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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緒論：從 2019 年底迄今，世界各國皆受到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影響，體育

教學也轉變為遠距教學的互動方式，讓師生的互動關係產生本質上的改變，爰瞭解遠距

體育教學師生互動之影響為本文之主旨。方法：藉由教學互動相關理論為基礎，以遠距

教學、線上教學、師生互動等關鍵詞，蒐集相關教學文獻作為理論與實證支持，彙整與

歸納出遠距教學師生互動之情境。結果：經分析文獻後發現：一、開放性的體育教學互

動方式形成沉默互動，需要頻繁給予即時回饋的互動方式也讓線上教學有著相當大的挑

戰；二、教師面對能夠迅速的吸收並運用各式線上教學軟體，且設計適合的教學內容，

足於帶給學生一定品質的學習。結論：遠距教學面臨師生較少互動，若教師能善用各種

教學策略，或預先錄製的教學影片讓學生重複溫習與檢討，擁有比實體更多元的學習環

境，建議在線上教學宜透過多元的教學方式保存體育師生互動的本質，讓學生得到更完

善的身體發展與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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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當前世界各國皆受到 COVID-19 新冠

病毒影響，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全球確

診人數已高達 54 億 6 千萬人，我國亦有

376 萬 5 千人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2)，世界各國政府已採取暫停學校的面

對面教學活動，影響了全球約 95%的學生 

(Engzell et al., 2021)。許多國家政府已下令

學校停止與學生進行面對面教學，並要求

他們在一夜之間轉向遠距教學和虛擬教育 

(Daniel, 2020)。除教育部喊出「停課不停

學」口號外，各級學校及各領域教師也緊

急做出因應對策。因此，迫切需要替代實

體課程的解藥，而遠距體育教學，成為目

前的替代方案 (Daum & Woods, 2015)，也

進而影響了體育教學的互動方式。 

體育教學中，教師與學生間的相互依

存之互動關係是最常被提及的議題 

(Bores-García et al., 2021)。不管是量化的

系統觀察法中的師生互動外在行為之分析

研究，還是質性的師生互動內在行為之探

討 (Kim & Song, 2019)，都可看出體育教

學師生互動的重要性。Kim 與 Song (2017) 

也提到相較於其他科目，體育課的最大差

別在於體育課的學生會根據個別的運動經

驗、身體狀況及能力的差異來決定課堂上

的互動的情形。因此，體育教學中運動項

目的改變，都會影響師生互動的行為及態

度。師生間的互動是教學的核心，在運動

表現的培養時更存在著頻繁的師生相互交

流的機會。相同的，體育教學中的師生互

動更是會影響學生在體育課中技能水準及

能力的展現。教師所營造的運動情境與氣

氛、以及學生的個體差異都決定了師生互

動的建立，尤其在身體能力取向的體育課

中更為明顯 (Kim & Song, 2019)，加上相

對於其他科目，體育更是一門互動次數頻

繁且需要大量即時回饋的科目，這也造就

了體育教學是在這不確定的環境中相互作

用 且 不 可 預 知 的 複 雜 互 動 過 程 

(Amade-Escot & Bennour, 2017)。由上述可

知，教師與學生在體育教學的互動方式上，

係以身體接觸、能力取向為基礎，並需在

適當的情境下給予適時回饋的科目。而如

今疫情的險峻下，使需要大量即時回饋、

身體示範且高頻率進行身體接觸的體育教

學面臨必須從「實體」轉化為「線上平面」

的教學，相較於其他科目，體育教師的教

學方式與信心更是受到十分深遠的影響 

(Varea & González-Calvo, 2020)，遠距線上

體育教學也勢必成為現場體育教師所面臨

的重大課題。 

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2019)的調查顯

示，臺灣 15-19 歲及 20-29 歲的上網使用

率高達 99.2%及 99.7%；隨著科技的發展

與進步，知識的吸收已不受到教室空間及

固定時間的局限，而遠距教學極具時間及

空間上的成本效益  (Moore & Kearsley, 

2012)。為符應教育部之期待，全國師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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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已開始著手遠距體育教學，教師從實

