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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一、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 

 

（一）現況描述 

本系成立的宗旨，在於發揚體育運動精神和傳承運動技能。競技運動是

人類社會珍貴無比的文化資產，人類從遠古時代便以身體運動的方式展現

人體的力量與美感，並且透過身體在競技當中全力求勝的奮鬥過程，展現

人類意志的偉大，因此，競技運動員的極致表現，除了展現了動力的美感

之外，更有凝聚人群與激勵人心的效果。為了達到上述效果，利用身體訓

練達到教育人心的教育理念自古至今未曾間斷，這正是體育的中心思想，

也是本系成立的宗旨。 

本系在這樣的成立宗旨之下，學士班多年來的教育目標在於培育下列人

才：1.學校體育師資；2.運動保健與休閒管理人才；3.運動教練與運動指導

人才；4.優秀運動員；5.體育學術研究人才。本系 40 餘年來已為我國體壇

培育出無數的優秀運動員、教練、業界領袖以及運動科學家。 

由於社會少子化，體育教師的人數需求不再迫切；同時，由於健康意識

抬頭，運動成為預防醫學的一環，健康體適能指導人才以及行銷管理人才

需求增加；此外，國際間的運動賽事已經進入科學競技時代，運動訓練越

來越依賴運動科學的支援，因此除了需要持續培育各單項運動的優秀選手

及教練，同時也需要量產足以支援運動訓練的科研人才。為有效利用寶貴

的教學資源，96 年起本系有系統地整合師生、家長、業界以及專家學者的

意見，將教育目標改為：1.培育優秀運動員與教練人才；2.培育運動健康與

體適能指導人才；3.培育運動行銷與管理人才；4.培育運動科學研究人才。

現行的教育目標不但符合本系發揚體育運動精神和傳承運動技能的宗旨，

也與本校的教育目標，以及本系所屬的教育學院的教育目標十分相符。 

本系碩博士班的教育目標也經歷類似的變革。碩士班於 82 學年度成立

時，教育目標有：1.培養運動教練人才；2.培養運動科研人才；3.培養運動

訓練管理人才；4.培養運動休閒指導人才；5.培養運動健康指導人才。但碩

博士班的發展應以專精為主，過多的目標會分散有限的資源和能力，考量

碩博士班開設之課程內容、師資專長及軟硬體資源，決定刪除「培養運動

休閒指導人才」、「培養運動訓練管理人才」、「培養運動健康指導人才」，致

力於培養優質的「運動教練」及「運動科研人才」。此兩項教育目標不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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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班教育目標的延續，也與校及院教育目標相符合。 

本校教育目標包括：中華文化及倫理素養、建立學生健全體魄、關懷社

會的熱忱與尊重生命的態度、人文藝術的素養、國際視野與多元文化素養、

專業知能與敬業精神、獨立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終身學習的意願與能

力等八項。體育系的教育目標與「建立學生健全體魄」的校教育目標非常

符合，體育也是國際間跨族群、跨領域的共同活動，有益增進「國際視野

與多元文化素養」，本系培養專業教練和運動科研人才的目標，更能發揮校

教育目標的「專業知能與敬業精神」。 

本系隸屬的教育學院之院教育目標包括：強化全人教育、提升學術專業

素養、培養敬業樂業精神、增進多元智能、陶融國際視野等五項。體育是

全人教育的一環，培育運動教練、科學研究、管理及指導人才的過程裡，

皆能幫助培養敬業樂業精神及增進多元知能，運動賽事和運動科研近年來

都已經提高到國際化的層級，有助於提升國際視野。 

1-1 運用適合的分析策略以擬訂發展計畫之結果為何？ 

擬定發展計畫之前，先以 SWOT 方式，分析本系當前所面臨的現況。

表 1-1-1 為體育學系學士班、碩士班與博士班 SWOT 分析。 

表 1-1-1 體育學系學士班、碩士班與博士班 SWOT 分析 

優勢 

(S) 

(1)有明確且具系統架構的教育目標和願景。 

(2)專任教師深具熱誠，重視教學與研究品質。 

(3)師生共同參與計畫與學習活動，互動良好，營造友善學習環境。 

(4)本校校園 E 化程度領先他校。 

(5)本校位於台北都會區，新生報到率或畢業生就業率比中南部學校相對

為高。 

(6)系友眾多，有利學弟妹獲得支援。 

(7)碩博士班具有 18 年培育優秀運動教練傳統，校友遍布於全台灣各運

動代表隊與運動相關機構。 

劣勢 

(W) 

