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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學校體育政策之現況與未來 

王俊權  | 教育部體育司司長

前言

教育部於1973（民國62）年成立體育司

後，學校體育政策隨即朝系統化方向制定有關各

種推展學校體育之實施策略、計畫方案及推動措

施，例如自70年代陸續推動「全民體育革新方

案」、「學校體育發展中程計畫」及93學年度

起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等政策，以落實學

校體育與健康教育能配合學生身心發展之需要，

教導正確的知識、態度與行為，以養成健全體

魄，身心均衡發展的現代公民之目標。依據「我

國學校體育現況與展望」乙書所評析，學校體育

發展迄今，大體可分成九大方向：

一、學校體育政策：朝「普及化」及「競技化」

發展

二、學校體育行政組織：從「分流」到「整合」

三、學校體育課程與教學：從「標準化」到「彈

性化」

四、學校體育活動：「樂趣化」與「多元化」

五、學校運動競賽：「精緻化」與「國際化」

六、學校運動場地設施：「適性化」與「社區

化」

七、學校體育與運動人才：「專業化」與「系統

化」

八、學校體育國際交流：讓世界認識台灣

九、學校體育學術研究：理論與實際結合

學校體育政策發展24年來，除持續深耕基

層體育、厚實國家體育發展根基及奠定國民健康

基礎之外，也面臨社會趨勢的各項挑戰，諸如國

民健康議題、國際體育全球化競爭，國內社會的

快速變遷，少子女化與高齡化趨勢，影響人口結

構與質量，學童與青少年的健康問題，網路時代

人際互動關係與個人生活型態的改變，身體原有

活力與環境適應能力隨之弱化，其他包括肥胖

體弱、藥物誤用、近視齲齒、菸酒檳榔及飲食

不當，導致身體健康亮起黃燈，影響國民生命品

質與生活素質等問題，均於有形與無形之中削減

我國家競爭力。適逢教育部於民國99年召開全

國教育會議後，及邁向建國100年之際，是我

國學校體育政策回顧過去與策勵未來的最佳時

機，以下謹從「體育資源統合」、「培育運動人

才」、「推廣全民運動」、「建置運動環境」及

「傳承體育文化」五大方向來探討學校體育政策

之推動現況，並從學校體育政策白皮書來探討未

來之學校體育政策。

體育資源統合

一、持續爭取與籌編體育預算

表1  全國體育經費分配

表2  學校體育經費分配

國家預算的配置消長，可直接顯現政策發

展的重要性，近年教育部為重視學校體育，在

體育司的經費上，從96年度的7.26億元成長到

100年度的12.14億元。

二、中央體育行政組織自101年起整併成教育

部體育署

民國87年中央政府為成立行政院體育委員

掌理全民體育、競技體育、國際體育及運動設

施等全國體育業務，惟為配合因應政府組織再

造，依專業性質成立體育獨立單位「教育部體

育署」，體育署設6組，掌理學校體育、全民體

育、競技運動、國際體育及運動設施等業務，現

行教育部體育司將在未來併入教育部體育署學校

體育組。

圖1  中央體育行政組織變革

三、培育運動人才

為培育各類學校體育專業人才，相關重要

政策包括「大專校院體育專案評鑑」、「區域運

動人才及運動科學輔導」、「運動績優升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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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學校體育培育運動人才之重要成果

項
次

主要
政策

重要績效

1

大專
校院
體育
專案
評鑑

1.  評鑑分「教學與研究」、「活動與競賽」及「行政與服務」3個面向，28項指標。
2.  98年辦理36所私立大學校院及73所私立技專校院進行評鑑，結果分別納入私立大學
及私立技專校院獎補助款核配經費。

3.  98年度評鑑結果
   （1）大學：一等19校、二等12校、三等及四等共3校。
   （2）技專：一等22校、二等31校、三等及四等共20 校。  
4 .  99年辦理技專校院體育專案評鑑：對象為98年書面評鑑學校50所及諮詢輔導學校6
所，共計56校。

