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起看東奧】趁著奧運可以跟孩子機會教育的 7

件事 

作者：彥佑 2021-07-28 

 

▲ 東京奧運開幕式場館。shutterstock 

2020 東京奧運賽事已持續數日，隨著選手們的捷報傳出，不少人也將重點放在這些選手的周邊新

聞，其實除了精彩的人物故事之外，奧運還有許多可以與孩子機會教育的地方，彥佑老師就整理了

7 點供大家參考。 

今年奧運，在東京如火如荼地開賽；有別以往，礙於疫情，今年觀眾席顯得冷清。在暑假的此刻，

我和孩子們互通奧運的有無，也希望孩子可以在今年的奧運會中，學到課本以外的能力，以期開學

時，能和孩子們交流更多奧運的內涵。那麼，今年的東京奧運，我可以教孩子什麼呢？ 

國際教育 

那天開幕式進場時，看到上百個國家的選手，穿著自己的特色服裝，確實可以讓孩子感受到「世界

大不同」。在代表團之前，都有 1~2 位掌旗者，也持著自己國家的國旗，不論是線條、顏色、符號

等，都很值得找機會帶孩子認識一下，再延伸到地圖、國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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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每一天的賽程，相關網站也會同步更新國家（附有國旗）的獎牌數，而這些只要師生再善加引

導，必能拓展孩子的國際觀。 

運動員的精神 

在運動場上，最重要的便是運動員的精神，所謂「其爭也君子」、「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寧

可光明的失敗，也不要不名譽的得勝」，莫過於此。大多數的比賽項目中，我們都可以看到選手展

現出值得我們效法的精神，例如，向對手、裁判、大眾鞠躬致敬，或向媒體採訪釋出善意，或把成

就歸功於國家的栽培。 

又或是台灣選手戴資穎，明知道其對手有傷勢，也打得收放自如，讓對手能優雅下台。因此，我們

可以教孩子，雖然我們都很想得冠軍，但所展現出來的風度，更能傳為佳話。 

榮耀背後的努力與故事 

我們常常說「台上 10 分鐘，台下 10 年功」，又或是「不要只看別人得到的光彩，而要看到背後的

汗水」。確實，這都是最值得現今孩子學習的部分；我們也應該跟孩子分享，認真不一定有好的結

果，但沒有認真過，一定不會有好的結果；這也印證了訓練「過程」的重要。 

除了努力，當然也會有各國選手的成長故事，值得我們分享給孩子的，例如敘利亞 12 歲的桌球小

將，在烽火中練球；又或是柔道選手的「柔道耳」。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奧運是所有選手所渴望的體壇終極目標，也因此，只要能進到奧運場上，都是各國的佼佼者。想當

然爾，這種比賽，就算沒有得牌，其實力也是相當堅強的。 

我們要讓孩子知道，在自己的學校比賽，如果得到第一名，能保證全縣市第一名嗎？能保證全台灣

第一名嗎？能保證全世界第一名嗎？所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有很多可敬又可畏的選手，充斥

在台灣、世界的各個角落，而我們都要培養孩子更謙虛、更精進、百尺竿頭的精神。 

從興趣到專長 

現今很多孩子，不知道自己的興趣是什麼，然而，如果我們仔細閱讀奧運選手的生命歷程，將可以

發現，他們有 9 成都是因為「興趣」，而走上體育之路。我想告訴孩子們，希望每個小朋友都可以

找到自己的興趣，例如繪畫、魔術、溜冰、園藝、足球……等，只要能找到興趣，持之以恒，加深

加廣，一定能培養成專長的，也相信終能找到自己的一片天。 

學習為自己的國家喝采 

我希望身為師長的我們，能從小就給孩子「愛台灣」的觀念。雖然因為諸多政治角力的因素，所以

我們無法用「台灣」的名字登上奧運舞台，但是我們希望孩子「愛台灣」的心是不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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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在電視前，替台灣的選手加油、看到台灣的國旗躍上國際舞台的時候可以倍覺光榮、看到

