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體育的反思：未來與前瞻

雷雄德博士

香港浸會大學體育及運動學系

許士芬博士體康研究中心



內容
 文獻回顧：什麼是體育？

 體育教學的發展

 體育教師的教學能力

 體育、教育與科學可以合一嗎？

 學校體育的現況、局限與未來 ：

競技運動 vs 全民健身(MVPA60)

體育教學 vs 運動訓練

體能評分利多於弊？

 未來的發展方句 ：

與世界接軌

教育商品化

體能活動(Physical Activity) 與醫療開支

個人 vs 社會



什麼是「體育」？













教育局體育科的定位 (2020)

體育是「透過身體活動進行教育」。

它幫助學生提升不同身體活動所需的技能，瞭解有關活動及安全的
知識，以發展活躍及健康的生活模式。

體育強調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提升自信及發展協作、
溝通、創造、批判性思考和審美等共通能力，是終身學習及全方位
學習的重要基礎。



教育局體育科發展方向 (2020)

課程發展是持續不斷改進的過程，在體育學習領域，我們將：

建基現有優勢，並配合教育發展，推動課程變革。

除體育技能外，還強調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正面的價值觀和態
度等，促進終身學習及全方位學習。

鼓勵學校靈活運用課時、空間、資源及設施，以拓展校本課程。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hysical-education/index.html)





「體育」新聞 vs「運動」新聞？

大眾傳播媒體對「體育」及「運動」名稱的迷失





體育的本質

根據 Daryl(1994)及 Rowe(2001)對體育及運動的定義則為：
「體育是指有關提升身體的適能、動作技能的發展、社會的發
展和智能的課程，尤其是針對幼稚園到小學 12 歲的孩童為對
象。」

「運動是指有制度化的身體活動、比賽，其比賽結果取決於身
體活動的技能、高超的本領和策略。」

 Lumpkin (2002)認為廣義的運動是一種身體的活動，在正式或
非正式規則下與對手或自己競爭比賽，而從事運動的目的在於
樂趣、休閒或獎賞。對體育的定義則為一種透過身體活動的過
程，目的在獲得個人良好的身體、心理、社會和適能的技巧。



體育教學的內涵是什麼？

體育教學的本質何在？

體育教師的角色扮演決定了教學的內涵與教學的本質。

而教師是教學的主力但須勇於求變；學生是教學的主體必須
變中求同；品質是尊嚴的起點更須穩住不變，這是體育教學
的最高指導原則。

在體育活動中輔以老師的創新設計，啟發了孩子的學習興趣
與動機，對體育課程產生了高度的認同感，不僅達到了情意
教學的目標，相信深深的影響了孩子心理、身體的、社會的
與智育的正向發展。

(體育教學新思維，謝宛君 2015)

體育教學的發展



體育教學的發展





PE Teachers’ Daily Duties









體育教學如何做跨領域學習？

 「運動與學童全人發展」 的研究提供了最新的趨勢和做法，啟發教學
對「身體素養（或稱運動素養physical literacy）」觀念的思考，以
及落實身體活動跨領域整合的做法。

 運動不應只是想到比賽獎牌或減重，而是要考量全人的發展，在家庭
或課堂中都可以從引導孩子認識自己的身體和肢體動作開始。

 身體素養強調的是對自我身體的覺醒，除了身體靈活或肌肉控制，還
包含學習動機、認知能力、情緒管理等心智和社會人際各個面向的生
活能力。



科學證據：運動健腦、健身、安定情緒

運動讓大腦運作更活絡

運動提高數學和閱讀表現

適度運動有益專注和情緒安定

運動幫助孩子改善自我控制能力

多樣性的活動有益認知發展



競技運動 vs 全民健身



競技運動 vs 全民健身



People playing sport per English region

•Playing sport 2012

•Playing sport 2016



為什麼？Why ？

1996年香港奧運第一金 李麗珊

1997, Hong Kong Sports Institute $23.9 million ; 

School Children Obesity/Overweight ~12%

2019 Hong Kong Sports Institute - HK$701.4 million ; 

School Children Obesity/Overweight > 20%



 Conclusio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motivational climate may 

assist efforts to promote children’s and adolescents’ perceived physical 

competence,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enjoyment in the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setting. 



科學有效地轉變中小學體育教學的觀念,制定正確的教學目標

培養了他們身體、心理以及社會的三維健康觀,從而使體育教學可
以進行全方位、多層次的發展。

對於體育教學改革而言,要在原有體育教學內容的基礎上,增加一些
具有生活性、趣味性、社會性的教學內容,給學生製造出一個愉悅
的學習氣氛,以便他們的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得到有效的培養。



廣東省《加強學校體育美育勞動教育行動計劃》
普及學生游泳教育工作 (2019)

 廣東將大力推動普及學生游泳教育工作，2020年開始各地將在小學某一個年
級（建議四年級）開始開展游泳教育教學。

 要求加強學校體育工作。學校必須開齊開足體育課，小學一二年級每周至少開
體育課4節；小學三年級到初中三年級3節；高中一到三年級2節。普通高校本
科學生開設不少於144學時（專科生不少於108學時）的體育必修課。

 要切實保證中小學生每天一小時校園體育活動。每天上午統一安排25-30分鐘
的大課間體育活動（不含課間休息）。鼓勵中小學校布置體育家庭作業，使學
生每天校內校外體育活動時間達到2小時。

 針對游泳教育，《計劃》也作出了相關要求。各縣級教育行政部門要積極尋求
政府支持，通過新（改）建游泳池或協調利用體育部門、住宅小區等社會游泳
場地方式，使每縣（區）至少擁有2-3個可供教學訓練使用的游泳池（館）。



體能測試的誤區，體能評分利多於弊？

 源於五十年代冷戰 : 國家戰鬥兵力

 根本目的，手段方法，最終點 ?

