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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 前言

體育被視為一個學術領域來研究，乃是二十世紀之後的事。在此之前，零星地針對體育領域的研究並

非沒有，但是缺乏明確的屬性定位，更遑論系統性的學問（徐元民，2006：238）。早期受到戰事的影響，學

校體育被應用為具有自衛衛國的軍事體育和武術教育（徐元民，2005：301）；或者只是被認定為一門術科，

在學校裡讓學生跑跑跳跳的身體活動而已（徐元民，2006：254）。一直到了江良規博士出版《體育原理》一

書，指出「體育是教育方式之一種」（江良規，1945：145），1951年又出版《新體育原理》一書，除了強調「體

育乃以身體活動為方式的教育」外，更直接將體育的意義和教育的意義相對稱比較，藉以說明「體育即教

育」（江良規，1951：114-116）。江良規博士將體育詮釋即為教育，這個的概念後來成為體育學界一段相當長

時間的共識。而體育被視為教育的一環之後，為培育體育師資，學術殿堂設立了相關機構。開始將體育視

為一個學術的領域，並有學者開始從事體育的學術研究（徐元民，2006：238）。

在確定體育為一門學術領域之後，體育學術研究重要推手，就是在1935年成立中華體育學會之體育學

術團體，當時即舉辦了體育研討會、編輯年報、出版體育刊物，漸漸使得學校體育學術研究同好，紛紛投

入體育相關研究，開發出不同研究方向和內容。而學校體育學術研究內容，從早期著重指導、技術與技能

教學，且粗分為人文與科學兩大領域，後來因學術研究領域的開拓，逐漸演變為運動社會學、心理學、生理

學、生物力學、行政、原理與哲學等分科屬性（劉一民，1999：10）。到了2006年，體育學術領域發展範圍更

為擴大，涵蓋了人文、社會和自然三大類型，其中體育人文學科發展出運動文學、體育史學和運動哲學等3個

學群；體育社會科學發展出運動教育學、運動管理學和運動社會學等3個學群；體育自然科學發展出運動生

理、運動心理運動生物力學3個學群，而每個學群之下又發展幾個小的分科（徐元民，2006：238-246）。而

發展至今，上述9個學群是目前體育學術界較受到重視的。此外，國內許多學者曾在1999年和2007年，針對

運動管理學、運動生物力學、運動心理學、運動哲學、臺灣史、體育史學、運動社會學、運動教育學、運動休

閒管理學等學術研究做一回顧與展望（高俊雄，1999；陳五洲，1999；季力康，1999；劉一民，1999；林玫君，

1999；王建臺，2007；黃東治，2007；闕月清，2007；高俊雄，2007），顯見這些學群在國內發展已有一定的

基礎，而且也規劃未來發展的趨勢，成為當前體育學術研究的重點。

徐元民1 龍炳峰2 文多斌3 

學校體育學術研究   理論與實際結合

1 徐元民  立德大學休閒管理學系教授

2 龍炳峰  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博士生

3 文多斌  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博士生



547

玖 學 校 體育學 術 研 究   理 論與實際 結合

而當今體育學門能朝專業及學群發展，最主要國內培育體育學術研究人員的機構陸續成立，1970年臺

灣師範大學體育系成立臺灣第一所體育研究所，使得體育學術研究正式踏入學校的殿堂，有了體育學術人

員的培育，體育學術的成果逐漸開枝散葉。1987年國立體育學院之成立，不僅開拓體育學術多元研究的領

域、更提升科學研究的水準。而至1996年體育學門脫離教育學門而獨自成為一專業學門（許義雄，1998），

至此體育學門正式成為有獨立知識體系的專業學門，同時也開啟體育學門成為國內科學基礎研究的重要一

環，使得體育學術研究人員紛紛投入，國內研究水準最高之國科會研究計畫的申請。

因此從上述可知，學校體育學術研究之發展，其實與體育學術團體、學術研討會、學術刊物、國科會研

究計畫、研究人員培育機構、研究專業人力等發展環環相扣，故本文擬從體育學術團體之沿革、體育學術研

討會之舉辦、體育專業刊物之出版、國科會體育學門研究計畫分析，體育學術研究人員培育機構之設立、

體育學術研究專業人力之分析等六個面向來撰寫，分別呈現學校體育學術發展的情形和變化。

 貳 體育學術團體之沿革

談起我國體育學術團體組織，首推在大陸成立的中華體育學會，舉辦體育研討會、編輯年

報、出版體育刊物等。國民政府播遷來臺後，因故停會一段時間，復會後改名為中華民國體育

學會，建立許多典章制度，成為體育學術研究最大支持的動力和推手。以下就從1911~1984年

和1985~2009年，兩個時段來介紹我國體育學術團體之沿革。

一、1911~1984年

（一）從大陸到臺復會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創立於1935年10月，是我國第一個成立之研究體育學術團體，學會創立

初期會址位於南京國立中央大學，名稱為「中華體育學會」，設有編譯、研究、總務三組，出版

體育刊物等。抗戰時期因政府遷都重慶，本會亦於1938年在重慶市復會，由郝更生博士擔任主

席，繼續推展會務徵求會員、出版刊物及研究體育問題等中心工作。1949年國民政府遷臺，會

務一度中斷，1972年6月在臺復會由郝更生博士擔任理事長，吳文忠博士任秘書長，會址設於

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迄今。1974年學會改組吳文忠博士繼任第三屆理事長，任內齊沛林先

生、湯鉻新先生先後擔任秘書長，積極推展會務，除釐定年度工作計畫外，並舉辦專題研討會、

座談會、出版學會通訊，並籌編體育圖書目錄及體育大辭典。

（二）體育學會跨出變革的一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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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31日，中華民國體育學會的改選，當時的選舉結果，在21名理事中有15位，7名監

事中有3位是30歲的青年當選。而於1979年1月7日常務理監事的選舉中，在7個名額有3位年

輕的學者當選。這一份革新名單見報後，輿論嘩然，競相韃伐，認為年輕學者，目無尊長，有如

紅衛兵，不足為訓。殊不知，此次的體育學會改選，對於後來體育界所造成的影響，確實具有

重要的意義；尤其是當時的社會背景求新求變，舉國上下改革浪潮風起雲湧，而體育界的年輕

學者，體認到世界正快速的變遷更新，體育界的腳步緩慢，新陳代謝不易，對於體育的整體發

展，或面臨窒礙難行的窘境，或踟躕不前的困難。而這一次改選為體育的發展，拓展不同的景

觀，讓體育的專業領域，有更積極的脈動、更寬廣的版圖（許義雄，2004：134-135）。

1979年1月及1981年1月推選簡曜輝博士任第四、五屆理事長，聘許義雄先生任秘書長，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歷屆既有之良好基礎，除繼續求會務之擴展及研究之成果外，特重國際體

育學術之交流，4年間承辦多次國際性體育學術研討會皆圓滿達成任務並收預期之宏效，深

得國內外人士之重視與讚許（中華民國體育學會，2009）。

 （三）成立多元領域研究委員會

1982年5月間中華民國體育學會成立體育行政、體育史、體育原理、運動生理學、運動力

學、運動心理學、學校體育、休閒活動、運動訓練方法、婦女運動、體育測驗與評價、體育生物

化學等12項研究委員會，各委員會積極鑽研不同領域之體育理論，期望我國體育學術能趨於專

業化與科學化（中華民國體育學會，2009）。 

二、1985~2009年

（一）體育學門研究領域的確定

1985年國科會科教處為更有效運用有限資源，且結合國內各學門的研究人力，特成立數學

教育、物理教育、化學教育、生物教育等四學門之規劃小組，來進行各學門之規劃與整合，約經

1年後，完成了四本「學門規劃資料」。而體育學門至1996年始，才脫離教育學門而獨自成為一

專業學門，但當時未再成立「體育學門重點規劃」之相關專題研究，因此1998年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體育系許義雄教授，向教育部科技顧問室提出「體育學門趨勢與課題重點研究規劃」，規

劃了十大領域，運動教育學、運動生理學、運動心理學、運動生物力學、運動社會學、運動哲學、

運動管理學、體育史、適應體育、運動教練學的發展趨勢與研究重點（許義雄，1998：1-2）。

（二）由單一學術團體走向多元學術團體

1972年中華民國體育學會在臺復會後，國內學術文化團體體陸續向內政部社會司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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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8

606

639

684

754

972

1,049

1,173

1,295

1,428

1,375

1,428

1,570

1,488

1,570

1,707

1,645

1,707

1,838

年 (季)  社會團體 Social Associations

Year (Quarter) 學術文化團體Academic & Cultural ssociations

八十一年 1992

八十二年 1993

八十三年 1994

八十四年 1995

八十五年 1996 

八十六年 1997

八十七年 1998

八十八年 1999 

八十九年 2000

九　十年 2001

九十一年 2002

九十二年 2003

九十三年 2004 

第二季 2nd Qua.

第三季 3rd Qua.

第四季 4th Qua.

九十四年 2005 

第一季 1st Qua.

第二季 2nd Qua.

第三季 3rd Qua.

第四季 4th Qua.

九十五年 2006 

第一季 1st Qua.

第二季 2nd Qua.

第三季 3rd Qua.

第四季 4th Qua.

九十六年 2007

第一季 1st Q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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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團體經許可設立後，召開發起人會議，推選籌備委員，組織籌備會，籌備完成後，召開成立大

會。而根據內政部社會司的資料，1992年～2009年國內學術文化團體之數量，如表9-2-1所述。

表9-2-1  1992~2009年學術文化團體數量



張少熙 郝更生

楊忠和 周中勛

陳俊中 

林正常 陳全壽

葉公鼎 邱金松

1935.10

1972.06

在臺復會

1987.02.18

1990.01.07

1999.03.20

2000.5.27

1、中華體育

2、體育學報

運動教練科學學刊

1、運動管理季刊

2、臺灣體育運動管理

學報

3、A A S M 亞 洲 運 動

編號 體育學術團體名稱 現任理事長 第1屆理事長 成立時間 出版刊物
  (2009)

1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

2 中華民國運動傷害防護協會

3 中華民國有氧體能運動協會

4 中華民國運動教練協會

5 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

1,785

1,838

1,960

1,900

1,960

2,026

2,026

 第二季 2nd Qua.

 第三季 3rd Qua.

 第四季 4th Qua.

九十七年 2008

 第一季 1st Qua.

 第二季 2nd Qua.

 第三季 3rd Qua.

 第四季 4th Qua.

九十八年 2009

 第一季 1st Qua.

 第二季 2nd Q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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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人民團體全球資訊網 http://cois.moi.gov.tw/moiweb/web/frmForm.

aspx?FunID=e89adb5e8b5b4b81。

從表9-2-1可以得知，國內學術文化團體原則上是逐年增加，而體育學術團體隸屬學術文

化團體，在此時各領域學者專家，陸續召集學術研究同好，共同研究相關領域知識，逐漸成立

全國性體育學會或協會，至2009年我國體育學術團體，已在內政部社會司登記體育學術團體

共有17個，茲將發展概況整理如表9-2-2所述。

表9-2-2  至2009年我國體育學術團體發展概況（依成立時間）



周適偉 朱惠良

林曼蕙 

洪聰敏 

王建臺 蔡禎雄

闕月清 闕月清

林貴福 林正常

許義雄 許義雄

陳俊忠 

黃長福 

蔡特龍  蔡特龍 

陳和睦 陳和睦

黃東治 黃東治

2000.07.05

2001.03.04

2000.12.09

2001.12.22

2001.12.29

2003.08.09

2003.12.28

2004.03.15

2001.12.08

2005.12.29

2006.04.15

2008.08.18

管 理 評 論（ A s i a n 

Sport Management 

Review）

適應體育季刊

1、臺灣運動心理學報

2、臺灣運動心理學會

訊

臺灣體育運動史學會會

訊

臺灣運動教育學報

1、臺灣運動生理暨體

能學會會訊

2、運動生理暨體能學

報

1、運動文化研究

2、身體文化學報

3、臺灣百年體育人物誌

6 臺灣運動傷害防護學會

7 臺灣適應體育運動與健康學會

8 臺灣運動心理學會

9 臺灣體育運動史學會

10 臺灣運動教育學會

11 臺灣運動生理暨體能學會

12 臺灣身體文化學會

13 臺灣運動健康學會

14 臺灣運動生物力學學會

15 臺灣運動休閒產業經理人協會

16 世界休閒協會臺灣分會

17 臺灣運動社會學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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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筆者彙整臺灣身體文化學會http://www.bod�culture.org.tw/html/oth-http://www.bod�culture.org.tw/html/oth-

ers/bod�books01.htm；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http://www.tassm.org/index.php/

twHome；中華民國體育學會http://www.rocnspe.org.tw/；臺灣運動生理暨體能學會

http://www.tsepf.org.tw/；臺灣運動生物力學學會http://www.tsbs.org.tw；中華民

國有氧體能運動協會http://www.afha.org.tw/；臺灣運動教育學會http://www.tassp.

org.tw/；臺灣運動心理學會http://www.ssept.co.cc/；臺灣適應體育運動與健康學會

http://www.tapas.url.tw/index.php；中華民國運動傷害防護協會http://web.tpec.

edu.tw/pe/ROCATA/ATA.htm；臺灣運動健康學會http://fala.org.tw/；世界休閒協會

臺灣分會http://worldleisuretpe.org/；臺灣運動傷害防護學會http://www.tat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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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s/tin�d0/index.php?id=5；臺灣運動社會學學會http://www.tsss.org.tw/sport/

index.asp；中華民國運動教練學會http://www.fsca.org.tw/modules/tadnews/index.

php?nsn=20；內政部人民團體全球資訊網http://cois.moi.gov.tw/moiweb/web/frm-；內政部人民團體全球資訊網http://cois.moi.gov.tw/moiweb/web/frm-http://cois.moi.gov.tw/moiweb/web/frm-

Form.aspx?FunID=e89adb5e8b5b4b81等網站。

從表9-2-2可以得知，除了中華民國體育學會、中華民國運動傷害防護協會、中華民國有

氧體能運動協會、中華民國運動教練協會等4個協會，是在2000年以前成立，其他體育運動協

會、學會陸續在2000年以後成立，而這些學會和協會除了定期會舉辦學術研討會，部分學會也

定期出版體育學術刊物，對提昇國內體育學術研究的水準，增加體育學術研究的成果，這些體

育學術團體絕對扮演了重要推手的角色。

 參 體育學術研討會之舉辦

體育學術研討會的舉辦，通常是將當時體育學者專家所關心的議題，或將各自研究的成果

在研討會中發表，成為研究同好者學術交流的好時機，以下就從1911~1984年、1985年~2009

年來介紹體育學術研討會舉辦的概況。

一、1911~1984年

（一）1971年以前

1935年10月創立中華體育學會，當時除了定期出版刊物之外，也有舉辦學術研討會，但

因受到當時中日戰爭之影響，相關資料蒐集不易，故撰寫重點放在國民政府播遷來台之後。

1957年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成立，當時會員學校僅12所，係屬為聯誼性團體，不過依

其成立宗旨和任務，其中有一項宗旨為推展大專院校體育學術研究，故有一項任務為大專院

校國內外體育教學及學術研究發展事宜，因此成為此階段的體育學術研討會或發表會，只有

單一的年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辦理。

（二）1971~1984年    

    有關1971~1984年國內舉辦的體育學術研討會或發表會，彙整如表9-3-1所述。



中國文化學院

東海大學 1972年6月中華

 民國體育學會在

 臺復會

逢甲學院

中興大學

逢甲學院

輔仁大學

劍潭活動中心

輔仁大學

臺北體專

臺北體專

臺北縣淡水

臺灣大學

臺灣師大

臺北體專

臺灣師大

北：中央大學

中：彰化教育學院

南：高雄師範學院

東：臺東師專

臺北市

崑山工專

臺灣師大

臺灣師大

崑山工專

臺灣師大分部

臺灣師大

臺灣師大

時 間  研 討 會 名 稱  地 點  備 註

1971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學術發表會

1972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學術發表會

1973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學術發表會

1974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學術發表會

1975 大專體總及亞太體育健康休閒學術研討會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學術發表會

1976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學術發表會

1977 亞太地區中小學體育研討會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學術發表會

1978 體育學院研討會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學術發表會

1979  中美體育研討會

 第10屆大專運動會體育學術系列座談

 北區體育學術座談會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學術發表會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學術論文發表會

1980 中、南、東、北區體育學術專題座談會

 1980國際體育會議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學術發表會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學術論文發表會

1981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學術論文發表會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學術發表會

1982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學術論文發表會

 中美體育研討會

 中日韓體育效果擴大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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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3-1  1971~1984國內舉辦體育學術研討會概況



交通大學

毅園會議室

毅園會議室

交通大學

臺灣師大

馬公國小

臺灣師大

臺灣師大

高雄師範學院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學術發表會

1983 體育史研究會專題座談

 體育方法學研究會專題座談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學術發表會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學術論文發表會

1984 澎湖地區專題座談

 國際體育會議座談會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學術論文發表會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學術發表會

臺灣師大

臺灣師大

高雄師範學院

時 間  研 討 會 名 稱  地 點  備 註

1985 中華民國體育社會科學研討會

 體育研究法研習會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學術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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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劉一民（1999）。我國體育學術之現況與未來願景。臺北市：行政院體育委員會，19-

33。

從表9-3-1可以得知，1971~1984年體育學術研討會，以每年舉辦1次的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體育學術發表會次數最多，同時也是國內體育研討會或發表會之肇始。而此階段舉辦的體育

學術研討會特色，從1979年中華民國體育學會分別地舉辦了學術論文發表會，大專院校體育學

術研討專刊和體育學報出版之前，所投稿之文章都需經由發表會來發表，由審稿者和學術同

好提問討論，經修改之後再正式出版，投稿審查過程十分嚴謹，因此提升了體育學術稿件的水

準。

二、1985~2009年

1985年後體育學術研討會每年舉辦的次數愈來愈多，舉辦研討會的性質和名稱更為

多元，為國內體育學術研究開啟更寬廣的視野。以下擬從2000年為時間的切點，分別撰述

1985~1999年、2000~2009年體育學術研討會的發展概況。

（一）1985~1999年

  有關1985~1999年國內舉辦的體育學術研討會或發表會，彙整如表9-3-2所述。

表9-3-2  1985~1999年國內舉辦的體育學術研討會或發表會



臺灣師大

臺灣師大

木柵天恩宮

臺灣師大

臺灣師大

臺灣師大

臺灣師大

臺灣師大

臺灣師大

中山大學

中山大學

臺灣師大

臺灣師大

高雄

臺灣師大

臺灣師大

臺灣師大

嘉義、澎湖、

臺中、台東

臺灣師大

臺東師院

臺灣師大

臺灣師大

臺灣師大分部

輔仁大學

臺灣師大

臺灣師大

臺灣師大分部

中山大學

輔仁大學

臺灣師大

臺灣師大

北：臺灣大學

國立體育學院成立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學術論文發表會

1986 體育研究法研習會

 舞蹈教學研討會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學術發表會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學術論文發表會

1987 教育部體育教育10年發展計畫草案座談會

 1987運動科學研討會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學術發表會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學術論文發表會

1988 1988國際體育教學研討會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學術發表會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學術論文發表會

1989 中日特殊體育研習會

 78年度體育學術分區座談會

 出席二十二屆國際體育教學研討會返國座談會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學術發表會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學術論文發表會

1990 78年度體育學術分區座談會

 

 79年體育研究法研習會

 1990國際體育教學研討會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學術發表會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學術論文發表會

1991 21世紀我國學校體育之展望座談會

 邁向現代化國家的體育革新與發展座談會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學術發表會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學術論文發表會

1992 81年度體育研究法研習會

 1992國際體育教學研討會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學術發表會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學術論文發表會

1993  海峽兩岸體育交流座談會

 北、中、南分區體育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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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立體專

南：成功大學

新生國中

台北體專

臺灣師大

臺灣師大

金門金沙國中

澎湖馬公國小

花蓮花蓮高中

臺灣師大

臺灣師大

臺灣師大

臺灣師大

南投日新國中

新竹六家國中

臺東台東高商

臺灣師大

崑山工專

金門

澎湖馬公國小

第1次臺灣體院

第2次臺灣師大分

部

臺灣師大

臺灣師大

第1場臺南成功大學

第2場臺北臺大醫院

第3場臺中中國醫

藥學院

臺灣師大

1997.07.16行政

院體育委員會

正式成立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系列座談會（一、二次）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學術發表會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學術論文發表會

 體育研究法研習會

1994 分區（金門、澎湖、花蓮）體育研討會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系列座談會（三、四次）

 1994國際體育教學研討會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學術發表會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學術論文發表會

1995 分區（南投、新竹、台東）體育研討會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學術論文發表會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學術發表會

1996 分區（金門、澎湖）體育研討會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學術發表會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學術論文發表會

1997 1997國際體育教學研討會

 體育學術分區研討會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學術發表會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學術論文發表會

1998 體能研討會（第1、2、3場）

 1998國際體育教學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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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次台南成功大學

第2次臺灣師大

國立體育學院

臺北國際會議中心

臺灣師大

高雄師範學院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學術論文發表會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學術發表會

1999 1999年國際大專運動教練科學研討會

 第一次全國體育會議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學術論文發表會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學術發表會

陽明大學

臺灣師範大學

雲林科技大學

臺灣師範大學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與發

展中心

雲林科技大學體育室

教育部

88學年度運動生物應用與

展望研討會

適應體育國際研討會

2000年度大專院校體育

學術研討會

2000年國際大專運動教

練科學研討會

 時 間  研 討 會 名 稱  地 點  主 辦 單 位  備 註

2000/04/12

2000/05/25

2000/06/01

2000/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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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劉一民（1999）。我國體育學術之現況與未來願景。臺北市：行政院體育委員會，34-47。

從表9-3-2可以得知，1985~1999年辦理的學術研討會，除了中華民國體育學會學術論文發

表會和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學術發表會，每年皆固定辦理1次，其他辦理重點放在國際體育教學

研討會（7次）、體育研究法研習會（5次）、運動科學

研討會等。而此階段研討會也有創新的做法，一個是

政府自1988年開放大陸探親以來，對大陸政策再次開

放，在1993年舉辦了海峽兩岸體育交流座談會，成為

海峽海岸體育學術交流的首例，另一個即為辦理分區

體育研討會，讓全國各地體育研究同好，都能就近參

與體育研討會，共同討論體育學術研究的成果。

（二）2000~2009年

有關2000~2009年國內舉辦與體育運動相關學術研討會或發表會，彙整如表9-3-3所

述。

  
表9-3-3  2000~2009年國內舉辦與體育運動相關學術研討會或發表會

1994廣島亞運科學會議（徐元民提供）



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體育學院

臺灣師範大學

高雄師範大學

臺灣體育學院

臺灣體育學院

臺灣體育學院

臺灣師範大學

屏東師範學院

國立體育學院

臺灣師範大學

臺南師範學院

臺南師範學院

臺灣體育學院

臺灣體育學院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

教育部；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國立體育學院；臺灣體育運動

管理學會；美國北科羅拉多大

學

教育部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

臺灣體育學院舞蹈系

臺灣體育學院舞蹈系

臺灣體育學院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

屏東師範學院

國立體育學院

國際高等教育體育協會

(AIESEP)；臺灣師範大學體育

學系 

臺南師範學院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

臺灣體育學院；中華民國運動

兩岸運動科學研究學術

研討會

2000年國際體育運動管

理研討會

88學年度體育改革策略

研討會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89年

度第一次體育學術論文發

表暨專題座談會

2000年中華民族舞蹈學

術研討會(第1梯次)

2000年中華民族舞蹈學

術研討會(第2梯次)

我國運動產業趨勢分析

及運動管理教育研討會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89年

度會員大會、論文發表暨

專題座談會

2000年海峽兩岸體育學

術研討會

2001年國際運動保健學

術研討會

2001年國際高等教育體

育協會國際會議

21世紀體育人文社會科

學國際研討會

90年度第一次體育學術

論文發表會

2001年國際運動教練科

學研討會(基金會場)

2001年國際運動教練科

2000/06/21

2000/06/26

2000/06/27

2000/07/15

2000/08/11

2000/08/14

2000/11/18

2000/12/10

2000/12/13

2001/06/16

2001/06/20

2001/07/13

2001/07/21

2001/11/16

200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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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體育委

員會

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體育學院

國立體育學院

臺北市立體育

館

國立體育學院

國立體育學院

行政院衛生署

疾病管制局

臺灣體育學院

臺灣師範大學

大葉大學

國立體育學院

吳鳳技術學院

中正大學

國立體育學院

教練協會

臺灣體育學院；中華民國運動

教練協會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

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與發

展中心

國立體育學院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

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

會

臺灣運動教育學會；國立體育

學院體育研究所

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臺灣體育學院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部體育司

