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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班運作所需關心的運動倫理與生命
教育課題

許立宏／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前言

不久之前報載「體育班存廢」的訊息。我國學校體育班為人詬病且讓人想

追根究底所產生的問題，不外乎是：學生運動員學科成績不佳（或學習低落）

與過早與過度訓練的課題。但一般民眾或關心教育改革的民間團體除了提出體

育班運作所可能產生的問題之外，也應該提出更具體的解決方案。筆者特別問

了幾位有讀過體育班學生看法，他們皆認為「教練」的影響力很大，有些問題

更延伸到應從偏鄉的教育資源的加強開始，因為許多會讀體育班的孩子原本對

其他學科也有興趣，但因為缺乏課輔機制，而使得轉到體育班為求生存。

由於近來又有體罰的事件發生，並判決某個學校敗訴。使得我們也必須正

視體育班課程內容中有關運動倫理的課題。因此，本文首先將針對體育班過早

與過度訓練內容需注意的要項提出一些見解。其次，每學年筆者在台灣體育運

動大學開設運動倫理學的研究專題課程。今年有三位學生剛好也是體育班的過

來人，因此在學期末特別分享了他們三位在體育班過往的成長經歷中所切身關

心的主題 。分別是：一、運動與生命教育；二、運動與罷凌：兼談理想的學

長學弟制度；三、如何做一個五育並重的運動員。最後，筆者參考英國目前所

推的一個計劃，提出一個「關懷責任」（duty of care）的建立觀念來最為結語，

並呼籲除了各級學校的教育主管機關外，全國各單項運動協會與教練也應有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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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認知與共識。希望藉由以上主題的分享可使我國體育班實際的運作可發揮

更好的作用。

體育班過早與過度訓練內容需注意的要項

一般認知上，我們會說小時了了，大未必佳。不過對運動上具有天分的兒

童來說，我們大部分會認為要及早發現並加以及時訓練，將來才能達到高競技

的成就的可能。鑒於全世界有許多頂尖運動員能夠從運動成就中（如奧運金

牌）獲得非常大的利益或報酬，或具有宣揚國威的功能，難怪國內外體育運動

相關組織與人力會投入大量時間、研究和資金來確保找出和發展未來精英運動

員的培育方案。 

國外這些拔尖計劃旨在通過讓他們完成一系列身體、技術和心理測試來發

現具有運動才能的年輕人。但是，這些舉才方案的對象卻都是從年齡非常小的

兒童開始，這也引起了人們對小小運動員的心理健康所可能出現潛在長期影響

的擔憂。一些教練、家長和體育運動管理者認為，在兒童早期專門從事特定運

動的專項培訓是取得將來成功所必需的要素。這就是為什麼一些運動人才培訓

計劃會讓孩子在年輕時專攻一項特定的運動——有時只有六、七歲而已。 

如在英國的體育運動環境中，會根據需要儘早做出對年輕有潛力運動員發

展出兩個培訓方案，分別為「早期」或「後期」的專業化訓練。在許多運動中，

如英式橄欖球，巔峰值表現通常出現在 20 至 30 歲之間。而在體操和跳水等運

動中，運動員的高峰發展期的年齡其實更早（通常是 10 幾歲或 20 歲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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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運動員可能需要在很小的時候就需要專攻這些運動。 然而，問題是，專

