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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 

教師效能之⽐較 
作者：林冠⽻ 

國⽴臺東⼤學  體育學系 

摘  要 

    本研究⽬的主要在探討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遠距教學與實體

教學的教師效能表現，並⽐較遠距教學教師效能與實體教學教師效能

之情形。研究對象採⽤分層隨機取樣，抽取臺東縣內 23 所公私⽴國

民⼩學，於 2021 年 5 ⽉ 19 ⽇起⾄ 2022 年 6 ⽉ 30 ⽇⽌，有進⾏遠距

體育教學之教師為對象。研究⽅法採問卷調查法，共發放 135 份問卷，

有效回收問卷 93 份，有效回收率 68.88%。運⽤ SPSS 24 統計軟體進

⾏分析，分別以描述性統計、獨⽴樣本 t 檢定、成對樣本 t 檢定、獨

⽴樣本單因⼦變異數分析等統計⽅法進⾏分析，本研究統計顯著⽔準

為𝛼＝.05。研究結果（⼀）臺東縣國⼩體育教師⼈⼝背景以「男性」、

「服務 5 年以下」、「未具有體育專⾧資格」、「服務於 6 班（含）以

下」、「遠距前有遠距教學經驗」、「使⽤同步教學⽅式」的體育教師為

多。（⼆）不同背景的臺東縣國⼩體育教師的遠距教學教師效能中，

學校規模 25 班以上在「個⼈⼯作價值」及「教師責任」有顯著的教

師效能。（三）不同背景的臺東縣國⼩體育教師的實體教學教師效能

中均無顯著差異。（四）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般教學效能」及

「教師⾃我效能」中，實體教學的教師效能⾼於遠距教學的教師效能。

結論：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實體教學的教師效能⽐遠距教學的教師

效能更為顯著，因此需要以⾝體活動為主的體育課中，體育教師在實

體課程會有更好的效能表現。 

 
關鍵詞：偏遠地區、教師策略、學⽣輔導、個⼈⼯作價值、教師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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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Elementar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Effectiveness in Distance Teaching and On-site 

Instruction 
 

KUAN-YU LI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teacher effectiveness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tung County in 

distance teaching and on-site teaching, an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istance teaching teacher effectiveness and on-site teaching 

teacher effectiveness. The participants of this were used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to select 23 public and private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tung 

County. From May 19, 2021 to June 30, 2022, teachers who conducted 

distance physical education were selected.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was used in this study. A total of 135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nd 93 questionnaires were effectively recovered, with an 

effective recovery rate of 68.88%. The SPSS 24 statistical software was 

used for analysis in this study, and statistical methods such a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 paired samples t-test, and 

independent samples single-factor analysis of variance were used for 

analysis. Th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level of this study was α=.05. The 

research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 The demographic profile of 

elementar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Taitung County was 

characterized by factors such as being "male," having "less than 5 years of 

teaching experience," lacking "physical education qualifications," serving 

"classes of 6 or fewer," and having experience working in "remote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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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have experience in "distance teaching" 

and employ "synchronous teaching methods."(2) The Taitung County 

elementar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schools with more than 

25 classes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effective than other teachers in 

dimension of personal work value and teacher responsibility.(3)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teacher effectiveness of On-site Instruction 

among elementar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Taitung County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4) The general teaching efficacy and teacher 

self-efficacy of Taitung County elementar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on-site teaching were higher than in distance 

teaching.Conclusion: The teacher effectiveness of Taitung County 

elementar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on-site teaching was 

higher than the teacher effectiveness of distance teaching.Th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had better teacher effectiveness performance in on-site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es that focus on physical	activities. 

 

Keywords：Remote area, Teacher’s strategy, Student counseling, 

Personal work value, Teachers'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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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本章節共分為五節，第⼀節、研究背景與動機；第⼆節、研究⽬的與研究

問題；第三節、研究假設；第四節、名詞解釋；第五節、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分別描述如下： 

第⼀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2019年 12 ⽉起中國湖北武漢市發現不明原因肺炎群聚，中國官⽅於 2020

年 1 ⽉ 9⽇公布其病源為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隨後迅速在中國其他省市與世界各

地擴散，並證實有效⼈傳⼈ (衛⽣福利部［衛福部］，2020a)。2020年 1 ⽉ 21⽇

臺灣出現⾸例個案，為了學⽣健康，並降低傳染⾵險，指揮中⼼宣布全國⾼中職

以下學校，均延後 2週開學，⼤專校院延後⾄ 2020年 2 ⽉ 25⽇以後開學 (衛福

部，2020b)。教育部並於 2020年 2 ⽉ 27⽇公布⾼級中等以下學校線上課程教學

與學習參考指引，若發⽣因疫情停課，可以採取到校補課或線上補課⽅式，讓學

⽣停課不停學。2020年 5 ⽉ 19⽇起全臺各級學校停課，正式進⼊全⾯線上教學，

不管是在設備、軟硬體，學⽣的學習⼼態及是否能適應課程、教師如何創造師⽣

互動，都成了⼀⼤考驗 (中華民國教育部［教育部］，2021)。 

    為⿎勵教師多使⽤遠距教學，因此教育部設⽴教育雲教學便利包，其中含有

線上教材和遠距教學相關影⽚，並提供多種學習資源網站及線上教學平台，可以

提供各級學校實施遠距教學使⽤ (教育部，2021b)。教育雲教學便利包有說明各

種教學平台優缺點，不外乎能錄影、線上⽩板、討論區，這些功能對教師來說是

⼀⼤福⾳。有了這些功能，教師便能較輕鬆與學⽣互動，第⼀時間能瞭解學⽣學

習狀況。若少了上述資源，教師在教學上則必需多花點⼼思，除了⼀系列連串的

教學外，還必需另外找評量的⽅法，才能知道學⽣的學習狀況。家⾧也可以藉由

平台尋找教師所使⽤的線上教學軟體，從中查詢孩⼦的學習狀況，給予幫助。 

    108 學年度教育部體育署針對國⼩學⽣調查喜歡上體育課的學⽣有達 69.4% 

(教育部體育署［體育署］，2021)，但 109 學年度顯⽰只有 66.5%的國⼩學⽣是喜

歡上體育課的 (體育署，2022b)。⾛向下坡的原因有可能是因為沒有被實體體育

課感動過，遠距教學的關係，學⽣只能隔著螢幕看教師⽰範，少了很多實際操作

的機會，漸漸學⽣就感受不到體育課帶來的樂趣。若能在課程中充滿成功經驗，

學⽣滿滿成就感，就有學習的動機，進⽽喜歡上體育課 (張瀞⽂，2011)。因此在

侯彥廷 (2021) 的研究中發現體育學習動機的四個因素中最⾼的為建⽴信⼼，其

次依序為切⾝相關、獲得滿⾜、引起動機，在學習滿意度中最⾼的為教師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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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同儕成就關係、學習效果。因此在研究中可以發現，要讓學⽣提⾼學習動

機，相對就必需建⽴起信⼼，有了成功的經驗，就會願意參與學習，教師教學的

滿意度也會有所提升，因此遠距教學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度有密切的相關性。 

    陳俊愷 (2022) 研究指出學⽣若對體育課有興趣，使⽤多媒體反⽽可以刺激

學⽣學習的慾望，但其中多位體育教師還是認為體育課實體操作部分是無法被線

上教學所取代的。所以以往實體課程中體育教學，教師可以利⽤語⾔、表情、⾛

動，讓學⽣能接收教師想要傳遞的訊息，但在疫情遠距不停學的期間，教師轉變

成⾯對冷冰冰的機器進⾏教學。因此教師在線上教學認知中，以教師的資訊能⼒

為最主要，還需要學校配合資源投⼊，最後搭配教師信念態度，在研究中發現教

師效能⽅⾯教學專業能⼒⾼於教師知覺信念，由此可知，體育教師在遠距教學認

知與教師效能的提升還是有著密切的相關 (俞筑涵，2022)。 

    體育課多以術科實作為主，伴隨著當下環境做改變，但線上體育課，會受到

許多的限制，場地、視訊鏡頭範圍、動作難度，在以上種種限制中體育教師該如

何安排出⼀堂，能學習到技能，⼜可以不受場地限制，甚⾄能讓教師清楚看到學

⽣的學習狀況的體育課，這就看教師該如何發揮⾃⾝的教師效能 (陳荻慈，2021)。 

⽽在蘇宥騫 (2022) 的研究發現教師的績效預期、努⼒預期、社會影響、便利條

件對遠距教學的⾏為都具有相關的顯著影響。因此教師勢必調整教學的⽅式，課

堂中不斷與學⽣有互動，也融合運動相關技能，讓學⽣邊學邊動，達到實體體育

課中的⾝體活動效果。 

依據教育部統計處 (2015) 指出臺東縣轄內皆屬偏遠學校，但偏遠學校的教

師還是需要⾯對遠距教學，位於偏遠學校該如何去⾯對遠距教學，以及教學資源

亦或者是教師的資訊能⼒是否⾜夠應對，都成了⼀個問號。在有城鄉差距的情況

下，偏遠教師們需要提升教學能⼒、參與專業發展來提升⾃⼰的教師效能，以減

少與都市學校的差距。⽽研究者就讀⼤四及預研⽣⾝份時，剛好遇到停課不停學

的時程，看⾒教師們努⼒發揮創意完成⼀堂線上體育課，這才知道不是這麼容易

的⼀件事。教師們需要多參與各單位舉辦線上教學研習，精進⾃⾝能⼒，才能藉

由⾃⾝能⼒與網路學習平台，在現在 21 世紀的網路世界中，創造出有趣⼜能學

習的線上體育課程。 

    綜合上述，本研究主要是想瞭解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教

師效能之⽐較，以及不同背景變項的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及實體教學教

師效能之差異情形。最後將研究結果提供給相關教育單位、學校及教師等進⾏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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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課程準備、課程設計做參考，讓往後的遠距教學發展更完善、教師效能發揮

最⾼。 

第⼆節 研究⽬的與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的與研究問題如下： 

⼀、研究⽬的 

(⼀) 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教師效能之差異情形。 

(⼆) 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實體教學教師效能之差異情形。 

(三) ⽐較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教師效能之差異情形。 

⼆、研究問題 

(⼀) 不同背景變項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教師效能差異為何？ 

1.不同性別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遠距教學的教師效能差異情形為何？ 

2.不同年資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遠距教學的教師效能差異情形為何？ 

3.體育專⾧教師與⾮體育專⾧教師在遠距教學的教師效能差異情形為何？ 

4.不同學校規模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遠距教學教師效能差異情形為何 

5.有遠距教學經驗與無遠距教學經驗在遠距教學的教師效能差異情形為何？ 

6.不同遠距教學⽅式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遠距教學的教師效能差異情

形為何？ 

(⼆) 不同背景變項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實體教學教師效能差異為何？ 

1.不同性別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實體教學的教師效能差異情形為何？ 

    2.不同年資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實體教學的教師效能差異情形為何？ 

    3.體育專⾧教師與⾮體育專⾧教師在實體教學的教師效能差異情形為何？ 

    4.不同學校規模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實體教學教師效能差異情形為何？ 

    5.有遠距教學經驗與無遠距教學經驗在實體教學的教師效能差異情形為何？ 

    6.不同遠距教學⽅式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實體教學的教師效能差異情

形為何？ 

(三) 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教師效能⽐較情形為何？ 

1.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的教學策略差異情形為何？ 

    2.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的學⽣輔導差異情形為何？ 

3.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的個⼈⼯作價值差異情形為

何？ 

4.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的教師責任差異情形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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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的正向態度差異情形為何？ 

第三節 研究假設 
    根據上述研究⽬的與研究動機，本研究假設的如下： 

假設 1：不同背景變項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遠距教學的教師效能有顯著差異。 

  假設 1-1：不同性別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遠距教學的教師效能有顯著差異。 

  假設 1-2：不同服務年資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遠距教學的教師效能有顯著

差異。 

  假設 1-3：體育專⾧教師與⾮體育專⾧教師在遠距教學的教師效能有顯著差異。 

假設 1-4：不同學校規模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遠距教學的教師效能有顯著

差異。 

假設 1-5：有遠距經驗與無遠距教學經驗在遠距教學的教師效能有顯著差異。 

假設 1-6：不同遠距教學⽅式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遠距教學的教師效能有

顯著差異。 

假設 2：不同背景變項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實體教學的教師效能有顯著差異。 

  假設 2-1：不同性別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實體教學的教師效能有顯著差異。 

  假設 2-2：不同服務年資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實體教學的教師效能有顯著

差異。 

  假設 2-3：體育專⾧教師與⾮體育專⾧教師在實體教學的教師效能有顯著差異。 

假設 2-4：不同學校規模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實體教學的教師效能有顯著

差異。 

假設 2-5：有遠距經驗與無遠距教學經驗在實體教學的教師效能無顯著差異。 

假設 2-6：不同遠距教學⽅式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實體教學的教師效能無

顯著差異。 

假設 3：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的教師效能⽐較有顯著差異。 

假設 3-1：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教學策略的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的教師效能

⽐較有顯著差異。 

  假設 3-2：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學⽣輔導的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的教師效能

⽐較有顯著差異。   

假設 3-3：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個⼈⼯作價值的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的教師

效能⽐較有顯著差異。 

假設 3-4：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教師責任的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的教師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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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有顯著差異。 

假設 3-5：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正向態度的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的教師效能

⽐較有顯著差異。 

第四節 名詞解釋 
    本研究中有些名詞，為使讀者快速釐清，茲將本研究中的名詞界定如下： 

⼀、體育專⾧教師 

    根據教育部體育署 (2022a) 體育統計年報定義體育專⾧教師如下，具備其

中⼀項即可為體育專⾧師資，體育運動相關科系畢業、體育相關科系修得 8 學分

以上、具有全國單項協會 C級以上教練證或裁判證、體育署核發之專業證照 (含

國民體能指導證、登⼭嚮導員證、運動傷害防護員證、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證)、經

體育署審定認可並具授證資格的民間團體所授之證書 (含救⽣員證、⼭域嚮導證)

及中華民國體育學會核發之學⽣體適能指導員、經體育署核發之體育教學模組種

⼦教師證明書及經體育署審定並認可具授證資格團體所授之體育教學模組教師

證明書等，未具備者則列為⾮體育專⾧教師。本研究所指體育專⾧教師需符合上

述其中⼀項。填答者需於疫情期間(2021~2022)有上過⼀堂 (含) 以上體育課的正

式、代課、代理教師。 

⼆、遠距教學 

    遠距教學是指教師與學⽣透過通訊網路、電腦網路、視訊頻道等傳輸媒體，

以互動⽅式進⾏之教學 (教育部，2006)。本研究所指遠距教學有分為三種，同步

教學、⾮同步教學、混合式教學，同步教學需包含同時間進⾏遠距教學；⾮同步

教學需包含不同時間、不同地點進⾏遠距教學；混合式教學則是結合上述兩者，

⼀段時間使⽤同步教學，⼀段時間使⽤⾮同步教學。 

三、教師效能 

教師效能為解釋教師⾃⾝動機的重要概念，主要是在瞭解教師教學活動當中

的選擇以及決定，還有在教學過程中努⼒的程度，或是在遇到困難及阻礙時，⽀

持教師持續下去的程度 (Ashton, 1984)。本研究所指教師效能，係指在「國⼩體

育教師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教師效能」中的⼀般教學效能 (教學策略、學⽣輔導)

及教師⾃我效能 (個⼈⼯作價值、教師責任、正向態度) 的問卷得分情形，以瞭

解臺東縣國⼩體育教師的教師效能情形，問卷分數越⾼，表⽰其教師效能越⾼；

反之，得分越低，教師效能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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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研究範圍 

  (⼀) 研究地區 

        本研究僅針對臺東縣縣內國⼩為研究範圍。 

  (⼆)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臺東縣內國⼩體育教師，包含正式、代理及代課體育教師

且有在遠距期間進⾏體育教學，為研究對象。 

  (三) 研究內容 

        研究者先抽取臺東縣內各⾏政區之學校個數，並聯絡該校學⾧學姊協助

發放，將問卷以回郵信封寄出，待填寫完成寄回後，進⾏整理及資料處理、

分析，探討體育教師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教師效能之差異。 

  (四) 研究時間 

        臺灣疫情期間為 2020年 1 ⽉開始⾄ 2023年 5 ⽉降為第四級傳染疾病，

本究的時間為遠距教學期間，指 2021 年 5 ⽉ 19 ⽇起⾄ 2022 年 6 ⽉ 30 ⽇

⽌。 

⼆、研究限制 

(⼀) 研究地區 

        本研究僅調查臺東縣內 22 所國⼩，研究結果僅能推論臺東縣體育教師

為限，研究結果無法推論⾄其他縣市。 

  (⼆) 研究對象 

        本研究僅調查臺東縣內國⼩部分體育教師，包含正式、代理及代課體育

教師，研究結果僅能顯⽰體育教師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的教師效能，無法推

論⼀般教師及其他專⾧教師的教師效能。 

  (三) 研究內容 

        本研究僅針對教師效能做討論，並不會針對⼯作壓⼒、教學滿意度、組

織氣氛等⾯向進⾏分析與討論。 

  (四) 研究時間 

        本研究僅針對遠距教學期間做討論，指 2021年 5 ⽉ 19⽇起⾄ 2022年

6 ⽉ 30⽇期間。因此無法推論出上述時間以外之遠距教學教師效能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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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獻探討 
    在疫情的肆虐下，改變了原有的教學模式，在不同的教學模式中教師該如何

保持原有的教師效能，不受空間、時間與地點的影響。因此本章共分為三節來敘

述，第⼀節、遠距教學；第⼆節、教師效能；第三節、遠距教學與教師效能相關

研究。分別敘述如下： 

第⼀節 遠距教學 
    本節遠距教學的內容包含：遠距教學定義、數位教學定義、線上教學定義、

教學進⾏⽅式、遠距教學發展。教育隨著時間的推進，從以往的師徒制、學院私

塾體制、再到義務教育，各種不同的教育模式在世界各地進⾏中。⽽遠距教學在

科技的進步下，漸漸地在教育史上展露頭⾓ (陳佳郁，2022)。科技進步的前期，

電腦⾮常不普及，但已經有許多不同的遠距教學⽅式，錄影帶、錄⾳帶、電視機、

傳真等⽅式，都能變成遠距教學。讓學⽣不受時間、地點、空間的限制 (曾冠綸，

2022)。教學者需要熟悉硬體設備的操作，更要妥善安排遠距課程，才能幫助學⽣

能夠持續的學習，幫助學⽣能維持健康的⽣活型態是疫情下重要的關鍵課題 (陳

荻慈，2021)。⽽有些原本在教室中進⾏的課程，包括實驗課、體育課、⾳樂課等

需要實作、實地演練的課程，勉強按照直播教學進⾏，只能說就是做⼀個動作⽽

已，教學效果⼗分有限 (通識再現，2020)。 

⼀、遠距教學之定義 

隨著網路科技迅速發展，遠距教學 (Distance Teaching) 打破了時間、空間的

限制，達成無所不在的學習。教學者與學習者不需要同時在傳統教室中出席，可

以藉網路傳送電⼦⽂件或即時通訊軟體進⾏溝通，過去最常⾒於成⼈的終⾝學習，

近年則是在嚴峻的疫情驅使之下，讓在家遠距學習普及化，成為全球教學者與學

習者必需上⼿的任務 (謝均柔，2022)。有關國內外研究者對於遠距教學的定義，

整理如下表 2-1： 

表 1 

遠距教學定義表 

(續) 

研究者 

(年份) 

定義 

Grrison & Shale 
(1987) 

教學者與學習者之間的溝通通常是不連續的，需要使⽤科技輔

助來提供雙向溝通，已達到能夠幫助及⽀持教育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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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遠距教學定義表(續) 

綜合上述研究者的定義，研究者提出遠距教學即是⼀種不受時間限制也不受

地點限制的學習的⽅法，但需配合網際網路及電⼦設備的使⽤，缺少任何⼀種媒

研究者 

(年份) 

定義 

Keegan 
(1990) 

師⽣在分開的教學模式外，從本質上⽽⾔，遠距教學是採⽤科

技及媒體來傳授和傳送知識、技巧和態度的⽅法，是⼯業化

「教」與「學」的模式，複製⼤量⼀樣的教材，讓更多的學習

者可以不論⾝在何處皆能達到學習的⽬的。 
Moor & Kearsley 
(1996) 

遠距教學的學習計畫通常在不同的地⽅發⽣，並需要納⼊課程

設計、專業的教學技巧，利⽤電⼦和其他科技來進⾏溝通的特

殊⽅法。 

陳呈容 
(2013) 

