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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宗文  國立體育大學體育推廣學系副教授兼總務長

SH150方案推動社會資源
應用 

前言

教育部為培育學生運動知

能，激發學生運動動機與興趣，

養成規律運動習慣，奠定終身

參與身體活動的能力與態度，

特依據2013年修訂之國民體育

法，自2014年起推動「每週在

校運動 1 5 0分鐘策略」（教育

部體育署，2013）；該策略又

稱為SH150方案；其中，S代表

Sports，H代表Health，意味著藉

由規律性運動的參與及實踐以促

進學生的身心健康發展的政策取

向。此一方案藉由組合人力資

源、教材設施、活動規劃及資訊

宣導等策略，希望高中以下學生

在體育課程之外，每週參與體育

活動之時間達150分鐘以上。

在方案推動之初，教育部

經評估之後即指出此方案面臨了

運動時間、運動空間及運動志

工運用的困境並提出策略（周

宏室，2014；教育部體育署，

2013）；實施之後第一線執行現

場也發現了課程調整、活動內

容、行政支持程度、空間及設

施、人力資源等不足的問題（李

俊杰，2014；林本源，2015；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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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進，2015；嚴詠智，2015）。

前述這些問題，大部分屬於資源

不足所引致的困境。問題的根源

則在於學校體育、運動資源的有

限性，若要解決這個問題自應從

學校體育社會資源的擴增與有效

應用著手，並從基礎面努力，以

進一步有效的達成SH150方案的

預期目標。

要有效的推動SH150方案，

讓學生養成運動習慣、習得運動

技能、普及學生課外運動參與等

理想願景，各級學校的努力應最

為基本且關鍵。也因此，本文以

學校為基礎，分別探討學校推動

SH150方案社會資源的概念與種

類、社會資源應用的策略等，期

能對此方案及其他學校體育相關

工作的推動有所貢獻。

社會資源的概念與種類

對本文而言，凡是社會中

有助於SH150方案推動的資源，

都是此一方案的社會資源。這

是各級政府及學校在推動此方

案、提供學生運動專業服務過

程中，所有可以動員的資源。

這些資源包含： 1.有形、無形

資源；2.內部、外部資源；3.人

力、物力、財力等資源（司徒達

賢，1999）。本文基於學校推動

SH150方案的實務立場，分述各

級學校可以應用的社會資源：

一、人力資源

人力資源是所有資源的根

本，也是學校體育課外活動推動

的關鍵助力，這也學校體育現場

較為薄弱的環節（教育部體育

署，2013）。學校體育的推動，

除了學校專職體育教師及運動教

練質、量的強化外，更需要許多

志工的參與才得以擴大其能量。



政令宣導  |  l aw

058

這些志工參與的型態可以是常態

性（經常、例行的），也可以是

單一活動性的，志工本身可以是

體育專業及一般事務性的。實務

上主要的人力簡述如下。

（一）  專 業 人 士 ： 凡 是 可 以

提供學校體育活動或業

務推動有關的專業人士

都包含在內，諸如體育

教師、運動教練、運動

明 星 、 體 育 學 者 、 各

種體能指導員、醫學、

營養、新聞、資訊、行

銷、管理人士等；不管

是現職或退休人士均可

列入範圍。

（二） 社區領袖及熱心人士：

學校的發展必須扎根於

社 區 生 存 ， 唯 有 與 社

區 建 立 共 同 體 才 能 讓

學校與社區互利共生。

同時，社區往往擁有相

當不錯的資源可供學校

應用，其關鍵則在於社

區的意見領袖及熱心人

士等；這些社區守門人

往往擁有良好的人際關

係，可以為學校籌措學

校所需的人力、物力、

財力等資源。這些人包

含 了 鄰 里 長 、 地 方 仕

紳、基層民意代表、民

間社團重要幹部等。

（三） 學生家長：家長是學校

志工及財源挹注等的重

要來源；對於學校家長

會及家長關係的經營是

學校社會資源應用成效

良窳的關鍵之一。

二、財力資源

除了政府法定預算的編列

之外，學校尚有其他管道籌措：

（一） 申請政府部門的補助：

除 了 教 育 、 體 育 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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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內政部、原住民委