攻一項運動的選擇很少完全是由孩子可以決定。通常，它受到父母和教練的影

響，因為他們會鼓勵孩子儘早專攻所擅長的運動項目，並且相信這是通往成功

的最佳途徑（Buscombe，2021）。

過早的運動專業化訓練有可能會帶給運動員帶來更大的風險與倦怠、受傷

和輟學的可能。在兒童成長早期，就對運動訓練進行高強度的投入也可能會影

響兒童的身心發展，而這一階段的發展是兒童成長時心理發展的關鍵部分。例

如，如果孩子沒有培養其他嗜好或沒有嘗試學習新的活動，會讓他們覺得自己

的身份完全只與他們擅長的運動有關。 並且，兒童只專攻是一項運動的決定

很少是由孩子自己決定的。

如果一個年輕人的身份認同只與單一狹隘的自我認知綁在一起，那麼當這

種單一身份（如只會一項運動專長而已）受到挑戰時，他們也會面臨自我認同

感知被破壞的風險——例如受傷、表現不佳或退役。這可能對其信心、心理健

康和幸福感產生重大影響。

簡言之，讓孩子提前專攻一項運動會限制他們的自我身份認同的發展，從

而導致心理健康不佳的狀況。這也就是為什麼國內外一直有人會呼籲暫停菁英

選材或體育班運作的政策方案，或者至少也應推遲到青春期之後來運作。主張

這種延遲的做法者認為應該給年輕運動員更多的時間與機會去選擇發展運動以

外的身份與專長。從長遠來看，這種延遲的做法也可以讓年輕運動員嘗試一系

列不同的運動，或許更有可能培養出更多頂尖的精英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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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班所需要關注的運動倫理與生命教育課題

一、 運動員的生命教育：死亡與重生（A 生：跆拳道專長）

Kobe Bryant（1978-2020），NBA 著名的球星，他離開的那個早晨，A 記

得天空空陰陰的。他是唯一一個 A 最欣賞的運動員。Kobe 於 2016 年接受《The 

Ringer》專訪被問到「如何看待死亡」，他回應到：「我會坦然接受，這就是

一種領會。沒有死亡就沒有新生命；沒有黑暗就沒有光明，你只能接受它，

就好比我要決定退役的時候，對所有運動員而言心理同樣面對這種接受的過

程」。受傷乃是運動員的基本之道，Kobe 也受過無數大大小小的傷，而最影

響他球員生涯的可能是 2012-13 年賽季，對上勇士隊在一次為了讓對方「買犯」

的碰撞下，他的阿基里斯腱斷裂，即使他努力的復健治療，對於後續的賽季換

來的只有更多傷害，所以他選擇退休，2016 他褪下陪伴他 20 年的紫金戰袍。

六歲的他因籃球而「生」，三十八歲的他也因籃球而「亡」，但 Kobe 並沒有

因此淡出籃球界，他靠著過往的經驗成為商人，甚至跨領域進多媒體產業，

Kobe 最著名的作品就是於 2017 年發行的動畫短片《親愛的籃球》，這部充滿

詩意的短片甚至拿下了當年奧斯卡的「最佳動畫短片」大獎，也讓 Kobe 成為

了史上第一位榮獲奧斯卡的 NBA 球星。死亡指的並不是肉體的消逝，而是「思

想」的殞落；重生也不是指一個肉體的誕生。而是隱喻式的指稱，指向一個切

斷過去，可以不受過去左右的新思想、新生命的誕生（石明宗，2011）。

2020 年初，Kobe 的離開代表他的「肉體」確確實實從這個世界消失，但

他留下來了在球場上的態度、信念、堅持。在球場外的溫柔與智慧。讓 A 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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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沒有離開，只是用另一種方式存在，存在你我的心中。 A 自己有過一段難忘

的日子，高一那年的腰傷讓我足足停了一個學期沒有練習。醫生說需要休息甚

至有可能無法繼續練的當下，彷彿是宣判了死刑，沒有了跆拳道 A 還算什麼，

起初的日子 A 不斷這樣想，還好有一位很棒的教練，他慢慢教導 A 文書處理，

讓 A 從一次次的學習中感受到「重生」的感覺，原來自己不是想像的那麼糟糕。

有位明星這麼說過：「心中不要想著距離，距離就不在你的想像之內」。

就像爬山，你永遠無法知道大自然會帶給我們什麼，但不去做自己永遠都無法

得到東西。比起坐在咖啡廳滑手機喝咖啡，A 更喜歡三朋好友一起走出戶外，

面對面聊天、一起暢談生活上的酸甜苦辣，這也是運動教會 A 的事，放下手

中的 3C 產品，跟坐在旁邊的朋友聊聊天，跟父母面對面的吃頓飯，別讓科技

冷漠了彼此的情感。運動更教會 A「把握當下」「珍惜時刻」，一場比賽不會

因為你的不甘心或是後悔而重來。人生更是如此，「好球」是良機也是危機；

「死球」是危機也是轉機。把握好每一個能夠揮棒的當下 !

