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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文献资料法，以国内外相关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探讨体育教师影响教学行为意图的三个因素，试图将
计划行为理论应用于体育教学，让体育教师可以了解并避免会影响到整个体育教学行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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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引导受

教育者获得知识技能，陶冶思想品德、发展智力和

体力的活动[1]。而体育是教育的组成部分，是全面锻

炼身体，增强体质，传授体育知识、技术、技能，培养

道德品质与意志品质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

教育过程[2]。因此，长久以来，体育在学校课程中，一

直被视为最重要的身体教育课程。再者，体育课是

培养学生养成终身运动习惯最直接的课程，学校体

育的开展是否实施得当，将会影响学生往后对体育

运动的参与意愿及投入程度。若能在体育教学的过

程中利用计划行为理论预测老师的意图，可以使学

生能够更积极地去从事运动，进而培养终身运动的

好习惯。

计划行为理论起初在 20 世纪时，是用来解释

和预测社会行为的理论，其主要是被运用到测量人

民的投票行为上，主张行为的完成或成功，是经由

个人意志所控制，也受部分非个人意志因素的影

响，例如受到机会或者是资源等不同因素所影响。

近年来，计划行为理论被广泛运用于许多领域当

中，主要是用来预测人类的行为与意图。许多研究

都证实计划行为理论适用于预测各种行为意图。教

师的行为意图似乎是可以被预测的，且在体育教学

过程中，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更是不容轻忽的。国内

的研究中多数着重于从事运动的动机，很少对于体

育教学进行论述，期待未来的研究或许能多着力于

预测体育教师在体育教学中的行为意图。

一、计划行为理论的定义

1.计划行为理论

计划行为理论是属于多属性态度理论(Theory of

Multiattribute Attitude，TMA) 与理性行动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的衍生[3]。主要目的是在于

了解及预测个人的行为，其主张行为的完成与成功

主要受个人意志控制，是一个解释人类行为决策过

程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另外，个人采取的行为意图

会由主观规范与行为态度两项因子所决定，主观规

范会受到社会的影响，行为态度则有正、负向两种

评价。但 Ajzen 认为人类的行为有更多的情形是受

到其他外在客观的环境因素所影响，而并不是完全

由意志所操控。为使理性行为理论对人类行为有更

多的预测及解释力，将架构加以延伸并提出修正，

除了主观规范与行为态度外，又增加了知觉行为控

制变项[3]。如图 1 所示。

图 1计划行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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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为意图