5.  100年起大學校院體育專案評鑑將納入「大學校務評鑑」辦理。技專校院體育專案
評鑑將納入「技專校院綜合評鑑」辦理。

2

區域
運動
人才
及運
動科
學輔
導  

1 .  98年度
  （1）訂定「教育部輔導建立區域運動人才培育體系作業要點」。
  （2）配合地方發展特色，就重點運動項目擇定2項，建立「國小_國中_高中_大學」

體系。
  （3）核定4縣市6運動種類。
  （4）協調臺灣師大、臺灣體院、成大及東華大學設立區域運動科學研究中心。
  （5）建立各項檢測項目。
2.  99年度
  （1）核定14縣市22運動種類。  
  （2）媒合大學及醫療體系，組成輔導網。
  （3）醫療體系介入，協助運動員運動傷害及復健，延長運動生涯。
  （4）藉由醫學檢測、生理、心理、力學及營養等，提升競技實力。
  （5）朝聯合會診模式提供即時回饋。  
  （6）特優級運動人才輔導計畫，大甲向俊賢、成淵張國基。
3.  100年度
  （1）預計100年輔導20縣市34運動種類。
  （2）建立運動科研介入訓練模式、檢測標準作業流程及專項檢測  項目。
  （3）持續提供運動教練科研知能，以保護訓練方式協助菁英選手。
  （4）建立菁英選手運科資料庫，長期追蹤。  
  （5）建立潛力選手評估模式，運科及身體素質，評估未來發展潛力。

3

運動
績優
升學
制度  

1 .  高中體育班免試入學。
2.  體適能納入升學參採。
3.  運動績優生升學管道。
4.  大專校院優秀運動人才助學補助。

4

體育
班改
善計
畫及
高中
體育
班課
程綱
要  

1 .  體育班改善計畫
  （1）依據及目的：立法院第7屆第6會期教育文化委員會第3次委員會議委員提案。

檢視各級學校體育班，獎勵成效卓著之學校，落實進退場機制，逐年充實體育
班發展之資源。

  （2）推動期程：訂定體育班5年（100-104年）發展計畫。
  （3）改革方向：逐年推動體育班之設班條件、員額編制、入學測驗、編班方式、課

程教學。
  （4）改進措施：提升法律位階、建置人才資料庫、進用教練人力及增能、辦理訪視

與評鑑、落實進退場機制。
2.  高中體育班課程綱要
  （1）依據：97年12月發布，自99學年度起適用。各校應組成「體育班課程發展委員

會」規劃體育專業課程及選修課程，審議與推動各項課程。  
  （2）特色課程必修：運動學概論；選修：運動科學概論、運動應用英語、運動人文

概論等列為課程實施重點。
  （3）規劃編撰必修及選修課程之教材暨教師手冊。辦理專項術科綱要編撰作業。  

5

改革
全大
運及
全中
運

1.  改革全大運
  （1）國際化、精緻化與競技化，與奧、亞運接軌，加強禁藥及品德教育宣導。
  （2）種類恆定兼顧國際接軌：為與世界接軌，增列得納入世界大學運動會之科目及

項目。
  （3）依奧運會、亞運會及青奧運動會開幕及閉幕典禮程序。
  （4）修正開幕、閉幕典禮程序，並增列教練宣誓之程序  。
  （5）明訂公開組資格。
  （6）明定參賽隊 (人 )數之計算方式，並增設運動精神獎狀。
  （7）為使賽事順利進行，避免不合理爭議與衝突影響比賽進行，增訂申訴制度。
2.  改革全中運
  （1）朝賽會精緻化、作業流程標準化、賽制國際化、競賽種類恆定化及資訊化發