大葉大學運動事業管理學系；

大葉大學體育室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臺灣體育運動史學會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臺灣運動

心理學會

國立體育學院適應體育學系

學研討會(體育學院場)

2001年海峽兩岸運動禁

藥管制研討會

2002年國際適應體育研

討會

2002年國際運動訓練科

學研討會

第二十五屆奧林匹克研討會

第三屆臺北─上海特奧會

城市研討會

臺灣運動教育學會91年度

年會暨學術論文發表會

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學

術研討會

92年度運動醫學研討會

92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

會體育學術研討會

第三屆中華民國運動與休

閒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3年第二屆運動事業

管理學術研討會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92年

度體育學術研討會 CTUSF 

Conference on Ph�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 2003

第五屆東北亞體育運動史

學術研討會

92學年度優秀運動員心理

技能訓練研討會

2003年適應體育國際研

討會

2001/12/02

2002/06/10

2002/06/15

2002/11/29

2002/12/31

2003/01/12

2003/03/01

2003/04/19

2003/04/25

2003/05/24

2003/05/26

2003/06/07

2003/08/04

2003/09/27

2003/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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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學 校 體育學 術 研 究   理 論與實際 結合



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體育學院

臺灣體育學院

屏東科技大學

屏東師範學院

成功大學

大葉大學

大仁技術學院

臺灣師範大學

臺北市立體育

館

臺灣大學

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大學

長榮大學

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體育學院師資培育中心

臺灣體育學院運動健康科學

學系

屏東科技大學休閒運動保健

系 

屏東師範學院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成功大學

大葉大學運動事業管理學系；

大葉大學體育室；中華運動休

閒產業管理學會

大仁技術學院

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美國北極

星教育公司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臺灣大學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臺灣大學

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臺灣大學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2003年國際運動與健康

研討會

國中健康與體育領域—體

操教學知能研討會

「SET懸吊運動治療」在運

動醫學的應用研討會

92年度運動觀光發展及

休閒產業管理學術研討會

92年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

課程設計與教學評鑑研討

會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93年

度體育學術研討會 CTUSF 

Conference on Ph�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 2004

2004年第三屆運動事業

管理學術研討會

2004年臺灣休閒、運動、

健康產業管理研討會

兩岸運動產業暨運動管理

學術發展趨勢學術研討會

臺灣國際舞蹈醫學會議

93年度體適能教學策略研

討會

2004年國際體育教學研

討會

2004年兒童健康與適應

身體活動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4年國際體適能學術

研討會

2004年運動訓練學國際論

2003/11/07

2003/11/23

2003/12/08

2003/12/27

2003/12/30

2004/05/08

2004/05/24

2004/06/05

2004/07/31

2004/08/08

2004/08/19

2004/08/21

2004/11/06

2004/11/06

2004/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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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學 校 體育學 術 研 究   理 論與實際 結合



吳鳳技術學院

臺北商業技術

學院

屏東科技大學

輔仁大學

國立體育學院

國立體育學院

屏東科技大學

屏東師範學院

臺灣師範大學

銘傳大學桃園

校區

實踐大學高雄

校區

中正大學

新竹師範學院

大葉大學

吳鳳技術學院

臺北商業技術學院技術合作

處

屏東科技大學休閒運動保健

系 

輔仁大學

國立體育學院休閒產業經營

學系

國立體育學院；臺灣體育運動

管理學會

屏東科技大學休閒運動保健

系 

屏東師範學院體育系

臺灣師範大學

銘傳大學

臺灣身體文化學會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中正大學運動與休閒教育研

究所

臺灣運動生理暨體能學會；新

竹師範學院體育學系

大葉大學運動事業管理學系；

壇 International Forum 

on Sports Training II

2004年臺灣體育運動與

健康休閒發展趨勢研討會 

北商論壇體育研討會

第2屆運動觀光及休閒產

業管理學術研討會

2004年國際體育發展學

術研討會

2004年休閒產業經營實

務成果發表會

2004年國際運動與休閒

學術研討會

93年兒童休閒與健康產業

研討會

2004年 巧固 球運 動 科

學學術研討會 Ta iwan 

Tch o u k ba l l  S p o r t s 

Science Seminar 2004

運動與休閒營隊經營管理

國際學術研討會

銘傳大學2005年國際學

術研討會—社會科學組

(體育運動分組)

2005羅漢門傳統技藝‧觀

光與文化國際研討會

2005年全國大專校院運

動會體育學術研討會

2005年運動生理與體能

領域學術研討會

2005年第四屆運動事業

2004/11/27

2004/11/30

2004/12/04

2004/12/11

2004/12/15

2004/12/16

2004/12/18

2004/12/25

2004/12/28

2005/03/12

2005/03/18

2005/04/15

2005/05/07

2005/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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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學 校 體育學 術 研 究   理 論與實際 結合



慈濟大學

屏東師範學院

臺灣體育學院

臺北市體育處

臺灣師範大學

成功大學

臺灣師範大學

和春技術學院

萬大校區

國立體育學院

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師範大學

吳鳳技術學院

臺北市立體育

學院

臺北市立體育

學院

大葉大學體育室；中華運動休

閒產業管理學會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教育部

屏東師範學院體育系

臺灣體育學院舞蹈學系；臺灣

舞蹈研究學會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臺灣師範

大學

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成功

大學體育室

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與發

展中心

和春技術學院體育室

國立體育學院；臺灣運動教育

學會

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成功

大學體育室

臺灣師範大學

吳鳳技術學院

臺灣運動心理學會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臺灣舞蹈

研究學會 

管理學術研討會

第三屆全國體育史學術研

討會

2005年亞太青年高等體

育學術研討會

2005年國際學人舞蹈講

座暨全國研究生舞蹈學術

研討會—舞蹈、文化與機

制：回顧、反省及創新

兩岸運動科學學術研討會

94年度體適能教學策略研

討會

國科會體育學門專題研究

計畫撰寫及學術倫理研討

會(南區場)

2005年國際適應體育學

術研討會

射箭專業技術教學研討會

2005年臺灣運動教育學

會體育教學研討會

國科會體育學門專題研究

計畫撰寫及學術倫理研討

會(北區場)

2005年臺灣運動哲學學

術研討會

2005年臺灣體育運動與

健康休閒發展趨勢研討會

2005年度運動心理學國

際學術研討會

2005年「當舞蹈遇見科

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5/06/04

2005/06/16

2005/06/25

2005/09/24

2005/09/24

2005/10/08

2005/10/12

2005/10/15

2005/10/15

2005/10/22

2005/11/12

2005/11/19

2005/11/25

2005/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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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學 校 體育學 術 研 究   理 論與實際 結合



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體育學院

輔仁大學

中國文化大學

育達商業技術

學院

致遠管理學院

國立體育學院

臺灣體育學院

臺中教育大學

臺灣師範大學

臺大醫院國際

會議中心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中華奧

林匹克委員會

國立體育學院；臺灣運動教

育學會

輔仁大學體育學系

華人運動生理及體適能學者

學會(SCSEPF)；大專院校體

育總會；臺灣運動生理暨體

能學會

教育部；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

會；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臺灣

身體文化學會

致遠管理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體育科學發展委員會

國立體育學院；中華民國健

行登山會；國立體育學院休

閒產業經營學系

臺灣體育學院；臺灣體育學

院教務處學術服務組；臺灣

體育學院休閒運動學系

臺中教育大學；臺中教育大

學體育系

臺灣師範大學運動與休閒管

理研究所

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

第二十八屆奧林匹克研討

會

2005年國際運動教育學術

研討會 200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port 

Pedagog�

2005年臺灣體育發展學

術研討會

第四屆華人運動生理與體

適能學者學會年會及學術

研討會/2005年臺灣運動

生理暨體能學會年會

2006苗栗火旁龍‧文化與

觀光研討會

2006年海峽兩岸休閒運

動學術研討會

第十屆大專院校登山運動

研討會暨國立體育學院休

閒產業經營學系創系10週

年慶系列活動

2006年身體活動問卷與

測驗的設計及施測工作坊

95年體育師資培育趨勢學

術研討會

第六屆中華民國運動與休閒

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Six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port and Leisure 

Management

TASSM2006國際學術研

討會

2005/12/09

2005/12/09

2005/12/11

2005/12/16

2006/02/10

2006/03/20

2006/04/15

2006/04/30

2006/05/06

2006/05/13

2006/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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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學 校 體育學 術 研 究   理 論與實際 結合



彰化師範大學

國立體育學院

正修科技大學

新 竹 凱 撒 大

飯店

國立體育學院

明新科技大學

臺灣體育學院

正修科技大學

臺北市立體育

學院天母校區

臺灣大學

屏東教育大學

臺灣體育學院

臺北市立教育

大學

臺北教育大學

高雄國賓大飯

店

國立體育學院

彰化師範大學；彰化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國立體育學院；長庚養生文化

村

正修科技大學；臺灣運動生理

暨體能學會；正修科技大學運

動健康與休閒系；正修科技大

學體育室

亞太聽障體育聯盟；中華民國

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

國立體育學院；國立體育學院

運動保健學系

明新科技大學；臺灣體育運動

史學會

臺灣體育學院舞蹈系

臺灣運動生理暨體能學會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臺北市體

育處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臺灣師範

大學運動與休閒學院；臺灣大

學體育室

屏東教育大學

臺灣體育學院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臺北教育大學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臺灣運動傷害防護學會；國立

2006年國科會研究計畫

撰寫申請實務及運動生物

力學儀器操作應用研討會

2006年海峽兩岸傳統與

新興養生運動學術研討會

2006年幼兒體適能教學

研討會

第一屆亞太聽障體育技術

研討會

2006年國際運動保健學

術研討會

2006年體育史學暨運動

休閒發展研討會

2006年舞蹈教育趨勢國

際學術研討會

2006年運動生理與體能

領域學術研討會

2006年臺北體院運動教

育學術研討會

2006年國際體育教學研

討會

2006年體育學術研討會

95年全民運動學術研討會

95年度國際華人民俗體育

學術研討會

2006年臺灣運動哲學研

討會

高雄2009世運會主場館

新建築的營建知識研討會

95年運動傷害防護工作坊

2006/05/27

2006/05/27

2006/05/27

2006/06/02

2006/06/03

2006/06/04

2006/06/23

2006/06/24

2006/08/17

2006/08/22

2006/09/30

2006/10/20

2006/10/20

2006/11/18

2006/11/30

2006/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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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學 校 體育學 術 研 究   理 論與實際 結合



吳鳳技術學院

慈濟大學

銘傳大學台北

校區

臺北市立體育

學院

臺中技術學院

臺灣師範大學

嘉義大學民雄

校區

臺北市青少年

育樂中心

國立體育學院

南開技術學院

日月潭涵曦會

館

臺北市立體育

學院天母校區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學院運動保健學系；國立

體育學院球類技術學系

吳鳳技術學院

慈濟大學

銘傳大學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臺中技術學院；臺中技術學院

體育室；臺中技術學院休閒事

業學系

臺灣師範大學運動與休閒學

院

臺灣運動生理暨體能學會；嘉

義大學體育系

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

國立體育學院；臺灣運動健康

學會

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

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臺灣舞蹈

研究學會 

臺灣身體文化學會

(三)—棒球運動傷害功能

復健訓練

2006年臺灣體育運動與

健康休閒發展趨勢研討會

2007年慈濟大學體育學

術研討會

銘傳大學2007國際學術

研討會—國際體育運動

與健康休閒發展學術研

討會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96年度

體育學術研討會

2007年體育專業發展與

運動休閒趨勢研討會

第七屆運動與休閒管理國

際學術研討會

2007年國際運動生理與

體能領域學術研討會

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

2007年國際研討會

2007年海峽兩岸養生運

動教學研討會

2007年全國大學校院運

動休閒管理相關系所發展

研討會(南榮場)

2007年全國大學校院運

動休閒管理相關系所發展

研討會(日月潭場)

2007年海峽兩岸當代舞

蹈論壇

2007新竹義民節慶．文化

與觀光國際研討會

2006/12/23

2007/01/20

2007/03/17

2007/05/05

2007/05/11

2007/05/18

2007/05/19

2007/05/19

2007/06/30

2007/08/23

2007/08/23

2007/08/24

2007/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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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體育

學院、臺北市

立啟智學校

臺東大學

臺南大學

國立體育學院

臺灣師範大學

花蓮教育大學

吳鳳技術學院

臺大醫院國際

會議中心

中山大學國際

會議

國立體育學院

臺灣大學

輔仁大學

臺灣體育學院

銘傳大學基河

校區

臺大醫院國際

會議中心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身心障礙

者轉銜及休閒教育研究所

臺東大學體育系

臺南大學體育學系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運動生物

力學學會

花蓮教育大學

吳鳳技術學院運動健康與休

閒系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教育部體育司

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

輔仁大學體育學系

臺灣體育學院；日本生理人類

學會

銘傳大學

中華民國高級中學體育總會

身心障礙者轉銜及休閒教

育學術研討會

2007年台東大學國際體

育學術研討會

體育教學精緻化學術研討

會

第三十屆奧林匹克研討會

2007年國際運動生物力

學研討會暨臺灣運動生物

力學年會

2007年臺灣運動哲學研

討會

2007年臺灣體育運動與

健康休閒發展趨勢研討會

2007年國際運動賽會經

驗傳承研討會(台北場)

2007年國際運動賽會經

驗傳承研討會(高雄場)

2007年國際體育運動高

等教育高峰論壇

2007年體育運動學術團

體聯合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2007年臺灣體育發展學

術研討會

2008年健康與體能國際

學術研討會

2008年國際體育運動與

健康休閒學術研討會

2008年歐洲運動發展國

際研討會—以德國經驗為

例 2008 International 

S � m p o s i u m  o n 

2007/10/17

2007/10/26

2007/10/27

2007/11/02

2007/11/10

2007/11/10

2007/11/24

2007/11/29

2007/12/03

2007/12/06

2007/12/15

2007/12/22

2008/03/01

2008/03/08

2008/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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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應用科技

大學

彰化師範大學

中興大學

彰化師範大學

臺中技術學院

臺灣大學

臺灣體育大學

（桃園）

臺灣體育大學

（臺中）

臺東大學

臺東大學

臺灣師範大學

中華民國高級中學體育總會

中華民國高級中學體育總會

臺灣身體文化學會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彰化師範大學

臺中技術學院

中華民國運動教練協會；臺灣

大學體育室

臺灣體育大學；臺灣體育運動

管理學會

臺灣體育大學

臺東大學體育室

臺東大學體育系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

European Sports (北區

場)

2008年歐洲運動發展國

際研討會—以德國經驗

為例 2008 International 

S�mposium on European 

Sports (南區場)

2008年歐洲運動發展國

際研討會—以德國經驗

為例 2008 International 

S�mposium on European 

Sports (中區場)

2008大甲媽祖節慶與文

化學術研討會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97年度

體育學術研討會

2008年體育專業發展與

休閒產業趨勢研討會

2008年學校運動教練科

學學術研討會

2008年國際運動休閒管

理學術研討會

2008年運動訓練科學暨

運動休閒產業國際學術研

討會

2008年臺東大學運動競

技學術研討會

2008年體育運動史學術

研討會

2 0 0 8 年 國 際 體 育 教

學 研 討 會 T h e  2008 

International Sports 

Teaching S�mposium

2008/03/12

2008/03/14

2008/04/12

2008/05/10

2008/05/23

2008/05/24

2008/06/07

2008/06/28

2008/06/28

2008/08/02

2008/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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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體育大學

（桃園）

屏東教育大學

吳鳳技術學院

中國文化大學

臺灣體育大學

（臺中）

中正大學

臺灣體育大學

（桃園）

銘傳大學基河

校區

長榮大學

屏東科技大學

立德大學

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體育大學；海峽兩岸體育

研究學會

屏東教育大學體育學系

吳鳳技術學院運動健康與休

閒系

中華民國撞球運動協會；亞洲

花式撞球聯盟

臺灣體育大學休閒運動學系；

臺灣體育大學休閒運動管理

研究所；明道大學休閒保健學

系

中正大學

臺灣體育大學；中華臺灣國術

會

銘傳大學

長榮大學運動休閒管理學系

屏東科技大學休閒運動保健

系；屏東縣政府建設處；臺灣

體育運動管理學會

臺南縣政府；立德大學；臺灣

身體文化學會

臺灣師範大學運動與休閒學

院

2008年北京奧運會後兩

岸體育發展研討會

2008年運動科學暨休閒

遊憩管理學術研討會

2008年國際體育運動與

健康休閒發展趨勢研討會

2008年國際撞球訓練科

學研討會/2008年亞洲

花式撞球年盟教練講習

會

2008年兩岸跨世紀休閒

產業研討會

2009年運動科學與休閒

治療學術研討會

2009年臺灣客家武術文

化學術研討會

2009年國際體育運動與

健康休閒學術研討會

2009年國際華人民俗體

育學術研討會

2009年全國大專校院學

生運動觀光遊程設計創意

研習會暨運動觀光發展高

峰論壇

2009年南瀛節慶‧休閒‧

文化國際研討會

第 九 屆 運 動 與 休 閒 管

理 國 際 學 術 研 討 會 

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port and 

Leisure Management

2008/11/22

2008/11/29

2008/11/29

2008/12/12

2008/12/27

2009/01/17

2009/02/14

2009/03/07

2009/03/14

2009/03/14

2009/03/31

2009/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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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臺中技術學院

臺中技術學院

救國團劍潭青

年活動中心

屏東教育大學

臺灣體育大學

嘉義校區

臺灣體育大學

(臺中)

臺灣體育大學

（臺中）

臺北福華國際

文教會館

國立體育大學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輔仁大學

臺中技術學院

臺中技術學院

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

屏東教育大學體育學系

臺灣體育大學運動保健學系

臺灣體育大學(臺中)

臺灣體育大學體育舞蹈學系

（臺中）

國際體適能全民運動總會；行

政院體育委員會；中華奧林匹

克委員會

臺灣運動社會學會；國立體育

大學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98年度

體育學術研討會

2009年運動教育專業發

展與休閒產業趨勢研討會

2009年體育專業發展與

休閒產業趨勢研討會

第 五 屆 亞 洲 運 動 管

理協會 年 會 T h e  5 t h 

Asian Association for 

Spo r t  Management 

Conference

2009年健康促進暨休閒

遊憩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9年高齡者運動保健國際

研討會 200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ctive 

A g i n g  a n d  H e a l t h 

(ICAAH)

2009年運動休閒產業暨

產學合作研討會

2009年臺灣舞蹈與民俗

節慶的在地精神—身體文

化表現時間與空間的移動

觀點學術研討會

2009年台北國際體適能

全民運動總會世界研討

會 21st TAFISA WORLD 

CONGRESS

2009年第一屆臺灣運動

社會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9/05/16

2009/05/27

2009/05/30

2009/06/12

2009/06/13

2009/06/13

2009/06/20

2009/06/26

2009/09/03

2009/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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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統計至2009年9月30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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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9-3-3可以得知，2000~2009年9月國內

舉辦研討會有幾個特色：

1. 學術研討會舉辦場次急遽增加

相較2000年以前，每一年舉辦體育學術研

討會大約不超過六場，而2000年後，每一

年舉辦體育學術研討會皆超過10場。

2. 學術研討會的性質愈來愈多元

2000年以前的體育學術研討會，主題重點幾乎只和體育和運動有關，2000年後，由

於體育運動學術學門逐漸釐清和確立，各學門的學術團體，辦理各學群相關研討會，

研討會的主題和名稱愈來愈多元。

3. 本土運動相關研討會逐漸受到重視

過去國內學術研討會大都偏重於西方運動項目和學術活動，不過臺灣身體文化學會，

從2005年至2009年陸續辦理與本土傳統體育活動和文化相關研討會，使沉寂已久的

本土運動和文化受到重視，更多研究生投入相關領域研究。

4. 運動結合休閒、觀光、遊憩之研討會蔚為主流

在國人逐漸重視其生活品質和身體健康的趨勢之下，運動結合休閒、觀光、遊憩的研

究議題愈來愈多，也成為當前研討會的主流議題。

5. 體育學術發表、研討會之轉型

從1979年開始，中華民國體育學會每年都會獨自辦理體育學術論文發表會，不過從

2006年起，結合其他體育學術文化團體，共同辦理體育運動聯合年會，讓不同領域學

者專家也能在跨領域學門的課題中，參與討論和成長。

6. 體育學術研討會與國際接軌

2000年後學術研討會通常以舉辦國際研討會為主軸，邀請國外學者，以英文、中文為

主要語言，促使國內和國際體育學術的交流沒有障礙，同時也能夠瞭解當前國際體育

研究的現況和趨勢，獲得最新體育研究成果的相關訊息。

7. 學術或運動團體和大專院校合辦研討會

早期學術研討會幾乎由學術團體辦理，2000年後不少學術研討會，由學術或運動團體

結合學校場地與學術研究人才共同來辦理，不僅可以整合舉辦研習的各項資源，也讓

學校體育學術研究人員可以就近參加各項的研討會。

1998年第十三屆曼谷亞運科學會議（徐元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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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學術研討會和發表會的舉辦，通常可以成為體育學術研究成果發表和意見交流之平台，

本節從1971年以前、1971~1984年、1985~1999年、2000~2009年4個階段來說明國內體育

學術研討會發展的概況。在1971年以前，在大陸成立的中華體育學會，和政府播遷來台

之後的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只有單一的年團體辦理體育學術研討會或發表會。

1971~1984年階段舉辦的體育學術研討會特色，就是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和從

1979年起的中華民國體育學會，每年分別地舉辦了學術論文發表會，所投稿之文章都需經

由發表會的發表和討論，審查學術論文過程嚴謹，因此也提升了論文的水準。1985~1999

年辦理的學術研討會，除了上述2個學會每年皆固定辦理1次學術發表會，其他辦理重點放

在國際體育教學研討會、體育研究法研習會、運動科學研討會等，且另有創新的做法，就

是1993年舉辦了海峽兩岸體育交流座談會，成為海峽海岸體育學術交流的首例，和辦理

分區體育研討會，讓全國各地體育研究同好，都能就近參與體育研討會。2000~2009年9

月此階段辦理學術研討會之特色，包括學術研討會舉辦場次急遽增加、學術研討會的性

質愈來愈多元、本土運動相關研討會逐漸受到重視、運動結合休閒、觀光、遊憩之研討會

蔚為主流、體育學術發表、研討會之轉型、體育學術研討會與國際接軌、學術或運動團體

和大專院校合辦研討會。

 肆 體育專業刊物之出版

我國近代體育方面專門期刊，初始於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時期，而發達於抗日戰爭前十

年間。抗戰時期，各種報刊陷於停頓狀態；抗戰勝利後內戰不斷，體育報刊業終走頹勢。（許

義雄，1994：3）直至國民政府遷台，我國體育學術發展經由大陸來台的體育學者，將體育

帶進學術殿堂。（徐元民，2009：18）因此，本節擬分為1911~1937年（民國成立至抗戰前）、

1938~1945年（抗戰期間）、1945-1969年（戰後至臺灣師大體育研究所成立前）1970-1986年

（臺灣師大體育研究所成立至國立體育學院成立前）、1987-2008年（國立體育學院成立至

2008年）五個時期，分別論述。

一、1911~1937年（民國成立至抗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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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1911年至1937年所出版的體育專書，涵蓋範圍為：《小學遊戲科教學法》、《體操》、