遠距教學定義為是⼀種透過媒體輔佐教學進⾏的教學⽅式，必

需經由妥善的規劃設計，提供課程給各種處於不同地點的學習

者進⾏學習。 

侯彥廷 
(2021) 

遠距教學是透過現代網路科技來傳授學⽣知識與技能，在學習

上學⽣不受時間與地點限制，可以⾃⾏安排。 

紀⽂昌 
(2022) 

所謂「遠距教學」意指利⽤資訊與通訊設備技術，讓教師

與學⽣無需進⾏⾯對⾯的雙向交互學習，知識的傳播不受

限制，可以隨時隨地學習。因此，遠距教學定義中主要原

素係指教師與學⽣之間的時間和空間上是分離的。 

陳佳郁 
(2022) 

遠距教學指師⽣可以透過網際網路、視訊頻道等媒介以互動的

⽅式教學。⽬前普遍認定的課程進⾏⽅式分為同步課程、⾮同

步課程及交付⾃主學習任務的類型。遠距教與學不受時空的限

制，也因⽽成為 COVID-19疫情下延續學校教育的⼀種⽅式。 

俞筑涵 
(2022) 

遠距教學是透過媒體輔助的教學，藉由資訊科技與通訊科技技

術進⾏教學活動，讓遠距教學突破空間與時間限制。 

曾冠綸 
(2022) 

遠距教學就是利⽤電腦、⼿機、平板等資通訊設備技術，讓學

習者與教學者不需實體⾯對⾯也可以傳遞知識、資訊的學習模

式，並不受到空間與時間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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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學習者即使有學習動機，也無法達到學習的⽬的。臺灣多地處偏鄉及弱勢族

群，因此電⼦設備的取得上不易，教育部於 111年透過計畫投⼊經費，達成⽣⽣

有平板 (教育部，2021a)，因此在學習上的困境達到有效得突破。 

⼆、數位教學之定義 

資訊教育是現今教育⾮常重視的⼀環，利⽤電腦、網路所帶來的便利，實施

數位教學輔助課程，提⾼學⽣學習成效與動機，已逐漸成為趨勢 (吳佩芳，2014)。

數位教學 (E-Teaching) 就是電⼦化學習，指經由電⼦⼯具 (數位媒介) 如網路或

多媒體來進⾏學習。應⽤的範圍包含了網路化學習 (Web Based Learning)、電腦

化學習、虛擬教室 (Virtual Classroom) 及數位合作 (Digital Collaboration)。透過

網際網路，即時傳遞各種資訊及知識，強調提供參與者間同步即時討論或合作的

能⼒ (⾼瑜璟，2006)。數位教學乃是指教學者應⽤各種數位化之⼯具作為媒介的

教學⽅式，其主要是藉由網際網路來傳達資訊、知識及教材等 (張簡明育，2014)。 

數位教學分兩種教學模式，第⼀種模式是「同步課程」，教師及學⽣需要在

固定的時間同時上線，但不需要在同個地點。第⼆種模式是「⾮同步課程」，⼤

部分採取預錄影⽚，再上傳⾄網路上，學⽣按照⾃⼰進度觀看影⽚學習 (簡曉婷，

2022)。教師能利⽤數位科技⼯具整合網路資源來進⾏多元化的教學、評量與互

動，近⽽提⽣學⽣學習成效與教師⾃我成⾧知能⼒ (陳靖雯，2022)。上述研究者

數位教學定義，研究者整理如下表 2-2： 

表 2 

數位教學定義表 

研究者 

(年份) 

定義 

⾼瑜璟 
(2006) 

數位教學(E-Teaching)就是電⼦化學習，指經

由電⼦⼯具(數位媒介)如網路或多媒體來進

⾏學習。應⽤的範圍包含了網路化學習 

(Web Based Learning)、電腦化學習、虛擬教

室 (Virtual Classroom) 及數位合作 (Digital 

Collaboration)。透過網際網路，即時傳遞各種

資訊及知識，強調提供參與者間同步即時討

論或合作的能⼒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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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數位教學定義表(續) 

研究者 

(年份) 

定義 

張簡明育 
(2014) 

數位教學乃是指教學者應⽤各種數位化之⼯

具作為媒介的教學⽅式，其主要是藉由網際

網路來傳達資訊、知識、教材等。 

簡曉婷 
(2022) 

數位教學分兩種教學模式，第⼀種模式是「同

步課程」，教師及學⽣需要在固定的時間同時

上線，但不需要在同個地點。第⼆種模式是

「⾮同步課程」，⼤部分採取預錄影⽚，再上

傳⾄網路上，學⽣按照⾃⼰進度觀看影⽚學

習。 

陳靖雯 
(2022) 

教師能利⽤數位科技⼯具整合網路資源來進

⾏多元化的教學、評量與互動，近⽽提⽣學

⽣學習成效與教師⾃我成⾧知能⼒。 

綜合上述，各研究者對數位教學之定義，需要學習者藉由網際網路及各種電

⼦產品的使⽤，才能完整的學習到教學知識，⽽且特別強調學習者需主動學習，

任意缺課會造成進度落後，導致學習中斷。因此主動學習是在學習者⾝上必需保

有的，不管是傳統教學還是數位學習，都應保有著⼀顆求知的⼼。 

三、線上教學之定義 

    線上教學 (Online Teaching) 是指教學者將學習資源與相關連結放置網路多

元平台上，提供學習者能在平台進⾏學習，另外結合線上討論區或練習與評量，

進⾏⾮同步互動學習，還可以透過網際網路即時聊天室或者視訊會議，建⽴同步

互動的教學環境 (林家萬，2005)。線上學習是遠距教學當中的⼀種⽅法，學習者

通常以網際網路進⾏學習，並且著重強調網路的資訊應⽤ (謝雅青，2007)。 

研究者綜合以上「遠距教學」、「數位教學」及「線上教學」等三種教學法有

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藉由以上研究者的定義，研究者整理 (如表 2-3) 更能釐清

三者間的差異。若要在這彼此之間勉強畫上⼀條界線，或許我們可以簡單地界定

為：遠距教學是教學者與學習者不在同⼀個地點的互動學習⽅式；數位學習是指

學習者利⽤任何數位產品所衍⽣的各種學習⽅式；⽽線上教學則是指教學者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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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者利⽤網路來進⾏的教學活動，包含同步與⾮同步 (林佳佳，2022)。徐禎基在

2004年提出美國WR Hambrecht公司於 2000年 2 ⽉針對美國企業線上學習分析

的市場報告，就線上學習架構，界定彼此之間的關係，遠距教學為最⼤主體，其

中可以包含數位教學，數位教學⼜可包含線上教學，因此關係圖如圖 2-1 所⽰： 

表 3 

遠距教學類型及特性分析表 

類別 使⽤媒介 特性 

線上教學 網際網路 使⽤網路連結、互動，範圍較⼩ 

數位教學 網際網路 使⽤網路連結、互動，範圍較⼩ 

遠距教學 網際網路、電視、錄影帶、光

碟、電⼦郵件 

範圍最廣，包含線上學習與網路

學習 

圖 1 

遠距教學相關架構圖

 
四、教學進⾏⽅式 

依據功能的不同，可分為同步式 (Synchronous) 與⾮同步式 (Asynchronous)

和混成式學習 (Blended Learning)，三種不同的類型具有各⾃的特⾊。同步式的

遠距教學師⽣需於約定的時間同時上線進⾏課程活動，同步教學能讓師⽣互動、

討論讓課堂更加活絡 (丁思與，2022)。⾮同步式的遠距教學⼀般泛指數位學習系

統，教師事先將組織好的課程內容建置於學習平台上，學⽣藉由操作電腦，透過

上網連線進⾏學習 (沈中偉，2008)。混成式是指包含了同步線上學習與⾮同步線

上學習的⽅式，結合了不同設計策略、科技媒體運⽤的教學⽅法。教師可先預先

錄製好教材影⽚上傳⾄網路教學平台，讓學⽣預習、找資料，先對課程有基礎⼼

線上教學

數位教學

遠距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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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再開線上同步視訊教學，反之亦可 (陳俊愷，2022)。疫情後，未來的授課⽅

向可能朝著混成式⽅式，實體與線上併⾏實施，確保缺課學⽣的權益，但體育課

無論在室內還室外，採⽤混成式都具有挑戰性，該如何⾯對，都是教師的⼀道課

題 (陳⽟枝，2022)。 

(⼀)  同步教學 

教學者與學習者，在不同地點，卻可以同⼀時間進⾏教與學的學習歷程。

教學者會透過網路設備結合軟硬體設施，將學習者學習狀況播放⾄教學者的

電⼦設備，進⾏線上即時視訊教學。學習者可藉由網路上的即時互動軟體，同

步進⾏上課與討論，達成傳統教室相同的雙向互動模式，以維持學習者的專注

⼒ (謝均柔，2022)。同步教學能讓師⽣即時互動、討論，激發出課堂中更多的

⽕花，並引發出學⽣的學習動機，便也關係到教師遠距時同步教學的班級經營

⽅式 (丁思與，2022)。是⼀種師⽣相隔兩地，透過視訊系統將系統化的課程內

容傳遞給遠地學習者的教學⽅式。免受時間、空間限制的特⾊，有別於傳統式

⾯對⾯教學，突破時空藩籬，於虛擬教室中進⾏學習 (謝臥⿓、駱慧雯、趙雅

⾳，2000)。 

(⼆)  ⾮同步教學 

教學者事先預錄好上課內容，包含影像、聲⾳，藉由剪輯軟體，將內容變

成⼀段教學影⽚，學習者可依照⾃⼰允許的時間、地點去觀賞影⽚，若有⾃⼰

無法理解之⽚段，可以重複觀看，⾮同步教學減少了許多互動，因此在學習後

的討論就⾮常重要，因此依賴留⾔板、電⼦信箱、通訊軟體等作為溝通⼯具 

(俞筑涵，2022)。只要有網路即可隨時隨地進⾏線上學習，學⽣也可以掌控學

習時間與調整進度，由於教學內容被錄製成影⽚，亦可作為後續複習與補充教

材之⽤ (徐濟世、蔡⽂⿓，2021)。⾮同步教學學⽣和教學者無法直接對話討

論，但是透過網⾴的討論區功能進⾏互動，即可彌補此⼀缺失，如果再配合網

⾴設計互動式問題讓學⽣回答，反⽽可以將網路的特點發揮出來 (楊奕農、柴

蕙質，2002)。 

(三)  混成式教學 

    混成教學是⼀種，將傳統式教學及遠距教學結合，可以提供學習者更多在

學習上的選擇，也可以帶來更多的效益，混成教學將以往傳統教學及線上教學

的單⼀傳遞⽅式打破，額外提升成本及時間的效率。也就是⼀段時間進⾏傳統

課程，⼀段時間進⾏遠距教學 (陳亭潔，2016)。混成式教學是指教師可以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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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需要，選擇實體教室與同步模式或⾮同步線上模式進⾏教學 (趙美聲、⿈仁

竑，2003)。混成式學習是指混合兩種以上不同的教學⽅式進⾏⾃主學習，因

此學習者能以更彈性的⽅式利⽤多樣化⽅式取得教育訓練的內容 (何春玲、史

浩⽂，2009)。 

    綜合上述，三種教學進⾏⽅式及特性整理如 (表 2-4)，教學者需事先做好調

查，確認學習者⽣活中是否能輕易取得學習媒介，三種教學進⾏的⽅式，對於網

際網路的使⽤都⾮常重要。遠距教學已經不再是針對疫情，⽽是當遇到天災：颱

⾵、地震、⽔災等，就能改成遠距教學，讓學習者不再因為遇到困境⽽無法學習，

因此遠距教學對現在已有⼀⼤貢獻。 

表 4 

教學進⾏⽅式統整表 

⽅式 特點 

同步 有受時間限制，卻有較⾼的互動性 

⾮同步 不受時間與地點皆可學習 

混成式 綜合以上兩者優點 

五、遠距教學發展 

    遠距教學因為⼈類受到距離、交通的限制，無法⾄學校接受教育⽽發展出來

的授課⽅式，隨著環境的改變，漸漸衍⽣出許多不同的遠距教學⽅式，滿⾜學習

者的需求 (陳呈容，2013)。⿈嘉勝、⿈孟元 (1999) 曾提出遠距教學在歷史上的

演變，可以分為四個時期 (如圖 2-2)： 

  (⼀) 以⽂字為媒介的函授教學 

  (⼆) 以聲⾳為媒介的廣播遠距教學 

  (三) 以視聽科技為媒介的電視遠距教學 

  (四) 以網路多媒體為媒介的互動式遠距教學 

    遠距教學早在⼀百五⼗多年前就存在了，1850 年代主要透過印刷、收⾳機

等⽅式，1960年代，科技進步，電腦為普及，但已有多元的遠距教學⽅式，直到

近代⼈⼈都有智慧型⼿機及無線網路，讓遠距成為每⼀位學⽣任何地點、時間都

能進⾏學習 (曾冠綸，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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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遠距教學發展圖

 
七、⼩結 

    遠距教學中，教學⽅式能分成「同步教學」、「⾮同步教學」、「混合式教

學」三種，教師可以針對⾃⼰的需求去設計相對的教學⽅法，但因為遠距教學

教師還必需考量到的⾯向⾮常多，最基本的需要有媒介及網路才能正常上課，

課程需要的器材及空間是否⾜夠，這都納⼊了體育教師要思考的範圍。遠距教

學的範圍也⾮常廣包含了「數位教學」、「線上教學」，三者其實差距不⼤，但遠

距教學可使⽤的媒介較多，也是此次遠距教學最重要的⼀項教學⽅式，也因為

這次疫情的關係，讓⼤家看到了遠距教學的重要性，開始有規劃性的設計線上

教學平台及修繕校園內相關教學設備，以備不時之需。慢慢的也開始有學校將

遠距教學納⼊課程規劃中，不再是只有因為疫情需要使⽤，⽽是平常也可以使

⽤的⼀種新的教學⽅式。 

第⼆節 教師效能 
    教師效能是⼀種理論上的構念，是教師對其教學能⼒的知覺判斷。本節將探

討教師效能意涵，瞭解在教學上教師如何運⽤⾃⾝效能，並對本研究教師效能進

⾏定義。 
⼀、教師效能定義 

    美國 Rand Corporation 提出教育評鑑研究報告指出教師效能與學⽣成就具有

顯著相關更開啟了教師效能的先例 (吳清⼭，1998)。1982 年 Fuller、Wood、

Rapoport 與 Dornbusch 將效能的定義為，個體透過個⼈努⼒所能獲得之結果的預

測。Bandura (1977) 則認為，效能是個⼈對效能的預期，決定個⼈將付出多少⼼

⼒及⾯對挫折和痛苦時，能堅持多久，⽽將其運⽤在教學過程當中，稱之為教師

效能，其中分為，教師⾃我效能信念、教材組織運⽤、教師教學技術、學習時間

的運⽤、師⽣關係的建⽴和班級氣氛的營造，為研究上最常被提及之教師教學效

能的重要指標 (吳清⼭，1991)。 

    教學效能⼀詞對許多研究者來說定義不盡相同，由於翻譯問題，國內出現各

函授教學 廣播遠距教學 電視遠距教學 互動式遠距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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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有關教師效能 (teacher effectiveness) 不同名詞版本，包括：「教師效能」、「教

師效能感」、「教師效能信念」或「教師教學⾃我效能」等等 (蔡俊傑，2005)。其

中 1982年 Ashton 將教師⾃我效能分成三部分，個⼈效能：指的是教師對於成為

⼀位有效率教師的意識；教學效能：指的是教師對教學和學習之間的信念；個⼈

教學效能:指的是教師對成為⼀位有效率的教師，以及對教學與學習之間的信念。

Gibson 與 Dembo (1984) 將⾃我效能分為，個⼈教學效能：指的是教師對⾃⼰所

具有的教學能⼒和技巧之信念和⼀般教學效能:指的是教師認為能改變學⽣能⼒

的信念。謝佳懿 (2007) 提出教師效能通常包括「個⼈教學效能」、「⼀般教師效

能」及「班級經營效能」三個⾯向。教師如何進⾏與規劃有效的教學進⽽協助學

⽣學習成功，也就是教師對⾃⼰專業知能的⼀種信念與認知⾏為，這些都是構成

教師效能的主要架構 (陳秦敏，2010)。研究者整理出有關國內近⼗年教師效能的

定義，如表 2-5 所⽰。 

表 5 

教師效能定義表 

研究者 

(年份) 

定義 

鍾⽂峰 
(2014) 

教師效能指教師於教學情境中，對⾃⼰能⼒及預期學⽣學習效果之

間的評估，不僅能堅定本⾝的信念⾜以影響學⽣正向的學習，並能

影響學⽣學習以從事有效教學活動之能⼒。 

鍾榮進 
(2015) 

即教師主觀地評價⾃⼰的教學能⼒，認為⾃⼰能夠成功完成教學⼯

作的信念，並預期學⽣可透過教師之教學⽽達到特定教育⽬標或進

步的表現結果。 

鄧⽵晴 
(2016) 

教師在教學情境中，從準備課程、教學過程⾄教學評量後的⾃我評

估，除了包含對⾃我能⼒的評估外，也包含了對於學⽣的學習情形

的評估。 

林芳瑜 
(2016) 

教師在教學場域中運⽤⾃我專業能⼒，藉由教學活動引導學⽣學習

產⽣正⾯影響的知覺或信念，使學⽣在學習態度或⾏為表現上達到

預期的教育⽬標。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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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教師效能定義表(續) 

研究者 

(年份) 

定義 

林⽴⼼ 
(2018) 

教師能秉持優質的教學專業與職責信念，知曉學⽣學習能⼒且適性

教學，善⽤個⼈能⼒，推動校務運作、同仁合作、維持良好親師關

係等教育⼯作。 

吳勁甫  
(2018) 

教師效能之重要內涵包括教師教學效能、教師專業發展、教師進修、

教師承諾、教師信念等部分。 

張耀忠 
(2020) 

教師對於⾃⼰所具備的教學能⼒與技巧具有信⼼，包括教學計畫撰

寫、教學策略擬定、教學評量的實施與班級經營能⼒之展現，並能

適時引導學⽣在認知、技能與情意上有正向之學習，以有效達成教

學⽬標。 

張瀞紋 
(2021) 

教師效能乃是教師具有優質的⼈格特質，能秉持職責信念，時時反

思教學，精進教學實務，且在教育場域中運⽤專業知能，知曉學⽣

學習能⼒以進⾏適性教學，幫助學⽣在學業或⾏為上有優良表現，

進⽽追求最好的學習效果，達成既定的教育⽬標。 

謝雅棋 
(2022) 

教師⾃我效能為教學特定領域的⼀種效能預期，不同於⼀般的⾃我

概念及內外空，更⾮結果預期，也不是教學的實際⾏為或表現。 

⿈詩雁 
(2022) 

教師效能意旨教師對於⾃⾝教學⾏為之信念。 

林采瑢 
(2023) 

教師效能為教師實施服務學習課程時，教學專業、同儕關係、師⽣

關係、克服外在因素等向度。 

    根據上表國內研究者對教師效能定義，可以得知⼤多研究者定義教師效能時

皆提及運⽤教師⾃⾝專業能⼒具有信⼼，⼀⽅⾯是展現教師本⾝教學能⼒及教學

表現的程度，另⼀⽅⾯也是影響學⽣學習成果的關鍵因素。因此本研究將教師效

能定義為:教師在教學中，對⾃⾝專業能⼒與學⽣學習情況的評估。 

    教師效能包含教師本⾝、學⽣學習狀況及信念等等，因此除定義之外，各研

究者⼜針對研究內容將教師效能進⾏層⾯劃分。Ashton (1984) 認為教師教學⾃

我效能是教師相信⾃⼰能影響學⽣表現的程度。其認為教師教學能信念包含三個

層⾯：(1) 個⼈效能：教師對⾃⼰成為個有效能教師的知覺。(2) 教學效能：教師

對教學與學習之間關係的信念。(3) 個⼈教學效能：此⼀向度是統整個⼈效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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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效能之概念⽽形，即教師對⾃⼰成為有效能教師及對教學與學習間關係之信

念。Gibson 與 Dembo (1984) 認為教師教學效能係指教師對於⾃⼰影響學⽣學習

的能⼒信念。此種能⼒信念包含兩個層⾯：(1) 個⼈學能：是指教師對⾃⼰所具

有的教學能⼒與技巧的信念。(2) ⼀般教學效能：指教師在外界因素限制下，所

能改變學⽣的能⼒信念。Denhan 與 Michael (1981) 認為教師⾃我效能是引導教

師⾏為結果之知覺、實際⾏為表現及學⽣⾏為等因素相互關係的其中⼀中介概念。

林勇輝 (2004) 認為教師效能可以分成兩個層⾯：(1) 教師⾃我效能：教師效能

是教師對本⾝教學能⼒的信念，以及學⽣學習成就的預期。(2) 教師教學效能。

在疫情下因為教學環境、⽅式的改變，⽽影響教師原有上課模式、班級經營，讓

教學變得困難。本研究將教師效能定義為兩個層⾯，如下：  

(⼀) ⼀般教學效能：指教師對教育效能的⼀般性看法及教師在環境的限制下，

能夠影響學⽣程度的信念。亦即，外在環境限制下，教師對於教育引導學

⽣向善信念。 

(⼆) 教師⾃我效能：指教師對⾃⼰專業能⼒的評估，及教師對本⾝教學能⼒所

能影響學⽣程度的信念。亦即，教師對⾃⼰教學能⼒的評估。 

⼆、教師效能理論模式 

    探討教師效能與教師與學⽣成就等諸多因素間的概念性關係是為教師效能

模式。以下將針對 Denhan 和 Michael (1981)、Ashton 和 Webb (1986) 和林勇輝 

(2004) 教師效能理論敘述如下： 

(⼀)  Denham and Michael 教師效能中介模式 

1981 年 Denham and Michael 認為教師⾃我效能是引導教師⾏為結果

之知覺、實際⾏為表現及學⽣⾏為等因素相互關係中的其中⼀中介概念。

如圖 2-3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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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Denham and Michael 教師效能中介模式 

         先前條件                           可評量結果 
 
 
 
 
 
 
 
 
 
 
 
 
 
 
 
 
 
 
 
 
 
 
 
 

註：Denham, C., & Michael, J. (1981). Teacher sense of efficacy: A definition   of 
the construct and a model for further research. Educational Research Quarterly, 
5, 39-63. 

