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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台灣地區而言，在一社區內或是其周遭附近一定有「學校」這個單位，也就是

說學校是社區中的一部分，所以在推展社區休閒運動上，學校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功能

是非常重要的。政府鼓勵國人在工作之餘從事正當休閒活動，提昇生活品質。然而國

內運動場館普遍不足，透過開放學校運動場館，提供民眾休閒運動使用，來解決此一

問題。學校運動設施與場地設施應更朝向社區化方式(鄭榮源，1991)，除提供學校從

事教學活動外，配合社區的需要成立社區運動公園。在如此特殊的發展特色中，學校

體育運動設施無論從使用的功能、頻率與方式亦或是活動空間與日程的安排來說，學

校運動場館都是社區整體運動區塊的中心(鄭光慶，1997)，其承擔學校大部分的體育

專案活動、教學與訓練任務，同時也是社區民眾休閒運動的良好場所(Jensen，1992)，

因此學校運動場館可稱作學校發展的最佳公關代言人。 
 

關鍵詞：社區、休閒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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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現今資訊科技的迅速發展，人們處於擁塞的都會叢林，使得的生活步調加快、心情緊繃，

文明病跟隨著時代產生，各種醫療成本正迅速倍增中，若不能強化體質，對醫療保健將是沉

重的負擔。公益彩券的發行，社會到處彌漫著一股投機風氣，青少年偏態地公路飆車，流連

網咖，種種的社會亂象期盼藉由推展社區運動的參與，提供正當休閒、促進健康、享受生活

品質、紓解生理與心理壓力的社會功能與價值。一個國家運動的參與人口比例與休閒生活品

質已成為評定是否為先進國家的重要指標，正所謂「健全的身心寓於健康的身體，強健的體

魄更是國力的展現」，學校運動設施的數量多寡、開放與否、功能是否多元，關係著全民運

動和競技運動的盛衰及水準，更影響兩者的銜接性和關連性(尤新吉，1990)，因此學校體育

的功能也因應教育改革的趨勢開始有顯著的變化，其功能不僅傳道、授業、解惑，更在社區

發展及互動交流中扮演關鍵的角色，提昇「社區共同體」意識，培養團結、互助、合作的精

神，實現「社區總體營造」的理想國民體適能，所以學校運動場館是國民從事休閒娛樂的場

所，也是提升健康體適能的中心(徐耀輝，1991)。 

貳、學校與社區的關係 

根據蘇文彬(1996)綜合多數學者對於社區的定義，認為社區是一群人居住在一處大家共

同認同的區域，分享著共同的利益、活動與意識，在前述條件下，由人與地理環境共同形成

的集合，稱為『社區』。就台灣地區而言，在一社區內或是其周遭附近一定有「學校」這個

單位，也就是說學校是社區中的一部分，若以我們所處的嘉義市為例，幅員60平方公里，共

有44所學校在其中，平均1.36平方公里就有一所學校，所以學校與社區之間的關係是息息相

關的。因此，在推展社區休閒運動上，學校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功能是我們不容忽視的。 
長期以來，國人對「學校是社區生活中心」的體認有相當程度落差，導致學校設施開放

在實際執行時，不但時間受限，且學校收費也不容易自給自足(劉麗雲，1997)。陳朝陽(1987)
也提出：應該將學校與社區結合的關係中，應該「將對方視為可重複運用的資源」，提昇至

「將對方視為共同工作的伙伴」，再提昇至「將對方視為服務的對象」。也唯有以「服務」

為最高宗旨，結合民間機構與學生的人力資源，學校運動設施在對外開放時，許多問題才容

易迎刃而解。 
學校體育場館有效的開放不但能夠促進學校體育運動發展，爲學校的體育教學提供一定

教研經費，還能夠推動學校所在社區及區域的全民健身運動的深入發展。美國、日本等國早

在七、八十年代就開始提倡學校體育場館向社會公衆開放，在美國洛杉機舉行的23屆奧運會

上，許多比賽都是在各學校運動場館中所舉行，日本則明文規定學校的體育場館要向社會開

放(田文政，1992)。學校運動場館在整體規劃時，不但要考慮到滿足學校學生體育教學和體

育活動要求，還要能夠滿足社區居民健身運動的要求(官文炎，1992)。體育場館應設置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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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於滿足各項功能要求的位置上。而學校的各項體育場館與設備，在設計時就應考慮到舉行

