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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金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博士生

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遴選制度
之探討

前言

民國92年2月6日修正通過《國民體育法》第十三條條文，

同年12月4日修正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二條及增訂第22-1條，

各級學校得依法遴選專任運動教練（以下簡稱運動教練），且

其退休、撫卹、離職、資遣等事項，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

辦理，除使各級學遴選運動教練取得法源依據，運動教練亦正

式納入編制內教育人員，已明確化運動教練身分，為校園投入

運動教練人力制度之發展，開創了新的里程碑。

關於運動教練聘任程序（含遴選）及聘期事宜，由教育

部依據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22-1條規定，於民國94年5月11日

訂定發布「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以下簡稱

聘管辦法），各級學校則是依此聘管辦法規定辦理遴選運動教

練程序。為照顧優秀運動教練及鼓勵選手繼續留在縣市爭取榮

譽，新北市政府於民國97年首先開辦遴選及聘任運動教練事

宜，輔導及照顧優秀運動選手退役後轉擔任運動教練，發揮

所長，持續培育國家儲備優秀運動選手（林哲宏、張淇瑞，

2008）。但是，楊金昌（2016）及劉哲志、李昱叡（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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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屬國民

中小學及高級中等學校，運動教練員

額占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學校總量

管制缺；教育部所屬高級中等學校及國

立大專校院，運動教練員額則占教育部

或學校總量管制缺（林哲宏、張淇瑞，

2008）。

二、設立學校運動教練評審委員會

根據聘管辦法第三條制定過程，

以探究立法者原意精神，為符合行政程

序之規定，明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運動

教練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練評審委

員會）組成成員、運作方式及各主管機

關，而專科以上學校運動教練之聘任則

由各校教練評審委員會來辦理，教練評

審委員會之組成及運作方式由各校校務

會議進行研訂。因此，各級學校在辦理

運動教練之遴聘，應設立教練評審委員

會，由委員5-7人組成，成員應包括學校

行政人員代表、體育專業人員代表、家

長（會）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成員中

任一性別委員應佔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教練評審委員會之任務、組成、運

作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規定，由學校

擬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三、運動教練遴選機制

依據聘管辦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專

科以上學校運動教練之遴選，由各校所

設立之教練評審委員會自行辦理；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運動教練之遴選，除由各

校所設之教練評審委員會自行辦理外，

得委託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另外，

在該條第二項則規定主管教育行政關接

受前述學校（專科以上學校、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委託辦理運動教練之遴選，

應設運動教練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教

練遴選委員會）；教練遴選委員會之任

務、組成、運作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規定，在中央由教育部，在直轄市由直

轄市政府，在縣（市）由縣（市）政府

定之。由上述立法背景，探究其立法原

意，係明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運動教練

之聘任遴選，可委由主管機關設置教練

遴選委員會統一辦理後，再分發各校進

行聘任之後續事宜。

另外，探究聘管辦法第五條立法

意旨，為期運動教練的專長能符合學

校的需求，除應具備之運動教練資格

外，亦得依各校發展運動種類之需，訂

定要求之條件或遴選方式。是此，教練

指出，鑒於各級學校聘任運動教練意願

及比率過低，為切符前開各級學校及厚

植國家運動競技實力，民國100年再次

修正《國民體育法》第十三條條文，明

文規定設有體育班的各級學校應置運動

教練之權責，奠立運動教練員額計算基

礎。同時，保留非體育班之各級學校仍

得聘任運動教練。自此，各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乃積極相繼依據《國民體育

法》、聘管辦法進行運動教練遴選，各

級學校聘任運動教練人數逐年成長。截

至目前，落實《國民體育法》第十三

條聘任運動教練人數，自民國97年的

26人，逐年累積至民國104年，全國各

級學校已聘任614人（教育部體育署，

2016；劉哲志、李昱叡，2012）。

運動教練遴選與聘任政策是一種

掄才的體育政策，學校運動團隊的經營

擘畫，運動教練實為最具關鍵的人物，

根據辭海，「遴」是相比而選也，其目

的就是慎選人才而薦舉之（翁桓盛，

2002），即經過公正、公平、公開的程

序，就運動教練人選中，為校選拔出適

當人才，擔任運動教練的職務之程序。

可見，「運動教練選遴」確實有其探討

分析必要，本文嘗試以文獻探討方式，

從行政觀點了解運動教練遴選制度的設

計、各級學校實際運作觀點之遴選方

式，以期能提供有志報考各級學校運動

教練職缺的人員了解遴選制度，並從嚴

謹的遴選過程中脫穎而出。

從行政程序觀點了解遴選設計制度

本文從行政程序觀點分別扼要介紹

運動教練納入學校員額編制表之規定、

設立學校運動教練評審委員會之運作方

式，及運動教練遴選制度，俾使讀者能

有全貌整體性的了解。

一、運動教練納入學校員額編制表

學校聘任運動教練之員額係由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核定，納入學校員額編制

表。在國民中小學校方面，依據「國民

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

編制準則」第三條第九款、第四條第九

款規定：「得依國民體育法規定置運動

教練若干人。」在高級中等學校方面，

則依據「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設置及員額

編制標準」第十一條之規定：「各學校

應擬訂員額編制表，報各該主管機關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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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局核可後實施（新北市，2017）。

