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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衆對於運動員有很多刻板印象，例如頭腦簡單、四肢發達、退役後找不到⼯作等。政府針對這
些現象做出相對應的措施，例如⼤專運動績優⽣（俗稱「體資⽣」）多元入學⽅案，讓體育表現優異
的學⽣，能透過多元的升學管道，展現⾃⾝的⻑才。本文即專訪國立陽明交通⼤學網球校隊的何文
仁，讓我們來看看她對與體資⽣⾯對的事情有什麽看法。

運動員退役該怎麽辦？
根據風傳媒對台灣家⻑爲什麽普遍不讓⼩孩練體育的報導指出，「運動員未來出路少」這⼀原因在報導中排名在
第⼆，也是我們普遍聽到⼤衆對運動員的看法及家⻑反對⼩孩進入體壇的原因之⼀。除了⼀些較獲得關注的運動
員之外，許多運動員只能草草退役，⽽因爲過去專⼼在運動培訓及比賽，沒有培養第⼆專⻑，退役後的⼯作選擇
也很少。可能⼯作包括體育老師、教練、裁判等，但是卻不是每個退役運動員都能獲得機會。

⼤專運動績優⽣，俗稱「體資⽣」，是臺灣的⼀種學⽣⾝份，利⽤體資⽣⾝份入學的學⽣在體育和學業皆有可圈
可點的表現。這樣的入學⽅式讓運動員可以同時兼顧運動及課業，也讓他們在未來退役後的選擇變多了。但是體
資⽣這⼀入學⽅式⼀直是很有爭議的話題，例如對⼀般⽣不公平、被看不起等，在問到對與這⼀些爭議的看法
時，何文仁的答案是「只要你對⾃⼰有要求，並把事情做好，別⼈就沒辦法說什麽。」

▲ 何文仁出賽110年全⼤運女雙（圖片來源 / 何文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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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資⽣跟⼀般⽣沒什麽不同
「運動員都不會讀書」是⼀直以來⼤衆對運動員的刻板印象，但隨著體資⽣的⾝份出現之後，運動員多⼀個選擇
可進入理想的⼤學，借此發展第⼆專⻑，讓退役後的⽣活有了更多的機會。體資⽣入學的最低成績⾨檻雖然較⼀
般⽣低，但是依然需要達到⼀定的標準，加入⼤學後需要為學校服務，提升學校的運動風氣。以國立陽明交通⼤
學爲例，體資⽣需要加入校隊最少六個學期，且需要協助學校舉辦體育周、校慶等活動，體育學分也都掌握在教
練的⼿上，就少了如⼀般⽣⼀樣選擇修習其他體育課的權利。

▲ 何文仁（後左⼆）與團隊在比賽後合照（圖片來源 / 何文仁提供）

體資⽣⾯對的壓⼒
隨著年紀的增⻑，體資⽣所要⾯對的事情和壓⼒就更加多。運動員⼀個星期中可能有四天需要訓練，還需要花⼀
定的時間來學習，以保證⾃⼰的成績能夠達到標準，剩下屬於⾃⼰的時間就非常少。另外，對於運動員來説，每
⼀次比賽對他們來説都很重要，但是很多因素都會影響他們的表現，例如場邊的觀衆、當下的狀態不好等，都需
要立即做出相對應的調整。在⾯對比賽、⽣活、課業四⾯八⽅襲來的壓⼒，運動員需要有强⼤的⼼理素質去⾯對
及解決，有不少⼈會因爲⾯對不了⽽選擇放棄。問到何文仁在⾯對這些壓⼒時會怎麽應對，得到的回答其實也跟
常⼈沒什麽不同，那就是「⾳樂」，因爲可以讓她暫時跟外界切割，不會⼀直處於緊張的氛圍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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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文仁（左邊）備戰110年全⼤運（圖片來源 / 何文仁提供）

政府及⼤衆能提供什麽幫助？
運動員除了要⾯對運動年齡有限的情況之外，因爲周⽽復始應付⾼强度的訓練及比賽，也容易帶來運動傷害。常
⾒的運動傷害有包括脚踝扭傷、肌⾁拉傷等，這些較爲輕微的運動傷害只需休息及配合醫⽣治療就能好轉，但是
嚴重的運動傷害，例如跟腱撕裂、韌帶撕裂等，運動員除了需要⾯對職業⽣涯提早結束以外，也會影響到他們的
⽇常⽣活。

⽬前台灣體壇的環境相較於國外，對運動員較爲不利，運動員因爲從⼩就專注於某⼀個項⽬，但能夠成功得獎或
受到關注的非常有限。根據⾏政院體育委員會的專項研究計劃，美國的體育環境是較爲友善的，不管是政府組織
或者⺠營組織，他們有成立了很多組織來推動學⽣對於運動的參與，例如全國專校體育協會（NJCAA）、全國⼤
學運動協會（NCAA）等。⽽臺灣在⾯對這⼀情況希望政府可以針對其提供相對應的福利，例如⼯作諮詢、第⼆
專⻑培養等。更加重要的是⼤衆對於運動員的看法，當為國、為校爭光的運動員褪下場上的光環，下場後的⽣活
卻未得到相對應的尊重，要如何讓運動員在異樣眼光下，依然能珍視⾃⾝的才能？我們應該給予運動員更多的⽀
持及尊重，讓運動員能夠放⼼的在場上拼搏，少⼀些顧慮。

最後，何文仁想對之後想要以體資⽣的⾝份進入⼤學的同學說，這是⼀個機會讓具備體育第⼆專⻑的同學進入理
想的⼤學，往更加多元的⽅向發展，只要兼顧⾃⼰的課業與術科，便能拓展⾃⼰的視野，邁向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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