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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章旨在根據概念構圖及訪談方法蒐集的資料，透過歸納所得的

結果進行分析、討論，藉以解決本研究之待答問題。全章共分為兩小

節，第一節為「體育實習教師概念構圖變化的情形」；第二節為「體

育實習教師概念構圖變化的原因」。 

 

第一節 體育實習教師概念構圖變化的情形 

為了解體育實習教師經過教育實習的過程，其對「有效體育教學」

知識結構的變化情形，本節主要包括兩個部分： 

一、依據概念構圖類目分析架構表（表 3-3），計算三位體育實習

教師三次（大四教學實習課程結束後、教育實習上學期期末、

教育實習下學期期中）及一位體育實習教師二次（大四教學實

習課程結束後、教育實習上學期期末）的概念圖所得之類目比

例的結果作整理分析。 

二、 「中心化分數」及「次類目比例」為 XY軸所畫出來的圖，表

示四位體育實習教師每次構圖中對「有效體育教學」著重於哪

些部分及其變化。 

四位體育實習教師每次構圖之類目比例分析，甲老師、乙老師、

丙老師三次概念構圖，丁老師二次概念構圖之各類目分析結果如下，

四位教師每次構圖所呈現之各類目編號及數量，如表 4-1，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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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表 4-4。 

 

甲老師  

第一次概念構圖之各主類目及次類目所佔比例： 

課程＝0.09（教學計畫＝0.09） 
教學＝0.21（組織與管理＝0.09，教學方法與過程＝0.09，師生互動

＝0.03） 
專業素養＝0.39（學生特質的了解＝0.15，教師特質＝0.09，專業知

能＝0.15） 
外在環境＝0.3（場地器材及天候＝0.12，學校行政＝0.18） 
 

第二次概念構圖之各主類目及次類目所佔比例： 

課程＝0.3（目標＝0.12，教材內容＝0.18） 
教學＝0.24（組織與管理＝0.09，教學方法與過程＝0.15） 
專業素養＝0.45（學生特質的了解＝0.21，教師特質＝0.21，專業知

能＝0.03） 

第三次概念構圖之各主類目及次類目所佔比例： 

課程＝0.05（教材內容＝0.05） 
教學＝0.19（教學方法與過程＝0.1，回饋與評量＝0.05，師生互動＝

0.05） 
專業素養＝0.43（學生特質的了解＝0.19，專業知能＝0.24） 
外在環境＝0.33（場地器材及天候＝0.14，學校行政＝0.19） 
 

表 4-1 甲老師三次概念構圖之類目編號及次數 

編號 1-3 2-1 2-2 2-4 3-1 3-2 3-3 4-1 4-2 總數 【一】 

次數 3 3 3 1 5 3 5 4 6 33 
編號 1-1 1-2 2-1 2-2 3-1 3-2 3-3   總數 【二】 

次數 4 6 3 5 7 7 1   33 

編號 1-2 2-2 2-3 2-4 3-1 3-3 4-1 4-2  總數 【三】 

次數 1 2 1 1 4 5 3 4  21 



 

 

55 

 

由以上統計的資料可知，甲老師在第二次構圖明顯省略外在環境

的部分，但在第三次構圖卻又出現，透過訪談得知，甲老師在第二次

構圖時重心偏重在教師的「教」與學生的「學」，著重教學方法的運

用，認為環境因素是可以透過教材準備及活動設計來克服，但在第三

次構圖時，環境因素又歸屬在教師的部分，甲老師認為有效體育教學

需要外在環境的配合，教師的教學才能落實。在三次構圖中以各類目

所佔比例來看，主類目中的教學及專業素養部分所佔比例高且波動不

大、穩定性高，次類目中只有學生特質的了解這部分所佔比例高且持

續，顯示甲老師在各階段對「有效體育教學」的觀點，傾向強調教學

及專業素養（尤其是對學生特質的了解）的部分，透過訪談可以得知，

甲老師在體育教學中較以學生為本位。 

 

乙老師  

第一次概念構圖之各主類目及次類目所佔比例： 

課程＝0.41（目標＝0.41） 
教學＝0.39（組織與管理＝0.07，教學方法與過程＝0.17，回饋與評

量＝0.1，師生互動＝0.05） 
專業素養＝0.19（學生特質的了解＝0.02，教師特質＝0.15，專業知

能＝0.02） 

第二次概念構圖之各主類目及次類目所佔比例： 

課程＝0.15（目標＝0.12，教材內容＝0.03） 
教學＝0.64（組織與管理＝0.18，教學方法與過程＝0.24，回饋與評

量＝0.12，師生互動＝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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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素養＝0.21（學生特質的了解＝0.15，教師特質＝0.03，專業知
能＝0.03） 

