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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運動杜團之建直

以臺中一中為例
陳佳吟沈易利

前言

 在舉國歡慶百年國慶前夕，第八次全國教育會

 議亦如火如荼進行，此次全國教育會議的召開，相

當程度地承負著此一教育促進社會轉型發展的歷史

使命:會議核心為體察現今世界教育思潮與發展趨

 勢，發展出十項中心議題，其中第三大議題為「全

 民運動與健康促進」，與運動直接相關為^ (-)

 精緻體育教學，普及全民運動^(二)充實運動資源，

 健全體育體制^ (三)營造優質環境，保障運動權。

 透過在各級行政單位與學校積極推動，達成全民之

 健康促進，以厚植國力為國家未來十年之重要教育

 方針(教育部，20^^)。同時運動島計畫亦為近年政

 府推動之重大政策，故本文以前述兩大政策為基礎，

輔以各項研究較少論及之升學導向高中運動性社團

 為範例，探討其建置、輔導與發展，希望能拋磚引

 玉，共同促進中學階段之全民運動，以培養身心健

 全發展之國民。

研究背景

 本文針對國內外推動全民運動相關措施，包括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以下簡稱體委會)推動運動社

 團建置與輔導、澳洲昆士蘭政府實施聰明運動計畫

以及國內各級學校推展運動社團概況歸納如下:

運動社團建置輔導專案簡介

 為了提供不同特質民眾多元化、生活化、專屬

 化的運動指導與服務，並鼓勵「潛在性運動人口」

 成為「自發性運動人口」、「個別型運動人口」轉

 換為「團體型運動人口」，讓更多民眾養成規律運

 動習慣，體委會在打造運動島計畫項下設置了「運

 動社團(俱樂部)建置輔導專案」，以達成縣市皆

 有運動大聯盟、鎮市區皆有運動小聯盟、鄰里皆有

 運動社團，強化全國各運動大聯盟(體育會)輔導

 機制、完成逾300個運動小聯盟、逾^萬個運動社

 團之目標，期望藉由中央與地方合作，共創健康活

 力的新臺淫。據統計，20^0年參與運動社團人數為

 ̂6.9%，成長0．5%，顯示民眾對打造運動島計畫參與

程度之提升(行政院體育委員會201^) 0

運動社團組織方式為:會員達20人以上即可

成立社團^20個社團即可成為一個運動小聯盟^ 20

 個運動小聯盟即可成立一個運動大聯盟。社團登錄、

活動辦理及經費的補助申請皆可以跟體委會接洽申

 請，活動經費補助基準如表一。

表一運動杜團活動補助項目

補助經費與說明

 每場經費20-30萬，預計2場。
 「X^;^

 ̂．運動小聯盟活動至多分攤4場。

 2．運動小聯盟活動規模近500人者，補助

 經費5萬，超過^，000人者，補助經費

 ̂0萬。

辦理社團體育活動:一般規模者(20-50人)

 分攤經費5，000元:中型規模者(5^-^50人)

分攤經費^萬元:大型規模者(^5^人以上)

 分攤經費2萬元。

 補助職工/全業團體、公私立機關申請:

 每名每月新臺幣8，000元/每個月至少8次

 質^9束^e望理自行故院體育委員會湮軸"展基金相開^某要邦，20^^

 「小聯盟」

活動費用

 「運動社團．

費用申請

補助運動指

導員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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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各級學校學生參與運動性杜團概況(體育司，2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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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奧^W昆士蘭寶施「聰明運動」計畫

近年科技與生活方式的改變造成人類體適能降

 低的議題廣受世界各國重視，國內有體育委員會推

 動運動社團建置輔導等措施不遺餘力，而國外澳沙^^

 昆士蘭政府也為了改善孩子的健康並提升其體能，

教育訓練及文化部門結合當地健康運動及遊憩相關

 部門於2007年七月共同規劃體能促進之通盤計畫，

 此即「聰明運動」。「聰明運動」計畫的內涵為

透過州立學校的課程設計並結合學校周邊社區的資

 源，以增加孩子在學校時身體活動的機會與時間，

 達到促進健康體適能的目的，並改進活動的品質及

 養成終身運動的生活形態(章宏智、程瑞福，20^^)

 。因此，國內學校教育若也能在體育教學、社團活

動與行政部門做好資源整;

 進能有長足的助益。

相信對國民體能的增

國內學生運動社團發展概況

 社團活動可以培養學生活動策劃、團隊合作、

 時間運用及學習解決問題能力，以增加人際關係並

 適應社會環境。而學校可藉由運動性社團來帶動校

 園運動風氣，教導學生正確的運動方式與技能，進

 而培養學生運動習慣、提高學生的自信心。(^B賀

 珍? 20^^)  o

根據教育部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

 與發展中心調查「99年度各級學校學生運動與情

 形調查報告」與狀況統計中發現(圖一)   ^   (-)