    此模式由先前條件、可評量結果與教師教學效能所組成，先前條件包括四個

因素 (⼀) 教師訓練：是指教師的學歷或受過的研習訓練；(⼆) 教學經驗：是指

師的教學經驗與教學的成敗經驗；(三) 制度變項：是指教師⼯作的⽣涯階段、待

遇、學校⼈際關係及相關的社會情境因素；(四) 個⼈變項：是指教師的性別、年

資等個⼈背景因素；⽽歸因則是指教師對上述各種先前變項的因果之歸因。可評

量結果包含教師⾏為與學⽣成就 (⼀) 教師⾏為：是指師的教室⾏為、對教育⾰

新的⽀持、專業活動及是否願意繼續擔任教學⼯作等；(⼆) 學⽣成就：是指學⽣

的認知、情意、技能與⾏為⽅⾯之表現。教師教學效能由認知與情感所組成，包

含普遍度、強度與廣度三向度，(⼀) 普遍度：是指教師對各種不同教學情境的適

任度；(⼆) 强度：是指教師⾯對教學⼯作，所抱持效能感可改變或堅持的程度； 

(三) 幅度是指教師⾯對教學上之困難所展現之信念。  

教師訓練	 教學經驗	

制度變項	 個人變項	

歸因	

教師行為	

學生成就	

中介概念	

教師教學效能	

普遍度	 強度	

廣度	

認知的	

情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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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 Denham and Michael 教師效能模式採⽤了 Bandura 的⾃

我效能理論及相互決定論，⽽提出了教育情境因素、教師⾏為及學⽣成就之間的

中介構念，雖然是無形的信念，但確實存在。 

(⼆)  Ashton and Webb 教師效能模式 

    Ashton 和 Webb 教師效能模式建⽴在 Bandura 的社會認知論-教師⾃我

效能個⼈⾏為的中介認知，於在 1986年提出多向度概念的教師教學效能模

式，並主張教師教學效能信念是⼀具有階層組織，請相互影響的多向度概

念。如下圖 2-4 所⽰。 

圖 4 

Ashton and Webb 教師效能模式 
 

 
 
 
 
 
 
 
 
 
 
 
 
 
 

 
 
 
 
 
 
 
 
註：Ashton, P., & Webb, R. B. (1986). Making a difference: Teachers' sense of    

efficacy and student achievement. NJ: Longman. 
此模式由對⾏動與結果間效應的⼀般性信念、對⾃我效能知覺的⼀般性信

念、對教師教化學⽣效能所持的信念 (即⼀般教學能信念) 和對⾃⼰教化學⽣

效能所持的信念 (即個⼈教學效能信念) 四向度組成。其中在最上層的是「教

師對⾏為與結果間效應的⼀般性信念」意指教師在教學專業情境下，對⾏動與

結果兩者間的關係的效能預期。中間左邊的「⼀般教學效能信念」意指教師對

對⾏動---結果 

⼀般性信念 

⼀般教學效能信念 

教師對教化學⽣之能⼒信念 對自我效能知覺之一般性	

個人效能信念	

個人教學效能信念	

教師對個⼈教化學⽣之能⼒的特有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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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教師教學⼯作所能影響學⽣學習的效能預期，此種效能信念有部分是源於

教師對⾏動與結果間之效應關係所持的效能預期：因此在教師對⾏為與結果間

效應的⼀般性信念」會在下層呈現。⽽右邊的「教師對⾃我效能知覺的⼀般性

信念」，意指教師對⾃⼰的⾏為所產⽣預期結果的⼀般性信念；此種信念是源於

教師對⾏動與結果間關係的預期：因此也在「教師對⾏為與結果間效應的⼀般

性信念」之下層呈現。最下層的「個⼈教學效能」，是由「教師對教學⾏為與結

果間效應的⼀般性信念，與其「⾃我能知覺」兩者所組成。 

    Ashton 和 Webb (1986) 多向度構念的教師教學⾃我效能研究模式結合了

Bandura ⾃我效能理論中的結果預期與效能預期，⽽進⼀步應⽤在教育情境中。 

(三) 林勇輝 (2004) 教師效能關係 

林勇輝認為較完整的「教師效能」是指教師對⾃⼰本⾝教學專業能⼒

及預期能影響學⽣學習的信念，並進⾏有效的教學活動，⽽層⾯包括教師

⾃我效能和有效教學效能兩⽅⾯，其內涵應該包括下列兩個層⾯六個向度： 

1.教師⾃我效能： 

    教師效能是教師對本⾝教學能⼒的信念，以及學⽣學習成就的預期，

並可分為兩個向度： 

(1) 個⼈教學效能：指教師對⾃⼰專業能⼒的評估，及教師對本⾝教學

能⼒所能影響學⽣程度的信念。 

(2) ⼀般教學效能：指教師對教育效能的⼀般性看法及教師在環境的

限制下，能夠影響學⽣程度的信念。 

2.教師教學效能 

         教師效能應包括四個向度： 

(1) 教學計畫：清楚教學⽬標、設計適切計畫、系統呈現教材、注意個

別差異。 

(2) 教學策略：激發學⽣動機、⿎勵主動學習、彈性教學技術、有效運

⽤時間。 

(3) 教學評量：即時回饋學⽣、提供練習增強、採⽤多元評量。 

(4) 班級經營：和諧師⽣關係、良好班級氣氛、合理教師期望。 

教師效能、教師⾃我效能、教師教學效能其相互關係很難予以切割，因為研

究⾓度不盡相同，且教學的定義及範圍也隨著時代的進步⽽逐漸更新及擴⼤，三

者彼此重疊的部分將會越來越⼤，尤其教師效能⽐較屬於⾏為性的效能研究，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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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經由對學⽣的測量，否則只能偏重在教師⾃我的信念及知覺或親⾝的經歷加

以探究 (林勇輝，2004)。根據上述研究者，繪制概念關係如圖 2-5： 

圖 5 

林勇輝教師效能關係圖 
 
 
 
 
 
 
 
 
 
 
 
 
 
 
 
 
 
 
 
 
 
 

 
註：林勇輝 (2004)。臺北縣國民⼩學教師專業承諾和教師效能關係之研究。﹝碩

⼠ 論 ⽂ 。臺北市⽴師範學院﹞臺灣博碩⼠ 論 ⽂ 知 識 加值系統。 

https://hdl.handle.net/11296/js6z3q。 

三、教師效能構⾯分析 

    根據上述幾位研究者針對教師效能理論解釋，可以分析出多樣性構⾯，研究

者將近⼗年國內相關⽂獻，針對教師效能的部分整理出⼀份表格如表 2-6，將每

位研究者分析的構⾯列出，並根據題意選擇合適本問卷的構⾯名稱，分別選擇「教

學策略」、「學⽣輔導」、「個⼈⼯作價值」、「教師責任」、「正向態度」。教學策略

包含教學設計、引起學習動機、多元學習評量、班經經營等⾯向。學⽣輔導包含

⿎勵學⽣、提升正⾯影響⼒。個⼈⼯作價值包含：教師在教學或專業項⽬上能保

有對教學的熱忱，並適時提升相關知能且應⽤於教學中。教師責任包含教師對學

⽣與⾃⾝的要求具⼀致性，且時常關⼼有需要幫助的學⽣，適時與同事溝通交換

意⾒。正向態度包含教師遇到學⽣表現不佳或⾃⾝遇到困難⽽難過時，可以⾃我

教學計劃 

教師效能 

教
師
教
學
效
能 

教
師
⾃
我
效
能 

教學策略 

教學評量 

班級經營 

個
⼈
教
學
效
能 

⼀
般
教
學
效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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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不隨意發洩在學⽣⾝上。⽽使⽤⼯作價值構⾯的研究者較少，針對⼯作價

值部分在本問卷有幾題題意符合，特別將個⼈⼯作價值列為⼀個構⾯，因此特別

觀察，是否可以從個⼈⼯作價值分析出不同的結果。 

表 6 

教師效能構⾯分析表 

構⾯ 
 
 
研究者 

(年代) 

教

學

策

略 

班

級

經

營 

教

學

準

備 

教

學

內

容 

溝

通

能

⼒ 

教

學

評

量 

學

⽣

輔

導 

學

⽣

投

⼊ 

教

學 

態

度 

教

學

效

能 

⼯

作

價

值 

外

在

環

境 

專

業

成

⾧ 

知

覺

信

念 

專

業

能

⼒ 

鍾⽂峰(2014) 〇 〇      〇        

鍾榮進(2015)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鄧⽵晴(2016)  〇      〇  〇      

林芳瑜(2016) 〇 〇        〇 〇 〇    

吳勁甫 (2018) 〇 〇 〇   〇          

林⽴⼼(2018)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呂芳綾(2019)         〇    〇   

張耀忠(2020)         〇 〇   〇   

張瀞紋(2021)        〇 〇    〇   

謝雅棋(2022) 〇 〇     〇         

⿈詩雁(2022) 〇     〇      〇 〇   

俞筑涵(2022)              〇 〇 

總計 7 7 2 1 2 4 1 4 5 4 1 2 5 1 1 

四、⼩結 

    可以發現從許多研究者提出的教師效能，不外乎包含教師⾃⾝的⼯作效

能，及在教學上⾯對到的困難解決或是班級經營上的規劃，亦或者是針對學⽣

的輔導，到教學上的課程設計或安排，教學策略等，這些都包含在教師效能裡

⾯。因此當⼀位教師⾮常不容易，除了需要⾯對學⽣及課堂的突發狀況，還必

需時時刻刻地⾯對⾃⼰，幫助⾃⼰也幫助學⽣解決任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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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遠距教學與教師效能相關研究 
    本節主要整理有關體育教師遠距教學與體育教師教師效能的相關研究，並將

體育教師遠距教學與體育教師教師效能的關係做探討。 

⼀、體育教師遠距教學相關研究 

    冉栩瑭 (2023) 探討國⼩體育教師在遠距教學下所遇到的教學困擾及採取

的因應對策，使⽤半結構式訪談法，訪問宜蘭、花蓮、台東共六位健康與體育領

域輔導員與體育領域模組種⼦教師，結果發現遠距教學下課程教學與評量內容選

擇減少、學⽣硬體設備不⾜、場地與器材限制提⾼等困擾，因此教師需要滾動式

修正課程，考量學⽣個別差異、環境限制，並尋求多樣的解決途徑。	

俞筑涵 (2022) 採⽤問卷調查法，研究新北市國⼩體育教師在遠距教學認知

及教師效能各因素的差異情形，結果顯⽰新北市國⼩體育教師以教學專業能⼒的

效能最⾼，其次為教師知覺信念因素；新北國⼩體育教師對遠距教學認知以「教

師的資訊能⼒」因素最⾼，次者為「資源投⼊」，最後為「教師信念態度」；新北

市國⼩體育教師的遠距教學認知與教師效能有顯著相關。 

    陳俊愷 (2022) 探討新北市林⼝國⼩體育教師實施遠距教學的現況，及使⽤

多媒體科技教體育課應⽤的想法，使⽤訪談法，徵得五位林⼝國⼩不同專⾧的體

育教師，結果發現五位體育教師均使⽤同步搭配⾮同步課程進⾏教學；線上課程

僅適合認知型運動介紹及影⽚欣賞，實作部分，線上是無法被實體取代；學⽣若

對體育有興趣，多媒體可刺激學⽣慾望，反之，則會降低學習慾望；⼤部分研習

與實際教學有落差，淪為另⾏公事，會消磨教學熱情。 

    侯彥廷 (2021) 採⽤前實驗設計，瞭解線上遠距教學對國⼩學童體育學習成

效之影響，⽴意取樣新⽵某⼀個國⼩五年級，進⾏ 10 節遠距教學，結果發現體

育動機四個因素最⾼為「建⽴信⼼」，其次為「切⾝相關」、「獲得滿⾜」，「引起

動幾」最低，學習滿意度度中最⾼的是「教師教學」，其次是「同儕與成就關係」，

「學習效果」的滿意度最低；線上遠距教學學習動機與學習滿意度之間呈正相關。 

    Valeria 與 Gustavo (2021) 針對西班⽛職前體育教師在疫情封鎖時情緒以及

無接觸式的體育教學做研究，發現職前體育教師懷念與學⽣的⾝體接觸，並認為

由於當前體育學科正在失去其⾝份，也提出是否應該更加強調學⽣更好的準備在

線教學，以因應未來體育課程結構的改變。 

    Bijen 與 Ferman (2020) 認為遠距體育教學過程中讓學⽣參與決策、⿎勵學

⽣挑戰、合作和解決問題很重要，教師應提供學⽣必要⽂件以利學⽣學習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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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師⽣間的聯繫對於課程進⾏得順利有⾮常重要的地位，在 COVID-19 流⾏期

間，體育教師將成為所有學⽣的資源教師及私⼈教練。 

    根據上述⽂獻發現，遠距教學除⼀般科⽬外也開始運⽤在技能導向的體育課

程當中，其中發現教師的專業能⼒、教學認知與教師成就對於體育教師⽽⾔是促

進學⽣學習的重要因素。為達到停課不停學的⽬的，每位教師都在學習使⽤科技

⽅法教學，因此資訊能⼒也成為重要的⼀項基本專業能⼒。 

⼆、體育教師教師效能相關研究 

    ⿈慶統 (2009) 使⽤問卷調查法，瞭解苗栗縣國民⼩學體育教師之教師效能

信念與教學效能之現況，研究結果為苗栗縣國民⼩學體育教師之教師效能信念表

現中等；苗栗縣國民⼩學體育教師之教學效能良好；學校規模與教師效能信念達

差異。 

    張嘉珮 (2007) 為瞭解⾼雄市國民⼩學體育教師效能現況，研究採問卷調查

法，抽取 44 所學校，共擇樣本數 587 ⼈，結果顯⽰⾼雄市國民⼩學體育教師效

能良好，個⼈教學效能⾼於⼀般教學效能；學校成⽴時間及學校規模在體育教師

效能上則無顯著差異。 

    謝俊煌 (2004) 為瞭解雲林縣國民⼩學體育教師之效能信念與教學效能之

現況及差異，⽴意抽樣，抽樣雲林縣⼗五所⼩學，結果為雲林縣國民⼩學體育教

師之整體教師效能信念與教學效能得分情形均在中上程度；教師效能信念與教學

效能達顯著正相關；不同教師效能信念組別在教學效能上達顯著差異。 

    根據⽂獻探討，可發現近⼗年較少有關國民⼩學體育教師教師效能的研究較

少，但針對⼀般國民⼩學教師或是國民中學教師的教師效能之研究是⼀直有在研

究，因此研究者認為，第⼀是因體育教師本⾝就⽐較少因此當作母群體較不易收

集資料，第⼆為國內⽂獻多聚焦在國⼩體育教師教學成效及滿意度，因此針對體

育教師教師效能的研究較少。 

    綜合上述，體育教師在遠距教學下較常研究的範疇多為資訊能⼒、因應對策、

教學成效等，⽽遠距教學體育課多為知識型為主，但體育課多以技能導向之課程，

因此實作的部分遠距教學還是無法取代實體教學。⽽過去⼗年⽂獻中有關體育課

程中的教師效能都有達顯著差異，但近年卻較少⼈針對體育教師效能做研究，反

⽽以⼀般教師當作母群體，但體育教師也是學校中不可缺少的⼀位專業教師。因

此本研究就針對國⼩體育教師的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教師效能之⽐較研究，以提

供未來體育教師教學時作為參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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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法 
    本章說明本研究的設計與實施，共分為五節，第⼀節、研究架構；第⼆節 

、研究對象；第三節、研究⼯具；第四節、研究流程；第五節、資料處理。分別

描述如下： 

第⼀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的在⽐較不同背景變項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

之教師效能。以不同背景變項為⾃變項，以遠距教學教師效能和實體教學教師效

能為依變項，⽐較⾃變項在依變項之差異。本研究架構如圖 3-1： 

圖 6 

研究架構圖 
 
 
 
 
 
 

 
 
 
 
 
 
 
 
 
 
 
 
 
 
 
 
 
 
 
 

 

t-t
est

 不同背景變項 

(⾃變項) 

1. 性別 

2. 體育專⾧教師 

3. 遠距教學經驗 

 

4. 年資 

5. 學校規模 

6. 遠距教學使⽤⽅式 

遠距教學教師效能 

實體教學教師效能 

1.⼀般教學效能 

(1) 教學策略 

(2) 學⽣輔導 

2.教師⾃我效能 

  (1) 個⼈⼯作價值 

  (2) 教師責任 

  (3) 正向態度 

t-test 

1.⼀般教學效能 

(1) 教學策略 

(2) 學⽣輔導 

2.教師⾃我效能 

  (1) 個⼈⼯作價值 

  (2) 教師責任 

  (3) 正向態度 

One-way ANOVA 

On
e-w
ay

 A
NO
VA

 

t-test 

 



 26 

第⼆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 111 年統計臺東縣內共有 88 所國民⼩學 (含國⽴臺東⼤學附設實

驗國民⼩學)，根據學者蓋伊提出敘述性統計分析研究，樣本數需佔母群體的 10%，

若母群體較⼩，則樣本數需提⾼⾄ 20％ (Gay, 1992)。美國社會學者巴⽐提出問

卷回收率⾄少要有 50%才是⾜夠的，若有 60％的回收率才算是好的 (Allen Rubin

＆ Earl Babbie, 2013)。本研究問卷發放以學校為單位，預試問卷採⽴意取樣⽅式

進⾏，抽取臺東縣內 17 所國民⼩學，正式問卷採分層隨機取樣，抽取 25%進⾏

調查，總共將抽出 22 所學校，依全校班級數調整發放之問卷數量。因此臺東縣

教育處將地理位置劃分為四個⾏政區 (如表 3-1)，依⽐例進⾏抽樣，抽取臺東區

9 間學校、關⼭區 5 間學校、成功區 4 間學校、⼤武區 4 間學校進⾏問卷調查。 

表 7 

臺東縣⾏政學區劃分表 

⼀、預試問卷 

預試問卷發放採⽤⽴意取樣，總共發放於臺東縣內 17 所公私⽴國民⼩學，

佔母群體 20%，調查期間為 2023年 04 ⽉ 20⽇⾄ 2023年 05 ⽉ 25⽇進⾏發放

及回收統計，共發出 97 份，將無效及空⽩問卷剔除後，有效問卷 67 份，有效回

收率為 69.07%，預試問卷學校⼀覽表如表 3-2 所⽰。 

表 8 

預試問卷調查學校⼀覽表 

  （續） 

區域 全部 抽取 地區 

臺東區 35 9 台東市、卑南鄉、綠島鄉、蘭嶼鄉等。 

關⼭區 23 5 ⿅野鄉、延平鄉、關⼭鎮、海端鄉、池上鄉等。 

成功區 15 4 東河鄉、成功鎮、⾧濱鄉等。 

⼤武區 15 4 太⿇⾥鄉、⾦峰鄉、⼤武鄉、達仁鄉等。 

學校名稱 預計發放數 實際回收數 

1.⽉眉國⼩ 5 1 

2.利嘉國⼩ 5 5 

3.新⽣國⼩ 7 5 

4.豐榮國⼩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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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預試問卷調查學校⼀覽表 

