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迎接 2024 巴黎奧運 法國將加強體育教育 

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 

第 33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再過三年就要在巴黎登場，東京奧運甫落幕，

法國便已開始倒數計時。下屆奧運將於 2024 年 7 月 26 日在巴黎正式開

幕，有的選手早已下定參賽決心。對法國政府而言，巴黎奧運更是一展雄

心的機會。 

2021 年 8 月 9 日，東京奧運閉幕式的隔天，國民教育部部長布朗凱

（Jean-Michel Blanquer）受邀至歐洲廣播一台（Europe 1），在節目中表達

了「讓每個人重拾運動」的願望。對他而言，奧運留下的「遺緒，當然是

讓我國的體育風氣更為興盛。」 

「運動對人的健康至為關鍵，鑑於當前的疫情，自然更加重要」部長

如此說道，並保證將從 8 月中開始朝此方面努力，且以學校教育為重點。

部分人認為，這類措施怎樣都不嫌多。 

教育部長的尷尬處境 

布朗凱在推特（Twitter）上推崇學校中的體育課（Éducation physique 

et sportive, EPS），並認為這對法國今年在奧運的優秀表現有所貢獻。然而，

兩位奧運獎牌得主卻毫不留情地反駁教育部長。本次獲得籃球銀牌的文

森‧波伊里爾（Vincent Poirier）對於布朗凱在推特上稱頌「學校體育教育

相當優秀」的回應是：「我在學校時根本很少打籃球，拜託。」 

部長還在推特上寫道：「讓我們為體育老師的努力以及運動協會的合

作致敬。」本次東京奧運贏得金牌的手球守門員文森‧傑哈（Vincent Gé

rard）則認為部長的賀詞有些草率，並在社群網路上感嘆學校體育課仍不

夠受重視的現象：「就像學校其他課程一樣，資源不足。」 

持相同態度的，還包括本次奧運百米蝶泳第六名的瑪麗‧瓦特爾

（Marie Wattel），她發了一條幽默的推特：「我正在考慮是否要為了 2024

的巴黎奧運重拾學校的體育課。」不僅如此，目前於紐約尼克隊（Knicks）

效力的法國籃球員埃文‧富尼耶（Evan Fournier）也在社群網路上表示：

「部長先生，不是這樣的，我們的學校體育文化根本是一場災難。如果我

的隊員跟我自己得以達到顛峰，要感謝的是那些運動協會、俱樂部、志工，



 

 

但決不是學校。」 

無論受到什麼樣的批評，教育部長還是相信籃球員魯迪‧戈貝爾

（Rudy Gobert）、手球員尼古拉‧卡拉巴蒂奇（Nicolas Karabatic）、手球

員克麗奧佩脫拉‧達勒克絲（Cleopatre Darleux）或排球員埃爾文‧恩加佩

斯（Earvin Ngapeth）的優異表現與學校教育有關：「長久以來，學校體制

不只對全國人民來說很重要，對職業運動員來說也相當重要。」布朗凱在

歐洲廣播一台上如此強調。 

正因如此，布朗凱表示，將使學校體育活動如「閱讀、基本知識」作

為「主要努力目標」，畢竟現在「孩子花太多時間在螢幕前，運動和閱讀

的時間都不如以往。」 

曾任學區區長（recteur）的布朗凱因此承諾，會推行體育方面的教育

政策，當中包括將體育課列為高中專業科目、設立職業運動高中會考（bac）、

或是「2024 世代」學校認證（Génération 2024，為法國政府為鼓勵學校發

展青年體育教育之措施）。除了以上種種，布朗凱也沒忘記他在 2020 年 2

月提出的重要方針，即小學校園內「每日運動 30 分鐘」，並期望在新學年

擴大舉辦。 

運動在學校中的重要性為何？ 

2024 巴黎奧運主席、奧運輕艇金牌得主托尼‧埃斯唐蓋（Tony 

Estanguet）支持上述教育部長提出之措施，並且在週日於《巴黎人日報》

（le Parisien）的專欄中加以讚揚。然而，這些真的能稱得上是新措施嗎？

根據教育部的課程規劃，小學生每年必須有 108 小時的體育活動。由於一

學年有 36 週，因此每週有 3 小時，根據建議應分散在不同日子，如此細

分下來，在一週上課四天的學校中，每天有 45 分鐘的體育活動；而週三

上課半天的學校裡，每天運動時間亦達 36 分鐘。 

雖然以上數字比布朗凱部長提出的時間還要高，但整體而言法國仍然

遠遠落後於其他國家。學校體制在體育方面的失能，批評者眾，奧運獎牌

得主不是第一批人，當然也不會是最後一批人。2019 年 9月審計法院（Cour 

des comptes）提出的一份報告措辭相當嚴厲，譴責「小學的體育及運動教

學」「明顯不足」；至於中學，則「不見有期末評量方式」，即使罕見地制

訂了目標，也都沒有實現。 



 

 

這份報告的數字十分驚人，指出「初中一年級新生有 48%不會游泳，

但偏偏溺水是 15 歲以下兒童意外死亡的主因。」審計法院認為，在體育

方面，「法國在歐洲國家之間是出名的缺乏對策。」法國的體育教育落後

情況數一數二，在巴黎奧運賽事即將來臨之際，這樣的「聲譽」不要也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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