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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透過資訊融入教學進一步養成青少年休閒運動價值觀。運

動是絕大多數青少年主要的休閒活動，而在運動的情境中可以提供個體與他人產

生關聯，與社會產生互動的機會，藉以培養終身運動的習慣。因個人的價值觀是

影響其行為的主因，而休閒運動價值觀是青少年價值文化的一部分。了解其休閒

運動價值觀有助於透過學校、家庭的教育力量來幫助青少年建立健康且正確的價

值觀。時下青少年，習慣透過影音媒體獲得相關資訊；身為教師，亦應善用資訊

媒體作為教學理念傳達之媒介。為達成本研究目的，研究者期以文獻探討、學理

論述的方式，探究青少年休閒運動價值觀之養成發展。研究結果顯示：青少年休

閒運動價值觀之養成可透過資訊融入教學加以落實，希望藉由健康行為的養成，

運動行為的培養，透過家庭中互動的過程達到全人健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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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休閒(leisure)是國民基本權利之ㄧ。時至今日，國家人民的休閒生活品質常

被用為衡量國民生活素質的依據之ㄧ。換言之，人類對於閒暇時間的利用方式，

決定了社會文明的品質，也影響了個人生活的每一層面。 

而休閒性質的健身運動(exercise)是絕大多數青少年主要的休閒活動之一

(Kraus, 1990)，近年來各級學校無不積極辦理各項課後休閒運動社團活動、周休

二日的育樂營及寒暑假的運動性營隊，更多民間團體規劃之路跑、健行、自行車

等活動如雨後春筍ㄧ般於臺灣各地舉行，無非是希望利用活動的舉辦，增加社會

大眾參與休閒運動的機會，藉以建立正確的運動休閒觀念。 

2007年，教育部提出「210快活計劃」的口號，希望學校藉由妥善規劃，指

導學童每日累積 30分鐘的身體活動，每週達 210分鐘的活動量，期望達成健康

促進的效果，強調「每日」運動的觀念，且在日常生活中累積運動時數。這樣的

觀點與作法，也已經在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修正草案中針對能力指標的部分加以

修訂，希望藉由能力指標的落實，而達成此目的 (教育部，2009)。 

在運動的情境中可以進一步與同儕或社會環境之間產生互動及關聯，運動參

與會影響個體的身心健康，可以提高自律修養、人格特質、社會發展及價值觀等

方面的益處 (Gill, 2000)。動態生活形式，輔以規律活動，確能促進個人的健康

並提升生活品質。 

這樣的觀點，早在 Morris 與 Paffenbarger於 1950年代以後運用運動流行病

學(Epidemiology)的角度所進行的研究中得到證實。所以，規律的身體活動與兒

童及青少年的健康情形與有密切的關係，其中包括：減少肥胖、降低心理壓力、

增加體適能並促進運動表現及抑制心血管疾病發生的危險因子等。藉著參與身體

活動的行為不但可以促進兒童的身體發展，而且能提高兒童的自尊、幫助集中注

意力及培養較佳的學習行為 (Tremblay, Inman, & Williams, 2000). 

因此，規律的身體活動可以促進青少年的身心發展，增進健康與身體適能，

並影響未來長大後持續從事休閒性身體活動行為的參與機率。了解其休閒運動價

值觀有助於透過學校、家庭的教育力量來幫助青少年建立健康且正確的價值觀念，

並進一步導引其從事健康身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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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休閒運動價值觀的培養休閒運動價值觀的培養休閒運動價值觀的培養休閒運動價值觀的培養 

