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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體育資源落差宜拉近

基於縣市間、城鄉間和公私立間資源的

落差，其所屬的學校資源亦如是，宜考慮專

款補助偏鄉或資源不足的學校，以改善或維

護體育設施、器材，及為身心障礙、體能弱

勢學生營造友善的運動和學習環境。

二、運動場館設施

99、100 年度體育經費，用於運動場館

設施的比例增為 49.9% 和 47.0%，重點在於

興設和整建棒球和游泳設施、淋浴間，及新

整建競賽運動場地，未來宜提升運動空間、

設施器材維護和營管使用效能。

（一）學生運動空間增加

每人平均使用運動空間，國小 8.17 平方

公尺，國中 9.82 平方公尺，高中職 5.44 平

方公尺，大專校院3.41平方公尺，級別越高，

使用的運動空間越少。宜專款補助運動空間

偏低的學校，將閒置教室、校地改設或興建

運動設施。

（二）體育館設置率提高與強化場館維護

依據 99 年度統計，全國學校體育館設

置率僅 44.93%，在台灣中、北部經常寒風濕

雨，和東、南部夏季艷陽高照的天候下，宜

將體育館的興設列入重點，並酌設管理人員

及強化其專業度，以提升使用的效率和年限。

（三）游泳池宜區域布局和提升使用效能

大學、高中職、國中、小學室內外游

泳池的設置比例合計，分別為 44.51%、

32.31%、11.60%、4.83%，但中小學基於人

事、經費、安全顧慮，游泳池營運不易。而

如依據 97 年度統計，有、無游泳池學校開設

游泳課比例各 100%、79.03%，但學生會游

泳比例各 68.36%、63.95%，顯示校外研習

的效能不亞於校內。宜以區域及學生數規模

布局，補助水源充沛地區興建簡易游泳池，

並續補助無游泳池學校經費與鄰近泳池合作

教學。公私立大學間設置比例落差大，基於

其具充裕的專業人力和管理的彈性，宜補助

達一定規模的私立大學興設，並賦予培訓水

上活動志工，辦理游泳研習的義務。

三、專業人力

學校體育政策的落實，需要相當的專業

和服務人力，尤其是體育教師和專業教練、

志願服務人力的養成、運用與精進，尤為關

鍵。

（一）國中小體育教師增能

依據 93 - 99 年度統計，高中、大學體

育課程由專業教師授課，比例大致維持在

蘇瑞陽  國立台灣大學體育室助理教授

學校體育永續經營政策之研訂

前言

教育部體育未來之施政重點，將以「健

康國民，活力校園」為願景，和「實踐樂活

運動的健康生活」、「追求運動競技的卓越

表現」、「體現公平正義的運動權益」、

「架構廣泛多元的交流平台」、「建構適性

發展的優質環境」五大核心理念，就「快活

學習」、「精英育才」、「運動權益」、「國

際視野」、「永續發展」的現狀和問題加以

分析、診斷，分別提出：1. 推展快樂運動，

形塑健康校園；2. 健全育才機制，競技卓越

拔尖；3.促進公平正義，維護運動權益；4.廣

增體育交流，拓展多元視野；5. 活化體育資

源，落實永續經營之五大方針，和其核心指

標、策略目標和階段目標、行動方案和具體

作法（教育部體育司，2011a），本文特就第

五方針有關學校體育的問題分析、目標策略，

佐以有關統計報告和其它文獻加以論述。

問題分析

問題分析依據的原則是：1. 經費配置符

合公義；2. 城鄉公私縮短落差；3. 運動設施

普及安全；4. 有效整合增長效能；5. 創新組

織授權治理。

一、經費

學校體育的年度經費，自 96 年度 7.26

億增至 100 年度的 12.14 億元，從占國家總

預算的 0.04% 增至 0.068%。其中 98 -100

年度用於人才培育均約 22% 左右，增加經費

主要用於改善或增設運動場館設施。 

（一）體育活動的經費比例宜增加

體育活動經費雖未減少，但比例由 98

年度的 41.7% 縮減至 27.4 和 30.4%，除用

於全國性或國際性的賽會和各項聯賽、盃賽

外，宜合理的增編普及性的體育活動預算，

如補助樂活運動站、學校校隊和運動社團，

及拓展學校運動志工的培訓與服務，以提升

運動參與的質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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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菁英培訓