各類體育比賽及向社會租借的可能性，提高體育館與設備的利用率並創造其一定的社會效

益。 

參、發展社區體育的重要性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為落實運動生活化，亦從民國九十一年開始推動的「運動人口倍增計

畫」，主要是鼓勵民眾走出戶外，迎向陽光，以不會運動的人為對象，使不會運動的人學會

運動，倍增運動參與人口，讓休閒運動融入生活中。因此，在推廣人口倍增計畫，以社區作

為實施的單位，一方面可以凝聚社區向心力，二方面人數容易掌握，區域性的接近更容易讓

運動的參與可以持續，因此若社區體育活動發展完備，自然可以增加國人運動人口數，達到

運動人口倍增的目標。 
政府鼓勵國人在工作之餘從事正當休閒活動，提昇生活品質。然而國內運動場館普遍不

足，透過開放學校運動場館，提供民眾休閒運動使用，來解決此一問題。學校運動設施與場

地設施應更朝向社區化方式(鄭榮源，1991)，除提供學校從事教學活動外，配合社區的需要

成立社區運動公園。研究也發現只有三成多的國人運動量一週超過三次，可見大多數民眾的

運動量不足(行政院體委會，2001)。學校如何運用本身的優勢及資源，為社會體育運動扎根，

來強化民眾體育意識，讓運動持續穩定、長久深入的發展，相信這是所有熱愛運動關心體育

者應思考的課題。 
學校運動場館對外開放的「社區體育」概念，將以一定的行政區域與範圍把社區分為縣

市級社區、村、鎮、里、鄰等，使得各相關社區體育組織發揮其功能與作用，並提高社區成

員的健康水準和生活品質等基本目標的與需求，在社會公益與非以營利為目的性質下，展現

社區體育為社區文化服務工作，換句話說，在特定層次的社區中，來滿足社區成員的體育活

動的需求，依藉社區性質的體育組織，整合社區各方面力量與資源，就近發展具有社會公益

性質的體育活動。擴大社區民眾參與學校活動的管道與機會，來帶動社會變遷中學校體育的

管理與行銷的角色(葉公鼎，1990)。提供專業的運動指導、體育教學活動、健康諮詢、休閒

娛樂資訊、參加或觀賞各種運動競賽、表演活動與社區組織活動的機會與管道。 
在推廣全民運動方面，社區可謂是基層的單位，未來若能利用社區來推廣全民運動，必

能將休閒運動擴展至基層。若在社區推廣休閒教育時，應先將「運動即是生活、生活即是運

動」的理念帶給居民。當休閒運動的理念落行於社區時，居民不論男女老少，可以藉由進行

休閒運動的同時提升自我概念，包括自我價值、自信心、歸屬感等，亦可強健體魄、調適放

鬆心情及拓展社交範圍。藉由社區推廣休閒運動的同時，可逐年提升每年的運動人口數，進

而養成規律的運動行為，提高規律運動者的人數(張華紋、鍾志強，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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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學校在社區體育運動的功能 

在學校運動設施開放社區化的過程中，學校的各項運動場地與設施在不影響學校生活管

理及正常教學的原則下，訂定每日固定開放的時間，提供社區民眾作為從事運動或休閒的場

所，以促進身心健康，從事各種有益身心健康之休閒活動及社教文化活動，以提昇生活品質。

許裕陞(1997)便提出學校運動場館開放具有三點功能： 
(一) 促進社區民眾身心健康，培養運動習慣並改善社會風氣。 
(二) 推廣社區民眾各項體育休閒活動，以提升各項運動技術水準，推展全民運動。 
(三) 提供社區民眾活動場地，增進親子關係，聯絡社區民眾感情，凝聚社區集體意識。 

