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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取得體育教師合格證，成為儲備

之正式體育教師。惟近幾年修畢體育

教育學程之體育系與競技系之畢業生，

通過教師資格檢定考試之比例有偏低之

現象，尤其競技系之畢業生，通過之比例

更形偏低，導致通過體育教師甄選之學生，

有術科偏弱之現象，影響體育教學品質。

展望未來，似宜適度修訂教師資格檢

定考試辦法，建議上策為體育教師加考體

育術科，維持體育教學素質，或適度調整

考試學科與加強輔導體育系與競技系修習

教育學程之學科考試，以利提升教師檢定

通過率。

結語

師資素質決定教學品質應為教育界之

共識，因此不論專業知能或專業精神均須經

過嚴謹之師資培育過程。回顧過去，因師資

不足而採取檢定或修習教育學程等不同之因

應措施，雖屬無奈，卻無法避免師資素質參

差不齊之現象，為解決此一現象，不斷地在

職進修成為必要之途徑，未來實施教師評鑑

之後，教師進修更宜納入評鑑範圍。展望未

來，在師資過剩的情形下，理論上應能有效

提升中等以下學校體育師資之素質，惟事實

上卻與理想有所落差，例如培育了國民小學

合格體育教師，卻難以透過甄選進入校園，

導致教學品質良莠不齊，未來在不改變甄試

內容的情形下，宜改變甄選順序，先考術

科，淘汰不具術科專長者之後，再考學科，

解決問題，使合格國小體育教師能進入校

園。中等學校體育教師檢定考試則宜增加術

科考試，確保中等學校合格體育教師之專業

能力，使體育師資之培育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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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競技運動之
回顧與前瞻

前言

我國學校競技運動之回顧與前瞻，在

回顧部分，為便於歷史事件論述之銜接，將

以 1949 年政府遷台為切割點，分別論述。

為求事件論述之正確性，本文以歷次中華民

國教育年鑑為主要文獻依據，再以學者相關

體育史著作之記述為輔助文獻。在前瞻部分

則以對未來新的中央體育組織「教育部體委

署」之期許為主。

我國學校競技運動之回顧

民國肇創迄今，在政府遷台以前，有關

學校競技運動沒有太多的具體政策或措施，

自 1973 年體育司成立後，則陸續推出許多

計畫或方案，以下茲分 1949 年政府遷台前

時期與政府遷台後時期，敘述該時期學校競

技運動之主要措施。

一、1949 年政府遷台前時期

民國成立初期，中國剛從一個封建社

會的末期，轉向中、西思潮交會的時代。由

於頻繁的戰事所致，尚武的體育思想幾乎主

導了整個學校體育的推動，濃厚的軍事氣

氛，壓縮了當時學校體育教學及體育活動的

發展空間與彈性，即使民國初年有些西洋人

士將新式體育導入中國，但仍無法造成全面

的改變。也因此，此時期學校體系內的運動

選手，在培訓上無法獲得充分的政府政策支

援，也少見有關於學校體運動選手培訓的

具體措施，只散見一些競技性的學校體育

活動，如 1912 年北京清華與通縣協和及北

京滙文三大學舉行首屆聯合運動會；1913

年以學校為單位的華北聯合運動會成立；

1914 年江蘇省立各學校在南京舉行聯合運

動會；1918 年浙江省舉行全省中等學校聯

合運動會；1920 年上海復旦大學與南京高

師加入華東體育聯合會運動競賽，1926 年

各地學校都會舉行運動會，地區也舉辦校際

聯合運動會。是當時學校競技運動的一些代

表性活動。（行政院體育委員會，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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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年北伐成功，全國統一後，內憂

