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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體育行政 
科 目：運動社會學 
 
一、請說明運動社會學理論所面臨的主要概念上的困境為何？（25 分） 
題目偏難 
先定義運動社會學，次論主要概念上的困境 
【擬答】 
運動社會學定義： 

運動社會學是屬於社會學領域，是以社會學觀點（知識、概念、理論）來研究社會事實、

社會現象的一種科學，也是研究運動領域中的一門基礎科學。 
研究範圍： 
運動之社會化過程：主要在研究運動與社會化、運動與家庭、運動與社會階層、教育等

問題。 
運動和社會組織：包括運動團隊的動態結構、運動組織之功能、運動組織與成員之關

係。 
運動和社會制度：運動為社會之制度之一，它與其他如政治、教育、文化、經濟制度等

都會相互影響。 
運動之社會衝突：運動之社會衝突、攻擊、藥物使用等之偏差行為為運動社會中經常面

臨之問題，亦是運動社會學研究的對象。 
困境： 
名詞概念:運動社會學是新興學科，採用很多社會學、文化學概念來說明、詮釋是否適用

運動領域，尚待進一步研究。 
理論適用:人文賀會學科如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一使學等皆有長久研究，並建構理

論，引用理論來說明，適用性遭受懷疑。 
研究方法: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等皆有嚴謹研究方法論。運動社會學除了參考採用之

外，應自尋一到適合研究運動領域的方法論，建構研究方法論。 
二、請試說明何謂現代運動（modern sport）？並試述現代運動在臺灣的起源？（25 分） 
題目較易 
先解釋現代運動，次論台灣現代運動起源 
【擬答】 
現代運動的奠定約在十七、十八世紀（近代時期），現代運動的規範內容（項目、類型）

大致於此形成。運動規則標準化、職業化、組織官僚化與合理化，角色、裝備、比賽日

期、運動選手的資格、訓練等皆進入制度與正式化，漸為各國所認同或支持。 
台灣現代運動的發展： 
 1860 年代，清領時代台灣開港，西方文化傳入台灣，基督教長老會設立學校(長榮、淡

水教會學校)，不僅傳播西學、基督教，也將現代運動如足球、田徑運動引進台灣，可謂

現代運動的「萌芽期」。 
現代運動的「奠定期」是日治時代（1895-1945）。日治時代，將棒球、籃球、排球、高

爾夫球與體操等大量引進台灣，成為日後發展重要基礎。 
 1921 年，花蓮港組成原住民「能高團」參加日本棒球賽，開啟台灣、日本運動交流之

始。籃球、排球於 1922 年傳入台灣，當時美國球隊受到台灣體育協會邀請來台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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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此兩類運動介紹，引進到台灣，在總督府推廣下，漸盛行於台灣學校、社區。 
日治中期，日本實施「內地化政策」，進行同化政策。在此政策下，學校實行「日臺

共學」，引進日本司法、行政體制於台灣，推廣中小學棒球運動是最顯著的策略，藉

用棒球隊組成，有日本人、台灣人、原住民成員，凝聚族群共同體，消弭隔閡。1930
年代，嘉義農林學校代表隊即是典型，在獲得甲子園亞軍後，嘉義農林學校棒球隊成

為台灣之光，也成為日後台灣國球的根基。 
總督府下的臺灣體育協會，是日本殖民體育運動主導機構，負責台灣體育、運動的相

關事宜，執行殖民地統治政策。選舉優秀運動員參加日本國際奧會比賽（例如：張星

賢代表日本參加奧運）。 
三、請以衝突論（conflict theory）的觀點說明弱勢族群參與運動的背後意義為何？（25 分） 
題目偏難 
重點在以衝突論來論述弱勢族群參與運動的背後意義 
【擬答】 
社會學的衝突論，其主旨是在論述社會發展中，衝突是難以避免之事。社會組織（或團

