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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日本的國家運動基本法 ( スポ - ツ基本

法 ) 中，開宗明義闡述國家優秀運動選手旨在

透過不斷的努力，挑戰人類極限�，並透過選

手在國際競技舞臺成就的積極展現，振奮國

民熱情，體會對運動員偉大夢想的感動，進

而激發國民運動參與動機，以及對國家運動

發展的高度關切。因此，在其總則第二條第 6

款即指出 : 需對於優秀選手競技水準提升，持

續進行相關策略的聯結及規劃，以達到國家

優秀運動員競技水準提升的具體效益。同時

在其第三章基本施策之第三節競技水準提升

之條文中，以第二十五條條文闡明：為確保

優秀選手的培育，需提供良好的支持體系與

環境，包括優秀年輕選手集中訓練、教練派

任、賽會規劃等相關體系均須納入策略規劃。

同時為確保其未來在社會各領域中的適應能

力，需對其生涯轉換能力與技能的學習協助，

以助其在社會瞬息萬變的時代，能透過國家

整體環境的建置，幫助運動員於生涯過程中

日本優秀運動員的獎勵與輔導現況
文 / 蔡秀華、林謙如

▲日本的運動白皮書 2014，其附錄之運動基本法中，對優秀運動員生涯輔導提出可參照的範疇

  （圖／蔡秀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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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透過有系統的學習機會，強化社會適應能

力，創造日後退役生涯成功轉型之機會。

日 本 國 家 奧 會 (Japane s s � O l ymp i c �����

Committee，以下簡稱 JOC)，在優秀運動員的

輔導，扮演重要角色，在其高運動競技表現

支持系統中，透過頂尖運動員培訓、強化教

練與訓練防護員及協會體系、學術教育方案

三大策略，幫助優秀運動員邁向表現高峰。

三項策略的內容如下 :

一、�頂尖運動員培訓方案 : 訓練計畫、學習與

研究計畫、國際運動交流計畫。

二、�強化教練與訓練防護員及協會體系計畫 :

