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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經歷 
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所長(2019.2.1-2022.1.31) 
2021運動教育學術線上論壇召集人 
2020第十五屆全國體育運動學術團體聯合聯會暨學術研討會召集人 
2018第七屆東亞運動教育聯盟暨探索體育實務國際研討會召集人 
2017當代運動教育暨臺灣東協南亞全球巧固球發展國際研討會召集人 
科技部特殊優秀人才獎勵(2013.2014.2015,2016, 2017) 

國立體育大學教師教學績優獎勵(2018) 

國立體育大學教師學術研究獎(2021) 

國立體育大學教學傑出獎(2018) 

國立體育大學教學優良獎(2016, 2020) 

國立體育大學 101 學年度傑出導師獎 

國立體育大學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主任暨教學業務組長 

 

tel:+886-(O)3-3283201
mailto:a092230295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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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體育大學體育室教學組與設施管理組組長 

國立中山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兼學務處體育組長(2004-2009)  

國立臺東大學傑出校友(2014) 

教育部高中體育課程綱要共同主持人暨課程綱要委員(2008-2010) 

教育部辦理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著作升等審查委員 

2009 高雄世界大學運動會有功人員獎勵(擔任工作：競賽顧問、志工領隊、競賽經理) 

新北市國民運動中心審查委員 

 
●期刊編審委員、審查委員 

The International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Education, Advisory Editorial Boards 

Journal of Teach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SSCI);European Physical Education Review(SSCI)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SSCI); Journal of Modern Education Review;  

Journal of Sport Science 

 
●獎勵 

2022 指導研究生獲 110 學年度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博士論文獎勵(李一聖博士) 
2021 指導研究生獲 110 年度台灣運動教育學會博碩士論文特優(碩士研究生陳善提)、 

優等獎(碩士研究生翁逸玲) 
2020 指導研究生獲 109 年度台灣運動教育學會博碩士論文特優(碩士研究生許婷閔)、 

優等獎(碩士研究生李宏文) 
2019 international forum for sport, physical education, and citizenship, Best presentation award, 

Taoyuen, Taiwan  

2019 體育運動整合探究與實作研討會 優秀論文獎 

2018 臺灣學校體育發展論壇暨學術研討會 優秀論文獎 

2017 當代運動教育暨臺灣東協南亞全球巧固球發展國際研究會 優秀論文獎 

2016 ICES: 17
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science, Best presentation award, Holland  

2015 國際及兩岸四地運動教育國際研討會 優秀論文獎 

 

●研討會 keynote speech 

1. 2021 第 16 屆全國體育運動學術聯合年會暨學術研討會，社團法人台灣運動休閒觀光產
業協會，主題：運動教育的發展與展望。2021.12.05. 

2. 2021 國際戶外探索研討會，教育部體育署，台灣師大，主題：Beyond outdoor activities

以戶外探索教育促進青少年核心素養發展。2021.11.19. 

3. 2021 第 44 屆奧林匹克研討會-數位與永續。中華奧會教育委員會，主題：Beyond Sport:

以奧林匹克教育促進人的正向發展。2021.11.13. 

4. 2021 台灣運動教育論壇-疫情下的體育教學與研究發展。台灣運動教育學會，主題：運
動教育之挑戰與回應:全球化與在地化。2021.10.30 

5. The 202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the 9th East Asian Alliance of Sport Pedagogy. Korea 

Society for Sport Pedagogy. Beyond Sport: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through Physical 

Education in Taiwan. July 10, 2021 

6. 2020 健康與體育輔導團研討會。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主題：戶外探索教育發展核心素
養。 

7. 2019 體育運動跨領域整合探究與實作研討會，東華大學。主題：Beyond sport: 以運動

教育與探索體育促進人的正向發展。2019.12.08 

8. 2019 户外探索學術與實務研討會。國立台東大學。主題：以探索體育與運動教育促進
青（少）年人核心素養發展。2019.07.02 

9. 2019 Australia ACHPE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Sport, Australia, 2019.1, 

14-16  (Beyond Sport: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through Sport and Physical Educ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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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of TPSR in Taiwan). 

10. 2018 The 20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the 7th East Asian Alliance of Sport Pedagogy and 

Adventure Physical Education, keynote speech National Taiwan Sport University, 

2018.06-29-07.01(key speech)( Beyond Sport: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through sport and physical 

education). 

11. 2018 臺灣學校體育發展論壇暨學術研討會(運動教育的新視野-以運動促進人的正面發展 

2018.03.09 佛光大學)(invited speech) 

12. 2017 The 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the Contemporary Sport Education and Global 

Tchoukball Development among Taiwan, South Asia,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 2017.08.16. 