二、遴選運動教練之方式

筆者蒐集近七年各級學校或各縣

市政府辦理遴選運動教練簡章，考試方

式採全面性考量，一般而言運動教練遴

選的內容包含專業運動成就資料審查之

積分、筆試、口試及試教四個部分，遴

選程序分二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初

試」，包括專業運動成就資料審查與筆

試，第二階段為「複試」，包括口試與

試教。

首先，為建立運動教練的專業性，

及考量帶隊為運動教練之重要工作，設

計專業運動成就資料審查，以個人運動

成績或帶隊績效二者之間取一，設計不

同層次的積分方式，由應試者所提歷年

個人參加國際正式比賽、全國性運動會

賽會成績或者指導運動選手參加指定盃

賽成績之書證資料予以確認計分，具有

統一性及客觀性。

其次，筆試方面，其目的在於了

解運動教練應具備之基本素養與專業學

科之知能，筆試科目包括運動訓練法、

運動指導法、訓練實務、訓練計畫、行

政管理、運動生理學、運動心理學、運

動生物力學、運動營養學等相關學理理

論作為基礎出題方向及重要性。筆者進

一步蒐集運動教練筆試的考題，經彙整

後發現命題方向及試題之題型係參酌國

內重要體育學者之專書（如：中國文化

大學運動教練研究所林正常教授編譯之

《成功運動教練》及《運動訓練法》，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季力康教授

及中國文化大學體育學系盧俊宏教授等

編譯《競技與健身運動心理學》）、各

大專院校教練研究所考古題、全國高級

中等學校體育教師甄選、教育部與中華

民國運動教練協會聯合訂頒《學校運動

教練手冊》內關於運動教練的任務等主

題，以及教育部體育署目前推動有關運

動教練政策之法令和行政措施等議題。

最後，考量運動教練指導運動選手

獲得帶隊績效，或於個人在擔任運動選

手時期獲得成績作為專業成就，其積分

採計是較難以估算且應試者具有個別差

異，因此如何達到適才適所至為關鍵。

於複試階段，聘任資深專家擔任口試、

試教委員，透過實際演試（口試和試

教），從中審視之，綜合評核後始決定

錄用適當之運動教練人選，故其最重要

評審委員會應依下列程序辦理運動教練

之遴選：（一）擬訂遴選所需運動教練

等級、學經歷、證照資格等條件、遴選

方式、成績配分比率及符合學校發展等

相關規定，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

後公告實施。（二）受理報名，並查核

相關證件及資料。（三）召開會議審

議，必須時辦理專業學科及術科甄試。

（四）通過錄取名單，送委託學校校長

聘任。

綜合言之，各級學校遴選運動教

練，首要需確認是否已將運動教練納入

學校員額編制表，使得依相關法令編列

人事費、辦理遴選及聘任程序。其次，

教育部依《國民體育法》及「教育人員

任用條例」相關規定訂定聘管辦法第三

條至第五條，作為各級學校辦理運動教

練遴選設教練評審委員會之依據，亦可

為各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受學校委託

統一辦理運動教練遴選設教練遴選委員

會之法源依據，授權教練評審委員會或

教練遴選委員會得依法訂定遴選運動教

練之條件。

各級學校實際運作之遴選方式

一、提供何種運動種類之運動教練員額

缺

各級學校依據聘管辦法第三條及

第五條規定核定運動教練名額後，其

衡酌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

辦法」規定發展的三種運動種類、非體

育班之運動代表隊或團隊，進行多方面

評估所需運動種類的運動教練，協助發

掘優秀運動選手，培植競技運動人才，

由學校的教練評審委員會擬訂提供何種

運動種類名額，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

定。為提升行政效能及運動發展規劃，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於審核各校運動教練

員額時，得併同指定運動種類。