展，提供國內精英選手運動競技舞台。
  （2）各錄取競賽種類「前六名」，頒給各競賽種類錦標獎狀。
  （3）以「金、銀、銅牌數，換算積分4、2、1」，頒給各競賽種類錦標  。  
  （4）對運動員生活教育、運動品德與運動精神表現優異者，頒給運動精神獎。
  （5）女生組之運動員有生育事實，得每胎延長年限二年。  
  （6）100年縣市整併，以整併後名稱進行參賽，參賽名額不增加。
  （7）以指定盃賽、選拔賽或符合標準作業程序之賽會成績，作為成績採計認定。
  （8）應辦種類12種＋選辦種類1至2種。
  （9）增辦「示範賽」  1種。  

6

原住
民運
動人
才專
案計
畫

1.  推動訓輔小組計畫、醫學監控計畫、運動傷害復健監控計畫、運動心理監控計畫及
建置優秀原住民學生運動資料庫等子計畫。

2.  99年甄選田徑類21名、跆拳道正取15名、體操15名、柔道15名及舉重14名，總計
80名優秀選手。

7

推動
各項
學生
運動
聯賽

1.  籃球：部分國、高中球隊數略減外，大專球隊呈現逐年增加趨勢。累積至98學年度
止，總參賽人數 /6萬9,215人，參賽隊伍 /3 ,673隊。  

2 .  排球：各級排球聯賽參賽隊伍除96學年度外，餘逐年成長。累積至98學年度止，總
參賽人數 /2萬7,663人，參賽隊伍 /1 ,610隊。

3.  足球：累積至98學年度止，總參賽人數 /1萬1,266人，參賽隊伍 /469隊。98學年度
首次舉辦中等學校5人制足球錦標賽，計有119隊1,831人參賽。  

8

運動
教練
增能
及進
修計
畫 /
規範
合理
訓練
時數
及輔
導

1.  97年修訂「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教練在職期間應積極進修研究
與其訓練指導有關之知能，其進修時數每年至少18小時以上，「參與進修之時數」
已納入成績考核項目之ㄧ。

2.  調查99年成績考核情形，符合「進修時數每年至少18小時以上」之專任運動教練占
97.5%。

3.  98-99年辦理運動教練專業知能研習及出國研習（內容包含教練角色任務與權利義
務相關法規、運動傷害防護、禁藥認識、品德教育與性侵害防治等）。

4.  99年編印學校運動教練手冊（內容包含教練倫理、運動員心理、訓練策略及運動科
學等）。

續表3  學校體育培育運動人才之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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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學校體育推廣全民運動之重要成果

項
次

主要
政策

重要績效

1

泳起
來計
畫  

1 .  97-99年補助興建學校游泳池：總計50校。
2.  97-99年溺水死亡學生人數：從97年64人、98年56人降低到99年的43人。
3.  持續加強水域安全宣導及水中自救能力教學，逐年降低學生溺水死亡人數，預計12
年後每10萬名學生溺水死亡率由1.08降至0.5。

4.  持續嚴格審查縣市政府游泳池新改建計畫及配套措施，已完成新整建規劃參考手
冊，優先活化現有泳池，逐年改建溫水設施及新建溫水泳池，預計12年後比率由
11%提升至15%。  

5 .  結合公私立游泳資源，每年補助5萬名學生實施教學，建立守望員及協調游泳教學教
練制度，建立意外處理SOP 。  

6 .  每年畢業學生增加3.25%學會游泳，預計12年後檢測合格率由42%提升至80%。  
7 .  每年調訓900名教師（以未具備游泳教學能力為優先），充實師資專業。

2

促進
優質
學生
棒球
運動
方案

1.  99年7月16日奉行政院核定，實施期程自99年至102年止，訂定6大目標，51項策略
工作內容。

2.  目標：  
  （1）倍增隊數社團數：至102年各級學校代表隊及社團數增至1,634隊。  
  （2）提升教練選手素質：提升教練專業、品德及禁藥素養，確保選手基本學力。
  （3）新修整建棒球場地：4年預計新建20座，整建80座，預計至102年新修整建100    

