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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瑞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教授

改變體育班本質的關鍵問題 

前言

教育部自民國7 4年起開辦體育實驗班，

計畫性培育各項運動種類之人才，至民國9 9

年止，各級中小學設置體育班之學校數，國小

為135所、國中為247所、高中為111所，總

數達493所（教育部，2009）。中等學校體

育班拓展快速，本為我國體育運動發展之福，

但自民國95年與98年，教育部委託國立台灣

師範大學體育與研究發展中心，分別針對高中

與國中體育班進行訪視工作後，發現各縣市資

源、發展特色與文化屬性差異極大，且發展運

動種類過於繁雜，因此產生各縣市體育班發展

成效不一、體制混亂、人才流失、資源分配不

公等問題，從而影響體育班學生生涯發展與國

家運動進步之步調。此外，訪視結果也發現諸

多問題有待克服，分述如下：

各級學校體育運動人才銜接不易，待區域整合

現階段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屬體育班以

及國立與私立高中職體育班，囿於專業師資、

運動場地以及地理位置之因素，未能進行各環

節之整合，形成運動人才培育之三級分化體

制，此現象不利於運動員之長期培訓、教練訓

練規劃及學校輔導。是故學生訓練與就學常有

分隔兩地之現象，造成不必要的時間與精力耗

費，也使運動員長期培訓工作及學校輔導銜接

等問題受到阻礙，而不少學校實施集體住宿，

亦是造成學生生活、學校適應問題之因。

未來，一個優良的運動人才培育體制，需

有國小、國中、高中職以及大學間各環節之銜

接機制，以收長期培育規劃之效，讓學生可以

在自身生活場域就近就學，自國小、國中至高

中之就學環境做系統性之規劃，以「區域運動

人才培育」之概念落實於國小、國中、高中職

體育班，建立體育班三級培育體制一貫化，一

來減少學生舟車勞頓之苦，二來可避免住宿學

校可能引發之弊端與安全顧慮，此規劃可有助

於專項運動員從國民義務教育銜接至高中職。

體育班設置法源不明使各縣市政府設立體育班

標準不一，有待釐清與管理

現行體育班設置之法源為依據國民體育法

授權訂定之「各級學校體育實施辦法」第16-1

條規定辦理，相較於「藝術教育法」專章規範

「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小學藝術才能班」

以及「特殊教育法」專章規範「高級中等以下

教育階段學校得設特殊教育班」之法律位階為

低，因此，體育班設置亟待納入中央體育行政

法律規範。因此對於體育班法源定位之問題，

建議修正國民體育法第6條：將「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為培育優秀運動人才，得提出計畫報經