例如：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辦

理民國105年度運動教練遴選，其學校

教練評審委員會遴選運動種類為「舉

重」，報經屏東縣政府核定後進行遴選

程序（屏東縣，2017）；又例如：新北

市新店區北新國民小學等12校確定提供

何種運動種類名額，委由新北市政府

教育局統一聯合辦理遴選工作，且組

成「新北市105年度運動教練遴選委員

會」進行擬訂簡章，報請新北市政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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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行政部門依法訂定各級學校聘任

運動教練的政策，建立運動教練與體育

教師雙軌並行制度，成功厚植基層運動

人才，使近年來聘任運動教練人數有越

來越多的趨勢。期望透過筆者五年來辦

理運動教練業務，以「工作者」、「參

與者」的角度與經驗分享，引導對擔任

運動教練工作有興趣者，能夠對運動教

練遴選制度有初步的了解，掌握學校實

際辦理遴選方式，運用有效的策略與訣

竅，作有系統、有計畫、有效率的準

備，以便在運動教練遴選中拔得頭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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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便是選擇最適任之人才給學校。

三、其他遴選方面注意事項

（一）專業運動成就資料審查

運動教練遴選是否採積分審查或其

他術科考試等方式，係由各級學校辦理

運動教練遴選設教練評審委員會，或者

各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受學校委託統

一辦理運動教練遴選設教練遴選委員會

決議規定方式辦理。

目前從學校或教育行政機關公告

之遴選簡章得知，多數以代表該縣市擔

任選手參加之運動成績，或以服務在該

縣市所屬各級學校擔任運動教練指導運

動選手參加獲得績效，據以申請運動教

練資格、報考運動教練考試。簡言之，

不論是個人運動成績或指導選手績效希

望是以代表該縣市的績效才列為積分採

計。不過，就留住該縣市優秀運動人才

的同時，也希望能夠吸引、延攬更多其

他縣市優秀人才。以新北市為例，已於

民國103年起將指導該市以外運動選手

獲得帶隊績效，列入專業運動成就審查

條件並予以折半計分。

（二）聘任級別

應試者必須持有教育部或原行政院

體育委員會依「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

資格審定辦法」經審定合格且核發各級

（初級、中級、高級、國家級）的運動

教練證，始得依聘管辦法參加遴選。

各級學校因受限於所屬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的人事制度及編列人事預算等管

制措施，爰設定遴選運動教練級別通常

為「初級」。但是，如應試者持有中級

的運動教練證，仍得依聘管辦法第六條

第三項規定，具較高級別（即中級）教

練之運動教練，得參加較低級別（即初

級）教練之遴選。

（三）錄取後應配合事項

近三年各級學校委託所屬主管教育

行政關辦理運動教練遴選時，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會在遴選簡章會加註類似以下

文字：考量運動教練經錄取後除接受分

發派任運動教練工作及協助體育運動發

展外，須配合該縣市體育發展績效及任

務需求，逕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運

動教練行政調動或隨時安排跨校支援輔

導其他學校該項運動種類之訓練及推展

工作，期盼活絡運動教練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