現行體育班、運動特色學校已邁向全國

布局、區域整合，可謂推展有成，宜納入地

方民俗和地理特色項目，並整合區域設施、

人力、經費以組建推廣中心。

  （一）區域培訓體系布局全國

運動菁英的培訓體系，除建立系統化四

級培訓機制外，教育部 98 年推動「區域運動

人才培育體系計畫」，成立四個區域運動科

學中心，強化「中央─縣市─學校」三者行

政支援與專業分工系統關係，統整區域運動

科研及醫學資源和四級培訓學校，建構以「選

手發展」為中心，實施系統培訓、多元輔導、

運科服務、全程照護的區域培育體系（王俊

權、李昱叡，2010）。98 年邀請 4 縣市共 6

項重點運動試辦，99 年增至 14 個縣市與台

東體中，分別辦理 14 種項目，建立 25 個區

域培訓單位，學生跆拳道總會更從全國布局

籌謀區域整合（李仁德，2011），是積極穩

健且具高效能的作法。

（二）納入民俗與地方特色體育

前述計劃宜納入具地方傳統特色的民俗

體育（如藝陣、拳術、舞龍、舞獅），和區

域特殊地理環境的運動項目（如溯溪、攀岩、

潛水、衝浪）的重點特色學校，以豐富鄉土

活力、多元特色的運動文化。

（三）組建推廣中心，賦予服務義務

培育體系應力求精實、嚴謹績效評估、

落實建立績優獎勵和退場機制外，其享有比

一般學校更優渥的經費，和優質人力、資源，

宜組建運動研習或檢測站，賦予推展專業的

研習和進修的責任，和因應高中（職）體適

能納入升學加分或評比的需求；所屬學生應

參與運動志工培訓與服務，以健全人格發展。

五、運動人才與賽會活動

全國性賽會活動類型分為綜合賽會、聯

賽、指定盃賽等，承辦單位皆屬於任務性編

組，賽會系統每屆均重新設計建置而難相容，

賽會結束僅存有報告書，選手個人歷程和成

績資料無法系統性整理及統計分析。

（一）建置運動人才資訊系統

教育部委託中正大學建置「全國各級學

校運動人才資料庫資訊系統」，建置賽會註

冊、登錄、報名、成績紀錄、查詢（含原住

民）系統，及運動績優生數位歷程和專任教

練資料庫，並建立資訊整合入口網站，逐年

維護、登錄、更新，以應用於科學選才、精

實訓練、賽會管理和選手輔導（教育部體育

司，2011b；林晉榮、王俊權，2011）。

（二） 納入教練、賽會管理系統，組建國家
賽會中心

基於未來編制專任教練員額將超過

1,600 人，宜建立專任教練的經營管理機制，

採取教練團責任制，將其資料庫擴充為數位

95% 左右，國中 96、99 年度各為 94.4%、

87.27%，國小 93、98、99年度各為 21.5%、

15.9%、18.07%。國中、小學體育教學雖已

正常化，但由非體育專長教師授課比例的增

高，應續予以積極謀求改善。

先進國家體育教師是與國家教師培育系

統整合，其基本模式：需接受基本教育科學

學習，並修習體育專業學分，經過實習與國

家考試通過後，才能成為正式教師。德國除

了基本教育和體育學分外，還需修習第二專

業課程，第二專業課程不能任意選擇，由學

校規劃搭配第二專業內容，如體育與拉丁語

或體育與數學等。

我國宜規定：擔任體育課程的教師，應

具備一定時數的體育專業課程和技能研習證

書，及每一定年限內應專業研習的課程和時

數。並輔導優秀的教師、教練和行政、志工

等人力，整合區域學校資源，建立「就近參

與」及「多元選項」的研修機制。

（二）專業教練聘任落實

運動教練因經費及特殊的工作性質和時

間，易造成學校主管和教評會的管理考核困

擾，而成為聘任的阻力。99 年度各級學校運

動教練總人數為 9127 人，然而專任運動教練

的聘任，截至 100 年 8 月底，已通過資格數

達到 3,137 人次，但僅 16 縣市聘 287 人，高

中職聘 22 人，3 所國立大學聘 17 人，總計

326 人。

100年 10月國民體育法第 13條的修訂，

給予 496 校 1,565 班的體育班必須聘用運動

教練的法源，為配合 2017 年由台北市承辦世

大運，提升我國運動競技能力，爭取優異成

績，應積極依法聘任專任教練。

（三）運動志工落實在地培訓和服務

志工是公民社會的標竿，教育部自 95

年度起推動學校運動志工培訓與服務，培訓

單位和人數、總服務人次和時數成正成長。

然因志工以大專在學生為主體，可服務年限

僅 2~4 年即因畢業而流失，須不斷地招募新

血培訓。

因此除應重視志工培訓的持續性，亦宜

擴大培訓的廣度與深度，遴選培育運動志工

績效有成的大學，增實其經費和資源，整合

資源和人力，組設區域志工中心，落實在地

服務。並與各類的進修研習或體適能檢測站

成為策略夥伴，促使畢業的志工能有服務的

據點，延長服務的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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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菁英的培訓體系，除建立系統化四

