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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體育班之新挑戰
與績效治理 

前言

我國當前教育制度，為因

應各藝能科的發展與其特殊性，

而發展出「體育班」之概念。

1971年依據「發展全民運動培養

優秀運動人才實施方案」以及教

育部「公私立中等學校體育成績

優良學生保送升學辦法」，訂定

「臺灣省公私立中等學校體育班

計畫」，此計畫成為培訓我國學

校優秀運動人才的重要機制之一

（國立教育資料館，2010）。而

1987年教育部發布《特殊教育法

實行細則》使體育班得以成立，

《特殊教育法》成為體育班成立

之法源依據，故學校體育班屬於

特教之範疇（李昱叡，2011）。

近年來，在教育部積極擴辦下，

體育班數量逐年增加（李昱叡，

2011）。體育班的擴展本為提倡

體育運動發展，強化體育人才建

置，但各縣市在資源、發展特色

與文化屬性差異大，且發展運動

種類過於繁雜，產生各縣市體育

班發展成效不一、體制混亂、人

才流失、資源分配不公、學生學

業低落等問題，從而影響體育班

學生生涯發展與國家運動進步之

步調（程瑞福，2011）。因此，

在體育班發展的過程當中，仍有

許多潛在的問題與癥結，這些問

題的存在對於基層體育班的發

展，逐漸產生負面的影響。體育

班發展實務面上的癥結，相關主

管單位如果能夠提早瞭解與提出

因應方案，相信對於未來體育班

的發展與走向，將會有正面的影

響。因此，於此筆者將前述問題

提出看法，希冀提供往後相關研

究參考。

當前體育班經營面臨之新挑戰

體育班的發展與面臨的問

題非常多，國內有多位學者專家

對此領域有豐碩的研究成果並提

出建議，筆者就這幾年當中我國

體育班發展所面臨新的挑戰分為

三面向，如少子化的衝擊、人力

資源管理與體育行政工作負擔的

增加，並進行整理與論述。

一、少子化衝擊

我國目前少子化的問題嚴

重，已衝擊到國中小甚至是高中

端，間接影響的是運動梯隊的形

成，運動梯隊如果無法進行系統

性的接續，將使國小與國中、高

中端所要發展的基層三級體育系

統，無法有效的形成規模。根據

鄭姿蓉（2015）指出，少子化現

象對於學校的影響有以下諸點，

而這些現象都造成目前我國體育

班發展進程中的重大影響：

（一）班級數下降：就學人口越

來越少，造成的減班及

併校的案例越來越多，

未來人數過少的學校可

能面臨到廢校或併校的

危機。這個危機造成基

層學校體育班的發展受

到限制，因為運動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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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受到學校裁併的

