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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甫剛結束的臺北 2017 是界大學運動會臺灣代表團在本次賽會總共獲得了 26

金 34 銀 30 銅史無前例、超越巔峰的優異成績(屏東大學學生更在滑輪溜冰項目囊

括 2金 7 銀之佳績）。由此說明在世界大型體育競賽活動臺灣的體育發展已不在是

曇花一現，綠葉陪襯的角色。然而有如此優異的成績，仍須歸功於政府行政端的體

育政策及學校體育發展執行端體育人才培育的結果。我們可藉此探討學校體育相

關活動發展規劃與推廣，讓臺灣的體育持續的發光發熱，更臻蓬勃發展。筆者其對

本研究內容除上有前言下有結語外，餘五大核心理念分述如下：一、校園體育環境

設施現況介紹。二、闢建學校運動設施，改善運動環境。三、活化整體結構，提升

層次效能。四、培育績優選手，提升競技運動水準。五、落實校園運動，廣增運動

人口。並提出實務上的心得與淺見，盼能對學校體育活動發展及推廣能有所幫助。 

 

關鍵詞：校園體育活動、運動設施、體育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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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體育產業的根本在於面向需求化發展。人們對健康的需求是終身受益的，健康

將是未來體育產業的發展方向，除此之外，尚需大家一起努力。期盼挹注體育經費

外，並利用現有行政及學術資源，來活絡學校體育、增進學生活力、普及化運動、

建置運動傷害防護體系、落實原住民族學生體育等目標，期透過深具教育意義廣植

運動人口， 發掘培育優秀運動人才，使體育教育於學校生根萌芽，成長茁壯。 

國家體育發展始終以保障全民的「運動權」為出發點，落實「處處皆可運動」、

「人人喜愛運動」之目標努力，並以每年的9月9日訂定為99體育節。除此之外，除

提升學校教職員工生及民眾健康體適能，亦提高學校周遭生活品質，進而打造成為

洋溢青春、充滿活力的體育城。在達成「處處皆可運動」之目標方面，規劃全面闢

建公共運動設施，有效結合生涯學習、學校校園、社區交流、藝文活動，戮力改善

休閒運動環境，建構便利的日常生活所需的體育園區。 

目前學校體育方針以健康體適能、游泳能力及其他運動技能作為參與運動人

口及校務體育評鑑之取向指標，惟發展空間尚大，持續加強整合運動資源，規劃活

動推廣策略，提高校內外的教職員工生與民眾運動參與率等，在在皆屬當務之急。

更期盼在現有的基礎上，發展特有競技運動及休閒觀光產業，進而建置績優選手培

訓制度，加速提升運動競技能力，期在城市校園體育交流或國際運動賽會中，爭取

國家最高榮譽。 

 

貳、 校園體育環境設施現況敘述 

一、 規劃闢建大型運動場館 

（一） 國內各縣市學校始終未有正式大型集會及國際標準運動場館，未來建議可

闢建較具有特色大型室內運動場館，可舉辦國內外大型運動賽會，延續

2017臺北市大運之精神，走向國際化、全球化，創造雙贏。 

（二） 學校規劃闢建體育運動園區，發展休閒運動觀光產業，促進休閒運動之活

絡發展。 

二、 充實公共運動設施 

（一） 於校區閒置空地規劃設置簡易型運動場地，增加活動綠地空間。 

（二） 除現有運動場所外，另規劃各項運動設施，提供休閒健康體育活動場地，

結合民間力量續建各區運動中心於各校區闢(修)建運動設施，並強化運動

軟體設施，例如重量訓練室，和桌球室等設備。提供校內外師生民眾便捷

休閒活動場所，敦親睦鄰及拓展學校與社區化公共關係。 

三、 改善校園運動設施 

（一） 擴增校園夜間球場照明設施改善及增(改)建溫水游泳池計劃，以改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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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設施，提高服務效益。 

（二） 增(修)訂學校校園運動設施開放管理辦法，並落實使用者付費，以增進服

務管理品質。。 

（三） 合理調整校園運動設施維護管理經費，提高校園開放效率。 

（四） 建立校園運動設施開放管理制度，協助維護管理校園運動設施安全。 

 