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後成立體育班。體育

班之設班條件、員額編制、入學測驗、編班方

式、課程教學、訪視評鑑與停辦等相關事項之

辦法，由教育部訂之。」納入條文，賦予法

源，健全體育班制度。    

各縣市政府發展特色運動種類過於繁多，有待

限制與資源集中

民國98年體育統計年報調查，各縣市國小

發展一項特色運動有527校，二項225校，三

項97校，四項19校，五項5校，六項1校；國

中發展一項特色運動有165校，二項114校，

三項79校，四項29校，六項3校；高中職發展

一項特色運動有56校，二項有44校，三項有

41校，四項有7校，六項有2校。由於前述體育

班依各縣市政府規定所設置，以致各體育班所

發展之運動種類多有不同，這與教育部主導設

立之體育班設置精神或有差異，而研究調查也

指出，體育班運動種類繁多，將使有限資源無

法整合。

爰此，各校發展特色運動種類不宜繁多，

且宜以奧、亞運項目為主，建議各縣市之重點

運動發展能以「區域整合」的方式進行規劃，

每個縣市依縣市規模，發展地區特色運動種類

2～5項。建議各校特色運動可透過區域發展的

概念，使資源有效整合，實施縣市內與鄰近縣

市間之特色運動項目整併，以避免因運動種類

大量重複而導致資源浪費之情形產生，也使各

地發展區域特色運動。同時，藉由辦理縣市中

各區域之運動聯賽延伸至縣市間之運動聯賽，

以持續切磋並增長運動實力。而於檢視體育班

設置計畫中，宜審慎考核各校提出之運動項目

是否適於時宜，且應具有長遠發展性才符合體

育班設置初衷所示「配合國家重點運動發展」

之目的。

體育班學生學業普遍低落，有待加強各項輔導

運動選手天資聰穎，礙於密集訓練壓縮其

讀書時間，使得運動員的學業較一般生低落，

倘若教練或家長對其學業成績不加以重視，將

造成更多運動員學業能力低落之慮。就教育部

訪視結果發現，各校成立體育班的目標不明

確，以致在課程及訓練的時間上安排不當，體

育班學生每日的行程常是上午先晨操後上課，

下午與晚上再繼續接受訓練，上課時數明顯不

足且對於學科的專注度與重視度明顯低落，導

致學科成績與非體育班學生落差甚大，因而導

致升學競爭力下降。此外，體育班學生雖有甄

試保送的升學管道機會，但非所有學生皆擁有

保送權，未獲得甄審以及甄試資格之學生與一

般生競爭之下，升學競爭力顯得分外狹隘。

為不使體育班學生淪為學科程度低落，

且摒除不會念書的學生就待在體育班之刻板印

象，建議於體育班訂定學科入學考試門檻，強

制體育班學生應具有基礎學業能力，此舉於教

育面、體育面甚至是學生未來發展性而言皆有

助益。此外，應定期辦理體育班輔導與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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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體育班本質的關鍵問題 

前言

教育部自民國7 4年起開辦體育實驗班，

計畫性培育各項運動種類之人才，至民國9 9

年止，各級中小學設置體育班之學校數，國小

為135所、國中為247所、高中為111所，總

數達493所（教育部，2009）。中等學校體

育班拓展快速，本為我國體育運動發展之福，

但自民國95年與98年，教育部委託國立台灣

師範大學體育與研究發展中心，分別針對高中

與國中體育班進行訪視工作後，發現各縣市資

源、發展特色與文化屬性差異極大，且發展運

動種類過於繁雜，因此產生各縣市體育班發展

成效不一、體制混亂、人才流失、資源分配不

公等問題，從而影響體育班學生生涯發展與國

家運動進步之步調。此外，訪視結果也發現諸

多問題有待克服，分述如下：

各級學校體育運動人才銜接不易，待區域整合

現階段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屬體育班以

及國立與私立高中職體育班，囿於專業師資、

運動場地以及地理位置之因素，未能進行各環

節之整合，形成運動人才培育之三級分化體

制，此現象不利於運動員之長期培訓、教練訓

練規劃及學校輔導。是故學生訓練與就學常有

分隔兩地之現象，造成不必要的時間與精力耗

費，也使運動員長期培訓工作及學校輔導銜接

等問題受到阻礙，而不少學校實施集體住宿，

亦是造成學生生活、學校適應問題之因。

未來，一個優良的運動人才培育體制，需

有國小、國中、高中職以及大學間各環節之銜

接機制，以收長期培育規劃之效，讓學生可以

在自身生活場域就近就學，自國小、國中至高

中之就學環境做系統性之規劃，以「區域運動

人才培育」之概念落實於國小、國中、高中職

體育班，建立體育班三級培育體制一貫化，一

來減少學生舟車勞頓之苦，二來可避免住宿學

校可能引發之弊端與安全顧慮，此規劃可有助

於專項運動員從國民義務教育銜接至高中職。

體育班設置法源不明使各縣市政府設立體育班

標準不一，有待釐清與管理

現行體育班設置之法源為依據國民體育法

授權訂定之「各級學校體育實施辦法」第16-1

條規定辦理，相較於「藝術教育法」專章規範

「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小學藝術才能班」

以及「特殊教育法」專章規範「高級中等以下

教育階段學校得設特殊教育班」之法律位階為

低，因此，體育班設置亟待納入中央體育行政

法律規範。因此對於體育班法源定位之問題，

建議修正國民體育法第6條：將「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為培育優秀運動人才，得提出計畫報經