《學校體育行政》、《田徑賽的理論與實際》、《戶內棒球術》《體育測驗法》、《小學體育教

學》、《棒球規則》、《舞蹈入門》、《籃球裁判法》、《體育管理》、《體育哲學》、《網球》、

《棍棒》、《運動衛生》、《柔軟體操教學法》、《器械疊羅漢》、《中國體育概論》、《體育行

政》、《體育原理》、《高爾夫》、《疊羅漢大全》、《排球》、《毽子比賽法》、《德國復興體

操》、《德國新體操》、《滾翻運動圖解》、《丹麥體操圖說》、《跳繩遊戲百種》、《運動急救

法》、《弄丸健身術圖說》等等專書300多本。（吳文忠，1967：298-314）顯見，民國肇造至抗

戰前，體育專書的出版已開始萌芽。

期刊方面：《體育週報》1918.12-1920.10（湖南長沙出版）、《精武雜誌》1920-1925.10

（上海出版）、《體育季刊》1922.5-1924.12（上海出版）、《教育與人生》1923.10-1924.12（上

海出版）、《體育世界季刊》1927.3-1929.9（上海出版）、《國術週刊》1930.5-1936.5（南京出

版）、《體育》1932.1-1940.8（北平）、《體育週報》1932.2-1933.9（天津出版）、《體育月刊》

1932.10-1933.7（南京出版）、《體育研究與通訊》1932.12-1937.3（江蘇鎮江出版）、《勤奮

體育月報》1933.12-1937.7（上海出版）、《國術、體育、軍事週刊》1933.10-1934.12（南京出

版）、《體育周刊》1933.12-1937.6（青島出版）、《乒乓世界》1934.6-1937.3（上海出版）、《國

術統一月刊》1934.7-1935.3（上海出版）、《體育季刊》1935.1-1937.6（上海出版）、《足球世

界》1935.1-1937.1（上海出版）、《體育世界》1935.5-1939（上海出版）、《上海體育》1937.1-

1937.4（上海出版）。（許義雄，1994：1-538）我國自清末實行新體育以來，教材方面僅限於

體操遊戲的範圍，仿德日制度，繼由西洋教會人士介紹田徑球類，偏英美制。（吳文忠，1967：

128）因此，本時期可謂體育思想與觀念的發韌期，透過期刊的出版，互相切磋，學術本無國界

之分，貴在順應世界潮流與適合本國國情。

二、1938~1945年（抗戰期間）

抗戰其間的專書有《現代游泳》、《器械運動圖解》、《歐洲體育考察日記》、《近代德式

體操理論與實際》、《體育衛生》、《女子田徑運動》、《簡易師範學校教科書體育》、《體育教

材大全》、《雙槓運動》、《運動生理學》、《上海體育年鑑》、《各級學校體育實施方案》、《體

育心理學》、《德意志體育概況》（江良規）、《國民體育常識》、《國民健身操》、《徒手體操教

材與教法》、《籃球運動》、《課外運動》、《體育法令彙編》、《體育概論》、《戰時體育補充

教材》、《體育之基本原理與實際》、《學生體格標準》、《體育教師手冊》（吳文忠）、《籃球

競賽之理論與實際》、《小學體育》（高梓）、《小學韻律活動》（高梓）、《小學競技運動教材

教法》（王復旦）、《單雙槓教材教法》（蕭保源）、《體育原理》（江良規）。（吳文忠，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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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380）此時期由於研究風尚迄今未開，故富有學理價值的研究著作甚少，故研究成果與出

版物至為貧乏，大都偏重運動技術，研究工作與著述又非一蹴可及，再加上戰亂，此時期未有

重大進展。

期刊方面：《體育通訊半月刊》（全國體協重慶出版）、《新中國體育》（重慶出版）、《健

與力月刊》（商務重慶出版）、《中華體育》（中華體育學會重慶出版）、《國民體育季刊》（教

育部國民體育委員會重慶青木關）、《中國青年體育季刊》（三民主義青年團重慶）、《體育與

健康教育》（湖南藍田國立師範學院）、《「建進」體育專號》（國立西北師範學院甘肅蘭州）。

（吳文忠，1967：371）戰時體育刊物，仍以大後方的重慶為重鎮。1938年中華體育學會在四川

重慶復會，延續了戰亂時期的體育計畫推動及研究工作，大後方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可見一般。

三、1945-1969（戰後至臺灣師大體育研究所成立前）

此時期無論是期刊與圖書，如雨後春筍般的開展。以國民政府遷台後為例，專書部份即

可分為：理論類（新體育原理、體育概論、奧林匹克哲學等）、史料類（奧林匹克運動會史、西

洋體育史、奧林匹克滄桑錄、體育史等）、行政類（體育法令彙編、體育行政、體育組織與行政

等）、建築與設備類（體育場建築與設備、田徑場地與設備、運動器械與設備等）、生理衛生類

（健康生活、運動與疲勞、運動生理學等）、教材教法類（國民學校運動教材、體育教材教法

研究、體育教學研究、體育分科教材教法等）、測驗統計類（臺灣田徑賽紀錄統計集、體育測

驗及統計、臺灣中小學生身高體重測量報告書）、運動科學類（日文講座中文譯本十冊）、規則

裁判指導類、外國體育類（日本戰後體育、美國體育等）、亞運奧運類、課本類、體操遊戲類、

舞蹈類、田徑類、游泳救生類、籃球類、棒（壘）球類、排球類、網球類、其他球類、自衛活動類

（太極拳圖說、柔道學、擊劍入門等）、其他類（體育名詞、體育手冊等），共二十三大類。（吳

文忠，1967：572-590）此時期許多著作集中在江良規、吳文忠、朱重明、鄭煥韜、周鶴鳴、吳萬

福、廖漢水、焦嘉誥等人。

期刊方面：一般部份：《體育論文專號》、《臺灣體育通訊》（半月刊）、《體育研究》（雙月

刊）、《今日體育季刊》、《中華田徑》（月刊）、《國術通訊》、《臺灣體育》、《體壇》、《偉華

體育旬刊》、《民族舞蹈月刊》、《中華體育》（月刊）、《體育研究》、《華岡體育》。球類方面：

《籃球年刊》、《棒球界》、《排球報導》、《史金尼籃球教練術》等。

1970年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成立，體育學術的研究又向前跨一大步。

四、1970~1986年（臺灣師大體育研究所成立至國立體育學院成立前）

1970年臺灣師大體育研究所創設，是為臺灣第一個體育專業研究機構，亦是臺灣「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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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述」的分水領，正式邁向一個嶄新的里程。（徐元民，2009，18）其中，臺灣師大體育研究所

1973-1992年間出版之《體育研究所集刊》，提供一研究發表的園地，帶領了體育學術的研究

風氣。1979年中華民國體育學會出版之《體育學報》，成為日後體育界指標性之刊物，有其歷

史傳承。

此時出版的專書，經蒐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館藏計有：《體育手冊》、《運動的黃金世

界》、《體育概論》、《體育的理念》、《中華民國青少年之體格與體能狀況發展趨勢之研究》、

《體育建築設備》、《體育生理學之探討》、《體育司成立七週年工作報告》、《中華民國青少

年體能測驗之編製》、《體育運動與德育》、《體育學系學生在學成績分析 :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72級》、《體育測驗與統計》、《體育教學研究》、《中國體育思想導論》、《體育統計方法的

研究》、《體育哲學》、《體育學研究入門》、《體育教學法》、《體育學研究法》、《體育課實施

興趣選項教學的回溯研究》、《體育從業人員供需量調查》、《體育原理》、《體育運動心理學

實驗指引》、《體育測驗》、《台閩地區社會運動場地設備調查》、《體育衛生法規彙編》、《宋

江陣研究》、《體育師資訓練課程研究》、《體育運動與人體關係》、《體育教學策略》、《體育

健康休閒活動研究法》、《體育學園勤墾錄 : 吳文忠八十回顧影集》、《美國棒球》、《體育手

冊》、《體育教學研究》、《體育科學之範疇》、《體育原理》、《體育心理學》、《體育行政》、

《體育休閒活動運動研究論文寫作方法》、《體育衛生行政》、《體育社會學理論與方法》、

《體育教材教法研究》、《體育分科教材教法》、《體育社會學》、《體育原理綜合新論》、《體

育學原理》、《體育》、《運動安全手冊》、《體育行政》、《體育界彙集》、《體育》、《體育常

識》、《體育原理》、《體育論文索引》、《體育法規選輯》、《體育運動名詞辭典 = English-

Chinese Dictionar� of Sports》、《體育大辭典》、《體育社會心理學》、《體育測量與評

價》、《體育行政概論精粹》、《運動科學與訓練 : 運動教練手冊》、《體育課之教師行為分析 

: 台北市國民小學舞蹈教學研究》、《他的蹤跡 : 國立體育學院首任院長蔡敏忠教授》、《體

育》、《體育運動策略性行銷》。

此時期的體育理論、體育教學、體育心理、體育哲學、體育行政、體育社會學、體育教材教

法、體育思想、體育測量、體育法規等類別，為日後體育分科奠定了良好之基礎。

五、1987~2008年（國立體育學院成立至2008年）

本時期國立體育學院成立，為臺灣體育帶來新風貌，許多歸國學者，回國服務，為體育學

術注入新生命。經蒐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館藏計有：

《運動哲學研究：遊戲、運動與人生》《Mosston(摩斯登)體育教學光譜的理論與應用》、

《體育法規選輯》、《體育課程系統規劃專題研究 : 第一階段研究成果報告》、《體育常識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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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體育運動社會學》、《體育教學的心理》、《體育測驗與測量》、《體育管理》、《體育教

學輔導》、《體育課程系統規劃專題研究 : 第二階段研究成果報告》、《抗老功》、《體育情懷

正常心》、《體育課學生行為之描述分析—以台北縣國民小學開放教育之體育教學為例》、《運

動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摘要集》、《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摘要集》、《體育／娛樂類》、《台中

縣國民小學...學年度體育教學實況評鑑》、《體育與活動教學法》、《體育運動心理學》、《運

動心理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五十週年校慶體育學系特刊》、《幼兒教師體能講座》、《運動

健康講座》、《體育運動論文集》、《體育教師與教練必備的心智訓練法》、《體育教材教法》、

《我國體育管理學門專業課程之編擬》、《籃球技術入門》、《硬式網球技巧 = Tennis》、《體

育運動社會學》、《體育運動策略性行銷》、《體育文史方法論》、《體育法規彙編》、《硬式網

球基本練習法》、《羽毛球技術入門》、《撞球》、《網球》、《羽毛球》、《體育教學研究與實

務 : 運動技能學習與體適能促進》、《體育外文圖書摘譯》、《桌球》、《體育法令彙編》、《排

球學習技巧》、《足球》、《高爾夫基礎學習法》、《籃球》、《籃球學習技巧》、《中華民國體

育統計》、《國民小學體育遊戲指導法》、《體育心理學》、《體育與行政管理的思考》、《運動

百科》、《排球》、《桌球技術入門》、《羽毛球訓練技術》、《運動生理學》、《體育的理念》、

《游泳入門 = Swimming》、《慢跑馬拉松訓練法》、《田徑》、《籃球學習教室》、《網球基礎

學習法》、《硬式網球學習法》、《舉重》、《跆拳道》、《乒乓球訓練技術》、《體育測驗與評

量》、《游泳與潛水技術 = Swimming and diving》、《初學游泳》、《桌球學習技巧》、《運

動科學與訓練 : 運動教練手冊》、《臺灣世紀體育名人傳 : 傳奇與榮耀 》、《體育課程教學設

計理論與實務》、《體育學導論 》。

上述師大圖書館所館藏之體育書目，當可發現，競技性的單項運動專書已陸續出版，是此

時期較為特別的地方，此與運動競技化有相當大的關聯。        

由於前面各期所紮下的基礎，臺灣體育學術的專著與刊物，更加蓬勃的發展。筆者再進

入國家圖書館，館藏查詢，以「運動」、「體育」為關鍵字做為圖書之查詢，2008年、2007年、

2006年、2005年、2004年，近五年做介紹，我國專書與研究如附錄一。

由此可知，邁向二十一世紀，我國運動專書出版相當多元化，無論是運動科學、運動哲學、

運動史學、運動管理學、運動醫療、運動訓練法、運動心理學、殘障奧運、運動賽會舉辦之建築

館場設計等等，都有相當傑出的表現。此期較為特別的是許多論文，願意公開出版與大家分享，

增加了體育學術的深度與廣度，也大大提昇了研究的水準，因為研究素質的提昇，才能勇於出

版；另一方面也因為體育教師升等的壓力，促使相當多的體育教師，致力於學術出版與研究。

隨著各大專院校體育院系及研究所的設立，各分科學會的成立，學校體育刊物的出版更加

專業，使得本期體育刊物著重在質的提昇，研究風氣大為增加。2008年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委託台東大學進行國內教育學門（含體育、圖書資訊領域）學術期刊評比研究，計畫編號：



 期 刊 名  評比總分 分級
 平均 引用 學者 評價

    被引用次數 T分數 評價均數 T分數

大專體育學刊 72.98 1 0.526 73.67 5.41 72.29

體育學報 71.65 1 0.427 67.15 5.65 76.15

臺灣運動心理學報 62.43 1 0.396 65.10 4.63 59.77

中華體育季刊 59.48 1 0.321 60.16 4.57 58.81

臺灣運動管理學報 59.04 1 0.340 61.36 4.44 56.72

運動生理暨體適能學報 54.42 2 0.110 46.19 4.81 62.66

國立體育學院論叢 52.50 2 0.146 48.60 4.42 56.40

臺大體育學報 52.16 2 0.294 58.36 3.77 45.96

運動休閒管理學報 51.88 2 0.203 52.33 4.11 51.42

教育實踐與研究 51.47 2 0.300 58.75 3.66 44.19

成大體育 50.34 2 0.220 53.43 3.85 47.24

運動教練科學 48.64 2 0.151 48.91 3.92 48.37

臺東大學體育學報 48.50 2 0.179 50.72 3.79 46.28

北體學報 47.62 2 0.181 50.89 3.67 44.35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學報 46.19 2 0.070 43.54 3.95 48.85

身體文化學報 45.50 2 0.000 38.93 4.15 52.06

臺灣運動教育學報 45.01 2 0.000 38.93 4.09 52.10

輔仁大學體與學刊 44.44 2 0.082 44.36 3.68 44.52

屏東教大體育 42.96 3 0.091 44.93 3.46 40.98

文化體育學報 42.72 3 0.091 44.93 3.43 40.50

嘉大體育健康休閒 41.64 3 0.051 42.29 3.46 40.98

休閒運動期刊 40.60 3 0.000 38.93 3.54 42.27

臺南大學體育學報 39.96 3 0.000 38.93 3.46 40.98

真理大學運動知識學報 39.15 3 0.012 39.72 3.31 38.57

雲科大體育 38.75 3 0.000 38.93 3.31 3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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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C96-2420-H143-001所顯示之研究成果如表9-4-1。

表9-4-1  國內教育學門（含體育、圖書資訊領域）學術期刊評比

資料來源：引自黃毅志主持2008年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委託台東大學進行國內教育學門

       （含體育、圖書資訊領域）學術期刊評比研究，計畫編號：NSC96-2420-H143-001執行期

限：96年10月1日至97年6月30日，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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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之體育學術刊物，既多且廣，且增加休閒運動之學術刊物，為此時期之特色。雖然，

國內體育刊物的出版相當發達，但要擠身於TSSCI仍相當的困難，以《體育學報》為例：主要因

素仍在於刊登範圍太過於廣雜，審稿太注重格式與遣詞用字，而對創意及實用性著力不足。

（謝伸裕，2008）《體育學報》寫作格式的制式規定，壓縮了運動人文歷史社會學的發展，如

此輕人文重自然科學，將是最大致命傷。2007年《運動文化研究》創刊，作為人文科學交流的

平台，期許以三年的研究成果，使本刊可達成國科會TSSCI（臺灣社會科學引文所引資料庫），

（許義雄，2007：5）每期五篇文章的嚴格把關，將我國運動之深度推向更深層的領域，無論質

量均屬上乘，前景看好。

1991年出刊的《學校體育雙月刊》，至今仍為學校中相當重要的刊物，也廣為大家喜愛。

1969年在台復刊之《國民體育季刊》，包含了學術與各項體育專文及政策；2007年9月重新改

版，繼續刊行。

綜而言之，本小節將我國體育專業刊物之出版分為1911年~1937年（民國成立至抗戰前）、

1938年～1945年（抗戰期間）、1945年-1969年（戰後至臺灣師大體育研究所成立前）、1970

年～1986年（臺灣師大體育研究所成立至國立體育學院成立前）、1987年～2008年（國立體育

學院成立至2008）五個時期，分別論述；而我國體育專業在歷史的長河中仍不斷勇往直前。

 伍 體育學術研究殿堂—國科會體育學研究計畫之分析

文明的發展，工商業的普及，科技、資訊及大眾傳播帶給人們更新的生活型態，體育在此

時，其角色亦隨之改變，原本體育在社會上扮演強化體質的角色，現今，亦隨著休閒俱樂部、職

業運動、健身中心等不同運動團體的出現，讓體育形成多元性的發展。體育的發展，理論與實

務間有共通的效果，由於實務的諸種問題，而形成新的理論，體育的學科屬性亦不斷地分化，

以應付複雜多變的實際情況（周宏室，2002）。

為此，體育學雖置於國科會人文處教育學門之下，但研究內容涵括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

領域，研究性質也不乏定性及定量之研究，為一門較特殊的學術領域，國科會人文處將體育

學門分為九大次領域：運動哲學、體育運動史學、運動社會學、運動行政與管理、體育課程

與教學、運動生理學、運動心理學、運動生物力學及運動教練學。爾後在2005年舉辦的專

家座談會中，經過各體育學領域專家建議整併為六個次領域或學群：運動史哲學、運動行政

與管理、運動心理學、體育課程與教學、運動生理學及運動生物力學（潘慧玲等人，2007：



年 代  姓 名  國 科 會 計 畫 名 稱  出 版 商

1964 吳文忠

1965 吳文忠

1966 吳文忠

1967 吳文忠

1969 吳文忠

1969 吳文忠

1971 吳文忠

1972 吳文忠

1973 吳文忠

中共體育現況及今後體育重建計畫之研究

蘇俄體育制度及其設施研究

各國體育與運動科學研究發展現勢

中國近百年體育史

中國歷代體育活動分類史料研析

中國武術的傳統發展及其改進之研究

西德體育全貌：二次大戰及西德體育復興之研究

日本體育全貌：戰後日本體育發展趨向之研究

中美德日體育專業演變趨勢及其實用效果的比較

中央文物供應社

蘇俄問題研究月刊

臺灣商務印書館

臺灣商務印書館

師大體育學會

師大體育學會

水牛出版社

水牛出版社

師大體育研究所集

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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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為了解體育學門中有哪些研究議題具有重要性及前瞻性，本研究主要從國科會專題研

究計畫補助進行探討與分析。首先，由於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對國內教育基礎理論及應

用研究發展，向來有重大影響，故對國科會近年來補助通過的體育學門專案研究情形進行分

析及探討，也可找出某些具有熱門及前瞻性質的研究議題。六大次領域各有其獨立自主性，也

發展出各自複雜的次領域及重要議題，故在分析時將六個領域個別處理，以便更完整地架構出

體育學門之熱門與前瞻議題。因此，筆者以1984年以前、1985~2009年國科會補助體育學門專

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進精研究趨勢之探討。藉由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sis method）分

析體育學門專題研究計畫的研究主題、研究取向等問題，探討其對學術研究的意義與產業的

貢獻。

一、國科會體育學門專案研究通過計畫和通過件數

（一）1984年以前

1984年以前，申請國科會體育學門研究計畫幾乎落在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系，曾擔任體育系

系主任和第一屆體育研究所所長吳文忠教授，在臺灣師大任教期間，申請國科會通過之計畫，

整理如表9-5-1。

表9-5-1  吳文忠教授申請國科會計畫通過一覽表

資料來源：吳文忠（1990）。體育學園勤墾錄—吳文忠八十回顧影集。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體育研究所，8-60。

從表9-5-1可得知，吳文忠教授在師大任教時間申請國科會計畫通過共有9件，其研究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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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國體育制度和體育史探討，不僅使得體育學門正式跨入國內研究水準最高之國科會研究

大殿，也奠定體育學門成為科學基礎研究的一環。

（二）1985~2009年

國科會體育學門專案研究計畫申請案件之網站，從1991年就開始建置資料，不過體育學

門在1991、1992、1993、1994等4年查無資料，一直到1995年才有2篇通過，若與1995年人文及

社會科學學門共通過1129篇，體育學門僅占0.2%的比率，顯示體育學門通過比率相當低。而

1995~2009年體育學門每年通過件數，整理如圖9-5-1。

圖9-5-1  1995~2009體育學門研究計畫通過的件數

由上圖得知，1995~2009年國科會體育學門專案研究核件通過數量共1095件，若以五年為

一個分析階段，1995~1999年核件通過93件；2000~2004年核件通過444件；2005~2009年間

核件通過558件，顯示體育學門通過案件有逐年成長的趨勢。但若以通過件數最多的2008年

共120件，和其他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門共三十四個學門，核件通過3728件，體育學門只占3.2%

的比率，體育學術研究仍有很大努力成長的空間。

二、1995~2009年國科會體育學門研究計畫各次領域通過件數

    從上述體育學門通過件數，依其各次領域通過件數，整理如表9-5-2所述。

從表9-5-2可以得知1995~2009年各次領域通過的件數，為更詳細瞭解各領域之間的變化

消長，故筆者以五年為一個切點來分析，分別以1995~1999年、2000~2004年、2005~2009年

等三個時期，分析體育學門各領域通過件數之情形。



年度 運動史哲學 運動行政與管理 運動心理學 體育課程與教學 運動生理學 運動生物力學 總計

1995   1  1  2

1996  2 1  2  5

1997 1 3 2 1 6 2 15

1998 2 5 2 2 8 6 25

1999 2 4 8 6 15 11 46

小計 5 12 12 9 29 19 

2000 10 32 14 14 23 10 103

2001 5 16 8 11 17 9 66

2002 9 11 10 15 28 10 83

2003 7 14 10 7 38 17 93

2004 5 15 15 7 35 22 99

小計 36 88 57 54 141 68 

2005 7 14 14 15 33 17 100

2006 4 23 15 9 36 24 111

2007 10 18 12 5 54 17 116

2008 10 18 14 7 47 24 120

2009 6 19 20 12 34 20 111

小計 37 92 75 48 204 102 

總計 78 194 146 111 377 189 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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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5-2  1995~2009年國科會體育學門研究計畫各次領域通過件數一覽表

資料來源：筆者檢索國科會研究計畫申請案件查詢（2009）。https://nscnt12.nsc.gov.tw/

prquer�/WPR11010.ASP?QUERY_TYPE=OLD整理而成，2009.10.05檢索。

（一）1995~1999年

茲將1995~1999年體育學門六領域通過國科會之件數，整理如圖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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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5-2  1995~1999年體育學門六領域國過之件數

從圖9-5-2來看， 1995～1999年運動史哲學領域通過5件、運動行政與管理領域14件、運

動心理學領域14件、體育課程與教學領域九件、運動生理學領域32件、運動生物力學領域19

件。並可以發現，運動生理學領域所佔的比例約34.5％、運動生物力學領域約20.5％、運動心

理學領域約15％、運動行政與管理領域約15％、體育課程與教學領域約10％、運動史哲學領域

約5％。可以看出此階段運動生理學為國科會體育學門研究的主流之一。

（二）2000~2004年

2000~2004年體育學門六領域通過國科會之件數，整理如圖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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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5-3  2000~2004年體育學門六領域國科會核件通過之件數

從圖9-5-3可以得知2000～2004年運動史哲學領域通過36件、運動行政與管理領域88

件、運動心理學領域57件、體育課程與教學領域54件、運動生理學領域141件、運動生物力

學領域68件。從中我們可以發現，運動生理學領域所佔的比例約32％、運動生物力學領域約

15％、運動心理學領域約13％、運動行政與管理領域約20％、體育課程與教學領域約12％、運

動史哲學領域約8％。從比例來看，運動生理學領域約下降3％、運動生物力學領域約下降6％、

運動心理學領域約稍微下降2％、運動行政與管理領域約上升5％、體育課程與教學領域約上

升2％、運動史哲學領域約上升3％。

（三）2005~2009年

2000~2004年體育學門六領域通過國科會之件數，整理如圖9-5-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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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5-4  2005~2009年體育學門六領域國科會核件通過之件數

從圖9-5-4可以得知2005～2009年運動史哲學領域通過37件、運動行政與管理領域92

件、運動心理學領域75件、體育課程與教學領域48件、運動生理學領域204件、運動生物力學

領域102件。並可以發現，運動生理學領域所占的比例約37％、運動生物力學領域約18％、運動

心理學領域約13％、運動行政與管理領域約16％、體育課程與教學領域約9％、運動史哲學領

域約7％。從比例來看，運動生理學領域約上升5％、運動生物力學領域約上升3％、運動心理學

領域則不變、運動行政與管理領域約下降4％、體育課程與教學領域約下降3％、運動史哲學領

域約下降1％。

整體而言，1995~2009年國科會體育學門專案研究各次領域核件通過數量，運動史哲學

領域78件、運動行政與管理領域194件、運動心理學領域146件、體育課程與教學領域111件、

運動生理學領域377件、運動生物力學領域189件（如圖9-5-5）。各領域所占的比例為運動生

理學領域約35％、運動生物力學領域約17％、運動心理學領域約13％、運動行政與管理領域約

18％、體育課程與教學領域約10％、運動史哲學領域約7％。若從此比例來看，在體育學門中，

運動生理學所占比例比其它學門要來得多，似乎成為國科會體育學門的研究主流。唯體育學門

每個領域都有其重要性，雖然體育學門的研究範疇日益朝專業領域各自發展，但過度地強調



 年 代  研 究 主 題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運動生理學（1）、運動領導（1）