座簡易棒球場。  

3
大足
球計
畫

1.  4年（99-102年）中程計畫，總目標為廣植足球參與人口提升足球運動水準，厚植國
家競技實力。

2.  本計畫包含15項工作內容，包括「普及運動人口」、「提升競技實力」及「場地修
整與行銷宣傳」等面向。

3.  透過中華民國足球協會與國際足總（FIFA）合作，未來將由  FIFA提供足球相關教
材及師資協助我國足球教育與世界接軌。

4.  99年辦理全國樂樂足球等4項推廣活動。其中國小樂樂足球超過10萬人參與。另辦
理中等學校足球聯賽等4項競技活動相關經費共計約3,000萬元。

5.  99年補助13縣市修整建足球場地及購置器材共計71校經費約2,995萬元。
6.  近程以桃園縣、臺南縣、花蓮縣及臺中市為標竿縣市，建立區域人才架構。  
7 .  辦理教練、裁判講習會，每年培育200人次，強化各級學校足球國家代表隊選訓、
賽、機制。  

8 .  落實國小班際足球賽，國小樂樂足球人口達10萬以上，國、高中代表隊至少400
隊，大專至少300隊。

9.  建立全國足球人才資料庫系統（包括學生、教練及裁判等）。
10.  2015年舉辦亞洲U17及U20級組賽事，重返四強。

4
民俗
體育
計畫  

1 .  自88年起，積極辦理培訓民俗體育師資工作，推廣校園民俗體育活動，扎根與發揚
傳統固有的民俗體育。

2.  推展內容  
  （1）維護與充實民俗體育教學資源網。
  （2）辦理各縣市民俗體育種子教師培訓。
  （3）辦理各縣市民俗體育教學輔導訪視。
  （4）辦理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表演觀摩競賽。
3.  98學年度培訓種子教師1,002人，辦理觀摩表演賽有1,263隊；5,048人參加。
4.  未來推動重點
  （1）建置教學資源網：103年增加至1500筆師資與團隊資料。
  （2）種子教師培訓：每年培育500人，發展學校增加400校，103年學生運動人口數

增至1萬人次。  
  （3）教學輔導訪視：分北、中、南三區，各區以1大學為中心，成立輔導團。
  （4）觀摩表演競賽：103年預估參賽隊伍達1,200隊，各縣市辦理各項競賽參賽人數

達1萬人次。

5 拔河
計畫  

1 .99年度推展內容包括：
  （1）全國各級學校室內拔河賽
  （2）全國國中以上學校室外拔河賽
  （3）B級、C級裁判研習會
  （4）拔河運動樂趣化教學研習會
  （5）國際拔河學術研討會  
2 .近年重要績效
  （1）2005德國「杜易斯堡世界運動會」 -中華女子室內拔河隊榮獲冠軍  
  （2）2009「高雄世界運動會」 -中華女子室內拔河隊榮獲冠軍
  （3）2010 「義大利世界盃室內拔河錦標賽暨公開賽」 -榮獲冠軍
  （4）2010「第8屆亞洲拔河錦標賽」 -5個團隊榮獲冠軍  
  （5）2010「世界盃室外拔河錦標賽」 -榮獲冠軍  

6
體適
能計
畫  

1 .  落實健康體育網路護照：落實實施體適能檢測，以瞭解學生之體適能情形，已有逾
190萬筆10至18歲學生體適能資料。

2.  推廣體適能納入升學參採：97年起推動，分高中職及大專實施，屬學校系所發展特
色，已有178所高中職及19所大專納入升學參採，逐年增加推廣學校。

3.  增設體適能檢測站與培育體適能指導員：考量區域平衡及學生分布，增設體適能檢
測站，增加合格體適能指導員，除小校外目標朝1校1指導員。

4.  強化學生養成規律運動之習慣：推動縣市特色，督促學校推廣晨光、課間及課後體
適能活動。  

5 .  修正學生體適能常模：已初步完成小5至高3常模分析，預計於100年公布我國學生
體適能常模。  

7
適應
體育
計畫  

1 .  98-100年推動  「適應體育方案」，99年重要績效包括：
  （1）辦理研習會10場次逾900人參加及國際適應體育研討會。  
  （2）辦理親子活動營6場次計有學生與家長1,272人參加。  
  （3）完成適應體育現況暨人力資料專案報告。  
  （4）完成相關書籍及專案報告，如「適應體育醫學知識」、「適應體育水中活動—