級培訓機制外，教育部 98 年推動「區域運動

人才培育體系計畫」，成立四個區域運動科

學中心，強化「中央─縣市─學校」三者行

政支援與專業分工系統關係，統整區域運動

科研及醫學資源和四級培訓學校，建構以「選

手發展」為中心，實施系統培訓、多元輔導、

運科服務、全程照護的區域培育體系（王俊

權、李昱叡，2010）。98 年邀請 4 縣市共 6

項重點運動試辦，99 年增至 14 個縣市與台

東體中，分別辦理 14 種項目，建立 25 個區

域培訓單位，學生跆拳道總會更從全國布局

籌謀區域整合（李仁德，2011），是積極穩

健且具高效能的作法。

（二）納入民俗與地方特色體育

前述計劃宜納入具地方傳統特色的民俗

體育（如藝陣、拳術、舞龍、舞獅），和區

域特殊地理環境的運動項目（如溯溪、攀岩、

潛水、衝浪）的重點特色學校，以豐富鄉土

活力、多元特色的運動文化。

（三）組建推廣中心，賦予服務義務

培育體系應力求精實、嚴謹績效評估、

落實建立績優獎勵和退場機制外，其享有比

一般學校更優渥的經費，和優質人力、資源，

宜組建運動研習或檢測站，賦予推展專業的

研習和進修的責任，和因應高中（職）體適

能納入升學加分或評比的需求；所屬學生應

參與運動志工培訓與服務，以健全人格發展。

五、運動人才與賽會活動

全國性賽會活動類型分為綜合賽會、聯

賽、指定盃賽等，承辦單位皆屬於任務性編

組，賽會系統每屆均重新設計建置而難相容，

賽會結束僅存有報告書，選手個人歷程和成

績資料無法系統性整理及統計分析。

（一）建置運動人才資訊系統

教育部委託中正大學建置「全國各級學

校運動人才資料庫資訊系統」，建置賽會註

冊、登錄、報名、成績紀錄、查詢（含原住

民）系統，及運動績優生數位歷程和專任教

練資料庫，並建立資訊整合入口網站，逐年

維護、登錄、更新，以應用於科學選才、精

實訓練、賽會管理和選手輔導（教育部體育

司，2011b；林晉榮、王俊權，2011）。

（二） 納入教練、賽會管理系統，組建國家
賽會中心

基於未來編制專任教練員額將超過

1,600 人，宜建立專任教練的經營管理機制，

採取教練團責任制，將其資料庫擴充為數位

95% 左右，國中 96、99 年度各為 94.4%、

87.27%，國小 93、98、99年度各為 21.5%、

15.9%、18.07%。國中、小學體育教學雖已

正常化，但由非體育專長教師授課比例的增

高，應續予以積極謀求改善。

先進國家體育教師是與國家教師培育系

統整合，其基本模式：需接受基本教育科學

學習，並修習體育專業學分，經過實習與國

家考試通過後，才能成為正式教師。德國除

了基本教育和體育學分外，還需修習第二專

業課程，第二專業課程不能任意選擇，由學

校規劃搭配第二專業內容，如體育與拉丁語

或體育與數學等。

我國宜規定：擔任體育課程的教師，應

具備一定時數的體育專業課程和技能研習證

書，及每一定年限內應專業研習的課程和時

數。並輔導優秀的教師、教練和行政、志工

等人力，整合區域學校資源，建立「就近參

與」及「多元選項」的研修機制。

（二）專業教練聘任落實

運動教練因經費及特殊的工作性質和時

間，易造成學校主管和教評會的管理考核困

擾，而成為聘任的阻力。99 年度各級學校運

動教練總人數為 9127 人，然而專任運動教練

的聘任，截至 100 年 8 月底，已通過資格數

達到 3,137 人次，但僅 16 縣市聘 287 人，高

中職聘 22 人，3 所國立大學聘 17 人，總計

326 人。

100年 10月國民體育法第 13條的修訂，

給予 496 校 1,565 班的體育班必須聘用運動

教練的法源，為配合 2017 年由台北市承辦世

大運，提升我國運動競技能力，爭取優異成

績，應積極依法聘任專任教練。

（三）運動志工落實在地培訓和服務

志工是公民社會的標竿，教育部自 95

年度起推動學校運動志工培訓與服務，培訓

單位和人數、總服務人次和時數成正成長。

然因志工以大專在學生為主體，可服務年限

僅 2~4 年即因畢業而流失，須不斷地招募新

血培訓。

因此除應重視志工培訓的持續性，亦宜

擴大培訓的廣度與深度，遴選培育運動志工

績效有成的大學，增實其經費和資源，整合

資源和人力，組設區域志工中心，落實在地

服務。並與各類的進修研習或體適能檢測站

成為策略夥伴，促使畢業的志工能有服務的

據點，延長服務的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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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訂定「（各級）學校體育運動設施落差學

