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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依據教育部 100 學年度「學

校體育統計年報」之調查結果顯

示，我國現有 2 所體育中學及 570

所中、小學成立體育班，分別為

國 小 160 所（6.0%）、 國 中 276 所

（29.3%）及高中職 134 所（27.1%）

（教育部，2013），顯見已有超過四分

之一的國、高中學校及部分國民小

以體育班作為發展學校運動競技的

模式。

各級校設立體育班的宗旨雖略

有不同，但主要仍以對具有運動潛

能學生，施以有系統之運動訓練，

培養身心健全之優秀人才，以提升

學生運動技能力為目標。為達成目

標，學校無不竭盡心力招收具有潛

能的學生及聘任優秀專練，並妥善

規劃課程、生活輔導、專長訓練及

場地設施等計畫；為落實計畫學校

更須積極籌措經費，經營體育班確

實需付出更多心力。

教育部體育署及各縣市政府教

育局處為使各級學校體育班能永

續發展，除修訂相關法規及課程

綱要，並進行實地訪視，藉以瞭解

體育班在招生、師資、組訓、場

地設備、學業輔導、生活輔導、

升學輔導及行政服務等方面的現

況，進而能輔導學校解決現存困

境，共同促成體育班成為運動績

優生的搖籃。

目標與理念

「培養學生專項運動技能，對

具有運動潛能學生施以有系統之專

項運動訓練，以培育身心健全之優

秀人才」為體育班設立目標是再明

確不過了，但在面對招生困難、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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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不足、競賽成績無法突破、家長

或民意代表的壓力等問題時，常會

因一時的困頓而無法堅持設立體育

班的初衷，而扭曲體育班的發展目

標。我們堅定的相信遭遇到困頓是

一時的，但正確的發展體育班才是

永遠的。

轉化「運動代表隊的組訓或

運動選手的訓練」想法到「運動資

賦優異學生的教育」理念是相當有

意義的教育思想的提升，體育班絶

不只有選手訓練。運動員也是一般

人，一般人應有的基本能力，運動

員也應具備，因此我們應以教育的

理想與方法教育運動資賦學生，使

其成為身心健全之優秀運動人才。

教育內容與方式

體育班學生除了與一般學生

相同的學科課程及生活教育外，還

有相當份量的專業術科課程及常態

性集訓與競賽，體育班學生的學習

負荷偏重，課業學習的時間精力也

受到排擠，因此體育班學生學業成

績普遍低落，形成惡性循環，學生

課業學習意願與動機也不高。在這

樣的學習氛圍下，體育班課業的科

目、授課時數、教材、內容與方式

都有必要適度的調整與設計，同時

對學習落後的學生施以補救教學，

希望透過成功的學習經驗，讓體育

班學生重回課業學習的行列。

品德教育經常是體育班教練、

教師最重視的一環，我們總認為體

育班學生體力旺盛，運動競賽時身

體接觸頻繁，如果不培養高度的自

制能力，常造成肢體衝突。然而運

動員的品德教育常採用壓抑式或強

迫服從式的教育型態，試圖要求運

動員絕對服從規則規定的運動精

神。如果我們能適時的從運動倫理

的理論出發，引導運動員理解運動

場上的倫理價值，進而從內心接受

運動規則的規範，促使運動精神昇

華為運動員風範，具有運動員風範

的運動明星更讓人著迷。

專長訓練課程是體育班學生

份量最重的課程，體育班和運動代

表隊最大的不同就是將訓練列為課

程教學的一部分，因為屬於課程教

學，我們期望授課教練（教師）應

逐年編寫教材，並依年級及學期分

別編排教學進度，建構運動專長訓

練之課程架構。



經營策略

體育班經營成功的關鍵因素

為：1. 學生應具備優秀運動員的潛

能；2. 任課教師及教練應有積極、

熱忱的人格特質；3. 學生應具有

運動員性向；4. 學生的學業成績應

在中等以上程度；5. 注重學生學習

態度；6. 實施補救教學（李坤培，

2013）。顯見，體育班經營亦未偏離

伯樂與千里馬的架構之中。

體育班經營面臨的三大難題

是：經費不足、招生困難及場地不

佳、缺乏專業教練或缺乏宿舍等。

各校為經營體育班除編列預算外，

總是透過各種管道尋求經費補助或

募款，以解決體育班經費不足的困

境，各級政府是否可從基本參賽經

費補助及獎勵績優的理念下，編列

預算補助，減少學校經營體育班的

主要困擾。而關於招生困難的問題

則有賴於修法、行政協調或區域整

合等方式解決。至於場地不佳等問

題在經費許可或調整設班種類後亦

可順勢處理。

結　語

各校體育班裏總是看得到默默

付出的校長、行政人員、教師及教

練的身影，當我們分享體育班結成

的豐碩的果實時，我們應該獻上最

誠摯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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