 國民體育季^u   169明



湊淒

 級學校學生運動社團與情形，在國小為24.5^7 砂

 國中為什．8%、高中為28.6%、大專校院則為

 22.5%，總平均為22.5%，與2009年結果相當(2009

 年為22.3%L)。其中國小與高中比例上升約為2七光

 與3%，國中與大專校院則呈現下降的趨勢。(二)

 在各級學校運動社團參與的性別比較，結果與2009

 年相同，皆為男生高於女生，但男女生參與率差距
^ 拋，﹄1^旦

 達^7%，較去年來得大。其餘各級學校男女學生運

 動社團參與率的差距約為8^^2%。(三)各級學校

 成立運動社團 普遍的前五種依序為籃球、羽球、

 舞蹈、排球、桌球，與前一年度相當:但與2004

 年(籃球、田徑、桌球、跆拳道、羽球)比較，田

 徑與跆拳道之參與率已在各級學校逐漸下降，尤其

 田徑社團隨著年齡增長，下降的速度更為明顯。

(四)進--步分析各級學校學生未參加運動社團的

 原因，國小與大專校院學生在未參加運動社團的原

 因皆以沒有時間的比例 高，約接近乙成(國小為

 57.3%、大專校院為59.9%)，國中學生亦以沒有

 時間的比例 高，佔44.6%，而高中學生以沒有興

 趣^9;^例46.8%為 高，以沒有時間估小．6%次

 之。整體平均來看，以沒有時間的比例 高，約佔

50.3%^(^^司^ 20^^)?

中一中運動性社團建置現況與分析

 王見j兄

國立臺中一中為中部地區升學為主之傳統男

 校，體育校隊與運動性社團發展已久，目前(20^^

 年)計有田徑、籃球、排球、網球、桌球、羽球、

 撞球、游泳等8支學校運動代表隊，與熱門舞跑、

 桌球、網球、國術、足球、籃球、排球、撞球、棒

 球等9個運動性社團，運動校隊的成立年代久遠且

 巾r
網盯壯囤上課西兄^固片提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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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唾下上汪動競77   (曰片提供:作者)

 多不可考，而從現有文獻紀錄運動性社團成立年代

 與校隊、運動性社團近年參與人數如表二所示。

分析

 從表二可知此以傳統升學為主之男校，近年學

生參與運動性社團人數比例約佔^8.30%至20.62%

 之間，而運動性社團數佔全校社團總數之^8% ^

可知參與運動性社團人數比例略高於運動性社團佔

 全校社團數之比例，顯見運動性社團在男校是較受

學生歡迎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臺中一中創校於

 ̂9^5年，從文獻資料紀錄網球社^923年即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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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術社 2002 51 25 24 20 20 19

 參與總人數	^	435	433	399	384	429	388

 (學生總數叮	^	(2160)	(2153)	(2157)	(2098)	(2081)	(2086)
 itm (%)	一	20.14	20.11	18.50	18.30	20.62	18.60
 里生總致帛高一高二	學生人數。						

表二臺中一中運動校隊及運動性社團參與人數

名稱^成旦年代^95母年度^96革年度^97革年度^98革年度^99革年度^^00革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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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方

 足見其悠久的歷史淵源。然而若與前述體育司調查

20^0年各級學校學生參與運動性社團之高中生參與

 比例為28.6%做比較，則呈現臺中一中學生參與運

 動性社團比例略有不足，顯示仍有提升空間。進一

 步分析學生社團參與狀況與意願，在升學為主之普

 通高中，因配合高中各項科學競寶或科展、奧林匹

 亞競賽等，學生參與學術性社團人數比例較高為普

 遍現象且多已發展健全;另一方面，高中階段青春

 期學生對於聯誼活動參與意願較高，同時康樂性社

 團不需花費太多時間，亦為高升學壓力下調劑身心

 之選擇。而運動性社團之參與則兼具調劑身心與促

 進健康之考量，放參與運動性社團比例亦高。再深

 入探究近年學生參與率較高之運動性社團，則以熱

 門舞蹈、棒球、桌球與籃球等為主，分析其原因，

 上述運動皆為運動頻道列為轉播之項目，學生對其

 規則與運動明星塑造而產生運動親和力，因此亦為

 學生喜愛從事之運動內容，也因此在臺中一中成為

 較熱門2運動性社團: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國術社，

 由表二可以發現社員人數逐年遞減，可見國術運動

 在國內高中階段男生並不熱衷，在全世界都普遍追

 求中文熱潮與對國術運動學習和好奇的同時，在升

 學為主的普通高中因學生的外語能力普遍較佳，未

來藉由國術運動作為與國際接軌的橋樑將可產生潛

 在性的助力。因此，學校教育協助推動國術社活動，

 確有其必要性。

 由於傳統升學導向的教育氛圍根深蒂固，目前

 國內多數中學生仍身處在緊張忙碌的生活，課後與

 假日的休閒運動時間相對缺乏(張千培、鄭志富，

 2009)。然而相關研究發現有參與運動社團經驗的

 學生，會對運動的觀感與從事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陳芮淇，200^ ^曾瑞怡，2005)，學校未來應可