Kluckhohn (1951) 對價值觀所下的定義是：「價值觀是個人或團體對可欲求

事物的特殊概念，這種概念可能是外顯的或內隱的，會影響個人或團體對行為方

式、採取手段和行動目標的選擇」。 

另一位學者 Rokeach (1973) 更進一步將 Kluckhohn的理論加以演繹，將價

值觀定義為：「一種持久的信念，它居於人格結構和認知結構的核心；此種持久

信念是個體對特定的『行為方式』或『存在的最終狀態』的偏好，並成為個體大

部份態度和行為的決定力量」。 

所以，價值觀可以被認為是一種可以促動人類採取積極行動的事物，在個體

人格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也是人類文化活動的主要內容；價值觀亦是在文化環境、

社會條件以及人格特性三方面的因素共同影響之下形成的，俟價值觀念形成之後，

就成為一種影響力量，決定人的態度與行為 (文崇一，1973；吳明清，1983)。

由以上學者的看法得知價值觀視為個體追求事物的持久性信念，這種對於什麼是

重要、值得的信念不僅引發人們的情意感受，甚至影響人們所要採取的行為。有

人認為休閒性身體活動的價值在增進技術層面，有人認為是獲取勝利，有人認為

可以使身體健康，甚至增進人際關係、發展友誼等等，在參與過程中個體因其持

有之信念選擇參加與否，甚至是值不值得，應不應該參加。是故，休閒運動價值

觀此一獨特的信念將影響其所有從事、參與休閒性身體活動的行為。 

從上述的文獻探討得知，個體所持之休閒運動價值觀實為影響其休閒運動參

與行為的因素之ㄧ；而價值觀念的養成是一社會化過程，亦是在社會環境、家庭

生活與個人互動之中所產生。 

諸多學者從休閒教育的觀點來探討休閒運動行為的增進。廣泛而言是指家庭、

學校、社會三者之中，能提供正確資訊且協助釐清真正休閒價值者 (詹明倫，

2001)。林敬銘與張家昌 (2006)更進一步針對休閒教育的實施方式提出建議，可

落實於教育面來實施。在青少年的發展過程中，學校扮演的角色與功能尤其重要；

學校透過各領域內的課程規劃，希望經由能力指標的落實，在教學活動中培養青

少年正確的行為能力與價值觀念 (楊銀興，2003）。陳俊民 (2002)也提到一個好

的體育課程設計應當滿足及延續學生對運動的渴望與需求，並透過教學的手段，

建立學生健康的運動休閒人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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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除了將課外活動與運動競技比賽列為必要的休閒課程之外，更應將休閒

教育列為學校學習的範疇中，直接規劃相關休閒教育課程 (劉照金，1992)，提

供學生學習，清楚地了解到目標與目的的重要性，進一步著手認知與實踐。 

九年一貫課程實施至今，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研究發展團隊組成健康與體育

學習領域研修小組，以進行課程綱要的微調工作。其間經過數次焦點團體(包括

教科書編輯者、北中南各區輔導員)會談，針對各項能力指標加以修正補充。 

舉例而言，能力指標『4-1-3養成規律運動習慣，保持良好體適能』之補充

說明中將原先運動 333的概念，修正為依據個人興趣及生活作息，安排每天至少

運動 30分鐘，每週至少運動 210分鐘以上並利用課後或假日時間，邀集家人或

朋友，一同到戶外從事身體活動；其緣由為：現階段體適能概念應強調「每日」

運動，且在日常生活中累積運動時數，即可達到增進健康之目的。中小學階段應

可灌輸學生此項觀念，並鼓勵實行。能力指標『4-2-2評估社區休閒運動環境並

選擇參與』之補充說明除強調原先積極參與社區所舉辦之各類運動及競賽或體育

相關活動外，更進一步加強「休閒」活動概念而加入：利用假日期間，選擇適合

個人休閒項目，從事身體活動。 

另外，在主題軸六─「健康心理」的部份，有更多的補充說明加以修訂，如：

與家人一同參與運動、參與各種團體休閒活動以增進人際關係、遵守團體活動規

範、瞭解多元價值、尊重與欣賞、運動精神、分析自我與他人的差異，從中學會

關心自己，並建立個人價值感等。 

由此可見，學校方面若能將能力指標之內容精神落實於課程設計之中，經由

教學活動的進行，引起學生的興趣，不僅達到運動參與的效果，也較容易讓學生

體驗到休閒的經驗。透過學校課程的安排，發展個人與團體的運動經驗，不僅在

體育課程中享受到運動樂趣，課餘時間也能引起個體自發性的參與，這是體會身

體活動與休閒行為結合的最佳機會。 

 

参参参参、、、、運用資訊融入教學培養正確價值觀運用資訊融入教學培養正確價值觀運用資訊融入教學培養正確價值觀運用資訊融入教學培養正確價值觀 

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時至今日，發展之速度，日新月異，對人類

的生活已產生極重大的影響。資訊科技的應用，已成為現代人必備的生活技能 

(郭瑞庭、蘇金德，2000)。身為教育工作者，更應該善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活動