參、 闢建學校運動設施，改善運動環境 

一、 學校教職員工休閒運動課程規劃 

有健康的身心，才能提升工作效能。基於提升學校教職員工的體適能，提供

教職員工不同的體育活動交流管道，可充分利用教職員工下班時間開設「有氧舞

蹈、彼拉提斯、瑜珈、羽球及游泳」等休閒體適能課程，對教職員工的體能與身

心狀況，具有實質平衡協調的功能。  

二、 強化運動軟硬體相關設施  

為有效強化體育課程的教學效益、提升學校運動代表隊的訓練品質、以及提供

校內外人員良好的休閒運動環境，除了增(修)建新的體育與休閒相關設施之外，也

針對既有之運動休閒設施進行修繕與維護，如室外籃、排及網球場地、桌球教室、

舞蹈教室及活動中心等。同時，也可結合校內體育系教師與校外特聘兼任運動教練

的專長與經驗，針對體育教學品質與運動代表隊訓練效益設計相關課程計畫。 

三、 提升體育教師教學品質，並修正教學課程 

體育及運動休閒相關教學師資與專長也因合併而更趨於多元與完整。提升教

學品質，避免開設非專長項目的課程。對於學生的體育教學以及教職員工的體能

提升也更完善。 

四、 規劃闢建全人運動園區 

學校環境維護得宜，優美而友善，一向為校內外人士所常駐足流連的重要場

所，除了專業運動場所之外，如在不影響學校行政與課程運作的場地規劃闢建具

有休閒特色之休閒運動園區及相關器材，增加區域居民不同於以往的活動場所，

既可提升區域居民之休閒運動生活品質，也可藉此促進學校與區域居民之友善關

係。  

五、 加強體育性社團的角色  

學校除了發展全人教育外，也應成立體育性社團。體育性社團除了運動性質

活動之外，也常於寒暑假進行服務性活動。如提供相關經費充實其活動內容，既

可支援校內相關體育性活動，也可結合社團校外服務，達到推廣與招生的效果。  

六、 結合民間力量推廣多元課程 

結合民間各體育或休閒相關團體，如元極舞、太極拳及武術等民俗運動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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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於校內適當區域及適當時間，提供相關活動場所，同時也可與其結合開辦相

關休閒運動課程。  

七、 改善運動軟硬體相關設施  

（一） 結合校內體育教師與校外特聘運動教練的專長與經驗，隨時針對體育教

學與運動代表隊訓練之相關課程與計畫進行審視、評估與修訂。 

（二） 訂定校園各運動場館相關設施改善及維護計劃，以改善校園運動設施，

提高使用效益。  

（三） 增(修)訂校園運動設施開放管理辦法與制度，落實校園開放市民使用服

務，協助維護管理校園運動設施安全。  

（四） 合理調整校園運動設施維護管理經費，可兼顧使用品質與效益，並可增

加學校校務基金之經費。 

 

肆、 活化校園整體結構，提升體育運動層次效能 

一、 全方位推動體育課程 

積極辦理體育課程修訂、推動體適能檢測、提供運動諮詢、規劃重量訓練計

畫表，提升學校教職員工及學生從事體育相關活動之意願。  

二、 提升學生健康體適能及游泳技能  

鼓勵學校機關單位設立游泳門檻，並提供學生免費學習游泳時數，除了提升

學生游泳能力之外，也活化本校新建游泳場館之使用效率。  

三、 辦理各項體育活動競賽 

每年辦理多項不同種類性質之校際或班際體育競賽，鼓勵校內同學積極組隊

報名參與，提倡體育風氣，促進體育交流。  

四、 強化學校體育班或運動代表隊訓練的質與量 

隨著政府重視國家體育發展，特委請教育部、各縣市教育處及相關單位協助申

請設立體育班，因此運動代表隊的成績當然成為每年招生之重要指標。為提升運動

代表隊之競賽成績，除了對於績效的選手訂定相關獎勵措施從優獎勵之外，也結合

校內體育學系教師學術專長與校外專業運動教練實務績效，針對各運動代表隊的

訓練內容隨時提出觀察、評估與修正。 

五、 研訂「學校體育發展方案」  

為推動學校體育發展，擬研訂「學校體育發展方案」，自體育教學、體育社

團、體育活動與體育競賽等四方面，具體落實推動，期各項體育業務運作正常化

發展，也希望每位學生每天在校運動一小時，以促進身心健康，同時也能夠參加

一種運動社團，學習一項運動技能，以利終生運動習慣之養成。 

六、 活化校內各類運動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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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人人參加運動社團或系、院、校運動代表隊的機制，並擴大實施班際及