(1)本校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內，建築物之擴建實屬不易。 

(2)近年來全國大專院校成立運動相關系所，在競爭者逐漸增加之情況

下，使本系所在招生及學生出路獨占市場的局勢不復存在。 

機會

(O) 

(1)國家社會對運動與健康的重視，優秀體育老師及教練需求將增加。 

(2)配合政府策略，發展本系特色領域，可提升競爭力。 

(3)本校於 100 學年度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補助，因此可配合學校政

策，改善教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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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士班、碩士班及博士班皆設有專題研究與實作必修課程，可以加強

學生研究能量。 

威脅

(T) 

(1)近年來國內出生率降低，少子化現象漸趨嚴重，學生來源發生困難，

是招生的最大威脅。 

(2)就學選擇區域化的趨勢，學校周邊交通不便，影響鄰近學生就讀意願。 

針對上述 SWOT 分析之劣勢與威脅，本系擬定以下四項因應的策略： 

1.針對校地擴建不易的問題，本系的策略有二：首先，在現有的場地內部提

昇功能。本校體育館內部的場館設施可在有效的調整及規劃後，容納更多

的學生同時或輪流使用。其次，調查具有潛力的分校校區，評估未來增建

其他校區的可能性。 

2. 針對學士班及碩博士班競爭者逐漸增加的情形，本系的內部策略為強化

現有領域並發展特色領域，外部策略為增進產學交流。強化現有領域的作

法，是將現有的運動項目、學科領域以及術科專長等，以學科術科相結合

的方式提昇教學及訓練品質，並依據教師專長發展系所特色。本系並鼓勵

師生與相關產業交流，例如：舉辦實務應用類型的研討會，讓在學學生和

業界人士同場進修，促進良性互動，瞭解業界生態。 

3. 交通方面的問題，本校協調計程車行提供共乘服務，在距離學校較近的

大眾捷運系統附近設立計程車共乘招呼站，增加交通上的便利性，同時學

校也廣設汽機車停車位，讓學生有更多交通方式的選擇。 

4. 少子化是近年來衝擊學士班的重要威脅，碩博士班也逐年感到壓力。本

校的作法是除了積極提昇對國內學生的吸引力之外，也開始拓展外籍生的

來源。本校自 100 學年度起配合教育部政策，開發碩士班的全英語授課課

程，對世界各國招募留學生目前擁有來自日本、韓國、美國、越南、泰國、

菲律賓、紐澳、北亞等地區的國際學生，成效卓著。自 102 學年度起更將

國際學生計畫向上發展到博士班。第 1 年申請者眾多，更有印尼公費留學

生團來本系實施銜接教育，足見招募國際學生的策略奏效。學士班方面也

積極招募外籍學生，目前仍以中文授課，因此招募學生仍限於具中文能力

的國際學生。 

 

1-2 依據教育目標結合大學人才培育功能與國家產業人才需求，訂定學生核

心能力之作法與結果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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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士班： 