(Sport Education for Globalization: Teaching Responsibility through Physical Activity in order to 

Build up a Wonderful Society, 

13. 2016 東北亞運動教育年會演講(品格教育在體育 2016.12.03) (keynote speech) 

14. 2016 運動教育學群提升研究品質研討會暨工作坊(從人的真諦談起---超越運動教育框架

2016.10.23) (keynote speech) 

15. 2016 兩岸高校體驗教育運用與發展研討會專題講座(Hellison’s 責任模式的理論與實務

20160723)(invited speech) 

16. 2014 Northeast Asian kinesiology conference, invited speech.(2014.11.9) 

17. 2014 Speech for Mongolia educational visiting group, keynote speech(2014.08.04)  

18. 2013Speech for Japanese Sport Education conference, 2013.10. invited speech 

 

 

●期刊著作 

1.  李宏文、蔡沂蓁、潘義祥* (2021)。體育教師專業成長之路─以自我實現及自我設限理

論為取向。臺灣運動教育學報，110，16 (2)，33-55。（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期刊三級）

*通訊作者 

 

2.  李宏文、黃承暉、王亭乃、潘義祥* (2021)。合作學習融入計步器自我監控策略對學生

身體活動量之影響。臺灣體育學術研究，71,19-40.（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期刊三級）*

通訊作者 

 

3.  向薇潔、潘義祥* (2021)。體育課模擬比賽情境教學的基本概念與應用。大專體育，

157,21-34。（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期刊三級）*通訊作者 

 

4.  李一聖、郭姿伶、周宏室、潘義祥* (2020)。大學生體育課個人與社會責任量表之建構

與驗證。大專體育學刊，22(3)，205-221。(TSSCI)*通訊作者。 

 

5.  黃承暉、李宏文、潘義祥*(2020)。行動反思策略融入運動教育模式(ARSE)對學生學習

表現之影響。台灣運動教育學報，15(2)，23-45。（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期刊三級）*通

訊作者 

 

6.  Pan, Y.-H., Huang, C.-H., Lee, I-S., Hsu, W.-T.(2019). Comparison of learning effects of 

merging TPSR respectively with sport education and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 in high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es. Sustainability, 11(7), 1-15. (Category: Environmental 

Studies, SSCI, IF=2.592, Ranking=38%, 44/116,Q2) https://doi.org/10.3390/su11072057.  

 

7.  Hsu, W. T., & *Pan, Y. H.(2018).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Student misbehavior in Physical 

Education, 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 & Medicine. 17, 437-444. (Category: Sport science, 

SCI, IF=2.988, Ranking=40%, 36/88, Q2)(*corresponding author) 

 

8.  Hsu, W. T., Li, H. H., & *Pan, Y. H.(2017). Student misbehavior in physical education: The 

role of 2*2 achievement goals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Journal of Sport Science and 

Medicine. 16, 302-310,(Category: Sport science, SCI, IF=2.988, Ranking=40%, 36/88, Q2). 

(*corresponding author) 

 

https://doi.org/10.3390/su1107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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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Hsu, W. T., Pan, Y. H., Chou, H. S.(2015). The role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future decades. Journal of Taiwan Sport Pedagogy, 10(1), 1-14.  
 

10.  Hsu, W. T., *Pan, Y. H., Chou, H. S., & Lu, F. J. H. (2014). Measuring student responsibility 

in physical education: Examinations of the CSR and PSR models. South African Journal for 

Research in Sport, Physical Education and Recreation, 36(2). ( Category: social science, 

interdisciplinary, SSCI, IF:0.32, Ranking=85%, 83/98, Q4)(*corresponding author) 

 

11.  Hsu, W. T., Pan, Y. H., Chou, H. S., Lee, W. P., & *Lu. F. J. H.(2014). Measuring students’ 

responsibility in physical education: Instrument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Psychology, 45(5), 487-503.( Category: Psychology, multidisciplinary, 

SSCI, IF:0.68, Ranking=77%, 104/135, Q4) 

 

12.  Pan, Y. H.(2014).Relationships among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Self-efficacy and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tmosphere and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Teach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 33, 68-92.( Category: 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 SSCI, 

IF:4.155, Ranking=15%, 40/265, Q1)  

 

13.  *Pan, Y. H., & Keh, N. C. (2014). Teaching responsibility through physical education: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in Taiwan.  Japanese Journal of Sport Education Studies, 34 (1), 

63-69. (Corresponding author) 

 

14.  Pan, Y.H., Chou, H.S., Hsu, W. T., Li, C. H., Hu,Y. L.( 2013). Teacher self-efficacy and 

teaching practices in the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Taiwan.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41(2), 241-250。(Category: Psychology, Social, SSCI, IF=.46, 

Ranking=98%, 63/64, Q4) 

 

15.  Pan, Y. H., Hsu, W. T., Lin, C. P. (2012).The development and examination of a teaching 

commitment scale for elementary school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World 

Academy of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70, 1234-1239.  ISSN 2010-376X 

 

16.  Pan, Y. H. (2012).The development of a teachers’self-efficacy instrument for high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World Academy of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66, 

1152-1157.  ISSN 2010-376X 

 

17.  Chen, L. M., *Pan, Y. H., & Chen. Y. R. (2009). A study of shuttlecock’s trajectory in 

badminton. Journal of Sport Science and Medicine, 8, 657-662. (Category: Sport science, 

SCI, IF=2.988, Ranking=40%, 36/88,Q2) (*corresponding author) 

 

18.  潘義祥(2020)。改變的力量。學校體育，177，2-3。  

19.  向薇潔、潘義祥(2020)。體育課-籃球線上教學應用實務。學校體育，177，12-26。  

20.  吳兆紅、潘義祥(2020)。新冠疫情下中國學校體育教學之危機與因應。學校體育，177，

87-96。 

 

21.  翁志航、潘義祥(2020)。素養導向戶外探索教育之實踐－從華德福實驗學校視角談起。

學校體育，179，34-51。 

 

