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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立德  國立中壢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體育教師

從學校行政談優秀運動人
才培育 

前言

「體育班」是學校行政支

援優秀運動人才培育最代表性的

產物，筆者有幸接觸相關業務，

故希望從體育班的現場出發，探

討學校行政處理體育班業務所面

臨的兩難，進而提出強化優秀運

動人才培育機制的建言。

學校背景描述

筆 者 所 經 歷 的 這 所 學 校

（以下簡稱本校）雖然不是所謂

的前三志願學校，但也算是明星

學校，往往能吸引附近國中優秀

學生前來就讀，而體育班招生的

運動項目雖然不盡相同，但因門

檻較低，加上學校名聲的加持，

往往報名及詢問的電話總是絡繹

不絕。體育班前景看漲，但經營

上卻遇到了瓶頸，在筆者到任前

一年，體育班評鑑連續二年被列

入「待改善」，甚至被評審委員

建議停招，校內老師也多不支持

體育班，究竟原因何在？表面上

看似是管理問題，但深入探討才

發現問題根源的錯綜複雜。以下

從體育班各代表隊的角度出發，

探討問題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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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隊的甜蜜與哀愁

籃球隊是本校當初成立體

育班的主因，原本體育績優生分

散於各班，對於球隊的訓練及管

理不易，因此成立體育班，便於

將球員集中管理。籃球項目的報

考門檻最低，沒有會考成績門檻

也不要求比賽成績，加上籃球運

動的人口眾多，因此每年報名人

數皆是各運動項目之冠，但真正

優秀的選手卻是少之又少，因臺

北市籃球名校眾多，加上球隊戰

績始終突破不了資格賽，本校往

往無法成為優秀選手的首選，卻

是許多學生延續籃球生涯的跳

板。這形成一個弔詭的現象，學

生們明明是從眾多考生中脫穎而

出進入本校，但球隊戰績始終不

見起色。學生輸球輸慣了，相對

地，鬥志、目標、夢想也就漸漸

消磨殆盡，而失去目標的運動

員，可想而知就延伸出管理、教

學等相關問題。

足球隊的苦與悲

一、足球隊的苦

足球隊成立前，校內並無

足球相關專長的教師，但因為鄰

近地區的國中學生足球人口眾

多，加上該地區只有一所C高中

體育班招收足球項目，因此教育

當局請本校成立足球隊，亦招收

運動績優學生，以提升本市參與

足球競賽之競爭力；師資方面則

遴派專任運動教練予以協助。然

而，透過甄選遴派過來的專任運

動教練是以五人制足球為主要發

展項目，與C高中的十一人制足

球不同，使本校成為全市唯一一

所招收五人制足球項目學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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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本市於足球競技運動還是唯一

所學校與全國競爭。

此外，因學生無法認同教

練的訓練方法，紛紛回國中母隊

接受訓練，導致戰力下滑；而本

校對外比賽皆報名乙組賽事，不

但可以報名成功，所得成績還可

併入體育班的績效並申請獎勵

金，形成了球員在國中是甲組冠

軍，進入高中卻參與乙組賽事的

奇妙現象；更詭異的是，C高中

發展十一人制足球，該項目的招

生名額是8人，本校發展的是五

人制足球，招生名額是10人，且

年年招不滿，在這樣的情況跟訓

練環境下，卻年年有家長陳情希

望增加足球招收名額，甚至有議

員表達關切，導致本校常常遭受

莫名壓力。

二、足球員的悲

踢足球的體育班學生是可

憐的，在競技成績上，他們不像

籃球或跆拳道有個亮麗的夢想可

以追尋，在升學的道路上，他們

也只有少得可憐的選擇，所能做

的，也只有好好把握當下或是轉

換跑道。

表1　臺北市高中體育班近3年足球項目錄取名額比較表

104學年度 103學年度 102學年度

招生
名額

錄取
名額

招生
名額

錄取
名額

招生
名額

錄取
名額

本校 10 9 10 6 10 6

C高中 8 8 8 8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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跆拳道隊的驕傲與徬徨

跆拳道隊是本校整體成績

最好的隊伍，更在前一年度拿下

全中運品勢項目總錦標，因此獲

得龐大的經費補助。學生有目

標、隊伍有紀律，是班上安定的

力量，然而在對打類的比賽中則

不如品勢項目有亮麗的成績，品

勢競賽項目即將在107年自全中

運取消，牽動著整個隊伍訓練重

心的轉移。此外，單一項目選手

的優秀成績可能牽動整個隊伍的

成績，在此師徒制的項目，教練

的溺愛無形中是否對優異選手產

生影響，造成學生心理成長中的

自我膨脹，亦是可能的隱憂。

溜冰隊、高爾夫球隊：政策下

的意外產物

溜冰隊及高爾夫球隊是政

策下的錯誤產物。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體育班設置辦法第五條明訂

體育班發展以三類為限，若每年

級設立二班以上者，才得以增加

一個種類，但本校在每年級一個

體育班的配置下，卻出現五個運

動種類，且除了籃球外，校內皆

無對應師資，如此的營運模式，

不僅名不正言不順，更大大的限

縮了體育班的發展空間。

體育班的現在與未來

一般而言，如果學校本身

的名氣已夠，沒有招生問題，那

麼成立或經營體育班的誘因為

何？體育班的經費皆為專款專

用，學校並無增加實質經費，也

不會因增設體育班而在學校評鑑

上有優勢，但在行政上卻要為體

育班的課程與學生行為問題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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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負擔。除了教育的熱誠與使命

感外，如何讓校內師生認同並支

持，是主事者應深思的問題。

結語

面對體育班的未來，筆者

提出以下三點建言以供參考：

一、 整合體育班評鑑與校務評

鑑，讓體育班的經營能實

質回饋於校務評鑑的分數

上，令主事者能更積極爭

取並經營體育班。

二、 落實體育班發展運動種類

與學校本位結合，意即體

育班發展運動種類應有校

內編制內相對應的專長老

師，並擔任該項目的諮詢

委員或教練，避免體育班

與學校本位課程脫勾。

三、 建 構 體 育 班 學 生 完 善 的

退場機制。優秀運動人才

培育機制本應是金字塔型

態，亦即越往上層淘汰的

人越多，故應建立起完善

的輔導機制，使從體育班

退場的學生（包含受傷及

適應不良）能有完善的轉

銜規劃，才能令學生無後

顧之憂的投入培訓系統。

在優秀運動人才的培育機

制中，學校教育佔有相當吃重的

角色，其中體育班教育更涵蓋

了選手從10至18歲的黃金訓練年

齡，因此，健全體育班機制對於

優秀運動人才培育有重大影響。

然而，問題的癥結不在法規，而

在執行面，如何建立一個專業、

不受外力干擾的健全培育機制，

乃是每個行政人員所應關心且堅

持的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