本校訂定培育學生的核心能力為：1.中華文化與倫理道德、2.社會關懷

與公民責任、3.健全體魄與團隊合作、4.語文能力與溝通表達、5.藝術品味

與人文涵養、6.國際視野與多元文化、7.創新思維與資訊應用與 8.專業知能

與主動學習等能力。以及本教育學院所訂定培育學生核心能力為：1.學術研

究、2.專業服務、3.社會實踐及 4.文化承啟等能力。 

本系培育學生之核心能力是由召開的課程會議，依據本系教育目標和

國家產業人才需求，遵循校與院訂定培育學生的核心能力，在本系學士班

的教育目標為：『1.培育優秀運動員與教練人才。2.培育運動健康與體適能

指導人才。3.培育運動行銷與管理人才。4.培育運動科學研究人才。』之下，

並參酌業界、校友、學者專家等意見，理解產業發展現況來制訂核心能力。 

在國家產業人才需求方面有以下幾點值得參考：首先是競技運動的發

展現況，我國對於競技運動的投入可謂不少，但是在職業運動以及國際賽

事的表現仍有進步空間，提昇各種賽事的競技水準是整個體育界目前必須

面對的難題。運動表現是由優秀的選手、專業的教練以及強而有力的科學

團隊通力合作所完成的，單打獨鬥的作法已經不敷時代的需求，因此培養

選手的競技能力、培養教練的訓練能力以及培養具有科學訓練背景的訓練

團隊是當前的需求，科學訓練通常需要研究所以上的教育背景，要能夠順

利進入研究所階段求學，在學士班階段就要有科學研究的基本能力。 

此外，社會體育近年來也發展迅速，一方面是健康觀念的增加，民眾

開始理解規律運動對於身體健康的助益，另一方面是對於休閒生活的重視，

以健康為號召的運動方式未必能吸引所有人，許多人是為了樂趣、挑戰與

人際交流而參加運動。為了因應社會體育方面的需求，市場上需要具有運

動專業知識的運動諮詢專家，具有指導健康運動以及體適能的指導員，以

及管理和行銷方面的專業人員。 

要在短時間進步，借鏡體育先進國家的經驗是很有效的途徑，舉凡運

動競技、健身運動、休閒產業，許多國家都已經有很多的經驗，也依據這

些經驗發展出有效的執行作法，參酌國外的成功經驗可以省去國內嘗試錯

誤的時間。最後，國際運動賽事是國際社會當中重要的交流機會，競技運

動本身可說是國際交流時的共通語言，故與國際接軌的能力乃至關重要。 

因此，依據上述的需求，本系於課程會議決議，學士班的核心能力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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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七項：『1.運動專業知識能力。2.運動競技比賽能力。3.運動專業技術訓

練能力。4.健康運動與體適能指導能力。5.運動產業管理及行銷經營能力。

6.運動科學研究能力。7.與國際接軌的相關能力。』 

本系的「運動科學研究能力」符合院教育目標中的「學術研究能力」；

體育本身是一項文化資產，從事教練和科研工作就有培養「文化承啟能力」；

體育指導及管理能力也與「專業服務能力」和「社會實踐能力」相符合。

運動專業知識能力、運動專業技術訓練能力、健康運動與體適能指導能力、

運動產業管理及行銷經營能力、運動科學研究能力等與校教育目標的「專

業知能與主動學習」相符合，運動賽事和科研都需要仰賴大量的「語文能

力與溝通表達」能力，且因體育賽事和科研都已經成為國際性的活動，能

透過各種國際交流增進國際視野並體驗多元文化。 

系培育學生核心能力確立之後，本系設計課程時便以核心能力為依歸，

務求培養學生核心能力的穩健發展。在運動專業知識方面，本系有運動科

學及訓練方面的專業課程，為學生的專業知識能力打下基礎。 

在運動競技比賽能力方面，本系設有各專項代表隊，各隊配有專業師資、

場地以及運動傷害及肌力與體能訓練方面的諮詢，另外還有運動科學實驗

室支援科學檢測。專業技術訓練方面，各年級有必修及選修的術科課程，

以身體力行的方式，讓學生除了本身獲取運動技術之外，還具備教學能力。

在健康運動與體適能指導能力、運動產業管理及行銷經營能力以及運動科

學研究能力等方面，本系設有運動健康指導、運動管理行銷以及運動科學

研究等學群，由專業師資提供學生學習相關知識和技術。國際交流方面，

除了競技選手經常有出國比賽的經驗之外，本系也透過競賽、研習、參訪

等途徑舉辦國際交流，讓學生提早累積國際經驗。 

 碩、博士班： 

在碩博士班部份，透過本系課程會議，並參考學士班教育目標及國家產

業人才需求後，訂定本系碩博士班的教育目標為：『1.培養運動教練人才。

2.培養運動科研人才。』此兩項教育目標所培養的人才，指的是最高水準的

領導職、管理職或專家學者等級的職位。因應前述國家產業人才需求的現

況，領導職、管理職或專家學者必須有能力解讀、檢驗及應用運動科學領

域的最新發現，或執行最先進的訓練技術。也因為這種人才通常有對內執

行領導統御，對外進行國內外溝通、協調、交涉等任務，因此，本系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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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訂定的碩博士班的核心能力為：『1.運動訓練科學專業素養與實務能力。

