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提升學生上體育課之興趣 

 

體育科 王  山老師 

 

摘 要 

  本文主要是在探討如何提高學生對上體育課的興趣，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是體

育課程編排的優劣是影響學生學習的關鍵，現今的課程教材版本繁多，要如何將

各教材其中的精要及樂趣帶給學生有賴教師們的用心。 

體育課應排除太多制式化的上課模式，其內容應以易學好運用的方向來作編

排，教學適性化且有具體原則更是體育課需要有的教學方向，體育課需受到重視

有賴於教師認真的態度，也需要學校各部門的重視與配合，政策如果不能完整的

落實和執行，那麼體育課就沒有存在的價值。 

  體育教師應顧慮到所上的課程能否達到預期的效果，更要有系統的編排出具

生動而有趣的課程內容，必盡提高教學品質是教師應盡的責任和態度，上課首要

的重點不外乎學生的專注力要如何吸引學生專注力，更需要教師們費些心去思索

的。 

促進學生產生學習的動機，期待得到更多的樂趣，是學習的主要動力來源教

師在教學概念上，也需大幅的加以修正，在教育整體目標及體育目標雙重追求下

必能獲得學生的信賴，樹立教師的專業形象是面對學生應有的態度，期許未來大

家共同的努力能開創更優質的教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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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學校體育課程的重視與否向來是受到外界極大的關注，也是教育工作者所必

須注重的最大課題。學校體育課程的編排與執行是否落實直接影響到整體學校教

育實施成敗的關鍵，唯有課程不斷的改革、求精、求新，適時的加以修正和創新，

朝學生的需求和適應情況加以調整，並以學生的需求為出發點來研擬課程，這才

是學生真正的需要。 

現今各種版本的體育課程教材繁多，各有其特性。其內容所帶給學生的知識

有別，學生在學習體育課程中雖然能夠選擇不同的教材，但教師如果能多用點心



去指導學生，在不同教材也能獲得個中不同的樂趣，學生自然而然就會對教師所

給予的教材內容產生極高的學習樂趣，久而久之，學生自然就會培養出自己對運

動習慣，最終達到將運動帶進自己的生活中。因此，擁有運動樂趣和運動技能是

培養一位終身運動愛好者的必要條件。 

體育課程內容應與學生實際生活的需要相結合，這也是大家對體育課程內容

求精求新所樂意見到的發展，這個觀念非常重要；也是未來的趨勢。對於體育課

程的強調，其目標因注重在學生對本身生活環境的適應能力予以加強，以利爾後

學生能夠盡快去適應不同環境的能力。體育課程的編排應加強在與生活相連結之

基礎上，學習內容更要強調具備培養學生日常生活的各項基本能力、技能和生活

態度的學習。此為體育課程走入生活化的要素，如此必能達到終身愛好體育運動

的理想目標。 

體育課程的發展雖然需要強調生活化的實用觀念，不過要如何追求呈現適當

的方法，使能引起學生的學習意願和動機，進而達到學習成效的目的，是現今體

育課程發展所必要的條件和觀念。體育課程內容及教材若能呈現出活潑生動有趣

的上課情境，將更有助學生學習的進行。儘管各類體育課程的編排都有其實用性，

不過技術難度過高，不容易學習的運動技能是絕對不會引起學生學習的動機。所

以體育課程的編排應朝易學、易懂、好上手且多點樂趣的方向加以努力。 

 

貮、課程原則 

隨著社會時代的不斷改變，體校體育課也不能一直停留在過去。太過於制式

化的上課活動模式上，需多追求新知與提升更精進的適性課程內容來活化運動技

能，排除給人吃力難學的刻板印象，體育教師需關心教學內容能否帶給學生更多

好運用、易上手且具實務性的技能學習。 

教師除了從自己本身的教學經驗與觀感中尋找出自己的教學規範，來作為形

成本身個人教學模式策略外，更需多加參考其他先進專家所提供的不同觀點，作

為自我調整與修正教學內容的依據。教學最主要的理想莫過於適性化教學與有效

的學習。體育教學內容應包含的具體原則必須具備：1、學生的學習是出自於本身

強烈的意願 2、課程的內容應充滿刺激與歡樂的氣氛 3、活動過程內容必須有充分

的身體活動 4、技能應能立即上手讓學生能夠充分的表現機會 5、課程內容應具有

彈性，設計出不同程度的學生所能學習及活動，來加以提升學生學習的參與興趣6、

教師應提供學生適當合宜的指導來強化學生對技能學習的興趣 7、多引導學生朝成

功的方向去達成目標並建立其學習自信心 8、教師指導與帶領學生時應隨時注意學

生對學習的反應，適時修正教學內容，並給予學生所需的協助 9、教學須融入樂趣

化的設計概念，誘發學生對學習參與的興趣。 

  過去的教育政策常隨著時代的變遷而調整，但教育的宗旨為德、智、體、群、

美，各領域均衡的發展作為目標這是不會變的。在此基石下培養出健全的國民，

但是這些理想和目標有賴於學校各基層部門來共同重視並確實實行才會產生成效。



學校主管及教職同仁們對政策的執行未能朝訂定的目標去落實，那麼體育課就可

能只是學校中的附屬課程可有可無，這不是我們所樂意見到的結果。 

 

