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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臺灣運動員卓越的表現在國際賽

會上紛紛嶄露頭角，各家新聞媒體爭相報導，

各種運動項目的好手都被冠上了臺灣之光，

在運動場上讓全世界知道他們來自臺灣，有

著一群努力無懈的頂尖運動好手，但是這些

選手們在獲得榮耀的背後，都有著不為人知

的辛苦、艱難的一面，而這些運動員在能力

受到肯定之後，藉由媒體的發聲，訴說著他

們的需求，那就是政府給予的工作機會，畢

竟獲獎獎金對於優秀運動員之後的生涯助益

是有限的。而運動員的心聲體育署聽到了，

因此，中華奧會和體育署推動「運動員生涯

規畫轉職輔助計畫」，這是一個協助選手退

役、轉職進入就業市場，並持續舉辦相關課

程，希望讓更多選手重視自我的生涯規劃。

中華奧會表示，培養優秀運動員轉入職

場不能侷限於體育老師或教練，也可考量任

何有關運動管理、傳播、科學、休閒或體能

訓練的相關工作領域。希望協助更多的退役

選手。也指出，曾經參與過奧、亞運的選手

已有近百名諮詢，其中也有優秀運動員申請

輔助計畫。此外另有語言能力提升、技能專

長培育補助，也增設口語表達、面試技巧、

履歷撰寫與自信心提升等課程，希望吸引選

手重視並展開生涯規劃，以幫助他們退役後

的職涯轉換。

貳、優秀運動員生涯發展及轉換階段

運動生涯轉換是運動生涯階段間的轉換

歷程，運動生涯轉換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不

同階段運動生涯轉換的原因不同，各有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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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訓中心辦理課業輔導情景（圖／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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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生涯轉換的特點，所以優秀運動員必須因

應一些特定的需求，使得他們能順利、成功

的轉換、繼續到下一個階段的生涯。

優秀運動員生涯轉換影響因素的輪廓有

個人因素、環境因素、與兩者相互作用所產

生的個體對自我生涯的知覺（包括想法與感

受）。

一、�個人因素：包含興趣、年齡、年資、性

別、教育程度、家庭責任、家庭支持、

人格特質、生理或心理改變、他人影響、

空閒時間等。

二、�環境因素：包含目前的工作環境、工作

內容、工作上的性別差異與要求的資格

與條件、他人影響、其他工作機會等。

三、�個體對自我生涯的認知：包括離職意願、

工作態度、個體對其他工作的評估。

運動員生涯轉換是必然的結果，運動

場上沒有永遠的第一名，無論其運動成就有

多高，有朝一日，他們將會因各種主觀或客

觀條件的影響而退休，這種主動或被動地結

束運動生涯並另謀發展的過程為運動退休

（Coakley,1983），結束後要怎麼開始又是個

重要的關鍵期，以臺灣運動員的養成來說，

從個人與環境因素來看，學校與教育體制、

體育政策，還有最重要的個人因素這三個項

目在運動員生涯轉換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

（一）學校與教育體制的影響

運動員長期投入在自身的運動專長，在

運動訓練的時間占去了多半的時間，使得學

習上的時間減少很多，學業上的表現無法與

一般生相提並論，使得許多運動員很早就放

棄了自己的學業。升學並不是太大的問題，

而是課業上銜接的問題，運動員過去在學習

過程中運動練習時間佔了絕大部分，大多數

運動員升學的過程中都缺乏相關基礎學科之

能力，因此在課業的銜接上產生了很大的困

難。

（二）體育政策的影響

現今的體育政策大部分都是以獎勵優

秀運動員的方式為主，而沒有對於運動員發

展有多少的關照，大多數能受到政府所照顧

到的運動員，大多數都是主流項目的居多，

而主流項目的選手如果成績優秀者，政府會

提供穩定的公職來進行就業輔助（張少熙，

2010）。

（三）重要他人的影響

培育一個運動員，教練是不可或缺的一

環，這是運動員在運動生涯之中伴隨他們的

重要角色，他們的領導風格與教育方式對培

育運動員有著很重要的影響。對於未來的不

確定性的發展會造成選手的不安全感及無歸

屬感，教練應與選手討論其未來之發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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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使其更安心於運動訓練，一方面使之

