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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COVID-19 所引起的疫情，造成了社會的動盪及大學生對自身健康狀況的關

注，大學生是國家未來的生力軍，如何在大學的培養教育中，培養學生生活技能

是重要課程目標（林進材，2021）生活技能係個人能有效面對日常生活的能力，

運動是學習生活技能重要平臺（教育部，2023）養成學生的運動習慣能力和提升

自我健康狀態是大學體育課程重要的教學目標。有鑑於此，本文以科技大學體育

課程實施現況、困境與因應策略為評析主題，探討現在科大運動課程的現況、困

境與因應策略之方向，提出未來運動課程思維的處方性建議與參考。 

二、科技大學體育運動課程實施現況與困境分析 

(一) 科技大學體育運動課程實施現況 

在臺灣科技大學體育運動課程的實施現況，相對的多元化，學生可以從中學

習到基本的運動知識和技能，同時也有機會透過社團或專業組隊，參與各項的體

育競賽和專業運動科學領域的學習和發展。在一般科技大學體育課程實施的現

況，學生選課方式，大致可分為幾個方面去選擇： 

1. 必修體育課程 

大多數臺灣大學都有設置必修的體育課程，一般以一到三學分不等的方式去

作為學生學習運動課程的參考，學生必須修習一定的體育學分才能畢業。這些課

程包括體育概論、有氧運動、球類運動、水上活動、田徑項目等，旨在提高學生

的體能訓練和健康，讓學生透過體育運動課程的選修，達到跨領域的學習，並藉

由運動達到團隊合作的多元訓練和毅力的培養，進而釋放課業上學習的壓力。 

2. 選修體育課程 

許多大學會將體育課程歸類為選修體育課程，讓學生可以自由選擇自己喜歡

的運動項目去修課。這些運動課程包括有多元性的選擇方式，包括球類運動、田

徑運動、有氧瑜伽、健身舞蹈、街舞、健美、跆拳道等，這些運動課程，可以讓

學生有多元的選擇權，讓其修課之餘仍能有享受運動的樂趣。 

3. 競技體育課程 

許多大學也積極推動競技體育社團，組織各種校內、校際比賽，提高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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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技水平和團隊協作精神。有些大學甚至有專門的體育績優生招生計劃，為優秀

的運動員提供優惠的錄取政策，帶動學校運動的風氣及學校向心力的精神。 

4. 運動科學專業課程 

臺灣的大學也開設了運動科學相關的專業課程，如運動醫學、運動生理學、

運動心理學、運動管理等。這些課程旨在培養專業的運動醫護人員、運動教練、

運動管理人員等。 

(二) 科技大學體育運動課程實施困境 

1. 學科與體育課的抉擇戰 

一般大學體育運動課程，有必修和選修之分，一般科大學生，在學科表現上，

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和精力去面對課業，面臨著各種學業壓力，包括報告、考試、

論文等，因此很難分配時間參與運動，尤其是在忙碌的學期中。又加上有些學生

必須面對生活的壓力，需打工賺取生活費，在這雙重的困境中，學生會犧牲體育

課程的選擇，認為運動自己運動，跑一跑、跳一跳就好，或是選擇去健身房運動，

相對的這些行為就對體育課程的選課及參與情況產生影響。 

2. 運動課程內容單一 

一般科大學生認為，科大體育課程的內容過於單一，學生對實際操作的動機

較弱，認為運動課程缺乏趣味性和創新性，對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興趣造成了一定

的影響，課程內容與學生的需求、課程難易度問題、.課程內容的深度與廣度及課

程內容的創新性問題，都是造成科大體育運動課程的困境。 

3. 學校設施和器材不足 

科技大學的體育設施和器材，一般因為學校經費的限制，經常無法提供較新

穎的運動設備，造成運動器材不夠完善，對學生的運動體驗和安全造成了影響，

這也是最大的困境原因。 

4. 缺乏專業教練 

一些學生反映，科技大學體育課程缺乏專業的運動教練協助，對學生的運動

技能和健康造成影響，學生運動興趣的引導不佳，也造成了科大體育運動的困境。 

5. 缺乏運動資源投入 

一般科技大學缺乏足夠的運動資源投入，難以提供多樣化和專業化的體育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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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一些大學的運動設施不足，可能只有一個小型的健身房或者運動場地有限，