校專案輔導及補助辦法」

為縮減城鄉差距，符合社會公義，政

府宜編列一定的預算，逐年補助各校得以

達致所要求的等級。

4. 訂定「運動彩券盈餘獎勵與補助各級學校

實施要點」

如規定補助運動設施落差學校與社區

不得低於 50%；補助服務志工培訓與辦理

扶老、護弱、復康、親子等有關健身促康

公益活動不得低於 10%。

（二） 策略 2： 整合區域體育資源，就近體驗

在地研修。

1. 訂定「申請設置區域型各類運動技能、體

適能研習或檢測中心（站）輔導及補助辦

法」、「申請設置山、海域運動推廣中心

輔導及補助辦法」

縣市政府、大學、體育中學、志工團

隊，依據自身運動人力、資源、特色、地

緣環境，得獨自或以策略聯盟，申請設置

研習或檢測中心；鄉鎮區中心學校或設有

體育班、重點項目和特色項目的中小學，

得申設研習或檢測站。以定期辦理低收費

的運動營隊或訓練班，滿足學習者就近體

驗、現職人員在地研修的需求。

2. 訂定「各類體育專業人員分級研習、認證

辦法」

區分中央、縣市、區域為 A、B、C 三

級，規定各級研習課程內容、最低時數和

證書有效期限。規定從業人員在一定年限

內，應達的研習時數和取得相關專業研習

證書，並納入考績評鑑，以激發相關人員

進修增能的動力。

（三） 策略 3： 強化重點特色學校，專款補助

績效獎勵。

1. 訂定「（中央和各縣市）專任教練、防

護員管考中心組織辦法」

專任教練聘任已法制化，其經費預算

及考核管理、調派、獎懲宜依權責分由中

央和縣市專款、專責辦理。並輔導各縣市

成立專任教練、防護員管考中心，統籌督

導、調派、考評事宜；建立總教練和區域

責任制，依運動項目分設教練團和區域教

練小組，強化訓練績效評估機制。

 2. 設置「管考中心資訊平台」

平台包含專任教練和防護員之基本資

料和任職數位歷程、遴聘解聘、人事管理、

配置調動、績效考核、推薦媒合。

歷程，並依縣市建置考管中心、區域教練團。

更為統籌全國有關運動競技專業人才、運動

選手與賽會的經營管理，宜成立國家賽會中

心。

六、學校評鑑

教育行政體系為貫徹教育理念、管理、

輔導、評鑑，以督促各級學校重視體育，各

級主管機關訂定所屬學校體育運動發展指

標，並納入學校評鑑或訪視。如教育部辦理

「各直轄市及縣市教育統合視導」、「體育

班訪視計畫」、「學校體育統計年報」、「大

專校院體育專案評鑑計畫」。

然而學校除基本行政業務外，尚須辦理

各項活動、營養午餐、課後輔導、補助申請

等，業務已然繁重，評鑑結果如不能有效改

善問題，將促使學校體育朝向虛應化或競技

化。宜推動多元標準化和數位化評鑑指標，

授權予學校於網路自評自薦，及提出待解決

問題；主管機關再透過實地訪視，以實質協

助解決問題，並實惠獎勵績效優良者。

目標與策略

為實現永續經營的願景和核心理念，擬

訂三大目標及五項策略：

一、目標 1： 至 2020 年學校體育經費達

占教育總預算 5%。

（一） 策略 1： 推動運動設施認證，扶老護

弱安健樂活。

目的在於規範學校運動設施各項標準和

經營管理績效；整體考量區域、學校特色和

需求的布局；對未達標準的學校專款補助，

興修運動設施、強化安全維護；提供身體弱

勢者友善的場館設施和器材等。

1. 訂定「（各級）學校體育運動設施認證

標準」

設定分級標準指標，按學生數分 3~4

類，依使用空間、基本設施、經營管理、

安全維護、無礙設施、照明衛生、社區共

享、志工服務等分項研定認證指標及達標

等級。

 2. 建置「網路認證資訊平台」

信任學校治理，自我評鑑認證，不用

書面資料，簡化認證程序、時程，又符環

保理念。學校提出申請需求及其優先順

序，認證小組檢視各校自我評鑑資訊，有

必要再實地訪視，於平台公開認證結果，

和建議補助項目優先順序。



050 051

issue
學校體育‧第 128 期‧2012 年 02 月號本 期 主 題 ﹝學校體育新風貌﹞

3. 訂定「（各級）學校體育運動設施落差學

校專案輔導及補助辦法」

為縮減城鄉差距，符合社會公義，政

府宜編列一定的預算，逐年補助各校得以