22.  潘義祥(2018)。運動情境中的品格教育與發展策略。國民體育季刊，196，28-35。  

23.  李柏昂、潘義祥(2018)。運動教育與品格發展---飛盤運動的品格探索。學校體育，164，

59-64。 

 

24.  潘義祥、謝瑩蓉、余泓麟、張詩屏(2017)。責任模式與運動教育模式整合的雙模式課程
之實踐經驗與情意行為效益。臺灣運動教育學報，12 卷 2 期，35-54。（科技部人文社
會科學期刊三級） 

 

25.  簡源德、潘義祥(2017)。高中職體育班職涯輔導之探討。學校體育，163，6-14。  

26.  潘義祥(2017)。高中學校本位體育特色課程。學校體育，161，4-5。  

27.  石偉源、蒲逸悧、黃品榮、周宏室、潘義祥*(2017)。 後現代思潮下體育教師信念指標
之建構及權重分析。體育學報，50(2)，219-232。(TSSCI)*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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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陳品安、潘義祥、陳文長(2016)。以多元智慧理論探討電子競技列入運動項目之可行性。
大專體育，138，41-51。 

 

29.  林章榜、潘義祥(2016)。運動領域中的大魚小池效應。中華體育季刊，30(2)，81-88。
(TSSCI) 

 

30.  潘義祥*、陳清祥(2016)。Power of Pedometer : 以計步器發展學生動態生活型態之析論。
體育學報，49(4)，1-16。(TSSCI)。 

 

31.  謝文偉、潘義祥(2016)。體育教師職涯專業發展階段之探討。中華體育季刊，31(1)，9-16。
(TSSCI) 

 

32.  林章榜、潘義祥*、周宏室(2016)。體育課樂趣量表中文化與信效度檢驗。臺灣運動心
理學報，16(1)，35-59。(TSSCI)。*通訊作者。 

 

33.  劉雅文、潘義祥*、周宏室(2015)。大專校院體育教學品質量表編製與驗證.大專體育學
刊，17(1)，18-29。(TSSCI)。*通訊作者。 

 

34.  徐偉庭、周宏室、潘義祥*(2014)。以自我決定理論為架構檢驗體育課學生的責任行為。
體育學報，47(3)，425～436 。(TSSCI)。*通訊作者。 

 

35.  劉人豪、潘義祥(2014)。樂趣化跳繩運動之體適能教育課程設計。學校體育，144，96-103。  

36.  潘義祥(2013)。個人與社會責任教學融入運動教育模式之整合課程規畫。中華體育季
刊，27(2)，105-112。（(TSSCI) 

 

37.  謝瑩蓉、潘義祥(2013)。體適能教育融入樂趣化籃球課程之行動研究。臺大體育學報，
25 輯，23-33。（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期刊三級） 

 

38.  劉麗慧、潘義祥（2013）。英國體育師資培育探究—以羅浮堡大學為例。中華體育季
刊，27(1)，9-14。(TSSCI) 

 

39.  潘義祥（2012）。體育課程個人與社會責任模式之研究發展趨向。中華體育季刊，26(4)，
491-498。(TSSCI) 

 

40.  彭楚雲、潘義祥（2012）。探討澳洲昆士蘭大學健康與體育師資培育之課程架構。中華
體育季刊，26（1），107-114。(TSSCI) 

 

41.  劉季諺、潘義祥*、王明月、許吉越、蔡鵑如（2012）。大專學生運動精進信念與運動
涉入傾向之關連性。臺東大學體育學報，14，15-28。本人為通訊作者(ISSN: 18182623)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期刊三級） 

 

42.  黃瑞峰、潘義祥、胡育霖（2012）。國小學童對運動教育模式實施知覺之探討。臺東大
學體育學報，14，1-14。(ISSN: 18182623)（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期刊三級） 

 

43.  蔡鵑如、潘義祥（2011）。 教育部推動游泳教學計畫之探討。臺大體育，53，49-61。  

44.  蔡鵑如、潘義祥(2011)。合作學習小組遊戲競賽法在圍棋運動教學之行動研究。臺灣體
育學術研究，51，23-44。（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期刊三級） 

 

45.  胡育霖、潘義祥（2011）。學校本位舞獅運動課程之建置。臺灣體育學術研究，51，1-22。
（科技部人文司 B 級期刊） 

 

46.  潘義祥、林章榜、劉季諺、胡育霖（2011）。中學生身體自我概念與運動參與之研究－
以屏東縣一所完全中學為例。臺灣運動教育學報， 6(2) ，53-73。（科技部人文司 C 級
期刊）。 

 

47.  曹弘源、潘義祥（2011）。概念構圖在理解式球類教學法之應用。中華體育季刊，25(4)，
188-196。（科技部人文司 B 級期刊）。 

 

48.  潘義祥（2011）。高中學校本位體育課程發展評鑑指標之建構。體育學報，44(4)，
571-592。（TSSCI）。 

 

49.  劉季諺、王明月、紀俊安、潘義祥（2011）。健康適能自我知覺與運動涉入傾向之關

連性研究。運動與遊憩研究，5(3)，116-127。 
 

50.  潘義祥、張思敏、江麗卿（2011）。運動教育實踐者---前國立體育大學周宏室教授。
國民體育季刊，40（1），98-103。 

 