體課程轉化遠距課程，學生從硬體設備採

購，到軟體的熟悉操作，大家都於忙碌中

成長，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9) 報告

提出「線上課程使用情形」的使用率 

35.5%及 27.2%，顯見，遠距教學普遍性偏

低，只是以往實體課程方便教師與學生連

繫，而忽略遠距教學的優點。遠距教學可

進行反覆練習，學生在預習或複習時可透

過重複觀看或暫停影片在網路上找資訊消

化內容，以彌補不懂之處。遠距教學亦不

受時間限制，學生可彈性安排學習時間進

行自學 (Moore & Kearsley, 2012；羅方吟、

陳政煥，2021)。因此，若能熟稔遠距教學

課程實施上的流程、內容編排的完善，以

及評量架構的建立，相信於疫情後遠距教

學或許能發揮實體課程加乘的功效。 

學者 Moore 於 1972 年提出「互動性

距 離 理 論 」 (Theory of Transactional 

Distance)，在遠距教學中，課程設計、教

學方式與師生互動應該是核心關注之議題，

雖教師與學生因時間與區域的不同，但學

習並非受這些因素而影響學習效益。在此

理論提出之概念為，教師與學生雖因學習

環境而產生分隔，進而教師與學生的「教」、

「學」模式產生交互的影響，因此學生在

心理與溝通上產生了距離，即為互動性距

離。Moore (1993) 亦提到所謂對話是指教

學過程中，師生之間的文字、動作、想法、

及其他的互動，而課程結構是指課程目標、

執行方式，評量方法是否能夠符合個別學

習者的需求，是非常僵固的或非常有彈性

的。顯見，遠距教學中，教師若與學生同

步於線上課程，在溝通上是沒有問題的，

學生亦可使用留言區與教師進行答辯，惟

心理層面無法與教師連結才是嚴重的距離

產生。文獻提到遠距教學時，若教師無法

建立同理心並與學生有良好互動，也無法

達到面對面教學中回饋的成效 (Varea & 

González-Calvo, 2020)。 

綜上所述，體育教學相對於其他科目

更是具備了高頻率的互動次數、動作示範、

身體上的接觸以及大量師生間的即時互動

回饋等特性，但在疫情的險峻影響下，體

育教師與學生的教學需進行本質上的轉化，

進而大大的改變師生間的互動型態，因此，

瞭解遠距體育教學師生互動之影響的重要

性不言可喻。是故，本文先呈現體育課師

生互動之本質，再以此觀點探討體育課從

實體轉化為遠距線上教學之互動情形，希

冀供教學現場教師之參考。 

貳、體育課師生互動 

相對於遠距教學方式，現場體育教學

一般都處在師生不斷回饋。且具備體育課

師生互動具有不可預知且頻繁出現的特性 

(Wibowo & Dyson, 2021)，也因體育教學的

特殊性，讓遠距教學的方式在進行現場體

育教學才能呈現出的價值較為困難。 

Wibowo 與 Dyson (2021) 提到學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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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項目的不同而存在著身體能力差異性，

