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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學院 體育推廣學系 業務發展中程計畫 

第一章 計畫緣起 

本系配合學校中長程計畫及未來體育大學之發展，編撰本計畫，以落實本校之設校

目標與國家目標。 

第二章 單位簡介 

壹、 歷史沿革 

本系成立於 1988 年，創系系名為二年制體育學系，其目的在延續體專畢業生之專

業教育，培育高等體育專業人才，促進國家體育之發展。因應國內外運動推廣教育發展

潮流，統合國人休閒運動的趨勢與需要，本系於 1999 年經教育部核定，更名為四年制

「體育推廣學系」，以培養運動賽會推廣人才、幼兒體育指導與推廣人才和休閒運動指

導與推廣人才。2000 年配合教育部回流教育政策，增設「二年制在職專班」；2004 年因

應全民運動國際化趨勢，增設「體育推廣學系碩士班」；2007 年順應終身學習社會的來

臨，增設「體育推廣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貳、 成立宗旨 

一、 我政府隨社會變遷及國民教育權意識之提昇，積極提倡及推動諸多有關推廣教育、

終身教育、社區學習機制等措施，此種教育紮根並將教育落實於國人生活之中的教

育概念已蔚然成為風氣，本系之調整為「體育推廣學系」以配合國家教育政策有其

時代性之意義，此為理由之一。 

二、 配合國家體育政策：近年，教育部對體育教育之改革極力推動，除運動水準高度之

提昇外，對於運動之推廣普及，及「運動權」觀念之提倡，已屬趨勢。是故，在社

會、社區、學校、職工場所等體育如何推廣及專業「運動指導」人才之需要，已是

必頇面臨之課題，因此本系之宗旨便肩負國家體育推廣的責任。 

三、 深耕全民運動風氣：提昇全民健身體適能的績效，在於全民利用本系設系的專業，

推展全民體育，使全民養成規律運動的認知與習慣，促進全民的健康體適能，減少

國家醫療費用的支出，並提昇工作績效與全民生活品質，即是本系設系的宗旨。 

參、 組織架構 

 本系設有四年制大學部、二年制在職專班、碩士班和碩士在職專班，全系師生合

計近 4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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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人員介紹 

姓  名 稱  謂 最高學歷 專  長 學  群 

袁愈光 榮譽教授 博士 

體育史、國際體育組織、比較體

育、體育研究法、籃球、排球 

奧林匹克活動專題討論 

幼兒體育 

黃永旺 教授兼副校長 碩士 
大陸體育、運動競賽管理、運動

賽會實務、羽球、體操、射箭 
運動賽會 

藍孝勤 教授 碩士 

運動心理學、運動教育學、高齡

者運動指導、國術、太極拳 

傳統養生運動 

休閒運動 

洪得明 教授 博士 運動生物力學 運動賽會 

牟鍾福 教授 博士 

運動管理學研究、運動行銷研

究、運動推廣策略、運動知識管

理、休閒遊憩管理、運動志工 

休閒運動 

楊宗文 副教授兼總務長 博士 

體育行政、體育政策與法規、運

動管理、體育概論、休閒運動概

論、體育研究法、羽球、壘球 

幼兒體育 

李再立 副教授兼系主任 博士 
運動免疫學、運動生理學、運動

營養學、運動生化學 
休閒運動 

黃永寬 
副教授 

兼推廣中心主任 
碩士 

幼兒體育、團康活動、活動企

劃、幼兒活動設計、幼兒律動 
幼兒體育 

黃美瑤 
助理教授兼 

推廣中心組長 
博士 運動教育、健康促進、舞蹈 幼兒體育 

李秀華 講師兼諮輔組長 碩士 
運動心理學、運動學習、桌球 

運動社會心理學、社區體育 
運動賽會 

陳月娥 
講師兼 

推廣中心組長 
碩士 

運動賽會、運動新聞、運動傳

播、運動社會學、公共關係 
運動賽會 

黃三峰 講師 碩士 游泳、運動資訊、水域活動 休閒運動 

黃錫秋 行政助理 學士  系行政 

韓依瑾 行政助理 碩士  系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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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目標 

一、  培育運動賽會推廣人才。 

二、 培育幼兒體育指導與推廣人才。 

三、 培育休閒運動指導與推廣人才。 

伍、 單位特色 

一、 全國唯一以運動推廣為發展目標之學系。 

二、 設置休閒運動工作室、運動賽會工作室及幼兒運動工作室，增進學生實務經驗。 

 

陸、 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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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情勢分析 

壹、 環境情勢分析與優先發展課題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在其中程施政計畫（九十八至一○一年度）中羅列下列課題，其中