員會、勞動部、文化部

及衛生福利部等部會，

都有相關業務及經費可

以申請；各國中小的計

畫案，除了教育部體育

署外，地方政府相關局

處的經費補助，相對是

條值得思考的路線。

（二） 民 間 組 織 的 捐 款 或 贊

助：部分民間企業或組

織對學校教育或體育活

動相當熱心，捐款給學

校也有形象提升及節稅

的誘因，是學校向外募

集經費的重要利基。捐

款或贊助的募集策略，

包含經常性募集、設立

專戶、推出專案（如球

隊後援會）或辦理活動

（ 如 學 校 及 各 級 運 動

會）等。當然，用合適

的人向可以說服或影響

的組織或個人籌措經費

是個重要原則。

（三） 使 用 者 付 費 ： 學 校 相

關場館的租借或活動辦

理，向使用者收取合理

的費用等。

三、物力資源

物力資源指的是人力及金

錢以外的資源，常見的如下：

（一） 運動場館及設施：包含

體育館、田徑場、游泳

池等相關場館及附屬設

施等；其他可供運動之

場館設施也可以列入此

類資源。

（二） 體 育 儀 器 及 設 備 ： 這

類資源的擁有者常以體

育、運動專業學校或系

所為主；各級學校在進

行體能檢測、辦理相關

活動或進行研究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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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相關儀器設備的使用

率不高，向前述單位有

償或無償借用是值得考

量的作法。

（三） 其 他 ： 如 海 報 板 、 飲

用水、文具、紙張、碳

粉、流動廁所等。

四、其他資源

除了以上資源外，諸如與

運動相關資訊、體育活動支持團

體或組織及民意代表或民選政治

首長等，都是學校體育推動的社

會資源。

社會資源應用的策略

在了解社會資源的類別之

後，本文提出應用社會資源的策

略如下：

一、 行銷方案、形塑形象，爭

取支持：各級學校在推動

SH150方案或類似計畫時，

不管是人力、物力或財力

等 資 源 的 取 得 均 須 獲 得

「人」的支持，畢竟這些

資源的源頭是人；而取得

關鍵人士支持的基礎則來

自於學校辦學或政策方案

理念的認同、感動及形象

的肯定；只有將該方案政

策理念宣導出去，並以學

生、家長、及資源提供者

的利益及立場為訴求，如

此才能打動人心，獲取支

持（呂宏進，2014）。當

然，這些過程切忌空口說

白話，應有所準備，推出

打動人心的計畫或活動。

常見的策略是，透過各種

傳播媒體、公關場合宣傳

理念或活動，辦理運動賽

會、運動社團、體育學習

成果展、運動團隊感恩聯

誼等活動及人際或口碑的

行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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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審慎評估與規劃學校的需