這使得學生很難在校園參與運動，相對的也對學生的運動發展造成了限制（楊正

群、潘義祥，2022）。 

6. 運動參與的熱誠度不高 

缺乏同儕運動氛圍的支持，有些學生可能沒有運動夥伴的鼓勵，這使得他們

參與運動的動力不足，因而對運動的熱情度不佳，也造成運動課程選課的困境。 

7. 科大學生體育課程內容需求多樣化 

科大學生對體育運動課程的需求可能存在個別差異性，有些學生可能對某些

運動更感興趣，而有些學生可能對其他運動更感興趣，卻受修習相關課程的限制，

而產生對體育課學習動機的不足，課堂表現則經常缺課或學習興趣不高。 

8. 課程內容限制 

由於時間和設備等限制，學校可能無法提供所有學生所需的體育運動課程，

且運動課程設計可能過於傳統，缺乏創新和多元化，也會減少學生運動的意願。

另外，課程內容可能過於繁重，學生無法負擔，也是體育課程內容困境的原因。 

9. 學生能力不同 

學生的體能和運動能力可能存在差異，有些學生可能已經具備了較高的體能

和技能，而有些學生可能剛開始接觸某項運動，學生個人技能水平參差不齊，難

以針對每個學生提供適當的挑戰和支持，另外，體育課程內容若過於繁重，學生

無法負擔，就會選擇逃避體育課。 

一般來說，科技大學體育課程所面臨的困境，仍然需要不斷地改進和創新，

以提高學生的學習效果和運動體驗的經驗，讓學生願意自主性的共同參與運動課

程，同時也需要學校和教師的支持，提供更多的運動設施和活動設計，方能鼓勵

學生積極參與運動，以提高身體健康和運動習慣的養成。 

三、 科技大學體育運動課程因應策略 

科技大學體育運動課程的因應策略是學校體育發展的重要環節，對於提升學

生身體素質、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培養學生的團隊合作精神和競爭意識等方面

都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該課程實施中面臨的困境和問題也日益凸顯，需

要我們制定有效的因應策略來解決，筆者依過往教學經驗提出因應策略之淺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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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體育課程可以開設多樣性的選修課程：讓學生能夠選擇自己感興趣的體育項

目去修課。此外也可以加強課程的實用性，例如：減脂、健身等，使學生能

夠體驗到運動的樂趣和好處。 

2. 建立與時俱進的體育課程：加入新穎的運動項目和教學方法。同時，也要鼓

勵教師在課堂上注重學生個人差異或提供線上體育教學方式（林安迪、陳品

安，2022），並且根據學生的實際需求和反饋不斷調整課程設計。 

3. 調整課程的內容和難度：盡可能地讓學生在有限的時間內學習到最實用的技

能，同時也要確保課程內容不過於繁重，讓學生有足夠的時間休息和學習其

他課程。 

4. 採用多元化的學習方式：例如組隊競賽、對抗性學習、個別指導等，以適應

學生技能水平的不同。同時，也可以鼓勵學生參加社團或俱樂部等活動，以

加強技能的訓練和挑戰。 

5. 提供多元化體育課程：開設不同種類的體育課程，例如球類運動、田徑、游

泳等等，讓學生有更多元化的體驗和選擇。同時也能因應不同學生的興趣和

特長，並且在體育課程中學習到不同的技能和知識。 

6. 提供完善設備和場地：體育課程需要適當的場地和設備，以便學生可以進行

安全有效的運動。學校應該投資相關設施的建設和維護，以保障學生的體育

學習環境。 

7. 引入師徒制或專業運動教練：學校可以邀請專業運動員或採師徒制訓練徒弟

來指導學生，增加體育課程的專業性和趣味性。透過這樣的教學方式，學生

可以學習到更多專業技巧和體育知識。 

8. 增加體育賽事的榮耀感：學校可以舉辦體育比賽，讓學生有機會實踐和展示

自己所學，同時也增加了學生對體育的興趣和熱情。比賽可以是學校內部的

比賽，也可以是與其他學校的競賽，藉由參賽帶動團隊力與自信力。 

9. 鼓勵參與體育休閒活動：學校可以鼓勵學生參加體育休閒活動（許有勝、陳

昭宇，2022）。例如登山、露營、瑜伽等等，讓學生體驗到不同形式的運動，

並且能夠享受健康、活力和愉悅的生活。 

四、結語 

綜合以上所述，科技大學體育課程實施現況存在著學生選課不積極、缺乏實

用性等困境，因此需要採取一系列的因應策略，例如開設選修課程、多元化體育

課程、提供設備和場地、引入師徒制及運動教練、增加體育賽事和鼓勵體育休閒

活動等。這些策略將有助於提高學生的參與度和學習興趣，讓學生能夠更好地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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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到運動的樂趣和好處。此外，透過體育課程，學生還可以培養自我管理、團隊

協作和競爭意識等能力，有益於學生全面發展和身心健康。 

因此，科技大學體育課程的實施仍然有很大的改進空間，但我們相信透過上

述因應策略的有效實施，可以為學生提供更豐富、更有趣、更有意義的體育學習

體驗。最終，我們希望能夠建立一個健康、活力、快樂的校園文化，為學生未來

的發展奠定穩固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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