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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瑞成　玄奘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台灣百年體育思潮回顧與前瞻 

前言

我國自清道光2 2（1 8 4 2）年鴉片戰爭

失敗之後，始終受到列強各國在軍事、政治及

經濟上的壓迫，對社會與文化產生重大的影

響，使得國人對政府的印象，由強大轉為懦弱

無能；尤其光緒2 1（1 8 9 5）年甲午戰爭敗

給日本之後，舉國譁然，不斷的割地、賠款，

引發亡國滅種的危機意識，於是「國富民強」

成為全體中國人共同的心聲，也是朝野期待的

目標。在西方思想與文化的衝擊下，我國「國

家現代化」的思潮也產生急劇的變化，自清末

的「維新變法」與「辛亥革命」起，各界就有

不同程度的見解，民國以後的「五四運動」與

「國共鬥爭」，也對文化與政治理念有著各種

不同的立場，直到民國3 8（1 9 4 9）年分裂

為兩個政治實體，大多呈百家爭鳴之狀態。近

代的體育思潮亦於此歷史背景之下產生，起初

仿效列強，各種體育活動皆由西洋傳入，在清

末時引發廣大的迴響。民國肇始，承襲晚清的

體育發展，體育亦以強兵強種為目標。政府遷

台之後，國家整體建設方針隨環境變遷歷經轉

折，在體育的推展方面也隨政策環境而有特殊

的進程，體育的思潮亦發展出一種特有的脈

絡。本文即以民國38（1949）年政府遷台之

前、民國76（1987）年戒嚴期間及民國76

（1987）年解嚴之後3個時期政府所轄領域為

範圍，概要闡述當時之體育思潮。

政府遷台前之體育思潮

政府遷台前之政經背景起伏多變，體育的

推展呈現多頭的現象，執政者視體育為復興民

族的手段，教育家將體育當作教人的教材，喜

好運動的民眾樂於參與運動賽會，重視國術與

本土體育者則期待與西洋體育平起平坐，因此

發展出民族主義的體育思潮、自然主義的體育

思潮、錦標主義的體育思潮和保種主義的體育

思潮，以下分別加以概述。

一、民族主義的體育思潮

民族主義的體育思潮泛指將體育視為培養

國民自衛衛國、民族精神及發揚國粹的重要手

段之理念。而中國近代民族主義體育思想的特

質，大體可分為：1 .自衛衛國的體育思想；

2.國粹主義的體育思想；3.國魂（民族精神）

教育的體育思想等。中國民族主義思想，由來

已久，尤其是清末道光以後，列強交相進逼，

內亂頻仍，國勢日危，謀國者變法圖強，莫不

以養成自衛衛國能力，發揚民族精神，培育民

族意識，陶鑄民族文化，以求濟弱圖強，脫離

帝國列強的壓迫，建立獨立自主之國家為首

要。因此在本國傳統民族思想、國家主權意識

高漲、接受外來思想、日本侵華存亡危機自覺

等因素的影響下，民族主義的體育思潮也因應

而生。

二、自然主義的體育思潮

自然主義體育思想認為體育的內涵為：

1.體育是教育的一環，教育的目的在培養身心

健全的自然人。2 .體育課程內容包含水上運

動、野外活動、遊戲、競技運動和健康知識，

即以在自然環境下進行的體育活動為主。3.體

育的方法按照兒童生理與心理的發展可分別為

自我保護、鍛鍊、自由運動、感官訓練、技能

訓練和衛生保健等六項，並以行動鍛鍊的方式

進行。4 .以生理和心理的發展為基礎，實施

分期的體育鍛鍊。5 .以全民為實施對象，並

特別著重兒童和青少年階段的體育實施，而且

不論貧富，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利（曾瑞

成，1997）。自然主義體育思潮源自民主教

育中的體育精神並深受杜威（J. Dewey）民

主教育思想的影響，由於杜威民主教育的原

理含有自由、平等、互助的特點，不僅為個

人謀健全的發展，同時也為謀社會公平的進

步，因此，體育的發展也應依此精神（W. S. ,  

1919），學校體育目標由唯物的保種思想和

尚武思想，演進到身心合一的民主思想。

三、錦標主義的體育思潮

錦標主義的體育思潮泛指體育目標係以透