行为意图就是个人想要从事某项行为的倾向

程度，亦即个人行为选择在决定的过程之中，经由

引导而产生是否要采取此行为的某种程度上的表

达。换句话说，也可称之为个人所欲从事某项特定

行为的主观机率（subjective probability）[4]。因此，计划

行为理论认为个人的行为意图是预测行为的最佳

变量。

（2）主观规范

主观规范指的是个人在进行某一特定行为的

状况下，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亦即个人知觉中重

要的他人或团体，认为他应不应该采取某一特定行

为的压力[5]。

（3）行为态度

在理性行为理论中，决定个人行为意图的有两

个因素，分别是个人本质与社会对个人的影响。其

中个人本质的定义是“个人对其所从事之特定行为

中正面或负面的评价”。态度是指一个人对人、事、

物或行为所持有的正面或负面评价，反映了个人对

人、事、物的好恶感觉。态度与行为越具体特定，则

其间的相关程度就会越明显。态度会影响行为一直

是许多行为研究者一贯的立场[6]。根据上述得知，行

为态度可能是影响行为意图的主要因素之一，是个

人对于某特定行为的态度，也可以说是个人赞同与

否的倾向。因此，当个人对某一行为所抱持的态度

越强烈，则从事该行为的意图就可能也越强烈。

（4）知觉行为控制

知觉行为控制是指个人准备要采取某一特定

行为时，所感受到可以控制的程度[3]。它取决于三个

因素：能力、资源与机会。当个人认为自己具有从事

特定行为的能力、机会或资源越多时，所预期的阻

碍就会越少，对行为的知觉行为控制就会越强。反

之，当人们缺乏能力、资源或机会去执行一个特定

行为，或个人过去的类似经验让他预期执行该行为

是困难、受阻碍的时候，人们就不太会有很强的意

图去执行该项行为。先前的理性行动理论学者认

为，行为的态度以及社会所给予的规范是一种影响

个人行为的心理特质，是由“行为态度”与“主观规

范”所构成的，他们共同决定了个人的行为意图，进

而去影响个人的行为。而计划行为理论则是以理性

行动理论为基础，再加上“知觉行为控制”这个因素

来加以补强，在行为决定的过程中，“行为态度”“主

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这三项因素可能共同决定

了一个人的行为意图；或者，行为态度可能直接影

响行为意图；也可能由主观规范来主导行为意图；

亦或是透过感受到的行为控制因素去改变行为意

图。综合所述，“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

控制”这三项因素彼此可能相互影响，也可能独自

对行为意图产生不同的影响。

二、计划行为理论应用于体育教学设计

计划行为理论应用在体育教学上，举例来说，

假设体育教师秉持着身体活动量对学生是很重要

的态度，那么当体育老师在设计教学目标时，就会

有一个强烈的意图将身体活动量纳入他的教学活

动中，会从这样的一个积极态度去影响意图，进而

去影响其教学行为，如图 2 所示。许多研究发现，教

师的教学态度、行为及对学生的教育态度对学生学

业成就、人格适应、生活适应、成就动机及人际关系

有显著影响，且教师期望也有自我应验效果。换句

话说，教师的教学态度足以影响整个教学过程，从

教师确定教学目标到进行活动，无一不受到教学态

度的影响。

而社会大众对体育教师的主观规范，会影响体

育教师是否从事体育教学的意图，也可能会影响体

育教师的行为态度。举例来说，教育部以“健康第

一”为当前体育教学的指导思想，那么体育教师从

事体育教学的意图，就会因为这个特定的状况去调

整教学内容；也可能透过这个特殊的状况，先去影

响教师本身的行为态度，再去影响老师的教学意

图，因此就可能会影响整个体育教学行为，如图 2

所示。教师的角色功能与地位是社会既定的，“教

师”这一角色在教育系统及整个社会结构中，是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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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学与辅导的工作。其角色功能是在履行教育行

政机构及学校所交付的教育任务，完成社会责任；

社会对教师有角色期望，“教师”这一角色，社会上

总期望他有某种行为表现，如学生表率、具有学科

专门知识、相当的专业知识与能力、有效从事教学

与辅导工作等，以表现符合社会所期望的行为。教

师在师资养成过程中或在职任教阶段中，透过与他

人的互动，从他人的行为表现知觉到他人对自己角

色的期待，经过自我的过滤、解释、修正，逐渐发展

形成自己对教师角色的知觉，据以表现自己的教师

专业角色行为。

图 2 计划行为理论应用于体育教学

体育教师的教学意图除了受到态度、主观规范

影响之外，也会受到知觉行为控制所影响。如图 2

所示。体育教师在进行教学时，除了教师本身的教

学能力外，教学资源也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教师

的教学行为。教学能力除了教师本身的专业，专业

知能、教学实务经验都算是教师的教学能力，教学

能力会因为老师的背景变项不同而不同。教学资源

也是会影响教师教学行为重要的要素之一，制度的

要求、学校组织环境、教学资源及学校行政等方面。

换言之，当教师觉得自己在从事体育教学时的能

力、资源或机会越多时，相对的进行体育教学时的

阻碍就会减少。因此，教师进行体育教学的知觉行

为控制就会越强，就越会有很强的行为意图去执行

体育教学，或者直接反映在体育教学行为上。

综上所述，一位优秀的体育教师，须扮演好身

为“体育教师”的角色功能及社会上赋予其的表率

角色之外，同时也必须具备良好的教学态度、专业

素养，运用教学资源与各种教学策略与方法，达到

有效教学。因为体育教学行为是一种不断调整与改

变的动态过程，要在众多因素错综复杂的教学过程

中，有效运用计划行为理论找出影响体育教师教学

行为的关键因素，且针对该因素去探究与反省，进

一步提升教学成效。

从文献探讨中发现，计划行为理论能有效预测

教师的教学行为，进而影响教师的教学成效，而教

学成效又与学生的学习成效息息相关。若将计划行

为理论运用于体育教学中，从学生的学习成效来预

测体育教师在教学过程当中可能发生的教学行为，

对于教师的教学自我评估及学生对体育课的认知、

情意和技能学习应能有很大影响。同时也能透过计

划行为理论，协助预测体育教师的教学行为，在教

学前针对教学计划进行检视，并进一步研究拟定出

一套可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符合学生的需求以达

到教学目标。再者，体育教师在行为决定的过程中，

可能会因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

制”这三项因素彼此相互影响，也可能独自对行为

意图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未来研究可针对不同

教师的教学风格受哪项因素影响较深，进一步去探

讨其关联性，对于整个体育教学行为的预测会有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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