二、運動與霸凌：兼談理想的學長學弟制度（B 生：手球專長）

在 B 國小時，因為很喜歡運動再加上老師們的推薦而參加了手球隊，運動

霸凌這個詞從來就沒有在當時的腦中出現過，直到加入後的一段時間，教練也

慢慢灌輸 B 這種觀念，在球隊上，基本的公務那些都是由學弟學妹負責，只要

不見或者壞掉都是先問學弟妹，回過頭來看，剛開始的 B 也覺得沒什麼，小菜

一碟，但到了國中之後就跟國小的情況完全不同。

在 B 國小即將要進入國中的時候，當時 B 選擇要前往 XX 國中就讀，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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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那裏離家近，而且老師當時還說會有免費的早餐提供給大家，B 二話不說就

前往就讀了，但是，B 有聽國小教練跟我們說 XX 國中的教練很兇，可是 B 並

不覺得這是什麼。剛進入球隊的時候，學長每個都彪形大漢，而且 B 還是最小

隻的學弟，連一句話都不太敢發問，只能乖乖做事情。處在學弟時期的上學期，

都還撐得過去，B 想，學長們只是想跟學弟混熟一點吧！下學期的時候，學長

對於他們的要求愈來愈多，像是要求他們幫學長倒垃圾或者叫學長起床等等誇

張的行為，使得他們學弟們忿忿不平，卻也什麼都做不了，因為在球場上如果

沒有了學長，他們根本打不贏其他隊伍，也因為這樣的誇張事件越來越多，而

造成退隊的學弟越來越多，當然教練也有觀察到這現象，當著全部人的面前，

狠狠的訓斥學長們，那幕畫面在 B 的心中永遠記得，直到 B 當上了學長才了

解到為什麼當時的學長們會被老師這樣訓斥著。

到了大學時，學長學弟制變得更加嚴厲，常常學長都會跟他們說，為什麼

會處罰他們，也是為了他們變得更好。但有時候真的會被壓榨到很不甘心，但

也只能忍氣吞聲，畢竟都到了大學了，再怎麼樣都要拚完最後一哩路，經歷了

這些種種的壓榨後，B 也告訴自己決不能變成現在學長們的樣子，學弟是要用

教育來呵護的，就算你用再嚴厲再凶悍的方式去教導學弟們，他們只會跟動物

一樣做出來給你看，永遠不會有自己的想法去改變這個圈子，使手球變得更好！

學長永遠覺得自己大學弟幾歲比較了不起；學弟覺得學長只不過大自己幾

歲沒什麼。那學長學弟制就只是個沒有價值的虛偽制度！重點在於「尊重」和

「以身作則」，沒辦法成為榜樣的學長、沒大沒小的學弟，都應該直接請出校

門，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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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長因為被學弟尊敬而偉大，學弟要懂得虛心學習學長所教導的東西。

B 覺得有蠻多學長畢業後，可能都被學弟們討厭甚至唾棄，沒有人會想要這樣

吧，他個人覺得學弟憑什麼要跟學長學習？前提是學長有沒有做到以身作則這

一個重點，例如：今天學弟遲到了被學長處罰，集合時候學長當著大家的面前

臭罵學弟，如果你再遲到你就完蛋了，隔天學長自己也遲到了，這樣豈不是自

打嘴巴嗎？其他學弟會如何看待你這位學長？昨天遲到學弟的心理會怎麼樣去

想這個球隊的學長學弟制？ B 想講的是學長學弟制沒有說不好，只是看學長

要怎麼去經營這個制度而已。

三、做一個五育並重的運動員（C 生 : 跆拳道專長）

C 從小就喜歡運動，不管是什麼運動都一定會嘗試，儘管很危險容易受傷，

在 C 幼稚園的時候，就喜歡跆拳道還吵著說要學，可能那時候家人以為她還

小，只是嘴巴說說而已，就這樣一路到了小學，也參加許多社團，有田徑社、

足球社、躲避球社等，唯一沒有參加的就是跆拳道社。剛好一個因緣際會搬

家，新家竟然距離跆拳道館走路不用 1 分鐘，C 每天經過都會站在門外欣賞道

館裡的小朋友練習著跆拳道，看一次看兩次，被館內的教練誘拐帶騙的請進去

介紹，就這樣開始 C 的跆拳道旅程。

其實一路下來，C 也沒想過現在讀碩一的她，還是那麼喜歡跆拳道，它就

好像是 C 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位導師，從小時候家庭裡的禮貌到跆拳道裡的

道，其實最強調學員的禮儀，並且給人們留下較深刻印象：跆拳道練習者始終

在不同的場合行禮鞠躬，這是因為跆拳道的練習者始終把「禮」作為訓練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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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禮始禮終」―即練習活動也要從禮開始，以禮結束。