過「競賽運動」為手段，達成喚起愛國意識、

培養運動風度與誘導全民參與為主要訴求之理

念。錦標主義的體育思想，導源於推展各種運

動比賽、運動會等活動形式所產生的一種思

想。西洋的競賽運動以英美較為發達，並於清

末時透過基督教會學校和基督教青年會引進並

傳播到全國。而中國近代競技運動發展之「錦

標主義」的特質，到了國民政府時期一度為

「選手制度」一語所取代。

四、保種主義的體育思潮

保種主義的體育思潮泛指將體育視為保

種、保國、保教，以求富強的重要手段之理

念；保種主義的體育思想內涵則可分為身體的

意識、強健的體格、健康的體能以及技術的體

能等四個層次。近代中國倡言保種主義最具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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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者首推嚴復，他的《天演論》，受甲午戰

敗的危機意識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力倡

「自強保種」（徐元民，1994）。嚴復的自

強保種體育思想，具有「強種強國」、「強

化體質」及「優生保健」等特質（徐元民，

1994），其影響所及，形成晚清體育思想的

主流。

政府遷台前期之體育思潮

政府遷台後至民國76（1987）年戒嚴

期間，由於兩岸關係軍事對峙，國家處於備戰

狀態，主要的體育思潮有4種，分別為全民化

的體育思潮、競技化的體育思潮、教育化的體

育思潮、軍事化的體育思潮，其中前3種思潮

在解嚴之後仍持續發展，並未間斷。

一、全民化體育思潮

「人人運動、時時運動、處處運動」乃

是全民運動（Spor t  fo r  A l l）體育思潮的

最佳寫照（蔡敏忠，1976），也是全民化體

育思潮之精髓內涵。人是運動的主體，每一個

人都有運動的權利，因此運動不分年齡、性

別、體質的差異，為一個普世價值，故全民化

體育思潮的內涵，包含不同年齡、性別、體質

各項對象和條件的人們，都可以自由自在參與

運動。至於全民化體育思潮之發展，似可自

民國69年配合行政院「改善社會風氣重要措

施」加強社區居民全民運動督導起，當時政府

除持續推展社區運動，也將政策推廣至職工運

動的實施，更確認民眾皆有運動的權利。至民

國86年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提出〈陽光健身計

畫〉，民國98年起推行打造運動島，樂活在

台灣，以達到「人人想運動、時時可運動、處

處能運動」，掀起不同運動者的運動熱潮，則

為全民化體育思潮之普及時期。

二、競技化的體育思潮

競技化的體育思潮泛指實施體育的目標

在於推展競技運動、參加或辦理運動比賽，並

透過集訓制度與獎勵制度，培養優秀選手，提

升競技運動成績，以達成政治、教育目標之理

念。而競技化的體育思潮之發展，事實上可追

溯至新文化運動時期學校提倡之競技活動與辦

理全校運動會，至民國60年，我國被迫退出

聯合國，國際活動空間頓時遭受嚴重之擠壓，

亟須透過培養優秀運動選手，參加國際競技運

動，拓展外交空間，競技化的體育思潮成為體

育思潮主流。基本上，競技化的體育思潮之內

涵，除了拓展體育外交、爭取國家榮譽外，尚

包括培養社會規範行為，帶動全民運動風氣，

及增進運動技能，提升適應能力等，並透過積

極辦理各級運動競賽、實施集訓制度和獎勵

制度等策略，以實現「拓展體育外交、為國爭

光」之目標。

三、教育化的體育思潮

教育化的體育思潮泛指將體育定位為教

育之一環；透過合乎教育原理之教學方法，

實施具備教育性質之身體活動，以培養德、

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之健全國民的體

育理念。教育化體育思潮的發展基本上則源自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將體育定位為教育之一