台灣之光可以多一點感動。雖然仍有許多孩子崇洋媚外，但台灣實為小小的島國，卻充滿堅定的硬

實力與溫暖的軟實力；我們可以教孩子多一點對台灣的向心力，不間斷地為台灣加油、發聲！ 

閱讀奧運之外的養分 

我因為長期培訓語文競賽，所以對於作文、演說等項目特別有感。這幾年來，許多參加語文競賽的

選手，常引用知名、成功選手的故事，也造成整場比賽下來，清一色都是某幾位選手。 

因此，我希望，收看奧運的孩子們，可以試著閱讀不同選手的生命故事，引用不同的事例，以增加

脫穎而出的機會；未必要成功的，只要能引發共鳴、讓人感動的均可。當然，如果平日對口語表達

有興趣的小朋友，也可以看看主播、連線記者的說話方式、儀態、咬字發音……等。 

四年一次的奧運，若身為師長的我們，只將焦點放在比賽的得與失，那對孩子的學習便太可惜了。

希望透過這一次的奧運比賽，我們可以教孩子更多勝敗之外的養分! 

 

「奧運教會我的事」3種學習小遊戲：從互動引導孩子思考 
作者：陳佳釧 2021-08-02 

 

▲ 陳佳釧老師提供 

2020 東京奧運賽場上傳回不少捷報，大家的情緒（還有胃跟心臟）也跟著台灣選手們的精采表現和

緊張賽事節奏起起伏伏。除了跟著全台一起加油外，也有老師整理了 3 種奧運的小互動遊戲，讓家

長在家中跟孩子一起看比賽時，還能抓住讓小朋友好好思考的機會喔！ 

最近最熱門的話題一定就是東京奧運了，台灣選手亮眼的表現繳出了一張又一張漂亮的成績單，而

全家人一起守著電視的畫面，一起大聲為台灣吶喊加油的畫面，也成為了今年暑假最難忘的風情畫

之一。 

熱血澎湃的賽事牽動你我的情緒，也激起我們的愛國心，在關心比賽之餘，我們能不能再多了解一

點運動員背後的故事？再多關注一點舉辦盛事背後付出的點滴心力？ 

東京奧運提問單：引起孩子好奇與思考 

如何與孩子一起來聊聊奧運？也許可以透過一些遊戲的方式開始，於是我設計了一張「奧運教會我

的事」格子遊戲，透過簡單的提問勾起孩子的好奇心，從 2020 東京奧運的吉祥物談起，可以鼓勵孩

子上網查資料，就可以發現奧運吉祥物名為「未來永遠郎」，是由日文的「未來」（Mirai）和「永

遠」（Towa）組成的，隱藏著希望永遠有美好未來的意涵。 

再請孩子觀察東京奧運頒獎典禮和過去有何不同？為什麼採取自助式頒獎？讓孩子思考如何在兼顧

防疫的原則下，還能盡善盡美的舉辦比賽？遊戲的問題是一個起點，我們可以運用奧運的魅力，把

繽紛的世界帶到孩子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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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運小知識提問單。陳佳釧老師提供 

奧運選手金句爬格子：看見國手的人生哲學 

賽場上每一位選手，都有值得學習的地方。也許，我們除了心情與選手們同悲共喜之外，也可以學

學他們的人生哲學，如何在賽前努力？如何在賽中享受？如何在賽後放下？透過爬格子的遊戲，帶

著孩子找一找每一個選手的金句，也許你我都能從這些振奮人心的文字裡，找到重新振作的力量，

找到重新出發的方向。 

戴資穎說：「沒有永遠的贏家，只有不斷努力的人！」你認同嗎？我們可以與孩子對話、辨證、思

考，也許心中的答案需要一輩子去追尋，但，孩子一定會慢慢明白，只要做到最好的自己，就是賽

場上的贏家，無論勝負，一樣值得喝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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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運國手金句爬格子遊戲。陳佳釧老師提供 

