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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中 體 育 班 學 生 升 學

意 願 之 現 況

前　言

高中體育班是體育資優人才培

養的管道，政府為培養具有發展潛

力的運動人才，積極設置體育班，

栽培訓練，暢通升學路徑，以系統

化銜接訓練，貫徹培訓優秀體育人

才計畫（詹俊成，2003）。高中體育

班不僅對於培養優秀運動人才或提

升國家競技運動水準，有相當大的

貢獻，對於推展國家競技運動，也

有其正面性意義（教育部體育司，

2005）。

在臺灣社會長久以來莘莘學子

承擔升學主義為重的社會期待，相

較之下，由於大部分學校教育強調

智育發展的重要性，使得德育、體

育、群育及美育受到排擠或忽略。

就讀體育班的學生，往往被視為不

愛唸書才來參與體育運動的邊陲弱

勢。體育班其重點不僅僅在於運動

組訓，對於學生也提供適當的學業

學習環境，促使運動訓練與課業學

習的同步成長，也是幫助運動員生

命延續與培養未來升學的方法。洪

嘉文（2001）指出，對於體育班學

生的培育應採教育與訓練並重為

宜，除了訓練的績效外，也應在課

業及品德上強化。在同時扮演學生

與運動選手的雙重角色之下，這些

學生運動員必須學習在運動訓練與

課業學習間取得調適與平衡。在臺

灣社會普遍存在「萬般皆下品，惟

有讀書高」的文化氛圍中，高中體

育班學生升學意願為何，確實是需

要探究之議題。

高中體育班學生升學意願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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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體育班之定位

學校優秀運動人才培育體系

是我國競技運動訓練制度的重要基

石（李昱叡，2012）。就目前臺灣

地區運動選手培訓現況來說，我國

運動選手的培訓體系分為四級，除

第一級選手外，其它三級均與學校

訓練體系有密切的關聯（王俊權、

李昱叡，2009）。而高中體育班屬

於第三級，由此可見高中階段不只

具有遴選與長期培訓選手的功能，

亦是提供大學階段及國家優秀運動

人才的培訓搖籃。為了培養優秀運

動選手，提供競技舞臺，教育部積

極推動各項學生運動賽會及綜合性

賽會，分別於大專、高中、國中、

國民小學教育階段實施，建立並銜

接國小到大專傑出運動人才（李昱

叡，2012）。學校體育素為社會體育

及競技運動之搖籃，而學校優秀運

動人才的養成是國家競技運動發展

的基礎（蔡秀華，2012）。綜合上述

可見，我國的體育人才大部分來自

於學校體育班培訓，而這些體育班

學生如果選擇不繼續升學，那未來

國家的體育人才勢必會出現斷層，

因此了解體育班學生的升學與否更

為重要。

高中體育班設置情形

近年來我國高中（職）開設體

育班的學校逐年增加，自 94 學年

度的 120 校（約 25.59%）；95 學年

度的 113 校（約 25%）；96 學年度

的 124 校（約 26.05%）；97 學年度

的 122 校（25.63%）；98 學年度 112

校，占整體校數約 23.19%；99 學年

度 132 校（26.61%）；100 學年度 133

校，佔整體校數約 26.76%；直至

101 學年度增加至 137 校（27.45%） 

( 教 育 部 體 育 署，2005，2006，

2007，2008，2009，2010) 。可見設

置體育班學校之數量持續成長。茲

將統計資料整理如下表 1：

高中體育班升學管道之辦法

高中體育班學生在經過三年

辛苦的汗水夾雜淚水的專項基礎訓

練及計劃性的培訓，若畢業後無法

進入理想的學校就讀，延續運動訓

練生涯，將會埋沒許多優秀人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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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費當初所投入的經費及人力資源

（陳秉洋，2009）。而高中體育班學

生的升學管道算是非常多元化，由

圖 1，可以得知高中體育班學生升

學管道的方式。

 

表1　我國高中（職）體育班設置概況表

學年度 全國總數（所） 佔全國高中（職）比例

94 學年度 120 所 25.59%

95 學年度 113 所 25%

96 學年度 124 所 26.05%

97 學年度 122 所 25.63%

98 學年度 112 所 23.19%

99 學年度 132 所 26.61%

100 學年度 133 所 26.76%

101 學年度 137 所 27.45%
資料來源︰教育部體育署（2005，2006，2007，2008，2009，2010）。研究者自行整理。

圖1　高中（含體育班）升學管道流程圖（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高中體育班學生升學意願之現況