環的平民主義體育思想，此一思潮自壬戌學制

以後，即一直列為學校體育之發展方向，以迄

今日，不論是各級學校體育實施方案或學校體

育課程標準均可發現此一發展脈絡。而教育化

的體育思潮之內涵大致包括：體育是教育的一

環，以培養身心健全發展之國民為目的；以推

展全民體育為目標，使全體國民均具備終身從

事運動之知能與習慣；體育之實施應合乎教育

原理；提倡多元的體育內容等4項內涵；並積

極透過加強輔導學校體育教學正常化、普遍化

發展，提高體育師資素質、加強教師在職進

修，改進教學方法、充實體育課程內容，及充

實體育場地設備等策略。

四、軍事化的體育思潮

軍事化的體育思潮泛指將體育定位為以培

養國民尚武精神、鍛鍊強健體魄及訓練國防技

能為目標，並透過提倡國術、實施國防體育及

辦理國防體育競賽等策略，以配合政治與軍事

需求之體育思潮。軍事化體育思潮的發展基本

上可追溯至清末民初為求強兵強國而推展之軍

國民教育制度，因此，當政府遷台初期，兩岸

關係緊張、武力對峙之際，培養能擔負自衛衛

國、完成復國建國任務之國民，即成為體育之

重要目標。至民國60年以後，由於中國大陸

推動「和平統一」之政治謀略，兩岸關係漸趨

緩和，軍事化的體育思潮逐漸淡化。

政府遷台後期之體育思潮

民國76年解嚴之後，隨著國家情勢的發

展以及兩岸關係的改善，在民國76~100年期

間特別凸顯的體育思潮有：體適能化的體育思

潮、休閒化的體育思潮、產業化的體育思潮和

本土化的體育思潮4種。基本上，此4種體育

思潮皆是全民化體育思潮的延伸。

一、體適能化的體育思潮

體適能化的體育思潮泛指將體育定位為以

促進一般民眾的自我健康，改善體適能為目標

之理念。體適能化的體育思潮之形成，主要受

到現代人運動不足、世界各國重視體適能、台

灣學童體適能偏差及國民體適能下降等因素之

影響（蔡長啟，1979），其中主要是受到國

外的體育思潮所影響，衡諸各國體育和健康促

進政策可以發現，提升全體國民體適能均為體

育政策之主流。同樣地，台灣體適能化的體育

思潮發展至今約30年的時間，無論是從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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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者首推嚴復，他的《天演論》，受甲午戰