標示底線之課題與本系發展方向契合，有利本系之發展。 

一、 運動促進健康意識亟待落實（提升規律運動人口質量，保障弱勢族群運動權） 

（一）規律運動人口比率 

（二）全國運動人口比率 

（三）婦女參與運動比率 

（四）身心障礙、原住民等弱勢族群參與體育活動人次 

二、 競技運動實力亟待提升（強化運動競爭實力） 

（一）參加亞奧運單項國際錦標賽總獎牌增加幅度 

（二）當年度辦理菁英教練赴國外培訓 

（三）當年度辦理運動禁藥檢測 

三、 優質運動環境需求日增（建構優質運動環境） 

（一）輔助地方政府興（整）建「國民運動中心」– 運動指導與設施管理需求 

（二）補助地方政府改善婦女運動設施環境及興（整）建運動公園、簡易運動設施 – 運

動指導與設施管理需求 

（三）補助地方政府興（整）建競技運動設施場館 

（四）補助地方政府興整建自行車道（里程數）－ 建構自行車道區域路網 – 運動指導與

設施管理需求 

（五）設置國家運動選手訓練中心 

四、 國際體育交流功能日趨重要（加強國際體育交流） 

（一）主辦國際運動賽會次數 

（二）擔任國際體育運動組織重要職務人次 

（三）協助體育團體出國參加國際會議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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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際體育人士來台人次 

五、 體育運動發展亟待民間資源挹注（鼓勵民間資源挹注體育運動發展） 

（一）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施政服務滿意度 

（二）體育從業人員培訓人次 

（三）登錄全國性運動賽會活動項數 

貳、 政府政策 

一、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打造運動島」專案：為鼓勵潛在運動人口，成為自發運動人口，

讓個別運動人口，轉換為團體運動人口，實現打造運動島，樂活在臺灣之願景；計畫

中羅列下列課題，其中標示底線之課題與本系發展方向契合，有利本系之發展。 

（一）運動健身激勵專案 

（二）運動札根專案 

（三）運動社團建置輔導專案 

（四）運動樂活島專案 

（五）泳起來！專案 

（六）原住民運動樂活專案 

（七）身心障礙運動樂活專案 

（八）運動樂活專案 

二、 教育部體育司第 8 次全國教育會議第 3 項中心議題：全民運動與健康促進，計畫中羅

列下列課題，其中標示底線之課題與本系發展方向契合，有利本系之發展。 

（一）精緻體育教學，普及全民運動 

（二）充實運動資源，健全體育體制 

（三）營造優質環境，保障運動權益 

（四）強化競技科研，完備培育機制 

（五）增進生活技能，提升健康素養 

（六）拓展健康夥伴，深化健康促進 

參、 本校目標與治校理念 

（一）設校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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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培養運動技術人才 

2. 培養運動保健人才 

3. 培養體育運動經營管理人才 

4. 培養學校體育人才 

5. 培養體育運動科學研究人才 

6. 推展體育專業人員在職教育 

7. 培養運動推廣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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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俊雄校長治校理念 

1. 體育運動發展網絡 

 

2. 體大拓展藍海、攀登雲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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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SWOT 分析 

一、 本系內部環境分析表 

區  隔 

評估項目 

優勢 

（內部環境有利條件） 

劣勢 

（內部環境不利條件） 

人力因素 

1.1.開設四種學制，學生來源多元，人力層面

廣。 

2.教師專業多元，師資結構完整，人力素質

高，理論與實務均優，在各領域具代表性

與權威性。 

3.教師專長符合系教育目標，聘任多元化業

界教師。 

1. 師生比稍高。 

2. 教師多兼任行政職，時間受

限。 

3. 教師學歷仍有提升空間。 

4. 學術研究質與量有待提升。 

資金因素 

1. 在職專班收入助益之系發展。 

2. 建教合作案及政府補助/委託案有利校務

基金募集。 

3. 校、系友捐贈款，俾利系學生講（助）學

金。 

1. 學系業務費日漸緊縮。 

2. 因應校內行政程序，在職專

班經費 101年才能使用。 

土地設 

備因素 

1. 校內具多元且充足之運動空間。 

2. 每班有專屬教室。 

3. 工作室有專屬教室。 

1. 大型教室不足。 

經營管 

理因素 

1. 設置運動賽會工作室、幼兒體育工作室、

休閒運動工作室，以工作室為核心，連結

理論與實務課程。 

2. 開設實習課程和服務學習課程，可連結職

涯發展。 

3. 教師行政能力佳，兼任校內外行政職務，

有利校內外資源取得與整合。 

 

 

二、 本系外部環境分析表 

區  隔 

評估項目 

機會 

（外部環境有利條件） 

威脅 

（外部環境不利條件） 

社會需求 

1. 經濟發展多元化，運動產業發展條例已立

法通過，有利企業投入運動產業及創造體

育發展環境。 

2. 健康概念提升，健身運動需求提高。 

3. 企業工商團體活動增加。 

4. 人口結構改變，高齡者與幼兒需要運動指

導。 

1. 少子化社會造成學生人數

下降，衝擊高等教育之發

展。 

2. 體育教師就業市場日漸飽

和，影響部分畢業生之就業

機會。 

政治情勢 

1. 政府持續推動體育政策(例如打造運動島

計畫)，促進全民運動、競技運動及運動產

業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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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運動與休閒相關證照逐年受重視。 