運動生理學（2）、運動心理學（1）、休閒運動（1）、運動統計（1）

運動生理學（6）、運動管理（2）、運動心理學（2）、休閒運動（1）、體育課程（1）、

體育史（1）、運動生物力學（2）

運動生理學（8）、運動心理學（2）、運動生物力學（6）、休閒運動（3）、體育史

（2）、體育學門（1）、體育課程（2）、體育行政（1）

運動舞蹈（1）、運動生理學（15）、運動生物力學（11）、運動心理學（8）、體育課

程（2）、休閒教育（1）、體育統計量表（2）、體育史（2）、運動教育（1）、體育師資

（1）、運動管理（1）、學校體育發展（1）

運動舞蹈（1）、運動測量統計（7）、運動生理學（23）、運動心理學（14）、運動生物

力學（10）、運動管理（7）、老人健康休閒（3）、休閒運動（2）、運動社會學（1）、體

育管理（3）、體育場館（4）、運動團隊文化（1）、國術發展（1）、體育課程（8）、體

584

玖 學 校 體育學 術 研 究   理 論與實際 結合

分化將有可能造成體育脫離體育運動的本質，以致缺乏大型跨領域整合性體育運動之研究計

畫。

圖9-5-5  1995~2009年國科會體育學門各領域核件通過的件數

三、1995~2009年國科會體育學門之研究主題

上述分析了國科會體育學全體和次領域之研究計畫通過的件數，若以各領域研究主題來

分析，茲將整理如表9-5-3。

表9-5-3  1995~2009年國科會體育學門之研究主題一覽表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育史（7）、體育思想（1）、體育休閒（2）、職棒生涯成就（1）、運動教育（2）、體育

行政（1）、體育師資（4）

運動心理學（6）、體育課程（6）、運動測量統計（1）、體育史（4）、體育教學（1）、

運動員禁藥（1）、運動傳播（1）、體育場館（2）、運動管理（5）、運動教練培育

（1）、運動生理學（14）、運動生物力學（9）、運動戰術（1）、運動傷害（2）、運動

舞蹈（1）、運動教育（2）、運動競賽（1）、運動測量統計（1）、體育師資（2）、體育

跨國文化比較（1）、休閒體育（1）、民俗體育（1）、體育組織（1）、體育行政（1）

運動心理學（10）、運動生理學（26）、運動生物力學（10）、本土國術（1）、運動

哲學（1）、運動賽會（1）、運動設施（1）、運動管理（3）、運動教育（5）、體育態度

（1）、運動測量統計（2）、體育史（4）、動作發展（1）、運動社會學（2）、身體活動

（1）、體育教師（1）、休閒運動（2）、運動訓練（1）、行為模式（1）、老人生活品質

（1）、民俗體育（1）、體育課程（3）、特殊教育與體育（1）、體育組織（1）、體育教

師評鑑（1）、體育師資（1）

運動生理學（37）、運動哲學（1）、運動生物力學（14）、運動禁藥（1）、體育課程

（2）、體育教師評鑑（1）、運動心理學（10）、運動管理（7）、體育史（5）、運動設施

（1）、運動產業（1）、運動測量統計（2）、運動教育（4）、運動器材（3）、運動社會

學（1）、運動賽會（1）、休閒教育（2）

運動生理學（33）、運動生物力學（20）、運動場館（1）、運動器材（2）、運動心理

學（15）、競技運動（1）、戶外教育（1）、運動社會學（1）、運動管理（2）、體育史

（3）、運動觀光（1）、運動資訊（1）、老年人健康（1）、運動組織（1）、休閒參與

（1）、運動教育（5）、休閒教育（1）、傳統體育（1）、體育教師（1）、運動測量統計

（2）、運動場管（3）、休閒規劃（1）、運動諮詢（1）

運動生理學（32）、運動哲學（2）、體育教師培育（1）、運動生物力學（15）、運動休

閒（4）、運動觀光（3）、運動社會學（2）、運動教育（3）、運動心理學（14）、體育史

（1）、運動休閒（1）、資訊化與運動訓練（1）、動作學習（1）、武術養生（1）、運動

器材（2）、運動測量工具（1）、體育教師（4）、系統觀察（1）、運動消費者（1）、民

俗體育（1）、體育課程（3）、動系統的學習曲線（1）、運動賽會（2）、體育學與學術

倫理（1）、休閒活動（1）、體育行政（1）

運動生理學（36）、運動生物力學（21）、運動組織（1）、運動心理學（15）、運動賽

會（6）、運動哲學（1）、運動產業（1）、運動測量統計（3）、運動教育（6）、運動休

閒（3）、體育史（2）、運動場館（2）、體育課程（3）、體育學門發展（1）、運動器材

（3）、運動與宗教（1）、社會網絡與身體活動（2）、女性休閒（1）、運動教練制度

（1）、運動管理（1）、運動行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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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2008

2009

運動哲學（3）、體育史（3）、運動賽會（8）、運動心理學（12）、運動生理學（54）、

運動生物力學（15）、休閒活動（1）、運動與宗教（1）、體育教學（5）、運動社會學

（2）、運動測量統計（4）、運動管理（2）、傳統養生（1）、運動器材（2）、運動休閒

（1）、女性休閒（1）、體育評鑑（1）、

運動哲學（2）、運動生理學（47）、體育行政（1）、體育史（2）、運動心理學（14）、運

動彩卷（1）、運動器材（2）、運動生物力學（22）、原住民與運動（1）、職業棒球與跨

國文化（1）、戶外探索活動（1）、運動與政治（1）、運動教育（4）、體育教師（2）、運

動媒體（1）、運動人類學（1）、運動團隊（1）、運動政策（1）、運動測量統計（1）、運

動消費者（1）、運動場館（2）、休閒運動（3）、運動社會學（3）、運動參與者遊憩衝

突（1）、運動行銷（1）、運動管理（1）、運動觀光（1）、體育課程（1）

運動哲學（4）、運動心理學（19）、體育課程（5）、運動生物力學（17）、運動生理學

（34）、體適能政策（1）、體育師資（2）、運動器材（2）、運動參與行為（1）、體育史

（1）、體育學術（1）、運動教育（2）、運動政策（1）、運動醜聞（1）、女性運動（1）、

運動測量統計（1）、運動教育（1）、運動視覺特徵（1）、健康與休閒（1）、運動賽會

服務（1）、運動休閒（1）、運動社會學（1）、運動技術測驗（1）、身體活動（1）、運動

消費行為（1）、體育行政（1）、運動管理（1）、運動型電視遊戲（1）、運動組織（1）、

運動行銷（1）、女性休閒運動（1）、社區運動（1）、體育決策（1）、運動媒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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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可以看出1995~2009年各研究主題通過的件數。若再以五年為一個時間切點來分

析，仔細分析研究計畫之題目，1995~1999年國科會體育學門各領域研究的主題大概如下：

（一）運動史哲學領域：近代臺灣體育發展史、足球史、知識份子。

（二）運動行政與管理領域：運動領導量表、休閒參與、運動場館經營、運動舞蹈、休閒設施。

（三）運動心理學領域：知覺、練習安排、回饋實行、身體意象、年齡因素、腦波剖面圖、注

意力訓練。

（四）體育課程與教學領域：體育課程、體育師

資、運動教育、體育目標、樂趣化體育教

學。

（五）運動生理學領域：基因表現、生理表現、

肌肉反應。

（六）運動生物力學領域：動力學、肌肉、力量、
2008年第九屆國際體育運動史研討會(愛沙尼亞)

/徐元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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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模式、器材研發、運動器材對運動表現的影響。

從上述可知，在1995~1999年運動史哲學領域方面較強調臺灣體育發展、單項運動史與

知識分子的探討；運動行政與管理領域方面已有運動休閒的概念與運動場地的經營與休閒設

施的規劃；運動心理學領域方面有心理知覺、回饋訓練、身體意象與腦波剖面圖；運動生理學

領域已開始有基因研究對運動表現的影響、運動補給對運動表現的影響與肌肉反應的影響；

體育課程與教學領域方面包含技職教育體系之體育課程規劃研究、體育師資、運動教育、體育

目標、樂趣化體育教學等；運動生物力學領域有動力學、彈性模式、器材研發、運動器材對運

動表現的影響。

此外，1995~1999年各學術機構通過件精方面，前五名分別是國精臺灣師範大學31篇、國

立體育大學17篇、輔仁大學7篇、文化大學7篇與屏東教育大學5篇。

而2000~2004年體育學門各領域所研究的主題大概如下： 

（一）運動史哲學領域：體育史、運動哲學、體育發展、休閒活動發展、運動社會學、傳統體

育、宋江陣、學校體育史、登山運動。

（二）運動行政與管理領域：全球化趨勢、運動場館經營、職棒球隊經營、休閒規劃、戶外教

育、運動觀光、運動測量統計、休閒產業、運動賽會、運動傳播。

（三）運動心理學領域：知覺、焦慮、注意力訓練、競技運動、回饋實行、身體意象、年齡因

素、腦波剖面圖。

（四）體育課程與教學領域：運動教育、休閒教育、理解式教學、運動教育模式、Mosston互

惠式、建構式教學、身心學、創造思考教學。

（五）運動生理學領域：運動表現、被動反覆衝擊式肌力訓練、肌肉損傷、振動訓練、有氧

運動、增強式運動、間歇性訓練、運動禁藥。

（六）運動生物力學領域：動力學與肌電訊號、肌電圖與肌動圖、肌肉、力量、彈性模式、器

材研發、運動器材對運動表現的影響。

從上述可知，2000~2004年運動史哲學領域方面研究偏向臺灣學校體育史發展、傳統體

育研究、休閒活動發展、運動哲學等，並開始有運動社會學的議題；運動行政與管理領域方面

開始有全球化趨勢的概念，以及運動場館與職棒球隊經營、休閒與戶外教育、運動觀光、運

動測量統計、運動賽會與傳播；運動心理學領域方面有知覺與焦慮、注意力訓練、身體意象與

回饋實行、腦波訓練等；運動生理學領域則強調運動表現、被動反覆衝擊式肌力訓練、肌肉損

傷、有氧運動、增強式運動、間歇性訓練、運動禁藥等議題，這時也開始有振動訓練與肌肉反

應的影響；體育課程與教學領域方面包含理解式教學、運動教育模式、Mosston互惠式、建構

式教學、身心學、創造思考教學；運動生物力學領域包含動力學與肌電訊號、肌電圖與肌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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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模式與器材研發、運動器材對運動表現的影響等。    

此外，2000~2004年各學術機構通過件精方面，前五名分別是國精臺灣師範大學95篇、國

立體育大學71篇、臺北市立體育學院39篇、臺灣體育學院18篇、文化大學17篇。此時，其它領域

和系所也開始對體育運動產生濃厚的興趣，像是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陽明大學、臺北醫學

大學、長庚大學、龍華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骨科、樹德科技大學資

訊管理系、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骨科等，這也說明投入國科會體育學門的研究，已不限於與體

育運動相關之人員和機構。

而2005~2009年間所研究的主題大概如下：

（一）運動史哲學領域：運動身體經驗、運動現代化之歷史、球員情感人類學研究、運動醜

聞、殖民時期體育史、運動與政治、原住民與運動、運動與國族主義傳統運動的現代

化、運動與宗教、臺灣當代體育專業知識份子、球場運動圖像。

（二）運動行政與管理領域：體適能政策追蹤評估、體育學術品質評估、運動政策、運動休

閒、運動行銷、運動場館、運動賽會、運動滿意度、教練證照、運動觀光、運動傳播。

（三）運動心理學領域：運動成就目標、結構訊息、參與動機、幸福感、復健信念、角色楷模、

運動熱情、訊息回饋。

（四）體育課程與教學領域：體育潛在課程、行動反思對術科學習、實習輔導模式、電腦模擬

體育課、有效教學、課程價值取向、教師自我效能、教學策略。

（五）運動生理學領域：體適能、身體活動、運動訓練、神經回饋訓練、間歇性訓練、運動強

度、運動介入、運動疲勞、營養學、運動醫學。

（六）運動生物力學領域：動作分析、動力學分析、運動器材分析、步態分析、肌肉訓練系統。

從上述可知，2005~2009年運動史哲學領域方面研究題材較為廣泛，包含體育人物誌、身

體經驗、運動球場圖像、體育史、運動與族群、政治、國族主義等研究主題；運動行政與管理

領域包含運動政策、運動休閒、運動行銷、運動場館、運動賽會、運動滿意度、教練證照、運動

觀光、運動傳播等研究主題；運動心理學領域包含運動成就目標、參與動機、幸福感、復健信

念、角色楷模、運動熱情、訊息回饋等研究主題；體育課程與教學領域包含體育潛在課程、行

動反思學習、實習輔導模式、電腦模擬體育課、有效教學、課程價值取向、教師自我效能、教學

策略等研究主題；運動生理學領域包含體適能、身體活動、運動訓練、神經回饋訓練、間歇性

訓練、運動強度、運動介入、運動疲勞、營養學、運動醫學等；而運動生物力學領域包含動作分

析、動力學分析、運動器材分析、步態分析、肌肉訓練系統等。

此外，2005~2009年各學術機構通過件精方面，前五名分別是國精臺灣師範大學92篇、國

立體育大學50篇、臺北市立體育學院40篇、國立成功大學33篇、臺灣體育學院27篇。而在此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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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不少私立大專院校也通過國科會的計畫，也說明國科會計畫的申請，非常受到國內公私立

大專院校相關體育運動系所的重視，而且和2000~2004年一樣，有許多非體育運動系所紛紛

投入國科會體育學門研究計畫的申請，像是觀光系、醫學系、護理系等。也象徵體育學門學術

研究的觸角已衍伸到其他領域和科系之中。

四、小結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對國內教育基礎理論及應用研究發展，向來具有重大指標性的

意義和影響，體育學門當然也不例外，因此國內公私立大專院校對國科會研究計畫申請案愈來

愈重視，每年通過的件數也有逐年成長的趨勢，研究的主題也愈來愈廣泛而多元，但相較其他

學門申請通過的案件，體育學門仍有很大努力的空間。而透過國科體育學門研究專案的分析，

找出某些具有熱門及前瞻性質的研究議題，期能體育學門在未來國科會申請通過的量能持續

地增加，並且也可以不斷地提升體育學術研究的水準。

 陸 體育學術研究人員培育機構之設立

回溯歷史的軌跡，國民政府在大陸執政之時，由於不斷地受到戰爭的影響，整個國家社

會動盪不安，所以當時體育培育機構和制度都未臻完善，體育學術研究幾乎落在個人的身

上，如江良規、郝更生等人，故1911~1984年體育學術研究人員培育機構，撰寫重點放在國民

政府播遷來臺後這段時期，以下就從1911~1984年和1985~2009年來說明體育相關系所的設

立和沿革。

一、1911~1984年體育學術研究人員培育機構

（一）1971年前

臺灣學校體育學術研究人員培育機構之設立，最早為1946年臺灣師大體育系的設立，初時

設為「四年制體育專修科」，於1948年將體育專修科改體育學系。爾後陸續有幾所體育專業學

校和科系的成立，1961年臺灣省立體育專科學校成立，1962年文化大學體育學系設置，1967年9

月臺東師範學校改制為師範專科學校，設置體育系，1968年臺北市立體育專科學校成立（劉一

民，1999：19）。上述這些學校，當時不僅為培育體育人才，也是體育學術研究最主要機構。

1969年當時師大體育系主任吳文忠籌設師大體育研究所計畫課程、設備、教授人選、經費



 年代 專業機構名稱 主導者 學 制 組 織  教 育、體 育 大事

 1971 臺灣師大 吳文忠

  輔仁大學 唐恩江

  文化學院 張煥龍

  臺灣體專 周鶴鳴

  臺北體專 林鴻坦

  臺東師專 

 1972 臺灣師大 吳文忠

  輔仁大學 唐恩江

  文化學院 張煥龍

  臺灣體專 周鶴鳴

  臺北體專 林鴻坦

  臺東師專 

 1973 臺灣師大 楊基榮

  輔仁大學 唐恩江

  文化學院 張煥龍

  臺灣體專 周鶴鳴

  臺北體專 林鴻坦

  臺東師專 

體育系、體育研究所（碩

士班）

體育系

體育系

三 專 制 體 育 科（日 夜

間）、五專制體育科

二專制、五專制

體育師資科

體育系、體育研究所（碩

士班）

體育系

體育系

三 專 制 體 育 科（日 夜

間）、五專制體育科

二專制、五專制

體育師資科

體育系、體育研究所（碩

士班）

體育系

體育系

三 專 制 體 育 科（日 夜

間）、五專制體育科

二專制、五專制

體育師資科

退出聯合國

1、教育部公布五年制師範專科

學校科目表

2、教育部公布「公私立中等學

校體育成績優良學生保送甄試

升學辦法」

1、 教育部成立體育司

2、 教育部公布「高級中學以上

校體育實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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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報教育部，並向行政院主管單位簡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務會議決議成立籌備小組，1970

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招生委員會決議設體育研究所，並自本年度起開始招生，吳文忠任體育研

究所首任所長（吳文忠，1990）。這是我國學校體育學術培育機構的一大突破，就是以學術研

究為主的研究所首次成立。

（二）1971~1984年

1971年我國剛好退出聯合國，至1984年為止，國內有6所培育體育學術研究人員之機構，

以下茲將專業機構名稱、主導者、學制和組織、教育體育大事，彙整如表9-6-1所述。

表9-6-1  1971~1984年我國體育學術研究人員培育機構之概要



 1974 臺灣師大 楊基榮

  輔仁大學 唐恩江

  文化學院 張煥龍

  臺灣體專 周鶴鳴

  臺北體專 林鴻坦

  臺東師專 

1975 臺灣師大 楊基榮

  輔仁大學 唐恩江

  文化學院 張煥龍

  臺灣體專 周鶴鳴

  臺北體專 林鴻坦

  臺東師專 羅紹明

1976 臺灣師大 楊基榮

  輔仁大學 唐恩江

  文化學院 張煥龍

  臺灣體專 周鶴鳴

  臺北體專 林鴻坦

  臺東師專 

1977 臺灣師大 楊基榮

  輔仁大學 唐恩江

  文化學院 張煥龍

  臺灣體專 周鶴鳴

  臺北體專 林鴻坦

  臺東師專 

1978 臺灣師大 楊基榮

體育系、體育研究所（碩

士班）

體育系

體育系

三 專 制 體 育 科（日 夜

間）、五專制體育科

二專制、五專制

體育師資科

體育系、體育研究所（碩

士班）

體育系

體育系

三 專 制 體 育 科（日 夜

間）、五專制體育科

二專制、五專制

體育師資科

體育系、體育研究所（碩

士班）

體育系

體育系

三 專 制 體 育 科（日 夜

間）、五專制體育科

二專制、五專制

體育師資科

體育系、體育研究所（碩

士班）

體育系

體育系

三 專 制 體 育 科（日 夜

間）、五專制體育科

二專制、五專制

體育師資科

體育系、體育研究所（碩

1、 教育部公布「九年國民教育

實施條例施行細則」

2、 教育部公布「嚴格督導實施

體育正課教學」

1、 行政院召開全國教育會議

2、 成立左營訓練中心

發展與改進修國民教育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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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仁大學 唐恩江

  文化學院 郭展義

  臺灣體專 胡繩武

  臺北體專 劉紹本

  臺東師專 

1979 臺灣師大 楊基榮

  輔仁大學 唐恩江

  文化學院 張至滿

  臺灣體專 胡繩武

  臺北體專 劉紹本

  臺東師專 

1980 臺灣師大 齊沛林

  輔仁大學 唐恩江

  文化學院 張至滿

  臺灣體專 胡繩武

  臺北體專 劉紹本

  臺東師專 

1981 臺灣師大 齊沛林

  輔仁大學 唐恩江

  文化學院 張至滿

  臺灣體專 胡繩武

  臺北體專 劉紹本

  臺東師專 

1982 臺灣師大 齊沛林

士班）

體育系

體育系

三 專 制 體 育 科（日 夜

間）、五專制體育科

二專制、五專制

體育師資科

體育系、體育研究所（碩

士班）

體育系

體育系

三 專 制 體 育 科（日 夜

間）、五專制體育科

二專制、五專制

體育師資科

體育系、體育研究所（碩

士班）

體育系

體育系

三 專 制 體 育 科（日 夜

間）、五專制體育科

二專制、五專制

體育師資科

體育系、體育研究所（碩

士班）

體育系

體育系

三 專 制 體 育 科（日 夜

間）、五專制體育科

二專制、五專制

體育師資科

體育系、體育研究所（碩

士班）

1、 體育司調整業務，將研究發

展併入各科，原第三科改國際

體育科

2、 教育部公布「長期培養優秀

運動人才實施要點」

3、 行政院公布「積極推展全民

運動計畫」

2所體專教育目標由單一培養育

人才改為多元化目標課程大幅

修正

1、 教育部召開第一屆全國國民

教育會議

2、 教育部公布國民小學體育科

設備標準

1、 國民體育法修訂公布

2、 臺灣省教育廳推行體育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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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仁大學 唐恩江

  文化學院 張至滿

  臺灣體專 胡繩武

  臺北體專 劉紹本

  臺東師專 

1983 臺灣師大 齊沛林

  輔仁大學 唐恩江

  文化大學 張至滿

  臺灣體專 胡繩武

  臺北體專 劉紹本

  臺東師專 

1984 臺灣師大 簡曜輝

  輔仁大學 唐恩江

  文化大學 張至滿

  臺灣體專 胡繩武

  臺北體專 劉紹本

  臺東師專 

體育系

體育系

三 專 制 體 育 科（日 夜

間）、五專制體育科

二專制、五專制

體育師資科

體育系、體育研究所（碩

士班）、暑修班

體育系

體育系（體育組、國術

組）

三 專 制 體 育 科（日 夜

間）、五專制體育科

二專制、五專制

體育師資科

體育系、體育研究所（碩

士班）

體育系

體育系（體育組、國術

組）

三 專 制 體 育 科（日 夜

間）、五專制體育科

二專制、五專制

體育師資科

環教學制度

3、 台北市政府推行創造性體育

課程

1、 教育部公布「長期培養大專

院校優秀運動人才實施要點」

2、 教育部頒布修訂體專新課

程、停開教育學分

成 立「中等學 校 體 育促 進修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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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劉一民（1999）。我國體育學術之現況與未來願景。臺北市：行政院體育委員會，19-

33。

從表9-6-1可以得知，1971~1984年國內體育學術研究培育機構只有6所，學制和組織幾乎

沒有變動，從當時學術刊物發表作者來看，體育學術研究的重心落在這6所大專院校的教師，

以及臺灣師大體育研究所的學生身上。由此可知當時培育機構的重點，在培養體育專長人才和

體育教師，成為學術研究發展的機構還有一段距離。



 年代 專業機構名稱 主導者 學 制 組 織  教 育、體 育 大事

1985 臺灣師大 簡曜輝

  輔仁大學 唐恩江

  文化大學 張至滿

  臺灣體專 胡繩武

  臺北體專 蔡特龍

  臺東師專 

1986 臺灣師大 簡曜輝

  輔仁大學 唐恩江

  文化大學 張昭盛

  臺灣省立體專 胡繩武

  臺北體專 蔡特龍

  臺東師專 

體育系、體育研究所（碩

士班）、暑修班

體育系

體育系

三 專 制 體 育 科（日 夜

間）、五專制體育科

二專制、五專制

體育師資科

體育系、體育研究所（碩

士班）、暑修班

體育系

體育系（體育組、國術

組）

三專制體育科（日間取

消、夜間間）、五專制體

育科

二專制、五專制

體育師資科

省、市立體專辦理聯合招生

1、 教育部公布各級學校體育實

施辦法

2、 行政院核定「積極推展全民

體育運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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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85~2009年體育學術研究人員培育機構

