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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 

探討問題 
1. 促進教師職能交流與提升體育教學發展 

2. 提升體育教師教學技能 

執行成果 

（含過程） 

1. 社群的活動紀錄： 

(1) 體育運動教學座談會： 

本活動討論主題為疫情肆虐的情況下，體育課程如何因應在大規模的隔離情況 

下維持教學，因體育運動非常重視實做與師生互動的課程，在無法進行實際的 

，藉由操作演練下，將重點轉至運動科學、相關學科知識與運動賽事進行的課程內容

藉由線上學習的各種輔助工具達到師生間的教學互動，短期的線上學習能舒緩 

因疫情隔離導致無法授課的問題，但是在掌握與學習體育運動的操作技巧上還 

是無法經由線上授課達到效果，這也體現了體育運動的特殊性與不可取代性。 

在此次座談會中體育課授課教師也針對目前學生情況進行意見交流，針對學生 

上課的情況、對於體育課程的期待、教學期間發生的問題，一併在會議中進 

行討論，透過第一線教學人員反饋與經驗分享，成為未來在體育課程的設計與 

規劃相當重要的意見與資訊。 

(2) 體育運動交流座談： 

本活動主要是針對一般學生對於體育教學與競賽活動辦理的座談，多數學生接 

觸體育多半是因為體育課，所以要如何在常態性的課程中激發學生對於運動的 

參與自覺與刺激運動習慣的養成，一直是推動體育課程的重點，因此本活動邀 

請各系所擔任體育類職務的幹部，讓學生暢談他們對於課程與競賽活動的期望 

，並由體育中心的主管們進行回應，在接受學生的意見的同時也讓學生了解目 

前學校有關體育類課程與活動的發展方向、可以提供的資源與執行的困難度， 

直接回應學生所提出的問題，讓一般有意參與體育運動的學生了解有哪些資源 

可運用？有哪些活動可參與？有哪些單位可協助？過往行政單位與學生之間的 

互動有限，各自站在使用者與提供者的角度來看，對於課程與活動的期待也不 

盡相同，希望藉由此次座談活動能更了解彼此需求與立場，共同讓本校的體育 

運動發展更完善。 

(3) 體育競賽與組訓經驗交流： 

本活動對象為運動校隊之教練與學生進行的座談，著重在體育運動訓練與推廣

教育的議題探討。本校運動代表隊共計 23 隊，在有限的經費與資源中進行有效

的分配，因各運動項目差異性，訓練需求也各有不同，藉由此次座談，由培訓 (教

練或指導老師)、受訓 (學生)、行政單位三方針對彼此的需求、現實考量與發展

方向進行討論，座談主講人(同時也是行政主管)也以自身校隊與選手訓練經驗進

行分享，專業訓練的成果無法在短時間收效，但是除了競賽獲獎肯定外，藉著



校隊的運作亦有推動校內運動風氣與增加學生運動參與的功能，所以秉持著多

元發展的方向，學校一直努力地維持校隊的多樣性，而本校的運動代表隊隊數

與種類在大專院校中是算為數眾多的學校之一，雖然現階段校內資源上無法滿

足每一種運動項目的需求，但主講人表示在行政單位方面的支持除了提供固定

的運作經費，另外也協助各校隊對外申請計畫經費補助、舉辦運動推廣教育活

動…等作法，讓校隊的組訓能維持正常運作，在訓練使用場地上的也逐年編列

經費與預算進行改善，除了提供專業訓練外亦能吸引更多有意進行運動的人們

參與相關活動，達到推廣體育運動的目的。  

(4) 大型賽事籌畫經驗分享： 

本活動參與對象為本校單位與體育運動參與人員，學校除了承辦多次大專運動

會外，體育運動專長教師亦多次協助國際型賽事辦理的經驗，鑑於本校擁有優

質的運動場館兼之嘉義地區氣候穩定，利於辦理大型賽事，因此辦理此次活動

是希望整合本校各單位經驗，討論辦理相關活動的機會與合作，大型比賽活動

除了能為學校帶來實質收益外，亦可成為學校特色之一、推動體育運動風氣，

並可與相關產業結合與推動產學合作，發展體育運動產業鏈，所以借重主講人

協助定向越野亞錦賽在臺灣舉行的經驗，與體育中心辦理多次全國性比賽的整

合能力，為未來擘畫大型賽事在中正舉行的可能性進行討論與意見分享。 

(5) 壁球： 

本活動邀請運動競技學系教師進行壁球運動的教學與分享，在臺灣地區，擁有 

壁球場地學校並不多，雖然從事的人口並不如羽球的普及，但是此項運動兼具 

網球與羽球的運動特性，再加上室內運動場地不受氣候影響，從事運動的年齡 

非常廣，是非常值得推廣與終身學習的體育運動項目之一，而此次邀請程嘉彥 

老師進行教學，本身為退役的前羽球國手，在屆齡退休後依舊從事羽球選手的 

培養，個人積極參加各種羽球與網球的賽事，而在壁球運動的造詣亦是精深， 

此次活動除了讓參與人員能更加瞭解此項運動的內涵，也對於場地的維護與改 

善提供相關的意見，也更希望參與的老師將壁球項目納入體育課程中，引領更 

多人了解此參與壁球運動的樂趣。 

2. 與計畫書中所列之預期成效對應： 

(1) 藉由體育課程的進行，協助學生建立健康的生活型態，如：自我健康管理、運 

    動習慣建立與休閒規劃等。 

 (2) 創造良好的教學氛圍，以達到最佳的學習效果，並鼓勵學生積極參與運動，培 

     養終身運動習慣。 

 (3) 運用新興運動項目的研習，進行課程規劃開發，如運動防護、身體知能、健康 

       知能與休閒規劃等，以獲得最佳的學習效益。透過不同的交流座談，適時調整 

       教學方式，以符合授教需求。 

3. 研究結果（回應探討問題） 
本次計畫執行以座談型式進行體育教師、校隊教練、學生與教學協助人員間的交流

與對談，促進不同立場、族群(師生、行政人員)間的對話，對於體育課程、訓練與

體育場館的運用…等促進體育運動相關議題，進行意見交流、集思廣益與尋求解決

方案，此次規畫活動時亦增加本校學生在體育運動議題的參與度，聆聽學生方對於

體育運動的想法與期待，在未來相關措施或課程的推行能更貼近使用者的需求。針

對體育教師與教學協助人員則著重於特色運動教學，增進教學人員對於不同運動項

目的掌握度與了解度，豐富體育教學內容，培養學生多元的運動能力。 



其他相關 

說明 

 

附件 無 

※申請人應於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繳交成果報告教學發展中心，篇幅以 A4 三頁為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