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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下的體育教學  
　　―― 以雙語體育線上教學為例

陳政宇／新竹市西門國小教師

前言

新冠病毒（COVID-19）以驚人的速度在世界各地傳播，其影響人們原本

的生活，也導致經濟、社會和教育等許多領域產生了重大變化。在教育方面，

許多國家被迫強制停課，目的就是試圖減少 COVID-19 的傳播，也讓教師和

學生教學的地方從學校變成在家中（UNESCO, 2020）。美國教育部（2020）

指出，自 2020 年 3 月中旬以來，美國大多數公立學校已經從實體教學轉變

為線上教學。儘管在過去的幾十年裡，線上教學已被納入正式教學形式之一

（Krause, Franks, & Lynch, 2017），但這種出人意料的突然轉變給許多教師們

帶來了壓力和焦慮。在臺灣，教師們也面臨到一樣的狀況，2021 年 5 月 18 號

對於全臺灣的老師而言是一個難忘的日子，因為北市率先宣布高中以下停課，

在其他縣市也跟進的狀況下，有了「停課不停學」的目標，要達成「停課不停

學」教師們就開始著手準備「線上教學」。

臺灣的「線上教學」以三種方式為主，分別為直接開視訊鏡頭的「同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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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以及教師提供教材而學生以自學方式的「非同步教學」以及綜合兩種方

式的「混成教學」。「同步教學」是指師生透過通訊網路、電腦網路、視訊頻

道等傳輸媒體，以即時互動方式進行之教學。而「非同步教學」是教師製作數

位教材提供至教學平臺學生上網自行學習，並適度提供補充額外教材，讓學習

更完整。「混成教學」便是教師先製作數位教材提供至教學平臺學生上網自行

學習，再經由固定時間師生透過通訊網路即時確認學生學習狀況。

今年初，疫情又悄悄的開始蔓延，到 5 月 19 號因疫情升溫，進行了全臺

第二次的大規模「停課不停學」，有了去年的前車之鑑，在資訊設備與網路連

線多方面的提升，今年全面以「同步教學」為主，「線上教學」無論哪一種方

式，對於教師教學都會一定程度的影響，尤其是師生之間互動最頻繁的體育，

是改變最多的課目。

危機就是轉機

曾璧光、陳信正（2021）指出：「遠距教學有其缺點，若是有師生對 3C

設備的使用不熟悉、家中缺乏硬體設備、教材的準備必須花費更多時間才能完

善、教師備課時間大量增加、無法得知學生的學習現況、網路頻寬影響學習品

質和技能類教學難以展現等的缺點。但線上教學也是有優點的，線上教學可以

不受時空影響，教師和學生能藉此進行溝通和討論，並且利用多媒體的方式，

教師可以分享不一樣的教材給學生們。」教師將多媒體教材融入教學是非常重

要的，教學者在設計製作教學方案時，透過精心規劃的教室佈置，選擇適當的

教學媒體，達成預期的教學目標，使學生能多更廣泛、多元和更充分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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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ter（1973）認為教學者透過教室的規劃，選擇適當的教學媒體，可以提升

學習者的學習效果。以多媒體的方式進行教學正是雙語教學非常重要的一部

分，雙語教學中可以使用大量多媒體教材，希望透過多元教材的呈現，把抽象

或是未知的知識能夠具體的呈現在學生面前，透過多媒體的教材的使用，除了

可以加深學習印象，亦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這正是雙語教學中非常重要

的「多模態教學（Multimodality）」。

面對全球化及國際化，目前國際溝通最重要語言就是英語，近來，雙語

教育受到國內的重視，研究指出，實行雙語教學除了能幫助學生認知能力的

發展，提升學業表現，也能培養不同文化的包容與興趣，增進學生們的國際

觀。為推動雙語國家，行政院前於 2018 年 12 月提出「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

