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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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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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實驗班計畫，展開了運動績優學生

另一階段的教育模式。

四、 體育班（體育中學）：八○年代前期，

體育實驗中學籌備處成立，四年後招

生。八○年代後期，體育班「專長訓練

課程」列入正式課程。

五、 體育班課程綱要：經過各學門專家學

者的研訂與多場公聽會的討論，教育部

於民國 97 年公佈「高中體育班課程綱

要」，讓體育班各項課程規畫設計具有

法源依據。

體育班發展現況（教育部，2009，2010）

一、設立體育班學校數

‧   民國 98 年：國小 135 校、國中 247 校、

高中（職）111 校，計 493 校。

‧   民國 99 年：國小 157 校、國中 271 校、

高中（職）132 校，計 560 校。

二、專長訓練情形

（一）每週訓練天數

1. 小學

‧  民國 98 年：以訓練 5 天為主（84 校），

其次為訓練 6 天（33 校）。

‧  民國 99 年：以訓練 5 天為主（98 校），

其次為訓練 6 天（37 校）。

2. 國中

‧  民國 98年：以訓練 5天為主（133校），

其次為訓練 6 天（69 校）。

‧  民國 99年：以訓練 5天為主（152校），

其次為訓練 6 天（80 校）。

3. 高中（職）

‧  民國 98 年：以訓練 6 天為主（52 校），

其次為訓練 5 天（48 校）。

‧  民國 99 年：以訓練 5 天為主（62 校），

其次為訓練 6 天（52 校）。

（二）寒暑假訓練情形

1. 小學

‧  民國 98 年：寒暑假都訓練（122 校），

都不訓練（8 校）。

‧  民國 99 年：寒暑假都訓練（142 校），

都不訓練（3 校）。

2. 國中

‧  民國 98 年：寒暑假都訓練（221 校），

都不訓練（9 校）。

‧  民國 99 年：寒暑假都訓練（254 校），

都不訓練（10 校）。

3. 高中（職）

‧  民國 98 年：寒暑假都訓練（106 校），

都不訓練（1 校）。

‧  民國 99 年：寒暑假都訓練（130 校），

都不訓練（2 校）。

（三）週一至週五訓練時段（時數）

1. 小學

‧  民國 98 年：主要訓練時段，課後（2.06

小時）；次要訓練時段，下午（1.98小時）。

‧  民國 99 年：主要訓練時段，下午（1.91

小時）；次要訓練時段，課後（1.81小時）。

2. 國中

‧   民國 98 年：主要訓練時段，下午（2.67

小時）；次要訓練時段，課後（2.13小時）。

‧ 民國 99 年：主要訓練時段，下午（2.28

小時）；次要訓練時段，課後（1.68小時）。

3. 高中（職）

‧ 民國 98 年：主要訓練時段，下午（2.79

小時）；次要訓練時段，課後（2.11小時）。

‧ 民國 99 年：主要訓練時段，下午（2.64

小時）；次要訓練時段，課後（2.02小時）。

（四）週六、日訓練時段（時數）

1. 小學

‧  民國 98 年：主要訓練時段，下午（3.15

小時）；次要訓練時段，上午（2.94小時）。

‧  民國 99 年：主要訓練時段，下午（3.14

小時）；次要訓練時段，上午（3.00小時）。

2. 國中

‧  民國 98 年：主要訓練時段，下午（2.84

小時）；次要訓練時段，上午（2.83小時）。

‧  民國 99 年：主要訓練時段，下午（3.00

小時）；次要訓練時段，上午（2.79小時）。

3. 高中（職）

‧  民國 98 年：主要訓練時段，下午（2.87

小時）；次要訓練時段，上午（2.84小時）。

‧  民國 99 年：主要訓練時段，下午（3.03

小時）；次要訓練時段，上午（2.77小時）。

三、生活、學業及升學輔導

（一）生活輔導情形

1. 小學

‧  民國 98 年：多數學校訂有生活輔導辦

法並確實執行（79 校），其次為未訂

辦法但實施輔導（36 校），再次者為

設訂辦法 , 但實施待加強（15 校），未

訂辦法且未實施輔導者（5 校）。

‧  民國 99 年：多數學校訂有生活輔導辦

法並確實執行（111 校），其次為未訂

辦法但實施輔導（29 校），再次者為

設訂辦法 , 但實施待加強（14 校），未

訂辦法且未實施輔導者（3 校）。

2. 國中

‧  民國 98 年：多數學校訂有生活輔導辦

法並確實執行（181 校），其次為訂有

辦法 , 但實施待加強（32 校），再次者

未訂辦法但實施輔導為（31 校），未

訂辦法且未實施輔導者（3 校）。

‧  民國 99 年：多數學校訂有生活輔導辦

法並確實執行（207 校），其次為訂有

為辦法 , 但實施待加強（47 校），再次

者未訂辦法但實施輔導（16 校），未

訂辦法且未實施輔導者（1 校）。

3. 高中（職）

‧  民國 98 年：多數學校訂有生活輔導辦

法並確實執行（82 校），其次為訂有

辦法 , 但實施待加強（21 校），再次者

為未訂辦法但實施輔導（6 校），未訂

辦法且未實施輔導者（2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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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實驗班計畫，展開了運動績優學生