51.  劉季諺、王明月、潘義祥（2010）。性別差異對運動精進信念與涉入傾向之影響研究。
運動與遊憩研究，5(2)、116-123。 

 

http://www.airitilibrary.com/searchresult_1.aspx?Search=true&Condation=2%04%22%ef%a7%87%e5%ad%a3%e8%ab%ba%22%020
http://www.airitilibrary.com/searchresult_1.aspx?Search=true&Condation=2%04%22%e7%8e%8b%e6%98%8e%e6%9c%88%22%020
http://www.airitilibrary.com/searchresult_1.aspx?Search=true&Condation=2%04%22%e7%b4%80%e4%bf%8a%e5%ae%89%22%020
http://www.airitilibrary.com/searchresult_1.aspx?Search=true&Condation=2%04%22%e6%bd%98%e7%be%a9%e7%a5%a5%22%020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issue.aspx?PublicationID=19925530&view=pubresult%20
http://www.airitilibrary.com/searchresult_1.aspx?Search=true&Condation=2%04%22%ef%a7%87%e5%ad%a3%e8%ab%ba%22%020
http://www.airitilibrary.com/searchresult_1.aspx?Search=true&Condation=2%04%22%e7%8e%8b%e6%98%8e%e6%9c%88%22%020
http://www.airitilibrary.com/searchresult_1.aspx?Search=true&Condation=2%04%22%e6%bd%98%e7%be%a9%e7%a5%a5%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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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潘義祥（2010）。高中體育教師專業指標之建構與驗證。大專體育學刊，12(3)，11-23

頁。(ISSN 1563-3470)。(TSSCI，科技部人文司 B 級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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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潘義祥（2006）。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教師自我效能與教學實踐關係之質化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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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質化取向研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報，19（1），211-224 頁。(ISSN-1817-1516，20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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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書出版 

88.  潘義祥主編(2017)。運動教育之理論與實務---體育課程國際新視野。新北市:易利出版社。 

89.  潘義祥、周宏室(2015)。第一章 緒論。周宏室總校閱(2015)，健康與體育概論，1-1~1-28。

台中市，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 

90.  潘義祥、張春秀(2013)。第十一章 運動教育學。周宏室總校閱(2013)，體育概論，

11-1~11-31 頁。台中市，華格那企業有限公司。局版臺省業字第 928 號 

91.  潘義祥（2012）。運動教育學，周宏室主編（2012），四版。臺北市，師大書苑出版。

本人參與撰寫第一章 運動教育學序章，1-38 頁; 第四章 運動教育學之課程理論，

101-138 頁; 第七章 運動教育學之教師專業，199-232 頁; 第十章 臺灣運動教育學發展

趨勢之研究，340-359 頁，共四章。ISBN957-496-266。 

92.  周宏室主編（2012）。體育學原理。第十二章  運動教育學。 

93.  周宏室主編（2010）。體育課程與教學專業。九年一貫健康與體育課程之發展與展望，

3-37頁，初版。臺北市，師大書苑出版。本人參與撰寫：第七章 健康與體育領域之課

程統整，207-230；第十章 體育教師自我效能，277-212頁；第十六章 體育教學承諾，

283-502頁；第十七章  體育教學實踐，503-533頁。ISBN978-957-496-672-2 

94.  潘義祥（2008）。我國高中體育教師專業指標之建構與應用：以95 高中體育課程綱 

要為取向(ISSN 02 ISBN 978-957-496-620-2(平裝)。師大書苑 2008/12 出版 

95.  潘義祥（2002）。行動研究。收錄於周宏室主編（民 91）。運動教育學研究法，197-232



8 

 

頁，師大書苑出版。 

96.  潘義祥（2001）。健康體適能闖關大進擊。收錄於朱宏源主編（2001）。小學生作研究，

58-75頁，正中書局出版。 

97.  潘義祥（2001）。健康與體育教學指引及課本，收錄於卓俊辰（2001）編。國民小學四

年級上學期健康與體育課本與教學指引，光復書局編印。 

 