1985年後體育學術研究人員培育機構，校數逐漸地增加，系所名稱也逐漸增加研究領域

逐漸豐富而多元。首推1987年成立的國立體育學院，以單一體育專業之大專院校的型態出現，

設立了運動競技系、體育研究所，朝培育運動競技人才與從事體育學術研究並行發展。接著師

範院校陸續成立體育系所，原臺北體專、臺灣體專陸續升格為臺北體院、臺灣體院。1999年中

華民國體育白皮書公布之後以後，國內各公私立大學開始廣設與體育運動休閒相關科系，體育

學術研究機構如雨後春筍般地快速增加。以下就以1999年國立體育學院成立體育研究所博士

班為分界點，分別從1985~1999年，以及2000~2009年來介紹體育學術研究人員培育機構發

展概況。

（一）1985~1999年

此階段體育學術研究人員培育機構，如表9-6-2所述。

表9-6-2  1985~1999我國體育學術研究人員培育機構之概要



1987 臺灣師大 簡曜輝

  體育學院 蔡敏忠

  輔仁大學 唐恩江

  文化大學 張昭盛

  臺灣省立體專 胡繩武

  臺北體專 蔡特龍

  臺東師院 

1988 臺灣師大 林正常

  體育學院 蔡敏忠

  輔仁大學 陳太正

  文化大學 江界山

  臺灣體專 簡曜輝

  臺北體專 蔡特龍

  臺東師院 

1989 臺灣師大 

  體育學院 蔡敏忠

  輔仁大學 陳太正

  文化大學 江界山

  臺灣體專 段茂廷

  臺北體專 蔡特龍

體育系、體育研究所（碩

士班）、暑修班

運動技術系、體育研究

所

體育系

體育系（體育組、國術

組）

三專制體育科、五專制

體育科

二專制、五專制

體育系

體育系、體育研究所（碩

士班）、暑修班

運動技術系、體育研究

所、體育系

體育系

體育系（體育組、國術

組）

三專制體育科（日間）、

五專制體育科

二專制、五專制

體育系

體育系、體育研究所（碩

士班）、暑修班

運動技術系、體育研究

所、體育系、運動科學研

究所

體育系

體育系（體育組、國術

組）

三 專 制 體 育 科（日 夜

間）、五專制體育科

二專制、五專制

9所師專改制為師院

教育部研訂「國家體育建設中

程計畫」

1、 教育部公布「國民教育法施

行細則」

2、 中華民國體育協進修會改組

為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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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東師院 

1990 臺灣師大 林正常

  體育學院 邱金松

  輔仁大學 陳太正

  文化大學 江界山

  臺灣體專 簡曜輝

  臺北體專 蔡特龍

  臺東師院 羅紹明

1991 臺灣師大 林正常

  體育學院 邱金松

  輔仁大學 陳太正

  文化大學 江界山

  臺灣體專 簡曜輝

  臺北體專 蔡特龍

  臺東師院 羅紹明

1992 臺灣師大 林正常

  體育學院 邱金松

  輔仁大學 陳太正

  文化大學 江界山

體育系

體育系、體育研究所（碩

士班）、暑修班、博士班

（新增）

運動技術系、體育研究

所、體育系、運動科學研

究所

體育系

體育系（體育組、國術

組）

三 專 制 體 育 科（日 夜

間）、五專制體育科

二專制、五專制

體育系

體育系、體育研究所（碩

士、博士班）、暑修班

運動技術系、體育研究

所、體育系、運動科學研

究所、運動保健學系

體育系

體育系（體育組、國術

組）

三專制體育科、五專制

體育科

二專制、五專制

體育系

體育系、體育研究所（碩

士、博士班）、暑修班

運動技術系、體育研究

所、體育系、運動科學研

究所、運動保健學系

體育系

體育系（體育組、國術

1、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改為社團法人，首任會長簡曜

輝，秘書長許義雄

2、 中華體育運動總會北部訓

練中心成立

省立臺灣體專改隸為國立臺灣

體專，學制、課程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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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體專 蔡長啟

  臺北體專 蔡特龍

  臺東師院 戴智權

1993 臺灣師大 林正常

  體育學院 邱金松

  輔仁大學 陳太正

  文化學院 江界山

  國立臺灣體專 蔡長啟

  臺北體專 蔡特龍

  臺東師院 戴智權

  臺北師院 吳萬福

  屏東師院 陳坤寧

1994 臺灣師大 許義雄

  體育學院 邱金松

  輔仁大學 陳鴻雁

  文化大學 江界山

  國立臺灣體專 蔡長啟

組）

三專制體育科、五專制

體育科、休閒運動科（新

增）

二專制、五專制

體育系

體育系、體育研究所（碩

士、博士班）、暑修班

運動技術系、體育研究

所、體育系、運動科學研

究所、運動保健學系

體育系

體育系（體育組、國術

組）

三專制體育科、五專制

體育科、休閒運動科

二專制、五專制

體育系

體育系

體育系

體育系、體育研究所（碩

士、博士班）、暑修班

運動技術系、體育研究

所、體育系、運動科學研

究所、運動保健學系、運

動教練研究所

體育系

體育系（體育組、國術

組）、運動教練研究所

（新增）

三專制體育科、五專制

體育科、休閒運動科、體

育舞蹈科（新增）

1、 國民小學課程標準公布

2、 台北師院、屏東師院成立體

育系

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

597

玖 學 校 體育學 術 研 究   理 論與實際 結合



  臺北體專 鄭虎

  臺東師院 戴智權

  臺北師院 吳萬福

  屏東師院 陳坤檸

1995 臺灣師大 許義雄

  體育學院 邱金松

  輔仁大學 陳鴻雁

  文化大學 江界山

  國立臺灣體專 蔡長啟

  臺北體專 鄭虎

  臺東師院 羅紹明

  臺北師院 程日利

  屏東師院 陳坤檸

1996 臺灣師大 許義雄

  體育學院 邱金松

  輔仁大學 陳鴻雁

  文化大學 江界山

  國立臺灣體院 蔡長啟

二專制、五專制

體育系

體育系

體育系

體育系、體育研究所（碩

士、博士班）、暑修班

運動技術系、體育研究

所、體育系、運動科學研

究所、運動保健學系、運

動教練研究所

體育系

體育系（體育組、國術

組）、教練所

三專制體育科、五專制

體育科、休閒運動科、體

育舞蹈科

二專制、五專制

體育系

體育系

體育系

體育系、體育研究所（碩

士、博士班）、暑修班

運動技術系、體育研究

所、體育系、運動科學研

究所、運動保健學系、運

動教練研究所、體育管

理學系

體育系

體育系（體育組、國術

組）、教練所

三專制體育科、五專制

體育科、休閒運動科、體

育舞蹈科

國立臺灣體院和臺北體院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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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體院 鄭虎

  臺東師院 羅紹明

  臺北師院 程日利

  屏東師院 陳克宗

1997 臺灣師大 許義雄

  體育學院 邱金松

  輔仁大學 陳鴻雁

  文化大學 沈啟賓

  國立臺灣體院 黃金柱

  臺北體院 鄭虎

  臺東師院 羅紹明

  臺北師院 廖幼芽

  屏東師院 陳克宗

1998 臺灣師大 許義雄

  體育學院 邱金松

  輔仁大學 陳鴻雁

  文化大學 蘇俊賢

  國立臺灣體院 黃金柱

  臺北體院 鄭虎

  臺東師院 范春源

  臺北師院 廖幼芽

二專制、五專制

體育系

體育系

體育系

體育系、體育研究所（碩

士、博士班）、暑修班

運技系、體育系、運保

系、體管系、體研所、運

科所、運教所

體育系

體育系（體育組、國術

組）、教練所

三專制體育科、五專制

體育科、休閒運動科、體

育舞蹈科

二專制、五專制

體育系

體育系

體育系

體育系、體育研究所（碩

士、博士班）、暑修班

運技系、體育系、運保

系、體管系、體研所、運

科所、運教所

體育系

體育系（體育組、國術

組）、教練所

三專制體育科、五專制

體育科、休閒運動科、體

育舞蹈科

二專制、五專制

體育系

體育系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成立

1998年1月12日公布行政院體

育委員會組織條例，行政院體

育委員會成為全國體育行政主

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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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師院 王建台

1999 臺灣師大 許義雄

  體育學院 葉憲清

  輔仁大學 陳鴻雁

  文化大學 蘇俊賢

  國立臺灣體院 黃金柱

  臺北體院 鄭虎

  臺東師院 范春源

  臺北師院 廖幼芽

  屏東師院 王建台

體育系

體育系、體育研究所（碩

士、博士班）、暑修班

運技系、體育系、運保

系、體管系、體研所、運

科所、運教所、體研所

博士班

體育系

體育系（體育組、國術

組）、教練所

三專制體育科、五專制

體育科、休閒運動科、體

育舞蹈科、體育研究所、

運動管理學系

二專制、五專制

體育系、教研所體育教

學碩士班（暑期）

體育系

體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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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立體育大學網站http://www.ncpes.edu.tw/intro.php；國立臺灣體育學院網

站http://www.ntcpe.edu.tw/onweb.jsp?webno=3333333312；劉一民（1999）。我國體

育學術之現況與未來願景。臺北市：行政院體育委員會，34-47；蔡長啟（1994）。國立臺灣體

育專科學校。國民體育季刊，23（4）， 4-11；江界山（1994）。中國文化大學理學院體育學系、

所簡介。國民體育季刊，23（4）， 12-15。

從表9-6-2可以得知，此階段體育學術研究人員培育機構，有幾個重大的發展。1993年以

培育國小體育師資的大專院校體育系，從原有1所的台東師院，增加了台北師院和屏東師院共3

所。1996年臺灣體專、台北體專改制成為臺灣體院和台北體院。1987年成立的國立體育學院，

以競技和體育學術研究發展的型態出現。1999年台東師院成立了暑期進修的教育研究所體育

教學碩士班，成為國內首度為國小在職教師開設體育教學的研究所課程。而1990年臺灣師範



 學校名稱 名稱 日間夜間別名稱 學位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D 日間部 B 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D 日間部 D 博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D 日間部 M 碩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運動與休閒學系 D 日間部 M 碩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N 在職班 M 碩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D 日間部 B 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 體育學系 D 日間部 B 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 運動與休閒學系 D 日間部 B 大學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D 日間部 B 大學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D 日間部 M 碩士

中國文化大學 體育學系 D 日間部 B 大學

中國文化大學 (運動)教練研究所 D 日間部 M 碩士

真理大學 運動管理學系 D 日間部 B 大學

國立體育學院 體育管理學系 D 日間部 B 大學

國立體育學院 運動技術學系 D 日間部 B 大學

國立體育學院 運動保健學系 D 日間部 B 大學

國立體育學院 體育推廣學系 D 日間部 B 大學

國立體育學院 體育學系 D 日間部 C 二年制

國立體育學院 體育推廣學系 N 夜間部 C 二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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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1999年國立體育學院分別成立體育研究所博士班，更將國內體育學術研究的水準和層

級向上提升。顯示此階段體育學術研究人員培育機構，一方面朝升格改制方向邁進，另一方面

也增設以體育學術研究為重心的碩博士班，但系所成立數量不多。此時體育學術研究人員不再

只有大專院校教師，臺灣師大、國立體育學院、國立臺灣體院、文化大學等校的研究生也紛紛

投入體育學術的園地，成為體育學術研究的生力軍。

（二）2000~2009年

2000年起由於國內公私立大學廣設體育相關系所，加上原有體育相關院校的改制、研

究所的增設，使得具有體育學術研究能力之人才輩出。2000~2009年間國內公私立大學體

育相關系所設立雖逐年增加，為了不再重複撰述原有體育運動相關系所，故僅整理89學年度

（2000~2001年）和97學年度（2008~2009年）教育部公布最新的資料，如表9-6-3、表9-6-4

所述，以瞭解2000~2009年這十年間大專院校體育運動休閒設立相關系所之變化情形。

表9-6-3  89學年度（2000~2001年）大專院校體育運動休閒設立的相關系所名稱



國立體育學院 體育學系 D 日間部 D 博士

國立體育學院 體育學系 D 日間部 M 碩士

國立體育學院 運動科學研究所 D 日間部 M 碩士

國立體育學院 (運動)教練研究所 D 日間部 M 碩士

國立體育學院 體育學系 N 在職班 M 碩士

國立體育學院 運動科學研究所 N 在職班 M 碩士

國立體育學院 (運動)教練研究所 N 在職班 M 碩士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體育科 D 日間部 5 五專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休閒運動科 D 日間部 5 五專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體育舞蹈科 D 日間部 5 五專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體育管理學系 D 日間部 B 大學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體育學系 D 日間部 B 大學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休閒運動學系 D 日間部 B 大學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體育舞蹈學系 D 日間部 B 大學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競技運動學系 D 日間部 B 大學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體育學系 D 日間部 C 二年制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競技運動學系 D 日間部 C 二年制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體育學系 N 夜間部 C 二年制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體育學系 S 暑期部 C 二年制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體育學系　 D 日間部 M 碩士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體育學系 N 在職班 M 碩士

國立臺北師範學院 體育學系 D 日間部 B 大學

國立臺北師範學院 體育學系 S 暑期部 B 大學

國立新竹師範學院 體育學系 D 日間部 B 大學

國立臺中師範學院 體育學系 D 日間部 B 大學

國立臺南師範學院 體育學系 D 日間部 B 大學

國立屏東師範學院 體育學系 D 日間部 B 大學

國立屏東師範學院 體育學系 D 日間部 M 碩士

國立臺東師範學院 體育學系 D 日間部 B 大學

國立花蓮師範學院 體育學系 D 日間部 B 大學

大仁技術學院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D 日間部 B 大學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運動技術科 D 日間部 5 五專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舞蹈學系 D 日間部 B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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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運動管理學系 D 日間部 B 大學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運動技術學系 D 日間部 B 大學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休閒運動學系 D 日間部 B 大學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球類運動學系 D 日間部 B 大學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陸上運動學系 D 日間部 B 大學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水上運動學系 D 日間部 B 大學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技擊運動學系 D 日間部 B 大學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D 日間部 B 大學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體育學系 D 日間部 C 二年制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運動科學研究所 D 日間部 M 碩士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運動科學研究所 N 在職班 M 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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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筆者根據教育部統計處（2000）。大專校院概況統計89學年度。臺北市：教育部，

63-201整理而得。

從表9-6-3可以得知，在89學年度（2000~2001年）時，國內成立體育運動休閒相關系所，

包括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等公私立大專院校共18校，相關系所共有63個，班別有日間、夜間、暑

期、在職等4種，學位從五專、二技、學士、碩士、到博士共5種，其中具有學術研究能力的碩士

班共有16所，博士班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博士班、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博士

班共2所。



 學校名稱 科系名稱 日間夜間別名稱 學位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博士班 D 日間 D 博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碩士班 D 日間 M 碩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N 在職 M 碩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S 暑期 M 碩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學士班 D 日間 B 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碩士班 D 日間 M 碩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學士班 D 日間 B 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運動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D 日間 M 碩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運動與休閒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D 日間 M 碩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運動與休閒管理研究所 N 在職 M 碩士

國立成功大學 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 D 日間 M 碩士

國立中正大學 運動與休閒教育研究所 D 日間 M 碩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D 日間 M 碩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體育碩士班 N 在職 M 碩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體育教學碩士班 N 在職 M 碩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D 日間 B 大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D 日間 B 大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應用運動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D 日間 M 碩士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運動健康研究所碩士班 D 日間 M 碩士

國立台北大學 休閒運動與管理學系 D 日間 B 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 體育學系不分組 D 日間 B 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 體育學系 P 進修 B 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 體育與健康休閒研究所碩班不分組 D 日間 M 碩士

國立高雄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D 日間 M 碩士

國立高雄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D 日間 B 大學

國立高雄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N 夜間 C 二技

國立東華大學 體育學系(美崙校區) D 日間 M 碩士

國立東華大學 體育學系(美崙校區) D 日間 B 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 體育學系進修修修學士班(美崙校區) P 進修 B 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 運動與休閒學系 D 日間 B 大學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研究所 D 日間 M 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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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6-4  97學年度（2008~2009年）大專院校體育運動休閒設立的相關系所名稱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研究所 N 在職 M 碩士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保健系 D 日間 M 碩士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保健系 D 日間 B 四技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保健系 N 夜間 B 四技

國立臺東大學 體育學系 D 日間 M 碩士

國立臺東大學 體育學系體育科教學在在職碩士專班 S 暑期 M 碩士

國立臺東大學 體育學系 D 日間 B 大學

國立臺東大學 身心整合與運動休閒產業學系 N 在職 M 碩士

國立臺東大學 身心整合與運動休閒產業學系碩專班 N 在職 M 碩士

國立臺東大學 身心整合與運動休閒產業學系 D 日間 B 大學

國立臺南大學 體育學系碩士班 D 日間 M 碩士

國立臺南大學 體育學系體育科教學碩士班(夜間) N 在職 M 碩士

國立臺南大學 體育學系 D 日間 B 大學

國立臺南大學 體育學系(進修修修學士班) N 夜間 B 大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碩士班 D 日間 M 碩士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體育教學碩士學位班 N 在職 M 碩士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體育教學碩士學位班 S 暑期 M 碩士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D 日間 B 大學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碩士班 D 日間 M 碩士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體育教學碩士班 N 在職 M 碩士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體育碩士學位在在職進修專班 N 在職 M 碩士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D 日間 B 大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D 日間 M 碩士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D 日間 B 大學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碩士班 D 日間 M 碩士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體育教學碩士班 N 在職 M 碩士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D 日間 B 大學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海洋運動與遊憩系 D 日間 B 四技

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研究所 D 日間 D 博士

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研究所 D 日間 M 碩士

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研究所 N 在職 M 碩士

國立體育大學 運動技術研究所 D 日間 M 碩士

國立體育大學 教練研究所 D 日間 D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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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體育大學 教練研究所 D 日間 M 碩士

國立體育大學 教練研究所 N 在職 M 碩士

國立體育大學 球類運動技術學系 D 日間 B 大學

國立體育大學 陸上運動技術學系 D 日間 B 大學

國立體育大學 技擊運動技術學系 D 日間 B 大學

國立體育大學 運動科學研究所 D 日間 M 碩士

國立體育大學 運動科學研究所 N 在職 M 碩士

國立體育大學 運動保健科學研究所 D 日間 M 碩士

國立體育大學 運動保健科學研究所 N 在職 M 碩士

國立體育大學 運動保健學系 D 日間 B 大學

國立體育大學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D 日間 M 碩士

國立體育大學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N 在職 M 碩士

國立體育大學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D 日間 B 大學

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推廣學系 D 日間 M 碩士

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推廣學系 N 在職 M 碩士

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推廣學系 D 日間 B 大學

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推廣學系 N 夜間 C 二年制

國立體育大學 適應體育學系 D 日間 B 大學

國立體育大學 失能者運動與休閒研究所 D 日間 M 碩士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體育研究所 D 日間 M 碩士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體育研究所 N 在職 M 碩士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體育學系 D 日間 B 大學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體育學系四年制 P 進修 B 大學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體育學系二年制 N 夜間 C 二年制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競技運動學系碩士班 D 日間 M 碩士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競技運動學系 D 日間 B 大學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運動健康科學系碩士班 D 日間 M 碩士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運動健康科學系 D 日間 B 大學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休閒運動學系 D 日間 B 大學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休閒運動管理研究所 D 日間 M 碩士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體育舞蹈學系碩士班 D 日間 M 碩士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體育舞蹈學系 D 日間 B 大學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運動管理學系碩士班 D 日間 M 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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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運動管理學系碩士班 N 在職 M 碩士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運動管理學系 D 日間 B 大學

國立臺北護理學院 運動保健系 N 在職 M 碩士

國立臺北護理學院 運動保健系 D 日間 B 四技

國立金門技術學院 運動與休閒系 D 日間 B 四技

國立金門技術學院 運動與休閒系 N 夜間 B 四技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碩士班 D 日間 M 碩士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碩士在在職專班 N 在職 M 碩士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運動健康管理組 D 日間 B 大學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運動競技組 D 日間 B 大學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體育學組 D 日間 B 大學

中國文化大學 體育學系 D 日間 B 大學

中國文化大學 運動教練研究所博士班 D 日間 D 博士

中國文化大學 運動教練研究所碩士班 D 日間 M 碩士

中國文化大學 國術學系 D 日間 B 大學

大葉大學 運動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D 日間 M 碩士

大葉大學 運動事業管理學系碩士在在職專班 N 在職 M 碩士

大葉大學 運動事業管理學系 D 日間 B 大學

高雄醫學大學 運動醫學系 D 日間 M 碩士

高雄醫學大學 運動醫學系 D 日間 B 大學

真理大學 水域運動休閒學系 D 日間 B 大學

真理大學 運動事業經營學系 D 日間 B 大學

真理大學 運動管理學系 D 日間 B 大學

真理大學 運動資訊傳播學系 D 日間 B 大學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運動管理系 D 日間 B 四技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運動管理系 N 夜間 B 四技

樹德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D 日間 B 四技

明新科技大學 運動管理系 D 日間 B 四技

長榮大學 運動休閒管理學系碩士班 D 日間 M 碩士

長榮大學 運動休閒管理學系 D 日間 B 大學

長榮大學 運動休閒管理學系 P 進修 B 大學

中國醫藥大學 運動醫學系 D 日間 B 大學

正修科技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D 日間 M 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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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D 日間 B 四技

正修科技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N 夜間 B 四技

正修科技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N 夜間 C 二技

正修科技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科 N 夜間 2 二專

萬能科技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D 日間 B 四技

萬能科技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N 夜間 B 四技

大仁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D 日間 B 四技

大仁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N 夜間 B 四技

大仁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D 日間 C 二技

大仁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N 夜間 C 二技

大仁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科 D 日間 2 二專

大仁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科 N 夜間 2 二專

遠東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D 日間 B 四技

遠東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N 夜間 B 四技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D 日間 B 四技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N 夜間 C 二技

永達技術學院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D 日間 B 四技

永達技術學院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N 夜間 B 四技

永達技術學院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D 日間 C 二技

永達技術學院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N 夜間 C 二技

育達商業技術學院 休閒運動管理系 D 日間 B 四技

北臺灣科學技術學院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D 日間 B 四技

致理技術學院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D 日間 B 四技

致理技術學院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N 夜間 B 四技

致理技術學院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D 日間 C 二技

吳鳳技術學院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D 日間 B 四技

吳鳳技術學院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N 夜間 B 四技

美和技術學院 休閒運動保健系 D 日間 B 四技

美和技術學院 休閒運動保健系 N 夜間 B 四技

美和技術學院 休閒運動保健系在在職專班 N 夜間 B 四技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D 日間 B 四技

大同技術學院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D 日間 B 四技

臺北海洋技術學院 海洋運動休閒系 D 日間 B 四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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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海洋技術學院 海洋運動休閒系 D 日間 C 二技

臺北海洋技術學院 海洋運動休閒系 N 夜間 C 二技

臺北海洋技術學院 海洋運動休閒科 D 日間 5 五專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碩士班 D 日間 M 碩士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體育教學碩士學位班 N 在職 M 碩士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體育碩士學位在職進修專班 N 在職 M 碩士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D 日間 B 大學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體育研究所 D 日間 D 博士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運動教育研究所 D 日間 M 碩士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運動教育研究所 N 在職 M 碩士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身心障礙者轉銜及休閒教育研究所 D 日間 M 碩士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舞蹈研究所 D 日間 M 碩士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舞蹈系 D 日間 B 大學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動態藝術學系 D 日間 B 大學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運動技術研究所 D 日間 M 碩士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運動技術研究所 N 在職 M 碩士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球類運動學系 D 日間 B 大學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陸上運動學系 D 日間 B 大學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水上運動學系 D 日間 B 大學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技擊運動學系 D 日間 B 大學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運動科學研究所 D 日間 M 碩士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運動科學研究所 N 在職 M 碩士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運動器材科技研究所 D 日間 M 碩士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運動器材科技研究所 N 在職 M 碩士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D 日間 M 碩士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N 在職 M 碩士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D 日間 B 大學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體育與健康學系 D 日間 M 碩士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體育與健康學系 D 日間 B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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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筆者根據教育部統計處（2009）。大專校院概況統計97學年度。台北市：教育部，



610

玖 學 校 體育學 術 研 究   理 論與實際 結合

73-305整理而得。

由表9-6-4可以得知，至97學年度（2008~2009年）為止，國內成立體育運動休閒相關系

所，包括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等公私立大專院校共47校，相關系所共有192個，班別有日間、夜

間、暑期、在職、進修等5種，學位從五專、二技、四技、學士、碩士、到博士共6種，其中具有學

術研究能力的碩士班共有81 所，博士班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博士班、國立體育大