外患依然如故，政府則努力推動國家建設，

體育納為教育的一環，1929 年國民政府公

布「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第

七條規定「各級學校及社會教育，應一體注

重發展國民之體育。……發展體育之目的，

固在增進民族之體力，尤須以鍛鍊強健之精

神，養成規律之習慣為主要務」將學校體育

定義清楚。（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編審委員

會，1934）學校競技運動方面教育部陸續

訂頒幾項有關法規，如 1935 年訂頒「各級

學校運動代表隊規程」，通令全國實施，

將各校運動代表隊導入正軌；1939 年訂頒

「各級學校體育實施方案」、1941 年頒布

「國立中等學校體育實施成果競賽辦法」，

督促各校除平時自行舉辦校內競賽外，各地

也要經常舉辦校際聯合運動會。（吳文忠，

1981，162）1946 年行政院核頒「國民體

育實施計畫」，倡導體育競技化及普及化併

行，學校體育也依該實施計畫提倡學校體育

表演、定期運動競賽等措施。（行政院體育

委員會，2011）

綜觀此時期，可謂內憂外患不斷、時局

長期動盪不安，學校競技運動只見一些零星

的措施與活動，而沒有太多的建樹。

二、1949 年政府遷台後時期 

1949 年大陸淪陷，政府遷台。政府遷

台初期，一切以反攻大陸為首要目標，政府

財政、物資皆以支援國防為主，體育活動僅

選擇重點性的發展，其主要行政措施不外乎

舉辦運動會及加強學校體育。（劉照金、邱

金松，2008）1954 年蔣中正手著「民生主

義育樂兩篇補述」，其中有關體育建設的指

示甚多，包括：體育訓練應能適應社會的變

動，並進而擔當建設民生主義社會的重任，

同時並指示提倡射擊、射箭、駕駛、操舟、

游泳、滑冰、滑雪、國術、舞蹈等活動，

認為體育應發揮其生活應用與正當娛樂的價

值，此一指示成為當時推展體育所遵循之方

針與依據。（行政院體育委員會，2011）以

下從訂頒各種體育實方案加強學校競技運動

的推動、舉辦校全國性校際運動會、學校優

秀運動選手培育、學生運動選手學業照顧等

方面加以論述。

（一） 訂頒各種體育實方案加強學校競技

運動的推動

1957 年教育部發布國民學校、中等學

校及專科以上學校三種學校體育實施方案。

1969 年配合九年國教實施，教育部修正公

布國民小學、國民中學體育實方案。各級學

校體育實方案中規定，各級學校每學期應舉

辦運動比賽、每學年應舉辦全校運動會、

每位學生至少應參加團體及個人項目各一

項。（吳文忠，1981）此外，1965 年台灣

省政府也訂頒「台灣省發展國民體育實施方

案」，將「從學校運動會選拔訓練優秀運動

員」列為方案之一；（台灣省國民體育委

員會，1971a）1966 年教育部訂頒「各公

私立中等學校體育成績優良學生保送升學辦

法」，著手規劃協助運動績優學生延續其運

動專項技能發展；1968 年教育部訂頒「發

展全民體育培養優秀運動人才實施方案」，

擴大辦理各級學校體育優秀學生免試保送升

學。（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1976）

由此可見政府遷台初期，政府對於運動選手

的培訓已逐漸開始重視。

（二）舉辦校全國性校際運動賽會

全國性校際運動會有二，中等學校運

動會及大專院校運動會。中等學校運動會

自 1952 年起，每年舉辦一次，名稱為「台

灣省中等學校運動會」。1956 年起加入大

專院校改名為「台灣省中等以上學校運動

會」。1968 年台北市升格為院轄市，中上

運動會照常舉辦，台北市另辦「台北市中等

學校運動會」。1969 年起大專運動會與中

學運動會分離，大專運動會由教育部主辦，

名稱為「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運動會」，中

等學校運動會由台灣省及台北巿政府分別舉

辦。1975 年起台灣省與台北市中等學校運

動會合併為「台灣區中等學校運動會」，由

教育部主辦，各縣市政府輪流舉辦，名稱為

「台灣區中等學校運動會」。1997 年行政

院體委會成立，中運會與大運會主管機關均

轉為體委會，名稱改為「全國中等學校運動

會」及「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2000 年

全中運及全大運回復由教育部主管。（國立

教育資料館，2010）

全國性學生運動會舉辦目的最早是配

合學校體育課程的成果驗收，以普及學生參

與運動風氣為主，加強競技成績為輔，舉辦

目的為「加強學校體育活動，促進青少年身

心健康，提高運動競技水準」。1998 年學

生運動會改隸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主政後，朝

向競技化方向發展，舉辦目的修改為：「為

發展學校競技運動，提高學校學生運動水準

與競爭實力」2000 年學生運動會回歸教育

部主政，舉辦目的再回復為以展現學校體育

教學成果，普及運動風氣為主之概念，具體

目的為「為加強學校體育活動，展現學校體

育教學成果，促進學生身心健康，提高學生

運動技術水準」。2007 年，為符合與國際

接軌的需要，再度將學生運動會朝向精緻

化、競技化的走向規劃，舉辦目的修正為

「為發展我國學校競技運動，提高運動技術

水準，發掘優秀運動選手」。（國立教育資

料館，2010）

（三）學校優秀運動選手培育

積極培養優秀運動選手為國舉才、為國

爭光，是競技運動致力的重點工作。1977

年教育部首先督導省市教育廳局，遴選九所

運動成績優良之中等學校，試辦有計畫的

優秀運動選手長期訓練工作，並以田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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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年北伐成功，全國統一後，內憂