另一階段的教育模式。

四、 體育班（體育中學）：八○年代前期，

體育實驗中學籌備處成立，四年後招

生。八○年代後期，體育班「專長訓練

課程」列入正式課程。

五、 體育班課程綱要：經過各學門專家學

者的研訂與多場公聽會的討論，教育部

於民國 97 年公佈「高中體育班課程綱

要」，讓體育班各項課程規畫設計具有

法源依據。

體育班發展現況（教育部，2009，2010）

一、設立體育班學校數

‧   民國 98 年：國小 135 校、國中 247 校、

高中（職）111 校，計 493 校。

‧   民國 99 年：國小 157 校、國中 271 校、

高中（職）132 校，計 560 校。

二、專長訓練情形

（一）每週訓練天數

1. 小學

‧  民國 98 年：以訓練 5 天為主（84 校），

其次為訓練 6 天（33 校）。

‧  民國 99 年：以訓練 5 天為主（98 校），

其次為訓練 6 天（37 校）。

2. 國中

‧  民國 98年：以訓練 5天為主（133校），

其次為訓練 6 天（69 校）。

‧  民國 99年：以訓練 5天為主（152校），

其次為訓練 6 天（80 校）。

3. 高中（職）

‧  民國 98 年：以訓練 6 天為主（52 校），

其次為訓練 5 天（48 校）。

‧  民國 99 年：以訓練 5 天為主（62 校），

其次為訓練 6 天（52 校）。

（二）寒暑假訓練情形

1. 小學

‧  民國 98 年：寒暑假都訓練（122 校），

都不訓練（8 校）。

‧  民國 99 年：寒暑假都訓練（142 校），

都不訓練（3 校）。

2. 國中

‧  民國 98 年：寒暑假都訓練（221 校），

都不訓練（9 校）。

‧  民國 99 年：寒暑假都訓練（254 校），

都不訓練（10 校）。

3. 高中（職）

‧  民國 98 年：寒暑假都訓練（106 校），

都不訓練（1 校）。

‧  民國 99 年：寒暑假都訓練（130 校），

都不訓練（2 校）。

（三）週一至週五訓練時段（時數）

1. 小學

‧  民國 98 年：主要訓練時段，課後（2.06

小時）；次要訓練時段，下午（1.98小時）。

‧  民國 99 年：主要訓練時段，下午（1.91

小時）；次要訓練時段，課後（1.81小時）。

2. 國中

‧   民國 98 年：主要訓練時段，下午（2.67

小時）；次要訓練時段，課後（2.13小時）。

‧ 民國 99 年：主要訓練時段，下午（2.28

小時）；次要訓練時段，課後（1.68小時）。

3. 高中（職）

‧ 民國 98 年：主要訓練時段，下午（2.79

小時）；次要訓練時段，課後（2.11小時）。

‧ 民國 99 年：主要訓練時段，下午（2.64

小時）；次要訓練時段，課後（2.02小時）。

（四）週六、日訓練時段（時數）

1. 小學

‧  民國 98 年：主要訓練時段，下午（3.15

小時）；次要訓練時段，上午（2.94小時）。

‧  民國 99 年：主要訓練時段，下午（3.14

小時）；次要訓練時段，上午（3.00小時）。

2. 國中

‧  民國 98 年：主要訓練時段，下午（2.84

小時）；次要訓練時段，上午（2.83小時）。

‧  民國 99 年：主要訓練時段，下午（3.00

小時）；次要訓練時段，上午（2.79小時）。

3. 高中（職）

‧  民國 98 年：主要訓練時段，下午（2.87

小時）；次要訓練時段，上午（2.84小時）。

‧  民國 99 年：主要訓練時段，下午（3.03

小時）；次要訓練時段，上午（2.77小時）。

三、生活、學業及升學輔導

（一）生活輔導情形

1. 小學

‧  民國 98 年：多數學校訂有生活輔導辦

法並確實執行（79 校），其次為未訂

辦法但實施輔導（36 校），再次者為

設訂辦法 , 但實施待加強（15 校），未

訂辦法且未實施輔導者（5 校）。

‧  民國 99 年：多數學校訂有生活輔導辦

法並確實執行（111 校），其次為未訂

辦法但實施輔導（29 校），再次者為

設訂辦法 , 但實施待加強（14 校），未

訂辦法且未實施輔導者（3 校）。

2. 國中

‧  民國 98 年：多數學校訂有生活輔導辦

法並確實執行（181 校），其次為訂有

辦法 , 但實施待加強（32 校），再次者

未訂辦法但實施輔導為（31 校），未

訂辦法且未實施輔導者（3 校）。

‧  民國 99 年：多數學校訂有生活輔導辦

法並確實執行（207 校），其次為訂有

為辦法 , 但實施待加強（47 校），再次

者未訂辦法但實施輔導（16 校），未

訂辦法且未實施輔導者（1 校）。

3. 高中（職）

‧  民國 98 年：多數學校訂有生活輔導辦

法並確實執行（82 校），其次為訂有

辦法 , 但實施待加強（21 校），再次者

為未訂辦法但實施輔導（6 校），未訂

辦法且未實施輔導者（2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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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99 年：多數學校訂有生活輔導辦