學體育研究所博士班、教練研究所博士班、文化大學運動教練研究所博士班、臺北市立體育學

院體育研究所博士班共5所。

從表9-6-3和表9-6-4可以看出，2000年至2009年國內成立體育運動休閒相關系所，公私

立大專院校增加29校，其中不乏為過去以培育科技、商業人才為主的國立大學，相關系所增加

129個，以學術研究為主的碩士班增加65所，博士班增加3所，不僅系所的量明顯增加，系所的

名稱也明顯地改變，在2000年時只有4個與運動休閒有關的系所，至2009年與運動休閒相關

系所共有72個，此外也成立與醫學有關的運動保健、運動醫學等學系，顯示體育運動學術除了

跨領域整合的研究已逐漸受到重視，與民眾生活相關的運動休閒和健康，也是研究的趨勢。

而在1999年前成立體育相關科系的院校，如臺灣師範大學、國立體育學院、臺灣體育學

院、臺北市立體育學院、臺東師院、屏東師院、臺北師院、文化大學、輔仁大學體育相關科系，

在2000年後也有不少的變革，以下將其彙整如表9-6-5所述。



 時 間  學 校  大 事 表

2001/08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001/08 國立體育學院

2001/08 國立臺灣體院

2002/08 國立體育學院

2003/08 國立體育學院

2003/08 國立臺灣體院

2004/08 國立臺灣體院

2004/09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2006/08 中國文化大學

2006/08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2007/08 國立體育學院

2007/08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2007/08 國立臺東大學

2008/02 國立體育學院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2009/08 國立體育大學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

成立運動與休閒學院，下設運動與休閒管理研究所、運動競技學

系和原有的體育學系，體育學系自此脫離教育學院

增設「運動教練研究所博士班」、「運動傷害防護研究所」

增設休閒運動管理研究所」

增設「適應體育學系」；「運動技術系」調整為「陸上運動技術

系」、「球類運動技術系」、「技擊運動技術系」

增設「運動技術研究所」；「體育管理學系」更名為「休閒產業經

營學系」

增設休閒運動管理研究所

增設競技運動系所、體育舞蹈系所及運動管理系所

增設運動技術研究所、運動教育研究所、運動器材科技研究所、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碩士班及舞蹈學系碩士班

成立運動教練研究所博士班

設立身心障礙者轉銜及休閒教育研究所

增設「失能者運動與休閒研究所」

增設動態藝術學系、體育與健康學系碩士班、以及體育研究所博

士班

增設身心整合與運動休閒產業學系在職碩士班

教育部將「國立體育學院」及「國立臺灣體育學院」兩校整併並改

名為「國立臺灣體育大學」，目前分為：「國立臺灣體育大學（桃

園）」、「國立臺灣體育大學（台中）」兩個校區

原整併國立臺灣體育大學，重新分為國立體育大學和國立臺灣體

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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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6-5   1999年前成立體育相關科系大專院校在2000年後之大事表

資料來源：筆者彙整臺北市立體育學院網站http://www.tpec.edu.tw/onweb.jsp?w

ebno=3333333323&dwua=dotweb；國立體育大學網站http://www.ncpes.edu.

tw/intro.php；國立臺灣體育大學（臺中）網站http://www.ntcpe.edu.tw/onweb.

jsp?webno=3333333312；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網站http://140.122.72.11/2009/index.

php；國立臺東大學身心整合與運動休閒產業學系網站http://dpts.nttu.edu.tw/dss/con-；國立臺東大學身心整合與運動休閒產業學系網站http://dpts.nttu.edu.tw/dss/con-http://dpts.nttu.edu.tw/dss/con-

tents/news/news_list.asp?menu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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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從1970年臺灣師大體育學系成立國內第一所體育研究所以來，至2009年國內大專院校設

立與體育運動有關的碩士班有81所，博士班有5所，無論在研究所的數量，明顯地快速地增加，

系所的名稱也由過去單一的體育研究所，近年大專院校新設立體育運動系所，皆命名與運動、

休閒、管理、健康、保健等相關領域之名稱，而早期成立的體育院校，除了紛紛設立新的運動

休閒管理系所，另外也由過去體育系所轉型，成為與管理、休閒領域結合增開運動管理組或課

群（高俊雄，2004）。也顯示體育學術研究的方向更接近與民眾健康生活的議題，研究的領域

更為廣泛而多元。

 柒 體育學術研究專業人力之分析

一、大專院校體育教師

過去學校體育中學術研究最主要的人員為大專院校體育教師，故本研究首分析大專院校

體育教師的結構。因本研究撰寫時間為2009年中，2009年整年資料尚無法全部蒐集完畢，另

外統計數字部分是根據1999年4月行政院體育委員彙編出版第一本中華民國體育白皮書，因過

去皆無公信力的體育統計資料可參考，故本研究資料呈現以88學年度（1999~2000年）至96學

年度（2007~2008年）為主。以下茲將大專體育教師職稱和人數彙整如表9-7-1。



學年度        類 別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助教 總計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大學暨學院 237 330 18 998 162 1745

 專科學校 6 32 0 256 60 354

 小計 243 362 18 1,254 222 2099

 大學暨學院 206 386 28 1,108 115 1843

 專科學校 5 18 1 147 33 204

 小計 211 404 29 1,255 148 2047

 大學暨學院 221 406 42 1,134 92 1895

 專科學校 2 9 1 115 18 145

 小計 223 415 43 1,249 110 2040

 大學暨學院 229 411 76 1,118 95 1929

 專科學校 1 6 2 94 7 110

 小計 230 417 78 1,212 102 2039

 大學暨學院 252 471 183 1,051 84 2041

 專科學校 1 7 3 77 4 92

 小計 253 478 186 1,128 88 2133

 大學暨學院 270 518 196 1,031 89 2104

 專科學校 1 8 0 57 0 66

 小計 271 526 196 1,088 89 2170

 大學暨學院 286 572 258 933 79 2128

 專科學校 1 7 4 53 0 65

 小計 287 579 262 986 79 2193

 大學暨學院 292 615 292 883 73 2155

 專科學校 1 5 5 59 0 70

 小計 293 620 297 942 73 2225

 大學暨學院 308 667 343 782 58 2158

 專科學校 1 4 4 53 0 62

 小計 309 671 347 835 58 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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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7-1  88~96學年度（1999~2008年）大專院校體育教師職稱和人數                  

資料來源：筆者彙整行政院體育委員會（2007）。中華民國運動統計民國96年。臺北市：行政

院體育委員會，16；行政院體育委員會（2008）。中華民國運動統計民國97年。臺北市：行政院



學年度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其他類 助教 總計

88 91　 130　 14　 206　 1　 51　 493　

89 96　 140　 24　 215　 7　 51　 533　

90 109　 158　 32　 224　 8　 59　 590　

91 122　 175　 53　 247　 14　 62　 673　

92 136　 190　 84　 267　 11　 56　 744　

93 143　 182　 95　 201　 14　 46　 681　

94 158　 207　 118　 186　 9　 46　 724　

95 162　 254　 179　 210　 14　 41　 860　

96 182　 304　 175　 266　 14　 39　 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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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委員會，53。

由表9-7-1得知大學暨學院、專科學校體育教師從88~95學年度開始，人數逐漸增加，至96

學年度才未見增加。顯示雖然近年體育運動相關系所相繼設立，畢業學生逐年增加，特別在96

學年度畢業學生數大量地增加，其主要原因是因為學生有就選擇就讀日間、暑期、夜間各種班

別，不過但在學校人力資源有效控管之下，大專體育教師需身兼各種班別的課程，因此體育教

師人數就並未增加。

二、大專院校體育運動相關系所專任教師

88~96學年度我國各大學暨學院、專科學校設有體育運動相關系所者，聘任用專任教師職

稱類別與人數，整理如表9-7-2。

表9-7-2  88~96學年度大專院校體育運動專業系所專任教師職稱與人數 

資料來源：筆者彙整行政院體育委員會（2007）。中華民國運動統計民國96年。臺北市：行政

院體育委員會，18；行政院體育委員會（2008）。中華民國運動統計民國97年。臺北市：行政院

體育委員會，99。

從表9-7-2可以得知自88學年度起至96學年度止之統計資料中可看出，各大專院校體育運

動專業系所聘任之專任教師人數，大致呈成長趨勢，此一情形應與近年體育運動相關系所相

繼設立有關。此外，也可以發現一個趨勢，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逐年增加，講師、助教逐年

下降，顯示大專體育教師除了升等通過比率逐年增加，新任教師也多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

相對的大專體育教師學術研究能力，逐漸朝專業研究的方向發展。



   
  年度 學年度 合計

               男性                 女性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1991~1996 80-84 6,885 4,634 67.31 2,251 32.69

1996~2001 85-89 9,517 6,026 63.32 3,491 36.68

2001~2006 90-94 13,523 8,211 60.65 5,312 39.25

2006~2007 95 3,172 1,795 56.59 1,377 43.41

2007~2008 96 4,368 2,499 57.21 1,869 42.79

      

  總計 37,465 23,165 61.83 14,300 3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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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大專院校體育運動相關系所各類專任教師人數

根據教育部和體委會的統計資料，國內各大專院校體育運動相關系所各類專任教師人數，

從最新的資料為94學年度、95學年度、96學年度，整理成附錄2、附錄3、附錄4，以瞭解各大專

院校體育運動專任教師聘任之情形。

從附錄2、3、4中，可以得知從2005~2008年大專院校體育運動專任教師人數較多的學

校，在國立大學方面，除了設有體育運動相關科系臺灣師範大學、國立體育大學、國立臺灣體

院、國立臺北市立體院等校之外，臺灣大學體育運動專任教師人數較其他國立大學為多。在私

立大學方面，以設立多年體育學系和體育特色的文化大學、輔仁大學、淡江大學，聘任專任教

師人數較其他私立大學為多。而上述這些學校，在運動競技成績和學術研究發表之表現，過去

一向相當地傑出。由此可知，有較充足的體育運動專任教師之大專院校，學校可以善用運動專

業人力，去發展學校運動競技的特色和從事體育學術研究。

四、大專院校體育運動相關系所畢業生

自80學年度起至96學年度止，我國各大學暨學院、專科學校設有體育運動相關系所者畢

業生人數如表9-7-3。

由表9-7-3可以得知，1991~2008年大專院校體育運動相關系所畢業生人數總計37,465人，

其中，男性畢業生計23,165人，佔61.83%，女性畢業生計14,300人，佔38.17%。自統計資料中可

看出，體育運動專業院校系所畢業生人數，無論男性或女性畢業生皆呈成長趨勢，此一情形應

與近年體育運動相關系所相繼設立有關。此外，男性畢業人數比例逐漸下降，相對地，女性畢

業人數比例逐漸上升，顯示有越來越多女性願意投入體育專業訓練或從事體育學術研究。

表9-7-3  80~96學年度（1991~2008）大專院校體育運動相關系所畢業生人數



學校名稱 科系名稱 等級別 日夜別 總計 男生 女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博士班 [D]博士 [D]日 8  6  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碩士班 [M]碩士 [D]日 42  29  1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碩士班 [M]碩士 [N]職 37  29  8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碩士班 [M]碩士 [S]暑 3  3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學士班 [B]大學 [D]日 40  25  1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運動競技研究所碩士班 [M]碩士 [D]日 6  2  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運動競技學系 [B]大學 [D]日 68  32  36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運動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M]碩士 [D]日 1  1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運動與休閒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M]碩士 [D]日 37  18  19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運動與休閒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M]碩士 [N]職 20  13  7 

國立成功大學 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 [M]碩士 [D]日 6  2  4 

國立中正大學 運動與休閒教育研究所 [M]碩士 [D]日 27  16  11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M]碩士 [D]日 5  4  1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B]大學 [D]日 47  31  16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教育研究所 [M]碩士 [S]暑 22  5  17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 [B]大學 [D]日 40  23  17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應用運動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M]碩士 [D]日 5  3  2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運動健康研究所碩士班 [M]碩士 [D]日 5  1  4 

國立臺北大學 休閒運動與管理學系 [B]大學 [D]日 50  22  28 

國立嘉義大學 體育學系 [B]大學 [D]日 39  25  14 

國立嘉義大學 體育學系 [B]大學 [P]進 38  32  6 

國立嘉義大學 體育與健康休閒研究所碩士班 [M]碩士 [D]日 18  14  4 

國立高雄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B]大學 [D]日 52  19  33 

國立高雄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C]二技 [N]夜 31  16  15 

國立東華大學 運動與休閒學系 [B]大學 [D]日 52  2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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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筆者彙整行政院體育委員會（2008）。中華民國運動統計民國97年。臺北市：行政

院體育委員會，56；教育部統計處（2009）。大專校院概況統計97學年度。臺北市：教育部，

85-305。

    而96學年度各大專院校體育專業系所畢業生人數，整理如表9-7-4。

表9-7-4  96學年度(2007~2008年)大專院校體育專業系所畢業生人數統計表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研究所 [M]碩士 [D]日 16  8  8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研究所 [M]碩士 [N]職 25  18  7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保健系 [B]四技 [D]日 47  8  39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保健系 [B]四技 [N]夜 31  6  25 

國立臺東大學 體育學系 [M]碩士 [D]日 14  12  2 

國立臺東大學 體育學系體育科教學在職碩士專班 [M]碩士 [S]暑 53  41  12 

國立臺東大學 體育學系 [B]大學 [D]日 94  48  46 

國立臺東大學 身心整合與運動休閒產業學系碩專班 [M]碩士 [N]職 41  26  15 

國立臺南大學 體育學系碩士班 [M]碩士 [D]日 7  6  1 

國立臺南大學 體育學系體育科教學碩士班(夜) [M]碩士 [N]職 22  17  5 

國立臺南大學 體育學系 [B]大學 [D]日 44  33  1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碩士班 [M]碩士 [D]日 12  8  4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體育教學碩士學位班 [M]碩士 [N]職 20  14  6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體育教學碩士學位班 [M]碩士 [S]暑 25  17  8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B]大學 [D]日 46  29  17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碩士班 [M]碩士 [D]日 4  3  1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體育教學碩士班 [M]碩士 [N]職 13  10  3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B]大學 [D]日 41  19  22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M]碩士 [D]日 9  5  4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B]大學 [D]日 41  31  10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碩士班 [M]碩士 [D]日 19  9  10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體育教學碩士班 [M]碩士 [N]職 19  16  3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B]大學 [D]日 41  31  10 

國立花蓮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 [B]大學 [D]日 41  23  18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海洋運動與遊憩系 [B]四技 [D]日 29  11  18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B]四技 [D]日 45  4  41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桃園) 體育研究所 [D]博士 [D]日 8  4  4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桃園) 體育研究所 [M]碩士 [D]日 19  12  7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桃園) 體育研究所 [M]碩士 [N]職 19  10  9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桃園) 運動技術研究所 [M]碩士 [D]日 7  3  4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桃園) 教練研究所 [D]博士 [D]日 2  1  1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桃園) 教練研究所 [M]碩士 [D]日 19  13  6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桃園) 教練研究所 [M]碩士 [N]職 23  1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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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體育大學(桃園) 球類運動技術學系 [B]大學 [D]日 38  27  11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桃園) 陸上運動技術學系 [B]大學 [D]日 38  24  14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桃園) 技擊運動技術學系 [B]大學 [D]日 37  24  13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桃園) 運動科學研究所 [M]碩士 [D]日 15  9  6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桃園) 運動科學研究所 [M]碩士 [N]職 3  3  -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桃園) 運動保健科學研究所 [M]碩士 [D]日 14  7  7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桃園) 運動保健學系 [B]大學 [D]日 47  23  24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桃園) 體育推廣學系 [M]碩士 [D]日 11  6  5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桃園) 體育推廣學系 [B]大學 [D]日 52  27  25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桃園) 體育推廣學系 [C]二年制 [N]夜 37  33  4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桃園) 適應體育學系 [B]大學 [D]日 51  25  26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台中) 體育研究所 [M]碩士 [D]日 16  7  9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台中) 體育研究所 [M]碩士 [N]職 26  15  11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台中) 四年制體育學系 [B]大學 [D]日 92  66  26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台中) (進修四)體育學系 [B]大學 [P]進 52  32  20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台中) (進修二)體育學系 [C]二年制 [N]夜 30  21  9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台中) 競技運動學系碩士班 [M]碩士 [D]日 7  6  1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台中) 四年制競技運動學系 [B]大學 [D]日 164  99  65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台中) 四年制運動健康科學學系 [B]大學 [D]日 51  21  30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台中) 四年制休閒運動學系 [B]大學 [D]日 65  38  27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台中) 休閒運動管理研究所 [M]碩士 [D]日 15  7  8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台中) 體育舞蹈學系碩士班 [M]碩士 [D]日 5  - 5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台中) 四年制體育舞蹈學系 [B]大學 [D]日 45  2  43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台中) 運動管理學系碩士班 [M]碩士 [D]日 11  8  3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台中) 四年制運動管理學系 [B]大學 [D]日 53  25  28 

國立臺北護理學院 運動保健系 [B]四技 [D]日 42  18  24 

國立金門技術學院 運動與休閒系 [B]四技 [D]日 22  14  8 

國立金門技術學院 運動與休閒系 [B]四技 [N]夜 37  32  5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M]碩士 [D]日 22  15  7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 [M]碩士 [N]職 26  20  6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運動健康管理組 [B]大學 [D]日 51  35  16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運動競技組 [B]大學 [D]日 54  38  16 

輔仁大學 體育學系體育學組 [B]大學 [D]日 50  4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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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 體育學系 [B]大學 [D]日 87  63  24 

中國文化大學 運動教練研究所碩士班 [M]碩士 [D]日 24  20  4 

中國文化大學 國術學系 [B]大學 [D]日 39  31  8 

大葉大學 運動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 [M]碩士 [D]日 15  10  5 

大葉大學 運動事業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M]碩士 [N]職 14  13  1 

大葉大學 運動事業管理學系 [B]大學 [D]日 43  25  18 

高雄醫學大學 運動醫學系 [B]大學 [D]日 41  19  22 

真理大學 運動管理學系 [B]大學 [D]日 107  51  56 

長榮大學 運動休閒管理學系 [B]大學 [D]日 82  61  21 

中國醫藥大學 運動醫學系 [B]大學 [D]日 51  21  30 

正修科技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B]四技 [D]日 44  20  24 

正修科技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B]四技 [N]夜 22  4  18 

正修科技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C]二技 [N]夜 50  21  29 

正修科技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科 [2]二專 [N]夜 42  21  21 

萬能科技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B]四技 [D]日 40  17  23 

萬能科技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B]四技 [N]夜 36  20  16 

建國科技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B]四技 [D]日 53  19  34 

大仁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B]四技 [D]日 40  27  13 

大仁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B]四技 [N]夜 23  14  9 

大仁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C]二技 [D]日 35  27  8 

大仁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 [C]二技 [N]夜 23  14  9 

永達技術學院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B]四技 [D]日 30  18  12 

永達技術學院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C]二技 [D]日 24  16  8 

永達技術學院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C]二技 [N]夜 31  25  6 

致理技術學院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B]四技 [N]夜 24  6  18 

致理技術學院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C]二技 [D]日 29  9  20 

美和技術學院 休閒運動保健系 [B]四技 [D]日 33  12  21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碩士班 [M]碩士 [D]日 12  10  2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體育學系體育教學碩士學位班 [M]碩士 [N]職 25  18  7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運動教育研究所 [M]碩士 [D]日 5  2  3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運動技術研究所 [M]碩士 [D]日 8  6  2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球類運動學系 [B]大學 [D]日 60  44  16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陸上運動學系 [B]大學 [D]日 19  1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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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水上運動學系 [B]大學 [D]日 13  11  2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技擊運動學系 [B]大學 [D]日 22  17  5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運動科學研究所 [M]碩士 [D]日 13  10  3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運動科學研究所 [M]碩士 [N]職 22  12  10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運動器材科技研究所 [M]碩士 [D]日 12  6  6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M]碩士 [D]日 5  1  4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B]大學 [D]日 42  18  24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體育與健康學系 [B]大學 [D]日 41  27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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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筆者根據教育部統計處（2009）。大專校院概況統計97學年度。臺北市：教育部，

85-305整理而得。

從表9-7-4可以得知，目前公立學校之體育運動相關科系，大部分是設立碩博士之研究所科

系，最主要是培育學術研究體育人才，而私立學校之體育運動相關科系，是以培育體育運動相

關科系之大學為基礎。此外，從上表也可得知，96學年度（2007-2008年）57所體育運動相關

科系碩士班畢業生，男生有612位，女生有334位，共有946位；3所博士班畢業生，男生有11位，

女生有7位，共有18位。由此可知96學年度培育出體育運動學術研究的生力軍達近千位，不在

少數，而這些畢業生也有不少是現職的國中小學教師，因此發展至此，學校體育學術研究之人

才，從國小教師至大學體育教師，以及大專院校體育運動系所的研究生，同時都投入體育學術

的研究，從事體育學術研究之人才，可說是不虞匱乏。

五、小結

在國內還未廣設體育運動相關碩、博士班之時，過去學校體育中學術研究最主要的人員

為大專院校體育教師。從教育部統計處網站中，可以得知大專院校體育教師從88~95學年度開

始，人數逐漸增加，至96學年度大專體育教師人數才未見增加，顯示雖然近年體育運動相關系

所相繼設立，畢業學生逐年增加，特別是96學年度大量增加畢業學生數，但在學校人力資源有

效控管之下，大專體育教師需身兼各種班別的課程，因此體育教師人數就並未增加。此外，教

授、副教授、助理教授逐年增加，講師、助教逐年下降，顯示大專體育教師除了升等通過比率

逐年增加，新任教師也多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故大專體育教師在學經歷不斷地提升之下，

學術研究能力也能日益精進。再者，近幾年每年培育體育運動學術研究的生力軍也達近千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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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生力軍有不少為國中小學教師，因此從國小教師至大學體育教師，以及大專院校體育運

動系所的研究生，同時都是體育學術研究的人才來源之一。

 捌 結語

從我國近三十年來學校體育之學術研究發展的軌跡和現象來看，無論是體育學術團體的

成立，還是體育學術研討會的舉辦、體育專業刊物的出版、國科會研究計畫的申請、體育學術

研究人員培育機構的設立、體育學術研究專業人力的培養等等，就發展的量而言，明顯地可以

看出急遽地成長，也累積了不少的成果。但就發展的質而言，仍待改進空間依然很大，包括了

體育學術研究如何將理論落實在實務的應用上，競技運動如何結合科研，提升競技的成績；體

育教學如何結合教材教法，提高學生學習的效率等。其次，也包括缺乏跨領域的學術研究成

果，體育學門分科理念過於專精化，使得跨領域大型整合性體育學術的研究較少，沒有經由不

同角度和多元層面去探討單一現象。再者，也包括了如何與時俱進與國際體育學術研究接軌，

隨時學習新的體育研究方法和技術，以及近年來國內外大學院校皆重視SSCI、SCI論文發表篇

數，如何增加國內體育學術論文刊登在SSCI、SCI期刊的篇數，提升國內體育學術論文在國際

的能見度。而這些亟待改進的問題，都是體育學術研究未來持續努力的方向，尚待從事體育學

術研究之同好共同來努力和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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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p?webno=3333333323&dwua=dotweb。

國立台東大學身心整合與運動休閒產業學系網站（2009）。2009年9月15日檢索，http://dpts.

nttu.edu.tw/dss/contents/news/news_list.asp?menuID=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網站（2009）。2009年9月15日檢索，http://140.122.72.11/2009/index.

php。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網站（2009）。2009年9月15日檢索，http://www.ntcpe.edu.tw/onweb.

jsp?webno=333333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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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出版年 書 名  出 版 社

劉照金、邱金松

周靈山

周靈山

楊建隆

林正常等合著

廖誼印

劉有德主編

謝智謀等合著

蘇嘉祥

2008

2008

2008

2008

2008

2008

2008

2008

2008

我國體育政策變遷

大型運動賽會觀賞案例實務分析與研究

運動賽會組織之標誌設計實務研究  

大學體育課程對提昇學生社會適應力之

研究 : 以臺灣地區大學體育課程為例

運動科學概論

籃球比賽犯規判決一致性之研究

運動技能學習

繩索挑戰課程安全操作手冊

運動巨人張星賢 : 第一位參加奧運的臺

灣人

臺灣體育運動管理

學會出版

峰正行文化印刷事

業公司

峰正行文化印刷事

業公司

養生堂

華格那企業

立誠

禾楓書局發行 (初

版)

臺 灣 亞 洲 體 驗 教

育學會 (初版)

聯經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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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研究計畫申請案件查詢（2009）2009年10月5日檢索，https://nscnt12.nsc.gov.tw/

prquer�/WPR11010.ASP?QUERY_TYPE=OLD。

臺灣身體文化學會網站（2009）。2009年9月30日檢索，http://www.bod�culture.org.tw/

html/others/bod�books01.htm。

臺灣運動心理學會（2009）。2009年9月30日檢索，http://www.ssept.co.cc/。

臺灣運動生物力學學會（2009）。2009年9月30日檢索，http://www.tsbs.org.tw。

臺灣運動生理暨體能學會（2009）。2009年9月30日檢索，http://www.tsep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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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運動健康學會（2009）。2009年9月30日檢索，http://fala.org.tw/。

