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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筆者在此要特別感謝筑波大學真田久（Hisashi 

Sanada）教授與附屬學校駒場中學及高校教師

橫尾智治（Tomoharu Yokoo）老師授權所提

供的相關資料與照片：Jigro Kano Memorial 

International Sport Institute (2012). 與

Yokoo, T. (2012).

（註 2） 就在筆者撰寫此文之際，2012 年 6 月 4 日中國

時報報導（歐建智，2012）：2012 玉山盃青

棒賽冠軍於 2012 年 6 月 3 日出爐，桃園縣平

鎮高中後來居上以 3 比 2 擊敗宿敵新北市穀保

中學奪下冠軍，比賽結束，場邊隊友衝上投手

丘拿著啤酒猛噴慶祝奪冠。桃園青棒隊在玉山

盃於連霸後用噴啤酒的方式來慶祝勝利，造成

全場錯愕，由於球員皆未滿 18 歲，讓外界觀感

不佳，教練及棒協也承認疏忽將加強管理。

（註 3） 如可透過奧運的人事物相關知識將歷史、地理、

外文、數理、公民教育、倫理、多元文化和國

際觀等帶進來做為補助教材。

（註 4） 有關國內最近對推展全民運動與健康促進的政

策可參考教育部體育司司長王俊權（2012）所

寫的文章：〈健康新世代：推展全民運動與健

康促進〉。特別要強調的是，為有效推動各種

有助全民運動與健康促進的方案，避免近來因

證交稅、美牛案及世大運場館建設的類似政策

決定所發生的問題，國內體育運動資源的各運

作單位主管機關今後勢必需要面對更精進的跨

部會單位的橫向及縱向溝通，有效整合與分配

各種有益全民並取信於民的運動與健康福祉的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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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奧運

