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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軌的體制　體育生的茫然

2016-10-15  記者 張芳語 報導

2016年巴西里約奧運在絢麗光彩的閉幕典禮下結束，但對台灣而言，最大的震撼彈卻是網球選手

謝淑薇退賽事件，媒體、名嘴眾說紛紜，卻鮮少有人關注選手的運動基礎養成。為了站上國際舞

台嶄露頭角，運動員必須從小扎根，體育班因此應運而生。許多學生因為家長的決定而進入國、

高中體育班，在沒有制定體育生未來相關升學法律的教育制度下，有些體育生畢業後便結束自己

的體育生涯，不得不與其他一般生較勁、討生活。目前台灣還是以學科考試為主要大學遴選辦

法，由於體育生的青少年黃金時期都被練習佔據，少了學習基本知識的機會，不禁讓許多家長、

體育生或體育相關人士質疑體育班存在的意義，更讓人懷疑在台灣身為運動員的價值。

 

教育制度使然　體育班被視為跳板教育制度使然　體育班被視為跳板

台灣的升學制度，家長用心良苦幫小孩規劃人生，對於是否選擇體育班更是兩難。由於傳統教育

體制以成績定奪人生方向，導致許多在普通班級無法跟上學科進度的學生，轉而就讀體育班。然

而，現今台灣體育班的教學方式大都是把術科擺在優先順位，並加以操練，認為運動員只要在體

育方面獲得好成績即可，對於學科方面的表現相對不過於追求。

並非每間學校都設有體育班，更少有學校為特殊運動項目開放名額。選了學校，還需將教練、環

境、機會甚至課業等因素納入考量範圍。有部分家長讓孩子就讀體育班並非孩子潛藏天份或興趣

使然，而是將體育班視為跳板，只為求得一張高中畢業文憑，為將來的大學鋪路。

某校體育班的學生。（圖片來源／富邦文教基金會）

 

體育班運作模式　建立刻板印象體育班運作模式　建立刻板印象

學校設立體育班，提供簡單的教學課綱並不能解決體育生學習上的問題，雖然有些知名高中體育

班在名聲和升學率的壓力下，會強制要求體育生的考試成績和讀書習慣，但台灣多數的體育班仍

埋藏著令人擔憂的上課制度。

體育生和學校教練因代表學校而背負名次壓力，學生訓練過度是常有的事。正值青少年發育期的

體育生，平日練習耗費大量體力，早上晨操和下午嚴酷的訓練導致學生疲倦、睡眠不足，因此上

課心不在焉、上課補眠的狀況屢見不鮮，生活作息和普通生有著天壤之別。又班級是由擅長不同

領域的體育生組成，倘若有同學代表學校出賽，課程進度便會陷入兩難，最後為了不讓學生的進

度有落差，老師只能折衷停課。例如一群棒球隊的學生同時外出比賽為校爭光，剩下的同學只能

坐在教室等老師來上課，或是待在教室看電影，大多數的情況卻是將所有上課時間花在睡覺，如

此三年過後學生程度嚴重落後普通班也是必然的結果。加上多數體育生個性活潑且較隨性、較不

容易專注於上課內容，「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刻板印象不知不覺衍伸而來，體育班的學生便

漸漸與頑劣劃上等號，老師們對體育班功課成績的期望也不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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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頭題【人生最終

章　禮儀師賴睿昇】

由資深禮儀師探討生

命課題，談人生無

常。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林宥成林宥成

宥成是我，在一個香

火鼎盛和四周都是田

地的地方長大，不管

如何，開心的過每一

天，才是最重要的！ 再怎麼平凡
的事情，一定含有其不平凡的內

涵！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何家沂何家沂

住在颱風天不會有事

的台中 喜歡羽球，
是從小到大的好朋友

喜歡小小一群人的緊

密勝過一大批人馬 喜歡胡思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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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靈魂　足球之神巴西的靈魂　足球之神

「貝利：傳奇的誕生」描述貝利從一個貧民窟
裡的平凡男孩成長為一代球王的心路歷程，並
藉此探討自我認同、民族與國家的精神等課
題。

一場視覺大戰一場視覺大戰

在西元2000年前，看到的電影或是卡通大多
都是平面的，然而到了2000後3D電影出
現，近幾年甚至出現擴增實境(AR)。不只是
呈現的方式不斷演進，最近更推出虛擬實境
(VR)。

體育班學生上課睡覺的情形屢見不鮮。（圖片來源／個人新聞台- PChome）

然而，還是有希望學科、術科兩邊兼顧的學生，因國中時期學校的分配，和資優生一起就讀體育

資優班，與成績較好的學生較勁，上高中後不希望跟著純體育班以專業術科為主的上課方式，想

比照普通生的學習進度在體育班努力讀書，卻被一些對體育班有偏見的老師打壓。舉例來說，某

些國立大學會提供體育加分的升學制度，像是甄審、甄試、獨招等等，有利於體育生往不同的軌

道發展，但仍然需要一定的學科成績才能申請，若只跟隨體育班的上課進度則很難考取。但有些

老師卻認為體育生只需要靠體育升學，不希望體育生和一般生爭奪學科遴選的名額。

其實體育班的學生也可以課業、專長兩方兼顧，有時是因為家長從小沒有給予孩子適當的觀念，

只專注於強加操練課表，認為術科才是他們的主科，把孩子培養成一個奪牌機器。再者，由於體

育生擁有特殊的升學管道，加上從小沒有時間培養孩子不同的興趣，因此把運動擺在第一順位常

被視為理所當然。

體育班的運作方式與風氣，導致大眾對體育生因不理解而產生反感；外界對體育班的刻板印象，

並不是一日得來的結果，而是日益累積流傳下來的想法。

 

跳脫升學印象　培養自身專長　跳脫升學印象　培養自身專長　

對體育生來說，體育班成為一種升學工具，未來利用運動成績的加分制度進入國立大學，卻放棄

多年努力培養的體育專長，只為了掙得體育教師的鐵飯碗。台灣對於體育的不重視、運動沒有未

來出路的觀念早已深植人心，認為只有「公務員」的工作才能高枕無憂，這也造成許多對運動員

不公平的體育協會得以存在。

曾經就讀體育班，目前就讀輔仁大學的全國游泳紀錄保持人周孝永表示：「因為現階段體育人口

已經和以前比起來有所增加，對於學體育的人不該把自己限制在小圈圈裡，應該國小、國中、高

中都不設立體育班，讓學生選擇自己喜歡的事情並學習有興趣的才藝，而大學走體育的人自然應

該讀體育系。」

 

改變體制　為體育生帶來一線曙光改變體制　為體育生帶來一線曙光

對於體育生和台灣體育未來的發展，或許目前只能端看政府能不能有效制定完善的規劃政策，藉

由與學校合作，安排適當的教職或是專長教練，打造更好的工作機制。另外，家長也需給予適當

的教育觀念，不能為了體育成績從小一昧地逼孩子訓練，很可能因此錯失尋找興趣和發展方向的

機會，造成孩子在未來只能靠體育維生。而對體育班要有更妥善、更符合學生的上課機制，若比

照普通班的課程安排則會導致落差越來越大，並且不能用成績來定義一個學生。最重要的，政府

必須重新重視體育項目，為體育班制定更有效的教育規劃，讓體育生得以安心訓練、為國爭光，

讓台灣的體育能在國際舞台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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