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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正中  高雄市鼓山區龍華國民小學教師

劉文溪  高雄市前鎮區樂群國民小學校長

體育教學模組教師專業成長初探 

＞高雄市體育模組教學種子教師執行情形與
省思

前言

根據教育部最新的 1 0 3學年

度學校體育統計年報（教育部，

2017）的調查顯示，目前臺灣國民

小學教授體育課程的教師，約僅有

26%為體育相關系所畢業，即便放

寬標準，將取得體育相關系所8學

分、具有全國單項協會C級以上教

練證或是裁判證、具有體育署核發

之「體育專業證照」等，均納入體

育專業人員計算，也僅占目前體育

任課教師人數56%，勉強過半；在

目前強調專長授課、教學效能以及

學習效率的教育趨勢下，此情形無

疑令人感到訝異。

在李榮忠（2014）的研究中顯

示，體育課程由體育相關系所畢業

的專長教師進行授課，其教師專業

能力以及教學效能知覺都會比由非

體育專長教師進行授課來的好，而

且專業能力表現越好則教學效能知

覺越佳；要有良好優質的學校體育

課程，就必須仰賴受過體育教育專

業課程所養成的體育教師來成就

（掌慶維，2012）。所以，體育課

程教學不僅是一門學問，更是一項

專業。

基於上述情況，目前急需提升

非體育專長授課教師的教學知能。

然而，近幾年來並未見到相關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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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參加為期3天的教育部體育教

學模組種子教師培訓，研習中課程

包含低年級動作教育模組、低年級

球類教學模組、中年級球類教學模

組以及高年級球類教學模組，課程

涵蓋舞蹈、體操（表現型）；樂樂

棒球（跑分守備型）；手球、足球

（攻守入侵型）、排球（網牆型）

等等，收穫豐富。

二、執行情形

本市體育教學模組種子教師群

於培訓課程結束後，立即進行課程

分配，由李建樺老師執行足球（攻

守入侵型）6節試教、陳正中老師

執行樂樂棒球（跑分守備型）6節

試教、陳惠雯老師執行動作教育

（表現型）6節試教、蔡宗穆主任

執行排球（網牆型）6節試教，並

圖1 　陳惠雯老師進行低年級動作教育教學（圖片來源：陳惠雯）

單位針對此問題提出完整的處理方

案，雖然在縣市輔導團輔導小組精

進教學計畫中，可見到部分研習在

提升非體育專長教師增能，縣市教

育局體健科也偶爾辦理類似研習，

但未見到較具規模的解決方式與其

相關配套，是故，非體育專長授課

教師教學知能也未見有效提升。

為此，教育部委託臺灣師範大

學於民國105年辦理「105-106年度

體育教學模組教師認證計畫」，希

望透過前兩年研發的體育教學模組

為主軸，透過三步驟扎實嚴謹的認

證制度，培育種子教師，深入教學

第一線，協助引導縣市非體育專長

教師，認識體育課程的核心概念，

並協助非體育專長老師轉化核心素

養，提升體育教學知能，透過老師

與學員共創課程方式，給予非體育

專長教師最直接的回饋與協助。本

文將簡短說明高雄市國教輔導團成

員參與體育教學模組種子教師培訓

與執行情形，並將過程省思與未來

建議進行論述，期盼能對計畫賡續

執行能有所助益。

高雄市參與與執行情形

一、參與情形

高雄市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

國小輔導小組於105年12月，由領

域召集人劉文溪校長帶領專任輔導

員陳正中老師以及本市教育局國小

教育課支援教師陳素貞老師，參與

105-106年度體育教學模組教師認

證計畫說明會議，會中商定推派本

市體育專長教師前往參與種子教師

培訓課程。由國小教育科作為執行

單位，本市輔導團健體領域輔導小

組作為輔助執行單位，共同推動此

計畫。

106年2月6日，由劉文溪校長

帶領專任輔導員李建樺老師、陳

正中老師以及兼任輔導員陳惠雯老

師、蔡宗穆主任，前往南投縣明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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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學生將球傳給王牌區中的王牌球