外患依然如故，政府則努力推動國家建設，

體育納為教育的一環，1929 年國民政府公

布「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第

七條規定「各級學校及社會教育，應一體注

重發展國民之體育。……發展體育之目的，

固在增進民族之體力，尤須以鍛鍊強健之精

神，養成規律之習慣為主要務」將學校體育

定義清楚。（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編審委員

會，1934）學校競技運動方面教育部陸續

訂頒幾項有關法規，如 1935 年訂頒「各級

學校運動代表隊規程」，通令全國實施，

將各校運動代表隊導入正軌；1939 年訂頒

「各級學校體育實施方案」、1941 年頒布

「國立中等學校體育實施成果競賽辦法」，

督促各校除平時自行舉辦校內競賽外，各地

也要經常舉辦校際聯合運動會。（吳文忠，

1981，162）1946 年行政院核頒「國民體

育實施計畫」，倡導體育競技化及普及化併

行，學校體育也依該實施計畫提倡學校體育

表演、定期運動競賽等措施。（行政院體育

委員會，2011）

綜觀此時期，可謂內憂外患不斷、時局

長期動盪不安，學校競技運動只見一些零星

的措施與活動，而沒有太多的建樹。

二、1949 年政府遷台後時期 

1949 年大陸淪陷，政府遷台。政府遷

台初期，一切以反攻大陸為首要目標，政府

財政、物資皆以支援國防為主，體育活動僅

選擇重點性的發展，其主要行政措施不外乎

舉辦運動會及加強學校體育。（劉照金、邱

金松，2008）1954 年蔣中正手著「民生主

義育樂兩篇補述」，其中有關體育建設的指

示甚多，包括：體育訓練應能適應社會的變

動，並進而擔當建設民生主義社會的重任，

同時並指示提倡射擊、射箭、駕駛、操舟、

游泳、滑冰、滑雪、國術、舞蹈等活動，

認為體育應發揮其生活應用與正當娛樂的價

值，此一指示成為當時推展體育所遵循之方

針與依據。（行政院體育委員會，2011）以

下從訂頒各種體育實方案加強學校競技運動

的推動、舉辦校全國性校際運動會、學校優

秀運動選手培育、學生運動選手學業照顧等

方面加以論述。

（一） 訂頒各種體育實方案加強學校競技

運動的推動

1957 年教育部發布國民學校、中等學

校及專科以上學校三種學校體育實施方案。

1969 年配合九年國教實施，教育部修正公

布國民小學、國民中學體育實方案。各級學

校體育實方案中規定，各級學校每學期應舉

辦運動比賽、每學年應舉辦全校運動會、

每位學生至少應參加團體及個人項目各一

項。（吳文忠，1981）此外，1965 年台灣

省政府也訂頒「台灣省發展國民體育實施方

案」，將「從學校運動會選拔訓練優秀運動

員」列為方案之一；（台灣省國民體育委

員會，1971a）1966 年教育部訂頒「各公

私立中等學校體育成績優良學生保送升學辦

法」，著手規劃協助運動績優學生延續其運

動專項技能發展；1968 年教育部訂頒「發

展全民體育培養優秀運動人才實施方案」，

擴大辦理各級學校體育優秀學生免試保送升

學。（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1976）

由此可見政府遷台初期，政府對於運動選手

的培訓已逐漸開始重視。

（二）舉辦校全國性校際運動賽會

全國性校際運動會有二，中等學校運

動會及大專院校運動會。中等學校運動會

自 1952 年起，每年舉辦一次，名稱為「台

灣省中等學校運動會」。1956 年起加入大

專院校改名為「台灣省中等以上學校運動

會」。1968 年台北市升格為院轄市，中上

運動會照常舉辦，台北市另辦「台北市中等

學校運動會」。1969 年起大專運動會與中

學運動會分離，大專運動會由教育部主辦，

名稱為「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運動會」，中

等學校運動會由台灣省及台北巿政府分別舉

辦。1975 年起台灣省與台北市中等學校運

動會合併為「台灣區中等學校運動會」，由

教育部主辦，各縣市政府輪流舉辦，名稱為

「台灣區中等學校運動會」。1997 年行政

院體委會成立，中運會與大運會主管機關均

轉為體委會，名稱改為「全國中等學校運動

