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期

專題

運動社團實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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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運動為競技運動之基石。 （圖／陳俊合提供）

壹、前言

針對未來十年（2013-2023）國家體育運

動發展方向，期達「健康國民、卓越競技、

活力臺灣」之願景。教育部體育署延續六年

「打造運動島」計畫之後，自今 (2016) 年至

2021 年全民運動推展計畫開始展開「運動 i

臺灣」計畫，期許運動風氣扎根社區 ( 基層 )，

達成「運動健身、快樂人生」目標。

   

貳、幼兒足球運動社團之探討

富邦文教基金會 (2009) 研究調查發現，

學童一天扣除上學與課後補習，約有 4 小時

的閒暇時間，其中約 3 小時使用在媒體上，

剩餘約 1 小時幾乎全使用在電玩及網路或手

機方面，足見臺灣孩童運動的缺乏。臺灣傳

統教育較關注智育的養成和學習，對於五育

中的其他領域較不重視，導致孩童無法藉由

學校教育獲得均衡能力發展，如此將無法從

小培養出各領域專才幼苗，孩童無法得到適

性的發展，且將降低國家未來競爭力，實為

目前教育環境中急需變革之議題。陳挺豪、

李志強 (2014) 指出，讓幼兒由多元環境中學

習並訓練各種能力，以適應社會之變遷，確

實有迫切必要。而體育為五育中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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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教育更是最佳的推手，幼兒藉由運動社

團參與，達到強健體魄的目標，並培養互助

合作的團隊精神，是促進幼兒多元化發展的

利器 ( 陳淑芬，2009)。足球運動可提供幼兒

上述益處，不僅能提升幼兒體能，加強手眼

及四肢協調性，對於建立同儕間的夥伴情感

與團隊意識，更有極大幫助，因此，足球運

動社團可作為許多幼兒學校著手發展之運動

項目。有鑑於此，由中華足協所舉辦的臺灣

少年足球聯賽 (Taiwan Youth League, TYL) 是

透過全國各地組成的足球運動社團，以俱樂

部的形式參賽，約有 200 多隊以上，賽制分

北、中、南、東四區，期望藉由地方性聯賽

制度，提升基層選手的實力，並廣植足球運

動人口 ( 中華足協，2012)。近來，以幼兒足

球俱樂部為經營型態的單位如雨後春筍般出

現，促使基層足球人口提升，此情況源於幼

兒足球運動社團的成立，體現校園運動為競

技運動之基石，故推動幼兒足球運動社團在

學校的發展極為關鍵。期望臺灣足球能擺脫

足球沙漠稱號，透過足球運動社團向下札根，

逐步提升臺灣足球運動競技實力，往足球綠

洲的方向大步邁進。

參、小學運動社團實務操作

小學體育運動旨在培育少年身心健全發

展和成就未來生活的適應能力。就運動發展

角度，小學運動訓練階段是屬於運動技能的

啟蒙誘導階段，以培養小學生的運動樂趣和

建立基礎運動技能為主。小學社團活動有藝

文性社團、服務性社團、運動性社團…，而

運動性社團最具多元性，活動內容充滿不可

預測與冒險性，廣受少年學子的喜愛。運動

性社團又區分為體能類、技能類、球類、舞

蹈類、武術類…，且小學運動社團的發展立

基，依賴教育督導單位、學校行政政策、家

長或地方熱心人士的全力配合，方可在人力

（教練、學生）與財力（場地設備和資金）

無虞下，設立一個組織性、系統化與多變、

創新和安全的健全運動社團。

目前小學運動社團的運作，在校長指導

授權下，由學務處所屬體育組（或體衛組）

承辦。指導教練以學校專任教師為主，聘請

校外兼任教練為輔。競技比賽運動種類之學

生以高年級為主，或分齡賽的中低年級學生

▲兒童足球競賽。（圖／洪慶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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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對象。練習場地以校內現有為主，部分特