而這身體能力差異性也造就了現場體育教

學具有多面向且複雜的師生互動過程。

Whitehead (2010) 也提到身體擁有與環境、

他人互動後將互動所得到的經驗加以吸收

並轉化的能力。另外，建立於身體素養概

念所提出的素養導向體育教學，其目的在

於將教師為主體的教學轉向為學生為中心，

師生互動的方式也不再是由教師做為領導

者，而學生則為被動接受者並以教師為主

的互動方式，學生應擁有更多在課堂自我

做決定權力 (鄭漢吾、李翊誠，2020)，而

學生擁有的權力增加後，在特定環境下為

了自我需求而與他人進行合作、談判、協

商、衝突等複雜的社會互動行為，同儕間

也產生更多體育課的社會化互動行為 

(Pradeep, 2017)，而上述所提到的身體能力

差異化、學生為中心的體育教學、社會互

動行為都需以人對人頻繁接觸與互動的過

程才能充分的發揮體育教學的價值，較難

以在線上教學的形式下呈現，因此，下面

會先以體育課師生互動的角度探討此三個

面向在現場體育教學的價值。 

一、身體能力差異化 

體育中的教與學是複雜且具有多面向

性質的互動過程 (Parsons et al., 2018)。而

這複雜的互動過程則取決於個體間的身體

能力差異性、個體價值觀以及不同運動項

目的特性  (Wibowo & Dyson, 2021)。

Whitehead (2010) 在身體素養的概念中也

提到，個體會依據與世界的互動過程中，

吸收並轉化成屬於自身的身體獨特性。從

建構主義的觀點來看，每個個體也都具有

各自的成長經驗與價值觀，因此具備了其

異質性的特質 (Wibowo & Dyson, 2021)，

是故，每一個存在於這世界的個體能力都

是獨一無二且具有差異性的。 

而除了上述的個體差異性之外，相對

於其他科目，體育課也因項目種類繁多且

性質差異較大，使教師在教學任務的設計

上更應多方考慮學生的特質與需求 

(Wibowo & Dyson, 2021)。因此教師在教學

設計與互動上必須考慮學生身體與體育項

目的這兩個異質性面向的相容性。體育課

師生互動更會因學生當時的身體能力、對

運動項目的熟悉程度、教師所建立之特定

項目情境而有所變化 (Kim & Song, 2019)。

教學策略的決定取決於學生當時的學習條

件 (Hardy et al., 2019)。是故，對教師來說，

能夠依照學生及運動項目的異質性需求給

予適當的體育教學任務對教師來說具有相

當大的挑戰性。綜上所述，教師在體育課

中必須依據學生差異化的需求及運動項目

異質性的特性進行不同的調整與設計，尤

其在學生為中心的教學中更是如此 

(Wibowo & Dyson, 2021)。 

二、學生為中心的互動特質 

在如今全球的體育教育者的思維方式

中，大多都以建構主義下的體育教學模式

為基石，如，運動教育模式 (Kirk,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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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式教學  (Butler, 2006) 與合作學習 

