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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珮瑜  高雄市田寮國民中學學務組長

體育教師的「存」與「在」

置身教學現場 

前言

讓 我 們 試 著 在 腦 海 中 想

像，這樣的景象在我們的教學現

場正在上演：

景象一：上課鐘聲響起，鐘聲回

盪 在 校 園 內 靜 止 大 約 過10

分鐘後

A君體育教師緩緩的從體育

組走出來，隨著步伐邁開，其眼

睛早已掃射集合完畢的學生，此

時他直指康樂股長問道： 「康樂

股長，你們暖身操做完了嗎？」

短短的字句當中，透露著一些訊

息，其實底下有些男同學早按耐

不住情緒，急著想打球，而部分

的女同學已顯得興意闌珊；學生

們似乎非常機靈，知道老師腦海

中的想法，就等著老師開口下達

「自行運用」的口令，好讓班上

能夠組隊打球……

景象二：讓我們將場景轉換到校

園的某個角落

B君體育教師早已經知道學

生的想法，步出辦公室後，直接

開口向全班同學問道：「同學，

你們今天想打什麼球？」一開

口，便獲得許多同學的回應，有

些人說排球、有些人說籃球，然

而，有些同學是不願意表達出意

見的。在大家七嘴八舌後，突

然有一群同學舉手向老師提出

訴求：「老師，我們想要打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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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體育教師看學生們心意已

決，採取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程

序，很快的決定這節課程的主

題：籃球……

對上述所描繪的景象，我

們會有些感官衝擊後的情緒，或

者是想要駁斥的念頭，甚或是想

要漫罵的衝動，但這樣子的景象

卻實實在在的反映在我們的教學

現場。在筆者短短的教學歷程

中，這些對話、景象是不斷重複

且持續困擾著；而且這些現象在

筆者眼裡看來卻是警醒著我們需

要更急迫的思考要如何使「體育

課」在學生心中建立價值，而不

再只是單純的因為體育課是學校

課程中唯一一、兩節能夠走出教

室的課程。本文內容將以筆者身

為體育工作者的經驗角度出發，

從體育課程逐漸呈現活動單一性

的內容，過渡到體育刻板印象，

一同來思索學校體育課程的功能

與價值性。

老師，你「偏食」了嗎？

教育部例行針對所屬各級

學校以問卷方式進行運動參與之

調查報告，其統計向度中包含學

生最愛的運動種類類型，數據整

體顯現出，不論國小、國中、高

中甚至到大學階段，球類運動類

型皆是學生喜愛的運動項目，均

占一半以上。正處青春熱血奔騰

的國中階段之青年學子，對於球

類運動類型的喜愛就占了近六

成，這似乎也意味著學生對於體

育課程是具有「期待」的。

在實際的教學現場，我們

不免會聽到某些運動技能較佳的

男同學私底下跟老師們央求是否

可以留一點時間讓他們「打打

球」。雖然，自九年一貫課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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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到十二年國民教育之際，體育

課程皆是透過校內體育課程委員

會自訂以達自主之精神，但上述

的現象其實仍普遍存在體育課程

教學當中：學生只想打球，不想

上體育課；只想玩他所要玩的，

並非喜歡體育教師按照課程進度

上課。而提出請求的原因排除學

生個人因素之外，我們所看到的

可能是一種更加嚴重的問題，其

正反映著體育課程已面臨著「營

養不良」的危險。

如同人的飲食，蛋、豆、

魚、肉、蔬菜與水果和五穀根莖

類等每樣均不能少，如果「偏

食」就會影響成長發育並帶來許

多負面的影響。今日十二年國民

教育，其理念延續九年一貫課

程，而九年一貫課程的精神即希

冀透過課程綱要的擬定替代課程

的標準，除賦予教師更多自主設

計課程的空間之外，也期望教師

能夠顧及全面性的學習，而非單

單限定於某項單元或者內容。以

健康與體育領域來說，核心素養

的養成成為十二年國民教育的課

程主軸，以成就每一位孩子為願

景，以「全人教育」作為理念。

我們都知道若體育課程的設計若

仍持續在枯燥、乏味的技能訓

練，會遏止了許多孩子投入體育

課程的熱忱，但是，換個角度來

思考，如果體育教師在設計課程

的時候皆是以「學生所喜愛的球

類類型課程」或者甚至是以體育

教師自己的專長來設計體育課

程，那是否會影響更多學生培養

愛好運動的黃金階段？

反轉體育刻／課

問學生最喜歡的課是哪一

堂？「體育課」一定榜上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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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體育署的統計數據，國中小