●國科會、教育部與體委會專案 

98.  潘義祥(2020)。More Than a Game: 以合作學習促進生活技能向體適能教育課程之學習效

益及其實踐歷程。(科技部 MOST 109-2410-H-179-007)。擔任職務:主持人。玖拾柒

萬參仟元整。109/08/01 ~ 110/07/31 

99.  潘義祥(2020)。探索體育計畫。委託單位：教育部體育署。擔任職務：共同主持人。

2020/01/01-2020/12/31。 

100.  潘義祥(2019)。合作學習融入計步器自我監控策略對學生身體活動量之影響(教育部教學

實踐計畫)。擔任職務:主持人。貳拾柒萬伍仟元整。108/08/01 ~ 109/07/31 

101.  潘義祥(2019)。以運動促進青少年生活技能之發展~評估指標建構與驗證及課程實施效

益(科技部 MOST 108-2410-H-179-004)。擔任職務:主持人。陸拾柒萬參仟元整。

108/08/01 ~ 109/07/31 

102.  潘義祥(2019)。探索體育計畫。委託單位：教育部體育署。擔任職務：共同主持人。

2019/04/01-2019/12/31。 

103.  潘義祥(2018)。合作學習機制下理解式球類教學之實踐與學習效益。(科技部MOST 

106-2410-H-179-012)。擔任職務：主持人。伍拾陸萬陸仟元整。2018/08/01-2019/07/31。 

104.  潘義祥(2018)。探索體育計畫。委託單位：教育部體育署、國立台灣師大。擔任職

務：共同主持人。2018/01/01-2018/12/31。壹佰壹拾參萬 

105.  潘義祥(2017)。行動反思策略融入運動教育模式對學生學習表現之影響(科技部

MOST 106-2410-H-179-003)。擔任職務：主持人。柒拾陸萬陸仟元整。

2017/08/01-2018/07/31。 

106.  潘義祥(2017)。探索體育計畫。委託單位：教育部體育署、國立台灣師大。擔任職

務：共同主持人。2017/06/01-2017/12/31。 

107.  潘義祥(2017)。勞倫斯籃球運動品格營隊課程之實施效益。委託單位：臺灣運動教

育學會。擔任職務：主持人。貳拾萬元整。2017/03/01-2018/02/28。 

108.  潘義祥(2017)。國際現代運動會規劃案。委託單位：體育署。擔任職務：主持人。

玖萬玖仟元。2016.12.01-2017.02.28 

109.  潘義祥(2016)。理解式球類教學(TGfU)在運動教育賽季下的教學實踐與成效評估

( MOST 105-2410-H-179-005-)。2016/8/1-2017/7/31。擔任職務：主持人。陸拾肆萬元。 

110.  徐偉庭、潘義祥(2016)。 體育教師 RISE 教學行為之發展與應用。(科技部 

105-2410-h-431-014)。2016/8/1-2017/7/31。擔任職務：共同主持人。伍拾玖萬貳仟元整。 

111.  蔡佩予、潘義祥(2016)。合作學習融入體適能教育課程對學生身體活動量與責任行

為之影響。委託單位：國科會大專生研究計畫。擔任職務：指導教授。

2016/7/1-2017/2/28。肆萬捌仟元整。 

112.  徐偉庭、潘義祥(2015)。別再找藉口了！探究體育課學生負向行為合理化之機制與

削弱策略之效果(科技部104-2410-H-431-011-)。2015/8/1-2016/7/31。擔任職務：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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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陸拾萬參仟元整。 

