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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2012）年適逢倫敦奧林匹克運動會

（以下簡稱奧運），恰好是第三十屆，經過

一個多世紀的發展，奧林匹克活動已普及全

球 203 個國家及地區（湯銘新，2007），成

為全球四年一度最受矚目的體育運動嘉年華

會。奧運源於西方文明發祥地希臘奧林匹亞

神域宗教祭神活動，強調和平休戰、業餘運

動精神、勝利與榮譽（湯銘新，2006）。法

國教育家古柏坦爵士（Pierre de Coubertin, 

1863-1937）基於希臘和平休戰及公民教育

的理念，以競技運動培養青年身心均衡發展、

遵守規則紀律、團隊合作、堅忍毅力以及發

揚社會倫理等教育價值（湯銘新，2007）。

從古希臘奧運利用祭祀活動舉行的大型體能

競技比賽，將人類在戰場上兵戎相見的好勇

鬥狠，轉移到運動場公平比武（謝棟樑，

2004），乃至今日融合運動、文化、教育與

環境促進人類身、心、靈均衡發展的，都與

人類的發展息息相關，唯一不變的是追求卓

越的目標，不禁令人佇足思考奧運會的本質

與被賦予之教育意義為何？本文冀望透過運

動教育學的觀點，耙梳奧林匹克理念，試圖

探究今日奧運的教育意義並探討其帶給學校

體育的啟示，最後將企圖勾勒出奧運會成為

學校體育教材的策略。

運動教育的內涵與奧林匹克理念

人類最早的身體活動，是為了要求生存：

為了覓食，必須要與天爭、與獸爭，還要與

人爭，若不活動則可能無法存活。但隨著器

物的發展，人類的工作由機器大大提升效率，

但也減少了身體活動的機會。近年來隨著健

康意識抬頭，運動的意義不再只是為了生存，

也為了健康以及生活品質，並能從身體活動

當中獲得身、心、靈的均衡發展，在學校當

中也將體育納入課程之一。體育（physical 

周宏室  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教授

從運動教育學看奧林匹克理念
education）是指人在運動中得到教育功效，

包含身體、心理、精神與知識等成長。但若

僅侷限在學校體育可能未臻完整，運動教育

學更包含了體適能、遊戲、運動俱樂部的運

動，其範圍由兒童到年輕人，只要任何人在

身體活動當中能在精神、身體與心理上得到

助益者皆是（周宏室、潘義祥，2002）。

西元前 776 年，希臘高舉和平休戰的旗

幟所舉辦的運動會，建立體育文化、藝術、倫

理與品德的公民教育思想，直至西元 393 年因

羅馬帝國禁止為止，共計歷時 1169 年，舉辦

293 次（湯銘新，2007）。到了西元 1894 年，

法國教育家古柏坦爵士基於運動培養青年身心

均衡發展的理念，倡議復興古奧運（中華台北

奧林匹克委員會，2010），後來逐漸擴展至全

民。由古時的停戰，到後來的全人教育，都是

經由身體活動達到教育的目的。

隨著科技的進步，訓練方法日新月異，

加上通訊與交通的發展，奧運已成為世界上

最受矚目的運動競賽之一，除了少數的運動

項目之外（如足球、網球），奧運金牌幾乎

等同於全球該項目最厲害的佼佼者，除了友

誼與尊重之外，奧運被賦予追求卓越的價值。

運動教育學是蘊含著許多教育理念的學門，

而其中奧林匹克理念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教育

理念。從古希臘奧運的停戰，到古柏坦爵士

復興籌組現代奧運，時至今日，不同時代，

其對社會責任也有所不同，而其中的內涵是

許多奧林匹克研究者亟欲探討的問題之一。

身體活動的教育解讀今日奧運

奧林匹克理念經過百餘年考驗，為國際

體壇賦予新的和平任務，其所闡述的意義與

生活息息相關，引領生命愛與和平、快樂與

希望，願景就是建構一個「真、善、美」的

理想世界。但是我們也可以發現，隨著時代

的改變，許多問題油然而生，例如商業贊助

的引進、業餘精神的轉變以及政治舞台的轉

移等。茲分述如下：

一、商業贊助的引進

從 1896 年第一屆奧運會起，到 1984 年

洛杉磯奧運會以前，舉辦奧運會帶來的龐大

經濟壓力是許多舉辦城市的夢魘。但隨著傳

播通訊技術的進步，以及比賽內容精采度的

提升，1984 年洛杉磯奧運會創造出 1 億 5 千

萬美元盈餘，成為奧運會歷史上一個重要的

轉折，即奧運會開始走向商業化。但除了奧

運轉播權的收入外，許多運動行銷專家也深

諳奧運會所帶來的龐大商機，因此也與奧運

夥伴建立了贊助的關係，從 1980 年代中期轉

播權收入占 90%，到了 1996 年亞特蘭大奧

運會，轉播權的收入僅占了 50%（許立宏，

2004），增加了許多商業上的價值與收入。

二、業餘精神的轉變

古柏坦爵士認為奧運會有崇高的理想，

不只是一個體能與運動技巧的競賽，也是運

動與藝術的結合，並且鼓勵運動員要為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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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運動，要重視在運動場上競技所得到的精