概念與實務」、  「適應體育教具與教學活動設計」、  「適應體育專業人員證照
制度發展計畫」  等。

2.  未來推動重點：
  （1）持續辦理「適應體育親子活動營」，每年300人參加。
  （2）辦理適應體育教師增能計畫，預計完成3年內調訓500人。
  （3）持續徵求「適應體育教案」，提供教學參考。
  （4）建置適應體育教學資源網站，提供交流平台。
  （5）輔導協助適應體育教師建立身心障礙學生的學習模式：

8

寒暑
假育
樂營
計畫  

1 .  為提供學生學習各項運動入門技巧、體驗運動樂趣，進而提高運動興趣，養成終身
規律運動習慣。  

2 .  以「接觸大自然之戶外運動休閒活動」規劃山海體能活動。
  （1）山系列：登山健行、攀岩、戶外冒險、溯溪。
  （2）海系列：帆船、獨木舟、浮潛、潛水。
  （3）綜合系列：體能王、直排輪、射箭、自行車、漆彈、體適能、假日廣場。
3.  99年暑假辦理登山健行、攀岩、戶外冒險、射箭、漆彈、自行車、浮潛、溯溪、帆
船、獨木舟、潛水、體能王、直排輪、體適能、親子廣場、水上芭蕾、西式划船、
定向運動等18項營隊，總計249 梯次，共有10,796人次參加。