113.  周宏室、潘義祥(2015)。國際奧會、亞洲奧會與國家奧會之權利義務關係---以中華奧

林匹克委員會為例。委託單位：中華奧會。擔任職務：共同主持人。伍拾肆萬元。 

114.  潘義祥(2016)。Power of Pedometer~~~以計步器促進身體活動的有效策略與身心效

益。委託單位：國立體育大學。擔任職務：主持人。2012/3/1-2012/12/31。拾萬元整。 

115.  潘義祥、楊喻婷(2014)。計步器融入體適能課程對學生身體活動量及心肺適能之影

響。委託單位：國科會大專生研究計畫。擔任職務：指導教授。2013/7/1-2014/2/28。

103-2815-C-179-001-H. 肆萬捌仟元整。 

116.  潘義祥(2015)。品格教育策略融入體育課程對學生情意行為與動作技能表現之影響。委

託單位：國立體育大學。擔任職務：主持人。2015/3/1-2015/12/31。拾萬元整。 

117.  潘義祥（2013）。運動中培養品格之教育方案：Hellison 責任教學融入體育課傳統教學模

式與運動教育模式後之學習效益。委託單位：國科會。擔任職務：主持人。

2013/8/1-2013/7/31。NSC 102-2410-H-179 -004 。伍拾玖萬貳仟元整。 

118.  周宏室、潘義祥（2013）。個人與社會責任體育課程模式實施於一般體育課之成效：第

五等級遷移之檢驗。擔任職務：共同主持人。2013/5/1~2013/12/31。拾萬元整。 

119.  周宏室、潘義祥（2013）。學生知覺教師教學效能與不同教學形式對運動參與的影響。

委託單位：國立體育大學。擔任職務：共同主持人。2013/4/1-2013/12/31。拾萬元整。 

120.  羅崴、潘義祥（2012）。個人與社會責任模式(TPSR)融入運動營隊課程對學生責任感與

自我效能的影響. 委託單位：國科會大專生研究計畫。擔任職務：指導教授。

2012/7/1-2013/2/28。101-2815-C-179-001-H. 肆萬柒仟元整。 

121.  潘義祥（2012）。個人與社會責任教學融入運動教育模式對學生比賽表現與責任感之影

響。委託單位：國科會。擔任職務：主持人。2012/8/1-2013/7/31。NSC 101-2410-H-179 

-002 -。陸拾貳萬壹仟元整。 

122.  潘義祥（2012）。體育課程運動教育模式對學生學習動機、行動控制、學習策略與學習

表現之影響。擔任職務。委託單位：國立體育大學。擔任職務：主持人。

2012/3/1-2012/12/31。拾萬元整。  

123.  周宏室、潘義祥（2011）。大專體育課程與教學之現況、問題與發展策略。委託單位：

大專體育總會。擔任職務：共同主持人。2011/9/1~2011/12/31。貳拾萬元整。 

124.  潘義祥（2009）。體育教師有效教學表現對學生學習表現影響歷程之建構與驗證

(98-2410-H-179-009-)。委託單位：國科會。擔任職務：計畫主持人。總經費肆拾柒萬

參仟元整。 

125.  李炯煌、潘義祥(2009)。在不同水準下，2 X 2 運動成就目標對賽前狀態焦慮和運動表

現的預測 (98-2410-H-130-055-)。擔任職務：共同主持人。 2009/8/1~2011/7/31，

98-2410-H-130-055-總經費伍拾柒萬參仟元整。 

126.  周宏室、潘義祥（2009）。高中體育班運動學概論課程綱要之規畫。委託單位：教育部

中教司。擔任職務：協同主持人。總經費陸拾柒萬元整。 

127.  潘義祥（2009）。國民小學學生體育課參與動機與學習滿意度之研究。委託單位：臺北

縣光華國小委託。擔任職務：計畫主持人。總經費壹拾貳萬元整。 

128.  周宏室、潘義祥（2009）。高中體育班運動學概論課程綱要之規畫。委託單位：教育部

中教司。擔任職務：協同主持人。總經費陸拾柒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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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潘義祥（ 2008 ）。我國高中體育教師自我效能及其對學習滿意度之影響

(97-2410-H-110-045-)。委託單位：國科會。擔任職務：計畫主持人。總經費壹拾貳萬

元整。 

130.  潘義祥（2008）。普通高級中學學校本位體育課程評鑑指標建構之研究。委託單位：屏

東縣立大同高中。擔任職務：計畫主持人。總經費壹拾伍萬元整。 

131.  潘義祥（2008）。高中學生身體自我概念與運動參與之研究。委託單位：屏東縣立大同

高中。擔任職務：計畫主持人。總經費壹拾貳萬元整。 

132.  潘義祥（2008）。國小學童身體自我概念與運動參與之研究。委託單位：臺北縣立裕民

國小。擔任職務：計畫主持人。總經費壹拾貳萬元整。 

133.  周宏室、潘義祥（2007）。普通高級中學課程各科綱要補充說明。委託單位：教育部中

教司。擔任職務：協同主持人。總經費參拾萬元整。 

134.  潘義祥（2007）。國小學童身體自我概念之研究。委託單位：臺北縣光華國小委託。擔

任職務：計畫主持人。總經費壹拾貳萬元整。 

135.  周宏室、潘義祥（2007）。高中體育課程綱要之修訂。委託單位：教育部中教司。擔任

職務：協同主持人。總經費肆拾萬元整。 

136.  潘義祥（2007）。我國高中學校本位體育課程發展之研究。國立中山大學學術研究處補

助計畫。擔任職務：計畫主持人。經費陸萬元整。 

137.  潘義祥（2006）。2009世界大學運動會場館評估計畫---國立中山大學體育館及附屬國光

中學體育館。委託單位：高雄市政府。擔任職務：計畫主持人。總經費貳拾貳萬元整。 

138.  潘義祥（2005）。我國高中體育教師專業指標之建構及其專業素質、進修需求之研究---

以新頒高中體育課程綱要為研究取向。委託單位：國科會。擔任職務：計畫主持人。

經費參拾萬捌仟元整。93WFA0805043。 

139.  潘義祥（2005）。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教師自我效能量表、教學承諾量表與教

學實踐量表建構之研究---驗證性因素分析之應用。國立中山大學新進人員補助獎勵計

畫。本人擔任職務：計畫主持人，經費貳拾萬元整。 

140.  周宏室、潘義祥（2004）。體育單類科高中課程暫行綱要規畫。計畫主持人：周宏室博

士。本人擔任職務：規劃委員兼研究員。委託單位：教育部體育司。。總經費拾捌萬

元整。 

141.  國科會（2003）。影響學生體育課程學習態度之關鍵因素分析。計畫主持人：周宏室。

本人擔任職務：研究員。委託單位：國科會。 

142.  教育部（2003）。普通高級中學體育科課程綱要暨健康與休閒選修課程綱要修訂規畫

案。計畫主持人：周宏室博士。本人擔任職務：研究員。委託單位：教育部中教司。

總經費伍拾玖萬元整。 

143.  教育部（2003）。後期中等教育核心課程體育科課程綱要修訂規畫案。計畫主持人：周

宏室博士。本人擔任職務：研究員。委託單位：教育部中教司。總經費拾貳萬元整。 

144.  行政院體委員（2002）。我國優秀運動選手訓練與參賽期間課業輔導規劃之研究。計畫

主持人：周宏室博士。本人擔任職務：研究員。委託單位：行政院體委會。總經費肆

拾柒萬元整。 

145.  邱金松（1998）。體育學門之規畫研究---國科會研究專案。計畫主持人：邱金松博士。

本人擔任職務：研究助理。 

 
●博碩士論文 

146.  潘義祥（1998）。國小教師體育教學目標與教學成效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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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體育大學（桃園），桃園縣。 

A Study on the Identification Tendencies and Teaching Effects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Objectives 

147.  潘義祥（2004）。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教師自我效能、教學承諾、教學實踐及

其線性結構關係模式之研究。未出版博士論文，國立臺灣體育大學（桃園），桃園縣。 

A Study of Teacher Self-Efficacy, Teaching Commitment, Teaching Practice and their the 

Linear Relation Structural Model for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Elementary 

Schools 

●指導博碩士研究生撰寫論文 

148.  尤春柳(2016)。 合作學習融入動態生活自我管理策略對學童身體活動量與團隊凝聚力

之影響 。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149.  陳佩萱(2016)。 青少年運動選手生活壓力、因應效能與倦怠關係研究。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150.  梁永良(2016)。 TPSR 融入體適能教育模式對個人與社會責任及體適能之影響 。國立

