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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自從政府於民國五十五年頒訂運動優良學

生升學辦法以來，至今已有五十年之久，其用

意主要在提供優秀運動員有機會進入大學，並

延續運動生涯，使學業及運動技能可以齊頭並

進。然而時至今日，高中運動員進入大學之後，

不但學業問題無法解決，運動成績更明顯下滑，

導致原本立意良好的升學辦法，無法達成其應

有的效果。長年詬病的問題一再上演，這些運

動員一旦進入大學之後就不再投入訓練，導致

運動成績下滑，難以維持。究其主要原因，課

業是導致這些運動員無法應付，造成在大學生

活中適應困難，最終沒有時間投入訓練，以致

在運動成績上一落千丈，這樣的情形也普遍發

生在技能優異的技職生身上。國立雲林科技大

學為了改善技優生面臨的困境，進行規劃和執

行前瞻學士學位學程的修業方式，主要在提供

技優生更友善的校園學習環境，兼顧學業和專

業技術的精進。因此，本文將以國立雲林科技

大學的前瞻學士學位學程為借鏡，以期轉化成

為運動績優生未來大學修業的制度，藉以解決

過去運動員在大學所面臨的問題。

貳、現行運動績優生升學輔導制度

現行運動績優生的升學輔導制度是依據

104 年 4 月 22 日所發布的「中等以上學校運動

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執行。運動績優生

可以透過甄審、甄試、單獨招生等管道進入大

學：

一、�甄審

申請資格為獲得重大國際比賽最優級組成

績者，得依其畢業學歷申請升學。無學科考試

▲雷千瑩、林詩嘉、譚雅婷皆是在學的優秀選手（圖／李天助提供）

務實性的升學輔導策略
以雲林科大前瞻學程為鏡

文 / 陳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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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專長術科檢定，採名額外加方式（不納入學

