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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體育班導師班級經營困境之淺見 
董建甫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育行政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我國選手在今年 2020 東奧賽事表現甚佳，掀起大眾對於體育運動關心與重

視之熱潮。這些傑出的選手不乏從小就讀體育班，透過專業的訓練紮根，而一路

邁向奧運奪牌之路。 

國小體育班於民國 102 年 4 月 24 日依據法源《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

立辦法》（2013）而設立，根據《108 學年度學校體育統計年報》的資料顯示，全

臺目前國小體育班級數共有 399 班（教育部體育署，2021），國小教師接任體育

班導師的問題值得關注。 

普羅大眾對體育班學生多少持有特定的負面刻板印象，不外乎「頭腦簡單、

四肢發達」、「活潑好動會影響班級秩序」，這些潛在的負向價值觀不只影響體育

班學生本身，甚至影響普通班導師接任體育班之意願，造成導師班級經營之困擾。

根據 Yopyk 與 Prentice（2005）針對學生運動員之研究表示，和普通班學生相比，

體育班學生的自尊心較低，在具有挑戰性的數學考試中也表現得較差。因此，體

育班導師在班級經營實施上，須透過轉化和調整策略，摸索出一套獨特的班級經

營方針。 

研究者本身在市區的國小體育班擔任導師一職，從普通班導師轉任體育班導

師的歷程，確實有較長的陣痛期。本篇文章將透過研究者自身經驗，與臺中市彩

虹國小（化名）、雲朵國小（化名）擔任過體育班導師之小維老師（化名）、小兵

老師（化名）以及小雨老師（化名）進行訪談，淺談國小體育班導師班級經營困

境。 

二、國小體育班導師的班級經營甘苦談 

在校長及同事的建議與推薦下，研究者去年承接了體育班導師一職，在開學

前的暑假，陸續有家長致電，像打預防針一樣，提前告知導師學生選擇就讀體育

班的原因，以及之前有哪些「精采」的事蹟，希望老師多包涵、多教導。開學的

第一個月，研究者極度不適應，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每個學生都非常活潑，有消

耗不完的精力，班級秩序的掌握成為研究者在班級經營上的一大挑戰。 

普遍來說，班級導師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有效地進行班級經營，且關鍵之處

是與學生間關係的建立（Marzano & Marzano, 2003）。班級是一個開放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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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班級運作的各項因素，不但包括教室內的人、事、物及其所處的時空環境，