( 一 )�強化教練能力，包括教練研習、外籍

頂尖教練聘任、相關工作人員研習會

等。

( 二 )�教練與訓練防護員海外計畫。

三、�學術教育方案 :�JOC 學術教育計畫，JOC

生涯學術教育計畫，國際運動領袖學術

教育計畫，JOC國際教練學術教育計畫。

結合上述三大軟體工程的策略方案，

日本在硬體方面整合味之素國家訓練中

心 (AJINOMOTO� NATIONAL� TRAINING�

CENTER，簡稱 NTC)，建置匯集運動科研人才

進駐的運動科學研究院，以支持高科技且設

施完善的選手集訓中心之空間需求。並且整

合日本境內 NTC 大型運動賽會場館，分為高

地訓練、冬季運動、水域運動、戶外運動四

大類型，作為訓練資源之硬體資源，充分完

備對於運動選手訓練所需的各種實體支持體

系之建構。

由於運動員參與競技運動不只可促進國

際間實質外交關係，亦是展現國力、宣揚國

威、提升國家聲望與地位之有效方式。臺灣

優秀運動員在國際賽事奪牌後，討論度最高

的議題是選手對於未來的職業，及生涯發展

規劃的想望。在臺灣現行的優秀運動員輔導

機制上，有關輔導之升學管道暢通、提供獎

勵金等模式，對於運動員全面的生涯發展，

▲ 2012 年日本發行 Sports Japan 創刊號 ，以日本

運動宣言為根基，強化國人共同創造運動社區、營造

跨世代融合的運動場域（圖 / 蔡秀華提供）

31   季刊    第 189 期



F O C U S   T O P I C

雖已有建立運動員生涯輔導的相關法令制度，

如何透過具體可行之政策與策略，強化優秀運

動員的生涯進程，是提升運動競技力中不可忽

視的環節，因此，本文從實務觀點，參考日本

女性優秀運動員生涯輔導策略方案，以具體的

案例，做為臺灣運動員輔導與配套措施之參考。

貳、日本女性運動員強化支持策略方案

自 1994 年國際奧會女性運動委員會宣示

布萊頓宣言，女性參與運動權利以及運動文化

面的平等對待，成為各國運動政策推展的議題，

基本上可分為三個面向：

一、�就國際現勢觀察

各國遵循國際奧會的政策宗旨，建置女性

運動員生涯支持策略。澳洲、加拿大、英國、

美國、及日本等女性運動員成就績優的地區，

在輔導機制上，從生涯發展輔導，教練養成及

女性領導人培育的方向，建立多元的輔助策略

與方案，為女性運動員的人才培育進行開創性

的推展。

二、�從運動競技面而言

亞洲地區女性運動員在國際舞臺成就優

異，以日本為例，在女子足球、水上芭蕾、馬

拉松等項目，都有傑出成就。但在高度競技、

訓練的環境下，如何發展系統化的生涯支持體

系，輔助女性運動員面對每一個社會環境適應

的轉換，成為各國體育政策重要的課題。

三、�女性運動員生涯支持的重要性

基於運動員競技生命週期的有限性，如何

在生理、心理、社會三方面，提供生活上的協

助與輔導，使其無後顧之憂的投入訓練，是重

視技術提升之外，必須更加關注的實際層面。

特別是如何從選材，育才到成就人才最高表現，

有多元的支持系統，是人才培育必須具備的關

鍵因素。

四、�他山之石

日本體育學術與政策共同思考的觀點，

參 考 SPLISS�(Sports�Policy� factors�Leading� to�

International�Sporting�Success)�模式，建構日本

女性優秀運動員生涯支持環境策略模型，其根

本願景就以下列兩項支持體系為基礎，作為策

▲日本奧會 (JOC) 業務涵括選手強化的各項配合事務

（圖 / 蔡秀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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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模型之根本 :

( 一 )�女性運動員支持環境需求實況調查 :

強化數據資料為基礎的資訊管理。

( 二 )�建構統整運動政策與組織體系的架構:

女性競技強化各階段需求、訓練設施

完備、指導者養成、國內外賽事的參

與機會的提供、高峰期運動科研的

支持。其在個人生涯支持需求提供，

分為 :

1.導入期(啟蒙期)：重視生理、心理、

社會的支持，強調家庭理解與支

持，建立與教練適切的指導關係。

2. 潛能發掘與育成期 : 重視導入期的

重點外，對於此階段運動員生涯期

退出關注與支持。

3. 巔峰成熟期 : 強化競賽支持外，需

重視退役後的生涯支持體係建立，

選手與結婚、生產、育兒多元角色

的支援，與教練關係的支持，退役

及財務管理等重要的輔導要項。

　在整體支持環境方案方面 :

1. 財政支援 :建立兩性平等的指標與策

略。

2.指導者的提供與培育 :如教練的關係

經營，女性教練機會的提供，教練工

作與家庭角色兼顧的輔導等。

3.國內外競技賽會機會的規劃 :�建立兩

性平等機會的指標與策略

4.醫學與科學的研究的投入 :女性身體

與生理特徵上的考量，女性易受傷與

罹患疾病防治體系建構，安全教育課

程的研發與普及。

▲日本奧會訂定有選手參與國際競賽相關的規劃事宜（圖 / 蔡秀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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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語

日本對於運動員的輔導機制，強調生涯發

展縱貫取向的關注及需求供給環境之建置，透

過學術研究的調查分析基礎，檢視國內外運動

員成就及支持體系的量化評析、進而分析日本

境內相關輔導環境後，作為相關輔導策略訂定

之基礎。相關配套措施中，以傾聽第一線運動

員心聲為起點，重視其身體與生理發展階段不

同需求，針對生涯進路中心理及社會可能遭遇

課題，以及面對運動組織和整體環境所需的對

應能力作策略執行規劃的依據。

其策略核心在結合學術上調查研究的實

施，開發並普及運動員培育支持體系計畫，建

置與創新運動員策略性支持組織、環境、與系

統，並在其個人生涯發展軸線上，透過計畫的

實施，引導運動員透過教育研修，在退役後具

備能力與機會成為優良運動指導者。關於優秀

選手退役後的輔導機制，則聚焦於幫助運動員

成為職場上的領袖人才。其策略是透過在役選

手生涯期間的職業性向評估，及職能強化的教

育功能，結合社會資源挹注，謀合運動員轉任

教練、運動指導、企業員工或創業等可以成功

生涯轉換的機會。

我國體育政策上，可思考整合各級學校、

訓練單位、社會資源、運動組織、生涯轉換輔

導等多元體系的規劃，對於運動員生涯照護福

祉的未來，透過參考日本現行策略模式，發展

多元生涯輔導支持模式策略作介入。同時可以

均衡不同性別運動員之權利與福祉的規劃，在

啟蒙期重視不同資賦運動員的潛能開發，在競

技時期幫助優秀運動員發展最高競技表現，建

置運動員可長期專注投入競技表現的優質社會

環境，並在其訓練期間，養成個人第二生涯的

社會適應能力與態度，透過規劃職場進入的輔

導轉型策略，裨利於運動員將其專業力投入不

同場域的機會，提升運動人才培育與專業服務

人力資源的綜合效能。( 本文作者蔡秀華為國立

臺灣大學體育室副教授；林謙如為國立臺灣大

學體育室講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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