第三次概念構圖之各主類目及次類目所佔比例： 

課程＝0.5（目標＝0.39，教材內容＝0.11） 
教學＝0.39（組織與管理＝0.04，教學方法與過程＝0.25，回饋與評

量＝0.07，師生互動＝0.04） 
專業素養＝0.11（學生特質的了解＝0.07，教師特質＝0.04） 
 

表 4-2 乙老師三次概念構圖之類目編號及次數 

編號 1-1 2-1 2-2 2-3 2-4 3-1 3-2 3-3  總數 【一】 

次數 17 3 7 4 2 1 6 1  41 

編號 1-1 1-2 2-1 2-2 2-3 2-4 3-1 3-2 3-3 總數 【二】 

次數 4 1 6 8 4 3 5 1 1 33 
編號 1-1 1-2 2-1 2-2 2-3 2-4 3-1 3-2  總數 【三】 

次數 11 3 1 7 2 1 2 1  28 

 

    由以上統計的資料可知，乙老師在三次構圖中明顯沒有提到外在

環境的部分，可見乙老師對「有效體育教學」的觀點，頗不重視外在

環境的部分。在三次構圖中各類目尤以課程部分（特別是目標部分）

的變化是先減少後增加及教學部分（特別是組織與管理的部分）的變

化是先增加後減少，顯示乙教師在一、三次的構圖以目標為主，所寫

的概念以理論性概念居多，在第二次的構圖是以教學為主，所寫的概

念以實務性概念居多，透過訪談的內容得知，乙老師第一次構圖的內

容來源主要來自課本所學的知識，第二次構圖的內容來自實際教學的

體驗，第三次構圖的內容則因為分類方式的不同（以認知、技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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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作分類），及準備學科考試的緣故，內容多偏向理想、理論的層次。

而組織與管理的部分是在第二階段較凸顯。顯示乙教師在第二階段會

考慮較多組織與管理的事宜，透過訪談得知，由於過去試教在時間掌

控上的失敗經驗，現在會運用一些管理的策略，使教學流程順暢。 

丙老師  

第一次概念構圖之各主類目及次類目所佔比例： 

專業素養＝0.13（學生特質的了解＝0.06，教師特質＝0.06） 
外在環境＝0.87（場地器材及天候＝0.75，學校行政＝0.13） 

第二次概念構圖之各主類目及次類目所佔比例： 

課程＝0.2（目標＝0.11，教材內容＝0.03，教學計畫＝0.03） 
教學＝0.11（組織與管理＝0.03，教學方法與過程＝0.03，師生互動

＝0.06） 
專業素養＝0.06（教師特質＝0.03，專業知能＝0.03） 
外在環境＝0.71（場地器材及天候＝0.2，學校行政＝0.17，社會風氣

＝0.29） 

第三次概念構圖之各主類目及次類目所佔比例： 

課程＝0.15（教學計畫＝0.15） 
教學＝0.09（師生互動＝0.09） 
專業素養＝0.18（學生特質的了解＝0.18） 
外在環境＝0.59（場地器材及天候＝0.32，學校行政＝0.12，社會風

氣＝0.15） 

表 4-3 丙老師三次概念構圖之類目編號及次數 

編號 3-1 3-2 4-1 4-2  總數 【一】 

次數 1 1 12 2        16 

編號 1-1 1-2 1-3 2-1 2-2 2-3 3-2 3-3 4-1 4-2 4-3 總數 【二】 

次數 4 1 1 1 1 2 1 1 7 6 10 35 
編號 1-1 2-4 3-1 4-1 4-2 4-3  總數 【三】 

次數 5 3 6 11 4 5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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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統計的資料可知，丙老師在三次構圖中，外在環境部分所

佔的比例明顯偏高，顯示丙老師對「有效體育教學」的觀點容易受外

在環境的影響。丙老師在第二、三次構圖增加課程及教學的部分，雖

然所佔的比例不高，但顯示丙老師在實際教學後，在課程及教學方面

有所學習。在第二次構圖所涵蓋的次類目種類較多但次數卻不多，顯

示丙教師在此階段對「有效體育教學」的觀點，涉及較多的層面但卻

不夠深入，容易受改變，所以在第三次構圖中雖然所寫的總概念數與

第二次構圖相同，但所涉及的層面卻減少了。 

 

丁老師  

第一次概念構圖之各主類目及次類目所佔比例： 

課程＝0.14（教學計畫＝0.14） 
教學＝0.24（組織與管理＝0.14，教學方法與過程＝0.05，師生互動

＝0.05） 
專業素養＝0.19（學生特質的了解＝0.1，專業知能＝0.1） 
外在環境＝0.43（場地器材及天候＝0.24，學校行政＝0.19） 

第二次概念構圖之各主類目及次類目所佔比例： 

課程＝0.24（教材內容＝0.03，教學計畫＝0.21） 
教學＝0.17（組織與管理＝0.14，教學方法與過程＝0.03） 
專業素養＝0.14（學生特質的了解＝0.03，專業知能＝0.1） 
外在環境＝0.45（場地器材及天候＝0.14，學校行政＝0.17，社會風