⼆、正式問卷 

正式問卷發放採分層隨機取樣，總共抽取臺東縣內 22 所公私⽴國民⼩學，

調查期間為 2023年 04 ⽉ 20⽇⾄ 2023年 6 ⽉ 30⽇進⾏發放及回收統計，共發

出 135 份，將無效問卷剔除後，有效問卷 93 份，回收率為 68.88%，正式問卷學

校⼀覽表如表 3-3 所⽰。 

表 9 

正式問卷調查學校⼀覽表 

學校名稱 預計發放數 實際回收數 

臺東區 57 40 

1.東清國⼩ 5 2 

2.寶桑國⼩ 7 5 

3.東⼤附⼩ 7 6 

4.卑南國⼩ 7 2 

(續) 

學校名稱 預計發放數 實際回收數 

5.光明國⼩ 5 3 

6.⾺蘭國⼩ 7 4 

7.⿅野國⼩ 5 4 

8.太平國⼩ 7 4 

9.加拿國⼩ 5 2 

10.廣原國⼩ 5 5 (1 無效) 

11.崁頂國⼩ 5 4 

12.福原國⼩ 7 4 

13.錦屏國⼩ 5 2 

14.海端國⼩ 5 4 

15.永安國⼩ 5 6 

16.⿓⽥國⼩ 5 4 

17.賓朗國⼩ 7 5 (1 無效) 

總計 97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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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正式問卷調查學校⼀覽表(續) 

5.康樂國⼩ 7 5 

6.綠島國⼩ 5 5 

7.富岡國⼩ 5 4 

8.東海國⼩ 7 6 

9.仁愛國⼩ 7 5 

關⼭區 31 23 

10.初來國⼩ 7 5 

11.電光國⼩ 5 4 

12.德⾼國⼩ 5 5 

13.紅葉國⼩ 7 4 

14.關⼭國⼩ 7 5 

成功區 20 13 

15.東河國⼩ 5 4 

16.泰源國⼩ 5 2 

17.三民國⼩ 5 3 

18.都蘭國⼩ 5 4 

⼤武區 22 17 

19.⼤⿃國⼩ 5 4 

20.⼤王國⼩ 7 4 

21.臺坂國⼩ 5 5 

22.⼤溪國⼩ 5 4 

總計 135 93 

第三節 研究⼯具 

依本研究之研究⽬的，根據研究變項選擇適當的研究⼯具，因此參考鄧⽵晴

(2016)、俞筑涵 (2022)等⼈之相關⽂獻加以編制修訂，經研究者歸納整理新增及

修訂題⽬後，發展出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教師效能問卷，茲說明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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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內容 

(⼀) 背景資料 

問卷中背景資料包含性別 (男、⼥)、年資 (5年以下、6~15年、16~25年、

26年以上)、體育專⾧教師 (是、否)、學校規模 (6班(含)以下、7~12班、13~24

班、25班以上)、停課前遠距教學經驗 (有、無)、遠距教學最常採⽤的教學⽅

式 (同步教學、⾮同步教學、混合式教學)等六項。 

(⼆) 教師效能問卷 

      教師效能問卷為瞭解臺東縣國⼩體育教師的教師效能之情形，其構⾯包含

⼀般教師效能 (教學策略、學⽣輔導) 及教師⾃我效能 (個⼈⼯作價值、教師

責任、正向態度)。問卷採⽤李克特式 (Likert) 五點量表，填答者依據對題⽬

的符合程度，分數 5 到 1分別代表「⾮常符合」、「符合」、「普通」、「不符合」、

「⾮常不符合」，受測者分數越⾼，表⽰運⽤教師效能越⾼，反之則越低。 

⼆、專家內容效度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參考相關⽂獻及進⾏資料分析，建⽴研究架構形成研

究問卷初稿，問卷內容需具備客觀性與實務結合，因此編製成內容效度問卷，本

問卷內容填答項⽬為「合適」、「不合適」、「修正後合適」，每題下皆有空⽩列供

專家修正與建議敘述之⽤。 

    本內容效度經由 3位學者根據問卷內容的適切及流暢提供意⾒，綜合兩者意

⾒進⾏題⽬修改，完成本研究之預試問卷。協助本研究問卷效度之學者如表 3-4。 

表 10 

內容效度問卷審查學者名單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闕ＯＯ 國⽴臺灣師範⼤學 退休教授 

鄭ＯＯ 國⽴⾼雄師範⼤學 教授兼系主任 

陳ＯＯ 臺東市東海國民⼩學 運動教育學碩⼠ 

三、信度與效度 

(⼀) 項⽬分析 

      項⽬分析係指初編量表依答題數據進⾏刪題之⽤，其⽅法是以獨⽴樣本 t

檢定將量表總分為⾼分組及低分組，每題得分平均數進⾏差異性⽐較，其差即

代表該題的鑑別度，並依據該題鑑別⼒數值求得各題決斷值 (CR)，通常決斷

值需⼤於 3且達差異顯著⽔準.05 時，各項⽬與量表總分之相關係數需達.3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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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該題具有鑑別度，以此為選題依據，反之，則刪除 (李亭儀、楊仁仁、

徐志輝、張梅⾹，2011)。因此由表 3-5 得知，各題 CR 值為 4.72~13.74 間且

p<.05，代表題⽬皆具有鑑別度，因此無需刪題。 

表 11 

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教師效能問卷項⽬分析表 

題⽬ 決斷值 
(CR) 

與項⽬得分的 

相關係數(r) 

1.我能在體育課採⽤有效的⽅法，改變學⽣的學習

態度和⾏為。 

10.08* .785 

2.我是⼀位擁有多元教學技能的體育⽼師。 6.27* .611 

3.我能⿎勵學⽣說出⾃⼰的需求。 6.56* .628 

4.我相信⾃⼰能讓全班學⽣在體育課的學習追求

進步。 

11.92* .758 

5.我認為教師對學⽣的輔導，通常起不了什麼作

⽤。 

5.86* .589 

6.我能在體育課有效掌控教學進度，在既定的時間

內完成教學任務。 

9.11* .732 

7.我認為課室管理對我⽽⾔並⾮難事。 12.04* .746 

8.我能充分掌握學⽣的學習特性。 13.74* .780 

9.我熟悉體育課程之教學⽬標，可以為學⽣設計適

當的體育教學活動。 

10.44* .718 

10.我的體育教學可以幫助學⽣培養良好的品德。 9.00* .711 

11.我對學⽣的⿎勵與⽀持，可以克服學⽣不良家

庭經驗的影響。 

8.39* .640 

12.對於體育課缺乏興趣的學⽣，我有信⼼能引起

他的學習動機。 

11.44* .765 

13.教學⼯具問題⼀直困擾我的⼯作。 5.46* .721 

14.我能掌握體育課之教學步驟，幫助學⽣熟悉學

習內容。 

9.35* .741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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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教師效能問卷項⽬分析表(續) 

15.我能在體育課應⽤多元評量⽅式，評量學⽣的學

習成果。 

10.12* .767 

16.我認為教師除了依教學指引實施教學外，實在無

能為⼒。 

5.25* .491 

17.我有能⼒處理班級學⽣所發⽣的衝突事件。 11.08* .537 

18.我對學⽣的學習成就具有正⾯影響⼒。 11.97* .635 

19.我能在體育課後依評量結果對學⽣進⾏適當的補

救教學。 

10.93* .721 

20.我能⿎勵學⽣回答教師的提問。 7.95* .700 

21.我相信⾃⼰有能⼒在體育課中讓學⽣學到動作技

能。 

11.65* .750 

22.我能在體育課提供有效的策略，幫助學⽣學習。 10.54* .794 

23.我能在體育課公正客觀的對待學⽣，是⼀個公平

公正的體育教師。 

7.69* .616 

24.我在體育課能做到⾃⼰對學⽣要求的規定(如準時

上課)，是⼀個會公平公正的體育教師。 

9.84* .653 

25.我對停課不停學的環境變遷具有良好的適應能

⼒，是⼀個會⾃我調適的體育教師。 

10.14* .644 

26.我能在體育課後彈性靈活的處理所有事務，是⼀

個會⾃我調適的體育教師。 

10.51* .686 

27.只要我相信保有教學熱忱，沒有什麼突破不了的

教學瓶頸。 

8.07* .687 

28.我在體育課時情緒穩 定，不輕易發怒，是⼀個會

⾃我調適的體育教師。 

4.72* .523 

29.當學⽣的表現不盡理想時，我仍會努⼒改變內在

認知，說服⾃⼰表現合宜的情緒。 

7.5* .601 

30.我會為⾃⼰設定學⽣學習⽬標，並設法達成，是⼀

個會進取成⾧的體育教師。 

8.97* .667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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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教師效能問卷項⽬分析表(續) 

31.我有能⼒克服因學校對教學所產⽣的不當措施。 7.1* .637 

32.我認為教育的⼒量，可以改善資訊媒體對學⽣所

產⽣的負⾯影響。 

8.27* .614 

33.我可以在課堂上營造出和諧⼜愉快的學習氛圍。 10.78* .668 

34.我能以各種活潑⽣動的教學⽅式，提⾼學⽣的學

習動機。 

12.79* .712 

35.我能⾃然流露對學⽣的關愛與照顧。 8.86* .570 

36.我的體育專業知識，能幫助學⽣解決學習上的問

題。 

10.31* .742 

37.我對⾃⼰的體育教學能⼒具有信⼼。 11.86* .745 

38.當情緒不佳時，我會本著不該影響學⽣的想法，盡

⼒調適⼼情。 

9.94* .713 

39.我會主動關⼼並尊重學⽣，是⼀個關愛學⽣的體

育教師。 

9.07* .798 

40.我與同事之間對教學⼯作能彼此⽀援、分享⼼得，

是⼀個會進取成⾧的體育教師。 

8.5* .655 

37.我對⾃⼰的體育教學能⼒具有信⼼。 11.86* .745 

38.當情緒不佳時，我會本著不該影響學⽣的想法，盡

⼒調適⼼情。 

9.94* .713 

39.我會主動關⼼並尊重學⽣，是⼀個關愛學⽣的體

育教師。 

9.07* .798 

40.我與同事之間對教學⼯作能彼此⽀援、分享⼼得，

是⼀個會進取成⾧的體育教師。 

8.5* .655 

*p<.05 
(⼆) 因素分析 

      為探究⼀般教學效能及教師⾃我效能，本研究使⽤探索性因素分析，依主

成份分析法，再以最⼤變異法正交轉軸並萃取特徵值⼤於 1 以上之因素及捨

去因素負荷量.40 以下之題⽬ (蔡佳臻，2015)。⼀般教學效能透過取樣適切性

量數考驗 (KMO=.931) 與 Bartlett球⾯性考驗 (p<.001)，顯⽰本問卷適合執⾏



 33 

因素分析。因素分析後分成兩構⾯，因素⼀解釋變異量為 41.943%；因素⼆解

釋變異量為 22.199%；累積可解釋變異量為 64.143%。分別將此兩因素命名為

「教 學策略」、「學⽣輔導」。 教 師⾃我效能透過取樣適切性量數考驗 

(KMO=.899) 與 Bartlett球⾯性考驗 (p<.001)，顯⽰本問卷適合執⾏因素分析。

因素分析後分成三構⾯，因素⼀解釋變異量為 26.183%；因素⼆解釋變異量為

21.455%；因素三解釋變異量為 15.604%；累積可解釋變異量為 63.243%。分

別將此三因素命名為「個⼈⼯作價值」、「教師責任」、「正向態度」。⽽ 2、5、

7、13、16未達最低因素標準 3題為⼀因素，故刪除第 2、5、7、13、16，則

剩下 35題，可分為五個構⾯，如表 3-6、3-7 所⽰。 

表 12 

⼀般教學效能因素分析摘要表 

因素名稱 預試問卷題號 因素⼀ 因素⼆ 正式問卷題號 

教學策略 01 .807  01 
09 .780  06 
06 .769  04 
12 .763  09 
04 .738  03 
22 .730  17 
14 .728  10 
08 .702  05 
10 .691  07 
21 .691  16 
15 .620  11 
11 .599  08 
19 .592  14 

學⽣輔導 20  .864 15 
03  .797 02 
18  .678 13 
17  .571 12 

特徵值  7.130 3.774  

解釋變異量  41.943% 22.199%  

累積解釋 

變異量 

 31.943% 6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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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教師⾃我效能因素分析摘要表 

因素名稱 預試問卷題號 因素⼀ 因素⼆ 因素三 正式問卷題號 

個⼈⼯作

價值 

36 .803   31 
37 .797   32 
27 .785   22 
31 .687   26 
32 .617   27 
33 .597   28 
34 .591   29 
30 .575   25 

教師責任 39  .841  34 
38  .762  33 
40  .704  35 
23  .639  18 
24  .613  19 
35  .564  30 

正向態度 28   .784 23 
25   .665 20 
29   .634 24 
26   .600 21 

特徵值  4.713 3.862 2.809  

解釋變異

量 

 26.183% 21.455% 15.604%  

累積解釋 

變異量 

 26.183% 47.638% 63.243%  

(三) 信度分析 

本研究依據以上因素分析，建構量表之效度並以 Cronbach’s  α係數信度

係數來考驗量表⼀致性信度，Kidder (1981) 指出係數愈⾼則代表信度愈佳，

⽽係數若在.70 以上屬於⾼信度，數值若低於.30則屬於低信度，需加以拒絕。 

⼀般教學效能問卷中，「教學策略」的信度為.947、「學⽣輔導」的信度為.826，

全體量表之總信度為.952，顯⽰⼀般教學效能問卷具有良好內部⼀致性。教師

⾃我效能問卷中，「個⼈⼯作價值」的信度為.897、「教師責任」的信度為.866、

「正向態度」的信度為.798，全體量表之總信度為.931，顯⽰教師⾃我效能問

卷具有良好內部⼀致性。如表 3-8、3-9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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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般教學效能信度分析表 

構⾯ 題數 Cronbach’s  α係數  

教學策略 13 .947 

學⽣輔導 4 .826 

全體量表信度 17 .952 

 
表 15 

教師⾃我效能信度分析表 

構⾯ 題數 Cronbach’s  α係數  

個⼈⼯作價值 8 .897 

教師責任 6 .866 

正向態度 4 .798 

全體量表信度 18 .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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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流程 
研究概念形成後，確定研究主題，針對相關⽂獻 (遠距教學、教師效能、

體育教師) 進⾏資料搜集，建⽴研究架構，確⽴研究⼯具，先實施預試問卷調

查，再實施正式問卷調查，將所得資料回收分析，討論研究結果並提出結論與

建議，如圖 3-2 所⽰。 

圖 7 

研究流程圖 

 

 
 
  

確定研究主題 

相關⽂獻蒐集 

建⽴研究架構圖 

確⽴研究⼯具 

實施正式問卷調查 

國⼩體育教師遠距

教學與實體教學教

師效能之⽐較 
遠距教學 

教師效能 

體育教師與教師效

能相關研究 

遠距教學與體育教

師相關研究 ⼀般教學效能 

教師⾃我效能 

國⼩體育教師遠距

教學與實體教學教

師效能之調查問卷 

發放問卷⾄國⼩ 

臺東區 9間 

關⼭區 5間 

成功區 4間 

⼤武區 4間 
資料分析與討論 

描述性統計數據 

獨⽴樣本 t檢定 

單因⼦變異數分析 

成對樣本 t檢定 

提出結論與建議 

實施預試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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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 
    本研究問卷所得到之有效性樣本資料，以 Excel編碼，建檔後進⾏資料整理

等程序，剔除無效問卷，再利⽤ SPSS 24.0 統計套裝軟體進⾏資料之統計分析處

理，以驗證各種研究假設，本研究各項統計考驗⽔準為𝛼＝.05。依據研究⽬的，

本研究所使⽤統計⽅法如下： 

⼀、描述性統計分析：探討國⼩體育教師在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的教師效能在整

體及各層⾯的平均數、標準差。 

⼆、獨⽴樣本 t檢定：分析不同個⼈背景變項中「性別」、「是否為體育專⾧教師」、

「遠距前是否有遠距教學經驗」對國⼩體育教師的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教師

效能之差異情形。 

三、單因⼦變異數分析：分析不同個⼈背景變項中「服務年資」、「學校規模」、

「遠距教學使⽤⽅式」對國⼩體育教師的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教師效能之

差異情形。 

四、成對樣本 t檢定：⽐較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教師效能與實體教學教師效能

之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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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章說明本研究透過分析處理問卷所獲得之研究結果，瞭解與討論臺東縣國

民⼩學體育教師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的教師效能之⽐較。共分為四節，第⼀節為

瞭解臺東縣國⼩體育教師⼈⼝背景之現況；第⼆節為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之臺東縣

國⼩體育教師在遠距教學教師效能差異的情形；第三節為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之臺

東縣國⼩體育教師在實體教學教師效能差異的情形；第四節為探討臺東縣國⼩體

育教師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教師效能之⽐較情形。分別描述如下： 

第⼀節 臺東縣國⼩體育教師⼈⼝背景之現況 

    本節主要在敘述臺東縣國⼩體育教師⼈⼝背景現況，問卷背景變項分為：性

別、服務年資、是否為體育專⾧教師、學校規模、遠距前有無使⽤遠距教學經驗、

遠距教學使⽤⽅式等六個變項，其有效樣本分析統計別分如下所⽰。 

⼀、性別 

    本研究對象總共有 93位，其中男性 58位；⼥性 35位，男性百分⽐為 62.4%，

⼥性百分⽐為 37.6%，因此男性體育教師⾼於⼥性體育教師 (表 4-1)，與教育部

體育署 (2022) 統計 110 學年度擔任臺東縣國⼩體育教師結果⼤致相符，男性體

育教師皆⾼於⼥性體育教師。 

表 16 

臺東縣國⼩體育教師性別統計分析表(N=93) 

性別 ⼈數 百分⽐ (%) 

男 58 62.4 

⼥ 35 37.6 

⼆、服務年資 

    本研究服務年資中，服務 5年以下的體育教師有 33位佔 35.5%；服務

6~15年的有 27位佔 29%；服務 16~25年的有 24位佔 25.8%；服務 26年以上

的有 9位佔 9.7%，服務 5年以下的體育教師為最多，服務 26年以上的體育教

師則為最少 (表 4-2)。本研究與教育部統計處 (2015) 教育統計簡訊所提出的結

果⼤致相符，偏遠地區國⼩教師普遍較為資淺及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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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臺東縣國⼩體育教師服務年資統計分析表(N=93) 

服務年資 ⼈數 百分⽐ (%) 

5年以下 33 33.5 

6~15年 27 29 

16~25年 24 25.8 

26年以上 9 9.7 

三、體育專⾧教師 

    本研究是否為體育專⾧教師中，具有體育專⾧教師的有 44 位；未具有體育

專⾧教師的有 49 位，具有體育專⾧教師百分⽐為 47.3%，未具有體育專⾧教師

百分⽐為 52.7% (表 4-3)。本研究與體育署 (2022) 學校體育統計年報所提出的結

果不符，臺東縣擁有體育專⾧的教師⾼於無體育專⾧的教師，與本研究問卷搜集

結果不同。探究其原因研究者認為會造成此因素有可能為臺東縣多處學校位於偏

鄉，常常招不到教師，⽽落⼊第三階段招⽣ (⼤學畢業)，導致這些教師是未具有

體育專⾧教師資格的，故呈現出未具有體育專⾧教師會⾼於具有體育專⾧教師。 

表 18 

臺東縣國⼩體育教師是否具有體育專⾧統計分析表(N=93) 

體育專⾧教師 ⼈數 百分⽐ (%) 

是 44 47.3 

否 49 52.7 

四、學校規模 

    本研究學校規模中，在 6班 (含) 以下服務的體育教師有 46位，7~12班服

務的有 25位，13~24班服務的有 12位，25班以上服務的有 10位，百分⽐分別

為 49.5%、26.9%、12.9%、10.8% (表 4-4)，與教育部 (2022) 統計 110 學年度臺

東縣國⼩班級數結果⼤致相符，6班 (含) 以下⽐率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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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臺東縣國⼩學校規模統計分析表(N=93) 

學校規模 ⼈數 百分⽐ (%) 