2.運動技能指導能力。3.領導溝通及協調能力。4.與國際接軌之相關能力。

5.運動訓練科學資料統合與加值能力。6.研究及解決運動訓練問題的能力。』 

碩博士班的課程係依照核心能力而設計，本系運動教練研究所設有運動

訓練法的系列課程，培養學生的運動訓練科學專業素養與實務能力，畢業

門檻設有 500 小時的實習時數，讓畢業生累積必要的實務經驗，磨練運動

技能指導能力與研究及解決運動訓練問題的能力，碩博士學生也需積極參

與指導教授及各課程教師的所指導之專題或研究，並且協助教師帶領研究

或工作團隊，訓練領導溝通及協調能力。碩博士班也設立英語檢定的畢業

門檻（托福 500 分或多益 590 分），並且每年提供多次的出國研習、參訪、

發表等交流機會，增進碩博士學生與國際接軌的能力。圖 1-2-1 為本系學士

班、碩士班及博士班之教育目標整合暨核心能力應對圖。 

 

圖 1-2-1 體育系學士班、碩士班及博士班教育目標整合暨核心能力應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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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1-3 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宣導機制與師生對其瞭解程度為何？ 

 學士班： 

為使學士班學生能夠清楚瞭解系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本系以常態性

系網首頁及系辦公室布告欄的張貼、定期性新生座談訓練、班會及系共同

時間的宣達，以及不定期的班會及課堂宣導等方式，持續向學士班學生說

明及解釋系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的意涵（圖 1-3-1）。 

為瞭解上述宣導機制之執行成效，本系透過「學生對教育目標及核心

能力知覺情形問卷調查」【附件 1-3-1】，分析學生對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的

瞭解程度。調查結果顯示：學士班學生對於教育目標的瞭解達中等程度

（M=3.67）。其中，學生對「培養運動與健康體適能指導人才」（M=3.81）

的瞭解程度最高，對「培養運動科學研究人才」（M=3.48）的瞭解程度最低

（圖 1-3-2）。此外，學生對於核心能力的瞭解達中等程度（M=3.73）。其中，

學生對「運動專業技能訓練能力」（M=3.93）的瞭解程度最高，對「與國際

接軌的相關能力」（M=3.45）的瞭解程度最低【附件 1-3-2】。 

 

 
圖 1-3-1 學士班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宣導機制圖 

 

 碩、博士班： 

碩、博士班藉由所網首頁、所辦佈告欄、新生座談訓練、班會、讀書

會、課堂及專題講座等機制向學生宣達所教育目標及核心力。問卷調查結

果顯示，碩士班學生對於教育目標的瞭解達中上程度（M=3.93）。其中，碩

士班學生對「培養運動教練人才」（M=4.03）的瞭解程度，明顯高於「培養

運動科研人才」（M=3.83）。再者，碩士班學生對於核心能力的瞭解達中上

程度（M=3.90）。其中，「運動技能指導能力」的認知程度最高（M=4.21），

但對「與國際接軌之相關能力」（M=3.72）的認知程度最低【附件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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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一、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

計 

最後，博士班學生對於教育目標（M=4.59）及核心能力（M=4.30）均

擁有高度的瞭解程度。在教育目標方面，博士班學生對於「培養高級運動

教練人才」及「培養高級運動科研人才」擁有相同的認知程度。在核心能

力部份對「運動訓練科學專業素養與實務能力」的認知程度最高（M=4.65），

但對「領導溝通及協調能力」（M=4.06）及「與國際接軌之相關能力」（M=4.06）

的認知程度最低【附件 1-3-4】。 

 

1-4 依據核心能力進行課程規劃與設計之機制運作與結果為何？ 

 學士班： 

本系課程規劃以配合社會發展趨勢為導向。學士班依學校規定成立系

課程委員會，負責課程規劃、教學安排、開課與其他改革相關事宜之處理。

會中決議事項經由系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或送學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後實施（圖 1-4-1）。課程委員會的成員由學士班專任教師投票遴選教師代

表、遴選學生代表、聘請專業人士及校友代表共同組成系課程委員會，任

期 1 年。課程委員會檢討及執行內容包括：系課程之規劃與設計、教師開

課與專長是否相符、教師開課內容是否符合課程目標、學生及校友對教師

授課之意見與討論、新學年年度課程架構是否需要調整、其他學生需求(由

相關教師或學生提案後，送交系課程會議決議後訂定)，今後為能更清楚掌

握社會現況、需求與發展，隨時廣納師生與校友及相關業界之意見，使課

程規劃設計之機制更為周延。為配合系各項會議運作，課程委員會每學期

依實際需求不定期召開課程委員會議，以求其時效性並及時檢討及修正課

程架構，以便契合學士班教學宗旨與目標，會議紀錄【附件 1-4-1至 1-4-13】。 

校/系課程委員會

系/所課程委員會

校課程委員會

體育學系/所

專業能力(畢業門檻)
課程實施

(教學評量/即時教學回饋/課業輔導)