達致所要求的等級。

4. 訂定「運動彩券盈餘獎勵與補助各級學校

實施要點」

如規定補助運動設施落差學校與社區

不得低於 50%；補助服務志工培訓與辦理

扶老、護弱、復康、親子等有關健身促康

公益活動不得低於 10%。

（二） 策略 2： 整合區域體育資源，就近體驗

在地研修。

1. 訂定「申請設置區域型各類運動技能、體

適能研習或檢測中心（站）輔導及補助辦

法」、「申請設置山、海域運動推廣中心

輔導及補助辦法」

縣市政府、大學、體育中學、志工團

隊，依據自身運動人力、資源、特色、地

緣環境，得獨自或以策略聯盟，申請設置

研習或檢測中心；鄉鎮區中心學校或設有

體育班、重點項目和特色項目的中小學，

得申設研習或檢測站。以定期辦理低收費

的運動營隊或訓練班，滿足學習者就近體

驗、現職人員在地研修的需求。

2. 訂定「各類體育專業人員分級研習、認證

辦法」

區分中央、縣市、區域為 A、B、C 三

級，規定各級研習課程內容、最低時數和

證書有效期限。規定從業人員在一定年限

內，應達的研習時數和取得相關專業研習

證書，並納入考績評鑑，以激發相關人員

進修增能的動力。

（三） 策略 3： 強化重點特色學校，專款補助

績效獎勵。

1. 訂定「（中央和各縣市）專任教練、防

護員管考中心組織辦法」

專任教練聘任已法制化，其經費預算

及考核管理、調派、獎懲宜依權責分由中

央和縣市專款、專責辦理。並輔導各縣市

成立專任教練、防護員管考中心，統籌督

導、調派、考評事宜；建立總教練和區域

責任制，依運動項目分設教練團和區域教

練小組，強化訓練績效評估機制。

 2. 設置「管考中心資訊平台」

平台包含專任教練和防護員之基本資

料和任職數位歷程、遴聘解聘、人事管理、

配置調動、績效考核、推薦媒合。

歷程，並依縣市建置考管中心、區域教練團。

更為統籌全國有關運動競技專業人才、運動

選手與賽會的經營管理，宜成立國家賽會中

心。

六、學校評鑑

教育行政體系為貫徹教育理念、管理、

輔導、評鑑，以督促各級學校重視體育，各

級主管機關訂定所屬學校體育運動發展指

標，並納入學校評鑑或訪視。如教育部辦理

「各直轄市及縣市教育統合視導」、「體育

班訪視計畫」、「學校體育統計年報」、「大

專校院體育專案評鑑計畫」。

然而學校除基本行政業務外，尚須辦理

各項活動、營養午餐、課後輔導、補助申請

等，業務已然繁重，評鑑結果如不能有效改

善問題，將促使學校體育朝向虛應化或競技

化。宜推動多元標準化和數位化評鑑指標，

授權予學校於網路自評自薦，及提出待解決

問題；主管機關再透過實地訪視，以實質協

助解決問題，並實惠獎勵績效優良者。

目標與策略

為實現永續經營的願景和核心理念，擬

訂三大目標及五項策略：

一、目標 1： 至 2020 年學校體育經費達

占教育總預算 5%。

（一） 策略 1： 推動運動設施認證，扶老護

弱安健樂活。

目的在於規範學校運動設施各項標準和

經營管理績效；整體考量區域、學校特色和

需求的布局；對未達標準的學校專款補助，

興修運動設施、強化安全維護；提供身體弱

勢者友善的場館設施和器材等。

1. 訂定「（各級）學校體育運動設施認證

標準」

設定分級標準指標，按學生數分 3~4

類，依使用空間、基本設施、經營管理、

安全維護、無礙設施、照明衛生、社區共

享、志工服務等分項研定認證指標及達標

等級。

 2. 建置「網路認證資訊平台」

信任學校治理，自我評鑑認證，不用

書面資料，簡化認證程序、時程，又符環

保理念。學校提出申請需求及其優先順

序，認證小組檢視各校自我評鑑資訊，有

必要再實地訪視，於平台公開認證結果，

和建議補助項目優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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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學校體育永續經營環境的建構，政府應