也包括教室外的學校、家庭、社區等（張民杰，2011）。因此，班級經營涵蓋的

層面不只在教室內，老師與學生之間、學生與學生之間、老師與家長之間，都是

班級經營的範圍。然而體育班導師比起普通班老師，更多了一層與教練之間巧妙

的關係。 

以下將以研究者與三位體育班導師的訪談記錄，以及研究者自身經驗，淺談

國小體育班導師班級經營所面臨困境之兩大層面： 

(一) 體育班班級經營外部影響因素 

1. 教練的期待：付出更多的時間與練習才能在比賽拿到好成績 

因為體育班的排課關係，彈性課程時間多為專業訓練時間，學校有些精彩的

宣講或校外補充活動，也經常安排在彈性課程計畫中，導師必須與教練協調是否

讓孩子參與，這部分可能會讓導師為難。 

譬如說教練希望，他們有時候快比賽了，教練就會說老師，你放假好了！補

休時間直接我們來看，那我們就是全部都練球，老師就先休息這樣子。(訪

T03210812)1 

有些教練強制早修也要加強專業訓練，會讓班上不定時呈現學生不在教室內

的現象，導師難以進行班級課業輔導或基本班級經營事務，影響教學正常化。 

2. 家長的期待：我的孩子能受到最好的照顧並在賽事上嶄露頭角 

家長部分，多數家長希望孩子能在比賽脫穎而出，有時會對於導師、教練的

教學或訓練指手畫腳，進而影響導師班級經營。 

家長之間在訓練方面來講，對於教練的訓練方式有些贊同、有些不贊同的，

他們之間會有一些摩擦，這個摩擦有時候會傳到我耳裡或者是直接在我面前

要求我去跟教練講什麼，這個對我來講是很困擾的。(訪 T01210605)2 

家長之間潛存的比較心態，也是導師在班級經營上備感壓力的部分。另外，

學生時常外出比賽，到外縣市甚至是出國的情況下，家長在意及關心的部分更是

仔細，也令老師感到困擾。 

體育班它其實不是只有處理班級內事務，會衍生很多其他事情，那家長第一

個一定是找導師啊！加上我們教練是相對比較權威的角色，所以說一些細小

                                                

1 研究者訪談，小雨老師，視訊訪談，2021 年 8 月 12 日 
2 研究者訪談，小維老師，視訊訪談，2021 年 6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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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小到譬如說比賽前的補給品、點心，我們住宿的房間、價格，甚至

是濕度，小孩會不會過敏？家長全部都會找導師。(訪 T03210812) 

3. 社會價值觀：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社會對於運動員的負向價值觀根深蒂固，間接造成學生自尊心調適困擾，甚

至影響課業表現，體育班導師必須努力破除這樣的負面評價。 

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會被其他的普通班或是其他的家長說，哦！體育班就是不

會讀書！因為刻板印象就是，通常會去讀體育班的小孩就是那種不愛讀書的

小孩，但其實不是這樣的。爸爸媽媽其實也都滿在意，就是讀書、功課這一

塊的。(訪 T03210812) 

這些價值觀不只在普羅大眾言談間可見，在一些老師身上不乏有因為害怕體

育班的「班風」而不敢接任體育班導師的狀況。 

體育班老師基本上會花很多時間，所以說很多學校，體育班都是「屎缺」這

是真的，很多老師不敢接也不想接。(訪 T01210605) 

(二) 體育班班級經營內部影響因素 

1. 學生人際關係：成者為王，敗者為寇 

體育班學生常見的特質之一，「成敗論英雄」，推測是社會普遍對體育運動之

刻板價值觀以及運動員長久的階級制度使然。特別是「學長學弟制」在運動員身

上屢見不鮮，造成的影響長久深遠。正向來說，學長傳遞經驗給學弟，學弟虛心

請教獲得進步。但在負面的情況下，學長若仗勢欺人，學弟不懂得尊重，霸凌行

為便可能產生。據研究顯示，體育班學生比普通班有較低的霸凌行為認知，使得

體育班容易默許霸凌行為，甚至不以為然，霸凌行為在體育班確實容易發生（蕭

少禾，2017）。 

霸凌這件事情，因為隊上來講真的『弱肉強食』。就是好的選手，不管是課

業還是球技，就容易變成強者，然後就有些小朋友會看那些強者覺得囂張什

麼的，所以說霸凌這種情況我覺得在體育班來講可能會比普通班會比較多。

(訪 T01210605) 

然而這樣高能力者看不起低能力者的狀況，若從比賽場上帶回教室內，導師

得費心處理，小維老師說：「有時學生會因為比賽而導致班上誰跟誰比較不好，

或是誰表現比較不好但教練比較看重他，會心生嫌隙，導致一些言語上的攻擊行

為。(訪 T01210605)」小雨老師也表示：「因為他們的隊友，就是他們的同學，所

以當你在球場上沒表現好，或者是你練習的時候可能常出錯，就會導致你在班上

人緣不好，我覺得這是比較困擾的地方。」甚至會占用導師授課時間，「像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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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彈性時間，我覺得我需要花很多時間去處理他們，就是跟球隊或者是跟體