全面成果評量平台

成果評量

 

圖 1-4-1 課程規劃與設計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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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一、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

計 

學士班 100 學年度計有 42 位專任教師，具有助理教授以上資格有 39

位，其中具有國內、外博士學位有 14 位，另有 43 位學有專精的兼任教師。

各級教師分別擔任運動基礎科學、人文社會科學、運動教育與訓練、體育

專業工具、健康保健、運動管理與行銷以及各類術科專業課程，每位教師

均具備學、術科理論與實務經驗的教學能力。為提升學士班教學水準，學

術研究及充實術科專長師資，依學士班發展計畫，逐年增聘具有博士學位

及具碩士學位以上術科與健康運動指導、運動管理行銷等專長之優良師

資。 

自 93 學年度入學新生起，學士班增班分組後的課程規劃設計，以既有

課程為基礎，A 班（A1 運動競技訓練、A2 運動指導）必修課程規劃著重

於一般基礎課程及運動專長術科訓練；B 班（B1 運動管理行銷、B2 運動科

學研究）的必修課程規劃則以運動基礎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與實務

為核心，培育學生運動科學與運動管理的實務及研究能力。學士班修訂後

之教育目標與 98 學年度所規劃之專業課程內容之關係如附件 1-1-1 所示。 

學生修業以四年為原則，至少應修滿 128 學分。其中，校訂必修學分

28 學分、系訂必修 40 學分（A1 競技運動訓練組為 48 學分）。分組授課方

面，A1 競技運動訓練組必修 12 學分、A2 運動指導組 20 學分、B1 運動管

理行銷組 20 學分，以及 B2 運動科學研究組 20 學分。最後，學生可以透過

跨組、跨系及跨校選修的方式，修滿 40 學分之選修課程（圖 1-4-2）。未修

滿應修學分者，得延長修業期限，最多為期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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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一、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

計 

新生入學
(畢業128學分)

修
課
規
劃

必修學分 校訂必修28學分
系訂必修40學分

(A1組48學分)

A1競技運動訓練群組12學分

學科(5選4)：運動選材學、運動
訓練過程監控、運動訓練策略管
理、運動競技裁判法與實務、運

動傷害與急救

術科 (12選2)：籃球、棒球、排
球、網球、羽球、桌球、柔道、
跆拳道、高爾夫球、保齡球、競

技舞蹈

A2運動指導群組20學分

學科(5選4)：運動按摩、人體運
動解剖學、健康理、健康體適能
與管理實務、國際運動組織與現

勢

術科 (12選6)：籃球、棒球、排
球、網球、羽球、桌球、柔道、
跆拳道、高爾夫球、保齡球、競

技舞蹈

B1運動管理行銷群組20學分

學科(5選4)：體育運動法規、運
動設施經營管理、運動資訊傳播
與行銷、體育活動企劃與實務、

國際運動發展趨勢

術科（12選6)：籃球、瑜珈、太
極拳、高爾夫球、體適能課程設
計、桌球、水上活動、慢速壘

球、國術、羽球、保齡球、滾球

B2運動科學研究群組20學分

學科(5選4)：運動生理學實務、
運動生物力學實務、運動心理學
實務、人體運動解剖學、人體肌

動學

術科（12選6)：籃球、瑜珈、太
極拳、高爾夫球、體適能課程設
計、桌球、水上活動、慢速壘

球、國術、羽球、保齡球、滾球

通識科目：國文、外語實
習、歷史類、電腦資訊

類、人文/文明思想和藝
術領域、社會領域、自然

科學與數學領域

學科科目：體育與運動科
學導論、中外體育史、運
動生理學、運動心理學、
運動生物力學、運動社會
學、體育行政與管理、基

礎體育統計法

術科科目：、田徑、體
操、游泳、肌力與體能訓
練、舞蹈、專長訓練、運

動志工服務

共同科目：、軍訓、職業

倫理、服務學習

跨組、跨系、跨校選修40學分

A1

培養優秀運動員與教練人才

A2

培養運動健康與體適能指導人才

B1

培養運動管理與行銷人才

B2

培養運動科學研發人才

擔任專兼任運動教練、各級學校

體育教師
擔任運動俱樂部、各級運動/健身
中心指導員、各運動團隊運動傷

害防護員、專業體能指導員/訓練

員

擔任中央及縣市政府體育相關單
位行政人員、各單項運動協會行

政人員、運動行銷/經紀公司員

工、各民間運動相關組織經理人/

行政人員

擔任運動訓練中心及運動代表隊

運科研究/服務人員、各型運動相

關研究機構研究人員

教育

目標

就業

目標

 
圖 1-4-2 體育系學士班課程模組 

 