校際運動交流，除了引導參與運動的興趣，也可利用社團的例行服務性活動將體

育活動推廣至國、中小各級單位或民間社區團體，藉此達到行銷本校的效益。 

七、 鼓勵跨領域交流或異業結盟 

隨著世界潮流脈動，體育相關活動跨領域結合發展已經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

因此，校內各體育休閒相關措施的訂定以及相關活動的舉辦，除了校內體育學系的

教師與校外專業教練之外，亦應邀請校內外人文社會或基礎科學之專家學者共同

參與，除了集思廣益的效應之外，也可以激盪出不同與以往的想法。例如在社會結

構漸趨高齡化的現象之下，可結合成人教育、高齡教育、醫學與機械力學相關學者

專家發展銀髮族樂齡運動產業。也例如可以結合在地客家或原住民文化發展具有

在地特色的專屬體育活動。 

八、 加強體育考評制度 

落實學校體育教學與訓練觀摩制度，提升體育教學與訓練品質。除聘任體育

學術科專業師資，輔導體育學系專案教師為專任教師外，並規劃定期辦理體育師

資進修、體育行政研習、教練與訓練證照考取，增進教學能力及健全體育發展基

礎。加強實施學校體育考評制度，提升體育休閒相關活動之特色與績效。 

 

伍、 培育績優選手，提升競技運動水準 

基於我國體育發展的長遠考量，除推展全民運動，擴增規律運動人口，營造

全民運動風氣，作為優秀競技人才的市場來源外，選擇適合國人發展之運動種

類，並藉由選才機制的執行，配合政府重點運動政策，發展本校特色運動亮點，

並長期有計畫發掘與培育優秀運動人才及加強推動永續發展的培訓體系，落實訓

練計畫，提昇本校及國家競技運動實力，以達運動績優選手的擴增及競技水準的

提升，為國爭光。 

重點運動及基礎運動種類為中心，進行有系統的、有效的發掘與培養專業選

手；落實訓練經費之運用，並設置及擴充訓練設施，以提高選手之競技實力；強

化運動教練的素質，以有效執行選手之培訓任務；建立各種賽會經營管理體制及

改善運動設施的品質。 

為培養學生兼具道德、智慧、體能、群性、美感的多元目標與內涵。相較之下，

「體育」活動在五育均衡發展中顯得是不可或缺的。平時在校園中，不難看見校內

教職員工生在校園中運動的盛況，在各個體育場館上更看見為自己夢想奮鬥的學

生。在此，為體恤及感謝全校老師及學生平時的堅持與付出，期盼准予挹注相關經

費，齊力同心發展出學校體育特色，假以時日亦成為南區大專校院中重點體育發展

的領頭羊。因此，筆者亦提出實質作法及目標遠景如下： 



22 
 

一、 整合鄰近區域高中、國中及國小資源共同發展重點運動 

  成立運動競技學位學程(組)及重點發展整合屏東縣在地運動項目，培育本縣

國小、國中、高中職優秀運動人才，秉持縣府推動體育人口一貫化培育體制政

策，升學的連貫將有助於降低優秀運動員對升學之困境，在訓練期程的規劃也將

從國小、國中、高中及大學作整體培訓，不僅可以有效掌握優秀學生運動員的訓

練績效，也可以有計畫的分階段從生理、心理、課業輔導、學業成績及運動科學

等不同面向來幫助選手。 

二、 成立基層運動訓練站，永續經費在地體育文化 

（一） 依據屏東大學重點運動之項目配合各單項運動委員會成立基層運動訓練

站，培育優秀運動選手。 

（二） 修訂本校培育優秀運動人才獎勵實施要點，以鼓勵優秀運動人才之培育。 

三、 重視課輔學業 

學校運動員的養成在過去常有課業進度落後或學習狀況不佳的情形發生，但

學業成績的落後也連帶限制選手在追求運動表現突破的認知，未來政府也將逐步

輔導各培訓體系，強化課業輔導，重視學校運動員學習各課程的基本能力。 

四、 培育國際體育事務人才，推展國際體育交流 

（一） 每年出訪及邀訪一個以上國際城市，以平等互惠方式進行城市體育交流。 

（二） 選定競技運動、全民運動、學校體育、運動設施規劃與營運等單一或多元

方式進行城市體育交流。 

五、 成立縣(市)運動訓練中心 

（一） 規劃屏東大學三校區(民生、林森及屏商）擇一成立縣民運動訓練中心，改  

善優秀運動人才的培訓環境，提升競技運動水準。 

（二） 選定重點發展運動項目學校及結合單項運動團體，結合成立各區基層訓練

站，發掘培育具潛力之運動人才。 

六、 規劃競技運動發展機制 

（一） 成立競技運動發展審議會，整合學校資源運用，研訂本市重點發展運動項   

目，暢通本市國小、國中、高中、體育學院之培育運動人才管道。 

（二） 各校普遍成立運動社團，兼容優秀運動人才培育。 

七、 挹注體育相關經費 

 近幾年受學校重視及支持，每年皆編列充足之體育經費培育更多體育人才，且

