諮詢與人

員開發、教學計畫評量、後續教

育、專業倫理以及溝通（高桂

足、林鎮坤，2007）。以臺灣目

前師資培育的現況來看，體育老

師未必具備上述人類發展相關知

能以及特殊教育基本理念，因此

可能無法針對特殊學生的需求給

予最適切的教學；相同地，特殊

教育老師也未必具備體育專長，

缺乏上述的動作相關知能，即使

了解特殊學生的需求，但也無法

為學生進行妥當的體育教學（黃

潔茹、謝旻凱，2013）。

過去所辦理的培訓課程並

未能依不同專業背景的教師設計

合適的課程，因此未來辦理適應

體育相關研習，必須透過分流來

增能，針對不同專業背景的教師

訓練所欠缺的能力，提供分流課

程，才能有效改善目前適應體育

師資素質，增進教師適應體育教

學知能，以因應目前特殊學生回

歸主流教育現場的挑戰。

未來適應體育教師增能作法

由於體育教師與特殊教育

及一般教師養成背景的不同，因

此對於適應體育相關知能的需求

亦不同。未來辦理適應體育相關

研習時，可以兩階段培訓方式來

進行。第一階段透過分流，將不

同背景的教師分開進行研習，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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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同專業能力的教師訓練所缺

乏的能力；第二階段則將這些不

同背景但已接受過初階課程之教

師，以不同障礙類別的個案進行

個案研討或教案設計，藉此激發

更多的教材教案。

表1為目前體育教師與特殊

教育教師的養成課程與美國適應

體育國家標準比較，提出體育教

師與特殊教育教師各自可能需加

強的知能。對體育教師而言，他

們擁有運動行為以及運動科學的

相關知能，但可能缺乏對於身心

障礙者特質的了解以及對於身心

障礙者教材設計的相關知能，因

此，對於體育教師適應體育增能

研習，其課程內容建議以深化身

心障礙學生障別認知與教學相關

知能為主，除讓體育教師了解不

同障別的特質之外，亦能夠依據

不同障別的需求設計相關的適應

體育課程。對特教教師而言，他

們熟知各種障別的特質，也熟悉

不同障別所需的教材教法，只是

對於運動科學以及運動行為並不

了解，因此，對於特教教師的研

習則建議以融合式體育教學與體

育教材教法為主題，讓特教老師

表1  
特殊教育教師及體育教師具備及需加強之適應體育相關知能

教師 已具備的知能 擬加強之適應體育相關知能

特殊
教育
教師

1.了解各類特殊學生之特質與相關議題。
2.從事特殊教育學生的評量工作。
3.設計特殊教育課程與執行教學。
4.熟悉特殊教育學生所需的各種教學方式與
策略。

5.進行特殊教育相關資源整合與專業合作。
6.遵守專業倫理並具有敬業精神與態度。

1.了解各種體育運動專業技能分
析能力。

2.了解體育運動專業學科知識。
3.了解學校體育運動課程的規畫
與實施。

體育
教師

1.具有體育運動專業學科知識能力。
2.具有學校體育運動課程規畫實施能力。
3.具有體育運動專業技能示範及分析能力。
4.具有團隊合作及協調能力。
5.能遵守體育運動專業倫理。

1.了解各類特殊學生之特質。
2.了解特殊教育學生所需的各種
教學方式與策略。

3.了解特殊教育學生的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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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體育教學的內涵以及基本體

育教材教法，融入本身特殊教育

的知識，才能有效進行身心障礙

學生適應體育的教學。唯有加強

體育專長教師在身心障礙特質的

認識，並加強特殊教育教師和一

般教師動作機能與學習相關課

程，才能因應目前適應體育專長

教師缺乏的現況。

在第一階段補足不同背景

教師的專業知能之後，第二階段

可針對對於已具備初階適應體育

相關知能的教師，設計進階的相

關課程，讓特殊教育教師及體育

專長教師合流，利用其專長共同

設計適應體育教案，討論未來相

關議題。或可以建立溝通平台，

讓特殊教育教師及體育專長教師

各自提出教學上所遇到的難題，

透過個案討論或經驗分享的方

式，增進教師的教學技巧。

結語

由於體育教師與特殊教育

及一般教師的養成背景不同，因

此對於適應體育相關知能的需求

亦需要以不同的方式進行相關研

習，也建議未來辦理適應體育相

關研習時，可以兩階段教師培訓

的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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