具有具體的努力方向及目標（紀俊吉、蘇慧

慈，2006）。運動員最大的支持力便是來自

於家庭，而他們卸下運動員這個身分時，家

人更是要給予最大的支持與關懷，在於家人

與重要他人的陪伴更是顯得重要。

叁、建議

就現役運動員而言，運動員的運動生命

有限，終究有從運動場上退下的一天，現今

無法依賴社會來為你做什麼，所以應該盡早

地進行生涯規劃，安排退役後的生活。在現

今教育與體育環境下，運動員十分容易被影

響，惟有自身去做足準備，瞭解自我、設定

目標、多方面學習去面對現實社會的需求，

切勿畫地自限。而家長、教練及學校在運動

員生涯規劃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除了在訓

練及比賽外，盡量協助運動員規劃他們的未

來。

就學校而言，培育一個運動員，學校與

教練是不可或缺的一環，這是運動員在他們

的運動生涯中伴隨的重要角色，校方的領導

風格與教育方式對培育運動員有著很重要的

影響。除了在培育選手外，也該注重學生未

來的出路與就業市場，針對現在的就業市場

去做一規劃，讓運動員在學生時期瞭解就業

市場在哪，需要哪些技能與專長，並應現在

的就業市場去規劃課程，讓運動員有足夠的

能力去應付職場上的轉變，而非在退役後的

生涯再多花一段時間去尋找自己的出路為何。

臺灣運動休閒產業在經過經濟景氣的低迷與

體育教師的飽和情況下，學校更應該注意這

方面，多數的運動員在退役後還是會選擇與

運動相關的產業作為未來的出路，在現今的

情況，產界與學界應該好好的配合，不要讓

頂尖的運動人才人力流失。

就教練而言，教練扮演的角色不只在專

業技能的指導及專精的訓練方式，他們還扮

演著教師身份。不只在運動領域上的要求，

也積極地鼓勵學生在課業上的精進，並提醒

選手要及早為自己的將來做準備，協助選手

做好規劃，讓選手無後顧之憂能專注運動領

域上，在離開運動場後，能順利接軌。

運動員長期投入在自身的運動專長，在

運動訓練的時間占去了多半的時間，使得學

習上的時間減少很多，學業上的表現無法與

一般生相提並論，使得許多運動員很早就放

棄了自己的學業。學校及教練應多鼓勵學生

在學科的努力，鼓勵學生去多方面的學習，

並要求學生的學業門檻，當學生學業成績無

法到達門檻時，學校可提供學生課後的輔導

的課程，加強選手們的學業方面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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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環境下的影響，許多優秀的運動員，