 碩、博士班： 

1.所核心能力訂定專門課程：碩博士班定期召開所務聯席會議，討論碩、博

士班專門課程之設計亦依據所教育目標，由課程委員於課程會議討論檢

核，會中邀請學生代表與業界代表出席，同時經由前述委員提供意見，

以確保課程與核心能力間之呼應。 

2.課程會議討論與核備所上專門課程：碩、博士班依據學生核心能力進行課

程規劃，所上專門課程與校定的學生核心能力及所學生核心能力相結合。

依據本校開課原則，訂定的過程是經由所上課程會議，所務會議通過後，

再經教育學院院務會議核備。修改時亦經由前述的過程【附件 1-4-14 至

圖 1-4-1 課程規劃與設計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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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一、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

計 

1-4-23】。 

3.專家與業界來檢討所訂定的核心能力，並據以修正課程設計：碩、博士班

聘請校外業界代表及學生代表，經過多次會議中討論得到，學生除了理

論之外，對於運動技能的指導能力與活動辦理規劃實務及訓練實務也應

多予加強。 

4.畢業門檻來確保核心能力的實踐與增強學生的競爭力：除了上述課程規劃

的方式外，碩、博士班亦設定符合核心能力並搭配課程和畢業門檻及相

關活動實施來確保學生的核心能力養成並提高競爭力【附件 1-4-14】。 

 

1-5 課程地圖建置與實施情形為何？ 

 學士班： 

為重新規劃系課程架構，學士班自 96 學年度起籌組「體育學系課程規

劃小組」，進行學士班課程結構再造。首先，重新規劃系訂必修課程。學士

班針對系訂必修的學、術科課程進行重新規劃，以協助學士班學生於修業

前期（大一、大二）建立穩固的基礎專業知能，並做為試探學生未來發展

性向及未來分組的前導課程。再者，導入「課程學群」概念：學士班新課

程架構依新修訂之教育目標，而規劃出：1.競技運動訓練（A1）、2.運動健

康指導（A2）、3.運動管理行銷（B1）及 4.運動科學研究（B2）等四大增能

學群。增能學群的設計主要在於協助學生依個人興趣與性向選擇適合自己

的專長，並提供屬於培育該項人才的高度專業化職前準備課程。此外，學

士班新課程也將服務學習的概念整合至專業必修科目之中。新課程要求學

士班學生於 1 至 3 年級時，每學期須修習 1 學分之「運動志工與服務」課

程，並滿足 40 小時服務（實習）時數之要求。故學生於畢業時，必須修滿

6 個「運動志工與服務」學分，並完成至少 240 小時的服務（實習）時數才

得以符合畢業資格。學士班課程地圖如下一頁圖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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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一、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

計 

 

 

 

 

 

 

 

 

 

 

 

 

 

 

 

 

 

 

 

 

 

 

 

 

 

 

 

 

 

 

圖 1-5-1 學士班課程地圖 

 

 

圖 1-5-1 學士班課程地圖 

 

 

 

 
新生入學 

校訂共同 

必修課程 

系訂共同 

必修課程 

專業增能 

群組課程 

輔系 (20 學分) 

教育學程 

專業證照 

雙主修 (40 學

跨系修課 

服務學習 

升學輔導 就業輔導 

Ａ
２
運
動
健
康
指
導 

Ａ
１
競
技
運
動
訓
練 

Ｂ
２
運
動
科
學
研
究 

Ｂ
１
運
動
管
理
行
銷 

畢業需求 

最低畢業學分數為 128 學分 

運動科學研究 

人才 

運動科學研發 

能力 

培育能力與人才 

一
年
級 

二
年
級 

四
年
級 

三
年
級 

校內競賽 

活動實習 

校外產業 

實務實習 

運動產業經營 

能力 

健康與體適能

指導能力 

競技運動比

賽、訓練及輔導

運動管理與 

行銷人才 

運動健康與 

體適能指導人

優秀運動員與 

教練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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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一、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

計 

 碩、博士班： 

1.建置學生修課之課程地圖，作為學生修業之參考：課程地圖由課程會議統

籌規劃建置，由各開課單位做全面性課程檢核，藉由能力指標之訂定，以

強化所上的核心價值，提供學生清晰且完整的修課路徑，指引學生未來升

學或就業的發展方向。 

 