殊場地（例如：游泳池、羽球場…）以承租

或借用鄰近學校設備或專業場地為輔。練習

時間，如為學校標定為特色發展運動種類，

及體能類運動種類（例如：田徑、游泳…）

時間最長，大多是上學時間的每天清晨和課

後實施，其他運動種類（例如：桌球、羽球、

籃球、跆拳道、直排輪、樂樂棒球、舞蹈…）

的練習時間，多採課後練習，以每週一至五

天不等，視推展目標而定。資金的支援影響

著學生平時練習、舉辦活動及校內外比賽的

參與至為深遠，於此學生家長會扮演著重要

的推手與後援角色，有些需要校外支援的社

團，其經費往往由家長會支付，故其參與指

導或協助的份量就更為顯著。

當今，國際重要運動賽會中，競技表現傑

出之運動選手，有許多是以小學時期為重要起

始階段，國民健康促進亦是以少年時期為主要

的誘發階段。因此，做好小學運動社團紮根和

推廣培育工作，將是政府體育主管部門和基層

教育單位共同努力經營的重要課題。

肆、完全中學軍刀社團成果輝煌

「軍刀」源自匈牙利騎兵隊使用的武器，

歐洲發展初期屬於宮廷貴族間的運動，而後

發展為全民運動，傳入亞洲持續蓬勃發展。

軍刀項目是需要邏輯推演，以身體的形態呈

現，可給大腦許多良好刺激。練習過程中不

單是骨骼肌肉收縮，更是空間感知、經驗、

及識別等右腦功能的綜合開發，透過變化方

向的動作來明確方位，使孩子發展空間知覺，

進而提高形象思維和創造力。學習過程中，

須主動想辦法克服困難，鍛鍊意志，培養勇

敢精神，藉由和同儕相處，體會待人處事的

道理。

學校運動社團發展目的是在培養良好的

運動風氣，強調專長技能的精進並開發學生

▲我國軍刀競技已有相當成果。（圖／林君豪提供）

▲國民健康促進是以少年時期為主要的誘發階段。

  （圖／陳俊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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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能為核心目標，塑造競技舞臺展現特色。

社團發展必須先讓學生了解一個運動項目的

起源及特性，並塑造競技氛圍讓校園風氣能

夠帶動學生走向，間接形成良好的運動習慣。

這些必須從個人做起，加上學校的支持及推

動，和基層教練的塑造，共同打造師生總動

員的環境。

為使高中端學生不斷層，積極發掘運

動人才，培訓潛力的國小畢業基層選手。於

2012 年獲三光國小校長支持，建立完整的軍

刀訓練體制。於 2014~2016 年全國國小盃共

榮獲 8 金 7 銀 9 銅佳績，被列為體育重點 A

級學校，且能銜接至國、高中體制，形成一

條龍完善培訓體制，使選手能持續獲得完整

及專業的培養，期望能為市、為國爭取更豐

碩的成果。

伍、大學運動社團實務操作

學校運動社團，指學校正式成立之運動

性質社團，以提供學生活動參與機會為目的，

所有具興趣之學生皆可參與，在指導教師指

導下進行活動。依教育部體育署統計年報資

料，103 學年度大專運動社團設立前 10 名依

序為羽球、籃球、排球、桌球、網球、熱舞 ( 含

街舞 )、跆拳道、武術 ( 含國術、各家拳套）、

棒球及壘球 ( 含女壘、快速壘球 )。

運動社團組織通常隸屬於學生事務處課

外活動組 ( 簡稱課外組 )。社員招募部份，主

要是透過學校社團博覽會、公布欄及網路張

貼訊息進行。社團運作，是配合課外組的輔

導及規定，定期進行評鑑檢視運作績效。場

地使用是次於課程及運動代表隊；經費部分

由課外組進行分配，在有限經費補助下，通

常都會向社員收取社費以維持運作。

運動社團要參與校外比賽，若該比賽等

級為全國大專校院運動，在學校無運動代表

隊且又有奪牌機會或實力的情況，通常可向

學校體育主管單位申請經費補助。另外，在

舉辦活動部分，每學年可依「中華民國大專

院校體育總會補助大專校院學生運動社團（或

系、科）辦理校際體育活動經費準則」申請

經費補助。

此外，由各系愛好相同運動項目學生所

組成的隊伍，稱為系隊，因直屬學長姐能第

▲啦啦隊社團於球場啟用典禮表演。

  （圖／淡江大學體育事務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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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間進行招募，將人員留在系隊當中，造