扮演種子、滋潤、催化的角色，除充實運動

場館設施，拉近城鄉間、公私立間落差；精

進體育教師、專業教練和行政管理人員、服

務志工的質與量。更必須引導整合公私機構、

學校、社區人力、資源，以創新的思維去建

構一個系統化、區域化，具市場競爭機制、

尊人民為顧客的支援體系：多元選擇、就近

參與的研習中心（站）；便捷可及、友善好

用的國家體育資訊網路系統；統合菁英、營

管賽會的國家賽會中心。

然而政策的績效、可行性及存續，並不

是由政策本身決定，而必須由政策和環境的

互動來決定。永續經營政策成功的關鍵，首

在於體制性環境－合法性和正當性的取得，

前者指法規、辦法的合宜授權和彈性，後者

指行政人員、專家和社會公民的達成共識與

認同；次在於技術性環境－組織績效的取得，

創設的組織能達成預期的目標效能（林水波，

1999，32）。體育政策 2020 的目標和策略，

已明確指出努力的方向，需要政府的有效治

理、公民的積極參與、法規的鬆綁授權和人

力資源的靈活運籌。因此後續議題是在執行

面：如何適應政府組織再造後，以全面觀照、

目標導向的原則，整合體育部門的人力、資

源；如何以企業型政府的治理原則，有效執

行落實體育政策；如何以區域整合、公民參

與、政府授權、志願服務的模式，發揮支援

體系所創設的組織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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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訂定「國民中小學申設發展運動特色項