法並確實執行（106 校），其次為訂定

辦法 , 但實施待加強（16 校），再次者

為未訂辦法但實施輔導（8 校），未訂

辦法且未實施輔導者（2 校）。

（二）學業輔導情形

1. 小學

‧  民國 98 年：多數學校訂有學業輔導辦

法並確實執行（75 校），其次為未訂

辦法但實施輔導（39 校），再次者為

設訂辦法 , 但實施待加強（13 校），未

訂辦法且未實施輔導者（8 校）。

‧  民國 99 年：多數學校訂有學業輔導辦

法並確實執行（107 校），其次為未訂

辦法但實施輔導（30 校），再次者為

設訂辦法 , 但實施待加強（16 校），未

訂辦法且未實施輔導者（4 校）。

2. 國中

‧  民國 98 年：多數學校訂有學業輔導辦

法並確實執行（147 校），其次為訂有

辦法 , 但實施待加強（47 校），再次者

未訂辦法但實施輔導為（44 校），未

訂辦法且未實施輔導者（9 校）。

‧  民國 99 年：多數學校訂有學業輔導辦

法並確實執行（180 校），其次為訂有

為辦法 , 但實施待加強（67 校），再次

者未訂辦法但實施輔導（21 校），未

訂辦法且未實施輔導者（3 校）。

3. 高中（職）

‧  民國 98 年：多數學校訂有學業輔導辦

法並確實執行（55 校），其次為訂有

辦法 , 但實施待加強（27 校），再次者

為未訂辦法但實施輔導（27 校），未

訂辦法且未實施輔導者（4 校）。

‧  民國 99 年：多數學校訂有學業輔導辦

法並確實執行（76 校），其次為訂定

辦法 , 但實施待加強（35 校），再次者

為未訂辦法但實施輔導（16 校），未

訂辦法且未實施輔導者（5 校）。

（三）升學情形

1. 國中

‧  民國 98 年：1,426 人進入體育班就讀，

進入一般高中職繼續訓練 807 人，未繼

續訓練 1,698 人，未升學 58 人。

‧  民國 99 年：1912 人進入體育班就讀，

進入一般高中職繼續訓練 954 人，未繼

續訓練 2,129 人，未升學 45 人。

2. 高中（職）

‧  民國 98 年：進入體育相關科系就讀 1,152

人，就讀一般科系745人，未升學308人。

‧  民國 99 年：進入體育相關科系就讀 1,517

人，就讀一般科系946人，未升學385人。

四、影響體育班發展的重要因素

1. 小學

‧  民國 98 年：影響體育班發展最重要的

三個因素依序為「招收優秀具天賦之選

手」、「豐沛的經費支援」與「完善的

訓練場地設施」。

‧  民國 99 年：影響體育班發展最重要的

三個因素依序為「招收優秀具天賦之選

手」、「豐沛的經費支援」與「優秀的

教練師資」。

2. 國中

‧  民國 98 年：影響體育班發展最重要的

三個因素依序為「豐沛的經費支援」、

「完善的訓練場地設施」與「招收優秀

具天賦之選手」。

‧  民國 99 年：影響體育班發展最重要的

三個因素依序為「招收優秀具天賦之選

手」、「豐沛的經費支援」與「學校校

長支持」。

3. 高中（職）

‧  民國 98 年：影響體育班發展最重要的

三個因素依序為「豐沛的經費支援」、

「完善的訓練場地設施」與「招收優秀

具天賦之選手」。

‧  民國 99 年：影響體育班發展最重要的

三個因素依序為「招收優秀具天賦之選

手」、「豐沛的經費支援」與「優秀的

教練師資」。

五、體育班發展面臨的重要問題

1. 小學

‧  民國 98 年：體育班發展面臨三大問題

依序為「招生困難」、「訓練經費不足」

與「訓練場地不佳」。

‧  民國 99 年：體育班發展面臨三大問題

依序為「招生困難」、「訓練經費不足」

與「缺乏專業教練」。

2. 國中

‧  民國 98 年：體育班發展面臨三大問題

依序為「訓練經費不足」、「招生困難」

與「訓練場地不佳」。

‧  民國 99 年：體育班發展面臨三大問題

依序為「招生困難」、「訓練經費不足」

與「訓練場地不佳」。

3. 高中（職）

‧  民國 98 年：體育班發展面臨三大問題

依序為「訓練經費不足」、「招生困難」

與「課業輔導實施不易」。

‧  民國 99 年：體育班發展面臨三大問題

依序為「訓練經費不足」「招生困難」

與「缺乏宿舍」。

體育班問題分析

一、體育班發展已日趨成熟

體育班在國內發展已接近 40 年，從各

級學校設班校數、高中（職）體育班課程綱

要的公布、專長訓練列為正式課程、學生的

生活、學業及升學輔導等漸上軌道，顯見體

育班發展已日趨成熟。

二、體育班設班學校數及區域分布問題

學校設置體育班比率：國小 5.9%、國

中 28.9%、高中（職）26.9%。國小設置體

育班低於 10%，主要是小學是否適合獨立

設置單科班別仍有諸多爭論，教育主管單

位、家長及教師尚無定論。而國、高中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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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99 年：多數學校訂有生活輔導辦