員，對方球員就不可以進入王牌區

對王牌球員進行防守，此時王牌球

員就可以從容地運用老師所教授的

射門技巧進行射門，不但能提高得

分率，也能讓學生獲得成就感，增

加成功經驗，進而提升其參與活動

的意願。

此外，由於學生對於球的操

控技術仍處於初學狀態，教師可以

將球更換為低彈力球，以便於增加

對球的操控性，避免學生處在總是

圖2　學生進行手／足球戰術討論（圖片來源：李建樺）

邀請高雄師範大學鄭漢吾教授以及

中山大學羅凱暘教授擔任觀課、議

課教授，給予試教老師回饋，做為

接續執行本市體育教學模組教師認

證研習課程內容依據。

此外，本市國小教育科於5月

底接獲教育部體育教學模組教師認

證計畫公文，立即與本市健體領域

輔導小組研議，擬定本市推動計

畫，預定於106年度分區共辦理3場

本市體育教學模組教師認證研習，

以提升本市非體育專長教師教學知

能，增進學生學習成效。

省思

經由本市體育教學模組種子教

師群的規劃以及努力，種子教師教

學課程以及教授群的觀課議課均在

106年5月底前完成，針對此次計畫

課程執行過程與特色，其省思分述

如下數點：

一、課程素材鬆綁

國民小學體育課程本意在鼓

勵學生進行身體活動，引發學生樂

趣，進而養成終身運動習慣，培養

強健身心，所以運動技能的培養應

優先於專項運動技術的學習與養

成；換言之，以手球、巧固球與躲

避球為例，教學者應該引導學生探

索傳接球時肢體的動作協作，而非

機械式地要求學生鍛練專項的傳接

球技術，以使學生在學習其他項目

運動時能有效地進行學習遷移，此

舉也正符合即將實施的十二年國教

核心素養的精神。

爰此，現場實施教學時可以

思考打破運動項目藩籬，透過改變

運動器材、場地或是競賽規則，更

符合現階段學生運動技術與身體條

件，讓學生獲得更多活動的樂趣，

例如在進行足球競賽時，停球射門

對於學生而言是較為困難的技巧，

我們可以在球門前設置王牌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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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傳統的體育課程評量，