氣＝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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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丁老師二次概念構圖之類目編號及次數 

【一】 編號  1-3 2-1 2-2 2-4 3-1 3-3 4-1 4-2  總數 

 次數 3 3 1 1 2 2 5 4  21 
【二】 編號 1-2 1-3 2-1 2-2 3-1 3-3 4-1 4-2 4-3 總數 

 次數 1 6 4 1 1 3 4 5 4 29 

 

丁老師在教育實習的下學期因故突然中斷實習，故此以丁老師大

四教學實習課程結束後、教育實習上學期期末兩次的概念構圖作整理

分析，丁老師在兩次構圖中各類目的比例變化不大，顯示丁老師對「有

效體育教學」的觀點，在接受教育實習的洗禮後改變不多，除了增加

社會風氣因素外，在教學計畫的部分也有所提昇，透過訪談的過程得

知，丁老師的體育教學會受到流行運動的影響，對某些非正規學校體

育的運動項目（如：撞球、直排輪等），學生表現出強烈的學習動機。

在教案設計方面，也因有實際的教學而能充分運用各種方式進行教

學。 

小結 

綜合以上的結果分析及訪談資料的補充，甲、乙、丙三位老師在

教育實習上學期期末的組織與管理部分比例皆有所提昇，而在教育實

習下學期期中的組織與管理部分比例就明顯下降，顯示在教育實習的

初始階段，體育實習教師會比較關注組織管理的部分，但在教育實習

的下半學期，組織及管理的部分可能已經漸上軌道，或是實習教師自

己心態的調整，組織與管理部分就不是體育實習教師著重的部分。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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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卿（民 89）以概念構圖的方式探討實習教師在班級經營方面的變

化，提出「實習教師在實習第六個月階段，對於一個導師的各種經營

技巧，均得到具體的見習與實習機會，於是能鉅細靡遺地寫出它們，

並且感到親切而新奇，但是到了實習末了的第十一個月，很多實習教

師感到一些理念與現實差距的心理挫敗感」，所以第二次的構圖以大

環境為著墨的重點，就不再鉅細靡遺地羅列，本研究對於體育實習教

師的體育教學中，組織與管理的部分，也有相類似的情形發生。再者

我們可以發現四位參與者對「有效體育教學」的觀點，經過教育實習

的階段，產生的變化非常豐富，但因個人的先備知識及實際接觸的環

境有所不同，難以概觀地說明體育實習教師經過教育實習的歷程會產

生如何的變化，但從結果分析中，可以隱約看出四位體育實習教師對

「有效體育教學」的觀點，除了對某些部分有特定程度的重視及保留

（如：甲老師著重教學及專業素養；乙老師忽略外在環境部分；丙老

師偏重外在環境部分等），有一部份會受實際情境的影響而增加或減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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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心化分數」及「次類目比例」為 XY軸所畫出來的圖表示，

概念比例愈高表示所佔比重愈高，相關概念愈多；而中心分數愈低，

表示愈接近中心主題，所以愈重要，反之則反。在左上方的方格則代

表參與者當時認為該類目很重要且所具有的相關概念也最多。以下各

圖為甲、乙、丙老師三次概念構圖及丁老師二次概念構圖之中心化分

數及次類目比例之分布情形的 XY圖及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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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甲老師第一次構圖次類目分布情形 

13教學計畫 

21組織與管理 

22教學方法與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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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甲老師第二次構圖次類目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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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甲老師第三次構圖次類目分布情形 

    

  以甲老師三次概念構圖的「次類目比例」及「中心化分數」所繪

的分布圖來討論甲老師三次概念圖之間次類目的比例及各次類目在

層級上的變化，在第二次構圖中，除了第一次構圖的 41、42（場地

器材及天候、學校行政）明顯消失外，第一次構圖中出現的次類目（除

11目標 

12教材內容 

21組織與管理 

22教學方法與過程 

31學生特質的瞭解 

32教師特質 

33專業知能 

12教材內容 

22教學方法與過程 

23回饋與評量 

24師生互動 

31學生特質的瞭解 

33專業知能 

41場地器材及天候 

42學校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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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13「教學計畫」、24「師生互動」消失外）在第二次構圖裡的中心