 考核與評分

 體能 = 評分 ???

 評分 = 終身運動 ???

 高分 = 健康 ??? 

 引起動機和學習興趣 ??

 引起終身運動

 例如: sit up仰臥起坐 => 健康層面並不需要狂做鬥多次數，而是全面
核心肌群的均稱

 體測可以有效引導學生提升全面體適能嗎?







未來學校體育發展的方向？

(Reference: MAKING PHYSICAL EDUCATION DYNAMIC AND INCLUSIVE FOR 2030 ©  OECD 2019)



未來學校體育發展的方向？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es can contribute to making students more “physically active” in, outside, 

and beyond school

 Appropriate physical education provision can have a strong, positive effect on students’ social 

skill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pending more time in school-based PE/HE classes, and relatively less time on other school 

subjects does not adversely affect academic performance

 Physical education can affect self-esteem and self-efficacy as well as assist students with severe 

psychological conditions; good pedagogical approaches are crucial, however 

 PE/HE could be a lever for reducing inequalities in knowledge around dietary and lifestyle habits

 PE/HE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subject/learning area, which puts the 

promotion of students’ well-being at its core



Highlights: 

 Inclusiveness should be kept in mind when redesigning th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There is a move towards knowledge-rich, competency-based curricula 

 Addressing curriculum gaps by aligning goals, pedagogies and assessments is important for 

effective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Valuing teacher agency and teacher well-being is critical to make new curriculum designs a 

reality 

 Monitoring implementation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student well-being, and piloting new 

curriculum contents, pedagogies and assessments are important but underused policy levers 

 It is crucial to close the knowledge gap in physical and health education; further research is 

needed



香港青年協會

世界急速發展，工作技能的需求亦不斷變遷。創新科技驅
動下，人工智能、機器人等嶄新科技產物，以及計算思維
和數碼科技等，持續主導全球未來趨勢。
與此同時，溝通技巧和慎思明辨等通用技能亦必須作出調
整和配合。世界經濟論壇等國際報告強調，上述轉變對年
輕人在全球化經濟中保持競爭力，極為重要。

社區參與 :



三大支柱模式．提升就業能力：
學校體育如何配合？

理財能力－培養理財規劃概念，提升理財能力和知識

未來就業技能－增進團隊動力、跨文化溝通技巧和慎思明辨
的能力、開拓並廣泛聯繫網絡

創新科技－提升未來職業所需的核心技能，以應對工作變得
機械自動化等挑戰、培訓解難能力、數碼能力和創造力



反思題 : 本港未來學校體育發展的方向？

競技體育 (校隊比賽) 主導學校內的體育發展？

體育與肥胖及健康行為的協調失衡？

體育教師 vs 運動教練 : 角色越來越模糊不清？

體育教師自身的迷茫？

家長過份主導校政而忽視體育鍛煉？

學校體育可以配合教育發展嗎？又或是教育發展改變學校體育？



體能活動(Physical Activity) 與醫療開支





未來體育教師應該/能夠做什麼呢?



「體育 + STEM」 勢在必行



 Phone applications in physical education

 Online videos

 Virtual classes

 Gaming systems

 Monitors and trackers – Pedometers/Heart Rate Monitors/GPS

 Smartwatches



Data analysis revealed five major themes surrounding the nature of the 

threads about technology in the forum.

 Networking and Sharing Resources

 Implementing Technology for Teaching

 Data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Logistics and Settings

 Technology Selection



跑步的運動科學





運動生理學 與 太空
Space physiology and Health



 Researcher analyzed the transcript and identified four issues which are time constrain, teaching method, 

students’ perception toward physical education and future trend in physical education. 

 There is limited time for teachers to teach all the required topics during the physical education lesson and 

teacher needs to use the correct teaching method to teach the students in the allocated time. 

Unfortunately, the teachers still use the traditional method and a lot of time is used in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Mobile learning is a trend and previous studies show that mobile learning enables to change the classroom 

environment. Although mobile learning shows a positive impact in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ocess, the 

learning module also has an important role. 

 The researcher suggests that a digital application should be developed to replace the tangible textbook. 

The digital textbook that developed in the future should include the multimedia element that can attract 

and encourage students’ interest to further study in this subject. 





大學體育本科課程的未來發展與影響

大學教育商品化衍生的問題 ?

各大學追求世界排名，只著重研究而忽略教學本質 ?

大學體育本科生的運動技能 ? 

場地設施及管理不利體育本科生鍛煉 ?

大學體育本科生運動受傷及支援, 例如十字韌帶斷裂

理論課時 vs 技能學習

體育 vs 健康 vs 運動科學



內容
 文獻回顧：什麼是體育？

 體育教學的發展

 體育教師的教學能力

 體育、教育與科學可以合一嗎？

 學校體育的現況、局限與未來 ：

競技運動 vs 全民健身(MVPA60)

體育教學 vs 運動訓練

體能評分利多於弊？

 未來的發展方句 ：

與世界接軌

教育商品化

體能活動(Physical Activity) 與醫療開支

個人 vs 社會

學校體育: 「多元化知識學習」及「趣味性」為主導發展方向



Q &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