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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金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博士生

淺談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資
格審定制度 

前言

教育部為加強優秀運動選手

培訓與養成、提升運動水準、為國

爭光，1986年輔導各級學校以約聘

（僱）用方式配置專任運動教練

（以下簡稱運動教練），試圖建立

體育教師教學與運動教練訓練的雙

軌制度（教育部，2011；許馨文，

2008）。經教育部、原行政院體育

委員會（以下簡稱體委會）合作

修正運動教練政策後，2003年修正

《國民體育法》第十三條，確立運

動教練之定位及取得法源依據，同

年「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亦將運動

教練納入正式編制員額，作為國家

向下扎根競技運動實力之基石，對

國家整體競技運動發展有正面影

響。

各級學校依法甄選、聘用運

動教練時，其本身須先通過「各級

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資格審定辦法」

（以下簡稱運動教練資格審定辦

法）、取得證書資格後，始得報考

各級學校之相關職缺。為使讀者瞭

解運動教練資格審定政策制度的來

龍去脈及其內容，作者將以教育部

2015年7月17日修正發布之運動教

練資格審定辦法內容做介紹（教育

部，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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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教練資格審定之立法緣由

教育部於2003年2月6日修正發

布《國民體育法》第十二條，運動

教練取得法源依據，隨後，教育人

員任用條例於同年12月4日將運動

教練正式納入編制內教育人員。從

此，2003年立法通過係為運動教練

重要的分水嶺，開啟建置完善運動

教練制度的第一步。

首先，《國民體育法》第十三

條第二項規定：「各級學校得遴選

優秀運動人才擔任專任運動教練；

其任用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之規

定；其資格，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其次，教育部人事處2002年9

月24日邀請原體委會召開「研商教

育人員任用條例修正草案有關學校

運動教練如何定位與規範事宜」會

議，會中建議以教育部於2002年5

月31日報送行政院審查之教育人員

任用條例修正草案之規劃方式，不

僅維持將運動教練納入教育人員任

用條例作為適用對象，而且除聘任

資格由中央體育主管機關定之外，

其餘人事管理，均以教育部為主管

機關（教育部人事處，2002）。

當時考量將運動教練納入教

育人員範疇的原因係國家競技運動

現況，學生選手之培育與發掘至為

重要，且各級政府聘任之運動教

練，其訓練對象均為青年、青少年

學生，而訓練工作亦不脫離教育環

境（體委會，2002），故修正「教

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二條並增訂22

條之1條文規定，賦予運動教練教

育人員資格：即第二條規定所稱教

育人員為各公立各級學校校長、

教師、職員、運動教練；22條之1

規定運動教練之資格，由中央體育

主管機關定之（原為體委會權責，

今為教育部權責），聘任程序及聘

期，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教育部

權責）。

綜上所述，《國民體育法》

與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同步修法通過

後，原體委會於2005年2月3日依據

前揭法律授權訂定發布運動教練資

格審定辦法，並於同年核發出第一

張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證書。

運動教練資格之審定制度

原體委會自2005年起至2012年

期間，依據運動教練資格審定辦

法陸續核發各級學校運動教練證

書。後因行政院組織改造，教育部

及所屬機關組織調整，運動教練

資格審定辦法自2013年1月1日起移

由教育部賡續辦理（教育部體育

署，2016a；楊金昌，2016）。簡

言之，運動教練資格審定之規定與

核發證書，目前皆由教育部為權責

單位。

一、規劃資格審定分級制度之構想

探究當初規劃運動教練資格

審定辦法第二條專業能力分級規定

之構想，教育部與體委會齊力為使

不同專業知能與技術等級的運動教

練，得以適才適所，並促進各級運

動教練不斷充實自我、發掘且培育

更多優秀運動人才，希望透過適度

的績效控制（即運動教練之聘任採

績效制）與職等劃分，而主要規劃

一系列的運動教練職務進階概念。

於是，體委會依國家推動重

點運動項目、運動特性與考量各教

育階段的學校發展運動團隊情形之

聘任狀況，乃參考專科以上學校教

師職務等級（中小學未實施分級

制）、體育團體運動教練的分級方

式，繼而將運動教練資格劃分為

「初級」、「中級」、「高級」及

「國家級」四級，作為適合國小、

國中、高中、大學階段之重點運動

區分（體委會，2002）。

二、訂定審定之基本條件

體委會於2004年起初規劃運動

教練資格審定辦法（草案）當中，

為配合各級學校進用教師時，該名

教師須具備大學學歷或獨立學院畢

業之規定，且考量運動教練與教師

均屬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之教育人

員，乃參照教師制度運作方式，希

望確保運動教練之素質及不排擠本

國優秀運動人才擔任運動教練的就

業機會（體委會，2004），設計運

動教練資格審定辦法第三條規定，

申請運動教練資格審定之人員，必

須具備大學以上學歷。換言之，符

合大學學歷作為運動教練資格審定

的基本申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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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審定之對象