成運動社團招募不足。系隊隸屬系學會，系

學會組織也屬於課外組管轄，但通常是獨立

運作。而系隊參與的比賽以全國性類似科系

所為主要的參加對象 ( 如大化盃、大外盃及雙

企盃等 )，對學生而言較有歸屬感及目標，社

團隊伍因參加校外比賽受成績不如運動代表

隊的箝制，招收困難。因此，運動性社團要

能增加人員及經費，除了傳統的招生外，應

該積極增加能見度，如表演性 ( 如街舞、現代

舞及啦啦隊等 ) 的運動社團，可配合學校活動

( 如校慶、開學典禮等 ) 進行成果展現。

若能建立以系隊為基層、運動社團為中

層、運動代表隊為上層的概念，類似一軍、

二軍的作法，可有效強化各階層的目標及屬

性，朝永續經營邁進。

陸、社區運動社團實務操作

執行社區運動，匯集人氣是所有推展活動

的最大課題。以承辦今年體育署「運動 i 臺灣 -

運動熱區」活動為例，須與地方資源整合，透

過行政部門的推動與宣傳，活動誘因及獎勵等

方式，並考量以下實施重點，才得以圓滿達成：

一、 地點選擇：具合適多元運動設施、交通

便利、現有運動參與人口數多、戶外與

室內運動場地兼具。

二、 運動與活動資訊公開明確，易於民眾取

得。

三、 透過活動、場域、現有運動及潛在運動

人口多面向結合，擴增推動效益。

四、 以體育運動為主軸，以增進居民運動參

與意願為規劃精神。

五、 授課或指導人員須具有專業運動指導證

照，且有實務操作經驗者。

六、 針對參與者辦理滿意度調查，並分析其

結果。

基於以上，臺南市「運動 i 臺灣 - 運動

熱區」計畫規劃有五大類型，執行八個月 (4

月 ~11 月 ) 期程，操作時數計 364 小時，須

達 10,000 人以上體驗人次。活動內容如下：

一、 運動指導諮詢服務 ( 夜跑指導服務、體適

能指導諮詢、運動傷害與防護諮詢、運

動與體重控制諮詢 )。

二、 多元性、常態性運動指導或體驗課程 ( 飛

輪小子、橄於追球、健步如飛、足技高

▲民俗運動體驗扯鈴展演活動。（圖／石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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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

三、 運動文化或運動藝文活動 ( 運動電影鑑

賞、民俗運動體驗暨展演活動，包含扯

鈴、跳繩、撥拉棒、砌磚等 )。

四、 運動知能或運動經驗分享講座。

五、 國民 ( 銀髮族 ) 體適能檢測。

活動執行獲得民眾很大的迴響與支持，

尤其在運動文化、運動知能分享講座及國民

( 銀髮族 ) 體適能檢測項目，參與者多數是退

休及銀髮族，都給予此活動正面評價。另，

運動指導諮詢服務及多元性、常態性運動指

導或體驗課程，由專業指導老師、教練主動

出擊至聚集人數多的運動場地進行指導，指

導正確運動動作及觀念、運動傷害防護等。

透過指導教學提高民眾參與運動的意願。

在社區運動推展中，民眾大多已有規律

運動觀念，但同有規律運動習慣者，則以退

休及銀髮族居多，顯見體育署推廣六年的「打

造運動島」計畫，已將正確的運動觀念植入

民眾。持續的努力重點是如何讓大家養成「規

律運動習慣」，落實在日常生活當中。

柒、結語

運動社團推廣的目的是為增加自發性運

動人口，強化基層體育組織功能。培養「自

發、自主」運動觀念，整合社會資源，以社

區為核心，奠定永續發展基礎。讓全民參與、

運動升級，增強運動環境設施，實現運動地

球村之願景。( 本文作者黃泰源為長榮大學運

動競技學系教授； 邱奕文為輔仁大學體育學

系助理教授； 洪慶懷為輔仁大學體育學系講

師；蔡明志為輔仁大學體育學系教授；林君

豪為三重高中教練；黃貴樹為淡江大學體育

事務處體育活動組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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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廟銀髮族體能檢測分析。（圖／黃泰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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