會」及「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2000 年

全中運及全大運回復由教育部主管。（國立

教育資料館，2010）

全國性學生運動會舉辦目的最早是配

合學校體育課程的成果驗收，以普及學生參

與運動風氣為主，加強競技成績為輔，舉辦

目的為「加強學校體育活動，促進青少年身

心健康，提高運動競技水準」。1998 年學

生運動會改隸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主政後，朝

向競技化方向發展，舉辦目的修改為：「為

發展學校競技運動，提高學校學生運動水準

與競爭實力」2000 年學生運動會回歸教育

部主政，舉辦目的再回復為以展現學校體育

教學成果，普及運動風氣為主之概念，具體

目的為「為加強學校體育活動，展現學校體

育教學成果，促進學生身心健康，提高學生

運動技術水準」。2007 年，為符合與國際

接軌的需要，再度將學生運動會朝向精緻

化、競技化的走向規劃，舉辦目的修正為

「為發展我國學校競技運動，提高運動技術

水準，發掘優秀運動選手」。（國立教育資

料館，2010）

（三）學校優秀運動選手培育

積極培養優秀運動選手為國舉才、為國

爭光，是競技運動致力的重點工作。1977

年教育部首先督導省市教育廳局，遴選九所

運動成績優良之中等學校，試辦有計畫的

優秀運動選手長期訓練工作，並以田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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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體操、桌球四種運動為施訓種類。

1979 年根據試辦結果，進一步訂頒「長期

培育中小學優秀運動人才實施要點」，對中

小學長期培育優秀運動選手的推展方式、選

訓對象、學校指定、選手管理、經費籌措以

及考核等作了明確的規範。1982 年再進一

步制訂「長期培養大專優秀運動人才實施計

畫」，將長期培養大專優秀運動人才的目

的、推展方式、選訓對象、項目遴定、學校

遴定、訓練管理、經費籌措與考核獎勵等作

了詳細的規範，使學校體育之「優秀運動選

手培育」體系，自國小以至大專，有了延續

銜接體系與制度。（林國棟，1982；教育

部體育司，1990；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

員會，1987）

1971 年台灣省教育廳依據行政院「發

展全民體育培養優秀運動人才實施方案」、

教育部「公私立中等學校體育成績優良學生

保送升學辦法」、「台灣省發展國民體育

實施方案」，訂定「台灣省公私立中等學

校體育班設置計畫」，建立學校運動人才

培養網，對有潛能、有優良運動紀錄之人

才，作有計畫之長期訓練，是為體育班的肇

始。1984 年教育部訂頒「國民中、小學體

育教育實驗班實施計畫」，先選擇八所國民

中、小學，辦理桌球、體操、游泳體育實驗

班。1990 年修正為「國民中小學體育班實

施計畫」。對國民中、小學開設「體育班」

之目的、施教重點、實施要點、教學課程、

教學評鑑、經費籌措、設備標準、以及考核

獎勵等作了詳細規範，使國民中、小學早期

發掘培育優秀運動人才之措施，開拓了另一

有效管道。之後體育班再延伸至高級中等學

校，使基層優秀運動選手之早期培育體系更

趨健全。2006 年教育部重新訂定「教育部

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置要點」，

以及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課程綱要、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體育班及運動代表隊訓練注意事

項、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作業要點、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特色招生甄