目專案輔導及獎助辦法」

依項目特性補助基本設備費和器材

費，每年並補助教練鐘點費、設備維護費，

按績優者等級核撥獎勵金。

4. 訂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標

準及輔導辦法」

就設班基準、員額編制、入學測

驗、編班方式、課程教學、訪視評鑑、停

辦及其它相關事項加以規定（李昱叡，

2011），並列入獎勵、懲處的標準和方式。

二、 目標 2： 2020 年建置完成國家體育資

訊系統和管理中心。

‧策略： 建置體育資訊中心，整併網站統

合管理。

（一）建置「國家體育資訊網」。

（二） 訂定「國家體育資訊管理中心設置辦

法」。

網路進入雲端時代，是最便捷的資訊收

集、研究進修和資源媒介工具，宜成立管理

中心實施統合管理，建置國家體育資訊入口

網站，整併統合教育部體育司、體委會主辦

或委辦之網路作業系統和資訊平台，建置各

研習、檢測中心（站）的課程資訊、收費標

準及線上報名、成績登錄系統，和線上進修

服務平台，隨時蒐集資訊，適時登錄、統計、

維護、更新，使人人均能便捷透過網站：查

詢國內外體育或賽會資訊、媒介專業人力和

教學資源、實施線上進修或鑑賞、報名研習

或賽會活動，及登錄、查詢體育有關教學、

活動與運動賽會的資訊或成果。

三、 目標 3： 2020 年完成設置三大區國家

運動賽會中心。

‧策略： 設置國家賽會中心，傳承創新接

軌國際。

（一） 訂定「國家運動賽會中心設置遴選及

輔導辦法」。

（二） 分階段遴選及輔導成立北、中、南三

區國家運動賽會中心。

在全國性賽會已建立標準化傳承體制後，

繼高雄世運和台北聽奧舉辦後，台北市又將

承辦 2017 世大運，中央支持縣市政府承辦

國際性賽會成既定政策。全國性賽會的傳承

經驗應接軌國際，宜在現有基礎和區域布局

上，於北、中、南三區各成立國家運動賽會

中心，統籌區域內有關全國

性、國際性賽會的資訊

和活動的蒐集、規劃、

管理，協助承辦縣市辦

理賽會，及全國運動競

技有關人力的組織運

用、經營管理和績效評

估。



052 053

issue
學校體育‧第 128 期‧2012 年 02 月號本 期 主 題 ﹝學校體育新風貌﹞

結語

學校體育永續經營環境的建構，政府應

扮演種子、滋潤、催化的角色，除充實運動

場館設施，拉近城鄉間、公私立間落差；精

進體育教師、專業教練和行政管理人員、服

務志工的質與量。更必須引導整合公私機構、

學校、社區人力、資源，以創新的思維去建

構一個系統化、區域化，具市場競爭機制、

尊人民為顧客的支援體系：多元選擇、就近

參與的研習中心（站）；便捷可及、友善好

用的國家體育資訊網路系統；統合菁英、營

管賽會的國家賽會中心。

然而政策的績效、可行性及存續，並不

是由政策本身決定，而必須由政策和環境的

互動來決定。永續經營政策成功的關鍵，首

在於體制性環境－合法性和正當性的取得，

前者指法規、辦法的合宜授權和彈性，後者

指行政人員、專家和社會公民的達成共識與

認同；次在於技術性環境－組織績效的取得，

創設的組織能達成預期的目標效能（林水波，

1999，32）。體育政策 2020 的目標和策略，

已明確指出努力的方向，需要政府的有效治

理、公民的積極參與、法規的鬆綁授權和人

力資源的靈活運籌。因此後續議題是在執行

面：如何適應政府組織再造後，以全面觀照、