求：各校所在位置不同、

所有資源條件不一，也因

此在推動SH150方案時，

可能面對不同程度的運動

場館設施與器具、推動人

力、活動方案及經費等的

困境（周宏室，2014；教育

部體育署，2013）；所以，

各校若欲運用社會資源推

動相關方案時，應先審慎

評估自己的資源狀態，以

爭取自己所需的資源、有

效整合內外在資源並將之

用在刀口上，才能發揮資

源的最大效益。

三、 廣 結 善 緣 ， 建 立 資 源 網

絡及資源庫：學校體育的

推動不能單打獨鬥，必須

廣結善緣，結合政府、學

校、民間企業、體育相關

組織（如體育會、體育團

體、運動俱樂部、商業性

運動中心及俱樂部等）、

體育專業校院科系及社區

等 ， 形 成 緊 密 的 資 源 網

絡；並妥為建立資源庫，

掌握資源之所在，以便互

通有無，汲取與運用資源

與厚植推動的能量。值得

一提的是，民間企業的尋

覓，通常可從各種體育活

動的贊助名單或手冊中找

到身影。

四、 切合學校需要，管理與促

進志工成長：在推動SH150

方案時，現場常見的策略

是運動團隊的經營，但其

困境也在志工參與的稀少

（林本源，2015）；事實

上誠如前述，志工是有其

專業需求差異的存在，也

有經常性與單一活動參與

的 差 別 的 （ 司 徒 達 賢 ，



政令宣導  |  l aw

062

1999）；單一活動相對容

易招募志工，動員社區家

長、相關體育、運動組織

或系所應是可行之路，經

常性利用學校運動設施的

社區運動組織或民眾也是

重要來源；常態性運動志

工就要長期經營，體育專

業組織或校院常是重要來

源，退休體育教師更是值

得招攬。當然，這些志工

招募與運用的前提仍在於

學校的需求有此必要性；

另要強調的是，對待志工

的態度應是尊重大於相關

福利的提供；同時，在用

人之外，更要給予志工適

當 教 育 訓 練 與 發 展 的 機

會，讓學校與志工互利、

共生共榮。

五、 誠信至上，巧作公關：社

會資源有效投入學校的關

鍵要素之一，在於取得資

源提供者的信任。這部分

端賴學校的巧作公關，經

營學校與社區及民眾之間

的良好關係，並以誠信的

態度及作為取得其良好的

信賴及忠誠度（陸炳文，

1999）。基本上，這可透

過收受捐助財物的運用情

形之公告與徵信達成此目

的；另外，在平時學校即

應與社區民眾及相關媒體

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長

期經營支持學校體育活動

的後援部隊，尤其是家長

會、社區意見領袖及熱心

人士等的互動關係的建立

與促進。只有平時、長期

關係的建立與維持，才能

在大型活動、需要大量資

源時，產生足夠的動能，

確保任務的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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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尊重資源與永續經營：社

會資源的應用並不是一次

性綻放的花火，只有永續

不斷的發展與運用，才能

創造學校體育推動的深耕

與普及。我們必須抱持任

何社會資源並沒有義務支

持學校體育活動及SH150

方案的認知，並感謝資源

及其提供者對於學校及相

關計畫的付出，即使微薄

也應予肯定與表示謝意。

適度的表揚活動、致贈謝

函或感謝狀、象徵榮譽的

背心或紀念衫等、學校刊

物、電子及社區有線電視

等媒體的報導等都是可行

策略；要有長期、永續經

營的理念與作為，切忌一

次性消費社會資源提供者

的短視作為。

結語

各級學校在推動SH150方案

時，面臨著各種資源短缺的困

境，而人力、財力及物力等社會

資源的取得若妥適應用，足以解

決前述問題，並有效協助學校推

動相關工作：運動普及化、建立

運動習慣、養成運動技能、提升

體適能及課外運動參與每周達

150分鐘以上之目標。

社會資源其實是無所不在

的，只要對學校相關方案推動有

益的各種力量都是社會資源；重

要的是學校必須審慎評估、盤點

自己現有及潛在的資源之所在，

以掌握資源的動能。之後，進一

步衡量推動計畫真正的需求為

何？並以長期經營的方式，預定

期程，由小到大，先以重點計畫

做出亮點，再逐步擴大社會資源

的應用及活動推展的面向。

同時，在應用社會資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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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必須要在學校與資源提供

者之間維持良好的互動狀態，保

有學校的主體性及主動性，並讓

資源提供者感覺到學校是可信任

的、他們的付出是有價值的，以

確保資源提供的源源不斷。當

然，所有社會資源的應用必須是

有成效的，才對得起資源的提供

者。也因此，必須要在適當的時

間點評估資源使用的效率及適當

性，並予以檢討與改進，以確保

所有的資源都得到有效的應用，

達成學校及資源提供者的預期目

標，以促進學校體育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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