無論從小是從跆拳道或是其他運動中，C 也學習到品德與領導、個人自律

及團體實踐等，品德會決定人一生的勝負，領導能力則考驗一個人能有多大的

成就，越大的成就越需要領導的能力（石明宗，2011，頁 249），自律也讓 C

回想起國、高中階段的時候，C 在學業上是不用旁人盯著學習的。但術科上恰

恰是相反的，是不太懂得個人自律及團體實踐的，一路到了大學階段，比起高

中想要的目標更加明確後，發覺個人自律是重要的，大家都是獨招考進來的，

教練只有一個，他不可能只盯著你一個人，那其他人誰來盯，再來比起自律，

團體的實踐也更為重要。但運動員最常被貼標籤，一位球員的一舉一動，都必

須考慮「我這樣的行動能夠為團體帶來什麼樣的結果」，而不是「我個人能夠

獲得什麼好處」( 周偉航，2011，頁 267) 。

跆拳道雖然是個人項目，而我在大學時擔任隊長，覺得學長姊是一個典

範，只要做得好下面的學弟妹都會跟著學習，以身作則的概念，是我感悟最多

的一部分。但只要一個人錯，就會被說是整個隊又或是整間學校，訓練也是，

團隊的分工也是，學長姐的指導也是其中影響因素之一。 

以上都是人生的極大部份，當然體育人最重要的還是作一位五育並重的運

動員，運動員的第一種身分是在人間「做人」，第二種身分才是運動場上的「選

手」或「健將」，不能本末倒置（林秀珍，2011，頁 339）。德智體群美五育

並重的教育歷程，則是成「人」的基礎（林秀珍，2011，頁 329）。沒有健全

的養育與合理的教化，人將不能成人。雖然要成為一個五育並重的運動員有些

難，但 C 相信這些運動倫理都是伴隨人一生的，願越來越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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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關懷責任（duty of care）的建立

目前，在英國的橄欖球聯盟已經設置了嚴格的控制，根據球員的年齡來限

制球員可花多少時間在球場的訓練，以及決定賽季的開始和結束的精確時間點。

這些規定旨在確保年輕球員不會提前過度訓練或過度競爭。這種控制措施也是為

了提供給學生運動員更多夏季和每一周內更多的時間有機會來從事其他活動。 

英國政府委託編寫的 2017 年《體育運動的關懷計畫》報告呼籲所有國家

運動單項協會組織採取類似這樣的關懷政策。報告提出了確保運動員在運動生

涯期間和生涯後能得到支持的建議。這些措施包括為所有年齡段的運動員在運

動生涯中提供更大的心理健康支援，並協助他們能夠安心退役。

但報告沒有具體提到這些發展人才計畫中所需注意的運動倫理課題。報告

中也沒有討論是否有必要鼓勵年輕運動員進行多種運動，而不是專門專項的過

度訓練，以及允許他們在願意時退出這項運動的重要性。各單項運動協會需要

在這方面做更多的工作，教育人們也需瞭解早期專業化訓練方案的潛在危害。 

家長和教練也需要會扮演重要的角色，確保孩子將來不會被迫陷入過早的

專項訓練，並且有空間去探索其他嗜好、才能和身份認同。儘管在這些方案

方面進行了大量投資，目前在英國東倫敦大學的運動心理學資深教授 Richard 

Buscombe （2021）就提到，我們仍然沒有發展出一套可能預測未來選材的統

一標準系統，例如哪種體型或心理特徵可能預測未來運動的成就。如果這些選

材與訓練方案要繼續下去，國家的各單項運動協會、教練和家長會需要做更多

的工作，以確保兒童在成長中能夠探索不止一個身份認同，以促進其長期的心

理健康。 



奧林匹克精神  |  O l y m p i s m E d u c a t i o n　學校體育094

因此，這裡同時有一個受到啟發的重點是 : 也許父母可以看到孩子的潛

力，但有時這個決定會因為父母希望孩子變成什麼樣的人的主觀性，進而模糊

其焦點與運作重心。所以，這也就是教練和學校需要適時發揮作用的重要所

在。他們可以幫助年幼的孩子們，探索更多他們覺得最棒的運動項目與各種可

行的學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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