體），個人因利益、資源、價值、角色、地位等諸多因素間衝突必然存在。因為衝突性存

在，社會必須調整、適應，因而促進社會變遷。 
以 2016 年里約奧運出現前所未見的難民代表隊來說明，此次動作突顯弱勢運動權的重要

性，受到世界的重視。弱勢族群通常指一個國家或社會的身心障礙者、中高齡者、原住民

族、低收入戶（或貧窮者），他們是社會上弱勢者，他們權益經常被忽視。此次案例說明

弱勢族群運動的主要意義： 
健康社會的建立： 
弱勢族群的運動權鮮少受到政府的重視。在台灣近二、三十年才受到政府、民間的重

視，開始規劃體育活動計劃，民間設立殘障體育協會來協助，運動甚於醫療，身體健康

來自運動是其主要方式。針對弱勢族群，提供完善的運動設施，促進其身心健康，有助

於健康社會的建立。 
次級、從屬性： 
從功能結構論來看，一個國家運動結構可以分為主流、非主流（次級）運動，主流運動

如奧運、職業運動深受國內外重視，而弱勢族群運動，社會中的弱勢乏人問津，呈現運

動結構不平等。弱勢族群運動資源、權益，也是在「行有餘力」情形進行發展，可以說

是附屬性（或從屬性）的產物。因此，弱勢族群運動權具有隱藏次級、從屬性。 
人權社會的形成： 
弱勢族群的運動以往為大家所忽視。現今政府在推動人權發展之際，他們的運動人權受

到重視，政府、民間社會投入更多人力、經費，發展運動人權，可以他們促進身心健康

發展，建立一個更完善的人權的社會。 
里約奧運難民隊的出現，彰顯弱勢族群運動權的議題，值得大家重視、研究。 

四、現行修訂的《奧林匹克憲章》（Olympic Charter）是國際奧委會為奧林匹克運動發展而制定

的總章程，對於奧林匹克主義（Olympism）及其基本原則，在運動人權方面有深入的探討。

請說明前揭奧林匹克主義的 6 條基本原則。（25 分） 
題目困難 
說明奧林匹克主義及其基本原則 
【擬答】 
奧林匹克主義，指奧林匹克運動會所遵循的哲學。奧林匹克主義之要素概述，被載入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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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16 日生效的《奧林匹克憲章》中。 
奧林匹克主義一詞首先被顧拜旦使用，但他自己沒有為這個詞下定義。顧拜旦以「維護世

界和平的強有力的因素」（1896 年）、「強壯的身體文化」（1908 年）、「建立在某種哲

學和宗教理論上的學說」（1929 年）、「一種高尚純潔、耐力和體力的學派」（1931 年）

等語句來描述奧林匹克主義。1974 年，國際奧委會的羅馬尼亞委員西波科等人提議，給這

個詞下明確定義，並將之納入《奧林匹克憲章》。 
奧林匹克主義在《奧林匹克憲章》中被闡釋為：相互理解、友誼長久、團結一致和公平競

爭。 
奧林匹克主義旨在尋求一種將文化、教育和國際合作均衡結合的生活方式，其基於努力的

喜悅、良好榜樣的教育價值、社會責任和對普遍基本道德原則的尊重。奧林匹克主義的主

要目標是讓體育運動為人類的和諧發展服務，以促成維護人類尊嚴的和平社會。據奧林匹

克主義的原則，運動活動是一項人權，每個人都應該有從事體育運動的權利，不應受任何

形式的歧視，並遵循奧林匹克主義。 
非歧視原則是奧林匹克主義的核心。奧林匹克主義宣稱，享有從事體育運動的的權利與自

由不應受到任何形式的歧視，這包括了基於種族、膚色、性別、性取向、語言、宗教、政

治或政見、國籍或社會出身、財產、血統或其他社會地位等要素的歧視。 
國際奧委會認為，奧林匹克運動的目標是通過不受任何歧視的體育運動及和奧林匹克精神

來教育青年，讓他們為建設一個和平、臻善的世界做貢獻。而需要做到這些，正需要相互

理解、友誼長久、團結一致和公平競爭的奧林匹克主義。(資料來自維基百科全書) 
 6 條基本原則:1991 年 6 月，定為 5 條基本原則，現行則增為 6 條: 
奧林匹克主義的中心思想是人的和諧發展 
奧林匹克主義強調人的和諧發展關鍵是生活方式的改善 
奧林匹克主義將體育運動作為實現人和諧發展的途徑 
為達到人的和諧發展的目的，體育運動必須與教育、文化相結合 
奧林匹克主義強調奧運選手的榜樣作用 
奧林匹克主義主張運動是與生俱來的人權 


