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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專業認同是教師專業的重要核心，提供教師建構及行動與理解其工作的架

構，更重要的是教師專業認同並非固定或強加在教師身上，而是透過外在因素與

自身教學經驗的協商，由經驗所構成（Sachs, 2005）。Kelchtermans（2000）認為

教師是一種高度自我涉入的職業，教師的專業認同就是教師個人對自己身為教師

的概念，是教師知覺工作情境，賦予意義並採取行動的核心。體育教師的專業認

同有其特殊性，有別於其他學科的教師專業認同，其中包含「教師專業認同」與

「體育專業認同」。傳統上大多數體育教師均以體育專業認同中體育知識與動作

技能作為專業認同的主要核心，在反思過往生命經驗時，皆以身體健康和各種運

動技能作為教師專業的主體（Thorburn, 2014）。然而體育教師的專業認同會隨時

間的推移，在個人、社會文化、環境間進行來回擺盪，呈現一個動態性歷程 

（Gonzalez & Fernandez, 2018）。學者 Dowling（2011）指出體育領域已累積一定

數量與專業認同有關之基礎研究，研究主題方面則涉及體育教師本身的生涯與專

業發展，並著重教師本身與學校脈絡及社會文化間的互動關係，筆者綜合相關文

獻，從以下三個面向進行其影響因素之探討：(1)個人經驗與專業認同發展的關

係。(2)職前與在職訓練對專業認同發展的影響。(3)特定社會與文化議題對體育

教師專業認同的影響。 

二、影響專業認同之因素 

(一) 個人經驗 

教師專業認同是在社會中建構的，成為一個怎樣的教師，受到人格特質與生

命經驗的影響（Cooper & Olson, 1996）。體育教師的個人特質與獨特風格會影響

其課堂行為，甚至左右教師對教學知識的選擇，舉例來說：正向、熱忱的教師在

課堂中所展現出的氛圍是讓學生在正向快樂環境中參與體育；以教師為中心的教

師在課堂中所展現的氛圍是注重紀律與技能訓練。教師所展現出的個人認同與專

業認同之間有關聯，個人特質與風格會影響教師自我，也就是教師的專業認同。

不同特質與風格的體育教師在其課堂中展現出的樣貌即是對於身為體育教師的

自我圖像，會因迥異的個體而異。Knowles（1992）認為影響教師所形成的教師

意象與其早年經驗有關，包含父母親的教育、學校的學習經驗、學生時代與教師

相處的經驗，及欣賞的模範教師角色。體育教師會因過往運動經驗的好壞影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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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認同感，當自身運動經驗是美好的，對於自我信心與認同感會提高，進而表

現在其教學實務上。反之，過往的運動學習經驗是負向的，對其身為體育教師的

專業會產生懷疑。求學時期的教師或教練的教學樣貌與模範會影響體育教師對專

業的看法與認同，這些個人成長經驗在早年時期就已深植在教師心中，無形中持

續影響教師的專業認同，進而表現在各自的工作實務上，教師透過反思其生命經

驗可重新看待自己，重塑其專業認同。 

(二) 職前與在職訓練 

職前體育教師的職業認同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這段期間對自我專業認同度

高，相對的會表現出較積極的行為與態度。體育教師在職前的自我是師資生與師

資培育者的社會情境中共同建構而來，除了專業知識的培育外，重要他人（如師

資培育者、教練、實習輔導教師）對其專業認同的影響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教

學實習是學生過渡到教師很重要的學習階段，也是重塑其專業認同的階段，體育

教師在此階段所受的訓練為專業奠定了深厚的基礎，除了專業訓練外，實際的教

學行動能讓師資生在未來擔任教師時對其自我教師的概念有更強的意識。黃靖蓉

（2006）研究指出實習教師不再是被動的接受者，而必須帶著主動反思探索教師

專業的意識，可助長教師專業認同的發展。 

體育教師生涯中長達數十年在不同情境下面對學生所帶來的挑戰，短短數年

的師資培訓及專業運動訓練，要面對快速的環境變化，專業知能顯然是不夠的。

進入在職階段的體育教師，如能持續性的在職進修並學習，將會產生正向的專業

認同（Keay, 2006），有助於對擔任教職專業認同度的提高。社會環境不斷在變動，

十二年國教課改亦如火如荼推動，其衝擊教師的專業認同，使現場體育教師對其

專業產生混沌。針對素養導向教學概念的推動，有教師透過專業進修與參與研習

來克服其專業認同的困惑與懷疑；亦有教師秉持原先的教學理念。教師專業認同

是在社會脈絡中建構，但只有社會需求不足以改變教師的專業認同，必須是教師

自己本身具能動性，能在與社會環境的互動中形塑認同，在身為教師的生涯中找

到意義，教師的專業認同才得以再建構（Vähäsantanen & Eteläpelto, 2011）。 

(三) 特定社會與文化議題 

體育教師有別於一般學科，需較多的技能與身體展現，因此，過往會以體育

教師屬於男性職務而存有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於女性形象與體育教師形象不符

衝擊其專業認同。現今講求性別平等及價值觀念的轉變，體育教師所表現出的專

業不只是身體展現，性別不再是此學習領域重要的影響因素，這與體育教師對自

我身份及專業認同沒有相關。體育教師對其專業的認同在於運動熱忱、訓練與教

學、運動知識與技能等。此外，體育在學科中長期受到忽略，導致在主流學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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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邊緣化地位，而傳統社會對體育「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刻板印象，影響

