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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姿伶  臺北市雙園國民小學武術專任運動教練

卓越運動團隊經營模式
[ 在雙園武出人生 ]

前言

運動團隊設在國小發展，原則上就是重視基礎扎根與推

廣，從無到有、從有到多、從多到好、從好到優、從優到卓

越，是一個非常漫長又艱辛的歷程，但筆者認為在運動「卓越

的團隊」不能只用結果指標來評量，也是以各類的運動賽會的

成績來佐證，那麼我們應該怎麼去界定運動團隊要卓越的定義

呢，卓越一詞，就其英文 "excellence" 而言，係由兩個拉丁字

根組成，"ex" 的拉丁原意是「向外」，而 "cellence" 的原意是

「升高」。所以「卓越」的原文意思乃是向外升高，亦即，

離開現在的地方，向外不斷攀升（吳清山，2011）。林仁煥

（2008）認為「卓越」不是指成就，而是一種精神觀念、成長

動力、工作倫理、價值行動。由此可知，卓越不是單一的指標

成就的認定，而是一種精神觀念，團隊氛圍、持續向上，提升

並追求最高成就的動態過程。

歷程的發展

在筆者任教的學校武術隊原本是社團的經營，當時運作的

方式只在晨光活動的時間（僅僅40分）

進行練習，時間短且有時還要配合學校

活動而停止練習。深知這樣的訓練模式

不太可能有競爭力，就與家長們討論由

筆者專車接送前往體育學院，讓學生在

假日加強訓練，隨著小孩比賽成績漸

漸亮眼，參與假日訓練的人數就越來越

多，一輛車變成兩輛車，最後變成搭乘

大眾運輸工具，這樣的假日加強訓練維

持幾年，一直到臺北市立體育學院（現

為臺北市立大學）遷校至天母校區，才

將假日訓練移回學校。

就在這短短幾年之間，我們非常

努力推動以下幾件重要事情，讓武術

團隊能持續成長與精進：增加了專訓時

間；充實訓練器材與建置完善場地；與

國中端進行洽談輸送武術專項學生的合

作關係，並成立重點運動項目；尋找經

費資源外聘分項教練；成立家長後援會

等。就這樣一步一腳印，我們創造出國

小無數的金牌選手，訓練站選手由10幾

人增加至50幾人，學生找到了如家的歸

屬感，家長由懷疑到成為團隊最堅強後

盾，果實雖然甜美，但這漫長又艱辛路

程我們走了11年。因此，藉由此篇文章

與同在運動場上努力打拼的教練們共享

發展的歷程。本文談的不是訓練方法，

而是筆者個人對於運動團隊經營的想法

與概念。 

發展卓越運動團隊需要哪些重要因素

一、耐心等待來陪伴小孩變成勇者

練武術的過程中會先從認識自己身

體結構開始，再藉由練武的技術來檢視

本身的運動能力，在這過程中就可以看

出小孩的思維、態度、遇到困境或需要

挑戰時，如何面對與處理，然後在陪伴

中漸漸補足他們所缺乏的心理能量。有

些小孩很著急需要學習冷靜、有些小孩

會逃避需要教練站在背後給予支持、有

些小孩會不知所措教練要趕快幫他理清

思緒、有些小孩缺乏安全感會一直黏在

你身邊，因為了解所以你會耐心的一招

一招接，希望小孩變得更好，你會一招

一招處理。團隊的教練需要非常強大的

正向能量，能量中要有「真心」、「愛

心」、「耐心」和「同理心」，整個團

隊才會有真正的凝聚力，有了凝聚力的

陪伴這個團隊才能更加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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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體系的整合，親師教共同肩負

輔導角色

現在運動團隊中免不了有過動、專

注力不集中、情緒障礙的學童，甚至很

多老師及家長都會將這類型學生送來運

動團隊，單純以為運動就能改善學生所

有問題。而教練在訓練時一直都是扮演

著要求小孩的角色，屬於剛性；如團隊

中能有一位讓小孩信任並富有愛心的輔

導老師存在，屬於柔性，那幫助小孩的

效果就會更加明顯、更有效果。

在筆者任教的學校團隊裡有位A

男孩被鑑定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又叛逆且衝動，在帶領他的過

程，教練同時間找導師、也須尋找具有

特殊教育專業的老師協助、家長亦同時

配合學校。記得剛鑑定後家長沒辦法接

受，也極度不願意讓A男孩服藥，校方

尊重家長不服藥，但是不服藥的條件是

家長需要長期跟輔導老師晤談，然後進

行正確的教育觀念（因為A男孩從小過

動、闖禍，造成媽媽運用暴力來阻止小

孩的過動行為，這樣的循環養成習慣，

A男孩就從過動增加至情緒的暴動與行

為的叛逆）。在團隊中影響訓練效果、

與同儕肢體衝突、口語謾罵，牽連到家

長團體排斥A男孩和A男孩的家長。在

我周遭好多聲音說：「讓他退隊、讓他

退隊、讓他退隊、讓他退隊～」A男孩

表現出不在乎的說：「退隊就退隊我才

不怕。」可是家長說：「A男孩很喜歡

練武術，只是死鴨子嘴硬。」當媽媽的

總是哭著跟教練說這些心裡話，然後央

求教練不要讓小孩退隊。這樣的案件已

經不是專任教練能力單一可以面對處理

的，為了改變小孩，教練一定要跟學校

求救，進行多方溝通與細節討論，處理

方式如下：

（一）家長跟輔導老師長期晤談，

使用正確的教育方式，消除暴力行為；

（二）導師給予關愛並進行引導，讓小

孩看到自己的優點並認同自身價值；

（三）教練給予A男孩適合的運動量，

讓A男孩擔任團隊的小秘書，將過動轉

化為極積為團隊付出的使命並增強人際

關係。

圖1　2017暑訓

圖2　學生練習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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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達兩年的時間的處理，A男孩