選入學作業要點、體育類高級中學及體育班

免試入學作業要點等法規，體育班的設置與

運作更趨完善。（台灣省國民體育委員會，

1971b；教育部，1987，2007；曾瑞成，

2009；國立教育資料館，2010）

鑑於學校體育教師身兼教練工作之辛

勞，為使「選手培訓」工作與「體育教學」

工作，同樣有專業人員負責執事，以使我國

運動向下紮根，教育部於 1983 年研擬「學

校專任運動教練實施要點」，其後修正為

「學校專任運動教練實施計畫」，1985 年

再訂頒「學校專任運動教練實施計畫」，

對學校專任運動教練之遴選資格、甄試、

儲訓、分發、待遇、考核等作了明確規範，

1986 年再訂頒「約聘（僱）學校專任運動

教練考核及遷調實施要點」，作為考評依

據。1986 年委託台灣師大招訓 39 名學校

專任運動教練分發任用。於 78、79、80、

81 學年度，委託國立體育學院分別招訓六

期，合計培訓 436 名專任教練，由部、廳、

局各自分發至各重點發展單項運動學校服

務。輔導與管理則另訂「學校專任教練輔導

與管理實施要點」，由部廳局及相關學校據

以辦理。1997 年體委會成立後，專任運動

教練業務移由體委會主管，體委會接管專任

運動教練業務後，立即著手制度化的推動，

歷經數度協調與修法，「國民體育法」及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經立法院修正通過，

將學校專任運動教練納入為教育人員。體委

會於 2005 年依法訂定「各級學校專任運動

教練資格審定辦法」，作為審定學校專任運

動教練之依據。教育部亦於同年發布「各級

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辦法」，作為各校聘

用專任教練依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之身分

定位與聘用問題乃得確定，教育部再進一步

訂頒「國立大專校院申請增聘專任運動教練

員額審核原則」、「教育部獎勵各級學校聘

任專任運動教練實施要點」鼓勵各級學校

踴躍聘用學校專任運動教練。（教育部教

育年鑑編纂委員會，1987；國民體育季刊

社，1989；周宏室，1991；教育部體育司，

1997；教育部，2008；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2002，2005，2009b）

1982 年教育部輔導各縣市政府成立

「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1989 年推動「國

家體育建設中程計畫」，在長期培訓優秀運

動選手方面，明定重點選拔培訓項目，分別

在學校、「地方訓練站」、左營運動訓練中

心加強培訓工作。1997 年體委會成立後，

制定「四級選手培訓體制」，第一層為「基

層運動選手陪訓」，確立「基層運動選手訓

練站」的角色地位，接著體委會訂頒「行政

院體育委員會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輔導各

縣市政府設置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經費補

助原則」，輔導各縣市政府設置「基層運

動選手訓練站」，落實基層選手培訓工作。

2000 年再訂頒「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輔導大

專校院發展特色運動經費補助原則」、「行

政院體育委員會輔導體育專業校院改善運動

訓練環境經費補助原則」，銜續基層學生優

秀運動選手培訓，繼續輔導大專院校發展特

色運動，長期有計畫地培訓大專優秀運動人

才。2007 年再訂頒「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輔

導大專校院及體育高級中學發展特色運動及

改善運動訓練環境經費補助要點」，對體育

專業之大專校院、設有體育運動系所且培養

優秀競技運動人才為目之大專校院、培訓經

教育部核定為運動成績優良學生甄試資格且

屬亞奧運競賽種類及項目之優秀競技運動人

才之大專校院以及體育高級中學，積極輔導

其改善運動訓練環境。2009 年體委會提出

「運動人才中長程培育計畫」，將優秀運動

人才培育建立長期培育的機制。（教育部教

育年鑑編篆委員會 1987；行政院體育委員

會，1999，2000，2003，2009，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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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根據試辦結果，進一步訂頒「長期

培育中小學優秀運動人才實施要點」，對中

小學長期培育優秀運動選手的推展方式、選

訓對象、學校指定、選手管理、經費籌措以

及考核等作了明確的規範。1982 年再進一

步制訂「長期培養大專優秀運動人才實施計

畫」，將長期培養大專優秀運動人才的目

的、推展方式、選訓對象、項目遴定、學校

遴定、訓練管理、經費籌措與考核獎勵等作

了詳細的規範，使學校體育之「優秀運動選

手培育」體系，自國小以至大專，有了延續

銜接體系與制度。（林國棟，1982；教育

部體育司，1990；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

員會，1987）

1971 年台灣省教育廳依據行政院「發

展全民體育培養優秀運動人才實施方案」、

教育部「公私立中等學校體育成績優良學生

保送升學辦法」、「台灣省發展國民體育

實施方案」，訂定「台灣省公私立中等學

校體育班設置計畫」，建立學校運動人才

培養網，對有潛能、有優良運動紀錄之人

才，作有計畫之長期訓練，是為體育班的肇

始。1984 年教育部訂頒「國民中、小學體

育教育實驗班實施計畫」，先選擇八所國民

中、小學，辦理桌球、體操、游泳體育實驗

班。1990 年修正為「國民中小學體育班實

施計畫」。對國民中、小學開設「體育班」

之目的、施教重點、實施要點、教學課程、

教學評鑑、經費籌措、設備標準、以及考核

獎勵等作了詳細規範，使國民中、小學早期

發掘培育優秀運動人才之措施，開拓了另一

有效管道。之後體育班再延伸至高級中等學

校，使基層優秀運動選手之早期培育體系更

趨健全。2006 年教育部重新訂定「教育部

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置要點」，

以及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課程綱要、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體育班及運動代表隊訓練注意事