建築變綠了

自 18 世紀工業革命之後，因工業革進

步帶動了經濟的繁榮，也改變了人類的生活

型態，隨著科技的進步讓人類的生活逐漸變

得更加便利，人口成長太快，地球資源有限

而人類為了繼續追求經濟發展，不斷過度對

地球的自然資源濫墾濫伐，卻伴著諸多的環

境衝擊，例如：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增加，

全球暖化現象造成溫室效應（Greenhouse 

effect），導致生態失衡、生物絕種，氣候異

常……等，這樣的環境變化帶給後代子孫莫

大的危機，為了阻止環境不斷繼續的惡化，

各國便開始成立國際環保組織，定且制定公

約（許光麃、黃建松，2007）。

在這樣的環境下，環保和綠能逐漸受

到重視，也因為全球暖化的因素使綠建築崛

起。綠建築是照著省能源、省資源、低汙染

這三項特性，並發展以「舒適性」、「自然

調和健康」、「環保」等三大設計理念進行

建造，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特委請財團法人台

灣建築中心於 1999 年 9 月 1 日正式公告受

理「綠建築標章」申請，標章之核給須進行

綠建築七大指標。然而，隨著「綠建築解說

與評估手冊」（2003）的檢討更新，決定於

七大指標系統外，加入生物多樣性指標與室

內環境指標，成為九大指標。藉此將使綠建

築由過去「消耗最少地球資源，製造最少廢

棄物的建築物」的消極定義，擴大為「生態、

節能、減廢、健康的建築物」的積極定義（財

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2005）。

綠建築追求的是永續經營，而不是蚊子

館，其綠建築的定義、內涵及評估標準，如

下（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03）：

一、 評估指標要確實反應資材、能源、水、

土地、氣候等地球環保要素。

二、 評估指標要有量化計算的標準，未能

量化的指標暫不納入評估。

三、 評估指標項目不可太多，性質相近的

指標盡量合併成一指標。

四、 評估指標要平易近人，並與生活體驗

相近。

五、 評估指標暫不涉社會人文方面的價值

評估。



048 049

issue
本 期 主 題 ﹝奧林匹克教育﹞ 學校體育‧第 130 期‧2012 年 06 月號

六、 評估指標必須適用於台灣的亞熱帶氣

候。

七、 評估指標應能應用於社區或建築群整體

的評估。

八、 評估指標應可作為設計階段前的事前評

估，以達預測控制的目的。

利用上述指標，我們可以清楚的辨別出

綠建築跟一般建築的差異。然而，在地球暖

化造成嚴重溫室效應的時代裡，綠建築將會

變得不可或缺，如何降低耗能、提升建築物

本身的價值，這樣的問題值得我們探討。

奧運，綠就對了！

綠建築在學術上是地球資源永續發展政

策的一環，簡單的定義就是「花費最少的地

球資源建造產生最少的廢棄物」，也就是環

保的建築工程，在建築材料和各種設施組合

之中，直接的加入對於環境保護、永續資源

和能源節約設計，其中包括各式建築組合的

手法及各種建築材料的選擇，再加上建築物

周邊自然環境景觀綠化的設計，都是綠建築

整體規劃的範圍。然而綠建築的意義就在於

強調人與自然環境的共存，而不是一味的開

發，否則其結果將造成地球溫室效應的氣候

變化，故無論設計或者是建築材料等等都必

須以永續為中心開始發想，最終的目標就是

必須永續經營，並使得未來能夠在日常生活

之中實踐。因此，綠建築早已形成趨勢及主

流了，也因為人們逐漸對綠建築有所瞭解並

施行有年，現在的綠建築概念已往「生態、

節能、減廢、健康的建築物」等等的積極定

義前進。

環顧全球，旅館觀光業早已投入，

並發展環保與綠能之建築、服務與產品

（Hoffmann, 2007; Zhu et al., 2008; Lin et al., 

2011; Yung et al., 2011），環保的議題，自

90 年代起開始出現在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會議

桌之上，甚至成立專職的運動與環境委員會。

而奧林匹克協會也在 1999 年也正式的設下

奧林匹克 21 議程，明文的規定奧林匹克主

辦國在規劃活動設施及場地時，必須保證這

些建設未來的可利用性及永續發展的效能，

希望確保奧運不會成為一場狂歡的衝動性消

費，不但犧牲了預算，最慘的就是賠上了寶

貴的環境。因此，綠色奧運早已成為奧運的

核心精神，不止如此，近年來的奧運舉辦也

頻頻向世人證實，綠色奧運不僅僅只是一句

口號，奧運也不再只是一場運動的盛事，而

是環保概念的實現（徐如林，2008）。

回顧 2008 年的北京奧運，當初北京當

局也極力在環保議題上下足苦心，水立方、

鳥巢這些廣為人知且津津樂道的建築，不只

是有著令人印象深刻的酷炫外表，在環保上

也有實際的效能，北京奧運大量的使用了風

力、太陽能以及潮汐發電，運用在大會龐大

的電力需求上，而這之中隱藏的商機更是兵

家必爭之地，相關發電設備的廠商也在此番

運作之下一夕成名，台灣的電力公司曾經對

此做出估算，單就風力發電的商機金額至少

就高達 200 億新台幣，而此次的北京奧運正

好做了最佳的示範，對於整體的綠能前景更

打開了一條康莊大道。

綠色競賽最早可以追溯到 1984 年的美

國洛杉磯奧運，在那個時候的美國才剛剛渡

過 70 年代的能源危機，此時在環保及節能

的議題上更是大張旗鼓地極力去宣導並實

行，甚至特別設計出讓來觀賽的群眾能夠減

少繞路及自行開車的動線。此後 2000 年的

澳洲雪梨奧運更因為重新利用早已廢棄的地

點，作為奧會賽事的場地聲名大噪，堪稱為

綠色奧運的第一屆，此後的奧運主辦國無不

卯足全勁致力於綠色奧運的實踐上。

今（2012）年 7 月即將登場的倫敦奧

運，在運動場的建築上當然也免不了綠色奧

運的落實，倫敦奧運的建築精神緊扣「追求

綠色」的理念，不但主場館倫敦碗（London 

Bowl, Olympic Stadium）是史上用鋼量最少

的主場館，只用了 1 萬噸，與其他鋼鐵體育

場相比，整整少了 75％的用量。在建材上

採用廢棄物重製的低碳混凝土替代傳統混凝

土，同時使用大量回收材料，像屋頂外緣是

利用回收的管線，清理、上漆、焊接而成。

而且比賽結束之後，還可以將運動場館內部

分的座位拆解掉，減少空間的浪費。籃球場

館也是史上最大的臨時體育館，運用了1,000

公噸的鋼架以及 2 萬平方公尺可回收的白色

PVC，搭建成 12,000 個席次的球場。奧運

比賽結束後，整個球場將全部拆除，部份建

築將會移至他處使用。水上運動中心也以環

保與再利用做為設計與建造成的核心，水上

運動中心可容納 17,500 名觀眾，但位於場

館兩翼的 15,000 個座位在奧運比賽結束後

將全部移除，只剩下 2,500 個座位，作為未

來社區居民使用。此外，泳池的結構元件也

是可移動的，日後可依據需要調整成不同深

度與大小的泳池，亦是非常環保的設計。

倫敦奧運的綠色神話

運動，教育，文化與環境，是奧林匹

克運動的基本目標之一。而這次 2012 倫敦

奧運也為紐恩姆（Newham）和鄰近的哈克

尼（Hackney）帶來不只 150 年最大的環

保計畫，也是堪稱史上最綠的運動會（中國

時報，2010）。紐恩姆市長威勒斯（Robin 

Wales）表示，奧運只是一個螺絲釘，而他

們的目標則是更長久的計畫，利用奧運綠建

築的省能源、省資源、低汙染之特性改造倫

敦東區，創造出「城市中的城市」。

而倫敦規劃使用風力發電、太陽能等方

式產出再生能源，目前占倫敦用電一成，之

後賽會期間將拉高至三成左右。然而，交通

方面倫敦更是採強烈手段，賽會期間民眾不

准開車，只能搭乘大眾交通工具、腳踏車或

者是走路，只有殘疾人士才被允許開車（徐

如林，2007）。

從1984年開始逐年強調綠能的重要性，

從交通到建築，一項項逐一提高標準，為的

就是讓因賽事新建的建築達到永續持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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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的落實，倫敦奧運的建築精神緊扣「追求