在全國的比賽，已經達到前三名的實

力，老師、家長們看到A男孩的改變都

感到不可思議，現在A男孩有自信、負

責任又機靈變得讓人更喜愛。

三、提升教練的專業素養能力

對於一位專業武術教練而言，擁

有專項技術能力就跟吃飯、睡覺一樣，

是生活中本需具備的。但一位好的選手

並不代表會是一位好的教練，因此教練

除專項技術能力外，還需具有其他的專

業知識。Garrett指出，運動教練要負責

的任務如下：（一）運動員傷害預防與

照護；（二）充當運動場裡與場外運動

員的模範；（三）讓學生運動員心理上

能有安適感；（四）指導運動技巧與策

略；（五）從事運動員體能訓練與營養

指導；（六）重視運動員的行為型態與

運動家風度；（七）運動團隊相關的管

理財務；（八）為運動團隊與各地民眾

正向的互動；（九）執行運動相關之行

政工作（教育部，2010）。由此可知，

專業的教練不只是要帶領小孩在競賽場

上勇奪金牌，對於運動生理學、心理

學、營養學、管理財務、運動員精神的

培養等都需具備，才能達到運動教練應

有的任務。因此教練本身除了能閱讀相

關書籍外，建議學校或團隊的資金都能

有效的編列相關經費培訓或補助專業教

練，不定期的參與研習與進修，提升自

身的專業能力與素養，相信對於團隊的

經營與學生訓練會有莫大的幫助。

四、落實品格教育的團隊經營理念

筆者認為沒有好的品格稱不上好的

團隊，「品格教育」是塑造「人格」的

關鍵要素，而在國小這個階段的孩子可

塑性很強，因此品格的養成相對重要。

臺灣由於少子化的關係，現在的父母比

從前的父母更疼愛自己的孩子，也因此

容易忽略孩子的品格教育；在教育子女

方面，也只問成就，而少重視禮儀和規

範 （王岫，2009） 。

一九九二年，美國結合各界資

源與力量推動品格教育，成立「品

格至要聯盟（Character Counts）」，

推出「品格的六大支柱（six pillars of 

character）」：尊重、責任、公平、值

得信賴、關懷、公民責任，做為現代公

民應培養的基礎品格特質（魏素卿、廖

文櫻，2014）。因此，品德教育的共同

目標是在協助青少年未來能成為道德成

熟、負責任、合群、自律的人。品格教

育也不是透過口頭就可以教會的，而是

需要環境的塑造與身教的典範榜樣。因

此，品格教育在團隊的裡需要由小做

起，並不會因為你年紀小就能享有任何

特權，在團隊裡每一位學生都必須賦予

他們責任行為，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一）自己動手做，學習解決問題

從低年級開始，一旦進入團隊，

我便會要求學生從親自動手處理事情開

始，比如說自己換鞋子、綁鞋帶、繫腰

帶並整理自己的訓練兵器和包包。到了

訓練場地先進行整理及準備練習場；結

束後開始打掃並收拾場地。所有的事情

都是先做團隊的事情再做自己的事情，

並藉此來養成認同團隊的習慣。小孩子

學習自己做，加入團隊最主要就是要做

中學，家長如果幫小孩子做完，小孩子

到底要學習甚麼呢？那到底是幫孩子還

是害孩子，孩子的成長，需要自由與空

間，但也需要規範與限制，因此筆者認

為團隊學生需要從小開始學習解決問題

的能力，即使將來他們離開學校，當遇

到問題時，也能去判別、定義問題，去

解決所面對的問題。另外，我們也可以

藉此去掉小朋友自私的觀念，讓它們懂

得付出與感恩，當大家一起做的時候，

事情的效率、效果還有情感的交流就可

以建立起團隊精神。

（二）賦予學生行為任務　提升責任與

榮譽

在低年級養成這樣的習慣之後，

上了三年級就開始進行分組幹部，先從

分項訓練小組長開始做起，培養長幼有

序、尊師重道的概念，大手牽小手，三

年級要會照顧二年級也要會教二年級套

路，再教與學當中建立了長幼之間的情

感關係，小的尊重大的大的照顧小的。

最後到了國小六年級我們選派出隊長、

器材長、服裝長、活動長、衛生長、防

護長；五年級的就選派出副隊長、副器

材長、副服裝長、副活動長、副衛生

長、副防護長，由六年級帶領著五年級

一起完成任務，為未來培養勇於承擔及

完成任務的判斷能力、執行能力以及溝

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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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武術團隊基本上是運用「武」的人

文內涵優勢建立運作模式的推動方向，

並亦「仁智忠勇」為核心思想。

仁愛之情：習武茁壯之後，懂得愛護弱

小提攜晚輩，受人尊重。

智慧思考：遇到人生各種困境會有正確

的心念，運用智慧克服困

難。

忠於自我：忠於自我喜愛、熱愛有興趣

的事物，讓它發光發熱。

勇者之心：待人處事因「行的正、坐的

直」而不害怕、不畏懼。

古有云：「文能論道、武能安

邦。」一文一武、一智一勇，缺一不

可，也只有練武之人可以受到「武」的

教誨：外圓內方、外柔內剛，成為智勇

雙全的未來人才，是我們運動團隊經營

與發展的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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