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後成立體育班。體育

班之設班條件、員額編制、入學測驗、編班方

式、課程教學、訪視評鑑與停辦等相關事項之

辦法，由教育部訂之。」納入條文，賦予法

源，健全體育班制度。    

各縣市政府發展特色運動種類過於繁多，有待

限制與資源集中

民國98年體育統計年報調查，各縣市國小

發展一項特色運動有527校，二項225校，三

項97校，四項19校，五項5校，六項1校；國

中發展一項特色運動有165校，二項114校，

三項79校，四項29校，六項3校；高中職發展

一項特色運動有56校，二項有44校，三項有

41校，四項有7校，六項有2校。由於前述體育

班依各縣市政府規定所設置，以致各體育班所

發展之運動種類多有不同，這與教育部主導設

立之體育班設置精神或有差異，而研究調查也

指出，體育班運動種類繁多，將使有限資源無

法整合。

爰此，各校發展特色運動種類不宜繁多，

且宜以奧、亞運項目為主，建議各縣市之重點

運動發展能以「區域整合」的方式進行規劃，

每個縣市依縣市規模，發展地區特色運動種類

2～5項。建議各校特色運動可透過區域發展的

概念，使資源有效整合，實施縣市內與鄰近縣

市間之特色運動項目整併，以避免因運動種類

大量重複而導致資源浪費之情形產生，也使各

地發展區域特色運動。同時，藉由辦理縣市中

各區域之運動聯賽延伸至縣市間之運動聯賽，

以持續切磋並增長運動實力。而於檢視體育班

設置計畫中，宜審慎考核各校提出之運動項目

是否適於時宜，且應具有長遠發展性才符合體

育班設置初衷所示「配合國家重點運動發展」

之目的。

體育班學生學業普遍低落，有待加強各項輔導

運動選手天資聰穎，礙於密集訓練壓縮其

讀書時間，使得運動員的學業較一般生低落，

倘若教練或家長對其學業成績不加以重視，將

造成更多運動員學業能力低落之慮。就教育部

訪視結果發現，各校成立體育班的目標不明

確，以致在課程及訓練的時間上安排不當，體

育班學生每日的行程常是上午先晨操後上課，

下午與晚上再繼續接受訓練，上課時數明顯不

足且對於學科的專注度與重視度明顯低落，導

致學科成績與非體育班學生落差甚大，因而導

致升學競爭力下降。此外，體育班學生雖有甄

試保送的升學管道機會，但非所有學生皆擁有

保送權，未獲得甄審以及甄試資格之學生與一

般生競爭之下，升學競爭力顯得分外狹隘。

為不使體育班學生淪為學科程度低落，

且摒除不會念書的學生就待在體育班之刻板印

象，建議於體育班訂定學科入學考試門檻，強

制體育班學生應具有基礎學業能力，此舉於教

育面、體育面甚至是學生未來發展性而言皆有

助益。此外，應定期辦理體育班輔導與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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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各校進行全面的績效評估（包括招生、升學

銜接、訓練環境、師資結構、經費場地、學生

課業及生活輔導、課程規劃、競賽績效、運動

傷害防護等面向），並針對績效不彰且未能如

期改善之學校明定退場機制，將訪視結果與進

退場機制結合，未能於規定期限內改進之學校

得強制廢止體育班設置。退場機制務必徹底實

施，以期資源能妥善安排，獎優汰劣。

基上所述，辦理體育班從發展體育班特色

運動項目、招生、學生學業的銜接、入學考試

方式、學生升學問題等等皆是辦理體育班可能

衍伸的問題。有鑑於此，教育部為提升中等學

校體育班發展效能，特邀請相關學者專家、實

務教練及行政人員，共同規劃一套完善、完備

且可實地有效依循的體育班設置與輔導管理五

年方案，並自民國100年起接續施行。計畫的

發展內容將從體育班發展設置之法規、體制與

實務工作等面向著手，包含現行法規法令的修

訂、班級體制修正、運動種類特色分類、訪視

及輔導機制落實、相關人員增能與體育班績效

評估要點及體育班人才資料庫建置等，希冀藉

由此計畫之功能，改善並提升各縣市體育班設

置之效能，以達到增進國家重點運動發展、提

升國家競技運動實力之遠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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