進而提升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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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小學的課程學習角度切入，依據九年一貫課程之精神，七大學習領域均

應使用資訊科技為輔助學習之工具，進而拓展領域學習的深度及廣度，提升學生

解決問題的能力 (教育部，2003)。而電腦豐富多變的聲光效果，在教學上更可

以達到吸引學生學習動機，進而提升其學習效果(Means, Haertel, & Moses, 2003)。

資訊融入教學活動已不僅限於軟體上的應用，藉著網路的普及，使用網路的資料

搜尋功能，透過即時或非即時的討論方式，均能達到資訊教育的願景 (郭吉模，

2003)。就網路的資源應用而言，數位教材內容的製作及網路現有資源的擷取是

相當基本的模式，教師可透過基本操作技巧，經過有效的教學設計達到教學的目

的。 

資訊科技已經逐漸取代過去平面式的教材及教具，將抽象化的觀念及動作轉

化為具象的影像，透過視覺化且具實際感的教材，將傳統單向式的教學感受，轉

化為互動式的體驗。不可否認，透過資訊融入的教材設計，得以讓學生體驗明確

且有利的佐證，進而建立有效的經驗。Karchmer (2000)指出，網路資訊豐富，學

生可以藉此接觸到社區以外的人事物，可以提供大部分教科書及學校圖書館都無

法提供的最新資訊。吳明德、陳世娟與謝孟君 (2005)的研究也顯示，多數受訪

教師對於學生的學習效果持正面的肯定，認為網際網路的教學資源融入教學活動

學生較易受到吸引，並能有效理解與領悟抽象觀念及內容。該研究受訪教師亦認

為教學資源之使用目的要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進而引起其學習動機與注意力，

符合受教者的認知程度才是良好的教學資源。對教師而言，呈現方式多數為 Word

文件、PowerPoint簡報檔及直接上網播放三種，由於這三種方式操作簡單且方便，

更容易在教學上進行資訊融入。 

隨著網際網路的興起，越來越多人將上網作為主要的休閒管道，也形成所謂

的現代化休閒 (Bryce, 2001)，其中收看線上影音更是主要的網路參與行為。透過

超連結、標籤連結或嵌入平台功能將不同平台連結，YouTube影音短片廣泛嵌入

至各個不同社群平台上就是最好的例子(何振誠、邱張名琪、陳威助，2009)。

YouTube成立於 2005年 2月，創辦至今已經成為全球用戶透過網路觀看和分享

原創影片的主要網站，每段影片皆有數十字到百字的文字說明，透相關文字說明

及超連結的支援，方便授課教師在網際網路上搜尋關鍵字詞，並進一步能直接運

用資訊設備播放影片內容，進行教學內容。 

九年一貫課程中，體育教師已經面臨不同以往的教學環境，在現下的時空背



 

景中，課程教學融合了健康教育

教師針對二者相異的課程內容得以由資訊融入的觀點進行整合及呈現

的教學強調由知覺形成價值觀

為了落實行為的養成，透過教學多媒體的運用可以強化學習者對於健康教育及體

育兩者的關聯，進而促成學生對此二領域的整合

舉例而言，有關健體領域分段能力指標

度與運動精神。其中，具體補充說明便提到教導學生重視個人與群體關係

體(體育)活動中，表現尊重與欣賞的運動精神

此時，便要提到一位令大家感動落淚的運動員

拳道項目，蘇麗文跌倒爬起

已撕裂，她仍奮力一次又一次的爬起再踢再戰

只有自己仍繼續堅持。蘇麗文雖然受傷落敗沒有贏得任何獎牌

的不敗精神，深深烙印在全國為她加油喝采的民眾心中

人成就」、「勝利」、「運動精神

中均可完整呈現。而透過

資源，進而傳遞與教授良善之休閒運動價值觀

 

肆肆肆肆

運動場上激勵人心，

由 YouTube之類的影音串流平台

此類資源，並在教學安排中呈現

上均可搜尋到，且點閱率均超過

永不放棄(Facing The Giants)

園美式足球勵志電影(圖

被廣泛點閱的是一段約8

教練葛蘭特在指導球員對於比賽的

本態度」，而主力選手布洛克卻相當不

以為意；所以，教練要布洛克背著另一

名隊員進行 50碼「死亡爬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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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教學融合了健康教育；而健康與體育兩個領域的結合，