續表4  學校體育推廣全民運動之重要成果



政策法令 | L a w  學校體育‧第121期‧2010年‧12月號

011010

度」及「體育班改善計畫及高中體育班課程綱

要」等，重要說明如表3。

推廣全民運動

為推廣全民運動，相關重要政策包括「泳

起來計畫」、「促進優質學生棒球運動方案」、

「大足球計畫」及「民俗體育計畫」等，重要說

明如表4。

建置運動環境

一、推動設施標準化

（一）訂定運動場、游泳池、球場及風雨操場之

設施標準。

（二）建立學校運動場施工規範與監造之檢查

點。

三、未來執行重點

（一）棒壘球場及足球場地設施標準化。 

（二」運用國中小空餘教室，逐年增設樂活運動

站及淋浴間。 

（三）推動校園無障礙運動空間。

傳承體育文化

一、傳炬I、II學校體育傳習錄

（一）目的

1. 建立臺灣學校體育之歷史傳承。

2. 匯集臺灣學校體育先進豐富多元的資料。

3. 建構臺灣學校體育文化意識。

（二）出版專書

1. 以學校體育觀點撰述專書及影片。

2. 以口述歷史方式，提供珍貴的一手資料，回

顧學校體育發展軌跡。

二、學校體育統計年報

（一）計畫內容 

1. 本計畫自民國93年起，蒐集全國各級學校

基礎資料，供學術研究及政府推動、考核及

擬定各項體育政策之依據。

2. 項目：課程與教學、體育活動與運動團隊、

體育專業人力及運動場館與設施等四大類，

98年新增適應體育（含特殊學校）與體育

班調查。

（二）未來執行重點：校正數據，分析課程教

學、體育活動、運動團隊、體育人力及場

館設施，作為政策規劃參考。

三、學校衛生統計年報

（一）計畫內容

1. 建立全國學生健康相關資訊，呈現中小學生

健康狀態、健康行為現況、校級健康促進學

校成效、健康中心績效，供政府、學校推動

學生健康促進政策之依據。 

2. 對象：國小及國中學生，上傳率達

97.4%。

（二）調查項目：（約有2 6 2萬9 , 4 2 9筆資

料）

1. 基本資料

2. 生長發育：身高、體重及身體質量指數。

3. 健康體位：肥胖、過重、正常、過輕之體位

比較。

4. 生長遲緩、視力及齲齒等健康項目 。

四、獎勵學校體育績優團體及個人 

教育部每年均評選推展學校體育績優團體

及個人，在團體部分包括績優學校及績優團體，

個人部分包括教學傑出、活動奉獻、運動教練及

終身成就等獎項，97至99年辦理情形如下表。

表7  獎勵學校體育績優團體及個人之成果

表5  學校體育運動設施建置之重要成果 表6  傳炬I、II學校體育傳習錄

五、體育運動大辭典 

（一）自73年發行迄今，用語概念應修正符合

現今社會及時代潮流。鑑於體育專業使

命，體育司主導編纂工作並邀行政院體育

委員會共同辦理，配合建國百年，預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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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完成編纂作業。 

（二）現階段範疇涵蓋學科與術科計1 5領域

1 5 3項目，總計有8 , 6 2 8詞條。結合

老、中、青三代體育專業人力約計400人

次。 

六、各級學校運動人才資料庫

（一）計畫內容 

1. 建立全國學生運動成績資料庫，呈現學生聯

賽、全中運及全大運等各種運動人才與參賽

成績資訊，供政府、學校推動競技運動政策

之依據。 

2. 對象：我國學生運動員。

（二）調查項目：1.註冊系統；2.報名系統；

3.成績資料；4.查詢系統。

圖3  各級學校運動人才資料庫運作模式

七、就是愛運動節目製播

加強學校體育運動之宣傳，介紹各級學校

發展運動特色，進而養成規律運動習慣及品德教

育。製播13集，每集25分鐘，於公共電視及華

視播放，自99年12月11日起播放。

展望未來

一、配合政府組織再造順利推動「教育部體育

司」業務轉銜進入「體育署學校體育組」

現階段學校體育政策除持續推動與落實現

行各計畫方案外，最急迫面對的則是配合政府組

織再造，與現行之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合併，於

101年成立教育部體育署，各項學校體育政策

也將隨之移撥與融入體育署，業務整合、人事調

整、組織結構以及預算分配也將在未來2年有重

大變革

二、規劃、制定與落實學校體育白皮書

（一）撰述架構：願景→理念→目標→策略→行

動方案→ 核心指標→策略指標。

（二）階段目標：短、中、長程目標。

（三）規劃與制定程序：分組撰擬→召開分區公

聽會→納入全國教育會議結論→完成初稿

→ 最後修訂→預定100年2-3月公布。

圖2  99年獎勵學校體育績優團體及個人頒獎典禮

圖4  學校體育政策轉銜進入未來體育署之規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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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學校體育白皮書(草案)之目標與核心指標
項次 目標 核心指標

1
推展快樂運動
形塑健康校園    

1 .  每日身體活動達60分鐘，規律運動比率逐年提升。
2.  1校1場館，增建游泳池。
3.  增加體育課程授課時數。
4.  小學教師增能認證比率達80%。  
5 .  學校體育經費占教育總預算5%。  
6 .  提升運動資源及可及性，每年增加5%。  
7 .  發展每縣市區域特色運動。  
8 .  健康體適能指標逐年提升1%。  

2
健全育才機制
競技卓越拔尖  

1 .  廣植基層運動人口比率逐年調升。
2.  建立區域人才培育體系，選訓賽輔16年逐級拔尖。
3.  進入世界大學運動會總成績排名前5名。

3 促進公平正義
維護運動權益  

1 .  增加弱勢族群運動參與機會，逐年提升5%。  
2 .  逐年改善學校運動環境，2020落實「運動無礙」學校達10%。

4
廣增體育交流
拓展多元視野  

1 .  學生參與校際及國際體育交流比例逐年增加。
2.  爭辦世界大學運動會。
3.  爭辦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5
活絡體育資源
落實永續經營  

1 .  制訂學校體育實施標準。  
2 .  建置輔助學校體育發展組織系統。  
3 .  整合各級各類體育資源運用平台。  
4 .  整合區域體育研習系統平台。  
5 .  研議建置賽會中心。
6.  研議大學系所配合運動證照制度。

圖5  學校體育白皮書（草案）規劃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