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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推展全民運動與提昇競技運動成績一直是

我國長期以來推動的重要體育目標，也是國際間

各國努力的體育方向，而此目標的達成則有賴學

校體育奠定基礎，具體而言，即學校體育活動與

競賽的推動，是達成上述目標的重要策略。回顧

政府遷台六十年來即不斷推動學校體育活動與競

賽，並具備一定之績效，不過在教育大環境的變

遷下，學校體育活動與競賽仍有必須努力的地

方，以下即分別概要敘述。

學校體育活動與競賽的現況

一、學校體育活動

我國學校體育活動的推展現況，依據教育部「學校體育統計年

報」的調查顯示，以辦理體育表演會、晨間健身運動、課間健身運

動、課後健身運動、教職員工體育活動、假期體育育樂營、健康體適

能推廣活動等形式為主（教育部，2009）。並組織田徑、跆拳道、

桌球、籃球、羽球、足球、棒球、武術、游泳、網球、軟式網球、排

球、手球、拔河、柔道、空手道、射箭、體操、壘球、曲棍球、劍

道、自行車等運動性社團推展體育活動。惟在運動社團種類之喜好程

度上則因學級不同而有所不同，國小運動社團排序前10名依序為田

徑、跆拳道、桌球、籃球、羽球、民俗體育、足球、棒球、武術及

游泳（教育部，2009）。國中運動社團排序前10名依序為籃球、

羽球、桌球、田徑、跆拳道、排球、壘球、足球、游泳及武術（教

育部，2009）。高中職運動社團排序前10名依序為籃球、桌球、

排球、羽球、跆拳道、壘球、網球、田徑、棒球及游泳（教育部，

2009）。大專校院運動社團排序，前10名依序為羽球、籃球、

桌球、排球、跆拳道、網球、壘球、撞球、足球及武術（教育部，

2009）。

各級學校體育活動之推展，除上述概況外，各縣市政府亦根據

本身發展條件，各自發展具特色之學校體育活動，例如台北縣即推展

「校園玩運動計畫」，辦理「START動一動 運動常識大考驗縣賽（班際）」、「玩運動  show創

意設計大賽（班際）」、「30人31腳（校際）」、「10人11腳（班際）競跑賽」、「中小學班際

分區大隊接力複賽」、「中小學班際大隊接力（決賽）錦標賽」、「樂樂棒球全縣複賽（班際）」、

「樂樂足球全縣複賽（班際）」、「跳繩擂台賽全縣決賽（班際）」及「中小學班際拔河賽」等，以

推動全民運動。

（圖片來源：台北縣立體育場楊志元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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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體育競賽活動