體育教師的工作與角色定位（Sparkes, 1991）。在過往隨意借用體育課是常態，

顯現出體育的不被重視。然而隨著社會變遷，體育漸漸受到重視，強調其專業性

並透過輔導團、各種增能研習、工作坊等計畫來促進專業社群的對話，體育教師

對其自身的專業認同與定位也受到環境與他人影響而漸漸提升。 

三、專業認同強化策略 

教師專業認同影響因素多元且複雜，教師在面對教學環境變遷過程中，其專

業認同深受過往個人經驗、求學經歷、學校及社會環境與政策改革等的影響。筆

者綜合相關文獻探討完專業認同影響之因素後提出幾點有助提升體育教師專業

認同的具體作為如下： 

1. 好的體育課程學習經驗與好的運動經驗 

體育教師的專業認同深受過往運動經驗影響，好的體育課程學習經驗與好的

運動經驗會提升自信心與獲得成就感，個人美好的運動經驗可以強化體育教師的

專業認同。例如：體育教師學生時期的體育課程學習經驗中，是在正向環境下習

得運動相關知識、技能，這樣的學習經驗會提升自我信心與成就感進而提升對體

育的認同。對於體育教師來說，學習歷程中具備完善且良好的學習機會與經驗及

擁有優異的運動表現能強化體育教師的專業認同。因應教學現場多元化的授課運

動類別，參與多元的運動以培養並提升多面向的運動能力與知能，在運動參與過

程中累積更多好的運動經驗以強化自我專業認同；體育教師亦能透過持續參加比

賽，累積實戰經驗、提升對自我的肯定與成就感來強化自我專業認同。 

2. 優質的師培課程與嚴謹的實習輔導教師 

師資培育階段是重塑體育教師專業認同的階段，此階段的課程設計要與時俱

進，不斷調整為適合體育師資生的課程，透過扎實且嚴格的課程進行職前培訓，

體育教師才能在進入職場後快速適應、接受並認同體育教師的專業。重視教學實

踐課程，使師資生能慢慢瞭解體育教師的專業形象及專業塑造的歷程，並在教學

實踐課程中建立師資生的主體性，透過主動的個人反思強化未來體育教師能有高

度的專業認同。實習時輔導教師的用心及有系統的帶領，可以使實習教師擁有正

向的師培學習經驗及專業知識與能力，更有信心與動機去成為一名專業的體育教

師；而實習輔導教師的教學方法、信念與態度積極且正向，能成為實習教師的楷

模教師，強化其對體育教師的專業認同，對往後身為一位體育教師的專業認同有

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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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持續進修與多元能力發展 

體育教師透過持續的進修、參加研習、加入專業學習社群、培養多元能力的

方式，可以更迅速適應環境變遷與面對課程改革。透過進修來瞭解最新課綱內容

並加以吸收轉化成符合課綱與自身所認同的教學理念，有助於克服課程改革對教

師專業認同所帶來的衝擊，並強化自我的專業認同。體育教師在持續進修的同

時，可以以滾雪球方式招攬更多不同特質與優點的教師一起在體育領域中努力與

成長，使整體體育教師的專業得以提升，改變社會大眾對體育教師地位的看法，

強化體育教師的專業認同。透過多元能力的培養與發展，體育教師能在強調跨領

域的課程改革中如魚得水，使得學生在體育課程中具有更多元的學習，強化對自

我的專業認同。 

四、結語 

影響體育教師專業認同的因素複雜多元，舉凡個人信念與能力、教育政策、

師培體制、社會文化價值觀體系、環境、他人、教師的能動性等都是影響其認同

的因素。期透過以體育教師為主的專業認同影響因素之探討讓教師的主體被看見

及被重視。體育教師的專業認同是處於多樣專業脈絡下與他者互動下不斷形塑與

再形塑的變動關係。其運動經驗、學習歷程、教育觀點及發展不斷影響其專業認

同。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推行，現場體育教師對課改的接受度難免會影響體育教

師的教學與新課綱的推行，因此，探討體育教師問題的全貌，瞭解其在課改下的

專業認同、影響與因應，進而尋求課綱推動的配套措施，應有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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