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體育班學生學習動機低落之探討

陳柏翰／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碩士生

前言

回顧 2021 年 7 月 31 日的東京，當我國羽球好手王齊麟和李洋，以直落

二的佳績奪下東京奧運男子雙打金牌的當下，舉國上下歡慶喝采之餘，社會

上更瀰漫著一股對體育運動的關注，我國更在此次奧運會的奪牌總數創下空

前絕後的佳績，同時，當所有人將目光和討論聚焦在競技運動的績效時，「體

育班」三個字再次逐步浮上檯面，成為媒體、輿論和專家等各方人馬高度關

注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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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班對於我國競技運動的發展功不可沒，尤其在此次東京奧運會中，我

國絕大部分的奪牌選手皆在高中時期便就讀體育資優班，以學生運動員的身份

在競技賽場上奮鬥至今，然而，這一路的奮鬥途中，卻也在大環境的迫使下，

犧牲了許許多多年輕學子的未來和生涯發展。根據教育部體育署（2021）所公

布之「109 學年度學校體育統計年報」，在全國開辦體育班的 150 所高中職裡，

體育班班級數共計 495 班，總人數高達 10273 人，其中未來在大專校院階段繼

續就讀體育相關科系的人數卻遠不及此，甚至，在職涯發展上最終仍投身與體

育運動相關產業的人口，更是寥寥無幾。據此，對於高中時期就讀體育班的學

生而言，專項運動項目、課業及第二專長的兼顧至關重要，如果一味的將時間、

心力全部投注在運動訓練之上，極有可能導致學生在未來進入社會、求職階段

產生難以彌補的鴻溝，反之，若能在學期間妥善安排運動訓練和課業，抑或同

時修習第二專長，勢必對於體育班學生在往後生涯規劃上，擁有

更多的彈性和競爭力。

然而，情況往往事與願違，高中體

育班學生學習動機低落的情況屢屢發生

在學校社會的日常。由於在學生時期學

習狀況較為落後，而致使在進入大學後課

業表現力有未逮，進而影響到學生的生涯

規劃與職涯發展。基此，本研究將列出造

成高中體育班學生學習動機低落的主要幾點

因素，並初步探討其原因與解決方法。

090 體育教學  |  e d u c a t i o n　學校體育



影響高中體育班學生學習動機低落之因素

一、專長訓練負荷過重

根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第 18 條之規定：「高級中等

學校，每日訓練時數，至多以三小時為原則。」此條文乃是因為考量高中以下

學生之身體負荷，以及保障其受教之權益而設立。然而，目前國內仍有許多體

育班並未全然遵照此規定。在以競賽成績為主要績效的功利導向之下，教練與

選手多半也將專項成績作為在學時期的首要目標，此外，在許多較為傳統的訓

練觀念下，土法煉鋼的長時間及高負荷訓練方式，仍舊流傳在多數資深教練之

間，儘管這樣的訓練導向，確實能夠為部分選手在運動成績上帶來顯著的成

效，然而，卻也致使許多學生運動員飽受運動傷害之苦，進而對其生涯發展造

成負面的影響，更重要的是，長時間高負荷的訓練，讓學生在結束專長訓練回

到教室內後，往往早已感到疲憊不堪，間接導致學生利用上課時間睡覺且難以

專注在課堂內容等問題恣意氾濫，長時間累積下來，學生對於課業學習的成就

感低落，學習動機更逐漸遭到抹殺，久而久之便造成難以彌補的空缺。目前許

多體育班在課程及訓練時間上安排不當，使得上課時數明顯不足，且對於學科

的專注度與重視度明顯低落，導致體育班學生學科成績與非體育班學生落差甚

大，進而造成升學競爭力的下降（程瑞福，2011），甚且，也讓體育班學生在

不知不覺間，漸漸被世人貼上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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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學端錄取門檻過低

110 學年度，我國大專校院學校總數高達 149 所，其中包含大學 126 所、

學院 11 所、專科學校 12 所。在少子化的浪潮下，越來越多學校面臨停招、併

校、甚至廢校的困境，同時，為了爭取吸引更多學生前來就讀，許多院校的錄

取標準也因而逐年降低，造就如「7 分可上大學」此類的聳動新聞標題，更有

被戲稱是只要會寫名字就有大學念的窘境。大學學歷貶值的社會環境下，許

多高中體育班學生便秉持著「一定有學校念」的想法，因而放寬對自己課業的

要求，逐漸喪失對於學業的學習動機。此外，為了保障高中運動員就學機會的

運動績優生入學管道，提供各大專校院開辦獨立招生的名額，然而，卻也致使

部分高中體育班學生，更加忽視學科的重要性，而只求以體育競賽成績錄取學

校，自然學習動機也因而變得低落。

三、對未來欠缺規劃與目標

對於大部分的高中體育班學生而言，就讀大學似乎是中學畢業前最終的生

涯目標。然而，人生的路還很漫長，尤其對於運動績優生而言，最終能夠走向

職業運動、或以競技領域維生的人，更可謂少之又少，因此在大學階段，勢必

還得培養其他興趣及專業，以順應社會、適性發展，為了保障體育班學生就學

機會的運動績優生體制，卻也間接害了運動員生涯一途，在良好的出發點建立

下，所存在的問題著實發人省思。

對於未成年高中生而言，生涯規劃與目標往往較為模糊，通常需要仰賴教

育及家庭背景，方有所依循。臺灣社會的社會階層地位普遍受到教育、收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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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的影響，接受教育的年數亦是反映社會階層化（黃毅志，2002）。而高中

