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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廣銓  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總務主任

談優秀運動人才培育 

近二十年來，我國在國際

競技運動舞台，如奧運、亞運、

世錦賽、亞錦賽、東亞運、青年

奧運等大型綜合性賽會，無論是

個人或團體項目，均有著亮眼也

令國人驕傲的成績。在這過程

中，除了選手、教練的辛勞耕耘

及堅實訓練，辛苦的背後，無論

是政府挹注、社會金援、科研輔

助、設施設備的加強，更引進了

國內外最先進的運動訓練實務及

學有專精之國際級教練的投入，

始能在國際舞臺上大放異彩，發

光發熱。

體 育 競 技 人 才 培 訓 的 體

系，專家都瞭解向下扎根與向上

銜續的具體意涵，惟國內仍對於

人才養成的規劃尚無法具體落實

於三級培育系統。臺北市教師研

習中心曾於2005年委託專家團隊

進行有關「臺北市中等以下學校

優秀運動人才培育績效與策略發

展之分析」專案計畫，檢視該文

獻述及臺北市體育政策及發展方

向應採區域性及銜續性的策略規

劃，最終卻無法實質地發揮專業

功能，相關的結論與建議淪為空

談，不禁令人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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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近5年透過相關法規

的研擬，各縣市陸續將專任運動

教練納入學校體系擔任組訓的工

作，同時肩負著選材及進路輔導

工作。值得探討的是，專任運動

教練的分發與服務學校的學制考

量，亦未見其區域性整合及銜續

性組訓的綜合評估，僅以狹隘的

單面向評估進行員額分配，似抹

煞了設置專任運動教練的美意。

近10年經常帶領優秀運動選

手及專業教練，赴中國大陸進行

競技運動培訓及交流工作，也藉

機收集探究各國於優秀運動人才

培育的各面向工作與實務思維。

發現其中對於運動員扎根、培訓

及轉銜的用心；更從基礎／業餘

／專業（二線、一線、省隊、國

家隊）等分級中見其對培訓體系

的用心。

運動競技培訓

一、選才：向下扎根向上銜續

從幼兒園開始，經過大量

地統計分析的綜合數據中，輔以

科學模組化選才發掘身體素質具

備高發展潛能的苗子。依各運動

種類的屬性與特色，結合教學系

統之課業學習，提供學業與技能

並進的學習環境；再而依運動員

的各項表現，建構出各項分級驗

證標準或目標設定，據以進入各

階段學校繼續接受訓練與指導；

待能力檢定至專業等級，即由政

府部門依據各項評估表現，撥發

津貼或補助，給予實質照顧與支

援。由此足見其向下扎根與向上

銜續的體現。

二、訓練：分段組訓整合精進

從參觀與訪談的過程中，

能瞭解中國、俄羅斯、澳洲對於

優秀運動人才培育的擘畫方向。

以中國為例：從小學端開始，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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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國中、高中（職），以至於大

學校院，都從教委會（相當於縣

市教育局）或體育局的資源中，

整合出優秀運動員的進路輔導。

不同於國內的是，運動員平時

分散在學校進行訓練與課業學

習，假日或寒暑假則集中於體校

（院）或訓練基地進行綜合性的

訓練實務；也透過集中訓練的手

段，由一線教練群進行個別技術

的指導與團隊戰術演練。另外，

也由體校辦理夏令營及交流營

隊，提供欲精進的業餘運動員一

個妥適的訓練環境。

三、輔導：科學選材科研輔助

上海市體育局郭蓓副局長

指出，上海市目前對於科研的作

法是以「一線以上的選手以運科

輔助訓練」，「二線以下選手則

著重選才為主」的培訓策略。另

由體育局主導規劃籌設「上海

市體育科學研究所」，編制約

60-70人，以本科系專家為主，

並遴聘其他類別之專家（健康管

理、生理生化、營養、材料工

程、工業設計及心理等專業人

員）；另也以任務性及諮詢性的

作法，聘請醫事類專家或醫師，

提供各項主動式介入輔導或相關

諮詢工作。以中國110公尺跨欄

世界冠軍劉翔而言，身邊除主教

練外，更有多達20-30人的科研

團隊以各種領域的協助，提供劉

翔一個高規格的輔訓工作。

就上海市專業運動訓練中

心而言，更配置50-60位的專業

體能教練，針對各運動種類的需

求，提供不同的體能訓練課表；

另配合上海市體育局主辦之運動

員定期檢測，以廣普性及專項性

的檢測項目及內容，建立相關資

料檔案並追蹤管考，足見其對於

基本體能及專項體能的重視程

度。南京體育學院更自豪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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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該校將教學、訓練與科研相