神收獲，絕不是為了獎牌，更不是為了獎金

而去參加奧運會。因此初期舉辦的奧運會非

常重視選手的業餘資格，有極嚴格的規定。

業餘與競技運動之間的問題，層出不

窮，幾近無法解決的境地。但為了強調所

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不論任何競技體系，皆

應具備運動家精神及運動倫理崇高理想。業

餘精神（主義）不僅是能力的問題，重要的

是參賽選手參加運動比賽時的態度與目的意

識，因此在 1980 年刪除憲章「業餘」相關

的規則，1988 年首次有網球選手參賽。強調

追求卓越的結果造成比賽只求優勝，而忽略

了業餘運動的精髓，即奧林匹克運動會最重

要的目的是志在參加而不在奪標，生命中最

重要的事情在奮鬥而不在勝利，不可或缺的

是努力奮戰而不是征服（張至滿，2006）。

三、政治舞台的轉移

奧運本屬於年輕人的舞台，是齊聚世界

各國的青年於一堂，為了教育青年而舉辦的

運動會，時至今日，不論是從主辦城市的角

逐到參賽選手的競爭，都成了國家與國家之

間的競爭，無論是美蘇冷戰、國家衝突或者

是種族問題，都會影響奧運的參與及杯葛，

更甚之，有些國家會以舉國之力來培育選

手，讓其成為國族認同之標的，凝聚國人共

識，成為政治的工具，影響層面之廣，時至

今日仍時有所聞。

國際奧會指出，奧運停戰協定是在提

醒現今世界，證明人們之間友善和平的展現

必定不能靠衝突來達成。透過運動來教育和

平的文化，體育與奧林匹克主義都可以扮演

建立一個在男性與女性中有關和平理想的角

色，特別是當武裝衝突會危及到世界上不同

地區的社會時。奧林匹克停戰理念在使人類

想要表達建立一個基於公平比賽規則、人

性、融合及寬容的渴望。更進一步地說，奧

林匹克停戰理念將古老智慧傳統與現今的世

界搭起一座橋樑來維持國際和平及促進多元

文化的對話、合作及認識。

由以上我們可以發現，奧運會的本質

已經不復古柏坦爵士當初倡議的奧林匹克理

念，但奧運也有許多層面的倡議，影響了世

界的發展，諸如文化推廣、教育推展、環境

保護與永續發展以及世界和平的推廣等，每

一屆的奧運都有其訴求，不變的是，不分種

族、性別，年齡、文化、地區一律平等。奧

運會受到全球的關注，因此每一次奧運會的

口號與宗旨都會受到舉世注目，因此奧運對

於我們的生活仍然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推廣奧林匹克理念融入學校體育

奧林匹克追求卓越的理念往往讓人覺

得是專屬菁英運動員，但古柏坦爵士教育青

年的本質，近年來國際奧會也開始注意教育

全球青年的重要性。理解了奧林匹克理念之

後，該如何推廣進入學校當中呢？筆者提出

以下幾點供學校體育工作者參考：

一、確立奧林匹克理念的價值

奧林匹克理念的核心價值強調卓越、公

平、尊重、努力後的愉悅、身心靈的平衡五

項，此與體育的理念有許多雷同之處，可做

為學校體育的核心價值，並依照此理念編撰

一整套適合不同學習階段之推廣教材，舉例

來說，國小低年級學生的教材可能以圖畫方

式呈現較能吸引學生注意；而大學生的教材

除了文字敘述之外，更要注意延伸閱讀的補

充，讓有興趣的學生能夠更深入了解。

二、學校教材活化

除了紙本的教材之外，影片及動畫的教

材更能夠讓學生能夠了解奧林匹克理念的內

涵，除了認識之外，更要在課堂上實踐奧林

匹克理念，課程規劃尚需敘明融合那些奧林

匹克理念的價值。若有機會能讓學生發表運

動帶來的啟發，以奧林匹克理念為主題進行

創作，例如繪畫比賽、作文比賽或讀書心得

寫作比賽，讓奧林匹克的理念能夠落實到青

年心中。

三、以運動達成教育目的

奧運的本質是透過運動傳達古柏坦爵士

全人教育的理念，在奧運舉辦之時，有許多

世界傑出的運動員在奧運場上的表現，也有

許多動人的故事，如何將這些故事融入到教

材當中，讓青年了解運動對於人的意義。除

此之外，奧運會的許多禮儀與規章，例如奧

運會旗、會徽、會歌、聖火、宣示與格言等，

每一項都有其意義，教師如何將這樣的禮儀

或規章賦予青年教育意義，皆可能是以運動

教育青年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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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運動，要重視在運動場上競技所得到的精