6班 (含) 以下 46 49.5 

7~12班 25 26.9 

13~24班 12 12.9 

25班以上 10 10.8 

五、遠距前有無使⽤遠距教學經驗 

    本研究遠距前有無使⽤遠距教學經驗中，有教學經驗的為 53 位，百分⽐為

57%，無教學經驗的為 40位，百分⽐為 43% (表 4-5)，⽶狄亞 (2021) 報導指出

臺東縣與線上教育平台合作，規劃科技融⼊⾃主學習課程，通過培訓教師們能線

上備課教學，也能善⽤線上資源，提升教學品質。因此讓多數教師對於遠距教學

不陌⽣，待疫情來臨時，就能使⽤以往所學銜接課程。因此遠距前有遠距教學經

驗的教師⼈數⾼無遠距前無遠距教學經驗的教師。 

表 20 

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前有無使⽤遠距教學經驗統計分析表(N=93) 

遠距前有無使⽤ 

遠距教學經驗 

⼈數 百分⽐ (%) 

有 53 57 

無 40 43 

六、遠距教學使⽤⽅式 

    本研究遠距教學使⽤⽅式中，使⽤最多的為同步教學 36位，百分⽐ 38.7%，

次者為混合式教學 31 位，百分⽐ 33.3% (表 4-6)，最少⼈使⽤為⾮同步教學 26

位，百分⽐ 28%，與陳昭珍、徐芝君、洪嘉馡、胡衍南 (2021) 的研究⼤致相符，

皆為使⽤同步教學的⽐率最⾼。 

表 21 

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使⽤⽅式統計分析表(N=93) 

遠距教學使⽤⽅式 ⼈數 百分⽐ (%) 

同步教學 36 38.7 

混合式教學 31 33.3 

⾮同步教學 26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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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 

    本節在分析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教師效能之調查問卷後分析

出以下幾點，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性別部分男性多於⼥性；臺東縣國⼩體育教

師在服務年資 5 年以下最多⼈，26 年以上⼈數最少；臺東縣國⼩體育教師未擁

有體育專⾧的教師多於擁有體育專⾧的教師；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學校規模 6

班 (含) 以下的⼈數最多，25班以上的⼈數最少；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前有

遠距教學經驗的⼈數多於無遠距前遠距教學經驗的教師；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

遠距教學使⽤⽅式中最多⼈使⽤同步教學，依序為混合式教學、⾮同步教學。根

據上述分析，能⼤致瞭解臺東縣國⼩體育教師⼈⼝背景。 

第⼆節 不同背景變項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遠距教學 

教師效能差異情形 
    本節在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遠距教學的教師效能之

差異情形。以下分別描述： 

⼀、不同性別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教師效能之差異分析 

如表 4-7 所⽰，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在不同性別的教師效能中「教

學策略」、「學⽣輔導」、「個⼈⼯作價值」、「教師責任」、「正向態度」因素皆未達

顯著差異。此結果與藍雅馨 (2022) 等⼈之研究結果相符，其原因為教師整體的

教學準備是與計畫息息相關相關，不會因為性別差異⽽有所影響；與⿈秀蓉 

(2023)、俞筑涵 (2022) 等⼈之研究結果不符，其原因為⼥性體育教師在教學上

較有耐⼼與信⼼，也能有較好的輔導技巧，故⼥性體育教師的教師效能優於男性。

曾荃鈺 (2021)提出在⾯對疫情的狀態下，有⼀群體育教師組成「草根體育教學⼯

廠」創⽴線上教學共享平台，提供現場的創新教學影⽚，提供體育教師們參考。

探究其因，研究者認為遠距教學的體育課，體育教師會先⼀同討論課程，因為場

地及器材的受限，所以在進⾏課程時，會盡量安排相同的課程，減少空間上的移

動及使⽤到太多器材，造成課程複雜化。因此不管是男性還是⼥性體育教師在遠

距教學的體育課中的教師效能發揮都有所受限，故不同性別之臺東縣國⼩體育教

師在遠距教學的教師效能上，並無顯著差異。本研究假設 1-1 不同性別在臺東縣

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教師效能有顯著差異，與研究結果不符，故研究假設未獲

得⽀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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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不同性別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教師效能 t檢定分析摘要表 

 構⾯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般 

教學 

效能 

 
教學策略 

1.男性 58 3.37 .57  
.416 

2.⼥性 35 3.31 .58 

 
學⽣輔導 

1.男性 58 3.75 .58  
.991 

2.⼥性 35 3.62 .65 

 
 
教師 

⾃我 

效能 

個⼈⼯作

價值 

1.男性 58 3.78 .49  
.549 

2.⼥性 35 3.72 .6 

 
教師責任 

1.男性 58 4.11 .51  
-.962 

2.⼥性 35 4.22 .56 

 
正向態度 

1.男性 58 3.93 .59  
.338 

2.⼥性 35 3.89 .52 

⼆、不同服務年資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教師效能之差異分析 

如表 4-8 所⽰，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在不同服務年資的教師效能中

「教學策略」、「學⽣輔導」、「個⼈⼯作價值」、「教師責任」、「正向態度」因素皆

未達顯著差異。此結果與藍雅馨 (2022) 等⼈之研究結果相符，其原因為資深教

師教學經驗豐富，可以給資淺教師許多建議，在彼此互相交流下，不會因為服務

年資不同⽽有所差異；與⿈秀蓉 (2023)等⼈之研究結果不符，其原因為服務⼗年

以下的教師在教學計畫、教學策略與班級經營上都有教好的效能表現，優於服務

11 年以上的其他階段教師。無論是資深或新進教師，⾯對遠距教學都得從零開

始，熟悉直播和錄⾳軟體、設計課程和思考在零接觸的限制下，如何讓學⽣上課

與交作業 (李駱遜，2021)。探究其因，研究者認為遠距教學來得⾮常突然，每位

教師都在措⼿不及的狀態下學習，有參與過線上教學研習的教師們會有⼀些基礎，

但因為沒有實際操作過，所以造成每位教師需重頭開始學習及摸索，因此不管教

學年資是資淺還是資深，都無法達到有良好的教師效能，故不同服務年資之臺東

縣國⼩體育教師在遠距教學的教師效能上，並無顯著差異。本研究假設 1-2 不同

服務年資在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教師效能有顯著差異，與研究結果不符，

故研究假設未獲得⽀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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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不同服務年資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教師效能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構⾯ 服務年資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Ｆ值 事後⽐較 
 
 
 
 
⼀般 

教學 

效能 

 
 
教學策略 

1.5年以下 33 3.43 .52  
 
.802 

 
 
n.s 2.6~15年 27 3.21 .69 

3.16~25年 24 3.36 .5 

4.26年以上 9 3.46 .59 

 
 
學⽣輔導 

1.5年以下 33 3.74 .54  
 
.563 

 
 
n.s 2.6~15年 27 3.57 .76 

3.16~25年 24 3.76 .56 

4.26年以上 9 3.78 .46 

 
 
 
 
 
 
教師 

⾃我 

效能 

 
個⼈⼯作

價值 

1.5年以下 33 3.74 .57  
 
.079 

 
 
n.s 2.6~15年 27 3.8 .58 

3.16~25年 24 3.74 .48 

4.26年以上 9 3.8 .47 

 
 
教師責任 

1.5年以下 33 4.2 .5  
 
.804 

 
 
n.s 2.6~15年 27 4.24 .64 

3.16~25年 24 4.06 .45 

4.26年以上 9 4 .46 

 
 
正向態度 

1.5年以下 33 3.95 .57  
 
1.27 

 
 
n.s 2.6~15年 27 4.04 .57 

3.16~25年 24 3.74 .52 

4.26年以上 9 3.86 .57 

三、是否為體育專⾧教師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教師效能之差異分析 

如表 4-9 所⽰，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在體育專⾧的教師效能中「教

學策略」、「學⽣輔導」、「個⼈⼯作價值」、「教師責任」、「正向態度」因素皆未達

顯著差異。此結果與俞筑涵 (2022) 等⼈之研究結果不符，其原因為⾮體育專⾧

教師因多有其他科⽬的多元教學策略，因此能將⽅法運⽤在體育教學中，因此⾮

體育專⾧教師有較好的教師效能。曾荃鈺 (2021) 表⽰體育課變成在室內上課，

變成了探索體育學科知識與內涵的好時機，讓體育不只有術科，學科知識內涵累

積也很重要，讓學⽣思考來增加⼀些觀念。探究其因，研究者認為在遠距教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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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受到場地與器材的限制，因此會將課程設計的較為簡易，即使是⼀般的教師

也能輕易完成，亦或者是將體育課改成以影⽚的⽅式呈現，由講解影⽚內容或活

動，讓學⽣理解運動知能及技巧，因此不管是否擁有體育專⾧皆能完成⼀堂簡易

的遠距體育課，讓其教師效能無法順利發揮，故是否為體育專⾧之臺東縣國⼩體

育教師在遠距教學的教師效能上，並無顯著差異。本研究假設 1-3 體育專⾧教師

與⾮體育專⾧教師在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教師效能有顯著差異，與研究

結果不符，故研究假設未獲得⽀持。 

表 24 

是否為體育專⾧教師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教師效能 t 檢定分析摘要表 

 構⾯ 體育專⾧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般 

教學 

效能 

 
教學策略 

1.是 44 3.4 .62  
.788 

2.否 49 3.3 .53 

 
學⽣輔導 

1.是 44 3.68 .59  
-.212 

2.否 49 3.71 .63 

 
 
教師 

⾃我 

效能 

個⼈⼯作

價值 

1.是 44 3.91 .5  
2.614 

2.否 49 3.63 .53 

 
教師責任 

1.是 44 4.2 .52  
.773 

2.否 49 4.12 .54 

 
正向態度 

1.是 44 4.01 .51  
1.638 

2.否 49 3.82 .6 

四、不同學校規模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教師效能之差異分析 

如表 4-10 所⽰，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在不同學校規模的教師效能

中「教學策略」、「學⽣輔導」、「正向態度」因素皆未達顯著差異；在「個⼈⼯作

價值」(F=3.915, p<.05)、「教師責任」(F=4.673, p<.01) 因素達顯著差異，個⼈⼯

作價值 25班以上⾼於 6班 (含) 以下跟 13~24班，教師責任 25班以上⾼於 13~24

班。此結果與俞筑涵 (2022)、⿈秀蓉 (2023) 等⼈之研究結果部分相符，其原因

為 55 班以上學校擁有較多經費與設備，教師增能機會也較多；6 班以下學校組

織較⼩，訊息傳遞較快，且能較快的彈性調整課程，故在不同學校規模教師效能

有較好的發揮。當宣布遠距教學的當下，分配在特殊偏遠等級的學校，在停課之

餘，校⾧也忙著替學⽣們籌措平板或電腦設備，全校佔四分之⼀的學⽣需要向學

校借⽤設備，才能在家學習 (曹馥年、陳星穎，2021)。探究其因，研究者認為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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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教學最需要的就是設備，⽽臺東超過 25 班的學校集中於市區，因此每個家庭

在設備的取得較無困難，也因為學校規模較⼤所以有較多的⽀援，不管是在教師

的設備還是在幫助學⽣的學習，學校都能盡最⼤的⼒量，讓教師能發揮出最佳的

成效，故不同學校規模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遠距教學的教師效能上，有顯著

差異。本研究假設 1-4 不同學校規模在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教師效能有

顯著差異，與研究結果部分相符，故研究假設獲得部分⽀持。 

表 25 

不同學校規模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教師效能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構⾯ 學校規模 個

數 

平均數 標準差 Ｆ值 Scheffé 
事後⽐較 

 
 
 
 
⼀般 

教學 

效能 

 
 
教學策略 

1.6班(含)以下 46 3.42 .6  
 
2.448 

 
 
n.s 2.7~12班 25 3.32 .52 

3.13~24班 12 2.98 .58 

4.25班以上 10 3.55 .43 

 
 
學⽣輔導 

1.6班(含)以下 46 3.81 .63  
 
1.736 

 
 
n.s 2.7~12班 25 3.6 .63 

3.13~24班 12 3.42 .37 

4.25班以上 10 3.8 .56 

 
 
 
 
 
 
教師 

⾃我 

效能 

 
個⼈⼯作

價值 

1.6班(含)以下 46 3.7 .57  
 
3.915* 

 
 
(4)>(1),(3) 2.7~12班 25 3.81 .48 

3.13~24班 12 3.5 .28 

4.25班以上 10 4.21 .48 

 
 
教師責任 

1.6班(含)以下 46 4.17 .56  
 
4.673** 

 
 
(4)>(3) 2.7~12班 25 4.2 .48 

3.13~24班 12 3.72 .35 

4.25班以上 10 4.5 .34 

 
 
正向態度 

1.6班(含)以下 46 3.94 .58  
 
.387 

 
 
n.s 2.7~12班 25 3.93 .61 

3.13~24班 12 3.75 .37 

4.25班以上 10 3.9 .61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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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遠距前有無使⽤遠距教學經驗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教師效能之

差異分析 

如表 4-11 所⽰，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在遠距前是否有遠距教學使

⽤經驗的教師效能中「教學策略」、「學⽣輔導」、「個⼈⼯作價值」、「教師責任」、

「正向態度」因素皆未達顯著差異。此結果與俞筑涵 (2022) 等⼈之研究結果不

符，其原因為停課前若有遠距教學經驗，相對會⽐較熟悉設備與器材，也能運⽤

多元教學技巧引起學⽣的學習動機，因此有經驗者會⾼於無遠距教學經驗者。在

學校教師多數皆具有資訊相關能⼒，但⼤部分教師並未有遠距教學授課的實際經

驗，因此在推動初期有遇到許多問題及困難 (⿈瀞瑩，2021)。探究其因，研究者

認為在疫情尚未侵襲全台之前，臺東⼀直有線上教學的相關研習，因此⼤多數教

師已有遠距前的遠距教學經驗，但沒有真正納⼊課程安排中，因此在遠距前有無

使⽤遠距教學經驗的教師效能能發揮的內容⼤致相同，故遠距前有無使⽤遠距教

學經驗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遠距教學的教師效能上，並無顯著差異。本研究

假設 1-5 有遠距教學經驗與無遠距教學經驗在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教

師效能有顯著差異，與研究結果不符，故研究假設未獲得⽀持。 

表 26 

遠距前有無使⽤遠距教學經驗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教師效能 

t檢定分析摘要表 

 構⾯ 遠距經驗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般 

教學 

效能 

 
教學策略 

1.有 53 3.35 .6  
.01 

2.無 40 3.4 .54 

 
學⽣輔導 

1.有 53 3.73 .65  
.539 

2.無 40 3.66 .55 

 
 
教師 

⾃我 

效能 

個⼈⼯作

價值 

1.有 53 3.83 .51  
1.450 

2.無 40 3.67 .56 

 
教師責任 

1.有 53 4.23 .56  
1.627 

2.無 40 4.05 .48 

 
正向態度 

1.有 53 3.95 .6  
.724 

2.無 40 3.86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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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不同遠距教學⽅式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教師效能之差異分析 

如表 4-12 所⽰，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在遠距教學使⽤⽅式的教師

效能中「教學策略」、「學⽣輔導」、「個⼈⼯作價值」、「教師責任」、「正向態

度」因素皆未達顯著差異。此結果與藍雅馨 (2022) 等⼈之研究結果相符，其

原因為實體教學學⽣⾯對教師及同學有壓⼒存在，線上教學學⽣學習不積極，

教師也很難兼顧到每位學⽣的學習成效；與俞筑涵 (2022) 等⼈之研究結果不

符，其原因為同步教學及混成式教學有較多的互動，較師較能掌握學⽣學習狀

況，相較於⾮同步教學，同步與混成式有更好的教師效能表現。⽽遠距教學開

始後，學⽣專注度更低，經常需要隔著螢幕點名學⽣，多數學⽣無法第⼀時間

給予回應，請學⽣開啟鏡頭後，時常看左看右，無法專注看著教師認真上課 

(王韻齡，2022)。探究其因，研究者認為遠距教學的學⽣若無法專⼼在課程

中，教師的課程內容再怎麼有趣也無效，⽽教師使⽤各種遠距⽅式都有要鑽研

的地⽅，同步教學需熟悉各媒體的操作，⾮同步教學需剪接合適的⽚⾧，都需

要另外花⼤量的時間，因此不管哪種遠距⽅式對整體的教師效能都無有良好的

成效，故遠距使⽤⽅式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遠距教學的教師效能上，並無

顯著差異。本研究假設 1-6 不同遠距教學⽅式在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

教師效能有顯著差異，與研究結果不符，故研究假設未獲得⽀持。 

表 27 

不同遠距教學⽅式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教師效能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構⾯ 教學使⽤⽅式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較 
 
 
⼀般 

教學 

效能 

 
 

教學策略 

1.同步教學 36 3.36 .64  
 
.37 

 
 
n.s 2.⾮同步教學 26 3.27 .41 

3.混合式教學 31 3.4 .63 

 
 

學⽣輔導 

1.同步教學 36 3.64 .67  
 
1.356 

 
 
n.s 2.⾮同步教學 26 3.62 .58 

3.混合式教學 31 3.85 .54 

 
 
 
 
教師 

⾃我 

 
個⼈⼯作

價值 

1.同步教學 36 3.73 .51  
 
1.647 

 
 
n.s 2.⾮同步教學 26 3.65 .54 

3.混合式教學 31 3.9 .54 

 
 1.同步教學 36 4.16 .57  

 
.117 

 
 
n.s 2.⾮同步教學 26 4.12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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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 教師責任 3.混合式教學 31 4.18 .54 

 
 

正向態度 

1.同步教學 36 3.93 .53  
 
.533 

 
 
n.s 2.⾮同步教學 26 3.82 .61 

3.混合式教學 31 3.97 .58 

七、⼩結 

本節不同背景變項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遠距教學教師效能差異情形，

總結以下幾點：不同性別無顯著差異；不同服務年資無顯著差異；是否為體育

專⾧教師無顯著差異；不同學校規模在個⼈⼯作價值、教師責任有達顯著差

異，為 26班以上⾼於 6班 (含) 以下、13~24班以及 26班以上⾼於 13~24班；

遠距前有無使⽤遠距教學經驗無顯著差異；遠距教學使⽤的⽅式無顯著差異。

根據上述分析，能瞭解臺東縣體育教師或許因為遠距教學來的太臨時，導致每

位體育教師需要臨陣磨槍，雖有⼀些遠距教學的經驗，但不太⾜以應付實戰，

因此在課堂上的發揮受到限制，多以運動相關影⽚代替，減少了體育課所想表

達的實際操作，也受到了場地跟器材的限制，課程只能以簡單輕鬆為主，讓⾃

⾝的⾧才無法⾃由發揮。 

第三節 不同背景變項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實體教學 

教師效能差異情形 
本節在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實體教學的教師效能之

差異情形。以下分別描述： 

⼀、不同性別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實體教學教師效能之差異分析 

    如表 4-13 所⽰，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實體教學在不同性別的教師效能中「教

學策略」、「學⽣輔導」、「個⼈⼯作價值」、「教師責任」、「正向態度」因素皆未達

顯著差異。此研究結果與潘照儀 (2015)、周廷 (2015)、李育存 (2017)、鍾欣妤

(2017)等⼈之研究結果相符，其原因為隨著時代在改變，性別刻板印象已被打破，

在資訊發達的狀態下，教師皆能透過各種管道提升學習效能，因此不管男性還是

⼥性本⾝的教師效能皆有⼀定⽔準；與李榮忠 (2014) 等⼈之研究結果不符，其

原因為男性體育教師在現場是佔⼤多數的，也較有意願從事體育相關業務及教學

活動，在動作技能教學上也較能有組織且有效率地完成相關教學，故男性效能較

為顯著。在對於專業成⾧的進修，本就該是終⾝不斷、努⼒積極進取的，現今社

會的快速變遷下，才不會慘遭淘汰，體育教師應將⾃⾝所學傳遞給學⽣，因此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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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有終⾝學習的態度，主動學習新知，提升⾃我能⼒ (⿈千慈、林建安，2017)。

推究其因，研究者認為每位體育教師皆能透過各種研習及教學媒介，提升⾃⼰的

教學能⼒，盡⽽達到⾃⼰或學校所期許的⽬標，職場中教師經常進⾏議課及觀課，

藉此達到溝通討論，⼀同提升教師效能，所以現在無論男性還是⼥性體育教師在

教學上均有好的知能與技巧，故不同性別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實體教學的教

師效能上，並無顯著差異。本研究假設 2-1 不同性別在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實體

教學教師效能有顯著差異，與研究結果不符，故研究假設未獲的⽀持。 

表 28 

不同性別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實體教學教師效能 t檢定分析摘要表 

 構⾯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般 

教學 

效能 

 
教學策略 

1.男性 58 4.18 .44  
.670 

2.⼥性 35 4.11 .51 

 
學⽣輔導 

1.男性 58 4.32 .43  
1.226 

2.⼥性 35 4.21 .46 

 
 