2.修課科目一目了然：本所的課程地圖在學校的課程地圖架構之下進行建置，

並置於網頁（http://www2.pccu.edu.tw/CRUSDP1/CSSM/index.htm）上供全所師生

及家長瀏覽及查詢。本所教師必須將當學期開課科目教學大綱上傳至教務

處的選課系統，供全校學生瀏覽及查詢，如附件圖 1-5-2 及圖 1-5-3。 

 

3.提供多元管道：學生學期初選課時，可至選課系統瞭解欲修課程的大綱、

教學目標、參考書籍、內容、教材、進度及評量方式，以利選課。 

 

4.課程規劃架構注重運動訓練理論與實際整合：運動訓練績效的提升有賴於

系統化的整合各種運動科學理論，若缺乏理論基礎的實際訓練易出現瓶頸；

若能有效地應用在實際訓練執行、考核、管理與評量的程序中，必能提高

運動成效。碩士班致力於研究探討課程相關領域的理論新知，並將之轉為

實用的方法，亦繼承體育學系的教育理念，開設實務與實習課程為 500

小時，並使研究生與國內外知名教練進行觀摩、互動與學習，以落實理論

與實際的整合理念。本系碩、博士班教育地圖，如圖 1-5-2、1-5-3 所示。 

 

http://www2.pccu.edu.tw/CRUSDP1/CSSM/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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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一、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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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2 碩士班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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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S

EW

運動教練博士班課程地圖

基礎能力培養 專業能力訓練 畢業門檻

新
生
入
學

共同學群
研究工具課群
運動訓練課群
運動訓練實務課群
選擇學群
運動生理及醫學課群
運動生物力學課群
運動心理學課群
運動人文社會學課群
運動休閒管理課群

1.同等學歷或非相關系所

   錄取者，需補修基礎學

   科。

2.運動科學研究法與應用

   運動統計學。 

3.英語能力

4.發表能力

1.修完26學分以上。
2.在專業期刊發表二篇原創性論文並
在專業刊物發表一篇評析性文章(均
須為第一作者)。

3.參與本所定期發表會（Seminar），
口頭發表二次（博一下及博二上)，
且出席達75％(含)以上。

4.完成跨領域研究所課程。
5.通過本校博士班語文檢定水準。
6.通過博士班資格考試科目。

修
課
規
劃  

共
同
學
群

選
擇
學
群

研究工具課群：
高等運動科學研究法、應用統計專題研究、運動教練英文
運動訓練課群：
運動訓練學、高等運動競技專題討論、肌力及體能訓練法 、專項運動研究、運動訓練管理研究
運動訓練實務課群：
運動場館經營與管理、肌力訓練學實務、體能訓練實務

運動生理及醫學課群：
運動生理學專題研究、傳統醫學在運動訓練上的應用、運動員健康及疾病管理、
運動醫學專題研究、運動傷害防護學
運動生物力學課群：  
運動生物力學專題研究、生物訊號分析專題研究、運動肌動學專題研究
運動心理學課群：
教練心理學研究、心理諮詢專題研究 、運動心理學研究 
運動人文社會學課群：
運動社會學研究、高等運動社會學、高等運動教練學、運動教練學研究
運動休閒管理課群：
休閒運動管理研究、運動訓練管理研究、運動組織與管理研究

1. 培養高級運動教練人才       2. 培養高級運動科研人才

未來就業目標

1.擔任專兼任運動教練
2.擔任運動訓練中心及運動代表隊運科服務
3.擔任體育署、體育處、奧委會及各縣市政府體育行政人員
4.擔任運動場館管理員、各健身俱樂部及球館經理管理與指導人員
5.擔任運動俱樂部與健身中心、社區運動健身指導員。

       1. 運動訓練科學專業素養與實務能力             2. 運動技能指導能力
       3. 領導溝通及協調能力                                    4. 與國際接軌之相關能力
       5. 運動訓練科學資料統合與加值能力             6. 研究與解決運動訓練問題的能力

核心能力

教育養成目標

圖 1-5-3 博士班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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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依據第一週期系所評鑑結果與建議，確定教育目標並擬訂發展計畫之結