綠色」的理念，不但主場館倫敦碗（London 

Bowl, Olympic Stadium）是史上用鋼量最少

的主場館，只用了 1 萬噸，與其他鋼鐵體育

場相比，整整少了 75％的用量。在建材上

採用廢棄物重製的低碳混凝土替代傳統混凝

土，同時使用大量回收材料，像屋頂外緣是

利用回收的管線，清理、上漆、焊接而成。

而且比賽結束之後，還可以將運動場館內部

分的座位拆解掉，減少空間的浪費。籃球場

館也是史上最大的臨時體育館，運用了1,000

公噸的鋼架以及 2 萬平方公尺可回收的白色

PVC，搭建成 12,000 個席次的球場。奧運

比賽結束後，整個球場將全部拆除，部份建

築將會移至他處使用。水上運動中心也以環

保與再利用做為設計與建造成的核心，水上

運動中心可容納 17,500 名觀眾，但位於場

館兩翼的 15,000 個座位在奧運比賽結束後

將全部移除，只剩下 2,500 個座位，作為未

來社區居民使用。此外，泳池的結構元件也

是可移動的，日後可依據需要調整成不同深

度與大小的泳池，亦是非常環保的設計。

倫敦奧運的綠色神話

運動，教育，文化與環境，是奧林匹

克運動的基本目標之一。而這次 2012 倫敦

奧運也為紐恩姆（Newham）和鄰近的哈克

尼（Hackney）帶來不只 150 年最大的環

保計畫，也是堪稱史上最綠的運動會（中國

時報，2010）。紐恩姆市長威勒斯（Robin 

Wales）表示，奧運只是一個螺絲釘，而他

們的目標則是更長久的計畫，利用奧運綠建

築的省能源、省資源、低汙染之特性改造倫

敦東區，創造出「城市中的城市」。

而倫敦規劃使用風力發電、太陽能等方

式產出再生能源，目前占倫敦用電一成，之

後賽會期間將拉高至三成左右。然而，交通

方面倫敦更是採強烈手段，賽會期間民眾不

准開車，只能搭乘大眾交通工具、腳踏車或

者是走路，只有殘疾人士才被允許開車（徐

如林，2007）。

從1984年開始逐年強調綠能的重要性，

從交通到建築，一項項逐一提高標準，為的

就是讓因賽事新建的建築達到永續持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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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ility）。不只要有永續性，這次倫

敦奧運強調的不是蓋了幾座新的體育館，而

是在建造的過程中省下多少不必要的消耗。

也不要一昧的蓋新場館，應多利用原有的體

育館，進行改造依然是可以做使用的。

萬眾矚目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已逐漸將

環保的概念納入奧運會中，在短時間內進行

大規模的城市建設，以及賽會期間大量人口

的湧入，說實在這對環境必定有所衝擊、是

無法避免的，這值得主辦單位探討如何做得

更好。歷屆的奧運會的主辦城市都一次次的

將奧運越變越「綠」。然而，這些推動綠色

奧運的設備比起一般的昂貴許多，要在社會

階層較低的城市中推動更是難上加難，普及

化已變成各地需要探討的方向。最大的問題

還是人類，撇開治標不治本的方法，人類必

須從自身做起，清楚了解地球暖化的嚴要性

和環保意識的抬頭。並且為了讓地球可以永

續經營，須做到開源節流，資源回收再利用，

不濫墾濫伐，垃圾減量……等，就算不在比

賽期間也可以做到地球綠化，這才是最根本

之道，只想靠綠建築幫你完成綠化是不可能

的，要每個人類都齊心協力，才有可能將溫

室效應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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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謀康  台北市古亭國民小學體育教師

奧林匹克精神實踐──
古亭國小籃球隊球員教育

前言

現行有許多國小成立運動代表隊，如田徑隊、籃

球隊、桌球隊、棒球隊等等，甚至有體育班的成立。不

可諱言，體育班設置，對於培養優秀運動人才或提升國

家競技運動水準有相當大的貢獻，對國家競技運動之推

展有其正面意義（教育部體育司，2005）。這些藝能

班的成立以及校隊的發展，無非是要提升學校運動風氣

的發展，同時推廣全民運動，只是，隨著時代的變遷，

人們的價值觀念開始轉變，不少人將注意力全然放在最

後的結果上，只留意哪些學校奪得冠軍、哪些學校得

亞軍，以及最後哪位選手獲選為最有價值球員。無可

否認的，比賽是一件現實的事情，輸贏即代表了一切。

比賽的結果固然重要，但因注重短暫的輸贏而忽略了奧

林匹克精神背後的生活哲學和精神，以及教練平時對於

球員的教育，甚至是人與人之間的共融和寬容這重要信

息才是非常可惜的地方。筆者在擔任助理教練的階段

中，即看到教練給予學生的觀念是：球打的好壞是其

次，但做人處事的態度才是進入籃球隊必須要學習的

部分。而被譽為是美國大學籃壇傳奇的伍登教練（John 

Wooden）就說過，你是怎樣的一個人，比你是怎樣的

籃球員重要太多（吉‧卡迪，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