影響，無法形成穩固的

金字塔體系，代表隊的

組隊隨著學校的裁併而

收編或解散，也影響了

基層單項運動人才的培

育。如遇有學校裁併或

是代表隊解散的狀況，

教育局或是體育專責單

位應肩負起選手的安置

問題，將選手安排至適

當的學校接續訓練，同

時協助專案處理轉學問

題，避免選手轉學後仍

面臨轉學一年不得參加

運動聯賽的條款。

（二）教師超額問題：少子化

除了使就學人數逐年遞

減外，也因為班級數的

減 少 ， 造 成 教 師 超 額

的 問 題 日 益 嚴 重 ， 因

此學校不再聘請正式教

師，改以聘請代理教師

彌補缺額。如此一來，

有相關專長的體育教師

如未能考取正式教師，

僅能以代理的方式在學

校服務；有帶隊熱誠的

教師，在每年的教師甄

試中卻必須面對許多挑

戰，而學校端則面臨體

育班、代表隊教練連年

更換的情況；即使考上

正式教師，卻也會因家

庭或是個人因素，而無

法協助代表隊的組訓。

或許，在專任教練的聘

任上會受到人事經費的

限制，但基層運動教練

或師資的穩固，卻也是

不可忽視的一項重點，

應將在當地長期耕耘的

教練，適所的留在代表

隊內，降低代表隊連年

換帥的情況，因此，增

聘專任運動教練是當務

之急。

（三）招生壓力：各校提供的入

學名額已大於就學的學

生數，學校不但要面臨

招生的壓力，還必須面

對他校的競爭。基層競

技選手在一地區內，如

果本身就人數不足，又

面臨不同學校在同一地

區發展同一運動項目，

便會造成人才分化的情

況產生，甚至有磁吸效

應，即選手往鄰近發展

更完整的縣市出走，久

而久之，該縣市的運動

發展就會受到壓縮。同

一縣市中，各學校的重

點發展項目，應該經由

政府單位的協調安排，

有效的將基層競技人才

分流，完善縣內的四或

五級的培訓體系，發展

項目以區、校或是傳統

文化作為考量因素，讓

人 才 發 展 多 元 且 不 重

疊，同時也可運用體育

班的發展，降低學校因

少子化壓力所面臨的招

生壓力。

（四）教育資源縮減：學校的教

育經費是依照學生人數

補助，學生人數下降將

影響學校的教育資源分

布不均。都會區中，運

動發展蓬勃的學校，將

不斷獲得更多的資源挹

注，而偏鄉或是發展較

為弱勢的縣市、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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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無法有效獲得更多資