化分數，皆往前位移一個分數；而第二次構圖裡新出現的 12「教材

內容」佔有重要的地位，但在第三次構圖卻被冷落，落到右下角的區

域；41「場地器材及天候」及 42「學校行政」雖在第二次構圖沒有

出現，但出現在第一、三次構圖的位置卻十分接近；31「學生特質的

了解」在第二次構圖中，中心化分數被提昇到2後，就保持不變；32

「教師特質」在第二次構圖中，中心化分數被提昇到2後，在第三次

構圖卻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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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乙老師第一次構圖次類目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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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乙老師第二次構圖次類目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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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乙老師第三次構圖次類目分布情形 

 

    以乙老師三次概念構圖的「次類目比例」及「中心化分數」所繪

的分布圖來討論乙老師三次概念圖之間次類目的比例及各次類目在

層級上的變化，在第一次構圖中 11「目標」具有較多概念且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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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但在第二次構圖卻落到右下方的區塊（較少概念且重要性低），

在第三次構圖中又與第一次構圖的位置接近；22「教學方法與過程」

在第一次構圖中所佔比重為第二，在第二次構圖中比例持續提高，但

中心化分數向後位移一個分數，第三次構圖的位置與第二次接近；21

「組織與管理」在第二次構圖位置被提昇但第三次卻變得更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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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丙老師第一次構圖次類目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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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丙老師第二次構圖次類目分布情形 

 

0

0.05

0.1

0.15

0.2

0.25

0.3

0.35

0.4

1 1.5 2 2.5 3 3.5 4

中心化分數

次
類
目
比
例

13

24

31

41

42
43

 
圖 4-9：丙老師第三次構圖次類目分布情形 

 

以丙老師三次概念構圖的「次類目比例」及「中心化分數」所繪

的分布圖來討論丙老師三次概念圖之間次類目的比例及各次類目在

層級上的變化，41「場地器材及天候」在第一次構圖非常被強調，在

第二次構圖中雖然比重及重要性稍減，仍是在左上方的方格中，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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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構圖中，中心化分數不變，但比例再次提高；42「學校行政」在

第二次構圖比例提高，但重要性後退一個中心化分數，第三次構圖中

比例回升到與第一次相同，中心化分數卻保持不變，在第二層級。顯

示丙老師對「場地器材及天候」及「學校行政」經過教育實習的過程

後，其重要性減低。第二次構圖中新增 43「社會風氣」，是比例最高、

且重要的，但在第三次構圖中雖然重要，但相關概念卻減少一些；13

「教學計畫」及 24「師生互動」在第二次構圖雖是不起眼的部分，

但在第三次構圖中比例及重要性皆有所提昇；31「對學生特質的了解」

在第一次構圖中佔重要地位但相關概念不多，第二次構圖就消失，直

到第三次構圖又再出現，比例提高許多且仍是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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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丁老師第一次構圖次類目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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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丁老師第二次構圖次類目分布情形 

     

以丁老師三次概念構圖的「次類目比例」及「中心化分數」所繪

的分布圖來討論丁老師二次概念圖之間次類目的比例及各次類目在

層級上的變化，41「場地器材及天候」及 42「學校行政」在第一次

構圖居左上方的方格，表示重要且相關概念多，第二次構圖則比例減

少，中心化分數不變；相對的，21「組織與管理」及 13「教學計畫」

在第二次構圖中比例提升，居左上方的方格；43「社會風氣」為第二

次構圖中新增，就具有相當程度的份量及重要性。 

 
 
 
 
 
 
 
 

12教材內容 

13教學計畫 

21組織與管理 

22教學方法與過程 

31學生特質的了解 

33專業知能 

41場地器材及天候 

42學校行政 

43社會風氣 



 

 

69 

 

小結 

    次類目比例及中心化分數的計算被視為是四位參與者對「有效體

育教學」在某些部分知識結構的呈現，表示他們傾向於強調有效體育

教學中某些部分的重要性，而不是認知結構的完全呈現。 

    從「次類目比例」及「中心化分數」的變化情形來看，每位參與

者在每次構圖之間的變化非常多樣化，似乎仍沒有一個脈絡可循，且

四位參與者之間的情形，也沒有一個通則可說明，但透過訪談的資料

相佐，可以發現某些次類目之重要性的變化與參與者當時教學情境所

遭遇的問題及著重的部分有很大的關係，如：甲老師之第二次構圖的

「組織與管理」的重要性，相較於其它兩次構圖，會發現甲老師在第

二次構圖時較強調秩序掌控的部分，而從實際訪談的結果也是如此。 

 

第二節 體育實習教師概念構圖變化的原因 

    本節將訪談的資料做歸納整理，藉以了解體育實習教師自覺概念

構圖改變的情形如何，並配合概念圖的實際變化來說明產生變化的原

因，最後歸納出影響體育實習教師對「有效體育教學」知識結構改變

的主要因素，以最後歸納的主要因素做為研究結果呈現的分類指標。

以下就甲、乙、丙老師兩次的訪談內容及丁老師一次的訪談內容做一

番整理、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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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老師  