項、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

作業要點、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特色招生甄

選入學作業要點、體育類高級中學及體育班

免試入學作業要點等法規，體育班的設置與

運作更趨完善。（台灣省國民體育委員會，

1971b；教育部，1987，2007；曾瑞成，

2009；國立教育資料館，2010）

鑑於學校體育教師身兼教練工作之辛

勞，為使「選手培訓」工作與「體育教學」

工作，同樣有專業人員負責執事，以使我國

運動向下紮根，教育部於 1983 年研擬「學

校專任運動教練實施要點」，其後修正為

「學校專任運動教練實施計畫」，1985 年

再訂頒「學校專任運動教練實施計畫」，

對學校專任運動教練之遴選資格、甄試、

儲訓、分發、待遇、考核等作了明確規範，

1986 年再訂頒「約聘（僱）學校專任運動

教練考核及遷調實施要點」，作為考評依

據。1986 年委託台灣師大招訓 39 名學校

專任運動教練分發任用。於 78、79、80、

81 學年度，委託國立體育學院分別招訓六

期，合計培訓 436 名專任教練，由部、廳、

局各自分發至各重點發展單項運動學校服

務。輔導與管理則另訂「學校專任教練輔導

與管理實施要點」，由部廳局及相關學校據

以辦理。1997 年體委會成立後，專任運動

教練業務移由體委會主管，體委會接管專任

運動教練業務後，立即著手制度化的推動，

歷經數度協調與修法，「國民體育法」及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經立法院修正通過，

將學校專任運動教練納入為教育人員。體委

會於 2005 年依法訂定「各級學校專任運動

教練資格審定辦法」，作為審定學校專任運

動教練之依據。教育部亦於同年發布「各級

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辦法」，作為各校聘

用專任教練依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之身分

定位與聘用問題乃得確定，教育部再進一步

訂頒「國立大專校院申請增聘專任運動教練

員額審核原則」、「教育部獎勵各級學校聘

任專任運動教練實施要點」鼓勵各級學校

踴躍聘用學校專任運動教練。（教育部教

育年鑑編纂委員會，1987；國民體育季刊

社，1989；周宏室，1991；教育部體育司，

1997；教育部，2008；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2002，2005，2009b）

1982 年教育部輔導各縣市政府成立

「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1989 年推動「國

家體育建設中程計畫」，在長期培訓優秀運

動選手方面，明定重點選拔培訓項目，分別

在學校、「地方訓練站」、左營運動訓練中

心加強培訓工作。1997 年體委會成立後，

制定「四級選手培訓體制」，第一層為「基

層運動選手陪訓」，確立「基層運動選手訓

練站」的角色地位，接著體委會訂頒「行政

院體育委員會 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輔導各

縣市政府設置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經費補

助原則」，輔導各縣市政府設置「基層運

動選手訓練站」，落實基層選手培訓工作。

2000 年再訂頒「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輔導大

專校院發展特色運動經費補助原則」、「行

政院體育委員會輔導體育專業校院改善運動

訓練環境經費補助原則」，銜續基層學生優

秀運動選手培訓，繼續輔導大專院校發展特

色運動，長期有計畫地培訓大專優秀運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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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運動員之學業照顧