職體育班學生的家庭收入並不富裕，家長的教育程度亦不高，且主觀家庭社會

階層以中層居多（洪煌佳、唐慧媛，2011），因此，在高中體育班學生之未來

生涯上，家庭往往難以提供較為實際的規劃與安排，致使學生本身缺乏遠見，

而間接喪失許多學習成長的機會。劉佳杰、李榮尚、吳勤榮（2017）的研究指

出，屏東縣高中職體育班學生在「就讀動機」對於「職涯規劃」無顯著影響，

顯示學生在就讀體育班時，並未仔細考量其未來發展與規劃，而是多半受制於

其他外在因素。如果沒有明確的方向，那麼學生便容易淪於怠惰，對於課業的

要求與學習動機，自然也就難以有所提升。

四、同儕氛圍相互影響

中學生的同儕互動情形對於學習成就具正向助益（詹秀雯、張芳

全，2014），反之，若同儕間瀰漫負面或是怠惰的學習氛圍，則可能對

於整體學習成效產生反向的影響。綜合上述三點造成高中

體育班學生學習動機低落的因素，當班級中屬於低學習動

機的學生數逐步增加時，便容易有越來越多的同學受其影響，

如入鮑魚之室，久而不聞其臭，對於原先具備較高學習動機的

學生而言，可能因長時間暴露在較低迷的課程學習氛圍中，

同時，也為了迎合同儕團體、融入社交圈，而逐步轉為

學習動機低落的族群。此外，即便自身始終保

有高度的學習動機，教師也可能因整體班級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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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氛圍較差，而不得不調整、改變授課方式，影響教學品質之餘，進而扼殺其

學習機會。同儕間學習風氣的導正實屬不易，因此，應當就大方向儘早進行輔

導，以避免班級淪落至此。

淺談改善高中體育班學生學習動機低落之方式

高中體育班學生學習動機低落之情況，與現行升學方式、教育環境等息息

相關，就連專任教練之績效考核，也會影響學生之訓練方式，進而產生上述所

提及之困境。在政策面的影響因素，要有所改變至關困難，所謂牽一髮而動全

身，教育體制與大環境的改革絕非一朝一夕便能有所成效，或許可以透過教育

方針的擬定，來逐步改善整體環境，例如：訂定體育班基本學科檢定，以強化

體育班學生的基礎學科能力，然而，正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學科檢定能否

落實和成果能否如預期般有效改善體育班學生之學習動機，確實仍是一個待驗

證的問題。

對於老師或教練等教育工作者而言，或許可以說是最具改變高中體育班學

生學習現狀影響力的一群人。首先，在術科專長訓練負荷過重的部分，隨著近

年來運動科學的興起，越來越多年輕世代的教練，在觀念上開始反對過往土法

煉鋼的訓練模式，進而提倡「低時間成本和高效率」的科學化訓練，站在學校

代表隊教練的立場，若能利用相當有限的時間，便達成訓練成果上的效益最大

化，則勢必能在選手的上課時數，以及課業輔導上有更多更彈性的安排，維持

體育競賽績效之餘，進而提升體育班學生的基本「學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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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老師的存在，不單單是為了傳授知

識與學問，更該協助學生確立目標及規劃人生藍圖。因此，高中體育班學生的

學習動機，著實能夠仰賴老師對教育的熱情來提升，除了教授課本內的知識

外，更該讓學生明白「所學何事？為何而學？」的概念，而非一再盲目地授予

考試導向的學習內容，若能有效的誘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並且讓其認知「學習

是為了自己的將來」，絕非單單只為了參加考試、進入大學，而是存在更遙遠

的人生規劃與目標，定能促使學生有較高的學習動機。此外，老師對於體育班

在學業上的教導態度，亦對於班級整體學習氛圍有很大的影響，如果對於體育

班學生的課業有所要求，甚至如電影「卡特教頭」般，用以限制運動員參與訓

練和競賽的機會，勉勵學生培養正向積極的學習動機之餘，亦能促使整個班齊

心前進、造就共患難的冒險精神。據此，體育運動教育工作者因永保初心，不

僅為帶來更好的教育現場，更為高中體育班學生無可限量的未來。

結語

英國作家狄更斯在經典名著《雙城記》中寫道：「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

最壞的時代。」或許正如同目前我國高中體育班的環境，儘管擁有許多為人詬

病的紕漏，但也正因如此，才存在著這些值得被改變的事物。隨著教育從業者

的這道窄門越來越擁擠，高中體育班的第一線教育現場，勢必在往後數十年將

投入一批又一批滿壞教育熱情的年輕老師及教練，而憑藉著這群人的努力，也

將必然迎來最好的時代，為高中體育班的未來寫下嶄新的一頁。

本研究所列舉影響高中體育班學生學習動機低落之因素，僅就過往文獻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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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及研究者自身學習與觀察表述，據此，可作為往後體育班學生學習動機相關

研究之基礎資料，如編制量化問卷變項或是進行焦點團體法問題綱要等之參

照，以期深化我國體育班相關研究之學術量能。而詳細之變項因素及影響顯著

程度等，則仰賴後續研究進行實際驗證，可作為往後學術研究上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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