一、學校環境的影響 

l 概念圖的變化情形（第一次構圖：外在環境「第一層級」；第二

次構圖：沒有外在環境的部分；第三次構圖：外在環境「第二層

級」） 

甲老師在第二次構圖後的訪談中，提到有效體育教學不應該受限

在環境上，應著重在教學方法上，環境的因素可用教材的準備及活動

設計來克服。 

 
有效體育教學不應該受限在環境上面，應該只是老師跟學生，我

應該用什麼方法來帶動學生在體育方面學好，所以環境不是那麼

重要 ….； ….我覺得場地的部份，就變得不是那麼重要，就變成
老師在教材的準備工作，自己的活動設計是否充足。 

 

甲老師在第三次構圖後的訪談中，提到體育教師的教學需有學校

行政、學校環境來配合，才能將有效體育教學落實，第二次構圖沒有

提及到外在環境因素，是因為當時可能一直在思考與學生發生的問

題，且與學校方面接觸還不多。 

 
「有效體育教學」就只有教跟學而已，那老師的部分就只有教，

那可能涵蓋學校行政部分和學校環境部分，所以這些部分需要來

配合，老師才比較有辦法將他的教學比較有效地落實在學

生，…。因為第二次構圖的時候，我一直在想，我跟學生到底出
現哪些問題，我就會一直把那些問題在構圖上呈現出來，思考我

跟學生之間哪些是有效的體育教學，但現在如果整個跳出來看，

在學校那個環境，我覺得學校的環境或學校行政的配合都蠻重要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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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特質的影響 

l 概念圖的變化情形（第一次構圖：「學生特質的了解」比例為

0.15；第二次構圖：「學生特質的了解」比例提高，為 0.21） 

甲老師在第二次構圖後的訪談中，提到體育教師不僅要了解學生

特質，需更進一步改善其不良的心態及姿態。 

 
有些學生走路會低著頭，有些會站三七步，那些動作不好，我就

跟他講說，你走路的時候像一隻猴子啊，那你不敢把你的心胸，

抬頭挺胸，那面對人的時候也是一樣，都要從這一個方面去跟他

講，讓他在每一個動作上，都能得到最大、最好的。 

l 概念圖的變化情形（第一次構圖：「專業知能」比例為 0.15，第

二次構圖：「專業知能」比例為 0.03；第三次構圖：「專業知能」

比例提高，比例為 0.24） 

甲老師在第三次構圖後的訪談中，提到教師的教學方法必須考量

到學生的身心狀況，才能提昇教師專業。 

 
教師專業的部分我把它分成三個，一個是與體育運動相關的，另

一個動作示範，第三個是教學相關的知識跟經驗，我覺得體育系

四年可以學到很多東西，但是學到的，你不一定能夠可以把它放

在學生身上，學生不一定會接受，要學生能夠接受，要靠老師的

教學方法，教學方法裡面，我把它分為老師能不能瞭解學生的心

理，還有學生的程度，因為教師教材的安排，能不能夠看到學生

的程度到哪裡，然後能夠用什麼教材放在他身上。 

 

三、教學實務的影響  

l 概念圖的變化情形（第一次構圖：沒有「教材內容」，「教學過程

與方法」比例為 0.09；第二次構圖：增加「教材內容」，「教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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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與過程」比例提高，為 0.15） 

甲老師在第二次構圖後的訪談中，提到體育教師應依班級特性的

不同，教材教法需有條理，且以能讓學生接受為主。 

 
現在不同班級有不同的班級特性，你要如何以一個教學方法，整

套的過程，讓他們很快地融入到你的教學活動裡面，「學生的心

理」是他現階段的心理特質是怎樣？哪種管教方法他接受的或是

他不接受的，當一個老師應該要去瞭解。 

 

l 概念圖的變化情形（第一次構圖：沒有常規的部分；第二次構圖：

有常規的部分；第三次構圖：沒有常規的部分） 

甲老師認為第二次構圖時在管教學生上出了問題，沒有辦法控制

學生，所以只好用常規約束他們，但效果卻沒有比較好，反而是第三

次構圖時，甲老師告訴他們希望他們能做到怎樣的程度，學生也比較

能配合。 

 
上次（第二次構圖時）是因為我那時候很困擾，我在管教學生那

方面，我覺得我是不是出了哪些問題？我沒有辦法控制我那些學

生，我對國三的學生一直沒有什麼辦法，所以那時候覺得常規可

能是我在上課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現在我發現，我那時候對學生
一個臉都很臭，因為我沒有辦法控制他們，結果現在我在上課的