教師針對二者相異的課程內容得以由資訊融入的觀點進行整合及呈現

的教學強調由知覺形成價值觀，進而達到行為上的表現 (洪祥偉、陳五洲

透過教學多媒體的運用可以強化學習者對於健康教育及體

進而促成學生對此二領域的整合。 

有關健體領域分段能力指標【6-2-5】：了解並培養健全的生活態

具體補充說明便提到教導學生重視個人與群體關係

表現尊重與欣賞的運動精神。 

便要提到一位令大家感動落淚的運動員─蘇麗文；2008

蘇麗文跌倒爬起 10多次，卻始終沒有放棄比賽，即便左膝十字韌帶

她仍奮力一次又一次的爬起再踢再戰，受傷當下，所有人都勸她放棄

蘇麗文雖然受傷落敗沒有贏得任何獎牌，但是她奮戰到底

深深烙印在全國為她加油喝采的民眾心中。有關「全力以赴

運動精神」及「自我實現」等休閒運動價值觀

而透過 YouTube影音短片的連結，教學者更能輕易取得教學

進而傳遞與教授良善之休閒運動價值觀。 

肆肆肆肆、、、、資訊融入教學影音短片舉隅資訊融入教學影音短片舉隅資訊融入教學影音短片舉隅資訊融入教學影音短片舉隅 

，令人感動的畫面，不勝枚舉。網路科技發達的今日

之類的影音串流平台，讓資訊使用者不受時空限制，更容易可取得

並在教學安排中呈現。以下，列舉 3段影音短片為例，

且點閱率均超過 50萬以上。 

(Facing The Giants)，是哥倫比亞電影公司於 2007年推出的一部校

圖 1)。在網路上

8分鐘的片段，

教練葛蘭特在指導球員對於比賽的「基

而主力選手布洛克卻相當不

教練要布洛克背著另一

死亡爬行」的美式
圖 1 永不放棄 (Facing The Giants)

，也讓體育授課

教師針對二者相異的課程內容得以由資訊融入的觀點進行整合及呈現。對於健康

陳五洲，2006)。

透過教學多媒體的運用可以強化學習者對於健康教育及體

了解並培養健全的生活態

具體補充說明便提到教導學生重視個人與群體關係，在團

2008年北京奧運跆

即便左膝十字韌帶

所有人都勸她放棄，

但是她奮戰到底

全力以赴」、「個

等休閒運動價值觀，在此一事例

教學者更能輕易取得教學

網路科技發達的今日，藉

更容易可取得

，在 YouTube

年推出的一部校

(Facing The Gi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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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京奧 105公斤級舉重冠軍M. Steiner 

足球訓練。在完成過程中，布洛克幾乎因為痛苦難耐、精疲力竭而要放棄，最後

在教練的言語及肢體行為鼓勵下，他背著一個 160磅的選手完成爬行將近 110碼

的艱難任務。 

這個過程中教練喊了 13次「對了！加油！就是這樣！」，喊了 23次「別放

棄」，喊了 3次「不要停」，喊了 48次「繼續...繼續」。 

短片中希望傳達一個信念：一個人不成功，是因為沒目標、沒夢想、沒自信、

沒教練，不知道自己的潛能有多大。同樣的，「自信」、「堅持」、「團隊凝聚力」、

「服從指導」、「個人成就」此類的價值觀念均在短片中得以呈現。 

2008年的北京奧運舉重場上，同樣有個令人動容的故事：德國運動員馬蒂

亞斯．施泰納（Matthias Steiner）奪得了舉重項目的最後一枚金牌。在這之前，

他因為罹患糖尿病在雅典奧運表現不佳而引起奧地利媒體不滿，人生谷底時，遇

到了一生摯愛─蘇珊，熱戀、結婚，進而遷居德國定居養病。蘇珊用無私的愛鼓

勵有病在身的施泰納，幫助他度過每一個難關。北京奧運會成為施泰納與妻子蘇

珊共同約定的目標，一場意外的車禍改變了這一切。2007 年 7月，蘇珊在海德

堡遇到一起嚴重車禍，趕到醫院的施泰納知道，他將永遠失去愛妻。在蘇珊彌留

之際，她用微弱的氣力向施泰納道出這一生最大的願望：「希望他，可以奪下奧

運金牌」。 

短片中，可以看到不斷努力的施泰

納，背負著極大的痛苦，喪失愛妻，在

酗酒跟自暴自棄中再度站起來，只希望

一圓兩人共同的夢想。在京奧賽場上，

一路落後的施泰納，保持與蘇珊共同的

信念，挑戰幾乎不可能的 258公斤。 

 