往往為了生計的問題，突然間就在運動場上

消失。運動員退役後的問題，隨著現在的教

師的飽和、教練供不應求，浮現在檯面，而

國家現有的政策除了頒發國光獎金與運動員

退役生涯轉換輔導辦法以外，可見國內的運

動生態，在沒有完善的退場機制下，已失去

多少的潛在人才，為求競技運動的永續發展，

希望能夠盡快發展出因應對策。

教育部（2013）的體育運動政策白皮書

即指出目前需要強化臺灣運動員的就業輔導

與生涯規劃，並透過民間企業的協助強化運

動員的職場就業競爭力。體育運動政策白皮

書提到臺灣目前運動政策以「選、訓、賽、輔、

獎」為主。其目的是為了要培育傑出運動選

手及輔導就業與適當獎勵，並建立起生涯規

劃，協助運動員培養職場競爭力。教育部體

育署目前也成立了「企業捐助體育平臺」，

透過企業的認養及贊助等方式，培育更傑出

的運動員，改善目前運動員面臨的困境。

四、對企業的建議

����可以對於運動人才去進行投資，利用建教

合作的方式，對於企業想要什麼樣的人才去

培育，並且投資於他們的選手生涯，在他們

選手生涯退役後，可以回到公司去上班，而

企業可以培育出自己想要的人才，對於雙方

都有利，同時也給予運動員一個就職的機會。

肆、結語

政府鼓勵國內頂尖優秀運動員多元性發

展，並協助運動員生涯規劃，好讓這些在競

技場上發光發熱後的運動員，藉由政府或相

關單位有更進一步的支持好讓他們的運動生

涯能夠持續或後續人生有一些保障。然而，

優秀運動員的生涯轉換，取決於他們對自己

所做行業是存著什麼樣子的心去看待，在體

育相關行業與非體育相關行業都能各自闖出

一片天，所謂「三百六十五行，行行出狀元」，

主要在他們如何看待自己的價值觀，優秀運

動員要努力去培養出自己的興趣，朝著自己

喜歡的去做，再加上當選手時所訓練出不怕

苦不怕難的毅力，相信在任何工作上都是可

以去闖出一片天。( 本文作者蔡慧敏為淡江大

學體育事務處講師；李維仁為中原大學體育

室講師；楊繼美為淡江大學體育事務處講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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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中摘英譯

Chinese/English Abstracts

Olympic bronze medalist Tseng, Li-Cheng,  the Asian Game gold medal  Gu, Cui-Ping ,The world gold 

medal in weightlifting and the bronze medal of Rio Olympic Games in 2016 Kuo, Hsing-chun and other 

outstanding athletes.  It is obvious that to cultivate and train the outstanding aborigines in Taiwan is 

very importan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urrent strategy of nurturing and coaching the outstanding 

Aborigines in Taiwan, and hoping that they can participate in competitive sports, and carry forwar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ndigenous of Taiwan aborigin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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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er Planning and Guidance of Elite Athletes in Taiwan

              蔡慧敏、李維仁、楊繼美

Hui-Min,Tsai、Wei-Jen,Lee、Chi-Mei,Yang

近年來臺灣運動員卓越的表現在國際賽會上紛紛嶄露頭角，各家新聞媒體爭相報導，2016 年我國奧運

代表隊選手在本次里約奧運比賽獲 1 金 2 銅，共 3 面獎牌，並在運動場上讓全世界知道他們來自臺灣，讓世

界看到臺灣，但是這些選手們在獲得榮耀的背後，隨著賽事的落幕，即將面臨的是自己的未來，該如何創造

出屬於自己第二專長的領域，能夠盡快地讓自己適應這個別於運動場上舞臺的環境，並欣然地接受來面對退

役後的生涯轉換絕對是個非常重要的議題。105 年 5 月 26 日行政院於第 3500 次會議裁示為妥善規劃對優秀

運動選手照顧措施，請教育部會商相關單位後，研議、規劃政府對優秀運動員在役及退役期間的照顧措施，

視為國家體育運動發展的重要策略。然而優秀運動員的生涯規劃與職場銜接問題，一直是為國內各項運動界

所探討的議題。

    In recent years, the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of Taiwan athletes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have cut a striking figure in the various news, media reported that in 2016, Taiwan's Olympic team 

players in the Rio Olympic Games won 1 gold and 2 bronze medals. All together the 3 sports medals 

remind the world of Taiwan, enable the world to see Taiwan. But after the glory, stepping down 

from the event, the players are about to face their own future. How to create their own expertise 

in another field, how to adapt themselves to this arena different from sports environment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how to gladly accepted facing retirement and career transition is definitely a very 

important issue. May 26, 2016, the Executive Yuan, at the 3500th Meeting, decided that nation ahould 

proper plan and care for elite athletes,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hould consult relevant bodies to  

study and plan for the outstanding athletes during and after their service for the national team. 

This is an important national sports development strategy. However, the career planning and 

career cohesion of elite athletes has always been a topic of discussion for all sports circles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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