時候，對至少中三的學生，如果我知道我自己要堅持那些東西，

我要做什麼，學生也比較容易會配合我，控制上會比以前還要好。 

 

l 概念圖的變化情形（第一次構圖：學校教育所得的知識；第二、

三次構圖：知識驗證在實際的教學情境） 

甲老師在第三次構圖後的訪談中，提到第一次構圖所提及的概念

多從以往受過的教育而來，第二、三次的構圖中的概念多為可在實際

情境中實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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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構圖）我可能根據我在這裡接受過的教育，然後把自己

可能知道的東西寫下來，沒有實際經驗去驗證的情境，（第二、

三次構圖）就是從現在教學過程遇到的一些反應出來的。 

 

 

四、本身心態及實習輔導教師的影響 

l 概念圖的變化情形（第一次構圖：「教師特質」比例為 0.09；第

二次構圖：「教師特質」比例提高，為 0.21） 

甲老師在第二次構圖後的訪談中，認為教師的態度、口語及肢體

表達很重要，在傳授的過程，學生已接收到所有的訊息，其次來自於

實習輔導教師的教學經歷，要感受學生的心情，進而利用哪些方法，

讓學生轉變心態，變得易於學習。 

 
當一個體育老師，一走進學生的視線裡面，就已經開始在上課，

你的動作，走路的感覺、精神或是你在講解的時候，你的手部動

作、你的眼睛的目光、你的表情，都是在傳授的過程….。 
 

我看到我的教學實習輔導老師，他對學生，我沒有辦法講出那種

感覺，但是他有辦法抓住全部學生，他想要傳達給學生的都有做

到， ….你剛開始到班級的時候，先嗅一下學生的感覺，現在大
概是怎麼樣？這個班現在是比較安靜，為什麼比較安靜，可能每

個人表情都很臭，可能剛考完試或怎樣 …，那你要講哪些話才會
刺激到他，才會正中下懷，能夠改變他現在的心情，他（實習輔

導老師）就跟我講說這是對生命的感覺…。 

 

乙老師  

一、學生特質的影響 

l 概念圖的變化情形（第一次構圖：「學生特質的了解」比例為

0.02；第二次構圖：「學生特質的了解」比例為 0.15，「學生特質

的了解」比例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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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老師在第二次構圖後的訪談中，認為可藉由平日觀察及發問，

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避免危險發生，其次了解學生上課需求，可以

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學生平常熱身跑操場三圈或兩圈，有的學生三圈都可以跑完，

有的學生跑完一圈就用走的，可能有一些身材比較胖的學生，

這些可從上課當中慢慢了解 ….；有時候我會問學生希望上怎樣

的體育課，如能配合他們的需求，學生也會比較樂意上課 …..。 

 

二、教學實務的影響 

l 概念構圖的變化情形（第一次構圖：「師生互動」第三層級，比

例為 0.05；第二次構圖：「師生互動」第一層級，比例為 0.09；「師

生互動」在層級上，有所提昇「師生互動」比例提高） 

乙老師在第二次構圖後的訪談中，認為與學生保持良好關係，易

於溝通，教學流程會較順暢。 

因為我教四個班級，跟某一班的學生感情特別好，我發現每次

上他們班的課時，都很好帶，教學過程都很流暢，我覺得和學

生保持良好關係，對教學很有幫助……。 

 

l 概念構圖的變化情形（第一次構圖：「師生互動」及「時間管理」

第三層級；第二次構圖：「師生互動」及「時間管理」第一層級） 

乙老師在第二次構圖後的訪談中，提到在學階段會覺得師生互動

及時間管理是次等重要的部分，在實際教學後，會覺得其實那個部分

很重要。 

 
現在參與實際的教學，發現時間其實蠻重要的，會影響整個上

課的情形，時間的掌控會讓整個上課的流程、活動較有進

度 … .；以前不知道要怎麼跟學生互動，現在跟學生互動後，就

知道要跟學生保持溝通，要了解學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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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老師認為以前（在學階段）可能會覺得體育教學中，學生的情

意比較重要，現在實際教學後，認為常規比較重要，而對學生而言，

常規是基本的要求，其次再談學習態度的部分。 

 
因為連基本的常規都做不到，不用再談他的學習態度是如何，

以前的話，覺得情意比較重要，在實際教學後，會覺的常規其

實更重要。 

 

乙老師認為第一次構圖中所寫的概念主要來自課本教材，而第二

次構圖中所寫的概念則來自實際教學的體驗。 
 
因為上學期有一些實際的教學經驗，所以跟以前寫的比較不

同，以前寫的是課本的印象，現在寫的概念是我實際體驗到

的。 

 

