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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運動員學業適應之初探

陳喬雯　新北市蘆洲國民中學體育教師

前　言

學校體育乃為社會體育及國家

體育之基石，是落實競技運動與全

民運動之橋樑，更是體育運動發展

的基礎（洪嘉文，2001）。為了培

養學生運動競技專長，且對有運動

潛能的學生，施以系統化的專業訓

練，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於民國 91 年

01 月 12 日召開「國家競技運動發

展會議」，在其「加強運動員培訓，

有效提升競技實力」會議結論中提

及，請教育部配合行政院體育委員

會重點發展項目，於國小、國中及

高中（職）整體規劃設置體育班，

並輔導大專院校建立發展特色運動

或成立輔導區，以系統化銜接運動

訓練任務。現今體育教育的蓬勃發

展，是政府單位大力倡導基層體育

班成立的成果，其成立目的在於盡

早發掘並培植優秀的運動人才，以

提升我國競技運動實力，同時亦可

發展為各校的特色運動（張大昌，

2003）。

臺灣為在國際上發光發熱，創

造出更多的「臺灣之光」，多年來

積極成立體育班培植各項運動種類

的優秀選手，代表臺灣至國外參加

比賽，甚至往國外發展，除了好的

運動成績之外，選手也會面臨到環

境適應及語言溝通上的問題。基於

此，學校針對體育班之學生應有更

完善的規劃，不僅是選手的訓練計

畫、學業及學校適應、人際關係的

互動、生涯規劃等，皆需給予適度

的輔導，以使其生涯發展步入正軌

（詹俊成，2003；王光輝，2008）。

作者從相關的文獻探討後發現，在

選手的專長訓練培訓上，投注的時

間相當長，因而忽略其它方面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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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黃楗翔，2003；吳敏華，2005；

蔡大猷，2005；王光輝，2008；林

德齊，2007；鄭維宜，2008），可見

對於體育班的學生除了在運動專長

的訓練上，學業、人際關係及生涯

規劃之重要性（詹俊成，2003；王

光輝，2008）。

根 據 民 國 102 年 4 月 24 日 發

布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

立辦法」第七條中，要求學校申請

設立體育班時，應將課程與教學、

課業及生活輔導做一完善規劃，凸

顯出學習適應的重要性。現今十二

年國教推行，由原本的三大領域及

格，變更為四大領域及格才可畢

業，在畢業門檻提高的升學壓力之

下，許多體育班的學生家長對於子

女的課業非常擔憂，所以為了要在

學業成績跟專長成就上取得共同發

展的平衡點，創造雙贏的局面，其

學生在校的適應能力相形重要。爰

此，體育班的學生扮演著「運動

員」及「學生」的雙重角色，迫使

學生承受許多的壓力，體育班學生

投注相當多的時間於專長訓練上，

在課業成績上較易跟不上一般同

學，若課業得不到成就感，其適應

問題便自然發生；另一方面，運動

場上競爭激烈，若未能取得優異成

績，運動訓練的適應問題也因而產

生；再者同儕之間人際關係的相處

亦需費心（王光輝，2008）。因此

在課業、訓練及同儕中各種壓力，

或多或少皆影響著體育班學生，因

而造成其學習適應之因擾。有鑒於

此，引起作者欲深入剖析的念頭，

希望能夠釐清相關的因素。

因為體育班學生身居學生與運

動員的雙重身分，因此，常面臨許

多一般高中生不會遇到的生活困擾

及問題（施致平、黃蕙娟，2006），

然而學生運動員的生活重心無非就

是學校課業、專項訓練以及交友關

係，有鑒於此，作者將針對學生運

動員學習適應的意義與內涵做一個

初探，然後提出策略及建議以提供

未來學生運動員學習適應推行上的

參酌。

學生運動員學業適應的意義與內涵

為深入了解學生運動員在學

業、訓練及人際關係之情形，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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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過去學生運動員學習適應的意