3. 運動彩券發行，運動基金增加。 

競爭者情勢 

1. 國內第一也是唯一以運動推廣為設系宗旨

之學系。 

2. 連結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課程架構、師

資結構、教學資源、畢業門檻、職涯發展

等要素，編制課程地圖，以提昇「教師教

學」和「學生學習」的成效。 

1. 運動與休閒相關科系增。 

2. 本校為體育大學，學生多

元思考和多元能力之培養

有待加強。 

國際情勢 

1. 體育運動發展全球化，政府重視國際賽會

之爭取，有助學生之專業服務空間之拓展

與深化。 

2. 運動產業國際化，各運動學群領域趨向跨

國合作。 

3. 亞洲亟需幼兒體育、運動賽會和運動專業

人力。 

1. 國外休閒運動人才輸入，壓

縮本系學生職場空間。 

 

第四章 因應策略與各階段計畫概要 

  針對上述分析結果，並遵循本校校務發展方向，茲訂定本系未來 4 年（自 2011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止）之相關因應策略與計畫綱要如下。 

 

壹、 行政增能措施 

因應教育部相關法規修訂及本校改名為體育大學，本系已陸續完成「系務會議設置辦

法」【附件 1-1-1】、「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附件 1-1-2】、「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附

件 1-1-3】、「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附件 1-1-4】、「學術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附件 1-1-5】、

「系主任推選細則」【附件 1-1-6】、「自我評鑑辦法」【附件 1-1-7】、「系務行政作業 SOP」

【附件 1-1-8】「學生畢業指標準檢定辦法」【附件 1-1-9】、、「研究生手冊」【附件 1-1-10】

等規章之修（增）訂。未來將陸續完成下列規章之修（增）訂和行政措施之執行。 

(一) 學生實習手冊。 

(二) 學生服務學習手冊。 

(三) 教學助理（TA）培育與考核辦法。 

(四) 大學部學生修讀碩士學位要點（五年完成學碩士學位）。 

(五) 鼓勵教師凸顯研究（實驗）室特色，招收大學部專題生。 

(六) 精緻化系學術研討會，鼓勵大學部學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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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洽談雙聯學制，與國內外大學交換學生。 

 

貳、 教學增能措施 

本系已經完成「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課程地圖」、「畢業指標」和「職涯發展」

之訂定，並依據學系教育目標整合課程和師資，建構三個教學與實習工作室（運動賽會工

作室、幼兒體育工作室、休閒運動工作室），預期達成下列成效。 

(一) 整合課程、師資、設備，強化教學與實習之內容與深度，落實學生實作能力。 

(二) 開發運動賽會實務手冊、幼兒體育指導手冊、高齡者運動指導手冊。 

(三) 發展教學助理增能課程與數位教材，以減輕教師教學負擔，並增進教學與學習成效。 

(四) 以工作室為基礎落實專業證照、服務學習和實習制度。 

(五) 以工作室為核心經營教學社群，並逐漸將學系課程模組化，以提升學生職場競爭力。 

本系將逐步實施下列教學增能措施，以期提昇教師的教學效能，及學生的學習成效。 

(一) 逐步實施「學科大班化，術科小班化」的授課模式。 

(二) 因應「學科大班化」措施，研擬實施「教學助理」制度。 

(三) 建構「教學社群」：提供相關專業領域教師溝通平台，除意見交流、經驗傳承外，亦

可經由議題討論方式，發展獨特的研究議題。 

(四) 提升語言能力計畫：鼓勵教師使用英文教科書和教材，鼓勵師生投稿國際期刊，激勵

學生通過英文畢業指標檢定。 

(五) 落實學生學習成效預警與同儕課業輔導 

 

參、 活動增能措施（2011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 

除了持續舉辦常規活動外，本系將致力於提昇活動舉辦之品質，期許經由「做中學」，

讓學生從旁觀者變為參與者，進而成為一位主動學習者。 

(一) 國內外研討會，包括水域活動、幼兒體育、拔河、巧固球、學校體育等。 

(二) 國內外運動夏令營，包括幼兒、學童和高齡者等。 

(三) 舉辦運動賽會，包括爭取舉辦國際運動賽會，例如拔河比賽、巧固球比賽、木球比賽

等。 

(四) 運動指導人才工作坊，包括幼兒體能活動、東方式養生運動、登山教育、水域運動等。 

 

肆、 學術增能措施（2011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 

  以教學社群為核心整合成研究團隊，每一研究團隊發展特色研究領域；鼓勵教師申請

國科會計畫、爭取產學合作案或政府委託案。依據本系「學生畢業指標準檢定辦法」【附

件 1-1-9】要求碩士生增加期刊論文之發表篇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