 經由體育課宣導或透過運動社團的強化與輔導，使

未曾參與運動社團經驗或參與意圖較低的學生更瞭

 解運動社團所能帶來的益處，以減少運動傷害風險

 所造成的負向認知，增進其參與意願。同時在休閒

 活動場地設備難尋，時間不易掌握的現行高中校園，

 運動性社團正可提供一個良好之場域，讓想運動的

 學生有機會運動。因此，找出學生參與運動性社團

 的良好模式，有效教育學生參與運動性社團，或透

 過運動競賽活動培養規律運動的習慣，不但可實現

 運動之功能，更可彌補學校體育之不足。

 以國立臺中一中為例，為配合教育部挑戰

 2008國家發展計畫中推動「一人一運動、一校一團

 隊」的政策，期望透過每位學生至少學會一項運動

 技能，及各校至少組成5個運動團隊等目標(行政

 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2)，臺中一中社團活動組

 與體育組合作，自2007年起每年均向教育部申請

 運動性杜團辦理相關運動有關活動之經費補助，並

 協助辦理各項活動與經費核銷，以輔導運動性社團

 健全發展:此外，透過體育組、運動校隊與運動性

 社團，每年辦理各年級運動競賽，包括高一新生盃

 籃球賽、高二桌球賽、高三排球賽、全校性羽球賽、

 網球排名賽、一中盃籃球賽等分項運動競賽，在學

 期中定期舉辦各項運動競賽，培養學生運動專長與

 規律運動習慣，更於每年12月辦理陸上運動會，

 每年5月辦理水上運動競賽，並結合各運動社團與

 衛生組人力，辦理健康樂活繞圈圈賽，提升全體學

 生之體適能，並輔導運動社團與校隊於活動中學習

 與成長，已頗具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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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學生經營運動性社團常見問題

 分析高中學生經營社團的常見通病，主要在組

 織管理觀念欠缺、溝通協調能力不足以及軟硬體設

 備取得不易等問題，讓社團經營遭遇瓶頸，運動性

 社團亦然。如何協助學生克服上述困境，可從以下

 幾方面討論:首先，現行各種組織中團隊管理的觀

 念已經普遍被運用，而強化運動性社團團隊運作概

 念進而提升團隊效能，是社團管理者的重要任務(張

 同廟、劉維群，20^^)。影響團隊效能的因素很多，

 包括團隊的組成、結構、成員特性、凝聚力及領導

 等，其中團隊領導能促使成員互助合作與溝通協

 調，加強解決問題能力、提高組織承諾、工作滿意

 度與績效、有效運用資源及降低成本(Avollo, B^ss,

 WolumbwO, & zhu, 2004; Bass, Avolio, Jung,故

Be^son, 2003; Judge & p^cco^o, 2004: pa^ker,

 ̂99^0; Wa^umbwa, Law^e「4 & Avo^^o, 2005:

 We^^^ns, Byha^, & D^xonl 1994)  0其次，建議社

團社長及幹部們應以管理行銷論點提出策略性社團

 活動計劃，以提高社團運作成效;例如藉由多樣化

 的社團活動與競賽活動來培養學生對運動社團的『

 趣，鼓勵同擠邀約一起參加、同時改善運動設施、

 提供專業師資協助、安排固定的運動性杜團參與時

 間和機會;再者，可與學校行政單位合作，共同提

 高運動設施的保養與維護，聘請或訓練專業人員負

 責運動設施的安全與管理，以提高專業參與來降低

 運動可能帶來的風險:更可以將活動帶入社區，以

 活動行銷觀念達到社團、學校以及社區三贏的局面

 (游進達、洪惠娟，2009)。這些作法相信能讓運動

 性社團在升學為主的傳統男校能維持一定的規模，

 並穩定成長。

 ̂仰百口，^ 結^￡邸展望

 為使運動性社團順利運作並提高組織效能，建

議社團經營幹部群應以管理行銷論點提出策略性社

 團活動計劃，以提高社團運作成效:並可結合優秀

 運動代表隊隊員的加入以增加社團專業性、競爭力，

進一步的為社團爭取榮譽:而臺中一中運動性社團

 結合運動校隊，在多元活動與競賽運作下，不僅^^^頁

 利推動各項運動性社團之專屬技能學習與言^^^練，與

 友校進行運動聯誼競賽、參與各縣市競寶與活動等

 具體作為，將影響層面擴及社區，更體現運動性社

 團對學生與社區民眾健康體能之推動成效，讓運動

 融入生活，讓全民健康樂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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