校招生名額），以各校所提之運動種類和各科

系名額，並參考學生志願、運動項目與學業成

績進行分發。105學年度計有臺灣大學等31校、

42 類學系、分發錄取 180 名學生運動員。

二、�甄試

申請資格為獲得全國比賽最優級成績者。

學科考試為國文、英文與數學，團體運動項目

需參加術科檢定，採名額內加方式（納入學校

招生名額），依學科成績和運動成績的加乘之

後，以總成績分數高低與所填志願排序分發。

105 學年度計有臺灣大學等 39 校、80 類學系、

分發錄取 221 名學生運動員。

三、�單獨招生

錄取標準依據學科考試、專長術科測驗、

書面資料審查等成績計算。成績採計的比例標

準、招生時間與方式由各校自行訂定。近幾年

有交通大學、宜蘭大學、東華大學、嘉義大學

等學校辦理。

除了上述三種管道之外，在民國102年由成

功大學、中興大學、中山大學、中正大學成立的

臺灣綜合大學系統，首創跨校運動績優學生聯合

招生機制，整合四校試務、報名、術科考試、志

願分發等流程進行招生業務。以該系統資料顯示，

2015年已成功協助近90名運動績優生就讀非運

動專長之一般科系（陳依柔，2015）。

長期以來，運動績優生升學輔導制度嘉惠

不少中學運動員，並且隨著制度的改變也從早期

只能進入單一體育學系，到現今可依其志願選

擇其他不同學系，不再侷限高中運動員只能朝

向體育運動的方向發展。然而，這項制度雖經

歷多次修訂，但都比較針對入學資格進行規範，

對於中學運動員進入大學之後的問題並沒有進

一步的措施，由於每所學校都僅以學系單位提供

名額，導致中學運動員只能根據學系選填分發，

因此經常造成學系方向與這些學生運動員興趣

不合的現象，尤其選課不自由，只能根據學系的

規定選課，也造成這些運動員在學業上遭遇困

難，最終使原本立意良善的升學制度，卻造成

運動員苦於學業成績，只好放棄專項運動訓練。

參、高中運動員進入大學後的困境

我國運動員的養成主要在小學到高中階段，

學生可能因為興趣或是他人（如：父母、老師、

教練或同學等）的鼓勵而投入某一專項運動。由

於正值在學期間，倘若為了增進運動技能，甚至

想要成為一位優秀運動員，勢必得花費更多的時

間投入練習，相對用在其他課業的時間必定減

少，也造成這些運動員的課業普遍不佳的現象。

一旦這些學生運動員透過升學輔導辦法進入大

學之後，往往因為基礎學科不紮實，經常在課

業上面臨挫折，甚至產生自尊及自信心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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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在大學生活上感到不如意與難以適應。排球

運動績優生王又琪（2009）以其自身經驗指出：

當時因為教練和家人的鼓勵，而懷著惶恐不安的

心情選擇進入臺灣大學，但卻對所選擇之人類學

系完全不了解，自身英文能力又不佳的情況下，

造成在學業方面有相當大的困擾，也因為對自

己的學業程度感到自卑而羞於主動與同學接觸，

而形成人際適應上的障礙。最終，來自於課業的

繁重壓力，使自己面臨不斷的挫敗與心理負擔，

只能逐漸退出競技運動場域。

運動績優生進入大學之後，經常面臨課業

與專項訓練兩難的困境，運動績優生為了能順

利畢業，必然會減少運動訓練的時間，尤其對

於選擇進入非體育科系的運動員更為明顯。余

傳韜（1984）認為我國運動員最大的問題是

運動訓練與課業難以同時並存與兼顧。季力康

（2000）也認為大學生運動員除了一般學業之

外，必須花費大量時間在運動訓練上，若遇到

比賽而必須請假，又會阻礙學業方面的學習，

再加上這些學生運動員過去在學科的基礎上並

不紮實，因此在大學階段與一般學生接受同樣

的學科內容，自然而然學業成績必然低落。

根據陳依柔（2015）收集我國運動績優生

的文獻，可發現多數研究皆指出學業困難、專

項運動訓練與大學生活適應是困擾運動績優生

最主要的因素。為了解決這些運動績優生所遭

遇的困境，相關文獻也紛紛提出策略以改善運

動績優生的現況，例如：尋找求助對象（張宏

亮，1996）、善用時間管理（黃郁琦，1993）

等，甚至有些會希望大學教授在學科上寬鬆給

分。雖然有些策略確實可有效幫助運動績優生

擺脫學業困境，但運動績優生過去學業基礎不

佳的事實，立即要這些運動員馬上改變對學科

的學習態度，甚至要他們達成其他一般生的水

準，似乎也太過於苛求與殘酷。長期以來，探

討運動績優生問題的文獻歷久不衰，但時至今

日，運動績優生進入大學之後的問題仍然持續

不斷，因此如何針對運動績優生特別量身訂製

的大學課程，似乎才有可能杜絕過去長期以來

的問題。因此，以下將針對技能表現優異的學

生進入大學修課的現況加以說明，以提供運動

績優生未來可仿效的方式。

肆、	實務性的升學輔導制度 -- 以學程取代

科系

除了運動績優生得以透過甄審、甄試的方

式進入大學之外，技能績優學生亦可以透過技

優保送及技優甄審進入大學。同樣的，過去發

生在運動績優生的問題，也一一在技優生的身

上浮現。如：系所方向與個人興趣不合、�選課

不自由，難以跨域學習、學不到自己真正想學習

的課程、覺得自己的專業技能正在衰退等，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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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優生的退學率非常高，學習上也常遭遇困難。

為了改變這些學生的狀況，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由通識教育中心積極規劃出前瞻學士學位學程，