運動教練依運動教練資格審定

辦法第四條規定，應具備學歷、證

照、經歷及運動成就之資格，筆者

從設計審定之資格脈絡，歸納出申

請對象可區分為七類：

（一）體育相關科系畢業之人士

體委會（2004）考量體育相關

科系畢業學生在接受大學四年養成

教育階段中，已受過體育專業相關

訓練，其具備擔任運動教練的專業

知能，而針對在競技運動方面表現

優異者，鼓勵此類學生退役後轉擔

任性質接近的運動教練工作，使銜

續競技運動之經驗。

在資格條件方面，設計大學體

育相關系所畢業，取得奧林匹克運

動會或亞洲運動會競賽種類（以下

簡稱奧亞運動種類）的該全國性體

育團體核發C級教練證，且擔任選

手時，獲得一定成績之規定。

（二）非體育相關科系畢業，並修

畢教練專業知識課程32學分

之人士

葉劉慧娟（2012）指出輔導優

秀運動成績優良選手專注於運動訓

練，其參與運動競賽成績獲得一定

條件者，得依「中等以上學校運動

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規

定，透過甄審、甄試、單獨招生等

管道方式予以升學。

教育部考量此類優秀運動選

手，不論以上述何種方式管道選擇

進入就讀非屬體育相關科系時，因

個人本身能力、性向、興趣等整體

因素實際參與選課情形，隨時檢視

個人修習課程的質量與體育相關系

所養成教育過程可能相當，而後若

有志擔任運動教練工作者，故設計

明定修畢教練專業知識課程，確保

修習課程質量及維持一定素質與水

準，得申請運動教練資格審定（行

政院，2017）。

（三）非體育相關科系畢業之人士

非體育相關科系畢業者，雖非

與體育相關科系畢業者同樣受過體

育專業相關訓練及具備專業知能，

但考量此類人員若經過參加奧亞運

動種類的該全國性體育團體之一定

程序訓練與考試而取得C級教練證

後，有意擔任運動教練工作者，宜

給予參與審定的機會。

對於此類人員在資格條件方

面，以大學以上畢業，取得奧亞運

動種類的該全國性體育團體各級教

練證後，且以個人參與競賽成績或

其學校擔任運動教練職務滿三年以

上，該期間指導團隊（或個人）獲

得帶隊績效者（體委會，2004）。

（四）《國民體育法》2003年2月

6日修正施行前，取得教育

部或各級政府招考、儲訓合

格，由教育部輔導管理之現

職專任運動教練

教育部推動約聘（僱）運動

教練制度之初，其遴選運動教練係

由報名甄選，再經過三個月儲訓，

儲訓期間是密集培訓與安排學術科

考試，取得合格後分發各級學校服

務。但是，筆者發現此類人員資格

係由培訓制度取得，與規劃資格審

定方向不同，有必要納入審定對象

之範圍，以符合公平原則。

因此，設計大學以上學歷，且

經由各級主管機關甄選、儲訓合格

之現職運動教練，並取得奧、亞運

動種類的該全國性體育團體各級教

練證後，在學校擔任運動教練職務

期間指導團隊（或個人）獲得帶隊

績效者（體委會，2004）。

（五）獲國光獎章之績優運動選手

（六）獲世界運動會正式競賽運動

種類選手

體委會（2004）為鼓勵優秀運

動選手為國爭光、經驗傳承，在退

役後，行政部門積極依據他們本身

的興趣、性向、能力與表現，進行

生涯與就業輔導。其中，輔導管道

包含擔任運動教練的工作機會，故

列入審定之資格適用對象設計合理

難度規劃的審定之資格條件。

（七）績優身心障礙運動選手

為保障身心障礙之優秀運動選

手生涯之輔導機制，同時兼顧國家

建構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培訓制度，

將此類選手納入審定之資格對象。

四、制定全國性運動賽會之審定規

定

關於全國性運動會名稱，依

據運動教練資格審定辦法第三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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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項第四款、附表一、二規定僅以