活絡校園體育活動，得更臻蓬勃發展，並相信本校特色運動代表隊在優良的訓練環

境及學校全力支持協助下，亦讓本校成為全國大專院校中體育頂尖的傳統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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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落實全民運動，廣增運動人口 

一、 擴大學年度辦理全校性體育活動，增進師生參與機會 

 目前屏東大學每學年度除辦理全校性運動會、舞蹈暨啦啦隊比賽、水上運動會

三大活動外另有球類競賽(學院對抗賽、新生盃、系際盃等)，以提升學生參與運動

風氣。 

二、 辦理全縣性、全國性或國際性賽會，加強體育交流，提升全民運動風氣 

 未來可結合民間團體社會資源，舉辦全國性體育活動，鼓勵推動全國大專 

校院各校校際體育交流，並增進情誼(例如全國大專運動會等其他運動項目全國

性競賽)；爭取主辦國際性體育活動，推動學校外交，並提升運動水準(例如：亞

洲或世界級各運動項目盃賽)。 

三、 增加運動人口 

（一） 於各校區公共運動設施規劃辦理運動教室、健康系列活動、協助師生獲取

正確運動知識及技能。 

（二） 加強公共運動設施營運與管理，協助輔導各機關單位，增加運動參與人口。 

（三） 規劃使用公共運動設施優惠辦法，鼓勵師生及民眾有組織有系統且規律的

參與運動。 

四、 成立各種運動團隊 

 寬列經費協助各區輔導成立各項運動團隊，促進體育團體發展，結合全校學

生輔導成立各相關運動性社團。 

五、 培養運動志願服務志工制度 

（一） 結合民間體育運動團體，培育體育專業指導人員，除在學校協助外，亦

投入服務社區運動工作。 

（二） 培養體育學系或其他科系成為休閒運動指導人員，輔導民眾參與體育健

身運動。 

（三） 建立體育志工制度，輔導組織發展，協助推展全民運動。 

六、 體育學術行政組織再造 

（一） 整體本校規劃發展體育室(業)務，提升學術研究及行政服務效能。 

（二） 結合本校體育學系或電腦資訊相關學系，成立體育資訊中心，提供市民

便捷取得參與體育活動訊息服務管道。 

（三） 訂定本校體育發展相關法規，續推動體育業務健全發展。 

 

柒、結論 

「體力就是國力」；沒有體育的教育即是殘缺的教育；首要目標要將學校體育

融入校園打造成為國際化全球化的學校體育城，以「運動生活化」為方向 ，「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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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習慣，習慣成自然」。形成一個優質的生活文化，人人運動、時時運動、處處運

動，實現「生活化運動社會」之願景，提升全民健康體能的目標。 

為期許目標能提早實現，要讓更多人口參與運動，必須「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首要之處，我們將從改善日常生活休閒運動設施與優質的運動環境做起。

廣增運動設施面積外，增加體育課程必修年限，進而針對學生的多樣化運動需求，

規劃一系列的健康活動課程來豐富全校師生或更拓展校外人士的運動生活內容。

讓大家有系統且規律的參與運動。為確保學校體育政策能有效達成，將規劃進行體

育學術及行政組織再造，期以提升體育學術行政效能，整合政府及民間的資源，共

同為全體教職員工生提供更好的服務。並結合體育學系運動科學研究及體育資訊

處理能力，提升健康體能及競技運動能力做最好的背後強力支援。 

然而，我們目的是要讓校園體育風氣活絡起來，不僅在教育部校務體育評鑑中

獲得優等外，亦讓校內老師同仁、學生甚至校外民眾更快樂、健康，讓體育在校園

更有更具旺盛競爭力，以展現一個現代化國際城市應有的蓬勃朝氣及無窮的發展

潛力，體育相關活動隨著時勢潮流脈動，已經不是只有侷限於單純的肢體或動態活

動，必須藉由跨領域的互動來活化整體執行結構，才能體育活動提升到不一樣的層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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