育有關的事情。(訪 T03210812)」，研究者所訪問的三位體育班導師皆對於學生

將運動場上的人際及情緒問題帶回教室而感到困擾。 

2. 教學進度困擾：不同於普通班的課程進度調整 

體育班導師在教學層面遇到巨大的挑戰之一便是因應「比賽時間」而必須調

整課程進度，令導師感到進度壓力。 

有時候會很突然，就是說剛回來怎麼下個禮拜又要去？本來下禮拜才準備要

幫你補課，結果下禮拜又不在。這種很難，我覺得很痛苦……。回來才一兩

天啊，在教室椅子還沒有坐熱，就要出去了……。(訪 T02210810)3 

為了收拾他們比賽回來的情緒也常影響老師正課教學進度。小兵老師談到：

「回來也是都在聊比賽，還要收拾他們的心情。把他的靈魂從球場拉回來這

樣……常常回來在上課還在談說，喔！那個什麼學校、那個誰怎麼樣，啊！要是

那一球有接起來我們就怎麼樣？事後諸葛這樣。(訪 T02210810)」小雨老師也提

到曾經發生比賽回來後，學生常規表現浮躁，教練卻為了獎勵學生，間接造成老

師上課進度困擾的狀況：「對於我在上課來說當然會比較困擾，可是教練就想獎

勵他們，所以他就訂飲料請孩子喝……我會覺得他們沒有表現得很好，啊你現在

給他們喝飲料，孩子們就不會覺得自己表現不好。(訪 T03210812)」這同時也是

外部困擾之教練部分。 

三、結論與建議 

總結以上，研究者提出以下結論： 

(一) 家長與教練及社會價值觀影響體育班導師的班級經營 

體育班家長彼此緊密程度比普通班高，家長凝聚力更大時，有時是導師的助

力，也可能變成班經的阻力；導師與教練期待立場易對立，影響孩子對於導師、

教練之認同感，成為班級經營上的困擾。社會負面刻板印象也影響體育班導師的

班級經營。 

(二) 學生人際問題常成為體育班導師的班級經營困境 

學生從運動場上、比賽上的負面情緒常帶回教室，影響老師授課進度，導師

                                                

3 研究者訪談，小兵老師，視訊訪談，2021 年 6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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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花更多時間排解情緒困擾、解決糾紛問題。另外導師須時時刻刻保持對霸凌事

件的敏感度，必要時給予體育班學生適當的輔導措施。 

(三) 教學進度的干擾造成體育班導師班級經營困難 

各體育賽事時間不定，以及比賽地點距離不同，使得比賽期程難以確實掌握，

導師及科任老師在授課進度上面臨極大的挑戰。 

給予體育班導師的班級經營策略提出以下建議： 

(一) 溝通暢通：與教練及家長營造良好的溝通管道 

在教練部分，導師與教練保持良好的關係，接近期中考或接近比賽時，導師

與教練要彼此體諒想給學生更多學習機會的需求；在家長部分，透過班親會、班

級群組等，善用溝通技巧，讓家長能信服導師專業班級經營能力。 

(二) 積極輔導：善用轉化領導技巧對學生個別關懷 

導師從旁關懷學生心理狀態，賽前給予激勵；在賽後給予肯定，特別是對受

挫學生安慰與鼓勵，透過情感的建立，讓學生能認同導師（方筱雯，2019）。通

常教練相對導師是較權威的角色，導師若能成為溫暖的角色，對學生的全人教育

能夠相輔相成。 

(三) 教學轉化：落實差異化教學掌握學生學習狀況 

導師對於學生個別學習狀況應有所掌握，可透過科技平台輔助的方式進行補

救教學，針對個別需求給予不同的教學方法，使孩子被切割的教學時間、學習進

度能得到妥善的加強及輔導。另也期盼教育部能重視比賽時間影響教學正常化之

議題。 

最後，研究者認為體育班導師一職，比普通班導師須花費更多的心力去適應

與經營，但是一旦班級經營鞏固並穩定發展，學生的進步與發揮是會讓你意想不

到且感到驕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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