展藍圖」，以「厚植國人英語力」與「提升國家競爭力」兩大政策目標，打

造臺灣成為雙語國家。所謂雙語教育（bilingual education）是以兩種語言作

為教學媒介的教育系統，主要就是在保持既有的語言能力，並增進新語言的

學習，最終目標是學會原本學科以外，增加學生對第二語言的興趣與認同感。

目前的雙語教學模式有很多種，如：語言與學科內容統整教學（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簡稱 CLIL）或是專業課程英語授課（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簡稱 EMI）等方式，但無論哪一種都一定會會提

到多模態教學。多模態是指人們在進行溝通時，可以透過語言、圖像及肢體語

言（例如，動作示範）來表達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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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體育教學策略

進入 21 世紀，在教育信息化促成的教育國際化，使雙語學習或雙語教學

突破了傳統的語言教學的狹小空間，使它在新世紀廣泛的網絡學習與教育變革

中被賦予新世紀的時代內涵，從而成為 21 世紀全球新一輪教育改革大趨勢之

一。體育課具有得天獨厚的有利於外語教學的優越條件，因為體育課有相對其

它學科更大的智力活動空間，而且有動作示範，在授課時學生可以更容易理

解，並且記住所學的動作和語言。另外，體育課的教學環境接近真實情境，這

些都是十分有助於外語的學習，都是其它學科在進行雙語教學所不具備的。因

此國內外許多研究指出，體育是採用雙語教學的最好學科。體育教學能夠給學

生創造良好的運用兩種語言交流的環境和空間，把體育內容和英語交流結合起

來能夠相互促進，相互提高，達到雙語教學的最佳效果。

雙 語 體 育 教 學 課 程 中 不 能 不 提 到 的 就 是 TPR 教 學 法（Total Physical 

Response），即全身肢體反應教學法，是由加州聖荷西州立大學心理學教授

James Asher（1969）所提出的理論。TPR 教學法的學習理論方面為一、心理

學中記憶的回溯理論，即是以記憶的聯想或回溯可藉由口頭覆誦或搭配手勢、

肢體動作來協助達成；二、心理發展過程中，成人學習語言的歷程和幼兒有類

似對比之處。由於小孩在尚未開口說話前接觸的語言型態多以父母所說的命令

句為主，所以 Asher 主張，成人學習語言也應從命令句開始學起；三、Asher 

認同心理學中情緒會影響學習效果的說法。所以，他認為在語言學習的過程中

應該降低學習者的緊張壓力，才能增進學習效果，營造如同學習母語般的輕鬆

環境。四、Asher 非常認同行為學派刺激 - 反應理論，認為理解能力形成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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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會有表達能力。待聽力理解能力成熟之後，便能自然而然地開口說話。

TPR 教學相信學生透過語言遊戲，一定可以達到寓教於樂的目的，教師通

過自身的身體語言將教學中的單詞、句型及遊戲等表達出來，使學生不通過母

語翻譯便能夠理解教師的語言，TPR 教學可以直接反映母語教學，去除母語翻

譯過程，有助於學生進行所學語言的思維。並且能夠快速抓住學生的注意力，

吸引學生參加活動，讓他們在身臨其境的實驗體驗中學習英語。再來 TPR 教

學能夠提供一個與實際生活緊密相連的學習環境，使學生在多種多樣的活動

中、在循環反覆的練習中學會英語。TPR 教學是雙語教學中非常實用的教學

法。

線上雙語教學 - 以新竹市西門國小為例

雙語教學的對象是新竹市西門國小一年級的學生，新的環境及新的上課方

式對老師或是學生都是一個挑戰，但是從一開始的上課模式的建立就開始雙語

化，從一開始的課室用語，到熱身活動，最後到課程指導語，同時，配合適當

的英語繪本，以閱讀繪本的方式，提供學生脈絡化的學習情境，以連結學科知

識內容。相信對學生未來面對雙語教學的學習環境有一定的幫助。發展沉浸式

雙語體育課程，提升學生對英語學習興趣，讓英語成為學生生活的一部分。本

系列課程同時推行體育相關雙語讀本閱讀，擴展雙語學習廣度，讓學生於學習

過程中體育與語言兼具。

首先，以多媒體教學輔助繪本閱讀，本次課程所使用的繪本是 Eric Car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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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著作「From head to toe」，如圖 1，經過繪本導讀過後實作，學生更能體會