互結合，更成立科研中心，結合

鄰近醫院，有效提供業餘及專業

體育績優人才的培育工作。

體育行政支援

一、人力資源整合管理

透過教（體）育局主管機

關的聯合戰略性決策，實質規劃

發展合適的運動種類；將省代表

隊設於學校集中整合戰力，並配

置各種類專業教練及訓練員若干

名；另設立不同運動種類的訓練

中心，各部門均有專職人員協助

行政運作與後勤支援。

體育政策的規劃落實，透

過跨部會小組的研議，形成具體

可行的政策，經過教委會及體育

局等科長級以上主管會議的協調

分工，以業務性與專案性的宣

達，要求各學校機關及訓練機構

具體落實，並定期考核執行成

效，以掌握政策施行所需的績效

表現。

因此，透過體育專業人才

系統的一條鞭機制，達成政策垂

直型的布達、各機關平行單位的

執行與考核，均在人力資源的具

體且有效整合中，讓我們看見其

決策力及執行力所積累而成的國

際賽事中之高度成就。

二、課輔安排階段學習

臺灣的學生運動員多以體

育班方式集中成班管理；中國運

動員培育以體育校（院）為主，

一般學校為輔。兩岸相同的是，

對學生課業學習均有著共同的信

念與規劃，目前上午均安排學科

學習，中國方面偏重於社會類科

學群，與目前國內高中體育班課

程中心之規劃案相似；下午則以

術科訓練為主，晚上則視個別學

習條件安排課業輔導與晚自習。

惟較為欠缺的是無法取得中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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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課程編配及學分數表，以供

比較及研究，甚是可惜！

三、經費編列統籌規劃

行政部門預算經費及分配

方式，均有其法源依據。不同的

是，中國行政部門將體育主管機

關依層級分別提升成「局」，經

費獨立運作，編列之科目除運用

於培訓體制外；更可以依據不同

院轄市及省份發展之運動種類屬

性，建構體育專門學校（院）及

訓練中心等機關，作為整合培訓

體制中的重要環節。以上海市舉

例，由上海市體育局出資，建立

學校與科研單位（上海市體校、

上海第二體校、上海體育學院技

術學校及上海市體育科學研究

所），並提供公費或相關補助給

運動員於養成過程中予以協助與

支援。

四、獎勵方案提升績效

在 薪 資 結 構 不 對 等 的 中

國，每個能領到津貼的運動員其

實在諾大的中國真是不容易。

就上海及南京來說，二線專業

運動員津貼約 2,000RMB/月，

一線專業運動員津貼約3,000∼

4,000RMB/月；而國家級教練則

有5,000RMB/月的津貼。在獎勵

的部分，則有一般性公告表揚、

經費補助、競賽獎金等激勵策

略。值得仿效的是，選手接受進

路輔導，進而在各項經認可賽事

（錦標賽、全運會、國際賽等）

獲獎，回溯至各階段教練，包含

學科教師、代訓員、學校及訓練

單位，都可以依比例分配獲得不

同額度的獎金或獎助。

運動員本身則依據參賽等

級，訂定不同之獎金額度與激

勵條款，例：獲得全運會獎牌

的上海市運動員，發給金牌25萬

RMB、銀牌12萬RMB、銅牌6萬

RMB；江蘇省則發給全運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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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18萬RMB加一套房屋，更透過

契約簽訂的手段提供誘因，如下

一屆全運會連霸奪標，則發給金

牌18萬RMB加一套房屋，再加上

連霸激勵獎金64萬RMB，但未達

契約標準者，則依約定事項扣除

相關款項。此等激勵措施，實遠

高於平日津貼所得，真也為中國

帶來豐富的戰果與高度競技水平

的運動員。

結語與建議

我國各縣市教（體）育局

（處）肩負著全民體育、學校體

育、社會體育與競技體育的推動

重任，近年來陸續提出多項規劃

方案，以使選手在就學、訓練及

轉銜的過程中，能有效掌握學業

學習、技能提升及升學保障。此

立意甚佳，惟欠缺區域性發展及

資源整合之力，空有獎補助要

點，實則浪費公帑與專任運動教

練資源，甚是可惜。建議當局應

深切檢討現行相關培訓、獎補助

及進路輔導制度，提供一套完善

且具整合性規劃的培訓措施。

本期以「優秀運動人才培

育」為主題，從教育行政、學校

行政、歐美培訓系統、運動傷害

防護的角度來闡述優秀運動員的

培育策略與實務，輔以武術及籃

球專項培育的課題，來談談我國

運動員培訓系統的建言與未來方

向。希望能藉由探究、論述、建

議及實務等不同面向，提供政策

制定者、執行者、參與者都能了

解政策面、執行面、後勤科研補

給、獎補助條件等培訓系統之實

務參考，期待將觀念深化於優秀

運動人才培育系統中，讓我們在

國際競技運動舞臺上，繼續發光

發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