學生喜歡上體育課的比率很高，

國小有七成五，國中有六成六。

然而，當我們進一步再問學生：

「你為什麼會喜歡上體育課？是

因為體育課很有趣嗎？還是因為

一周當中只有這幾節課程是到教

室外的？」被問到的學生聽到後

面這段話時，停頓了一下想了

二、三秒，點了下頭。過去「一

個哨子，兩顆球」年代的體育課

程印象，似乎已經隨著教育政策

逐漸扭轉過來。然而，上述的問

答仍表露出體育課程在國內存在

的處境。在實際現場我們所面臨

到的是，在臺灣的升學制度之

下，父母、學校師長對學生「學

業成就」的要求態度，學生將此

一追求學業成績的價值觀內化。

國內體育課程雖然編制在學校正

規課程內，但是由於文化的差異

以及許多家長的傳統觀念，雖然

未表現出體育課程不重要，卻在

升學主義或考試競爭的氛圍之

下，視體育課程為影響甚至干擾

學業表現的課程。此時此刻，體

育工作者們更需要一個有利的證

據來說明藉由「運動」更能創造

「佳績」，無奈卻始終無法拿出

有力的論點來支持我們的說法。

直到 2 0 0 9年，美國哈佛

醫學院精神科約翰瑞提（ John 

Ratey）醫師，以及艾瑞克海格

曼（Eric Hagerman）共同撰寫

《運動改造大腦：EQ和 IQ大進

步的關鍵（Spark: The Revolution-

ary New Science of Exercise and the 

Brain）》一書，改變大眾的舊

有看法。其書內容以近年學界最

新的腦科學研究為主體，將生硬

難懂的科學術語轉以深入淺出的

方式提供給予社會大眾，使得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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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瞭解運動如何影響大腦的最前

沿知識。國內外也有越來越多的

研究企圖詮釋運動如何影響認知

功能的可能性、如何誘發正向的

情緒以及發展適應環境的能力

（季力康等，2011）。在認知部

分，以科學的角度出發，說明運

動改善學習可能機轉與提升正腎

上腺素（norepinephrine）存在著

相當大的關連性，因為該物質能

增進專注力，促使學生在學習

效率上的提升（陳豐慈、張育

愷，2015）；此外，透過運動也

能改善情緒，董氏基金會在2011

年針對臺灣五都（臺北市、新北

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

之國、高中職學生進行運動狀

況、壓力源與憂鬱情緒的相關性

調查，結果發現有17.3%的受訪

學生總是、經常因情緒不佳而運

動，而這群學生有84.2%表示運

動過後心情變好；另外，美國

Harrison Clarke博士認為有健康適

能的個體更有能力發展適應環境

的能力，其在1960年代曾下過一

個結論：「健康適能是有能力去

持續、忍受、抵抗壓力，堅定的

面對困境；相反的，缺乏健康適

能者普通用力便覺得疲勞，沒有

精力面對日常活動，在需要體力

時突然覺得精疲力竭。」多數的

證據在在顯示出「運動」的重要

性和其帶來的好處。

反思與回應

隨著社會科技、知識的進

步，雖然得以讓大眾對於運動所

能帶來的重要性與好處有了一個

更加清楚的輪廓，但為什麼到了

實際的教學現場，「體育課」仍

處在一個十分兩難的處境？其所

引發的效應也使得體育工作者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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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礙難行。我們是要順應學校學

生的喜好發展一系列的課程，亦

或是僅能將體育活動安插在學校

行事曆的存餘處，甚至，有一個

課題更是值得我們反省：身為體

育工作者，該如何設計符合學生

喜好，並同時具備學習效果並落

實全人教育理念的體育課程設

計？我們是否能促使學生體認到

運動的重要性及其好處？

筆者認為體育課是一門除

了教導學生運動技巧之外，更能

促進學生在情意方面與知能上有

所突破的重要課程，透過體育課

程的引導更有助於學生發展適應

家庭與社會環境的能力，因為透

過運動場上不同情境進行體育教

學，將會激發優質的身體活動表

現及正向行為。另一方面，體育

教師也能藉由新的思維重新審視

教學活動並積極營造良好的學習

氣氛，更完善的利用設備器材創

造優質學習環境，激發學生學習

成效、表現自信，以及成就自我

的動力。

雖然長久以來，我國在推

展政策時常常強調五育的重要

性，實質卻是忽略體育的重要

性，近期亦因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免試入學、特色招生鬧得沸沸

揚揚，社會大眾聚焦的觀點大多

放置在升學制度上，逐漸模糊焦

點，不過也正因如此，才更凸顯

體育工作者轉變的重要性。因

為，體育教育是一種實踐的教育

信念，我們都是藉由自己的身體

與經驗碰撞之下的個體，成為體

育教育的推手我們責無旁貸。最

後，就讓我們隨著自身的教育信

念，打破舊有思維，實現「自

發」、「互動」及「共好」的理

念（教育部，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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