奧運賽事成語聯想：從比賽項目認識成語 

奧運的賽事場場精采，每場比賽都是高手雲集，那麼我們又要如何形容這些高手呢？也許可以運用

視覺化的卡牌和諧音的趣味，帶著孩子一起來學習一下成語，也可以請孩子用諧音字的方式來自製

卡牌，結合生活情境的學習，正是 108 課綱所追求的素養導向學習，在動手動腦之中，無形之中，

不但又更了解了奧運，也增進了語文能力。 

 
▲ 奧運賽事成語聯想。陳佳釧老師提供 

奧運教會了我們什麼事？選手收穫的當然不是只有獎牌，我們的收穫當然也不只是看了一場場精采

的比賽，我們一起再繼續發想下去，一定還有更多好玩的事！ 

 

 

 

 

 



【疫起看東奧】從吉祥物機器人到線上文化展 東

京奧運的 10大看點 

作者：曾荃鈺 2021-07-19 

 

▲ 東京奧運除了精彩的運動賽事令人期待之外，還有許多文化及科技的亮點等著你和孩子去發現。截自 Olympic Agora 

官網／Toyota 官網 

東京奧運終於要開幕了！這個全球盛會不僅是體育，更是充滿科技、藝術、文化表演、環保建築的

元素。除了讓孩子看比賽直播為中華隊加油之外，也可以讓他們去挖掘、去探索在精彩賽事之餘，

還有什麼文化、科技等亮點。本文整理了 10 大東京奧運看點與線上資源，讓你可以帶領孩子一起跟

上世界的節奏，從四年一度的奧運看見國際觀。 

1.東京是亞洲第一個 2 度舉辦奧運的城市，日本是第 4 次舉辦奧運的國家 

距離台灣只有一個小時時差的東京，是繼 1964 年以來，第二次舉辦奧運會的城市，兩屆間差了 56

年，東京這座城市也在這段過程中，用奧運會見證著它的變化。而日本除了 1964 跟 2021 年在東京

舉辦的夏季奧運會外，1972 在札幌，1998 在長野還辦過兩屆的「冬季奧運」，日本對於辦理國際性

的賽會確實相當有經驗。 

附帶一提，一場奧運由哪個城市舉辦，是早在 7 年前（2013 年）的國際奧委會上就決定了，因此

2024 年的奧運會在巴黎，2028 年的奧運會在洛杉磯也已經確定，這兩座城市也都已經是辦過 2 屆奧

運會的奧運城。 

2.東京奧運會口號：United by Emotion／感動，讓我們同在一起 

如果要用一句話傳達東京奧運會要給世界的價值觀，那就是：United by Emotion／情同與共（直

譯：感動，讓我們同在一起）。歷屆奧運會都有口號，並且用英語的形式展示在所有的場館、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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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產品上，而現代奧運會最初的口號，是由現代奧運之父，法國爵士古柏坦先生（Pierre de 

