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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報告內文(Content)(至少 3頁) 

1. 研究動機與目的(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本計畫擬透過發展運動生理學線上課程，突破當前教學制度的重重限制，以期提升相關領域

學生學習運動生理學的專業知能。為了能解決前述所觀察的問題，從而提升運動生理學的專

業知能，以達到：(1) 銜接國際上對運動生理學高水平的要求，例如符合 ACSM (美國運動醫

學會高階證照報考資格中對運動生理學的課程要求)，(2) 由外而內的翻轉教室學習模式有助

學校任課教師的教學環境營造，(3) 教師有更多時間與學生討論並設計實做或實驗，(4) 優選

國際知名教材與適合的課程設計強化學習內容。 

 

2. 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 

運動生理學屬於應用科學，為運動科學領域中非常重要的基礎學科，可應用於運動訓練相關

領域，也愈來愈受到健康醫學的重視。當前美國運動醫學會 (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ACSM) 的高階證照，包括運動生理師 (ACSM-EPC)、臨床運動生理師 (ACSM-CEP)

和註冊臨床運動生理師 (ACSM-RCEP) 的報考資格中都要求必須為運動科學相關科系大學

畢業 (或正就讀大四學生)。而所謂運動科學相關科系定義為：至少 21 學分(學期制)或 28 學

分(學季制)以下運動科學課程：運動生理學(至少 3學分)、肌力與體能(學科，不能只是 1學分

術科)、應用運動人體機能學或生物力學、解剖生理學、運動測試與運動處方、特殊族群、健

康風險評估。另外也要具有效期內含實做課程的 CPR/AED證照 (ACSM，2019)。經研究者分

析比較國內 13所運動醫學、運動保健、運動科學、體育等相關科系的近期課程發現沒有一所

學系的課程規劃符合 ACSM-EPC 報考資格之要求 (探討大學運動科學課程與 ACSM 高階證

照學習背景要求接軌之可能性與建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_C3SGhoL88&t=1s)。

如下所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_C3SGhoL88&t=1s


 

 

 

 

 

 

 

 

 

 

 

 

 

 

 

 

 

 

 

 

 

 

 

 

 

 

 

 

 

 

 

 



 

 

 

 

 

 

 

 

 

 

 

 

 

 

 

 

 

 

 

 

 

 

 

 

 

 

 

 

 

 

 

 



 

 

 

 

 

 

 

 

 

 

 

 

 

 

 

 

 

 

 

 

 

 

 

 

 

 

 

 

 

 

 

 



 

 

 

 

 

 

 

 

 

 

 

 

 

 

 

 

 

 

 

 

 

 

 

 

 

 

 

 

 

 

 

 



 

 

 

 

 

 

 

 

 

 

 

 

從上表分析的總結可瞭解到大多數開設運動生理學的科系學分數為 2 學分，未達到

ACSM的 3學分要求，而且竟然也沒有任何一科系達到符合報考的資格。這顯示開設運動

生理相關科系與國際發展趨勢已經脫節。究其原因，可能是：(1) 未留意運動生理專業發展

有關證照的要求，(2) 國際證照考試為英文版本，受限於學生學習困難、教師教學困難而未

能重視。然而清大已經招收第一屆運動科學科學系學生，台師大也即將改名為＂體育與運

動科學科學系＂，陸軍官校在 109年也即將招收第一屆運動科學科學系學生。此外，隨著

中國大健康產業開始發達，運動科學的未來發展可說是無可限量。研究者認為運動生理學

的學習模式應該要立刻改變，應該要能反映國際發展趨勢，應該要掌握我們英文比中國強

的優勢，否則不堪設想，把一手好牌打到慘輸。 

 

3. 研究問題(Research Question) 

設計一套高品質運動生理專業精進課程，協助授課教師以翻轉教室模式提升學生學習

成效。探討不同校系學生使用本課程的學習狀況，包括落實程度、遇到的阻礙、學習成就、

質性反饋。 

 

4. 研究設計與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邀請各校運動生理課程教師推薦的學生(共 21 位)參與線上錄製課程(共 12 單元)的學

習，並以相同題目 20題選擇題作為前後測驗驗證學習成效，所有程序都在線上完成。答題

與分析系統使用 Quizizz 系統，教學課程使用 E 樂堂平台管理。前後測驗分數以配對 t 考

驗比較差異，顯著性定為 p<.05。 

 

5. 教學暨研究成果(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1)-1 課程錄製：共有 12個課程，目錄如下 

使用 Physiology of Sport and Exercise 7e (後半為 8e)原文教材，並適度補充延

伸文獻。 

 

 

 

 

 

 

 

 

 

 

 

 

 

 

 



 

各單元內容鳥瞰圖，左下角顯示該單元總 ppt數量 

 

 

 

 

 

 



 

 

 

 

 

 

 

 



 

 

 

 

 

 

 



 

 

 

 

 

 

 

 



 

 

 

 

 

 

 

 



 

 

 

 

 

 

 

 



(1)-2 課程評量前後測：前後測規劃與執行 

 

 

 

 

 

 

 

 

 

 

 

 

 

 

 

 

 

 

 



 

 

 

 

 

 

 

 



 

學員對應學習單元之前後測成績 

 

 

 



 

各單元前後測成績比較 

說明：有 4個單元的學習後測成績顯著高於前測，有 1個單元接近顯著。標示三

角形者代表學員先前並未修過”運動生理學”者，並且後測成績為該單元最高，為

優異水平。 

 

(2) 教師教學反思 

由學習前後測成績和先前學習背景的關聯性，顯示學生的學習動機有決定性

影響，和先前是否有學過本課程、甚至教材的難易程度都影響不大。 

(3) 學生學習回饋 



 

 

 

 

 

 

 

 

 



 

 

 

6. 建議與省思(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本課程所邀請的學生有 76%的人修過運動生理學，其中有 75%屬於 A-以上，且為 2

學分課程。37.5%使用本課程的中譯本作為教材。絕大多數對本課程的教材、闡述和整體

表現都給予優良等級評價。所有的學生都認為學校應當設有實驗課；90%認為並非使用英

文教材導致查閱英文受限；大多數認為學校教材深度不夠、停留在體育而非運動科學、學

分數僅 2 學分。絕大多數學生認為學習動機不明確、學生程度落差太大導致教學品質受

到影響；多數認為教師為顧及教學評量分數不敢要求學生，教師專業可能夠、但認為是目

標是體育不需要太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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