敗的危機意識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力倡

「自強保種」（徐元民，1994）。嚴復的自

強保種體育思想，具有「強種強國」、「強

化體質」及「優生保健」等特質（徐元民，

1994），其影響所及，形成晚清體育思想的

主流。

政府遷台前期之體育思潮

政府遷台後至民國76（1987）年戒嚴

期間，由於兩岸關係軍事對峙，國家處於備戰

狀態，主要的體育思潮有4種，分別為全民化

的體育思潮、競技化的體育思潮、教育化的體

育思潮、軍事化的體育思潮，其中前3種思潮

在解嚴之後仍持續發展，並未間斷。

一、全民化體育思潮

「人人運動、時時運動、處處運動」乃

是全民運動（Spor t  fo r  A l l）體育思潮的

最佳寫照（蔡敏忠，1976），也是全民化體

育思潮之精髓內涵。人是運動的主體，每一個

人都有運動的權利，因此運動不分年齡、性

別、體質的差異，為一個普世價值，故全民化

體育思潮的內涵，包含不同年齡、性別、體質

各項對象和條件的人們，都可以自由自在參與

運動。至於全民化體育思潮之發展，似可自

民國69年配合行政院「改善社會風氣重要措

施」加強社區居民全民運動督導起，當時政府

除持續推展社區運動，也將政策推廣至職工運

動的實施，更確認民眾皆有運動的權利。至民

國86年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提出〈陽光健身計

畫〉，民國98年起推行打造運動島，樂活在

台灣，以達到「人人想運動、時時可運動、處

處能運動」，掀起不同運動者的運動熱潮，則

為全民化體育思潮之普及時期。

二、競技化的體育思潮

競技化的體育思潮泛指實施體育的目標

在於推展競技運動、參加或辦理運動比賽，並

透過集訓制度與獎勵制度，培養優秀選手，提

升競技運動成績，以達成政治、教育目標之理

念。而競技化的體育思潮之發展，事實上可追

溯至新文化運動時期學校提倡之競技活動與辦

理全校運動會，至民國60年，我國被迫退出

聯合國，國際活動空間頓時遭受嚴重之擠壓，

亟須透過培養優秀運動選手，參加國際競技運

動，拓展外交空間，競技化的體育思潮成為體

育思潮主流。基本上，競技化的體育思潮之內

涵，除了拓展體育外交、爭取國家榮譽外，尚

包括培養社會規範行為，帶動全民運動風氣，

及增進運動技能，提升適應能力等，並透過積

極辦理各級運動競賽、實施集訓制度和獎勵

制度等策略，以實現「拓展體育外交、為國爭

光」之目標。

三、教育化的體育思潮

教育化的體育思潮泛指將體育定位為教

育之一環；透過合乎教育原理之教學方法，

實施具備教育性質之身體活動，以培養德、

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之健全國民的體

育理念。教育化體育思潮的發展基本上則源自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將體育定位為教育之一

環的平民主義體育思想，此一思潮自壬戌學制

以後，即一直列為學校體育之發展方向，以迄

今日，不論是各級學校體育實施方案或學校體

育課程標準均可發現此一發展脈絡。而教育化

的體育思潮之內涵大致包括：體育是教育的一

環，以培養身心健全發展之國民為目的；以推

展全民體育為目標，使全體國民均具備終身從

事運動之知能與習慣；體育之實施應合乎教育

原理；提倡多元的體育內容等4項內涵；並積

極透過加強輔導學校體育教學正常化、普遍化

發展，提高體育師資素質、加強教師在職進

修，改進教學方法、充實體育課程內容，及充

實體育場地設備等策略。

四、軍事化的體育思潮

軍事化的體育思潮泛指將體育定位為以培

養國民尚武精神、鍛鍊強健體魄及訓練國防技

能為目標，並透過提倡國術、實施國防體育及

辦理國防體育競賽等策略，以配合政治與軍事

需求之體育思潮。軍事化體育思潮的發展基本

上可追溯至清末民初為求強兵強國而推展之軍

國民教育制度，因此，當政府遷台初期，兩岸

關係緊張、武力對峙之際，培養能擔負自衛衛

國、完成復國建國任務之國民，即成為體育之

重要目標。至民國60年以後，由於中國大陸

推動「和平統一」之政治謀略，兩岸關係漸趨

緩和，軍事化的體育思潮逐漸淡化。

政府遷台後期之體育思潮

民國76年解嚴之後，隨著國家情勢的發

展以及兩岸關係的改善，在民國76~100年期

間特別凸顯的體育思潮有：體適能化的體育思

潮、休閒化的體育思潮、產業化的體育思潮和

本土化的體育思潮4種。基本上，此4種體育

思潮皆是全民化體育思潮的延伸。

一、體適能化的體育思潮

體適能化的體育思潮泛指將體育定位為以

促進一般民眾的自我健康，改善體適能為目標

之理念。體適能化的體育思潮之形成，主要受

到現代人運動不足、世界各國重視體適能、台

灣學童體適能偏差及國民體適能下降等因素之

影響（蔡長啟，1979），其中主要是受到國

外的體育思潮所影響，衡諸各國體育和健康促

進政策可以發現，提升全體國民體適能均為體

育政策之主流。同樣地，台灣體適能化的體育

思潮發展至今約30年的時間，無論是從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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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或衛教宣導，提升學生體適能和國民健康