Coubertin）在 1896 年在希臘雅典的第一屆現代奧運會上強調的：Faster — Higher — Stronger 翻譯

成中文就是「更快、更高、更強」的意思。 

對照一下，上屆里約奧運的口號是：A new world／一個新世界；倫敦奧運會的口號是：Inspire a 

generation；2008 年北京奧運會的口號是：One world,One Dream，都展現出運動帶給世界的正向意

義。 

▲ 2021 東京奧運口號宣傳影片。東京奧運官方 YouTube 

3.東奧新增 5 個項目，中華代表隊共 68 位選手參加 18 個項目，那些選手不能來？ 

東京奧運中華代表隊 68 位選手將參加 18 項運動種類，是近 3 屆奧運會以來最大團，且男女比例各

半，桌球、羽球、舉重、拳擊、體操等項目都令人期待。而今年國際奧會相當重視性別平權，開幕

時掌旗手可指派一男一女共同擔任，中華隊將是由網球選手盧彥勳、舉重世界紀錄保持人郭婞淳掌

旗，此外為加強防疫期間的醫護工作，除選手外，教練團 50 人、醫護團隊 23 人、團本部後勤 37

人，中華隊總計 178 名成員參加東京奧運。 

而為了性別平權，東京奧運將男子棒球跟女子壘球合併成一個「大單項」，列入東京奧運正式比

賽。此外新增了 4 個項目，分別是：運動攀登（攀岩）、衝浪、空手道以及年輕人最喜愛的滑板運

動。 

國際選手方面，因為奧運延遲一年，再加上疫情無法攜家帶眷以及沒有觀眾閉門比賽，許多球星無

法到場，像是中國羽球名將林丹、比利時游泳選手蒂默爾斯、日本羽球奧運女雙金牌名將高橋禮華

都已經在去年退休，而網球名將費德勒、小威廉斯則因為疫情選擇不出席。但好消息是，由 NBA 

球星杜蘭特（Kevin Durant）領軍的美國籃球「夢幻隊」將會盛大出席，有許多 NBA 球星將站上奧

運舞台，而日本籃球隊則有任職於 NBA 華盛頓巫師隊的八村壘、多倫多暴龍隊的渡邊雄太，兩人

回國挑戰奧運，很受日本民眾關注。 

4.奧運史上頭一遭，你知道東京奧運的吉祥物是由小學生選出來的嗎？ 

奧林匹克活動的三大支柱是運動、文化跟環境。東京奧運會上，最能傳遞文化藝術、商業活動與歷

史定位的，就是「奧運吉祥物」了。從 2,042 份設計中選出了三對吉祥物，交由全日本 2.1 萬間小

學、超過 650 萬名小學生，以「每班一票」的形式，投票選出的東京奧運跟帕運會吉祥

物 Miraitowa 跟 Someity！ 

雀屏中選的藍白相間名為「ミライトワ」（Miraitowa）的奧運吉祥物，是由英文字未來和永遠兩字

組合而成，由許多方塊拼組而成，表現出多元、靈活多變、科技的感覺，與現在年輕化的奧運形象

相當貼合；櫻花紅和白色相間的吉祥物「ソメイティ」（Someity），名稱發音與日本流行的櫻花品

種「染井吉野」（Somei-yoshino）相近，其日文發音近似英文的「強大」（So Mighty）是代表帕運

選手的吉祥物。 

▲ 由小學生選出來的東京奧運吉祥物 Miraitowa（左）和 Someity（右）。東京奧運官方 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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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機器人、無人車為奧運賽事服務，安全、效率、零傳染 

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也是科技大國，有奧運這個全球盛會，正是展現科技與創新的好機會。

東京在 1964 年第一次辦奧運時，是史上第一個提供全球電視直播訊號的奧運會，並且建好了從東京

到新大阪的世界第一座高鐵「子彈列車」；時隔半個世紀，今年的東京奧運從無人車、機器人、人

工智能等，都是日本向世界證明，要前進下個新世紀的起點。從檢查站的 AI 臉部辨識系統、體育

場內的送餐機器人、遠端交流輔助機器人、無人巴士市區接送、賽場上感應回收器材的自動駕駛機

器人、AI 技術評分輔助系統，都將在奧會現場服務；除了可以降低疫情下人與人接觸的風險，還更

安全且有效率。 

 