最後，奇蹟發生了，施泰納以總成績 461公斤，超出亞軍 1公斤的成績奪冠。 

頒獎台上，他拿著妻子的照片一同讓媒體拍照(圖 2)，「關懷」、「技巧表現」、

「個人成就」、「自我實現」、「運動精神」等運動價值觀在影音的傳達中表露無遺。 

田徑，是運動之母；奧運田徑場上的令人難忘的片段，更是極富教育意義。

1992年巴塞隆納奧運會男子 400公尺項目，749號雷德蒙(Derek Redmond)，黑

人運動員，英國 400公尺紀錄保持人，在兩輪預賽均獲小組第一的成績。4年前



 

漢城奧運，他因為腳傷賽前

次手術，這是他最後一次的機會

右，他的舊傷復發─右大腿肌肉撕裂

的奧運金牌已提前宣告終結

他因為無法站立而倒在賽場上

他下決心一定要完成比賽

經沒有辦法再跑，只能一拐一拐的

慢步向前，他要把這段賽程比完

3)。他的父親也跑到賽道旁邊

子兩人緩慢的走向終點。

點前不遠處，父親放手讓兒子自己

來完成最後一段，自己通過終點

線。 

 

現場 65000名觀眾被這畫面所感動

的運動員鼓掌致敬。 

如此崇高的運動精神

動價值取向的建立，提供良好的素材

新世紀的來臨，健康的取向已是現代國民所重視的區塊

步的產物，運動是休閒活動的一種類型

在的運動，從運動中獲得樂趣與幸福感

元民，2003)。 

青少年時期有著旺盛的精力

定性，處於人生之『塑型

動對其產生正確之影響，

與的興趣，不僅對將來之休閒運動參與樂意實施

善固執』，成為優秀的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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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腳傷賽前 2分鐘退出比賽；為了備戰本屆奧運會

這是他最後一次的機會。在準決賽場上，鳴槍起跑，剛跑過

右大腿肌肉撕裂，此時距離終點僅 100餘公尺

的奧運金牌已提前宣告終結。 

他因為無法站立而倒在賽場上，當他看見醫護人員拿著擔架朝他奔來的時候

他下決心一定要完成比賽，他跳著站起來，回到他的跑道，強忍著疼痛

只能一拐一拐的

他要把這段賽程比完(圖

他的父親也跑到賽道旁邊，父

。就在離終

父親放手讓兒子自己

自己通過終點

被這畫面所感動，所有人都起立為這位堅持

如此崇高的運動精神，隨著影音串流的播放，成為跨越時空的典範

提供良好的素材。 

 

伍伍伍伍、、、、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健康的取向已是現代國民所重視的區塊。休閒運動是時代進

運動是休閒活動的一種類型，以休閒的心去從事運動，

從運動中獲得樂趣與幸福感，讓自己的心靈獲得多采多姿的經驗

青少年時期有著旺盛的精力，良好的記性，豐富的情感表現以及未見成熟的

塑型』的階段。在此一時期中，若能透過學校教育

，培養正確之健身運動(exercise)價值觀，提高休閒運動參

不僅對將來之休閒運動參與樂意實施，更有機會因為持續的興趣而

成為優秀的運動員。 

圖 3 沒有冠軍頭銜的偉大運動員

為了備戰本屆奧運會，他進行 5

剛跑過 250公尺左

餘公尺，但苦等 8年

當他看見醫護人員拿著擔架朝他奔來的時候，

強忍著疼痛，但他已

所有人都起立為這位堅持奧林匹克精神

成為跨越時空的典範，更為運

休閒運動是時代進

，才能夠自由自

讓自己的心靈獲得多采多姿的經驗 (徐

豐富的情感表現以及未見成熟的

若能透過學校教育、家庭互

提高休閒運動參

更有機會因為持續的興趣而『擇

沒有冠軍頭銜的偉大運動員 D. Red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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