教育部為加強學校體育之實施，鼓勵

普遍推行體育運動之風氣，特制訂「各公私

立中等學校體育成績優良學生保送升學辦

法」，於 1966 年發布實施。該辦法因應時

代變革需要，歷經 20 餘次修正，現行辦法

是民國 2011 年修正發布，名稱修正為「中

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

法」。升學輔導方式除原有之甄審、甄試升

學高中（職）及大學外，還擴及專科學校學

生在學期間或畢業之輔導，中等學校畢業之

身心障礙學生及國民補習學校、高級中學與

職業進修學校學生及專科學校肄（畢）業學

生之轉學（插班）考試，以及學校單獨招生

考試。1981 年教育部對準備參加奧運選訓

計畫中之學生選手，訂有「參加奧運選訓選

手及教練有關問題處理規定」。2003 年體

委會對在國訓中心培訓之學生選手，也訂

「辦理優秀運動選手培（集）訓課業輔導處

理要點」，對學生選手之學業問題，有至為

周延之照顧措施。（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篆

委員會，1976；教育部體育司，1990；行

政院體育委員會，2007，2009d；教育部，

2012）

學校競技運動之前瞻

1949 年政府遷台後，政府開始注意

到學校優秀運動選手的培訓工作，尤其自

1973 年教育部設立體育司以至 1987 年體

委會成立，除陸續推出諸多建構優秀運動選

手培訓體系之計畫，也因應專項需要制訂許

多專案計畫，如棒球振興計畫、振興棒球運

動總計畫、教育部輔導建立區域運動人才培

育體系作業要點、培育原住民學生田徑人才

計畫、大足球中程計畫、促進優質學生棒球

運動方案、花東學生棒球運動區域人才培育

計畫，都是學校運動選手培訓方面相當有影

響的具體措施，尤其學校專任運動教練的法

制化，更是學校競技運動方面極大的建樹。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2009c；行政院體

育委員會，2010；教育部，1998，2009，

2010）

2013 年 1 月開始，教育部體育司與行

政院體育委員會都將成為歷史，降格為三

級機關的教育部體育署，將來在資源爭取、

部會協調上，可以預見的都將比現在困難

許多，茲期望 2013 年新的格局有新的作

為。

一、 未來的教育部長能在煩於教育問題之

餘，還能熱心關懷體育業務，不要讓

體育像之前教育部體育司那樣，成為

教育部的棄嬰。

二、 未來的體育署能將原來體育司、體委

會制訂的各項計畫，重新檢視，去蕪

存菁，好的能賡續推動，無效益的計

畫即予停止或改進。

三、 由於體育司與體委會合而為一，學校

優秀運動人才培育未來將易於整合，

如爭議多時的體育班與基層訓練站競

合，應可立即處理；單項運動協會與

學校的分工合作，應加強溝通聯繫以

發揮互補功能。

結語

體育司與體委會合併為三級機關體育

署，一般不看好國家體育未來能有大作為。

但是，另外也有期許因為體育回歸教育部

主管，在與學校關係甚深的運動人才培育

上，業務推動會比較順遂，會更有效益，

或許 2017 年世大運的籌辦與競賽成績表

現，就可驗收此項論點。但關係全體師生

體能提升、運動健康促進的體育教育，冀

期更受到重視與大力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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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體育班發展歷程與策略

前言

我國基層運動人才的培育係透過教育

部的體育班或運動代表隊及行政院體育委員

會的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來執行（行政院體

育委員會自民國 102 年月 1 日起併入教育

部成為教育部體育署），近年來設立體育班

的高中（職），從 94 學年的 72 所成長到

99 學年的 132 所，國中、小亦有成長的趨

勢，顯見體育班在國內競技運動發展的角色

日趨重要。

體育班從專任運動教練的聘任、招收具

有發展潛能的運動績優學生、課程規劃、生

活、學業與升學輔導及經費與場地設備等各

方面著手，逐步改善菁英運動選手的教育訓

練環境，符合「競技運動，必須重視教練、

運動員與支持環境等三因素。」與「運動訓

練是另一種型式的教育，具有特殊的教育價

值。」的理念（教育部，2011）。

經過四十年的努力，體育班已由純然的

代表隊訓練，轉化為菁英運動員的教育，這

段發展歷程值得認識與省思。

從學校體育統計年報發現，體育班的發

展雖日漸成熟，但發展的過程也衍生了招生

困難、經費不足、課業輔導不易及訓練設施

不夠等問題，同時也有少部分學校未能貫徹

體育班設立宗旨，致使發展偏差，都待我們

共同解決。

體育班發展歷程

一、 運動代表隊：六○年代，學校為了延

續傳統運動項目優異競賽成績，各校均

積極網羅績優或具有發展潛能之運動

選手，此時期以運動代表隊為基石的模

式來招生。

二、 重點發展項目：六○年代後期，為輔

導學校組訓運動代表隊，並獎勵競賽績

優學校，教育部訂定辦法鼓勵學校「重

點發展運動項目」。

三、 體育實驗班：七○年代，為解決運動

代隊造成的困擾，並提升運動績優學生

的學習環境，選定八所國民中小學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