神收獲，絕不是為了獎牌，更不是為了獎金

而去參加奧運會。因此初期舉辦的奧運會非

常重視選手的業餘資格，有極嚴格的規定。

業餘與競技運動之間的問題，層出不

窮，幾近無法解決的境地。但為了強調所

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不論任何競技體系，皆

應具備運動家精神及運動倫理崇高理想。業

餘精神（主義）不僅是能力的問題，重要的

是參賽選手參加運動比賽時的態度與目的意

識，因此在 1980 年刪除憲章「業餘」相關

的規則，1988 年首次有網球選手參賽。強調

追求卓越的結果造成比賽只求優勝，而忽略

了業餘運動的精髓，即奧林匹克運動會最重

要的目的是志在參加而不在奪標，生命中最

重要的事情在奮鬥而不在勝利，不可或缺的

是努力奮戰而不是征服（張至滿，2006）。

三、政治舞台的轉移

奧運本屬於年輕人的舞台，是齊聚世界

各國的青年於一堂，為了教育青年而舉辦的

運動會，時至今日，不論是從主辦城市的角

逐到參賽選手的競爭，都成了國家與國家之

間的競爭，無論是美蘇冷戰、國家衝突或者

是種族問題，都會影響奧運的參與及杯葛，

更甚之，有些國家會以舉國之力來培育選

手，讓其成為國族認同之標的，凝聚國人共

識，成為政治的工具，影響層面之廣，時至

今日仍時有所聞。

國際奧會指出，奧運停戰協定是在提

醒現今世界，證明人們之間友善和平的展現

必定不能靠衝突來達成。透過運動來教育和

平的文化，體育與奧林匹克主義都可以扮演

建立一個在男性與女性中有關和平理想的角

色，特別是當武裝衝突會危及到世界上不同

地區的社會時。奧林匹克停戰理念在使人類

想要表達建立一個基於公平比賽規則、人

性、融合及寬容的渴望。更進一步地說，奧

林匹克停戰理念將古老智慧傳統與現今的世

界搭起一座橋樑來維持國際和平及促進多元

文化的對話、合作及認識。

由以上我們可以發現，奧運會的本質

已經不復古柏坦爵士當初倡議的奧林匹克理

念，但奧運也有許多層面的倡議，影響了世

界的發展，諸如文化推廣、教育推展、環境

保護與永續發展以及世界和平的推廣等，每

一屆的奧運都有其訴求，不變的是，不分種

族、性別，年齡、文化、地區一律平等。奧

運會受到全球的關注，因此每一次奧運會的

口號與宗旨都會受到舉世注目，因此奧運對

於我們的生活仍然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推廣奧林匹克理念融入學校體育

奧林匹克追求卓越的理念往往讓人覺

得是專屬菁英運動員，但古柏坦爵士教育青

年的本質，近年來國際奧會也開始注意教育

全球青年的重要性。理解了奧林匹克理念之

後，該如何推廣進入學校當中呢？筆者提出

以下幾點供學校體育工作者參考：

一、確立奧林匹克理念的價值

奧林匹克理念的核心價值強調卓越、公

平、尊重、努力後的愉悅、身心靈的平衡五

項，此與體育的理念有許多雷同之處，可做

為學校體育的核心價值，並依照此理念編撰

一整套適合不同學習階段之推廣教材，舉例

來說，國小低年級學生的教材可能以圖畫方

式呈現較能吸引學生注意；而大學生的教材

除了文字敘述之外，更要注意延伸閱讀的補

充，讓有興趣的學生能夠更深入了解。

二、學校教材活化

除了紙本的教材之外，影片及動畫的教

材更能夠讓學生能夠了解奧林匹克理念的內

涵，除了認識之外，更要在課堂上實踐奧林

匹克理念，課程規劃尚需敘明融合那些奧林

匹克理念的價值。若有機會能讓學生發表運

動帶來的啟發，以奧林匹克理念為主題進行

創作，例如繪畫比賽、作文比賽或讀書心得

寫作比賽，讓奧林匹克的理念能夠落實到青

年心中。

三、以運動達成教育目的

奧運的本質是透過運動傳達古柏坦爵士

全人教育的理念，在奧運舉辦之時，有許多

世界傑出的運動員在奧運場上的表現，也有

許多動人的故事，如何將這些故事融入到教

材當中，讓青年了解運動對於人的意義。除

此之外，奧運會的許多禮儀與規章，例如奧

運會旗、會徽、會歌、聖火、宣示與格言等，