▲ 東京奧運將會出現的各種機器人，還包括兩隻吉祥物的智慧型互動機器人。取自 Toyota 網站 

6. 選手村睡紙做的床，可以回收的床墊，還有 24 小時選手餐廳提供各國風味料理 

運動員是奧運會的重點嘉賓，因為選手賽程各不同，因此在奧運與帕運期間，廚房的伙食是 24 小時

提供選手及隊職員所有的飲食需求，2 層樓空間巨大，設計簡約的選手餐廳，共 4,500 個座位，全天

候提供各國風味料理及隊職員飲食。另外還有一個 400 人座位的休閒餐廳，完全提供傳統的日式餐

點及食品。 

重視環保的東京奧運在選手村中充分展現，選手村座落在東京市內的晴海區，面向著有名的彩虹大

橋，28 個比賽場地集中在以奧運選手村為中心的半徑 8 公里內，方便選手計算交通時間與出賽，21

棟建築物建造起的選手村，由日本 25 位設計師集體創作，床、衣櫃、床墊、枕頭都是環保材質，不

https://media.toyota.co.uk/toyota-robots-help-people-experience-their-dreams-of-attending-the-olympics-and-paralympics-games-tokyo-2020/
https://flipedu.parenting.com.tw/6682


但可回收而且床墊硬度、支撐頭的枕頭凹口都可調整，奧運結束後將會花時間改造，重新變成新屋

銷售。 

 