對於學校運動場館開放的必要性，廖尹華(1997) 也指出學校運動設施開放有其必要性，

有關學校經營與管理的發展，已順應社會的變遷而產生很大的變革，過去學校行政的型態，

已由「事務性」的靜態管理逐漸轉變為「人際」、「資源」與「技術」的動態經營，對於空

間、時間的有效運用、資源的合理分配、資訊管理與人際關係的建立，都是學校運動場館開

放中相當重要的工作(蔡培村，1996)。學校體育運動的社區化將引領學校組織發揮良好績效

與重要的價值，發揮學校的教育功能與角色，並開發出具有前瞻性的學校經營管理策略，使

學校成為具市場競爭性質的動態組織，以因應開放而多元性的社會需求，在各項經營策略的

觀念落實到學校運動場館之開放使用，學校運動設施開放使用有其考量方向如下： 
(一)  運動設施之有效利用 

強調運動場館資源之管理、運用與開發整合，期盼在教學、訓練、師生共融活動與社區

民眾在使用上，配合各項軟硬體設備與專業人力資源的運作下，使得位於各校校園內所有的

運動場地與設施，都能發揮應有的功能，以因應政府推展全民體育，卻苦無充足活動空間及

運動設施之困境(劉田修，1991) 
(二)  尋找學校與社區之資源共用之機會 

以往學校與社區往往被圍牆所區隔，因此容易造成彼此關係的對立與不瞭解(邱漢生，

1992)，學校體育組織應該發揮其獨特的影響功能，考量社區民眾的運動需求與休閒活動環

境，提供適合的機會與管道(林木俊，1994)行政與公關部門提供相關便民的措施與宣導，在

雙方均秉著互惠交流心態下合作，將可強化學校公共關係良好的形象，並促使學校體育活動

能夠落實並深植於社會大眾的目標。 
(三)  建立社區與學校互惠合作制度 

近年來，不少中外學者皆贊同學校的社區功能取向，應塑造成為社區的文化資產中心，

學校教育有其改變社區組成分子的價值觀與態度，並培養個人適應社區角色的能力(林清

江，1991)。因此導入「社區學校」的新觀念，以促使學校中的各項運動場地與設施同時兼

備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兩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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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學校運動場館對外開放的阻礙因素 

雖然在台灣經濟的高度發展的環境背景下，卻始終缺乏足夠且適當正當休閒活動，被升

學主義的偏差觀念所引導，整個社會的關注焦點偏重於智育發展，使得學校體育發展有所阻

礙(洪嘉文，2000a)，導致國民身心發展未臻健全，加上中央與地方補助經費的不足與不均，

人口都會地區土地資源匱乏，無法廣設休閒運動設施，因此開放學校運動場館對學校及社區

的雙贏關係，有效改善相關問題實在是值得肯定的，但學校的管理單位對於運動場館對外開

放困擾的是，學校場地開放後公物的被破壞及事後的維修的煩惱，以及公家機構「會計程序」

的制肘等阻礙因素。因此，若能讓使用者喜愛這環境、對學校運動場館有著相當程度的親切

隸屬感，則其野蠻及非人性化的行為將相對的減少(Frost，1990)。 
學校運動場館開放的意義認知不足，也沒有相關運動設施開放的管理組織，往往增加體

育行政主管的行政責任與壓力，如意外事件的處理與保障等問題，若在學校運動場館開放的

規範過於繁多，也將造成使用者不便，而無法發揮其有效的利用(袁愈光譯，2000)。相關的

學校運動場館開放難題，也可能間接影響學生接受體育教育的權益(張兆煒，2001)。 
田文政(1991)整理學校運動設施開放所可能遭遇的問題有 

(一) 學校對於開放的意義、任務及應有的方向等認識不足。 
(二) 學校開放的管理組織架構未能確立，增加主管的行政責任。 
(三) 經費預算不能獲得有效合理的解決。 
(四) 學校開放所規範的事項過於繁瑣，造成使用者的不便。 
(五) 學校基於校園安全，開放時間不當或太短不符民眾需求。 
(六) 未提供專業運動指導人員，循序漸進教導社區民眾建立終生運動的習慣。 
(七) 未提供合適活動內容，來滿足各年齡層的運動偏好與需求。 
(八) 學校運動設施太少或開放不足，無法切合多元民眾的期待。 