繪本中的意思，透過情境式的引導，準備帶入繪本改編的暖身操。將繪本的內

容改編成十一個暖身動作，分別是：一、活動頭部，turn your head；二、活

動脖子，bend your neck；三、動動肩膀，raise your shoulder；四、開合跳，

wave your arm & clap your hand；五、手臂伸展，thump your chest；六、伸展

下半部，arch your back；七、活動腰部，wriggle your hips；八、屈膝，bend 

your knees；九、踢腿，kick your legs；十、原地跑，stomp your foot；十一、

活動腳踝，wiggle your toe。讓學生跟著繪本裡的動物一起動起來。做操的順

序與繪本從頭到腳的概念相同，暖身活動可以增加關節活動度、提高身體核心

體溫和提升神經傳導速度，對於運動表現有一定程度的幫助。

圖 1 Eric Carle所著作繪本「From head to 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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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配合歌曲「From head to toe song」讓學生可以跟著音樂一起做暖

身運動，以一首歌兩分三十秒的時間完成暖身運動，也可以加強對語言學習的

幫助，如圖 2。接者，以體能大富翁的方式進行體能活動，如圖 3，規則就是

轉動轉盤，指針停的數字就是小組移動的步數，走到每個不同的格數，都有不

一樣的體能活動挑戰，必須以小組或是推派由教師指定同學完成該項活動即

可。最後發給學生學習單，如圖 4，完成今天教學目標 - 認識自己的身體部位，

完成後回傳給教師。

圖 2 從 Youtube搜尋歌曲「From head to toe song」搭配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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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改編網路分享資源體能大富翁

圖 4 自編「From head to toe」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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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雙語教學模式採用 CLIL 的模式，強調雙重知能發展（dual-focused），

學生以英語學習學科內容，同時兼顧學科概念化與獲取新知的過程。而施行對

象為一年級學生，施行時間是剛開學的階段，對於這些小一新鮮人任何形式的

課程接受度很高，因此，要讓學生接受雙語教學，從小細節開始，讓學生可以

很快適應，過程中，學生從一開始不好意思說，到現在是可以大聲說出英文，

甚至在校園裡面可以用英文跟體育老師打招呼，我覺得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結語

隨著線上教學的普及，部分研究結果表示，線上教學為教師提供專業成長

的機會，因為線上教學可以幫助教師們發展教學專業技能、理解教學設計，並

在線上教學時內容多樣化（Conceicao,2006）。Barbour 和 Kennedy（2014）

發現，線上教學鼓勵教師扮演促進者的新角色，幫助學生發展解決問題的能

力，強調批判性思維，並鼓勵學生之間的協作互動。尤其體育是一門身體實踐

的學科，當建立實體的互動時，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收益和學習（Rink,2013）。

然而，在線上教學中缺乏與學生建立關係的機會。教師們表示，線上教學不

如實體教學有效。例如，教師們很難提供有效和及時的反饋來幫助學生。根據

Fredenburg、Lee 和 Solmon（2001）的說法，適當的反饋在提高體育學生的技

能、能力和動力方面有著相當重要的作用。

因此，以在線上教學期間，體育課程融入雙語，確實是一個非常好的時機

點，首先，解決了線上教學可以便利的使用多媒體輔助教學，這是在多數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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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戶外上的體育課程難以實現的機會。再者，線上教學時，鏡頭面向教師，可

讓學生清楚看見老師示範動作，相同的老師也可以同時觀察多位學生的反應，

對於雙語學習中的 TPR 教學法，比起實體教學，線上體育教學的 TPR 教學效

果更加理想。最後，線上體育課程以雙語帶入可增加課程的趣味性，讓學生感

覺一樣在上體育課，只是帶活動過程增加難度與刺激性， 讓學生對於雙語課

程有啟蒙之效果，便於日後學校推行雙語教學，所以線上教學時，可以是個推

行雙語教學的良好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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