法並確實執行（106 校），其次為訂定

辦法 , 但實施待加強（16 校），再次者

為未訂辦法但實施輔導（8 校），未訂

辦法且未實施輔導者（2 校）。

（二）學業輔導情形

1. 小學

‧  民國 98 年：多數學校訂有學業輔導辦

法並確實執行（75 校），其次為未訂

辦法但實施輔導（39 校），再次者為

設訂辦法 , 但實施待加強（13 校），未

訂辦法且未實施輔導者（8 校）。

‧  民國 99 年：多數學校訂有學業輔導辦

法並確實執行（107 校），其次為未訂

辦法但實施輔導（30 校），再次者為

設訂辦法 , 但實施待加強（16 校），未

訂辦法且未實施輔導者（4 校）。

2. 國中

‧  民國 98 年：多數學校訂有學業輔導辦

法並確實執行（147 校），其次為訂有

辦法 , 但實施待加強（47 校），再次者

未訂辦法但實施輔導為（44 校），未

訂辦法且未實施輔導者（9 校）。

‧  民國 99 年：多數學校訂有學業輔導辦

法並確實執行（180 校），其次為訂有

為辦法 , 但實施待加強（67 校），再次

者未訂辦法但實施輔導（21 校），未

訂辦法且未實施輔導者（3 校）。

3. 高中（職）

‧  民國 98 年：多數學校訂有學業輔導辦

法並確實執行（55 校），其次為訂有

辦法 , 但實施待加強（27 校），再次者

為未訂辦法但實施輔導（27 校），未

訂辦法且未實施輔導者（4 校）。

‧  民國 99 年：多數學校訂有學業輔導辦

法並確實執行（76 校），其次為訂定

辦法 , 但實施待加強（35 校），再次者

為未訂辦法但實施輔導（16 校），未

訂辦法且未實施輔導者（5 校）。

（三）升學情形

1. 國中

‧  民國 98 年：1,426 人進入體育班就讀，

進入一般高中職繼續訓練 807 人，未繼

續訓練 1,698 人，未升學 58 人。

‧  民國 99 年：1912 人進入體育班就讀，

進入一般高中職繼續訓練 954 人，未繼

續訓練 2,129 人，未升學 45 人。

2. 高中（職）

‧  民國 98 年：進入體育相關科系就讀 1,152

人，就讀一般科系745人，未升學308人。

‧  民國 99 年：進入體育相關科系就讀 1,517

人，就讀一般科系946人，未升學385人。

四、影響體育班發展的重要因素

1. 小學

‧  民國 98 年：影響體育班發展最重要的

三個因素依序為「招收優秀具天賦之選

手」、「豐沛的經費支援」與「完善的

訓練場地設施」。

‧  民國 99 年：影響體育班發展最重要的

三個因素依序為「招收優秀具天賦之選

手」、「豐沛的經費支援」與「優秀的

教練師資」。

2. 國中

‧  民國 98 年：影響體育班發展最重要的

三個因素依序為「豐沛的經費支援」、

「完善的訓練場地設施」與「招收優秀

具天賦之選手」。

‧  民國 99 年：影響體育班發展最重要的

三個因素依序為「招收優秀具天賦之選

手」、「豐沛的經費支援」與「學校校

長支持」。

3. 高中（職）

‧  民國 98 年：影響體育班發展最重要的

三個因素依序為「豐沛的經費支援」、

「完善的訓練場地設施」與「招收優秀

具天賦之選手」。

‧  民國 99 年：影響體育班發展最重要的

三個因素依序為「招收優秀具天賦之選

手」、「豐沛的經費支援」與「優秀的

教練師資」。

五、體育班發展面臨的重要問題

1. 小學

‧  民國 98 年：體育班發展面臨三大問題

依序為「招生困難」、「訓練經費不足」

與「訓練場地不佳」。

‧  民國 99 年：體育班發展面臨三大問題

依序為「招生困難」、「訓練經費不足」

與「缺乏專業教練」。

2. 國中

‧  民國 98 年：體育班發展面臨三大問題

依序為「訓練經費不足」、「招生困難」

與「訓練場地不佳」。

‧  民國 99 年：體育班發展面臨三大問題

依序為「招生困難」、「訓練經費不足」

與「訓練場地不佳」。

3. 高中（職）

‧  民國 98 年：體育班發展面臨三大問題

依序為「訓練經費不足」、「招生困難」

與「課業輔導實施不易」。

‧  民國 99 年：體育班發展面臨三大問題

依序為「訓練經費不足」「招生困難」

與「缺乏宿舍」。

體育班問題分析

一、體育班發展已日趨成熟

體育班在國內發展已接近 40 年，從各

級學校設班校數、高中（職）體育班課程綱

要的公布、專長訓練列為正式課程、學生的

生活、學業及升學輔導等漸上軌道，顯見體

育班發展已日趨成熟。

二、體育班設班學校數及區域分布問題

學校設置體育班比率：國小 5.9%、國

中 28.9%、高中（職）26.9%。國小設置體

育班低於 10%，主要是小學是否適合獨立

設置單科班別仍有諸多爭論，教育主管單

位、家長及教師尚無定論。而國、高中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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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以 上學校設置體育班，就常態分配理論