體能，均為政府體育政策的主軸之一。

二、休閒化的體育思潮

休閒化的體育思潮泛指以體育活動達到

紓解身心壓力的目標，強調休閒除了能增進個

人身心靈的健康，也能強化社會、文化與經濟

之發展；休閒運動的內容則包括體能性、競技

性、健身性、健美性、親子性、娛樂性等海、

陸、空之運動項目之體育理念。休閒化的體育

思潮係引自歐美，但真正落實則是政府致力於

建設台灣成為現代化的社會，人民在歷經政治

解嚴、經濟成長、教育鬆綁等歷程後，休閒意

識逐步提升，休閒風潮逐漸盛行，國人對於休

閒活動日益重視。因此休閒的思維已成為國人

以及全球之議題，21世紀正是休閒活動發展

的關鍵時代。

三、產業化的體育思潮

產業化的體育思潮泛指將職業運動與運

動相關的組織、聯盟、服飾、裝備、用品、設

施、休閒娛樂活動、經紀人等商品或服務，

做整體產品組合，視為產業並以經營企業之概

念與策略加以管理之體育理念。而運動產業之

概念則以美國為國際運動產業發展之先驅，因

此台灣運動產業化的體育思潮與作法，幾乎大

多引自美國，尤其是職業棒球、職業籃球的形

成，最為典型。現代不少先進國家亦將運動產

業視為重點產業及國家升級轉型的關鍵，並傾

全力推動扶植，以掌握先行優勢（張芬芬等，

2009）。而隨著國人知識水平與健康觀念的

提升，越來越多人期望藉由運動來提升心靈的

滿足與身體的健康，因此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於

民國96年著手規劃制定「運動產業發展獎助

條例」，針對運動產業發展政策、相關獎助方

式、範圍、罰則等加以規範。另於民國98年

初組成「運動產業發展條例草案」研擬小組擬

訂相關事宜，以便在我國有效推動。

四、本土化的體育思潮

本土化的體育思潮泛指體育之推動應納入

國術、太極拳、民俗運動項目、舞龍、舞獅等

傳統廟會藝陣，及以原住民及漢族身體活動為

基礎，融合祭典、廟會、保鄉衛國的武術、休

閒娛樂等特色活動的各類民俗體育活動之體育

理念。

由於現代運動的發展幾乎都以歐美的運動

種類演化而來，這對其他國家的人民而言，不

見得能夠接受外來的文化，並且可能會阻礙自

己本土文化的發展，因此主張體育的發展應以

本土體育為主軸，才能延續本土文化的發展；

換言之，本土化的體育思潮係以對體育西洋化

的反思所產生之思想，例如20世紀初，學校

體育活動中即有「鄉土遊戲」、「武術」等課

程，1920年代發生洋土體育思想論戰，政府

遷台後在「復興中華文化」的思維下，大力推

展民俗體育活動，近年更是開發鄉土體育和民

俗體育，均為本土化體育思潮之體現。

結語

我國百年來的體育思潮在政、經與社會的

發展與轉型之下，形成多種思潮並存的局面，

各個思潮的發展均有其特殊之背景，並在政治

主導者的抉擇下產生興衰與起落現象，同時不

同體育思潮之間也會相互牽動，彼此互為借

鏡，形成向前推進的動力，帶動體育的發展。

同時由上述各思潮之發展可見，體育思潮之發

展衡受國內外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等因素之

影響，因此，體育界自須具備一定之敏銳度，

掌握體育發展之脈動，適時提出體育的發展方

向，做為執政者之重要施政參考，如此才能使

體育永續蓬勃發展。整體而言，百年來我國體

育思潮的發展脈絡，在政府遷台前主要的體育

思潮大致為民族主義、自然主義、錦標主義及

保種主義的體育思潮。政府遷台後至民國76

（1987）年戒嚴期間，由於國家處於兩岸備

戰狀態，主要的體育思潮大致為全民化、競技

化、教育化及軍事化的體育思潮。民國76年

解嚴之後，隨著兩岸關係的轉變，主要的體育

思潮大致為體適能化、休閒化、產業化及本土

化的體育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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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或衛教宣導，提升學生體適能和國民健康

