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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炎」下對學校推動運動文化的啟發 
羅凱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研究生 
 

一、前言 

「新冠肺炎」這個詞，相信大家在這個月一點都不陌生，幾乎每人都驚惶萬

狀，每天看著新聞公報當天的確診人數，實在令人擔心。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COVID-19）在全球多國蔓延，由於疫情持續，在不同國家的確診個案不斷飆

升，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3 月底的聲明，全世界有 185 國已經因

為新冠肺炎疫情而停課，全球將近 90%的學生，受到停課影響而無法上學。高等

教育亦首當其衝取消全部實體課程，把教室搬到網上，實施遠距授課，改為線上

上課。這時候，一般科目改為線上上課還算容易處理，但不免對老師來說需要在

短時間內準備教材或轉換授課方式也是一大挑戰；可是相對體育老師來說，是一

個具有挑戰性的重大課題。有些學生更會嗆著說：「如果要進行線上教學，是要

集體在線上鬥牛嗎？還是集體線上看老師打球直播？」在這個嚴峻的時刻，如果

能在線上順利進行體育課，要在當下立馬實施確實困難，但假如我們推前的來

想，若學生已經具備有運動習慣，學校在一貫的政策下也主張推動運動，學生受

到的影響會愈多。身為運動教育的一份子，最近最熱門的課題莫過於身體素養，

這個課題，大家都還在研究摸索當中，但在這概念裡面，我們希望可以帶給學生

一些什麼呢？很多時候體育老師需要推動新做法的時候，背後必須要得到學校行

政組、校長的支持，當然這個是要看長遠的發展，學校在整個學校的環境中推動

運動的熱潮和氣氛，相信在校的學生也會設身於其中，慢慢地喜歡上「運動」這

回事，讓這片運動文化傳遞給每一位學生，也可以從這裡開啟身體素養的旅程。 

二、運動教育也是教育框架 

教育不僅僅是書籍，測試和考試。 

運動教育也是作為教育框架的一部分。 

運動教育讓學生學習運動中帶給他們的意義是什麼，不只是「運動」，而是

背後所帶來的領悟。青少年在學生階段正在發展整體運動能力和技能，不論是上

體育課的學生，還是運動能力很高的校隊代表，我們都需要以更健康的方式來參

與運動，學校需要保持積極的體育文化，讓學生參加不同社團或校隊，從練習到

比賽使他們可以從中學習，沒有參與到比賽的同學，也能在比賽期間去支持打

氣，學生們需要在過程中參與不同的部分，藉此帶給學生多角度的學習和經驗，

將真實的遊戲情況作為教學機會而不是結果；因此，與其說讓孩子害怕遭受失

敗，不如由老師、教練藉著比賽教孩子們接受失敗並學習如何應對失敗，處理自

己的勝利和失敗是孩子人生中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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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重視運動文化，從動機著手 

學校重視運動教育，把運動文化重視並推廣，對培養學生的身體素養有著很

重要的意義，學生長時間身處在學校環境當中，很多時候潛移默化地受著不同氛

圍的影響，若學校希望培養學生的身體素養，學生在不熟悉的情況下便需要一同

去協調提高學生對於運動的內在和外在的動機，不單只是專注於技能式的身體活

動，更是要在情感和其他方面上有更深層次的加強。根據李咏吟（1998）所說，

動機是一種對目標的迎拒力，其隱藏於個體內部，驅使或引導個體去做某種行

為，它可能是由本能所驅動，亦可能是由理智的思考所策動，或者是以上兩者的

混合。學生的動機會受著不同因素影響，要讓學生的學習動機提高，把身體素養

演變成生活的一部分，就要從動機開始著手且讓運動慢慢內化成學生欣賞和喜歡

的事情之一。我們希望學生喜歡體育課，愛上做運動，從不同角度去欣賞運動，

培養運動的良好習慣，並不是為了獎罰或滿足學校和老師的要求而去做。林瑞

芳、羅偉柏（2014）提出內化是一個積極的過程，個人先了解原本靠外在動機推

動的活動，找出活動與自己本身興趣貼近的地方，並嘗試把活動價值融入個人價

值裡。如果活動被內化後，學生就會主動地去做運動，不是因為表現，不是因為

認同，而是受被內化了的人生價值取向所推動，並不再是因為外在誘因而去做。 

 

圖 1 各種動機的內化程度 
資料來源：林瑞芳、羅偉柏，2014 

從圖 1 可以看到內化的程度會同步的影響到個人對事情動機的高低，也有大

量過去的研究顯示內化程度愈高，能直接影響外在動機的程度也會愈高，參考林

瑞芳、羅偉柏（2014）整理的資料：例如為了認同或為了人生的動機，愈能提升

學習投入感、學校成績、心理健康，減少輟學率，和達成高素質的學習（Connell 
& Wellborn, 1990; Miserandino, 1996; Vallerand & Bissonnette, 1992; Grolnick, 
Deci, & Rya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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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推動運動文化，培養擁有「身體素養」的孩子 

因此，應將體育作為一種文化認真對待，首先要在學校內廣泛地重新激發學

生對運動的動機是關鍵，強調體育對社會整體的適應性和綜合性，把體育作為具

有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社會領域來探索為發展目標。我們都可以看到不同地區的

運動文化都有著相同的部分，本意也是強調運動是一種讓人身心健康的活動，同

時對人的內在修為以及品德的培養也有很重要的影響。由此可見，在運動文化之

下，也正滲透著身體素養的氛圍，比如說：在運動過程中可以鍛練到身體技能，

在運動過程中可以代入以往的經驗，在情感和品德上學會理解並運用，在運動中

培養道德的習慣（瞿廣輝，2013）。某程度上，推動運動文化的最終目的是為了

讓學生有著健康的身心，讓他們生活有著全方位的發展，若學校內的運動文化能

夠從保守中漸漸地開放，家長方面一定也能理解和接受，接著，社會上的風氣也

會深受影響。 

若學生能在學校裡感受和學習到運動文化，對培養學生的身體素養旅程有如

推波助瀾，既能配合素養導向的路向，又可以令學生活在健康快樂又有活力的校

園之中，開創身體素養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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