源 ， 造 成 強 者 恆 強 ，

弱者恆弱的現象；訓練

資訊與資源的不對等，

限縮了不同縣市中，不

同層級學校的體育班發

展。在整體體育班的發

展中，偏鄉的發展仍不

可忽視，目前臺灣的城

鄉 差 距 雖 有 縮 小 的 趨

勢 ， 但 是 仍 有 一 些 離

島、偏鄉地區需要挹注

更多的資源，雖說體育

署成立了運動贊助的平

臺，但是平臺的有效運

作仍有待加強，應該更

有效的宣導相關資訊；

而贊助或資助學校運動

代表隊，是建立在雙方

互惠的情況下，贊助平

臺或許可以更精簡贊助

流程，並強化贊助商或

個人的回饋機制。

二、人力與資源管理

一個成功的運動團隊，絕

對無法以教練一人勝任全部工

作，校內必須進行人力資源管

理，簡單來說，就是將對的人放

在對的位置上，任何體育教師都

可以協助團隊的發展，並且根據

各別教師的專長進行工作分配；

將訓練工作與行政工作分類，讓

更多同仁可以進入運動團隊內協

助，同時，可與上端或是下端的

三級、四級學校單位進行人力整

合，以跨校、跨年齡、跨團隊的

訓練方式，突破傳統的團隊訓練

體系，將體系內的教練、體育行

政人才，做跨校的整合與發展，

一方面讓選手與所面臨的教練更

具有訓練上的共識，使同一體系

內所指導出的選手能無縫接軌，

同時，也可以擷取各校之間專項

訓練場地的長處，截長補短，讓

硬體的建設經費可以更加有效地

投注在學校單位內。

三、行政工作的繁複

近年來因體育班的發展迅

速，體育署或是教育局、體育系

所、大學及相關政府單位的計畫

不斷地將資源挹注到設有體育班

的學校，這的確是一種良性的資

源投注方式，但在現今教師兼任

行政工作吃重的情況下，許多體

育組長必須兼任學校體育的發

展，辦理多項校內競賽，如全校

運動會、班際球類競賽等，同時

還必須肩負體育班課程發展的召

集人、體育發展委員的召集人；

又為了體育班的發展，必須爭取

許多經費，在爭取經費過程中，

就必須面臨相關計畫的撰寫、執

行、核銷等一連串的行政繁雜工

作。體育組長的工作雖然有行政

加給，但是繁重的體育行政業務

仍讓不少教師卻步。目前職業學

校中，各專業科別都有科主任的

編制，因此建議相關單位可將體

育班的行政體系升級，讓設有體

育班的學校可以將體育獨立成一

專科，仿效大學端體育室的編

制，體育科主任下設有一或二名

組長，一名負責一般學校體育的

發展，一名負責體育班的行政業

務與計畫執行；一方面減低體育

行政工作的份量，一方面提高體

育班在學校單位內的層級。然

而，這部分仍有待相關法令的修

改，即高中體育班課程提升至具

有職業學校性質的專業術科實習

能力，同時也具有高中課程的學

科能力，再輔以原有的體育專業

課程，如運動英文、運動生涯規

劃等專屬課程，將體育班課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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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行政層級的提升，同時進行課

程的改造。

體育班創新經營──從績效管

理到績效治理

目 前 政 府 在 施 政 的 過 程

中，都將施政績效指標化、數據

化，一方面明顯地讓民眾對於施

政的實施程度，經由數據化更加

瞭解，另一方面透過系統化的指

標，將內部績效做出稽核制度，

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形成所謂的

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

目前我國體育班的評鑑制度，是

一種發展的績效管理與治理的指

標顯現，評鑑中將體育班發展的

各要素做出清楚的指標與給分，

並透過年度的競賽成績作為發展

績效之一，透過分數的加總與指

標表列，簡單清楚地呈現出代表

隊對外競賽的競技水準與發展方

向。而在績效管理與衡量原則

中，有績效管理應進行績效評估

或測量、績效指標的設計應具評

估可行性與民主治理程度、評

鑑結果應告知公眾（朱鎮明，

2008）。亦即，如同體育署將體

育班評鑑資料公開的給大眾端與

學校檢閱，以提升校內的績效指

標管理、發展，讓一般民眾、家

長的共同參與和瞭解。

B o u c k a e r t  及  H a l l i g a n

（2008）指出，績效管理的途

徑或進程有四種類型，分別為

績效行政（Performance Admin-

istration）、績效處理（Manage-

ment of Performance）、績效管

理（Performance Management）

及績效治理（Performance Gover-

nance），以下將體育班的創新

經營著重在績效管理到績效治理

的過程做出簡單論述。

績 效 管 理 階 段 有 一 些 特

性，即為不僅是投入面的測量，

更包括產出與影響面  （朱景

鵬、朱鎮明，2014），體育班在

經營與發展之時，不能單就投入

資源的影響面評估，應直接就最

後體育班發展的整體決策做遠觀

的評估，一般來說，一個體育班

的萌發到成熟，經筆者實際經驗

觀察，需經過5-10年的經營與健

全制度，10年後才可以逐漸走向

成熟期，體育班發展委員會應該

針對體育班的發展做出五年中程

發展計畫與十年長程發展計畫，

針對體育班發展進行校內外影響

面的風險管理與發展評估；在與

校內充分結合的過程中，同時發

展社區的參與，這就到了公民參

與的部分，組織內外部的共同發

展，這就到了績效治理的階段。

體育班的發展，在校內中長程的

健全發展過程中，與當地社區、

政府相互連結，達到共生、服務

的目標，這樣體育班的發展就已

經跨到組織外部的關係經營，發

展至此，資源已不侷限於政府單

位，而可以擴增到一般企業與民

眾的共同參與和發展，且可以持

續在競技訓練之餘進行公共關係

的營造，增強校內外組織與體育

班、代表隊的連結與認同。

結語

自1987年開始，體育班的發

展過程遭遇到許多社會面問題的

衝擊，透過前述論述與解析，希

冀能給予體育班在往後規劃上做

出更具總體性的長遠規劃。體育

班發展同時也受到中央及地方政

府的影響，為使政府資源有效的

運作，如能善用人力資源管理、

績效管理與治理的概念，將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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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發展績效指標化。以此為目

標，不斷修正路徑並適其所能地

推動學校體育班走向成熟階段，

將體育班發展路徑根據社會面問

題做微調，使體育班在社會劇烈

變遷的情況下，仍能穩定發展，

強化學校端基層體育的厚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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