由於過度強調運動技能的習得，採

取單一的評量標準，往往忽略學生

學習起點與課程結束時的差異，或

是在評量標準之外的進步。例如籃

球課程評量，常見僅測驗30秒籃下

投籃或是一分鐘運球上籃，但是學

生如果在分隊比賽過程中，觀察到

對方弱點，並建議隊友針對對方弱

點制定戰術致勝，然而在測驗時表

現不佳，就無法取得好成績，但是

事實上，學生的觀察能力以及應用

能力都應該被稱許，也都是學習中

重要的部分，同樣也值得獲得良好

的測驗成績。

多元評量、過程與結果並重、

重視隊友間的溝通與討論，是體育

教學模組的實施特色之一，也逐漸

的讓學生體會團隊合作與思考溝通

在體育課程中，甚至於運動競技

裡，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未來方向與建議

高雄市國教輔導團健體領育國

小輔導小組參與計畫並推動迄今，

過程尚有仍待精進之處，展望未

來，以下僅提供數點意見，作為未

來繼續推動辦理的建議。

一、加強教師交流管道

正向的深度專業對談，才能

激盪出更多的火花與想法，面對諸

多教學現場困境，更能因為集體智

慧獲得較佳解決方案，在教授、種

子教師、非體育專長教師之間，建

議能多設立交流平台，例如通訊軟

體群組、研習工作坊、定期交流研

討等等方式，都能讓教授、種子教

師，以及非體育專長教師們更充分

的討論、交流與溝通，共同探討互

相成長。

而在這中間，種子教師扮演

了承上啟下的角色，種子教師必須

共同面對非體育專長教師的教學困

境，運用本身專業協助非體育專長

到遠處撿球的狀態。但需要注意的

是，即便老師變更了場地、規則與

器材，但是一旦學生專項技術熟練

度增加，教師仍應逐步取消變更，

漸次向正式競賽規則靠近。

二、課程研發由下而上

體育課程的教材基本上是由

專家學者針對學生不同身心發展階

段設計，但是往往囿於諸多限制，

無法順利實施，例如場地限制（沒

有足球場無法實施足球教學等）、

器材限制（校方並未購置樂樂棒球

相關器材而不能實施樂樂棒球教

學），或是其他限制（如班級學生

人數過少等等），又或是因為學生

不同的起點行為或是環境影響而另

行發展評量方式；教師可以針對學

校特色或視班級情形實施不同課程

的研發，無須因為上述限制而造成

課程實施困難。

雖然教師可以視情形進行教材

的更動或是置換，但是在實施的過

程，很容易因為教師發展課程的能

力與專業程度不足，無法契合課程

的核心概念，以上均應一併留意，

避免降低教學品質。

三、課程評量多元

傳統的體育課多半是老師演示

專項技術動作，安排學生練習隊形

與方式，緊接著實施分組競賽，競

賽時也多半聽從教師的戰術指導，

學生依賴老師的指示進行學習，其

中並無太多可供學生思考之處，久

而久之，學生就容易養成「體育競

賽不必思考的」錯誤概念，競賽過

程單純比較雙方體能成熟度以及技

術熟練度。事實上，高水準的體育

競賽，其精彩之處不僅在於令人感

到驚訝的體能水準的展現，更在於

競技雙方鬥智鬥力的過程以及出人

意表的戰略戰術實施。體育教學模

組的實施過程，強調透過競賽引發

學生採取觀察、分析討論、歸納以

及應用等能力的鍛練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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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近提供現場教學演示等協助，或

是以分區工作坊方式，協同教授與

種子教師定期巡迴交流，解決非體

育專長教師教學困境，並帶來新訊

息以供非體育專長教師參酌，作為

教學素材或是調整課程之用。

四、鼓勵進行相關研究

非體育專長教師授課問題存

在已久，但是目前國內相關研究缺

乏，有關非體育專長教師授課上最

大困擾、最迫切解決的問題、當前

最需要的協助方面甚或未來可能面

對的難關……諸如此類的相關議

題，直至目前還未發現國內學者有

進行調查研究。未能正視問題就無

法解決問題，非體育專長教師授課

問題既已存在，宜鼓勵研究者進行

相關研究，以發掘隱憂並提出解決

當前困境與未來隱憂的方案，給予

非體育專長教師最適切的協助，以

提升體育課程現場教學效能，有效

維護學生受教品質。

結語

雖然目前國小體育課專長授

課比例仍然偏低，但是近幾年來主

管機關仍持續不斷利用各種管道進

行教師教學能力的精進與提升。教

育部委託臺灣師範大學辦理「105-

106年度體育教學模組教師認證計

畫」，目的在希望精進國民小學第

一線體育課教學品質與效能，朝向

教育專業化精緻化的目標邁進。高

雄市國教輔導團健體領域輔導小組

成員在劉文溪校長帶領下有幸參與

體育教學模組種子教師培訓計畫，

在參與計畫過程，發現體育教學模

組課程具有「課程素材鬆綁」、

「課程研發由下而上」以及「課程

評量多元」等特色，並提出「加強

教師交流管道」、「提升非體育專

長教師學習意願」、「搭建有力支

持系統」以及「鼓勵進行相關研

究」等建議，作為計畫持續推動的

建議。

教師發現問題並解決困難。種子教

師的專業程度與對於輔導縣市老師

運用體育教學模組精進體育課程，

勢必扮演吃重角色。

二、提升非體育專長教師學習意願

高雄地區幅員遼闊，多數研習

均利用周三下午進行，然而有許多

非體育專長教師因為路程遙遠，難

以兼顧研習；此外，多數國小運動

團隊經常利用周三下午實施團隊訓

練，非體育專長教師被指定為運動

團隊指導老師機率甚高，無法抽身

與會，建議可多善用網路資源快速

流通與取得容易特性，搭建影音或

資料交流平台，提供有意願參與研

習的非體育專長教師突破空間時間

限制，取得需要資訊。

另外，由於相關配套措施未

臻完善，非體育專長教師取得體育

課程教學的資格限制門檻並不高，

甚至經常因為配課而需教授體育課

程，少數教師可能因為缺少強制

力，再加上其他困難而造成進修意

願不高，建議中央或縣市相關主管

單位能研擬配套措施，提升非體育

專長教師學習意願，鼓勵參與研習

以提高本身專業知能。

三、搭建有力支持系統

在種子教師實施教學過程發

現，體育教學模組教學過程強調學

生思考，是故逐步引導學生思辨判

斷，並進行觀察分析討論，成為體

育老師在教授身體活動技能之外的

另一項教學目標，而學生也經常因

為之前課程缺乏練習而不知如何思

考或表達，需要更仔細安排課程以

便引導；另外，由於課程素材鬆

綁，評量方式多元，若是教師專業

能力不足，非常容易造成教師不知

如何安排課程順序，徒增教學負

擔，影響教學效能。

基於上述情況，建議以縣市為

單位建立人才資料庫，提供非體育

專長教師便捷諮詢管道，必要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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