目標導向的原則，整合體育部門的人力、資

源；如何以企業型政府的治理原則，有效執

行落實體育政策；如何以區域整合、公民參

與、政府授權、志願服務的模式，發揮支援

體系所創設的組織效能。

參考文獻

王俊權（2011）。「學校體育白皮書：學校體育

政策 2020」簡報。台北市：教育部體育司。

王俊權、李昱叡（2010）。教育部推動區域運動

人才培育體系之目標策略與績效評估。學校

體育雙月刊，117，31-34。 

李仁德（2011）。學生跆拳道運動總會區域運動

人才培育體系之構圖。學校體育雙月刊，

126，26-32。

李昱叡（2011）。「國民體育法第13條修正草案」

三讀通過後對學校體育班發展之影響。學校

體育雙月刊，123，4-8。

林晉榮、王俊權（2011）。全國各級學校運動人

才資訊系統現況與展望。學校體育雙月刊，

123，8-14。

教育部體育司（2011a）。學校體育白皮書 2020
（草案）。

教育部體育司（2011b）。全國各級學校資料

庫資訊系統建置概況。學校體育雙月刊，

123，2-5。

3. 訂定「國民中小學申設發展運動特色項

目專案輔導及獎助辦法」

依項目特性補助基本設備費和器材

費，每年並補助教練鐘點費、設備維護費，

按績優者等級核撥獎勵金。

4. 訂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標

準及輔導辦法」

就設班基準、員額編制、入學測

驗、編班方式、課程教學、訪視評鑑、停

辦及其它相關事項加以規定（李昱叡，

2011），並列入獎勵、懲處的標準和方式。

二、 目標 2： 2020 年建置完成國家體育資

訊系統和管理中心。

‧策略： 建置體育資訊中心，整併網站統

合管理。

（一）建置「國家體育資訊網」。

（二） 訂定「國家體育資訊管理中心設置辦

法」。

網路進入雲端時代，是最便捷的資訊收

集、研究進修和資源媒介工具，宜成立管理

中心實施統合管理，建置國家體育資訊入口

網站，整併統合教育部體育司、體委會主辦

或委辦之網路作業系統和資訊平台，建置各

研習、檢測中心（站）的課程資訊、收費標

準及線上報名、成績登錄系統，和線上進修

服務平台，隨時蒐集資訊，適時登錄、統計、

維護、更新，使人人均能便捷透過網站：查

詢國內外體育或賽會資訊、媒介專業人力和

教學資源、實施線上進修或鑑賞、報名研習

或賽會活動，及登錄、查詢體育有關教學、

活動與運動賽會的資訊或成果。

三、 目標 3： 2020 年完成設置三大區國家

運動賽會中心。

‧策略： 設置國家賽會中心，傳承創新接

軌國際。

（一） 訂定「國家運動賽會中心設置遴選及

輔導辦法」。

（二） 分階段遴選及輔導成立北、中、南三

區國家運動賽會中心。

在全國性賽會已建立標準化傳承體制後，

繼高雄世運和台北聽奧舉辦後，台北市又將

承辦 2017 世大運，中央支持縣市政府承辦

國際性賽會成既定政策。全國性賽會的傳承

經驗應接軌國際，宜在現有基礎和區域布局

上，於北、中、南三區各成立國家運動賽會

中心，統籌區域內有關全國

性、國際性賽會的資訊

和活動的蒐集、規劃、

管理，協助承辦縣市辦

理賽會，及全國運動競

技有關人力的組織運

用、經營管理和績效評

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