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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本研究旨在瞭解彰化縣國中體育班之實施現況與發展困境，以釐清問題的癥結並尋求解決之道。本研究採用文獻分

析法及深度訪談法，研究對象為彰化縣某國中體育班相關之行政人員、導師及學生，進行深度訪談。再經由整體性分析與

討論後，獲致具體結論以利日後彰化縣國中體育班發展完善。研究結果發現如下： 一、彰化縣體育班的實施現況：(1)體育

班的組成需設置三個專長項目才可成立，當初校內只有「田徑」一個專業項目，其餘兩項屬校內社團。(2)學生主要是由學

區內國小提供選手來源。(3)體育師資及專業教練是由校內正式教師提供，若無此師資，則由外聘教練指導。(4)經費來源大

致為縣府撥款補助，其餘部分由學校及家長會支應。(5)學生輔導主要包括生活、課業、生涯進路輔導，提供學生各方面的

需求。 二、成立之意因方便管理而成班，但缺乏下項導致無法繼續申請的困境，原因包括(1)經費短缺(2)專業師資不足(3)運

動人才招收不易(4)學生課業輔導困難(5)訓練場地不足(6)法令不健全(7)行政配合困境(8)家長關心不足(9)師長認同度(10)延續

困難(11)學生背景及素質(12)課程規劃(13)擴展升學進路。 三、研究建議：應持續挹注經費、學生宜採學科與術科並重、課

程需明確訂定、增聘體育班專任運動教練、運動訓練設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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