我國各級學校競賽活動之推展，基本上以

參與校際體育活動及競賽、辦理全校運動會及單

項班際競賽活動為主要方式，在全國性的綜合性

運動會則以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及全國大專運動

會最具代表性，而單項運動競賽則以籃球、棒

球、排球等聯賽最具代表性。依據教育部「學校

體育統計年報」的調查顯示，各級學校大致以舉

辦排球、籃球、棒球、足球、水域活動、民俗活

動、自行車、健身操、拔河、舞蹈、適應體育等

競賽活動為主（教育部，2009）。

各級學校競賽活動之推展，除上述形式之

外，各縣市政府亦各自訂定推展學校競賽活動辦

法，例如台北縣在中小學階段每年均辦理兩次躲

避球、手球、網球、足球、羽球、壘球、桌球、

籃球、排球、棒球、游泳、跆拳道、柔道、空手

道、射箭、及撞球對抗賽和錦標賽，在田徑方面

則每年辦理1次國小5年級9大區田徑對抗賽、

國小6年級9大區田徑對抗賽及全縣師生錦標

賽。中等學校則每年辦理3次田徑對抗賽，其中

一次列入全中運選拔參考依據之一，落實田徑運

動的紮根工作，作為發展其他運動種類的基礎。

學校體育活動與競賽的展望

一、學校體育活動

學校體育活動的推展，關乎全民體適能的

提升績效，依據教育部調查資料顯示，國內近六

成的學生不熱愛運動，且未養成規律運動的習

慣（教育部，2007）；同時94學年度公布之

中小學體適能評估結果，無論在身體質量指數

（BMI值）或心肺耐力檢測等項目的表現，我

國學生均落後鄰近地區的中國大陸、日本及韓國

等地學生。因此，有效推動學校體育活動，提升

學生體適能，將是未來學校體育的主軸，至於推

動的思維與具體策略，筆者則於拙文〈推動快活

學校的思維與機制〉一文中有粗淺之論述，例

如：落實校園全民運動，以全體學生參與運動為

主軸；讓學生體驗運動樂趣，將運動融入生活；

發揮體育教師的專業知能與型塑運動文化等措施

均可供參酌（曾瑞成，2007）。

事實上，運動的價值在2009年6月謝維玲

翻譯出版之《運動改造大腦》一書中（謝維玲，

2009），作者約翰．瑞提醫師與艾瑞克．海格

曼有更精闢之論述，該書論及以往體育課都是針

對某一種運動項目，進行技巧傳授，成績都是以

技巧高低來評比，於是某項運動項目能力差的人

就只能當觀眾，成績也慘不忍睹，並因而對運動

感到疏離，體能也就每況愈下。然而當體育課引

進了體適能的概念，以最大心跳率的70%從事

活動，並以心跳監測器觀察學生是否達到要求，

只要盡力就有好成績，而且可以選擇自己感興趣

的運動來做，學生自然很努力。根據研究，當心

跳速率達到最大心跳速率的70%時，身體中的

內分泌起了變化，讓大腦處於適合學習的狀態，

可以對抗壓力、穩定情緒、集中注意力、延緩老

化、確保身體健康，種種意想不到的功效均在此

運動中發生。由此可見，展望未來學校體育課或

體育活動的規劃，似宜把握心跳速率達到最大心

跳率70%的強度，再配合多元活潑的內容，，

引導學生從事運動，以滿足學生的興趣和需求。

亦即未來在推動學校體育活動上，宜注重縮短學

生對體適能之認知與實行間之差距，並將運動落

實於生活之中，成為生活的一部分，進而成為文

化的內涵。

二、學校體育競賽

學校競技運動的價值不外乎追求外在的成

功經驗與內在目標的自我實現，例如：培養社會

規範行為、增進運動技能，提昇適應能力、帶動

全民體育風潮、拓展體育外交，爭取國家榮譽及

追求自我實現等。過去各縣市政府和各級學校在

教育部體育政策的導引和配合措施下，已獲得一

定程度之績效。例如台北縣在A、B、C三級選

手的培訓制度、建立各單項運動種類培訓體系、

設置獎助學金制度、設置體育基金照顧績優選手

與教練、縣府統籌聘任專任教練分配至各校執行

訓練工作、重點設置體育班、改善訓練環境及定

期辦理各項運動競賽等制度之建立與推動下，不

僅在國內競技運動績效卓著，更培養出王惠珍、

黃志雄、詹詠然與盧彥勳等國際級選手，這些都

（圖片來源：台北縣立體育場楊志元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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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供各國內各縣市或學校參考之措施。

基於上述現象，本文以為展望未來學校競

技運動之推動，似宜優先建立制度，只有制度的

運作，效果方能長久，不會因人事異動而產生落

差，例如：上述台北縣培訓優秀運動選手制度，

建立推動近二十年來，人事雖有異動，且運動科

學介入訓練、體育班發展規劃與國際級選手培訓

銜接等制度均有待加強，惟在上述優良制度運作

下，國內體育龍頭之地位仍能長久維繫。

雖然學校競技運動在教育部的努力之下，

已具有一定程度之績效，惟不可否認的，仍有若

干選、訓、賽、輔之課題值得再做努力。展望未

來，自當以落實學校體育白皮書之各項計畫為優

先考量，例如：（一）建立完整培育制度，培訓

競技菁英人才。（二）強化教練訓練效能，落

實教練績效責任。（三）16年一貫系統培訓，

選、訓、賽、輔建立網絡。（四）運動傷害防護

納入運動人才培育工作重點，維護選手發展運動

生涯等制度之建立，均為教育部和各級學校在競

賽活動之努力方向。

結語

我國學校體育推展六十年來，在教育部的

經營和各級縣市政府和學校的努力之下，已獲得

一定之績效，不僅在學校體育活動上有所成就，

在國內和國際運動競賽成績上也有長足之進步，

惟就現狀而言，台灣地區學生之體適能仍落後同

日本、韓國與中國大陸等地區，未來仍有賴各級

學校共同努力，培養學生運動能力，養成運動習

慣以提升體適能，並於此基礎下，建立各項培訓

競技運動選手制度，發展學校運動競技，提昇競

技運動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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