「全國運動會」、「全國大專校院

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

會」、「教育部核定辦理之大專運

動聯賽或中學運動聯賽」及「前開

所稱運動會或運動聯賽前身」賽會

為限。針對前述所稱全國性運動會

的範疇，於進一步探究該辦法之設

計精神與脈絡後，可得知：

（一）審酌嚴謹性與均衡性

奧、亞運動種類的該全國性體

育團體辦理錦標賽、指定盃賽、公

開賽、排名賽、選拔賽、資格賽、

會內賽等相關賽事，不論在比賽型

態、賽制制度或場地設施規模與嚴

謹性，難謂與全國性運動會同一層

級。此外，為達成運動人才培育之

競技運動發展目的，兼顧供給面與

需求面兩者之間的均衡性，加以確

保資格審定之品質。

經過專家、學者、法規諮詢

人員、基層運動教練不同團體間對

話、討論與溝通，達成最大共識的

平衡點後，而以全國性運動會之範

圍為限（亦包括運動會開辦前身的

臺灣區運動會、臺灣省運動會；大

專籃球、排球、棒球運動聯賽開辦

前身之大專籃球、排球、棒球錦標

賽）。

（二）考量未納入全國中等學校運

動會之棒球、籃球、排球及

壘球運動種類

國內舉辦全國性學生運動聯賽

分布於國民小學、國民中學、高級

中等學校及大專校院，目的在於使

各運動種類能蓬勃發展。有關中學

運動聯賽係指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

學校階段，依教育部舉辦全國中等

學校運動會之規劃，已辦理聯賽的

運動種類，不再納入該運動會內，

爰此，將運動聯賽視同全國中等學

校運動會認定之。

（三）考量國民小學運動聯賽（包

含棒球聯賽）係在於基礎性

發展、建立選手輸送制度概

念、繼續該項從事運動及參

加比賽，故未將國民小學運

動聯賽納入。

五、訂定審定之標準合理性

筆者探究運動教練資格審定辦

法之附表一至四有關一般各級運動

教練資格規定，運動教練之資格係

考量不同教育階段從事擔任運動教

練工作之目標而應有區別。因此，

設計多元管道提供申請：

（一）運動教練服務於國民小學階

段方面之審定：為避免發

掘、培訓期間過度訓練、揠

苗助長現象，則強調於普遍

性推廣，建立學生正確的運

動訓練基礎知（技）能，並

以輸送國民中學升學情形繼

續從事該項訓練與參加比賽

為其核心價值。因此，訂定

審定之標準以向上輸送選手

為重，不強調全國性比賽成

績。

（二）運動教練服務於國民中學、

高級中等學校及大專校院方

面之審定：著重於帶隊成績

之績效作為設計考量。因

此，訂定審定之標準在運動

成就部分，指導不同選手參

加全國性運動會，且獲得規

定名次。

（三）申請者首要先須取得奧、亞

運動種類的該全國性體育團

體各級教練證：目前現行

奧、亞運動種類的該全國

性體育團體實施的教練CBA

制度，係由教育部委託中華

民國運動總會（今中華民國

體育運動總會）於1983年制

定「全國各運動協會建立教

練制度實施準則」，用以規

範全國各單項教練養成的分

級、資格限制、晉升等（許

馨文，2008）。為確保運動

教練之能力與素質已有相當

水準，申請者首先參加該會

教練訓練課程，且取得各級

教練證後，使得再接受運動

教練之資格審定。

（四）鼓勵運動教練積極向上：採

取階梯式設計取得資格，在

取得初級運動教練資格後，

其經過一段時間累積相當的

歷練與指導績效，得有申請

晉升較高一級的資格機會。

此外，申請者如符合中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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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運動教練資格之規定，可

逕以直接提出欲審定之該級

別即可。

六、籌設機關內部任務編組織之法

制作業

教育部為符合行政程序法、中

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規定，設任

務編組的審議會，辦理各級學校專

任運動教練資格之審定事宜，其賡

續依據體委會於2007年訂定「各級

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資格審定會設置

及審定要點」（現今改為各級學校

專任運動教練審議會設置及審定要

點）規定，設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

練資格審議會，辦理審定相關作業

（行政院，2016）。

七、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資格審

定之各級審定合格人數

根據教育部體育署於2016年統

計，自2005年起辦理各級學校專任

運動教練資格審定作業之數據，截

至2015年為止，各年度審定合格人

數計有4,526人（如表1）。

值得注意的是，運動教練制度

之立法精神在照顧優秀運動選手，

而非為目前運動教練特別立法。現

在取得運動教練資格的已有上千

人，未來趨勢是否如同師資培育管

道多元化造成流浪教師般而製造過

多的「流浪運動教練」，致使供給

面大過於需求面，宜配合國家體育

政策隨時審慎檢討資格條件。

結語

《國民體育法》第十三條規

定：政府應建立優秀運動選手之培

養制度。為厚植國家競技運動人才

基礎，教育部自1986年起，以奧林

匹克運動會、亞洲運動會及世界運

動會辦理之運動種類為限，逐步建

立運動教練制度。此外，為建立運

動教練的專業性，設計多元的運動

教練申請資格與方式，由申請者選

擇以自身擔任選手時獲得本辦法規

定之全國性運動會成績者，無帶隊

經驗之規定，而提出審定；或亦可

選擇取得中華奧林匹克運動委員會

承認團體之中華民國各單項協會所

核發C級教練證後，擔任各級學校

之運動教練工作連續三年，任職期

間指導選手獲得全國性運動會成

績，提出審定。不管選擇何種審定

方式，經審定程序後取得合格運動

教練證書後，可依「各級學校專任

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參加甄

選，經甄選通過並獲遴聘後，可得

於各級學校專門從事運動團隊訓練

或比賽指導工作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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