(Dyson & Casey, 2016)。而在此基礎上，運

動教育相關研究在國際上出現了大量以建

構主義相關的研究，「以學生為中心」的詞

語也相繼受到現場教師與體育研究者的青

睞與推崇，進而建立了體育師生互動概念

的思考方式。若能在體育教學上增加更多

學生對學習活動承擔責任的機會，學生也

能 夠 從 中 獲 得 更 多 的 學 習 自 主 權 

(Wibowo & Dyson, 2021)。尤其現今素養導

向的體育教學，冀望能由教師為主體的教

學形式，轉化成以學生為中心，教師透過

賦權增能的方式將素養導向融入教學策略

中 (鄭漢吾、李翊誠，2020)。而若能將課

堂主導者的角色轉為學生自我學習上的催

化者；而在權力分享的情形下，教師也不

再是課堂中的唯一決策者。從現今素養導

向的學生中心的核心概念影響下，教師應

從學生的個體需求與身體能力差異為了給

一個學生提供差異化的學習歷程，從互動

的過程中引領學生得到符合其自身的學習

內容，進而使其成為具備與自我、與他人、

與社會、與互動的能力自主學習能力，實

踐所學，讓學生能夠透過個體的身體經驗

與世界進行更為完善的互動 (Whitehead, 

2010)。Moore (1993) 也認為，學習者的特

異性和獨立性在其研究中發現一些學習者

的學習效益與人格特質有關，有的學習者

偏好在高度對話、低度結構的教學中，也

就是互動性距離小時，才有好的學習果效

果；而有的學習者偏好在低度對話、高度

結構的教學中，也就是互動性距離大時，

才有好的學習效果。顯見，學生能夠依其

自己的學習步調、學習方式以及學習目標，

來使用教材及教學講義達成自我的目標其

為重要。因此，以學生為中心的互動方式，

能夠讓促使教師提供學生更多自我學習機

會，促進學生自信心及其參與學習的動機。

但 Wibowo 與 Dyson (2021) 也提到倘若在

體育教學中，互動的比重過於偏向教師或

學生一方，容易造成互動上的失衡。因此，

教學任務的設計應是由學生向教師提出自

身的學習需求，再由教師依據其需求安排

適當的課堂內容與進度，透過不斷協商的

社會化過程達到互動的平衡，進而提升教

學效率。 

三、社會互動行為 

在體育課教室生態典範中，教師與學

生在擬定一堂課的教學進度、教學內容、

教學目標時，會透過不斷的協商過程，出

現合作、衝突等複雜的社會互動行為 (陳

履賢、林靜萍，2021)。學生更是會為了爭

取自己的利益，而會擬定相關的策略去針

對教師的教學與管理任務。McCaughtry 等 

(2008) 發現若能給予學生較多彼此互動

的機會，可以提高學生參與教學任務的意

願，且透過社會互動行為的刺激，能讓教

學任務進行的更有效率。陳履賢與林靜萍 

(2015) 也認為體育教學上的學生社會化

互動過程，能夠培養學生人際互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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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領導力及責任感。因此，應更廣泛的

看待體育教學，並考慮體育的教與學對教

師及學生的社會化過程，而此社會化過程

更是建立在師生相互依賴的關係上，透過

協商的過程培養其自主性與人際互動的社

會交際行為 (Casey & Dyson, 2009)。 

綜上所述，在現場的體育課教學中，

教師可依據學生當時的身體能力與狀況，

給適合不同學生身體能力的課程，並即時

的進行調整，學生間也能透過身體能力差

異性的特點，透過互動的方式相互進行學

習以彌補自身的身體能力不足。而在以學

生為中心的體育教學中，學生也能在課程

進行的過程，透過身體的感知去發現自我

的課程需求，而擁有更多行使學習自主權

以及與教師協商課程內容的行為。最後，

師生互動頻繁的體育教學，可以讓學生在

過程中透過合作、談判、協商、衝突等培

養溝通、人際關係等社會互動行為等能力。

但這些學習內容或經驗較無法運用遠距教

學的方式來提供給學生，且因為師生間都

位在不同的空間中，無法透過互動的過程

將體育教學的價值與特殊性呈現出來。加

上遠距教學的干擾甚多，教師也無法在遠

距教學中即時依據學生情況給予學生回饋 

(Bijeesh, 2017)，因此，遠距教學的侷限性，

讓體育課重視的社會交際行為與互動回饋

的特性會受到深遠的影響與限制，使得體

育教學如何呈現與採取怎樣的方式都是相

當大的議題。後面將會針對遠距體育教學

的影響進行剖析，並給予合適的建議。 

參、遠距體育教學師生互動剖析 

對於學生和家長來說，這是一個焦慮

的時期，不知何時恢復「正常」的不確定

性加劇了焦慮 (Daniel, 2020; Whalen et al., 

2021)。Bao (2020) 指出學習受到疫情影響

甚大，學生的學習態度與自律行為才是最

大挑戰。Zainuddin 等 (2019) 也認為學生

如具有自我導向學習特質者，較易完成遠

距學習的任務，而非同步課程的線上教材

及作業，有助培養自主學習的能力及時間

管理。因疫情而使用遠距視訊授課，易導

致師生互動的不足 (Adnan & Anwar, 2020; 

Korkmaz & Toraman, 2020)，因而喪失了前

面所述之體育教學師生互動的本質，故以

下針對遠距教學師生互動情形進行探討。 

一、遠距體育教學的沉默互動 

遠距體育教學時，教師只能透過鏡頭

瞭解學生動向，學生需先準備電腦、網路

攝影機 (webcam)、以及穩定的網路連線 

(Brown, 2017)；進行遠距學習，須熟悉軟

硬體設備及功能，否則將造成課程的停頓。

而除了學生需要熟悉軟體，教師更為需要，

教師若能熟練相關數位工具的運用，亦有

助於教學設計中互動的提升及鼓勵學生自

學等正向學習參與  (羅方吟、陳政煥，

2021)。因此軟硬體設備及軟體熟悉度成了

遠距體育教學師生互動之首要條件。在體

育課中，教師時常需要示範引導學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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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教師也是透過學生的表情、言語及動