來看，應能滿足需求；然而未來應進一步分

析設置體育班學校在區域分配的情形，如過

度集中都會地區應略作調整，各縣（巿）政

府宜積極介入輔導。

三、體育班招生問題

學生是體育班永續發展的基本要件，

但「招生困難」一直是體育班發展的重要問

題，使得體育班經營者常需費大量心血去招

收學生，為提升體育班經營品質，教育主管

機關宜協助解決此一問題。

四、體育班經費不足問題

「經費不足」似乎也一直是體育班發

展的主要困擾之一，訓練設備、聘請教練、

參加比賽、宿舍等均需長期經費支出，成績

越好經費支出越龐大，為輔導設班學校，獎

勵績優學校，應建立體班經費補助與獎勵制

度，並確實實施。

五、少數設班目標偏差問題

從調查或訪視的資料中發現有少數的

學校設置體育班只為避免減班或提昇升學率

而設立體育班，這些少數學校已影響體育班

之正常發展，應予糾正。

體育班未來發展策略

一、召開體育班發展會議

體育班發展會議應分學校、地方與中央

等三層級召開，學校由校長召集相關教師、

教練、職員及家長等代表，討論招生、課程、

專長訓練、生活輔導、課業輔導、升學輔導、

住宿、經費與場地設備等議題，共同發找尋

問題與解決的方法，如學校無法處理的問題

則提出縣（巿）體育班發展會議討論，如屬

共同性或全國性問題，則由教育部召開之體

育班發展會討論，提出解決方案。

二、提昇體育班招生素質

體育班所轄各級機關應制定每校每班

招生之項目以三項為限，各項目招收學生數

亦應適度規範，對各級學校潛在的就讀體育

班學生數進行調查，縣（巿）政府應對各級

學校體班各項目招生人數進行規畫與分配，

另外應鼓勵學校以發展亞、奧運項目為主，

國家重點發展項目為先，對於具地方特色之

其他項目應經評估後再准予設立，經由多面

向控管應可逐步提升體育班招生素質。

三、建構體育班專任運動教練體系

為使體育班學生接受專業訓練，體育班

應依據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

聘任專任運動教練，而中央政府為鼓勵與提

升運動教練知能，應建構運動教練職級與評

核體制，並確實實施。

四、建立體育班經費獎、補助制度

經費籌措是體育班的重要課題，學校為

提昇體育班經營績效，經常要花很多心力在

籌措經費上，為減少學校經費籌措的困擾，

體育班所轄各級機關應建立體育班經費獎、

補助制度，其獎、補助系統如圖 1：

五、整合多元民間資源

學校應擬訂民間資助體育班計畫書或說

帖，並積極向公益團體、企業或運動產業團

體、健康醫療機構及家長會等籌募各項基金

或資源，以利體育班之發展。其架構如圖 2：

圖 1　 體育班經費補助系統圖

資料來源：李坤培等（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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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以 上學校設置體育班，就常態分配理論