叁、實施方式 

體育課的優劣有賴於體育教師本身對上課的熱忱和態度是否重視。一位認真

負責的體育教師應顧慮到所上的課程是否能達到預期的效果，及學生能否從上課

中獲得知識和身體活動所得到的滿足感。這是體育教師對體育課所應負的基本責

任與認知，其教學方法並包括樂趣化、彈性化與休閒化等不同內容目標。無論上

課內容如何教學能需依據教學目標來執行。不過教學目標只是一個指引方向的主

體，在這個大目標中還有包含許多小的目標。 

  運動活動應當是一件快樂而健康的事，不過在學校校園內不難發現體育老師

在操場上聲嘶力竭的喊著口令，總有同學意興闌珊對體育課提不起一點興趣。如

果又是遇到不愛運動的女同學那就更糟了，體育課就可能成為不愛運動同學的聊

天課呢！不過這也不能完全怪同學們，畢竟枯燥乏味與生動有趣的體育課還是很

有差別的。因此有系統的編排具生動有趣的教材，使體育教學內容更活潑，教學

方法更具創新，並鼓勵教學研究，提升教學品質等具體作法。 

  如何讓學生上課時感到有趣、快樂？不外乎就是將遊戲的成分融入於課程內

容中，也就是所謂的寓教於樂。當教師的首要了解這堂課的主要教學目標是什麼？

能帶給學生學習的東西又有哪些？要如何把課程設計成有趣的活動，在藉由活動

的進行達到所期待學生學習的能力目標。 

  以籃球課程為例：上籃球的基本動作包含運、傳、投等都可以從中再分成許

多基本的技能，單是運球動作就可以分成球感練習、單手運球練習、行進間障礙

運球練習等，這些技能就可以將它設計成遊戲活動讓學生以競爭的心態參與其中，

勢必可以達到課程效果讓學生覺得有趣外，更同時達到最終的學習效果和教學目

標。 

 

肆、學習願景 

  體育課應謹慎評估編排出最適合學習的課程內容，以達體育課所希望達到之

效果。首先應從各教材著手加以修正，排除制式化生澀的內容，改以生動有趣的

遊戲編排模式來創造學生想要感受學習的動機，並能從動機中更持久的專注力，

使學習情緒能不斷的延續，這些課程編撰必須邀集各方體育人士來共同探討、研

擬，並與教學者共同執行與落實才能達其目標。 

  體育課的理想不能只是單純的身體活動而已，更要灌輸學生更多的運用知識，

提升本身能在活動、觀賞、帶動等方面的能力，逐步增加，進而達到人人愛運動、

人人懂運動、人人願推廣的境界。去實現這樣的情境是我們體育工作者應負起的

使命。處處能運動、處處在運動大家都愛運動這樣社會氣氛既健康又有朝氣，是



我們樂意努力所願意看到的。 

  運動風氣的推廣有賴於學校教育的落實，給予學生更多的知識與提高學生的

參與動機，這些都是未來大眾是否愛好運動形成風氣的基礎，也是最重要的起點。

這些課題是非常重要的，更是我們教育單位必須深思研擬的。基礎做的好穩固又

可靠，教育工作者大家一起來共同努力吧？ 

 

伍、結 語 

  以學生為中心的前題下，每位學生有其成功的機會，以培養正面的行為價值，

通常學生注意力集中的時間有限，設計多樣化的活動以拉長並維持他們的興趣，

學生期待在參與活動中得到樂趣，這是他們在學習主要的動力來源。 

  教師在教學概念上應大幅修正或修改傳統式的遊戲內容，在每週上課時都輪

換上課活動內容，並且針對技能主題設計更有趣，實用的教學內容，好讓學生能

充分了解教學的目標及成果。 

  教師在教學重點方面應以各科之間的整合為優先考量，再以各種能力水準複

合的教學設計來完成整體的目標及體育的目標，在雙管並重之下必能開創展新的

一頁。 

  要贏得學生更多的信賴，教學上的策略絕對是主要的關鍵。教師應先以身作

則作為學生的楷模，其中應具備熱忱、良好的溝通、耐心。然後再以各學科之間

整合融入教育，班級經營等要素。並在教學評量方面，要對學生有高度的期待。

重心必須十分清楚、明確，引導學生朝成功的方向前進：以能達成最終之教學學

習效果的理想目標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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