每一項都有其意義，教師如何將這樣的禮儀

或規章賦予青年教育意義，皆可能是以運動

教育青年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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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融合國家施政方針

教育部對於學生發展常常會提出許多政

策與活動，教育部今（101）年施政方針當

中：強化學校體育教學，推動普及化運動，

提升學生體適能；提供優質運動、訓練及休

閒環境，積極推展全民運動，打造樂活運動

島；爭取主辦大型國際賽會，提高我國國際

能見度等，除了施政方針之外還包含品德教

育，都有奧林匹克理念發揮的空間。若能夠

留心主管單位推行的政策，活動推展會更有

意義。

結語

奧運會隨著時空的轉移，許多的問題

可能油然而生，但其透過運動達到教育目的

之本質仍然不變。在奧林匹克憲章當中，創

造出許多格言、禮儀及規章，在奧林匹克運

動場上具體化的表現出來，計有奧林匹克格

言、奧林匹克旗、會徽、聖歌、聖火、宣誓

等（湯銘新，2007），每一項都有其意義，

雖然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在奧運殿堂上一較高

下，但奧林匹克教育青年的精神仍值得我們

推廣。奧林匹克活動形塑出奧林匹克主義的

全人教育目標：運動是與生俱來的人權，每

個人應有機會參與運動，並在沒有任何形式

歧視與注重友誼為基礎下從事運動，普遍推

廣運動藉以促進人類和諧發展，並建立維護

人類尊嚴與和平的社會（中華台北奧林匹克

委員會，2010）。

運動教育的內涵除了在身體活動當中

獲得教育的意義之外，更重視了學習遷移的

重要性，除了在身體活動當中了解自我與體

育的知識之外，透過實際與人互動，作為社

會化的重要歷程，這也與奧林匹克主義的全

人教育目標不謀而合。雖然時間與空間的改

變，但奧林匹克理念仍然是體育教師與體育

從業人員奉為圭臬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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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立宏   大葉大學運動事業管理學系副教授

從日本奧林匹克教育的緣起與發展
省思台灣教育（體育）的未來

前言 
日本為亞洲最早加入奧林匹克活動大家庭的國家，

是亞洲第一個最早派隊參加奧運會的國家；且曾舉辦過

三次奧運會，分別是 1964 東京夏季奧運會、1972 札幌

及 1998 長野冬季奧運會；並成功的將東方武術：柔道融

入以西方為主的奧運殿堂之中。回溯歷史，這些成就主

要歸功於嘉納五治郎（Jigoro Kano, 1860-1938）先生的

遠見。

出生於1860年12月（陰曆10月28日）的嘉納先生，

出生時正逢日本現代化大轉變的時期，他自東京帝國大

學畢業後，於 1882 年成立「柔道講道館」並擔任東京高

等師範學校（今筑波大學）校長長達三任，任期超過 23

年。嘉納教授在當時推動日本的教育改革並負責日本的

體育運動的推展，他同時對奧林匹克運動的全球化也有

所貢獻，於 1909 年被國際奧會指派為第一位亞洲委員，

是日本第一位在亞洲獲選為國際奧會的委員，當時他才

只有 45 歲。他對於青年教育及運動的推展不遺餘力，也

由於他全力投入透過體育運動來促進全人發展的推動熱

情，國際奧會的成員及國際體育界人士封他為「一位真

正青年教育家（a real educator for the youth）」。他認

圖1        嘉納五治郎肖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