教師 

⾃我 

效能 

個⼈⼯作

價值 

1.男性 58 4.25 .49  
1.694 

2.⼥性 35 4.07 .5 

 
教師責任 

1.男性 58 4.4 .47  
.187 

2.⼥性 35 4.38 .45 

 
正向態度 

1.男性 58 4.18 .57  
-.015 

2.⼥性 35 4.18 .56 

⼆、不同服務年資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實體教學教師效能之差異分析 

如表 4-14 所⽰，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實體教學在不同服務年資的教師效能

中「教學策略」、「學⽣輔導」、「個⼈⼯作價值」、「教師責任」、「正向態度」因素

皆未達顯著差異。此結果與李榮忠 (2014)、鍾欣妤 (2017)、李育存 (2017)等⼈

之研究結果相符，其原因為政府相關政策與教師研習上，可透過許多管道學習更

多元的教學技巧與創意，因此服務年資無特別的顯著差異；與潘兆儀 (2015)、周

廷 (2015) 等⼈之研究結果不符，其原因為教師隨著年資增加，歷經政府政策的

轉變與改⾰，因此有豐富的教學經驗，對教學有良好的應變能⼒，較容易掌握學

⽣學習，使不同服務年資有顯著差異。林靜萍 (2009) 指出基本體育的重要性，

因此推動體育教師增能計畫，教師⾄少要培訓以「遊戲化、樂趣化、實⽤化、循

序漸進導⼊技能」為概念的課程設計。推究其因，研究者認為現在體育課主要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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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實際操作、團隊合作討論，多以遊戲趣味⽅式呈現與以往強調術科，要求動

作確實為主相反，因此在近期的研習與政策多以創新的體育教學技巧為主，不再

讓體育課如此枯燥乏味，故不管擁有幾年的服務年資在臺東縣國⼩體育教師的實

體教學教師效能上，並無顯著差異。本研究假設 2-2 不同服務年資在臺東縣國⼩

體育教師實體教學教師效能有顯著差異，與研究結果不符，故研究假設未獲得⽀

持。 

表 29 

不同服務年資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實體教學教師效能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構⾯ 服務年資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Ｆ值 事後⽐較 
 
 
 
 
⼀般 

教學 

效能 

 
 
教學策略 

1.5年以下 33 4.03 .46  
 
1.537 

 
 
n.s 2.6~15年 27 4.27 .44 

3.16~25年 24 4.21 .39 

4.26年以上 9 4.09 .7 

 
 
學⽣輔導 

1.5年以下 33 4.2 .48  
 
.621 

 
 
n.s 2.6~15年 27 4.36 .44 

3.16~25年 24 4.28 .35 

4.26年以上 9 4.31 .56 

 
 
 
 
 
 
教師 

⾃我 

效能 

 
個⼈⼯作

價值 

1.5年以下 33 4.02 .54  
 
1.888 

 
 
n.s 2.6~15年 27 4.28 .46 

3.16~25年 24 4.24 .48 

4.26年以上 9 4.33 .41 

 
 
教師責任 

1.5年以下 33 4.28 .47  
 
1.316 

 
 
n.s 2.6~15年 27 4.51 .47 

3.16~25年 24 4.42 .43 

4.26年以上 9 4.35 .44 

 
 
正向態度 

1.5年以下 33 4.02 .63  
 
1.528 

 
 
n.s 2.6~15年 27 4.31 .54 

3.16~25年 24 4.23 .5 

4.26年以上 9 4.25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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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否為體育專⾧教師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實體教學教師效能之差異分析 

如表 4-15 所⽰，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實體教學在體育專⾧的教師效能中「教

學策略」、「學⽣輔導」、「個⼈⼯作價值」、「教師責任」、「正向態度」因素皆未達

顯著差異。此結果與李榮忠 (2014)、周廷 (2015)、鍾欣妤 (2017) 等⼈之研究結

果不符，其結果為教師在師資培育課程中，體育相關專業科⽬、技能為主修，因

此在體育教學時能制訂出較合宜的課程計畫，所以體育專⾧教師的效能較為顯著。

偏鄉學校師資著重於語⽂、數學類，缺乏藝⽂、體育類師資，影響著學⽣全⽅位

的發展 (張德銳，2017)，因此有些導師就必須兼任體育教師，因此成為了教學專

業中需要增能與成⾧的⼀部分族群，教育部也發現此問題，⽽規劃了體育教師增

能計劃，讓這些⾮體育專⾧教師能⼒有所提升 (蔡榮捷，2013)。探究其因，研究

者認為造成此結果有兩個原因，其⼀為樣本數不⾜，由於臺東縣體育教師僅 239

位，分別抽取部分完成預試問卷及正式問卷，有部分學校疫情期間不便上體育課，

因此改成其他活動，盡⽽減少了樣本數；其⼆原因研究者認為臺東因許多學校地

處偏鄉，因此班導多⾝兼體育教師，需要去學習體育相關知能及運動技巧，參與

體育相關研習提升體育相關能⼒，故不管是否擁有體育專⾧教師資格在臺東縣國

⼩體育教師的實體教學教師效能上，並無顯著差異。但可以從表 4-15 發現擁有

體育專⾧教師的平均數在教學策略、學⽣輔導、個⼈⼯作價值、教師責任、正向

態度皆⾼於未具有體育專⾧教師，因此可以知道，擁有體育專⾧教師，在整體的

教師效能還是有較好的發揮。本研究假設 2-3 體育專⾧教師與⾮體育專⾧教師在

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實體教學教師效能有顯著差異，與研究結果不符，故研究假

設未獲得⽀持。 

表 30 

是否為體育專⾧教師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實體教學教師效能 t檢定分析摘要表 

 構⾯ 體育專⾧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般 

教學 

效能 

 
教學策略 

1.是 44 4.26 .4  
2.169 

2.否 49 4.05 .5 

 
學⽣輔導 

1.是 44 4.34 .37  
1.148 

2.否 49 4.23 .5 

 
 
教師 

個⼈⼯作

價值 

1.是 44 4.29 .47  
1.997 

2.否 49 4.09 .51 

 1.是 44 4.43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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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效能 

教師責任 2.否 49 4.36 .44 .706 

 
正向態度 

1.是 44 4.22 .57  
.624 

2.否 49 4.14 .55 

四、不同學校規模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實體教學教師效能之差異分析 

如表 4-16 所⽰，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實體教學在不同學校規模的教師效能

中「教學策略」、「學⽣輔導」、「個⼈⼯作價值」、「教師責任」、「正向態度」因素

皆未達顯著差異。此結果與鍾欣妤 (2017) 等⼈之研究結果相符，其原因為臺東

縣的國⼩體育教師在教學效能上的感受程度不會因為學校規模⼤⼩⽽有所不同

及差異存在；與李榮忠 (2014)等⼈之研究結果不符，其原因為 25班以上員額數

較⾼，因此能聘請體育相關科系畢業的體育教師，也因為學校規模⼤，在課程安

排能視體育教師專⾧編排，因此在班級數較多的學校有較顯著的差異。臺東縣偏

遠學校，⼤多分布在沿海和⼭區，位於偏遠地區的佔了⼤部分，再依照交通環境

及社會經濟等條件將偏遠學校分為三級，偏遠、特殊偏遠、極度偏遠，⽽極度偏

遠的國⼩在臺東就有 10 間 (羅哲超，2020)。探究其因，研究者認為因為臺東縣

6 班 (含) 以下的學校數量最多，佔臺東縣的 6 成，⽽中、⼤型學校較少，⼤多

都以偏鄉學校為主，因此每間學校的條件⼤多相似，故不同的學校規模在臺東縣

國⼩體育教師的實體教學教師效能上，並無顯著差異。本研究假設 2-4 不同學校

規模在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實體教學教師效能有顯著差異，與研究結果不符，故

研究假設未獲得⽀持。 
 

表 31 

不同學校規模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實體教學教師效能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構⾯ 學校規模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Ｆ值 Scheffé 
事後⽐較 

 
 
 
 
⼀般 

教學 

效能 

 
 
教學策略 

1.6班(含)以下 46 4.08 .53  
 
.822 

 
 
n.s 2.7~12班 25 4.24 .41 

3.13~24班 12 4.17 .4 

4.25班以上 10 4.24 .35 

 
 
學⽣輔導 

1.6班(含)以下 46 4.28 .49  
 
.136 

 
 
n.s 2.7~12班 25 4.27 .37 

3.13~24班 12 4.2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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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班以上 10 4.35 .29 

 
 
 
 
 
 
教師 

⾃我 

效能 

 
個⼈⼯作

價值 

1.6班(含)以下 46 4.13 .51  
 
.816 

 
 
n.s 2.7~12班 25 4.22 .51 

3.13~24班 12 4.15 .43 

4.25班以上 10 4.39 .48 

 
 
教師責任 

1.6班(含)以下 46 4.37 .49  
 
1.193 

 
 
n.s 2.7~12班 25 4.45 .46 

3.13~24班 12 4.22 .46 

4.25班以上 10 4.57 .2 

 
 
正向態度 

1.6班(含)以下 46 4.19 .55  
 
.716 

 
 
n.s 2.7~12班 25 4.19 .55 

3.13~24班 12 4.29 .51 

4.25班以上 10 3.95 .63 

五、遠距前有無使⽤遠距教學經驗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實體教學教師效能之

差異分析 

如表 4-17 所⽰，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實體教學在遠距前有無使⽤遠距教學

經驗的教師效能中「教學策略」、「學⽣輔導」、「個⼈⼯作價值」、「教師責任」、

「正向態度」因素皆未達顯著差異。與鍾⽂峰 (2014)、張瀞紋 (2021) 所提出

的教師效能定義⼤致相符，指教師本⾝具有優質的特質，能堅定⾃⾝信念，不

受任何事物影響，幫助學⽣達到預期⽬標。⿈崇孝、王宗進 (2008) 分析出⼀

位體育教師需具備體育教學的能⼒、訓練的能⼒、善⽤教學媒體及⼯具的能

⼒、維護學⽣安全的能⼒、社交的能⼒、品德教育的能⼒、科學研究及創新的

能⼒、具有積極⿎舞的態度與活⼒。探究其因，研究者認為實體體育課是每位

體育教師需具備的能⼒，因此不管在是否有參與過線上教學研習亦或者是有遠

距教學的先備經驗中，都不會影響到體育教師上好⼀堂實體的體育課，故遠距

前有無使⽤遠距教學經驗在臺東縣國⼩體育教師的實體教學教師效能上，並無

顯著差異。本研究假設 2-5 有遠距經驗與無遠距經驗在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實

體教學教師效能無顯著差異，與研究結果相符，故研究假設獲得⽀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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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遠距前有無使⽤遠距教學經驗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實體教學教師效能 

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構⾯ 遠距經驗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般 

教學 

效能 

 
教學策略 

1.有 53 4.22 .47  
1.697 

2.無 40 4.06 .46 

 
學⽣輔導 

1.有 53 4.34 .43  
1.513 

2.無 40 4.2 .45 

 
 
教師 

⾃我 

效能 

個⼈⼯作

價值 

1.有 53 4.21 .5  
.550 

2.無 40 4.15 .49 

 
教師責任 

1.有 53 4.44 .48  
1.081 

2.無 40 4.33 .42 

 
正向態度 

1.有 53 4.19 .58  
.314 

2.無 40 4.16 .54 

六、不同遠距教學⽅式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實體教學教師效能之差異分析 

如表 4-18 所⽰，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實體教學在遠距教學使⽤⽅式的教師

效能中「教學策略」、「學⽣輔導」、「個⼈⼯作價值」、「教師責任」、「正向態

度」因素皆未達顯著差異。與鄧⽵晴 (2016)、張耀忠 (2020) 所提出的教師效

能定義⼤致相符，教師在教學前會先進⾏教學策略的訂定，在課程中適時的引

導學⽣，因此不管在遠距還是實體教學，教師皆能規劃⼀套專屬的教學⽅式。

後疫情時代的學習，可以在多維度的學習環境，時間、空間都可以⾃⾏設定，

虛擬整合成為教育的主流，⼈類不再只是跟⼈類合作，也會和⼈⼯智慧合作 

(未來親⼦數位編輯，2021)。在探究其因，研究者認為不管使⽤哪種遠距教學

的⽅式，皆不會影響到體育教師的實體上課，但若可以配合混合式教學，先讓

學⽣於線上學習運動知識技巧，在實體帶學⽣活動⼀次，讓學⽣發揮，或許能

得到不⼀樣得效果，故遠距教學使⽤⽅式在臺東縣國⼩體育教師的實體教學教

師效能上，並無顯著差異。本研究假設 2-6 不同遠距教學⽅式在臺東縣國⼩體

育教師實體教學教師效能無顯著差異，與研究結果相符，故研究假設獲得⽀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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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不同遠距教學⽅式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實體教學教師效能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構⾯ 教學使⽤⽅式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較 
 
 
⼀般 

教學 

效能 

 
 

教學策略 

1.同步教學 36 4.09 .43  
 
.41 

 
 
n.s 2.⾮同步教學 26 4.19 .43 

3.混合式教學 31 4.18 .54 

 
 

學⽣輔導 

1.同步教學 36 4.15 .39  
 
2.507 

 
 
n.s 2.⾮同步教學 26 4.38 .38 

3.混合式教學 31 4.35 .52 

 
 
 
 
教師 

⾃我 

效能 

 
個⼈⼯作

價值 

1.同步教學 36 4.09 .45  
 
1.356 

 
 
n.s 2.⾮同步教學 26 4.19 .56 

3.混合式教學 31 4.29 .48 

 
 

教師責任 

1.同步教學 36 4.33 .5  
 
.619 

 
 
n.s 2.⾮同步教學 26 4.46 .43 

3.混合式教學 31 4.41 .44 

 
 

正向態度 

1.同步教學 36 4.18 .49  
 
.035 

 
 
n.s 2.⾮同步教學 26 4.15 .61 

3.混合式教學 31 4.19 .56 

七、⼩結 

本節不同背景變項之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實體教學教師效能差異情形，總

結以下幾點：不同性別無顯著差異；不同服務年資無顯著差異；是否為體育專⾧

教師無顯著差異；不同學校規模無顯著差異；遠距前有無使⽤遠距教學經驗無顯

著差異；不同遠距教學使⽤的⽅式無顯著差異。根據上述分析，能瞭解臺東縣國

⼩體育教師在實體體育課中，確實能讓學⽣運動到，也能按照教師安排的課表進

⾏，但如果能在課堂增加⼀些趣味活動亦或者運⽤多種教學法進⾏，會讓整體課

程更順暢，也讓學⽣提起更學習的動機。因此希望教育相關單位可以舉辦更多體

育相關研習及活動，讓每位教師都能⼀同參與，藉此機會增加⾃⾝教學經驗，讓

往後的教學的更加多元，發揮出更多的教師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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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 

教師效能之⽐較情形 
本節在探討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的教師效能之⽐較

情形。以下分別描述： 

⼀、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教師效能在教學策略構⾯之⽐較

分析 

如表 4-19 所⽰，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在教學策略構⾯

⽐較達顯著差異 (t=-12.771, p<.001)，實體教學的教師效能是⾼於遠距教學的教

師效能。體育教學是具備⾼頻率、⾼接觸、⾼互動與⾼即時回饋師⽣互動關係

的，也能因應學⽣的差異性設計以學⽣為主的互動情境 (陳履賢、王彥邦、⾦

姵妏，2022)。如何將學習的重責適當地移轉⾄學習者⾝上，使學習者參與規劃

⾃⼰的學習計畫、執⾏學習活動，承擔⼤部分的學習責任，此係主宰著遠距教

學能否成功之關鍵因素，也是在⾯對疫情當前，當教學的模式不得不由傳統⾯

授轉變為遠距授課時，影響學⽣學習成效⾄為關鍵之因素 (陳瑜芬，2021)。如

何讓遠距教學確實落地，已成為各學校在超前部署時的重要課題。並從學校教

師的⾓度切⼊，提供教師們在⾯對迎⾯⽽來的遠距教學挑戰時，能快速應⽤⼿

邊唾⼿可得的各種⼯具和資源，彈性地調整教學策略 (Chen, Kao, & Sheu, 

2003)，以在最短的時間內做好教學準備。探究其因，研究者認為教學策略往往

是教師在教學前最需要去思考與安排的，每堂體育課的上課⽅式都會有所不

同，⽽實體體育課在上課時也能觀察到學⽣的反饋與感受，教師能直接做出改

變，亦或者於下堂課改變⽅式，讓學⽣更加融⼊與喜歡，但遠距體育課隔著螢

幕，教師無法第⼀時間理解學⽣學習狀況，必需靠著課後評量或待實體上課時

才能瞭解學⽣狀況，也因為隔著螢幕，導致許多學⽣分⼼忙於其他事物，失去

了體育課原本該有的熱⾎沸騰的氛圍，因此在實體教學的教學策略有較好的發

揮，故教學策略在臺東縣國⼩體育教師的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教師效能的⽐

較，有顯著差異。疫情雖然已漸漸遠離，但誰都不敢保證遠距教學是否不會再

使⽤到，若能讓遠距教學的效能提⾼，會是每位教師所希望的，簡志峰 (2021)

認為遠距教學適合知識性課程，若政府開放遠距教學的彈性設計，再輔以學⽣

⾃律學習與教師使⽤投⼊式思考教學⽅式，相信遠距教學的教師效能會有所成

⾧。本研究假設 3-1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教學策略的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的

教師效能⽐較有顯著差異，與研究結果相符，故研究假設獲得⽀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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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教師效能教學策略⽐較分析表 

教學策略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遠距教學 
3.35 .57  

-12.771*** 

實體教學 
4.15 .47 

*p<.05  **p<.01  ***p<.001 
⼆、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教師效能在學⽣輔導構⾯之⽐較

分析 

如表 4-20 所⽰，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在學⽣輔導構⾯

⽐較達顯著差異 (t=-9.135, p<.001)，實體教學的教師效能是⾼於遠距教學的教

師效能。遠距教學的實施出現了不少的挑戰與限制，也增加了許多實體教學本

來沒有的任務，甚⾄出現原計畫無法實施的困難，教學層⾯出現分組困難、評

分效果變差等問題 (王素芸，2022)。陳俊愷 (2022) 提出有無教師在平台上對

學⽣的學習狀況即時給予幫助、輔導，種種因素間接影響到學⽣的學習成效。

傳統教師的⾓⾊在網路學習環境中，已轉型為⼀種輔導者、諮詢者與協助者

等，以教師及學習同儕來擔任伴學與督學，除了可以確認學⽣的學習情況，並

運⽤不同的教學⽅法提升學習動機之外，同學與教師更可提供即時性之學習輔

導與⽀援，將有助於提昇學習專注⼒ (曾琳雲，2004)。探究其因，研究者認為

學⽣若出現需要輔導的狀況，便是在學習上已出現相對的問題無法解決，教師

必需藉由輔導去改善狀況，⽽⾯對⾯則是最好的⽅法，藉由溝通與討論，能第

⼀時間理解學⽣的問題並給予幫助，若遠距進⾏輔導，學⽣可能出現分⼼亦或

者旁邊有其他⼈觀看無法說出⾃⼰內⼼的話，導致無法正確給予輔導的⽅法，

因此在實體教學的學⽣輔導會有較好的發揮，故學⽣輔導在臺東縣國⼩體育教

師的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教師效能的⽐較，有顯著差異。本研究假設 3-2臺東

縣國⼩體育教師在學⽣輔導的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的教師效能⽐較有顯著差

異，與研究結果相符，故研究假設獲得⽀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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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教師效能學⽣輔導⽐較分析表 

學⽣輔導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遠距教學 
3.7 .61  

-9.135*** 

實體教學 
4.28 .44 

*p<.05  **p<.01  ***p<.001 
三、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教師效能在個⼈⼯作價值構⾯之