三、教學實務及實習輔導教師的影響 

乙老師在第二次構圖後訪談中，提到關於班級常規的部分會在學

期的開始就跟學生講好（以前試教的時候沒有），學生服裝的要求是

實習輔導教師提醒的，但要求學生守時及秩序的掌控是自己想的，因

為這樣比較容易控制學生。 
 

我在剛開學上課的時候，會先把一些規定告訴學生，如果他們

沒有遵守，我可能會處罰他們或扣分，其實我是後來才知道應

該這樣做，這樣比較能掌控學生，我看實習輔導老師在上課時，

他也告訴我，至少要要求學生的服裝，我才特別注意，其他是

我自己想的……。 

 

四、過去經驗的影響 

l 概念圖的變化情形（第一次構圖：「組織與管理」比例為 0.07；

第二次構圖：「組織與管理」比例提高，比例為 0.18） 

乙老師在第二次構圖後的訪談中，提到以前試教時，不是很有效

地掌控時間，現在教學經驗較豐富，教學流程也較順暢。班級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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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要求學生不要遲到、集合動作迅速、向學生說明時間是自己的。 
 

我覺得以前在試教的時候，不能很有效地掌控時間，總是等到

主要活動才剛開始，就發覺上課時間已經過了一大半，所以那

個活動就沒有很有效地進行，現在覺得掌握上課時間、適當分

配時間很重要。 

 

五、學科內容的影響 

l 概念構圖的變化情形（第一、三次構圖：「課程」比例為 0.41，

0.5，「目標」比例為 0.41，0.12；第二次構圖：「課程」比例為 0.15，

「目標」比例為 0.12，可見第一、三次構圖目標所佔比例極高） 

乙老師的第三次構圖由認知、技能、情意來分類，這樣的分類方

式，容易導致以目標為重，其次是因為乙教師前一陣子準備考體育研

究所人文組，所以對體育教學方面的觀點，又較偏向理想、理論的層

面。 

 
因為最近看的書比較多，好像又有點偏向理論去了，分類上的影

響，有可能是因為之前要準備考試，有稍微補充一點學科上的東

西，而上次寫的環境是在學校嘛！就會馬上反映出當時的問題，

那今天情況比較不一樣，就會考慮到其他的東西……。 

 

丙老師  

一、學生特質的影響 

l 概念圖的變化情形（第一次構圖：「學生特質的了解」比例為

0.06，第二次構圖：沒有提及；第三次構圖：「學生特質的了解」

比例為 0.18，「學生特質的了解」比例提高） 

丙老師在第三次構圖後的訪談中，提到現在學生身體狀況普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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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且政府極力推展體適能，學生的健康體適能情況對教師的教學目

的設定有很大的影響。 

 

二、教學實務的影響 

l 概念圖的變化情形（第一次構圖：沒有提及「課程」及「教學」

部分；第二次構圖：「課程」比例為 0.2，「教學」比例為 0.11） 

丙老師在第二次構圖後的訪談中，認為實際教學後發現必須不斷

充實自己，才能應付實際的教學。 
 

現在開始在外面上課，覺得很多東西你沒有具備就很難去做、去

澄清…。 
 

l 概念圖的變化情形（第一次構圖：沒有「教學計畫」及「教材內

容」的部分；第二次構圖：「教學計畫」比例為 0.03，「教材內容」

比例為 0.03，增加教師課前準備及活動部分） 

丙老師在第二次構圖後的訪談中，認為實際教學後，在課前準備

及活動安排方面學習最多，且對學生影響最大，尤其場地的應用更靈

活，教學活動的設計更多元。 

 
有些在室外上的課，在教室內可能也可以上，只是要用另外的方

式去上，我們學校那邊常常下雨，所以我們就利用器材室裡面上

排球，同學都是蹲下來，因為是蹲著，所以事前要多著重在膝蓋

的暖身操，還是同一組人，只是蹲著打球，場地變小了、高度也

跟著變小了。 

 

l 概念圖的變化情形（第一次構圖：沒有提及「組織與管理」；第

二次構圖：「組織與管理」比例為 0.03；第三次構圖；沒有提及

「組織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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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老師在第三次構圖後的訪談中，提到試教時像客人，管理方式

仿照原教師的模式，實習前期會先與學生訂定規矩，之後就照規矩實

行（試教與實習時，管理風格不同，實習時比較有自己的管理風格）。 

 
試教的時候，會覺得我是一個客人，會比較客氣一點，那管理方

式可能就跟著原來的老師那樣，或者是更好商量，現在可能因為

是代課，所以覺得在剛開始定好規矩，我們就是按照這樣子來

走，所以現在就沒有把管理方式寫上去。 

 