因此對於相關人力資源的不足、物力資源的缺乏、安全問題的考量、管理困難的問題、

制度法規的周延性與主管支援度不高等六大學校運動場館對外開放所面臨到的問題，為謀求

解決之道。對於人力資源不足方面，王凱立(2000) 指出：人力資源不足分為作為「量的不足」

與「質的缺乏」，學校認為沒有足夠且專業之人力去管理運動場館，導致對外開放與使用上

有所困難，尤其在週休假日的時段人力資源運用更是捉襟見拙，以學校游泳池為例，時間過

長薪資過少；事多責任重，因此少有人願意做如此起早趕晚的超時工作(宋維煌，1995)。使

得人力資源不足造成影響學校運動場館開放重要阻礙因素之一。而在物力資源缺乏方面，對

於學校運動場地器材的不足或缺乏，將無法達到運動應有的效果，學生的運動需求亦無法獲

得到滿足，楊建隆(1996)也歸納學校運動場地對外開放的缺失中，認為運動場地使用用途本

末倒置，以商業利益考量或有特權使用者為優先，都剝奪學生與社區一般大眾使用運動設施

的機會。此外在安全顧慮與管理上的問題，例假日民眾進入校園，使用學校器材設備上的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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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事件與意外，(休閒器材損壞、運動設施被破壞等)，相關責任歸屬問題，是否須由學校來

承擔，類似不可抗拒之意外事件之責任歸屬應有所規範(方信淵，1998)。校園體育設施開放

的責任歸屬未能明確劃分，將徒增校長與體育行政主管的行政責任，而讓校方將運動場館開

放視為畏途。在有關意外事件之對策、賠償、保險、保障等問題以及校園開放後師生的安全、

安寧、校園髒亂及環境遭破壞等問題，都是學校開放在安全顧慮上重要的考量。洪嘉文(2001b)
在「學校運動場館經營管理策略之研究」中便提到出管理制度的重要性，學校運動場館若未

訂定開放的「管理辦法」或是「管理委員會」。學校運動場館在對外開放容易與校內使用產

生衝突與突發事件的處理不當導致反彈，而成為阻礙因素。因此學校運動場館開放管理辦法

的制定，應合理適宜、規範完備、符合時宜並經公告周知後。明確執行規範收費標準、開放

時間、開放地點、使用辦法、使用後運動器材的歸還方式、環境的整潔和設施器材安全維護

的準則、及損壞賠償相關之責任，提供每個使用者遵循的方向(劉碧華，1995)。 
最後配合各項廢棄物、秩序管理、人員調配與經費運用等解決處理方式，尋求主管的支

援、認同與協助，而能尋求良好的解決之道，使得學校均能樂於開放運動場館供社區民眾休

閒運動使用，更有助於推展全民運動。 

陸、建議 

一、健全校園管理組織架構 

學校體育設施對外的開放與管理，需健全校園管理組織架構，擬定體育設施對外開放計

畫與財務經費收支管理辦法，來有效管理各項軟硬體的設施，並且對於意外事件的預防及處

置提出具體的處理方案與模式(王建臺，1993)。 
對於學校運動場館對外開放的運作情形，依據黃文樞(1999)提出以下論點： 

(一) 訂定完善且周詳的校園運動場地開放規章。 
(二) 訂出使用者付費的收費標準，與破壞事件的賠償辦法。 
(三) 培養運動設施經營、規劃、維修之專業人員。 
(四) 鼓勵社區民眾組織地方性的運動社團，並推行義工制度。 
(五) 教育及指導使用者維護場地設施的清潔乾淨與舒適。 
(六) 對於收取費用專款專用之原則，避免另挪他用。 