義與內涵其相關論文、期刊等文獻

以便作為學生運動員學業適應之初

探的討論文獻，近幾年來許多研究

者及政府教育單位對於學生運動員

的各項學習狀況都非常的重視，因

此相關的文獻內容也不在少數，作

者經整理後將較明確符合欲探討方

向的內容論述如表 1。

一、�學生運動員的雙重身分

學生運動員的作息時間與一般

學生有很大的不同，白天除了要修

習課業扮演學生角色，課後還要參

加校隊訓練擔任選手的角色，其在

學科課業上的學習、專長術科上的

訓練、角色扮演間的轉換，都需要

花費時間、心力做調適。

二、學生運動員的挑戰

學生運動員投入較多時間於專

長訓練上，在課業成績上自然無法

與一般學生一樣好，在課業上得不

到成就感，因此降低其學習意願，

導致在課業成績表現不盡理想。儘

管面臨著強大的課業壓力，仍需要

面對術科訓練的強化，唯有專心投

入練習接受多方面的挑戰，才能在

運動場上發光發熱，但是要如何才

能夠兼顧課業與訓練上的挑戰，取

得平衡點達到雙贏的局面呢？

三、學生運動員的相關討論構面

為瞭解學生學習適應上的情

形，作者將各學者對學生運動員的

學習適應所做之研究與討論，蒐集

相關文獻後將最多學者所提之構

面，分成學科適應、訓練適應、人

際關係等三個面向，另外亦有學者

提出研究但是討論不多者則納入其

他構面，故將文獻分成此四個面向

做整理如表 1。作者經由表 1 的十

篇文獻中整理發現，學生運動員的

學習適應內涵討論最多的為學科適

應，在十篇文獻中全都有所論述著

墨，因此作者將重點放在學科適應

作論述，整理如下：

四、學生運動員學科適應相關論述

王 彩 鳳（2004） 與 蔡 大 猷

（2005）提出學生會在考試前充分

的準備，但是預習、複習功課及安

排讀書計畫和整理學過的內容等

習慣，表現較弱。張瑞璋（2005）

指出有無參加課業輔導在學校適

應整體上未有顯著差異。林德齊

學生運動員學業適應之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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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提出不同背景變項的宜蘭高

中體育班畢業生，對學業問題並沒

有顯著差異，避免僅將精力投注在

術科上，忽視學科的重要性，可傳

遞給國中、小學運動員，必須注重

學科發展的正向訊息，在本質上改

變運動員對學科漠視的習慣，全面

提升運動員的學科基礎。

鄭維宜（2008）指出，剛進入

體育班對於學業、升學並無規劃，

處於被動的狀態，直到賽季結束

面臨升學時，才開始規劃時間讀

書。在學習的過程中雖有很多的

資源，但最終需要自己的努力與

堅持。陳羿戎（2008）則提出志願

為非體育相關系所之學生，可能

源自家人對於學業的關注較多，

所以比體育相關系所之升學志願

者更希望充實學業，亦認同與期

盼學校提供課業輔導。

表1  體育班學習適應的內涵

序號 學者 年代
學業
適應

訓練
適應

人際
關係

其他

1 王彩鳳 2004 Ⅴ Ⅴ Ⅴ

2 蔡大猷 2005 Ⅴ Ⅴ Ⅴ

3 吳敏華 2005 Ⅴ Ⅴ Ⅴ

4 張瑞璋 2005 Ⅴ Ⅴ

5 王光輝 2007 Ⅴ Ⅴ Ⅴ 升學意願

6 林德齊 2007 Ⅴ Ⅴ
1.  體育班認同
2.  未來發展

7 鄭維宜 2008 Ⅴ Ⅴ 生涯發展

8 陳羿戎 2008 Ⅴ

9 楊承勳 2011 Ⅴ Ⅴ Ⅴ

10 蔡淳榆 2011 Ⅴ 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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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敏 華（2005） 與 楊 承 勳