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151.  林岱辰(2016)。 騎跡─一位國小教師兼任獨輪車教練的自我敘說。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

究所碩士論文。 

152.  林玉華(2016)。 TPSR 融入體適能教育模式對健康體適能及學習態度之影響。國立體育

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153.  温存宇(2015)。 國小學童體育課責任感量表之編製及驗證。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

碩士論文。 

154.  黃筠媗(2015)。高中職體育教師甄試性別平權之女聲。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

文。 

155.  陳品安(2015)。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國民小學第三階段體育課程學生能力指標建構之研

究。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156.  羅崴(2015)。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高中學生體育課程能力指標之建構。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157.  呂亦雯(2014)。 體適能遊戲教學對學童健康體適能與學習動機影響之行動研究。國立

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158.  楊雅芬(2014)。 樂趣化體適能教學方案對國小學童體適能與運動樂趣之影響。國立體

育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159.  劉政龍(2014)。 不同運動階段國小學童家長之學運動利益/阻礙與學童身體活動量之關

係研究。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160.  邱婉婷(2014)。 TPSR 分別融入運動教育模式與傳統體育教學模式對國小學生責任感及

運動自我效能之影響―以樂樂足球課為例。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161.  何英俊(2014)。 TPSR 分別融入運動教育模式及傳統體育教學模式 對國小學生責任感

和比賽表現之影響 －以合球課程為例－。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162.  蘇慧姍(2014)。 TPSR 分別融入運動教育模式和傳統體育教學模式對國中生體育課效益

之影響。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163.  劉麗慧(2014)。 賦權運動模式對國中生團隊凝聚力之影響。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

碩士論文。 

164.  陳元龍(2013)。 賦權運動模式對國小學生責任感之影響－以躲避飛盤課程為例。國立

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ALEO1/record?r1=5&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ALEO1/record?r1=5&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ALEO1/record?r1=4&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ALEO1/record?r1=3&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ALEO1/record?r1=2&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ALEO1/record?r1=3&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ALEO1/record?r1=9&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ALEO1/record?r1=8&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ALEO1/record?r1=6&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ALEO1/record?r1=10&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ALEO1/record?r1=16&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ALEO1/record?r1=14&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ALEO1/record?r1=14&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ALEO1/record?r1=13&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ALEO1/record?r1=13&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ALEO1/record?r1=12&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ALEO1/record?r1=12&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ALEO1/record?r1=11&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ALEO1/record?r1=20&h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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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謝瑩蓉(2013)。 賦權運動模式與運動教育模式對國中生籃球課學習效益之影響。國立

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166.  陳智能(2013)。 沙漠的綠洲----一位國小足球運動教練的堅持。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

所碩士論文。 

167.  甘奇威(2013)。 運動教育模式與賦權運動模式對高中生排球課學習效益之影響。國立

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168.  詹清霖(2012)。 運動教育模式對國小學童樂樂棒球比賽表現與團隊凝聚力之研究。國

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169.  黃嘉行(2012)。 教學卡融入運動教育模式對學生動作技能及比賽表現之影響。國立體

育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170.  徐興權(2012)。 運動教育模式對國小學童個人與社會責任及比賽表現之影響。國立體

育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171.  蔡鵑如(2012)。 兒童圍棋教師專業素養指標之建構。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

文。 

172.  胡育霖(2011)。 Mosston( A-B-C)式和傳統教學形式在舞獅學習效果之比較。國立體育大

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173.  黃瑞峰(2011)。 運動教育模式對國小學童樂樂棒球打擊表現及運動涉入傾向之影響。

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174.  曹泓源(2011)。 概念構圖融入理解式球類教學法對學童籃球學習效果及其實施歷程之

研究。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175.  林敬翔(2011)。 運動教育模式對學生技能表現及學習動機之影響。國立體育大學體育

研究所碩士論文。 

 

●學術研討會發表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176.  Chen-Hui Huang, Yi-Ya Chang & Yi-Hsiang Pan(2021).The Construction of Adolescents’ 

Life Skill Indexes in Sport by Qualitative Approach. the 15th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Sport 

Psychology (ISSP 2021) Congres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2021.09.30-10.04. 

 

177.  Yi-Hsiang Pan(2021). Beyond Sport: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through Physical 

Education in Taiwan. The 202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the 9th East Asian Alliance of 

Sport Pedagogy. Korea Society for Sport Pedagogy. July 10, 2021 

 

178.  Cheng-Chun Yang, Yi-Hsiang Pan & Shu-Yu Jhou(2021).The current status of life skills 

transfer in sports. The 202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the 9th East Asian Alliance of Sport 

Pedagogy. Korea Society for Sport Pedagogy. July 10, 2021. 

 

179.  Hung-Wen LI, Yi-Ya Zhang, Yi-Hsiang Pan(2021). The road of professional growth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orientation of self-realization and self-limitation theory. The 

202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the 9th East Asian Alliance of Sport Pedagogy. Korea 

Society for Sport Pedagogy. July 10, 2021. 

 

180.  I-Chiao Chung & Yi-Hsiang Pan(2021).The increasing physical activity between class recess 

for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in elementary schools. The 202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the 9th East Asian Alliance of Sport Pedagogy. Korea Society for Sport Pedagogy. July 10, 

2021. 

