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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體育行政 
科 目：運動社會學 
 

一、結構功能論的基本假設為何？試以結構功能論點分析職棒簽賭事件?(25分) 

題目偏難 
依題意先說明結構功能派的基本假設，次以職棒簽賭事件加以分析 
【擬答】 

功能（或功能結構）學派： 
此學派的重要奠基者是涂爾幹（Durkheim），重要學者是帕深思（Parsons），墨頓

（Merton）是集大成者。功能派中心概念是「功能」，是維持社會價值、社會體系運作基

本要素。社會是和諧、均衡、穩定，社會會有所變遷（或變動），但不易改變社會體系與

結構。教育、文化是整合工具，促進社會正常、穩定的運作。個人（社會成員）也藉五種

制度（家庭、教育、政治、經濟、宗教）彼此連結，構成一完整社會體系（或結構）。 
 Merton 指出功能可以區分「功能」、「反功能」。2009 年中華職棒爆發打假球案件，當

時不少知名球員都涉嫌以送錢（賄賂）、上酒家、吃飯豪宴等方式被收買，在球場「放

水」以利簽賭獲取巨利。事後被檢調查緝，最後不少球員被定刑論罪。此事爆發，令職棒

進入「黑暗期」。這是以「反功能」的麗常來說明。另一方面而言，此事曝露職棒發展制

度上的一些缺失。例如職棒選手待遇偏低；工作條件、環境欠佳；管理失當等問題。一些

樂觀人士認為有此事件， 趁此進行改革，未嘗是項為轉為契機，此為正面功能的看法。 
二、近年來推出與運動主題有關之旅遊行程，什麼是運動觀光?試申論運動觀光參與型態及其服務

需求項目為何？(25分) 

題目難易適中 
先說明運動觀光定義，次論其重要形態與服務需求 
【擬答】 

運動觀光的定義:旅行的目地為非商務的理由，為參與或觀賞運動性的活動而離開自家範

圍。 
運動觀光參與型態，學者有不同分類型態，但大致可區分以下重要幾類與服務需求: 
運動賽會觀光: 
為參與運動競賽或觀賞運動競賽，暫時離開自家工作或熟悉環境範圍。例如奧林匹克

運動會、世界盃足球賽。 
所需服務項目:運動設施、交通；住宿、餐飲、醫療設備、休閒社、購物商常、夜間休

閒娛樂。 
運動度假觀光: 
以運動假期為主要目的，暫時離開自家工作或是熟悉環境範圍，例如國內外渡假俱樂

部、澎湖海域活動。 
所需服務項目:交通、住宿、餐飲、醫療設施、購物商常、休閒設施、夜間休閒娛樂。 
運動休閒觀光: 
以「休閒」為基礎的旅遊，暫時離開自家、工作或是熟悉環境範圍，外出參與身體性

活動，例如郊遊、登山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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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服務項目:運動休閒設施、住宿、餐飲、交通、旅遊資訊 
運動節慶觀光: 
為觀賞與身體性活動有關的節慶活動，暫時離開自家工作或是熟悉環境範圍，例如頭

城搶孤。 
所需服務項目:交通、住宿、餐飲、醫療設施、購物商場，旅遊資訊服務，現場人員解

說(參考黃東治總校閱《新編運動社會學》） 
運動觀光促進觀光客在賽事、觀光地區的旅遊消費。這些有銷售紀念商品、飾物、食物、

飲料、門票、住宿、交通等。運動觀光被視為無煙窗工業，對於當地經濟帶來發展的契

機。 
 

三、影響高齡者參與休閒運動的阻礙因素為何？(25分) 

1.題目難易適中 
2.先論述高齡者參與運動的概況，次論阻礙因素。 
【擬答】 

定義 
高齡者（elderly people）或稱老年人，銀髮族（silver people），通常指 65 歲的人，我國公

務員退休法、老人福利法，也都已年滿 65 歲以上的人稱之。 
發展： 
由於醫療衛生、生物科技的進步，人類平均壽命逐年增加，這也反映人口不斷地老化。進

入二十一世紀，人口老年化問題日益嚴重，衍生很多社會、經濟、文化上問題，成為當代

重要課題，台灣也不例外。 
台灣發展概況： 
由於台灣人口老化問題日漸重視：政府與民間機構推動「老人運動」日漸發達，尤其在

地方社區。廣設「銀髮族運動」、「長青俱樂部」等，使得年老者有個很好運動休閒空

間。 
近幾年研究指出，高齡者參加運動體育活動的情形，無論在人口、項目上有日益增加之

勢，這與高齡者認知改變有很大的關係。高齡者大多數普通認知運動使人更健康，帶來

生活品質提升。 
高齡者運動大多在晨間進行，以太極拳、土風舞、槌球等為主，大多是民間社團辦理，

政府很少介入或關注。 
項目： 
高齡者運動不宜太激烈、耗損體能的運動，應以適合體能為標準，休閒運動類型較宜。例

如高爾夫球、武術、太極拳、瑜珈、登山等。 
參加運動的障礙因素： 
１個人因素：如疾病、體能、動能、害怕窘困等。 
社會文化因素：如女性承擔家務、缺乏同伴或社會支持等。 
外在環境因素：如天氣惡劣、運動設施不足、場所的安全與交通的便捷性等。 

四、試以現代奧林匹克為例，說明政治與運動之關係？(25分) 

題目難易適中 
先簡介奧運，次說明奧運與政治的關係 
【擬答】 

近代運動與運動會的興起，以奧林匹克運動會（以下簡稱奧運）最為著名。此項全面性的



公職王歷屆試題 （108 地方特考） 

共 3 頁 第 3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www.public.com.tw 

 

運動競賽，共舉辦二十九屆（2008 北京奧運），迄今百餘年（自 1896 年首屆雅典奧

運）。奧運動會以城市為舉辦地點，各國（或城市）爭相競逐，以爭取主辦權。除了大都

會展示、遊覽與文化宣示的重要場域，它也呈現舉辦城市（或國家）政治、文化、經濟上

的背後意涵。 

奧運與現代政治： 
奧運是一個國家愛國心、民族意識的代表。運動員代表國家參賽，是國家獨立、自主性

的具體性。奧會以演奏國歌、升國旗表揚獲獎的選手；創世界紀錄、獲獎累積也以國

家、國籍來統計。 
 1979 年蘇聯入侵阿富汗，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抵制 1980 莫斯科奧運；1984 蘇聯共產

集團抵制美國洛杉磯奧運，即是政治介入體育顯著之實例。為了爭奪奧運舉辦權，國際

政治介入，不勝枚舉。例如 2000 雪梨、2008 北京奧運。 
運動競賽作為政治宣傳工具。1936 年柏林奧運，希特勒藉此宣傳納粹政治理念和阿利安

人種的優越論。2008 年中國北京奧運辦理，振奮中國民族信心，自擬世界強國。獲獎者

視為民族英雄、國家功臣，奧運徹底與政治、國家密切相聯。 
 1976 年加拿大蒙特婁奧運，中國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要求 IOC、加拿大政府不准

中華民國選手入境；1994 年日本廣島亞運，中國對日本當局施壓，不准李登輝總統出席

開幕典禮。 
 1988 年漢城奧運時，執政黨以奧運能決定國家命運、是國內安定的指標為藉口，鎮壓國

內反對黨勢力，整肅政府的異議者。 
在冷戰時期，共產國家為了展現國力、宣揚民族主義、促進外交，都將運動政治化。從

小訓練兒童，長期集體教育，疏離親人，犧牲小我，追求國家光榮。最常見是體操、游

泳、桌球、跆拳道等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