▲ Olympic Village Plaza 東京奧運村廣場。取自中華奧會粉絲團 

7. 奧運聖火也要搭飛機？櫻花聖火炬展現日本美學 

重視環保與永續的東京奧運，盛裝奧運聖火的聖火炬更是別具匠心，成為工藝與創新設計的展現。

奧運聖火每年都要從雅典取聖火火種，之後聖火要搭飛機、繫好安全帶，巡迴全世界，象徵著和平

停戰的宣告說：「奧運會要開始了！」東奧聖火被定名為「復興之火」，在 3 月時從東北大地震災

情最嚴重的福島起跑，最後在競技場的聖火台上被點燃。 

▲ 東京奧運聖火炬設計別具匠心。東京奧運官方 YouTube 

東京奧運聖火炬是由單片鋁合金壓製而成，一體成形，以 1964 年「子彈列車」的「鋁擠壓」技術向

前人致敬；火炬呈現淡金色，刻有第 32 屆東京奧運會的會徽，從正上方往下看，是一朵正盛開的櫻

花，且 30%再生鋁是東北大地震居民組合屋的鋁製框窗，表達出重建的信心與災難中的希望。 

此外，奧運火炬的手把和外殼，則是由 2011 年福島核災避難所使用的建材中提煉而成，所有火炬手

的制服，則是由再生塑料製作而成。 



▲ 東京奧運聖火炬製作過程介紹。東京奧運官方 YouTube 

8. 奧運獎牌從 8 萬噸家電垃圾回收提煉，頒獎台是海洋塑膠垃圾 

東奧官方透過「東京 2020 獎牌專案」收集 2 年，從 8 萬噸二手家電廢棄物中，提煉出奧運獎牌所需

的貴金屬金、銀、銅等，再經過廠商拆解、清洗、再提煉之後，總共獲得 32 公斤的金、3,500 公斤

的銀和 2,200 公斤的銅，滿足東京奧運預計發出約 5,000 枚獎牌的需求。此外，東奧委員會還將家庭

回收的塑料加上海洋塑料垃圾，鑄造成頒獎典禮的領獎台。等奧運會一落幕，將會把這些講台回收

做成新的寶特瓶再使用。 

▲ 東京奧運獎牌製作過程。東京奧運官方 YouTube 

9.文化藝術的奧運會：開閉幕、奧林匹克海報設計、和服展示與東京奧運主題曲都有巧

思 

東京奧運開幕式在 7/23 號晚上 7 點盛大展開，不過每一屆的奧運開幕式都是嚴格保密的，推遲一年

的東京奧運，也更是讓人期待。而每一屆現代奧運都會提前邀請藝術家跟設計師參與奧運會官方海

報設計創作，在奧運會前以奧運跟帕運為主題，營造活動的氣氛。除了視覺之外，聽覺上，東京奧

運在 2020 年之前就為奧運會設計出運動電玩，並且配上主題音樂，每屆奧運會也都有奧運主題曲，

陪伴選手衝向巔峰，贏出榮耀。 

除此之外，由高倉慶応（Yoshimasa Takakura）先生與日本全國 130 多位和服創作者、匠人，將重視

禮儀與日本文化的和服融入奧運創作中，結合各國文化特色加上日本傳統染色及縫織和服技術，為

參加的 213 個國家與地區設計了獨一無二的和服，製作耗工耗時，每件和服本體製作多為手工刺繡

印染，成本約 100 萬日元（約 27 萬元新台幣）。 

▲ 東京奧運日本職人打造 213 套各國和服影片介紹。Imagine One World KIMONO PROJECT YouTube 頻道 

10.疫情禁止外國旅客奧運時入境，奧林匹克文化線上展覽看起來 

日本政府直接拒絕外國旅客入境，台灣是由 ELTA 愛爾達電視台轉播奧運中華隊的賽事。但除了用

電視追奧運，東京奧運籌委會還貼心將所有場館展品拍照並寫出故事成為線上策展，也有藝術文化

結合的奧林匹克市集（Olympic Agora）和日本奧會奧林匹克教育文化論壇活動，讓全球熱愛奧運的

民眾們依然可以在線上感受奧林匹克的魅力。 

▲ 奧林匹克精神與文化線上特展。截自《奧林匹克精神與文化線上特展》網站 

補充 

奧運可用之影像 

結合各國文化特色加上日本傳統染色及縫織和服，為參加的 213個國家與地區設計了

獨一無二的和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0WRuT2ifxw&t=100s 

https://olympics.com/tokyo-2020/zh/games/games-artposter/
https://olympics.com/tokyo-2020/zh/games/games-artposter/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0y-MjkCQ_FJLv9nVn1mVPQ
https://olympics.com/olympic-agora/en/virtual-tours/olympic-spirit/
https://olympics.com/olympic-agora/en/?fbclid=IwAR0EwrRsXnu7hua-sTXR-bd6h7l6CujzrBCuel2HqQOozIqURG2uqp6SsPM
https://olympics.com/olympic-agora/en/?fbclid=IwAR0EwrRsXnu7hua-sTXR-bd6h7l6CujzrBCuel2HqQOozIqURG2uqp6SsPM
https://olympic-academy.jp/joahouse/special-events-room_en/
https://olympics.com/olympic-agora/en/virtual-tours/olympic-spiri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0WRuT2ifxw&t=100s


奧運獎牌從 8 萬噸家電垃圾回收提煉，頒獎台是海洋塑膠垃圾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2pjMpd5o0&t=59s 

奧運聖火也要搭飛機？櫻花聖火炬展現日本美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dLlDRVhlVE&t=4s 

你知道東京奧運的吉祥物是由小學生選出來的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CY9_cCHqDM&t=8s 

東京奧運會口號：United by Emotion／感動，讓我們同在一起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t_7P9LShqU&t=1s 

 

【疫起看東奧】奧運看門道 其中蘊含的數學幾何

「點線面體」 

作者：張原禎 2021-07-2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2pjMpd5o0&t=59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dLlDRVhlVE&t=4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CY9_cCHqDM&t=8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t_7P9LShqU&t=1s
https://flipedu.parenting.com.tw/flip-author/110