⽐較分析 

如表 4-21 所⽰，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在個⼈⼯作價值

構⾯⽐較達顯著差異 (t=-9.799, p<.001)，實體教學的教師效能是⾼於遠距教學

的教師效能。體育教師本⾝會有期待學⽣表現出良好的表現，但結果不如預期

後，會讓⾃⼰感到挫折、難受，漸漸對⼯作失去熱忱 (吳珮瑜，2016)。體育教

師往往需擔任多重⾓⾊，若在環境當中，無法獲得正向回饋或滿⾜，可能造成

體育教師熱忱消失⽽對⼯作感到疲乏 (李佳倚、李柏甫、曾慶裕，2021)。探究

其因，研究者認為個⼈⼯作價值包含著體育教師的這份熱忱，因為喜歡運動，

⽽選擇擔任體育教師，因此會想把這份熱忱⼀⼀傳遞給學⽣，讓學⽣也喜歡上

體育課，以往的體育課都是實際操作，如今卻遇到了疫情變成遠距教學，教師

第⼀時間不知所措，遠距教學也⼤⼤減少了體育課要表達的實際操作，進⽽影

響了教師內⼼原有的那份熱忱，因此在實體教學的個⼈⼯作價值有較好的發

揮，故個⼈⼯作價值在臺東縣國⼩體育教師的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教師效能的

⽐較，有顯著差異。草根體育傳遞的信念是由下⽽上的，不斷地傳遞給教師的

是體育的重點不在於教學，⽽是藉由體育來影響學⽣的⽣命價值，體育的課程

有專業的存在性，教師需不斷精進⾃我不讓任何⼈取代，若無法改變現況，那

就從改變未來開始，將現有的師資⼈才進⾏專業培育，希望有那麼⼀天，可以

看成樹成林的展現 (國⽴東華⼤學，2019)。本研究假設 3-3臺東縣國⼩體育教

師在個⼈⼯作價值的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的教師效能⽐較有顯著差異，與研究

結果相符，故研究假設獲得⽀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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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教師效能個⼈⼯作價值⽐較分析表 

個⼈⼯作價值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遠距教學 
3.76 .53  

-9.799*** 

實體教學 
4.18 .5 

*p<.05  **p<.01  ***p<.001 
四、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教師效能在教師責任構⾯之⽐較

分析 

如表 4-22 所⽰，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在教師責任構⾯

⽐較達顯著差異 (t=-5.108, p<.001)，實體教學的教師效能是⾼於遠距教學的教

師效能。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的班級經營有相似處但也有不同的地⽅，兩者的

時空雖然不太⼀樣，但原理⼤致上是相同的，在師⽣的互動遠距和實體都需

要，只是⽤不同的⽅式表達 (張臺隆，2023)。學⽣若對班級有隸屬感，不但會

喜歡上課，還會形成團體榮譽感，透過⼀天的時間軸，可以整理出班經需注意

的時間點，也能⽅便教師注意學⽣ (許家⿑，2023)。探究其因，研究者認為教

師責任的平均其實在遠距與實體教學都相對⾼分，但因為實體教學中較能讓教

師發揮出⾃⼰的教師責任，使⽤同步教學便能管理到學⽣，⾃⼰也必需提早或

準時進⼊課堂，但使⽤⾮同步教學，則無法管控到學⽣，也無法得知學⽣是否

有完成教師所下達的任務，因此會認為遠距教學的教師責任較實體教學低，因

此在實體教學的教師責任有較好的發揮，故教師責任在臺東縣國⼩體育教師的

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教師效能的⽐較，有顯著差異。本研究假設 3-4臺東縣國

⼩體育教師在教師責任的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的教師效能⽐較有顯著差異，與

研究結果相符，故研究假設獲得⽀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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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教師效能教師責任⽐較分析表 

教師責任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遠距教學 
4.16 .53  

-5.108*** 

實體教學 
4.39 .46 

*p<.05  **p<.01  ***p<.001 
五、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教師效能在正向態度構⾯之⽐較

分析 

如表 4-23 所⽰，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在教師責任構⾯

⽐較達顯著差異 (t=-5.708, p<.001)，實體教學的教師效能是⾼於遠距教學的教

師效能。教師在進⾏教學與班級經營時，需要發揮正向的思維，⿎勵學⽣以樂

觀正向態度迎接各種挑戰，也需營造和諧的教學氣氛，⽀持與肯定學⽣，提升

班級凝聚⼒，有效的提升學習成效 (賴協志、吳清⼭，2021)。探究其因，研究

者認為在正向態度中，是⼀項⾮常需要藉由實體教學的構⾯，藉由實體教學，

才能將⾃⼰本⾝的正向、樂觀的態度傳遞給學⽣，讓學⽣感受教師所想表達的

想法，若是遠距教學，因為隔著螢幕無法感受到⼈與⼈的溫度，也可能因為分

⼼⽽無法接收到教師傳遞的想法，因此在實體教學的正向態度有較好的發揮，

故正向態度在臺東縣國⼩體育教師的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教師效能的⽐較，有

顯著差異。本研究假設 3-5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正向態度的遠距教學與實體

教學的教師效能⽐較有顯著差異，與研究結果相符，故研究假設獲得⽀持。 

表 37 

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教師效能正向態度⽐較分析表 

正向態度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遠距教學 
3.91 .56  

-5.708*** 

實體教學 
4.18 .56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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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 

本節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教師效能之⽐較情形，總結以

下幾點：教學策略有顯著差異，實體教學教師效能⾼於遠距教學教師效能；學⽣

輔導有顯著差異，實體教學教師效能⾼於遠距教學教師效能；個⼈⼯作價值有顯

著差異，實體教學教師效能⾼於遠距教學教師效能；教師責任有顯著差異，實體

教學教師效能⾼於遠距教學教師效能；正向態度有顯著差異，實體教學教師效能

⾼於遠距教學教師效能。根據上述分析，能瞭解體育課還是⼀堂需要實際操作的

⼀堂課，僅藉由螢幕傳遞，或許能傳遞知識，但無法傳遞到體育課最原始的⽤意，

必需藉由⾯對⾯溝通，學⽣們實際操作與團隊合作，才能體會到體育課真正的奧

秘，第⼀時間的回饋才能讓教師有成就感，持續帶給學⽣們⼀堂堂不⼀樣的體育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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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的在探討臺東縣國⼩體育教師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的教師效能之

⽐較，採⽤問卷調查法，再進⾏資料處理與分析。本章第⼀節為結論，透過研究

結果與討論得出結論；第⼆節為建議，針對研究結果，提出各⽅⾯的建議。 

第⼀節 結論 

    本節根據問卷調查結果，歸納出本研究之重要結論，分別描述如下： 

⼀、臺東縣國⼩體育教師⼈⼝背景 

    本研究抽樣問卷中，臺東縣國⼩體育教師⼈⼝背景資料以未具有體育專⾧⼜

服務於⼩校的年輕男教師在遠距前有遠距教學的經驗⽽遠距期間使⽤同步教學

的體育教師最多。 

⼆、不同學校規模的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個⼈⼯作價值及教師責任教師效能有

顯著差異 

    服務於學校規模 25 班以上的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遠距教學中「個⼈⼯作

價值」與「教師責任」的教師效能⾼於服務於學校規模 6班 (含) 以下及 13~24

班的體育教師。 

三、不同背景的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實體教學教師效能中均無顯著差異 

    不同背景的臺東縣國⼩體育教師的實體教學教師效能中均無顯著差異，有別

於外縣市之體育教師。 

四、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實體教學的⼀般教學效能及教師⾃我效能⾼於遠距教學 

臺東縣國⼩體育教師在「教學策略」、「學⽣輔導」、「個⼈⼯作價值」、「教師

責任」、「正向態度」中，實體教學的教師效能⾼於遠距教學的教師效能。 

在臺東縣國⼩體育教師的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教師效能⽐較中可以發現，實

體教學的教師效能都還是優於遠距教學的教師效能，因此證明了體育課還是⼀堂

適合以實際操作為主，⾝體表現有成功的經驗後，能讓學⽣充滿成就感，進⽽繼

續喜歡上體育課。 

第⼆節 建議 
    本節根據上述研究結論提出幾點建議，以提供給政府教育機構、學校⾏政處

室、國⼩體育教師與後續研究者作為參考，分別描述如下： 

⼀、對政府教育機構的建議 

    在本研究中發現，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的差異情形，無太⼤顯著差異，由此

可知在教學上，教師的教學並無明顯的不同，但若能在不同教學階段，發揮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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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教學⽅式，讓教師效能有所提升，⼀定是好的。在遠距教學的結果中發現

學校規模較⼤的教師效能會優於學校規模較⼩的，因此建議政府教育機構有了之

前的遠距教學經驗，可以建構出更完整的體育線上教學軟體以及針對遠距教學的

體育⼀系列相關課程，讓體育教師能有更完善的⽀援，不會在只有遇到疫情可以

使⽤，⽽是有需要時便能交換使⽤。⽽在實體教學部分，基本的教學⼤家也都相

對沒問題，但若能多舉辦體育教學相關研習，讓⼀般教師也能⼀同共襄盛舉，共

同討論分享，便能更加提升體育教師上課時的技巧，也避免需要⼀般教師代課時

發⽣不會教或不知道如何教學的局⾯發⽣。 

⼆、對學校⾏政的建議 

    在本研究中發現，遠距教學期間班級數多的學校教師能擁有較好的教師效能，

⼀⽅⾯是設備較為⿑全，讓教師可以盡⼒發揮，不會因為遠距⽽需要擔⼼學⽣設

備不⾜無法上課，⼀⽅⾯是教師有豐富的經驗可以提供多元的教學內容給學⽣。

因此建議學校⾏政能積極向上級單位爭取經費，補⾜體育教師所需的教學資源與

設備，實體教學期間也能有更多元的運動設施與安全的場地可以使⽤，做體育教

師最堅強的後盾，發揮最佳的教師效能。 

三、對國⼩體育教師的建議 

    在本研究中發現，未具有體育專⾧的教師較多，顯⽰出臺東縣體育教師的不

⾜，在每位教師都有可能需要兼任體育課程的情況下，需具備良好的教學策略掌

握學⽣學習狀況適時給予學⽣輔導，發揮教師本⾝⼯作價值、態度以及個⼈責任，

提升教師在遠距教學中的教師效能。因此建議國⼩體育教師可以多加參與體育課

模組增能、參與研習熟悉軟體、⼯具操作，增加⾃⾝體育及遠距教學相關知能，

也能定期與其他教師進⾏討論與分享，學習不同的班級經營與多元上課⽅式並分

享更多的體育知能與技巧給⾮專⾧體育教師，讓⼤家在上體育課程時，不會感到

徬徨無助。 

四、對後續研究者的建議 

    在本研究中發現，臺東縣體育教師⼈數本來就不多，但因受到時間與⼈⼒上

的限制，故預試問卷與正式問卷皆抽取臺東縣體育教師，造成正式問卷數量有所

壓縮。因此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考慮預試問卷發放選擇其他縣市或以全國體育

教師為主體，也可以增加質性研究探討更深⼊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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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專家效度調查問卷	

國小體育教師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教師效能之調查問卷	

（建立專家效度）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1.性別：	

�（1）男	�（2）女	

修正意見＿＿＿＿＿＿＿＿＿＿＿＿＿＿＿＿＿＿＿＿＿＿＿＿＿＿＿＿	

2.服務年資：	

�（1）5年以下	�（2）6-15 年	�（3）16-25 年	�（4）26 年以上	

修正意見＿＿＿＿＿＿＿＿＿＿＿＿＿＿＿＿＿＿＿＿＿＿＿＿＿＿＿＿	

3.體育專長教師：	

�（1）是	�（2）否	

修正意見＿＿＿＿＿＿＿＿＿＿＿＿＿＿＿＿＿＿＿＿＿＿＿＿＿＿＿＿	

4.學校規模：	

�（1）6班（含）以下	�（2）7-12 班	�（3）13-24 班	�（4）25 班以上	

修正意見＿＿＿＿＿＿＿＿＿＿＿＿＿＿＿＿＿＿＿＿＿＿＿＿＿＿＿＿	

5.遠距前有無使用遠距教學經驗：	

�（1）有	�（2）無	

修正意見＿＿＿＿＿＿＿＿＿＿＿＿＿＿＿＿＿＿＿＿＿＿＿＿＿＿＿＿	

6.遠距教學使用方式：	

�（1）同步教學	�（2）非同步教學	�（3）混合式教學	

修正意見＿＿＿＿＿＿＿＿＿＿＿＿＿＿＿＿＿＿＿＿＿＿＿＿＿＿＿＿	

親愛的教授、教育先進們：您好！	

	 	 	 	本問卷主要目的在於瞭解國小體育教師在體育課實施遠距教學與實體

教學教師效能之情形。特編制「國小體育教師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教師效

能之調查問卷」乙份，其內容包括「一般教學效能」、「教師自我效能」兩

個項度，素仰教授您學有專精，奉獻教育，春風化雨，尤富提攜後學之熱

忱，故特寄上此問卷，煩請惠予協助填寫。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國立臺東大學體育學系研究所	

指導教授：陳玉枝	博士	

研 究 生：林冠羽	敬上	

	

中華民國一百一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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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教師效能】	

教師效能量表共 20，旨在探討國小體育教師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時教師效

能之現況，其中包含「教師自我效能」、「教師教學效能」，填答項目分為「非常

符合」、「符合」、「普通」、「不符合」、「非常不符合」，題目分述如下：	

構面一：一般教學效能	

	

合

適	

不

合

適	

修

正

後

合

適	

1.我能在體育課採用有效的方法，改變學生的學習態度和行為。	 �	 �	 �	

修正意見＿＿＿＿＿＿＿＿＿＿＿＿＿＿＿＿＿＿＿＿＿＿＿＿＿＿	 	 	 	

2.我是一位擁有多元教學技能的體育老師。	 �	 �	 �	

修正意見＿＿＿＿＿＿＿＿＿＿＿＿＿＿＿＿＿＿＿＿＿＿＿＿＿＿	 	 	 	

3.我能鼓勵學生說出自己的需求。	 �	 �	 �	

修正意見＿＿＿＿＿＿＿＿＿＿＿＿＿＿＿＿＿＿＿＿＿＿＿＿＿＿	 	 	 	

4.我相信自己能讓全班學生在體育課的學習追求進步。	 �	 �	 �	

修正意見＿＿＿＿＿＿＿＿＿＿＿＿＿＿＿＿＿＿＿＿＿＿＿＿＿＿	 	 	 	

5.我認為教師對學生的輔導，通常起不了什麼作用。	 �	 �	 �	

修正意見＿＿＿＿＿＿＿＿＿＿＿＿＿＿＿＿＿＿＿＿＿＿＿＿＿＿	 	 	 	

6.我能在體育課有效掌控教學進度，在既定的時間內完成教學任務。	 �	 �	 �	

修正意見＿＿＿＿＿＿＿＿＿＿＿＿＿＿＿＿＿＿＿＿＿＿＿＿＿＿	 	 	 	

7.我認為課室管理對我而言並非難事。	 �	 �	 �	

修正意見＿＿＿＿＿＿＿＿＿＿＿＿＿＿＿＿＿＿＿＿＿＿＿＿＿＿	 	 	 	

8.我能充分掌握學生的學習特性。	 �	 �	 �	

修正意見＿＿＿＿＿＿＿＿＿＿＿＿＿＿＿＿＿＿＿＿＿＿＿＿＿＿	 	 	 	

9.我熟悉體育課程之教學目標，可以為學生設計適當的體育教學活動。	 �	 �	 �	

修正意見＿＿＿＿＿＿＿＿＿＿＿＿＿＿＿＿＿＿＿＿＿＿＿＿＿＿	 	 	 	

10.我的體育教學可以幫助學生培養良好的品德。	 �	 �	 �	

修正意見＿＿＿＿＿＿＿＿＿＿＿＿＿＿＿＿＿＿＿＿＿＿＿＿＿＿	 	 	 	

11.我對學生的鼓勵與支持，可以克服學生不良家庭經驗的影響。	 �	 �	 �	

修正意見＿＿＿＿＿＿＿＿＿＿＿＿＿＿＿＿＿＿＿＿＿＿＿＿＿＿	 	 	 	

12.對於體育課缺乏興趣的學生，我有信心能引起他的學習動機。	 �	 �	 �	

修正意見＿＿＿＿＿＿＿＿＿＿＿＿＿＿＿＿＿＿＿＿＿＿＿＿＿＿	 	 	 	

13.教學工具問題一直困擾我的工作。	 �	 �	 �	

修正意見＿＿＿＿＿＿＿＿＿＿＿＿＿＿＿＿＿＿＿＿＿＿＿＿＿＿	 	 	 	

14.我能掌握體育課之教學步驟，幫助學生熟悉學習內容。	 �	 �	 �	

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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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能在體育課應用多元評量方式，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果。	 �	 �	 �	

修正意見＿＿＿＿＿＿＿＿＿＿＿＿＿＿＿＿＿＿＿＿＿＿＿＿＿＿	 	 	 	

16.我認為教師除了依教學指引實施教學外，實在無能為力。	 �	 �	 �	

修正意見＿＿＿＿＿＿＿＿＿＿＿＿＿＿＿＿＿＿＿＿＿＿＿＿＿＿	 	 	 	

17.我有能力處理班級學生所發生的衝突事件。	 �	 �	 �	

修正意見＿＿＿＿＿＿＿＿＿＿＿＿＿＿＿＿＿＿＿＿＿＿＿＿＿＿	 	 	 	

18.我對學生的學習成就具有正面影響力。	 �	 �	 �	

修正意見＿＿＿＿＿＿＿＿＿＿＿＿＿＿＿＿＿＿＿＿＿＿＿＿＿＿	 	 	 	

19.我能在體育課後依評量結果對學生進行適當的補救教學。	 �	 �	 �	

修正意見＿＿＿＿＿＿＿＿＿＿＿＿＿＿＿＿＿＿＿＿＿＿＿＿＿＿	 	 	 	

20.我能鼓勵學生回答教師的提問。	 �	 �	 �	

修正意見＿＿＿＿＿＿＿＿＿＿＿＿＿＿＿＿＿＿＿＿＿＿＿＿＿＿	 	 	 	

21.我相信自己有能力在體育課中學到動作技能。	 �	 �	 �	

修正意見＿＿＿＿＿＿＿＿＿＿＿＿＿＿＿＿＿＿＿＿＿＿＿＿＿＿	 	 	 	

22.我能在體育課提供有效的策略，幫助學生學習。	 �	 �	 �	

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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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二：教師自我效能	

	

合

適	

不

合

適	

修

正

後

合

適	

23.我能在體育課公正客觀的對待學生，是一個公平公正的體育教

師。	

�	 �	 �	

修正意見＿＿＿＿＿＿＿＿＿＿＿＿＿＿＿＿＿＿＿＿＿＿＿	 	 	 	

24.我在體育課能做到自己對學生要求的規定（如準時上課），是

一個會公平公正的體育教師。	

	

�	

	

�	

	

�	

修正意見＿＿＿＿＿＿＿＿＿＿＿＿＿＿＿＿＿＿＿＿＿＿＿	 	 	 	

25.我對停課不停學的環境變遷具有良好的適應能力，是一個會自

我調適的體育教師。	

	

�	

	

�	

	

�	

修正意見＿＿＿＿＿＿＿＿＿＿＿＿＿＿＿＿＿＿＿＿＿＿＿	 	 	 	

26.我能在體育課後彈性靈活的處理所有事務，是一個會自我調適

的體育教師。	

	

�	

	

�	

	

�	

修正意見＿＿＿＿＿＿＿＿＿＿＿＿＿＿＿＿＿＿＿＿＿＿＿	 	 	 	

27.只要我相信保有教學熱忱，沒有什麼突破不了的教學瓶頸。	 �	 �	 �	

修正意見＿＿＿＿＿＿＿＿＿＿＿＿＿＿＿＿＿＿＿＿＿＿＿	 	 	 	

28.我在體育課時情緒穩	定，不輕易發怒，是一個會自我調適的

體育教師。	

	

�	

	

�	

	

�	

修正意見＿＿＿＿＿＿＿＿＿＿＿＿＿＿＿＿＿＿＿＿＿＿＿	 	 	 	

29.當學生的表現不盡理想時，我仍會努力改變內在認知，說服自

己表現合宜的情緒。	

	

�	

	

�	

	

�	

修正意見＿＿＿＿＿＿＿＿＿＿＿＿＿＿＿＿＿＿＿＿＿＿＿	 	 	 	

30.我會為自己設定學生學習目標，並設法達成，是一個會進取成

長的體育教師。	

	

�	

	

�	

	

�	

修正意見＿＿＿＿＿＿＿＿＿＿＿＿＿＿＿＿＿＿＿＿＿＿＿	 	 	 	

31.我有能力克服因學校對教學所產生的不當措施。	 �	 �	 �	

修正意見＿＿＿＿＿＿＿＿＿＿＿＿＿＿＿＿＿＿＿＿＿＿＿	 	 	 	

32.我認為教育的力量，可以改善資訊媒體對學生所產生的負面影

響。	

�	 �	 �	

修正意見＿＿＿＿＿＿＿＿＿＿＿＿＿＿＿＿＿＿＿＿＿＿＿	 	 	 	

33.我可以在課堂上營造出和諧又愉快的學習氛圍。	 �	 �	 �	

修正意見＿＿＿＿＿＿＿＿＿＿＿＿＿＿＿＿＿＿＿＿＿＿＿	 	 	 	

34.我能以各種活潑生動的教學方式，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	 �	 �	 �	

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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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我能自然流露對學生的關愛與照顧。	 �	 �	 �	