三、實習指導教師的影響 

l 概念圖的變化情形（第一次構圖：沒有「教學計畫」；第二次構

圖：「教學計畫」比例為 0.03；第三次構圖：「教學計畫」比例為

0.15，因此「教學計畫」的比例提高） 

丙老師在第三次構圖後的訪談中，提到教學計畫的比例會提高的

原因是在教學觀摩時，實習指導教師指導其需在教學設計上多下功

夫，必須先從基本動作能力及基礎動作開始進行教學。 

 
上次學校做教學觀摩，實習指導老師來看，她覺得我是按照非常

一般、普遍的體育教學方法去教，她覺得現在的學生，那一套（傳

統的教學方法）對他們來講太難了，可能要先從接球的時間、擊

球的感覺、抬臂的力量，才有辦法一起直接做全部的動作，她覺

得這樣（我以前的教學過程）是沒有設計的。 

 

四、本身心態的影響 

l 概念圖的變化情形（第一次構圖：沒有「目標」；第二次構圖；「目

標」比例為 0.11，第二次構圖增加教學的目的） 

丙老師在第二次構圖後的訪談中，提及現在比較有教學的熱忱，

希望學生能夠擁有健康體適能，達到終生運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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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教學比較有熱忱，而有效體育教學希望達到的目的是希望他

們能夠開始喜歡運動，像現在培養體適能觀念，培養他們的興

趣，不一定要很有技術…。. 

 

五、學校人事的影響 

l 概念圖的變化情形（第一次構圖：外在環境的學校部分是學校制

度及教師運動風氣；第二次構圖：是校風活潑、校長支持及家長

委員會的補助及號召） 

丙老師在第二次構圖後的訪談中，提到認為學校上級主管的支持

與推動，有助體育的發展。 

 
校長蠻喜歡運動的，所以這樣對體育課及體育活動會比較支持

喔！ 

 

l 概念圖的變化情形（第一次構圖：沒有提及「師生互動」；第二、

三次構圖：「師生互動」比例為 0.06及 0.09，可見「師生互動」

的比例提高） 

丙老師 在第三次構圖後的訪談中，以另一位校內體育教師不良

示範為警惕，認為師生互動需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才能達到有

效教學。 

 
如果跟學生的關係是互相尊重，比較融洽的話，對教學會有很大

的幫助，要不然就是互相謾罵，沒有辦法進行教學，因為學生會

不把妳當一回事，可能也不會去學習某一項動作或技能。 

 

l 概念圖的變化情形（第一次構圖：沒有提及校隊；第二次構圖：

有提及校隊的部分；第三次構圖：沒有提及校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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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老師在第三次構圖的訪談中，提及現在校隊人數少，對她而言

比較沒有花費心思放在校隊上。 
 

六、社會風氣的影響 

l 概念圖的變化情形（第一次構圖：外在環境部分只提到學校部

分；第二次構圖：外在環境部分增加社會、社區部分） 

丙老師在第二次構圖後的訪談中，認為當地社區團體積極推動某

項體育活動及職業運動對學生偏好的運動項目有所影響，都會影響到

體育教學。 

 
有時候社區會舉辦桌球賽，因為那裡的議員或委員很喜歡桌球，

所以就會常舉辦桌球賽，所以廣招一些學校的老師，然後開始勤

練桌球進而影響學生；職業運動，有職棒嘛！有學生就很喜歡籃

球、棒球，現在就比較傾向撞球，比較休閒的那一種….。 

 

丁老師  

一、教學實務的影響 

丁老師在第二次構圖後的訪談中，提到在概念圖的內容中，對教

師的部分，在學階段強調理想的狀態，實習階段偏重教師上課的臨場

能力，如：教案設計、教學表現。 

 
以前可能比較強調理想化的狀態，之後就比較偏重上課臨場的能

力，比如說：一些遊戲、樂趣的教案設計，或是說當天上課的時

候怎麼去帶動學生，也是很重要的。 

 

二、社會風氣的影響 

l 概念圖的變化情形（第一次構圖：外在環境部分沒有社會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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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第二次構圖：有提及社會部分） 

丁老師在第二次構圖後的訪談中，認為流行的休閒活動，如直排

輪、滑板，會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 
 

小結 

    透過訪談的過程，除了瞭解參與者三次概念圖變化的原因外， 

與 Duffee和 Aikenfead（1992）所提教師知識的來源及訪談資料的呈

現，在本研究中，影響體育實習教師對「有效體育教學」知識結構改

變的主要因素有：過去經驗、學生特質、教學實務、本身心態、實習

輔導教師、實習指導教師、學校人事、社會風氣、學科內容等，而最

主要的影響因素為學生特質及教學實務本身，所以體育實習教師對

「有效體育教學」知識結構的變化情形，在教育實習的階段，主要還

是受到實際教學的體驗及學生反應的影響。 

受訪者在訪談過程中，皆能清楚地以實例說明在現實情境中欲達

到有效體育教學需注意的要項，表示在教育實習的過程中，透過實際

的「教」與「學」，體育實習教師已將先前師資培育課程所習的知識

設法轉換為實際教學可以運用的知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