▲曾千倚攝 

東京奧運開打，不僅在電視機前面熱血觀看比賽，一場奧運的精彩琳瑯滿目五花八門，教學部落格

大學塾塾長張原禎老師藉由點、線、面、體、態、度六個面向來解析全場奧運賽事的奧秘與規劃，

同時，讓這些元素也能融入教學課堂。 

以奧運賽事當題材 學用「點線面體」做筆記製圖表 

點，座標、印刷網點（dot），也是我們想關注的重點（point），得分點。 

奧運的力與美，有施力、抗力與支點，美，有其元素、設計、組合與理念表達的重點。當然，還有

時間點、地點、起點、終點，定點或不定點的得分，多元的觀賽重點。 

兩點可成一線。 

隨著奧運開幕拉開時間軸線，可以看到縱橫的節目表：在時間、項目、成績交織而成的精彩，各自

的點串起成線，讓我們可以循線跟隨。我們可以看各國選手齊聚日本的出發路線，前往比賽場館的

交通動線，隨著賽事進行，在時間線、比賽場上，有形的線像賽場中線、邊線，跑道、平衡木，無

形的線則是所有力與弧線的交織、人的移動與交互，還包括身體翻滾扭轉的軸線。找幾個點，可以

找到自己喜歡的參與動線。 

 

▲ 東奧賽事時程表交織時間、項目、成績。截取自東京奧運官網 

面，平面、面向。 

http://163.20.119.100/f2blog/


看奧運方方面面，九宮格草稿上我還有待整裡的教學點子。我想讓孩子們比較各種場地面積，利用

一張 A4 紙或是家裡的可活動最大面積做個比擬。有些比賽，球必須落在場地範圍，或者選手活動

區在不在此面積中，都可以進行探討分析。此外，從螢幕裡看世界、賽會，也可以做個國家地理面

積、人口數、參賽種類、得獎牌數的數據整理應用，畫成資訊圖表。 

體，身體、整體、立體。 

螢幕裡看見「更高、更快、更遠」的選手身形展現，是多年鍛鍊得來的心技體總合，我們看在眼

裡，感動在心裡。整個比賽的立體樣貌，隨著轉播運鏡、快慢切換，讓我們感受到身歷其境且更多

元的視角。各運動賽會的全域開展、賽前賽後的新聞報導與社群互動延伸，開展我們的理性感性交

互辨證。我也想利用 COSPACES、Mergecube 來玩 360 動靜態的虛擬實境、攝影鏡頭轉變表現、物

理力學模擬，以及手握方塊來操弄玩轉。 

 

▲ 俯瞰東奧跆拳道競賽畫面。取自東京奧運官網 

全員參與奧運 不同位置的體態、態度 

態，心能，狀態、態勢。 

從選手、裁判的表現、互動和參與，包括我們觀眾自己，以及老師想應用於教學的心態。隨著時間

推進，積累更豐富的資訊與點子，發展一些策略，洞視局勢演變。我很喜歡觀察影片呈現的「導

播」設計，流暢引導我們關注的視野、牽動心弦……包括那種時間一到立刻進廣告的「精準」！ 

http://163.20.119.100/f2blog/index.php?load=read&id=2794


 

▲ 競技體操競賽評分畫面。取自東京奧運官網 

度，角度、程度、調度。 

兩線交會有了夾角，主客交互相對產生角度，適時適度就是得分、取勝關鍵。程度，是評核計分的

標準基準，也是動態平衡的範圍拿捏。從主辦賽會、參賽團隊到賽場當下的審時度勢都是各種心力

實虛資源的全盤調度。當然，身為 VIP 觀眾的你我，不也持續調度著心力時間來觀賽玩奧運嗎？ 

這樣的「點、線、面、體、態、度」6 個面向，當成觀賽基礎，也可以引申做其他的事情或專案，

都可以確保有效(ASSURE)，繼續讓事情認真玩真的！ 

 

▲ 點線面體態度分析筆記。張原禎提供 

http://163.20.119.100/f2blog/index.php?load=read&id=501


奧運金牌教練 教老師的 6件事 

作者：親子天下 黃敦晴 2021-08-01 

 

教練跟老師們的使命，都是要幫助學生展現潛力，所以高效能教練的做法對老師們也很有參考價值，可以運用在教育學

生。shutterstock 

運動場上教練的目標，跟教室裡的老師一樣，都是要幫助學生發揮最好的潛能。但是在實際的教學

與指導上，卻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奧運金牌教練有哪些共同點？他們給老師、甚至父母們什麼樣的