臺灣運動教育學會（2009）。2009年9月30日檢索，http://www.tassp.org.tw/。

臺灣運動傷害防護學會（2009）。2009年9月30日檢索，http://www.tats.org.tw/modules/

tin�d0/index.php?id=5。

臺灣適應體育運動與健康學會（2009）。2009年9月30日檢索，http://www.tapas.url.tw/

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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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  2004~2008年運動體育專書與研究



翁睿忱著

黃煜

臺啤籃球隊作

游弘廷等編著

魏啟弘、董益吾

魏啟弘、董益吾作

魏啟弘、董益吾、郁

復興作

郁復興、許宏哲、魏

啟弘作

魏啟弘作

方信淵著

李光武

簡桂彬

王令儀

許樹淵、崔凌震著

王順正編著

翁志成著

董燊作

黃妙國

傅國田

高俊雄

尚憶薇

2008

2008

2008

2008

2008

2008

2008

2008

2008

2008

2008

2008

2008

2008

2008

2008

2008

2008

2008

2008

2008

運動廣告的感性訴求 : 消費者購買動機

之研究(以臺北市為例)

運動行銷學

態度 : 臺啤隊的故事

實用體育規則及運動傷害處理

老化對國手級橄欖員在三酸甘油脂的影

響

老化對國手級橄欖球員與一般人在膽固

醇的影響

國內社會甲組橄欖球選手比賽能力診斷

與分析

有氧閾值2mmol/1在橄欖球訓練上之應

用

老化對國手級橄欖球員與男性非運動員

在膽固醇與低密度脂蛋白對高密度

臺灣運動產業產值預測模型建構

大專優秀桌球運動員心理特質與影響其

運動表現心理因素之研究

影像回饋策略對法式滾球定位擲準技能

學習之影響  

運動生物力學實驗手冊 . 測力板篇

運動訓練醫學

心肺適能訓練的理論與實務

運動競賽

金門地區運動賽會經營研究

大學運動性社團參與者服務品質知覺和

滿足感關係之研究

大專院校手球運動員成就動機對運動目

標涉入之影響研究

運動休閒管理

兒童運動與休閒活動設計

秀威資訊科技出版

華都文化

新文京開發 (第二

版)

文山報導雜誌

文山報導雜誌

文山報導雜誌

文山報導雜誌

文山報導雜誌

龍騰文化 (第一版)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海峽兩岸體育研究

學會 (初版)

師大書苑出版

師大書苑出版

師大書苑出版 (初

版)

師大書苑出版

國立金門技術學院

高教圖書

高教圖書

華都文化

五南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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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撞球運動

協會

王心怡主編

石明宗

林衢良

俞智贏

張素珠主編

黃德壽

歐正明

達欣工程作

熊文宗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

會編輯

中華民國運動教練

協會主編

胡天玫主編

黃新作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編著

洪偉欽

陳柏齡

游弘廷等編著

吳台二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國際撞球運動訓練法研討會 : ISBT會議手

冊暨論文集

2007年慈濟大學體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特色領域運動人才培育與訓練之學術研

究  

登山客與博士 : 山難、運動與宗教之體驗

中區大學生運動休閒參與、休閒無聊感、

自我控制與偏差行為關係之研究

三種不同直體塚原跳動作之生物力學比

較研究

臺灣百年體育人物誌

大學生選修排球運動課程的內在動機、

行為表現與滿意程度之相關性研究

大專院校學生選修羽球興趣選項之影響

因素與參與意願之研究

達欣team : 達欣虎將生活點滴全紀錄

中外飛盤運動史

國際運動賽會經驗傳承研討會報告書

中華民國學校運動教練運動科學研習會

資訊彙編

運動技藝 : 運動英雄與運動哲學

運動保健與運動處方  

運動法規彙編 : 96年12月版

優秀空手道選手乙型腎上腺素受器基因

多型性之研究

十二週規律運動對癲癇症個案健康體

能、運動認知、睡眠品質與疾病態度

實用體育規則及運動傷害處理

中央警察大學體育課程教學綱要

中華民國撞球運動

協會

慈濟大學

頂點文化出版 (初

版)

師大書苑出版 

師大書苑出版

臺灣身體文化學會

全壘打文化

全壘打文化

臺視文化

信樺文化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

會

中華民國運動教練

協會

師大書苑出版

四章堂文化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

與健康休閒研究所

高教圖書

新文京開發

中央警察大學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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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台二

江金山

邱玉惠

張又文

翁旭昇

許景林

謝謨郁

朱文增

蔡鵑如

陳李綢總編輯

歐正明

楊昌陸

黃桂瑛

李淑芳撰述主筆

黃賢堅、李鴻志、黃

明達編著

李鴻志編著

李鴻志、黃明達編著

黃賢堅等編著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體育教學與運動教育研究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田徑運動賽會服務

管理模式建構與驗證之研究

運動員目標取向、自覺能力、心理技能、

自信心來源與壓力因應策略關係

運動傷害防護室的設置對學校體育發展

之影響 : 以中國文化大學為例

排球運動選手期望與價值的差異研究 : 

以Eccles期望價值理論為基礎 : based

目標取向、動機氣候、自覺能力與大專籃

球運動員運動情感之關係研究

大專撞球課程學習期望與體驗成效之研

究 : 以高雄地區為例

臺灣職業棒球球員職業聲望之研究及其

應用

名人堂，棒球的聖殿

國際帕拉林匹克委員會

大專院校學生選修羽球興趣選項之影響

因素與參與意願之研究

臺灣地區高中、大專甲組排球教練領導行

為與選手滿意度之研究

愛是泳不止息 : 特殊奧運游泳金牌范晉

嘉的故事

平成の怪物 : 松坂大輔

游泳訓練與餓食對老鼠乙醯乙酸及乳酸

的影響

柔道運動的生理學基礎

游泳訓練及餓食對老鼠B-羥基丁酸及血

醣的影響

個案探討電動跑步機衰竭運動與100公

里超級馬拉松對低密度脂蛋白與高密

中央警察大學出版

社

臺灣東華

新文京開發

中國文化大學華岡

出版部

立誠

高雄復文

高雄復文

師大書苑

東觀國際文化出版

中華民國殘障體育

運動總會

世新大學出版中心

易利圖書

INK印刻出版

商周出版 (初版)

大學城文化

大學城文化

大學城文化

大學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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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李綢總編輯

王玉齡、劉瑞如、呂

佳樺編輯

吳萬福

陳金盈

徐生明

吳良民

蘇耿賦、王金成

陳弘慶

陳金盈等著

李育忠

許添本、黃基鴻、蕭

裕宗著

槌球比賽規則暨裁

判實施要領

鄭寶田、劉尚達主編

蘇維杉

張妙瑛等編著

程瑞福總編輯

雷文谷

馬君萍

黃武雄等作

黃武雄等作

黃永寬主編

陳裕芬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國際帕拉林匹克委員會憲章暨比賽項目

2009高雄世運主場館新建記錄首部曲

有效的運動訓練與指導法 : 運動教練的

具體任務與修養

中國新時期競技運動發展研究

淬煉 : 臺灣職棒傳奇總教練的故事！

私立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教職員工休閒活

動滿意度與休閒運動參與之研究

撐竿跳高助跑斜坡之運動學效應研究

運動賽會參與者之涉入程度、體驗行銷、

滿意度及忠誠度之相關實證研究

北京奧運會營運現況之研究

大學棒球選手打擊動作運動學分析

踩 動 夢 想:自行車運 動 休 閒 展專刊 : 

exhibition of biking sport and leisure

中華民國槌球協會規則委員會編譯

健身醫療運動處方

運動產業概論

運動健康管理

體育理論基礎經典叢書

運動事業經營與管理

男、女田徑選手運動承諾之相關研究

臺灣百年柔道人物誌

黃滄浪 : 臺灣柔道之父

幼兒運動遊戲

大專優秀桌球選手知覺教練領導行為、衝

中華民國殘障體育

運動總會

高雄市工務局

易利圖書

海峽兩岸體育研究

學會

凱特文化創意出版

高立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

與健康休閒研究所

漢家

海峽兩岸體育研究

學會

高教圖書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

館

中華民國槌球協會 

品冠文化

揚智文化

全華圖書

國立教育資料館

普林斯頓國際

立誠

臺灣身體文化學會

臺灣身體文化學會

中華民國幼兒體育

發展協會

觀錦達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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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智聰

林忠程

陳德海

高群超

黃阿文著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

會主辦

國立教育資料館編

張志凌

王安利、王松濤編著

溫良財

張志成

馬明彩、熊西北編著

潘岳雄、鄧淼編著

蕭秋祺編

廖澺蒼

蔡聖賢總編輯

黃宏榮

金明央

王瑞瑾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7

2006

2006

2006

突處理行為與其滿意度及團隊績

古代足球與擊鞠在唐代發展之比較研究

企業贊助中華職業棒球聯盟La new熊職

業棒球隊之效益研究

休閒行為相關因素與自覺訓練效果對大

專田徑選手比賽整體表現影響模式

不同休閒運動型態對中老年人平衡、下肢

肌力及手眼反應能力之比較研究

最新健美運動詳解

全國運動醫學研討會報告書

海洋體育影片教學手冊

擊劍運動選手肢體介面元素對整合績效

影響之研究

大專院校運動科學體適能教程

學生家長對子女參與運動競賽態度之調

查研究 : 以臺北市學校運動代表隊為例

應用縱貫式取向研究探討認知及動機因

素對大學生運動階段改變的影響  

田徑運動 : 教學理論與訓練方法

全人健康之運動處方

國民中學體育科教師教學信念及其有效

教學表現之研究  

國際大型體育轉播研究 : 雪梨奧運電視

轉播技術報告

桃園縣體育人物誌

體育運動論文集

體育運動論文集

探討易經的管理思想在體育運動管理上

的應用及啟發

高雄復文圖書

冠唐國際圖書

臺灣復文興業發行

觀錦達文化

文景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

會

國立教育資料館

高立

諾達運動行銷公司

發行

漢文 (初版)

觀錦達文化

諾達運動行銷公司

發行

諾 達 運 動 行 銷 發

行

南一

五南

桃園縣政府

金典

翠柏林出版

高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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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雅陵等著

莊國上等著

張瑞興等著

國立體育學院、海峽

兩岸體育研究學會

主辦

楊原芳

蔡禎雄總編輯

戴偉謙

周靈山

林明珠

風貞豪

楊裕斌、吳聖乾

楊建隆

徐元民

張素珠主編

郭素貞執行編輯

李昱叡

吳一德

吳錦雲

郭美惠

黃郁玲

傅國田

2006

2006

2006

2006

2006

2006

2006

2006

2006

2006

2006

2006

2006

2006

2006

2006

2006

2006

2006

2006

2006

體育運動論文集

體育運動論文集

體育運動論文集

海峽兩岸體育運動論壇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

體育運動價值觀與最適體驗關係之研究 : 

以新竹職工為例 : an example of the

中日韓體育運動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報告

書

體育文史的新領域

體育新聞採訪寫作與編輯實務

大專校院體育室(組)組織文化與組織效

能關係之研究

校長轉型領導行為與體育教師組織承諾

關係之研究 : 以臺北市公立國民小學為例

新竹縣體育場體育文物展專輯

休閒運動功能與大學體育課學習意願之

相關研究

體育學導論

臺灣百年體育人物誌

臺北縣體育文物誌

海洋運動概論

有氧運動與營養教育介入對高總膽固醇學

生血脂質、健康體適能及運動行為之影響

田徑運動訓練檢測與評估

慢速壘球運動員脈絡內在動機之研究

休閒運動價值觀之研究 : 以高雄市健康

休閒俱樂部會員為例 : take members 

of

臺灣手球選手訓練方式對運動目標涉入

之影響研究

高立

高立 

觀錦達文化

海峽兩岸體育研究

學會

合慶國際圖書

臺灣體育運動史學

會

師大書苑出版

峰正行

永大

高教圖書

新竹縣體育場出版

養生堂

 

品度(二版)

臺灣身體文化學會

臺北縣立板橋體育

場

品度出版

師大書苑

立昌

高雄復文

高雄復文

高教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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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柏齡

郭美惠

唐吉民

黃金柱

莊國上

石明宗、呂潔如主編

鄧政顯

劉一民

羅元鴻

廖清海

廖清海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臺灣體育運動史學

會

大葉大學體育室主

編

陳偉瑀

王宗進

于素梅主編

于素梅主編

于素梅主編

周建智

梁晏芯

2006

2006

2006

2006

2006

2006

2006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從事十二週規律運動對癲癇患者之研究 : 

深度訪談的質性研究 : a qualitativ

目標取向、知覺動機氣侯、自覺能力與慢

速壘球運動員情境內在動機、脈絡內在

動機及全面性內在動機之相關研究

目標取向、運動動機氣候與大專排球運動

員自我效能及內在動機之相關研究

運動觀光導論

大專羽球選手競賽性質性焦慮及特質性運

動自信心對競賽壓力因應策略預測之研究

運動書寫

桌球運動不同發球測驗方法之研究

運動哲學新論 : 實踐知識的想像痕跡

高苑技術學院體育室體育運動論文集

體育運動論文集

從媒體觀點論臺灣體育運動的社會現象 : 

(1989-2004)

全國體育運動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國際體育運動史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書

休閒管理與體育運動論文集

大專生體育課自我調整學習能力與運動

技能表現之關係暨教學策略效果之

體育實習教師教學行為之分析

高中體育健康教程 : 教案設計

國小體育健康教程 : 教案設計

國中體育健康教程 : 教案設計

合作學習教學法融入國小高年級體育課

之動作技能表現、批判性思考與社

桃園地區國中學生體育課學習滿意度現

高教圖書

高雄復文

復文

師大書苑出版

高立圖書

師大書苑出版

睿煜出版 (再版)

臺北市 : 師大書苑

出版

翠柏林出版

翠柏林出版

翠柏林出版

臺灣體育運動史學

會

臺灣體育運動史學

會

長隄

文笙

天明

諾亞文化出版發行

諾亞文化出版發行

諾亞文化出版發行

三思堂出版

易利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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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嘉文

洪嘉文

葉憲清

蔡欣延

闕月清主編

徐元民

向薇潔

唐國峰

劉仙湧

陳文英

吳坤瑞執行編輯

文多斌

盧俊宏、卓國雄、陳

龍弘著

陳光復總編輯

張素珠主編

牟鍾福

陳彥君

林大豐

劉美珠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2005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況之研究

學校體育經營管理策略與實務

學校體育法令

學校體育行政

臺灣大專院校體育實施現況與發展趨勢

調查之研究

國際適應體育學術研討會報告書

體育史

淡江中學與純德女子籃球隊在臺灣近代

體育史上的實踐與成果

建構學校興建體育館評估指標之研究 : 

以正修科技大學為例

臺南地區健康與體育領域輔導員價值取

向與課程目標認知之分析研究

大學體育系田徑選手運動員自信心來源

與教練領導行為之關係研究

臺北縣體育人物誌

學校體育探微

健身運動心理學 : 理論與概念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80週年紀念專輯

新竹體育風雲

臺灣地區運動休閒設施屬性評估指標之

研究

大專校院體育室(組)轉型領導組織文化

與組織承諾關係之研究

「身心動作教育」對運動員肩部疼痛之改

善效果研究 : 以呼吸與動作調整

「身心適能」課程之建構與教材發展研

究 : 以臺東大學體育課為例

師大書苑出版

師大書苑出版

師大書苑

師大書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研究與發展中

心

品度

竹一

高雄復文

供學

水月文化

臺北縣政府 (初版)

秀威資訊科技

臺北縣蘆洲市 : 易

利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

總會

國立清華大學

漢文

復文

睿煜

睿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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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國瑞

黃永寬

黃月嬋主編

李淑玲

李淑玲

許義雄教授榮退籌

備委員會主編

許樹淵、崔凌震著

葉憲清

樊正治編著

曾國雄

張春秀等合著

陳智仁

滕德政

姚漢禱

梁隨燕

張少熙總編輯

曾瑞成總編輯

鄭志富主編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編著

陳春蓮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國民小學體育教師效能信念、有效教學

行為與學學習成效之結構方程式模

幼兒運動遊戲課程實施現況及教師對其

認知之研究

體育課程改革與教學創新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

我國大專院校體育教師角色期望及角色

踐行之研究

臺北市國民中學體育教師生涯發展及專

業成長之研究

播種者 : 許義雄教授的傳奇人生

健康與體育概論

體育教材教法

體育通史新論

運動與營運管理

健康與體育領域教材教法

高雄市高中職學生對於體育課學習滿意

度與學習成效之相關調查研究

適應體育教學

體育統計

不同背景籃球選手目標取向、運動動機、

身體自我概念與運動表現滿意度

適應體育的醫學知識

身體文化論文集

體育行政與管理

體育法規彙編

體育教學的反省與實踐

三思堂出版

洪葉文化

國立臺中師範學院

體育學系

漢文

漢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學系運動教育

學研究室出版

師大書苑出版

正中出版 (第二版)

正中出版 (臺初版)

高雄市立體育場

冠學文化出版 (初

版)

高立 (初版)

師大書苑

師大書苑

立誠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體育研究與發展中

心

臺灣身體文化學會

師大書苑出版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第1版)

師大書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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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公鼎等合著

許義雄等著

程紹同等著

許弘恩

張立群

吳慧君

湯銘新編譯

張少熙著

吳家碧

陳嘉康

胡巧欣

陳金鼓

陳鏡清

林國棟研究主持

陳俊玄

陳興一

陳興一

鄭志富等著

周宏室主編

李昶弘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興體育、拼經濟 : 體育與臺灣的經濟發展

運動文化與運動教育

運動賽會管理 : 理論與實務

撐竿跳高不同等級選手持竿助跑最後六

步及插竿起跳之運動學分析

輕艇水球過肩投擲動作之三度空間分析

24小時超級馬拉松跑對選手血、尿液生

化值之影響

奧運會發展史

教師休閒運動行為模式

臺北市與北京市老年人運動休閒現況之

研究

職業籃球團隊衝突管理之研究

健身活動介入對健康體適能與運動行為

影響之研究 : 應用跨理論模式

俄羅斯選手單槓大迴環直體後空翻二周

接槓成懸垂動作之運動學分析

國內籃球場館服務品質滿意度、資訊來

源及阻礙因素與球迷觀賞行為之研

全國運動會採區域輪辦之規劃研究

全國運動會發展之社會過程研究:（1946-

2004）

橄欖球運動專業人力特徵分析

橄欖球教練判別球員攻守位置的理論依

據研究

運動管理學論文選輯

運動教育學研究法

高中學生憂鬱傾向、休閒運動參與動機

與休閒運動滿意度之研究

天下遠見出版 (第

一版)

師大書苑出版 (初

版)

揚智文化

高立出版

漢家

中國文化大學出版

部

徐亨體育文化基金

會

師大書苑出版

師大書苑出版

師大書苑出版

師大書苑出版

中國文化大學

全壘打文化出版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

總會

小豆芽文化

師大書苑出版 

師大書苑出版

師大書苑出版

師大書苑出版

全壘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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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義群

劉照金

林政東

黃新作

王慧如

陳美華

陳光復

黃森芳

駱明瑤編著

官文炎

胡雲雯

吳榮文

饒蘭君

薛堯舜

鄭憲成

吳淑卿

蔣憶德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大學體育課學生知覺動機氣候、自覺能

力、參與體育課動機與運動樂趣之

我國大學生運動觀光的參與動機、參與

頻率、參與類型與滿意度之研究

運動員肌力訓練

運動按摩術

運動.休閒.健康科學 : 導論

大學生規律運動行為影響因素之探討 : 

計畫行為理論之應用及延伸

南高地區休閒足球團隊凝聚力之因素分

析

長時間運動對大學男生周邊血液中免疫

細胞數量、淋巴細胞增殖功能 、自然殺

手細胞毒殺活性與淋巴細胞凋亡之影響

機能貼布使用方法與原理 . . 運動傷害實

用篇

棒球場的建造及其發展之研究

不同規律運動訓練對停經婦女健康體適

能、骨質密度及氮末端胜（NTx）的

射箭選手賽前狀態性焦慮及自信心對自

覺能力的表現結果影響之研究

大專籃球運動員自信心來源、心理技能、

賽前狀態焦慮、內在動機之關係  

南部大專院校學生健康行為知識、健康行

為動機與運動行為之相關性探討

修習潛水課程之大學生對健康促進生活

型態及休閒活動態度之研究

大專甲組運動員競技倦怠、自信心與因應

競賽壓力策略的研究

教練領導行為及運動動機氣候對內在動

機及滿意度之影響 : 以社會甲組籃

全壘打文化

睿煜

師大書苑

師大書苑發行

財 團 法 人鞋 類 暨

運 動 休 閒 科 技 研

發中心

高雄復文

立昌

華雲圖書

華格那企業

科正

師大書苑出版

金典

漢文

復文

太普公關

瑞和堂

立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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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啟川

李福恩

王瑞麟

許玉雲

林惠美

陳忠慶

黃永政

周文祥編輯

陳鎰明總編輯

陳慶雄

陳慶雄

林勁宏

張志銘

徐立民主編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2004

壘球鋁棒之運動生物力學特性分析

密集訓練對撐竿跳高選手競技體能與生

理生化值變化之探討

學校運動場地與舉辦運動活動之風險管

理研究

游泳與跳水選手情激素變化研究

划船運動拉槳與回槳上肢動作之運動生

物力學分析

離心訓練對肌肉損傷的個別差異及重複

訓練效應的影響

大專院校足球校隊教練多元領導行為與

球員比賽情緖水準之研究

休閒運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臺灣運動教育學會學術論文集

防護性策略的應用對踝關節扭傷探討

預性貼紮對踝關節外翻扭傷機制及貼布

張力之探討

Metformin對運動後不同型態肌肉纖維

肝醣合成的影響

大專校院學生休閒運動行為與意圖之相

關性研究

運動訓練學國際論壇專刊

正光書局

文景

華格那企業

高雄復文

科正

新文京開發

漢家

雲 林 科 技 大學 休

閒所

臺灣運動教育學會

冠學文化出版

冠學文化出版

易利圖書

師大書苑出版

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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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科系名稱  班別 
 合計 (含助 教)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其他      助教  
 小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724 516 208 135 23 142 65 87 31 131 55 6 3 15 31 

 
33 24 9 12 2 2 3 2 0 5 1 0 0 3 3

 10 9 1 2 0 2 0 2 0 3 1 0 0 0 0

 4 2 2 0 0 0 1 2 0 0 0 0 0 0 1

 14 7 7 1 1 3 0 1 2 2 2 0 0 0 2

 5 4 1 1 0 2 1 1 0 0 0 0 0 0 0

 23 20 3 4 0 4 1 4 0 8 2 0 0 0 0

 
15 11 4 1 0 2 1 4 1 0 0 4 2 0 0

 14 11 3 1 0 7 0 2 0 1 3 0 0 0 0

 13 11 2 1 0 2 0 2 0 5 2 0 0 1 0

 2 2 0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13 9 4 3 0 4 2 1 1 1 1 0 0 0 0

 13 8 5 2 1 2 2 2 1 2 1 0 0 0 0

 15 10 5 2 1 7 3 1 0 0 0 0 0 0 1

 12 10 2 3 1 3 1 2 0 2 0 0 0 0 0

總計

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

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

國立嘉義

大學

國立東華

大學

國立雲林

科技大學

國立屏東

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

海洋科技

大學

國立臺南

大學

國立臺東

大學

國立臺北

教育大學

國立新竹

教育大學

體 育 學 系

　　　　

運 動 競 技

學系

運 動 ( 與 )

休 閒 管 理

學系

體育系

休 閒 事 業

管理系

體育學系

運 動 與 休

閒學系

休 閒 運 動

學系

休 閒 運 動

保健系

水 域 運 動

管理系

體育學系

體育學系

體育學系

體 育 學 系

　 　 　 　

日間部

日間部

研究所

日間部

日間部

日間部

日間部

研究所

日間部

日間部

日間部

日間部

日間部

日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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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  94學年度(2005~2006年)大專院校體育運動相關系所專任教師人數



 10 6 4 1 1 2 1 2 0 1 2 0 0 0 0

 15 13 2 5 0 3 0 3 0 2 2 0 0 0 0

 9 6 3 1 0 2 3 2 0 1 0 0 0 0 0

 6 5 1 0 0 1 0 3 1 1 0 0 0 0 0

 10 7 3 2 0 4 1 1 1 0 0 0 0 0 1

 4 3 1 2 0 1 0 0 0 0 0 0 0 0 1

 
2 2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0

 3 2 1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10 4 6 1 0 2 2 0 1 1 3 0 0 0 0