（2011）提出不同變項在學科適應上

有顯著差異。蔡淳榆（2011）指出

能配合老師規定作業按時繳交，對

於課業方面的提升有所幫助。體育

班學生每天的時間分配大多花在運

動訓練上，所以學科的部分就比較

無暇兼顧，日積月累之下常造成學

業成績的下滑，而且容易因在課業

上無法得到成就感，進而造成體育

班學生在學習適應上的困難（王光

輝，2007）。

學生運動員學科適應之策略

承上所述，從歷年學者的相關

研究中發現，學生運動員在學習適

應上最常遇到的問題為學科適應，

故在本段落中將做深入分析：

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

辦法

因為訓練時間及比賽期過長的

因素造成學生運動員學習普遍性的

低落，為解決此一問題，民國 102

年 4 月 24 日發布的「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第十四條中

規定國民中小學專項術科課程，每

週以六到十節為原則，並且須自上

課日的第六節課起實施，目的就是

為了控制訓練時間，避免因為繁重

的專項訓練造成課業上的落後，並

且納入補救教學以加強學生運動員

在學科上不足的部分。

二、學生運動員的教學重點

很多學生運動員的學習動機較

低、努力不足或上課不專心等（李

坤培，2003），因此不管是在學習動

機或是學習專注力上，都是處於較

為被動的情況，另外因為學科適應

上的問題，也是影響其未來升學意

願的影響因素之一，故為了提高其

升學意願，其學生運動員教學重點

應將升學輔導、體育專業知能做加

強，以利將來後續升學的銜接。

三、強化潛能、去標籤化

由於運動員花費大部分的時間

於專長訓練上，導致許多人對於運

動員的觀感在課業表現方面則較為

不足，若孩子不喜歡讀書又好動，

家長大部分期望孩子進入運動代表

隊，理所當然的這些孩子也就成了

學生運動員的候選人。在如此根深

蒂固的社會刻板印象之下，孩子本

學生運動員學業適應之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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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又沒有強烈的學習動機，學生運

動員往往都會被貼上不會讀書、能

力不佳的標籤，殊不知其實這些孩

子們是非常有潛力的，只是需要別

人在旁不斷提醒與指導，畢竟他們

長年將注意力放在專長訓練上，自

然而然的在學科上的努力就比較

少。但是練體育的孩子多半吃苦耐

勞且服從性高，只要用對方法指導

且適度的課業輔導，並願意傾聽他

們的心聲與難題，作者相信課業的

提升只是遲早的問題，畢竟運動訓

練還是需要學科理論作為基礎，如

果連最基本的學科能力都無法勝任

的話，更遑論要將書本上的理論轉

換到實際上的術科操作。

學生運動員學科適應之建議

綜上所述，我們已得知學生運

動員在學科適應上可能會遇到的

各式不同困難點，為讓學生運動

員在學科適應上能夠更為順暢，

作者依現況分析、法規條文修正

及文獻分析統整後，針對政府部

門、學校單位、家長支持三方提

出建議如下：

一、政府部門

（一） 確切落實各項體育班評鑑制

度，並建立退場機制。

（二） 對於評鑑績效優良的學校應給

予鼓勵。

（三） 辦理各項研習加強訓練人員的

專業程度。

二、學校單位

（一） 安排輔導課程，強化學生心理

素質，協助其減低壓力與焦

慮，藉以提升運動成績表現。

（二） 老師配合學生程度調整上課內

容、方式及回家作業。

（三） 增進專業學科、術科的相關知

能及關聯性，以達到實用性。

（四） 開設課程指導學生學習抒發壓

力、讀書方法、提升專注力、

溝通表達及與人相處的能力。

（五） 利用課餘或假日時間為學生做

課後輔導，加強其課業程度。

（六） 符合法規訂定訓練時數，避免

過度訓練。

三、家長支持

（一） 教練與學校老師及家長更應保

持良好關係，以便了解學生在

校內及家中的生活情況，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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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調整訓練課表的依據。

（二） 家長與老師互相配合保持聯繫

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態，並加強

溝通了解孩子與同儕的相處

狀況。

學習的過程難免都會遇到挫

折，挫折能夠使人成長，但是若沒

有成熟的心態去面對則容易因此陷

入人生低潮，甚至一蹶不振，因此

協助學生在各項適應上的調整以達

到平衡點，作者認為是學校、老

師、家長共同的責任，再加上政府

近幾年在體育班設班法源依據的修

正、課綱安排上，都是為了協助學

生在各項能力上的增進，但是各校

是否落實辦理，則需老師、教練的

配合，再加上政府單位的督導，希

望體育班學生在各項的適應上都能

夠逐漸改善，以達到完善的狀態。

結　語

經由作者整理文獻後發現學生

運動員學科適應最關鍵的內涵歸納

成下列三項：（一）加強課後輔導；

（二）控制專長訓練時間；（三）擬

定學習計畫。雖然政府部門積極改

革各不足的面向，但是政策仍需第

一線的教育工作者確切的落實，諸

如課業輔導的實施、訓練時間的縮

減、督促學生制定學習計畫等，希

望藉此協助學生達到學科適應上的

平衡發展。學生運動員會如此努力

奮鬥兼顧雙重身分所帶來的挑戰，

除了運動成績所帶來的成就感以

外，作者認為其很大的原因都是為

了後續升學的發展考量，學生希望

藉由運動成績表現來吸引其他各校

教練的注意，以便將來升學時的發

展能夠較為順暢。但是學生運動員

在校的學習適應狀況，將會影響其

未來升學是否朝此一方向繼續堅持

下去的意願，因此作者往後將繼續

朝學生運動員學習適應與未來升學

意願作一更深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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