來看，應能滿足需求；然而未來應進一步分

析設置體育班學校在區域分配的情形，如過

度集中都會地區應略作調整，各縣（巿）政

府宜積極介入輔導。

三、體育班招生問題

學生是體育班永續發展的基本要件，

但「招生困難」一直是體育班發展的重要問

題，使得體育班經營者常需費大量心血去招

收學生，為提升體育班經營品質，教育主管

機關宜協助解決此一問題。

四、體育班經費不足問題

「經費不足」似乎也一直是體育班發

展的主要困擾之一，訓練設備、聘請教練、

參加比賽、宿舍等均需長期經費支出，成績

越好經費支出越龐大，為輔導設班學校，獎

勵績優學校，應建立體班經費補助與獎勵制

度，並確實實施。

五、少數設班目標偏差問題

從調查或訪視的資料中發現有少數的

學校設置體育班只為避免減班或提昇升學率

而設立體育班，這些少數學校已影響體育班

之正常發展，應予糾正。

體育班未來發展策略

一、召開體育班發展會議

體育班發展會議應分學校、地方與中央

等三層級召開，學校由校長召集相關教師、

教練、職員及家長等代表，討論招生、課程、

專長訓練、生活輔導、課業輔導、升學輔導、

住宿、經費與場地設備等議題，共同發找尋

問題與解決的方法，如學校無法處理的問題

則提出縣（巿）體育班發展會議討論，如屬

共同性或全國性問題，則由教育部召開之體

育班發展會討論，提出解決方案。

二、提昇體育班招生素質

體育班所轄各級機關應制定每校每班

招生之項目以三項為限，各項目招收學生數

亦應適度規範，對各級學校潛在的就讀體育

班學生數進行調查，縣（巿）政府應對各級

學校體班各項目招生人數進行規畫與分配，

另外應鼓勵學校以發展亞、奧運項目為主，

國家重點發展項目為先，對於具地方特色之

其他項目應經評估後再准予設立，經由多面

向控管應可逐步提升體育班招生素質。

三、建構體育班專任運動教練體系

為使體育班學生接受專業訓練，體育班

應依據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

聘任專任運動教練，而中央政府為鼓勵與提

升運動教練知能，應建構運動教練職級與評

核體制，並確實實施。

四、建立體育班經費獎、補助制度

經費籌措是體育班的重要課題，學校為

提昇體育班經營績效，經常要花很多心力在

籌措經費上，為減少學校經費籌措的困擾，

體育班所轄各級機關應建立體育班經費獎、

補助制度，其獎、補助系統如圖 1：

五、整合多元民間資源

學校應擬訂民間資助體育班計畫書或說

帖，並積極向公益團體、企業或運動產業團

體、健康醫療機構及家長會等籌募各項基金

或資源，以利體育班之發展。其架構如圖 2：

圖 1　 體育班經費補助系統圖

資料來源：李坤培等（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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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體育班發展至今已日趨成熟，雖然仍有

一些衍生的問題待解決，但在學校的校長、

行政人員、教練、教師及家長及體育班所轄

各級機關努力下，必能逐一的解決，並提升

我國的運動競技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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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98 99