修正意見＿＿＿＿＿＿＿＿＿＿＿＿＿＿＿＿＿＿＿＿＿＿＿	 	 	 	

36.我的體育專業知識，能幫助學生解決學習上的問題。	 �	 �	 �	

修正意見＿＿＿＿＿＿＿＿＿＿＿＿＿＿＿＿＿＿＿＿＿＿＿	 	 	 	

37.我對自己的體育教學能力具有信心。	 �	 �	 �	

修正意見＿＿＿＿＿＿＿＿＿＿＿＿＿＿＿＿＿＿＿＿＿＿＿	 	 	 	

38.當情緒不佳時，我會本著不該影響學生的想法，盡力調適心

情。	

�	 �	 �	

修正意見＿＿＿＿＿＿＿＿＿＿＿＿＿＿＿＿＿＿＿＿＿＿＿	 	 	 	

39.我會主動關心並尊重學生，是一個關愛學生的體育教師。	 �	 �	 �	

修正意見＿＿＿＿＿＿＿＿＿＿＿＿＿＿＿＿＿＿＿＿＿＿＿	 	 	 	

40.我與同事之間對教學工作能彼此支援、分享心得，是一個會進

取成長的體育教師。	

	

�	

	

�	

	

�	

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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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預試調查問卷	

國小體育教師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教師效能之調查問卷	

（預試問卷）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1.性別：	

�（1）男	�（2）女	

2.服務年資：	

�	（1）5 年以下	�（2）6-15 年	�（3）16-25 年	�（4）26 年以上	

3.體育專長教師：	

�	（1）是	�（2）否	

4.學校規模：	

�	（1）6 班（含）以下	�（2）7-12 班	�（3）13-24 班	�（4）25 班以上	

5.遠距前有無使用遠距教學經驗：	

�（1）有	�（2）無	

6.遠距教學使用方式：	

�（1）同步教學	�（2）非同步教學	�（3）混合式教學	

 	

各位體育老師，您好：	

	 	 	 	非常感謝您撥冗填寫這份問卷，本問卷主要目的是想瞭解您在體育課

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教師效能的情形。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所獲得的資

料純作為學術研究之用，並且絕對保密，請您安心依實際情況與個人感受

填答。您的意見非常寶貴，將對本研究提供莫大的貢獻，非常感謝您的參

與及協助！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國立臺東大學體育學系研究所	

指導教授：陳玉枝	博士	

研究生：林冠羽	敬上	

	

中華民國一百一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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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教師效能】	

教師效能調查問卷共 40題，旨在探討國小體育教師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時

教師效能之現況，其中包含「一般教學效能」、「教師自我效能」，填答項目分為

「非常符合」、「符合」、「普通」、「不符合」、「非常不符合」，請依據您的實際情

況，在最符合的�內打勾，題目分述如下：	

	 遠距教學期間	 實體教學期間	

1.一般教學效能	

	

非

常

符

合	

符

合	

普

通	

不

符

合	

非

常

不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符

合	

普

通	

不

符

合	

非

常

不

符

合	

1.我能在體育課採用有效的

方法，改變學生的學習態度

和行為。	

	

�	

	

�	

	

�	

	

�	

	

�	

	

�	

	

�	

	

�	

	

�	

	

�	

2.我是一位擁有多元教學技

能的體育老師。	

�	 �	 �	 �	 �	 �	 �	 �	 �	 �	

3.我能鼓勵學生說出自己的

需求。	

�	 �	 �	 �	 �	 �	 �	 �	 �	 �	

4.我相信自己能讓全班學生

在體育課的學習追求進步。	

�	 �	 �	 �	 �	 �	 �	 �	 �	 �	

5.我認為教師對學生的輔

導，通常起不了什麼作用。	

�	 �	 �	 �	 �	 �	 �	 �	 �	 �	

6.我能在體育課有效掌控教

學進度，在既定的時間內完

成教學任務。	

	

�	

	

�	

	

�	

	

�	

	

�	

	

�	

	

�	

	

�	

	

�	

	

�	

7.我認為課室管理對我而言

並非難事。	

�	 �	 �	 �	 �	 �	 �	 �	 �	 �	

8.我能充分掌握學生的學習

特性。	

�	 �	 �	 �	 �	 �	 �	 �	 �	 �	

9.我熟悉體育課程之教學目

標，可以為學生設計適當的

體育教學活動。	

	

�	

	

�	

	

�	

	

�	

	

�	

	

�	

	

�	

	

�	

	

�	

	

�	

10.我的體育教學可以幫助

學生培養良好的品德。	

�	 �	 �	 �	 �	 �	 �	 �	 �	 �	

11.我對學生的鼓勵與支

持，可以克服學生不良家庭

經驗的影響。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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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距教學期間	 實體教學期間	

1.一般教學效能	

	

非

常

符

合	

符

合	

普

通	

不

符

合	

非

常

不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符

合	

普

通	

不

符

合	

非

常

不

符

合	

12.對於體育課缺乏興趣的

學生，我有信心能引起他的

學習動機。	

	

�	

	

�	

	

�	

	

�	

	

�	

	

�	

	

�	

	

�	

	

�	

	

�	

13.教學工具問題一直困擾

我的工作。	

�	 �	 �	 �	 �	 �	 �	 �	 �	 �	

14.我能掌握體育課之教學

步驟，幫助學生熟悉學習內

容。	

	

�	

	

�	

	

�	

	

�	

	

�	

	

�	

	

�	

	

�	

	

�	

	

�	

15.我能在體育課應用多元

評量方式，評量學生的學習

成果。	

	

�	

	

�	

	

�	

	

�	

	

�	

	

�	

	

�	

	

�	

	

�	

	

�	

16.我認為教師除了依教學

指引實施教學外，實在無能

為力。	

	

�	

	

�	

	

�	

	

�	

	

�	

	

�	

	

�	

	

�	

	

�	

	

�	

17.我有能力處理班級學生

所發生的衝突事件。	

�	 �	 �	 �	 �	 �	 �	 �	 �	 �	

18.我對學生的學習成就具

有正面影響力。	

�	 �	 �	 �	 �	 �	 �	 �	 �	 �	

19.我能在體育課後依評量

結果對學生進行適當的補救

教學。	

	

�	

	

�	

	

�	

	

�	

	

�	

	

�	

	

�	

	

�	

	

�	

	

�	

20.我能鼓勵學生回答教師

的提問。	

�	 �	 �	 �	 �	 �	 �	 �	 �	 �	

21.我相信自己有能力在體

育課中讓學生學到動作技

能。	

	

�	

	

�	

	

�	

	

�	

	

�	

	

�	

	

�	

	

�	

	

�	

	

�	

22.我能在體育課提供有效

的策略，幫助學生學習。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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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距教學期間	 實體教學期間	

2.教師自我效能	

	

非

常

符

合	

符

合	

普

通	

不

符

合	

非

常

不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符

合	

普

通	

不

符

合	

非

常

不

符

合	

23.我能在體育課公正客觀

的對待學生，是一個公平公

正的體育教師。	

	

�	

	

�	

	

�	

	

�	

	

�	

	

�	

	

�	

	

�	

	

�	

	

�	

24.我在體育課能做到自己

對學生要求的規定（如準時

上課），是一個會公平公正

的體育教師。	

	

�	

	

�	

	

�	

	

�	

	

�	

	

�	

	

�	

	

�	

	

�	

	

�	

25.我對停課不停學的環境

變遷具有良好的適應能力，

是一個會自我調適的體育教

師。	

	

�	

	

�	

	

�	

	

�	

	

�	

	

�	

	

�	

	

�	

	

�	

	

�	

26.我能在體育課後彈性靈

活的處理所有事務，是一個

會自我調適的體育教師。	

	

�	

	

�	

	

�	

	

�	

	

�	

	

�	

	

�	

	

�	

	

�	

	

�	

27.只要我相信保有教學熱

忱，沒有什麼突破不了的教

學瓶頸。	

	

�	

	

�	

	

�	

	

�	

	

�	

	

�	

	

�	

	

�	

	

�	

	

�	

28.我在體育課時情緒穩	

定，不輕易發怒，是一個會

自我調適的體育教師。	

	

�	

	

�	

	

�	

	

�	

	

�	

	

�	

	

�	

	

�	

	

�	

	

�	

29.當學生的表現不盡理想

時，我仍會努力改變內在認

知，說服自己表現合宜的情

緒。	

	

�	

	

�	

	

�	

	

�	

	

�	

	

�	

	

�	

	

�	

	

�	

	

�	

30.我會為自己設定學生學

習目標，並設法達成，是一

個會進取成長的體育教師。	

	

�	

	

�	

	

�	

	

�	

	

�	

	

�	

	

�	

	

�	

	

�	

	

�	

31.我有能力克服因學校對

教學所產生的不當措施。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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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距教學期間	 實體教學期間	

2.教師自我效能	

	

非

常

符

合	

符

合	

普

通	

不

符

合	

非

常

不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符

合	

普

通	

不

符

合	

非

常

不

符

合	

32.我認為教育的力量，可

以改善資訊媒體對學生所產

生的負面影響。	

	

�	

	

�	

	

�	

	

�	

	

�	

	

�	

	

�	

	

�	

	

�	

	

�	

33.我可以在課堂上營造出

和諧又愉快的學習氛圍。	

�	 �	 �	 �	 �	 �	 �	 �	 �	 �	

34.我能以各種活潑生動的

教學方式，提高學生的學習

動機。	

	

�	

	

�	

	

�	

	

�	

	

�	

	

�	

	

�	

	

�	

	

�	

	

�	

35.我能自然流露對學生的

關愛與照顧。	

�	 �	 �	 �	 �	 �	 �	 �	 �	 �	

36.我的體育專業知識，能

幫助學生解決學習上的問

題。	

	

�	

	

�	

	

�	

	

�	

	

�	

	

�	

	

�	

	

�	

	

�	

	

�	

37.我對自己的體育教學能

力具有信心。	

�	 �	 �	 �	 �	 �	 �	 �	 �	 �	

38.當情緒不佳時，我會本

著不該影響學生的想法，盡

力調適心情。	

	

�	

	

�	

	

�	

	

�	

	

�	

	

�	

	

�	

	

�	

	

�	

	

�	

39.我會主動關心並尊重學

生，是一個關愛學生的體育

教師。	

	

�	

	

�	

	

�	

	

�	

	

�	

	

�	

	

�	

	

�	

	

�	

	

�	

40.我與同事之間對教學工

作能彼此支援、分享心得，

是一個會進取成長的體育教

師。	

	

�	

	

�	

	

�	

	

�	

	

�	

	

�	

	

�	

	

�	

	

�	

	

�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協助與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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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正式調查問卷	

國小體育教師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教師效能之調查問卷	

（正式問卷）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1.性別：	

�（1）男	�（2）女	

2.服務年資：	

�	（1）5 年以下	�（2）6-15 年	�（3）16-25 年	�（4）26 年以上	

3.體育專長教師：	

�	（1）是	�（2）否	

4.學校規模：	

�	（1）6 班（含）以下	�（2）7-12 班	�（3）13-24 班	�（4）25 班以上	

5.遠距前有無使用遠距教學經驗：	

�（1）有	�（2）無	

6.遠距教學使用方式：	

�（1）同步教學	�（2）非同步教學	�（3）混合式教學	

 
  

各位體育老師，您好：	

	 	 	 	非常感謝您撥冗填寫這份問卷，本問卷主要目的是想瞭解您在體育課

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教師效能的情形。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所獲得的資

料純作為學術研究之用，並且絕對保密，請您安心依實際情況與個人感受

填答。您的意見非常寶貴，將對本研究提供莫大的貢獻，非常感謝您的參

與及協助！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國立臺東大學體育學系研究所	

指導教授：陳玉枝	博士	

研究生：林冠羽	敬上	

	

中華民國一一二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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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教師效能】	

教師效能調查問卷共 35題，旨在探討國小體育教師遠距教學與實體教學時

教師效能之現況，其中包含「一般教學效能」及「教師自我效能」，填答項目分

為「非常符合」、「符合」、「普通」、「不符合」、「非常不符合」，請依據您的實際

情況，在最符合的�內打勾，題目分述如下：	

	 遠距教學期間	 實體教學期間	

一、一般教學效能	 非

常

符

合	

符

合	

普

通	

不

符

合	

非

常

不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符

合	

普

通	

不

符

合	

非

常

不

符

合	

1.我能在體育課採用有效的

方法，改變學生的學習態度

和行為。	

	

�	

	

�	

	

�	

	

�	

	

�	

	

�	

	

�	

	

�	

	

�	

	

�	

2.我能鼓勵學生說出自己的

需求。	

�	 �	 �	 �	 �	 �	 �	 �	 �	 �	

3.我相信自己能讓全班學生

在體育課的學習追求進步。	

�	 �	 �	 �	 �	 �	 �	 �	 �	 �	

4.我能在體育課有效掌控教

學進度，在既定的時間內完

成教學任務。	

	

�	

	

�	

	

�	

	

�	

	

�	

	

�	

	

�	

	

�	

	

�	

	

�	

5.我能充分掌握學生的學習

特性。	

�	 �	 �	 �	 �	 �	 �	 �	 �	 �	

6.我熟悉體育課程之教學目	

標，可以為學生設計適當的	

體育教學活動。 

	

�	

	

	

�	

	

	

�	

	

	

�	

	

	

�	

	

	

�	

	

	

�	

	

	

�	

	

	

�	

	

	

�	

	

7.我的體育教學可以幫助學

生培養良好的品德。	

�	 �	 �	 �	 �	 �	 �	 �	 �	 �	

8.我對學生的鼓勵與支持，

可以克服學生不良家庭經驗

的影響。	

	

�	

	

	

�	

	

�	

	

	

�	

	

	

�	

	

	

�	

	

	

�	

	

	

�	

	

	

�	

	

	

�	

	

9.對於體育課缺乏興趣的學

生，我有信心能引起他的學

習動機。 

	

�	

	

	

�	

	

	

�	

	

	

�	

	

	

�	

	

	

�	

	

	

�	

	

	

�	

	

	

�	

	

	

�	

	

10.我能掌握體育課之教學

步驟，幫助學生熟悉學習內

容。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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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距教學期間	 實體教學期間	

一、一般教學效能	

	

非

常

符

合	

符

合	

普

通	

不

符

合	

非

常

不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符

合	

普

通	

不

符

合	

非

常

不

符

合	

11.我能在體育課應用多元

評量方式，評量學生的學習

成果。	

	

�	

	

	

�	

	

	

�	

	

	

�	

	

	

�	

	

	

�	

	

	

�	

	

	

�	

	

	

�	

	

	

�	

	

12.我有能力處理班級學生

所發生的衝突事件。	

�	 �	 �	 �	 �	 �	 �	 �	 �	 �	

13.我對學生的學習成就具

有正面影響力。	

�	 �	 �	 �	 �	 �	 �	 �	 �	 �	

14.我能在體育課後依評量

結果對學生進行適當的補救

教學。	

	

�	

	

	

�	

	

	

�	

	

	

�	

	

	

�	

	

	

�	

	

	

�	

	

	

�	

	

	

�	

	

	

�	

	

15.我能鼓勵學生回答教師

的提問。	

�	 �	 �	 �	 �	 �	 �	 �	 �	 �	

16.我相信自己有能力在體

育課中讓學生學到動作技

能。	

	

�	

	

	

�	

	

	

�	

	

	

�	

	

	

�	

	

	

�	

	

	

�	

	

	

�	

	

	

�	

	

	

�	

	

17.我能在體育課提供有效

的策略，幫助學生學習。	

�	 �	 �	 �	 �	 �	 �	 �	 �	 �	

	

後面尚有題目，請翻面繼續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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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距教學期間	 實體教學期間	

二、教師自我效能	

	

非

常

符

合	

符

合	

普

通	

不

符

合	

非

常

不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符

合	

普

通	

不

符

合	

非

常

不

符

合	

18.我能在體育課公正客觀

的對待學生，是一個公平公

正的體育教師。	

	

�	

	

	

�	

	

	

�	

	

	

�	

	

	

�	

	

	

�	

	

	

�	

	

	

�	

	

	

�	

	

	

�	

	

19.我在體育課能做到自己

對學生要求的規定（如準時

上課），是一個會公平公正

的體育教師。	

	

�	

	

	

�	

	

	

�	

	

	

�	

	

	

�	

	

	

�	

	

	

�	

	

	

�	

	

	

�	

	

	

�	

	

20.我對停課不停學的環境

變遷具有良好的適應能力，

是一個會自我調適的體育教

師。	

	

�	

	

	

�	

	

	

�	

	

	

�	

	

	

�	

	

	

�	

	

	

�	

	

	

�	

	

	

�	

	

	

�	

	

21.我能在體育課後彈性靈

活的處理所有事務，是一個

會自我調適的體育教師。	

	

�	

	

	

�	

	

	

�	

	

	

�	

	

	

�	

	

	

�	

	

	

�	

	

	

�	

	

	

�	

	

	

�	

	

22.只要我相信保有教學熱

忱，沒有什麼突破不了的教

學瓶頸。	

	

�	

	

	

�	

	

	

�	

	

	

�	

	

	

�	

	

	

�	

	

	

�	

	

	

�	

	

	

�	

	

	

�	

	

23.我在體育課時情緒穩	

定，不輕易發怒，是一個會

自我調適的體育教師。	

	

�	

	

	

�	

	

	

�	

	

	

�	

	

	

�	

	

	

�	

	

	

�	

	

	

�	

	

	

�	

	

	

�	

	

24.當學生的表現不盡理想

時，我仍會努力改變內在認

知，說服自己表現合宜的情

緒。	

	

�	

	

	

�	

	

	

�	

	

	

�	

	

	

�	

	

	

�	

	

	

�	

	

	

�	

	

	

�	

	

	

�	

	

25.我會為自己設定學生學

習目標，並設法達成，是一

個會進取成長的體育教師。	

	

�	

	

	

�	

	

	

�	

	

	

�	

	

	

�	

	

	

�	

	

	

�	

	

	

�	

	

	

�	

	

	

�	

	

26.我有能力克服因學校對

教學所產生的不當措施。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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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距教學期間	 實體教學期間	

二、教師自我效能	

	

非

常

符

合	

符

合	

普

通	

不

符

合	

非

常

不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符

合	

普

通	

不

符

合	

非

常

不

符

合	

27.我認為教育的力量，可

以改善資訊媒體對學生所產

生的負面影響。	

	

�	

	

	

�	

	

	

�	

	

	

�	

	

	

�	

	

	

�	

	

	

�	

	

	

�	

	

	

�	

	

	

�	

	

28.我可以在課堂上營造出

和諧又愉快的學習氛圍。	

�	 �	 �	 �	 �	 �	 �	 �	 �	 �	

29.我能以各種活潑生動的

教學方式，提高學生的學習

動機。	

	

�	

	

	

�	

	

	

�	

	

	

�	

	

	

�	

	

	

�	

	

	

�	

	

	

�	

	

	

�	

	

	

�	

	

30.我能自然流露對學生的

關愛與照顧。	

�	 �	 �	 �	 �	 �	 �	 �	 �	 �	

31.我的體育專業知識，能

幫助學生解決學習上的問

題。	

	

�	

	

	

�	

	

	

�	

	

	

�	

	

	

�	

	

	

�	

	

	

�	

	

	

�	

	

	

�	

	

	

�	

	

32.我對自己的體育教學能

力具有信心。	

�	 �	 �	 �	 �	 �	 �	 �	 �	 �	

33.當情緒不佳時，我會本

著不該影響學生的想法，盡

力調適心情。	

	

�	

	

	

�	

	

	

�	

	

	

�	

	

	

�	

	

	

�	

	

	

�	

	

	

�	

	

	

�	

	

	

�	

	

34.我會主動關心並尊重學

生，是一個關愛學生的體育

教師。	

	

�	

	

	

�	

	

	

�	

	

	

�	

	

	

�	

	

	

�	

	

	

�	

	

	

�	

	

	

�	

	

	

�	

	

35.我與同事之間對教學工

作能彼此支援、分享心得，

是一個會進取成長的體育教

師。	

	

�	

	

	

�	

	

	

�	

	

	

�	

	

	

�	

	

	

�	

	

	

�	

	

	

�	

	

	

�	

	

	

�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協助與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