運 動 教 育

10�Physical Education of School    142
2014年‧6月

education

研究者把高中體育班學生升學

管道現況分為三種方式：（一）教育

部運動績優甄審與甄試；（二）獨立

招生；（三）多元入學（大學學測、

大學甄選入學、四技甄選入學、指

定科目考試）。

高中體育班學生，在其生涯

發展歷程中，正值判斷是否追求更

高學歷或投入就業市場的時期。就

升學途徑選擇學校類別而言，可以

選擇報考師範院校、體育院校、軍

警院校、一般大學、科技大學等選

擇。由以上資料可以發現，目前高

中體育班升學種類其實很多元化，

而每年由高中體育班畢業的學生數

以千計，其中取得甄審、甄試資格

的學生僅僅佔少數一部分，而能獲

取甄審、甄試資格成績都是運動員

中的頂尖選手，一般高中體育班的

學生並非每人都可以取得。而未取

得這些資格的學生，他們未來升學

又該如何規劃。

高中體育班學生升學意願之現況

本研究為兼顧研究對象的代表

性與取樣的經濟性，剔除預試問卷

之對象後，採分層叢集抽樣方式進

行問卷的施測。臺灣地區設有公立

高中體育班之學校為 96 所，母群體

為 2417 人。所採用之分層叢集抽樣

方式是依據「臺灣區 20 個行政區」

作為北、中、南、東、離島分層標

準，於每一區即各層，分別抽取一

定的比率樣本，再合成一完整的樣

本。共抽取全臺 48 所體育班學生做

為正式問卷施測樣本，人數共計為

1054 人，故一共發放 1054 份問卷，

實際回收 946 份，剔除 65 份填答不

完整之無效問卷共回收有效問卷 881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84%。

以 102 學年度就讀於臺灣地區

之公立高中體育班高三學生為調查

對象，由調查結果可得知整體受試

者升學意願情形如下表 2：

繼續升學的意願平均數為 4.10；

就讀師範院校意願平均數為 2.98、

就讀體育院校意願平均數為 3.45、

就讀軍警院校意願平均數為 2.82、

就讀一般大學意願平均數為 3.22、

就讀一般科技大學意願平均數為

2.94；就讀體育系平均數為 3.55、就

讀競技系平均數為 3.06、就讀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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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科系平均數為 3.65、就讀一般

科系平均數為 3.14。

分析可以得知，高中體育班學

生的繼續升學意願層面得分高於五

點式量表之平均值，在學生繼續升

學的意願整體平均數顯示有相當大

的升學意願。而在選擇不同學校的

性質方面，選擇體育院校就讀，比

較受學生喜愛，而就讀軍警院校意

願則較無意願；在選擇科系的類別

方面，選擇就讀體育相關科系為較

高，最低為選擇就讀競技系。學生

升學學校選擇上的喜愛，則是可以

再進一步研究探討。

結　語

綜合本文之探討後，可以得

知高中體育班高三學生畢業後有繼

續升學的傾向。而在高中體育班學

生選擇科系方面，學生選擇就讀體

育相關科系有較高的意願，選擇競

技系則較無意願。這對以培訓優良

運動人才為主之體育班教育宗旨來

看，則是值得往後可以繼續深入探

討的一個議題。

因此，建議學校單位在進行課

表2　整體升學意願描述性統計表

題項 個數（N） 平均數（M） 標準差（SD）

繼續升學的意願 881 4.10   .99

就讀師範院校意願 881 2.98 1.13

就讀體育院校意願 881 3.45 1.13

就讀軍警院校意願 881 2.82 1.17

就讀一般大學意願 881 3.22   .98

就讀一般科技大學意願 881 2.94 1.04

就讀體育系 881 3.55 1.1-

就讀競技系 881 3.06 1.16

就讀體育相關科系 881 3.65 1.01

就讀一般科系 881 3.14   .96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高中體育班學生升學意願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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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之規劃時，宜將此升學需求納入

考量的因素。讓學生能多元接收各

種訊息，協助體育班學生發掘自我

興趣、性向，除了平時的運動技能

訓練外，可依學生之意願適度實施

課後輔導，給予適時的升學輔導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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