 4 2 2 1 0 0 0 1 1 0 0 0 0 0 1

 9 6 3 1 0 1 0 0 0 3 2 0 0 1 1

 10 9 1 0 0 3 0 0 0 3 1 0 0 3 0

 9 7 2 5 0 0 0 0 0 2 2 0 0 0 0

 11 8 3 3 0 3 1 1 1 0 1 0 0 1 0

 3 2 1 2 0 0 1 0 0 0 0 0 0 0 0

國立台中

教育大學

國立屏東

教育大學

國立花蓮

教育大學

國立澎湖

科技大學

國立體育

學院

體育學系

體育學系

體育學系

海 洋 運 動

與 管 理 學

系

休 閒 事

( 產 ) 業 經

營學系

體育學系

運 動 技 術

學系

運 動 科 學

研究所

運 動 保 健

學系

( 運 動 ) 教

練研究所

球 類 運 動

學系

陸 上 運 動

學系

技 擊 運 動

( 技 術 ) 學

系

體 育 推 廣

學系

運 動 傷 害

防 護 研 究

所

日間部

日間部

日間部

日間部

日間部

研究所

研究所

研究所

日間部

研究所

日間部

日間部

日間部

日間部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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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3 2 0 0 1 0 1 1 1 1 0 0 0 0

 9 6 3 2 0 2 0 2 2 0 0 0 0 0 1

 16 11 5 3 0 2 3 4 0 2 1 0 0 0 1

 14 7 7 1 0 3 3 0 1 3 2 0 0 0 1

 9 1 8 0 1 0 3 0 1 0 2 0 0 1 1

 27 22 5 9 0 4 2 0 0 9 2 0 0 0 1

 9 4 5 1 0 0 2 3 1 0 1 0 0 0 1

 8 4 4 1 0 1 2 1 0 0 2 0 0 1 0

 15 13 2 0 0 6 0 0 0 7 1 0 0 0 1

 5 5 0 0 0 2 0 2 0 1 0 0 0 0 0

 17 14 3 8 2 4 1 0 0 2 0 0 0 0 0

 49 31 18 11 5 5 4 5 3 10 4 0 0 0 2

 13 4 9 0 1 1 2 0 0 2 4 0 0 1 2

 9 8 1 1 0 2 1 3 0 0 0 0 0 2 0

 1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7 6 1 1 0 1 0 3 1 1 0 0 0 0 0

 3 2 1 0 0 1 1 0 0 0 0 1 0 0 0

 7 7 0 1 0 2 0 2 0 2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國立臺灣

體育學院

國立臺灣

體育學院

國立臺北

護理學院

國立勤益

技術學院

國立金門

技術學院

輔仁大學

中國文化

大學

大葉大學

高雄醫學

大學

真理大學

適 應 體 育

學系

運 動 管 理

學系

體育學系

休 閒 運 動

學系

體 育 舞 蹈

學系

競 技 運 動

學系

運 動 健 康

科學學系

運 動 保 健

學系

休 閒 運 動

( 與 ) 管 理

學系

運 動 管 理

學系

體育學系

體育學系

舞蹈學系

國術系

( 運 動 ) 教

練研究所

運 動 事 業

管理學系

運 動 醫 學

系

運 動 管 理

學系

水 上 運 動

日間部

日間部

日間部

日間部

日間部

日間部

日間部

日間部

日間部

日間部

日間部

日間部

日間部

日間部

研究所

日間部

日間部

日間部

日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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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1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3 3 0 1 0 0 0 1 0 1 0 0 0 0 0

 15 12 3 3 0 3 1 3 0 2 1 1 1 0 0

 4 3 1 1 0 0 1 2 0 0 0 0 0 0 0

 20 16 4 3 0 4 1 0 1 9 2 0 0 0 0

 7 5 2 1 1 4 0 0 0 0 1 0 0 0 0

 10 10 0 2 0 2 0 4 0 2 0 0 0 0 0

 14 11 3 0 0 2 1 0 0 9 2 0 0 0 0

 2 2 0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3 2 1 2 0 0 0 0 1 0 0 0 0 0 0

 7 6 1 0 0 1 0 1 0 4 0 0 0 0 1

 4 3 1 0 0 1 1 1 0 1 0 0 0 0 0

長榮大學

中國醫藥

大學

正修科技

大學

萬能科技

大學

大仁科技

大學

大漢技術

學院

北臺科學

技術學院

致理技術

學院

美和技術

學院

經國管理

暨健康學

院

學系

運 動 事 業

學系

運 動 資 訊

傳播學系

運 動 ( 與 )

休 閒 管 理

學系

運 動 醫 學

系

運 動 健 康

與 休 閒 學

系

運 動 健 康

與 休 閒 學

系

休 閒 運 動

( 與 ) 管 理

學系

休 閒 運 動

( 與 ) 管 理

學系

運 動 健 康

與 休 閒 學

系

運 動 健 康

與 休 閒 學

系

休 閒 運 動

保健系

運 動 健 康

與 休 閒 學

系

日間部

日間部

日間部

日間部

日間部

日間部

日間部

日間部

日間部

日間部

日間部

日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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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9 3 3 1 5 1 0 0 1 0 0 0 0 1

 4 3 1 2 0 0 1 1 0 0 0 0 0 0 0

 8 1 7 0 1 0 1 1 3 0 1 0 0 0 1

 4 3 1 2 0 1 1 0 0 0 0 0 0 0 0

 5 4 1 3 0 0 0 1 0 0 0 0 0 0 1

 20 17 3 3 0 6 2 1 0 7 0 0 0 0 1

 10 8 2 1 1 3 0 0 0 4 1 0 0 0 0

 9 6 3 1 0 2 1 2 1 1 1 0 0 0 0

 11 7 4 0 1 3 2 1 0 3 0 0 0 0 1

 12 5 7 2 1 1 0 1 5 1 0 0 0 0 1

 9 6 3 2 0 0 2 1 0 3 0 0 0 0 1

 4 3 1 1 0 2 0 0 0 0 0 0 0 0 1

臺北市立

教育大學

臺北市立

體育學院

臺北市立

體育學院

體 育 學 系

　　　　

運 動 教 育

研究所

舞蹈學系

運 動 技 術

學系

運 動 科 學

研究所

球 類 運 動

學系

陸 上 運 動

學系

水 上 運 動

學系

技 擊 運 動

( 技 術 ) 學

系

休 閒 運 動

( 與 ) 管 理

學系

體 育 與 健

康學系

運 動 器 材

科 技 研 究

所

日間部

日間部

日間部

日間部

日間部

日間部

日間部

日間部

日間部

日間部

日間部

日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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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體育委員會（2006）。中華民國體育統計民國95年。臺北市：行政院體委會，

70-74。 



學校名稱      科系名稱
     總 計        教 授      副 教 授   助 理 教 授    講 師     其他 類    助教

總 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860 621 239 137 25 182 72 131 48 150 60 10 4 11 30 

 38 30 8 11 1 4 3 5 0 7 2 0 0 3 2

 10 9 1 2 0 2 0 3 0 2 1 0 0 0 0

 2 1 1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4 2 2 0 0 0 1 2 0 0 0 0 0 0 1

 7 5 2 1 1 0 0 4 1 0 0 0 0 0 0

 15 9 6 1 1 4 0 1 2 2 2 0 0 1 1

 14 11 3 0 0 4 0 4 0 3 2 0 0 0 0

 7 3 4 1 0 1 1 1 2 0 0 0 0 0 1

 9 6 3 1 0 2 2 3 1 0 0 0 0 0 0

 21 18 3 2 0 5 1 5 0 6 2 0 0 0 0

              

 12 6 6 1 0 2 3 1 3 2 0 0 0 0 0

 16 12 4 1 0 2 1 4 1 0 0 5 2 0 0

 13 10 3 1 0 7 0 1 0 1 3 0 0 0 0

 14 12 2 1 0 2 0 3 0 5 2 0 0 1 0

 14 9 5 2 1 3 3 2 0 2 1 0 0 0 0

 9 6 3 0 0 1 1 0 0 5 2 0 0 0 0

總計

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

國立成功

大學

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

國立彰化

師範大學

國立臺北

大學

國立中正

大學

國立嘉義

大學

國立高雄

大學

國立東華

大學

國立雲林

科技大學

國立屏東

科技大學

國立臺東

大學

國立虎尾

科技大學

體育學系　　　

運動競技學系

運動科學研究所

運動與休閒管理

研究所

體育健康與休閒

研究所

體育系

體育學系

休閒運動與管理

學系

運動休閒研究所

體育學系

運動健康與休閒

學系

運動與休閒學系

休閒運動研究所

休閒運動保健系

體育學系

體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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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  95學年度(2006~2007年)大專院校體育運動相關系所專任教師人數



 4 3 1 1 0 2 1 0 0 0 0 0 0 0 0

 12 9 3 3 0 6 2 0 0 0 1 0 0 0 0

 15 10 5 5 2 4 2 1 0 0 0 0 0 0 1

 11 9 2 2 1 3 1 2 0 2 0 0 0 0 0

 11 7 4 1 1 3 1 2 0 1 2 0 0 0 0

 15 13 2 5 0 6 1 1 0 1 1 0 0 0 0

 9 6 3 1 0 2 2 2 1 1 0 0 0 0 0

 6 5 1 0 0 1 0 3 1 1 0 0 0 0 0

 11 8 3 2 0 4 1 1 1 1 0 0 0 0 1

 10 4 6 1 0 2 2 0 1 1 3 0 0 0 0

 9 6 3 2 0 0 1 0 0 3 1 0 0 1 1

 11 9 2 0 0 3 0 0 0 4 1 1 1 1 0

 7 5 2 2 0 1 0 0 0 1 2 1 0 0 0

 11 8 3 3 0 3 1 1 1 0 1 0 0 1 0

 6 1 5 0 1 1 0 0 1 0 2 0 1 0 0

 5 4 1 2 0 2 0 0 0 0 0 0 0 0 1

 3 3 0 2 0 0 0 0 0 0 0 1 0 0 0

 3 2 1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4 2 2 1 0 0 0 1 1 0 0 0 0 0 1

 3 2 1 2 0 0 1 0 0 0 0 0 0 0 0

國立高雄

海洋科技

大學

國立臺南

大學

國立臺北

教育大學

國立新竹

教育大學

國立臺中

教育大學

國立屏東

教育大學

國立花蓮

教育大學

國立澎湖

科技大學

國立體育

學院

水域運動管理系

體育學系

體育學系

體育學系　　　

　　　　　

體育學系

體育學系

體育學系

海洋運動與遊憩

學系

休閒產業經營學

系

運動保健學系

球類運動技術學

系

陸上運動技術學

系

技擊運動技術學

系

體育推廣學系

適應體育學系

體育研究所

運動技術研究所

運動科學研究所

教練研究所

運動傷害防護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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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6 2 2 0 2 0 2 1 0 0 0 0 0 1

 15 10 5 2 0 2 3 4 0 2 1 0 0 0 1

 13 6 7 1 0 3 4 0 1 2 1 0 0 0 1

 9 2 7 0 1 0 4 0 0 0 1 1 0 1 1

 27 23 4 8 1 6 1 0 0 8 2 1 0 0 0

 9 5 4 1 0 1 1 2 1 1 1 0 0 0 1

 8 4 4 1 0 1 1 1 1 0 2 0 0 1 0

 5 4 1 0 0 3 0 0 0 1 0 0 0 0 1

 5 4 1 0 0 2 1 2 0 0 0 0 0 0 0

 16 14 2 8 1 4 1 0 0 2 0 0 0 0 0

 49 31 18 9 5 5 4 5 3 12 4 0 0 0 2

 9 7 2 1 0 2 1 3 0 0 0 0 0 1 1

 1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6 5 1 0 0 2 1 3 0 0 0 0 0 0 0

 14 10 4 0 0 1 1 6 3 3 0 0 0 0 0

 5 4 1 0 0 2 0 2 1 0 0 0 0 0 0

 12 12 0 1 0 6 0 3 0 2 0 0 0 0 0

 4 4 0 0 0 0 0 3 0 1 0 0 0 0 0

 5 4 1 1 0 1 1 1 0 1 0 0 0 0 0

 4 4 0 1 0 0 0 1 0 2 0 0 0 0 0

 17 13 4 4 0 3 1 4 2 2 1 0 0 0 0

 7 6 1 1 0 1 1 2 0 2 0 0 0 0 0

 
23 19 4 4 0 5 1 0 1 10 2 0 0 0 0

國立臺灣

體育學院

國立臺北

護理學院

國立勤益

技術學院

國立金門

技術學院

輔仁大學

中國文化

大學

大葉大學

義守大學

高雄醫學

大學

真理大學

長榮大學

中國醫藥

大學

正修科技

大學

究所

運動管理學系

體育學系

休閒運動學系

體育舞蹈學系

競技運動學系

運動健康科學系

運動保健學系

休閒運動管理系

運動管理系

體育學系所

體育學系

國術學系

運動教練研究所

運動事業管理學

系

健康管理學系

運動醫學系

運動管理學系

水域運動休閒學

系

運動事業學系

運動資訊傳播學

系

運動休閒管理學

系

運動醫學系

運動健康與休閒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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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4 2 1 0 3 1 0 1 0 0 0 0 0 0

 11 11 0 2 0 3 0 5 0 1 0 0 0 0 0

 12 10 2 0 0 2 0 0 0 8 2 0 0 0 0

 11 7 4 0 0 0 0 1 1 6 3 0 0 0 0

 7 7 0 1 0 2 0 2 0 2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3 1 2 0 0 1 0 0 1 0 1 0 0 0 0

 4 4 0 0 0 3 0 1 0 0 0 0 0 0 0

 6 5 1 2 0 0 0 1 1 2 0 0 0 0 0

 10 9 1 1 0 2 0 2 0 4 0 0 0 0 1

 12 9 3 1 0 0 0 7 1 1 2 0 0 0 0

 13 9 4 1 0 2 1 3 1 3 2 0 0 0 0

 6 4 2 0 0 2 1 1 0 1 1 0 0 0 0

 12 9 3 3 1 5 1 0 0 1 0 0 0 0 1

 5 3 2 2 0 1 1 0 0 0 0 0 0 0 1

 10 2 8 0 1 0 1 2 4 0 1 0 0 0 1

 5 3 2 2 0 1 1 0 0 0 0 0 0 0 1

建國科技

大學

大仁科技

大學

大漢技術

學院

嘉南藥理

科技大學

永達技術

學院

中華醫事

學院

育達商業

技術學院

北臺灣科

學技術學

院

致理技術

學院

美和技術

學院

吳鳳技術

學院

明道管理

學院

經國管理

暨健康學

院

臺北市立

教育大學

臺北市立

體育學院

運動健康與休閒

系

休閒運動管理系

休閒運動管理系

運動管理系

運動健康休閒系

運動健康與休閒

系

休閒運動管理系

運動健康與休閒

系

運動健康與休閒

系

休閒運動保健系

運動健康與休閒

系

休閒保健學系

運動健康與休閒

系

體育學系　　　

　　　　　

運動教育研究所

舞蹈系(所)

運動技術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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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1 3 0 0 0 1 0 0 0 0 0 0 1

 22 19 3 3 1 8 1 3 1 5 0 0 0 0 0

 11 8 3 1 1 3 0 0 0 4 1 0 0 0 1

 9 6 3 1 0 3 1 1 1 1 1 0 0 0 0

 12 8 4 0 1 3 2 1 0 4 0 0 0 0 1

 12 5 7 2 1 1 0 1 5 1 0 0 0 0 1

 9 6 3 2 1 0 1 1 0 3 0 0 0 0 1

 5 4 1 1 0 2 0 1 0 0 0 0 0 0 1

運動科學研究所

球類運動學系

陸上運動學系

水上運動學系

技擊運動學系

休閒運動管理學

系(所)

體育健康學系

運動器材科技研

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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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科系名稱
 男    女   教授 副   教授 助    理教授     講師      其他類    助教

 小 計  小 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專任教師
數(不含
助教)
總  計  

總計

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

國立成功

大學

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

國立彰化

師範大學

國立臺北

大學

國立交通

大學

國立嘉義

大學

國立高雄

大學

國立東華

大學

國立臺灣

科技大學

國立臺灣

海洋大學

國立臺東

體育學系　　　

運動競技學系

運動科學研究所

運動與休閒管理

研究所

體育室

體育健康與休閒

研究所

體育系

體育學系

體育室

體育室

體育學系及體育

與健康休閒研究

所

運動健康與休閒

學系

運動與休閒學系

體育室

體育室

體育學系

 941 700 241 150 32 219 85 131 44 190 76 10 4 11 28 

 34 27 7 11 1 6 4 5 0 5 2 0 0 2 3

 11 10 1 3 0 2 0 3 0 2 1 0 0 0 0

 3 2 1 2 1 0 0 0 0 0 0 0 0 0 0

 3 2 1 0 0 0 1 2 0 0 0 0 0 0 1

 9 6 3 0 1 4 2 0 0 2 0 0 0 0 1

 8 5 3 1 1 0 0 4 2 0 0 0 0 0 0

 12 7 5 2 1 2 0 1 2 2 2 0 0 1 1

 15 11 4 0 0 5 0 3 2 3 2 0 0 0 0

 13 9 4 1 9 9 1 2 1 6 2 0 0 1 0

 13 11 2 1 0 2 0 2 0 6 2 0 0 0 0

 22 19 3 2 0 7 1 6 0 4 2 0 0 0 0

 13 7 6 1 1 3 2 1 3 2 0 0 0 0 0

 16 12 4 1 0 2 1 4 1 0 0 5 2 0 0

 8 6 2 1 0 1 0 1 1 3 1 0 0 0 0

 8 7 1 0 0 2 0 2 0 3 1 0 0 1 1

 10 7 3 2 0 2 2 1 0 2 1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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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4  96學年度(2007~2008年)大專院校體育運動相關系所專任教師人數



大學

國立清華

大學

國立高雄

應用科技

大學

國立臺南

大學

國立臺北

教育大學

國立新竹

教育大學

國立臺中

教育大學

國立屏東

教育大學

國立花蓮

教育大學

國立臺灣

大學

國立中央

大學

國立中興

大學

國立臺灣

藝術大學

國立體育

學院

體育室

體育室

體育學系

體育學系

體育學系　　　

　　　　　

體育學系

體育學系

體育學系

體育室

體育室

運動健康管理研

究所

體育室

體育室

運動保健科學研

究所

運動保健學系

體育推廣學系

體育研究所

運動技術研究所

 8 6 2 2 1 2 1 0 0 2 0 0 0 0 0

 15 11 4 5 0 3 2 0 2 3 0 0 0 0 0

 12 9 3 3 0 6 2 0 0 0 1 0 0 0 0

 14 10 4 5 2 4 2 1 0 0 0 0 0 0 1

 12 10 2 3 1 3 1 2 0 2 0 0 0 0 0

 10 7 3 1 1 2 1 3 0 1 1 0 0 0 0

 15 13 2 7 0 4 1 1 0 1 1 0 0 0 0

 8 5 3 1 1 0 0 4 2 0 0 0 0 0 0

 31 23 8 8 2 6 3 7 1 2 2 0 0 0 2

 14 12 2 0 0 5 1 0 0 7 1 0 0 0 0

 4 4 0 1 0 3 0 0 0 0 0 0 0 0 0

 11 8 3 1 1 3 0 0 0 4 2 0 0 0 1

 2 2 0 0 0 1 0 0 0 1 0 0 0 0 0

 3 2 1 2 0 0 1 0 0 0 0 0 0 0 0

 10 4 6 1 1 2 2 0 1 1 2 0 0 0 0

 10 7 3 4 0 2 1 1 1 0 1 0 0 1 0

 4 4 0 2 0 2 0 0 0 0 0 0 0 0 1

 3 3 0 2 0 0 0 0 0 0 0 1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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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

體育學院

國立臺北

護理學院

國立勤益

科技大學

國立金門

技術學院

國立臺北

科技大學

輔仁大學

中國文化

大學

大葉大學

南臺科技

大學

高雄醫學

大學

真理大學

長榮大學

中國醫藥

運動科學研究所

運動管理學系

體育學系

運動健康科學學

系

體育舞蹈學系

運動健康科學系

運動保健學系

體育室

運動與休閒系

體育室

體育學系

體育室

體育學系

運動教練研究所

運動事業管理學

系

體育室

體育教育中心

運動醫學系

運動管理學系

運動事業學系

運動資訊傳播學

系

運動休閒管理學

系

運動醫學系

 3 2 1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8 7 1 3 0 1 0 3 1 0 0 0 0 0 1

 14 10 4 1 0 3 3 5 0 1 1 0 0 0 1

 7 4 3 1 0 1 1 2 1 0 1 0 0 0 1

 7 1 6 0 1 0 4 0 0 0 1 1 0 1 1

 9 5 4 1 0 1 1 2 1 1 1 0 0 0 1

 8 3 5 1 0 1 1 1 1 0 3 0 0 1 0

 12 11 1 0 0 6 1 0 0 5 0 0 0 2 8

 7 5 2 0 0 2 1 3 1 0 0 0 0 0 0

 15 12 2 4 0 6 1 0 0 3 1 0 0 0 0

 16 14 2 8 1 4 1 0 0 2 0 0 0 0 0

 17 9 8 2 1 4 4 0 0 3 3 0 0 0 0

 44 30 14 6 3 8 5 8 3 8 3 0 0 0 1

 5 4 1 4 1 0 0 0 0 0 0 0 0 0 1

 7 4 3 0 0 2 2 2 1 0 0 0 0 0 0

 14 12 2 0 0 0 0 3 1 9 1 0 0 0 0

 19 13 6 3 0 3 2 1 0 6 4 0 0 1 0

 10 9 1 1 0 3 0 5 1 0 0 0 0 0 0

 12 11 1 1 0 5 0 3 1 2 0 0 0 0 0

 4 4 0 1 0 1 0 2 0 0 0 0 0 0 0

 2 2 0 1 0 0 0 0 0 1 0 0 0 0 0

 15 11 4 2 0 3 1 3 2 2 0 1 1 0 0

 15 12 3 3 1 2 2 2 0 5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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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正修科技

大學

建國科技

大學

高苑科技

大學

崑山科技

大學

嘉南藥理

科技大學

永達技術

學院

淡江大學

華梵大學

慈濟大學

聖約翰科

技大學

靜宜大學

嶺東科技

大學

北臺灣科

學技術學

院

致理技術

學院

吳鳳技術

學院

經國管理

暨健康學

院

臺北市立

教育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

閒(管理)系

運動健康與休閒

系

體育（教育中心）

體育室

運動管理系

運動健康休閒系

體育教學組

體育室

體育室

體育室

體育室

體育室

運動健康與休閒

系

運動健康與休閒

系

運動健康與休閒

系

運動健康與休閒

系

體育學系　　　

運動教育研究所

 25 21 4 5 0 5 1 1 1 10 2 0 0 0 0

 5 4 1 0 0 4 0 0 1 0 0 0 0 0 0

 12 11 1 0 0 4 1 1 0 6 0 0 0 0 0

 21 16 5 2 0 8 2 2 3 4 0 0 0 0 0

 13 8 5 0 0 0 0 1 1 7 4 0 0 0 0

 9 8 1 1 0 2 1 3 0 2 0 0 0 0 0

 31 19 12 1 4 10 3 3 0 5 5 0 0 0 0

 5 4 1 0 0 0 1 1 0 3 0 0 0 0 0

 7 4 3 0 0 1 0 1 0 0 2 2 1 0 0

 12 9 3 1 1 4 0 0 1 4 1 0 0 0 0

 11 8 3 0 1 1 1 0 0 7 1 0 0 0 0

 11 6 5 1 0 2 2 1 2 2 1 0 0 0 0

 7 7 0 2 0 4 0 1 0 0 0 0 0 0 0

 7 6 1 2 0 0 0 1 1 3 0 0 0 0 0

 11 8 3 1 0 0 0 7 1 0 2 0 0 0 0

 6 4 2 0 0 2 1 1 0 1 1 0 0 0 0

 12 9 3 3 1 5 1 1 0 0 1 0 0 0 0

 4 3 1 2 0 1 1 0 0 0 0 0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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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

體育學院

運動技術研究所

運動科學研究所

體育與健康學系

運動器材科技研

究所

 4 3 1 2 0 1 1 0 0 0 0 0 0 0 0

 3 3 0 2 0 0 0 1 0 0 0 0 0 0 0

 8 6 2 2 1 0 1 1 0 3 0 0 0 0 1

 3 3 0 0 0 2 0 1 0 0 0 0 0 0 0

651

玖 學 校 體育學 術 研 究   理 論與實際 結合

資料來源：行政院體育委員會（2008）。中華民國運動統計民國97年。臺北市：行政院體委會，

100-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