作而獲得回饋。因在不同空間，學生可能

會因為在電腦前沒有進入課堂中的情境，

或因為沒有老師及同學在旁提醒，容易分

心或遲交作業，有問題較無法請教老師或

同學 (Bijeesh, 2017)，造成教師演獨腳戲

之情形出現。Varea 與 González-Calvo 

(2020) 亦提到，遠距教學時教師較難與學

生建立同理心，也無法關注個人的發展，

這些只有在面對面的教學中才能做到，此

觀點與 Moore 互動性觀點契合。爰此，線

上軟體皆提供文字回覆的功能，教師亦可

發揮此功能效益與學生互動，例，教師能

做提問，讓學生將答案填寫在上面，或教

師能請學生透過鏡頭做動作示範，並給予

回饋，亦可使用一些互動的軟體協助，這

些皆是能解決遠距教學互動沉默之情形。 

二、遠距體育教學的互動回饋 

遠距體育教學課堂後，學生會表示對

教學的意見或是教師訊息的回覆方式，而

家長亦會直接或間接的參與。即使教師以

不同的方式進行教學，但都應最優先考慮

讓學生和家長放心 (Daniel, 2020)。如同教

師帶著做 tabata 的同時，可以開放家長也

跟著做。Reimers 與 Schleicher (2020) 研究

也提到，大多數受訪者認為非常具有挑戰

性的問題是確保學生學習的連續性和完整

性，並能扶持缺乏獨立學習技能的學生，

亦需家長提供協助，使教師與學生教與學

的達到成效。雖在羅方吟與陳政煥 (2021) 

研究指出，在疫情遠距教學期間所遇到的

挑戰包括互動 (如小組討論) 的功能上卻

遠不如實體教室，導致課程容易流於教師

主導的講授方式，受限於軟體的設計，降

低課程中同儕討論的機會。現今的 Google 

Meet 軟體教育版解決了此項問題，教師可

以線上進行分組，並於特定時間內將學生

拉回課堂，實踐師生間與同儕間的互動。

透過教師設計與學生高互動的課程內容，

遠距體育教學一樣能達到實體課相同之師

生互動關係，並不會因為分隔兩地而失去。

如同 Moore 看法一致，遠距教學的主體依

然是人，因此施教者與受教者之間的交互

關係，也就是相互的回饋，是教育的基本

模式。遠距教學成功與否的決定因素是教

師是否能夠提供與學生之間對話的機會和

質量，以及結構化的學習內容。 

肆、遠距體育教學互動之討論

與建議 

依據前述可得知，教師利用遠距教學

上課時，學生容易產生軟硬體設備不足、

軟體操作不熟悉、無人監督下易分心等缺

乏互動的情形。而家長的介入有時加劇了

師生互動間的尷尬情形，為避免因遠距教

學影響師生間的互動，本文提出 Moore 所

提出的互動性觀點，於此節提出促進遠距

體育教學互動性加以討論並提出建議。以

學習者為中心可分為下列四種互動。 

一、學習者-教師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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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學生與教師互動時，學生所知覺到

在溝通與心理上的距離。透過師生同儕間

良好的互動機制獲得學習回饋，必能強化

學習者的學習持續力；透過各種管道，同

步或非同步的師生同儕互動，亦是學習者

在學習過程中推動持續學習的重要力量。

另外，Garrison (1993) 也提到教育的根基

來自於雙向的溝通，不能只有學習者與教

材的互動，老師與學生的互動、學習者同

儕的互動才能夠擁有好的教學品質。另一

方式則是以非同步方式進行，非同步工作

使教師可以靈活地準備學習材料，並使學

生能夠兼顧家庭和學習的需求。 

二、學習者-學習者的互動 

學生與同儕間在學習上的所知覺到在

溝通與心理上的距離。除了教師設計學生

有興趣的課程內容外，課堂中適時與學生

互動，利用一些互動性軟體，透過學生的

競爭遊戲等方式，提升學生的參與互動。

Wang 與 Tahir (2020) 分析 93 篇各類結合

Kahoot! 的課程學習成效，發現 Kahoot!