果為何？ 

96 學年度的第 1 週期系所評鑑結果與建議包括： 

1.對於本系重大政策改變（宗旨與目標之調整、未來發展方向規劃），宜有

更周延廣泛的討論，並邀請教職員生、畢業系友及校外人士參與。 

2.宜再重新檢視目前不同班（組）別之課程規劃，明確呈現其與設系宗旨與

教育目標之契合程度，並具體規劃畢業生專業知能之檢覆機制，以確實掌

握宗旨目標、課程規劃及畢業生就業之連結，展現特色。 

3.宜根據自我評鑑結果提出更具體之改善計畫與步驟，並確實追蹤其執行成效。 

自我改善情形如下： 

1.已於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成立體育學系自我評鑑與追蹤改善委員會並於期

初舉行會議，配合評鑑與改善作業時程，召開會議；相關會議如系務會議

與課程委員會議均邀請學生與校友代表參與；本系已因應教育目標調整，

規劃新課程模組，並自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實施之。 

2.本系已因應教育目標調整，規劃新課程模組，並自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實

施之。 

3.本系截至 98年 7月底以前已具體執行多項改善措施【如佐證資料 1-6-1】。 

（二）特色 

1.為因應社會現勢與需求並符合系教育目標，學士班課程設計特色以多元化

及多樣性為主軸，採「運動競技課程」及「運動保健與休閒管理課程」分

組教學的招生方式，以利學生適性學習。術科課程方面，學生可於 11 項

術科項目中，選擇 5 項最符合個人學習需求的項目作為術科必修課程。學

科方面，學科選修課程的開設以進階及實務為原則，共開設學科計 36 門

學期課程供學生選修，兼顧學生之學習興趣、選課自主及未來職場需求。 

2.運動科學、運動休閒領域分組規劃，符合現在國內外研究發展趨勢；研究

領域區分，讓研究更符合體育、運動學門的研究現況及整體性、跨領域的

課程設計，符合本系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養成的目標。以運動生理學、運

動生物力學及運動心理學為核心，發展以身體運動為核心的研究課程，期

使學生對人類運動的身、心機制有最正確之認識。 

3.學生可依個人興趣、性向及專長，跨院系選修 18 學分課程，列入畢業學

分數，以符合大學教育多元學習方向，藉以吸收不同領域的精華，以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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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以外的第二專長與能力。 

4.本校自 100 學年度起配合教育部政策，開發碩士班的全英語授課課程。自

102 學年度起更將國際學生計畫向上發展到博士班。第 1 年申請者眾多，

更有印尼公費留學生團來本系實施銜接教育，足見招募國際學生的策略奏

效。 

5.本系運動教練研究所設有運動訓練法的系列課程，畢業門檻設有 500 小時

的實習時數，讓畢業生累積必要的實務經驗，磨練運動技能指導能力及研

究及解決運動訓練問題的能力。碩博士班也設立英語檢定的畢業門檻（托

福 500 分或多益 590 分），並且每年提供多次的出國研習、參訪、發表等

交流機會，增進碩博士學生與國際接軌的能力。 

（三）問題與困難 

1.每學年由於開課總時數的不足，以致部分選修課程採隔年開課，造成開課

時選課人數會有偏高的情形，因此教學效果受到影響。 

2.術科上課人數過多，導致教師授課時品質與進度無法兼顧得到。 

3.101 學年度因應國際趨勢及學術發展，成立「運動健康與促進學系」，導

致自 101 學年度起，本系與新系教育目標及學生學習領域部份重疊。 

（四）改善策略 

1.專案簽報爭取增加總基本開課鐘點，期能開設更多選修課程，以符合學生

不同的興趣與需求，讓學生能多元學習。 

2.術科課程全面實施修課人數限制，一班以 60 人為修課人數上限。超過 60

人則另增開一班，以提升教學品質與效果。 

3.開放兩系互相承認學分，讓主修運動健康與體適能指導領域，以及運動行

銷與管理領域之體育學系學生可以完成學習目標。兩年後，兩系之教育目

標與學生學習領域將不再重疊。 

（五）項目一總結 

本系學士班、碩士班及博士班在教學卓越的指導原則下，致力於提昇

教學品質，並且充實師資陣容，加強實務經驗，使學生兼具理論與實務能

力。為了培養學生的核心能力，本系參酌各界專業人士的意見修訂課程，

並且透過有系統的課程安排和回饋機制，竭盡全力確保學生的學習品質。

讓本系畢業生能夠成為體育運動領域的專業人才，為體育文化的傳承和運

動科學的進步貢獻一份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