體能，均為政府體育政策的主軸之一。

二、休閒化的體育思潮

休閒化的體育思潮泛指以體育活動達到

紓解身心壓力的目標，強調休閒除了能增進個

人身心靈的健康，也能強化社會、文化與經濟

之發展；休閒運動的內容則包括體能性、競技

性、健身性、健美性、親子性、娛樂性等海、

陸、空之運動項目之體育理念。休閒化的體育

思潮係引自歐美，但真正落實則是政府致力於

建設台灣成為現代化的社會，人民在歷經政治

解嚴、經濟成長、教育鬆綁等歷程後，休閒意

識逐步提升，休閒風潮逐漸盛行，國人對於休

閒活動日益重視。因此休閒的思維已成為國人

以及全球之議題，21世紀正是休閒活動發展

的關鍵時代。

三、產業化的體育思潮

產業化的體育思潮泛指將職業運動與運

動相關的組織、聯盟、服飾、裝備、用品、設

施、休閒娛樂活動、經紀人等商品或服務，

做整體產品組合，視為產業並以經營企業之概

念與策略加以管理之體育理念。而運動產業之

概念則以美國為國際運動產業發展之先驅，因

此台灣運動產業化的體育思潮與作法，幾乎大

多引自美國，尤其是職業棒球、職業籃球的形

成，最為典型。現代不少先進國家亦將運動產

業視為重點產業及國家升級轉型的關鍵，並傾

全力推動扶植，以掌握先行優勢（張芬芬等，

2009）。而隨著國人知識水平與健康觀念的

提升，越來越多人期望藉由運動來提升心靈的

滿足與身體的健康，因此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於

民國96年著手規劃制定「運動產業發展獎助

條例」，針對運動產業發展政策、相關獎助方

式、範圍、罰則等加以規範。另於民國98年

初組成「運動產業發展條例草案」研擬小組擬

訂相關事宜，以便在我國有效推動。

四、本土化的體育思潮

本土化的體育思潮泛指體育之推動應納入

國術、太極拳、民俗運動項目、舞龍、舞獅等

傳統廟會藝陣，及以原住民及漢族身體活動為

基礎，融合祭典、廟會、保鄉衛國的武術、休

閒娛樂等特色活動的各類民俗體育活動之體育

理念。

由於現代運動的發展幾乎都以歐美的運動

種類演化而來，這對其他國家的人民而言，不

見得能夠接受外來的文化，並且可能會阻礙自

己本土文化的發展，因此主張體育的發展應以

本土體育為主軸，才能延續本土文化的發展；

換言之，本土化的體育思潮係以對體育西洋化

的反思所產生之思想，例如20世紀初，學校

體育活動中即有「鄉土遊戲」、「武術」等課

程，1920年代發生洋土體育思想論戰，政府

遷台後在「復興中華文化」的思維下，大力推

展民俗體育活動，近年更是開發鄉土體育和民

俗體育，均為本土化體育思潮之體現。

結語

我國百年來的體育思潮在政、經與社會的

發展與轉型之下，形成多種思潮並存的局面，

各個思潮的發展均有其特殊之背景，並在政治

主導者的抉擇下產生興衰與起落現象，同時不

同體育思潮之間也會相互牽動，彼此互為借

鏡，形成向前推進的動力，帶動體育的發展。

同時由上述各思潮之發展可見，體育思潮之發

展衡受國內外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等因素之

影響，因此，體育界自須具備一定之敏銳度，

掌握體育發展之脈動，適時提出體育的發展方

向，做為執政者之重要施政參考，如此才能使

體育永續蓬勃發展。整體而言，百年來我國體

育思潮的發展脈絡，在政府遷台前主要的體育

思潮大致為民族主義、自然主義、錦標主義及

保種主義的體育思潮。政府遷台後至民國76

（1987）年戒嚴期間，由於國家處於兩岸備

戰狀態，主要的體育思潮大致為全民化、競技

化、教育化及軍事化的體育思潮。民國76年

解嚴之後，隨著兩岸關係的轉變，主要的體育

思潮大致為體適能化、休閒化、產業化及本土

化的體育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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