啟發？ 

今年奧運，台灣選手的表現令人驕傲。新聞中有關選手跟教練間的情誼，也令人動容與欽佩。 

在全球瘋奧運的同時，哈佛大學教育研究所向教育界推薦了博士班校友、現任賓州大學教育研究所

專業學習中心執行主任赫曼（Zachary Herrmann）的研究與文章，分析奧運金牌教練如何帶領、輔導

選手成功的關鍵。 

赫曼還特別提醒，教練跟老師們都有本質上類似的使命，就是要幫助學生展現他們完全的潛力。所

以，高效能教練的做法，雖然是在運動場上，但是對老師們也很有參考價值，可以運用在教育學

生，特別是老師們正在準備新學年、認識新學生的此時。 

高效能教練的秘訣包括： 

https://flipedu.parenting.com.tw/flip-author/374


1. 不只栽培選手，也會發展他們自己的能力 

好教練需要時時因應情勢與運動員的轉變，給選手當下所需要、最合適的訓練，所以教練自己也要

養成迅速分析以及改變訓練方法的能力，確保選手能夠成功。同樣的，老師們也要持續精進與調整

教學。赫曼就提醒，老師們有沒有常常自省自己的教學方法呢？ 

2. 教練的工作會被開放給公眾檢視 

教練在指導選手練習時，家長、其他同學、社區成員都在場，甚至在比賽時的指導與臨場反應，也

有觀眾跟媒體目睹。相比之下，很多老師覺得教學是個人且應該保持私密的行為，不希望有別人在

場。但是趨勢是，教學的場景已經愈來愈開放，像是疫情的遠距教學、很多線上網路課程、甚至校

園都有開放教室與觀摩。老師們也應該不要排斥或害怕，甚至可以把這視為讓自己學習與進一步發

展的機會。 

3. 教練知道竭盡所能栽培每一個人的重要性 

雖然有明星運動員，但是很多運動是要團隊表現，即使是個人賽的項目，也要隊友彼此激勵、幫

忙、相互訓練，所以教練不會只看成績好的人，也不會因為有幾個明星選手，就感到滿足。教練會

看到所有的人，並且確保每個人都能發揮最好的表現，成就整個團隊。赫曼反問，如果學校的成

功，也是要看到這樣的集體成就，而不是仰賴少數個人的表現，情況會怎麼樣呢？老師們會不會改

變教學的方式？ 

4. 教練會慶祝運動員的成就與進步 

運動員的每個突破、那怕只是小小的成就，都是很辛苦練習後的成果，要犧牲很多，還要長期的專

注，過程不一定有趣。好的教練會追蹤運動員的成長，不吝給予選手肯定，慶祝每個里程碑，保持

他們的動力，走向目標。 

在老師的教學中，如果成功是要不斷地成長與進步，而不只是達到一個最後的目標，老師們會怎麼

做呢？如何幫助學生串連他們的努力跟表現呢？ 

5. 教練了解每個運動員的強項與弱勢，懂得量身訂做、因材施教 

教練對每一位選手都有非常細微的觀察與體認，也知道什麼樣的訓練，對每一個人會有什麼影響，

所以重視為每個人量身訂做不同的訓練與目標，給予適切挑戰與支持。 

對老師而言，熟稔每個學生的狀態，回應個別學生的需求，知道要怎麼指導每個人最有效，而不是

一體適用，意味著要有什麼樣的改變呢？ 

6. 教練會善用文化、團隊氣氛，作為強而有力的工具 

像是追求卓越的精神，無懼於一時的失敗，與挫折復原力，達成集體的使命等。這不是只有個人訓

練，還要打造團隊互動與合作。 



在課堂上，老師們也可以這樣做，除了教學、指導，還善用團隊與文化的影響力，讓全班一起經歷

成功與失敗，成就共同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