二、提昇場館品質 

早期興建運動場館時並未考慮管理因素，而是有多少錢蓋甚麼樣的場地，又有些將辦公

室、教室與體育館共構，規劃動線無法控制進出，採光、燈光、音效與空調等因素反而退而

求其次，整個場館顯得十分老舊與不實用，但目前國人休閒意識提高，對場館的機能要求日

趨嚴格，希望在使用者付費的原則下，能夠享用令人滿意的的設備與設施。 

三、延長夜間開放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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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夏季悶熱，很多人不願意頂著大太陽出門，但夜幕低垂後，晚風徐徐，若能妥善利

用此一時段來從事休閒運動，而不是窩在家裡吹冷氣看電視，對社區民眾的健康將有很大的

助益。 

四、擴大服務機制策略 

掌握社區民眾與學生之需求，在體育活動推廣上，豐富學生運動知能的啟迪，並滿足社

區民眾體育文化生活。促進校內外體育活動制度化、多樣化與自動化(林海清，2001)。定期

舉辦不同類別的運動賽會，鼓勵社區民眾主動積極參加健身運動，並讓兒童、青少年和老年

人都參與學校體育推廣的行列中。 
以社區民眾與學生為主體，民間體育協進會為推動單位相互協助配合，成立鄰里社區運

動單位(陳張榮，1996)，擴大涵蓋面並完善運行機制，強調社區體育運動發展的全面性、協

調性和自主性。 

柒、結論 

學校運動場館是社區教育的最佳潛在課程(吳永祿，1997)，對於養成社區民眾愛物守法

的精神具有正面的效果。提昇社區民眾的涵養，凝聚社區意識，強化社區生活品質，建立「社

區生活共同體」，而在「社區生活共同體」的概念下，學校運動場館可視為社區的公共財，

對於社區全民運動的發展與運作有重要的影響。 
透過學校運動場館開放的過程中，增進社會對學校的了解，建立回饋管道，利於校務的

推展。以學校運動場館為社區開放的資源集散中心，有效整合運用社區各項資源與力量。所

以學校運動場館對外開放，是學校教育與社區教育互利雙贏的事務。有些運動場館在建築或

購置時耗資昂貴，日後維護經費負擔也不輕，如不善加利用使其發揮最大經濟效益，實為教

育資源的浪費(林國棟，1996)；而社區教育如缺乏適當場地設施，則雖有優良師資、完善課

程等軟體規劃，亦不免事倍功半。因此開放學校運動場館是使學校與社區供需調和互利互惠

之舉。 
就發展特色而言，學校體育活動空間是多向度和多層次的。所謂多向度是指在體育活動

內容上的開放空間。學校體育培養學生或社區民眾，是多方面與多元的運動才能(郭慧龍，

1997)，課程豐富多元、變化空間靈活足以滿足學生與社區民眾的多樣化的要求。多層次則

是要求運動空間的內涵應該是多層面的，它不僅滿足的是學生在體能方面的需求，還應該滿

足學生及社區民眾在生理健康和心理歸屬等方面多層次的需求，使學校體育運動場館是具有

獨特性與生命力，使得學生與社區民眾均喜愛使用與認同這樣的活動休閒空間(湯志民，

1992)。 
因此在如此特殊的發展特色中，對於學校體育運動設施無論從使用的功能、頻率與方式

亦或是活動空間與日程的安排來說，學校運動場館都是社區整體運動區塊的中心(鄭光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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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其承擔學校大部分的體育專案活動、教學與訓練任務，同時也是社區民眾休閒運動

的良好場所(Jensen，1992)，因此學校運動場館可稱作學校發展的最佳公關代言人。 
學校除了爲學生與社區民眾創造良好的學習環境之外，並利用這樣的環境使社區民眾與

學校學生進一步接受體育教育的洗禮與薰陶，因此學校的運動場館應該是充滿生命力的。學

生及社區民眾在此學習、運動和休憩之餘，能夠對自我本身與社區環境有所感悟與體認。使

體育運動成為社區民眾與學生們所關心討論與喜愛的活動，所以學校運動場館與活動空間的

設計、規劃與管理將是不可忽視的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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