可促進學習表現、課室氣氛、師生態度、

參與度並降低學習焦慮。 

三、學習者-教材的互動 

學生在教材的使用與理解所知覺到在

溝通與心理上的距離，以及教材是否符合

學生上課所期待。Sun 與 Chen (2016) 以

質性內容分析法，分析 47 篇遠距教學、線

上學習的研究，歸納出以下幾點遠距教學

的成功關鍵包括「完善的課程內容設計、

積極的師生互動、充分準備及全力提供學

生協助的教師」。教師只需要在固定時間提

供上課教材，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日程安

排使用，而教師可以定期檢查學生的參與

情況，並為有特殊需求或問題的學生另約

時間解答 (Daniel, 2020)。 

四、學習者-傳播界面的互動 

學生使用傳播媒體介面時所知覺到在

溝通與心理上的距離及方便程度。現今教

師遠距課程常使用的 meet、webax、teams

等軟體，學生於上課時若能熟悉功能的操

作，在互動性距離觀點將會提升學生學習

效果，然若教師或學生對於軟體操作熟悉

度不夠，便會反效果。 

綜上所述，以 Moore 所提出之互動性

觀點看來，遠距教學過程中師生間巧妙的

分離之下，教師為維持教學的品質，透過

科技媒體將教學內容傳遞給學生，達到雙

向溝通的功能，以克服學習者心理上的距

離。當經歷疫情時，線上教學變成唯一選

擇，多數學生反應教學影片有助學習、複

習，更提到即使在疫情過後，仍希望能維

持教學錄製，當學習出現需求 (羅方吟、

陳政煥，2021)。顯見，學生希望能透過多

元的學習方式，同步互動與非同步教材發

佈等方法進行學習，而教師亦應為此做多

元的準備。建線上體育教學中應透過多元

的教學方式保存體育師生互動的本質，讓

學生得到更完善的身體發展與學習成效。 

伍、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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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教學具有高頻率、高接觸、高互

動、高即時回饋的師生互動關係特性，教

師的教學更須符應學生的身體能力差異性，

並營造以學生為中心的互動環境，進而使

學生透過社會化互動行為培養人際互動能

力、組織領導力、責任感與自主性的能力。

但在疫情肆虐，實體教學的體育師生互動

轉變為遠距教學的互動下，讓師生之間的

互動關係產生本質上的轉變，開放性且高

頻率高接觸的體育教學互動方式逐漸產生

隔閡，而形成沉默互動的形式。加上需要

大量即時回饋的互動方式也帶給現場教師

相當大的挑戰。但若教師在面對突如其來

的轉化能夠迅速的吸收及應用各式線上教

學軟體，並修改設計適合其軟體的教學內

容，是能夠給予學生一定品質的學習，且

錄製的教學影片更能讓學生重複溫習與檢

討，擁有更多元的學習環境。線上的互動

方式雖無法給予學生體育教學高頻率的互

動方式及身體與環境實際互動的學習經驗，

但卻能讓學生得到更多元的體育教學與不

同的互動方式，讓師生、學習環境和教學

方式三者在交互作用後產生的一種理解上

舆知覺上拉近距離感，進而透過教學互動

的過程提升師生雙方的正向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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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roduc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was to explore the history of the Department of 

Sport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promoting various sport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theory, with the hope of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future 

revision of sports development policies, cultivating healthy and outstanding talents for Taiwan, 

and realizing a new vision of a healthy nation, athletic excellence, and a vibrant Taiwan. 

Methods: This article, through the review of relevant literature, studies the origin of and 

conceptual development of systems theory,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theory to sports organization. Results: From a systemic theory viewpoint, sports 

administrators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their members, reduce the frequency of conflicts by carefully setting rules 

and regulations, emphasize reasonable attribution and recognition to stimulate high service 

morale, emphasize information input and feedback to enhance the practical benefits of 

development, make good use of special rules and crossover to build quality leadership, and 

use good public relations to strengthen the image of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Conclusion: 

In this way, not only will members feel a sense of identity and accomplishment in the 

organization, but also a positive and supportive culture and atmosphere will be formed in the 

organization, so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function of the sports organization can be re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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