目標在改變技優生於學習上所遭遇的問題，以

期學生從適應不良引導成為適性適才，最終將

這些學生由「匠」的階段培育到「師」的境界。

該學程之對象為大學部技優保送及技優甄審

的學生，這些學生的特色主要是在高中職階段，

對某一項專長技術投入相當多的時間訓練，進而

在全國技能競賽上表現優異或代表國家出國比賽，

然而在訓練過程中也必須犧牲其他課業時間，全

心專注在專項技術的訓練上，因此也造成這些學

生在課業上明顯落後於正常接受學業的同學。

這些專業技術極佳的學生，在進入前端科

技大學的時候，也往往課業跟不上，而在生活

適應上造成問題，最終也在專項技術上失去熱

忱，造成學業及專業均產生停滯或放棄的現象。

為了幫助這些學生，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前瞻學

士學程改變過去以系為修課主體的單位，而以

學程的方式進行，學生可依自己的優勢和興趣，

選擇自己喜歡的科目修課，不必完全依照系的

規定，因此在修課上有極大的自主性。根據前

瞻學士學位學程修業要點，指出學生修業期滿，

修滿應修之必修、選修科目學分及產業實務實

習要求，且各學期操性成績、勞作服務教育成

績均及格者，准予畢業。在學位方面，則依照

學生修習專業課程（即畢業總學分一百二十八

學分扣除校共同必修三十學分）之比例授予學

位，課程屬性由學程課程委員會認定，課程比

例與學位授予對照如下：

一、�修習工程學院屬性課程佔百分之五十以上

者，授予工學學士。

二、�修習管理學院屬性課程佔百分之五十以上

者，授予管理學士。

三、�修習設計學院屬性課程佔百分之五十以上

者，授予設計學士。

四、�修習人文學院屬性課程佔百分之五十以上

者，授予文學學士。

此修課方式除了可幫助學生完成學業之

外，並可讓學生依據自己的興趣自發性學習，

提高學生學習意願與動機。依技優生的困境與

運動績優生的情形對照來看，兩者的過程可說

是相當類似，但技優生在專業的訓練上只是在

高中職階段，反觀運動績優生多數是在小學階

段就開始投入訓練，專注在學業學習的時間更

少，然而技優生卻可因為此一良好制度而獲得

▲前瞻學士學位學程的理想

  （資料來源：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前瞻學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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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友善的學習環境，並可真正發揮自己所長，

獲得自信與專業上的驕傲，反觀運動績優生卻

仍然在修業問題上打轉，擺脫不了長期的困擾。

所以運動績優生如果能仿照類似的修業制

度，對這些運動績優生特別量身訂製課程，是否

可一舉改善過去無法解決的問題。首先，升學資

格得以比照現行辦法。其次，大學可藉由通識教

育中心專門負責運動績優生在學程上的修課問

題，在必修上以強調人文涵養、為人處事的態

度，以朝向由「運動員」到「運動家」的風範培

育，而成為未來企業爭相聘用的人才。最後，若

能由學校組織學業教師、諮商輔導人員與體育教

師成為專責體系，分別協助運動績優生的課業、

生活學涯發展與專長運動訓練，將可更完善解決

運動績優生的問題。如此，運動績優生不但能免

於課業的壓力，而能繼續投入在專項運動的訓

練，最終也能達成學業與專項運動的共同成長，

這才是真正屬於一種更完善的升學輔導制度。

伍、結語

我國在普設大學及少子化的趨勢下，高中職

學生要進入大學已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

要進入前端知名的綜合大學（如：臺灣大學、清

華大學等）或科技大學（如：臺灣科技大學、雲

林科技大學），仍然要在學測或統測上表現的極

為突出，才有可能錄取，而這些學校也是一般高

中職生及其家長的期望或夢想，對於取得運動績

優升學的高中運動員亦不例外，但他們卻往往在

學業上面臨挫折，導致後續一連串的大學生活適

應困難，最終只能放棄專項運動訓練。如果在大

學修業的方式上做出適度的改變，提供一種更友

善的升學輔導制度，將預期這些運動員未來在課

業、生活，訓練等三方面都能獲得正面的效果。(本

文作者為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教授兼體育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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