 

181.  Min-Hsin Chen & Yi-Hsiang Pan(2021). Emergency remote teaching under the epidemic of 

coved-19 on -line curriculum of boxing aerobics. The 202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the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ALEO1/record?r1=19&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ALEO1/record?r1=18&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ALEO1/record?r1=17&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ALEO1/record?r1=24&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gALEO1/record?r1=25&h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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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th East Asian Alliance of Sport Pedagogy. Korea Society for Sport Pedagogy. July 10, 

2021. 

182.  Po-Ang LI, Chin-mou Hsieh, &Yi-Hsiang Pan(2021). Responsibility level strategies and 

sports volunteers’ behavior. The 202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the 9th East Asian 

Alliance of Sport Pedagogy. Korea Society for Sport Pedagogy. July 10, 2021. 

 

183.  Wei-Chieh Hsiang & YI-Hsiang Pan. Students’ experiences of integrating service learning 

strategy into sports professional ethics curriculum. The 202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the 9th East Asian Alliance of Sport Pedagogy. Korea Society for Sport Pedagogy. July 10, 

2021. 

 

184.  Wen Wei Hsieh, Yi-Hsiang Pan & Hsin-Qu Yuang(2021).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satisfaction of STEAM education integrated int college basketball course. The 202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the 9th East Asian Alliance of Sport Pedagogy. Korea Society 

for Sport Pedagogy. July 10, 2021. 

 

185.  Xi-Wang, Yi-Hsiang (2021). Current status and analysis of martial arts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high school. The 202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the 9th East Asian 

Alliance of Sport Pedagogy. Korea Society for Sport Pedagogy. July 10, 2021. 

 

186.  Wei-Cheng Liao & Yi-Hsiang Pan(2021).Research on integrating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into physical education and after-school programs.  The 202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the 9th East Asian Alliance of Sport Pedagogy. Korea Society for Sport 

Pedagogy. July 10, 2021.(oral presentation) 

 

187.  Zhao-Hong Wu, Jie Li, & Yi-hsiang Pan(2021).Development and transfer of life skills in 

youth football: experiences of female athletes china. The 202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the 9th East Asian Alliance of Sport Pedagogy. Korea Society for Sport Pedagogy. July 10, 

2021(oral presentation) 

 

188.  Hung Wen Li, Yang-Yang, Yi-Hsiang Pan(2019).The professional growth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through the theories of self-realization. 2019 international forum for sport, 

physical education, and citizenship, Taoyuen, Taiwan, 2019.11.08-10., 

 

189.  Chia-Yuan Wan, Yi-Hsiang Pan (2019). Tennis: Integration of Sport Education Model into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2019 international forum for sport, physical education, and citizenship, Taoyuen, 

Taiwan, 2019.11.08-10., 

 

190.  Chen-Hui Huang, Hung-Wen Li, Yi-Hsiang Pan(2019).The Learning Effects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integrated into Teaching Games for Understand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 Lessons, 2019 

international forum for sport, physical education, and citizenship, Taoyuen, Taiwan, 2019.11.08-10.,  

 

191.  Chen-Hui Huang, Hung-Wen Li, Yi-Hsiang Pan (2019). The Learning Effects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integrated into Teaching Games for Understand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 Less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9 International Forum for Sport, Physical Education and Citizenships, Taiwan. 

 

192.  Huang, C. H., Li, H.W., & Pan, Y. H. (2019). Action-reflection strategy integrated into sport 

education to improve learning effects in physical education. 201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the 

8th East Asian Alliance of Sport Pedagogy, Waseda University, Japan, 2019.09.22 

 

193.  Yang, Y. & Pan, Y. H.(2019).TPSR integration into TGfU swimming course program201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the 8th East Asian Alliance of Sport Pedagogy, Waseda University, 

Japan, 2019.09.22 

 

194.  2019 Australia ACHPE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vited speech (Beyond Sport: Positive Y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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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through Sport and Physical Education --- Practice of TPSR in Taiwan).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Sport, Australia, 2019.1, 14-16 

195.  Tze-Hsuan Wang, I-Chiao Chung, Yi-Hsiang Pan(2018). Ability Counts: A Reflection on 

Promoting Boccia Sport in Taiwan Based on the Long Term Athlete Development Model. 

20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the 7th East Asian Alliance of Sport Pedagogy and 

Adventure Physical Education, Taoyuan City, Taiwan, 2018/6/29-7/1. 

 

196.  Pan, Y. H.(2018).Beyond Sport: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through Sport and Physical 

Education. The 20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the 7th East Asian Alliance of Sport 

Pedagogy and Adventure Physical Education. Taoyeun, Taiwan, 2018.06.29-.07.01 

 

197.  Pan, Y. H., Huang, C. H., Yu, H. L., Chang, S. P., Hsu, W. T.(2018). The learning effects 

of Teaching Games for Understanding integrated into Sport Education seasons.2018 AIESEP 

World Conference. Edinberg,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2018.07.05-08. 

 

198.  Chang, S. P., Yu, H. L., Hsieh, Y. J. Pan, Y. H., (2018).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experience after implementing TPSR integrated into sport education model program. 2018 

AIESEP World Conference. Edinberg,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2018.07.05-08. 

 

199.  Pan, Y. H. (2017).Sport Education for Globalization: Teaching Responsibility through 

Physical Activity in order to Build up a Wonderful Society. The 2017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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