國小

總校數 2,662 2,663
體育班校數 135 157

% 5.07 5.89

國中

總校數 926 937
體育班校數 247 271

% 26.67 28.92

高中 ( 職 )
總校數 483 491

體育班校數 111 132
% 22.98 26.88

合計

總校數 4,071 4,091
體育班校數 493 560

% 8.26 13.68

表 1 體育班設班學校數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1）。

年度 98 99

國中

進入體育班 1,426 1,912
進入普通班

( 繼續練習 )
807 954

未繼續訓練 1,698 2,129

高中 ( 職 )

進入體育

相關科系
1,152 1,517

進入一般科系 745 946
未升學 308 385

表 2 體育班學生升學現況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1）。

圖 2　
 高中體育班整合民間資源

資料來源：李坤培等

                （2005）。
前言

2012 體育學術團體聯合年會暨學術研

討會中的圓桌論壇，其針對「全民運動與學

校體育」議題提出問題及討論，並邀請教育

部體育司王司長俊權擔任主持人。此議題

包含四個子議題，分別是體適能、運動與

3Q、學校運動場館及扎根全民運動，分別

由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卓教授俊辰、國立體

育大學張教授育愷、樹德科技大學劉教授田

修及台北市立體育學院周教授建智擔任以上

四個子議題的引言人。本文乃「全民運動與

學校體育」議題討論之紀錄。

全民運動與學校體育現況

一、體適能：卓俊辰

針對體適能此議題之現況可分為四個

層面探討，分別是體育課程、升學計畫、學

校體育活動與健康促進及全民運動。

體育課程是學校體育重要一環，也是

學生建立正向運動態度的關鍵。基於全人健

康的普世價值理念，教育部持續以政策性的

做法，改善體育課程與教學品質。國內中小

學的課程都有開始實施體適能，唯獨大學課

程已無四年必修的規定，各大學對體育之重

視程度差異甚大，甚至下修為一年，對大學

體育發展造成極大衝擊。除此，根據調查顯

示，中小學仍有許多學生尚未養成規律運動

習慣，而學生體適能評估結果，無論在身體

質量指數或心肺耐力檢測等項目的表現，皆

有待加強提升。

自 2008 年起教育部開始進行推動體適

能升學計分計畫案，期望從宣導、試辦至

2013 年可以達到全面推廣，目的是希望養

成學生在國中三年或高中三年間隨時保持良

好身體適能，同時也建置國人縱向體適能網

路資料庫。目前全國各高中、大學校院也陸

續加入體適能特色加分，體適能納入升學

張琬渝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研究生

──全民運動與學校體育

2012 體育運動學術團體聯合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圓桌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